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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主權民主、維護臺海和平 

     「中共權力變遷及治理趨勢」國際研討會開幕致詞 

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邱太三 

     2022.10.28 

中華民國高等政策研究協會丁理事長、楊秘書長、黃教授，各位學者專

家，各位女士、先生，大家早！ 

    很榮幸參加這場研討會，特別是在中共「二十大」甫落幕，探討中

共權力變遷及治理發展，相當具有意義。我將分享簡要觀察。 

一、 全球共同面臨中國大陸崛起的發展路線問題 

 「二十大」一如預期地宣告習近平黨政軍領導職務的延任與權威，

並確立中國大陸未來的發展方向。對岸「改革開放」40 多年來綜合實

力增長，但如同「二十大」報告所揭露，已出現諸多矛盾難題與瓶頸困

局；其所謂強國發展路線，欠缺嘗試建立相互制衡的民主治理、有效降

低決策缺失及管理不良的風險，從而使發展前景充滿不確定性，及衍生

區域的變動不安。北京戰略意圖足以影響全球局勢，在新的權力格局

下，我們更關切其政策路線是否符合人民民主、自由經濟發展、國際規

則秩序，及承擔起世界和平責任與利益共享的承諾；而國際社會在此過

程中，更需要發揮普世價值與典範的引領力量。 

二、 中共對臺施壓，抑制兩岸與區域和緩情勢開展 

 臺海情勢的穩定攸關印太地區的和平與繁榮。近年來北京當局面對

區域情勢變化及其所謂「歷史任務」，持續加大對臺武力恫嚇及政經施

壓；今年 8 月中共發動違反國際法、企圖侵犯我主權安全的針對性軍

演，更讓全球關注且意識到中共危害區域繁榮與安全的擴張意圖。2300

萬臺灣人民早已堅拒中共固執己見的「一中原則」與「一國兩制」；而

堅持的「兩岸互不隸屬」，反映的是臺海 73 年來的客觀事實與現狀。我

方長期呼籲，政治分歧的處理關鍵，從來不是單方設定政治終局框架或

武力侵犯可以強行解決，需要雙方理性平等、相互尊重，尋求和平務實

解決之道，這是對岸必須努力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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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臺灣堅毅民主韌性，是區域和平的穩健力量 

 兩岸關係的本質是和平對等。北京當局應面對中華民國存在的事

實，尊重理解臺灣 2300 萬人民對兩岸關係發展的堅持。七十多年來，

臺灣以堅強的韌性，正面迎擊接踵而來的各種挑戰，持續向上提升為一

個民主自信的國家、不可或缺的國際社會負責任成員。臺灣社會開放多

元，但堅定維繫民主體制的底線，捍衛主權尊嚴及民主生活方式、不容

侵犯。中華民國政府致力維護臺海和平現狀，我們站穩「四個堅持」、

強化「四大韌性」，兩岸政策理性不挑釁、堅定不退縮，持續增強自我

防衛能量，並與國際社會合作，穩健應對情勢發展，這些均與區域各方

的利益與期待一致。 

四、 結語—兩岸共同尋求和平共處之道 

 維持兩岸和平穩定，是雙方共同的責任，我們期待對岸跳脫過去陳

舊的政治框架，展現改善兩岸關係的開放態度。在此提出兩點呼籲： 

(一) 干戈載戢、維護和平穩定。和平的關鍵在於改變以武力處理問題

的思維。北京應打消加深雙方鴻溝、升高區域緊張的軍事威嚇；

兵戎相見絕非兩岸選項、更非人民之福。呼籲不設前提的建設性

對話處理分歧，承擔起維護臺海和平的共同責任。 

(二) 有序健康交流，增進雙方理解。幾天之後，兩岸開放交流將屆滿

35 年，雙方應在此基礎上，抱持「以民為本」理念，正常交往、

增進理解，務實處理人民往來權益問題、保障人民福祉。臺灣已

經逐步放寬交流限制，期盼中國大陸能順應國際趨勢、逐步調整

管制，讓兩岸恢復健康有序交流，創造良性互動空間。 

 最後，在整個國際及區域情勢快速變化之際，感謝國內外重量級學

者專家獻策建言，預祝今日研討會順利圓滿、諸位健康平安，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