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委託研究報告（摘要） 

 

 

 中共對臺政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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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年 1 月 

 

大陸委員會委託研究 



2 

 

  



3 

 

「中共對臺政策分析」 

摘 要 

一、中共對臺政策動向 

（一）2019 年提出「一國兩制臺灣方案」，加速統一進程 

習近平提出探索「一國兩制臺灣方案」內容，其實是反映香港的

實踐成果並不能成為對臺示範，同時更體認到 80 年代提出的「一國

兩制」設計，已經無法符合當前兩岸的現狀與需求。習倡議「民主協

商」，係走「群眾路線」，使臺灣社會逐漸習於「談論和平統一」，降

低反對聲浪。 

自習提出「一國兩制臺灣方案」後，官方尚未闡明內涵，學者專

家雖針對該議題陸續有所論述，惟絕大多數係發表於媒體宣傳性的論

調，而學術研究領域目前尚未有完整系統性研究，但持續在補充中。

歸納中共涉臺學者觀點，指出統一要有步驟，兩岸要達成階段性的共

識，第一是達成「和平協議」；第二是互利融合，逐步實現統一。另

有涉臺人士表示，「一國兩制」將先研議「大陸方案」，並邀請臺灣各

界討論；後續將以「民主協商」（黨派、團體、各界別）來定調「臺灣方

案」，謀求日後簽署「和平協議」的「統一路徑」。 

（二）對中共推動「一國兩制」評估 

中共一貫強調以「一國兩制」作為對港、澳、臺的政策方針，並

希望以「一國兩制」在港澳的實施做為對臺的率先垂範作用。但根據

研究團隊觀察，自從習近平上臺以來，特別是香港在 2014 年爆發占

中的雨傘運動與 2019 年的反送中運動，雖然中共對港政策方針與

2019 年「習五條」的對臺政策方針，都仍然高舉「一國兩制」，但是

在具體政策落實上則迭有差異。 

其中最關鍵的差異在北京對香港的「一國兩制」最關鍵的核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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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決策機制（中共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改組）、執行機制（國務院港澳

辦與香港中聯辦）與代位完成港版國安法，積極落實一國與貫徹一國，

不讓兩制對於一國的主權與安全有任何的挑戰。同樣的中共對臺政策

提出所謂的探索「兩制臺灣方案」，其實也隱含著「一國」不用談也

不能談，兩制中的「中央政府的社會主義體制」也不用談，唯一要談

的是「特區（地方）的資本主義體制」需求與模式。 

中共提出「習五條」企圖推動「一國兩制臺灣方案」及民主協商

後，借重各式研討會、論壇活動、峰會等來強化與建構兩岸邁向民主

協商，惟在香港「反送中」運動及港區國安法影響下，加深臺灣社會

對「一國兩制」的反感，且政府通過「國安五法」及「反滲透法」等

反制因應，使「一國兩制臺灣方案」推動成效不彰。 

（三）近期中共對臺政策發展 

面對港臺情勢新挑戰，2020 年 5 月中共全國人大通過港版國安

法表明，對香港治理要依法反獨反分裂。同樣的，人大委員長栗戰書

5 月 29 日在北京舉行的「反分裂國家法」實施 15 週年座談會，也強

調，「反分裂國家法」以憲法為依據，貫徹黨中央對臺工作大政方針，

是堅持「一國兩制」、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制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是反獨促統政治責任和使命要求的重要遵循。是以，透過單邊立法，

透過「法律戰」，達到「輿論戰」與「心理戰」三戰效果，來貫徹北

京所謂的國家主權與安全不容任何挑戰的所謂「依法治國」的底線思

維。 

此外，據研究團隊觀察，在美國大選後，北京在涉臺政策上發言

層級仍然不高，但是在對臺政策的訴求上，則殊值我方關注。北京加

大了「反獨」，也加大了「促統」，更釋放出「以法反獨」、「以法促統」，

保持武力恫嚇。是以，展望 2021 年的兩岸關係與中共對臺政策，北

京恐怕將會透過與加大對臺「反獨促統」的「法律戰」，並積極加大

武力準備威嚇；一方面配合「輿論戰」、「心理戰」，另一方面強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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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逼談與逼和，作為「反獨、促統」的新策略。 

二、結語及建議 

2020 年對中共而言，為重要關鍵轉折節點，到未來三年 2023 年

就北京領導人而言將是重要的關鍵時刻。2020 年在外有美中大國對

抗挑戰加劇，內有肺炎爆發與洪災嚴峻挑戰，乃至香港國安法通過引

發新的挑戰，這不僅是對中國大陸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產生重大的挑戰，

也將對 2021 年迎接所謂的第一個百年，乃至 2022 年中共 20 大的召

開習近平將三度擔任總書記，與 2023 年三度連任國家主席等重大時

刻。雖然北京在考量對臺政策上主要係以內部政權需求考量，外在美

中大國博弈為主要判準。但秉持料敵從寬禦敵從嚴的原則，我方仍需

高度關注北京可能的對臺戰略部署與策略作為。 

對於未來兩岸及國際情勢變化建議如次： 

（一） 中共對臺政策秉持「單邊立法」、「單邊作為」、「底線思維」三

大策略手段一致，政府應堅持兩岸兩會所構建的法制架構，維

持涉陸法制的穩定和延續，預防在國際上被降格，並加強朝野

與社會溝通與對話，爭取外界理解與支持，方能有效反制中共

對臺政策。 

（二） 美中臺三方互動戰略與策略轉變，親美友日固然是歷史難得機

遇，但穩中和陸避免誤判與防範意外的避險更是要務。 

（三） 借鑒中共對港推動「一國兩制」經驗，臺灣應積極提升經濟實

力，擴大產業自主、增加產業鏈多元化、減少對中國大陸經濟

之依賴，當可降低中共以商逼政、以經圍政之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