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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 1949年國民政府遷移到臺灣開始，至今已然分治七十年左右，在透過早

期國共兩黨的思想教育及控制之下，兩岸人民的想法早已出現南轅北轍的差異，

也因如此，兩岸關係發展的方向始終陰晴不定，難以捉摸。然而探究中共歷屆領

導人在面對臺灣不同執政黨下的對臺政策，不難發現其始終堅守「一個中國」原

則及「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 

 

2008年臺灣第二次政黨輪替，馬英九總統在支持「九二共識」前提下，兩

岸關係一掃前朝陰霾，與中國大陸開展熱絡的交流互動，除簽署多項 ECFA外協

議，另表示推動「活路外交」鞏固既有邦交國家。而兩岸破冰後的交流互動成果

也讓馬英九總統在 2012年順利競選連任成功，此時中國大陸也正由習近平順利

接班成為第 5代領導人，習近平對於當時兩岸關係的順利發展，表現出「胡規習

隨」的態勢。然而兩岸的合作交流在一切看似穩定的時候，卻因臺灣民眾認為兩

岸在簽署服務貿易協定時過於草率，質疑執政當局一些政策作為過於親中，進而

在 2013年引發「318學運」事件，至此國民黨聲勢急轉直下，導致年底九合一

選舉中大敗，並且形成第 3次政黨輪替，由民進黨籍蔡英文擔任中華民國總統。 

 

蔡英文總統上任後，在 520就職演說中僅表達尊重九二年兩岸雙方的會談歷

史事實，等於間接不承認自馬英九政府時期與中共達成的「九二共識」政治基礎，

自此兩岸關係逐漸冰封冷凍。蔡英文總統執政時期，在很多層面都可以看見「去

中國化」的臺獨主張及作為，另一方面在人民最期待的經濟改革上，提出了「新

南向政策」的口號，表示不能對於中國大陸過於依賴。面對民進黨政府上任後的

種種政策舉措，中國大陸展開一連串的挑釁、威脅及壓迫的舉動，例如軍機及航

母繞臺、減少陸客及陸生來臺、提出多項惠臺政策，吸引臺灣人民赴大陸就業就

學，以及在外交上孤立臺灣等手段。面對這些由內而外的困境，蔡英文總統該如

何突破兩岸關係的僵局，帶領臺灣人民走向和平、富強的康莊大道，考驗著的是

兩岸領導人的智慧與格局。 

 

本研究主要是從個人、國家及國際層面的現象來探討中共對臺政策。聚焦在

現任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的決策風格與對臺主張、中共對臺組織體系的人事布局、

以及兩岸關係在國民黨及民進黨執政下的互動模式與結果，來陳述變與不變的中

共對臺政策，進而將這些內外環境變化等因素轉化為習近平對臺政策的分析與問

題，從概念本質發展出定義，從而探討中共對臺政策在未來的可能走向及對兩岸

關係的影響。 

 

關鍵字：兩岸關係、九二共識、去中國化、南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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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moved to Taiwan in 1949,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have so far been separated for around 70 years. Through the 

ideological education and control of the KMT and the CCP, the people's thought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have long been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Due to this, the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has always been uncertain and 

elusive. However,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the CCP’s previous leaders have 

always adhered to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and the basic principle of "peaceful 

reunification and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by exploring their Taiwan policy in the 

face of Taiwan’s different ruling parties. 

After Taiwan’s second Political party rotation, President Ma Ying-jeou took 

office and supported the "1992 consensus".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became revival, including signing multiple ECFA agreements 

and promoting “Workable Diplomacy” to consolidate exist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The result of Cross-strait exchange and interaction also made President Ma Ying-jeou 

successfully get reelected in 2012. At the same time, Xi Jinping also successfully 

succeeded as the fifth-generation leader in China. Xi Jinping showed the attitude of 

“following the Hu’s laws” in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When 

everything seemed to be stable, the "318 Student Movement" was triggered in 2013 

for the reason that the Taiwanese people think that it was too sloppy in signing the 

service trade agreement and questioned some policies of the ruling authorities as 

being too pro-China. Thus, the support of the Kuomintang Party has declined rapidly, 

and it led to the KMP’s defeat in the nine-in-one election at the end of the year and the 

third political party rotation in the president election.  

In the 520 inaugural speech, President Tsai Ing-wen showed respect for historical 

facts of the talks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in 1992, and it meant not 

indirectly admitting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the "1992 Consensus" reached between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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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 Ying-jeou government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ince then, 

cross-strait relations have gradually frozen. During the period of President Tsai 

Ing-wen’s administration, we can see many Taiwan independence advocates and 

actions of de-sinolization. Regarding the economic reforms that the people are most 

looking forward to, President Tsai Ing-wen put forward the slogan of "New 

Southbound Policy" and stated that Taiwan’s economic cannot rely too much on 

mainland China. Faced with various policy measures after the DPP government took 

office, the Mainland China launched a series of provocative, threatening and 

oppressive movements. For example, the Mainland China assigned military aircraft 

and aircraft carriers to bypass Taiwan, reduced the number of China visits and 

students to Taiwan, attracted Taiwanese people to work and study in Mainland China 

by proposing Taiwan-benefit policies, and isolated Taiwan diplomatically. How can 

President Tsai Ing-wen break through the deadlock in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lead 

the people of Taiwan to a peaceful, prosperous, and prosperous road in these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fficulties? It’s the test of leaders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This study mainly explores the CCP’s Taiwan policy from the individual,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This study intends to analyze the changing and 

unchanging CCP's Taiwan policies through focusing on the decision-making style and 

Taiwan policy advocates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eader Xi Jinping, the 

personnel assignment of CCP's organizations dealing with Taiwan affairs, and the 

Cross-strait exchange interaction model and results under the ruling of the 

Kuomintang and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Through the above analysis, we 

will explore the possible future direction of the CCP’s policy toward Taiwan and its 

impact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Keyword: Cross-strait relations, 1992 Consensus, De-sinolization, Southbound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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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2012 年 11 月 8 日大陸舉行「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1 ，胡錦

濤於大會上提交「十八大」政治報告，報告中對臺政策依舊延續「和平統一、一

國兩制」
2
的方針，並且延續「十七大」對臺政策中提出的「和平發展」。與此同

時，以習近平為首的第五代中央領導集體於「十八大」形成，2013 年 3 月中共

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習近平接任國家主席與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第五代中央領導集體順利完成交接，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習近平，成為繼毛

澤東及鄧小平之後，最有權勢的中共領導人。 

習近平於 2012 年 11 月就提出「中國夢」
3
，並定義其為「實現偉大復興就

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夢想」，最終目標就是「富國強兵，民族尊嚴，主權

完整，國家統一。」這是他最早提出的對臺主張。在 2013 年十二屆人大會議，

他再度重申兩岸同胞應攜手「開創中華民族新的前程。」稍後，在與前副總統蕭

萬長在博鰲論壇的會面中，習也強調「兩岸同胞要共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中國夢而努力奮鬥」，顯見兩岸關係為習近平執政的核心重點項目之一。而在

兩岸關係發展中，雙方領導者的互動與國內政治情勢發展扮演重要角色。習近平

主政的同時，臺灣正由馬英九總統挾著改革、經濟發展的民意主軸主政，仰賴中

1
簡稱中共十八大，於 2012年 11 月 8日在北京召開，到時會選出中國共產黨新一屆嘅領導層，

包括中央委員會同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再喺之後由中央委員會選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央

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中央書記處同埋中央軍事委員會。 
2
一國兩制意指「一個國家，兩種制度」（英語：One country, two systems），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在 1980 年代為了實現中國統一之目標所提出的憲法原則。 
3
為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上任以後提出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個構想，也是中共十八大召開

以後，中國共產黨第五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執政理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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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龐大市場的經濟利益考量下，兩岸於「九二共識」
4
及「一個中國」的政治基

礎中，重新開啟了兩岸交流互動的機制，而 2013 年 10 月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簡稱 APEC)，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

員王郁琦與大陸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主任張志軍正式見面，創下首例。同月舉

行的「兩岸和平論壇」，成為首次的兩岸對話。然而在一切發展看似順利的時候，

卻因兩岸服務貿易協定的簽署問題
5
，於 2014年 3 月 18 日發生臺灣的大學生與

公民團體共同發起佔領立法院的社會運動事件(318學運)
6
，兩岸關係發展急轉直

下，之後 6 月張志軍訪談遭到激烈抗爭
7
，11 月馬習 APEC 會面破局及馬英九支

持香港「佔領中環」運動引發北京不滿等一連串政治土石流事件，就在這種內憂

外患的多重壓力下，最終馬英九在民調普遍不佳的情況下結束了 8年執政。 

2016年 1月 16日中華民國史上第三次政黨輪替，由民進黨籍總統候選人蔡

英文當選，同時也是民進黨首次全面執政，在不承認「九二共識」的前提下，兩

岸關係降至冰點，民進黨寄希望於「臺灣新民意」（尤其是年輕人），上任後力推

「新南向政策」
8
等政策，另外也寄希望於美國的新總統。而中共認為 2012年總

統選舉，是對於九二共識的信任投票，因此馬英九連任之後，民進黨未來只有一

條路可以走，就是接受九二共識與一中原則，此外，九二共識自此以後已經定樁，

一中原則將是兩岸任何談判的穩固基礎。但是民進黨卻似乎未有任何的正面回應。

4
指在 1992年，台灣海峽兩岸政府授權的非官方組織海峽交流基金會、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在香

港會談後經由口頭協商而逐漸形成的不成文默契。但其實質含義為何，至今海峽雙方仍無交集。 
5
廖綉玉。「習近平執政 5年來的兩岸關係：「以經促統」踢服貿鐵板、高談「兩岸一家親」卻打

壓台灣國際空間」。2017年 10月 13日，http://www.storm.mg/article/338207（accessed June 

12,2017） 
6
318學運，又稱太陽花學運、佔領國會事件等，是指 2014年 3月 18 日至 4月 10日間，臺灣的

大學生與公民團體共同發起佔領立法院的社會運動事件。 
7
「台輿論廣泛評論張志軍訪台及兩岸關係」。BBC中文網，2014年 6月 29日，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4/06/140629_pressreview_taiwan_zhang.

（accessed June 12,2017）。 
8
新南向政策（英語：New Southbound Policy）為中華民國民主進步黨主席蔡英文參選 2016年

總統大選時主要的政策之一。 因應東協國家逐漸崛起 ，以及臺灣眾多來自東南亞姐妹及其具有

文化背景的第二代母語，學歷等等政策改善，以及對東南亞小英姐妹會之承諾等因素，積極擴大

與東南亞之各國聯繫，政府目前於官方已成立實體單位「總統府新南向政策辦公室」與資訊公開

網站「新南向政策專網」，並積極創立各種教育制度和語言教育政策，吸引東南亞學生來臺就學，

以創造未來雙邊人脈建立與人才流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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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對錯，這些評估更強化了兩岸僵局的必然性，面對蔡英文執政下的政策作為，

習近平主政下的中共將會如何因應？是否調整當前對臺政策，兩岸關係是將解決

「深水區」問題以繼續前進，或者是退回 2008 年以前兩岸緊張對峙的局面，希

望藉由研究習近平主政下的兩岸關係變化及內涵，對未來政策作為、兩岸關係發

展走向得出進一步分析，為本論文之研究動機。 

貳、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的動機，探究現階段兩岸關係，本研究期能達成以下三個目的： 

一、探討習近平主政後兩岸關係政策主張 

二、評析習近平在馬英九及蔡英文執政期間兩岸關係互動情形 

三、探討習近平當前對臺政策的工作重點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習近平在 2012年 11月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提出「中

國夢」，目標就是「富國強兵，民族尊嚴，國家統一，主權完整」。2013 年接任

成為中國大陸第五代領導人，第十二屆人大會議中，他再度重申「兩岸同胞要共

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鬥」，在一個中國框架內解決兩岸問

題。本節蒐集、檢視及整理習近平主政後兩岸關係相關的文獻，將其歸納整理分

為領導者角度觀察、組織或制度建構觀察及國際情勢與發展觀察等三種類型，藉

此觀察各類型文獻中論述的精要之處，並對缺漏不足進行補充與建議。 

壹、領導者的角度觀察類型： 

許川(2015)在文獻中談到，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擔任總書記時正式提出了”兩

岸一家親”的全面論述，強調：兩岸同胞是一家人，有著共同的血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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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銘釗(2016)主要討論研究習近平的個人政治主張與論述，他研究中提到，

兩岸關係風風雨雨幾十年，總體趨勢是向前發展的。我們希望通過真誠和善意來

化解兩岸同胞內心的隔閡。同時，對大陸 13 億同胞希望國家統一的心態，臺灣

同胞也要給予更多瞭解和尊重，理解大陸同胞的追求和選擇。“一國兩制”的構

想已在香港和澳門得到具體實踐，為解決臺灣問題提供借鑒。一國兩制不僅僅體

現“一個中國”的基本原則，也體現了兩岸的平等，另外在整體上並沒有改變中

國作為單一制國家的結構形式，是海峽兩岸都可以接受的一種祖國統一模式。在

一個中國的框架下，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與臺灣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將長期共

存，同受其惠，不會出現誰吞併誰。可以看出這種國家統一的形式是考慮到臺灣

的現狀以及照顧臺灣同胞的現實利益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這個國家統一

的實現方式及統一後運行機制的思想，是習近平祖國統一觀的基本內容之一。
9 

齊鵬飛(2016)習近平在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以前，無論在地方工作還是在中

央工作時期，就已經開始高度重視臺灣工作。2007 年進入中央工作以前，他曾

經在與臺灣有聯繫密切的福建、浙江、上海主持工作十幾年，積累了豐富的處理

兩岸事務的實踐經驗，對臺灣問題的性質和從根本上解決臺灣問題在實現“國家

統一”戰略目標中的“重中之重”的特殊地位和重要意義，對臺灣島內的基本情

況包括臺灣島內的民情民意和社會生態，對兩岸關係發展演變的歷史脈絡、現實

狀況都有非常深刻的認識
10
。 

吳強(2016)習近平把統一視為一個過程, 而不僅僅是結果, 這個過程也就

是共同完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習近平在此將統一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有

機結合在一起, 無疑是中國新一代領導人關於國家統一問題的新論述和新見解, 

道出了全體中國人的共同心聲
11
。 

9
田銘釗，2016。「論習近平國家統一觀」，《內蒙古電大學刊》，第 4 期。 
10
吳強，2016/10。「習近平的統一觀-解讀習近平十八大以來的涉臺講話」，《天中學刊》第 31卷

第 5期。 
11
吳強，2016/10。「習近平的統一觀-解讀習近平十八大以來的涉臺講話」，《天中學刊》第 31卷

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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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斌華、鞠海濤(2016)習近平對臺工作重要思想作為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有力引領了兩岸關系取得歷史性、突破性進展,繼承發展了中央對臺大政方針,

成為在新形勢下做好對臺工作的根本指引和基本遵循
12
。 

張文生(2016)主要的觀點主要是認為習近平總書記對臺思想堅持“九二共

識”，維護“一中框架”，鞏固海峽兩岸的共同政治基礎；主張兩岸同胞團結合

作，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出兩岸中國人完全有能力、有智慧解決

好自己的問題
13
。 

張洋(2017)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的政策指示和要求，需要以高度的使命感

責任感，堅持領導幹部帶頭，堅持理論聯繫實際的馬克思主義學風，堅持學習宣

傳研究相結合，將學習成果轉化為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統攬

“四個偉大”的政治能力和執政本領。 

劉世洋(2017)習近平總書記 3 月發表“兩會講話”、7 月發表“七一講

話”，11 月與洪秀柱會面提出“六點意見”、在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 150 周年

大會上提出“六個任何”，對臺戰略論述日益深化。講話反復強調，“九二共識”

的核心是“一個中國原則，認同兩岸同屬一中”，“我們的立場不可能有絲毫模

糊和鬆動”；“確保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國家核心利益，是一條不可逾越的紅

線”，“大陸堅決遏制任何形式的‘臺獨’分裂行徑”
14
。 

貳、組織或制度建構觀察類型 

李穎莉(2014)近年來隨著兩岸關係日益密切，兩岸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

面的交流不斷增加。在兩岸交流交往的過程中切實維護兩岸人民的權益，必須依

靠法制建設；促進兩岸社會、經濟、文化交流，有效解決兩岸社會、經濟、文化

交流中產生的糾紛等問題，必須依靠法制手段；共同打擊違法犯罪活動，加強司

12
陳斌華、鞠海濤，2016。「新形勢下做好對臺工作的根本指引——習近平對臺工作重要思想初探」，

《臺海研究》第 4期，頁 1-9。 
13
張文生 2016。「習近平對台重要思想解析」，《臺海研究》2016年第 2期，頁 1-6。 

14
劉世洋，106年 1月，「2016 年兩岸關係回顧」，《統一論壇》，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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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互助協作，必須依靠法律手段；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不斷增進兩岸政治互

信，也必須依靠“一中框架”的法制化建設。推進兩岸關係法制化進程，是有效

鞏固和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保障
15
。 

張志軍(2014)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兩岸雙方要鞏固堅持「九二共識」、反對

「臺獨」的共同基礎，深化維護一個中國框架的共同認知。這個基礎是兩岸關係

之錨，錨定了，我們對臺灣同胞一視同仁，無論是誰，不管他以前有過什麼主張，

只要現在願意參與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我們都歡迎
16
。 

張五岳(2017)在習近平主政下，不再強調「江八點」與「胡六點」，係以習

式的「新一國兩制」作為對臺政策方針。與當年鄧小平「一國兩制」最大的不同

在於，習近平的「新一國兩制」係將臺灣問題放到新時代中國國家發展戰略中一

個重要環節，主要強化單邊作為，特別強調率先讓臺灣人民分享中國大陸發展機

遇，擴大經濟文化交流，逐步為臺生、臺商、臺灣人民在中國大陸的就學、創業、

就業、生活，與中國大陸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不僅追求形式統一，更希望能夠心

靈契合
17
。 

董玉洪(2017)在兩岸民間交流中，青年交流成為新熱點。針對臺灣青年對大

陸缺乏深入瞭解及存在的各種偏見、疑慮與排斥心態，大陸將加強兩岸青年交流、

團結爭取臺灣青年作為重點，不僅舉辦了各種青年論壇等交流活動，擴大兩岸青

年交流覆蓋面，增進彼此瞭解認同
18
。 

劉凌斌(2017)兩岸青少年交流在形式和規模上有了新的發展，在內涵和效果

上有了新的提升，增進了臺灣青少年對大陸的瞭解與認同，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民進黨上臺執政後，兩岸出現新的變局，在這一新形勢下，要加強統籌規劃，改

15
李穎莉，2014。「2015年中國大陸對臺工作走向評估」，《兩岸關係》，第 12期，頁 16。 

16
張志軍 2014/9。「努力推動兩岸關係發展成為不可擋的歷史潮流-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對臺工

作的重要論述」，《遠望》第 314期，頁 1-4。 
17
張五嶽。「中共「十九大」後的對臺政策與兩岸關係」，《經濟前瞻》第 174期(2017)，頁 38-42。 

18
董玉洪。「2016 年兩岸關係發展情況綜述」，《現代台灣研究》第 1期(2017)，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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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策略方法，強化內容建設，關注臺灣青年的發展需求，繼續扎實推進兩岸青少

年交流，為進一步推動兩岸同胞心靈契合、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夯實基礎
19
。 

嚴安林(2017)主要論述的觀點為，在臺灣的 3次政黨輪替後，無論是經貿、

文化、社會等交往雖然依然持續，但已經呈現逐漸趨冷形勢，由過去８年“熱交

往”轉向“冷和平”、“新對立”甚至向“冷對抗”演變，兩岸交流呈現更多

“民間性”、國共政黨交流依然發揮兩岸關係前行的引領作用等特徵，所有問題

癥結在於蔡英文當局“臺獨”政策。2017 年兩岸關係前景取決於蔡英文當局兩

岸政策能否有根本性調整，總體看應難有根本性好轉
20
。 

參、國際情勢與發展觀察類型 

松田康博(2009)認為日本東京學派的學者們的觀點，對於中國大陸和臺灣的

政治精英們，是把兩岸的一切交流互動都作為事關認同的政治問題加以認識和處

理的。理解了臺灣內部的認同政治，就能把握兩岸關係以及與其相關的東亞國際

關係的動態。 

朱文章(2013)習近平上臺後力推「中國夢」，目標強國富民，企圖洗刷 150

年來外侮，恢復中國在東亞傳統優越地位，此與美國重返亞洲，宣稱維持亞太地

區穩定和平的作為迎面牴觸，雙方互視為零合賽局並不意外；亞太諸多中國鄰邦

藉美國重返亞洲為由，加強與美關係，力求安全保障，同時又與中國大陸深化經

濟合作關係，拓展貿易投資，以打開中國市場；美國為維持在亞太利益與在盟邦

威信，必須平衡中國，其所主導的 TPP，在中國大陸看來，根本係政治戰略高於

經濟戰略的組織，目標在抵制中國大陸主導的 RCEP。 

初國華(2012)對於美國對中國大陸的觀點與政策，相當程度受到「臺灣問題」

制約。在地緣優勢上，臺灣是美國的虛擬盟邦（virtual ally），而臺灣的安全

19
劉凌斌。「新形勢下加強兩岸青少年交流的思考與建議」，《兩岸關係》第 3期(2017)，頁 1-6。 

20
嚴安林。「從“熱交往”趨向“冷對立”—2016年海峽兩岸關係述評」，《兩岸關係》第 1期(2017)，

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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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或政局穩定，甚至兩岸關係都受到美國影響。對美國而言，臺灣可作為美國

與大陸交往的踏板，亦可作為圍堵大陸的前哨。基本上，交往政策在透過相互開

放交流對話，來追求雙方的利益交集以建立相互間的瞭解與信任，並在善意氣氛

與諒解環境中進行議題對話或政策協商
21
。 

防衛研究所(2013)對於兩岸間的協議，臺灣的基本態度是“先經後政”、

“先易後難”，大陸也很清楚。經過多次協商之後，兩岸間比較容易達成意向的

協商基本結束，今後的協商必須面對難題。因此，雙方開始探索文化方面的議題。

馬英九數度闡述“我們都是炎黃子孫”，是在表達中華文化的認同紐帶。因為臺

灣對於中華文化框架下的“一個中國”，接受起來沒有太大問題。臺灣“行政院”

2012 年把“文化建設委員會”升格為“文化部”，隱含著強化對大陸文化戰略

的意圖。而近年來中國大陸各地方的訪臺代表團不僅強調經濟交流，也強調文化

交流，這些都是兩岸重視文化戰略的表現
22
。 

胡聲平(2016)在文中對照臺美關係及兩岸關係的主要特徵是大國對小國的

威脅，在安全上，長期以來大陸是臺灣的最大安全威脅，經濟上，自西元 2000 年

以後，大陸已成為臺灣第一大出口市場與出超來源，此現象可能為臺灣造成經濟

安全威脅，始終是臺灣擔心的問題。而在政治層面上提到兩岸關係由於蔡政府不

承認「九二共識」，大陸方面已關閉兩岸官方及半官方的協商溝通管道，未來川

普政府以內政優先的方針，勢將減少對海外事務的介入，使大陸對臺施壓的空間

大增。 

何思慎(2017)在安倍佈局全球的「俯瞰地儀外交」非僅抱牢美國，在日本的

安全利益追求中，須力阻「中」、俄的戰略接近，以避免南北兩端受敵，陷入防

衛顧此失彼的窘境。另外與滿口生意經的川普過招，蔡英文政府是否如同安倍內

21
 初國華。「美國的中國觀點及其對台政策：從柯林頓、小布希到歐巴馬」，《育達科大學報》第

33 期(2012)，頁 65-84。 
22
防衛研究所，2013。「第 5章中國———次世代指導部を見據えた第 18回共產黨大會」，《東ア

ジア戰略概觀 201》，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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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般，備齊籌碼，與其討價還價，亦或甘願為美國對「中」外交中向習近平叫牌

的籌碼，在美「中」關係中決定
23
。 

施志昌(2017)一帶一路是 2013 年由習近平所提出的歐亞經濟發展戰略，概

念建構在古代絲綢之路經濟帶以及新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上。奠基於中國對外交的

睦鄰政策指導原則，中國在發展睦鄰外交的基礎就是與周邊國家發展更深層的經

濟貿易關係，也因此，中國在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戰略之時，即以周邊國家的經

濟貿易合作為主要目的
24
。 

嚴安林(2017)川普政府有別於奧巴馬政府，臺海政策不在其施政的優先位置；

臺海政策從屬於美國的對外戰略、亞太戰略與中美關係，但突出臺灣在美國亞太

戰略中的地位；臺海政策整體上服務於美國經濟利益最大化的需要，同時服務並

服從於“讓美國重新偉大”的目標；這些構成川普政府臺海政策的主要特徵。基

於此，川普政府的臺海政策主軸仍是“分而不獨、和而不統”；不會“棄臺”，

不會放棄“一個中國政策”，但也不會嚴格按照“一個中國政策”行事，更不會

支持中國統一；不希望兩岸關係緊張或發生軍事衝突，也不會讓臺灣問題成為中

美關係的核心障礙
25
。 

在上面眾多文獻的參考資料中，分別有針對兩岸領導人特質及個人意志下的

政策推動，還有兩岸民眾在各自的民族國家意識中，彼此在各個層面上不同的交

流與溝通，也有國際勢力長期利用兩岸之間的矛盾關係，從中謀取各自國家的最

大利益。鑒於上述文獻中均僅侷限於單一層面論述，本篇論文希望能以一個較宏

觀全面的角度，分別就領導者個人決策、國家內部政治及國際政治等三個層面去

探討兩岸互動中，從彼此競爭與合作下的變化與結果，進而從中找尋和思考兩岸

最佳的互動模式。 

23
何思慎，「川普主政下，安倍如何轉動地球儀外交」輔仁大學日文系（所）教授兼副國際教育長

暨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24
施志昌，106年 1月，習近平時期中共對越南外交政策之研究(2012-2016 年)，國立中興大學

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25
嚴安林。「特朗普政府的台海政策—特徵、主要內容及影響因素，《國際展望》第 4 期(2017)，

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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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途徑 

壹、研究途徑 

所謂研究途徑（Research Approach），乃是介於概念架構與具體事實間之操

作途徑，它指涉選擇問題及資料的準則。簡言之，研究途徑是指研究人員為探討

問題本質及處理問題面向所採用的分析性架構與操作性工具。 

對於執政下的兩岸關係做觀察與評析一般而言，國際關係的研究可以從三個

不同層次進行分析：第一層次為國際體系層次（international system level），

第二層次為國內政治結構層次（domestic structurelevel），第三層次為個人或

決策層次（individual or decision making level）。傳統上，由於國際關係之

研究方法，受到結構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兩大學派重視「結構約制單元」研究

途徑之影響，故其研究方法強調「由結構至單元」或「由外而內」（outside-in）

之研究途徑。雖然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強調從國際體系之層次

的角度來探討國際關係有其「馭簡去繁」之優點，且結構現實主義與傳統現實主

義（traditional realism）一直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學者研究國際政治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6
之主要研究途徑，但在 1990年其相關理論（包括

強調國際層次分析的結構現實主義或強調國家層次分析的傳統現實主義）皆無法

對冷戰結束之钜變提出預測或讓人滿意的解釋，導致後冷戰時期有關國際關係理

論研究之三個重大變革。第一個變革為對現實主義，特別是結構現實主義之反思

與批判。分析層次對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所產生的第二個變革，導因於前述第一個

變革對國際關係研究方法之反思。層次分析則是對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所產生之第

26
國際關係學是政治學的一個分支學科，主要研究領域為戰爭與和平、合作、一體化、國際組織

等國際體系層面的政治現象。國際關係既是學術的領域，也是公共政策的領域。作為政治學的一

部分，國際關係也和哲學、經濟學、歷史學、法學、地理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研究緊密

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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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變革，導因於國關學者對「簡潔性」研究方法上之批判後，凸顯出層次分析

的研究方法或研究設計在國際關係研究的重要性。 

本研究考量由於兩岸關係錯綜複雜，牽一髮動全身，造成兩岸關係變動的因

素有：一、領導者本身決策的形成與意志的貫徹。二、兩岸各自國內民眾對於當

前政策反應。三、在一超多強由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下，面對崛起的中國，美中

雙方對於臺海兩岸統獨問題的各自的戰略利益考量，在人與時勢不斷變化下，雙

方面的每一次交涉與互動中，均會對臺海兩岸關係的變化構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而且影響因素彼此間也有著某種的關係與連動。 

因此本研究自第三章起，將各章節的編排均分別依個人政治層次、國家內部

政治層次、國際政治層次等三個層面進行分析與探討，而後對事件造成的結果進

行討論與評估，最後提出本研究之結論。 

貳、研究方法 

因為研究主題的關係，資料多偏向於質化的研究資料，因此在研究方法的選

擇上傾向於質化的研究方法。本文主要採用「歷史研究法」及「文獻分析法」進

行研究，透過運用各種文獻及調查結果，統計報告中，經由閱讀、整理、描述、

分類及解釋等步驟加以嘗試探索事實真相，分述如下： 

一、歷史研究法： 

歷史研究法是指對與過去有關的資料加以系統蒐集和分析的研究方法，也就

是說針對已發生的事件，藉由現存資料加以系統分析，而其結果可對於過去充分

瞭解，以預測未來方向，本篇論文歷史研究法主要運用在中共歷屆領導人對兩岸

關係發展的背景、重要講話等內容蒐集分析之。 

二、文獻分析法： 

分析的文獻可以分為一手資料與二手資料，凡原始的資料如個人日記、原始

檔案、會議記錄、報表等都是屬於一手資料，而對於一手資料加工整理後所形成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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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統文獻則稱之為二手資料。文獻分析法主要是針對文獻內容進行客觀的分析，

從而驗證假設者的論斷或是提供證明。文獻分析法最大的優點在於其經濟效益，

但是缺點在於許多資料並不一定是為研究目的而編製，因此在文獻中可能參雜著

作者主觀的偏見。本文將盡可能的剔除主觀性的文字敘述，並利用文獻資料交叉

檢視，以求得資料的正確性。 

本文將就習近平主政以來相關文獻資料、書籍、專書、雜誌、期刊等廣泛蒐

集，並加以綜整研究分析，探究影響兩岸關係的中共與臺灣的領導人、內部政治

及國際關係等因素之影響，就其發展過程事件的背景、演變進行歸納與分析結果，

研究者除透過參考兩岸官方所發表的重要講話及文獻之外，臺灣與大陸專家學者

在中共十八大到蔡英文當選到近期十九大期間，與兩岸關係等相關研究、評論、

專書、期刊、網路以及學術研討發表文章及相關報導等資源實施蒐集與評析外，

另外參考我國政府黨相關智庫調查報告，希冀藉此讓本文論述更加謹慎與細膩，

進而達到本研究預期之目標。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由於影響兩岸關係的因素牽涉範圍相當廣泛，包括政治、經濟、軍事、社會、

外交及文化等層面，囿於篇幅與個人能力，本文並不針對各項層面逐一探討，而

是主要針對 2013年習近平上臺後至今年 2018年期間，以時間為經，事件為緯，

以其主政後的對臺政策方針，就馬英九任職期間至政黨輪替後，由民進黨蔡英文

當選後，影響兩岸關係發展的因素，以及兩岸關係互動情形，進行總體性的分析。 

筆者生活型態及對事物的看法僅侷限於臺灣的成長經歷，故本文界定在以臺灣為

主體的角度，去研究及探討習近平時期的兩岸關係發展與變遷。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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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限制 

由於筆者從小生長在臺灣，僅能由臺灣的角度去檢視兩岸關係，且身分為職業軍

人，無法至中國大陸進行蹲點或是以口訪等方式進行研究，為本研究主要限制。

另外，蔡英文當選總統後至今任期僅 1年半左右，囿於畢業期限，筆者本篇論文

研究內容時限界定至 2018年 6月份為止。 

第五節 研究架構與預計章節安排 

壹、研究架構 

本研究整體架構首先整理習近平主政前中共歷屆領導人對兩岸關係的政策

與發展過程，做一個歷史性的回顧與論述，接續至十八大後由習近平接任第五代

領導人。探討習近平主政後與臺灣政府當局彼此政策互動下，兩岸關係的發展與

變化，對於習近平主政後的各章節論述，分別以領導人個人決策、國家內部因素

及國際政治層次等三個層面進行探究，而後對事件造成的結果進行探討與原因分

析，最後作成本研究之結論。 

在章節編排上首先整理在十八大之前，中共歷屆領導人對兩岸關係的政策方

針做歷史性的回顧與論述，自第三章起論述習近平接任中共第五代領導人，在開

始主政後提出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抱負，及在習近平主政下，中共

內部政治型態的轉變，最後則是探討在中美兩大強國競合下，臺灣扮演的角色及

力場為何；第四章探討習近平主政下，與當時臺灣的總統馬英九先生，雙方面的

互動情形，對彼此互動下的發展走向進行論述；第五章則就臺灣第3次政黨輪替，

由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女士再次取回執政權，在中共習近平強勢領導下，蔡英文

政府不接受九二共識，導致兩岸形成的冷和僵局，分別從領導人、國家、國際政

治等三個層面進行探討，最後於第六章將研究結果與發現做一個論述與總結。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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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預計章節安排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途徑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五節 研究架構 

第二章 習近平主政前兩岸關係歷史回顧 

  第一節 毛澤東時期兩岸關係 

  第二節 鄧小平時期兩岸關係 

  第三節 江澤民時期兩岸關係 

  第四節 胡錦濤時期兩岸關係 

第三章 習近平時期的政策主張 

  第一節 習近平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第二節 習近平時期中共國內政治變遷 

  第三節 中美博弈下的兩岸關係 

第四章 習近平主政下與國民黨政府的互動 

  第一節 習近平與馬英九的互動 

  第二節 太陽花學運對兩岸關係影響 

  第三節 兩岸融冰下的「活路外交」 

第五章 習近平主政下與民進黨政府的互動 

  第一節 習近平與蔡英文的互動 

  第二節 民進黨去中國化的兩岸關係 

  第三節 兩岸僵局下的「新南向政策」 

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第二節 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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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習近平主政前兩岸關係歷史回顧 

兩岸自 1979 年以來便由軍事對抗的衝突，轉變成雙方經貿交流及社會各階

層人員往來互動頻繁的狀態，雖然兩岸情勢緩和下來，但是在政治及軍事上卻始

終保持對抗及對峙的態勢，2008 年國民黨重新取得執政權，兩岸領導人在承認

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上，展開了密切的交流合作，並簽署了許多有關兩岸人民權

益事項，這也標示著兩岸關係由以往閉門造車，轉變成同舟共濟，兩岸雙方全面

的開展各項各層面的協商機制，逐步邁向新的歷史性里程碑，臺海之間的詭譎氛

圍在此交流熱絡的氣氛下一掃而空，宣示著兩岸正攜手朝向和平穩定的方向邁進。

而檢視中共歷屆領導人對臺政策不難發現，中共始終不放棄武力犯臺，也持續堅

持「一個中國」政策及「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原則，中共也會隨著國內外環

境的變遷，適時調整及修正對臺政策方針，因此，探究不同中共領導人對臺政策

的過程，可以藉此瞭解中共對臺政策的差異性及延續性。 

第一節 毛澤東時期 

1949 年 4 月 20 日，國共談判破局，次日毛澤東和中共解放軍總司令朱德聯

合發佈「向全國進軍」命令，頃刻間摧毀國民黨苦心建立的長江防線，並於 4

月 22 日占領原國民黨南京政府總統府。10 月 1 日中共建政並成立中華人民共和

國，蔣中正被迫率領國民黨政府撤守到臺灣，等待反攻大陸的契機。毛澤東則處

心積慮謀劃攻打臺灣完成中國統一大業，不料卻於金門古寧頭一役苦嘗敗績，其

後更因 1950 年南北韓戰的爆發，美國再次重視臺灣的戰略地位，至此兩岸開始

了長達數十年的武力抗衡、政治對立的局面。在毛澤東時期的對臺政策主要可以

分為「武力解放臺灣｣時期及「和平解放臺灣｣等兩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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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武裝解放政策（1949 年~1955 年） 

1949 年「國共內戰」中共取得勝利，由蔣中正率領的國民政府戰敗被迫撤

守至臺灣， 同年 9 月 30 日中共政協第一次會議致解放軍通電指出：「徹底地消

滅一切不投降的敵人，解放臺灣、西藏、海南島和一切尚未解放的地方，最後完

成統一中國的偉大事業」。隨即在 10月 1日於北京正式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同年底中共解放軍派出 3個團的兵力登陸金門，想要展開解放臺灣的軍事行動，

但是遭遇金門守軍的強力反擊後宣告失敗(史稱古寧頭戰役)
1
，另三野以七軍團

於 11月 3 日發動登步島登陸戰鬥(登步島戰役)，此二戰役均在國軍堅強的防禦

及頑強的抵抗下雙雙失利。此讓中共南渡以來首嘗敗績，並讓其瞭解到渡海作戰

的困難。 

1950 年 1 月 1 日，中共中央發表「告前線將士和全國同胞書」，再次強調

「中國人民絕對不能容忍國民黨反動派把臺灣作為最後掙扎的根據地。中國人民

解放鬥爭的任務，就是解放全中國，直到解放臺灣、海南島和屬於中國的最後一

寸土地。」
2
這是中共在建黨之後對於「武力解放臺灣」的政策方針做出明確的

聲明。同年「人民日報」發表元旦社論，指出中國人民在 1950 年要完成四項任

務，第一項就是中國的統一大業，「嚴清中國境內的一切殘餘敵人，解放臺灣、

西藏、海南島，完成統一中國的大業。」由此可知當時中共當局企圖解放臺灣的

決心。
3
1950年 6月 25日「韓戰」爆發，6月 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S.Trman）

發表聲明，宣稱「對韓國的攻擊無疑地顯示共產主義已不限於用顛覆的方法征服

獨立國家，而是要用武裝侵略與戰爭。對於臺灣未來的地位，必須等待太平洋安

全的恢復以及參照對日和約簽訂的內容，或是經由聯合國考慮後來決定」
4
，同

1
 馬祥祐，「中國大陸對台灣政治地位立場變遷之研究」，（亞太研究通訊，第 12期，2014年 7

月），頁 66。 
2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 年 12 月），頁 167。 
3
 王全毅，中共對臺政策之研究（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8 年 1 月），頁 13。 
4
 Hungdah Chiu,ed.,China and the Taiwan Issue（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1979）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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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命令當時在世界戰艦編隊中，具有霸主地位的「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在

韓戰結束前，負責維持海峽兩岸之間的穩定，更防止雙方衝突，並稱此舉為保護

朝鮮戰場側翼的安全，同時預防國共兩黨彼此間的軍事衝突。 

1952 年對於臺灣來說是一個新的契機，當時隨著美國源源不斷的支援，美

軍的武器裝備強化了國民黨軍隊的戰力，美國援助的工業原料也為臺灣的經濟注

入了新的活水，美國的經濟援助也解決了臺灣當局的燃眉之急，並得以維持龐大

的軍政機構正常運作，成為日後臺灣經濟發展和促進社會繁榮的基礎，1953 年

初，反共親蔣的美國總統艾森豪，上臺後配合國務卿杜勒斯對中共喊出不惜「走

戰爭邊緣」、「遏制共產主義」等政策，把美國對臺政策由保臺轉向積極支持。1953

年 7月韓戰停戰協定簽訂後，東北亞區域緊張局勢稍緩，中共重新將臺灣問題排

入重要議程來，1954 年 9 月，《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告臺灣同胞書》，號召臺

灣人民應為了迎接解放而奮鬥。隨後並於 1954 年 9 月 3 日對金門實施砲擊，

引發「第一次臺海危機」。同年 10月中共砲擊一江山島，國軍遭受重創，大陳島

因此淪陷。美國鑒於對臺灣的戰略地位考量，於 1954 年 12 月 3 日與蔣中正協

商簽訂「臺美共同防禦條約」，企圖在太平洋上將盟國串聯成一條對中國的包圍

網，並且將臺灣置於美國的保護傘下，以確保臺澎的安全與穩定，此舉再次為限

制中共以武力達成統一的目標設下一層無形的障礙。 

貳、和平解放政策（1955 年~1978 年） 

195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在印尼萬隆舉行的「亞非國家團結會議」

時首次提出「和平解放臺灣」的主張，他說「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

國人民不要和美國人民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遠

東緊張局勢的問題。」
5
同年 5月，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15次擴大

會議上鄭重的聲明：「解放臺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及戰爭的方式與和平的方式。

5
 劉丕林，1949~1979國共對話秘錄，（臺北市：靈活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15 年 11月），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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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臺灣。」
6
這象徵著中共已經

轉變對於處理臺灣問題的態度，即從「武裝解放」順應時勢的轉變為「和平解放」，

對往後和平統一而言，可謂立竿見影。 

1958 年在依據毛澤東極左的決策下，中共內部發起了「三面紅旗」的政治

運動，包括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生產大躍進、人民公社等三個項目的政治改革。

4 月 27 日，中共福州軍區根據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要求，上報了砲擊封鎖金門的

方案，準備在適當時候對金門實施大規模的砲擊封鎖，之後中共更因此發起了「第

二次臺海危機」。7 月 14 日，遠在中東的伊拉克人民發起民族革命，想藉此推

翻英美的殖民統治，英美兩國以「保衛黎巴嫩主權」幫助約旦政府穩定政局等藉

口，派兵進入中東維護殖民利益。毛澤東為英美此一侵略行徑表達強烈的譴責，

也為日後「八二三砲戰」埋下導火線。
7
即便理由十分牽強，也為解放軍攻臺行

動找到一個藉口。8月 11日，美國國務院發表《關於不承認中共政府的備忘錄》，

大肆詆毀中共政府。此時毛澤東認為炮擊金門、馬祖的時機已然成熟。8 月 17

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第一次會議上，決定對金馬地區實施砲

擊，為 23 日「八二三炮戰」拉開序幕。
8
雙方歷經了一個多月的血戰，10 月 6 日，

中共國防部長彭德懷發表了毛澤東親自起草的《告臺灣同胞書》，這篇歷史性的

文獻指出：「臺灣、澎湖、金門、馬祖軍民同胞們：我們都是中國人。三十六計，

和為上計。金門戰鬥，屬于懲罰性質。你們的領導者們過去長時期間太猖狂了，

命令飛機向大陸亂鑽，遠及雲、貴、川、康、青海，發傳單，丟特務，炸福州，

擾江浙。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你們注意。臺、澎、金、馬是

中國領土，這一點你們是同意的，見之于你們領導人的文告，確實不是美國人的

領土。臺、澎、金、馬是中國的一部分，不是另一個國家。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沒有兩個中國。這一點，也是你們同意的，見之于你們領導人的文告。你們領導

6
 邵宗海，「兩岸關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 4 月，頁 175。 
7
 張讚合，兩岸關係變遷史(臺北：周知文化事業、佛光大學聯合出版，1996 年1 月)，頁 130-132。 
8
 劉丕林，1949~1979國共對話秘錄，（臺北市：靈活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15 年 11月），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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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美國人訂立軍事協定，是片面的，我們不承認，應予廢除。美國人總有一天

肯定要拋棄你們的。你們不信嗎？歷史巨人會要出來作証明的。杜勒斯九月三十

日的談話，端倪已見。站在你們的地位，能不寒心？歸根結底，美帝國主義是我

們的共同敵人。十三萬金門軍民，供應缺乏，饑寒交迫，難為久計。為了人道主

義，我已命令福建前線，從十月六日起，暫以七天為期，停止炮擊，你們可以充

分地自由地輸送供應品，但以沒有美國人護航為條件。如有護航，不在此例。你

們與我們的戰爭，三十年了，尚未結束，這是不好的。建議舉行談判，實行和平

解決。這一點，周恩來總理在幾年前已經告訴你們了。這是中國內部貴我兩方有

關的問題，不是中美兩國有關的問題。美國侵佔臺澎和臺灣海峽，這是中美兩方

有關的問題，應當由兩國舉行談判解決，目前正在華沙舉行。美國人總是要走的，

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國有利，因為它可以取得主動。遲走不利，因為它老是

被動。一個東太平洋國家，為什麼跑到西太平洋來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

的西太平洋，正如東太平洋是東太平洋人的東太平洋一樣。這一點是常識，美國

人應當懂得。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之間並無戰爭，無所謂停火。無火而談停火，

豈非笑話？臺灣的朋友們，我們之間是有戰火的，應當停止，並予熄滅。這就需

要談判。當然，再打三十年，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究竟以早日和平解

決較為妥善。何去何從，請你們酌定。」
9
自此宣布停止砲擊七日，10 月 26 日，

《再告臺灣同胞書》單方面宣布「單打、雙不打」，然而當時蔣中正所帶領的國

民政府迫於美國的壓力，要求國軍自金門、馬祖撤軍，以使兩岸「劃峽而治」，

周恩來日後也向美國証實「單打、雙不打」政策的提出就是為因應此一狀況的發

生。
10
在「八二三砲戰」結束後，海峽兩岸便逐漸恢復穩定的局勢，而國民黨當

局自此開始也放棄了「反攻大陸」的口號，改為「光復大陸」，並積極地將重心

轉移到臺灣的經濟建設方面。 

9
 劉丕林，「1949~1979國共對話秘錄」，（臺北市：靈活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15 年 11 月），頁

143-145。 
10
 陶涵(Jay taylor)著、林添貴譯、莊瑞琳主編，「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下卷」」，(臺北：

時報文化出版，2010 年 3 月)，頁 627-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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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年，周恩來盱衡當前兩岸關係情勢，在過去對臺的經驗及基礎上總結

出基本的對臺政策方針，並將其歸納為《一綱四目》，其所謂「一綱」是指在大

方向上臺灣必須重回祖國懷抱，而「四目」則是：一、臺灣統一於中國，除外交

必須統一於中央外，臺灣之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盡悉委於蔣介石﹔二、臺灣所有

軍政及經濟建設經費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三、臺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一

切俟條件成熟並徵得蔣之同意後進行﹔四、互約不派特務，不做破壞對方團結之

事。
11
1966 年，在毛澤東主導下，中國大陸掀起了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

使得中國大陸內部問題動盪不安，政局、外交、經濟更是一團亂，「人民日報」

亦於 6 月 27 日登載了題為「一定要把五星紅旗插到臺灣省」的社論，一時之間

兩岸劍拔駑張，頗有一觸即發之勢。但因其內部鬥爭日益激烈，無暇他顧；致未

對臺灣做出過激的事情。但也因此而使原本推動的「國共合作」與「和平統一」

兩議題暫時擱置，直至文革後期，才又於毛澤東再次推動執行。
12 

1969 年中蘇邊界「珍寶島事件」使中蘇的關係逐步惡化，中共從原先向蘇

聯一面倒的外交政策，改採聯美制蘇的策略，且開始思考如何與美國修補關係並

結束了中蘇同盟關係。這也讓國民黨蔣中正逐漸失去美方的援助，另一方面也將

海峽兩岸的問題逐漸擴及到國際社會。1971 年美國國務卿季辛吉秘訪到中國大

陸北京與周恩來會面，當時周恩來表示：「美國必須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個省，

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不容許外國勢力干預，美國還必須確定撤走駐臺美軍的

期限，同時並廢除〈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13
季辛吉表示「承認臺灣屬於中國」，

不再說「臺灣地位未定」，亦不支持臺灣獨立運動，並且表明美國不會支持中華

民國反攻大陸，希望臺灣問題能夠和平解決。儘管中共外交策略並非十分成功，

可是運用國際社會力量讓臺灣孤立的政策，還是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如願地於

1971年進入聯合國，在聯合國取代了中華民國的「中國」代表權。1972 年 2 月

11
 郝保權，「從“一綱四目”到“一國兩制”」，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北京)，

http://dangshi.people.com.cn/BIG5/n/2012/0913/c85037-19000689.html， 檢索日期 2018 

年 1 月 25 日。 
12
 梁升銘，「從一個中國政策看海峽兩岸關係之演進」，（台北市：致知學術 2014.05），頁 69。 

13
 韓念龍主編，「當代中國外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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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日至 28 日，美國總統尼克森前往大陸進行「破冰之旅」，2月 27 日雙方在上

海簽訂「中美聯合公報」簡稱《上海公報》，其中雙方針對臺灣問題各自闡述立

場，中共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的一

個省，早已歸還祖國，統一臺灣是中國的內政，他國無權干涉；美國全部的武裝

力量和軍事設施必須從臺灣撤走。 

中國政府反對任何旨在製造『一中一臺』、『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兩個中

國』、『臺灣獨立』以及鼓吹『臺灣地位未定的』活動。美國表示：「美國認知

(acknowledge)到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

的一部分，美國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但美方重申，對於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

決臺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美國認識從臺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

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在此期間，美國將隨著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

在臺灣的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14美中雙方在 1973 年 5 月互設了連絡處，也是

美「中」關係正常化的開始。1978 年 12 月 16 日，美國和中共雙方達成了關係

正常化的共識，使得中共長久以來希望能在國際間「代表中國」的夙願得以實現，

於此同時中共對臺政策逐漸走向兩岸以和平發展達到最終統一的方向。 

第二節 鄧小平時期 

1976 年 9 月 9 日中共首位領導人毛澤東逝世。中共在內部進行了一連串的

奪權鬥爭，同年 10 月在葉劍英、華國鋒、汪東興等人運作下，粉碎了「四人幫

反革命集團」15，結束了長達 10年對中國大陸破壞力十足的「文化大革命」。1977

年，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復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和國務院副

總理等職。並於 1978 年 12月召開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以「實踐是檢驗真理

的唯一標準」主張，力壓毛澤東接班人華國鋒的「兩個凡是」主張，獲得黨內支

14
 「上海公報」，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441360.htm， 檢索日期 2018年 1

月 27 日。 
15
 四人幫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 年—1976 年）形成的一個政治集團的名稱， 

形成於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其成員為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和姚文元四人。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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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進而取得中國政治的主導權。形成以鄧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集體領導

班子。盱衡國際情勢及國內環境因素，鄧小平在此次會中提出新的對臺政策方針

為「和平統一祖國」16。並據以逐漸發展成「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壹、「中美建交公報」 

1950 年韓戰爆發時，美國及蘇聯正進入冷戰對抗態勢，美國為了圍堵「蘇

聯」，自 1970年代起對中共採「以談判代替對抗」的策略，積極與中國接觸與互

動，美國總統尼克森首於 1972 年首次訪華，拉開兩國領袖互訪及關係正常化序

幕。美國於 2 月 27 日與中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上海共同簽署了建交的「中美

聯合公報」亦稱「上海公報」，在公報內容指出，美國認知（acknowledges）海

峽兩岸的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對這一立場不提出

異議（not to challenge）。並且配合中共反對「一中一臺」、「一個中國、兩個

政府」、「兩個中國」、「臺灣獨立」與鼓吹「臺灣地位未定論」活動。
17
 

1974年 11 月，美國希望中共能公開聲明對於臺灣問題能採用和平的手段的

方式解決，以便美國考慮放棄與中華民國的共同防禦關係。次年，美國總統福特

( Gerald Ford，1913─1976)造訪北京時，也明確表示「期待中國政府和平解決

臺灣問題｣。中美雙方於 1978年 12月 16日簽署「中美建交公報」。
18
並對建交後

美對臺軍售及「臺美共同防禦條約」建交後一年廢除事項擱置爭議。美國政府在

聯合公報中接受中國提出的建交三原则：1.與臺灣斷交、2.美方撤出在臺灣的軍

隊和設施、3.廢除臺美共同防禦條約。並承認世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

國政府是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19
中共在歷經了 10年的文化大革

命後，社會滿目瘡痍、百廢待舉，亟需療傷止痛、開創新局。遂於 1978 年底召

16
 參閱韓念龍主編，「當代中國外交」，頁 225。 

17
 「台灣關係法與三公報 讀懂美國一中政策」，經濟日報，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1/2384966， 檢索日期 2018年 1月 29日。 
18
 參閱焦東傑，「鄧小平對台政策的形成與影響」，頁 48-53。 

19
 「台灣關係法與三公報 讀懂美國一中政策」，經濟日報，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1/2384966， 檢索日期，2018年 1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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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之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定調過去毛澤東時期過於「左傾」的錯誤，並以提出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辦法」，立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逐漸取代華國鋒

「兩個凡是」
20
的話語權，換言之，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必須相互聯繫。

21
把

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戰略策略及「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四

大原則」，使中共政策採取「政經分離」，即對外開放，對內經濟的指導方針。故

此刻其國內主要著重於加速經濟建設，有鑒於此，鄧小平反復強調指出中共當局

要搞改革開放，必須維持一個和平穩定的國內外環境。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也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 

貳、「告臺灣同胞書」 

中共人代常委會於 1979年元旦發布「告臺灣同胞書」，除宣布停止對金門炮

擊，另明確宣布中國政府將採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的政策方針，主要內容有： 

一、我們殷切期望臺灣早日歸回祖國，共同發展建國大業。我們的國家領導人

已經表示決心，一定要考慮現實情況，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在解決統一問題時尊

重臺灣現狀和臺灣各界人士的意見，採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不使臺灣人民

蒙受損失。 

二、我們寄希望於一千七百萬臺灣人民，也寄希望於臺灣當局。臺灣當局一貫

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反對臺灣獨立。這就是我們共同的立場。 

三、中國政府已經命令人民解放軍從今天起停止對金門等島嶼的炮擊。臺灣海

峽目前仍然存在著雙方的軍事對峙，這只能製造人爲的緊張。我們認爲，首先應

當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臺灣當局之間的商談結束這種軍事對峙狀態。 

20
 兩個凡是”即指“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

不渝地遵循”。這是粉碎“四人幫”后，華國鋒提出和推行的方針。 
21
 周陽山主編，「中國研究導論(上輯)」，(臺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07 年 12 月)，頁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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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們希望雙方儘快實現通航通郵，以利雙方同胞直接接觸，互通訊息，探

親訪友，旅遊參觀，進行學術文化體育工藝觀摩。22這也是中共自 1949 年以來

首度提出有關和平統一的具體建議。 

1979 年鄧小平受邀至美國參訪，並於 1 月 30 日在華府發表談話指出，「用

什麼方式解決臺灣回歸祖國的問題，那是中國的內政，希望採用和平的方式解決；

只要臺灣回歸祖國，我們將尊重那裏的現實和現行制度。我們一方面尊重臺灣的

現實，另一方面一定要使臺灣回歸祖國的懷抱；在尊重現實的情況下，我們要加

快臺灣回歸祖國的速度」。並表示我們不會用「解放臺灣」這樣的說法了。
23
而中

共人代會副委員長鄧穎超也於 4 月 11 日在日本東京記者會上說明，北京完全期

盼能運用和平談判的方式解決臺灣問題，至此「和平統一」的對臺政策方針大致

底定。
24 

參、「葉九條」 

1981 年 9 月 30 日在中共建國 32 周年前夕，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葉

劍英，透過新華社發表：「關於臺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政策方針」的談話，

進一步更清楚的說明臺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九條政策方針，亦就是一般通

稱的葉九條。內容如下： 

一、為了儘早結束兩岸當前分裂對立的局面，建議舉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

黨兩黨對等談判，實行雙方第三次合作，共同實現祖國統一大業，雙方可先派人

接觸，充分交換意見。  

22
 「1979 年全國人大「告台灣同胞書」」，中國評論新聞網， 

http://hk.crntt.com/doc/1008/4/4/2/100844253.html?coluid=9&kindid=4230&docid=100844

253&mdate=0101122405， 檢索日期，2018年 1月 29日。 
23
 「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中國戰略網， 

http://www.chinaiiss.com/info/html/taiwanb06.htm， 檢索日期，2018年 1月 30 日。 
24
 鄧小平談話，見「人民日報」，1979年 2月 1 日；鄧穎超談話，見「人民日報」，1979年 4月

12-13 日，分別引述於郭書上冊，頁 338-339，以及 345-346。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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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峽兩岸人民同文同種，希望能彼此互通音訊、親人團聚、發展貿易、增

進瞭解。建議雙方共同為通郵、通商、通航、探親、旅遊、以及發展學術、文化、

體育交流提供方便，達成有關協議。 

三、中國實現統一後，臺灣可做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並保留軍隊。

中共政府不會干預臺灣地方事務。 

四、臺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

不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 

五、臺灣執政當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擔任全國性政治機構的領導職務，參與

國家管理。 

六、臺灣地方政府若財政有遇到困難時，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補助。 

七、臺灣各界代表人士願回祖國大陸定居者，保證不受歧視，來去自由。 

八、歡迎臺灣工、商界人士回祖國大陸投資，興辦各種經濟事業，保證其合法

權益和利潤。 

九、誠摯歡迎臺灣各界人士、民眾團體通過各種渠道、採取各種方式提供建議，

共商國是。
25 

從 1979年「告臺灣同胞書」到 1981年「葉九條」的內容來看，在字裡行間

均透漏將採用和平統一的方式和途徑來解決臺灣問題，而雙方想要達到此一目標，

就必須藉由兩岸談判，而此種談判，在「告臺灣同胞書」中建議由中共政府與臺

灣當局的對談，在「葉九條」中則改為國共兩黨的對等談判。26中共於此階段積

極對臺灣運用和平統戰的攻勢，例如「三通」、「四流」等，藉以表達對臺灣的善

意，但是在國際間卻是不斷的圍堵臺灣的外交生存空間，也就是玩弄和戰兩手策

略，希望藉此能使臺灣在此壓力下屈服，但最終並未達成預期的效果。 

25
 「葉九條（1981.09.30）」，中國網，

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zhuanti/ffl/733739.htm， 檢索日期，2018年 2月 3 日。 
26
 梁升銘，「從「一個中國」政策 看海峽兩岸關係之演進」，頁 1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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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鄧小平「一國兩制」的基本涵義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這個構想語意簡

明，內涵深刻，所謂一個國家即是一個中國的概念，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

承認這個大前提下實現祖國的統一，中國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而臺灣則實行

資本主義制度。1982 年 1 月 10 日鄧小平對來華訪問的美國朋友李耀基醫生説：

在實現國家統一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性(中共)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臺灣實行資

本主義制度。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首次正式提出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

概念。同年 2 月鄧小平也在會見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時便明說：「統

一後，臺灣仍搞它的資本主義，大陸搞社會主義，但是是一個統一的中國。一個

中國，兩個制度」。1983 年 6 月 26 日，鄧小平在北京會見美國華裔學者楊力宇

談到，要實現解決臺灣和祖國中國大陸和平統一問題的六條具體辦法(又稱為「鄧

六條」）主要內容如下： 

一、臺灣問題的核心是祖國統一，和平統一已成為國共兩黨的共同語言。不贊

成「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兩個中國」。 

二、堅持一個中國，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只能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 

三、祖國統一後，臺灣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

的制度。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需到北京。臺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大陸不派人

駐臺。臺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臺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臺灣留出

名額。 

四、和平統一不是大陸把臺灣吃掉，也不是臺灣把大陸吃掉，所謂「三民主義

統一中國是不現實的」。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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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們建議舉行兩黨對等談判，實行第三次國共合作，而不是中央與地方談

判。雙方達成協議後，可以正式公佈，但萬萬不可讓外國插手，那樣只能意味著

中國還未獨立，後患無窮。 

六、兩岸實現統一需要時間，我們隨時可以派人去臺灣，可以只看不談也歡迎

他們派人來，保證安全、保密。27 

從 1981 年「葉九條」到 1983 年「鄧六條」，除了再次闡明兩岸應拋棄彼此

成見，應共同為祖國和平統一而努力的基本論調外，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想法

已經具體成形且內容更加完備且系統化，至此一國兩制的政策框架已然具體成形。

1984 年 5 月 15 日，當時國務院總理趙紫陽(1919─2005)於全國六屆人大二次

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表示：「鑑於歷史的經驗和臺灣的現實，我們提出了

祖國統一之後可以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設想。28同年 10 月 15 日，《瞭

望》周刊發表「一個意義重大的構想—鄧小平談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鄧小平指

出：「雖然中國主體實行社會主義，但能同意臺灣和香港實行資本主義，要用和

平的方式解決目前祖國統一的問題，就必須充分照顧與尊重到臺灣、香港的歷史

實際，不保證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就不保證它們的繁榮和穩定，也不能和平

解決問題，保持穩定繁榮是中國的切身利益，一國兩制至少 50 年不變。」29 

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黨代表會大的開幕詞中提到：「我們的現代化

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

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

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

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

27
 「“鄧六條”（1983 年 6 月 25 日）」，中國網， 

http://big5.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4‐12/20/content_5733737.htm， 檢索日期  

2018年 2月 3日。 
28
 「人民日報」，1984 年 5 月 16 日，版 1。 

29
 馬建離、譚克繩、肖德才主編，「海峽兩岸關係 40 年」，(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年 2 月)， 

頁 215-21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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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30然而何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鄧小平在 1987 年 4 月時特對此作了說

明：「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這個特色，很重要

的一個內容就是對香港、澳門、臺灣問題的處理，就是『一國兩制』。這是個新

事物，這個新事物不是美國提出來的，不是日本提出來的，不是歐洲提出來的，

也不是蘇聯提出來的，而是中國提出來的，這就叫做中國特色」。31 

總結鄧小平時期針對「中國解決臺灣問題的基本方針裡，特別強調這基本方

針就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並且強調『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建設有中

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日後中國政府一項長期不變

的基本國策」。 

第三節 江澤民時期 

江澤民因鎮壓六四天安門事件有功，由鄧小平拔擢取代趙紫陽擔任中共第四

代領導人，執政初期由於鄧小平仍大權在握，是以江澤民用謹慎保守的態度處理

對臺事務，直到十四大後才逐漸鞏固自身領導權力核心，然而臺灣在李登輝總統

領導下對於兩岸關係發展似乎有漸行漸遠的趨勢，江澤民為了掌握對臺灣的主導

權，遂於 1995 年提出「江八點」主張，隨後臺灣李登輝總統出訪美國康乃爾大

學發表演說，內容更提及「中華民國在臺灣」的說法，此一連串的舉動激怒了中

共當局，除了嚴厲批評臺灣政府當局外，更發起了軍事演習，一波波的文攻武嚇

讓兩岸關係更加劍拔駑張。2000 年臺灣第一次政黨輪替由民進黨陳水扁擔任臺

灣總統，在其就職演說中對中共提出「四不一沒有」的善意主張，然而中共以聽

其言觀其行後作為回應，然而最終結果是陳水扁總統以倡導臺灣、大陸「一邊一

國」的兩國論宣示其政治主張，至此中共不對陳水扁總統抱持任何幻想，改採寄

希望於臺灣人民的政策，並加強「以商圍政」、「以民逼官」的策略運用，總的來

30
 「鄧小平文選」，「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第三卷，頁 3。 

31
 「鄧小平文選」，「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第三卷，頁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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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江澤民時期對臺政策依然是延續並貫徹鄧小平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

政策，也是中共實現祖國統一大業戰略目標最高指導綱領。 

壹、後鄧時期與江澤民主政前期 

1989 年江澤民因在北京參與鎮壓「六四」天安門事件有功，遂由鄧

小平欽點，接替趙紫陽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人選，但實際上鄧小平仍大權

在握並在幕後操控政局的發展走向。如 1992 年，視察珠海亞洲仿真公司

與「南巡講話」，確立改革開放的正確性，並對於蠢蠢欲動的左傾勢力，

發揮了警惕與制約的作用。對政治的安定而言，歸根究底鄧小平穩中求進

的政策指導，應是重要的關鍵。32
 

鄧小平在位時，江澤民自身權利並不穩固，且對臺工作當時是由國家

主席暨對臺工作小組組長楊尚昆負責。是以江澤民在對臺政策上仍採取較

保守安全的說法，亦即鄧小平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三通四流」等。

由此可見，江澤民主政初期的基礎尚未完全自主，實際上的領導權仍掌握

在鄧小平手上，即所謂「後鄧時期」。331992 年 10 月江澤民在中共「十四

大」及 1993 年第八屆人大後，接任中共國家主席，逐漸確立以其為核心

的第三代接班人，全面接管黨、政、軍領導班子，並兼任中共中央臺灣工

作領導小組組長，成為中共對臺決策核心。 

1993年臺灣朝野開始共同推動重返聯合國的運動，這對中共來說是一

個嚴重的外交挑戰。34隨後中共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以中日韓德英法

西班牙等七種語言發表《臺灣問題與中國統一白皮書》35，這也是中共首

32
 趙春山，「大陸的兩岸政策演變」，兩岸開放二十年回顧與展望(臺北：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 

基金會，2007 年 1 月)，頁 372-383。 
33
 郭錫碬，「後鄧兩岸關係的現狀與瞻望」，共黨問題研究，第 23 卷，第 8 期，1997 年 8 月，

頁 4。 
34
 張所鵬，「一九九七，決戰聯合國：未完成的戰爭」，台北：商業週刊，1994年，頁 321-323。 

35
 「台灣問題與中國問題白皮書（1993年 8月 31日）」，中國網， 

http://www.people.com.cn/BIG5/channel1/14/20000522/72537.html， 檢索日期， 

2018年 2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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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對國際發表對臺政策的官方文件，內容也是闡述中共對臺基本國策的重

要原則，依然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延續，主要提到的重點包括： 

一、臺灣位於中國大陸東南方，是中國第一大島，也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解決臺灣問題的基本方針是「和平統一、一國兩

制」，兩岸人民都應該為實現國家統一而共同努力不懈。 

三、世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和中國大陸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堅決反任何分裂

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言論，以及反對任何導致臺獨的企圖和行徑。 

四、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中國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臺灣實行資本主義制

度，雙方面共存共榮。 

五、國家統一後，臺灣將成為特別自治區，可以有自己的軍隊以及行政系統組

織，臺灣各界人士亦可以出任國家政權機構的領導職務，參與中國事務的管理。 

六、通過談判以和平的方式實現祖國的統一，如果因為中國主權和領土分裂導

致兵戎相見的局面，對兩岸的民眾來說都是不幸的結果。 

七、為維護主權和實現國家統一，中共面對臺灣問題始終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

一貫維護臺灣同胞的利益，但臺灣在國際間意圖用所謂「務實外交」、「兩個中國」

或「一中一臺」的方式，中國政府堅決反對。 

總結中共在白皮書的內容是再次重申其「一個中國、兩制併存、高度自治、

和平談判」的政策立場，在內容中明確表達中共對臺政策的方向，除強調中國領

土主權的不可分割性，也警惕和遏制臺獨勢力的擴張，另外也對國際間強調中共

對臺灣的主權的正當性，避免臺灣問題國際化。 

貳、江八點、文攻武嚇 

由於中共始終未能認同兩岸為分治的事實現況，且臺灣政府在李登輝領導下

對於兩岸關係發展似乎有漸行漸遠的趨勢，為避免兩岸關係持續到退甚至惡化，

1995 年 1 月 30 日，江澤民在在「中臺辦」與「國臺辦」舉行的新春茶會發表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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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講話(俗稱江八點)。36雖然「李六條」37

曾作回應，但臺灣當局仍視為中共對臺的具體政策。以下就江八點內容分析之： 

一、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延續鄧小平時期對於兩岸問題一貫不變的立場。 

二、經濟文化關係：臺灣和外國發展文化經濟交流，中共不抱持意見，但是對

於臺灣以「一中一臺」的名義去擴大自身國際空間，中共是絕不允許的。38 

三、和平統一政策：延續以往「和平統一」原則，江澤民提出「在一個中國前

提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所謂的一中原則，即是表示兩岸同胞必須「維護中

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性」，共同承擔祖國統一義務。建議在其原則指導下先行第

一步「正式結束敵對關係」，從而推進「兩岸關係的發展規劃」。江澤民更進一步

的將政策化的「兩制並存」，予以「政策化」，提出更加明確的指示。一方面延續

以往大原則；再者在手法操作上更為彈性靈活。 

四、反對分裂祖國主義：「努力實現和平統一，但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主要

是針對外國勢力干涉中國統一以及臺灣內部『獨立運動』的圖謀」。申言之，中

共對於臺灣當局的「一中一臺」或「臺灣獨立運動」，對於不放棄武力攻臺尋找

一個合理化出兵的藉口。 

五、發展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促進兩岸經濟共同繁榮：提出兩岸「三通」的

重要性並且說明兩岸在彼此經貿往來為客觀需要，也是兩岸同胞共同利益取向，

應該盡速實現兩岸三通交流活動。並且對於促進兩岸事務性協商要積極進行。 

六、歷史悠久的中華民族文化是兩岸尋求祖國統一的重要基礎：「中華各族兒

女共同創造五千年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始終是維繫全體中國人的精神樞紐」。

36
 「江澤民的八項主張」，中國網(北京)，

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zhuanti/ffl/733725.htm，   檢索日期 2018 年 2 月 6 

日。 
37
 1995 年，李登輝回應江澤民提出的「江八點」，有六項重點，稱為「李六條」。內容為：1、在

兩岸分治的現實上追求中國統一。2、以中華文化為基礎，加強兩岸交流。3、增進兩岸經貿往來，

發展互利互補關係。4、兩岸平等參與國際組織，雙方領導人藉此自然見面。5、兩岸均應堅持以

和平方式解決一切爭端。炎黃子孫先互示真誠，不再骨肉相殘。6、兩岸共同維護港澳繁榮，促

進港澳民主。內容詳見：邵宗海，兩岸關係:兩岸共識與兩岸岐見(臺北：五南，1998)，頁 21-25。 
38
 趙建民主編，大陸研究與兩岸關係(臺北：晶典文化事業出版社，2010 年 10 月)，頁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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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言之，臺灣自從「國大延任案」之後 39，間接導致臺灣內部形成諸多派系

勢力，且發展迅速，以至於所謂的「文化臺獨」逐漸成為顯學主流。特別是 1995 

年及 1996 年，臺灣當局領導者的獨派色彩更是濃烈，因此，對前述「共同承擔

義務」及一中原則下反對獨立運動而言，是相當重要的論點。 

七、擴大臺灣各界人士參與表達兩岸統一意見：「歡迎臺灣各黨派、社會階級

人士，同我們交換有關兩岸關係與和平統一的意見。」其過程中，「吸收兩岸各

黨派、團體有代表性交流意見」。對於中共來說，「以經促統」、「以商圍政」的模

式已立竿見影。 

八、強化官民聯繫，江澤民更進一步指出「要加強與臺灣同胞的聯繫，寄希望

於臺灣民意，要傾聽他們意見和要求。」可謂具體展現其概念性的政策指導。 

江八點發表後，給人的感覺是內容溫和且充滿善意，而且時值農曆春節期間，

儘管是一篇政治性聲明，卻是存在濃厚的鄉情和民族情懷。當時行政院長連戰針

對「江八點」在立法院施政報告內容中做出回應，表示當前兩岸最可行的交往方

式為「面對現狀、增加交流、相互尊重、追求統一」，強調現階段兩岸關係以經

貿為主軸，展望未來，兩岸關係將進入「協商時代」，在平等、理性及務實的協

商下建立兩岸交流的程序化，以可加強雙方互信雙贏的基礎。40中共國臺辦對連

戰的回應是認為「整體看起來感覺很有善意」，而且表示對「江八點」再度重新

詮釋是北京對臺灣長期的三項主張，也就是連戰提出兩岸相互尊重的三項內涵：

不矮化對方立足點、不打壓國際空間及不肆意威脅安全。41不過，在「江八點」

中，最讓江澤民重視的論點是「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說法，1995 年 7月 13日

江澤民出訪德國，他在演講後接受訪問時就說：「今年春節前夕，我特別發表八

點對解決臺灣問題的方針，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我曾經講過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但我也想要特別說明，這裡面假若有一些國際勢力相干涉兩岸問題，非要挑起我

39
 「國民黨國代擬再推動總統、國代延任案」，中時電子報(臺北)， 

http://forums.chinatimes.com/report/assembly/88072001.htm， 檢索日期 2018 年 2月 6 

日。 
40
 李建榮，「連戰：兩岸進入協商時代」，(中國時報，1995年 2月 22 日)，頭版。 

41
 邵宗海，「中共對台政策 1979-2013」，(台北：唐山出版社，2013年 9 月)，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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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彼此間的衝突，這個恐怕是中國人也不能答應的」。42江澤民訴諸民族情感大義，

尋求兩岸經貿交流與文化共識，並以溫和良善的談話與文字並選擇在中國傳統農

曆春節的前夕來發表八點看法，本身就帶有民族情感羈絆的意味，但是總體策略

的包裝並未脫離中共對臺政策「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調，尤其不肯承諾放

棄武力犯臺的作法，始終令臺北難以卸下防備，雙方握手言歡。 

1995 年李登輝訪問美國康乃爾大學，在「歐林講座」上演講「民之所欲，

常在我心」主題，43內容更提及「中華民國在臺灣」等說法，中共認為這是臺灣

企圖打破「一中原則」，44中共認為臺灣有意圖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

的嫌疑，遂片面宣布停止兩岸裡會事務性協商機制，同年 8月在諸多文宣報導中

對李登輝總統展開強烈的批判，也在同年開始先後實施兩次的軍事導彈演習，

1996年 3月 23日，臺灣完成史上第一次民選總統之前，中共持續對李登輝總統

做出嚴厲的批評，甚至發起第三波的軍事演習，這一波波的「文攻武嚇」，不僅

讓兩岸關係呈現劍拔駑張的緊張局勢，也使得兩岸過去近十幾年相互交流換取的

和諧成果化為泡影。1999 年 7 月 9 日李登輝在接受德國之音訪問時拋出「兩國

論」，至少是「特殊國與國」關係後，7月 15日中共國臺辦主任陳雲林於「中國

和平統一促進會」大會，強烈抨擊李登輝，認為此舉已嚴重破壞兩岸關係，損害

兩岸同胞根本利益，使海基海協兩會在一個中國原則下接觸、交流、對話的基礎

不復存在，並說「我們與臺灣當局最根本的分歧，是堅持一個中國原則還是製造

兩個中國，是統一還是分裂，要堅決反對臺獨，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的言論

和行動並堅決反對外國干涉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決臺灣問題的圖謀。45 

42
 邵宗海，「中共對台政策 1979-2013」，(台北：唐山出版社，2013年 9 月)，頁 17。 

43
 「李登輝九五年訪美時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發表演講的全文」，華夏經緯網(北京)  

http://big5.huaxia.com/zt/2001-16/30854.html  檢索日期 2018 年 2 月 7 日。 
44
 杜聖聰，「兩岸真相的密碼：中共對台宣傳的政策、作為與途徑」，(台北：秀威資訊，2008年

8 月)，頁 76。 
45
 劉性仁，「中國大陸對台政策之走向分析：：以《反分裂國家法》個案為例」，(國立政治大學

碩士論文，2009 年)，頁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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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江澤民主政後期 

2000年 3月 18日臺灣史上首次政黨輪替，由民進黨籍候選人陳水扁當選臺

灣總統，中共表示將會對陳水扁總統在 520就職演說中所提「四不一沒有」採「聽

其言、觀其行」的方式評估兩岸互動模式 46，並再次重申並要求臺灣政府要回到

「一個中國原則」，強調和平解決兩岸問題是建立在一中原則之下，而一中原則

也成為兩岸協商的重要關鍵。陳水扁就任後中共隨即修正「一個中國」定義：堅

持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一個中國」在國際

間所定義的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但在兩岸關係上時，

在說法上則是中國和臺灣都是中國的一部分。同年 8 月中共副總理錢其琛提出

「一個中國」的新三段論述(稱「新三句」)，堅持「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

與臺灣同屬於一個中國，中國的領土與主權完整不容分割。」47。2002年 11月 8

日江澤民在「十六大」政治報告中指出，「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發展兩岸關係

和實現和平統一的基礎。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

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對任何旨在製造「臺灣獨立」、「兩個中國」、「一中

一臺」的言行，我們都堅決反對。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我們寄

希望于臺灣人民，臺灣同胞具有光榮的愛國主義傳統，是發展兩岸關係的重要力

量。我們充分尊重臺灣同胞的生活方式和當家作主的願望。兩岸應該擴大交流交

往，共同弘揚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實現兩岸直接通郵、通航和通商，是兩岸同

胞的共同利益所在，完全應該採取實際步驟積極推進，開創兩岸經濟合作的新局

面。」48當時由於臺灣陳水扁總統在執政時期的政策遠離「一個中國」原則，並

倡導臺灣、大陸「一邊一國」，故中共此時不再對陳水扁政府抱有任何不切實際

46
 趙春山，「中共對台政策之研究」，(台北市：三民書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 9月初版)，

頁 57。 
47
 胡聲平，「胡錦濤與江澤民領導下中共對台政策的初步比較以決策理論分析」，(2005 年台灣政

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政治大學，2005年 12月)，頁 12。 
48
「黨的十六大報告全文」，中國經濟網，

http://www.ce.cn/ztpd/xwzt/guonei/2003/sljsanzh/szqhbj/t20031009_1763196.shtml， 檢

索日期 2018 年 2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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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幻想，而改採寄希望於臺灣人民的政策，並加強「以商圍政」、「以民逼官」的

策略運用。 

總的來說江澤民時期對臺政策：主要是延續並貫徹鄧小平的「和平統一、一

國兩制 」政策，而江八點則是為達成此一「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實現祖國統

一大業戰略目標的最高指導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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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胡錦濤時期 

2002年胡錦濤依循中共「逐次接班」模式，於 11月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一

職，並於隔年 3月當選國家主席、7月接任「中共對臺領導小組」小組長，2004

年接任中央軍委主席，順利完成中共第 4代領導人接班。胡錦濤接任初期對臺政

策可以用「彈性創新、溫和處理」來形容，政策上也明顯呈現「江規胡隨」的方

式，75一方面遵循「江八點」，另一方面在 2005年提出「胡四點」，高舉鄧小平

所定「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充分展現出中共對臺政策的「一貫性」與「延續

性」。同時也配合「中國和平崛起」的理論基礎，將「和平統一」作為對臺政策

主軸 76，但其對臺進行之策略則因人因時因事採取「軟的更軟、硬的更硬」的彈

性策略，又充分展現出對臺策略的「多樣性」與「變遷性」。 

2004 年陳水扁總統第 2 次連任成功，兩岸關係依然呈現緊張的態勢，中共

特意在陳水扁總統 520就職演說中發表了「517聲明」，這份聲明主要是提醒臺

灣執政當局若仍是堅持走向臺獨道路，企圖將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便無法繼續

維持和平穩定的現況，且最終將玩火自焚。藉此聲明對臺獨提出嚴正的警告，這

也顯示胡錦濤對臺政策，已經將重點從「促統」轉向「反獨」思維。最明顯的例

子是 2005年 3月 4日提出的「胡四點」及「反分裂國家法」。 

壹、「胡四點」 

2005 年 3 月 11 日，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參加第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臺

灣代表團審議會議時強調，中華民族根本利益所在即是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這

也是全體中華兒女共同的心願，我們應該要堅定不移地堅持推動「和平統一、一

國兩制」的基本政策方針和江澤民同志的八項主張，為早日解決臺灣問題即完成

75
 胡聲平，「胡錦濤與江澤民領導下中共對臺政策的初步比較-以決策理論分析」，2005 年台灣政

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2005年 12月，頁 4。 
76
 邵宗海，「中共對台政策 1979-2013」，邵宗海主編，胡錦濤時期中共對台政策(臺北：唐山出

版社，2013年)，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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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國一統大業而努力奮鬥。胡錦濤對新形勢下對臺工作談了四項主張，俗稱「胡

四點」： 

一、始終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二、大力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 

三、深入貫徹寄希望於臺灣人民方針。 

四、團結兩岸同胞共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由胡四點不難發現中共方面始終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並且將此原則作為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統一的基礎，胡錦濤表明中國是兩岸同胞的中國，是所有中華兒女

的祖國，任何製造「一中一臺」、「臺灣獨立」及「兩個中國」的言論，兩岸同

胞都應該堅決反對，只要臺灣執政當局能接受一個中國原則，便可以在此基礎上，

務實、平等地進行交流協商，妥善的處理兩岸共同關心的問題，使得兩岸關係的

發展與交流步入正常軌道。 

中共方面也強調，鄧小平提出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兩岸統一的最

佳解決方式。若能依此方針，日後將有利於臺灣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進而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的復興。 

貳、「五一七聲明」 

胡錦濤在 2004年 5月 17日發表五一七聲明，而這一次談話對於之後反分裂

國家法的制定有很密切的關係。胡錦濤指出：「當前兩岸關係形勢嚴峻，制止分

裂中國的臺獨運動，維護臺海兩岸和平穩定是最緊迫的任務」。77對於陳水扁總

統在 2000年就任時曾經保證的「四不一沒有」78承諾。四年來，他的所最所為已

經徹底表明是毫無誠信的謊言，他說不會臺獨，卻集結各種臺獨勢力私下活動。

他說不會改變國號，卻不斷鼓吹及煽動民眾將臺灣正名、去中國化。他說不會將

77
 蔡東杰、洪銘德、李玟憲，「圖解兩岸關係」，劉瀞芬主編，胡錦濤時期(臺北：五南圖書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頁 94。 
78
蔡東杰、洪銘德、李玟憲，「圖解兩岸關係」，劉瀞芬主編，胡錦濤時期(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2015年)，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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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國論入憲，卻拋出兩岸一邊一國的分裂祖國議題。他說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公

投，卻無所不用其極的想利用公投進行臺獨活動。他說沒有廢除國統會及國統綱

領的問題，卻早已將其空洞化，名存實亡。他還不斷蠱惑民眾，混淆視聽，惡意

扭曲民意，撕裂臺灣人民與大陸民眾的情感，肆意煽動民眾仇視大陸、對抗中國，

挑釁臺灣與大陸同屬一個中國的歷史事實，公然提出欲透過制憲走向臺獨的時間

表，將兩岸關係推向危險的邊緣，臺獨沒有和平，分裂沒有穩定，我們堅持一個

中國的立場絕不動搖，對於捍衛祖國領土完整的信念堅定不移，對於臺獨絕不容

忍。至於未來四年，無論何人當選，只要承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反對任何形式

的臺獨，兩岸便可以在和平穩定的狀態下謀求彼此最大的合作與發展空間。 

五一七聲明中明白的對臺灣當權者透露出 2點重要的訊息：第 1點是要臺獨

份子懸崖勒馬，停止任何形式的臺獨活動，並且承認兩岸同屬一中，進而促進兩

岸和平發展。第 2點是警告若仍是一意孤行，企圖分裂完整的中國領土，最終將

會玩火自焚。沒有任何事比維護國家主權及領土完整更為重要，我們將以最大的

誠意，爭取和平統一祖國的願景。倘若任何臺獨形式的活動導致中國分裂，將不

惜一切代價粉碎臺獨者的圖謀，五一七聲明傳達的就是反獨或是分裂，即是和平

與戰爭的選擇 

參、「反分裂國家法」 

2005年 3月 14日全國人大正式通過「反分裂國家法」，起源為當時陳水扁

總統提出的一邊一國論，引發兩岸關係的緊張。而中共為了避免臺獨勢力的擴張，

導致國家分裂所訂定的法條。對於這樣一部針對臺灣所訂定的法律，其名稱由一

開始的「統一法」、到之後的「臺灣基本法」、「反國家分裂法」，最後拍板定

案的「反分裂國家法」，其實也間接的反映出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於兩岸現

況的態度，也就是說中共認為兩岸問題就是屬於內政問題，也就是臺灣就是屬於

中國的一個省分，如同該法第二條內容所說，「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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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79只是目前的現況是在一

個中國的框架下，兩岸在不同的兩個地點分別行使統治權，但是主權始終是完整

的在一個中國的統治下，並非處在分裂狀態。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的法律

體制，大陸地區無論個人或是團體組織，如果出現分裂國家的行為，即適用刑法

的「分裂國家罪」或「煽動分裂國家罪」。而反分裂國家法的訂定主要是為了避

免兩岸形成分裂訂定的法條，僅適用在臺灣問題，與新疆、西藏和港澳問題無關。

對胡錦濤而言，「反分裂國家法」無疑是要為臺獨畫出一道不可逾越的紅線，而

「反分裂國家法」第八條內容所述「臺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臺

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會導致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

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

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80似乎正暗示中共似乎同意臺海現狀存在的事實，言下

之意就是只要臺灣不要追求法理上的臺獨，中共就不會運用「反分裂國家法」第

八條的非和平方式來解決臺海問題，換言之，就是胡錦濤比江澤民時期更需要去

面對「中華民國」的現實問題。81至於該如何定位臺灣及解決中華民國稱號的問

題，應該就要回到胡錦濤所提到的「兩岸尚未統一」與「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

國」這 2個大架構下來尋求解決方案。 

對於中共訂定的反分裂國家法，陸委會隨即代表政府提出嚴正的抗議，認為

中共不顧 2300 萬的臺灣民意，蓄意採用以非和平方式的手段，威脅兩岸及區域

和平穩定的狀態，對於此一行為表達嚴正的譴責並且呼籲國際社會應當給予嚴厲

的譴責，陸委會並且重申，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若要改變現狀，必

須經過 2300 萬的臺灣人民同意，而中共單方面將一個中國原則明訂在法律條文

79
 《反分裂國家法》全文，中華民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https://www.mac.gov.tw/cp.aspx?n=6ED529FBF24465B3&s=6C2E141D58017986 ，檢索日期 2018

年 2月 12日。 
80
《反分裂國家法》全文，中華民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https://www.mac.gov.tw/cp.aspx?n=6ED529FBF24465B3&s=6C2E141D58017986，檢索日期 2018

年 2月 12日。 
81
 邵宗海，「兩岸談判與協商-從白手套到官方接觸再到?」，吳品璇編輯，政策的戰略思維(臺北：

唐山出版社，2016年 8 月)，頁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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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是傷害臺灣人民希望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情感，同時也破壞東亞區域安全

的穩定狀態，並且強調只有和平才是解決兩岸紛爭的唯一途徑，重申陳水扁總統

「和解不退縮，堅持不對立」的基本立場。82 

 肆、「胡六點」 

2008 年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當選中華民國總統，，由於馬政府接受在九二

共識的基礎上讓兩岸雙方盡快恢復兩岸協商機制。同年年底，胡錦濤在《告臺灣

同胞書》政策發表三十周年紀念的集會中提到「臺灣局勢發生積極變化，兩岸迎

來難得的歷史機遇」。並且發表了《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同心實現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六點看法。83其中談到:「為有利於兩岸協商談判、對彼此往來

做出安排，兩岸可以就在國家尚未統一的特殊情況下的政治關係展開務實的對

談」84。也是胡錦濤首度對新任的馬英九總統提出「胡六點」的主張，清楚的重

申對臺灣問題的最高戰略目標。這也對日後假使兩岸一旦進行政治對話時，賦予

雙方的政治定位建構出一個無形的框架。 

「胡六點」一公布後，官方與學界均如火荼的討論「兩岸定位問題」，這也

顯現出兩岸在政治「定位」的迫切性與需要性。而胡錦濤的談話主要是給兩岸未

來在談判時，率先定調彼此的政治定位，當時的中共「國臺辦」主任王毅在接受

專訪時即表示，對於胡錦濤所發表六點講話的內容，其重要意義在於總結 30 年

對臺工的基礎上，強調中共中央長期堅持且全面貫徹實踐對臺政策方針的正確性，

是新形勢下指導對臺工作的綱領性文件，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涉外交往

82
 《陸委會：對中共當局的最嚴厲譴責》，中華民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https://www.mac.gov.tw/cp.aspx?n=6ED529FBF24465B3&s=5343838851A7E72B ，檢索日期 2018

年 2月 14日。 
83
 「紀念《告台灣同胞書》三十週年 胡錦濤發表重要講話」，中國網，

http://www.china.com.cn/overseas/txt/2008-12/31/content_17037368.html ，檢索日期 

2018年 2月 14 日。 
84
邵宗海，「中共對台政策 1979-2013」，邵宗海主編，胡錦濤時期中共對台政策(臺北：唐山出版

社，2013 年)，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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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軍事安全等諸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政策主張，是把對臺工作與全面建設

小康社會這一新世紀新階段國家發展總體戰略，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85 

總結來說，胡錦濤於 2002 年「十六大」後正式接班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

且為鄧小平隔代指定的儲君，和前面幾任的中共領導人相比，其對臺政策的戰略

思維採「高壓與懷柔」交錯與並用，風格特色顯得「軟得更軟，硬得更硬」，面

對陳水扁總統執政時期，一方面主張用和平發展的方式完成中國統一，另一方面

制訂反分裂國家法，強調若逾越紅線，將以非和平方式遏制臺獨勢力擴張。同時

在「胡六點」談話及其他報告中，不斷重申且堅守一個中國的原則，但是在對臺

灣人民時，則是積極推展開放三通來進行兩岸民間交流及往來，這也顯示胡錦濤

時期對於民進黨陳水扁政府的強硬作風，但是對臺灣人民卻採柔軟開放的兩手策

略。在其主政下的對臺政策重點，主要是圍繞在「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

異、共創雙贏、先易後難、先經後政」的政策指導下。胡錦濤對臺在兩岸實現統

一的目標下，始終抱持著耐心，採循序漸進、和平發展的方式，在很多談話中，

為未來兩岸統一創造有利的立場及條件。而胡錦濤後期面對國民黨馬英九總統執

政，也把握機會積極的提出包括開拓非官方政軍議題的對話，為化解兩岸僵局，

創造協商對話空間做出表示，例如以第五次「江陳會談」以「兩岸經濟合作架構

協議」(ECFA)為主要協商議題。86顯示當時中共轉變態度，希冀藉由推展兩岸經

貿關係正常化、合作機制化，藉此增進兩岸交流互動關係的發展。事實上，當時

兩岸形勢已與三十年前有很大的變化，美蘇兩強的冷戰時期早已落幕，兩岸之間

也隨之終止政治對抗、國際圍堵，進而走向參與國際間的和區域經濟與安全的合

作；而且兩岸關係自 2008 年以來，在九二共識的前提下，雙方的關係已有很大

的進展與突破並且累積了相當的互信，同時也開創了兩岸三通直航、擴大經貿交

85
「 王毅：對台工作全面貫徹落實胡錦濤講話精神」，中國評論新聞網，

http://hk.crntt.com/doc/1008/4/5/7/100845718.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845718，  

檢索日期 2018年 2月 16日。 
86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指出，兩岸兩會制度化協商已邁入常態化階段」，中華民國行政院大陸委

員會，https://www.mac.gov.tw/cp.aspx?n=137E9643D91946C0&s=7C4CA1A5C32137DC， 檢索日

期 2018年 2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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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重大成果，胡六點對臺灣主政當局及在野勢力分別釋出善意，不僅願探討兩

岸經濟共同發展與亞太區域經濟合作機制銜接的可行途徑，降低甚至消弭臺灣經

貿逐漸被邊緣化的困境；此外，胡錦濤也肯定臺灣文化的豐富內涵及認定臺灣意

識不等於臺獨意識，並首度呼籲民進黨能放棄並改變臺獨立場，則與其開展政黨

正面交流訊息，可謂善意盡出。總之胡六點在堅守原則之餘，以務實理性彈性圓

融之訴求，開展中共的對臺政策，其具體做法可說體現具備善意的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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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習近平時期的政策主張 

2012 年 11 月 15 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後召開的中

共十八屆一中全會上，習近平當選新一屆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並出任中央軍事委

員會主席執掌軍權，成為中共第五代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上臺後的對臺政策主張

與思想，主要內涵有 5 點：1.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實現中國的和平

統一；2.堅持和平發展道路；3.「兩岸一家親」的主張；4.堅持九二共識，反對

臺獨；5.探討兩岸統一前的政治關係，並做出合情合理安排，諸如兩岸互信機制

與和平協議

1。揆諸其政治主張，依循著前任領導者軟性的文化與經濟發展訴求，強調

兩岸為同文同種之血脈，同為中華文化之兒女，期望能在彼此共同的血緣與歷史

文化下走向合作，共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其中統一仍為其不變之

訴求，前述軟性的主張與作為皆為達成統一之目標，期望藉由兩岸間更緊密的合

作與交流，消除臺灣的獨立主張。 

「中國夢」政治概念的提出，實為中共第五代領導者習近平提出的創新口號

與政治主張，此一說法是希望能仿效中國民眾長期以來追逐的「美國夢」，一直

以來美國提出美國夢的概念，希望美國的言論自由與民主精神等價值成為中國人

民所追求和嚮往的目標，習近平寄望中國夢的提出能取代美國夢 2，期望中華民

族的復興與崛起能讓中國人民自己引以為傲，一來希冀追求中國的國力強盛與復

興，二來也希望指引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究竟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的實質

概念意涵為何？提出的背後政治因素與考量為何，為本章的探討重點之一。 

中國夢的政治主張，就習近平的兩岸政策來看，也是連結兩岸人民未來政治

走向的藍圖。習近平的兩岸一家親主張，從兩岸人民的文化、血緣等同文同種思

1
 張久營、寇子春，「習近平對台工作思想初探-兼談推進對台工作的一點思考」，上海市社會主

義學會學報，2015年第 5期（2015年 7月），頁 8-13。 
2
李忠謙，「紐時：習近平快速崛起 美國面臨大挑戰」，風傳媒網

http://www.storm.mg/article/24503，檢索日期 2018 年 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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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出發，希冀藉由軟性面向的主張拉攏臺灣民眾，符合中共前幾任領導者的以經

促統、求同存異等兩岸政策思惟。中國夢的政治主張更跨進了一步，藉由擘劃未

來政治發展的藍圖，希望指引兩岸未來的政治發展，期望兩岸能攜手合作，共創

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此兩岸發展的未來藍圖，就實質意義來看，對於中國的內

部凝聚效應與政權存續的重要性，遠大於兩岸關係發展的實質意涵，此在第二節

中國大陸的國內政治變遷一節中，將討論習近平執政後，中國大陸在經濟發展下

所面臨的政權存續正當性的危機，中國夢的政策提出在其中扮演的重要性與角

色。 

最後，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等政治主張，其概念主要是與美國提出的美國夢

互別苗頭，臺灣學者田弘茂指出，習近平提出「中國夢」的目的，就是希望中國

大陸成為 21 世紀主導世界的強國 3。其代表了中國在經濟發展與國力逐漸強盛

之下，在國際中逐漸展露頭角，迥異於鄧小平時代的國內議題優先考量，國際的

角色與發言權將會是習近平主政下的重點。中國在國際逐漸成為強權之後，在兩

岸關係上美中臺的互動為何，將是本章最後一節的分析重點。 

第一節 習近平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中共第五代領導者習近平的「中國夢」主張，最早出現於 2012 年 11 月 29

日，在一場精心安排的《復興之路》博物館展覽參觀時，習近平帶著中央政治局

常委參觀時表示：「每個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夢想。現在，大家都在

討論中國夢，我以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

夢想。這個夢想，凝聚了幾代中國人的夙願，體現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整體

利益，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共同期盼。」4中國夢是習近平上臺後提出的新政治

概念，以下將分析其源起與內涵。 

3
 杜鈴玉，「習近平「中國夢」之探討」，展望與探索，第 13 卷第 3 期，（2015年 3月），頁 55。

以及吳強，「習近平的統一觀-解讀習近平十八大以來的涉台講話」，天中學刊，第 31 卷第 5 期，

（2016年 10 月），頁 6。 
4
 杜鈴玉，「習近平「中國夢」之探討」，展望與探索，第 13 卷第 3 期，（2015年 3月），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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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中國夢的源起 

2007年中共十七大上，習近平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並出任中央書記處書記，

在任職政治局常委期間至接任總書記前，其主要的對臺言論如下 5：(1)2007 年

12 月接見美國前總統卡特，提及臺灣問題事關中國領土和主權完整，期望中美

共同堅決反對、有效制止臺獨分裂活動，共同維護臺海和平穩定和中美共同利益。

(2)2009 年 1 月習近平出席中美建交 30 周年紀念晚宴，引用當時胡錦濤總書記

提出的胡六點說明兩岸和平發展的內涵。(3) 2010 年 4 月會見臺灣兩岸共同市

場基金會最高顧問錢復時，發表如下言論：「一年來，兩岸關係在實現歷史性轉

折基礎上，取得一系列積極進展和突破。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勢頭來之不易，值

得我們珍惜，更需要我們不失時機加以推進和持續發展下去。兩岸經濟交流正在

邁向新的發展階段。兩岸同胞同屬中華民族，兩岸經濟同屬中華民族經濟。堅持

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鞏固和增進兩岸同

胞的民族認同，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基本保證。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應當成為兩岸關係發展的主旋律。只要兩岸雙方都

能從兩岸同胞一家人的角度來考慮問題，什麼事情都好商量，什麼問題都能夠解

決。」(4) 2012 年 3 月訪美時，於會見歐巴馬總統和公開演說時強調臺灣是中

國的核心利益，還敦促美國言行如一，確實遵守一個中國政策，反對臺獨，停止

對臺軍售等等。習近平在上臺前的對臺言論，基本上遵循當時中共領導者胡錦濤

中共總書記於 2008年在紀念《告臺灣同胞書》發表 30週年的座談會上發表名為

「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胡六點」主張，

其主張在國民黨取得臺灣執政權的歷史機遇下，內含兩岸和平、合作與發展的論

述 6。 

5
 董立文，「習近平對台政策恐比胡錦濤更緊」，玉山週報，（2011年 8月 16日）。 
6
楊開煌，「「胡六點」重塑兩岸政治關係」，海峽評論，219 期，（2009年 3月），

https://www.haixia-info.com/articles/5322.html。 檢索日期 2018年 2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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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胡規習隨」的維權考量 

習近平任職中共總書記之後，率先提出的中國夢口號，此一中國夢主張就字

面而言，算是中共政治的新詞，但就內涵來看，論及的兩岸關係發展的論述實為

延續了胡錦濤時期的政策論述 7。胡錦濤時期「胡六點」的對臺講話內容，含括

六個重點：一、恪守一個中國，增進政治互信；二、推進經濟合作，促進共同發

展；三、弘揚中華文化，加強精神紐帶；四、加強人員往來，擴大各界交流；五、

維護國家主權，協商涉外事務；六、結束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 8。兩岸的交

流與發展本為中共對臺政策的基調，且胡錦濤於對臺的談話中即有提到兩岸同胞

共同促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因此習近平提到的中國夢的政治主張，實質內涵

承襲了前任領導者的談話，以兩岸同胞的共同利益著手，並以中華民族的偉大復

興作為中國政治發展的終極目標。 

習近平的「胡規習隨」做法，可以從兩個面向來解讀，首先是基於穩定政權

的需要。其實中共歷任領導者接任時，皆會依循前任領導者的政策方針若干年，

等其勢力與權力鞏固後，再提出自己的政策方針與架構，此一政治的慣性與慣例

在習近平身上同樣可以看到 9，剛上臺的習近平遵循前任胡錦濤的政策主張，一

來可撫平黨內的鷹派，二來以尊重前任領導者的做法讓政務的推動更為順利，除

了中國夢的主張之外，其於執政初期所提出的「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建成富

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奮鬥目標」都與胡錦濤時期提出建立和

諧社會及以民為本的理念相呼應 10。其次，習近平於上臺之前，曾任福建省地方

黨職，對臺灣的認識與了解極深，加上其本身沉穩的務實個性，使得對臺政策主

張扣緊前幾任領導者的經濟合作、交流思維。習近平於擔任總書記前，曾任福建

7
 在本論文第二章的內容中，胡錦濤領導者時期出的胡四點，即提到團結兩岸同胞共推進中華民

族的偉大復興，後續的胡六點亦提及同樣的內涵。 
8
 劉文斌，「「胡六點」週年展望兩岸關係─兩岸悲情衝撞難解」，展望與探索，第 8 卷第 2期，（2010

年 2月），頁 1-9。 
9
 顏建發，「習近平對台政策的可能架構與內涵」，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9卷第 4期，（2013年

冬季號），頁 39-61。 
10
 李智琦，「習近平的決策心理分析：從胡規習隨展望兩岸關係」，戰略安全研析，第九十六期，

（2013年 4月），頁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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省廈門市委常委、副市長、福建省寧德地委書記、福州市委書記、福建省副省長、

代理省長及福建省省長等地方黨職，對臺灣的現況與兩岸交流活動參與、認識極

深，在擔任福建省黨職任內，提出建構四個基地：(1)對臺通商貿易基地、(2)

臺資企業營運基地、(3)對臺農業合作基地、(4)兩岸旅遊和休閒基地，主張福建

應擴大吸引臺商投資，建設兩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先試區域，以經濟的交流合作

作為戰略主軸，推動兩岸交流合作向更廣範圍、更大規模、更高層次發展 11。與

臺商交流密切、對臺工作的熟識，讓習近平對於強化兩岸交流合作以促進統一的

中共歷來基調作法有更深層的了解與認識，務實的講求兩岸經貿、文化發展合作，

建立兩岸人民的連結，追求統一的目標與中華民族的復興，其務實彈性的作法，

從接見臺灣重要政治人物，到馬習會等作為等，都可見其行事風格，習近平在馬

英九與蔡英文的政治交流事件與分析，將於後面章節處理。 

二、緩和因經濟崛起後社會產生的矛盾與壓力 

中國夢的提出，除了延續性的政策內涵之外，緩和中國大陸內部經濟崛起後

所產生的內部矛盾與壓力亦是主因之一。中共在鄧小平主政後，確立了改革開放

的政策，轉向注重經濟發展建設，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階段。市場經濟概念的引

入，讓中國的經濟逐漸發展，雖來帶來經濟與國力的強盛，但也帶來一些問題，

首先是所得的差距造成社會階層的分化，由於中共在經濟發展的策略強調「先讓

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在市場經濟的催化下，造成階層內的所得差距急速擴大，

社會階層的流動頻率也加速。再者，勞動者的收入與其所付出的勞動量不成正比

之社會分配不公的問題逐漸浮現。最後經濟發展下的失業問題逐漸加劇，依唐永

瑞的收集分析來看，中國大陸的失業率從 1985 年的 1.8%到 2004 年的 4.2%，整

體呈現逐年攀升的趨勢 12，失業問題造成更多的窮困、犯罪等社會問題，威脅到

共政權的穩定性，「維穩」實為中共領導者上臺的首要挑戰，此對於第五代領導

11
 顏建發，「習近平對台政策的可能架構與內涵」，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9 卷第 4期，（2013 年

冬季號），頁 43。 
12
 唐永瑞，「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人口問題淺析」，展望與探索，第 4卷第 5期，（2006年 5月），

頁 5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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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習近平而言，亦是上臺後的棘手問題，中國夢的提出實為習近平寄望透過民族

主義的口號，帶動大陸人民的團結，緩和經濟發展下的內部矛盾與社會問題 13，

鞏固政權與領導者的權力基礎。 

三、大國崛起的自信 

中國夢的主張，源於大國的崛起與自信。中共在前幾任領導者的韜光養晦，

著重於經濟發展之下，經濟與國立都有顯著提升，經濟成長速度世界第一，以

2012 年來看，中共的國內生產總值為 519,322 億元，比前年增長 7.8%。增長

速度與 2011 年比較雖有所下滑，但仍明顯快於世界主要國家或地區 14。經濟的

增長讓中國在國際事務的參與逐漸增加，在國際的事務中逐漸扮演關鍵角色，世

界的權力核心不再往美國傾斜。中國大陸的崛起讓習近平上臺後更具信心與自信，

提出的中國夢有與之前的美國夢互別苗頭的態勢 15，希望中國夢的提出讓中國能

夠國力增長與民族復興，也希望讓世界各國看到中國強權的崛起，冀望在國際事

務的參與與合作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中國夢提出的源起，經由上述分析下，實

為蘊含習近平政權穩定與大國自信的考量，其實質內涵將於下面討論。 

貳、中國夢的內涵 

習近平在參觀《復興之路》時提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後，

引起各方關注，但是其實質內涵卻仍是霧裡看花，一提出其實只有口號。對此，

習近平於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閉幕會的談話，更清新的描述其

所謂的「中國夢」內涵，其於談話中表示(節錄)16： 

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奮鬥目標，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是要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既

13
 學者杜玲玉指出習近平中國夢的主張，為了化解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由於經濟和社會快速

發展結果所累積的內部矛盾與壓力，習近平高舉民族主義的大旗，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訴

求，將人民的希望導向於未來的「夢想」。 
14
 陳秀梅主編，讓夢想照進現實：解讀中國夢(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13 年 6月)，頁 177。 

15
 杜鈴玉，「習近平「中國夢」之探討」，展望與探索，第 13 卷第 3 期，（2015年 3月），頁 51。 

16
 「習近平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會上發表重要講話」(2013 年 3 月 17 日 )，央視

網，http://news.cntv.cn/special/xijinpingjianghua/  檢索日期 2018 年 2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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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體現了今天中國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我們先人們不懈奮鬥追求進步的光榮

傳統。………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實現中國夢必須弘揚中國精神。這就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

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這種精神是凝心聚力的興國之魂、強國之魄。愛國主義始

終是把中華民族堅強團結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改革創新始終是鞭策我們在改革開放

中與時俱進的精神力量。………… 

    實現中國夢必須凝聚中國力量。這就是中國各族人民大團結的力量。中國夢是

民族的夢，也是每個中國人的夢。只要我們緊密團結，萬眾一心，為實現共同夢想

而奮鬥，實現夢想的力量就無比強大…… 

    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必須緊緊依靠人民來實現，必須不斷為人民造福。    

我們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擴

大人民民主，推進依法治國，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國

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

等基本政治制度，建設服務政府、責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潔政府，充分調動人民

積極性。……… 

    我們要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戰略思想，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推進社會

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深化改革開放，

推動科學發展，不斷夯實實現中國夢的物質文化基礎。 

    我們要隨時隨刻傾聽人民呼聲、回應人民期待，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

權利，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在學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

居上持續取得新進展，不斷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使發展

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在經濟社會不斷發展的基礎上，朝著共同富裕方向

穩步前進。…… 

    香港特別行政區同胞、澳門特別行政區同胞，要以國家和香港、澳門整體利益

為重，共同維護和促進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廣大臺灣同胞和大陸同胞要攜起

手來，支持、維護、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增進兩岸同胞福祉，共同開創中華民

族新的前程。廣大海外僑胞，要弘揚中華民族勤勞善良的優良傳統，努力為促進祖

國發展、促進中國人民同當地人民的友誼作出貢獻。……… 

綜合整理談話的內容與學者的分析，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的內涵實為強國夢、

和諧發展的幸福夢、法治與經濟建設夢三種。 

一、中國夢是強國夢 

習近平於前述節錄的談話中提到實踐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並在 2012年 12

月在廣州戰區考察時的講話提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華民族近代以

來最偉大的夢想。可以說，這個夢想是強國夢，對軍隊來說，也是強軍夢。依法

治軍、從嚴治軍是強軍之基，必須保持嚴明的作風和鐵的紀律，確保部隊高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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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統一和安全穩定」，習近平要發展的是國家富強、強大，擴張中共的國力與軍

隊實力，期望在國際上成為強權大國。大陸學者洪向華指出，民族復興「中國夢」

是政治大國夢，有別於傳統政治大國，在和平發展的世界格局下，實現「世界離

不開中國，世界需要中國聲音」之夢；是經濟強國夢，是公認的經濟活力和影響

力，讓「天下不敢小覷中國」、「世界都在仰視中國」之經濟富強之夢 17；學者林

培雄、劉光明也指出「從國家實力看，“中國夢”就是要實現綜合國力的進一步

增強。綜合國力的強弱，反映著一個國家的發展水準，決定著它滿足國民需求、

解決國內問題的能力，也在根本上決定著其國際地位和作用。綜合國力達到的高

度，決定著國民夢想實現的程度。“中國夢”的第一要義，就是實現綜合國力進

一步增強。」18；大陸學者許罡和張經濟將「中國夢」亦認為是強國夢，是一代

又一代中國人不懈奮鬥，使國家繁榮富強、綜合國力進一步躍升之夢 19。由此來

看習近平的中國夢就對外層面而言，是要實現中國的富強與民族復興，是要讓中

國重返世界強權的「強國夢」。 

二、和諧發展的幸福夢 

中國夢的主張，就大陸學者的看法而言，並非只有單一的向度 20，從習近平

的談話來看，其實中國夢的概念包含多種組成，除了國力富強的強國夢外，中國

社會的和諧發展與人民的幸福也是其主張的重點。習近平於談話中提到的「在學

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上持續取得新進展，不斷實

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

民」即提到讓人民的基本物質精神生活得到滿足，社會能走向大同的和諧發展。

學者林培雄、劉光明提到「黨領導人民實現“中國夢”的根本目的，就是實現好、

17
 杜鈴玉，「習近平「中國夢」之探討」，展望與探索，第 13 卷第 3 期，（2015年 3月），頁 44。 

18
 林培雄、劉光明，「奮力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人民日報（2012年 12月 12 日），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2/1212/c49150-19869428-2.html ，檢索日期 2018年 2

月 26 日。 
19
 許罡、張經濟，匯聚正能量 共築中國夢（北京：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2013年 4月），頁 

149-150。 
20
 程美東、張學成，「當前“中國夢”研究評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13年，頁 5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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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進而提升全社會的幸福指數。」21；徐海

清也提到中國夢是人民幸福之夢，是讓人民生活更加幸福、更有尊嚴之夢；是社

會和諧之夢，是使整個民族攜手發展、和諧發展、共同發展、共同繁榮之夢 22；

杜玲玉也認為中國夢對中共國內而言，是「希望維持國內社會安定和諧，經濟持

續發展，使人民過著幸福小康的日子」的和諧發展意涵。習近平希冀透過中國夢

的提出，一來延續中共打造小康社會的經濟發展訴求，二來藉由中國的強盛、民

族復興目標來凝聚中國人民的團結力量與愛國主義，以期消彌社會產生的矛盾與

對立問題，進而追求人民的「幸福夢」。 

此和諧發展若放大到國際層次而言，習近平於談話中另提到「我們將高舉和

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始終不渝奉行互利共

贏的開放戰略，致力於同世界各國發展友好合作，履行應盡的國際責任和義務，

繼續同各國人民一道推進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習近平期望透過中國的

和平崛起與發展，獲得國際尊重與地位，以促進各國和平發展的目標作為其國際

的任務，讓中國與世界各國和平共處、攜手並進，為人類的共同幸福而努力，以

此來看，習近平的中國夢並非追求富強後的掠奪與侵略，而是重視促進國際合作

的角色與功能 23。 

三、法治與經濟建設夢 

在習近平的主張中，達成中國夢的實現途徑有兩種，首先是以經濟建設為核

心推動中國的各項現代化發展。小康社會如前一點所述，是習近平與前幾任中共

領導者欲打造的中國社會樣貌，達成此一目標即是透過市場的經濟建設發展，由

經濟發展厚實中國人民的物質文化基礎，從鄧小平的講求經濟的社會主義發展後，

中國在經濟成果上逐漸發展，經濟成長的速度逐漸攀升，中國在 2003 年已躋身

為世界第一大吸引國外投資（FDI）的國家，並因改革開放後部分人民所得提高

21
林培雄、劉光明，「奮力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人民日報（2012年 12月 12 日），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2/1212/c49150-19869428-2.html ，檢索日期 2018年 2

月 28 日。 
22
 許海清，中國夢不遙遠—新盛世論（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3 年 4 月），頁 6。 

23
 學者杜玲玉對此中國夢稱之為「和平夢」。 

51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2/1212/c49150-19869428-2.html


DOI:10.6814/THE.NCCU.NSMCS.006.2018.F1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與擁有 13 億龐大的人口，其總體經濟逐漸由「世界工廠」轉型為以消費為導向

的「世界市場」。2007 年中共已成為僅次於美國及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經濟體 24。

經濟的發展提升中國的實力與競爭力，這也是習近平在綜合中國發展的歷史中，

確認經濟建設為達成中國國力強盛與復興的核心途徑，以經濟發展作為工具，用

來提升人民的物質生活水準，提升人民的幸福水準，讓人民能在富足的基準下，

共同團結合作，凝聚中國社會的發展共識與力量，朝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再者，「依法治國」的法治化社會亦是達成中國夢的途徑。中共十八屆中央

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中作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中國夢，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高黨的執政能力

和執政水準，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定。法治夢的追求主要是植基於中共

在經濟發展之下產生的各項社會貪腐問題、政府效能問題，希望透過法治化建立

制度化的常軌，建立廉潔、責任與服務的政府，讓政府更能回應人民的需求。中

國在經濟改革開放後，農業的非集體化、地府政府企業及私營、外資企業的發展，

讓中共不再獨斷於所有生產物資，思想上也不再像毛澤東時期要求高度的忠誠與

紀律，政府的正當性權力逐漸從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分配轉移到維持社會秩序、

穩定與促進經濟發展 25，基於此，中國在經濟化之下產生的三農問題、三難問題、

貧富差距與環保等問題等，以及這些社會問題造成的群體抗爭事件，中共領導者

勢必要正視此問題，並作出積極的回應。習近平因此提出依法治國的中國夢實現

途徑，讓中國政府更為廉潔，藉由法制的建立維持社會的穩定，強化政府的管理

職能。 

中共第五代領導者習近平的中國夢主張，可以看出其企求中國強盛與中華民

族復興的理想與抱負，並藉由凝聚人民團結與經濟建設、法治建設等作法，讓中

國的國力逐漸強盛，對內而言建立中國和諧發展的小康社會，對外而言追求國家

24
 孫愷熙，「中共經濟發展的潛在危機---國內社會問題」，展望與探索，第 6卷第 7期，（2008

年 7月），頁 45。 
25
 王信賢，當代中國國家能力與社會穩定：兼論「社會管理創新」的意涵，中國「十八大」菁英

甄補－人事、政策與挑戰，新北市：INK 印刻文學，2012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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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強與世界各國和平共處。習近平的夢想雖然遠大，但其面對的中國國內政治問

題與挑戰實更加嚴峻，以下將針對習近平上臺執政後的中國國內政治變遷進行論

述，並討論習近平的處理策略。 

第二節 習近平時期中國大陸的國內政治變遷 

中共在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確立後，中國經濟在近 30 幾年來的發展下已有

了長足的進步，經濟成長數據亮點，躍升為全球重要經濟體，在全球的經濟成長

漸趨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然而長期以「經濟成長」為中心的運作模式下，中國

社會也產生了諸多問題，除了經濟發展本身導致的中國人民貧富差距擴大、經濟

生產的環保等環境問題外，尚有中國特有的因注重經濟導致三農問題、三難問題，

以及中共在集權控制社會過程中與經濟發展發展匯流，產生權錢交易等賄賂貪腐

問題，這些問題都使中共領導者在國內治理上面臨重重的困難與危機。 

習近平甫上任之初，面臨前述的問題挑戰更加劇烈，經濟成長的負面效應使

得社會的抗爭與動亂不斷，本節將針對習近平上任後面臨的國內政治社會變遷進

行剖析，檢視習近平主政時期的國內政治變遷與發展，並對於習近平所採取的應

對策略進行討論。 

壹、中國國內政治社會發展 

2012 年 11 月 15 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隔天隨即召

開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該會議中由 205 位中央委員選舉產生

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

記，習近平在會議中當選新一屆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並出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執掌軍權。在習近平接掌實權後，中國政治社會面臨的變遷與挑戰可以從四個面

向來討論，分別為政治權力的遞嬗制度化、貧富差距逐漸加劇、網路資訊與社會

組織的發展、貪腐問題加劇社會的混亂，以下將逐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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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上－權力繼承的制度化 

習近平於中央政治局的新局勢中，同時接任中央委員會與軍委主席，迥異於

前任領導者胡錦濤的接班模式，學者林中斌認為其具有三層重要意義：「一、習

將提早掌權：胡的裸退將助習早日揮灑有所作為；二、中共接班規範化：中共精

英政體（meritocracy）權力交接將進入軌道穩定運轉，甚至不遜於歐美民主政

體紛亂耗錢的選舉；三、隔代接班成型：胡錦濤愛將胡春華已被視為第六代領導

人，可能在 10 年後接班。胡錦濤裸退幫助習近平，等於間接種下習將幫胡春華

順利接班的種子。雖然不如鄧小平在九二年指定胡錦濤將於○二年上臺來得明確，

胡錦濤已在無言中安排了隔代接班人」26。其中值得關注的趨勢是中共領導者接

班的制度與規範化。從中共建政以來，革命世代的領導者諸如毛澤東、鄧小平等，

階是依其革命功勳與個人領導魅力進行領導，個人權力運用與主張足以顛覆與重

新建立體制，江澤民的出任領導者，大致採隔代接班指定模式，仍然是以建國革

命元老的權力指定作為依循，但江澤民之後的領導接班情況產生了變化，由於之

後的領導者不具建國功勳，缺乏個人權威，權力的來源依學者寇健文的看法，領

導者的類型逐漸由「個人權威型」轉變為「職務權力型」27。換言之，江澤民之

後的領導者上臺之初皆不具有主導全局的個人權力，皆為弱勢的領導者，必須經

過一段時間領導後，建立其領導班底以鞏固勢力。 

習近平的接班模式更跳脫江澤民的隔代指定接班模式，由黨內一小部份人的

選舉產生。2007 年 6 月 25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黨員領導幹部會議，就可

新提名為中央政治局組成人員預備人選進行民主推薦」。10月 22日，「在北京選

舉產生了 25人組成的第十七屆中央政治局」。這是中共史無前例的「黨員領導幹

部會議」用「民主推薦／選舉」的方式，產生政治局委員，而習近平就是在這種

方式下脫穎而出，成為中共第五代領導者候選人，此一制度創新打破過去中共的

26
 林中斌，「胡錦濤裸退，照亮其成就」（2012 年 11 月 16 日），聯合報，

http://www.udn.com/2012/11/16/NEWS/OPINION/OPI4/7502813.shtml。 檢索日期 2018年 3 月

2 日。  
27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權力轉移 1978-2010，（臺北市：五南，2010年 7月），頁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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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規則。依學者董立文的分析推測，習的出線是中共黨內各大政治勢力協調的結

果，其出線原因其認為是習近平沒有威脅、不搞派系而被各政治勢力所接受，其

權力基礎是很薄弱的 28。 

習近平的接班模式為中共之後的領導者接班開創出了新局，逐漸跳脫出個人

權力的運作範疇，而轉向制度化的權力移轉模式，由中央政治局委員選舉產生。

再者，由於接任的領導者缺乏功績與個人魅力的權威基礎，因此權力的來源主要

依附在其所掌握的職務上，此從江澤民從中央軍委主席卸任後，權力逐漸轉向以

胡錦濤為中心可資佐證。胡錦濤的裸退，讓接任的習近平能藉由兩項重要職位的

掌握，取得中共執政的權力，幫助習近平能盡早施展個人政治作為與改革，職務

的重要性與日俱增。 

二、社會上資源分配不均問題 

在北京大學於 2014 年 7 月 25 日發表《中國民生發展報告 2014》報告中，

指出「1995 年中國財產的基尼係數 29為 0.45，2002 年為 0.55（1995 和 2002 數

字來自以往研究），2012 年我國家庭淨財產的基尼係數達到 0.73，頂端 1%的家

庭佔有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產，底端 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 1%左右。

中國的財產不平等程度明顯高於收入不平等。」30雖然此一官方數字有很大的差

距 31，引起爭論，但民間數字可以反映出部分的真實。中國在鄧小平主張「讓一

部份人先富起來」與經濟發展之後，民間的財富積累逐漸增加，但所得分配上卻

產生失衡現象，如報告中所示，頂端的家庭擁有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產，財富

28
 董立文，「習近平集權之路的挑戰與不確定性」，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12卷第 3期（2016 年，

秋季號），頁 5。 
29
 基尼係數是一種定量測定收入分配差異程度的經濟係數，其統計值在 0和 1之間，被視為反映

社會貧富差距的數據。國際標準通常以 0.4 作為警戒線，一個國家的基尼係數大於 0.4，表示收

入差距較大，當基尼係數達到 0.6時，則表示收入差距懸殊。 
30
 參閱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網頁，

http://ciid.bnu.edu.cn/news/201407/20140728230014706.html ， 檢索日期 2018 年 3月 3

日）。 
31
此一數據明顯高國家統計的數據引起爭論，但是根據統計局公佈的資料，中國 2012年的基尼係

數為 0.474；2003-2012年這十年間，基尼係數在 0.47～0.49之間，2008 年達到最高點 0.491

後，開始逐步回落。參閱徐佳，大陸基尼係數真相，鳳凰周刊，2013年 2月 5 日，

http://www.ifengweekly.com/detil.php?id=869 ，檢索日期 2018 年 3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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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積累往金字塔頂端人口聚集，社會的貧富差距問題逐漸擴大，財富的資源分配

上實為不均。 

分配不均的問題在農民身上產生了所謂「三農問題」。詳言之，中國驚人的

經濟成長果實未及於農民，導致農民收入成長緩慢、農民負擔過重、城鄉收入差

距不斷擴大，以及農民運動加劇等 32問題。此外失業問題也是習近平上臺執政後

的一大挑戰，其中農民工與大學生的就業問題，一直為中共執政的棘手問題 33。 

三、網路資訊與社會組織的發展 

在科技日興月異的進展下，網際網路的發展興起，對於中共大陸的統治造成

挑戰。由中國最新發布的第 4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來看（詳見

下圖），截至 2017 年 12月為止，中國的上網人數規模已成到 7.72億，2017 年與 2016

年相比，共計約增加 4千萬人，互聯網的普及率為 55.8%，較 2016年成長 2.6個百

分點。其中使用手機上網的人數规模達 7.53 億，較 2016 年底增加 5734 萬人。

上網的族群中，使用手機上網的人數占比的由 2016 年的 95.1%提升至 97.5%，

手機上網的人數比例持續攀升。 

 
圖 3-1 中國網民規模與互聯網普及率 

資料來源：「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2017年 1月）」，中國互聯網

絡信息中心，http://www.cac.gov.cn/files/pdf/cnnic/CNNIC41.pdf。 

32
 王信賢，「傾斜的三角：當代中國社會問題與政策困境」，中國大陸研究，第 51 卷第 3期（2008

年 9月），頁 45。 
33
 同註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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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報告分析來看，2017 年中國的移動互聯網主要呈現三個特點︰服務場

景不斷豐富、移動終端規模加速提升、移動數據量持續擴大。在手機與網路科技

的逐漸成長下，中國人民獲得資訊與彼此溝通聯繫的管道逐漸多元、便利與及時

性發展，此對於中國在管理、掌控社會的作為上，產生極大的挑戰。 

此外，根據中國民政部的統計，截至 2016年為止，中國大陸依法登記的社

會組織共計 66.48 萬個（民辦非企業團體共 33.1 萬個，社會團體 32.9 萬個，

基金會 4841 個）。雖然這些組織多為與政府關係密切，且很多組織僅是公部門

的另一塊招牌，服務社會能力遠遠不足。雖然如此，但仍有許多組織是在政府的

控制之外，這些組織包括環保、愛滋扶貧婦女助農民工與慈善組織等，它們在地

方（甚至某些領域的影響力已達全國）均極為活耀 34。這些組織一來對於市民社

會的發展帶來了多樣的色彩，也在特定議題上扮演凝聚人民力量與組織人民動員

的角色，例如環保等環境議題等，這些連同網路的發展都是中國在近年社會發展

趨勢，也是中共領導者在治理作為上所面臨的環境與挑戰。 

四、貪腐問題加劇社會的混亂 

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曾喊出「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主張，而在當時，

中國進行對外招商引資，中國官員以政策和許可土地使用創造投資條件，也由於

中國土地係屬國有，國家通過徵地可以廉價取得土地，並由於掌握許可之權力，

可藉此權力圖利外商，並自獲利之外商得到大筆酬謝，自此中國官員的貪腐問題

層出不窮，以 2006 年 10 月 22 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出席於北京舉行「國際反

貪局聯合會第一次年會暨會員代表大會」開幕致詞表示：「堅決懲治和積極預防

腐敗，是中國政府的一貫立場。……反對腐敗是關係國家發展全局、關係最廣大 

人民根本利益、關係社會公平正義和社會和諧穩定的重大問題和緊迫任務。」

江澤民與胡錦濤領導者在談話中都將反貪倡廉做為重要的政治工作項目，顯見貪

腐情形在中國非常嚴重。在過去的數十年期間，揭露於公眾面前的貪腐案件數量、

34
 王信賢，「習近平上台後的社會治理與國家社會關係」，中共「十九大」政治菁英甄補國際研討

會，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17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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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官員數量、涉案中高級官員數量均在不斷上升，根據中共官方的統計指出，

2001 年以後，每年貪腐大案件超過 4 萬件，平均每天至少 109 件，超過 100 萬

人民幣的大案，在 1993 年有 57 件，但 2000 年以後，每年至少約 1,300 件，惡

化 23 倍 35。習近平上臺後，亦於談話中提到「腐敗問題愈演愈烈，最終必然會

亡黨亡國」。由此可見，貪腐問題在中國仍為嚴重的政治議題。 

上述的社會變遷與社會問題交織下，中國的社會抗爭運動急遽增加，根據公

安部 2006年 1月公布，2005年未經批准的群體遊行、示威集會活動達九萬六千

件，超過八百二十人次參加，平均一天發生高達二百六十三件集體抗爭事件。抗

爭包括各種議題，勞資糾紛、環境保護、消費者、種族議題、民族主義或是突發

事件等，對於習近平的治理作為產生挑戰。 

貳、習近平面對社會變遷下的統治作為 

前述的中國社會發展與相關問題，對於習近平出任中共領導者後，將產生很

大的衝擊與挑戰，對此習近平就其統治行為上採取「維穩」的制度建構 36，其做

法大致如下： 

一、加強言論控制 

對於網路訊息傳播與言論部分，習近平上臺後，中共除了強化既有的網路審

查機制外，更開始嚴密監控網路上異議份子的言論、加強網路警察巡察執法、擴

大五毛黨的運作與網路輿情分析師的設立等，特別是針對容易引發「集體行動」

的網路言論加強管制。為了統一網路管理，中共於 2014 年成立中共中央網路安全

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網信小組」），其下設置辦事機構中共中央網路安全和信息化領

導小組辦公室（「網信辦」）。其成立後發布《即時通信工具公眾信息服務發展管理暫

行規定》與各大入口網站簽署《跟帖評論自律管理承諾書》等，甚至在 2016 年 11

35
 唐彥博，「中國貪腐問題與防治措施之檢視」，展望與探索，第 6卷第 4期（2008年 4月），頁

53-71。 
36
王信賢，「習近平上台後的社會治理與國家社會關係」，中共「十九大」政治菁英甄補國際研討

會，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17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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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正式通過《網路安全法》作為管理網路的最高準則。近年來，中國對於公共言論

的控制逐漸緊縮，如透過「七不講」、「十六條」劃定輿論紅線、高校授課「綱領」、

「不得妄議中央」，近來甚至大規模約談抓捕維權律師與相關人士，顯見習近平上臺

後，逐漸抓緊對於中國社會言論的控制，社會上的言論空間逐漸緊縮。 

二、「創新社會治理」 

中共在政策制訂與執行上所遭遇的最大困境向來就是條條塊塊等部門利益的衝

突，各黨政部委對於分管業務出現「多頭馬車」的亂象，對此習近平從制度設置著

手，試圖解決此一問題，提出「頂層設計」的制度建立，例如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

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安委」）與「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深改組」）

兩個組織，透過「集權」的方式，試圖超越舊有框架、跨越部門本位主義與既得利

益藩籬。「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設立便是為了解決政出多門的問題，負責國家安全

事務的統籌協調；「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

體推進、督促落實」，主責經濟發展、社會穩定、民生改善等工作。 

習近平提出的創新社會治理，主要是從頂層、源頭上管理，意圖透過頂層的制

度設計，統整大陸各部門的政策主張，此做法有兩項意義，第一是權力逐漸往領導

者習近平身上集中。過往中共國家經濟事務的主要負責在於國家總理的政府機構上，

習近平透過深改組的組織建立，並由其擔任工作小組的領導者，進一步控制中國社

會、經濟政策的主導權。學者董立文即指出「此舉削減總理李克強的經濟決策權，不

僅於此，改革是全方位的，包括政治、法律、社會、文化、外交、國防等領域都可以包

含在這個領導小組的工作範圍內。由於設置在黨內，實際運作是要讓習近平能夠發揮總

攬全域、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此一改革取代過去 20年的「集體領導、分工負責」

制，往一人獨裁的家長制發展。」
37由此可以，習近平此舉加強統治權力的集中，藉由

擴權政策進行「維穩」的政策作為。 

37
董立文，「習近平集權之路的挑戰與不確定性」，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12卷第 3 期（2016年，

秋季號），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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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習近平的建置制度來擴權作為，其實也剛好符合前述中國政治變遷中的

觀察。當近代的中國領導者缺乏開國元老的功勳之個人權威基礎下，其實領導者

的權力來源就轉趨於職務上所帶來的權力，如此一來就可以理解為何席平上排後

不斷地建立各種組織，並在其中擔任要角，例如習近平上臺後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對臺工作領導小組的組長之外，還

自創並兼任中共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中央網路安全和資訊化領導小組、中央財經領

導小組、深化軍改領導小組、中央統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與軍委

聯指總指揮職務
38
，由制度帶來其權力基礎，進而全面掌控中國的國家社會，進行其統

治及「維穩」的政治作為。 

前面討論為習近平上臺後所面臨中國國內政治社會變遷下，所進行的作為及

挑戰，至於習近平上臺後，兩岸關係的發展究竟為何？在美中兩個大國的各自考

量下，兩岸關係又呈現如何的發展，此為以下的論述重點。 

第三節 中美博弈下的兩岸關係 

習近平中國夢的提出，以兩岸一家親為訴求主軸，希冀透過兩岸經濟、文化

的交流發展，共創兩岸偉大的民族復興。綜觀習近平中國夢的思想與主張，兩岸

的統一仍為其核心主張，其以軟性的訴求為手段，希望透過兩岸的經濟、文化發

展，實踐兩岸統一的政治主張。其主張符合中國的核心利益，但在中國社會問題

與挑戰層出不窮之際，兩岸關係或外交政策似非習近平領導者處理議題的急迫選

項，此從的十八屆人民代表大會的工作報告中，僅 10 分之 1 涉及外交議題可資

佐證 39。然而兩岸議題的處理仍為習近平政策主張的重點，究竟其作法背後的主

要考量為何？另外，美國在兩岸關係的發展中又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其行為背後

的考量與主張為何？此為本章的探討重點。 

38
 學者董立文稱其為掌握了「十二把刀」。 

39
 Sheng-ping Hu, “General Assessment of the PRC’s Foreign Policy: New Initiatives and 

Orientations under Xi Jinping,” Prospect Journal, No. 11 (2014), pp.6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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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習近平的兩岸政策基於國內穩定考量 

習近平上臺後，對於兩岸政策上，多次呼籲兩岸同胞共圓中國夢。其對於兩

岸關係的相關重要談話如下： 

一、2013年 2月 25日，習近平在會見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及隨訪臺灣各

界人士的講話時指出，“兄弟齊心，其利斷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

兩岸同胞共同努力。我們真誠希望臺灣同大陸一道發展，兩岸同胞共同來圓「中

國夢」40。 

二、2013 年 4 月 6 日習近平在博鼇會見臺灣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榮譽董事長

蕭萬長一行時強調，兩岸同胞要真誠團結合作，共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中國夢而努力奮鬥。與蕭萬長會晤時強調，要珍惜歷史機遇，保持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良好勢頭。兩岸民眾都希望兩岸關係取得更大進展。雙方應該順應民心、抓

住機遇，促進兩岸關係發展取得新成果。其指出，增進兩岸政治互信，夯實共同

政治基礎，是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關鍵。「著眼長遠，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

分歧問題終歸要逐步解決，總不能將這些問題一代一代傳下去。」並提到「我們

已經多次表示，願意在一個中國框架內就兩岸政治問題同臺灣方面進行平等協商，

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對兩岸關係中需要處理的事務，雙方主管部門負責人也可以

見面交換意見。」41 

三、2014年 2月 18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北京會見中國國民黨榮譽主

席連戰一行時，發表了“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重要講話，習近平

強調「希望兩岸雙方秉持‘兩岸一家親’的理念，順勢而為，齊心協力，推動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取得更多成果，造福兩岸民眾，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

夢。 

40
 「習近平：兄弟同心，其利斷金」，人民網，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2015/0822/c1001-27500142.html 

， 檢 1索日期 2018年 3月 10 日。 
41
 「會晤蕭萬長 習近平：政治問題不能一代一代傳下去」，ETtoday新聞雲報導，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31007/279079.htm， 檢索日期 2018年 3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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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4 年 3 月 4 日習近平參加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的民革、臺盟、臺

聯委員籌組會時，強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一條維護兩岸和平、促進共同發展、

造福兩岸同胞的正確道路，也是通向和平統一的光明大道，我們應該堅定不移走

和平發展道路，堅定不移堅持共同政治基礎，堅定不移為兩岸同胞謀福祉，堅定

不移攜手實現民族復興。」 

五、2015年 11月，習近平在新加坡與馬英九會面時提出「民族強盛，是兩岸

同胞之福；民族弱亂，是兩岸同胞之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兩岸同胞前

途命運息息相關。當前，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接近、更有能力實現這個偉

大夢想。我們在幾十年的時間內走完了世界上很多國家幾百年的發展歷程。我相

信，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臺灣同胞定然不會缺席」談話。 

六、2016年 11月 2日，於會見當時中國國民黨主席洪秀柱時，對於兩岸關係

提出六點意見：(1)堅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2) 堅決反對「臺獨」

分裂勢力及其活動；(3)推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4)共同弘揚中華文化；(5)

增進兩岸同胞福祉；(6)共同致力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七、2016 年 11 月 11 日，習近平在孫中山先生誕辰１５０周年紀念大會上發

表講話指出：「兩岸同胞是血脈相連的骨肉兄弟。兩岸是割捨不斷的命運共同體。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維護兩岸和平、促進共同發展、造福兩岸同胞的正確道路。

我們堅持「九二共識」的共同政治基礎，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增進同胞福祉

和親情。臺灣任何黨派、團體、個人，無論過去主張過什麼，只要承認「九二共

識」，認同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我們都願意同其交往。兩岸同胞前途命運

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密不可分。兩岸同胞以及海內外全體中華兒女要攜起手來，

共同反對「臺獨」分裂勢力，共同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實現祖國完全統一而努

力，共同創造所有中國人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來。」42 

42
「習近平紀念孫中山誕辰 150 周年的講話」，ETtoday新聞雲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61111/809807.htm#ixzz5ERvZ3zLe ， 檢索日期 2018年，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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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2017年 10月 18日，中共第 19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十九大）習近平的

開幕演說中提到：「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全體中華兒女共同願

望，是中華民族根本利益所在。必須繼續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推

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 

一個中國原則是兩岸關系的政治基礎。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明

確界定了兩岸關系的根本性質，是確保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關鍵。承認「九二共

識」的歷史事實，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兩岸雙方就能開展對話，協商解決兩

岸同胞關心的問題，臺灣任何政黨和團體同大陸交往也不會存在障礙。 

兩岸同胞是命運與共的骨肉兄弟，是血濃於水的一家人。我們秉持「兩岸一

家親」理念，尊重臺灣現有的社會制度和臺灣同胞生活方式，願意率先同臺灣同

胞分享大陸發展的機遇。我們將擴大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實現互利互惠，逐

步爲臺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的待遇，增進

臺灣同胞福祉。我們將推動兩岸同胞共同弘揚中華文化，促進心靈契合。 

我們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絕不容忍國家分裂的歷史悲劇重演。一

切分裂祖國的活動都必將遭到全體中國人堅決反對。我們有堅定的意志、充分的

信心、足夠的能力挫敗任何形式的「臺獨」分裂圖謀。我們絕不允許任何人、任

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

出去！」 

從上述的談話來看，「兩岸一家親」的血緣是其論述深化兩岸合作、合作的

起點，以此加強兩岸在經濟與文化的交流合作，共創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其論

述上隱含兩岸統一的終極目標，究其主張的主要目的，在於維護中國主權與領土

完整。詳言之，中共領導者習近平近期對於臺灣的政策主張上，強調反對「臺獨」

勢力的擴張與發展，此一主張有兩種意涵，其一，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中共不

容許臺灣進行獨立分裂活動，因為此一主權、領土的分裂活動如不抑制，將造成

骨牌效益，疆獨、藏獨等中國境內的其他獨立運動勢將愈演愈烈，造成中國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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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動盪不安。其二，主權領土的完整屬於中共的核心利益，臺獨的主張挑戰

中共的統治權與國家利益，習近平如要對於中國國內進行有效的統治，勢必無法

接受其核心利益受到挑戰與分裂，故「一個中國原則、和平統一」是其緊握的政

治主張。 

此外，習近平的兩岸政治主張，藉由兩岸同屬一家人以強化交流、合作的主

張，以中國國內人民的共同想法-兩岸統一來凝聚國內社會的共識與團結，進一

步促進中國國內的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換言之，中共習近平的外交與兩岸政策

主要是以中國社會的穩定與經濟發展的考量為主要目的 43，中共領導者在面臨國

內棘手的社會政治問題情況下，由於該問題不易於短期內獲得解決，且亦囿於政

府部門內部貪腐與執行問題，導致成效與效能不彰。相較之下，兩岸政策主張一

來具有社會共識，中國社會的集體支持度高，二來中共政府對臺的外交政策執行

與貫徹能力強 44，故以兩岸關係的政治主張與作為來轉移國內政治、社會問題的

一種手段，以此號召國內人民團結，進一步達成中國社會的穩定與經濟成長，鞏

固中共的領導地位。學者于潔 45對此提到「中國外交的基本特點：『外交是內政

的延伸，外交為內政服務』在過去五年沒有改變，今後五年甚至很長一段時間也

難以更改。中國外交策略的強硬或者溫和程度都取決於外交怎樣為內政和鞏固中

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服務。」依此來看，中共的兩岸政策基本上也依循此模式，

以中國國內的政權與社會穩定為其主要考量。 

貳、美國的搖擺立場 

美國在美中臺關係的立場上，常因不同國際局勢或領導者的主張，呈現不同

的政治主張與做法。例如在 1960 年代中蘇衝突加劇後，中國與蘇聯的原先同盟

43
 同註 127。 

44
 學者王信賢提出中共領導階層面對政經和社會問題，但此些問題皆涉及國家「基礎能力」

（infrastructural power），此種權威其往往被各種「條條」、「塊塊」所切割，導致效能不

彰；而對台政策屬「專制權力」（despotic power）的一環，其執行與貫徹力相對而言較強。 
45
 于潔，「觀點：十九大後的中國外交「策」與「術」」，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1673603  檢索時間 2018年 3 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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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惡化，在當時二極對立的國際政治體系之下，美國欲拉攏中國來圍堵蘇聯，

致使在亞太局勢的戰略思考中，原先以臺灣作為圍堵中蘇同盟的國際作為，轉向

尋求與中國合作來圍堵蘇聯，致使臺灣的戰略地位相對降低，導致卡特政府於

1979 年與臺北斷交而與北京建交，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政府。及至雷根

政府時期，隨著美國在 1982 年後的經濟復興，其反共意識型態在其外交政策中

成為重點， 

雷根代表共和黨競選美國總統時，公開表示：如果他當選總統，他一定要重

新調整美國和臺灣的關係，恢復以前的外交關係。因此當他當選總統之後，雷根

向臺灣政府提出下面「六大保證」，內容為：1.美國並未同意在對臺軍售上設定

一個結束期限；2.美國並未同意中國之要求，對臺軍售必須事先與中國磋商；3.

美國無意扮演中國與臺灣之間的協調人；4.美國不同意修改《臺灣關係法》；5.

美國並未同意變更，美國對臺灣主權的一貫立場；6.美國不會對臺灣施加壓力，

使臺灣與中國進行談判。此外，雷根政府並排除中共的阻力，對臺提供必要的防

禦武器與裝備；例如以科技移轉的變通辦法，協助臺灣生產經國號戰機及第二代

戰艦 46，其外交作為雖仍與中共聯合以制衡蘇聯，但是對於臺灣部分仍予以合作，

以作為箝制中國的力量。由此可見，美國在與中國與臺灣關係的立場實非堅定，

隨著不同的國際情勢發展與領導者的主張下，美國將採取對於其國際戰略與發展

最有利的做法。 

對於中共的看法而言，美國不同領導者或不同時期對於中國的定位看法也有

所不同。柯林頓政府時期將中共定位為「建設性戰略夥伴」（constructive 

strategic partner），企圖透過全面交往的方式，將中國融入西方體系的運作

機制中，並接受美國所塑造的國際體系，維持區域穩定。小布希（George W. Bush）

政府第一任時其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認為

中共利用經濟與軍事優勢威脅鄰國，並將南海軍事化對於中國持威脅論的看法。

46
 張旭成，「二十一世紀的台美關係」，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9卷第 3期（2013 年，秋季號），

頁 2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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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第二任時將其定位為，於 2006 年 2 月 6 日，美國國防部在最新發表的《四

年防務評估報告》中明確提出，美國對中國的目標是，繼續使中國成為經濟上的

夥伴和「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明顯轉化對於

中國的威脅論看法； 歐巴馬政府第一任初期視大陸為合作夥伴，希望雙方發展

「務實而有效的關係」，但其後推動「亞太再平衡」戰略，將大陸視為競爭者與

潛在敵人 47。雖然各個時期與領導者主張皆有所不同，但美國的國際地位與國家

利益可以做為其衡量其亞太政策的基準，不管是早期的聯中制蘇，還是蘇聯解體

後的中國定位主張，都可以看見美國對於其國際地位與國家利益衡量後的外交政

策作為。   

    近期川普上臺後，其以「美國優先」為治國核心理念，先內後外，經貿

上傾向保護主義政策，以美國國內的企業與經濟發展為優先，外交上傾向孤立主

義，提出 TPP 及減少海外軍事介入等作法，目的在於減少外際事務的參與與支

出，專心於國內經濟發展，由此看來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退卻已屬必然，此發

展勢將使中國大陸獲得機會擴張其在亞太區域內的政經實力與影響力，美消「中」

長的結果，勢必影響美國對臺灣的支持力道 48。由此顯見臺灣需在中國統一發展

的政治考量與美國國家利益的戰略考量下，謀求在亞太區域的生存空間，此兩大

國的各自謀算的博弈賽局也牽動著臺灣外交局勢與國際地位。至於臺灣在不同領

導者之下，與中共習近平領導者的互動討論，將為下面章節討論的重點。 

 

47
 胡聲平，「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對臺美「中」關係的可能影響」，展望與探索，第 14卷第 12 期（2016 

年 12 月），頁 15-20。 
48
 胡聲平，「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對臺美「中」關係的可能影響」，展望與探索，第 14卷第 12 期（2016 

年 12 月），頁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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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習近平主政下與國民黨政府的互動 

2008 年臺灣總統選舉，選後形成第 2 次政黨輪替，由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

當選臺灣總統，馬英九上任後即以「不統、不獨、不武」的主張表達維持臺海現

狀的立場，並且以靈活務實態度提出所渭「活路外交」政策，主張在「九二共識」

的基礎上通過兩岸制度化協商，達到外交休兵的目標。有別於前任陳水扁時期，

在「臺灣中國、一邊一國」的口號下，使得兩岸關係處於氣氛緊張的狀態。2012

年馬英九尋求連任成功，間接標誌著中共領導人胡錦濤對臺政策的正確性。同年

11 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由習近平當選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

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隨後完成中共第五代領導人接班，習近平上任初期對於

兩岸問題表現出「胡規習隨」的立場，也就是說基本上還是根據胡錦濤既有的路

線，以「和平發展、一國兩制」、堅持「九二共識」為主的大方針，另外在中共

十八大政治報告中，首度將「九二共識」寫進去，顯示習近平對臺工作亦將會以

「九二共識」為基礎，兩岸破冰後的交流往來將於本章第一節論述。 

臺灣在馬英九擔任總統時提出「先急後緩、先易後難、先經後政」等口號下，

雙方面簽署多項雙邊經濟架構合作協議(ECFA)，而本章第二節重點在探討馬英九

政府與中國大陸雙方展開熱絡的交流互動，兩岸關係發展在看似一切順利地當下，

在 2014 年期間馬英九政府因欠缺與民眾有效的溝通技巧，讓人民對《海峽兩岸

服貿協議》疑慮重重，導致 3 月 18 日引發由臺灣大學生以及公民團體共同發起

佔領立法院的社會運動事件(318學運)，這無異顯示著臺灣人民對兩岸交流進度

太快而感到憂慮，擔心可能無法控制臺灣的未來。雖然在 2015年舉行了睽違 66

年的兩岸領導人會談(馬習會)，但仍然無法彌平臺灣人民對馬英九政府，是否能

引領臺灣走在兩岸關係正確道路上的疑慮，至此兩岸關係出現重大轉折，最後一

節論述重點在馬英九政府在有別於前任陳水扁政府以烽火外交著稱的交流模式，

改採所謂活路外交之名的交流互動模式，馬英九總統希望他的兩岸政策能有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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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達成「暫行架構」，以此找出讓兩岸在國際上共榮共存的辦法，其是否有達

到預期成果目標將在此節進行分析與探討。 

第一節 習近平與馬英九的互動 

2008年 5月 20日馬英九就任中華民國總統，隨後在「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

基礎上擱置爭議，而九二共識也是中共願意對臺展開交流合作的基礎。馬英九在

與中共交涉的策略上，在主權上主要採取模糊以對的方式，一方面爭取兩岸和平

空間，一方面安撫臺灣內部部分怯戰的情緒。而馬英九與胡錦濤找到的共識「擱

置爭議」與「不統、不獨、不武」的主張實際上是一體之兩面。然而，這一模糊

暗藏著盲點，也就是：不獨，是馬胡雙方的共識，「不統」卻不是。精確地講，「不

統」的意思是：「不立即統一」，但不是拒統。

1並且依「以國家為主、對人民有利｣的原則，以「先急後緩、先易後難、先

經後政」順序，讓兩岸在此前提下展開兩會復談。雙方進行密集協商至 2012 年

12 月底，總計進行了 8 次江陳會談，另外簽署了包括「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

協議」（ECFA）、海峽兩岸空運協議、海峽兩岸海運協議、海峽兩岸郵政協議、兩

岸共同打擊犯罪等共計 18項協議及 3項共識。 

2013 年初習近平接任胡錦濤成為中共第 5 代領導人，習近平主政初期，延

續胡錦濤的對臺政策，展現出「胡規習隨」的互動模式，而兩岸領導人在各自主

政期間，也有過多次交流與互動，大多通過致電、問候等多種方式「隔空交流」。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與馬英九兩次的相互致電。第一次是在 2012 年 11 月

15 日，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習近平當選總書記。馬英九當天即電賀習近平。

習近平也給予了回覆。第二次則在 2013年 7月 20日，馬英九當選中國國民黨主

席。當晚，習近平向馬英九發出賀電。在賀電中，習近平稱呼馬英九為「先生」。

同日，馬英九復電習近平表示感謝。 

1
 顏建發，「馬英九邁向以中國中心之戰略思維的困境與挑戰」，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6卷第 2

期(2010年夏季號)，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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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次轉達問候。在雙方面均釋出善意後，2013年 2月 25日，習近平在人民

大會堂會見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及臺灣各界人士訪問團。連戰向習近平轉達

了馬英九的問候，習近平也請連戰轉達對馬英九的問候。2013年 6月 13日，習

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及國民黨訪問團全體成員。

吳伯雄轉達了馬英九對習近平的問候，習近平也請吳伯雄轉達對馬英九的問候。

2013 年 10 月 10 日，馬英九在「雙十慶典」發表講話，談及兩岸關係時，首次

以「先生」稱呼習近平。四次提及希望能促成「馬習會」的歷史會談。2014年 2

月 18 日，習近平在北京會見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當時習近平向連戰提到

「習馬會」，並徵詢連戰對「習馬會」的意見，連戰則以「樂觀其成」作回應。2

馬英九也曾在 2013年 8月、2013年底、2014年 5月，三次公開表態，希望藉由

在大陸舉行的 APEC會議舉行「習馬會」，不料最終是以宣告破局收場。習近平與

馬英九在隔空互動中，都表達了和平發展兩岸關係，共同為兩岸同胞幸福、中華

民族復興，攜手努力的願望。3 

壹、「馬習會」對兩岸關係發展意涵 

2015 年 11 月 7 日下午臺灣海峽兩岸領導人，我方的馬英九總統與大陸的

國家「馬習會」是 66 年來兩岸間的重大事件，贏得舉世的矚目與關注。這其中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扮演極重要的角色。因為，就北京而言兩岸領導人見面，目的

就是要結束雙方過去的恩恩怨怨，共商「祖國和平統一」，所謂「渡盡劫波兄弟

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洰此一中共長期的對臺戰略目標，在習近平上任後，更

為其所念茲在茲，是為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所必須。根據第

2
 「習晤連戰 主動探問「習馬會」」，明報新聞網，

https://news.mingpao.com/pns/%E7%BF%92%E6%99%A4%E9%80%A3%E6%88%B0%20%20%20%20%E4%B8

%BB%E5%8B%95%E6%8E%A2%E5%95%8F%E3%80%8C%E7%BF%92%E9%A6%AC%E6%9C%83%E3%80%8D-%E9%80%

A3%E6%88%B0%E5%9B%9E%E6%87%89%EF%B9%95%E6%A8%82%E8%A7%80%E5%85%B6%E6%88%90/web_tc/a

rticle/20140220/s00013/1392836229632 ， 檢索日期 3 月 17日。 
3
 「習近平和馬英九的九次「隔空交流」」，大紀元，

http://www.epochtimes.com/b5/15/11/7/n4567999.htm，檢索日期 2018年’2月 12 日。檢索

日期 2018年 3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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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ews.mingpao.com/pns/%E7%BF%92%E6%99%A4%E9%80%A3%E6%88%B0%20%20%20%20%E4%B8%BB%E5%8B%95%E6%8E%A2%E5%95%8F%E3%80%8C%E7%BF%92%E9%A6%AC%E6%9C%83%E3%80%8D-%E9%80%A3%E6%88%B0%E5%9B%9E%E6%87%89%EF%B9%95%E6%A8%82%E8%A7%80%E5%85%B6%E6%88%90/web_tc/article/20140220/s00013/1392836229632
https://news.mingpao.com/pns/%E7%BF%92%E6%99%A4%E9%80%A3%E6%88%B0%20%20%20%20%E4%B8%BB%E5%8B%95%E6%8E%A2%E5%95%8F%E3%80%8C%E7%BF%92%E9%A6%AC%E6%9C%83%E3%80%8D-%E9%80%A3%E6%88%B0%E5%9B%9E%E6%87%89%EF%B9%95%E6%A8%82%E8%A7%80%E5%85%B6%E6%88%90/web_tc/article/20140220/s00013/1392836229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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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線安排「馬習會」的我方官員，時任陸委會主委夏立言事後表示，「馬習會」

完全是北京主動提出的，從此可見習近平的企圖心。 

一、兩岸對話層級提升： 

(一) 兩岸於 1949 年分治六十多年以來，即是兩個政權敵對關係，彼此不承

認對方的主權及治權，兩岸宣稱的主權範圍則是包括對方且相互重疊。如此，兩

岸領導人自然不能以「中華民國」總統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的身分會

面，成為交流問題是最大的阻礙。為了避免涉及主權歸屬相關問題，雙方曾建議

可以由黨主席的身分會面，但始終無法有對等的認知，最後無疾而終。4 

(二) 期間兩岸自 1987 年開放探親以來，由民間展開相互來往，並且逐漸熱

絡，其間也經過幾次波折，自 2008 年馬英九上任後又開始恢復官民間的來往，

但是最高層次僅止於主管兩岸事務負責人之間的會面，並尚未及於兩岸領導人之

間。幾經波折後，雙方同意以臺灣與大陸領導人的身分進行會談，究其主席身分

更具有國家統治權的意涵，政治位階更加提昇。雙方互稱領導人，等於認可對方

治權，也包括大陸接受臺灣的治權地位。 

(三)習近平以大陸領導人的身分與馬英九前總統見面，不以「中華人民共和

國」國家主席的身分，雙方呈現了對等的關係。在不能以雙方的國家元首職稱見

面，又要實質肯定對方的治權代表，以領導人的身分見面，是退而求其次最佳的

安排，顯示雙方的務實，以及大陸對於臺灣方面的善意。5 

二、重申『九二共識』 

(一) 兩岸雙方肯定『九二共識』係於 1992 年香港會談後，兩岸透過書面往

來所形成的共識，並非憑空所杜撰，內涵就是兩岸均同意「一個中國的原則」。

但是，我方所敘述內容及立場是兩岸對「一個中國」認知不同，我方主張「中華

民國」，大陸所主張「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岸各自不同的表述「一個中國，各自

4
 何清漣，「「馬習會」對台灣政治影響有多大？」，《看雜誌》，第 162 期，2015年 12月 1日，頁

67-69。 
5
 新華社，「國臺辦：臺灣有關方面應立即停止策反陸生行為」，臺灣網，2014年 10月 27 日，

http://taiwan.huanqiu.com/roll/2014-10/5181028.html ，檢索日期 2018年 3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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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另大陸國臺辦主任張志軍於會後記者會發表，大陸並未因為這次會面而

接受我方的看法，仍堅持『九二共識』的內涵，就是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的

原則，未提及各自表述的空間。 

(二)這也意謂，兩岸立場截然不同，因為在過去七年多以來，臺灣對於『九

二共識』的立場就是『一中各表』，不妨礙兩岸恢復協商，商訂出 22項協議及陸

委會與國臺辦負責人的接觸，並促成「馬習會」的舉行。由此可見，大陸對於我

方主張的『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雖然不同意，但是仍然可以接受，並以此

為基礎推動兩岸的和平發展關係。馬英九於會中清楚向習近平說明，在中華民國

《憲法》的架構下，兩岸同屬一國，而非「兩個中國」及「一中一臺」的關係，

也不會推動臺獨，這與大陸的基本立場相同。 

(三)就『九二共識』部分，習近平在開場時提及，在會後的記者會中，張志

軍也再度重申『九二共識』，強調臺灣各個黨派團體只要接受『九二共識』，均願

意與其交往。明顯，大陸有意運用「馬習會」的場合，向臺灣各黨派公開喊話，

接受『九二共識』，以利兩岸關係發展，如果沒有『九二共識』為基礎，兩岸關

係將會產生動盪。 

只是「馬習會」後，臺灣民眾所以對習近平的信任感不僅沒有增加，不信任

感卻創新高，應與習近平在「馬習會」的講話強力訴求中國民族主義有關，這些

訴求在島內臺灣認同日益增強的氛圍下，反而讓臺灣民眾聽起來更不舒服，對習

更不信任。閉門會議結束後，國臺辦的記者會，以及後來所發布的新聞稿，一方

面強調兩岸同胞是打斷骨頭連著筋的同胞兄弟，是血濃於水的一家人；另一方面

卻又恐嚇臺灣必須堅持「九二共識」、反對「臺獨」，否則兩岸關係將遭遇驚濤駭

浪，這樣軟硬兼施的語氣，難怪臺灣民眾對習近平的不信任感創新高。真是不見

還好，愈見愈糟糕。 

尤有進者，習藉「馬習會」講出他要講的話，但馬總統卻沒有在習面前公開

講出「一中各表」，讓為民眾整體感覺「馬習會」對大陸比較有利，對臺灣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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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既然對臺灣不利，進一步談判兩岸政治關係的意願當然會下降。但跟馬總

統的表現無關，因為馬即將卸任，民眾不預期他會在未來的兩岸政治談判扮演角

色，因此儘管馬的表現負面評價多於正面，但統計模型發現，馬的表現與是否贊

成兩岸政治談判無顯著的關聯。簡而言之，受訪民眾認為「馬習會」對大陸較有

利，對臺灣較不利，又認為習近平似乎要影響臺灣總統選舉，所以會後對習近平

更不信任。 

貳、「馬習會」後兩岸新局面 

2015兩岸領導人馬英九、習近平於新加坡舉行「馬習會」，本次會面是兩岸

分治以來，首次舉行的最高領導人會晤，亦備受國際關注。由於兩岸雙方一直在

計劃著領導人會面的可能，進而在雙方多次協商後，最終敲定於新加坡舉辦會面，

亦開啟了領導人首次對話的契機。然而早在之前，我方就有意希望能夠藉由總統

出席 APEC(亞太經合會)會議，與習近平進行會面，但由於 APEC 是為國際組織，

歷次會議皆是以各國元首為主的峰會，我方依慣例都是指派「元首代表」出席，

避免形塑兩個國家的觀感。因此，針對兩岸領導人會面，中共亦多次表達不適合

借助國際場合，而我方則認為 1993 年「辜汪會談」具有歷史意義，建議可於第

三地新加坡舉行會面，因而促成「馬習會」的成形。6「馬習會」的舉辦，亦可

看出中共所釋出的善意。在會談過程中，雙方在對等、尊嚴的原則下進行，特別

是雙方的與會人員皆是依照各自官職對照而座，而會後的國際記者會，我方的官

員席前，更出現印有我國國旗與總統的職稱字樣的桌牌，體現出雙方「充分自由

發揮」的模式。雖然本次會談雙方並未有實質結論，但兩岸領導人首次會面，創

下臺灣領導人首次同中共領導人提出「中華民國」以及「一中各表」的談話紀錄，

其所代表的意義亦更重大。過去兩岸領導人之所以未能見面，其中一個重要因素

6
 「中拒 APEC 會面 我挑新加坡」，蘋果日報(臺北)，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51105/36882414 ，檢索日

期 2018 年 3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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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為身分問題，曾經有人建議馬英九可用黨主席身分訪問大陸，但是在「九合一

大選」敗選後，馬英九亦因此辭去黨主席，見面的條件看似減少，然而雙方最終

達成以領導人的身分見面，習近平亦不以「中國國家主席」身分，雙方改以領導

人的身分進行會面，其所代表的是中共所釋出的善意，以及對等與政治位階的宣

示。7然而「馬習會」的舉行，還有一項重要因素，是為雙方所追求的歷史定位。

綜觀習近平的多次談話，多次表達不希望「兩岸問題一代代傳下去」，特別是中

共內部經濟與社會問題遽增的同時，兩岸領導人會面將有助其穩定內部情勢，型

塑其國際聲望；而馬英九同時亦深陷國內低民調的泥淖，特別是 2016 年總統大

選將至，不論於公於私，都使得其更需要在卸任前完成此項歷史項目。除此之外，

本次會晤中，習近平的兩大軍師栗戰書與王滬寧亦隨之其旁，看得出習近平對此

次會面的高度重視。 

雙方在公開致詞談話中，習近平再次強調兩岸一家親的理念，以及重申堅持

九二共識、鞏固共同政治基礎、深化兩岸交流合作等。而馬英九則提出兩岸的五

點主張，分別是鞏固「九二共識」，降低敵對狀態；維持和平現狀，和平處理爭

端；擴大兩岸交流，增進互利雙贏；設置兩岸熱線，處理窒礙問題；兩岸共同合

作，致力振興中華。8從雙方的談話中可以發現，兩岸雙方共同攜手和平發展是

本次會談的主要基調，中共亦希望藉由「馬習會」肯定過去兩岸的交流進展，特

意凸顯承認及遵守「九二共識」的重要性。 

然而兩岸目前仍存在許多矛盾及立場不明的問題，特別是目前雙方的共同政

治基礎不足，「九二共識」在臺灣內部也引起不小的爭議與廣泛討論，雖然過去

兩岸已取得不少交流成果，但是雙方並未因此取得彼此的互信，反之，在缺乏政

治基礎的深化交流下，將會造成雙方更多的疑慮，對兩岸關係的發展並不是件好

的事情。因此，本次會談的目的就是藉由雙方領導人的會面，確立 「九二共識」

7
 王高成，「『馬習會』的意涵與影響」，展望與探索月刊(臺北)，第 12 卷，第 11 期，2015 年 4

月，頁 1-2。 
8
 「馬習會登場 馬英九 習近平開場發言全文」，中時電子報(臺北)，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51107003702-260401 ，檢索日期 2018年 3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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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同政治基礎，也是現階段雙方最主要的政治基礎。「馬習會」後，雙方亦達

成了幾項共識，其一，雙方肯定並重申「九二共識」是維護兩岸發展的重要基礎，

對於「九二共識」的內涵，雙方認知仍然有不同的解讀；其二，雙方同意對於兩

岸協商中的主要議題加快腳步進行協商。也歡迎臺灣參與中國大陸「一帶一路」

的戰略建設及加入「亞投行」，藉以繼續深化兩岸經貿交流；其三，建立陸委會

及國臺辦的首長熱線，有問題立即溝通處理，避免因誤判情勢而衍生後遺；其四，

減少並降低兩岸敵對狀態，雙方加強交流與合作，共創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9 

自 2008 年開始，兩岸關係的階段，已經向前邁出一大步，逐漸走向下一個

階段的政治定位，在「馬習會」上雙方領導人相互以尊稱「先生」的方式，替未

來進入下一階段的「定位問題」，奠定重要的基石。「馬習會」就好比「辜汪會談」

時的情形，對於可能涉及主權爭議的問題均巧妙且成功的化解彼此歧見。有效推

鄧兩岸關係係朝和平發展方向邁進，然而對於協商所帶來的制度化機制是需要鞏

固的重點項目，兩岸雖然秉持著「先經後政」的交流模式，但政治方面卻始終無

法有任何進展，所以藉由「馬習會」的場合，一方面對於「先經」惠臺成果的肯

定，二方面也是在為「後政」所安置的鋪路石。對於雙方互相以先生的方式稱謂，

可以說是雙方均在擺脫歷史的包袱下，一起進入新的階段，將用平等的稱呼將國

家主權及彼此矛盾的問題暫行擱置。在彼此尊重治權存在的事實上，進入「深水

區」初步協商，商談兩岸關係的實質定位。如同馬英九所說，我能做的就是我的

任期內，把這個橋搭好。明年無論誰當選，都可以很快上橋渡河。無論任何人當

總統，都可以依循這個模式，繼續深化兩岸關係。10最重要者，此舉無疑承認，

兩岸分野的治權現實與即將可能突破「深水區」的禁地，同時，也為未來可能的

「蔡習會」甚或是往後其他的臺灣執政者，提前解決了兩岸領導人商談所涉及的

9
 王高成，「『馬習會』的意涵與影響」，展望與探索月刊(臺北)，第 12 卷，第 11 期，2015 年 4

月，頁 3-4。 
10
 「不論誰當總統 都能辦「馬」習會」，中時電子報(臺北)，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1106000419-260102 ， 檢索日期 2018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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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及主權問題，進一步將兩岸關係帶領進入全新世代的重要里程，為未來兩岸

領導人會面甚或「深水區」的談判奠定基礎。 

第二節 太陽花學運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2008 年臺灣第二次政黨輪替後，在馬英九執政時期兩岸關係逐漸好轉，兩

岸經貿維持穩定成長，在兩岸共同簽署 ECFA 後，雙方貿易往來更具有制度化，

只是兩岸的分歧並沒有隨之漸少，人民對於此是逐漸的不信任政府更不信任中國

大陸，更緊密的連結反而加速了人民的憂慮。在兩岸的各項議題的發酵下，使得

臺灣民眾反中的情緒日益升溫。2014 年 3 月 18 日發生了以學生為組成份子進

行抗爭的「太陽花學運」(亦稱 318學運)。引發學運的主因是為了國民黨立法委

員張慶忠則以 30 秒的時間宣布完成《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委員會審查，

並作成交付立法院的決議。由於審議過程的草率及瑕疵，引發一群大學與研究所

學生以及社會人士的反對。當日晚間，在立院門口靜坐抗議服貿的學生團體攻其

不備，突破了警方的封鎖線闖入立法院，這群學生佔領立院議場長達24 天之久，

並且要求警員離開議場，並且高喊著「把議場還給人民」的口號。而當時參與運

動的年輕世代稱這是「一場服貿熱雨下的太陽花」；但反對者則說是「一場暴民

行動」。11隨後學生團體提出包括「318 青年佔領立法院，反對黑箱服貿」宣言、

要求將「服貿退回行政院」，並且需要先「制定兩岸監督條例」、「先立法再審查」、

「召開公民憲政會議」等訴求。12然而政府後同意逐條審查協議內容，並同意先

立法再審查，學運風波才告一段落。除此之外，國際社會對於學運的看法雖不一，

不過對臺灣民主都給予肯定，但是亦希望任何的意見都能夠理性文明的討論。13 

11
「一年了 太陽花學運改變了什麼?」聯合新聞網(臺北)， 

http://p.udn.com.tw/upf/newmedia/2015_data/20150317_sunflower_08/ ，檢索日期 2018 年

3 月 27 日。 
12
「批馬英九記者會華麗 林飛帆重申學運四訴求」，NOWnews 今日新聞(臺北)，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40330/1170999 ，檢索日期 2018 年 3月 27 日。 
13
劉祖平，「在『戰略安全』和『經濟利益』之間在平衡�論美國隊臺政策之經濟導向」，中國評

論(香港)，第 214 期，2015 年 10 月，頁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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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學運的發展過程，已不僅僅是單一的審議瑕疵問題，而是突顯了臺灣民

眾，特別是以年輕世代為主的「臺灣主體意識」高漲，其中的意識形態層面，亦

是為學運發生的主要因素之一。如同學運起初主張的爭議點，在於立法院所謂的

「黑箱」審議，但就學運團體所提出的訴求來看，亦可窺究其實，特別是訴求之

一的「召開公民憲政會議」，亦導致偏離了服貿爭議的主軸，並將問題更加的複

雜化。另外，學運團體提出的「兩岸監督條例」草案，其版本與行政院版差距最

甚的是為兩岸稱謂，以學運團體與民進黨為主的監督條例版本，在兩岸稱謂上為

「臺灣、中國」；而由行政院以及國民黨提出的版本，稱謂則為「臺灣地區、大

陸地區」。不過，民進黨在 2016 年取得執政權後，在面對現實的考量下，轉而

修改了原先的黨版，改以「兩岸」一詞稱謂，並稱是「回到中華民國憲政體制」。14

從學運的民間版本，以及先前的民進黨版本來看，都具有強烈的「兩國論」意涵，

就中共或是兩岸關係發展而言，亦不會是可能的選項。而在多項因素的影響下，

導致學運的形成，已不僅僅是審議的程序因素，某種程度上也是政治意識的衍生。

在「太陽花學運」爆發後，兩岸關係亦出現了變化，中共國臺辦於第一時間即表

示，在兩岸協商中，沒有已簽協議重新談判的先例，不希望學運對兩岸未來服貿

以及 ECFA 的後續協商造成影響，並指出中共反對「臺獨」的勢力使兩岸關係「開

倒車」，借兩岸協議監督之名，將「兩國論」和「一邊一國」的主張納入法條，

破壞兩岸協商及和平發展。然而，學運事件使中共感受到臺灣民眾「逢中必反」

的情緒，會造成臺灣社會對大陸以及兩岸關係的負面影響。有學者認為，臺灣、

新加坡、紐西蘭所簽署的貿易協定，既不引起民眾關注，也未見抗議，只因是與

大陸有關而強力反彈，顯示出目前臺灣民眾缺乏自信，並且對大陸的認識仍然不

足。而臺灣民眾的「反中情緒」逐漸高漲，乃是中共調整「三中一青」政策的主

因，國臺辦主任張志軍亦曾於博鰲論壇受訪時表示，若條件允許，希望直接和臺

14
「民黨新版兩岸監督條例 去除"兩國論"」，公視，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317613?fb_comment_id=987629384616039_98801047124459

7 ，檢索日期 2018 年 3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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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學生對話，而關於是否願意與學運學生對話，張表示，「要看有沒有這樣的條

件」。基於國臺辦以及張志軍的談話可以看出。在學運後，中共在兩岸關係上採

取的「軟硬兼施」，除嚴詞批判「臺獨」外，特別是在對臺灣民眾的言語上釋出

了更多的善意。面對臺灣的政治風暴，中共除調整其對臺作為外，甚至亦開始懷

疑國民黨政府的權威性，這點可以體現在學運後，張志軍訪臺，即繞過臺北市前

往中南部，似乎有意與馬政府官員保持距離，繞過爭議繼續進行兩岸交流。 

隨著 2016 年民進黨重新執政，蔡英文政府有意延續兩岸經貿的協商，不過

國臺辦對此則強調，兩岸兩會被授權協商的政治基礎和所達成協議的權威性，應

該得到維護，而未來的貨貿談判，將取決於之後的兩岸關係形勢。238由國臺辦

的發言可以顯示出，未來兩岸的服貿協議即便臺灣內部有意見，亦不會再重啟談

判；而貨貿協議則是要觀察兩岸形勢，故而暫停協商。總體來說，「太陽花學運」

給兩岸關係帶來了幾項重要的影響，其一，兩岸談判所簽署的協議，因臺灣內部

的種種因素，變相地導致協議作廢，對於未來兩岸乃至於國際的談判，臺灣的信

用問題，亦受到了嚴重影響；其三，學運議題的發酵，促使中共重新調整了對臺

的交往側重，採取「部分收利、部分讓利」，「軟硬兼施」的作為；其二，由於學

運激化了臺灣的「反中情緒」，在未來涉及兩岸的議題亦不容易被理性討論，而

造成政府在兩岸議題上，所代表的權威性不足，將導致未來兩岸關係的實質發展

可能放緩。 

第三節 兩岸融冰下的「活路外交」 

中華民國自從 1971 年退出聯合國後，臺灣與中共政府當局便不斷進行零和

競爭，尤其在「外交」上的交鋒更是明顯，兩岸雙邊均是以邦交國的數量的增減，

作為彼此善意或敵對狀態的判斷指標。西元 2000 元臺灣史上第一次政黨輪替，

由民進黨籍陳水扁執政，因其臺獨色彩鮮明，且「去中國化」為其施政主軸，因

此兩岸關係頓時陷入冰點，中共除了中止兩岸雙邊以往的會談外，另外在國際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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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的打壓臺灣的外交生存空間，在陳水扁政府執政任內，臺灣雖然在對外拓展

新增 3個邦交國，但與臺灣斷交轉向中共建交的邦交國卻高達 9個。(表)相較於

李登輝時期的「務實外交」和陳水扁時期的「烽火外交」，2006 年 3 月 23 日，

馬英九在哈佛大學演講時提出「活路外交」（modus viwendi），也就是希望兩岸

就所謂“國際空間”問題展開談判，找到雙方都可以接受的平衡點，將來不管在

雙邊關係或臺灣參與國際組織問題上，兩岸都不必衝撞，避免傷害感情又消耗資

源的狀況出現。馬英九希望他的兩岸政策能有利於兩岸達成「暫行架構」，以此

找出讓兩岸在國際上共榮共存的辦法。152007 年 6 月 1 日，馬英九在政治大學

舉辦“模擬聯合國”會議時，提出“4E”“活路外交”模式，即“Engagement

（交往）、Economy（經濟）、Elasticity（彈性）、Equality（平等）”。他稱：

若國民黨能在明年執政，就要和中共談判與交往，找到雙方都可以接受的平衡點，

不管在雙邊關係或參與國際組織，兩岸都不必衝撞，既傷感情，又消耗資源。後

來，馬英九又提出活路外交政策的總體目標是「鞏固邦誼、擴大參與、維護尊嚴」。

可以看出，馬英九的活路外交是對陳水扁烽火外交的撥亂反正，改變兩岸在國際

中對抗的新發展模式。16在馬英九任內臺灣和大陸政經策略，採所謂的「先經後

政」，主要是為了在兩岸長期難解的政治對立之中，尋求化解僵局的一種權宜措

施，藉由政治意味較低的經濟問題和大陸彼此交流互動，即學者形容所謂的「淺

水區」，等到兩岸彼此在淺水區交流合作一段時間後，雙方的民間業者也習慣此

一合作模式時，在進而協商政治性的議題，也就是進入所謂的「深水區」。大陸

方面則是表達了「對臺讓利」的作法與同臺灣簽署經貿協定，希望藉由兩岸在密

切的經貿往來之中產生彼此互賴的形式，進一步掌握臺灣倚重的經濟命脈。 

15
 楊劍英、曹麗華，「馬英九“活路外交”政策的提出及影響」，國際關係學院學報，第 5期（2010

年），頁 84 。 
16
朱士濤，「關於新時期馬英九“活路外交”問題探析」，青春歲月，第 15期（2014 年 8 月），頁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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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活路外交的意涵與特點 

2008 年馬總統上任後首次訪視外交部致詞時，特別闡釋「外交休兵」與兩

岸在國際社會和解的理念與方向，他說所謂的「活路外交」就是利用既有國力資

源，去達成「鞏固邦交、拓展友誼、參與國際、捍衛尊嚴」的總體目標，進一步

提升中華民國的國際形象，馬總統更進一步說明，所謂「活路外交」與李登輝總

統時代的「務實外交」在精神上是前後一貫的，都應以務實主義為原則，不該是

零和遊戲。「活路外交」的基本構想就是希望為中華民國的外交尋找出一個出路，

具體的方法就是看能不能夠在兩岸關係當中，在國際社會方面，找出一個雙方可

以互動的模式。「和解休兵」不是要大家都去休假，而是雙方都不要在對方的邦

交國去進行惡性競爭，不浪費資源來挖對方的邦交國。17馬英九執政時期採用較

為溫和的「活路外交」，對於固有邦交國家，彼此間維持實質的交流互動模式，

雖然仍然強調「務實」，與前兩任總統作法表面上似乎大同小異，但在國家名稱

上改採「奧會模式」18不再堅持用「中華民國」，改採「中華臺北」(Chinese Taipei)

的名稱參加各種國際場合的會議或活動，對於邦交國家雖仍然提供經濟上的援助，

但是在財務上的運用表達更公開及透明化的立場。 

臺灣由於國情特殊，在外交上可以區分為對外關係與兩岸關係，外交和兩岸

關係本屬一體兩面，是環環相扣且密不可分的關係，臺灣在美中臺這個「大三角」19

的關係中，在美中兩大國際強權對峙下，臺灣始終對美國親善靠攏，因此臺灣對

美國的關係穩固與否，決定美國對臺灣的態度。倘若中臺關係朝向正向發展，臺

灣可充分發揮地緣政治優勢，獲取可觀的報酬，這點正是馬英九政府在 2008 年

17
 行政院新聞局，2009。《馬英九總統 97 年言論選集》。台北：行政院新聞局。 

18
 趙麗雲，「「中華台北奧會模式」背景說明~兩岸在 WTO 互動的可用參考模式」，財團法人國家研

究基金會，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EC/090/EC-B-090-002.htm， 檢索日期 2018

年 4月 2 日。 
19
 邵宗海，「探索兩岸和平協議的多元角度觀察-陳道元人文社會科學大師講座」，香港，中國評

論學術出版社有限公司，2013年 2月初版，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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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替民進黨陳水扁政府後，戮力推動的外交方向，亦可視作為活路外交的隱然起

因。20 

小國對於大國可採取的策略，部分學者認為可分為「抗衡」(balancing)及

「扈從」(bandwagoning)兩種。臺灣在美中強權環伺之下，只能想辦法在狹縫中

求取生存空間，而且必須認知美中任何一方的關係，臺灣都必須盡量傾向保持在

中間的戰略位置。亦即臺灣在對外政策上，往往在上述兩種選擇之間搖擺。冰凍

的兩岸關係阻礙臺灣在國際社會的實質參與，唯有正視的面對問題的根源才能想

辦法有效解決問題。馬英九表示：「鞏固邦誼、擴大友誼」、維護尊嚴、參與國際

是不變的總體目標」，臺灣要以小國的智慧，與重要國家建立夥伴關係，並增進

與無邦交國家的實質關係。21 

貳、活路外交的作為  

馬英九在 2008 年 5 月 20 日的就職演說中提到：「我們將以尊嚴、自主、務

實、靈活作為處理對外關係與爭取國際空間的指導原則」，言語中已明白說明未

來外交遠景與方向。「新三不政策」22以維持兩岸現狀最符合臺灣人民的期待，23馬

英九的「外交休兵」也獲致具體成果。兩岸完成歷史性的大三通，2009 年 4 月

28 日“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陳馮富珍致函邀請中華臺北衛生署派員作為觀察員

出席 5 月 18 日至 27 日在日內瓦舉行的第 62 屆世界衛生大會”24，2010 年 6

月與大陸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兩岸關係從冰點逐漸解凍進入

和緩的局面，不僅為我國外交開啟契機，也為兩岸關係寫下歷史新頁，也為東亞

20
邵宗海，「探索兩岸和平協議的多元角度觀察-陳道元人文社會科學大師講座」，香港，中國評論

學術出版社有限公司，2013年 2月初版，頁 101。 
21
 總統府網站：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077，外交的最大資產，

不是新台幣，而是自由民主的制度跟生活方式，檢索日期 2018年 4月 3日。 
22
 新三不政策即：不統、不獨、不武。中華民國總統府，「中華民國第 12任總統馬英九先生就職

演說」，2008年 5月 20 日，網址：http://www.president.gov.tw/Page/88， 檢索日期：2018

年 4月 6 日。 
23
 游盈隆，「天人交戰-2012台灣總統選民的抉擇」，台北市，允晨文化，2012年 6月，頁 149。 

24
朱士濤，「關於新時期馬英九“活路外交”問題探析」，青春歲月，第 15期（2014 年 8 月），頁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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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的區域穩定帶來和平的新面貌。馬英九總統任內推動的活路外交，在新三不

政策的定位下，與陳水扁執政時期在對外邦交國關係轉變上，大致可以分為下列

幾點作為： 

一、外交休兵、積極鞏固既有邦交國 

鞏固現有的邦交國家，採外交休兵的策略，不與中國大陸爭奪邦交國，馬政

府任內邦交國家有 22 個，分別分佈在太平洋地區(6 個)、中南美洲(12 個)、非

洲(3個)及歐洲(1個)，為了展現外交休兵的政策，馬英九總統提出了 2點說法：

一、雖然當前兩岸推行外交休兵的策略，但不反對中國大陸和臺灣既有的邦交國

家發展經貿文化的關係。二、在外交休兵的政策下，馬英九總統採用和陳水扁總

統截然不同的風格，亦即簡化出訪形式和縮減出訪的費用，並且增加與出訪邦交

國家領導人溝通與強化雙邊關係的頻率。馬英九總統在 2008年任職以來 12次的

固邦之旅，計中南美洲 7次、非洲 1次、歐洲 1次及南太平洋地區 1次，觀察馬

英九總統歷次出訪，核心是在兩岸關係的改善，對外依序是美日關係、邦交國關

係及非邦交國關係，實質做法是和大陸更穩定的相互交流、並與美日重新建立信

任感。藉由外交休兵的策略將穩固既有邦交國家，並且在與中國大陸改善雙邊關

係下，拓展並參與國際事務，務實的參與國際組織，間接提升臺灣的國際能見度。 

表 4-1 馬英九任內出訪表 25 

時間 訪問國 行程意涵及內容 備註 

2008 年 8 月 12

日至 8月 19日 

巴拉圭共和

國、多明尼

加共和國 

展開所謂“固邦”活動，首

次出訪極為低調，著力簡化

出訪形式。 

營造“親民簡樸”的執政形

象；嘗試改變固邦方式，力

求擺脫「金援外交」的陰影 

1.敦睦專案 

2.中途過境美

國洛杉磯、巴

拿馬、美國三

藩市。 

3.祝賀巴拉圭

及多明尼加 2

國新當選或連

任總統 

25
 馬英九任內 12 次出訪簡介，華夏經緯網：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w/translate?hl=zh-TW&sl=zh-CN&u=http://www.huaxia.com

/lasd/twzlk/dwgx/2016/03/4785252.html&prev=search， 檢索日期 2018 年 4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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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5 月 26

日至 6月 4日 

薩爾瓦多共

和國、貝里

斯及瓜地馬

拉共和國 

在兩岸關係大幅改善的背景

下，馬英九此次出訪被視為

「外交休兵」政策的驗收之

旅。 堅持低調務實原則。 

此行取得三點成果：一是初

步鞏固“邦交”關係。 二是

低調過境獲得美方肯定。 三

是提升民眾滿意度。 

1.久睦專案 

2.中途過境美

國洛杉磯、西

雅圖。 

2009 年 6 月 29

日至 7月 6日 

巴拿馬共和

國及尼加拉

瓜共和國 

這是馬英九 1 個月之內二度

出訪中美洲和過境美國。 此

次出訪主要有三個目的：一

是鞏固邦交關係。 二是爭取

美國好感，發展臺美關係。 

三是展現「活路外交」誠意，

爭取大陸支持。 

1.久誼專案 

2.中途過境美

國舊金山、夏

威夷。 

2010 年 1 月 25

日至 1月 30日 

宏都拉斯、

多明尼加 

此次過境美國時，美國提高

了接待禮遇，並首次同意馬

走出下榻飯店進行參訪活

動。 馬此次出訪以固邦為

名，但藉過境化解美國疑

慮、強化美臺關係、爭取對

美軍購是其主要目的。 

1.久博專案 

2.中途過境美

國舊金山、洛

杉磯。 

2010 年 3 月 21

日至 3月 27日 

馬紹爾群島

共和國、吉

里巴斯共和

國 、 吐 瓦

魯、諾魯共

和國、所羅

門群島及帛

琉共和國 

由於在每個國家停留時間並

不長，最少的只有四個半小

時，也被稱為淺碟之旅。 此

次出訪最引人注意的有以下

兩個方面：一是肯定兩岸關

係改善對臺發展國際空間有

良性循環作用。 二是拋棄李

登輝、陳水扁時期金援外交

的做法。 

1. 太誼專案 

2. 此 次 出 訪

飛 機 一 共

起 降 18

次，飛行距

離 超 過 一

萬英里，因

為 被 稱 為

跳島飛行。 

2012 年 4 月 7

日至 4月 18日 

布 吉 納 法

索、甘比亞

共和國、史

瓦濟蘭王國 

這是馬英九首度出訪非洲，

首次過境印度孟買史無前

例，馬當局稱為外交突破。 

輿論認為，馬當局過境出訪

具有歷史意義，這與當時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局面密不可

分。 但是馬英九在孟買沒有

1.仁誼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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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公開活動，對民眾隱瞞

元首行踪，輿論對馬當局的

隱匿行程的做法表示不滿。 

2013 年 3 月 17

日至 3月 20日 
教廷梵蒂岡 

馬英九組成慶賀團，赴梵蒂

岡參加教宗方濟就職大典。

在參加教宗就職彌撒時，與

多國政要進行了點頭之交，

包括德國總理默克爾、美國

副總統拜登，以及智利、哥

斯達黎加等國領袖。  

1. 慶誼專案 

2013 年 8 月 11

日至 8月 21日 

巴拉圭共和

國、海地共

和國、聖露

西亞、聖文

森、聖克里

斯多福及尼

維斯 

這是馬英九任內首次過境美

國紐約。馬在紐約的 40多個

小時內舉行了多項活動。 

1.賀誼專案 

2.中途過境美

國紐約、洛杉

磯。 

2014 年 1 月 23

日至 1月 30日 

聖多美普林

西比、多明

尼加(短暫

停留)、布吉

納法索、洪

都拉斯 

這是馬英九自2008年5月上

臺後第九度出訪。 馬英九表

示，此訪共達成鞏固邦交、

見證雙邊合作成果及驗證活

路外交等三項目標。 除了與

邦交國之間的援助合作計劃

都得到友邦的支持外，與非

邦交國之間的關係也取得成

果。 此次出訪完成後，馬英

九走遍臺灣 22 個邦交國，完

成任內的外交版圖。 

1.聖宏專案 

2.中途過境德

國法蘭克福、

美國洛杉磯 

2014 年 6 月 29

日至 7月 5日 

巴拿馬共和

國、薩爾瓦

多共和國 

馬此行主要是修復臺巴關

係，參加巴拿馬新任總統巴

雷拉就職儀式，與出席就職

典禮的美國國務卿克里等外

國高層互動，重點是過境美

國。 

馬英九利用此次過境機會參

訪國父 孫中山於夏威夷就

讀的學校，與美國政要電話

連線。 除增進臺美關係外，

1.興誼專案 

2.中途往返美

國夏威夷、舊

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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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也針對臺灣加入跨太平

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

等議題交換意見。 參訪團包

括媒體在內共 81人，是馬英

九歷次出訪人數最少、規模

最小的一次。 

2015 年 7 月 11

日至 7月 18日 

多明尼加共

和 國 、 海

地、尼加拉

瓜共和國 

馬英九在出訪中多次重申九

二共識重要意義，從各個角

度闡明九二共識是維持現狀

的關鍵。 強調九二共識開創

了兩岸和平發展的現狀，維

持了臺灣平穩的對外交往，

創造的兩岸和平符合美國利

益，讓臺灣有安全感。 馬英

九在哈佛閉門座談中還向與

會者說明東海和平倡議、南

海和平倡議等主張。 

1.久揚專案 

2.中途過境美

國波士頓、洛

杉磯。 

2016 年 3 月 13

日至 19日 

貝里斯及瓜

地馬拉共和

國 

馬英九此訪主要有三個目

的：一是為自己執政 8 年的

外交政績做總結。 二是澄清

因登太平島並宣誓主權與美

國產生的誤解。 三是在島內

新政局初定和國民黨主席選

舉升溫的形勢下，刷新自己

的存在感。 

1.久安專案 

2.此行來回都

只過境美國休

斯 敦 、 洛 杉

磯。 

筆者自行繪製 ，資料來源 ：馬英九任內 12次出訪簡介，華夏經緯網：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w/translate?hl=zh-TW&sl=zh-CN&u=http://

www.huaxia.com/lasd/twzlk/dwgx/2016/03/4785252.html&prev=search。 

 

二、實質援助邦交國取代金錢外交 

馬英九總統上任後，取代以往以明顯利誘、收買性質的金錢外交，改為採用

以投資、貿易及協助邦交國產業升級等綜合性手段；對於臺灣邦交國提供技術支

援，針對邦交國產業體質，分別對於農業、漁業、輕工業及科技產業等領域提供

各項合作，藉由協助邦交國扶植弱勢產業等密切合作中，減少被邦交國勒索的空

間。馬英九總統在第 6 次出訪，於布吉納法索與僑胞晚宴時演講說到：援外應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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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目的正當、過程合法、執行有效」等原則，希望能提升中華民國形象，有

效展現及發揮我國的軟實力。2009年 5月，外交部發布「援外政策白皮書」，這

是我國首次發行的援外白皮書，將我國援外的工作確利以「進步夥伴、永續發展」

作為政策主軸，其中闡明援外宗旨為一、敦睦邦交關係。二、善盡國際責任。三、

保障人類安全。四、回饋國際社會。五、發揮人道精神。26至此馬英九總統在推

動活路外交的政策上有明確的指導方針，過去隨執政者個人主觀認定及個人喜好、

漫無目標及不受監控的金援外交，將受到良好制度的規範，對邦交國和國際組織

得以進行有效的外交援助，擺脫以往「凱子外交」的污名。 

事實上，馬政府喊出外交休兵、拓展活路外交，積極鞏固臺灣既有邦交國，

絕對不是因為對那些友邦情深意厚；毫無疑問的，國際關係是徹底的現實主義。

當中國的政治影響力伴隨著龐大資金，大舉藉投資當地基礎建設等名義拉攏非洲、

拉丁美洲這些開發中國家地區，臺灣對特定邦交國家的金錢援助早已猶如杯水車

薪。馬政府時期得以維持既有邦交國數不外就是兩個原因：第一個是馬政府在支

持九二共識原則下，與中國達成默契下的外交休兵，至少過去八年來是如此；但

實際上，第二個才是主要原因，即是臺灣在美中地緣政治角力戰中的所扮演的力

平衡關係中的角色。確實馬政府八年外交休兵在固守臺灣邦交國的成效不錯，但

相對的在這個形式上守住邦交國所付出的代價，卻是實質上在拓展其他外交相關

工作上的全面廢弛；八年來臺灣政府的外交工作不再能夠為臺灣的生存與利益進

行最有利的多方交涉佈局，白白浪費近年來國際情勢變化後與周邊區域國家建立

更積極合作關係的機會，結果形式上邦交國雖然沒減少，但實質上臺灣在國際上

的能見度與生存空間卻大大降低。假使新政權作風與馬政府相異，及不願配合中

共的一中原則，那麼無所不用其極接二連三的奪取臺灣邦交國，必然會作為中國

在國際上打擊臺灣的手段之一。 

26
 「進步夥伴、永續發展 援外政策白皮書」，外交部新聞稿，網址

https://www.mofa.gov.tw/Upload/RelFile/2173/80239/%E5%A4%96%E4%BA%A4%E9%83%A8%E6%8F

%B4%E5%A4%96%E6%94%BF%E7%AD%96%E7%99%BD%E7%9A%AE%E6%9B%B8%E4%B8%AD%E6%96%87%E6%91%9

8%E8%A6%81.PDF， 檢索日期 2018年 4 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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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點從 2016 年民進黨執政後便顯而易見，蔡英文總統上任 2 年以來，包括

聖多美普林西比、巴拿馬、多明尼加，再加上布吉納法索，共已 4國與中華民國

斷交。不僅如此，在蔡英文總統於 2017 年 10 月 28 日出訪南太平洋友邦時，途

中將過境美國夏威夷及關島，也引發中國強烈不滿，並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盼

其遵守一中原則。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對此再次強調一個中國原則並表示，所

謂「過境」的真實目的不言自明，並希望美方恪守一個中國及中美三個聯合公報

原則，不允許過境，並稱已對此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27另一點需要考量的是那

些加勒比海和太平洋的島嶼國家，很多國家是經濟高度依賴美國並在國際場合聽

命美國的投票部隊，美國在川普的帶領下，近期在整個國際局勢間與中國的競逐

與角力中，臺灣邦交國逐漸減少轉向與中國建交，這是否代表著以往有世界超強

之稱的美國與中國之間勢力的此消彼長，值得進一步探討。而自古漢賊不兩立的

中國代表權競爭早已喪失意義、在今後國際關係的新遊戲規則下維繫邦交國的意

義也面臨轉型，臺灣外交工作面臨中國因素打壓是早已不變且明確的事實，但邦

交國數的意義必須重新去計算定義，讓每一筆經費與每一寸努力都能獲得最現實

且直接的利益。 

27 「蔡英文出訪太平洋將過境美國 中國跳腳」，自由時報，2017 年 10 月 27 日，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235813 ，檢索日期 2018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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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習近平主政下與民進黨政府的互動 

2016年總統當選人蔡英文以 689萬票，當選中華民國第 14任總統，成為華

人史上首位女總統，也完成了臺灣史上第三次的政黨輪替，民進黨更首次成為國

會多數，完全執政。然而蔡英文總統在 520就職演說中，僅表達尊重九二年兩岸

雙方的會談歷史事實，等於間接不承認自馬英九政府時期與中共達成的「九二共

識」政治基礎，自此兩岸關係逐漸冰封冷凍，除了以往建立的交流協商機制停擺

外，對臺灣在外交、國際社會的打壓更甚以往，除積極拉攏我邦交國外，對我駐

無邦交國家代表處所在國持續施壓，並以我駐處名稱帶有「中華民國」或「臺灣」

者為優先打壓目標。

1在本章第一節裡面主要是論述在冷和的兩岸關係下，雙方領導人如何在隔

空對話下，展開自己的政策訴求。第二節探討的重點則在蔡英文總統為了建立臺

灣主體意識，在許多層面展開「去中國化」的行動，諸如課綱微調、內政部更研

議姓名登記要放寬羅馬拼音，再加上民間在國會平臺推動修改臺灣時區，要改為

與日韓同步 2，試圖與中國文化做出切割。而這些由對岸指稱為各類臺獨的作為，

對臺灣在未來發展上有何影響作進一步的分析論述。最後一節的分析重點在面對

中共在國際社會上的打壓與外交封鎖困境，蔡英文總統提出了「新南向政策」的

口號，想要協助國內企業爭搶東南亞與南亞國家商機，更重要的是期待能藉此擺

脫對大陸市場的依賴。然而新南向國家大多均是對中國大陸經濟依賴甚深的國家，

在當前兩岸關係惡化的情況下，此政策的推動應是困難重重、事倍功半，甚至可

能淪為這些國家對中國大陸的籌碼。3 

1
 「中共打壓一直在！ 羅智強狠批：蔡英文無能別牽拖選民」，「 ETtoday政治 | ETtoday 新

聞雲」，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70615/945465.htm#ixzz5BxKThUEJ Follow us: 

@ETtodaynet on Twitter | ETtoday on Facebook，檢索日期 2018年 4月 12 日。 
2
 「聯合／當「去中國化」走向文化的深水區」，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7338/2769816，檢索日期 2018年 4月 12日。 
3
 「新南向首張成績單完全不及格」，財團法人國家研究基金會，

https://www.npf.org.tw/3/16885， 檢索日期 2018年 4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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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習近平與蔡英文的互動 

兩位身處在不同的政治體制、成長背景完全不同的政治領導人，一位是倡議

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共第五代領導人習近平，一位是希望以臺灣主體意

識取代九二共識的臺灣領導人蔡英文，在歷史的洪流中，於 2016 年展開彼此對

政治理念的競逐與交鋒，民進黨籍的蔡英文總統，臺獨色彩鮮明，在第一次競選

總統失利後，深切檢討並作出調整後，在天時、地利及人和的絕好狀態下，當選

史上第一位女性總統，在其就職演說完後，中共國臺辦表示，沒有明確承認「九

二共識」和認同其核心意涵，是一份「沒有完成的答卷」。至此兩岸關係陷入冰

點，雖然兩岸協商對話管道封閉，但雙方領導人各自在許多公開場合隔空對話，

宣示彼此的政治主張及堅持的立場。面對這樣一個冷和的僵局，蔡英文總統該如

何和中國大陸重新開展新的交流合作及對話協商機制，抑或是繼續堅持不在壓力

下屈服的立場，與大陸背道而馳漸行漸遠，對於臺灣人民來說究竟是福是禍?在

本節做一探討及論述。 

壹、民進黨轉型下蔡英文的兩岸政策 

2012 年蔡英文首次參與總統大選提出合而求同、合而不同，並且以臺灣共

識取代九二共識，在兩岸關係政策較強調以”臺灣”主體意識為主軸的政策論

述。4在 2011到 2012年，身為 2012年總統候選人的蔡英文，雖然提出了「臺灣

共識」，但整體而言認為蔡英文對於兩岸關係議題，並未有實質主張。亦即蔡英

文只提「臺灣共識」，卻絕口不提「九二共識」，無法獲得中共善意的回應與美國

的認可，可謂民進黨大選失敗的主因。 

2012到 2016年這段期間，蔡英文在失敗中重整旗鼓，重新檢視民進黨的兩

岸政策，把「中國政策」改為「兩岸政策」，把「臺灣就是中華民國」、「中華民

4
 Huang, C.-H., & James, P.2014. “Blue, green or aquamarine? Taiwan and the status quo 

preference in cross-strait relations” China Quarterly, No.219, pp.670-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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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就是臺灣」這段話，改成「依據中華民國憲法」處理兩岸事務。5另一方面開

始積極派遣民進黨高層人士訪陸，例如時任民進黨發言人及新北市黨部主委羅致

政、立法委員蕭美琴、小英教育基金會執行長林全先後赴陸進行交流與溝通，也

邀請中國重量級經濟學者吳敬璉夾帶國臺辦官員訪問民進黨中央 6。這些無疑顯

示民進黨開始轉變其兩岸政策立場，朝向「中華民國憲政主義與兩岸關係務實主

義」方向靠攏。7面對臺灣民眾質疑馬英九第二任期政策過度傾中，人民在經濟

及生活上對於中共惠臺讓利無感情況下，大多數民眾對馬英九政府產生不滿的情

緒，2014 年 6月 25日中共臺辦辦公室主任張志軍訪臺，便引起的一連串爭議和

衝突，在兩岸在簽屬服貿時更引發了太陽花學運等，均讓國、民兩黨的聲勢此消

彼漲，蔡英文也挾著這股氣勢於 2016年 1月 16日當選中華民國總統。隨後在「國

際記者會」中，蔡英文總統對於兩岸關係的說法是：我曾經多次承諾，將會建立

具有一致性、可預測性、可持續的兩岸關係。8 

其實早在 2015 年 12 月 22 日，蔡英文出席「臺灣經濟發展論壇」便表示臺

灣現在需要的是穩定的兩岸關係，期待選後雙方有好的溝通，以「不挑釁」、「不

意外」維持兩岸關係穩定。9只是蔡英文總統在 520 就職演說中，並沒有符合中

共的期待的談到「九二共識」一詞，僅表述：「1992 年兩岸兩會秉持相互諒解、

求同存異的政治思維，進行溝通協商，達成若干的共同認知與諒解，我尊重這各

5
 邵宗海，「2012 年的蔡英文「中國政策」」，蔡英文時代的兩岸關係(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2017年)，頁 17。 
6
 「中國學者訪民進黨 夾帶國台辦官員」，NewTalk 新頭殼，

https://tw.news.yahoo.com/%E4%B8%AD%E5%9C%8B%E5%AD%B8%E8%80%85%E8%A8%AA%E6%B0%91%E9

%80%B2%E9%BB%A8-%E5%A4%BE%E5%B8%B6%E5%9C%8B%E5%8F%B0%E8%BE%A6%E5%AE%98%E5%93%A1-090

030095.html， 檢索日期 2018年 4月 13日。 
7
 「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論述之研究」，台灣新社會智庫，

http://www.taiwansig.tw/index.php/%E6%94%BF%E7%AD%96%E5%A0%B1%E5%91%8A/%E5%85%A9%E5

%B2%B8%E5%9C%8B%E9%9A%9B/7330-%E8%94%A1%E8%8B%B1%E6%96%87%E5%85%A9%E5%B2%B8%E9%97%9

C%E4%BF%82%E6%94%BF%E7%AD%96%E8%AB%96%E8%BF%B0%E4%B9%8B%E7%A0%94%E7%A9%B6， 檢索日期 

2018年 4月 13日。 
8
邵宗海，「蔡英文兩岸政策的解析-就職演說之前」，蔡英文時代的兩岸關係(臺北：五南圖書出

版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頁 21。 
9
 「蔡英文：有溝通、不挑釁、沒意外 3原則維持兩岸關係穩定」，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51222004187-260401， 檢索日期 2018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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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aiwansig.tw/index.php/%E6%94%BF%E7%AD%96%E5%A0%B1%E5%91%8A/%E5%85%A9%E5%B2%B8%E5%9C%8B%E9%9A%9B/7330-%E8%94%A1%E8%8B%B1%E6%96%87%E5%85%A9%E5%B2%B8%E9%97%9C%E4%BF%82%E6%94%BF%E7%AD%96%E8%AB%96%E8%BF%B0%E4%B9%8B%E7%A0%94%E7%A9%B6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51222004187-26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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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事實」。10針對總統蔡英文就職演說，中共國臺辦表示，沒有明確承認「九二

共識」和認同其核心意涵，沒有提出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的具體辦法，是

一份「沒有完成的答卷」。11隨即在隔日中共國臺辦發言人馬曉光就蔡英文執政後，

對於國臺辦和陸委會的聯繫溝通機制表明態度，雖不至於強硬但是在言語表達方

面，尚且保持著迴旋和彈性的空間，提醒若是蔡英文政府若不承認「九二共識」

這一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政治基礎，兩部門的聯繫機制將不再延續。12接著是國

務院臺辦的另一位發言人安峰山，在 6 月 29 日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指出，臺灣

新執政當局迄今未承認『九二共識』、認同其核心意涵，動搖了兩岸互動的政治

基礎，導致了大陸國臺辦與陸委會的聯繫溝通機制、海協會與海基會的協商談判

機制的停擺，責任完全在臺灣一方。13面對兩岸雙方都向國際社會表明，現階段

彼此協商機制停擺的責任歸屬都不在自己的僵局，蔡英文總統於 10 月 10日的國

慶文告中提到：「善意不變、承諾不變、不走回對抗的老路、不會在壓力下屈服」，

是處理兩岸問題一貫的原則。並呼籲兩岸領導人應該共同努力，展現長年累積而

來的圓融政治智慧，以堅定意志和最大耐心，共同尋求兩岸互動新模式，為可長

可久的兩岸和平穩定關係，奠定基礎。14 

貳、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的兩岸政策主張 

中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於 2017 年 10 月 19 日在人民大會堂開幕，習

近平在報告中對於兩岸關係的談話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部分來解讀： 

10
 「蔡英文總統就職演說全文」，美國之音，

https://www.voachinese.com/a/tsai-20160520/3338724.html， 檢索日期 2018年 4月 15日。 
11
 「蔡總統就職演說 國台辦：沒完成的答卷」，中央通訊社，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605205023-1.aspx， 檢索日期 2018年 4月 15

日。 
12
 「國台辦發言人就今後國台辦與陸委會聯繫溝通機制表明態度」，中國首都網，

http://china.qianlong.com/2016/0521/623637.shtml?prolongation=1， 檢索日期 2018年 4

月 15 日。 
13
 「國台辦說明兩岸聯繫溝通機制停擺原因 責任在台灣」，今日新聞，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60629/2151363， 檢索日期 2018年 4月 17日。 
14
 「雙十國慶談話全文 蔡總統：更好的台灣」，TVBS NEWS，

https://news.tvbs.com.tw/fun/785883， 檢索日期 2018年 4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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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堅持一國兩制、和平統一 

面對民進黨及蔡英文總統執政，兩岸關係呈現冷和的局面，大陸內部武統臺

灣的聲音時有所聞，習近平於十九大報告中再次重申和平統一，一方面可直接打

壓鷹派的氣焰，另一方面可以維持區域穩定，對於中共近年來發展全球經濟以及

自身進程有其用意。中共在 2015 年推行臺胞卡免簽的政策，提供赴陸臺胞與大

陸同胞相同的待遇，除了推動「兩岸一家親」政策外，也可看成是中共加強對於

臺胞融入大陸社會的一種和平統一作為。 

二、承認九二共識及一中原則 

習近平在十九大政治報告中指出「承認『九二共識』的歷史事實，認同兩岸

同屬一個中國，兩岸雙方就能開展對話。」15，對於習近平說出歷史事實這幾個

字，應該是善意呼應蔡英文總統的講話，但儘管他說的是九二共識的歷史事實，

只是又追加了一句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整段話中有軟中帶硬的味道，畢竟當初陸

委會蘇起先生創造「九二共識」此一名詞，是企圖避開「一個中國」這 4個字，

並涵蓋兩岸各黨的主張。蘇起先生的這段敘述，特別是強調「希望能創造某個模

糊概念」。16但現在是挑明了沒有所謂一中各表的模糊空間。不過從蔡總統在諸多

場合的談話看來，認為臺灣的民主原則與普遍民意並不包含一中原則；而且她也

堅拒承認或接受九二共識。因此，民共的兩岸關係根本性質，仍是無法相容。 

三、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臺獨 

在十九大的政治報告中，習近平宣示「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絕不

容忍國家分裂的歷史悲劇重演。一切分裂祖國的活動都必將遭到全體中國人堅決

反對。我們有堅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夠的能力挫敗任何形式的「臺獨」分

裂圖謀。我們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

15
 「中共 19大政治報告全文」，經濟日報，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1/2764202， 

檢索日期 2018年 4月 18日。 
16
 邵宗海，「兩岸到底有沒有「九二共識」」，新形勢下的兩岸政治關係(臺北：五南圖書股份有限

公司，2011年 10月)，頁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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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17，對於蠢蠢欲動的臺獨勢力，習近平

以堅定的話語回應蔡英文總統的「新四不」，表達其反對臺獨的決心。 

參、十九大後蔡英文與習近平隔空對話 

中共十九大於 10月 24日落幕，在此之前總統府已於 10月 13日預告，蔡英

文總統將出席 10 月 26 日由陸委會主辦的「兩岸交流 30 年回顧與前瞻研討會」

開幕典禮，屆時將會發表兩岸重要談話。18不難想像這就是蔡英文想藉此談話，

正式回應習近平十九大政治報告中的兩岸關係論述。典禮當日，蔡英文依舊重申

政府「善意不變、承諾不變，不會走回對抗老路，也不會在壓力下屈服」的原則，

並且呼籲兩岸領導人應秉持圓融、中道的傳統政治智慧，尋求兩岸關係的突破，

為兩岸人民創造長久的福祉，永遠消除敵對及戰爭的恐懼。19蔡英文總統在典禮

致詞時特別提到「 1987 年是剛成立的民進黨跟想要返鄉探親的老兵站在一起，

終於促成了老兵回大陸探親」。這段談話，表面上不是回應習近平，其實卻巧妙

地呼應了習近平在 2013年提出的重要主張「兩岸一家親」。蔡總統不方便跟著對

岸的口號講出「兩岸一家親」，但是她說民進黨促成了老兵回鄉探親，這正是換

一種方式說出「兩岸一家親」。20蔡英文總統在兩岸交流 30 週年談話，回顧性的

歷史居多，至於關鍵性的部分，只是不斷重覆「善意不變、承諾不變，不會走回

對抗老路，也不會在壓力下屈服」的四不原則，其他的談話也只是拿過去發表的

談話來複製貼上，我們看不到一個具有開創性、主動性、向前看的蔡英文總統。21

17
 「中共 19大政治報告全文」，經濟日報，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1/2764202， 

檢索日期 2018年 4月 19日。 
18
 「蔡總統 26日將發表兩岸重要談話」，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10683/2754184， 檢索日期 2018年 4月 19日。 
19
 「出席「兩岸交流 30 年回顧與前瞻研討會」 總統再次呼籲領導人秉持政治智慧 尋求兩岸關

係突破」，總統府新聞，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1718， 檢索日期 2018年 4 月

19 日。 
20
 「看懂習近平與蔡英文之間的悄悄話」，今日新聞，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71101/2635496 ， 檢索日期 2018年 4月 20日。 
21
 「蔡英文與習近平隔空對話？」，國政評論，https://www.npf.org.tw/printfriendly/17646， 

檢索日期 2018年 4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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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政治現實主義的弱肉強食底下，蔡英文總統溫情式的喊話，對於快速崛起

的中國以及集黨政軍大權的習近平來說，或許就像馬耳東風般的無動於衷吧。 

第二節 民進黨去中國化的兩岸關係 

「臺灣共識」這個術語出現於 2011 年 8 月，民主進步黨在蔡英文主導之下

修正了之前蘇貞昌的說法，作為她在 2012 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競選總統的政

見。22其實早在李登輝執政時期便認為臺灣人一直被外來政權所壓迫，為了使臺

灣人成為這塊土地真正的主人，遂逐步推動民主發展本土化，23李登輝總統在基

於「民主化就是本土化」的概念下，主張臺灣人民必須先明確自我本身對這塊土

地的認同並達成共識，進而取得國際間的認同，最後再考慮和中國大陸之間的政

治問題。並且表示對於臺灣本土意識不一定要局限在獨立的立場，反而是提出了

「中華民國在臺灣」、「臺灣中華民國」到「臺灣與中國是特殊國與國關係」(兩

國論)，將臺灣領土的統治權範圍涵蓋在臺灣、澎湖、金門及馬祖，但是不包含

中國大陸，其實實質上就是走「兩個中國」的政策。2000 年臺灣第一次政黨輪

替，民進黨取得政權，便開始具體的將本土意識政治化，例如在教育方面上的「史

地教本本土化」、「教學語言閩南化」與「同心圓概念的提出」，文化政策上的「拼

音通用化」、「文學戲劇鄉土化」與「國史研究臺灣化」24在此本土化意識政策的

推動中，相對的其實也就是在實行「去中國化」的動作，在政策推動上本身就已

經充滿「政治性」的考量，且意味相當的明顯，本小節主要便是在探討民進黨蔡

英文總統在執政時期，一系列的去中國化措施對兩岸關係的發展有何種影響，範

圍縮小到對臺灣本身而言又有何種的利弊考量層面。 

22 
「台灣共識」，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5%85%B1%E8%AD%98  ，檢索日期 2018

年 5月 9 日。 
23 李登輝，中島領雄，路文森、楊明珠譯，《亞洲的智略?》，台北：遠流，2000 年，頁 35-36。 
24 邵宗海，「蔡英文時代的兩岸關係」(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頁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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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本土化的臺灣意識形態類型 

(一)柔性臺獨：2016年 6月蔡英文總統在周日參觀巴拿馬運河時，在留言簿

上留言：「見證百年基業，攜手共創榮景」，署名 President of Taiwan （ROC），

在臺灣朝野引起討論。北京清華大學臺灣研究所副所長巫永平接受中國官媒《環

球時報》旗下網站環球網訪問時表示，蔡英文改變臺灣當局的正式說法，不僅不

好，更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25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研究員修春萍在

參加全國臺灣研究會主辦的「兩岸關係：挑戰與應對」學術研討會期間，接受記

者採訪時表示，民進黨重新執政後，謀求走所謂柔性「臺獨」路線，試圖以不硬

性衝撞和不直接挑釁的方式，逐一落實「臺獨」政策。這種方式致使兩岸關係陷

入僵局，兩岸關係的不確定性和風險隨之增大。26 

(二)文化臺獨：民進黨蔡英文總統上臺執政後，不以激烈手段攻擊中華民國，

但這也並不表示認同中華民國，會用這樣的方式主要是一方面明白目前更改國號

有困難，另一方面是為了吸納目前不會特別厭惡這個國號，但也拒絕統一的「天

然獨」年輕人們，例如 318學運的這一批年輕人。希冀藉由文化臺獨建立新的國

家認同。蔡英文總統的文化臺獨也被戲稱為蔡氏「文化臺獨 2.0」，內容主要包

括：1.通過修改歷史課綱以徹底斬斷臺灣史與中國史的連結，確立臺獨史觀；2.

通過語言平權和鉗制中華宗教信仰，潛移默化地改造臺灣的文化認同；3.拔高少

數族群文化、殖民文化、新住民文化，人為製造在血緣、地緣和觀念上與中華民

族「殊源異歸」的臺灣民族。27另外一個較明顯的例子是在蔡英文總統上臺執政

後，有兩位「文化臺獨」傾向的政治人物擔任與文化意識形態有關的職位，一位

25 「蔡英文訪巴拿馬簽名署「台灣總統」引爭議」，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6/06/160628_taiwan_president_tsai ，檢索日期

2018年 5月 9日。 
26 「專家：柔性「台獨」對兩岸關係的實質危害更大」，壹讀，

https://read01.com/2Me2KQ.html#.WvKSvoiFMdU，檢索日期 2018 年 5月 9日。 
27 「國台辦旗下網站：蔡當局「文化台獨 2.0」不可小覷」，聯合新聞網，2017年 8 月 18日，

https://udn.com/news/story/7331/2649678?from=udn-referralnews_ch2artbottom ，檢索日期 2018

年 5月 9 日。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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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育部長潘文忠，一位是文化部長鄭麗君，前者在馬英九第二任期時，在落實

課綱修訂的過程中，擔任國家教育研究院副院長一職，由於當時新課綱通過後，

新版教科書便要送交國家教育研究院進行審查，而這也正是潘文忠任內主管項目，

也因為其獨派色彩致新版教科書幾乎維持陳水扁總統時期的內容。28而鄭麗君在

接任文化部長後，臺大政治系教授張亞中便提醒：鄭麗君是內閣中意識形態上獨

派色彩最濃厚的部長。因為在馬政府時期，鄭麗君便和幾位獨派學者一起要求馬

政府立即撤廢微調課綱，這不僅是代表新政府傳達訊息外，也可以想見鄭麗君在

接任文化部長一職後，對於文化臺獨的推動將不遺餘力。 

(三)戰略臺獨 

蔡英文總統就任以來，在許多公開的場合中，一直不願意承認所謂「九二共

識」，主要是因為「九二共識」的核心內涵，其實指的就是一個中國原則，也就

是北京政府一再重申的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精神。而蔡英文一再的不認同，是否

可以解讀為蔡英文總統認為兩岸目前的關係就是國與國之間的關係，這也引發北

京對蔡英文政府的疑慮與不滿，認為蔡英文就是表面否定一中框架，暗地推動臺

獨相關活動。而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 4度提及「九二共識」這一個名詞，顯現

對此有高度的重視。表示「一個中國原則」是兩岸關係的政治基礎，堅持「和平

統一」；他也重申「六個任何」，反對「臺獨」分裂國家。這樣的說法實際上也已

經限縮了蔡英文總統對此一問題模糊應對的空間。29 

貳、 臺灣推動「本土意識」與「兩岸對話」的互動關係 

內政部研議姓名登記要放寬羅馬拼音，再加上民間在國會平臺推動要更改臺

灣時區，和日韓時區保持一致；假若如此發展下去，臺灣未來可預見將會藏著巨

大且危險的隱憂。一般人以為，民進黨是基於政治因素的考量來呼喊著去中國化

28
邵宗海，「蔡英文時代的兩岸關係」(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頁 312。 

29 「習近平 19大對台講話全文 4提九二共識」，中央通訊社，2017年 10月 18 日，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710185005-1.aspx ， 檢索日期 2018年 4月 23。 
30 「聯合／當「去中國化」走向文化的深水區」，聯合新聞網，2017年 10月 21日，

https://udn.com/news/story/7338/2769816  檢索日期：2018年 5月 14日。 
95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710185005-1.aspx
https://udn.com/news/story/7338/2769816


DOI:10.6814/THE.NCCU.NSMCS.006.2018.F1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的口號，例如 1999 年李登輝總統「特殊兩國論」或的提出，而且時間點恰好是

1998年辜汪會談後，中國海協會會長汪道涵預定在隔年 10月間訪臺的前夕，也

因為李總統的論點最終導致中共取消汪道涵的臺北訪問行程。另外一個例子是陳

水扁總統於 2002 年提出「臺灣、中國一邊一國」的主張等等。然而許多在實際

層面進行的所謂去中國文化運動，比如說課綱微調、處置國立故宮博物院，甚至

歸還文物等。都正在社會不同層面發酵且侵蝕著人們的生活與傳統價值意識，甚

至惡意抹消某些世代認同的生命意義。 

概括而言，民進黨文化去中國的手段有三：第一，是儘可能減低各種文化上

與中國的聯結，或淡化中國色彩。例如，以孔子生日為紀念的教師節，讓臺灣擺

脫日本殖民的「光復節」，都被取消放假。端午節因是民間普遍慶祝的民俗節日，

無法取消，獨派則辯稱此活動「各地都有」；至於迎媽祖活動，文化總會的論述

是：「中華文化是臺灣文化的一部分」等。包括蔡總統出訪南太平洋友邦，都被

宣傳成向南島國家「尋親」。第二，對無法消滅或淡化的部分，民進黨則會稱這

些文化是「不好的」，應該減少。在文言文與白話文的爭論中，各種詆毀文言文

為宣揚封建、不符史實、不合現在價值觀的說法，就是最具體的例子。與此對照，

獨派人士指媽祖文化的興起完全是因為國民黨拿來「洗腦臺灣人」，亦是相同的

手法。第三，當無法否認、淡化、詆毀時，民進黨便「創造」有別於中國的文化

體系。例如，被稱為主要「臺灣母語」的臺語，無論如何都很難否認其源自中國；

但為了有別於中國的「閩南語」、「河洛語」，於是以羅馬拼音制定自己的發音體

系甚至文字。30 

顯而易見的是目前在臺灣推動「本土意識」的相關教育與措施，例如「去中

國化」的史地教材編撰、「通用化」的拼音措施、「方言化」的語言政策、「臺灣

化」的護照加蓋、「本土化」的故宮形象塑造、「制憲化」的憲政改造，均會導致

30 「聯合／當「去中國化」走向文化的深水區」，聯合新聞網，2017年 10月 21日，

https://udn.com/news/story/7338/2769816  檢索日期：2018年 5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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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北京政權的反彈與激怒。31民進黨政府在政治上積極推動「去中國化」，雖

然得以間接鞏固臺灣內部對中共推動促統談判於以拒絕的心防，卻也明顯的讓兩

岸關係的情勢更加的惡化，進而導致兩岸任何協商機制中斷，這也真正說明了「臺

灣本土意識」就是「兩岸談判」開展的障礙存在，另外也在無形中對文化面、社

會面帶來巨大的隱憂。因為在實際層面上看來，比起政治上的臺獨口號，「文化

臺獨」在血緣和文化上的深層切割，不僅作法上太過偏激，也勢必讓中共更加惱

怒及難以容忍。其次，民進黨上臺執政儘管提出維持現狀主張，但並不接受九二

共識，兩岸關係從冷和平走向新對抗。不僅停止協商對話，陸客及陸生來臺交流

減少；大陸當局有別以往的對臺機艦及航母的繞島巡航，更逕自啟用Ｍ五○三航

線，壓縮臺灣防衛空間；停止外交休兵，制約臺灣國際參與及挖臺邦交國牆腳，

對臺灣安全威脅及外交壓制，逐漸強化力度。32 

最後，對於民進黨政府在文化上一系列的去中國化作為，完全無視一味否認

中國文化對臺灣本土文化發展的深遠影響，不但與歷史事實不相符，更有可能會

使臺灣本土文化失去其根源和支柱。文化是長期積累淬煉而形成的底蘊，不是一

朝一夕可以隨時建立起來，民進黨意圖將中華文化的根源與臺灣本土文化做切割，

卻反其道而行的要用南向尋親、羅馬拼音、北望日韓等不著邊際的東西來填補，

最後恐怕將成為掏空臺灣本土文化的最大罪人。民進黨和獨派人士不能只顧著妖

魔化「中國」，意圖除之而後快，而應務實面對中國大陸的各項政策方針，深思

自己的政治文化戰略。否則，去中國化的腳步若繼續行涉進文化的深水區，最後

的苦果將由全體臺灣人民概括承受。 

31
邵宗海，「兩岸協商與談判-從白手套到官方接觸再到?」(台北：唐山出版社，2016 年 8 月)，

頁 297。 
32 「台獨界定擴大化 兩岸關係更嚴峻」，聯合新聞網，2018 年 1 月 15 日，

https://udn.com/news/story/11321/2930040  檢索日期：2018 年 5 月 15 日。 
33 「兩岸貨貿協議不在可能談了」，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818006451-260409 ，檢索日期 2018年 4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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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兩岸僵局下的「新南向政策」 

蔡英文總統在 2016 年 8 月 16 日於總統召開「對外經貿戰略會議」，會中通

過新南向政策綱領，主要目標是希望能促進臺灣和南向國家在經貿、文化及科技

等層面的連結，在合作過程中形塑與東協、南亞及紐澳國家合作共同體的意識。

一方面也藉由經濟發展新模式，推動國內產業南向的戰略布局，另一方面希望充

實及培育新南向人才，有效提升發展力道。雖然蔡英文總統特別強調，新南向政

策不排除在適當的時機與中國大陸就相關領域的議題展開協商和對話，但是當時

國臺辦主任張志軍在 2016年 8月 18日則明確表示，兩岸現在沒有了共同的政治

基礎，不可能在談論新的協議，也就是說：兩岸貨貿協議今後不可能再談了。33 蔡

英文也開始提出臺北的立場，亦即「從兩岸經貿先做起，來擺脫對中國的過度依

賴」。本節主要先就蔡英文總統在上任後對於新南向政策具體的施政理念進行論

述，在就我國對新南向國家貿易統計數據進行同期分析比較，探究新南向國家對

我國貿易成長重要性及發展潛力，再者探討中國大陸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

推行一帶一路政策，對於臺灣推動新南向政策有何影響？彼此競合關係為何？將

在本節作一分析及探討。 

壹、新南向政策的願景與成效 

蔡英文總統在 520 就職演說中提到：「…臺灣現階段的經濟發展，和區域中

許多國家高度關聯和互補。如果將打造經濟發展新模式的努力，透過和亞洲、乃

至亞太區域的國家合作，共同形塑未來的發展策略，不但可以為區域的經濟創新、

結構調整和永續發展，做出積極的貢獻，更可以和區域內的成員，建立緊密的『經

濟共同體』意識……「新南向政策」就是基於這樣的精神。我們會在科技、文化

33 「兩岸貨貿協議不在可能談了」，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818006451-260409 ，檢索日期 2018年 4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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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經貿等各層面，和區域成員廣泛交流合作，尤其是增進與東協、印度的多元關

係。為此，我們也願意和對岸，就共同參與區域發展的相關議題，坦誠交換意見，

尋求各種合作與協力的可能性」。34「新南向政策」是民進黨政府對於臺灣的國家

發展與區域參與來說都別具意義。它最主要的目的在於深化臺灣與鄰近區域的夥

伴關係，透過打造強而有力的「鏈結」（不只是議題上的合作聯繫），進而促成臺

灣與區域經濟共同體的再融合。 

在政策執行層面上，新政府於2016年6月在總統府內設立「新南向辦公室」，

其職能為構思政策內容與政策協調。隨後並於 2016 年 8 月召開了「對外經貿戰

略會議」，並在會中通過「新南向政策」政策綱領，明確宣示未來將依此政策理

念，引領政府推動短、中、長程共六點的施政目標及架構。其中短期目標包括

1.結合國家意志、政策誘因及商機，擴大貿易觀光、人才文化等雙向交流。2.

配合經濟發展新模式，推動新南向產業戰略布局。3.提升人力資源培養新南向人

才，突破發展瓶頸。4.擴大雙邊及多邊對話機制，加強經濟合作，化解爭議。另

外長期目標為：1.促進臺灣和東協、南亞及紐澳等國家，在經貿、科技及文化等

層面上的交流，彼此共享資源、人才和市場，創造互利共贏的合作模式，建立「經

濟共同意識」。2.建立廣泛的協商對話機制，型塑和南亞、東協及紐澳國家的合

作共識，有效解決彼此在意見上的分歧，逐步累積雙方互信及建立共同合作意

識 35。對此，本文依上述政策目標來檢視蔡英文總統就任一年來新南向政策執行

之情形與成效，並就此分析相關政策所可能遇到的困難。 

34 
「《520就職演說全文》 蔡英文︰願與對岸持續對談」，自由時報，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702617 ，檢索日期 2018 年 4月 22

日。 
35
 「新南向政策綱領」，新南向政策專網，

https://www.newsouthboundpolicy.tw/PageDetail.aspx?id=9d38cb45-4dfc-41eb-96dd-536cf

6085f31&pageType=SouthPolicy  檢索日期：2018年 4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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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017 年 1-12 月我國對新南向市場貿易統計 

資料來源：新南向政策專網 https://www.newsouthboundpolicy.tw/index.aspx 

從短期目標第一點來看，蔡英文政府希冀增加與東協十國和南亞六國之經貿、觀

光、文化與人才等多方面之往來與交流。以下，本文先檢視過去一年(2017)，臺

灣和新南向政策國家之經貿往來和互動關係，進一步瞭解當前此一政策執行之成

效與可能的限制。從圖 5-1可知，新南向（18國）占我國總體貿易金額不到兩

成(19.2％)，出口占 21.2％而進口則占 16.8％。從出口比例來看，東協 10國占

出口比例超過八成五(占 21.2％中的 18.5％)，而南亞 6國則僅占了出口比例的

一成五（占 21.2％中的 1.6％）、另外澳大利亞僅占我國出口總額的 1.0％，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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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蘭則僅占 0.1％；從出口比例來看可知，東協 10國為我國當前在新南向國家

貿易最主要對象。在東協 10國中又以新加坡和臺灣的經貿金額占比最大，而臺

灣和新加坡也在 2014年完成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從出口成長率的表現來看，東協 10國除了柬埔寨、汶萊在 2017分別負成長

-0.1％及-12.5％外，其他 8 國的出口成長率皆為正成長。但由於這二個國家占

臺灣總體出口比例皆不高（柬埔寨 0.2％、汶萊 0.0％），因此整體挹注臺灣出口

表現的功能並不大。南亞 6國的出口成長率表現則相對較好，除了不丹為負成長

外，其他南亞 5國的出口皆為正成長，但由於這 5個出口成長的國家，其也只占

臺灣總體出口比例的 1.6％，因此對於挹注整體出口成長表現有限，反過來想，

這也顯示出南亞國家的市場還有很大地開拓與努力開拓的空間。 

而當初蔡英文政府推出新南向政策的目的，最主要的是要將對中國出口高比

例的倚賴降低，並且分散到其它國家─特別是與臺灣地理上相近的東南亞國家。

2017 年 6 月在「新南向政策：商機與展望」國際研討會上，會中官員引用對東

協出口 1-5月成長 7.5%為例，認為新南向取得初步成效。而到 11月為止，臺灣

對東協主要國家出口更增加了 11.8%，似乎新南向的「成果斐然」。36單看此數據

確實是可得到這些結論，不過，單靠出口的成長看不太出來是政府的新南向政策

有了什麼卓越貢獻的成果；然而進一步探究出口成長率成長，主要原因很明確的

是 2017 年起全球景氣回升，才是對東協國家出口大增的原因。例如比較看看同

期臺灣對美國貿易總值成長 8.143%(圖 5-2)、對歐盟成長 12.554%(圖 5-3)、日

本增加 4.243%(圖 5-4)，大概就知道這是全球因素。 

36
 「風評：新南向辦公室年底熄燈，挫敗？成功？」，風傳媒，

http://www.storm.mg/article/373382 檢索日期：2018 年 4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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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中華民國進出口貿易值表(臺灣對美國) 

資料來源：新南向政策專網 https://www.newsouthboundpolicy.tw/index.aspx 

 

圖 5-3：中華民國進出口貿易值表(臺灣對歐盟) 

資料來源：新南向政策專網 https://www.newsouthboundpolicy.tw/index.aspx 

 

圖 5-4：中華民國進出口貿易值表(臺灣對日本) 

資料來源：新南向政策專網 https://www.newsouthboundpolicy.tw/index.aspx 

另外圖 5-5及 5-6顯示臺灣對中國大陸及港澳地區，在同期的出口成長率分

別增加 17.947%和 27.661%，這明顯與當初新南向政策中，要減少對大陸出口依

賴的口號相互違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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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中華民國進出口貿易值表(臺灣對中國大陸) 

資料來源：新南向政策專網 https://www.newsouthboundpolicy.tw/index.aspx 

 

圖 5-6：中華民國進出口貿易值表(臺灣對港澳地區) 

資料來源：新南向政策專網 https://www.newsouthboundpolicy.tw/index.aspx 

2017 年 11 月 17 日在「兩岸經貿交流回顧與前瞻國際研討會」上，陸委會

前副主委高長發表演講指出，國際經濟整合是潮流，兩岸經濟受到市場引導進一

步整合，也是大勢所趨，臺灣是海島型經濟體，沒有太多選擇，當全世界都將目

光寄予大陸市場，兩岸已有過去三十年累積的經濟緊密結合，「如果現在想要淡

化跟大陸這樣的關係，或者作切割，是不妥當的」。 

高教授也進一步說明，對大陸經濟依賴度的算法是「對大陸貿易/對世界貿

易」，但是過去的思維都是要減少對大陸貿易的分子，但他強調，正確的作法應

該是讓分子保持，並想辦法讓分母變大，以此降低對大陸依賴度，才是正途。37 

37
 「降低對陸經濟依賴，治標不如治本」，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1118000660-260301 檢索日期：2018 年 4月 25

日。 

103 
 

                                                      

https://www.newsouthboundpolicy.tw/index.aspx
https://www.newsouthboundpolicy.tw/index.aspx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1118000660-260301


DOI:10.6814/THE.NCCU.NSMCS.006.2018.F1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貳、新南向政策與海上絲綢之路的競合關係 

2016年蔡英文政府上任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的同時，中國大陸早在 2013年

9月便正式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

範圍貫穿歐亞大陸，東邊連接亞太經濟圈，西邊進入歐洲經濟圈。企圖帶動海陸

沿線的區域經濟發展，藉以擴大外需來促進國內產業轉型升級並解決產能過剩問

題。並且透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與絲路基金(Silk Road Fund)來加強沿線國家基礎建設、戰略對接、產業

合作、增進貿易與投資往來等目標。其中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國家地區與臺灣新

南向政策涉及的國家對象幾乎重疊，因此外界常解讀新南向政策是在與「一帶一

路」競爭。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建設主要重點地區，分別是西線的東南亞、南亞，

以及延伸下去的東非和北非，並延伸至歐洲；南線的大洋洲之南太平洋島嶼國和

紐澳兩國，共涉及 30多個國家 40億以上人口，約占全世界總人口 65%，以及全

世界生產總值(GDP)的 23%，也因此，將來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完成，可能形成龐

大的新興經濟區域。由於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與新南向政策涉及的東南

亞、南亞及紐澳等 18國幾乎重疊，這之間也浮現出兩者微妙的競合關係。38 

2017年 5月 17日國家安全局副局長周每伍於在立法院報告時特別指出，中

國大陸「一帶一路」戰略，在南進政策著墨頗深，與我國「新南向政策」對象國

家有所重疊，在中國的龐大資金與在國際間的政治影響力下，臺灣雖然提撥出

42億新南向政策資金，但由於目標國有 18個國家，平均下來後每個國家可運用

資源略顯匱乏。39且東南亞國家與臺灣均無邦交關係，相較中國大陸除了與其有

正式外交關係外，另外「東協經濟共同體」於 2015 年底正式成立，過去四年都

是中國大陸的第三大貿易夥伴，而中國大陸則是連續六年作為東盟的最大貿易夥

38
 吳福成，「新南向政策與海上絲路的競合關係」，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40第 2期 （2017 年 2 

月），頁 82-83。 
39
 「國安局：一帶一路對新南向形成壓力」，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517002136-260409  檢索日期 2018年4月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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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在這個基礎上，東盟自然成為了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優先發展及重點方

向。特別是在 2016年 7月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升級議定書已經正式生效，雙方

貿易額從 1991 年的 79.6 億美元增長到 2015 年的 4,721.6 億美元，成長了 58

倍，中國大陸連續 7年成為東協最大的貿易夥伴，特別是透過高層經濟對話、領

導人互訪或雙邊經貿協商機制，促成了與東協國家的戰略對接，如「一帶一路」

倡議已和越南的「兩廊一圈」構想、柬埔寨的「四角」戰略和印尼的「全球海洋

支點」構想實現對接。同時，全長 253公里的中泰鐵路及中寮鐵路、印尼雅萬高

鐵等項目均已啟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項目就是印尼雅萬高鐵工程，建設雅萬高

鐵目的是以基礎設施建設的實際經濟利益為回報，讓東南亞各國在外交和安保方

面難以反對中國的主張，同時突破美國在麻六甲海峽的封鎖，削弱美國在東南亞

的影響力。40另外也推動了中馬「兩國雙園」，中泰、中柬、中越、中老、中印尼

等多個產業園區合作。展望未來，大陸藉由自貿協定和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

（GMS），與越南、寮國、柬埔寨、泰國、緬甸、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共建「中

南半島經濟走廊」將是一帶一路的重中之重，對臺灣與東協經貿往來，難免產生

影響。41 

近年中國已躍升為世界第 2大經濟體，其可憑藉經濟發展優勢與東南亞國家

建立更加緊密的經貿合作關係。兩岸關係在目前的冷和的僵局下，中國大陸除在

外交上不斷打壓臺灣，壓縮臺灣國際生存空間，更可藉由其外交及經貿優勢，要

求這些南向國家選邊站，接受其「一中原則」，進而降低與臺灣的合作意願。例

如 2017 年 5 月，大陸與越南簽署聯合公報，寫明越南堅定奉行一中，支持兩岸

統一與反對臺獨。日前大陸總理李克強出訪柬埔寨，柬方也在聯合公報重申奉行

40
 「雅萬高鐵帶路 突破麻六甲制約」，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512000713-260301  檢索日期 2018 年 4月 29

日。 
41 「社論－務實應對一帶一路與新南向政策的競合」，工商時報，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520001643-260202 檢索日期 2018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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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政策。42中國大陸近年來對挹注資源到東協國家可以說是不遺餘力，尤其以

與東協國家接壤的廣西為支點，像是廣西大學「東盟學院」的研究團隊陣容就相

當堅強，除了細分政治、經濟等領域的研究單位，還針對不同國家分別做研究，

院裡就設有越南、寮國、柬埔寨、緬甸、印尼、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泰

國、汶萊等 10 個所；每個研究單位至少有 3 位研究人員。相形之下，臺灣對東

協的研究看來完全在不同的級別上。長久以來中國大陸對東協舉凡產業、人文、

科技等合作均透過 FTA、一帶一路、基礎建設互聯互通，讓中國大陸在往後雙邊

經貿規則、經貿發展、合作機制中形成主導力量，促使雙邊未來的經貿發展更加

深化且趨於一致，提升及發揮中國大陸在東協的政治地位與經濟影響力。為了避

免中國大陸對東協之整體佈局戰略對臺灣在東協市場造成衝擊及阻礙「新南向政

策」之推動，臺灣在推動新南向政策應設法加強與中國大陸、東協或第三國企業

合作，利用其所搭建之相關平臺，如跨境電商平臺，或其政府推動之政策，如一

帶一路倡議，積極爭取可能之市場商機，維持臺灣在東協市場之貿易重要性。43需

要特別注意的是，臺灣新南向政策所推動「經貿合作」、「人才交流」、「資源共用」

與「區域鏈結」四大面向，與一帶一路所推動的「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

易暢通」、「資金融通」和「人心相通」，在政策上有許多雷同之處。例如：臺灣

與中國大陸均針對醫療與觀光產業促進合作，且臺灣與中國大陸均採用單一窗口

的措施來降低通關成本並提升通關效率；就人才交流面向，臺灣與中國大陸同樣

採用獎學金擴編的措施，然中國大陸挹注金額與名額均比臺灣多，這對臺灣來說

將造成人才吸引效果有限；在科研合作上中國大陸則是透過共建研究中心、國際

技轉中心、合作中心等來促進科研交流與合作，臺灣雖有類似做法，例如科技部

鼓勵學研機構至新南向國家設置海外科研中心，但在金額與規模上難以與之競

42
 「兩岸拚南向 資源籌碼差很大」，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124000566-260108  檢索日期 2018 年 4月 30

日。 
43
 楊書菲，「中國大陸對東協經貿佈局戰略對我推動「新南向政策」之機會與挑戰」，經濟前瞻，

第 170期 （2017 年 3 月），頁 10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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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44另外有一點對蔡英文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不利的因素是，雖然「新南向」

強調的是區域共同體的概念，但感覺卻像是臺灣本身一廂情願的做法，在整體國

際大環境的趨勢下，似乎沒有看見南向國家需要與臺灣建立關聯的必要條件。簡

單來說就是在蔡英文政府的新南向政策中，缺乏吸引東協及南亞國家的長期願景

目標。 

實際上，新南向政策勢必遭遇中國藉由其政治影響力，干預南向國家與臺灣

在經貿上合作的風險，但現有新南政策僅以未來不排除與中國合作輕描淡寫帶過。

其實對於一帶一路與新南向政策的競合關係，政府除了表明「不是與中國競爭」

之外，臺灣在與美日進行策略聯盟之餘，更應務實的思考如何打破兩岸現階段的

政治僵局，積極思考「兩岸合作南向」的可能方案。特別可以對兩岸長期產業合

作的項目上著手，主要是因為雙方早已經建立了密切的供應鏈關係，假如兩岸能

夠支持業者針對一帶一路的建設、產能與經貿項目，彼此運用各自產業優勢進行

合作，則不僅有利於臺灣新南向政策與大陸一帶一路政策的推動，對於增進雙方

互信，應該會產生積極加成的作用。另外一方面臺灣也應巧妙的運用自身軟實力，

在現階段具有優勢的醫療、教育、人力資源開發、技術創新、農業、防災等專業

領域，爭取和新南向國家洽簽雙邊協定，以建立制度化的運作機制之外，支持民

間企業和產業公協會與新南向國家的企業或公協會，建立供應鏈合作、技術合作

或是進行服務系統的合作，運用臺灣在資通訊軟體的技術優勢，推動和東協、南

亞及紐澳等國家的網路連結，將是政府應該積極投入的方向。45此外，還應該積

極投入教育資源，培育新南向人才，突破發展瓶頸、擴大多邊與雙邊協商與對話，

加強經濟合作，化解爭議與分歧等。在區域和平及發展上，海峽兩岸都肩負很大

44
 「「新南向政策」與「一帶一路」發展現況—對我國全球經貿戰略布局之影響」，Research Portal

科技政策觀點，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385  檢索日期 2018年 4

月 30 日。 
45
 「務實應對一帶一路與新南向政策的競合」，工商時報，

https://ctee.com.tw/News/Expert.aspx?newsid=9089&cateid=cp  檢索日期 2018 年 5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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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責任，也存在很多共同的利益，和東協、南亞及紐澳等國家的經濟合作，兩岸

各具不同條件和優勢，若相互合作，才可以發揮更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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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習近平 2013 年上任後，適逢馬英九總統尋求連任成功，雖然間接可

以說明胡錦濤時期的兩岸政策方向正確外，但兩岸關係的情勢已非胡錦濤

時期般的友好，絕大多數的臺灣民眾對當時友好發展下的兩岸關係並不買

帳，主要原因還是認為對於中國大陸所謂「對臺讓利」的政策完全無感，

認為兩岸在支持「九二共識」的交流互惠，僅讓少數人得利，且年輕人對

於馬英九政府在各層面上對中國大陸過於依賴，導致引發 318 學運抗爭事

件，最終造成國民黨在九合一選舉大敗，相較於國民黨執政時期過於親中，

政黨輪替後的民進黨執政時期，蔡英文總統甫上任即表態不承認有所謂九

二共識，間接表示不接受一個中國原則的立場。在最重要的經濟政策上，

也說明不能過於依賴單一的中國市場，轉而提出「新南向政策」主張，並

且提出並非與大陸「一帶一路」做經貿上的競爭。民進黨蔡英文總統在諸

多公開場合中，發表願意與大陸展開善意、良性的交流互動，然而另一方

面卻不斷用各種方式進行去中國化的動作。但由於中國大陸早已非昔日吳

下阿蒙，中共在歷經所謂先經後政、對臺讓利及安排「馬習會」等做為後，

臺灣仍然發生政黨輪替的結果，中共開始調整並修正其對臺政策的目標與

做法。在官方管道中斷，協商機制停擺之際，國臺辦牽頭 31 個中央部委

機構，繞過臺灣當局，即單向公布新措施，吸引臺灣民眾全面參與大陸經

濟社會發展進程，簡而言之，就是有一種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的意味在

其中。 

換句話說，中共在歷經臺灣多次政黨輪替後，得到的結論是，臺灣在

民主化的發展下，政黨本身已經不是推動兩岸走向統一的萬靈藥，兩岸要

必須走向終極統一，關鍵的重點就是臺灣的民意基礎走向，中共在習近平

強勢領導下，除了推動一帶一路、成立亞投行外，另外設立了所謂「雙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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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也就是中共分別 2021 年(中共建黨百年)實現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2049 年(中共建政百年) 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

代化國家，並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中國逐步成為世界上首屈一指

的強國下，讓兩岸彼此的關係更加具有吸引力及吸附力，讓懸宕已久的兩

岸對立局面自然而然達到水到渠成的結果。 

在習近平主政時期，面對臺灣馬英九和蔡英文總統執政下的兩岸關係，

有著相當明顯的差異，馬英九時期在支持九二共識的前提下，提倡外交休

兵，在積極推動活路外交的政策方針下，雖然沒有實質拓展邦交國的數量，

但在鞏固既有邦交國家的外交成果不容抹滅，兩岸在交流合作頻繁的氛圍

下，中共對於臺灣參加國際組織，諸如以觀察員身份參與世界衛生組織

(WHA)、2013 年我應 ICAO 理事會主席的邀請，以「特邀貴賓」（guests）

的身分參加 ICAO 第 38 屆大會。接納臺灣參與 ICAO 可進一步強化在區域

上有效管理民航事務的能力，並保障國人及全球旅客的飛航權益及安全。

等..均沒有從中作梗，刻意阻撓。而蔡英文總統在不承認九二共識的立場

下，第 70 屆在瑞士舉行的世界衛生大會，臺灣代表團及臺灣媒體均無法

入場，對於臺灣沒有獲邀 ICAO 大會，國臺辦發言人馬曉光公開表示要臺

灣自己深切反省。再者，中國大陸不斷出動多架軍機繞臺，並且表達是針

對「島內臺獨勢力及其活動」所為。在兩岸人民交流層面上，一方面對於

陸客及陸生均大幅限制其來臺觀光及就學人數，一方面提出多項惠臺政策

措施，鼓勵、吸納臺灣優秀人才及青年學子赴中國大陸就業、就學及從商，

這無疑對於臺灣來說是已經是涉及到整個國家安全層級的問題。在外交層

面上，蔡英文總統上任 2年後，包括聖多美普林西比、巴拿馬、多明尼加，

再加上布吉納法索，共已 4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始作俑者毫無疑問的就是

中國大陸對臺灣在外交上的進一步打壓，這一連串的打壓、威嚇及利誘均

凸顯了現階段的兩岸關係是處在相當的艱困及不樂觀的一個狀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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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發現 

針對本文的研究發現，主要可以區分為以下 4點說明： 

一、中共歷屆領導人，除了毛澤東武裝解放時期，兩岸在實質上有發

生戰事外，其他各時期領導人均延續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的對臺政策，亦

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政策方針。江澤民則是在延續鄧小平的政策

框架下，在臺灣春節期間提出柔性的「江八點」主張、在李登輝總統參訪

美國康乃爾大學時進行所謂「文攻武嚇」的方式威逼臺灣不要輕舉妄動。

到了胡錦濤時期，除了遵循鄧小平所制定的頂層框架外，另外也提出「胡

六點」主張，清楚的重申對臺灣問題的最高戰略目標，這也對日後假使兩

岸一旦進行政治對話時，賦予雙方的政治定位建構出一個無形的框架。而

第五代領導人習近平在擔任中共領導人前，所歷練的職務均與臺灣方面頗

有淵源，是以習近平有號稱中共歷屆領導人中，最了解臺灣的領導人的說

法，其對臺政策除了沿用「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之外，其最常提及的便

是要「實現中國夢」的倡議。 

中共第五代領導者習近平提出其個人的中國夢主張，可以看出其企求

中國強盛與中華民族復興的理想與抱負，並藉由凝聚人民團結與經濟建設、

法治建設等作法，讓中國的國力逐漸強盛。其中兩岸關係主張上，藉由兩

岸同屬一家人以強化交流、合作的主張，以中國國內人民的共同想法-兩

岸統一來凝聚國內社會的共識與團結，進一步促進中國國內的社會穩定與

經濟發展。在兩岸關係的操作上，習近平以兩岸血緣、文化相近為訴求，

企求兩岸強化交流與合作，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讓兩岸能往統一的方向

邁進。 

近期政治的發展上，習近平在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後，進而確立其「習

核心」人馬部署、推動「習思想」納入黨章，更於 2018年 3 月 11日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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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人大通過《憲法》修正案，取消國家主席連任制，對照其所倡議的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說法，若無其他變數，臺灣將面臨習近平強勢領導下

的崛起強權威脅，以及兩岸統一時間表的無形壓力。 

二、習近平上任初期，適逢國民黨馬英九總統連任成功，是以延續前

朝對臺政策方針，而國民黨繼續執政下的馬政府，依舊在承認九二共識、

各自表述下的基礎上穩定互動。兩岸政府採取先經後政、只經不政的交流

策略，雙方先後簽署了 21項 ECFA協議，中國大陸也推動陸客、陸生來臺

等一連串所謂惠臺政策，然而在兩岸經濟與社會越來越融合的時候，臺灣

人民對兩岸關係的發展卻是越來越擔憂。 

在兩岸關係看似在穩定中發展的狀態下，臺灣民間卻是醞釀著不滿與

疑慮的氛圍，主要是因為臺灣民間基層對於大陸近年所謂的惠臺政策大多

表示無感。另一方面是兩岸在服務貿易協議上，執政黨的處置過程過於草

率，造成年輕人認為執政黨過於親中，導致執政黨的民意有如瀑布般的傾

瀉而下，更造成由年輕人發起的 318 學運的反中運動。 

在外交層面上，中共始終不放棄在國際間打壓臺灣的空間，這點是無

庸置疑且顯而易見的態勢，相較於陳水扁時期的烽火外交，馬英九總統的

活路外交，是建立在兩岸九二共識的互信基礎上，八年增至 161個免簽證

國，穩住 22 個邦交國，兩岸不互挖邦交國，也是顯示兩岸在主權議題上

的政治善意，可以視為對「一中各表」的試驗性保留空間。因此，即使甘

比亞自動與中華民國斷交，當時北京亦未與其建交，遂阻擋了其他 22 個

中華民國邦交國「改變現狀」的可能，且外交休兵應當看作是兩岸和平發

展的紅利，不但能穩住既有的邦交國家，也間接改善了與無邦交國如美、

日及各ＮＧＯ的關係；臺灣不必被指為「麻煩製造者」，也不必演出「迷

航外交」。尤其重要的是，未來面對各種ＦＴＡ，如ＲＣＥＰ等等，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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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外交休兵的支撐。外交不休兵，臺灣在國際現實環境下，便極可能就

陷入四面楚歌之境 46。 

三、蔡英文總統挾著 318學運的反中聲勢，當選中華民國首位女性總

統，只是在上任後無視「馬習會」所透漏的政治意涵，在就職演說中表態

不承認「九二共識」，隨即導致兩岸交流機制幾乎完全中斷，而北京對臺

的態度與動作也越趨強硬，對於先前的陸客來臺、陸生來臺就學等措施逐

步喊停。雖然蔡英文總統在許多公開場合中，釋出希望兩岸能在互信、包

容的基礎上開展對話的善意，但習近平卻是始終無動於衷，在十九大的政

治報告中更宣示「我們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

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等強烈反對臺

獨的立場聲明。 

兩岸關係雖然形成了對峙且無交流的局面，但民進黨政府對於其臺獨

立場並沒有因此停下腳步，在人事布局上將多位臺獨色彩濃厚的黨內人士

任命為部長，進而推動諸多去中國化、去中華民國化等動作，然而民進黨

政府在文化上一系列的去中國化作為，完全無視有可能會使臺灣本土文化

失去其根源和支柱。意圖將中華文化的根源與臺灣本土文化做切割，最後

恐怕將成為掏空臺灣本土文化的罪魁禍首。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大陸已經躍

居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世界各國無不積極學習東方思想及語言文化，民

進黨政府卻恰反其道而行，在去中國化的同時，是否應該考量未來將在世

界舞臺上失去競爭力，甚至有被邊緣化的危機意識。 

再者，蔡英文總統上任後，對於臺灣的經濟困境，提出了「新南向政

策」的解決方案，希望能開拓新的市場，不要過於依賴中國大陸，但事實

上，臺灣早在 1994 年起便推動「加強對東南亞地區經貿工作綱領」，推動

與東南亞國家間貿易、投資、產業、科技、勞工、教育等各合作，近幾年

46 「外交休兵 看谁的脸色」，聯合早報，2015 年 12 月 31 日，

https://www.zaobao.com.sg/wencui/politic/story20151231-565894  檢索日期：2018 年 5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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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東南亞國家雖已成為臺灣第二大出口市場與第二大對外投資目的地，

蔡英文政府也聲稱東協國家不論在地理位置、人口紅利、勞力成本以及農

礦產資源等方面具有優勢條件，依風險管理的角度來看，雞蛋確實是不能

放在同一個籃子，臺灣的市場也不可能只有大陸，但不容否認的是大陸長

久以來就是臺灣最維持出超及順差的最主要地區，也是臺灣發展觀光最大

的挹注者及最主要的貿易夥伴，這是明擺著的事實，也不是意識形態作祟

所能改變的現實情況，更何況從數據上看來，蔡英文政府上任後，對大陸

的依賴也沒有減少的跡象，更何況大陸在推動一帶一路的合作國家，幾乎

與蔡英文政府的南向國家重疊，在兩岸關係停止對話與交流的情況下，蔡

英文政府能夠完全迴避所謂的大陸的角色及因素嗎? 這些國家連 FTA 對

臺灣都有所顧忌，如何能在大陸的強勢壓力下與臺灣合作，這些都是國際

現實層面的問題。 

四、蔡英文總統上任後，對兩岸關係在不承認九二共識的立場下，雖

然在多次公開場合中表達願意與中國大陸合作交流的善意，在臺灣一連串

「去中國化」的項目和議題卻不斷挑動中共敏感的神經，由兩岸領導人彼

此隔空喊話，逐漸演變成一連串對蔡英文政府的打壓，無論是兩岸彼此交

流中斷、外交層面上挖取臺灣邦交國、軍事層面上使用武力威嚇還是打壓

臺灣參與國際組織層面，對臺灣的壓迫一步步的緊縮，雖然當前美國總統

川普對臺釋出許多善意，例如蔡英文於 2016 年從臺灣致電美國總統當選

人唐納·川普，祝賀他當選新任美國總統、美國政府通過《國防授權法》、

《臺灣旅行法》等...然而蔡英文政府若是想依靠美國政府來和鄰近的中

國大陸繼續僵持冷對抗，這無異是緣木求魚的做法，無論從經濟層面還是

地緣因素及區域政治考量，臺灣要捨近求遠與大陸切割，轉向與美國合作

來保障臺灣的安全或是未來發展，都是一種不切實際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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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對比馬英九與蔡英文總統執政下的兩岸關係變化，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立

場下，呈現出相當明顯的反差，而兩岸目前有很大的困境，就是「一個中國、九

二共識」的前提，如果沒有進一步突破，兩岸目前冷對抗的態勢會繼續僵持下去。

對此本文的研究建議，就是兩岸應該要建立新的頂層架構，最重要的是雙方都能

同意且認同的一個新的模式，這個模式不論是由蔡英文政府主動、具體且積極的

與大陸進行溝通，或是透過民間產業所搭建的協商機制也好，甚或是藉由美國或

其他國家的居中協調也行，最終還是必須設想出一個類似「九二共識」的名詞或

是政治協商機制，讓兩岸雙方在彼此各自立場均能接受下，突破現有僵持的局面，

而非彼此用報復性或壓迫性的手段傷害兩岸人民情感，造成兩敗俱傷的結果，兩

岸國力在現今此消彼長的情況下，中國大陸的籌碼相較於臺灣越來越多，蔡英文

政府如何能在目前習近平強勢領導下，主動提出或是形塑具有建設性及吸引力的

兩岸新架構，這也考驗著雙方領導人的智慧與格局。 

115 
 



DOI:10.6814/THE.NCCU.NSMCS.006.2018.F1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參 考 書 目 

中文部分 

一、專書 

李登輝，中島領雄，路文森、楊明珠譯，《亞洲的智略?》，臺北：遠流，2000年

。 

杜聖聰，「兩岸真相的密碼：中共對臺宣傳的政策、作為與途徑」，(臺北：秀威

資訊，2008年 8月)。 

邵宗海，「2012 年的蔡英文「中國政策」」，蔡英文時代的兩岸關係(臺北：五南

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 

邵宗海，「中共對臺政策 1979-2013」，(臺北：唐山出版社，2013年 9月)。 

邵宗海，「兩岸到底有沒有「九二共識」」，新形勢下的兩岸政治關係(臺北：五南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 10月)。 

邵宗海，「兩岸談判與協商-從白手套到官方接觸再到?」，吳品璇編輯，政策的戰

略思維(臺北：唐山出版社，2016年 8月)。 

邵宗海，「蔡英文兩岸政策的解析-就職演說之前」，蔡英文時代的兩岸關係(臺北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 

馬建離、譚克繩、肖德才主編，「海峽兩岸關係 40 年」，(武漢：湖北教育出版

社，1995 年 2 月)。 

梁升銘，「從「一個中國」政策 看海峽兩岸關係之演進」。 

游盈隆，「天人交戰-2012 臺灣總統選民的抉擇」，臺北市，允晨文化，2012年 6

月。 

趙春山，「大陸的兩岸政策演變」，兩岸開放二十年回顧與展望(臺北：財團法人

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2007 年 1 月)。 

趙春山，「中共對臺政策之研究」，(臺北市：三民書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 9月初版)。 

蔡東杰、洪銘德、李玟憲，「圖解兩岸關係」，劉瀞芬主編，胡錦濤時期(臺北：

116 
 



DOI:10.6814/THE.NCCU.NSMCS.006.2018.F1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 

二、期刊論文 

王全毅，中共對臺政策之研究（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8 年 1 

月）。 

王信賢，「傾斜的三角：當代中國社會問題與政策困境」，中國大陸研究，第 51

卷第 3期（2008年 9月）。 

王高成，「『馬習會』的意涵與影響」，展望與探索月刊(臺北)，第 12 卷，第 11 

期，2015 年 4月。 

田銘釗，2016。「論習近平國家統一觀」，《內蒙古電大學刊》，第 4期。 

朱士濤，「關於新時期馬英九“活路外交”問題探析」，青春歲月，第 15 期（20

14年 8月）。 

何清漣，「「馬習會」對臺灣政治影響有多大？」，《看雜誌》，第 162期，2015年

12月 1日。 

吳強，2016/10。「習近平的統一觀-解讀習近平十八大以來的涉臺講話」，《天中

學刊》第 31卷第 5期。 

吳福成，「新南向政策與海上絲路的競合關係」，臺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40 第 2

期 （2017 年 2 月）。 

李建榮，「連戰：兩岸進入協商時代」，(中國時報，1995年 2 月 22 日)，頭版。 

李智琦，「習近平的決策心理分析：從胡規習隨展望兩岸關係」，戰略安全研析，

第九十六期，（2013年 4月）。 

李穎莉，2014。「2015年中國大陸對臺工作走向評估」，《兩岸關係》，第 12 期。 

杜鈴玉，「習近平「中國夢」之探討」，展望與探索，第 13卷第 3期，（2015年 3

月）。 

防衛研究所，2013。「第 5章中國———次世代指導部を見據えた第 18回共產黨

大會」，《東アジア戰略概觀 201》。 

初國華。「美國的中國觀點及其對臺政策：從柯林頓、小布希到歐巴馬」，《育達

科大學報》第 33期(2012)。 

周陽山主編，「中國研究導論(上輯)」，(臺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07 年 12 

117 
 



DOI:10.6814/THE.NCCU.NSMCS.006.2018.F1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月)。 

邵宗海，「兩岸關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 4月。 

邵宗海，「探索兩岸和平協議的多元角度觀察-陳道元人文社會科學大師講座」，

香港，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有限公司，2013年 2月初版。 

施志昌，106 年 1 月，習近平時期中共對越南外交政策之研究(2012-2016 年)，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胡聲平，「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對臺美「中」關係的可能影響」，展望與探索，第 1

4卷第 12期（2016 年 12月）。 

胡聲平，「胡錦濤與江澤民領導下中共對臺政策的初步比較以決策理論分析」，(

2005年臺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政治大學，2005年 12月)。 

唐永瑞，「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人口問題淺析」，展望與探索，第 4 卷第 5 期，（

2006年 5月）。 

唐彥博，「中國貪腐問題與防治措施之檢視」，展望與探索，第 6 卷第 4 期（200

8年 4月）。 

孫愷熙，「中共經濟發展的潛在危機---國內社會問題」，展望與探索，第 6 卷第

7期，（2008年 7月）。 

馬祥祐，「中國大陸對臺灣政治地位立場變遷之研究」，（亞太研究通訊，第 12

期，2014年 7月）。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權力轉移 1978-2010，（臺北市：五南，201

0年 7月）。 

張久營、寇子春，「習近平對臺工作思想初探-兼談推進對臺工作的一點思考」，

上海市社會主義學會學報，2015年第 5期（2015年 7月）。 

張五嶽。「中共「十九大」後的對臺政策與兩岸關係」，《經濟前瞻》第 174 期(2

017)。 

張文生 2016。「習近平對臺重要思想解析」，《臺海研究》2016年第 2期。 

張旭成，「二十一世紀的臺美關係」，臺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9 卷第 3 期（2013 

年，秋季號）。 

張志軍 2014/9。「努力推動兩岸關係發展成為不可擋的歷史潮流-學習習近平總

118 
 



DOI:10.6814/THE.NCCU.NSMCS.006.2018.F1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書記關於對臺工作的重要論述」，《遠望》第 314期。 

張所鵬，「一九九七，決戰聯合國：未完成的戰爭」，臺北：商業週刊，1994 年。 

張讚合，兩岸關係變遷史(臺北：周知文化事業、佛光大學聯合出版，1996 年 1

 月)。 

梁升銘，「從一個中國政策看海峽兩岸關係之演進」，（臺北市：致知學術 2014.0

5）。 

郭錫碬，「後鄧兩岸關係的現狀與瞻望」，共黨問題研究，第 23 卷，第 8 期，1

997 年 8 月。 

陳秀梅主編，讓夢想照進現實：解讀中國夢(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13 年 6

月)。 

陳斌華、鞠海濤，2016。「新形勢下做好對臺工作的根本指引——習近平對臺工

作重要思想初探」，《臺海研究》第 4期。 

陶涵(Jay taylor)著、林添貴譯、莊瑞琳主編，「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下

卷」」，(臺北：時報文化出版，2010 年 3 月)。 

程美東、張學成，「當前“中國夢”研究評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13

年。 

楊書菲，「中國大陸對東協經貿佈局戰略對我推動「新南向政策」之機會與挑戰」

，經濟前瞻，第 170期 （2017 年 3 月）。 

楊開煌，「「胡六點」重塑兩岸政治關係」，海峽評論，219期，（2009年 3月），（

https://www.haixia-info.com/articles/5322.html）（2018/4/26瀏覽） 

楊劍英、曹麗華，「馬英九“活路外交”政策的提出及影響」，國際關係學院學報

，第 5期（2010年）。 

董玉洪。「2016 年兩岸關係發展情況綜述」，《現代臺灣研究》第 1期(2017)。 

董立文，「習近平集權之路的挑戰與不確定性」，臺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12 卷第

3期（2016年，秋季號）。 

董立文，「習近平對臺政策恐比胡錦濤更緊」，玉山週報，（2011 年 8 月 16 日）。 

劉丕林，1949~1979國共對話秘錄，（臺北市：靈活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15 年 1

1月）。 

119 
 



DOI:10.6814/THE.NCCU.NSMCS.006.2018.F1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劉世洋，106年 1月，「2016年兩岸關係回顧」，《統一論壇》。 

劉性仁，「中國大陸對臺政策之走向分析：：以《反分裂國家法》個案為例」，(

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 

劉凌斌。「新形勢下加強兩岸青少年交流的思考與建議」，《兩岸關係》第 3 期(2

017)。 

劉祖平，「在『戰略安全』和『經濟利益』之間在平衡�論美國隊臺政策之經濟

導向」，中國評論(香港)，第 214 期，2015 年 10 月。 

韓念龍主編，「當代中國外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顏建發，「馬英九邁向以中國中心之戰略思維的困境與挑戰」，臺灣國際研究季刊

，第 6卷第 2期(2010年夏季號)。   

顏建發，「習近平對臺政策的可能架構與內涵」，臺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9卷第 4

期，（2013年冬季號）。 

嚴安林。「特朗普政府的臺海政策—特徵、主要內容及影響因素，《國際展望》第

4期(2017)。 

嚴安林。「從“熱交往”趨向“冷對立”—2016 年海峽兩岸關係述評」，《兩岸關

係》第 1期(2017)。 

三、網路資料 

郝保權，「從“一綱四目”到“一國兩制”」，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北京)，http:

//dangshi.people.com.cn/BIG5/n/2012/0913/c85037-19000689.html， 

檢索日期 2018 年 1 月 25 日。 

「上海公報」，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441360.htm， 檢索日

期 2018年 1月 27日。 

「臺灣關係法與三公報 讀懂美國一中政策」，經濟日報，https://money.udn.c

om/money/story/5641/2384966， 檢索日期 2018年 1月 29日。 

「臺灣關係法與三公報 讀懂美國一中政策」，經濟日報，https://money.udn.c

om/money/story/5641/2384966， 檢索日期，2018年 1月 29日。 

「1979 年全國人大「告臺灣同胞書」」，中國評論新聞網， 

http://hk.crntt.com/doc/1008/4/4/2/100844253.html?coluid=9&kindid=423

0&docid=100844253&mdate=0101122405， 檢索日期，2018年 1月 29日。 

120 
 

http://dangshi.people.com.cn/BIG5/n/2012/0913/c85037-19000689.html
http://dangshi.people.com.cn/BIG5/n/2012/0913/c85037-19000689.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441360.htm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1/2384966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1/2384966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1/2384966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1/2384966
http://hk.crntt.com/doc/1008/4/4/2/100844253.html?coluid=9&kindid=4230&docid=100844253&mdate=0101122405
http://hk.crntt.com/doc/1008/4/4/2/100844253.html?coluid=9&kindid=4230&docid=100844253&mdate=0101122405


DOI:10.6814/THE.NCCU.NSMCS.006.2018.F1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中國戰略網， 

http://www.chinaiiss.com/info/html/taiwanb06.htm， 檢索日期，2018 年 1

月 30日。 

「葉九條（1981.09.30）」，中國網，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zhua

nti/ffl/733739.htm， 檢索日期，2018年 2月 3日。 

「“鄧六條”（1983 年 6 月 25 日）」，中國網， 

http://big5.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4‐12/20/content_5733737.htm， 檢索日期  

2018年 2月 3日。 

「臺灣問題與中國問題白皮書（1993年 8月 31日）」，中國網， 

http://www.people.com.cn/BIG5/channel1/14/20000522/72537.html， 檢索日期 2018年 2

月 5日。 

「江澤民的八項主張」，中國網(北京)，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z

huanti/ffl/733725.htm，檢索日期 2018年 2 月 6 日。 

「國民黨國代擬再推動總統、國代延任案」，中時電子報(臺北)， http://foru

ms.chinatimes.com/report/assembly/88072001.htm， 檢索日期 2018年 2

月 6 日。 

「李登輝九五年訪美時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發表演講的全文」，華夏經緯網(北京) 

 http://big5.huaxia.com/zt/2001-16/30854.html  檢索日期 2018 年 2 

月 7 日。 

「黨的十六大報告全文」，中國經濟網，http://www.ce.cn/ztpd/xwzt/guonei/

2003/sljsanzh/szqhbj/t20031009_1763196.shtml， 檢索日期 2018 年 2

月 10日。 

《反分裂國家法》全文，中華民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https://www.mac.gov.t

w/cp.aspx?n=6ED529FBF24465B3&s=6C2E141D58017986 ，檢索日期 2018年

2月 12日。 

《陸委會：對中共當局的最嚴厲譴責》，中華民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https://

www.mac.gov.tw/cp.aspx?n=6ED529FBF24465B3&s=5343838851A7E72B ，檢

索日期 2018年 2月 14日。 

「紀念《告臺灣同胞書》三十週年 胡錦濤發表重要講話」，中國網，http://ww

w.china.com.cn/overseas/txt/2008-12/31/content_17037368.html ，檢

索日期 2018年 2月 14日。 
121 

 

http://www.chinaiiss.com/info/html/taiwanb06.htm
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zhuanti/ffl/733739.htm
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zhuanti/ffl/733739.htm
http://big5.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4%E2%80%9012/20/content_5733737.htm
http://www.people.com.cn/BIG5/channel1/14/20000522/72537.html
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zhuanti/ffl/733725.htm
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zhuanti/ffl/733725.htm
http://forums.chinatimes.com/report/assembly/88072001.htm
http://forums.chinatimes.com/report/assembly/88072001.htm
http://big5.huaxia.com/zt/2001-16/30854.html
http://www.ce.cn/ztpd/xwzt/guonei/2003/sljsanzh/szqhbj/t20031009_1763196.shtml
http://www.ce.cn/ztpd/xwzt/guonei/2003/sljsanzh/szqhbj/t20031009_1763196.shtml
https://www.mac.gov.tw/cp.aspx?n=6ED529FBF24465B3&s=6C2E141D58017986
https://www.mac.gov.tw/cp.aspx?n=6ED529FBF24465B3&s=6C2E141D58017986
https://www.mac.gov.tw/cp.aspx?n=6ED529FBF24465B3&s=5343838851A7E72B
https://www.mac.gov.tw/cp.aspx?n=6ED529FBF24465B3&s=5343838851A7E72B
http://www.china.com.cn/overseas/txt/2008-12/31/content_17037368.html
http://www.china.com.cn/overseas/txt/2008-12/31/content_17037368.html


DOI:10.6814/THE.NCCU.NSMCS.006.2018.F1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 王毅：對臺工作全面貫徹落實胡錦濤講話精神」，中國評論新聞網，http://

hk.crntt.com/doc/1008/4/5/7/100845718.html?coluid=7&kindid=0&doci

d=100845718，  檢索日期 2018年 2月 16日。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指出，兩岸兩會制度化協商已邁入常態化階段」，中華民國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https://www.mac.gov.tw/cp.aspx?n=137E9643D91946

C0&s=7C4CA1A5C32137DC， 檢索日期 2018年 2月 16日。 

「習晤連戰 主動探問「習馬會」」，明報新聞網，https://news.mingpao.com/p

ns/%E7%BF%92%E6%99%A4%E9%80%A3%E6%88%B0%20%20%20%20%E4%B8%BB%E5%8

B%95%E6%8E%A2%E5%95%8F%E3%80%8C%E7%BF%92%E9%A6%AC%E6%9C%83%E3%80%

8D-%E9%80%A3%E6%88%B0%E5%9B%9E%E6%87%89%EF%B9%95%E6%A8%82%E8%A7%8

0%E5%85%B6%E6%88%90/web_tc/article/20140220/s00013/1392836229632 ，

 檢索日期 3月 17日。 

「習近平和馬英九的九次「隔空交流」」，大紀元，http://www.epochtimes.com

/b5/15/11/7/n4567999.htm，檢索日期 2018 年’2月 12日。檢索日期 201

8年 3月 17日 

新華社，「國臺辦：臺灣有關方面應立即停止策反陸生行為」，臺灣網，2014年 1

0 月 27 日，http://taiwan.huanqiu.com/roll/2014-10/5181028.html ，

檢索日期 2018年 3月 18日。 

「中拒 APEC 會面 我挑新加坡」，蘋果日報(臺北)， http://www.appledaily.c

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51105/36882414 ，檢索日期 201

8 年 3月 22 日) 

「馬習會登場 馬英九 習近平開場發言全文」，中時電子報(臺北)， http://ww

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51107003702-260401 ，檢索日期 201

8年 3月 24 日。 

「不論誰當總統 都能辦「馬」習會」，中時電子報(臺北)， http://www.china

times.com/newspapers/20151106000419-260102 ， 檢索日期 2018 年 3 

月 25 日。 

「一年了 太陽花學運改變了什麼?」聯合新聞網(臺北)， http://p.udn.com.t

w/upf/newmedia/2015_data/20150317_sunflower_08/ ，檢索日期 2018 年

3 月 27 日。 

「批馬英九記者會華麗 林飛帆重申學運四訴求」，NOWnews 今日新聞(臺北)，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40330/1170999 ，檢索日期 2018 年 3

122 
 

http://hk.crntt.com/doc/1008/4/5/7/100845718.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845718
http://hk.crntt.com/doc/1008/4/5/7/100845718.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845718
http://hk.crntt.com/doc/1008/4/5/7/100845718.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845718
https://www.mac.gov.tw/cp.aspx?n=137E9643D91946C0&s=7C4CA1A5C32137DC
https://www.mac.gov.tw/cp.aspx?n=137E9643D91946C0&s=7C4CA1A5C32137DC
https://news.mingpao.com/pns/%E7%BF%92%E6%99%A4%E9%80%A3%E6%88%B0%20%20%20%20%E4%B8%BB%E5%8B%95%E6%8E%A2%E5%95%8F%E3%80%8C%E7%BF%92%E9%A6%AC%E6%9C%83%E3%80%8D-%E9%80%A3%E6%88%B0%E5%9B%9E%E6%87%89%EF%B9%95%E6%A8%82%E8%A7%80%E5%85%B6%E6%88%90/web_tc/article/20140220/s00013/1392836229632
https://news.mingpao.com/pns/%E7%BF%92%E6%99%A4%E9%80%A3%E6%88%B0%20%20%20%20%E4%B8%BB%E5%8B%95%E6%8E%A2%E5%95%8F%E3%80%8C%E7%BF%92%E9%A6%AC%E6%9C%83%E3%80%8D-%E9%80%A3%E6%88%B0%E5%9B%9E%E6%87%89%EF%B9%95%E6%A8%82%E8%A7%80%E5%85%B6%E6%88%90/web_tc/article/20140220/s00013/1392836229632
https://news.mingpao.com/pns/%E7%BF%92%E6%99%A4%E9%80%A3%E6%88%B0%20%20%20%20%E4%B8%BB%E5%8B%95%E6%8E%A2%E5%95%8F%E3%80%8C%E7%BF%92%E9%A6%AC%E6%9C%83%E3%80%8D-%E9%80%A3%E6%88%B0%E5%9B%9E%E6%87%89%EF%B9%95%E6%A8%82%E8%A7%80%E5%85%B6%E6%88%90/web_tc/article/20140220/s00013/1392836229632
https://news.mingpao.com/pns/%E7%BF%92%E6%99%A4%E9%80%A3%E6%88%B0%20%20%20%20%E4%B8%BB%E5%8B%95%E6%8E%A2%E5%95%8F%E3%80%8C%E7%BF%92%E9%A6%AC%E6%9C%83%E3%80%8D-%E9%80%A3%E6%88%B0%E5%9B%9E%E6%87%89%EF%B9%95%E6%A8%82%E8%A7%80%E5%85%B6%E6%88%90/web_tc/article/20140220/s00013/1392836229632
https://news.mingpao.com/pns/%E7%BF%92%E6%99%A4%E9%80%A3%E6%88%B0%20%20%20%20%E4%B8%BB%E5%8B%95%E6%8E%A2%E5%95%8F%E3%80%8C%E7%BF%92%E9%A6%AC%E6%9C%83%E3%80%8D-%E9%80%A3%E6%88%B0%E5%9B%9E%E6%87%89%EF%B9%95%E6%A8%82%E8%A7%80%E5%85%B6%E6%88%90/web_tc/article/20140220/s00013/1392836229632
http://www.epochtimes.com/b5/15/11/7/n4567999.htm%EF%BC%8C%E6%AA%A2%E7%B4%A2%E6%97%A5%E6%9C%9F%202018%E5%B9%B4'2%E6%9C%8812
http://www.epochtimes.com/b5/15/11/7/n4567999.htm%EF%BC%8C%E6%AA%A2%E7%B4%A2%E6%97%A5%E6%9C%9F%202018%E5%B9%B4'2%E6%9C%8812
http://taiwan.huanqiu.com/roll/2014-10/5181028.html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51105/36882414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51105/36882414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51107003702-260401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51107003702-260401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1106000419-260102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1106000419-260102
http://p.udn.com.tw/upf/newmedia/2015_data/20150317_sunflower_08/
http://p.udn.com.tw/upf/newmedia/2015_data/20150317_sunflower_08/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40330/1170999


DOI:10.6814/THE.NCCU.NSMCS.006.2018.F1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月 27 日。 

「民黨新版兩岸監督條例 去除"兩國論"」，公視，https://news.pts.org.tw/a

rticle/317613?fb_comment_id=987629384616039_988010471244597 ，檢索

日期 2018 年 3月 28日。 

總統府網站：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077，外交

的最大資產，不是新臺幣，而是自由民主的制度跟生活方式，檢索日期 20

18年 4月 3日。 

馬英九任內 12 次出訪簡介，華夏經緯網：https://translate.google.com.tw/

translate?hl=zh-TW&sl=zh-CN&u=http://www.huaxia.com/lasd/twzlk/dw

gx/2016/03/4785252.html&prev=search， 檢索日期 2018年 4月 8日。 

「進步夥伴、永續發展 援外政策白皮書」，外交部新聞稿，網址 https://www.m

ofa.gov.tw/Upload/RelFile/2173/80239/%E5%A4%96%E4%BA%A4%E9%83%A8%

E6%8F%B4%E5%A4%96%E6%94%BF%E7%AD%96%E7%99%BD%E7%9A%AE%E6%9B%B8%E4

%B8%AD%E6%96%87%E6%91%98%E8%A6%81.PDF， 檢索日期 2018年 4月 10日。 

「蔡英文出訪太平洋將過境美國 中國跳腳」，自由時報，2017年 10月 27日，h

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235813 ，檢索日

期 2018年 6月 1日。 

「聯合／當「去中國化」走向文化的深水區」，聯合新聞網，https://udn.com/

news/story/7338/2769816，檢索日期 2018年 4月 12日。 

「新南向首張成績單完全不及格」，財團法人國家研究基金會，https://www.np

f.org.tw/3/16885， 檢索日期 2018年 4月 12日。 

「中國學者訪民進黨 夾帶國臺辦官員」，NewTalk 新頭殼，https://tw.news.y

ahoo.com/%E4%B8%AD%E5%9C%8B%E5%AD%B8%E8%80%85%E8%A8%AA%E6%B0%91%E

9%80%B2%E9%BB%A8-%E5%A4%BE%E5%B8%B6%E5%9C%8B%E5%8F%B0%E8%BE%A6%E5

%AE%98%E5%93%A1-090030095.html， 檢索日期 2018年 4月 13日。 

「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論述之研究」，臺灣新社會智庫，http://www.taiwansig.

tw/index.php/%E6%94%BF%E7%AD%96%E5%A0%B1%E5%91%8A/%E5%85%A9%E5%B2

%B8%E5%9C%8B%E9%9A%9B/7330-%E8%94%A1%E8%8B%B1%E6%96%87%E5%85%A9%E

5%B2%B8%E9%97%9C%E4%BF%82%E6%94%BF%E7%AD%96%E8%AB%96%E8%BF%B0%E4%

B9%8B%E7%A0%94%E7%A9%B6， 檢索日期 2018年 4月 13日。 

「蔡英文：有溝通、不挑釁、沒意外 3 原則維持兩岸關係穩定」，中時電子報，

123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317613?fb_comment_id=987629384616039_988010471244597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317613?fb_comment_id=987629384616039_988010471244597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077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w/translate?hl=zh-TW&sl=zh-CN&u=http://www.huaxia.com/lasd/twzlk/dwgx/2016/03/4785252.html&prev=search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w/translate?hl=zh-TW&sl=zh-CN&u=http://www.huaxia.com/lasd/twzlk/dwgx/2016/03/4785252.html&prev=search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w/translate?hl=zh-TW&sl=zh-CN&u=http://www.huaxia.com/lasd/twzlk/dwgx/2016/03/4785252.html&prev=search
https://www.mofa.gov.tw/Upload/RelFile/2173/80239/%E5%A4%96%E4%BA%A4%E9%83%A8%E6%8F%B4%E5%A4%96%E6%94%BF%E7%AD%96%E7%99%BD%E7%9A%AE%E6%9B%B8%E4%B8%AD%E6%96%87%E6%91%98%E8%A6%81.PDF
https://www.mofa.gov.tw/Upload/RelFile/2173/80239/%E5%A4%96%E4%BA%A4%E9%83%A8%E6%8F%B4%E5%A4%96%E6%94%BF%E7%AD%96%E7%99%BD%E7%9A%AE%E6%9B%B8%E4%B8%AD%E6%96%87%E6%91%98%E8%A6%81.PDF
https://www.mofa.gov.tw/Upload/RelFile/2173/80239/%E5%A4%96%E4%BA%A4%E9%83%A8%E6%8F%B4%E5%A4%96%E6%94%BF%E7%AD%96%E7%99%BD%E7%9A%AE%E6%9B%B8%E4%B8%AD%E6%96%87%E6%91%98%E8%A6%81.PDF
https://www.mofa.gov.tw/Upload/RelFile/2173/80239/%E5%A4%96%E4%BA%A4%E9%83%A8%E6%8F%B4%E5%A4%96%E6%94%BF%E7%AD%96%E7%99%BD%E7%9A%AE%E6%9B%B8%E4%B8%AD%E6%96%87%E6%91%98%E8%A6%81.PDF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235813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235813
https://udn.com/news/story/7338/2769816
https://udn.com/news/story/7338/2769816
https://www.npf.org.tw/3/16885
https://www.npf.org.tw/3/16885
https://tw.news.yahoo.com/%E4%B8%AD%E5%9C%8B%E5%AD%B8%E8%80%85%E8%A8%AA%E6%B0%91%E9%80%B2%E9%BB%A8-%E5%A4%BE%E5%B8%B6%E5%9C%8B%E5%8F%B0%E8%BE%A6%E5%AE%98%E5%93%A1-090030095.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4%B8%AD%E5%9C%8B%E5%AD%B8%E8%80%85%E8%A8%AA%E6%B0%91%E9%80%B2%E9%BB%A8-%E5%A4%BE%E5%B8%B6%E5%9C%8B%E5%8F%B0%E8%BE%A6%E5%AE%98%E5%93%A1-090030095.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4%B8%AD%E5%9C%8B%E5%AD%B8%E8%80%85%E8%A8%AA%E6%B0%91%E9%80%B2%E9%BB%A8-%E5%A4%BE%E5%B8%B6%E5%9C%8B%E5%8F%B0%E8%BE%A6%E5%AE%98%E5%93%A1-090030095.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4%B8%AD%E5%9C%8B%E5%AD%B8%E8%80%85%E8%A8%AA%E6%B0%91%E9%80%B2%E9%BB%A8-%E5%A4%BE%E5%B8%B6%E5%9C%8B%E5%8F%B0%E8%BE%A6%E5%AE%98%E5%93%A1-090030095.html
http://www.taiwansig.tw/index.php/%E6%94%BF%E7%AD%96%E5%A0%B1%E5%91%8A/%E5%85%A9%E5%B2%B8%E5%9C%8B%E9%9A%9B/7330-%E8%94%A1%E8%8B%B1%E6%96%87%E5%85%A9%E5%B2%B8%E9%97%9C%E4%BF%82%E6%94%BF%E7%AD%96%E8%AB%96%E8%BF%B0%E4%B9%8B%E7%A0%94%E7%A9%B6
http://www.taiwansig.tw/index.php/%E6%94%BF%E7%AD%96%E5%A0%B1%E5%91%8A/%E5%85%A9%E5%B2%B8%E5%9C%8B%E9%9A%9B/7330-%E8%94%A1%E8%8B%B1%E6%96%87%E5%85%A9%E5%B2%B8%E9%97%9C%E4%BF%82%E6%94%BF%E7%AD%96%E8%AB%96%E8%BF%B0%E4%B9%8B%E7%A0%94%E7%A9%B6
http://www.taiwansig.tw/index.php/%E6%94%BF%E7%AD%96%E5%A0%B1%E5%91%8A/%E5%85%A9%E5%B2%B8%E5%9C%8B%E9%9A%9B/7330-%E8%94%A1%E8%8B%B1%E6%96%87%E5%85%A9%E5%B2%B8%E9%97%9C%E4%BF%82%E6%94%BF%E7%AD%96%E8%AB%96%E8%BF%B0%E4%B9%8B%E7%A0%94%E7%A9%B6
http://www.taiwansig.tw/index.php/%E6%94%BF%E7%AD%96%E5%A0%B1%E5%91%8A/%E5%85%A9%E5%B2%B8%E5%9C%8B%E9%9A%9B/7330-%E8%94%A1%E8%8B%B1%E6%96%87%E5%85%A9%E5%B2%B8%E9%97%9C%E4%BF%82%E6%94%BF%E7%AD%96%E8%AB%96%E8%BF%B0%E4%B9%8B%E7%A0%94%E7%A9%B6
http://www.taiwansig.tw/index.php/%E6%94%BF%E7%AD%96%E5%A0%B1%E5%91%8A/%E5%85%A9%E5%B2%B8%E5%9C%8B%E9%9A%9B/7330-%E8%94%A1%E8%8B%B1%E6%96%87%E5%85%A9%E5%B2%B8%E9%97%9C%E4%BF%82%E6%94%BF%E7%AD%96%E8%AB%96%E8%BF%B0%E4%B9%8B%E7%A0%94%E7%A9%B6


DOI:10.6814/THE.NCCU.NSMCS.006.2018.F1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51222004187-260401， 檢

索日期 2018年 4月 15 日。 

「蔡英文總統就職演說全文」，美國之音，https://www.voachinese.com/a/tsa

i-20160520/3338724.html， 檢索日期 2018年 4月 15日。 

「蔡總統就職演說 國臺辦：沒完成的答卷」，中央通訊社，http://www.cna.co

m.tw/news/firstnews/201605205023-1.aspx， 檢索日期 2018 年 4 月 15

日。 

「國臺辦發言人就今後國臺辦與陸委會聯繫溝通機制表明態度」，中國首都網，h

ttp://china.qianlong.com/2016/0521/623637.shtml?prolongation=1， 

檢索日期 2018年 4月 15日。 

「國臺辦說明兩岸聯繫溝通機制停擺原因 責任在臺灣」，今日新聞，https://

www.nownews.com/news/20160629/2151363， 檢索日期 2018年 4月 17日。 

「雙十國慶談話全文 蔡總統：更好的臺灣」，TVBS NEWS，https://news.tvbs.

com.tw/fun/785883， 檢索日期 2018年 4月 17日。 

「中共 19 大政治報告全文」，經濟日報，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

/5641/2764202， 檢索日期 2018年 4月 18日。 

「蔡總統 26 日將發表兩岸重要談話」，聯合新聞網，https://udn.com/news/st

ory/10683/2754184， 檢索日期 2018年 4月 19日。 

「出席「兩岸交流 30 年回顧與前瞻研討會」 總統再次呼籲領導人秉持政治智

慧 尋求兩岸關係突破」，總統府新聞，https://www.president.gov.tw/NE

WS/21718， 檢索日期 2018年 4月 19日。 

「看懂習近平與蔡英文之間的悄悄話」，今日新聞，https://www.nownews.com/

news/20171101/2635496 ， 檢索日期 2018年 4月 20日。 

「蔡英文與習近平隔空對話？」，國政評論，https://www.npf.org.tw/printfr

iendly/17646， 檢索日期 2018年 4月 20日。 

「臺灣共識」，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

A3%E5%85%B1%E8%AD%98  ，檢索日期 2018年 5月 9日。 

「蔡英文訪巴拿馬簽名署「臺灣總統」引爭議」，BBC 中文網，http://www.bbc.c
om/zhongwen/trad/china/2016/06/160628_taiwan_president_tsai ，檢索日期

2018年 5月 9日。 

124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51222004187-260401
https://www.voachinese.com/a/tsai-20160520/3338724.html
https://www.voachinese.com/a/tsai-20160520/3338724.html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605205023-1.aspx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605205023-1.aspx
http://china.qianlong.com/2016/0521/623637.shtml?prolongation=1
http://china.qianlong.com/2016/0521/623637.shtml?prolongation=1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60629/2151363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60629/2151363
https://news.tvbs.com.tw/fun/785883
https://news.tvbs.com.tw/fun/785883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1/2764202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1/2764202
https://udn.com/news/story/10683/2754184
https://udn.com/news/story/10683/2754184
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1718
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1718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71101/2635496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71101/2635496
https://www.npf.org.tw/printfriendly/17646
https://www.npf.org.tw/printfriendly/1764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5%85%B1%E8%AD%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5%85%B1%E8%AD%98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6/06/160628_taiwan_president_tsai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6/06/160628_taiwan_president_tsai


DOI:10.6814/THE.NCCU.NSMCS.006.2018.F1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專家：柔性「臺獨」對兩岸關係的實質危害更大」，壹讀，https://read01.c

om/2Me2KQ.html#.WvKSvoiFMdU，檢索日期 2018年 5月 9日。 

「國臺辦旗下網站：蔡當局「文化臺獨 2.0」不可小覷」，聯合新聞網，2017 年

8月 18日，https://udn.com/news/story/7331/2649678?from=udn-referralnew
s_ch2artbottom ，檢索日期 2018年 5月 9日。 

「習近平 19大對臺講話全文 4提九二共識」，中央通訊社，2017年 10月 18日，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710185005-1.aspx ， 檢索日期 2

018年 4月 23。 

「聯合／當「去中國化」走向文化的深水區」，聯合新聞網，2017 年 10月 21日

，https://udn.com/news/story/7338/2769816  檢索日期：2018年 5月 14日

。 

「臺獨界定擴大化 兩岸關係更嚴峻」，聯合新聞網，2018 年 1 月 15 日，https:/
/udn.com/news/story/11321/2930040  檢索日期：2018 年 5 月 15 日。 

「兩岸貨貿協議不在可能談了」，中時電子報，http://www.chinatimes.com/re

altimenews/20160818006451-260409 ，檢索日期 2018年 4月 22日。 

「《520就職演說全文》 蔡英文︰願與對岸持續對談」，自由時報，http://news

.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702617 ，檢索日期 2018年 4

月 22日。 

「新南向政策綱領」，新南向政策專網，https://www.newsouthboundpolicy.tw

/PageDetail.aspx?id=9d38cb45-4dfc-41eb-96dd-536cf6085f31&pageType

=SouthPolicy  檢索日期：2018年 4月 22日。 

「風評：新南向辦公室年底熄燈，挫敗？成功？」，風傳媒，http://www.storm.

mg/article/373382 檢索日期：2018年 4月 23日。 

「降低對陸經濟依賴，治標不如治本」，中時電子報，http://www.chinatimes.

com/newspapers/20171118000660-260301 檢索日期：2018年 4月 25日。 

「國安局：一帶一路對新南向形成壓力」，中時電子報，http://www.chinatime

s.com/realtimenews/20170517002136-260409  檢索日期 2018 年 4 月 28

日。 

「雅萬高鐵帶路 突破麻六甲制約」，中時電子報，http://www.chinatimes.com

/newspapers/20170512000713-260301  檢索日期 2018年 4月 29日。 

125 
 

https://read01.com/2Me2KQ.html%23.WvKSvoiFMdU
https://read01.com/2Me2KQ.html%23.WvKSvoiFMdU
https://udn.com/news/story/7331/2649678?from=udn-referralnews_ch2artbottom
https://udn.com/news/story/7331/2649678?from=udn-referralnews_ch2artbottom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710185005-1.aspx
https://udn.com/news/story/7338/2769816
https://udn.com/news/story/11321/2930040
https://udn.com/news/story/11321/2930040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818006451-260409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818006451-260409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702617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702617
https://www.newsouthboundpolicy.tw/PageDetail.aspx?id=9d38cb45-4dfc-41eb-96dd-536cf6085f31&pageType=SouthPolicy
https://www.newsouthboundpolicy.tw/PageDetail.aspx?id=9d38cb45-4dfc-41eb-96dd-536cf6085f31&pageType=SouthPolicy
https://www.newsouthboundpolicy.tw/PageDetail.aspx?id=9d38cb45-4dfc-41eb-96dd-536cf6085f31&pageType=SouthPolicy
http://www.storm.mg/article/373382
http://www.storm.mg/article/373382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1118000660-260301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1118000660-260301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517002136-260409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517002136-260409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512000713-260301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512000713-260301


DOI:10.6814/THE.NCCU.NSMCS.006.2018.F1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社論－務實應對一帶一路與新南向政策的競合」，工商時報，http://www.chinatimes.com/n

ewspapers/20170520001643-260202 檢索日期 2018 年 4月 29日。 

「兩岸拚南向 資源籌碼差很大」，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

newspapers/20180124000566-260108  檢索日期 2018年 4月 30日。 

「「新南向政策」與「一帶一路」發展現況—對我國全球經貿戰略布局之影響」，

Research Portal科技政策觀點，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

x/article/10385  檢索日期 2018年 4月 30日。 

「務實應對一帶一路與新南向政策的競合」，工商時報，https://ctee.com.tw/

News/Expert.aspx?newsid=9089&cateid=cp  檢索日期 2018 年 5 月 1 日。 

「外交休兵 看谁的脸色」，聯合早報，2015 年 12 月 31 日，https://www.zaoba

o.com.sg/wencui/politic/story20151231-565894  檢索日期：2018 年 5
月 15 日。 

英文部分 

一、 專書 

J.Cooney, Kevin and Sato, Yoichiro eds., The Rise of China and Intern

ational Security: American and Asia Respon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二、期刊論文 

Huang, C.-H., & James, P.2014. “Blue, green or aquamarine? Taiwan an

d the status quo preference in cross-strait relations” China Qua

rterly, No.219, 

Hungdah Chiu,ed.,China and the Taiwan Issue（New York: Praeger Publis

hers,1979）。 

Sheng-ping Hu, “General Assessment of the PRC’s Foreign Policy: New

 Initiatives and Orientations under Xi Jinping,” Prospect Journa

l, No. 11 (2014), 

Winberg Chia, “Xi Jinping and Ma Ying-jeou’s Historic 2015 Meeting 

in Singapore: An Interpretation,” Asian Affairs: An American Rev

iew, 42(2015), 

126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520001643-260202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520001643-260202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124000566-260108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124000566-260108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385
https://portal.stpi.narl.org.tw/index/article/10385
https://ctee.com.tw/News/Expert.aspx?newsid=9089&cateid=cp
https://ctee.com.tw/News/Expert.aspx?newsid=9089&cateid=cp
https://www.zaobao.com.sg/wencui/politic/story20151231-565894
https://www.zaobao.com.sg/wencui/politic/story20151231-565894


DOI:10.6814/THE.NCCU.NSMCS.006.2018.F1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Yasuhiro Matsuda, “Cross-Strait Relations under the Ma Ying-jeou adm

inistration: From Economic to Political Dependen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ast Asia Studies,No 4:2 (2015), 

 

三、網路資料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http://foreignpolicy.

com/2011/10/11/americas-pacific-century/. Accessed on December 10,

 2017. 

 

127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貳、研究目的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壹、領導者的角度觀察類型：
	貳、組織或制度建構觀察類型
	參、國際情勢與發展觀察類型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途徑
	壹、研究途徑
	貳、研究方法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貳、研究限制

	第五節 研究架構與預計章節安排
	壹、研究架構
	貳、預計章節安排


	第二章 習近平主政前兩岸關係歷史回顧
	第一節 毛澤東時期
	壹、武裝解放政策（1949 年~1955 年）
	貳、和平解放政策（1955 年~1978 年）

	第二節 鄧小平時期
	壹、「中美建交公報」
	貳、「告臺灣同胞書」
	參、「葉九條」
	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第三節 江澤民時期
	壹、後鄧時期與江澤民主政前期
	貳、江八點、文攻武嚇
	參、江澤民主政後期

	第四節 胡錦濤時期
	壹、「胡四點」
	貳、「五一七聲明」
	參、「反分裂國家法」
	肆、「胡六點」


	第三章 習近平時期的政策主張
	第一節 習近平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壹、中國夢的源起
	貳、中國夢的內涵

	第二節 習近平時期中國大陸的國內政治變遷
	壹、中國國內政治社會發展
	貳、習近平面對社會變遷下的統治作為

	第三節 中美博弈下的兩岸關係
	壹、 習近平的兩岸政策基於國內穩定考量
	貳、美國的搖擺立場


	第四章 習近平主政下與國民黨政府的互動
	第一節 習近平與馬英九的互動
	壹、「馬習會」對兩岸關係發展意涵
	貳、「馬習會」後兩岸新局面

	第二節 太陽花學運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第三節 兩岸融冰下的「活路外交」
	壹、活路外交的意涵與特點
	貳、活路外交的作為


	第五章 習近平主政下與民進黨政府的互動
	第一節 習近平與蔡英文的互動
	壹、民進黨轉型下蔡英文的兩岸政策
	貳、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的兩岸政策主張
	參、十九大後蔡英文與習近平隔空對話

	第二節 民進黨去中國化的兩岸關係
	壹、 本土化的臺灣意識形態類型
	貳、 臺灣推動「本土意識」與「兩岸對話」的互動關係

	第三節 兩岸僵局下的「新南向政策」
	壹、新南向政策的願景與成效
	貳、新南向政策與海上絲綢之路的競合關係


	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第二節 研究建議

	參 考 書 目
	中文部分
	英文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