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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Conference on Interaction 
and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in Asia，簡稱亞信 CICA），
於 2014年 5月 20日和 21日在上海舉辦。1本會議受到注目，

是因中共外長王毅在 2014年 3月「兩會」記者會時，提出「主
場外交」觀念，也預告亞信會議時「希望宣導共同安全、合作

安全和綜合安全，形成新的亞洲安全觀，共同建設和平、穩

定、合作的新亞洲。」因此，本文討論本次亞信會議，以及隨

後中共之反恐作為；最後討論中共中亞的外交戰略，以及在

未來台灣方面在國際戰略上應採取之態勢。

自 2012年以來，東北亞爆發中日、韓日、俄日領土糾紛，
傳統安全漸漸受到挑戰；將視角放大，亞洲的安全問題尚有

「伊朗核問題、南北韓問題、南海問題、印巴問題、以及伊

＊ 作者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東亞系助理教授
1 亞信自 1992年由當時哈薩克總統之倡議開始運作，1993年正式運
行。亞信現有 24個成員國：阿富汗、阿塞拜然、巴林、柬埔寨、
中國大陸、埃及、印度、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約旦、哈薩克斯 
坦、吉爾吉斯斯坦、蒙古、巴基斯坦、巴勒斯坦、韓國、俄羅斯、
塔吉克斯坦、泰國、土耳其、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烏茲別克斯坦、
越南。13個觀察員（國家或國際組織）：孟加拉、印尼、斯里蘭卡、
菲律賓、日本、馬來西亞、卡塔爾、烏克蘭、美國、突厥語國家議
會大會、聯合國、歐安組織和阿拉伯國家聯盟。亞信強調跨文明、
跨地域、討論地區安全與合作問題的平臺，主要目標和宗旨是通過
制定旨在增進亞洲和平、安全與穩定的多邊信任措施來加強合作。
亞信實行協商一致原則。亞信已通過的基礎性文獻有《亞信成員國
相互關係指導原則宣言》、《阿拉木圖宣言》、《亞信信任措施目錄》等。

亞信會議與中共近期反恐做為

邵軒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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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克問題」等傳統安全領域問題，也有「三股勢力」（暴力恐

怖勢力、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等安全領域問題，

再加上主要政治勢力各有自身政治目的 2，使大部分問題更加

難解。

尤其在亞信會議次日，新疆烏魯木齊市即發生爆炸案，

而中共隨即將此定位為「暴力恐怖案件」。尤其在上海宣言

「亞洲新安全觀」發表之後，隨即爆發，引起高度關注，本文

亦將討論此一事件與中共之反恐行動作為中共的亞洲新安全

觀。

亞信會議的主要內容

關於中共「新安全觀」觀念，主要針對後冷戰時期，大規

模戰爭以及大國間互相戰爭之可能性降低，取而代之的是國

際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殺傷武器的威脅，甚至是毒品走私、跨

國犯罪、金融危機、傳染性疾病、非法移民、能源安全、環

境污染等「非傳統安全」問題，亦為新安全觀所關懷之範圍。

「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相互交織」，而且民族、宗教

矛盾和邊界、領土爭端導致的局部衝突和南北差距進一步擴

大，都是干擾世界秩序的因素。

大致上，江澤民、胡錦濤時期均循此一思路出發，以建

立發展新安全觀為核心，從而融入國際社會體制、參與國際

2 主要的力量是北京將戰略中心轉向海洋，而華盛頓也宣佈「重返亞
太」，日本希望修憲重返「正常國家」等等，新現實主義學者認為，
大國保守轉為防衛國家利益為重時，衝突容易發生。張登及，「再
平衡對美中關係之影響：一個理論與政策的分析」，遠景基金會季
刊（臺北），14卷 2期（2013年 4月），頁 5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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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與國際組織，加強大國外交以及國際間反恐活動等方面

著手。因此本次亞信會議中，習近平將主題定位為「加強對

話、信任與協作，共建和平、穩定與合作的新亞洲」，其意即

為提出亞洲安全觀，加強地區安全和合作新架構，尤其提及

要「創新理念」，其創新之處就是提及「亞洲安全觀」。

「上海宣言」，也強調「（與會各國）共同認識到當今世界

正經歷廣泛而持續的轉變、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

展等等，強調了傳統和非傳統安全挑戰並威脅了地區和世界

的和平與穩定。」這與中共新安全觀的認識並無二致。而且認

為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安全的涵義已演變為一個綜合概念，

安全的跨國性、綜合性和聯動性日益突出。本地區各國不僅

利益與共，而且安危與共。任何一國在安全問題面前都難以

獨善其身。各國應在迄今已達成共識基礎上，謀求共同、綜

合、合作、可持續安全。亞洲各國願發揚團結合作、同舟共

濟的精神，尊重亞洲各國主權，尋求共同發展進步，致力於

在所有國家相互信任、睦鄰友好、夥伴關係及相互合作的基

礎上，建立深入亞洲人心的安全環境。

從上述《開幕講話》與《上海宣言》來看，中共將「新安

全觀」以亞信會議為平台，再一次向世界宣傳的用意相當明

顯。習近平甚至提出「對恐怖主義、分裂主義、極端主義這

『三股勢力』，必須採取『零』容忍態度」。但在會議剛剛落 
幕，隨後 5月 22日早晨即發生新疆烏魯木齊爆炸案，造成
39人死亡，94人受傷，包括襲擊者 4人也死亡。
為此，中共國家反恐怖工作領導小組召開了「全國反恐怖

工作緊急視訊會議」，要求成立「嚴厲打擊暴力恐怖活動專項

行動內地部署」，於各省級層次加強訓練。以 2014年 3月以
來之報導統計，共有 22個省份、5個自治區、4個直轄市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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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反恐防暴處突」的演練。在制度上，反恐組織包括固定

成員與不固定成員，前者包括外交、公安、安全、武警、總

參等專業的反恐職能和統籌部門，後者包括交通、民政、衛

生等部門為輔助。

因為前述事件影響，自 2014年 5月 25日起，以新疆為
中心開啟了各種嚴格的反恐措施，如新疆警方發動「零點行

動」開始，在和田、喀什、阿克蘇等地區抓獲 200餘涉暴力
恐怖犯罪的嫌疑人。至 6月 13日之報導為止，全疆公安機
關陸續破獲 9個暴力組織、1個宗教極端組織，抓獲涉案人
員 60餘人，收繳爆炸裝置 160餘枚，查獲制爆原料 40餘公
斤，以及多個宗教宣傳站，上述種種充分表現了「零容忍的

方針」。除了上述政府常規體制之外，「反恐防暴」也成了「全

民維穩意識」，中共有計畫的滲透此一觀念，動員志願者（退

休黨員、積極分子）、甚至修鞋匠菜攤主組成「反恐網路」。

而在校園，成都空旅遊學校也組成首支大學生校園反恐防暴

隊。換言之，藉由巨大的「反恐」論述，中共嚴厲推動對國

內的「治理作為」。換言之，藉由某種「恐懼」遂行完整統治，

不但能統合政治菁英之意志，也可轉移人民在某些層面之不

滿。

地緣政治與反恐

若說內部反恐行動為治標，也藉機針對「三股勢力」之境

外力量，也是本次亞信峰會之注目點。尤其是中亞諸國的外

交，因為恐怖行動往往涉及宗教，因此對中亞諸國施以影響

力，用以限制宗教極端份子，正是中共反恐的主要外交目標。

大致上若是把中亞認知為「裏海、新疆、俄羅斯、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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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地區，大致上包括中亞五國（哈薩克、烏茲別克、塔吉

克、吉爾吉斯、土庫曼）、阿富汗、伊朗東北部地區、巴基斯

坦北部地方等國家和地區。在本次亞信會議，國家元首親自

出席的，至少有阿富汗、亞賽拜然、伊朗、蒙古國、巴基斯

坦、俄羅斯、塔吉克、烏茲別克、斯里蘭卡、哈薩克、吉爾

吉斯。

從陣容看，以中亞五國為核心，除開土庫曼外，幾乎所

有的中亞國家都出席了亞信會議。3中共對中亞主打「經濟」

牌，中亞資源豐富，但尚處開發階段，各種資金技術與勞力

之投入，皆有助益。因此，中共藉由亞信會議與《上海宣言》

宣示與其他國家之聯合反恐目標，以及合乎《聯合國全球反

恐之戰略》。4此一宣示，除了確實之反恐協作之外，也有「鞏

固中共對中亞影響」之意圖。而且主要亞洲陸地大國俄羅斯、

伊朗、哈薩克、阿富汗也同台出席。在此會議中，中俄最終

簽訂供應俄國每年 380億立方公尺天然氣累計 30年之《中俄
東線供氣購銷合同》。而另一個「中 -伊朗峰會」，也進行了

3 因為土庫曼外交方針為「永久中立」，因此缺席亞信會議，但於 5月
12日之「世界汗血馬協會特別大會暨中國馬文化節主席會議」已與
習近平會面。

4 我們支援聯合國在維護和推動世界和平、合作與安全，促進共同發
展，保護人權，維護國際法至高無上的地位等方面發揮主導作用。
國際社會迫切需要依據有關國際文書加強合作，共同有效應對恐怖
主義、暴力極端主義、跨國有組織犯罪、毒品走私和腐敗以及資源
短缺、氣候變化等其他威脅和挑戰。我們強調，國際社會應該按照
《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共同打擊所有形式的恐怖主義，支持
全面落實《聯合國全球反恐戰略》。我們也強調有必要共同限制恐
怖和極端思想的傳播，有必要推動國際宗教和種族包容、對話和理
解。我們歡迎聯合國大會通過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發起的 68/127號 
《關於構建一個反對暴力和暴力極端主義的世界》決議，並呼籲該
決議得到全面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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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合作。有了亞洲主要大國的合作，中共對中亞增加控制

力道，絕對有利。另一方面，與之形成對照的是，日、越、

菲等國，均沒有派出元首，甚至沒有高層代表與會。5月 21
日，越南總理阮晉勇甚至高調前往菲律賓，出席世界經濟論

壇東亞峰會。

由上述現象可以看出，現在亞洲國際局勢，已然分為陸

地亞洲與海洋亞洲。陸地亞洲以中亞為核心，中、俄、伊朗

三國環此「背靠背」合作；而海洋亞洲以美國發揮海洋影響力

為核心，在日、越、菲等島鏈線施力，尚有印度、澳洲、東

南亞國協等等海洋亞洲國家為主，兩者在戰略安全上有著壁

壘分明的傾向。

政策建議

綜觀上述推論，從後冷戰全球化格局以降，大國間關係

不同於以往的意識形態與經濟圈鬥爭，而主要以資訊全球化

與跨國貿易為根基。中共在前一發展階段中以外資與勞力為

主要動力，創造了經濟的成長，成為 GDP總量全球第二；在
次一階段，中共發展產業升級時，更需要表現於對資源與能

源的重視。亞信會議在反恐的需求之上，中共選擇與俄羅斯

背靠背，尋求亞洲陸地國家的加強合作，以求控制「世界（歐

亞）心臟地帶」。

因此本文認為，在未來中共藉由反恐與中亞國家加強合

作之時，就會呈現出亞洲陸地部分「更加統合」之格局。以此

作為中美東亞政策博奕的戰略解讀，舉凡兩韓、越南排華、

泰國政爭、台灣政局，都可依此解釋。中共外長王毅訪美說

「願讓亞太成為雙方發展新型大國關係的試驗田」，到亞信會



戰略安全研析│Journal of Strategic and Security Analyses

18│第一一○期　中華民國一○三年六月

議後之「香格里拉會議」，中美的表現皆為針鋒相對。

綜觀而言，未來預測與我國政策建議：

從國際格局論，亞信會議後，中美以「陸地亞洲 /海洋亞洲」1. 
觀念為核心，在戰略安全、經濟資源、甚至認同上展開「亞

洲觀念」之爭奪。

台灣具體利益與交往上，與中亞國家互動較少；在文化與2. 
宗教層次，對中亞國家也比較疏遠。建議外交與研究部門

未來應該加強此一區塊之理解，尤其對於「三股勢力（恐怖

主義、分裂主義、極端主義）」，更應有立場與對策。

「反恐」成為中共對內維持穩定、對外拓展亞洲合作的主3. 
要論述。考慮到後冷戰時期各種層次安全理念，以及反恐

已經深入了各個範圍。如金融、重大災難事件、以及人口

密集區域之偶發性暴力行為，中共已然建立跨國合作網

路，此一「以反恐帶動國際合作」模式，值得政府治安與外

交相關部會思考。

在認同上，台灣方面對於「亞洲觀念」需要妥善回應。台灣4. 
地理處於亞洲交通樞紐，歷史上亦為亞洲文化交薈之地。

中共提出「亞洲夢」論述，此一論述系統中對「美國」看法

如何？將來對台灣社會是否影響？都值得相關部門未雨綢

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