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六、中共「二十大」對臺政策及後續動向之

分析 
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副教授關弘昌主稿 

 

 中共未來對臺仍採「軟中帶硬」策略；我方雖無立即危險，長期而

言仍有終須面對的壓力。 

 兩岸關係發展涉及美、中、臺三方互動；習稱牢牢「把握兩岸關係

主導權與主動權」，突顯中方對臺海議題或將先發制人。 

 中共對解決臺灣問題有強烈決心，惟兩岸對「維持和平」均有共識，

雙方應善用此機會之窗，確保臺海穩定。 

 

（一）前言 

  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為「二十大」）在今年

（2022年）10月 16至 22日於北京召開。此次會議最受注目的無非是

中共新一屆領導的產生，尤其是習近平當選中共總書記，史無前例地

進入第三個任期。對臺灣而言，除了關注「二十大」中共新領導班子

的產生之外，另外也是相當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習近平在「二十大」工

作報告中對於中共對臺政策如何陳述，因為這與兩岸關係的未來走向

有極為密切的聯繫。 

本文將針對習近平於中共「二十大」宣示的對臺政策作一討論，

具體探討的問題包括：「二十大」的對臺政策內容為何？「二十大」

的對臺政策與之前中共對臺政策有何異同？「二十大」後中共對臺政

策可能的動向為何？ 

 

（二）「二十大」對臺政策具體內容 

  今年 10 月 9 日，中國大陸國臺辦官網轉載由中臺辦理論學習中

心組撰寫、刊於中共中央宣傳部主辦之「黨建」雜誌上的「攻堅克難

勇毅前行在民族復興征程中推進祖國統一進程－黨的『十九大』以來

對臺工作綜述」一文，文中強調「新時代黨解決臺灣問題的總體方略」

是新時代對臺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動綱領，並解釋「總體方略」由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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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對臺工作的重要論述與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所構成，

是解決臺灣問題與推進統一的最新理論成果（黨建，2022.10.9）。這幾句

話指出了當前中國大陸對臺政策的決策核心者即是習近平，因此習近

平在中共「二十大」的談話或書面報告中針對臺灣問題有哪些陳述，

將是瞭解中國大陸對臺政策最新方向的重要依據。 

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開幕式上宣示的對臺政策立場，可分別

見於他的口頭報告以及提交給「二十大」的書面報告。10月 16日「二

十大」揭幕，習近平口頭發表工作報告，在不同段落分別提到臺灣問

題。比起書面報告，口頭報告提到關於臺灣的部分精簡許多，但是他

特別在口頭報告裡面提出這些部分，可以想見它們是習近平認為的臺

灣問題裡面的重中之重，並且是想要直接傳達給臺灣、美國、以及國

際社會的強烈訊息。 

習在口頭報告開場不久即提及，面對臺獨和外部勢力干涉，中方

堅持反對分裂，要牢牢掌握兩岸關係主導權。演說後面再度提到臺灣

議題時說，堅決貫徹新時代黨對臺灣問題的方針，「堅定不移推進祖

國統一大業」。習近平說，中方始終關愛臺灣同胞，不過解決臺灣問

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國人決定」；中國以最大誠意和努力

爭取和平統一，但「絕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

的選項」，並強調這是針對外部勢力和極少數「臺獨」分裂分子，絕

非針對廣大臺灣同胞。他並強調，「祖國完全統一一定要實現，也一

定能夠實現」（中國新聞網，2022.10.16）。 

習近平上述關於臺灣的口頭談話指出了幾個當前對臺政策的重

點。首先是反對分裂，以及強調中共對完成「祖國統一」的堅定決心

與信心。這明顯是針對「臺灣獨立」主張所發出的一項訊息，其次，

反對「外部勢力」介入臺灣問題，因為這是「中國人自己的事」、且

「要由中國人自己決定」。這是說給美國聽的，意在警告美國不要涉

入臺灣問題的解決，第三，強調解決臺灣問題的途徑仍然以「和平統

一」作為最優先的選項，這一點表明至少在目前階段中共還不會選擇

使用武力的方式來統一臺灣，第四，即使是優先追求「和平統一」，

但是若有需要，中共仍不會放棄使用武力來解決臺灣問題。最後，將

所謂「外部勢力和極少數『臺獨』分裂分子」與「廣大臺灣同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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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區隔，萬一對臺灣使用武力時將分別對待。 

習近平書面報告涉臺內容，重點除了前面提到的五點之外，另外

也包含了下面幾項： 

1. 把「解決臺灣問題，完成中國的統一」納入了習近平上臺後揭

櫫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一個環節，成為實

現「中國夢」的一項必要條件，用以展現習近平對於解決臺灣

問題的堅定決心。 

2. 清楚表明中共想要掌控兩岸關係的主導權與主動權。 

3. 除了強調「和平統一」，也再次強調 1980年代鄧小平提出的「一

國兩制」，認為它是兩岸統一後的最佳制度安排方案。 

4. 重申「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並以其作為推動兩岸

關係與統一進程的重要基礎。 

5. 以民族情感及同胞愛訴諸臺灣民眾，表明仍然願意與臺灣方面

維持「交往」（engagement）關係，這包括願意針對兩岸關係及

統一問題與臺灣各界進行協商與合作，還有繼續促進兩岸經濟

文化交流，以求達成兩岸的融合與契合。 

 

（三）「二十大」對臺政策與之前中共對臺政策異同 

與過往中共的對臺政策相較，前一節看到的「二十大」對臺政策

內容基本上並沒有出現太大的變異，而是仍然有相當程度的延續性。

例如「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作為對臺政策基調，但是不放棄以武力

解決臺灣問題，是 1980年代初期鄧小平就確立的原則。「堅持『一個

中國』原則、反對臺灣獨立」可見於 1995 年 1 月當時中共總書記江

澤民所提出的「江八點」提及的「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與反對『兩個中

國』與『一中一臺』」，還有後來 2005 年 3 月時任中共總書記胡錦濤

發表的「胡四點」之中；而 2005年 3月 14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

「反分裂國家法」更是以法律形式展現中共反對「臺灣獨立」的決心。

強調堅持「九二共識」曾出現於中共「十八大」胡錦濤的政治工作報

告，以及「十九大」習近平的政治工作報告之中。而呼籲加強兩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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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與經濟交流則出現在 2008年 12月胡錦濤發表的「胡六點」之中，

並落實於胡錦濤時期開始、習近平上任後仍延續的「惠臺政策」之上。 

習近平在「二十大」對臺政策中比較不同於鄧、江、胡時期且值

得注意的地方則有以下幾點。 

首先，延續去年（2021 年）7 月 1 日中共「百年黨慶」時談話中

關於對臺政策部分所提到的「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

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堅定意志、強大能力」的強硬口吻（新華

社，2021.7.1），習近平在「二十大」口頭報告中強調「祖國完全統一一

定要實現，也一定能夠實現」，再次展現中共捍衛領土主權完整、堅

決完成統一的強勢態度與強烈決心。 

其次，習近平提到「解決臺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國

人來決定」以及宣稱「不放棄使用武力」所針對的對象之一是「外部

勢力干涉」，這幾句話與今年 8 月中共發佈的「臺灣問題與新時代中

國統一事業」白皮書（以下簡稱「臺灣問題白皮書」）是具有相同背景脈

絡的，也就是針對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在 8 月初訪

問臺灣一事，表達中共強烈反對美國介入臺灣問題與強烈反對美國支

持臺灣的立場。 

第三，同樣延續了 8月的「臺灣問題白皮書」中「牢牢把握兩岸

關係主導權和主動權，有力維護臺海和平穩定，扎實推進祖國統一進

程」的說法，習近平的書面報告提到「牢牢把握兩岸關係主導權和主

動權，堅定不移推進祖國統一大業」，突顯了中共想掌控臺海議題發

展的主導權的企圖。 

第四，與「臺灣問題白皮書」一樣，習近平的書面報告指出「實

現祖國完全統一」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把解決臺灣

問題與習近平上臺後才提出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相連

結，構成了習近平時代獨有的對臺政策理論論述。 

綜合以上幾點，習近平的「二十大」對臺政策與先前中共對臺政

策在大方向上面是一致的，例如「一國兩制，和平統一」與「不放棄

使用武力」，不過在其他地方則加入了切合他個人思想以及比較能夠

因應臺海當前形勢的元素，例如完成祖國統一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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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然要求」、「反對外部勢力干涉」、以及在當前情勢下試圖掌握兩

岸關係主導權及對於完成「祖國統一」的堅定決心。 

 

（四）「二十大」後中共對臺政策的可能動向 

在前面所列出的習近平「二十大」書面報告裡面關於臺灣問題的

四個段落中，「軟」的訴求與「硬」的宣示大約各佔一半。「軟」的部

分包括第二段裡面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願意與臺灣各界協商；

還有第三段中的「血脈相連」、「血濃於水」的民族情感、「尊重、關

愛、造福臺灣同胞」的「同胞愛」展現、繼續推動兩岸的交流與融合

等；以及第四段中的「堅持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

前景」。而「硬」的部分包括第一段裡面把握兩岸關係主導權和主動

權的企圖與「矢志不渝」、「堅定不移」等字眼所展現出的解決臺灣問

題的決心，還有第四段清楚言明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並再次重申一

定要實現統一的決心。 

從以上軟硬兼具的內容來判斷，中共在接下來的這段時期對於臺

灣仍將採取「軟中帶硬」的策略。在此一策略之下，臺灣沒有立即的

危險，但是長期而言卻有終須面對的壓力。臺灣沒有立即危險的原因

在於習近平的報告提到「我們堅持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

統一的前景」，表示當前中共仍然強調「和平統一」，亦即對於臺灣問

題仍然優先採取和平的方式來解決，報告中那些「軟」的訴求都是圍

繞著這一主軸而鋪陳開來，這都顯示中國大陸並沒有試圖立即使用武

力犯臺的跡象。 

對臺灣而言，比較險峻的挑戰是未來要如何因應中共對臺策略中

「硬」的部分。如上文所提及，在這兩年習近平的對臺政策談話或今

年 8月的「臺灣問題白皮書」中，都顯現了中共解決臺灣問題的強烈

決心。從國際政治理論的角度來看，當一個國家在對峙或衝突過程中

展現出某種決心（resolve）時，等同於它在向對方發出訊號（signaling），

如果忽視此訊號，就會造成對情勢的誤判（misperception）。臺灣面對中

共發出的這個強烈訊號，千萬不能忽視，並且必須思考如何來因應。

雖然中共暫時沒有武力犯臺的計畫，但是它在堅定的決心之下仍然會



6 
 

持續給予臺灣壓力，逼迫臺灣接受它提出的方案。臺灣若不願接受，

要如何拒絕而不引發雙方衝突，是決策者終將面對的問題。例如臺灣

內部極大多數民眾對於「一國兩制」並不支持，特別是在 2019 年 6

月香港發生「反送中運動」之後，陸委會在 2019年 10月公布的民調

就顯示，有 89.3%的臺灣民眾並不支持中共「一國兩制」的主張（陸

委會，2019.10.24）。又例如陸委會稍早另一份民調也顯示，有 74.3%的

臺灣民眾不接受中國大陸「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陸委會，

2019.1.17）。臺灣不論哪個政黨執政，都必須以確保臺灣安全作為前提，

去思考如何在這些內部民意與外部中共的壓力之間取得一個平衡

點。 

另外，習近平的「二十大」報告提及要把握兩岸關係的主導權與

主動權，不過過去的經驗顯示兩岸關係的演變發展實際涉及美、中、

臺三方的互動，包括互相反應與牽制，以及兩方聯合起來制衡第三方，

並非單一方面所能完全主導。從近期美中臺三角關係來看，美國拜登

總統延續前總統川普對中國的強勢政策，美、中競爭格局已定，美國

與臺灣的關係也在此格局之下變得更加緊密，不論拜登本人或國會都

多次表達對臺灣的支持。習近平「把握兩岸關係的主導權與主動權」

此一說法是否代表中共在臺海議題上將更為強勢或先發制人，試圖逼

迫臺灣改變其兩岸政策與突破美國的臺海政策立場，值得加以注意。 

儘管未來形勢險峻，但習近平在「二十大」報告中說「堅持以最

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蔡英文總統在今年的國

慶日談話則提到「兵戎相見，絕對不是兩岸的選項」。就此看來，至

少在短期之內「維持和平」是兩岸彼此尚有一點交集的地方，兩岸都

應該把握這可能為時並不會太久的機會之窗，運用智慧讓臺海的和平

能繼續維持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