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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共「兩會」涉臺議題觀察 
                      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系教授董立文主稿 

 

▓ 習近平和李克強在「兩會」涉臺議題的發言，都未提「一國兩制」；

劉結一與王毅對臺講話則趨向強硬，觀察中共今年對臺政策更進一

步緊縮，且不會放鬆對臺灣國際打壓。 

▓ 國臺辦在「兩會」涉臺言論的重點在宣傳與詮釋「習五條」，但面臨

如何同時推進「一國兩制臺灣方案」及延續「九二共識」基礎開展

兩岸交流的困境。 

▓ 近期中國大陸涉臺學者提出「一個中國原則」的新三段論為「九二

共識、中國統一、一國兩制」；「一中各表」被批為拒絕統一的代名

詞。 

 

中共於今（2019）年 3 月起召開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與十三屆

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就其涉臺議題而言，可以分成三個層面來觀察分

析，分別為：一、領導人等的講話；二、政協臺灣團委員與人大臺灣

團代表的發言；三、近期中共涉臺學者專家的言論。 

總的觀察為，總書記習近平與總理李克強的發言，沒有提「一國

兩制臺灣方案」，發言趨向溫和；國臺辦主任劉結一與政協記者會的講

話則趨向強硬，具有針對性。而政協委員與人大代表的發言與提議，

除稱頌「習五條」之外，主要仍在如何「融合」兩岸經濟社會上想方

設法，送熊貓問題成為媒體焦點。在學者專家方面，則似乎提出了「一

個中國原則」的新三段論：「九二共識、中國統一、一國兩制」，以及

提出各種「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的詮釋與主張。 

 

（一）領導人等講話的研析 

習近平是到福建代表團上提及對臺政策，本文歸納要點為三句

話：「推動兩岸融合發展上作出示範，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兩

岸要應通盡通」，未提「反臺獨」與「一國兩制」；汪洋的工作報告與

李克強的「政府工作報告」都簡述現階段中共對臺政策的方針與原則，

也沒提「一國兩制」。當然，把這三位領導人的講話視為是為「一國兩

制臺灣方案」鋪墊，也未嘗不可，但是，不直接提「一國兩制」畢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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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一種緩和的作法。 

政協發言人郭衛民回答的有關「臺灣問題」的說法，有兩種意涵，

其一：「民主協商是一種更加普遍、廣泛、充分的民主…民主協商的形

式可以靈活多樣」，這段話是將「習五條」解釋的更加寬容，以避免找

不到足夠的臺灣代表協商時，給自己的下臺階。其二：「島內各黨派、

各階層都有表達統一的願望和權利」這段話，是針對我陸委會以違反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處 5 年徒刑為由，嚴禁臺灣人民赴陸（指新黨主席

郁慕明）參與民主協商的表態，顯見中共並不懂得或故意混淆言論自

由與違法行為之間的界線，以及藉機點名批判民進黨政府。 

國臺辦主任劉結一在「部長之聲」裡有一篇專訪，內容要點有四

項分別為:「（習五條是）對臺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堅持和平

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堅決地反對和遏制臺獨分裂」，「持續深化

兩岸融合發展」，以及公布多項對臺工作成果的數據。跟過去比，這篇

講話是較為明確的宣傳「一國兩制臺灣方案」，卻沒有點名批判民進黨

政府。但在接受臺灣媒體訪問時，劉結一又婉轉的說「歡迎韓國瑜市

長來大陸參訪，在九二共識基礎上開展兩岸同胞的交流」，沒提「一國

兩制」。 

此外，外交部長王毅在其專訪中回應環球時報記者問：2016 年中

國大陸先後同岡比亞、聖多美及普林西比島恢復外交關係。今年初，

尼日利亞要求臺駐尼機構「摘牌」並遷出首都，國內民眾普遍表示大

快人心。王毅仍回答「一個中國大勢所趨」等套話，記者問：大陸會

拿掉臺灣幾個邦交國？王毅則以大笑回應。 

綜合劉結一與王毅的對臺講話，可以發現中共今年對民進黨政府

的政策會更進一步緊縮，以及隨時提出針鋒相對的辱罵，而王毅的表

態顯現中共不會放鬆對臺灣的國際打壓。 

 

（二）政協臺灣團委員與人大臺灣團代表 

今年中共政協臺灣團委員與人大臺灣團代表的發言，除了吹捧「習

五條」與政協主席、總理的工作報告之外，點綴著批判民進黨政府與

吹噓「31條惠及臺胞措施」的成果。跟過去一樣，媒體不會報導政協

委員與人大代表具體的題議或提案為何，關於送熊貓一事，是環球時

報獨家報導重慶籍的全國臺聯副會長許沛提議「向高雄市贈送大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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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這一新聞在中國大陸的主要媒體上均未出現。 

由於高雄市觀光局長潘恆旭在第一時間證實，會成立「熊貓小

組」，迎接貓熊「雄雄」和「融融」來高雄，因此中共要送熊貓給高雄

成為臺灣媒體的焦點，事後看來，似乎是一個誤會。首先，許沛隔天

澄清這是她個人的提議。其次，沒有成為人大正式的提案，且中共官

員也無人回應此事。最後，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是中國大陸網民幾乎

一面倒的反對此事，諸如「堅決反對」、「憑什麼」、「喪權辱國」、「諂

媚臺灣人」等，另外，針對許沛，中國大陸網友也質問，「真的代表臺

灣嗎？」、「她這代表是怎麼選出來的？」、「臺灣省人民知道被你代表

嗎？」、「臺灣省人大代表？真夠逗的」等。臺灣網民的反應也多數不

佳，可能這是兩岸熊貓事件迅速熄火的主因。 

 

（三）近期中共涉臺學者專家的言論 

從 2月以來，是中共官員、專家與學者解讀「習五條」的高峰期，

其中值得我方注意的是一些中共重量級的專家學者發言，本文特別摘

整其中具代表性的三篇發言如下： 

1.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大學臺灣研究院院長李義虎，公開宣稱「一

中各表」是對「九二共識」表述的扭曲，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1 月 2

日的相關談話才是「原版表述」，可謂「一中原表」。另外，李義虎還

宣傳其出版「一國兩制臺灣模式」一書的重點為：「一國兩制臺灣方案」

毫無疑問會比港澳模式更加寬容、寬鬆，「三個充分」是其特點，即習

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一國兩制在臺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臺

灣現實情況，會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會充分照顧到臺灣同

胞利益和感情」。 

2.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章念馳發表「習近平兩岸論述的戰略意義」

一文強調，我們清楚表達了「九二共識」的本質，即「兩岸同屬一中，

兩岸均追求統一」。今後我們可以「追求統一」，視為認同「九二共識」，

終於跳出了「有沒有，要不要，各表還是共表……」的糾纏，將進一

步牢牢掌握兩岸關係的主動權。 

3.國務院臺辦原副主任、全國臺灣研究會副會長王在希表示，對「九

二共識」做了一個新的、明確的詮釋，即「九二共識」不僅包括堅持

一個中國原則，還包括謀求國家統一。如果只認同一中，不謀求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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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是真正的「九二共識」。 

綜合上述三篇學者專家的解讀內容，吾人可以歸納出「一個中國

原則」的新三段論是為「九二共識、中國統一、一國兩制」，其中，不

但沒有「一中各表」，反而「一中各表」也被批判，被視為是拒絕統一

的代名詞。 

 

（四）結論 

今年外界對中共「兩會」的觀察焦點，是中共將如何應對美中貿

易戰？對臺政策不應是中共「兩會」的重點，這在習近平、汪洋與李

克強的講話中呈現的很清楚。就國臺辦與「兩會」代表的執行層面而

言，宣傳與詮釋「習五條」是其「兩會」期間涉臺言論的重中之重。 

就執行層面而言，中共面臨一基本困境，即如何一方面要推進與

充實習近平的「一國兩制臺灣方案」；另一方面，又要延續過去的九二

共識基礎來開展兩岸交流？這二者之間存在明顯矛盾。國臺辦說「九

二共識是兩岸共同發展的政治基礎，一國兩制是統一後的安排，民進

當局故意將二者混為一談，刻意誤導臺灣民眾」。然而，「習五條」的

原話與學者專家的解讀，卻又打臉國臺辦的解釋，恐怕未來中共對臺

政策要儘快統一口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