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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共近期推動「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
簡評 

臺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蔡季廷主稿 

中共在「十四五」規劃已提到支持福建作為兩岸融合發展新路的基

地，此次，福建「融合發展示範區」會有更全面、具體與制度化的對

臺融合措施，以體現官方所稱讓福建成為臺胞「第一家園」之成效。 

「融合發展示範區」更聚焦對臺單邊主義作為、建立更全面融合的法

規措施及以臺企為重點對象，主要以創造政治共識為目標。惟透過單

邊程序產生的不同領域的融合措施，視為「兩制臺灣方案」的政治共

識之實踐，可能會激起更多的衝突。 

 

（一）前言 

兩岸在歷經疫情而中斷了 3年的交流後，今（2023）年是中國對外

所謂的「大交流」年，兩岸之間的交流也同樣在這樣的大交流政策中重

新開啟。近期兩岸一系列的交流中，王滬寧在強調兩岸交流合作的「海

峽論壇」中，提到中共中央、國務院制定《關於支援福建探索海峽兩岸

融合發展新路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的意見》，將以福建先行先試，

推動兩岸融合發展向更寬領域、更深層次拓展。有關此「融合發展示範

區」的背景內容、意涵與可能的制約因素，是本文所欲分別說明者。 

 

（二）融合發展示範區背景 

從背景上來說，中共原本就在「十四五」規劃的對臺政策中，提到

是以「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祖國統一」作為主旨，並以「深化兩岸

融合發展」與「加強兩岸人文交流」為兩大方向，具體內容包括了加快

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並建立兩岸共同市場。過去的「十三五」規

劃中，比較強調的是經濟面向的融合發展，到了 2016年習近平參加第

十二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的上海代表團審議時，提到了「深化兩岸經

濟社會融合發展」，並在 2017年 3月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將「經

濟」擴張為「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因此，就王滬寧所提之「融合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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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區」來看，是中國本來就規劃要實行，但可能受到疫情影響而勢必

在中國解封後所要推出的政策。此外，相較於中共「十九大」的工作報

告，在兩岸部分沒有提到融合發展，但是去年（2022）「二十大」的工

作報告，則是提到「深化兩岸各領域融合發展」，也代表著從今年開始，

會有更全面的兩岸融合發展措施提出。 

事實上，在「十四五」規劃中，已經提到要支持福建作為兩岸融合

發展新路的基地。在這樣的政策規劃下，福建本身在疫情期間仍有推出

對臺融合措施，例如：「關於深化閩臺鄉建鄉創融合發展若干措施的通

知」；平潭綜合實驗區是以「推動新四通」、「摸索兩岸基層治理融合新

路」、「深化兩岸特色文化交流」為主軸；廈門設立「臺胞代辦臺灣健保

報銷業務」；臺灣人到福建檢疫的「便捷通道試點」；福建法院創設涉

臺、涉自貿區糾紛法律查明平臺；福建繼續普及「臺胞權益法官工作

室」、「臺胞權益檢察官工作室」等。因此，在此次福建的「融合發展示

範區」政策下，代表著會有更全面、具體與制度化的融合措施，以體現

王滬寧所提到讓福建強化成為臺胞「第一家園」之效應。 

 

（三）融合發展示範區的意涵 

從此次融合發展示範區的意涵來看，至少可以分成 3點加以說明。

第一，在前述有關融合發展的規劃下所採取的具體措施，與近年來中國

對臺採取單邊主義的作為相同。不論是單邊對臺部分縣市購買農產品，

或是包括一系列對臺「31條」、「26條」、「11條」、「22條」等措施，其

政治上的意涵都是體現繞過與我國政府協商，並強化位於中國之臺灣

人民與企業的直接管治。而從「海峽論壇」後已經舉辦的後續融合發展

會議活動來看，此波的單邊措施是更為強化對吸引臺灣青年的融合發

展，以及隱含著朝向類似粵港澳大灣區的金廈生活圈之融合政策。不

過，從大灣區的成效來看，此類融合措施對於吸引青年真正願意移居的

案例非常有限。但有少部分成功案例的「好故事」時，足以作為此類對

臺融合措施正當性來源。 

第二，此次「融合發展示範區」的單邊主義作為與相關措施實施的

方式，與過去融合措施的實踐可能有所不同者，是在於為了建立更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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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融合的法規措施，應會試圖邀請臺灣的法律專家，前往福建提供融合

法規之專業諮詢建議。例如，已經在福建平潭綜合實驗區所看到對臺職

業資格、企業資質、行業標準、商品檢驗的不同標準之採納，未來在「融

合發展示範區」也應會有更多類似的作法，並且需要臺灣相關的法制專

業人士提供意見。換言之，對於此類臺灣與中國不同商業上標準的融合

過程與內容，也就會出現示範區版本的「兩制臺灣方案」之法律諮商過

程與內容，使「兩制臺灣方案」可以深入到我國較少關注的「兩制」領

域。 

第三，在過往「十三五」的規劃中，並沒有在兩岸關係部分提到「民

族經濟」一詞。不過，在「十四五」規劃中，已經提到「民族經濟」。

這在當前美、中之間科技競爭下，似乎意味著對臺融合措施中，涉及科

技競爭領域的臺企會是重點對象，相信也會是「融合發展示範區」的重

點項目。雖然目前無法臆測未來中國將「民族經濟」加諸在臺商上，可

能會出現何種具體的政策或規範，但這可能表示在獲得「融合發展示範

區」的融合待遇之同時，臺商將會負有更多為了「民族復興」的限制或

義務。例如，禁止將特定的公司轉賣給特定國家公司，即是經濟民族主

義下常見的一種案例。 
 

（四）結語 

有關此一「融合發展示範區」所欲達到的成效，很弔詭地，主要會

受到單邊主義作為的制約。對中國來說，融合發展的目的，仍是以創造

政治共識為目標。但是，單邊作為並不會真的產生政治共識。如果透過

單邊程序產生的不同領域的融合措施，視為「兩制臺灣方案」的政治共

識之實踐，可能會激起更多的衝突。這就如同其對待香港問題，北京方

面認為給予香港「兩制」的尊重，但香港人民的反應，促使其辯證性的

思考強化「一國」作為，也就產生更多的抗爭行動。類似的狀況也出現

在兩岸關係上，中國內部此種思維，也就是對於「他者」的不理解，甚

至不諒解，也才會一直存在鷹、鴿論述之間的消長循環。當中國繼續依

據相關規劃，推出不同對臺的融合措施與手段，若沒有政治上的成效

時，隨著臺、美、中情勢的變化，該等辯證性的思考將可能促使中國內

部論述，開啟另一波的循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