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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近期中共對臺「通惠情促融」政策觀

察 
臺北海洋科大通識教育中心吳建忠副教授主稿 

 

 習近平「通惠情促融」談話延續 2019年「告臺灣同胞書 40周年」

基調，企以經濟利誘為手段，企圖改變上層政治意識。 

 中共促融方案為中共自身發展，統戰與宣傳意義大於實質。 

 福建片面公布的「臺胞來閩入境檢疫便利通報」試點，未與我主管

機關商議，在兩面民意不討好情況下宣布延遲。 

 

（一）前言 

習近平在「兩會」後首次赴地方考察的地點即是福建，並於 3月

25日提出指示要突出「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勇於

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此趟習近平的考察行程，涉及生態保護、

鄉村振興、醫藥衛生體系改革、教育等諸多層面。 

過去中共提出許多「惠臺」政策，「惠臺」政策與「促融」方案有

何差異？深入檢視，相關「惠臺」政策距離通稱準國民待遇的「同等

待遇」，仍有推進的空間，而且具體的執行與配套措施也仍然有待觀

察。檢討來看，「通惠情促融」可以視為轉移「惠臺」政策執行不力的

推托之詞，也就是中共想打破過去各地方對臺齊頭並進，分散發力的

模式，防止跟克服形式主義與官僚主義。 

 

（二）習近平的「通惠情促融」講話要點 

習近平提出「通惠情促融」，有水到渠成的主、客觀因素。主觀

上，既然強調「兩岸一家親」，當然要有具體政策來落實這句話。客

觀上，習近平在 2019年初「告臺灣同胞書」40周年發表談話，提出

「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夯實和平統一基礎」，由於各地方對臺齊頭並

進的模式，已讓中共中央不耐，因此必須突出福建優勢特色。 

進一步來看，國臺辦發言人朱鳳蓮記者會也談到「深化兩岸融合



2 
 

發展」是習近平所提對臺重大政策主張，為立足新時代、在民族復興

偉大征程中，推進祖國統一指明方向。 

在「以通促融」方面，將不斷提升兩岸經貿合作暢通，基礎設施

聯通，能源資源互通，行業標準共通，推動金門、馬祖同福建沿海地

區通水、通電、通氣、通橋，積極推進兩岸「應通盡通」。 

在「以惠促融」方面，持續落實落細「31條」、「26條」、「11條」、

「農林 22 條」等「惠臺」利民政策措施，完善保障臺灣同胞福祉和

在大陸享受同等待遇的制度和政策，支持臺胞臺企參與「十四五」規

劃、融入新發展格局，讓臺灣同胞分享更多新發展機遇。 

在「以情促融」方面，不斷擴大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共同傳

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加強兩岸基層和青少年交流，促進同胞心

靈契合。支持福建充分發揮在兩岸交流合作、融合發展中的獨特優勢，

先行先試，不斷探索兩岸融合發展新路，打造臺胞臺企登陸的第一家

園。 

眾所周知，「通、惠、情」為福建近年對臺促融的主要論述，時任

中共福建省委書記于偉國 2019年 7月出席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記

者會時便曾提出，福建要發揮獨特優勢，積極先行先試，「建設臺胞

臺企登陸的第一家園」，「重點做好『通、惠、情』三篇文章」。根據于

偉國當時的說法，「通」指的是經貿合作暢通、基礎設施聯通、能源

資源互通、行業標準共通等「應通盡通」；「惠」指「惠臺措施」；「情」

則是指「深化心靈契合」。 

   

（三）國人對「通惠情促融」應有的認識 

 當前中共對臺工作最高指導戰略就是「反獨促統」，而戰術的靈

活運用就是「促融」方案，不論是「31條」、「26條」、「11條」，或是

福建年初公布的 225條「臺胞臺企同等待遇清單」、「農林 22條」都

屬於「促融」戰術，觀察今年中國對臺工作會議的內容，「兩會」期間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及全國政協主席汪洋的談話都著重「促融」。面對

這些「促融」方案，深入分析，這些「惠臺」政策均多所重疊，其統

戰與宣傳意義大於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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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操之在己的「促融」方案，不斷強化中共的操作，用「惠臺」

詞彙，包裝「利己」行為，在中央「31 條」、「26 條」公布後，各地

方政府持續加碼升溫，均可看出意圖吸引臺灣的產業或相關人才多為

其發展所需。國臺辦也提及「農林 22 條」是為中國大陸全面推進鄉

村振興作出部署，近年來中共解決「三農問題」的策略從「新型城鎮

化」轉向「鄉村振興」，需要更多技術與人才，故「促融」措施也是為

了中共本身的發展。 

然而，4 月福建推出「促融」措施，受到民間輿論的強烈批評。

這也反映出圍繞中共對臺「統戰」策略長期以來所存在的爭議。根據

4月 29日發佈的福建公告，將實施「臺胞來閩入境檢疫便利通報」試

點方案，也就是推行「2天集中醫學觀察+19天閉環管理」的措施。

另外，在金門、馬祖兩地連續住滿 28天的當地居民，通過「小三通」

客運直航口案岸赴閩視同大陸低風險地區人員進行管理，無需隔離。

試點方案根本就是為了落實習近平以福建「通惠情」對臺促融工作，

具有高度統戰性質，事前也無與我方主管機關協商，便單方面提出「促

融」措施。 

無獨有偶，4月廈門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在廈門臺商協會成立

「臺胞臺企服務站」，這也是中共「促融」作為。深入分析，發證業務

還是公安部門職能，公安部門現在只是到臺協開個服務站，不等同於

臺協可以發證。不過，中共的黨國體制像變形蟲，國家機關進駐民間

協會也非常態，國人在大陸應該提高警覺。 

歷史如鏡，兩岸可以透通協商，有效確保國人利益。例如，金門

自中國大陸引水是經過雙方政府授權的海基會與海協會溝通，我國政

府在「金門水資源自主、用水安全」兩大前提下，自中國大陸引進補

充性水源，但金門仍可維持 7成自有水源，金門福建也已於 2018年

8 月 5 日進行通水。至於中共所提出的新四通，包括與福建的通氣、

通電、通橋的議題，現階段並無必要性及急迫性，且涉及兩岸協調溝

通及未來兩岸關係發展等複雜敏感問題，影響十分深遠，此非地方自

治事項，還是必須由中央政府全盤衡量評估。 

（四）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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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海局勢緊張，軍機擾臺不斷，不過兩岸關係也有和緩局面，目

前中國大陸仍保持一貫「促融」思考，提及融合發展。從香港「一國

兩制」經驗來看，大灣區是中共用來融合香港的方案，而把福建打造

成臺胞登陸第一家園就是用來融合臺灣。簡言之，中共自始自終就把

臺灣看成和福建一樣的地方，也是中國的一個省，而福建的特殊地位，

所以許多對臺政策可以先行先試，「促融」是換湯不換藥，依舊是統

戰思維。 

平心而論，兩岸要有良性互動，中共只有尊重臺灣民意對維持臺

海現狀的期待，不要從施加軍事威脅、政治壓迫的角度對待臺灣，方

能真正探索出兩岸關係春暖花開的發展新路。中共應揚棄過去的統戰

思維，不要強加統一等政治目標在「促融」交流上，才有助於兩岸關

係的有序發展，真正達成兩岸互利互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