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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對臺政策 
 

█強調兩岸關係發展新局，反對相關事件造成不利影響。 

█推動多項對臺交流措施，涵蓋領域廣泛。 

█對我「八八水災」，表達善意並持續釋放惠臺政策措施。 

█對臺國際空間強調「一中原則」，對美重申反對對臺軍售立場。 

 

一、 強調兩岸關係發展新局，反對相關事件造成不利影響。 
   近期大陸高層對於兩岸關係談話強調和平發展新局面，並反對兩岸關係受特定

事件造成不利影響。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於「10.1」國慶閱兵談話中指出，將堅定

不移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同臺灣同胞一道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新局面，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大陸涉臺單位於此次國慶中針對臺灣部分亦採取諸多作為，例

如數月前即已展開對我方各界人士的邀請工作，其相關慶祝活動亦將包含所謂的「臺灣元素」，安排臺灣人士登上天安門

城樓觀禮、在閱兵遊行典禮中推出臺灣特色花車、「輝煌6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成就展」特別陳列臺灣部份等

）。7月27日，胡錦濤函賀馬總統當選國民黨主席表示，期望兩黨繼續推動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進一步深化政治互信。大陸其他高層官員亦表達相關意見。7月29日

，國臺辦主任王毅在第2屆津臺投資合作洽談會中表示，兩岸雙方推動兩岸關係步

入和平發展的正確軌道，未來繼續本著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

贏的精神，積極穩妥地推進兩岸關係進程，為逐步破解兩岸關係的難題積累共識

、創造條件。7月11-13日，大陸「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第5屆兩岸經貿文化

論壇」中表示，兩岸關係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兩岸同胞共同分享了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的成果，積極支持並參與到推動兩岸關系發展的進程中來。王毅則表示，

論壇期間，大陸方面宣布了多項促進兩岸文教交流和進一步便利兩岸人員往來的

新舉措，都會為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增添新的動力。 

另一方面，針對我高雄市長陳菊於8月26日宣布聯合南部7縣市首長邀請西藏精

神領袖達賴喇嘛來臺進行祈福活動一事，大陸方面反應強烈，國臺辦兩度發表聲

明表達反對立場（27日國臺辦發表聲明指出，無論達賴以何種形式和身份赴臺，大陸均堅決反對。正當大陸各界伸

出援手，全力支持臺灣之際，民進黨的一些人竟趁機策劃達賴來臺活動，試圖破壞兩岸關係得來不易的良好局面，這一險

惡用心必遭到兩岸同胞的共同反對。30日，國臺辦再度發出聲明重申立場，強調達賴赴臺勢必對兩岸關係造成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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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密切關注事態的發展），大陸網民亦提出嚴厲批判。大陸並取消及推遲若干兩岸交流活動

及儀式（國臺辦主任王毅於9月中旬之前，連續缺席兩項兩岸大型交流活動；原訂8月30日舉行之兩岸定期航班首航儀式

、「中遠之星」臺中廈門航線9月6日首航儀式遭到取消、9月初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蘇寧率金融代表團、南京市委書記朱善

璐來臺訪問及大陸採購團等行程均遭推遲）。對於高雄市電影節播映世界維吾爾大會主席熱比婭

「愛的10個條件」電影一事，大陸國臺辦多次表達不希望干擾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之事再度發生。惟由大陸反應層級、發言基調（著重批判民進黨政治操作）及輿論操作（新華

社、人民日報及涉臺學者等均未公開批判）觀之，其雖取消或延緩辦理部分交流活動，採取「軟

抵制」作為，但並未升高對立情勢，以保持政策彈性處理空間。近期大陸方面已

逐漸恢復先前遭推遲之重要人士來臺訪問行程，惟對高雄市仍提出批判（國臺辦發言人

范麗青於10月14日國臺辦記者會中表示，高雄市一些勢力與「藏獨」及「疆獨」分裂勢力合流，衝撞大陸核心利益，傷害

大陸同胞感情），後續效應仍待持續觀察。 

 
二、推動多項對臺交流措施，涵蓋領域廣泛 
近期大陸擴大兩岸各方面交流活動，7 月 9-10 日，大陸在福州舉行「海峽兩

岸司法實務研討會」，會議成果包括建立兩岸司法機關定期會晤機制、進行兩岸

間司法部門協作互助、針對罪案管轄等問題提出具體操作構想。7月 11-12日，國

共兩黨在湖南長沙舉辦「第 5 屆兩岸經貿文化座談會」，「全國政協」主席賈慶

林及包括中部地區 6 省負責人、涉臺系統及文化教育、新聞、廣電、出版等相關

部門負責人與會。本次會議主題為「推進和深化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重點

討論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推進兩岸文化產業合作、拓展兩岸教育交流合作等 3

項議題（該項會議達成包括協商簽訂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協議，建立兩岸文化教育合作機制；加強兩岸新聞交流；支持臺

資企業在大陸發展壯大等 6項共同建議，並宣布兩岸文化教育交流之政策措施）。7月 27日至 8月 2日，國

臺辦新聞局長楊毅率「海協會新聞交流團」來臺訪問，就兩岸新聞合作交流交換

意見，強調「先易後難」，盡快推動兩岸媒體互設常駐。7月 29-31日，第 2屆「臺

津投資合作洽談會」在天津舉行，目前我方與會人數超過 300餘人，包括 20餘個

行業工會、協會、企業團組團參加。此外，本季大陸涉臺智庫舉辦多項兩岸關係研

討會，對未來兩岸政治互動等議題進行討論，包括 8月 4-5日，大陸「全國臺研會」、

「全國臺聯」、社科院臺研所等單位在南京聯合舉辦「第 18屆海峽兩岸關係學術

研討會」，邀請兩岸及海外百餘名學者專家與會，圍繞「兩岸關係和平的機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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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主題進行探討（類似性質之會議尚包括浙江大學臺研所、浙江省海峽兩岸經濟文化發展促進會 8月 11-12

日在杭州共同舉辦之「第 3 屆兩岸和平發展研討會」，會議主題集中在「兩岸和平發展與農村合作」；「全國臺研會」8

月 31日舉辦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機遇管理」研討會）。8月 31日至 9月 5日，「第 8屆遼寧臺

灣周」在丹東市舉行。8月 31日，兩岸定期航班首航。9月 12-13日，山東省惠民

縣辦理首屆「海峽兩岸孫子文化研討會」，探討「孫子兵法」在各領域的運用。

至於文教科技領域方面，針對不同主題舉辦多場兩岸交流研討會（如 7月 12-22日，由大

陸中華文化聯誼會、陜西省政府主辦的「情繫長安－兩岸文化聯誼行」活動在陜西舉行，兩岸文化界、新聞界與教育界代

表 150人與會。8月 17 日第 3屆「兩岸青少年社會教育研討會」在北京舉行；8月 18-19日第 7 屆「海峽法學論壇」在福

州舉行；8月 22日首屆「海峽媒體峰會」在福州舉行；8月 23日「兩岸土地學術研討會」在湖南長沙舉行等）。大陸

官員亦組團來臺參訪，除上述國臺辦新聞局長楊毅率團來訪外，7月 23-30日，湖

南省副省長郭開朗率領包括湖南廣播影視集團等相關文化企業團體來臺訪問。8月

9-15日，福建省副省長陳樺率領經貿文化交流考察團來訪，該團成員近 300人。9

月 20-25日，南京市委書記朱善璐率團來訪，展開政黨交流活動，同時推動經貿、

文教、科技、農業、旅遊等領域交流合作；期間並參訪臺塑公司等相關企業。 

 

三、對我「八八水災」，表達善意並持續釋放惠臺政策措施 
 大陸各界自我災情傳出之後，持續表達對我受災民眾之慰問、捐贈金錢與

物資、發起相關募款行動，以及表明願派遣直升機、相關機具、專業人員來臺協

助救災與災後重建工作。大陸中央及地方官員自總書記胡錦濤以降，持續透過接

見臺灣民眾訪問團（如胡錦濤、國臺辦主任王毅、商務部長陳德銘、旅遊局長邵琪偉會見由我立委高金素梅所率

之少數民族代表團）、致函（大陸中央臺辦致函國民黨中央黨部、海協會兩度致函我海基會）、兩岸交流相關場

合、舉行捐贈儀式與賑災晚會、召開專題記者會、來臺轉交救災物資、接受媒體

訪問等方式與管道，表達對臺灣災情的關切，及參與救援重建行動的意願。大陸

方面強調兩岸同胞血濃於水的情感，大陸同胞對災情感同身受，並針對中南部災

區及原住民受災方面，表達強化推動大陸居民赴臺旅遊，捐款救助及購買原住民

產品等實際支持方式。另一方面，則期盼兩岸在應對自然災害方面建立互信機制，

加強在氣象災害管理及基層氣象災害防禦方面的交流與合作（國臺辦發言人范麗青 8月 19日

記者會所作之表示）。對於具有政治意涵之相關議題，大陸仍堅守既定之立場，如有關美

軍派遣直升機協助我救災方面，大陸表明有關國家和國際組織的救助已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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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表明，是通過非官方管道向臺灣地區提供人道主義救援之立場（國臺辦發言人范麗青於

8 月 19 日記者會所作之表示，外交部發言人秦剛 19 日亦透過新華社表達相同立場）。惟在呼籲我接受大陸提

供直升機等援助方面，大陸也聲明有意支援我之直升機為民用，沒有任何政治問

題與軍方背景，以避免可能引發之爭議（國臺辦主任王毅 8月 18日出席「援助臺灣災區物資啟運儀式」

時表示，大陸方面準備援助臺灣災區之「米-26」直升機屬民用，其中無任何政治問題）。 

此外，大陸近期持續釋放多項惠臺政策作為，在採購團部分，7月 12-18日，

大陸商務部海貿會籌組之「兩岸經貿促進考察團」第 2 團來臺參訪，該團由商務

部商貿服務司副司長門曉偉擔任團長，並由大陸 15 個省市約 80 家企業組成，活

動期間兩岸企業通過洽談協商，成交金額總計達 7.46億美元（中新社，2009.7.24）。8月

19-25日，「兩岸經貿促進考察團」第 3團來臺參訪，由商務部臺港澳司司長唐煒

任團長，成員包括聯想集團、康佳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神舟電腦公司等企業，

該團此次採購主要是以機械、化工、汽車零配件、紡織品等為主，活動期間簽約

金額約 38億美元（新華社，2009.8.24）。在爭取我原住民方面，8月 20日，大陸商務部

部長陳德銘、旅遊局長邵琪偉、青少年發展基金會負責人賀軍科會見我原住民訪

問團時提出多項優惠政策（如組織企業赴我原住民地區進行考察、加大對我原住民農特產品的採購、引導來臺

旅遊路線向原住民地區延伸、推動兩岸少數民族青少年間的交流等）。在福建省對臺方面，福建省副省

長陳樺來臺期間提出加強交流合作等多項措施（如開放臺灣企業參與福建大型公共工程建設、實施

「百萬遊客海峽行計畫」、設立兩岸教育合作實驗區、支持臺灣業界通過福建拓展市場）；漳州市規劃設立「大

臺商投資區」，吸引臺商投資，使其成為對臺產業集中區；福建省工商總局頒布

政策支持對臺農業合作（如允許在福建省登記之臺灣農民個體工商戶以自然人身份，加入農民專業合作社等）。

9 月，福州市公布「加快福州（平潭）綜合實驗區開發建設」12 項新政策，以利

平潭島在兩岸區域合作試點的示範地位。 

 

四、對臺國際空間強調「一中原則」，對美重申反對對臺軍售
立場 

對於我國際空間議題，大陸仍強調「一個中國原則」。7月 2日，外交部發言

人秦剛針對大陸是否有意願與和臺灣有外交關係之國家們建立經貿辦事處關係之

問題時表示，大陸願意在國際社會普遍公認的「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遵循聯

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按照聯合國大會有關決議，本著和平共處 5 項原則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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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各國開展友好合作，發展正常的國家關係。另針對我今年推動參與聯合國專門

機構「國際民航組織」及「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國臺辦表示，「中」方在此議

題上之立場非常一貫及明確（外交部發言人姜瑜於 9 月 8日記者會表示，聯合國及其專門機構是由主權國家

組成之政府間國際組織。聯大第 2758 號決議一直為聯合國及其絕大多數會員所遵循，我們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沒有改

變）。臺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的問題，可由兩岸通過協商尋求解決的途徑（發言人楊毅

9月 16日所作之表示）。 

此外，馬總統就任以來兩岸情勢緩和，歐巴馬政府官員多次表達對兩岸關係

的良性發展感到鼓舞之立場，在美「中」高層官員會晤時，「中」方依舊強調臺

海議題對於兩國關係的重要性及敏感性，並堅守既定之立場。7月，美「中」首輪

「戰略與經濟對話」，「中」方亦表達要求美方「恰當處理」臺海議題，勿重蹈

2008年對臺軍售之「錯誤決定」。8月，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會晤美方陸軍參謀

長凱西時表示，美對臺軍售損害大陸的核心利益，影響兩軍關係的發展。9月22日，

胡錦濤在G20與歐巴馬再度會晤時表示，我們重視美方多次重申堅持「一個中國政

策」，遵守「中」美3個聯合公報，希望美方以實際行動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另一方面，尊重和照顧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是確保雙方關係健康穩定發

展的關鍵。臺灣、涉藏、涉疆問題關係大陸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攸關大陸的核心

利益，希望美方切實理解和尊重「中」方在這些問題上的關切（9月底，大陸國家副主席習

近平及外長楊潔篪會晤美國副國務卿史坦伯格時均重申此段談話）。「中」方相關言論顯示近期兩岸關

係雖和緩，「中」方在臺海議題上仍關切美方所扮演之角色，並堅持既定之立場。 

（企劃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