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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對臺施壓作為分析」摘要 

壹、內容摘要 

一、中共對臺威嚇作為初析 

（一）文攻著重對臺統戰、強調「一中」，以國臺辦為主要管道。對

臺統戰是中共最重視議題，統戰口號和重點可分 3 階段，包括

2016-2017年論述以民族大義為由，主張應共同維護兩岸在東海

主權、權利，並將兩岸交流頻率下降歸咎臺灣等；2018-2019年

轉向指責政府同時拉攏臺灣民眾；2020 年迄今重視在陸臺人與

企業待遇本國化，提供在陸生活便利性和參與經濟發展。其次

是在意「一中原則」，分別批評美國和我執政黨及政府，前者

多與我國際參與、美臺軍售等有關；後者是源自對民進黨政治

信任不足所致。 

（二）對臺社會經濟外交制裁效果已漸現侷限性，軍機繞臺已常態

化，並與軍演同時發生，提高威嚇效果。 

1.中共在 2018、2020年以央視新聞聯播臺灣間諜案。 

2.經濟制裁集中 2021年，計 3件（鳳梨、釋迦與蓮霧、石斑魚），其

特徵在於針對出口貿易額前三名農產品禁運；反映兩岸經貿高

度互賴。 

3.對臺外交制裁手段多元，對象大致分為政府機構、民間團體，

操作目的是壓縮我國際空間和鞏固國際社會對「一中原則」的

實踐。對政府機構施壓必然是中共刻意發動；惟對民間團體施

壓可能是個別部門依據過去經驗或政治教條所採取策略。 

4.軍事手段可分為軍演、軍機繞臺和複數升級，自 2020年 1月迄

今，東部戰區增加實彈化和演習頻率大幅增加，反映中共始終

未放棄以武力解決臺海問題，也正加速相關軍事準備。中共利

用軍機繞臺作為更高強度的對臺恫嚇，軍演和軍機繞臺可能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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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發生，做為中共因某事件後急遽升高威嚇作為的複數升級類

型。 

二、中共對臺威嚇的條件及時機 

（一）對臺威嚇作為可略分為「守勢／反應式威嚇」、「攻勢／懲罰

式威嚇」。中共對臺可略分為守勢／反應式威嚇（包括中共各部

門發言人相關談話、對我國際參與的打壓、東部戰區例行性軍演等），重

點在建構維持與深化「一中原則」的護欄；及攻勢／懲罰式威

嚇（包括中共各部門發言人針對特定議題回應、誘使我邦交國與我斷交、

降低或中斷兩岸經貿），重點在嘗試藉局勢升級以阻止臺美逾越「一

中原則」底線。 

（二）臺灣對政治定位表述、對陸議題關切、美對臺安全承諾等，反

映中共對臺政策紅線。可能直接引發中共採取攻勢策略或提升

威嚇程度的事件包括：臺灣對政治定位的表述、臺灣對大陸議

題的關切與美國對臺安全承諾及實踐，這三個事件反映目前中

共對臺政策的紅線，而美國對臺軍售、臺灣與非美國家的官方

互動，則反映中共對臺政策的「戰略定力」。 

（三）中共升高施壓的關鍵在美對臺安全承諾的提升。導致中共對臺

升高施壓的原因，關鍵仍在於美國對臺灣安全承諾及實踐的強

度和頻率是否有所提升，包括：臺美官員互動的層級是否提升、

美國是否以實際政策重申對臺灣的安全承諾、美國是否強化協

調東亞盟友對中共的態度。若三者均有所提升，則中共貼近及

逾越臺海中線的可能性越高。 

（四）美對臺支持將使中共認為臺灣「挾美自重」，嘗試掏空「一中

原則」。從邏輯上可能存在中共升高施壓的情形包括：當臺灣

對政治定位的表述不如中共預期與美國對臺軍售先後發生之

際，但在這樣的情形下，中共升高壓力的關鍵應不是臺灣對政

治定位的論述改變，而是中共可能認為臺灣藉此「挾美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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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侵蝕與淘空其「一中原則」，因而關鍵仍在於美國對臺灣

實際支持。 

三、政策建議 

（一）建立中共戰略物資儲備資料庫，檢視對臺動武可能性；設立高

科技產品出口配額和非關稅貿易障礙，反制中共對我施壓。若

中共對臺動武，必須充足戰略物資儲備，建議強化公開蒐集資

料，建立中共戰略物資儲備資料庫，定期檢視物資進口和使用

數量變化，做為檢視中共對臺動武準備之指標依據。若中共持

續縮減或禁止我農產品輸入，建議考慮透過出口管制或非關稅

貿易障礙方式，反制中共對我施壓。 

（二）營造我國同心抵抗中共侵略形象；持續修訂國安法律，提高中

共滲透的成本。建議透過宣傳及實際行動營造我國同心協力抵

抗侵略者形象；建議檢討相關法律規範、修訂國安法律，清楚

劃分資訊密等和提高洩密刑責，提高中共滲透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