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捌、對臺政策 
 

█積極關注我憲改，劃定反對「法理臺獨」紅線。 

█持續進行兩岸相關議題磋商。 

█藉兩岸交流對臺進行經濟吸納及政治操作。 

█在外交層面持續對我進行矮化與打壓。 

 
一、積極關注我憲改，劃定反對「法理臺獨」紅線 
  本季中共方面針對我憲改推動內容、時程及正名等議題，即在年初國臺辦主任陳

雲林於今年第1期「兩岸關係」雜誌發表之新年賀辭、國臺辦例行記者會、全國臺辦

主任會議、紀念臺灣人民「228」起義60週年座談會、「江八點」12週年紀念會活動

及加強研究臺灣史等場合中，均公開定調今年是反「臺獨」的關鍵年，批判我藉由通

過所謂「憲改」、謀求「法理獨立」的活動將進入實質階段，兩岸關係將面臨嚴峻挑

戰。「兩會」期間，溫家寶的政府工作報告及相關人士的言論亦重申對臺政策，包括

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強化當前反對臺灣「法理獨立」立場、凸顯「反分裂

國家法」對臺重要性，並持續推動「寄希望於臺灣人民」政策。3月5日中共中央臺辦

及國臺辦以負責人名義對陳總統「四要一没有」主張進行強烈批判，重申「胡四點」

原則。對臺部門持續嚴密關注我相關修憲推動時程，並稱將全力防範我憲改行動逐步

升高成為兩岸關係發展的重大不穩定因素。國臺辦主任陳雲林近期訪美，與美方相關

人員會晤，除嚴詞指責我方憲改、正名等作為已觸及「紅線」外，亦要求美方做明確

之表態，顯示中共方面在兩岸關鍵議題突出時，同步加強向國際（特別是美國）進行訴求

的作法已成為一種策略模式。 

  
二、持續進行兩岸相關議題磋商 
  年初國臺辦主任陳雲林在全國臺辦主任會議的工作報告中指出，今年將持續就開

放中國大陸人民赴臺觀光、周末包機常態化、擴大兩岸人員往來及拓展兩岸交流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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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深度、廣度進行部署安排。本季兩岸分別經由授權組織及相關主管機關透過協商

管道，就大陸觀光客來臺旅遊之相關技術性事宜以及擴大貨客運包機運作等議題進行

協商。另外，亦針對共同打擊犯罪、智慧財產權保護、農產品輸銷大陸、砂石輸臺等

相關問題持續進行意見交換，部分議題已獲致一定進展。惟中共方面在協商進程中刻

意操控相關內涵及進度，並以兩岸整體情勢發展為由，意圖主導相關議題協商進程，

後續發展值予持續關注。 

 
三、藉兩岸交流對臺進行經濟吸納及政治操作 
  在交流層面上，本季中共仍針對特定對象及議題，推動各項兩岸經貿及文教交流

，其中包括：舉辦「滬臺民間交流論壇」、「海峽旅遊可持續發展座談會」、「長三

角臺灣旅遊高峰論壇」、「第10屆海峽兩岸旅行業聯誼會」、「2007年臺胞青年冬令

營（全國臺聯）」、「海南大學首屆兩岸大學生冬令營」、「閩臺關係考古文物成果展」

、首屆「海峽兩岸花卉燈會」及春節期間福建舉辦多項兩岸民俗文化活動等，涵蓋層

面多元廣泛。此期間，中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張曉強、國臺辦經濟局長何

世忠等高階官員亦來臺參訪。「兩會」期間，「海峽西岸經濟區」及「天津濱海新區

」成為代表及委員的熱議焦點，所提議案（「閩南新區」提案，包括設立兩岸軍事緩衝區、放寬試行臺胞

參政議政、給區內臺商類似CEPA待遇、設立兩岸貨幣清算中心、延長臺胞證簽發期等）顯示部分省份利用地緣關

係，為求自身利益及發展，刻意加強對臺工作，以各項惠臺政策措施，意欲加大對臺

招商引資力度。同時，中共方面亦透過擴大臺灣居民在大陸行醫資格、增開對臺包裹

快遞服務、放寬對臺小額貿易、福州與廈門海關推出簡化兩岸直航船舶申報手續等優

惠措施，積極對臺拉攏。中共方面更主導籌組臺商總會，企圖影響該組織的單純化與

自主性，進行政治操作與干預。 

 
四、在外交層面持續對我進行矮化與打壓 
  中共在國際間仍頻頻利用各種場合持續對我採取壓制作為，並宣揚其反獨促統政

策。包括利用外交管道，向國際進行照會，批判臺灣憲改係謀求「臺灣法理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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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促各國堅守一中原則。同時阻撓我政府高層出訪，針對陳總統訪問尼加拉瓜過境美

國一事，向美國施壓，並阻止總統專機飛越墨國飛航情報區；另亦對我外長出訪聖露

西亞進行阻撓。而在我爭取參與國際組織（如WHO）之相關活動上，中共方面仍持續採

取各種打壓作為，並在我方已經參與的國際組織中（如WTO），意圖對我進行矮化，顯

示中共在國際間對我國家主權與政治地位上的打壓力度始終未減。 

（企劃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