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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全球化視野看台灣歷史定位與未來外交策略 

林 若 雩  
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副教授 

呂副總統於日理萬機的空檔，完成《世界的台灣》（2007）一書，類似

以「前世今生」的概念，寫出台灣的實存歷史，並且希冀能為台灣的未來

尋找出路。 

2000 年 5 月 20 日成為中華民國第一位女性副總統後，她即致力於「人

權、民主、和平、愛心、高科技」柔性國力的發揚；呂副總統為台灣推展

「柔性外交」，向國際菁英呼籲「柔性國力」有別於傳統的「剛性國力」所

導致的中央集權甚至軍事霸權，喚起國際對台灣的注目與關懷，以「和平、

和善、和樂」的方式讓台灣走向世界，也帶領世界走進台灣。如此用心與

努力，可說相當令人激賞。 

壹、從歷史觀點看台灣地位 

「海洋台灣」與「大陸中國」的分別，非但切合實際，也符合現狀。台

灣並非要自絕於中國，而是海洋台灣的「有容乃大，面向全球，包含世界」。 

過去四百年歷史，「海洋台灣」與「大陸中國」雖有短暫兩百多年政治

關係（1684-1895），但事實上互不隸屬，應各自發展並且維持友好關係。

1624 年，荷蘭人因無法打開閉關自守的中國，轉而尋求台灣作為東印度公

司在東南亞貿易的中繼站，因此在南台灣建立具現代化國家雛形的外來政

權，也讓台灣首次與世界接軌。 

1662 年鄭成功驅逐荷蘭，進佔台灣，但當時鄭成功並非代表中國政府

攻佔台灣，而是反抗中國政府，以台灣當「反清復明」的基地。雖然鄭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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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建立「東寧王國」，但東寧王國並不代表中國。直到 1684 年清康熙派

施琅打敗東寧王國，台灣才正式被規劃中國版圖。然而清廷雖然統治台灣

二百一十二年，卻僅在最後二十年才用心建設台灣，直到 1885 才將台灣獨

立設省，十年之後，又將台灣拱手讓給日本，而且是「永久割讓」。 

大陸中國與海洋台灣從此一刀兩斷。五十年後，日本戰敗投降，陳儀

奉派來台接收台灣，才又連接起台灣與中國的錯綜複雜糾葛。台灣的歷史

具有如下意義：一、「海洋台灣」與「大陸中國」自古互不隸屬。二、早在

清朝康熙攻下台灣之前，台灣先與西歐及日本發展經貿甚至政治關係。三、

大陸中國對海洋台灣的主權於『馬關條約』簽訂後永久終止，此後台灣的

命運受制於國際更甚於中國。 

貳、如何從世界的觀點看台灣定位 

檢視過去四百年歷史，台灣人從未當家作主，於 1895 年清朝依據『馬

關條約』將台灣「永久割讓」日本後，過去一百多年，台灣命運完全受制

於外在的國際環境。二次世界大戰後迄今逾一甲子，台灣的地位仍然受制強權

戰略的影響，如中、美、日的角力與爭奪權力。在不同階段，國際強權處理台

灣問題，都不是以台灣人民為首要考慮，而是以強權的利益為出發點。 

台灣的未來面臨了三項挑戰：第一，台灣的主體性；第二，中國的磁

吸效應；第三，全球化。台灣海洋發展的國家戰略思維應以台灣為中心，

成輻射狀全方位向太平洋發展。台灣的陸地面積不大，但擁有一千多公里

海岸線，是一個典型的海洋國家（Ocean State）。台灣應朝向以下的幾種思

維：一、如呂副總統於 2005 年成立「太平洋聯盟」，以及 2006 年成立「太

平洋島國論壇」（陳總統於與六友邦元首：帛琉宣言）。二、要強化民主法

治，融合太平洋多元文化與海洋資源。三、要分享科技發明、敉平數位落

差。四、要在聯合國海洋法公約及既有的基礎上，與環太平洋國家積極推

動各項海洋事務，共同促進太平洋的永續發展，以開創二十一世紀人文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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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海洋科技文明，尊重並愛護太平洋。 

三、台灣的未來與外交策略 

「海洋台灣必須發聲，使全球都聽到」。二十一世紀初，國際體系表面

上看起似乎是美國超強的「單一體系，一超多強」。但事實上，美中兩國的

相互競賽，特別是中國的崛起與強勢主導；中國早已自認是大國，並「將

如何處理與全球大國關係」列為最首要外交戰略。 

台灣的未來與外交策略，是堅持「亞洲一份子」的角色，向全球發聲，

於美中兩國企圖主導全球與亞太戰略時，凸顯本身的戰略地位與戰略價

值。也即是說，於冷戰時期美蘇超強爭霸，美國於越戰失利，使其採取「聯

中制蘇」，但卻未能避免越戰失敗以及適當解決台灣地位等問題；冷戰時期

的中國雖因文化大革命而國力衰退，1989 年天安門事件導致全球聲譽下

跌。但中國於 1990 年代中期採取「敦親睦鄰」友好策略，加強對東南亞、

南亞等週邊國家的外交關係，並且強調以經濟、貿易關係與世界接軌，其

作法相當靈活有效。 

然而對於已臻民主、人權、和平與法治的台灣，中國仍採取僵硬的「一

個中國」政策。未來美國如何於中國崛起的情勢下，架構與部署良好的全

球戰略，企求與中國於全球權力競賽中得勝，是各方觀察的重點。於柔性

外交策略下，呂副總統《世界的台灣》（2007）一書提供藍圖與正確方向，

也是作者呂秀蓮副總統長期接櫫的理想國──如「科技立國」、「柔性國力」、

提出「除舊佈新」與「突破與超越」的台灣藍海策略。 

我們樂見「活力的台灣」、「世界的台灣」蓬勃發展，國家實力日益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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