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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聯手抗蘇是冷戰後半期構成中共與美國戰略合作的基礎，但這一基礎因蘇聯

瓦解而不復存在。美國在後冷戰時期意圖尋求排他性的獨霸地位，加以中美間在

意識形態及價值觀等層面具有難以調和的差異，導致兩者間對立與矛盾日益深

化。然而世事難料，2001 年 9 月 11 日蓋達組織對美國境內重要目標發動恐怖攻

擊，使得美國國安政策、戰略思維、威脅認知皆出現重大變化。在連動下，原本

嚴峻的中美雙邊關係獲得大幅改善，中共也從美國要壓制的對象轉變為要爭取的

反恐伙伴。中共僅以極微小的代價緩解了沉重的外來壓力，這一發展這不但有助

於維繫發展經濟所需的和平國際環境，從而加速了中共的和平崛起。 

  然而恐怖組織之能力及其所發動之恐怖攻擊的影響，畢竟不能與前蘇聯相提

並論，它尚不足以構成中美戰略合作的基礎。惟從美國為防恐、反恐所耗費的龐

大人力、物力，吾人雖可確認恐怖主義是一項充分條件（Sufficient Condition)，

但卻不是必要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未來中共與美國間發展戰略關係仍需

藉由雙方在全球金融危機、政治安全、區域問題、環境生態等重大課題上的攜手

合作逐步培養。隨著 911 事件逐漸遠去，美國境內近年亦未再遭受恐怖攻擊，但

在恐怖主義對美國的攻擊威脅難以根本消除下，聯手打擊恐怖分子在中美雙邊關

係發展上還是一項重要因素。故可以確認在未來一段期間，反恐合作對中美戰略

關係上仍將發揮積極且正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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