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淡江時報 第 1188 期

聚焦美中台政經角力 李大中主持《晶三角》座談  
學習新視界

 

【記者許宥萱台北校園報導】美國第60屆總統選舉在即，在中美貿易戰持續角力

之下，全球局勢瞬息萬變，臺灣的半導體產業也成為關注的焦點，新任總統將在如何

應對這場全球最大經濟體之間的對峙上，扮演關鍵角色？為此，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

會與TVBS合作，9月13日在本校台北校園D208室舉辦「『美國新政府的半導體戰略為

何？』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晶三角》報告透端倪」座談會，邀請學者專家討論美

中台半導體產業的未來走向。本校國際事務與戰略所教授兼所長李大中受邀擔任本次

座談會主持人。

 

李大中首先導言，分享作者馬潔濤（Mary Kay Magistad）的觀點，選定由「全球經

濟」和「科技創新」兩個變項，將未來美中競賽的可能情境劃分為四個象限。他認為

變數雖紛亂，目前看似是由東北象限：「強權的歡樂時光」，也就是美國及其盟友主

導全球貿易制度，有穩健的半導體供應鏈，使全球經濟較為流通的第一象限，往西北

象限：兩強在做對抗的「冷戰2.0」走；但他不排除一旦中國大陸慢慢掌握到科技的

優勢，全世界的經濟可能是破碎狀的，從西北走向西南象限：「向下的螺旋」，此情

境為美方最不樂見的現象，中方取得優勢，主導晶片市場，使中國「東升西落」的信

念得以成真。最後一項可能的情境東南象限被稱為「中國夢的實現」，此時中方徹底

擊敗美方，取代美國過往在國際上扮演的角色。他認為學者們基本上還是從美國的角

度，以美國的利益出發，但他們的變數裡面還是十分關心臺灣的地位跟安全。

 

與談人包括：科克蘭資本董事長楊應超、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唐欣偉、龍華科

技大學半導體系助理教授張勤煜，以及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科技與國關」研究委

員會召集人烏凌翔。4位接力以「美國化解中國非市場行為的影響」、「美台中半導

體產業的比較」、「透過半導體深化美台合作」、「美國拉攏半導體同盟、合作夥伴

和朋友的策略」為方向，分享觀點。

 

唐欣偉以美國前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hew Pottinger）於書中提及的觀點，強

調美國須強化和盟友的合作，以此嚇阻中國在全球半導體產業的勢力；張勤煜講解美

國與臺灣在半導體產業上技術層面上的差異；烏凌翔說明晶片技術應用在軍事工業上

重要性，目前美方擔心應用在軍事用途上的半導體無重大突破，盼能與臺灣合作發展

國防工業，強化軍事能力；最後楊應超認為美方在發現中方在半導體技術上將構成威

脅時，開始進行貿易戰，企圖打壓中方，呼籲臺灣應把握自身實力，掌握人才優勢

，共創雙贏的局面。

 



問答時間，資深媒體人何戎提問，安全議題是臺灣人民十分關注的議題，臺灣如何運

用在半導體產業上的優勢借力使力，保有長期的安全？唐欣偉回應，美方不會放棄對

臺政策，不過目前政策仍不明朗，若由民主黨當選，賀錦麗將有可能延續拜登的對臺

政策，不過若由共和黨取得大位，相對於民主黨，對臺的關注將淡化。李大中也回應

提問，雖然臺灣與美國雖在政治與外交上長期維持互動，不過仍須自立自強，運用借

力使力的方式並不容易使臺灣維持長期安全，這也呼應了晶三角一書中作者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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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與談人左起：科克蘭資本董事長楊應超、台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唐欣偉、本校國際事務與戰略所教授兼所長李大中

、龍華科技大學半導體系助理教授張勤煜、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科技與國關」研究委員會召集人烏凌翔。（攝影

／范浩群）

 

 

本校國際事務與戰略所教授兼所長李大中受邀擔任本次座談會主持人。（攝影／范浩群）

 

 

「『美國新政府的半導體戰略為何？』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晶三角》報告透端倪」座談會現場出席媒體眾多。（攝

影／范浩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