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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蔡英文上台后完全摒弃马英九时期的 “外交休兵”
策略ꎬ 以 “踏实外交” 为名ꎬ 实质上重启陈水扁时期的 “金元外

交”ꎬ 通过高层互访和经贸往来等方式ꎬ 不断强化台湾与拉美 “邦
交国” 的利益关联ꎬ 减少这些国家与台湾 “断交” 的意愿ꎮ 在积

极 “固邦护盘” 的同时ꎬ 蔡英文还酝酿谋划 “开拓新邦”ꎬ 意图在

拉美地区与中国大陆展开对抗ꎮ 蔡英文此举将给两岸关系带来巨大

变数ꎬ 两岸 “外交烽火战” 有可能被重新激活ꎮ 另外ꎬ 美国长期

视拉美地区为自家 “后院”ꎬ 因而对于中国大陆在拉美地区日益增

长的影响力抱有较高的戒备心理ꎬ 未来美国或将协助台湾巩固

“邦交国”ꎬ 压缩中国大陆在拉美地区的发展空间ꎮ 中国大陆应该

加强三重防范: 一是防范蔡英文当局挟美自重ꎬ 背靠美国进一步强

化与拉美 “邦交国” 的关系ꎻ 二是防止 “台独” 势力因为 “断交

潮” 而铤而走险ꎬ 彻底滑向 “法理台独”ꎻ 三是防范台湾的拉美

“邦交国” 在两岸之间左右逢源ꎬ 坐收渔翁之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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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台湾当局共有 ２０ 个 “邦交国”ꎬ 而其在拉美地区的 “邦交国” 占据

“半壁江山” 以上ꎬ 共有 １１ 个①ꎬ 分别为中美洲的尼加拉瓜、 洪都拉斯 (台
称宏都拉斯)、 萨尔瓦多、 危地马拉 (台称瓜地马拉)ꎬ 加勒比地区的海地、
多米尼加 (台称多明尼加)、 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 (台称圣露西亚)、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台称圣文森) 以及南美洲的巴拉圭ꎮ 显然ꎬ 拉美是

台湾 “邦交国” 的重镇和主战场ꎬ 蔡英文上台后全力出击ꎬ 竭力巩固与拉美

“邦交国” 的关系ꎮ 到目前为止ꎬ 蔡英文总共出访过三次ꎬ 其中有两次是专门

到拉美地区ꎬ 分别是为了 “英翔专案” 和 “英捷专案”ꎬ 其对拉美 “邦交国”
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ꎮ

一　 蔡英文对与拉美 “邦交国” 关系的战略定位及战术规划

拉美 “邦交国” 在台湾当局整个对外关系布局中扮演着关键角色ꎬ 因而

台湾地区历任领导人都高度重视发展与拉美 “邦交国” 的关系ꎬ 蔡英文同样

如此ꎮ 事实上ꎬ 在竞选期间ꎬ 蔡英文就密集拜会过所有拉美 “邦交国” 驻台

“大使” 或 “代表”ꎬ 并承诺要与对方建立永续伙伴关系ꎬ 未来将通过台湾当

局、 企业投资与民间团体的共同努力ꎬ 继续深化与 “邦交国” 的友谊ꎮ
(一) 蔡英文高度重视拉美 “邦交国” 的原因

蔡英文高度重视拉美 “邦交国” 的原因是为了维持台湾为 “主权独立国

家” 的假象ꎬ 利用 “邦交国” 增加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能见度ꎬ 并为其过境美

国、 强化对美关系寻找借口ꎮ
首先ꎬ 维持台湾为 “主权独立国家” 的假象ꎮ 蔡英文一直声称台湾为

“主权独立” 国家ꎬ 既然如此ꎬ 就需要有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接受ꎬ 否则就会陷

入自说自话和自欺欺人的尴尬困境ꎮ “邦交国” 数量的多少是衡量国际社会认

可度的一个关键指标ꎬ 因而为了维持台湾为 “主权独立国家” 这一假象ꎬ 蔡

英文自然需要维持与拉美 “邦交国” 的关系现状ꎮ 目前台湾 “邦交国” 仅剩

下 ２０ 个ꎬ 已跌至历史最低水平ꎬ 如果有更多拉美 “邦交国” 与台湾 “断交”ꎬ
那么台湾 “邦交” 版图将被重新撕裂ꎬ 民进党自诩为 “主权独立国家” 的幻

象也将被彻底打破ꎮ
其次ꎬ 利用 “邦交国” 增加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能见度ꎮ 长期以来ꎬ 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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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台湾另外 ９ 个 “邦交国” 的区域分布分别为: 大洋洲 ６ 个ꎬ 非洲 ２ 个ꎬ 欧洲 １ 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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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交国” 在 “台湾入联” 提案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ꎮ 近年来ꎬ 台湾放

弃了 “入联” 企图ꎬ 但开始转向更具实质意义的国际或区域组织ꎬ 如世界卫

生大会 (ＷＨＡ)、 国际民航组织 ( ＩＣＡＯ) 等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 拉美 “邦交

国” 积极为台湾站台拉票ꎬ 是台湾重要的支持者和发声者ꎬ 为台湾增加在国

际社会的能见度提供了实质性支持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７ 年联合国大会总辩论期间ꎬ
巴拉圭等共 １５ 个台湾 “邦交国” 呼吁国际社会应该接纳台湾ꎬ 不应将台湾排

除在联合国体系之外ꎮ 蔡英文要想保留住这种支持台湾的声音ꎬ 特别是借助

“邦交国” 力量为台湾加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ＵＮＦＣＣＣ) 或国际刑警

组织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 等预铺道路ꎬ 就必须巩固与这些 “邦交国” 的关系ꎬ 否则将

会失去依托和着力点ꎮ
再次ꎬ 为过境美国、 强化对美关系寻找借口ꎮ 强化对美关系一直是台湾

当局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ꎬ 蔡英文也不例外ꎮ 由于台美早在 １９７８ 年就已经

“断交”ꎬ 为了提升对美关系ꎬ 台湾当局不得不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向美国靠

拢ꎬ 在访问其他国家和地区时借道美国便是其首要选择ꎮ 鉴于拉美地区与美

国在地理位置上相互毗邻ꎬ 因而访问拉美 “邦交国” 时过境美国便成为台湾

强化对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借口ꎮ 蔡英文上台后的三次出访ꎬ 每次都是过境美

国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蔡英文展开 “英捷专案”ꎬ 专门到洪都拉斯、 萨尔瓦

多、 尼加拉瓜和危地马拉等国访问ꎬ 但蔡英文访问的重心并不完全在拉美

“邦交国”ꎬ 而主要是想借机强化与美国各界的关系ꎬ 因而在经过休斯敦和旧

金山期间ꎬ 多次与美国政界和学界展开密切互动ꎮ
(二) 蔡英文对与拉美 “邦交国” 关系的战略定位

虽然与其他前任一样ꎬ 蔡英文也高度重视与拉美 “邦交国” 的关系ꎬ 但

蔡英文对于与拉美 “邦交国” 关系的整体定位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ꎬ 与马英

九时期有着显著的不同ꎬ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ꎮ
第一ꎬ 既中心又边缘的双重定位ꎮ 从台湾所有 “邦交国” 的整体架构来

看ꎬ 拉美 “邦交国” 在其中占据着中心位置ꎬ 这不仅因为在拉美的 “邦交

国” 数量最为密集ꎬ 而且与这些国家的 “建交” 时间也最为久远ꎮ 例如ꎬ 尼

加拉瓜、 危地马拉等国与 “中华民国” 的外交关系都可以追溯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ꎮ 后来蒋介石政权逃亡台湾后ꎬ 这些国家并没有放弃与所谓 “中华民国”
的外交关系ꎬ 并一直延续至今ꎮ 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ꎬ 台湾舆论才普遍认为ꎬ
“台湾进不了世界卫生大会ꎬ 日子还是照样过ꎮ 可是ꎬ 失去了拉美ꎬ 社会的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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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与不安就会接踵而至ꎮ”① 然而ꎬ 从蔡英文整个对外关系布局来观察ꎬ 拉美

的 “邦交国” 在其中只是占据着相对边缘的位置ꎬ 因为蔡英文对于台湾对外

关系的规划是 “亲美、 媚日”ꎮ 优先处理好与美国和日本的关系才是蔡英文考

虑的重心ꎬ 而对于拉美以及其他地区的 “邦交国”ꎬ 只要能够维持现有的数量

和态势ꎬ 就基本达到目的ꎮ 因而蔡英文不会将主要的对外资源和精力都投放

到拉美的 “邦交国” 上面ꎮ② 这从台湾外事部门的人事安排也可以看出端倪ꎬ
例如ꎬ 蔡当局 “外交部” 的 ４ 大主官分别是 “部长” 李大维、 “政务次长”
吴志中和章文梁及 “常务次长” 李澄然ꎮ 这 ４ 人当中ꎬ 除了吴志中擅长法语

之外ꎬ 其他 ３ 位都是英语科班出身ꎬ 无人精通西班牙语ꎬ 这对于台湾与拉美

“邦交国” 的沟通和交流自然会带来一定不利因素ꎮ
第二ꎬ 既 “固邦” 又 “拓邦” 的 “烽火” 战术ꎮ 在马英九之前的 “两

蒋”、 李登辉和陈水扁时期ꎬ 台湾当局为了拓展国际活动空间ꎬ 一直都在全力

与大陆对抗ꎬ 竭力在拉美寻求建立新的 “邦交国”ꎮ 但马英九上台以来ꎬ 力图

革故鼎新ꎬ 主动放弃这一做法ꎬ 提出 “外交休兵” 战术ꎬ 即不再与大陆激烈

对抗、 互挖墙脚ꎬ 也不寻求建立新的 “邦交国”ꎮ 马英九的这一做法被誉为台

湾对外关系史上 “最重大的 ‘外交’ 转折”ꎮ③ 蔡英文上台后ꎬ 完全放弃马英

九的 “外交休兵” 战术ꎬ 重新启用陈水扁时期的 “烽火” 战术和 “攻防” 战

术ꎬ 竭力维持既有 “邦交国” 数量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底蔡英文上台刚刚满月时ꎬ
就紧急奔赴拉美展开 “英翔专案”ꎬ 访问巴拿马 (当时还是台湾 “邦交国”)
和巴拉圭ꎬ 力图巩固台湾与这两个国家的关系ꎮ 除了蔡英文自己亲自 “出访”
之外ꎬ 台湾相关外事部门也积极运作ꎮ 如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ꎬ 台湾 “外交部长” 李

大维与 “外交部政务次长” 侯清山就到尼加拉瓜等国访问ꎮ 不但意欲巩固已

有的 “邦交国” 关系ꎬ 蔡英文当局还试图挖大陆的墙角ꎬ 通过金钱援助等方

式与中国大陆争抢 “邦交国”ꎮ 在陈水扁时期ꎬ 两岸在拉美的 “外交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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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马 “政府” 守住中南美»ꎬ 载台湾 «联合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４ 日 １ 版ꎮ
蔡英文之所以不会将拉美 “邦交国” 放到台湾对外关系的中心位置ꎬ 一个重要原因是台湾民

众对于拉美 “邦交国” 的认知非常有限ꎬ 基本上是 “无感”ꎮ 例如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美欧所研究

员严震生表示ꎬ 台湾民众对于拉美 “邦交国” 缺乏 “关心和了解”ꎬ 连国际关系研究生也弄不清这些

“友邦” 的情况ꎬ 认为它们是 “黑、 穷、 小”ꎮ 参见 «从马 “总统” 出访看对 “友邦” 的认识»ꎬ 载台

湾 «联合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０１ 版ꎮ
« “外交休兵” 内容没说清»ꎬ 载台湾 «联合报»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０６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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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激烈ꎬ 不但两岸学者多有探讨ꎬ 美国部分学者对此也高度关注ꎮ① 由于蔡

英文有可能采用既 “固邦” 又 “拓邦” 的战术ꎬ 大陆也只能被迫随之起舞ꎬ
两岸有可能在拉美地区以及其他地区再次展开激烈角逐ꎬ 对抗激烈程度可能

不会亚于陈水扁时期ꎮ
第三ꎬ “邦交国” 与非 “邦交国” 双轨并进的布局策略ꎮ 蔡英文一方面

竭力维持与原有拉美 “邦交国” 的关系ꎬ 同时也寻求在拉美地区建立新的

“邦交国”ꎮ 对于那些没有 “邦交” 关系的拉美国家ꎬ 蔡英文也会通过经济贸

易、 文化交流、 人员往来等方式ꎬ 有意提升台湾与这些国家的实质关系ꎮ 例

如ꎬ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份ꎬ 台湾具有官方背景的 “外贸协会” 组团赴拉美ꎬ 参加墨

西哥机电及照明科技展ꎮ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ꎬ 台湾推出 “优质电视戏剧输出西语国

家地区” 推广计划ꎬ 将台湾制作的 «犀利人妻» 和 «１６ 个夏天» 等电视剧向

危地马拉、 洪都拉斯、 巴拉圭、 尼加拉瓜、 萨尔瓦多、 多米尼加、 阿根廷、
哥伦比亚、 墨西哥等 １０ 国的 １３ 家电视台和卫星电视频道播出ꎮ 这明显是要

通过 “文化搭台、 政治唱戏” 的方式ꎬ 向拉美 “邦交国” 和整个拉美地区输

出台湾的文化软实力ꎮ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ꎬ 台湾纺织拓进会也专门组团赴拉美拓销

纺织产品ꎬ 但行销的对象却不是台湾的 “邦交国”ꎬ 而是墨西哥、 秘鲁等非

“邦交国”ꎮ② 蔡英文当局的这种做法ꎬ 显然是要将与非 “邦交国” 关系和

“邦交国” 关系同步推进ꎬ 整体提升与拉美国家的关系ꎮ
(三) 蔡英文当局对与拉美 “邦交国” 关系的战术规划

为了有效落实对与拉美 “邦交国” 关系的战略定位ꎬ 达到最初设定的各

项预期目标ꎬ 蔡英文通过政治、 经济、 文化等多种手段ꎬ 全力 “固邦护盘”ꎮ
第一ꎬ 重启 “金元外交” (也称 “支票外交” 或 “金援外交”)ꎬ 试图

“以金钱换友谊”ꎮ 李登辉、 陈水扁时期ꎬ 台湾当局大力奉行 “金元外交”ꎬ
直接向拉美 “邦交国” 政要撒钱ꎮ 马英九上台后基本上摒弃了 “金元外交”ꎬ
而主要通过设置工程项目等方式对 “邦交国” 展开援助ꎬ 马英九称之为 “正
义外交”ꎮ 蔡英文上台后完全改变马英九的做法ꎬ 再度开展 “金元外交”ꎬ 对

拉美的 “邦交国” 提供高额援助甚至对部分重要政治人物进行私下贿赂ꎬ 因

为这种做法效率更高ꎬ 效果也会更加明显ꎮ 台湾 “外交部次长” 吴志中透露ꎬ

—２７—

①

②

Ｄａｎｉｅｌ Ｐ Ｐｒｉｋｓｏｎꎬ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Ｃｈｉｎａ 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Ｐｉｃｋ ｏｆｆ Ｔａｉｗａｎ’ｓ Ａｌｌｉｅｓ”ꎬ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ａｍｉ Ｈｅｒａｌｄꎬ
Ｊｕｎｅ ２４ꎬ ２００５

«拉美采购力强　 纺拓会重点行销»ꎬ 载 «台湾新生报»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６ 日 ０３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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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每年对拉美 “邦交国” 的金援数额高达 ８０ 亿 ~ ９０ 亿新台币ꎮ① 根据台最

新公布的 ２０１８ 年 “财政预算” 中ꎬ “外交部” 机密预算高达 １７ ２ 亿新台币ꎬ 是

２０１７ 年预算的 ４ 倍ꎬ 其中用于巩固拉美 “邦交国” 的金额为 ５ ８ 亿新台币ꎮ②

第二ꎬ 强化与拉美 “邦交国” 的高层互动ꎮ 拉美地区是台湾历任领导人

出访次数最多的地区ꎬ 其目的就是为了强化与拉美 “邦交国” 的高层互信ꎮ
例如ꎬ 自 ２００８ 年上台以来ꎬ 马英九共对外出访 １１ 次ꎬ 其中 ８ 次都是前往拉美

地区ꎬ 而且前 ４ 次都是访问拉美 “邦交国”ꎮ 事实上ꎬ 近 ３０ 年来ꎬ 台湾历任

地区领导人都曾遍访台湾在拉美的所有 “邦交国”ꎬ 无一遗漏ꎮ 蔡英文完全延

续了这一惯例ꎬ 继续进行对拉美 “邦交国” 的访问ꎮ 除了主动赴拉美 “邦交

国” 进行访问之外ꎬ 蔡英文还积极邀请这些 “邦交国” 的高层官员到访台湾ꎮ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０ 日蔡英文就职当日ꎬ 就邀请了巴拉圭、 洪都拉斯和圣卢西亚 ３
国总统出席其就职仪式ꎮ

第三ꎬ 建立机制化合作方式ꎮ 目前ꎬ 台湾已经与危地马拉、 尼加拉瓜、
萨尔瓦多、 洪都拉斯 ４ 个 “邦交国” 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 (ＦＴＡ)ꎮ 另外ꎬ 台

湾 “监察院” 与阿根廷、 巴拉圭、 尼加拉瓜、 乌拉圭、 伯利兹 (台称贝里

斯) 等 ６ 国的人权保护检察官署签署了双边合作协定ꎮ 此外ꎬ 台湾还参与了

由拉美 “邦交国” 主导的部分区域性国际组织ꎬ 如中美洲银行、 中美洲议会、
中美洲一体化体系 (台称中美洲统合体)、 中美洲军事会议、 中美洲暨加勒比

国会议长论坛等ꎮ 未来蔡英文当局会继续谋求与拉美 “邦交国” 签署协议或

参与多边组织ꎬ 以期巩固和深化双方的机制化合作态势ꎮ
第四ꎬ 通过经贸往来、 文化交流等方式强化与拉美 “邦交国” 的民间互

动ꎮ 除了高层互访和直接对拉美 “邦交国” 进行项目援助之外ꎬ 蔡英文还有

意通过经贸往来与文化交流等方式进一步强化与拉美 “邦交国” 的关系ꎬ 加

深这些国家对台湾的依赖性ꎮ 例如ꎬ 台湾经济部门已经通过了 “加强对中美

洲地区经贸工作纲领草案” “加强与中美洲国家经营合作方案” 等重要文件ꎬ
目的就是鼓励台湾企业进军拉美市场ꎬ 强化双方的经济纽带关系ꎬ 扩大双方

的利益关联ꎬ 消除拉美 “邦交国” 与台 “断交” 的意愿ꎮ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ꎬ 台

“经济部” 下属的 “贸协培训中心” 专门举办了 “如何与拉美客户谈贸易、

—３７—

①

②

«吴志中: 台每年金援近９０ 亿　 多用于拉丁美洲»ꎬ 香港中评网ꎬ ２０１７ 年５ 月１５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ｈｋ ｃｒｎｔｔ ｃｏｍ / ｃｒｎ － ｗｅｂａｐｐ / ｄｏｃ [２０１７ － ０９ － ２３]

«“外交部” 明年机密预算暴增 ４ 倍　 巩固中南美洲 “友邦” 防 “断交”»ꎬ 台湾风传媒ꎬ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２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ｏｒｍ ｍ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３３４０５４ [２０１７ － ０９ －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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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生意” 的培训班ꎬ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指导台湾企业赴拉美投资ꎮ 此外ꎬ 文

化也是蔡当局强化与拉美 “邦交国” 关系的重要手段ꎮ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ꎬ 台 “驻
厄瓜多尔代表” 郑力城专门拜访拉美社会科学院 (ＦＬＡＣＳＯ) 厄瓜多尔分院院

长庞赛 (Ｊｕａｎ Ｐｏｎｃｅ) 等人ꎬ 向对方宣讲 “台湾奖助金”ꎬ 希望能够吸引更多

的人到台湾留学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ꎬ 台 “外交部” 专门举行 “２０１７ 年拉丁美洲及

加勒比 ‘友邦’ 台湾嘉年华”ꎬ 表演台湾的拉美 “友邦” 国家的音乐及舞蹈ꎮ

二　 蔡英文执政后台湾与拉美 “邦交国” 关系的未来走向

台湾与拉美 “邦交国” 的关系目前正面临着许多难以回避的困境ꎬ 已经

是举步维艰、 进退两难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ꎬ 巴拿马在没有任何迹象的情况下ꎬ 突

然宣布与中国大陆建交ꎬ 让蔡英文当局完全措手不及ꎮ 从整体来看ꎬ 由于台

湾与拉美 “邦交国” 的关系已经 “相当脆弱”①ꎬ 未来或将出现一些新的变

化ꎬ 有可能爆发新一轮 “断交” 潮ꎬ 甚至出现 “崩盘” 的连锁效应ꎬ 主要原

因如下ꎮ
(一) 拉美 “邦交国” 对台湾的离心力日益增强

目前中国大陆在拉美推行的是整体合作机制②ꎬ 不但包括建交国ꎬ 也包括

未建交国 (部分即为台湾的 “邦交国”)ꎮ 整体来看ꎬ 台湾在拉美地区的 １１ 个

“邦交国” 虽然与中国大陆没有正式的外交往来ꎬ 但这些国家与中国大陆之间

的经济贸易和人员交流却颇为密切ꎬ 连马英九都坦承 “这些国家与中国大陆

的贸易ꎬ 往往是与台湾的十倍、 二十倍”ꎬ “台湾根本不可能在这方面跟大陆

竞争”ꎮ③ 由于大陆和这些未建交国的贸易往来日趋密切ꎬ 双方自然需要通过

—４７—

①

②

③

严安林著: «台湾对外关系大变局: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ꎬ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１ 年ꎬ
第 １５６ 页ꎮ

«习近平出席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并发表主旨讲话»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９ 日 ０１ 版ꎮ 对于台湾与拉美 “邦交国” 关系未来走向的预测ꎬ 必须将之放到中国大陆与拉美国

家关系的宏观背景下考量ꎮ 目前ꎬ 中国大陆正在积极强化与拉美国家的关系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４ 年习近平访

问拉美 ４ 国ꎬ 宣布中国将为拉美国家提供 ２００ 亿美元基础建设贷款、 １００ 亿美元优惠贷款及 ５０ 亿美元

合作基金ꎬ 这些项目目前均已开始运作ꎮ 在习近平的倡议下ꎬ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中拉论坛在北京召开部长级

会议ꎬ 台湾的 １２ 个 “邦交国” 国中有８ 个派员参加ꎬ 另外有 ４ 个 (伯利兹、 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文森

特和格林纳丁斯ꎬ 圣卢西亚) 没有派员参加ꎮ 在中拉论坛上ꎬ 习近平宣布将于未来 ５ 年内提供 ６０００ 个

奖学金名额与 ６０００ 名赴大陆培训名额ꎬ 邀请拉美 １０００ 名政党干部访问大陆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ꎬ 李克强赴

拉美访问巴西、 哥伦比亚、 秘鲁、 智利 ４ 国ꎮ
«援助 ‘友邦’ꎬ 尽义务免不了»ꎬ 载台湾 «台湾新生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６ 日 ０２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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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的外交关系来进行巩固和深化ꎮ 也就是说ꎬ 台湾在拉美的这些 “邦交国”
已经对中国大陆产生了较强的向心力ꎬ 存在着 “弃台就陆” 的可能性和必要

性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ꎬ 圣卢西亚总理曾秘密访问北京ꎮ①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ꎬ 习

近平再次出访拉美国家ꎬ 第二份 «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 正式出台ꎬ
翻开了中拉双边关系的历史新篇章ꎬ 为双边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新契机ꎬ 中拉

关系由此进入全面合作的新阶段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 台湾的很多 “邦交国” 开始对台湾 “见异思迁”ꎬ 正如

台 “外交部长” 李大维透露ꎬ 台在拉美的 “邦交国” 有 “浮动生变” 的迹

象ꎬ 有多个国家已经向台湾亮起黄灯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ꎬ 巴拿马总统巴雷拉访问

中国大陆时明确表示ꎬ “该国放弃台湾转而同中国大陆建立外交关系ꎬ 可以成

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ꎬ 这意味着未来可能有更多拉美国家加入 “弃台就

陆” 的行列ꎮ
(二) 台湾与拉美 “邦交国” 的互信基础正在逐步瓦解

虽然台湾与拉美 “邦交国” 关系历史久远ꎬ 但部分国家是 “二度建交”
的 “不稳定友邦”②ꎬ 互信基础本来就薄弱ꎮ 即使是那些长期的 “邦交国”ꎬ
目前台湾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也日益呈脆弱化态势ꎬ 彼此之间的互信基础开始

逐步瓦解ꎮ 例如ꎬ 台湾曾经为拉美 “邦交国” 提供大量贷款ꎬ 但这些国家却

久赖不还ꎬ 让台湾当局对其信任感大幅下降ꎮ 此外ꎬ 蔡英文当局目前正在竭

力推行 “新南向” 政策ꎬ 但拉美 “邦交国” 对此有所不满ꎬ 认为台湾的对外

投资不应只关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ꎬ 也应该关注拉美ꎮ 例如ꎬ 洪都拉斯 “驻
台大使” 费尔南多 (Ｒａｆａｅｌ 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Ｓｉｅｒｒａ) 表示ꎬ 蔡当局与其推 “新南向”
政策ꎬ 不如多经营与 “友邦” 的关系ꎬ 希望能有更多台湾企业到洪都拉斯投

资ꎮ 很多中美洲国家 “驻台大使” 也都这样认为ꎮ③ 另外ꎬ “台湾当局” 对于

拉美 “邦交国” 的重要期望之一就是希望这些国家能够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

织ꎬ 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ꎬ 但这些国家的表现却让台湾深感不满ꎮ 例如ꎬ
在 ２０１６ 年联合国大会总辩论中ꎬ 共有 ８ 个台湾 “友邦” 拒绝为台发声ꎬ 包括

布吉纳法索、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多米尼加、 萨尔瓦多、 危地马拉、 洪都拉

—５７—

①

②
③

«驻圣露 (卢) 西亚 “大使” 递 “国书” 　 官员: 全力巩固 “邦交”»ꎬ 台湾 “中央广播电台”ꎬ
２０１７ 年３ 月２４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ｃｎｎｅｗｓ ｒｔｉ ｏｒｇ ｔｗ / ｎｅｗｓ / ｎｅｗｓＳｕｂｊｅｃｔ / ? ｒｅｃｏｒｄＩｄ ＝ １３３９ [２０１８ － ０１ － １１]

尼加拉瓜和圣卢西亚分别在 １９８５—１９９０ 年期间和 １９９７—２００７ 年期间与中国保持外交关系ꎮ
«台湾推新南向　 宏国 (洪都拉斯) “大使”: 更应投资拉美 “友邦”»ꎬ 载台湾 «苹果日报»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６ 日 ０１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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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及圣卢西亚等ꎬ 其中有 ７ 个是来自拉美ꎮ ２０１７ 年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议

题ꎬ 台湾 ２１ 个 “友邦” 中仅有 １１ 个为台湾 “站台发声”ꎬ 而其他 １０ 个 (其
中包括多个拉美 “友邦”) 都不愿为台湾发声ꎮ

(三) 台湾当局对拉美 “邦交国” 的经营策略难以为继

李登辉、 陈水扁时期ꎬ 台湾主要实行 “金元外交”ꎮ 马英九虽然声称将

停止 “金元外交”ꎬ 改为 “活路外交”ꎮ 但实际上拉美 “邦交国” 对台湾还

是予取予求ꎬ 台湾当局也只能被迫接受ꎮ 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ꎬ 台湾才有

媒体以 “马英九出访ꎬ 钞票铺 ‘活路’” 为标题发文ꎬ 嘲讽马英九的所谓

“活路外交” 在本质上仍然是 “金元外交”ꎮ 蔡英文上台后也别无选择ꎬ 只

能延续 “金元外交”ꎬ 但在目前岛内财政吃紧、 对外金援数额逐年下降的情

况下ꎬ 台湾还能有多大的经济实力继续对 “邦交国” 进行金钱援助ꎬ 则让

人怀疑ꎮ
台湾维持与拉美 “邦交国” 关系的另外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强化双方的经

贸往来ꎬ 通过经济捆绑来减少这些国家与台湾 “断交” 的意愿ꎮ 但近年来台

湾与拉美 “邦交国” 贸易额明显回落ꎬ 相关数据显示ꎬ ２０１６ 年台湾与拉美 １２
个 “邦交国” 的贸易总额同比下降 ６ ９３％ ꎬ 其中台湾对其拉美 “邦交国” 的

出口总额下降 １４ ５８％ ꎮ ２０１７ 年延续了这一势头ꎬ 如 ２０１７ 年 １—１０ 月ꎬ 台湾

与拉美 “邦交国”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贸易额下跌 ３０ ７３％ ꎮ① 显然ꎬ 对

于台湾而言ꎬ 利用经济 “磁吸” 来减缓政治 “断交” 的做法已近乎难以为

继ꎮ 此外ꎬ 由于拉美很多国家存在着劳动力素质不高、 市场不稳定等因素ꎬ
很多台湾企业不愿到拉美投资ꎮ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ꎬ 虽然蔡英文多次呼吁台

湾企业到拉美投资ꎬ 但真正响应者寥寥无几ꎬ 即使有去投资的企业也多是台

湾公营企业ꎬ 是迫于蔡当局的行政命令才不得已而为之ꎮ 也正是由于这种原

因ꎬ 前国民党 “立委” 蔡正元称ꎬ 蔡英文应该先带领自己的家族企业如正中

企业、 东道公司、 富钛投资等赴拉美投资ꎻ 如果蔡英文自己的家族企业都不

愿意去ꎬ 就不要让台湾公营企业去当冤大头ꎬ 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ꎮ②

由于上述论及的种种原因ꎬ 目前台湾与拉美 “邦交国” 关系已经出现了

濒临崩解的先兆ꎮ 马英九执政时期ꎬ 台湾之所以能够维持既有的拉美 “邦交

国” 版图ꎬ 主要是因为两岸具有一定的互信基础ꎮ ２００８ 年以来ꎬ 两岸关系逐

—６７—

①
②

台湾 “经济部国际贸易局”ꎮ ｈｔｔｐ: / / ｃｕｓ９３ ｔｒａｄｅ ｇｏｖ ｔｗ / ＦＳＣ３０５０Ｆ / ＦＳＣ３０５０Ｆ [２０１７ －０６ －２１]
«蔡吁企业投资拉美　 蔡正元: 自己家族带头去»ꎬ 香港中评网ꎬ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６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ｒｎｔｔ ｔｗ / ｄｏｃ / １０４５ / ４ / ５ / ３ [２０１７ － ０９ －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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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进入大交流、 大合作、 大发展的新阶段ꎬ 两岸政治互信逐步深化ꎬ 在对外

关系领域也达成了较好的默契ꎬ 基本上做到了从 “零和” 走向 “双赢”ꎮ 从

为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局出发ꎬ 大陆没有轻易与台湾展开对外关系争夺

战ꎮ 但蔡英文如果继续拒绝放弃 “台独党纲”ꎬ 拒绝接受以 “一个中国” 原

则为基础的 “九二共识”ꎬ 继续延续陈水扁时期的 “台独冲撞路线”ꎬ 那么两

岸在对外关系领域的博弈有可能再次上演ꎬ 届时台湾与拉美 “邦交国” 的关

系也将危机重重ꎮ

三　 台拉关系走向对于岛内政局和两岸关系的影响

蔡英文上台后采用多管齐下的战术ꎬ 竭力维持与拉美 “邦交国” 的关系

现状ꎬ 这将给台湾财政带来巨大负担ꎮ 而一旦台湾与拉美 “邦交国” 关系出

现断裂甚至是崩盘ꎬ 两岸关系也将随之受到猛烈冲击ꎮ 蔡英文还会拉拢美国

和日本一同向中国大陆施压ꎬ 使得大陆在拉美地区的战略布局遭受美、 日、
台的全方位挑战ꎮ

(一) 增加台湾的财政负担ꎬ 影响岛内政局走向

近年来台湾经济持续低迷ꎬ ２０１７ 年台湾 ＧＤＰ 增长率预估只有 ２％ 左右ꎮ
由于经济整体发展态势萎靡ꎬ 台湾当局财政负担日益加重ꎮ 在财政吃紧情况

下ꎬ 台湾当局每年还得划拨数百亿新台币去维持与拉美 “邦交国” 等国家的

关系①ꎬ 这势必导致台湾财政负担更趋恶化ꎬ 并直接影响到岛内经济和台湾民

众的福祉ꎬ 阻碍台湾民众生活水平的提升ꎮ 台湾媒体称ꎬ 台湾对外援助是

“高投入ꎬ 无收益ꎬ 把纳税人的血汗钱白白扔掉了”ꎮ②

某一国家和地区的对外关系往往是其内政的延续ꎬ 台湾亦是如此ꎮ 台湾与

拉美 “邦交国” 的关系与岛内政局走向息息相关ꎬ 不同政党上台执政所采取的

对拉美 “邦交国” 的政策迥然相异ꎮ 同样ꎬ 台湾与拉美 “邦交国” 关系的发展

走向也会对岛内政局产生巨大的反作用ꎮ 如果台湾与某一或某些拉美 “邦交国”
的关系出现危机ꎬ 台湾当局会力求稳住态势ꎬ 确保不被 “断交”ꎮ 而在野势力则

—７７—

①

②

在过去 ３ 年中ꎬ 台湾援外预算每年都会减少 ５ 亿 ~ １０ 亿元新台币ꎬ ２０１３ 年对外援助预算仅剩

１０６ 亿新台币ꎮ «援外预算缩水影响工作? “外交部”: 对 “友邦” 承诺不会改变»ꎬ 台湾今日新闻网ꎬ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５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ｏｗ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３０１１５ / ３３９８０９ [２０１８ － ０１ － １１]

«台湾剩 ２０ 个 “邦交国”ꎬ 还要酬佣 １０ 个 “公使”! 欠选举债ꎬ 拿人民血汗钱来还»ꎬ 台湾

« “中国时报”»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１２ 日第 ６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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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借机炒作ꎬ 向执政当局施压ꎬ 朝野两种势力的对抗有可能在岛内引发政治风

暴ꎬ 并产生外溢效应ꎬ 波及岛内经济、 政治、 社会等方方面面ꎮ
(二) 台湾民众对于中国的认同度将会受到冲击

蔡英文执政后ꎬ 如果台湾与拉美 “邦交国” 关系出现断裂ꎬ 蔡英文势必

会寻找一个借口来为自己开脱ꎮ 在她看来ꎬ 最好的方式就是抹黑中国大陆ꎬ
将责任转嫁到大陆头上ꎬ 声称是中国大陆的 “蓄意所为” 导致这些 “邦交

国” 与台湾 “断交”ꎮ① 在这种背景下ꎬ 蔡英文还会进一步煽动台湾民众的

“反陆、 仇陆” 情绪ꎮ 由于多种特殊历史原因ꎬ 岛内部分民众对大陆一直存在

着若隐若现的敌对心理ꎬ 而在台湾与拉美 “邦交国” “断交” 的情况下ꎬ 如

果民进党有意误导ꎬ 宣称中国大陆是 “幕后黑手”ꎬ 许多不明真相的民众也会

信以为真ꎬ 从而进一步加剧对中国大陆的仇视和敌对情绪ꎮ
更让人感到担忧的是ꎬ 台湾民众对 “中华民国” (背后是中国) 的认同

度或许也会出现下降ꎮ 许多台湾民众特别是 “深蓝民众” 认为ꎬ 只有维持一

定数量的 “邦交国”ꎬ 才能证明和凸显 “中华民国” 的事实存在和合法性ꎮ
如果台湾 “邦交国” 数量下降甚至归零ꎬ 那么这些民众对 “中华民国” 的认

同度将大打折扣ꎬ 随之而来的是ꎬ 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 “合法性纽带” 也

将更加脆弱ꎬ 对于中国的认同度也将同步下降ꎮ② 台湾前 “外交部长” 蒋孝严

曾提出ꎬ 如果 “中华民国” 的 “邦交国” 版图萎缩至 ２０ 个以下ꎬ “中华民国”
的 “国际人格” 将面临严重危机ꎬ 就有可能为 “台湾独立” 找到合法理由ꎮ 如

此就出现了一个结构性悖论ꎬ 台湾只是中国一部分ꎬ 不具备维持 “邦交国” 的

资格ꎬ 与台湾 “邦交国” “断交” 是大势所趋ꎬ 也可以有效避免 “台独” 势力

借机炒作ꎻ 但这可能会同步导致部分台湾民众对 “中华民国” 的家国认同出现

—８７—

①

②

需要澄清的是ꎬ 这种说法并不成立ꎬ 因为不是中国大陆有意寻求与台湾的这些 “邦交国” 建

交ꎬ 而是这些 “邦交国” 主动寻求与中国大陆建立正式关系ꎮ
从历史来看ꎬ 台湾 “邦交国” 数量呈现明显的下降态势ꎬ １９６９ 年高达 ６８ 个ꎬ １９７１ 年为 ６２

个ꎬ １９７２ 年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后ꎬ 台湾 “邦交国” 的数量大幅下滑至 ４２ 个ꎬ
１９８７ 年为 ２３ 个ꎬ １９９６ 年为 ３０ 个ꎬ ２００８ 年为 ２３ 个ꎬ 现在为 ２０ 个ꎮ 这些国家大多面积狭小、 人口较少

且经济总量有限ꎬ 因而台湾与这些 “邦交国” 的关系往往是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ꎮ 因而ꎬ 如果民进

党不加操作的话ꎬ 台湾民众对于 “邦交国” 与其 “断交” 的问题应该不会反弹过大ꎮ 因为很多台湾民

众都认为ꎬ 台湾的 “邦交国” 都是 “黑、 小、 穷”ꎬ 台湾与其维持 “邦交” 关系意义有限ꎬ 反而经常

被这些国家勒索绑架ꎬ 因而不如与其直接 “断交”ꎬ 这样可以省去一大笔外援费用ꎬ 以便更好地发展

岛内的经济民生ꎮ 但如果民进党刻意操作ꎬ 台湾民众对于与 “邦交国” “断交” 议题的关注度就会马

上提升ꎬ 而且在民进党的误导下ꎬ 台湾民众会认为是大陆在挖台湾 “邦交国” 的墙角ꎬ 这自然会刺激

其对大陆的不满情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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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乱ꎬ 并进一步加剧台湾民众对中国人身份归属的深层危机ꎮ①

由于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好感度可能出现下降ꎬ 对中国的认同度也会有所

下滑ꎬ 这些外部条件无疑为 “台独” 势力进一步扩张提供了新的契机ꎬ 至少

潜在的民意基础会扩大ꎮ 而在民意基础逐渐深厚的条件下ꎬ 未来在拉美 “邦
交国” 议题上如果稍有突发事件ꎬ “台独” 势力就有可能借机出动ꎬ 以之为借

口朝 “台独” 方向发展ꎮ 如 ２００２ 年瑙鲁与中国建交后不久ꎬ 陈水扁就抛出了

“一边一国论”ꎬ 对 “一个中国” 原则发动了公然挑衅ꎮ 李义虎认为ꎬ 大陆与

瑙鲁建交至少是直接刺激 “一边一国论出笼” 的事态性因素之一ꎮ② 未来蔡

英文完全有可能仿效陈水扁ꎬ 以某一 “断交” 事件为借口ꎬ 重新凝聚 “深
绿” 支持者ꎬ 扩大 “台独” 势力的阵容ꎮ

(三) 中美两国在拉美地区的战略博弈将进一步加剧

历史上ꎬ 中国大陆在拉美面临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台湾ꎬ 两岸为争取和拉

拢 “邦交国”ꎬ 曾展开多轮 “生死肉搏战”ꎬ 拉美则被称为是 “两岸外交竞争

最激烈的区域”ꎮ③ 蔡英文延续了这一态势ꎬ 继续加大与中国大陆的争抢力度ꎮ
但由于目前台湾当局与中国大陆实力差距较大ꎬ 台湾当局即使想向中国大陆

发起挑战ꎬ 估计也是有心无力ꎮ 整体观察ꎬ 在拉美地区ꎬ 中美之间的竞争而

非两岸之间的竞争已经成为外界最为关注的焦点ꎮ
长久以来ꎬ 有部分美国学者认为ꎬ 大陆强化与拉美国家关系的主要目的

就是 “孤立台湾”ꎬ 减少台湾 “邦交国” 数量ꎬ 挤压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ꎮ④

但随着情势的变化ꎬ 现在美国关注的已经不是两岸 “争夺战”ꎬ 而是中美大国

博弈ꎮ⑤ 由于拉美与美国地理上毗邻ꎬ 美国将拉美视为其 “后院”ꎬ 认为拉美

对美国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ꎬ 严密防范其他国家在这一地区插手ꎮ 近年

来ꎬ 中拉关系明显升温让很多美国学界人士担心未来美国是否会被逐渐排挤

—９７—

①

②
③

④

⑤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ꎬ 台有关民调显示ꎬ 自我认同为 “台湾人” 的民众为 ３６％ ꎬ 首次超过自我认同为

“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的比重 (３４ ８％ )ꎬ 此后台湾民众对于 “台湾人” 的认同比重逐渐拉高ꎬ
随之而来的则是对 “中国人” 身份认同明显下跌ꎮ

李义虎: «台湾的 “国际空间” 问题»ꎬ 载 «国际政治研究»ꎬ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６７ 页ꎮ
向骏: «台湾对拉丁美洲 “外交关系” 回顾与展望»ꎬ 载 «全球政治评论» (台湾)ꎬ ２００４ 年

第 ５ 期ꎬ 第 １２８ 页ꎮ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Ｊｏｈｎｓｏｎꎬ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ꎬ ｉｎ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ｅｒꎬ

Ｎｏ １８８８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４ꎬ ２００５ꎻ Ｈｅ Ｌｉꎬ “Ｒｉｖａｌｒ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ａｉｗ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 １０ꎬ Ｉｓｓｕｅ ２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５

Ｄａｎｉｅｌ Ｐ Ｐｒｉｋｓｏｎ ａｎｄ Ｊａｎｉｃｅ Ｃｈｅｎ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ꎬＴａｉｗ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ｔｔｌｅ ｆｏｒ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Ａｆｆａｉｒꎬ Ｖｏｌ ３１ꎬ Ｉｓｓｕｅ ２ꎬ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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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己的 “后院” 即拉美地区ꎮ 为了对冲中国大陆在拉美地区日渐增长的影

响力ꎬ 部分美国学者特别提出ꎬ 美国政府应该积极拉拢台湾ꎬ 以台湾为 “楔
子”ꎬ 来压缩中国在拉美的影响范围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底ꎬ 美国乔治华盛

顿大学专门举行 “台湾与拉丁美洲关系” 研讨会ꎬ 泛美发展基金会 (ＰＡＤＦ)
执行董事圣伯洛 (Ｊｏｈｎ Ｓａｎｂｒａｉｌｏ) 在会上提出ꎬ 美国应该支持台湾继续保持

在拉美地区的 “邦交国”ꎬ 而台湾自身也应该积极努力ꎬ 并将台湾经济发展的

成功经验传播到拉美地区ꎮ①

四　 结语

所谓 “外交” 是指 “国家以和平手段对外行使主权的活动”ꎮ② 台湾作为

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ꎬ 本来就不具有外交职能ꎮ 因而ꎬ 台湾与拉美

“邦交国” 的关系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可言ꎮ 从客观现实来看ꎬ 台湾与拉美 “邦
交国” 的关系本身已经岌岌可危ꎬ 随时有可能出现重大突变ꎮ 如果蔡英文拒

不接受 “一个中国” 原则ꎬ 则意味着两岸互信不复存在ꎬ 台湾与其拉美 “邦
交国” 的关系也可能随时断裂ꎮ 从长远发展来看ꎬ 随着大陆综合实力的日益

提升以及国际社会对 “一个中国” 原则的普遍接受ꎬ 台湾与这些 “邦交国”
“断交” 乃是大势所趋ꎬ 无可回避ꎮ 与巴拿马 “断交” 只是开启一个先声而

已ꎬ 在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影响下ꎬ 未来有可能爆发较大规模的 “断交潮”ꎮ 未

来蔡英文若继续执迷不悟ꎬ 无意调整两岸政策、 接受 “九二共识” 及其核心

意涵 “一个中国” 原则ꎬ 反而继续死守 “台独党纲”ꎬ 并在 “固邦” 议题上

动作频频、 不断出击ꎬ 中国大陆也应作出坚决抵制ꎮ 事实上ꎬ 在蔡英文胜选

之后ꎬ 中国大陆就宣布与台湾之前的 “邦交国” 冈比亚建交ꎬ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与

台湾 “邦交国”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建交ꎬ ６ 月与巴拿马建交ꎬ 给蔡英文当局

带来 “当头一棒” 的震撼效应ꎮ 未来中国大陆宜继续出击ꎬ 压缩台湾 “邦
交” 版图ꎬ 在国际社会强化 “一个中国” 框架对台湾的限制ꎮ

首先ꎬ 全面评估台湾在拉美地区的 “邦交国” 现状ꎬ 并重点关注多米尼

加、 圣卢西亚等国ꎮ 未来中国大陆应对这些国家进行全面评估ꎬ 列出工作对象

—０８—

①

②

«台湾与拉美关系　 美机构建议战略聚焦»ꎬ 台湾 “中央通讯新闻社”ꎬ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４ 日ꎮ
ｈｔｔｐ: / / ６１ ２１９ ２９ ２００ / ｇｂ / ｗｗｗ ｃｎａ ｃｏｍ ｔｗ / ｎｅｗｓ / ａｏｐｌ / ２０１７０２２４００５４ － １ ａｓｐｘ [２０１７ － ０６ － ２１]ꎮ

«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卷»ꎬ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２ 年ꎬ 第 ３６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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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先顺序ꎬ 积极准备 “断交” 牌ꎬ 一旦蔡英文在国际社会上挑衅 “一个中

国” 原则ꎬ 则可以随时启用ꎬ 对蔡当局形成反制ꎮ 目前多米尼加、 圣卢西亚和

萨尔瓦多都已多次公开表示希望能与中国建交ꎬ 而且这几个国家的领导人都相

对克制ꎬ 已经连续 ５ 年以上没有到台湾访问过ꎮ 相较于台湾其他 “邦交国” 而

言ꎬ 这几个国家与中国大陆建交的条件相对成熟ꎬ 值得重点考虑ꎮ 但未来大陆

在运用 “断交牌” 时ꎬ 手法和策略需要更加谨慎ꎬ 既不给 “台独” 势力以可乘

之机ꎬ 又要防止蔡英文 “狗急跳墙”ꎬ 完全滑向 “法理台独” 方向ꎮ①

其次ꎬ 弱化台湾 “邦交国” 在国际场合为台 “帮腔” 的意愿ꎮ 岛内有消

息称ꎬ 蔡当局未来有可能重启参与联合国活动ꎮ 辜宽敏称ꎬ 蔡英文曾亲口对

他表示 “我们要加入联合国”ꎮ 岛内媒体也披露ꎬ 虽然蔡当局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相对低调ꎬ 没有操作参与联合国议题ꎬ 但随着两岸关系形势不断恶化ꎬ 蔡

英文有可能延续李登辉、 陈水扁时期的路线ꎬ 重启参与联合国活动ꎬ 并通过

“友邦” 提案的方式来展开ꎮ 除了借助 “友邦” 来谋求加入联合国之外ꎬ 蔡

当局还会积极鼓动 “邦交国” 提案支持台以 “台湾” 名义参与政府间国际组

织ꎬ 包括世界卫生大会、 国际民航组织、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ꎮ 未来

中国大陆对此应保持高度警惕ꎬ 一方面要严防蔡英文当局寻衅滋事ꎬ 另一方

面也要强化与部分台湾 “邦交国” 的互动ꎬ 打消它们为台湾发声的意愿ꎮ
最后ꎬ 稳住美国ꎬ 降低美国协助台湾 “固邦” 的意愿ꎮ 拉美地区台湾

“邦交国” 问题绝不仅仅是两岸之间的竞争ꎬ 它背后还有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

战略博弈ꎮ 蔡英文当局对此也有所观察ꎬ 并图谋借力使力ꎬ 将两岸在拉美的

“外交争夺” 向中美矛盾方向引导ꎬ 主动拉拢美国来制衡中国大陆ꎬ 利用美国

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来稳住与 “邦交国” 的关系ꎮ 蔡英文在对外宣传上ꎬ 也

有意凸显中国大陆提升与拉美国家关系的目的是挺进美国 “后院”ꎮ 针对美国

的质疑和蔡当局对美国的误导ꎬ 中国大陆应该积极与美国沟通ꎬ 打消美方误

解ꎬ 让美国逐步意识到ꎬ 拉美很多国家之所以愿意 “弃台就陆”ꎬ 完全是出于

他们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ꎮ 因而中国与拉美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完全是顺势

而为ꎬ 并不是为了与美国 “争夺地盘”ꎬ 更非为了 “挺进美国 ‘后院’”ꎮ 中

国无意与美国在拉美展开外交竞争ꎬ 而愿意与美国深化友好合作ꎬ 推动双方

关系稳步前进ꎬ 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ꎮ

(责任编辑　 黄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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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立宪: «新形势下如何处理涉台外交问题探讨»ꎬ 载 «北京大学学报»ꎬ 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