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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對臺策略作為分析」 

摘要 

壹、 內容摘要 

一、 中共對臺策略作為 

（一）加大「反臺獨」、「反干涉」，企壓制臺灣社會臺獨傾向，及恫

嚇外國勢力。為落實「反臺獨」，擴大監視臺灣民眾在中國行

動，甚至直接逮捕、司法壓制，操作具政治性、報復性、宣傳

性特色，企圖對臺發揮震懾效果，壓制臺灣社會臺獨傾向。另

對友臺國家加強「反干涉內政」表述，冀恫嚇外國勢力勿支持

臺獨，並削弱臺灣對外連結。 

（二）企圖營造兩岸促談統一氛圍，將赴陸交流者視為民主協商參與

者。中共強調以「『一中原則』下的『九二共識』」作為兩岸交

流政治前提；在交流過程置入「共創統一」政治行銷，表面看

似兩岸「大交流」，實質是營造兩岸促談統一氛圍；連結「『一

中原則』下的『九二共識』」與「共創統一」，延伸為推動「民

主協商臺灣方案」，意圖將赴陸交流者視為民主協商參與者。 

（三）加大對臺灣愛國統一力量支持，形塑臺灣民眾認同「一中」。「二

十大」後，中共增加更多「惠臺」措施，並擴散與深化「臺灣

民眾受益於兩岸交流」認知，形塑臺灣民眾認同「一中原則」

可促使「兩岸和平」。新修正的《統戰工作條例》寫入「發展

壯大臺灣愛國統一力量」、「二十大」報告寫入「支持島內愛國

統一力量」等，顯示習企圖藉此改變臺灣民眾國家認同。 

二、 臺灣、兩岸、國際情勢評估 

（一）臺灣民調顯示，中共對臺各式操作無法達到預期效果。相關民

調顯示，多數民眾均不認同兩岸同屬「一中」等，顯示中共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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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利多或文攻武嚇，都無法達到其預期的政策效果。 

（二）中共涉臺文件顯示，對臺將加強統一操作。中共第三份「對臺

白皮書」、「二十大」報告涉臺部分，均強調「促統」，顯示習

近平對臺工作目標為推進「和平統一」進程。 

（三）美國加強抗中力道，臺灣議題受美中關係影響。在拜登主政下，

美國對中政策不再是改變中國政權，而是透過形塑有利美國與

合作國戰略環境，以此制衡中國影響。美國是影響兩岸關係最

具關鍵性的外部因素，隨美中緊張關係升高，臺灣的處境是「兩

大之間難為小」，恐被迫在兩岸和戰問題上，做出選擇。 

貳、 結論與建議 

一、 研判中共將運用公布我貿易壁壘調查，影響臺人民心與選舉，

俾操作「戰爭與和平」、「繁榮與衰退」選擇。相較以往中共對

臺介選多強調「不以政治的紛歧影響到兩岸經貿的合作」，近年

則對臺動用經貿報復與制裁。中共透過公布對臺貿易壁壘調查

結果與報復措施。藉此影響臺灣選民「戰爭與和平」、「繁榮與

衰退」選擇，而非「經貿合作」或「經貿脫鉤」的選擇。 

二、 倘我大選若未如期待，中共將延長差別對待手段運用。中共對

臺策略有短、中、長期規劃（短期運用「軟硬兩手」；中期重點在對

臺政治運作的影響、滲透；長期為完成「兩岸統一」目標），若我 2024

年大選未如期待，其將延長短期「軟硬兼施」及差別對待手段，

操作統戰分化。 

三、 2024 年大選前有效因應中共文攻、武嚇、貿易制裁與社會認知

戰；選後審慎因應中共可能施壓作為。研判中共於選前將繼續

對臺發動文攻武嚇、貿易制裁、與認知戰等操作。大選後若由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勝出，料中共將一手加大反獨防獨力度，另

手加大推動民主協商，以對內部有所交代，及藉施壓影響賴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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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就職演說。政府需審慎因應大選後到 520 新總統就職前中

共對臺作為。 

四、 掌握習近平主政下對臺的中、長期策略。中期來說（2030 年前），

由於解決臺灣問題則涉及到美中博弈、中國式現代化進程規劃、

兩岸關係的互動與競等合影響，故對美、臺較可能秉持鬥而不

破。長期部分，中共希望能在 2049 年第二個百年（中共建政百

年）前夕，將「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當作實現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建議政府密切掌握中共對臺的

中、長期策略，並審慎思考如何凝聚臺灣內部朝野共識，及擬

定有效因應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