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捌、對臺政策 
詹志宏 

 

 

▓受到中共與美國關係趨於緩和的影響，兩岸關係雖仍停滯然未

繼續惡化。 

▓中共對臺由嚴厲批評轉為觀望、由完全停頓轉為繼續施壓、被

動選擇式回應。 

 

一、汪道涵來訪出現徵兆 

    汪道涵在12月下旬主動提出「期待一旦障礙消除，早日實現到臺灣訪問的

願望」。唐樹備亦數次提及類似講法，甚至提出「兩岸關係是『一個中國』下的

特殊關係」的新說法。由於汪來訪一事，中共近半年來已少提及，汪某此一表態，

動作頗為突兀，加上唐某的諸多動作，似顯示中共有意在大環境漸趨有利的情勢

下，開始為稍後主導汪道涵訪臺乙案預作暖身。 

 

二、重新對海基會作出回應 

    海基會接受陸委會授權，在本年1月中旬舉行兩岸地震交流學術研討會，海

基會除邀請大陸學者參與外，亦邀請海協會派員參加。海協會立即作出回應，表

示樂觀其成，並會對大陸專家提供協助。雖海協會仍未同意藉此機會恢復兩會互

動，但此次係自去年 7月 16日以來，首度就兩會會務正式回信，似亦有為恢復

兩會互動關係預作準備之意。 

 

三、高度關切我總統大選 

    近月以來，大陸先後同意上海及北京之涉臺學者、中層官員來臺「交流」。

此一放鬆作法，使兩岸交流恢復部分原貌。而從來臺交流之大陸人士談論的議題

顯示，其對我總統大選選情之發展極為關切，雖然公開場合均以「關切而不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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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準答案回應，但是對於各黨候選人主張、各界反應等，均一再探詢，同時行

程亦涵蓋各政黨。 

 

四、繼續對我心理恫嚇 

    雖然文攻已趨緩，武嚇亦在內外在環境下暫時停止，惟中共藉恫嚇對我心理

施壓的策略依舊持續。總計去年10月至12月，發自北京或香港的報導，涉及對

臺軍事威脅或相關之消息即達 40 篇，平均每 3 天即有一篇，其中以香港明報報

導之篇數最多。即至元月初，中共年度例行之「全國臺辦主任會議」雖旨在工作

檢討，但會後大陸刻意放予我媒體之消息中，對臺動武仍為其主要訴求，足見在

我總統大選前，軍事施壓將為中共主要重點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