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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報 訊 ） 以

對中國採取鷹派立

場聞名的美國聯邦

眾 議 院 「 中 國 問

題特別委員會」主

席蓋拉格（ M i k e 

Gallagher），10

日宣布不再角逐連

任。對此是否影響

美國國會支持台灣

的力度，駐美代表

俞大㵢12日表示，

美 國 會 對 台 灣 是

「普遍性及跨黨派」長期支持，他相信即使

新人加入，也會力挺台灣。

據報導，蓋拉格將於21日率領6名議員訪

台，拜會台灣行政與立法部門，期間可望與

總統當選人賴清德和立法院長韓國瑜會晤，

這也將是韓國瑜就任院長以來，首次接待美

國會訪團。

39歲的蓋拉格，代表威斯康辛州共出任4屆

眾議員，是共和黨內前途備受看好的對中鷹

派。他曾在眾議院「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

主導兵推台海衝突，更在去年提出協助台灣

加強遏制中國的10項建議，並被納入美國

2024財年《國防授權法案》（NDAA）。

另外，蔡英文總統去年4月與

時任美眾議長麥卡錫在加州舉行

會晤時，蓋拉格就站在麥卡錫附

近。蓋拉格去年2月也曾低調率

團訪台，分別與蔡英文與副總統

賴清德會面。

不過，蓋拉格10日在社交平台

X上宣布，不會在今年11月大選

中競逐連任眾議員，意味其任期

將於明年1月初結束。蓋拉格雖

未具體說明原因，不過曾是美軍

陸戰隊情報官的他，8年前在競

選眾議員一職時就曾說過，會把眾議員歲月

當作一個「高強度的調動」，美國憲法的起

草者們並沒有打算讓公職成為終身制，而國

會也不是一個適合讓人變老的地方，因此他

以沉重的心情決定不再尋求連任。

對於一向挺台的蓋拉格不再連任，1月18日

曾拜會「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的俞大㵢表

示，美國會長久以來對台灣是普遍性、跨黨

派支持，拜會時看到的都是挺台友人。他強

調，無論是連任或新人進入國會，這個狀況

應該會繼續維持。

捍衛台海安全
蓋拉格12日說，美國對中國的政策基本

上是防禦性的，美國要做的只是捍衛現狀使

其不受威權主義侵犯，但在涉及台灣時，他

認為美國是在協助一個已存在的、蓬勃發展

的民主政體自衛，好讓台灣不受威權政權入

侵。他指出，此舉並不是一個侵略性的戰略

行動，也沒有要傷害或削弱中國的意圖。

《美國之音》報導，共和黨籍的蓋拉格12

日晚與該委員會資深成員、民主黨籍的克利

什納穆希（Raja Krishnamoorthi），共同

出席哈佛大學政治研究所一場主題為「中國

的挑戰與美國的未來」座談會。

蓋拉格在座談會上說，即便他被故意認為

是對中鷹派，但美國對中國的政策在根本上

是防禦性的。他說，「我們試圖要捍衛現狀

不受威權主義侵犯。」他沒有聽到任何人談

論某種關於進攻性的策

略設計，也未聽到任何

人談論關於改變政權的

策略，當然更沒有任何

涉及獲取領土的事情，

「我們只是試圖保存現

狀」。

不過蓋拉格在涉台

議題上說，「這是關於

協助一個已存在且蓬

勃發展的民主政體，它

也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社

會之一，協助它防衛自己不受威權體制的入

侵，從根本上說，我也不認為那是一個侵略

性的策略。」

蓋拉格說，即便他在某些領域上推動美國

採取一些反制作為，但那只是美國在覺醒並

保護自己不受中共對美國發動的經濟戰，或

是利用美國社交媒體平台對美國進行的意識

形態攻擊。

剛在10日宣布不再競選連任的蓋拉格說，

由於前3次台海危機的教訓，他認為中國國家

主席習近平對於加強解放軍實力非常注重，

因此美國也須加強自己的彈藥工業基礎，確

保戰區有足夠武器儲備，讓習認為軍事接管

台灣看來會非常困難而不敢嘗試，甚至政權

因攻台失敗而無法續存。

美眾院抗中鷹派 蓋拉格21日率團訪台

美國聯邦眾議院「中國問題特

別委員會」主席蓋拉格

法專家 :台重要性是國際共識法專家 :台重要性是國際共識
（中央社）中國近來大張旗鼓，盼藉法國和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60週年拉攏法國，融化冰凍

的雙邊關係。然而法國記者董尼德向中央社分

析，台灣重要性已成國際共識，歐盟將不再對北

京言聽計從。

回顧過去60年，中國經濟、政治環境劇變，

與西方的權力關係隨之扭轉；世界局勢也在

COVID-19疫情、俄烏戰爭、中東危機、台海和南

海緊張的框架下充滿不確定性。同一時間，剛經

歷大選的台灣，國際能見度顯著增加，全球對台

灣重要性及民主的成功故事更是前所未有的關

注。

2024年，在台灣新總統上任、歐洲議會選

舉、巴黎奧運、美國大選等國際事件下，必將是

關鍵一年。

● 台法與台歐關係續寫新頁
去年法國總統馬克宏因「法國不該在台灣

議題上做美國附庸」一說遭盟友抨擊，凸顯對

台國際共識已然形成。前法新社駐北京記者暨

「中國：虛幻無實的天朝帝國」等書作者董尼德

（Pierre-Antoine Donnet）3日接受中央社專

訪，分析台、法、中關係走向。

董尼德指出，馬克宏失言事件後，台法關係

再出現幾個轉捩點，如任命法國駐台代表龍燁

（Franck Paris），「很具象徵意義。他曾服務

於總統府，為馬克宏親信；任命絕非巧合，而是

台法升溫的訊號。」

不僅法國，歐盟也已意識到與中國間的貿易

和地緣戰略裂痕及台灣重要性。董尼德說，「台

灣重要性面向多元，包括半導體以及戰略關鍵地

位」。換言之，法國和歐盟如今已完全了解，若

台灣落入北京之手，半個太平洋都可能成為中國

囊中物。

● 法中與歐中關係回不去了？
60年前，法國在總統戴高樂領導下，成為第

一個與中國建交的西方強權，除時值美蘇冷戰，

法國開拓外交獨立道路的企圖外，也因對中共政

權「千年文化大國」抱有美好幻想。

60年後的今天，國際局勢丕變，中國已非從

前，尤其在經濟層面，COVID-19疫情更讓歐洲和

法國強烈意識到對中國經濟的過度依賴。

在產業層面上，歐盟也發現和中國的競爭並

不公正，因而啟動「反補貼」和「反傾銷」調

查。「整體來說，中國面具掉了。法國等國對中

國曾有幻想、過於天真，假象一個個幻滅，法國

與其盟友如今都意識到，他們正面對北京的威

脅」，董尼德觀察。

● 仍具吸引力的中國市場？
話雖如此，中國這塊市場仍具吸引力，法中

貿易絡繹不絕。對此董尼德分析，法國不可能不

跟中國做生意，「但在某些產業，貿易交流的策

略已完全改變」，包括法國去年8月宣布，將針

對入股戰略企業和礦業的外資進行審查。

另外，在中國經商已越發困難，不僅中國經

濟近來面臨重大困境，外資也因最新的「反間諜

法」而喊停中國業務。「過去數十年中國市場是

外資天堂的幻象已徹底結束，外資撤離潮可觀；

北京不會發表這些數據，會臉上無光。」

法 國 汽 車 製 造 商 斯 特 蘭 蒂 斯 集 團

（Stellantis）執行長塔瓦瑞斯（Carlos 

Tavares）去年就表示，重心將轉往印度，不僅

印度人口超越中國，且印度比中國市場更開放，

也不易被控制。

● 歐盟對北京不再言聽計從
相較戰狼外交，北京去年起放軟身段，盼拉

攏歐洲。台法關係是否會受到60週年影響，董尼

德認為，雖在世界局勢時刻變動的現在，一切都

難預測，「不過台法和台歐關係將繼續深化，當

然眼下不會承認中華民國，但可見逐漸前進的過

程。」

他分析，若習近平現在對台發動軍事攻擊，

解放軍必輸；台灣很可能藉機宣布獨立，「此時

將有很多國家會承認台灣為獨立國家，這是習近

平不能承擔的風險。」

董尼德告訴中央社，「歐盟多次明言，台灣

穩定是不可或缺的，由此可看出歐盟對北京態度

已有轉變；換言之，沒有一個歐盟大國會再對北

京言聽計從。」

美國眾議院「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主席蓋拉格

2023年曾密訪台灣，晉見蔡英文總統並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