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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傳出美國政府將向台灣銷售包括
M1A2主戰坦克、反坦克武器以及反戰車
彈藥在內的軍火，總價值可能達到26億美
元。這是特朗普任內對台的第六次軍售。
近來，美國的 「挺台」動作更加頻密、更
加赤裸裸、更加肆無忌憚。在軍事上，除
了繼續對台軍售，還派軍艦 「常態化」通
過台灣海峽。自去年7月以來，美艦已八
次航經台灣海峽，今年更是「每月一巡」。

華府不樂見兩岸統一
「對於台灣問題，美國不管哪一任總

統，基本立場都是一樣的，沒有哪一任美

國總統心甘情願的讓兩岸統一。」中國軍
事戰略專家彭光謙少將在接受大公報專訪
時表示，美國把台灣當做不沉的航空母艦
的基本立場從來沒有變過。只是迫於當時
的形勢，採取的手法有些區別而已，而特
朗普表現得更加野蠻與粗暴。

彭光謙分析指，美國利用聯合國海洋
法尚不完善的某些空隙，打擦邊球、打心
理戰、進行戰術性試探和騷擾。這恰恰說
明他們色厲內荏，心裏發虛的本質。 「就
像一群流氓無賴來你家門口搗亂，動不動
扔幾塊石頭。他們又想耍大牌，又不敢玩
真的。」

彭光謙說，在軍售問題上，美國不
可能無條件地滿足 「台獨」勢力的胃口
。美國賣武器，一是想利用軍售操控島
內政局，二是想利用軍售為美國軍工利
益集團謀取暴利。 「實際上，美國也擔
心弄不好這些武器會不會最終成為解放
軍的戰利品。」彭光謙強調，之所以還
稱 「中國人民解放軍」，就是因為台灣
作為中國的神聖領土尚待收復， 「對解
放軍來說， 『統一必成、使命必達』，
這個誓言、這個決心、這個能力任何人

都不要懷疑。」

蔡製造對立騙取選票
島內文化大學政治學系講座教授陳一

新表示，美台當局不斷碰觸大陸底線，升
高兩岸對抗，製造兩岸「危機」。正面臨
2020大選的蔡英文更是乘機渾水摸魚，希
望藉此激怒大陸，挑起兩岸對抗，製造「大
陸打壓台灣」的悲情牌，繼續騙取選票。

曾任台駐美代表處諮議、台灣陸委會
副主任委員的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
究所副教授的黃介正，在一個論壇中也表
示，美國的台海政策從屬於兩個部分，一

個是美國整體的亞太戰略部署，另一個是
美國對華政策規劃的一環。台灣對美國而
言，不論是戰略價值還是貿易夥伴，都只
是一枚棋子。黃介正指出，由於中國大陸
發展迅猛，美國把中國大陸視為 「必須要
遏制的崛起強權」，如果中美之間的對抗
升高，美國就會 「加碼」打 「台灣牌」，
可見美國的台海政策是建立在不太穩固的
基礎上，隨時都有可能改變。

島內 「國防大學」科研部、台灣問題
研究中心教授瞿定國指出， 「未來美方在
台海地區的軍事活動將日益密集化、常態
化；美軍與台灣軍方進行聯合軍演」等行
動的可能性已擺上桌面。

彭光謙也說， 「山雨欲來，燕子低飛
」，現在台灣海峽上空，面臨着美國製造
重大事件的可能。 「但挑戰和機遇總是聯
繫在一起的。各種分裂勢力蹦躂得越高，
叫囂得越厲害，他們的末日就來得越快。
」彭光謙強調，中國在小米加步槍時代都
沒懼怕過世界霸權，現在國力及軍力已
今非昔比，如果有人膽敢出賣中國的領
土主權、膽敢踐踏中國的領土主權，
解放軍絕不手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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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台軍事聯繫頻密 中方嚴正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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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美國總統特朗普2017年1月執政以來，不斷升級與中國的貿易摩
擦，並在科技、外交、軍事及兩岸問題上全面圍堵中國。特別是近一段
時間以來，美台在軍事交往上不斷升溫，美艦 「常態化」 穿越台灣海峽
。中國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魏鳳和最近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會上表示
，台灣問題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會容忍
國家分裂。如果有人膽敢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中國軍隊別無選擇，
必將不惜一戰，必將不惜一切代價，堅決維護祖國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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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艦八闖台海 中方強烈抗議
2018年7月7日1

中方反擊：

中方密切關注並
全程掌握美國軍艦過
航台海的情況，就此
向美方表達了關切

美國神盾級驅逐
艦 「DDG-89」 及 「
DDG-65」 由台灣南
部海域航經台灣海峽

2018年10月22日2

中方反擊：

據美方官員透
露，多艘中國軍艦
跟蹤監視

美國兩艘軍艦
「卡迪斯沃巴號」與
「安堤坦號」由南向
北航經台灣海峽

2018年11月28日3

中方反擊：

中國國防部表示，
解放軍將持續保持高度
戒備，堅決捍衛國家主
權和領土完整

美國導彈驅逐艦「斯
多克代爾號」和補給艦 「
佩科斯號」 自台灣東北
部海域進入台灣海峽

2019年1月24日4

中方反擊：

中方密切關注並全
程掌握美國軍艦過航台
灣海峽的情況。敦促美
方恪守一個中國原則

美國導彈驅逐艦 「
麥康貝爾號」 和補給艦
「狄爾號」 由南向北駛
過台灣海峽。

2019年2月24日5

中方反擊：

中方抗議美國軍艦通
過台灣海峽，中方相關部
門向美方提出了嚴正交涉
，並保持高度戒備狀態

美軍導彈驅逐艦 「史
塔森號」 和補給艦 「查維
斯號」 自西南海域向北穿
越台灣海峽

2019年3月24日6

4 月 1日大陸派出 2架
殲-11戰機越過所謂的 「海峽
中線」 。15日大陸軍機、艦艇
舉行海空聯合操演

中方反擊：

美國 「阿利．伯克級」 驅
逐艦 「柯蒂斯．威爾伯號」 以
及海岸警衛隊的 「巴索夫號」
警備艦穿越台海

2019年4月28日7

中方反擊：

中方敦促美國
慎重妥善處理涉台
問題，以免損害中
美關係和台海和平

美國軍方兩艘
驅逐艦 「勞倫斯號
」 和 「史塔森號」
航經台灣海峽。

2019年5月22日8

中方反擊：

中國國務委員兼國防
部長魏鳳和表示，對於分
裂台灣行徑，中國軍隊不
惜一戰

美國海軍驅逐艦 「普
雷貝爾號」 與補給艦 「沃
爾特．迪爾號」 穿越台灣
海峽。

2017年6月，特朗普上任後
首次對台軍售方案，總值約
14.2億美元。軍售共有7個
項目，包括早期預警雷達的
技術指導、反輻射導彈、魚
雷和標準-2導彈零件等。

美對台軍售 中國外交部、國防部、國台辦、中國
駐美國領事館等四大機構同時表達強烈抗
議，堅決反對台灣與美國進行任何形式的
官方往來和軍事聯繫，堅決反對美國以任
何藉口向台灣出售武器，督促美方恪守中
美三個聯合公報原則。

特朗普政府發布任內首
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
報告中，在涉及台灣問題方
面，美國稱將堅持 「一中政
策」 ，但會維持美台 「堅定
關係」 ，包含 「台灣關係法
」 中的對台軍售承諾。

美發布國家安全報告
2017年12月特朗普簽署

「2018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
案」（NDAA）。該法案提及，
考慮美台軍艦互停的適當性與
可行性，定期移轉讓台灣維持
足夠自衛能力所需的防禦裝備
與服務；邀請台灣軍隊參與如
「紅旗」 等軍演；執行美台資

深軍官與資深官員互相交流的
計劃，以增進雙方軍事關係。

美通過「國防授權法」

12月11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重
申，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絕不容忍國家分裂的歷史悲劇重演。

11月29日，國台辦發言人馬曉
光也曾表示，堅決反對美台發
展軍事關係，堅持一個中國原
則是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

中國空軍新聞發言人申
進科大校表示，中國空軍多
架轟炸機、偵察機實施了 「
繞島巡航」 等訓練課題，錘
煉提升了維護國家主權和

領土完整的能力。

2018年8月美國
國會參議院通過了 「
2019財年國防授權
法案」 。該法案含有
多項涉台條文，包括
鼓吹強化台灣軍力、
推動所謂 「聯合訓練
」 、擴大軍售以及建
議美國防部長考慮支
持美國醫療船訪台。

美通過「國防授權法案」

8月2日，中國外交部
發言人耿爽表示，中
方就此事已經多次向
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敦促美方不得放任含
有涉華消極內容的法
案成法。

國台辦發言人表示
，中國堅決反對我建交

國與台灣進行任何形
式的官方往來和軍
事聯繫。

2018年9月美批
准了價值約3.3億美元
的對台軍售案，主要
包括向台灣出售F-16
、F-5、「經國號」（
IDF）戰鬥機和C-130
運輸機的標準航材零
附件，以及航空系統
備件和支持系統。

美對台軍售

9月26日，中國外交
部、國防部、國台辦
表示中方堅決反對並
強烈不滿，中方已向
美方提出了嚴正交涉
。強烈要求美方恪守
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
三個聯合公報規定，
立即撤銷有關對台軍
售項目，停止售台武
器和美台軍事聯繫。

2018年12月特朗普簽署 「亞
洲再保證倡議法」 ，叫囂美國總統

應定期辦理對台軍
售。

美通過 「亞洲再保證倡議法」

2019年1月2日，外交部表示
，法案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
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
，粗暴干涉中國內政，中方
對美方執意簽署該案表示強
烈不滿和堅決反對，已向美
方提出嚴正交涉。

今年3月台當局
領導人蔡英文過境美
國期間參訪夏威夷，
由夏威夷州國民兵司
令兼民防廳長羅根少
將陪同參訪。這是台
當局領導人在美過
境期間首次與美軍
將領會面。

蔡過境美國獲禮遇

中國外交部表
示，堅決反對美方
和其他與中國大陸
建交的國家安排蔡
英文過境。

今年4月美國批准一項
5億美元對台軍售案，內容
包括在路克（Luke）空軍
基地繼續提供F-16戰機飛
行員訓練計劃，以及維修
和後勤支援。

美對台軍售

4月15日，解放軍空警-500、轟-6K
、運-8、蘇-30及殲-11戰機出動
，從台灣東方空域北上，飛越宮古
海峽，經東海飛回大陸。解放軍東
部戰區表示，此次行動是年度計
劃內的正常安排。

4月24日，中國國防部、國台辦對此表示
堅決反對，已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大公報記者 何德花報道

4月17日，中國外交部表示中方對此堅決
反對，已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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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中國駐美公使李克新警告，
美國軍艦抵達高雄之日，就是解放軍

武力統一台灣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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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淪美遏華棋子
解放軍誓捍統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