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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共「兩會」涉臺言論及提案觀察 
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教授王嘉州主稿 

 

 中共對臺經濟勸誘的手段仍是融合發展。其方式乃增加兩岸人民接

觸與互動，優先交流對象包括科技、農業、人文、青年等四類人士。 

 北京對臺政軍脅迫之首要已是反外來干涉。反對的對象是美國，反

對的干涉行為包括官方往來、武裝臺灣，以及對臺獨發出錯誤信

號。此次人大雖未修訂「反分裂國家法」或增訂細則，但未來隨時

可用以威脅或報復臺灣。 

 中方對臺經濟制裁的作為雖未延續，惟臺灣所擔憂的取消關稅減讓

擴大化，甚至全面終止 ECFA，仍是北京可能政策選項。 

 中共對臺和平共榮的前提仍是統一。中共並未對臺釋放合作意願，

因兩岸對話的前提條件，乃臺灣必須先接受未來將走向兩岸統一。 

 

（一）前言 

  中共「兩會」乃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簡稱全國人大），與中國

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簡稱全國政協）之合稱。2024 年 3 月 4 日與 5 日，

「兩會」分別召開第十四屆第二次會議。由於中國政治極度不透明，

一年一度的「兩會」乃少有之觀察窗口，舉世皆藉此機會歸納並預測

中國未來走向。對臺灣而言，觀察並分析「兩會」動態將特別重要，

因為這是判斷中共對臺政策走向之良機。 

中共對臺政策向來是軟硬兩手兼具。從經濟與政治兩種面向，可

將軟硬兩手再區分出四種手段。軟的一手，可區分為經濟勸誘與和平

共榮兩種手段。硬的一手，可區分為經濟制裁與政軍脅迫兩種手段。

以下將根據上述架構，以 2024 年「兩會」涉臺言論與提案為分析對

象，歸納出中共對臺政策之重點，以及未來可能演變方向。 

 

（二）軟的一手：經濟勸誘與和平共榮之論述與分析 

在 2024 年「兩會」期間，中共領導人對臺經濟勸誘的關鍵詞為

「融合發展」。習近平（國家主席）、李強（國務院總理）與王滬寧（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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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協主席）的發言，均提及融合發展，但論述重點各有不同。李強注

重融合發展之利益，強調此舉可「增進兩岸同胞福祉」。李強的政府

工作報告，並未論述過去一年在兩岸融合發展上的成果，也未提及未

來之推行重點。王滬寧並未在政協工作報告提及融合發展，而是在參

加全國人大「臺灣代表團」審議時，主張要將「兩岸融合發展走深走

實」，但並未闡述未來一年將如何進行。根據其工作報告中的對臺工

作成果，推估未來應是繼續加強兩岸產業合作、推動兩岸共同市場，

以及舉辦「兩岸基層治理論壇」。 

  習近平就任國家主席後，2024 年是第四次在「兩會」期間藉由

出席團組會議發表涉臺談話，另三次分別在 2015、2016 與 2019 年。

習近平此次是出席全國政協民革、科技、環境資源界別委員聯組會，

其談話明確指出深化兩岸融合發展的方式，乃「積極推動兩岸科技、

農業、人文、青年發展等領域交流合作」。就此可知，中共未來的統

戰優先對象，包括科技、農業、人文、青年等四類人士。 

習近平早在 2014 年即提出要促進兩岸融合發展，希望透過經濟

社會的融合，達到兩岸心靈契合的統一。習近平主政下推動兩岸融合

發展的具體措施，主要是為臺灣民眾赴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

供相同國民待遇。2023 年 9 月中共中央宣布：將把福建「建成兩岸

融合發展示範區」。福建省據此提出 22 項實施意見，涵蓋社會融合、

經濟融合與情感融合等三個層面。據此可知，中共兩岸融合政策之重

點，乃增加兩岸人民接觸與互動。因此，我政府未來要評估中共此政

策之影響，將可調查臺灣民眾在赴陸就學、赴陸就業、赴陸定居、兩

岸戀情，及兩岸通婚意願等「五大意願」上變化。 

此次「兩會」是否會有「促融」之相關立法，是各界關注焦點之

一。福建社科院副院長黃茂興（人大代表），領銜建議「為兩岸融合發

展示範區立法」。中國道教協會副會長謝榮增（政協委員），也建議全

國人大為「示範區」建設單獨立法。全國臺聯副會長楊毅周（政協委

員），則在兩岸各領域融合發展提案中建議「加強依法促融」。不過，

就目前資料顯示，全國人大 2024 年的立法工作，或本屆人大五年期

「立法規畫」，都無專門針對臺灣者。因此，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目

前仍屬初級階段，中共中央尚無意提升其政策位階，福建省仍須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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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的監督下摸索前進。 

中共對臺政策中軟的一手，除了經濟面向的經濟勸誘外，尚有政

治面向的和平共榮。從中共過往對臺政策歸納，和平共榮的具體政策

作為，依合作程度由低至高，分別為展開對話、兩會會談、首長會談、

和平協議。不過，在此次「兩會」期間，中共領導人並未對臺釋放合

作意願。中共在和平共榮面向的關鍵詞，可歸納為「和平統一」。因

為，包括習近平的講話，以及全國政協的「政治決議」，都提到「共

同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據此可知，中共為兩岸展開對話的前提

條件，乃臺灣必須先願意走向兩岸統一。 

 

（三）硬的一手：經濟制裁與政軍脅迫之論述與分析 

  中共對臺政策中硬的一手，包括政治面向的政軍脅迫，以及經濟

面向的經濟制裁。根據中共過往對臺政策歸納，政軍脅迫的具體政策

作為，依威脅程度由低至高，分別為外交打壓、威脅使用武力、使用

武力威脅、使用武力。在此次「兩會」期間，習近平、李強、王滬寧、

趙樂際（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與吳謙（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代表團發言人），

均有對臺政治或軍事脅迫之發言。 

  李強與王滬寧的講話，都是重申中共過去對臺政策中的「堅持」

與「反對」。其所堅持者，乃「一個中國」原則與「九二共識」。其所

反對者，包括「臺獨分裂」和「外來干涉」。此二人都未指出將如何

維護其堅持，也未闡述將如何打壓其反對，故僅是對臺立場之重述。

趙樂際則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指出對臺外交打壓之成果。此

成果為取消我國立法院在中美洲議會的常駐觀察員地位，並改而接納

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為常駐觀察員。吳謙的發言則屬重申解放軍

「打獨促統」之強硬態度，強調解放軍將持續加強練兵備戰，絕不容

忍任何臺獨行徑。 

  堅決反對外來干涉，是中共對臺政策的一貫立場，甚至是解放軍

對臺動武的可能時機。2023 年的政府工作報告無此陳述，李強此次

報告再次加入，且王滬寧同樣陳述此立場。從吳謙的發言可知，外來

干涉者是美國，干涉行為包括官方往來、武裝臺灣，以及向臺獨者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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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錯誤信號。中共已將美國的兩岸政策，解讀為利用臺灣削弱及分裂

中國。根據李強與王滬寧的講話來研判，中共對美國援助臺灣之憂慮

再度提升。未來美國若再強化友臺政策，不論是國會立法、官員訪臺、

對臺軍售或軍事援助，中共或將採取更激烈的反制行動。此次全國人

大並未修訂「反分裂國家法」或增訂細則，但未來隨時可提出，以對

臺威脅或報復。 

習近平的涉臺談話並無武力威嚇，「二十大」時的強硬用語都未

出現，包括「絕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

項」。習近平當前關注重點，乃如何以統戰手段達成「反獨促統」之

目的。因此，他要求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在對臺工作中「找

準定位、發揮優勢、積極作為」，團結各地與各界的愛國力量，以「壯

大反獨促統力量」。民革之黨員屬中上層人士和中高級知識分子，且

通常有臺灣相關背景，例如與原中國國民黨黨員有關係，或與臺灣各

界有聯繫。據此可判斷，中共未來將鎖定有大陸關係的臺灣民眾進行

統戰，以分化臺灣內部並強化對臺灣政府的政治脅迫。 

中共對臺政策中硬的一手，在經濟面向是經濟制裁。根據學理以

及中共過往對臺政策歸納，中共對臺經濟制裁的具體政策作為，依損

害由低至高，分別為停止採購、停止稅惠、貿易制裁、貿易戰爭。在

中國商務部認定臺灣對中國構成貿易壁壘，宣布自 2024 年 1 月 1 日

起，中止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部分石化產品的關稅減讓後，

臺灣產業界擔憂農漁、機械、汽車零配件、紡織等產品，也會遭中共

取消關稅減讓。不過，在此次「兩會」期間，中共領導人並無任何對

臺經濟制裁之論述。這不代表中共未來不會對臺取消關稅減讓。 

 

（四）結語：反獨促融仍是主軸 

  綜合上述軟硬兩手策略之分析，可將中共當前對臺政策類型歸類

為反獨促融。此類型之特徵，乃以經濟勸誘為主，以政軍脅迫為輔，

不談經濟制裁，也不寄望和平共榮，分述如下。 

第一，以經濟勸誘為主。中共對臺經濟勸誘的手段仍是「融合發

展」。其方式乃增加兩岸人民接觸與互動，優先交流對象包括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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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人文、青年等四類人士。此次並無「促融」立法，故福建省兩

岸融合發展示範區仍須在中央的監督下摸索前進。 

第二，以政軍脅迫為輔。中共對臺政軍脅迫之首要目的已是反外

來干涉。反對的對象是美國，反對的干涉行為包括官方往來、武裝臺

灣，以及對臺獨發出錯誤信號。中共此次雖未修訂「反分裂國家法」

或增訂細則，但未來仍隨時可被用以威脅或報復臺灣。 

第三，不談經濟制裁。中共對臺經濟制裁的作為未延續。中共領

導人雖未提及擴大取消對臺關稅減讓，甚至全面終止 ECFA，但已成

其未來對臺威脅或報復的工具。 

第四，不寄望和平共榮。中共對臺和平共榮的前提仍是統一。中

共領導人並未對臺釋放合作意願，因兩岸對話的前提條件，乃臺灣須

先接受未來將走向兩岸統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