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捌、對臺政策 
蔡蕙苓  

        

█運用民間交流，爭取臺灣民心。 

█以泛「選舉語言」曲解我大陸政策。 

█利用 CEPA，重彈建立兩岸經濟合作機制。 

█透過外交手段對臺施壓。 

 
 
    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3月間對「人大」臺灣代表團提出的「4點意見」(堅持「一

中」、大力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深入貫徹「寄希望臺灣人民」的方針、團結兩岸同胞共同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經過 SARS期間的沉澱後，近期已成為中共對臺政策的主軸，主要表現在下列作

為： 

 

一、運用民間交流，爭取臺灣民心 

    自7月上旬，政府逐步放寬「因應 SARS疫情兩岸人民往來調整方案」，大

陸疫情也出現緩和的跡象。中共在胡錦濤「大力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的方針

下，為修補 SARS期間阻撓我加入WHO對臺灣人民所造成的傷害，在國臺辦積

極運作下，今年暑期交流對象主要集中在我少數民族、工商企業界、學術界及新

聞媒體等領域，爭取臺灣民心意圖明顯。整體交流活動呈現下列特點：1、交流

規模大都以百人作為交流活動的基本數。凸顯兩岸往來未受 SARS影響，並將更

趨熱絡。2、結合旅遊的交流活動，並選擇風景優美的三峽及桂林附近景點，作

為交流活動主線區。3、高規格接待我交流團體，國臺辦高層官員亦絡繹穿梭於

各交流活動，積極展開對臺工作。4、以經貿為主軸的交流活動，具有濃厚的招

商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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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曲解「選舉語言」，對我施壓 

    政府大陸政策一向具有開創性與延續性，以負責任的態度配合時空環境及兩

岸關係的變遷，以漸進的方式逐步開展。可是自今年 8月以來，中共對我政府公

布有層次、有規則、有步驟的直航方案，卻一味採取冷處理的態度，迄今未有具

體、正面、積極性的回應。中共高層官員如賈慶林、唐家璇、李炳才、王富卿等

人在會見我交流團體時批評我直航方案為「選舉策略」的產物。這種片面性以「選

舉語言」曲解我大陸政策，嚴重傷害兩岸關係的正常發展。 

 

三、利用CEPA重彈建立兩岸經濟合作機制 

    6月 30日大陸與香港正式簽署「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10月 17日亦

與澳門簽訂 CEPA，標示中港澳三地新經濟關係的開展，甚至認為是豐富「一國

兩制」的內涵。大陸官方與學界紛紛藉 CEPA重彈錢其琛於去年元月間提出的「建

立兩岸經濟合作機制」。不過自中共提出「建立兩岸經濟合作機制」的構想後，

雖仍無具體規劃內容，但其與我工商界已從單純招商到以論壇形式的對話，顯示

中共已積極開拓民間、企業進行兩岸經濟的討論與合作空間，不但遂行其「以商

圍政」策略，並將對臺經貿列入其小康計畫的一環。 

 

四、透過外交手段對臺施壓 

    針對我政府宣布將就核四、參與 WHO 等公共議題進行公民投票一事，7 月

間國臺辦主任陳雲林和副主任周明偉兼程赴美國表達中共立場。隨後，9 月中旬

國臺辦組織「國臺辦學者小組」(包括許世銓、王緝思、楊潔勉等人)就美中關係與美國對臺

政策等議題赴美進行瞭解。陳雲林於擔任國臺辦主任後首次訪美，與派遣「國臺

辦學者小組」訪美等舉措，目的雖然是在表達立場和瞭解美國對臺政策，惟這也

是中共「經美制臺」戰術的運用，透過加強與美國溝通，促使美國向我國政府施

壓。近日中共更以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身分迫使賴比瑞亞再度與我斷交，

挖我牆角打壓我外交生存空間。可見中共對臺一貫的「和、戰」、「政、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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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互用的兩手策略始終不曾鬆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