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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 2019年 1月 2號的對臺談話，不給予中華民國政
府存在的意涵，也不推動「不否認存在中華民國」，整個談話

倒退到 70年前（1949年）的對立格局。更引發注意的是，習
重提了一國兩制，並積極表明兩岸統一的探索實踐方式，即

是所謂的兩制臺灣方案。在內涵上，不同於 1983年鄧小平
所提的一國兩制，兩制臺灣方案並無保留臺灣在臺軍隊以及

保障外國投資的廣義軍事外交權。在習近平發表談話後沒多

久，中國涉臺學者李義虎專文點出：「由於一些新兩岸關係，

新的歷史條件，島內有一些新的情況，那麼更重要是中國的

發展勢頭，民族復興大勢，更多的牽引兩岸關係發展，引領

國家統一進程。所以，也不必拘泥於 80、90年代當時歷史條
件下提出的一些設計。」 1李義虎的發言正反應著，在 2019年
初習五條提出的當下，中共不管是在掌握臺灣內部與國際情

勢上，充滿著高度信心。這個信心也開始挑戰國民黨所堅持

「一中各表」下的九二共識。

以中共角度來看，儘管國民黨所創造的九二共識，具有

＊ 作者為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1 李義虎，「兩會專訪：李義虎談兩制臺灣方案」，中國評論新聞網，

2019年 1月 25日，http://hk.crntt.com/doc/1053/4/0/3/105340302_6.ht
ml?coluid=93&kindid=19311&docid=105340302&mdate=22514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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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中國的意涵，但在馬英九任期堅持一中各表，然後又提

「不統不獨不武」，儘管有一中的政治基礎卻不推動統一，其

結果就是在他任內臺灣民眾中國人認同達到新低，而臺灣人

認同達到新高。國民黨「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並沒有拉近

兩岸政治統合，反造成認同分離的「華獨」。因此，在 2018
年底國民黨地方選舉大勝之後的發展態勢，使得習近平認知

他更有力道與信心去重新設定九二共識的內涵，以及框限未

來兩岸的發展路線。2兩制臺灣方案的推出，本身就釋放出中

共對兩岸關係將採取強勢作為的鷹派訊號。

另習五條裡的兩制臺灣方案，其中特別提到「探索」的實

踐，將會以民主協商進行，參加協商的成員則限於認同九二

共識、反臺獨人士。全國臺研會副會長、廈大臺研院的講座

教授汪毅夫，於習五條提出後受訪時強調：「兩制臺灣方案

的重點，就是統一，沒有抱持一中原則九二共識的人，甚至

主張臺獨的工作者，當然就是自外於兩岸政治協商的孤家寡

人。」 3也就說九二共識本身不是追求的目標，而是誰能夠進

入民主協商的一個篩選機制。

如此看來，習五條所言的兩制臺灣方案，試圖扭轉臺灣

內部兩岸光譜較為接近的「一中各表」訴求，改以具有強勢

單邊主義的促統方案，逼迫臺灣朝野進入所設定的兩岸發展 
框架。

2 楊涵之，「「習五條」 從官方擴散到民間 習近平斷了 「一中各表」 後
路 」， 信 傳 媒，2019 年 3 月 13 日，https://www.cmmedia.com.tw/
home/articles/14642。

3 汪毅夫，「兩會專訪：汪毅夫談兩制臺灣方案」，中國評論新聞網，
2019年 2月 18日，http://hk.crntt.com/doc/1053/3/3/7/105333777_2.ht
ml?coluid=93&kindid=10095&docid=105333777&mdate=021800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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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困境的兩制臺灣方案

中共單邊作為的強硬堅持，直到 2019年中共的十一國
慶，仍未有所改變。當時習近平的國慶講話中，完全不提

九二共識，只提「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老調，當日隨即

引來國民黨「未體察兩岸情勢變化」的批評。4回顧 2019年
情景，之所以這樣完全不甩國民黨，而兀自地強推其兩制臺

灣方案，正是因為中共仍舊充滿自信地判斷情勢在其掌握之

中，然而整體事態發展卻是事與願違。

2019年春末之後，一國兩制的示範基地─香港，掀起

了反送中的抗爭，一路延燒到了同年 11月更入高潮，港警衝
入大學引發流血衝突，最後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大勝。臺灣民

眾看到香港的發展態勢，也產生了一種「今日香港，明日臺

灣」的恐懼心理，當然也對一國兩制產生極為負面的評價。

一般評論都同意這是促成 2020年 1月蔡英文以超高票數連任
的主要原因之一。

同時，在這個過程中，以美國為首的外國力量，也對中

共產生相當大的箝制，不管是眾多的友臺法案、甚至香港人

權法案的出台，加上中共在南海所面臨的軍事壓迫，以及印

太聯盟下中美衝突不斷升級的貿易封鎖，均排山倒海而來。

而自 2020年初開始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兩岸民眾的社
會經濟交流大幅萎縮，以及春季以來的中國水患，都在在地

挑戰中共的穩定領導。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的推銷，失去了國

內外支持的政策環境。

4 「國民黨：盼兩岸維持和平穩定發展 望各方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現實」，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新聞稿，2019年 10月 1日，http://
www.kmt.org.tw/2019/10/blog-po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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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政策環境與轉進調整的研判推動方案

中共將如何因應前述情勢，持續推動兩制臺灣方案呢？

本文茲研判如下：首先，持續管控香港。實施一國兩制的香

港社會秩序，如無法回復，則不止兩制治理的負面效應擴

散，連帶地也將帶動新一波的港獨活動。情勢若延燒而控制

不好，亦將造成臺灣民眾對中共推動一國兩制的看衰心理。

所以中共需急速地處理這個問題，故 7月 1日便正式由人大
會議通過並實施港版國安法。目前看來，儘管整個立法過程

有侵害香港立法權的批評，香港內部時有不滿的聲音，但是

異議都能被控制住，應是先穩定好局面再循序漸進處理內部

不滿情緒。目前幾份民調出現香港的前途信心回復、5香港民

心情緒轉趨正面，6以及一國兩制支持度觸底反轉的情勢，7顯 
見中共對香港的強勢作為，在短期內已有穩定香港內部情勢

5 香港民意研究所 （2020年 8月 20日）。問項 「你對香港既前途有冇
信心呢？」。趨勢結果顯示：2019年 8月的調查呈現 39.7%的香港
民眾有信心，2020年 2月相同的問題，則跌落到只有 25.7%的受訪
者有信心，但經過港版國安法的實施，在本年最新的 8月調查顯示，
已經有 38.0%民眾顯示有信心；顯示已有民心回復的狀況。檢自：
https://www.pori.hk/pop-poll/cross-strait-relation/k004。

6 林艷，「中評數據：立選延港人情緒轉趨正面」，2020年 8月 3日，
http://hk.crntt.com/doc/1058/4/1/2/105841224_2.html?coluid=93&kindi
d=10095&docid=105841224&mdate=0803000701。

7 香港民意研究所 （2020年 8月 20日）。問項 「咁整體黎講，你對一
國兩制有冇信心」。趨勢結果顯示：2019年 8月的調查呈現 33.8%
的受訪者表示有信心，2020年 2月相同的問題，則跌落到只有
27.0%的受訪者有信心，但經過港版國安法的實施，在本年最新的
8月調查顯示，已回復至有 34.6%民眾顯示有信心；顯示香港民眾
對於一國兩制的支持有觸底反彈的狀況。檢自：https://www.pori.hk/
pop-poll/cross-strait-relation/k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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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效。一國兩制對臺灣的負面效應將暫時止血且有反轉 
跡象。

第二是調整外交戰術。自 2018年春中美貿易戰開打以 
來，先是美國內部對中國崛起的威脅感加深，形成圍堵中國

的新冷戰情勢，後則中國對內部事務的強勢鎮壓以及對外強

硬回應作為，都造成了中國的外交失分與霸道威權形象。因

此北京必將思考調整外交策略，爭取國際支持，改善中國形

象，不讓全球形成不可逆轉的反華勢力，並等待時機修補對

美關係。目前可看到的跡象，包括中共外長王毅在疫情稍緩

的 8月底密集赴歐洲巡迴出訪，進行外交修復工作，儘管效
果不彰；習近平 9月 22日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強調中國
支持多邊主義，反對保護主義，對於新冠肺炎疫情中國願意

提供更多的援助，以挽回全球疫情起源自武漢的負面形象，

彰顯中國在管控疫情與承擔國際責任的意願及能力。

北京當前的外交戰略目標，其實就是要挽救其國際形象，

不要讓國際反中的情緒，藉由美國總統川普為了個人政治生

命的延續、甚至香港新疆蒙古等人權議題不斷的蔓延，最後

變得無力收拾。因為國際形象如果不挽救回來的話，在籌劃

兩制臺灣方案上，等於不會獲得國際力量的支持，或者說儘

管不支持，但至少不要產生干預反對的作為。因此，當前中

共在外交處理上，不見得直接針對臺灣，但若疲於應對國際

反中反華勢力，將使得他在籌劃兩制臺灣方案，失去信心。

所以目前判斷中共在戰術運用上，會開始軟調地來處理一些

涉外與涉臺事務，從戰狼外交（wolf warrior）暫時修正為魅
力攻勢（charm offensive）的外交手段，固然嘴上仍是一中原
則的老調，但還不會在短時間裡，以強硬頑固的民族主義因

應，應會優先逐步挽回中國的國際形象，並從經濟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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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互助等議題，重新盤整站穩國際影響力。但也不應過度解

讀為中共就會放棄強勢立場的外交作為，只是面對當前較為

不利的局面，一併配合美國大選後的全球衝突和解，且期待

從疫情恢復的氣氛，稍做戰術調整，兩手策略交互應用。8

第三個配合臺灣內部情勢。當前國民黨支持度大幅下降，

甚至九二共識的民眾支持度也呈現下降趨勢。根據 2020臺
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的資料顯示，支持九二共識的民眾只有

23.4%，來到歷次調查新低，而不支持九二共識的民眾卻是
來到自 2012年來的最高點 57.2%，相對過去不支持度就僅
在兩三成之間，顯有極大轉變。9這反應國民黨 「一中各表」 
的九二共識，在臺灣內部的政治市場，已大幅萎縮至不到

1/4，而這一結果，恐也是中共急於重新定調一中原則的九二
共識所造成的。在政治市場急速萎縮的狀況之下，出現了中

共在推行兩制臺灣方案的一種窘困情境。兩制臺灣方案中有

一個重要的實踐路徑，就是要跟臺灣內部「反對臺獨、支持

九二共識」的人來進行民主協商，共同探索臺灣方案。可是

如果臺灣內部支持九二共識、反對臺獨的人越來越少，甚至

幾乎少到快要不存在，甚至變成永遠的少數，那將要怎麼進

行具代表性的民主協商、進而探索所謂兩制臺灣方案呢？中

共當前的作法必須調整，先擱置操作單邊作為，持續爭取臺

灣內部人士的合作。目前觀察到的是，中共會先靠攏國民黨

8 Wong, Brian, “China’s Two-Pronged Diplomacy: A charm offensive 
or wolf warrior diplomacy? Both, actually, are a key part of China’s  
diplomatic strategy” Sep. 12, 2020, https://thediplomat.com/2020/09/
chinas-two-pronged-diplomacy/.

9 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 （2020年 7月 31日）。可參閱歷年面訪調查
資料，本文所列資料由筆者整理。調查計畫說明及資料庫使用，請
點閱：http://teds.nccu.edu.tw/mai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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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九二共識的定義，以此作為合作基底。如《環球時報》在 
9月 23日提出一系列的九二共識答問，儘管在論述主軸，還
是強調九二共識是以追求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共同謀求國家

統一的目標，但部分內容說明，就已經幾乎跟國民黨所論述

的九二共識很類似，將內涵中具各自表述的歷史說法呈現。

這顯示國臺辦系統正在調整，雖然這不是中共最想要的，但

是在現階段必須要跟臺灣內部的在野黨儘量地合作，爭取最

大的支持，然後把這一個能夠進行民主協商的餅做大，這樣

子才有辦法推後面的所謂的兩制臺灣方案。之後再配合國際

形勢，並視拜登正式接任美國總統後的調整作為，雖不敢說

就此反轉美國內部反中的態勢，但至少能夠重新談判，重新

開局。同時間，中共等待臺灣內部的政治情勢演變，逐步觀

察並配合國民黨的版本論述，把這個九二共識支持度做大，

在實質意義上，將兩制臺灣方案，往前突破邁進。

時程預判與我國觀察重點

如果本文所研判的情勢，正是中共目前所在等待出現的

態勢。那在時程上的預估演進，目前看起來，2021年將是關
鍵的一年，可以作為觀察中共是否採取修正路線作為的最好

時機。因為臺灣要到 2022年的年底才有地方選舉，2021年
一整年除了一些公投案之外，並沒有什麼大型選舉，加上疫

情或許減緩，美國大選底定，這或許就是中共與臺灣內部一

些在「反臺獨、支持九二共識」等較具共同政治基礎的團體

或個人，進行合作的最佳時機。即便現在感覺軍事動作非常

多，不過這個軍事動作或許都只是在釋放嚇阻訊息，以及測

試美臺軍事合作的底線，在理性的判斷下，習近平 9月底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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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聯大低調地訴諸合作，10月中中共五中全會則提出以雙循
環經濟為主的十四五規劃，11月中才在其主導下，讓「區域
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
nership，簡稱 RCEP）簽署上路，應不至於在近期以臺海軍事
衝突，來加深國際對中國的負面疑慮與指控。

不過需要注意是，兩岸如果開始出現和緩關係，民間交

流復甦，中共的兩制臺灣方案鷹派聲音或可能暫時收斂，

九二共識復歸主旋律，臺灣要如何因應鴿派訊號的兩制臺灣

方案？研判中共此時就會再開始進行一些原則上方向不變，

但是在經濟社會交流面向綿密出招的政策規劃，如惠臺政策

的持續加碼推動。對臺灣來說，如果來年兩岸局勢相對和 
緩，而中美緊張關係也開始和緩的話，對於執政的民進黨政

府，似乎也沒有跟對岸強硬的空間，所以可能迫於內外因

素，而要跟對岸進行某種形式的協商交流。但即便是對岸因

為政治基礎未有共識而不跟臺灣協商，但有些事務性接觸，

可能會慢慢出現。臺灣必須要注意，這類事務性的談判協

商，包括重新落實 ECFA的經貿協商，如開啟貨物貿易或重
啟服務貿易等談判，有無可能被中共藉機導引操作，漂白其

國際形象，致使我方堅持立場的政策空間縮小；以及國際對

區域衝突緩和的判斷，進而延緩或降低近期對臺灣的支持力

道。此外，臺灣內部對九二共識的接受度，是否又開始回升，

漸次增強補實兩制臺灣方案裡，可以進行探索協商的臺灣代

表。可以確定的是，中共儘管轉變其兩制臺灣方案的鷹派手

法，但其統戰目標仍然不變，這將是接下來如果因為局勢和

緩，而必須跟對岸交往或協商的時候，政府必須要注意的發

展的情勢。在具體作為上，以下幾點建議或可供政府決策部

門作因應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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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密切注意中美關係發展、持續強化臺美關係

中共之所以會對兩制臺灣方案調整原單邊鷹派的操作思

維，其中主要原因便是川普執政時期中美關係的惡化，以及

臺美實質關係的進展，讓中共在推動兩制臺灣方案頗受壓

力、無法施展。因此，深化臺美關係，建立全方位的雙邊合

作網絡，則當中美關係愈形衝突時，美國反能助臺抵抗中共

的統戰逼迫；另當中美關係欲修復和好時，中共為賣美方面

子，臺美之間所建立的緊密政經社關係，將可一定程度收斂

其在兩岸的強勢作為。

第二、密切注意臺商與臺灣青年參與中國十四五規劃的狀況

中國十四五規劃所著重的雙循環經濟，計劃本身已反映

中國將積極推動紅色供應鏈與自給自足的內循環，由於中國

市場規模龐大，加上已經加入上路中的 RCEP，配合原就推
動的「一帶一路」，將對臺商產生一定的經濟拉力，特別是傳

統產業與服務業部門。儘管傳產服務產業部門技術門檻低，

較不具戰略意義的絕對經濟產值，但參與經濟生產的勞動人

口眾多，對於政策會產生一定的政治衝擊。我政府應注意民

間的社經交流，不被中共統戰部門利用，以商為政、以經促

統，反成為協助其推動兩制臺灣方案的重要力量。

第三、密切注意由外而內的兩岸制度架構與對話議題設定

兩岸官方以及海基海協兩會，自 2016年以來就中止對
話，兩岸民間交流所衍伸的問題，由於缺乏對話解決機制，

因此過去所建立的制度性協議，也幾乎都未再運作。這個狀

況僵持下去，固然對於兩岸政府均有損傷，但對中國追求兩

岸統一的目標來說，相對是損失較大，因為這不僅會阻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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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民眾赴中發展意願，也將實質影響兩制臺灣方案的推動。

因此對於兩岸重啟對話甚或開啟政治談判，中共顯較急迫且

有時間壓力。另外，北京自美國大選後，對外動作頻頻，力

圖主導國際議題發展走向，試圖建構自身是重要的國際多邊

主義建制者角色，其中 RCEP的簽署無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例
子。我方政府應注意中共在國際上的積極動作，有可能會透

過國際多邊架構的協議機制，順勢將兩岸關係相關之議題空

間，也做了「一國兩制」的框限。未來如因國際氛圍或突發事

件的影響，我方必須上談判桌時，則需注意避免被多邊架構

所認定的兩岸制度架構與議題設定所牽絆，保持兩岸談判的

對等自主與迴旋彈性。

第四、密切注意國內政情與民意變化

2020的立院選舉，以在野黨國會不過半坐收。國內政黨
為爭取政治權力進而贏得 2022地方選舉，未來一年極可能
在內政議題多所激烈對抗。我政府應注意內政議題的延燒，

是否讓中共得見分化民意、見縫插針的機會，趁勢將內政爭

議議題連結到兩岸關係，以此取得影響臺灣內部政情的發言

權，若國內政情爭鬥劇烈、民意浮盪，或可能迫使我政府進

入對方設定的兩制臺灣方案政治談判議程。我政府需注意並

管控這項可能由內政爭議連結到兩岸政治議題的外溢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