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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習五條」後中共對臺工作動向觀察 

淡江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張五岳主稿 

 

▓ 在美中長期博弈競合關係、兩岸新型挑戰與臺灣內部朝野互動等

因素影響下，兩岸關係充滿挑戰與變數；臺灣身處美中臺三方最

小一方，須發揮智慧，務實面對兩岸情勢，確保國家安全與利益。 

▓ 歸納習近平歷次涉臺談話，中共對臺政策仍持續軟硬兩手策略，一

面加大反獨，同時進行社會經濟融合的促融與透過民主協商的促

統；靈活操作「單邊作為」、「區隔對待」、「地方包圍中央」對臺新

策略。 

 

(一)前言 

今(2019)年不僅是2020年臺灣大選與美國大選前夕重要的關鍵年，

也是五四運動 100 周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 70 周年，西藏抗暴日

（Tibetan Uprising Day）60 周年，美、中建交 40 周年，美國訂定臺灣關係

法 40 周年，中共發表告臺灣同胞書 40 周年，「六四」天安門事件 30

周年，澳門主權移交 20 周年，1999 年李前總統發表特殊兩國論 20

年，也是臺灣太陽花與香港雨傘運動 5 周年。日前香港更爆發史上抗

議示威人數最多的反送中大遊行。 

面對北京 2021 年建黨百年高舉第一個「中國夢」的到來；乃至

2022 年中共「二十大」的召開，習近平可望再度連任所賦予獨特的歷

史使命(在對臺政策方面)。是以，不論臺灣 2020 年大選結果如何？

未來臺灣的執政者都必須務實審慎面對外在美、中大國博弈，兩岸新

型挑戰與臺灣內部朝野互動三大因素挑戰。凡此，都讓兩岸關係充滿

著諸多挑戰與變數。因此，正確解讀中共對臺政策與未來兩岸關係可

能變化，自有其必要性。 

 

(二)美、中大國博弈下的中共對臺政策 

綜觀 2019 年的美、中、臺三方互動關係，美、中可說是雙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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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建交 40 年以來關係處於低迷的年代。相較於美、中雙方在經

貿議題與安全戰略的緊繃，美、臺關係的發展則是 40 年來取得大幅

度的進展。一般認為，未來美、中關係至少在習近平提出現代化強國

強軍的 2035 年前，美、中關係的矛盾與對立將多於和諧與合作，主

要原因為中國大陸的崛起已讓美國感受威脅日益加大。未來美、中總

體關係仍然將是競爭、對抗與必要的合作兼具的時代。面對美、中關

係的長期博弈競合自然也會對當前與今後的兩岸關係產生不同程度

的影響。美國目前已將中國大陸作為影響其領導全球經濟地位與競爭

力的首要威脅，因此 2018 年以來的美中貿易戰突出，美國對中國大

陸崛起模式感到不安。 

未來可以判斷 2019 年以後的美、中貿易戰不限於貿易層面，將

會環繞中國大陸的經濟與科技崛起。針對中國大陸扶植其科技旗艦級

企業，美國對中國大陸的警戒也超越貿易層面，並多以企業為標的。

預期美國將加強對中國技術輸出管制，未來中國大陸要取得美國授權

或收購美國企業將變得更加困難。美中貿易談判的核心未必在於美中

貿易平衡，而在於形成新的國際制度規範，藉以改變中國大陸經濟體

制。預期在新國際規範未出現前，美中兩強將持續對抗。臺灣與美國

及中國大陸都擁有極為密切的關係，因此在美、中的大國互動博弈中，

臺灣作為最小的一方，必須發揮最大的智慧，方足以確保臺灣的國家

安全與利益。 

根據個人觀察中共對臺政策，自從 2018 年臺灣九合一的選舉結

果出爐，與 2020 年臺灣大選的考量，有其持續與變遷。在兩岸欠缺

政治互信，民進黨政府無法從北京得到應有的善意回應。面對北京軟

硬兩手都加大，「單邊作為」、「區隔對待」、「地方包圍中央」的對臺

新策略，自然促使民進黨政府更加尋求美國等大國關係的強化。但在

兩岸欠缺互信下，美、臺關係的強化，則必然引起北京更大的疑慮，

或進一步對臺報復。北京加大對臺施壓，自然也促使臺灣對美國尋求

更多的支持，這也讓兩岸關係面臨到更多的風險與挑戰。  

 

(三)習近平的「新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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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對臺政策對於中共最高領導人而言，不僅涉及到執政基

礎的正當性，有時更關乎到歷史地位的評價。因此，歷任最高領導人

基於不同的人格特質與領導風格、不同的內外時空環境變遷、不同時

期兩岸關係的互動與實力對比，自然會提出不同的政策方針與策略方

法。中共在「十八大」後選出習近平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與「中

央軍委主席」，在 2013 年 3 月 14 日的「全國人大」會上，習近平也

當選「國家主席」與「國家軍委主席」兩項職務，不僅集黨、政、軍

權力於一身，也正式擔任「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一職負責對

臺工作。根據個人觀察自從 2013 年到 2019 年 1 月 2 日「告臺灣同胞

書 40 周年紀念大會」發表「習五條」，與 2019 年 3 月 10 日「兩會」

期間在福建省人大強調「融合發展」，習近平總共發表 25 次有關涉臺

談話。 

仔細檢視這 25 次重要講話可以歸納出習近平在對臺政策思維上

的方針與走向：中共對臺政策除了一手加大反獨外，也一手加大社會

經濟融合的促融與透過民主協商促統。一般認為習近平在對臺政策思

想上，與當年鄧小平的「一國兩制」追求和平統一最大的不同在，習

近平旨在推動「新一國兩制」。其特色乃將臺灣問題放到新時代中國

大陸國家發展略中一個重要環節。主要強化「單邊立法」與「單邊作

為」，並同時加大「反獨」與「促統」力度。是以，習近平不僅強調以

往鄧小平時代「一國兩制」下，會尊重臺灣地區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

式。如今更強調率先讓臺灣人民分享中國大陸發展機遇。強調擴大經

濟文化交流，逐步為臺生、臺商、臺灣人民在中國大陸的就學、創業、

就業、生活與中國大陸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習近平的「新一國兩制」目標，不僅強調兩岸同胞是命運與共的

骨肉兄弟，是血濃於水的一家人，也號召兩岸同胞共同弘揚中華文化，

促進心靈契合。通過兩岸文化交流互動，拉近兩岸同胞心理距離，實

現心靈契合，而不像當年鄧小平只單純追求形式統一。因此，在中共

對臺政策上，相較於外交與國防上加大一中反獨的高壓底限思維，涉

臺部門更是側重以耐心與恆心細膩來推動兩岸社會經濟文化融合與

一中促談促統。未來中共涉臺部門更加大透過兩岸各政黨、團體與人

士進行「一國兩制」目標下，有關「臺灣方案」探索的政治對話，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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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統一，以期促使「一中促統」也能早日水到渠成。 

中共對臺政策的和緩與嚴峻有一部分也取決於美、中關係。習近

平在「習五條」也強調，「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

必要措施的選項，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臺獨分裂分子及其

分裂活動」，「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事關中國核心利益和中國人民

民族感情，不容任何外來干涉」。習的講法主要就是針對美國。一般

認為，未來美、中關係至少在習近平提出強軍強國夢的 2035 年前，

面對中國崛起與對美國威脅日益加大，未來美、中總體關係仍然將是

對抗多於合作。面對外在美、中的可能變局，與中共對臺兩手抓(對民

進黨政府硬與對臺灣民間軟)，我方也必須精準全面總體的評估，如何讓中華

民國國家利益極大化與威脅極小化。事實上我國家利益評估與計算乃

是對親美日等所獲取的利益的加總，扣除來自北京的侵蝕傷害，兩者

加減所獲得的淨利益，換言之我方除了積極爭取美日所獲取的利益

外，也必須精準評估北京可能對我國家利益所造成的傷害。 

 

(四)結語 

面對「習五條」後的中共對臺政策新戰略，可能對兩岸關係帶來

諸多挑戰與變數，當前如何防範兩岸關係進一步惡化，特別是在外在

中、美大國博弈不確定因素與兩岸各自內部諸多因素(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

高漲，與臺灣的民主選舉考量)變化制約下，兩岸雙方如何避免誤判與做好必

要危機管控，乃為關心臺海和平有志之士亟需務實面對與思索的重要

課題。面對 2020 年臺灣大選的可能結果，不論是蔡英文總統連任成

功，或是國民黨乃至其他候選人當選，在中共高舉「習五條」作為新

時期的對臺政策指導方針下，臺灣不論選舉的結果如何，也都必須面

對不同的挑戰。 

展望未來，面對習近平主政下中共對臺政策，一般認為當前臺灣

在兩岸關係互動上，臺灣內部在政治自我認同日益強化，但在兩岸經

貿實力對比卻是日益弱化。個人認為藍綠朝野對抗分裂的臺灣是不可

能建構和平穩定的兩岸，因此，不論是面對中共的對臺政策日趨靈活

多樣，抑或兩岸日後在重大議題的協商與談判，如何善用臺灣政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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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議會政治、媒體開放，乃至豐沛的公民社會活力，使其在兩岸互

動中能成為有效的「雙層賽局」(two–level game)互動資產，而非在兩岸互

動中成為腹背受敵的負債，殊值臺灣朝野省思。面對習近平主政下中

共對臺新政策，臺灣不論哪個政黨執政，除了要精準解讀避免誤判外，

也要積極加強立法、行政溝通與朝野對話外，更要加強與臺灣社會各

界（學界、媒體、社團…等）溝通對話，同時也能善用臺灣政黨政治與多元

社會做為雙層賽局，並在兩岸的政治經濟互動中爭取臺灣最大利益。

畢竟一個藍綠分裂對抗的臺灣，不論是面對全球化與區域整合的浪

潮，抑或兩岸關係的互動與博弈，都難有前景與未來。兩岸的和平建

構不僅端賴兩岸領導階層的互信，也繫乎兩岸人民的互信，更繫乎選

後臺灣藍綠領袖的良性互動。畢竟一個欠缺政治互信的兩岸，與一個

藍綠長期分裂對抗的臺灣，都難以建構和平穩定的兩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