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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第 9屆海峽論壇透視北京對臺戰略布局 
 

               健行科技大學企管系教授顏建發主稿 

 

■今年海峽論壇以「擴大民間交流、深化融合發展」為主題，延

續去年「捨官促民」導向。 

■論壇涵蓋交流領域廣泛，青年為核心課題。中國大陸將加強採

取「單邊作為」，對我進行利益誘導與分化。 

 

    海峽論壇是中共對臺灣進行統戰的高層級論壇。今（2017）年 6 月 17

日至 23日在廈門登場，今年為第 9屆。本屆論壇由中國大陸和臺灣各 40

家、共 80個單位共同主辦，以「擴大民間交流、深化融合發展」為主題，

持續關注和服務兩岸青年和基層群體；議程分為論壇大會、青年交流、基

層交流、經貿交流等四大板塊共 21項活動。 

    中方與會要角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

以及海協會長陳德銘、國臺辦主任張志軍。臺灣方面，除國民黨即將卸任

的黨主席洪秀柱外，還包括花蓮縣長傅崐萁、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蔡正元、

新黨主席郁慕明、無黨團結聯盟主席林炳坤、大甲鎮瀾宮董事長顏清標、

國民黨立委徐榛蔚、陳雪生、楊鎮浯及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 

    此次會議的舉辦時機正好碰到幾件事，頗為敏感。在臺灣方面，包括

5月 20日現任國民黨黨主席洪秀柱敗選於吳敦義，以及 6月 13日巴拿馬

與我斷交。而中國大陸方面，則有 5月 14日至 15日舉辦「一帶一路」峰

會，再次昭示霸權的崛起，涉臺系統並以此頻頻對臺灣釋放統戰訊息。 

    俞正聲在論壇上指出，堅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正確方向，關鍵是要堅

持「九二共識」政治基礎和反對「臺獨」，並批評「民進黨當局始終不承

認『九二共識』，不認同兩岸同屬『一中』，破壞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

治基礎」。而此次論壇主題「擴大民間交流、深化融合發展」和去年「擴

大民間交流、促進融合發展」相較，只由「促進」變更為「深化」兩個字，

而由於兩岸官方互動停滯的情況未變，故仍延續去年強調的「民間性」、「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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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性」、「廣泛性」；依然是「捨官促民」的導向。而箇中有明顯延續性的

課題是「青年」。今年論壇舉辦前首次設立網路平臺，向臺灣民眾公開徵

選海峽論壇活動創意方案，舉辦海峽論壇金點子大賽活動，徵選臺灣優秀

創意納入活動安排。 

    這次藉由論壇作為平臺所擴大的交流領域，琳瑯滿目、相當廣泛，有

所謂的: 1.「三大品牌」:工、青、婦；2.「四大紐帶」:姓氏宗親、同鄉社

團、民間信仰、大陸配偶等；3.「五大領域」:文化、教育、醫療、法律、

工商等；4.「六大基層組織」:農、漁、水利、鄉鎮村里、社區協會、公益

慈善。而其中，青年是核心課題，體現在海峽青年論壇、新青年新世代第

七期領袖特訓營、兩岸人才交流對接等活動。中方邀請臺灣青年參加體驗

式交流，並著眼於推出就業、實習崗位和創業席位，特別是臺灣青年赴中

國大陸就業創業，也納入「一帶一路」的構想之中。 

    未來，中國大陸將採取「單邊作為」，持續鼓勵臺灣青年和其他民眾

到中國大陸發展，而不再如以往強調兩岸雙方充分交流、互補互利。未來

兩岸交流合作的主要平臺，是在中國大陸那一方。而對待青年、基層與智

庫看似「非政治」或「低政治」的交流，其背後卻有濃厚的政治內涵。習

近平對臺原則仍可能繼續採取「冷鬥爭」，並對民進黨之外的政黨以及一

般民眾採取以利益來誘導與分化的單邊作為，企讓臺灣長期處於惡鬥，無

力與之周旋。 

    如果目前的內外環境不變，北京尚不急於解決臺灣問題，但它不會讓

臺灣一直處於維持現狀的狀態，如國際參與的打壓或挖走臺灣的邦交國，

以讓臺灣的生存空間與能力逐漸萎縮。戰略上，會希望透過熱絡兩岸民間

交流，以及不斷提及「九二共識」的施壓，讓臺灣不至脫離其核心內涵太

遠；同時透過區域經濟的觀點的利用，例如「一帶一路」，企將臺灣納入

其社會經濟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