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捌、對臺政策 
 

█「胡六點」確立今後對臺政治、軍事、國際、經濟及文化政策方

針。 

█突顯來臺舉行二次「江陳會談」及簽署 4 項協議之成果。 

█聚焦兩岸「三通」及經貿合作議題，釋出對臺經貿政策方向。 

█對我國際參與採取「逐次、逐案」策略。 

 
一、「胡六點」確立今後對臺政治、軍事、國際、經濟及文化

政策方針 
2008 年 12 月 31 日中共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紀念「告臺灣同胞書」發表 30 週

年座談會，胡錦濤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提出 6點意見（1.恪守一個中國，增進政治互信；

2.推進經濟合作，促進共同發展；3.弘揚中華文化，加強精神紐帶；4.加強人員往來，擴大各界交流；5.維護國家主權，協

商涉外事務；6.結束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當日，胡錦濤亦發表題為「共同促進世界和平穩

定繁榮」的新年賀詞，復於 2009年 1月 1日「全國政協」新年茶話會上發表講話，

強調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題。其後，中共動員海內外進行學習，積極評價

胡談話的內容。 

整體而言，「胡六點」係針對近期兩岸關係與臺灣政治情勢發展之重要談話，

其中有呼應我方之政策作為，並進一步定調未來兩岸關係走向，貫徹中共過去以

來對臺方針，是胡藉以樹立今後對臺工作指導方向之綱領性文件，有對內及對外

重要宣誓目的，對兩岸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及國際互動發展設定框架，其

主要內涵包括：（一）強調兩岸同屬「一中」之政治基礎及兩岸關係定位問題，認

為兩岸問題解決非領土與主權問題，而是結束內戰政治對立；（二）建立兩岸特色

之經濟合作機制，簽訂綜合性經濟合作協定，及探討同亞太區域經濟合作機制銜

接之途徑；（三）突顯臺灣文化為中華文化之一環與民族情感與意識，區隔臺灣意

識與臺獨意識；（四）加強與臺灣各界溝通、對話，向民進黨與臺獨喊話；（五）

維護臺灣同胞在國外之正當權益，對我參與國際活動及國際組織提出具體原則，

強調臺灣問題是中國內部事務，外國勢力不得干涉；（六）突出和平發展框架議題，

強調在未統一之特殊情況下，就政治關係展開務實探討，及建構軍事互信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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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中」原則下達成和平協議。 

二、突顯來臺舉行第 2次「江陳會談」及簽署 4項協議之成果 
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一行於 2008年 11月 3-7日來臺訪問，並於 11月 4日舉行

第 2次「江陳會談」，順利簽署「海峽兩岸空運協議」、「海峽兩岸海運協議」、「海

峽兩岸郵政協議」與「海峽兩岸食品安全協議」等 4 項協議，並就第一次「江陳

會談」簽署協議執行情形進行檢討，另兩會亦針對後續協商議題（包括加強兩岸交流秩序；

兩岸金融、經貿、漁業合作；兩岸文教及新聞交流等）達成共識。期間馬總統及陸委會主委接見了

海協會代表團部分成員。 

此次陳會長來臺為中國大陸涉臺系統來訪層級最高者，中共方面自 2008年 7

月以來，陸續在觀光、人員往來、海空航運、兩岸經貿互動、貓熊等議題釋出政

策措施與看法，型塑輿論氛圍。陳在行前記者會上即強調此行商談任務明確，有

利於兩岸同胞切身利益與健康，不涉及任何兩岸及臺灣內部政治議題，並公開針

對三鹿毒奶粉事件向臺灣民眾致歉。中共「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及國臺辦主任

王毅等亦發表談話表示，海協會領導人應邀訪臺是兩岸關係向前發展邁進的重要

標誌，也是兩會制度化協商的新起點和新突破，顯示兩岸交流合作的大趨勢無法

阻擋，將會越來越密切。雖然陳訪臺間遭遇抗議人士示威，中共方面將本次在臺

北舉行的會談視為兩岸關係重大突破，對抗議衝突事件採取低調隱忍，並表示不

影響兩岸後續交流，希望維繫兩岸間的良好氣氛。4 項協議簽署後，國臺辦發言

人亦在例行記者會中闡述第 2次「江陳會談」之 6大成果（1.簽署協議，2.舉辦兩岸金融、工

商與航運界座談，3.改善促進大陸居民赴臺旅遊，4.完成兩岸動植物互贈，5.商談後續協商規劃與兩會會務交流，6.廣泛接

觸臺灣各界、增進瞭解）。胡錦濤在 APEC 年會期間，也向我方代表肯定第 2 次江陳會的

成果；大陸方面亦陸續發布相關政策措施及規定，中共官方認為有助兩岸經濟發

展，亦促進了自 1979 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提出兩岸直

接「三通」進程之努力成果，為兩岸同胞帶來實在利益，提供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重要動力與構建新平臺。 

 

三、聚焦兩岸「三通」及經貿合作議題，釋出對臺經貿政策方向 
針對第 2 次兩會協商所簽署的協議及全球金融風暴對兩岸經濟的衝擊，中共

中央及地方政府部門紛紛就相關議題展開後續作為。有關兩岸協議方面，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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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民航總局與我民航局完成新航路飛航管制磋商，各航空公司積極準備直航事

宜，福建加速機場及海港建設並便利檢疫通關措施，12 月 1 日於大陸民航上海區

域管制中心舉行「海峽兩岸民航空管管制協議」首簽儀式，12月 15日正式啟動兩

岸平日貨客包機、海運直航與直接通郵，當日中共在北京首都機場航空郵件交換

站舉行兩岸直接通郵儀式，且廈門港 4 艘兩岸直航首航貨輪啟航。中共交通部並

發布「關於臺灣海峽兩岸間海上直航實施事項的公告」及「臺灣海峽兩岸直航船

舶監督管理暫行辦法」；各地方直航港口也推出便捷措施，強化與臺灣各港口合

作。中共衛生部亦於 11 月 13 日透過「兩岸食品衛生安全緊急聯繫窗口」通報我

衛生署有關都慶奶精產品檢驗結果。同時加強兩岸在旅遊方面之交流與合作（如：11

月 16日，福建旅遊協會、臺灣旅行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在閩臺旅遊合作研討茶話會上協商達成「海峽兩岸旅遊線路對接備

忘錄」；11月 18日，福建旅遊局局長陳揚標在第 6屆海峽兩岸資訊化論壇表示，福建將建構兩岸旅遊資訊對接平臺；11月

20日，兩岸在上海「中國國際旅遊交易會」上共同舉辦「海峽兩岸旅遊之夜」）。另因金融風暴影響持續蔓延，

中共高層在兩會協商後頻赴各地進行調研，力求穩定經濟情勢，並對臺商企業進

行信心喊話與推動相關政策措施（如：11月 16日，國臺辦推出 5項支持臺資企業發展之具體措施；11月

17 日，中共銀監會核准臺灣富邦金參股廈門商銀；廈門檢驗檢疫局推出 6 項新措施協助臺企渡過金融危機難關；11 月 25

日在北京舉辦「第 14屆兩岸金融學術研討會」；中共商務部及海關總署亦於 11月 25日宣告暫停加工貿易限制類保證金臺

帳「實帳」政策）。而贈臺貓熊亦於 12月 23日順利抵臺。 

此外，中共方面呼應我相關政策措施，於 12 月 20 日由發改委與國臺辦推出

「關於大陸企業赴臺灣地區投資專案管理有關規定的通知」，鼓勵大陸企業赴臺投

資。另外，國共兩黨於 12月 20-21日在上海第 4度召開「兩岸經貿文化論壇」，賈

慶林特別在會中提出深化兩岸經濟交流與發展「5 點建議」。國共除達成「9 項共

同建議」，中共並在會中宣布惠臺「10項政策措施」（支持大陸臺資企業發展、加強臺資企業融資

服務、幫助臺資企業轉型升級、鼓勵扶持臺資企業自主創新、推動兩岸雙向投資、加強兩岸產業合作、促進平板顯示產業

發展、拓展兩岸農業合作平臺、擴大臺灣鮮活農產品在陸銷售及允許符合條件的臺灣居民在大陸從事律師職業）；加上

日前「胡六點」之內涵觀察，中共欲突顯兩岸金融合作、中資來臺及 CECA 等經

貿議題之下階段工作方向。 

 
四、對我國際參與採取「逐次、逐案」策略 
鑒於近期兩岸氣氛逐漸改善，中共對臺灣參與國際活動的若干場域，係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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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度的彈性模糊策略，如 11月 20-23日在秘魯利馬舉行的第 16屆 APEC年會中安

排「連胡會」，惟定義為「黨對黨」及「兩岸」的非正式會面；胡錦濤亦仍在「布

胡會」中，重申臺灣問題的重要性，並強調「一中原則」絕不能改變；與秘魯發

表之聯合新聞公報亦強調奉行「一個中國原則」。對於美國國務院於 10 月間公布

64 億美元的對臺軍售案，中共反應強烈且具針對性，除透過正式管道向美方表達

抗議外，其外交、國防、「全國人大」及「全國政協」等部門均發表措辭嚴厲的批

判聲明，中共外交部甚至重提「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的

對臺定位立場，並持續推遲相關美中軍事互動。至於我方參與WHA議題，中共官

方一再強調要創造條件並透過兩岸協商解決，部分學者則建議採取個案務實處理

原則，雖刻意釋放有意讓臺灣參與WHA之訊息，但其作法仍未明朗。 

（企劃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