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委託研究報告（摘要） 

 

 

中共對臺政策研究 

（摘要） 
 

 

 

 

 

 

 

 

 

 

 

 

本報告純為學術研究，不代表委託單位立場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7 月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研究 



1 
 

「中共對臺政策研究」摘要 

 

從兩岸關係的學術研究而言，有三個主要的面向：第一個面向是

兩岸互動、第二個面向是國內政治，第三個面向是國際環境。在國內

因素當中，理念認同與實質利益是兩條主軸，它們透過選舉等政治競

爭的機制對於菁英決策產生影響。在國際因素當中也可以區別兩條主

軸，一條強調現實的國家利益、另一條強調理念與規範。在國際與國

內因素之間存在著一個連結機制，也就是國際因素與國內因素之間的

互動模式。這樣子的一個國內與國際兩階分析框架，可以囊括絕大部

分的理論途徑。 

 

一、中共對臺政策 

（一）中共對臺政策維持彈性。儘管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但在解

釋與執行時，中共對臺政策仍維持彈性。此外，國內因素影響

中共對臺政策的評估，包括民族主義情緒、社會政治的穩定與

經濟發展等，也跟國際環境起伏相協調。1990 年代，當中國

與外在世界的互賴深化後，關於對臺政策的制定也強化國際層

面的考慮。 

（二）中國大陸強調「一中原則」與「九二共識」。自 2016 年年底

以來，中共在對臺政策上主要宣示為，一、堅持體現一個中國

原則的「九二共識」反對臺獨；二、主張認同「兩岸同屬一中」

或「兩岸同屬一國」的政治意涵；三、明確表明兩岸關係「不

是國與國」關係。 

 

二、國際與臺美中關係 

（一）陸方收緊臺灣國際空間、進行官民區隔，並拉攏臺灣民間社

會。中共藉由收緊臺灣的國際空間、拉攏臺灣民間社會，在政

治上打擊執政黨政府。一方面，中共將官方與民眾區隔開來，

大量公布對臺人民的便利待遇，努力把兩岸關係內政化；另一



2 
 

方面，在國際對臺緊縮，例如拒絕臺灣參加世衛大會會議、要

求我駐外使館遷館或關館、巴拿馬斷交等。 

（二）避免把美、中爭議帶進兩岸關係。2016 年 12 月 2 日，美國當

選總統川普與臺灣總統蔡英文通話，打破美國近 40 年來的對

臺政策慣例。中共官方的回應開始全力對川普「淡化爭議、管

控分歧、表達期望」，連帶也試圖避免把美、中爭議帶進兩岸

關係，將責任歸責臺灣，其含意為既是小動作就不影響美中關

係與兩岸關係的大局。「川習會」對兩岸關係似無直接影響，

為了保證「川習會」的和諧，中共自己都不願意讓臺灣議題影

響到中美關係的大局。未來的美中關係的走勢，仍將在衝突與

合作兩端之間大幅震盪。 

 

三、研究發現 

    兩岸關係正處於「冷和僵持、各行其是」的階段，中共刻正實施

「外緊內鬆」的策略。 

（一）北京堅持「一中原則」、「反獨」，展現對內及對臺制高點。

「十九大」前後中共對臺工作將繼續堅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

的「九二共識」，堅決反對和遏制任何形式的「臺獨」分裂行

徑。對北京的制高點而言，對臺政策不僅在對內展現「維護國

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而且對臺展現「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和臺海和平穩定」。 

（二）把臺灣民間社會融入中國大陸。在經濟上，中共當局決定採取

市場開放與供給面調整的作法來解決過去經濟成長所遺留的

問題，因而也讓外資企業（包括臺商）得以有機會獲得政策優

惠的空間。在社會上，可概分為文化、實習、就業、科研、體

育等五大類別，幾乎全以兩岸青年互動為重心。對北京而言，

兩岸關係愈是複雜嚴峻，越是要加大推動兩岸民間各個領域交

流合作的力度，以促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為最終實現兩

岸和平統一築牢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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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策建議 

（一）重複善意講話，並要求中共表示態度。我方可進一步重複善意

講話，並要求中共清楚表示態度，亦即要求中共要收到這個善

意，並做出回饋，兩岸是互動的，維持兩岸的和平穩定是雙方

的責任。 

（二）組成專案小組應處中共對臺措施。針對中共的「便利臺灣同胞

政策措施」，政府單位可組成專案小組，專門針對中共的相關

作為做紀錄與追蹤調查。 

（三）吸引人才回流。針對人才西進的問題，我方政府應當有所對

策，包括人才回流與引進的配套措施，提出相關辦法，吸引年

輕的外流人才願意回臺服務。 

（四）進行多層次多渠道溝通交流。兩岸未來如能加強多層次多渠道

包含與智庫、團體、學者等廣泛進行溝通與交流，當能有助於

互諒的理解與避免誤判。 

 

五、未來情境想定與走向判斷 

在中共「十九大」召開前夕對北京而言，對中國大陸內部有所交

代的重要性，高於迫使臺北民進黨政府接受或積極爭取臺灣民心。北

京清楚了解蔡英文總統不可能接受所謂的「九二共識」或認同其核心

意涵，因此，面對民進黨政府不接受「九二共識」，究竟北京應該採

取何種立場反制與有效因應，方可以讓 2017 年將舉行「十九大」的

習近平不被其他派系與大陸人民批判與質疑，顯然是對臺政策的首要

考量。 

在美中臺三角關係中，兩岸關係、臺美關係受「美中關係」的約

束越來越明顯。美中兩大國間所對弈的棋局不僅是兩岸，還包括朝鮮

半島、南海、東海、中東情勢等，甚至經貿、人民幣匯率、美國國債

以及區域發展等，兩大國間的利益折衝與交換絕非「單一賽局」，而

會出現「多重賽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