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捌、對臺政策         
蔡蕙苓 

 

█強調對臺工作的延續性與新意。 

█持續以推動「三通」為現階段工作重點。 

█加強利用網路優勢，積極推動對臺工作。 

█持續推動兩岸文教交流。 

█「內外有別、兩手策略」持續對我打壓。 

 

一、強調對臺工作的延續性與新意 

「十六大」為爾後對臺政策基本方針定調，近期中共高層陸續的發言，除進

一步詮釋對臺政策的意涵外，更確立了現階段對臺工作的主軸。謹臚列近期中共

高層有關對臺的談話如次： 

 
發言時間與場合 發言者 發言重點 

1 月 13 至 15 日全
國臺辦主任會議 

錢其琛 

堅持「一中」原則、落實「江八點」 

重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擴大兩岸各項交流與往來 

「政經分開」積極實現「三通」 

承認「九二共識」兩岸復談 

寄希望於臺灣人民 

1月 24日江八點發
表八週年座談會 

錢其琛 

未來 20年大陸的現代化建設，為兩岸經濟合作、各方面交往提供

了新的機遇，也為臺灣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廣闊腹地。 

除持續推動科技、教育、文化等各項交流外，將繼續就密切兩岸經

濟關係問題，與臺灣各界人士深入探討，努力開創兩岸經濟合作的

新局面。 

「三通」是當務之急，是兩岸之間的事，是經濟問題。不是政治談

判，在兩岸民間行業組織就技術性、業務性問題達成共識後，由各

方自行取得確認，就可以通起來。 

重申「三個可以談」、「一中新三句」，強調「寄希望於臺灣人民」。

「辜汪會談十週年」前夕，呼籲恢復兩岸對話與談判，強調珍惜「九

二共識」得來不易的成果。 

「一邊一國論」是不得人心。 

1月 24日江八點發
表八週年座談會 

陳雲林 

堅持「一中」是對臺工作的核心。 

擴大兩岸各項交流和人員往來是實現統一的基礎性工作。 

進行兩岸政治談判是和平統一的必由之路，在「一中」基礎上，兩

岸恢復對話與談判。「一國兩制」是解決臺灣問題的最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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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日解決臺灣問題是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深入貫徹「寄希望於臺

灣人民」方針。 

依「一個中國、直接雙向、互利互惠」原則，推動兩岸直接「三通」。

3 月 4 日「政協」
的「民革」、「臺

盟」聯組會議 
吳邦國 

「一中原則」上恢復兩岸對話和談判。 

把打擊臺獨分裂活動擺在更為突出的位置上。 

解決臺灣問題，寄希望於臺灣人民。 

臺灣問題不能無限期拖延下去。 

3 月 5 日十屆「人
大」一次會議 

朱鎔基 

貫徹「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及「江八點」。 

擴大兩岸人員往來和經濟、文化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積極推進兩

岸直接三通。 

反對任何製造「臺灣獨立」、「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的言行。

加強與臺灣各黨派和各界人士就發展兩岸關係、推進和平統一交換

意見。 

繼續支持海外僑胞開展的「反臺獨、促統一」活動。 

3月 11日「人大」
臺灣代表團分組

會議 
胡錦濤 

重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及「江八點」。 

做好新形勢下對臺工作的四點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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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力開展兩岸經濟文化交流，推進兩岸直接「三通」，強調服務臺

商，保護臺胞，寄希望於臺灣人民。 

三個凡是：凡是有利於臺灣人民的利益、凡是有利於祖國的統一、

凡是有利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我們都要全力推動。  

4 月 7 日法國「中
國和平統一促進

會」舉辦之海峽兩

岸關係座談會 

陳雲林 

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及「江八點」。 

臺灣接受「一中原則」與承認「九二共識」，兩岸恢復對話和談判。

繼續與臺灣各黨派各界人士就發展兩岸關係與推進和平統一交換

意見。 

 

上述相關談話，明白揭示中共目前對臺繼續承襲「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與

「江八點」的一貫政策。在和平統一的大框架下，現階段對臺工作將以促進、推

動兩岸文化與經濟的交流為主軸，並以實現兩岸直接「三通」為訴求。尤其3月

11日胡錦濤對「人大」臺灣代表團提出的「四點意見」與「三個凡是」講話，透

露了中共對臺工作的延續性與新意。 

 

二、持續以推動「三通」為現階段工作重點 

春節前，中共以「雖不滿意，但願意全力積極配合」的態度，批准了臺灣6

家民航業者的申請，以包機方式經港澳往來兩岸。事後大陸官方媒體相繼評論此

次的「春節包機」是兩岸「三通」的起點，足證兩岸「直航」的可行性，強調「三

通」乃大勢所趨、民意主流、當務之急，並將兩岸未通歸咎於我方的設置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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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呼籲「三通」乃經濟性事務，可通過兩岸民間、行業組織達成共識確認後即

可進行，希望我政府應考量廣大臺灣人民的利益及福祉，儘速讓雙方通起來。近

來中共對兩岸「三通」一事，除表示不受我政黨輪替影響外，在直航的文宣作為

上亦出現微調跡象。首先，交通部部長稱兩岸航運可以開放外商參與經營，繼而

「國臺辦」發言人張銘清於 3月 26日例行記者上，更明確宣稱中外合資企業在

大陸登記的飛機和船舶都可以參加兩岸直航。 

另一方面，針對小三通的推動，中共亦採取積極配合的作法，除在臺商春節

返鄉一事上提供協助外，福建當地透過小三通赴金馬進行交流及考察的人員亦有

增加。2月14日至16日錢其琛赴泉州出席「中國閩南文化節」暨「第二屆海上

絲綢之路文化節」，在談到兩岸「三通」時提出兩岸有關人士應共同努力，推動

真正的直航與「三通」，福建直接面對臺灣應作出更大貢獻。另於2月下旬會見

我無黨籍立委(部分立委係經由小三通前往大陸)，亦表示將推動澎湖與福建沿海地區直接往

來，顯示中共持續以推動「三通」為現階段工作重點。 

 

三、加強利用網路優勢，積極推動對臺工作 

中共延續前季與我大眾傳播媒體互動交流的模式，新一季的工作方向更思透

過網路優勢開展對臺宣傳工作，加強推動對臺工作的力度。具體作為上包括，2

月中在臺舉辦的兩岸網路媒體暨網路產業發展研討會，大陸方面的與會者多為大

陸主要網路媒體如「華夏經緯」、「人民網」等等；中共中央方面，除統戰部、

官方媒體均已設有對臺網頁外，「國臺辦」網站亦正式開張，由於「國臺辦」專

司臺灣事務，其網站將成為我方了解中共相關政策與最新動態的一個重要窗口。

在地方層級方面，大陸各省市地方「臺辦」(包含內陸省份)近多利用網路通道，藉此

克服地理上的障礙，透過對臺的網路宣傳，介紹該地特色、優點、風情等，期發

揮橋樑作用，與臺灣串起人員往來與交流的機會及管道，進而落實對臺工作。 

 

四、持續推動兩岸文教交流 

臺灣青年與學生向為中共對臺工作重要的對象之一，發展兩岸文教交流遂為

中共不餘遺力、積極推動的重點工作。今年寒假期間，中共相關單位以落地接待

方式籌組臺灣學生前往大陸參訪，以增進我學子對大陸的認識。另一方面，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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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對臺文教交流工作的成效良好(據大陸統計，臺生在大陸就讀人數已超過4,000，且近年來有逐漸增

加之趨勢)，近期更擬擴大對臺招生，繼降低錄取分數、提供獎學金、簡化報考手續、

給予臺生更多的公費資格措施外，近又施行多項新措以增加吸引我學子赴大陸就

讀包括，擴增福建省得單獨招收臺灣學生之大學(由 2 所擴增至 8 所)、逐步調降臺灣學

生學費(由比照外國學生收費，調降到收費訂在大陸本地生與外籍生之間，未來可能比照本地生收費)、提供居住

及出入境之便利、開放臺生在大陸就學畢業後可在大陸就業等。惟對照中國大陸

本身大學生的高失業率與教育資源、經費不足、不均等情形，中共針對我學子頒

布的各種開放與優惠措施，其策略上的意涵不言而喻。 

 

五、「內外有別、兩手策略」持續對我打壓 

3 月 11 日胡錦濤對「人大」臺灣代表團的講話，基本上延續近期以來對臺

的軟性語調。加上近來對臺灣的「三通」喊話，以及在兩岸經濟、文化、教育等

交流上若干彈性的作法，將之對照中共近期在國際間持續打壓我方之作為，亦反

映出中共對臺「軟硬兩手、內外有別」交替使用之策略始終未變。國際方面的近

例包括，中共干預1月中於東京舉辦的「資訊社會全球高峰會亞洲區域會議」，

阻撓我方代表出席、企圖要求世界半導體協會(WSC)將臺灣更名為「中國臺北」地

方名稱等。 

針對近來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羣(SARS)疫情，中共亦利用此事進行對臺及對國

際的文宣。一方面，中共高層如胡錦濤、溫家寶、張文康(衛生部部長)、李維一、齊

小秋(衛生部疾病控制司司長)、劉培龍(衛生部臺港澳辦主任)等，分別表示願與臺灣開展合作、

提供必要協助，以及透過民間團體傳送網路上之公開資訊。另一方面，則公開反

對臺灣參加世界衛生組織(WHO)、批評臺灣藉SARS疫情替加入WHO造勢，顯見中共

兩手策略始終未曾鬆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