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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推動自由貿易談判，先後完成包括：與南美巴西、阿

根廷、烏拉圭、巴拉圭的“南方共同市場(Mecrosur)”

談判，與瑞士、墨西哥之自由貿易協議(FTA)談判，以

及最近進行與泰國的自由貿易協議談判，重啟與馬來

西亞的自由貿易協議談判等進程，可以發現其端倪。

很顯然地，國際社會對美國單邊主義的普遍反映

不滿情緒，以及對再造多元國際貿易秩序之迫切需求。

此意味著，未來四年國際社會之間透過聯盟建立自由

貿易合作模式，將會大行其道。在此同時，若從目前發

展動向加以觀察，此一新興抗美聯盟大致可以分為，包

括：與中國存在極為深厚經濟往來的國家，以及仍然受

到美國經濟影響的國家等兩個型態。

透過聯盟合作再造多元國際貿易秩序

其中前者係指，通常與中國之間具有較高的互信

基礎，在關鍵議題上能夠達到共識，例如：中俄兩國能

源合作項目，皆是雙方已建立高度合作的實例。至於後

者則是，長期與美國之間具有頗緊密的經濟關係，而且

對美國的貿易呈現高額順差，例如：越南、泰國、馬來

西亞等被認為在美中貿易戰與全球供應鏈移轉過程中

受惠最多的東協國家，面對美國可能祭出關稅制裁，積

極推動與中東國家之經濟關係，藉此分散貿易風險，降

低白宮對其順差的注意。

此外，隨著國際社會對抗美國聯盟國家不斷增

加，讓全球的金融秩序正在悄然變化。亦即部分國家

開始考慮減少對美元的依賴，轉為採取本國貨幣或其

他替代貨幣進行國際貿易匯兌結算。此一浪潮，無疑

勢必削弱美元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主導權，將有助於

各國降低匯率風險，進而藉此提高各國在全球金融體

系中的話語權之外，將會推動“非美(non U.S.)”國家

之間再造更多元、均衡的多邊貿易體系，其未來對促進

世界和平與穩定具有積極之意義。

另一方面，值得重視的是，在全球掀起合作抗美

浪潮的同時，國際社會對世界格局的期待，從過去的

“兩極對峙”，逐漸轉化為未來的“多極包容”，讓全

球形塑發展為“多個力量中心”，每個力量中心皆存在

著各國較可以的影響範圍和合作夥伴。雖這些變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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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領導的絕佳機遇，藉此積極參與全球治理與發揮

作用，進而贏得國際社會更多認同和支持。

採取“合縱”戰略擺脫全球貿易劫難

亦即面對美國是全球經濟規模最大，以及進口

金額最多的國家之下，別說大國因避免經濟受到內

傷，而不致採取直接對弈，更遑論及小國因經濟無

法承受高壓威嚇，而接受妥協。雖單拳難敵霸主，

但群狼卻有可能扳倒獅王，誠如同春秋戰國時代六

國採取“合縱”戰略，透過聯盟合作對抗秦國謀取

和平。因此，在美國特朗普總統一意孤行下，非美國

家必須呈現較前更加團結，始能擺脫特朗普貿易劫

難。

不過，在“非美集團”崛起的同時，更加無法輕

忽的是，因個別國家與美國的利害關係不同，而極

易遭到美國採取“連橫”戰略各個擊破，最後淪為

瓦解結局。畢竟，特朗普秉持其在商言商手段，先不

斷對貿易對手的弱點進行“關稅喊價”作法，再透過

檯面之下談判模式，迫使貿易對手接受美國要求，

否則逐步提高關稅。換句話說，雖我們無法掌握此

次特朗普所掀起的關稅戰火將會造成哪些變化，但

卻又難以避免非美集團在美國高壓與威嚇下，被逼

可能收回重拳、狼狽收場結局。

整體而言，特朗普政府在單邊主義下所採取的

關稅政策，無疑將會加速全球許多國家共同合作參

與“對抗美國”聯盟。然而，在全球化、自由化時代

下，未來國際情勢發展仍充滿著變數，此一情勢其

實是提供中國掌握這個歷史挑戰，秉持開放包容精

神，深化與各國的合作關係之絕佳機遇。例如：最

近歐盟執行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調整對中國的論述，主張與中國加強合作之

重要。無論如何，未來四年美國特朗普總統對全球

治理的獨特異行作法，以及其對國際社會之可能影

響，頗為值得我們持續觀察並深入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