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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年 11 月 2 日，政府基於傳統倫理及人道考量開放民眾赴大陸探親。20

年來兩岸開放政策與措施，不僅突破兩岸近 40 年政治僵局，並開啟雙邊經貿與文

教交流新頁，促進兩岸關係發展。儘管兩岸交流過程仍不乏緊張與對立，但是經

貿交流持續與深化，以及人員交流層次提升與互惠，已對兩岸關係發展產生深遠

與結構性影響。 

壹、政治關係：從矮化、對話到對立 

國民黨執政時期，即使曾定義「一個中國」，制訂「國家統一綱領」，主張

「一個中國，兩個政治實體」，並促成「辜汪會談」化解政治僵局，但中共對臺政

治矮化、外交孤立與軍事威脅的策略，仍未實質突破兩岸關係。及至 2000 年民進

黨執政，由於意識形態認知差距大，因而兩岸政治對立情勢升高，主要表現在：

兩岸事務性與功能性會談終止、海基會與海協會功能弱化，以及臺灣政治疏離舉

措引發中共危機意識升高，並制定《反分裂國家法》因應臺灣變局。 

儘管如此，中共當局在臺獨勢力發展政治急劇變遷過程中，亦意識到國共兩

黨不應持續對抗，必須珍惜國民黨在臺灣的政治角色與理念，因而有國共兩黨高

層之互動與國共經貿論壇之召開。儘管國共兩黨推動兩岸政經發展主張，因欠缺

公權力難以執行，但是國共交流與互動建立之基礎，以及在經濟發展與臺灣政治

發展現實考量下，未來 2008 年臺灣新領導人，必須認真考量兩岸政治關係突破，

尋求國家政經發展與生存之道。例如中華民國之定位、外交休兵，撤離飛彈，以

及加入區域經濟整合，未嘗不是兩岸政治關係突破的新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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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經貿關係：經濟全球化詮釋 

90 年代以來，臺商大陸投資出現熱潮，並引發臺灣產業空洞化之疑慮。儘管

90 年代中期以後政府部門相繼採取「南向」與「戒急用忍」緊縮政策，期能紓緩

臺商「大陸投資熱」，但其實質成效有限。就「推力」而論，90 年代以來，國內

勞動力成本持續上升、勞工短缺與工作倫理不振、土地價格上揚、臺幣升值、環

保意識高漲，加之政治紛爭不斷與治安未獲改善，因而促使並加速廠商外移。就

「拉力」而論，主要是大陸投資環境特質，尤其是大陸地方政府強烈爭取臺商投

資意願、大陸加入 WTO 市場潛在商機，皆是吸引臺商卡位大陸市場主因。此

外，跨國企業亦在商業利益考量下與臺商策略聯盟，或基於成本與市場因素驅使

臺商赴大陸生產與行銷。至於中共對臺經貿政策的運作，發揮吸引臺商投資的效

果。儘管如此，臺商大陸投資熱潮的成因，臺灣經濟轉型的「推力」、大陸投資環

境的「拉力」等觀點皆恐不足以詮釋。經濟全球化時代，跨越主權、疆界與資源

快速流動之趨勢、特質和互動，以及廠商追求低成本、高效率和利益極大化目

標，似較能解讀臺商大陸投資的本質意涵。 

就經濟全球化觀點而論，企業並非赴大陸投資即是全球化的表現，關鍵仍在

於是否具備整合全球資源與運籌能力。臺商大陸投資與區位抉擇，主要基於廠商

利益與國際競爭力的考量。換言之，只要存在比較利益差距，或是大陸投資環境

與條件變化，抑或分散風險管理之策略考量，皆可能促成臺商大陸投資區位的再

調整。近年，大陸投資部分臺商轉向越南與印度即是實例。 

根據臺灣官方估計，及至 2007 上半年臺商累計投資達 585.45 億美元，但實

際投資大陸金額累計，包括第三地轉投資，估算臺商之管理營運資金與相關成本

投入，實際投資額應達 1,200-1,500 億美元之譜。此外，近年臺灣官方統計亦顯

示，臺商投資大陸件數減少，但投資額仍上升，顯示傳統產業與中小型企業投資

已趨緩和，大型與高科技產業投資仍持續增加。 

必須指出的是，中共當局提供臺商經濟優惠與政治禮遇，一方面是地方政府

招商引資的積極作為；另一方面，則是中共對臺政策運作使然。換言之，中共當

局積極吸引臺商除經濟因素之外，中華民國政府存在的現實亦是關鍵要素。換言

之，無論是中共基於重建與深化兩岸經貿關係之需要，或是「防獨促統」的政治

考量，皆是中共提供臺商優惠與禮遇之憑藉。對臺商而言，在商言商與追求利益

才是其本業，臺商在兩岸政治夾縫中尋求平衡點與商業利益亦是其生存之道。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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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旦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改變，或是臺灣納入中共當局的統治，臺商的經濟

優惠與政治禮遇便可能難獲實質保障，此亦是臺商大陸投資必須認知的現實。 

參、人員往來：不對稱交流，增強瞭解，現實取向 

由於兩岸持續採取開放措施，因而兩岸在經貿、人員探親，以及學術與民間

交流蓬勃發展。儘管臺灣地區每年有三百餘萬人次赴大陸參訪與旅遊，但大陸赴

臺則因旅遊條件涉及政治堅持，以及臺灣之管制措施，每年僅有二、三十餘萬人

次，顯現兩岸人員交流嚴重不對稱的現實。儘管如此，兩岸透過多元途徑與管道

進行交流與互訪，對於對方社會與實地觀察有更深入的瞭解，決策菁英也有更深

之體會與認知，皆有利於兩岸關係發展。 

中共對臺工作與政策的原則堅持，並不意味其策略與作為的僵化，甚至在新

時期的對臺工作中因為經濟高成長與外交實力衍生之自信心增強，加之對臺經貿

工作開展有成，以及落實「寄希望於臺灣人民」的工作，而展現更積極與靈活的

作為。例如，近年廣邀臺灣年輕一代學子「落地接待」參訪大陸，並提供就學之

渠道與便利；允許臺商普設臺商子弟學校與臺灣村，並輔導股票上市，促使臺商

本土化、長期化發展。因此，可以預期的是，只要兩岸未出現非理性的政治爭議

與衝突，中共對臺工作操作務實取向勢將更為明顯。 

儘管中共當局憂心臺灣外省籍世代凋零、民進黨長期政治疏離作為，將影響

兩岸關係發展，但事實上只要存在中國經濟持續成長的現實因素，中國落實市場

改革與政治變革營造良好環境，則兩岸人員之流動仍將持續。因此，中國本身政

經實力與制度環境建設，在兩岸關係發展中仍將扮演重要角色。明顯的，未來兩

岸互動與認同取向變遷將為現實取向所主導。 

肆、前瞻兩岸關係：建構共同利益，鞏固信任基礎 

雖然兩岸有意在既有經貿交流基礎上促進互惠；且儘管在經濟全球化的風潮

與 WTO 機制運作下，兩岸經貿發展呈現新的機遇，但來自政治面與制度面的制

約與挑戰，仍未促使兩岸經貿關係發展正常化。對中共當局而言，主要仍是考量

「一個中國」的政治原則；對臺北當局而言，關注重點為主權地位不能被矮化與

國家安全必須獲致保障。儘管如此，兩岸執政當局若能以更務實的策略與作為，

並以經貿利益與人民福祉為依歸，諒能為兩岸經貿關係開創新局。明顯的，兩岸

執政當局如何在政治原則與經貿利益尋求務實的平衡點，將是突破兩岸經貿與政

治關係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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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合作與「三通」之訴求，顯然仍是中共現階段對臺工作之重點議題。尤

其是大陸經濟發展正為舉世看好之際，又有 2008 年奧運和 2010 年上海博覽會願

景，加之臺灣政經生態的盤整與變遷，因而中共近年吸引臺資、技術與人才成效

斐然。此外，從政治戰略的高度而論，兩岸經貿關係的深化與依賴，亦在相當程

度上可削弱「臺獨」的經濟基礎，並成為制約「臺獨」發展的槓桿。因此，當前

中共在批判政治與文化面「臺獨」欠缺著力的背景下，積極落實兩岸經貿整合，

而催化「三通」亦將有助此一目標的實現。 

在文教與人員交流方面，兩岸如何在有限資源運作中，能落實專業對口的經

驗學習交流，並貢獻對方學術與社會發展經驗，仍有其功能性。畢竟，兩岸經社

與人文背景特性同質性高、持續性相互瞭解的必要性，以及促成政經發展穩定之

現實意義，都是兩岸關係與社會發展值得交流與認同之處。兩岸在經濟、社會與

文化層面，有更多深度與學術交往和互動，將有利於提升雙方人民福祉與安定。 

兩岸政經發展與分合，是兩岸共同關注與爭論的議題。就事實而論，訴求民

族主義的「一國兩制」統一模式，或是追求臺灣獨立的主張，顯然都難以實現兩

岸政經整合之目標。因此，從追尋兩岸「共同利益」作為出發點，並區分為非政

治、低政治與高政治類之「共同利益」，待建立共識與良性互動後，由非政治類

「共同利益」到高政治類之「共同利益」逐步磨合。與此同時，促成兩岸價值觀

念的溝通與調適，以及決策階層互訪與深度交流，皆將有助於奠定兩岸互信與和

平之基礎。 

當前兩岸關係處於相對不確定狀態，主要是互信基礎脆弱與統獨爭議。必須

特別警惕的是，當前兩岸關係發展正面臨新的轉折點。臺灣「入聯公投」與政治

發展有可能激化兩岸軍事與政治衝突，尤其是 2008 總統大選前政治風險係數最

高，若是錯估中共突發性與非常規性政治作為的政治風險，將可能為未來兩岸關

係發展投下重大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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