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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對臺政策 
 

█強化鞏固兩岸同屬「一中」框架，持續增進堅持「九二共識」及

反對「臺獨」的政治基礎。 

█陸方提出ECFA後續協商、推動金融、產業合作、文化、教育、科

技等協議為工作重點，促協商兩會互設綜合性辦事機構議題。 

█鞏固兩岸各界大交流局面，對與民進黨交流預設前提；選後重要

官員訪臺逐漸增加。 

█對我國際空間議題仍重申既定立場，強調透過平等協商解決。 

 

一、強化鞏固兩岸同屬「一中」框架，持續增進堅持「九二共
識」及反對「臺獨」的政治基礎 
我方總統大選後，大陸涉臺官員發表談話強調（包括國臺辦主任王毅、發言人楊毅，及海協

會會長陳雲林等），臺灣同胞再次用行動表明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正確道路的擁護和支

持，其願意繼續在反對「臺獨」、堅持「九二共識」的共同基礎上，與我方各界進

一步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局面。事隔月餘，大陸領導人始陸續就未來兩岸

關係發展及對臺工作重點進行定調，2月29日至3月1日召開的「2012年對臺工作會

議」中，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提出下一階段對臺工作的「四要」主張，其中在政

治方面，要鞏固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的框架，努力增進兩岸政治互信，

繼續反對和遏制「臺獨」分裂活動，使臺灣民眾進一步認識到臺灣和大陸不能對

立和分割，維護兩岸關係繼續穩定發展的宏觀環境。3月15日，王毅於「第十屆兩

岸關係研討會」亦表示，兩岸在事關維護「一個中國」框架這一原則問題上形成

更為清晰的共同認知和一致立場，更為明確地樹立兩岸同胞一家人的觀念，就能

為創兩岸關係新局提供更加堅實的基礎；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於3月22日與中國國

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會面時則重申，雙方要繼續鞏固和增進政治互信，重在堅持

「九二共識」，堅決反對「臺獨」；並強調兩岸雖然還沒有統一，但中國領土和主

權沒有分裂，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沒有改變。確認這一事實，符

合兩岸現行規定，應該是雙方都可以做到的。對於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於

吳胡會提及的「一國兩區」問題，大陸僅透過國臺辦例行記者會被動回應，此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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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臺灣方面在法律層面對兩岸關係所持的基本態度；強調只要認同「一個

中國」，其他問題都可以討論。 

另，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於「兩會」記者會引用臺灣詩人林朝崧「情天再補雖

無術，缺月重圓會有時」的詩句，期許中華兒女實現祖國統一和民族振興的大業。

「兩會」期間，溫家寶、賈慶林均強調今年對臺工作方向係堅持中共中央對臺工

作的大政方針，增強、夯實兩岸關係發展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民意基礎，王毅

並特別強調要鞏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民意基礎。 

此外，大陸方面近期應媒體詢問，就兩岸進行政治對話、建立軍事安全互信

機制等表達立場，重申在「一個中國」原則和前提下，兩岸可就啟動政治對話、

建立軍事互信機制以及達成和平協議等問題進行討論（王毅列席「全國人大」會議開幕式前受

訪），兩岸之間終究是要面對政治、軍事以及固有的一些矛盾、分歧，這是難以迴

避的，兩岸間任何政治、軍事問題，都可以坐下來談（2月15日國臺辦例行記者會），亦贊成

雙方適時就軍事問題進行接觸交流，探討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的問題（3月28

日國臺辦例行記者會）。 

 

二、陸方提出ECFA後續協商、推動金融、產業合作、文化、
教育、科技等協議為工作重點，促協商兩會互設綜合性
辦事機構議題   
今年大陸對臺工作重點仍為加強經貿關係，針對後續協商，大陸方面強調加

緊推動ECFA各項後續協商（胡錦濤、溫家寶、賈慶林、習近平、李克強、王毅、陳德銘、陳雲林、國臺辦發

言人等），包括上半年簽署兩岸投保協議、及早達成服務貿易協議、貨物貿易涉及更

多各自實際利益的調整，是ECFA後續商談中難度較大的領域（王毅）；並積極推進兩

岸金融領域合作、兩岸產業合作、儘快啟動商議建立兩岸貨幣清算機制、鼓勵和

支援有條件的大陸企業赴臺投資，期望臺灣方面為此提供必要的環境和公平的條

件。此外，胡錦濤於「吳胡會」亦指出雙方應積極考慮在文化教育領域商簽相關

協議，以推動兩岸文教交流機制化。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亦表示，將持續與海基會

就商議簽署兩岸文化、教育、科技等領域的交流合作協議，進行溝通，並期望兩

會互設綜合性辦事機構等納入兩岸協商議題，指出海協會已開始著手研究兩會互

設綜合性辦事機構的議題，希望兩會各自完成研究後，儘快開始接觸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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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鞏固兩岸各界大交流局面，對與民進黨交流預設前提；選
後重要官員訪臺逐漸增加 
大陸官方近期強調鞏固兩岸各界大交流局面，推動對臺交流深入務實發展，

並特別加強文化、教育等領域的交流（賈慶林、溫家寶、賈慶林、王毅等）。另，3月13日「全

國政協」審議通過的政治決議，強調要進一步擴大同臺灣各黨派團體等交往，國

臺辦方面亦積極表示歡迎民進黨基層以適當身份赴陸訪問，但若民進黨仍堅持「一

邊一國」的「臺獨」立場，大陸也堅決反對黨對黨的接觸與交流（王毅、葉克冬等）；並

特別邀請3位民進黨相關學者以個人身份赴陸參加其主辦的「第十屆兩岸關係研討

會」。選後大陸中央、地方重要官員訪臺團數逐漸增加，進行以經貿、文化為主軸

的交流活動，包括中臺辦副主任鄭立中（活動包括拜訪臺南、嘉義、高雄、雲林、屏東等地基層）、

北京市市長郭金龍來臺參加「北京文化週」活動（來臺期間並拜會臺北市、新北市及臺中市首長）、

福建省長蘇樹林率福建省閩臺合作交流團進行經貿文化訪問（赴臺中、南投、新竹、臺南、

高雄等地）、廣東省委副書記朱明國（參訪花蓮等地，與縣長傅? 萁洽談廣州陸客自由行及城市直航事宜）、

重慶市委副書記張軒（率重慶部分女企業家代表進行經貿參訪活動）、陝西副省長景俊海（經貿考察團，

拜會臺中市長、和磐石會舉行經貿交流會）、廣東省副省長雷于藍（率廣東省女企業家考察交流團，出席粵臺婦

女經貿文化論壇）等。 

 

四、對我國際空間議題仍重申既定立場，強調透過平等協商解
決 
在國際參與問題上，大陸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4月1日在出席博鰲論壇期間，

與我副總統當選人吳敦義會面時，以只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繼續向前，雙方能平

等協商找出有智慧的解決方案回應吳敦義提出臺灣對國際活動空間的需求。2月22

日，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於例行記者會應詢時表示，對臺灣與大陸建交國開展民間

經貿、文化往來不持異議，但反對進行任何官方往來或簽署具有官方性質的協議，

反對臺灣參加僅限主權國家參加的國際組織，希望有關國家繼續恪守「一個中國」

原則，審慎處理涉臺問題；大陸國臺辦發言人亦重申在不造成「兩個中國」或者

「一中一臺」的前提下，對臺灣希望參與國際組織或國際活動「給予合情合理的

安排」之立場。 

    另，大陸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於2月13-17日首次以國家副主席身分赴美訪問，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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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在臺海議題上，習近平表達臺海議題事關中國大陸主權和領土完整，始終是美

「中」關係中最核心、最敏感的問題。「中」方讚賞美方多次重申「一個中國」政

策，希望美方恪守美「中」三個聯合公報精神，以實際行動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局面和美「中」關係大局；希望美方務必謹慎妥善處理臺海議題，避免美「中」

關係一再受到干擾和損害。大陸外交部部長楊潔篪3月6日在「人大」中外記者會

亦重申，臺灣、西藏等問題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問題，美方尤其要恪守承諾，

慎重、妥善處理，雙方應該始終堅持「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和「中」美聯合聲明

的原則，切實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至於美國對臺軍售議題，大陸國

臺辦發言人范麗青於例行記者會亦重申，堅決反對任何外國向臺灣售武（回應記者詢我

方一改主動積極向美國購買武器的風格，對軍購清單大幅削減，似乎呼應馬英九總統「不武制度化」的說法）。 

此外，針對日本3月以來為釣魚臺周邊無名島命名、將釣魚臺附近的北小島登

載為國有財產等作為，大陸外交部方面多次重申釣魚臺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

是「中國」的固有領土，對此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的立場（3月3日、27日大陸外交部例行記者

會），並表示是臺灣的附屬島嶼，海峽兩岸中國人和全體中華兒女都有責任維護對

釣魚島的主權（3月6日，中新社記者就我外交部就日本為釣魚臺周邊無名島命名向日方提出抗議事，電詢中國外交

部發言人辦公室）。近期大陸就南海議題與越南、菲律賓多所爭執，大陸外交部多次重

申，「中國」對南海諸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國臺辦發言人亦於例

行記者會表示，海峽兩岸都有責任對南海諸島以及附近海域主權加以維護，並提

議兩岸共同開發南海。 

（企劃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