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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共近期推動對臺各界交流情形觀察 
臺灣經濟研究院兩岸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陳華昇主稿 

 

 中共邀訪對象涵蓋基層、宗教、政治、社會、產業等多元領域，層

級提高至我國前任元首，其頻率密集程度亦為過去少見。 

 中共對臺轉為軟硬兼施的兩手策略，涉臺領導班子欲建立人脈、展

現成效，挽救企業出走，並因應我 2024 年總統大選建立友陸力量，

為「民主協商」預做鋪排。 

 

（一）我國前元首、基層和產業界陸續訪陸 

  自 2020 年疫情爆發以來，兩岸交流受到嚴重影響，直至近期疫

情稍緩，兩岸民間互動漸趨正常，中共加強推動對臺交流工作之相關

作為乃備受關注。 

    自今（2023）年 2 月下旬起，中共臺辦系統密集邀請我國基層民

意代表、村里長、宗教界人士和社會團體訪問中國大陸。3月下旬起，

更著力於邀請我國重要工商團體、公協會先後前往中國大陸訪問交

流。如 3月下旬全國商業總會、4月中旬兩岸企業家峰會與三三會、

4月下旬全國工業總會均已赴陸交流，而 5月間工商協進會亦將前往

訪問。其中各社會團體、宗教團體、工商團體和公協會之領導幹部均

與中共國臺辦主任宋濤會晤，顯示中共重視對臺工商團體之聯繫工

作，亟欲恢復與臺灣社會與經貿人士之互動交流。而我國許多半導

體、車用電子、電動車等產業之企業幹部亦基於業務需要或受到中國

大陸方面的邀請，而前往對岸參訪、洽商、交流。顯示工商業界、特

定產業部門為中國大陸所亟欲與臺灣交流的重點領域。 

    此外，中共也透過辦理會議、論壇之方式，邀請我國重要兩岸研

究和交流機構，以及智庫、大學院校學者專家前往中國大陸出席會

議，並與對岸涉臺機構及智庫學者展開互動交流。如 3月下旬在海南

舉行之博鰲論壇即邀請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及若干臺灣企業負責人

與會，為疫情爆發以來我方人士首度重返博鰲論壇親臨會場參加實體

會議。而中國社會科學院等中共智庫則於 4月中旬在廈門等地召開會

議和論壇，邀訪臺灣各主要智庫及大學校院學者前往進行實體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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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兩岸官方互動中斷已久，此番雙方重啟智庫學者互動交流，或將

成為兩岸溝通的有效管道之一。 

  另中共亦力邀我方非現職的重要政治人物前往中國大陸訪問，包

括馬英九前總統、劉兆玄前行政院長等，都在 3月至 4月間前往。雖

然馬前總統以祭祖及參訪民國、抗日時期史蹟為主要行程，劉前院長

以兩岸企業家峰會理事長身份訪問北京，相關活動或無涉政治議題，

然中共在此時刻邀訪我國政治人物，實令人感受其帶有濃厚之統戰意

味。 

    再者，由於中共國臺辦亦於 4月間在北京會見我中華奧會及原住

民族團體，並分別邀請其參加兩岸體育交流座談及兩岸「少數民族」

活動；此亦顯示中共推動對臺交流工作，已深入到體育、文化、社會

領域 

 

（二）中共欲展現對臺工作成效 

  觀察中共近期加強推動對臺灣各界交流之原因，實包括以下數

端： 

1. 由於去年 12 月之後，中國大陸疫情緩和並解除清零政策與封控措

施，近 3年來不利兩岸實體交流、人員往來互動之因素消失，近期

兩岸往來限制漸少而恢復直航航點增加至 16 個，兩岸交流氣氛漸

濃，中共亦重新展開並加強對臺工作，故乃全面進行邀請臺灣各界

團體赴陸訪問交流。 

2. 從去年「二十大」以至今年 3月上旬「兩會」已召開完成，中國大

陸內部政治緊張氣氛逐漸消解，其對臺政策與兩岸立場，也隨之從

強硬態勢轉為「一拉一打」的軟硬兼施策略，故乃重啟邀約臺灣團

體赴陸互動交流之工作。 

3. 中共急於在疫情之後振興經濟，力挽外資出走、出口衰退之勢。故

須營造歡迎外資、臺商之形象，號召和吸引臺商、臺灣企業續留或

加碼投資中國大陸。 

4. 中共涉臺單位領導班子人事調整，如王滬寧任政協主席、宋濤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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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辦主任，故希望能夠加速與臺灣重要人士、團體建立互動關係，

並透過會見我方工商與社會團體之際，宣達中共對臺之政治立場及

兩岸政策方向，進而透過其「大內宣」展現其對臺工作已有新的成

效。 

5. 中共為應對即將到來的 2024 年我國總統選舉，乃在其持續對臺外

交、軍事、經貿、施壓之餘，又試圖透過邀訪臺灣工商團體、各界

代表，營造對臺友善之形象，以期運用「一手棒子一手蘿蔔」的兩

手策略，拉攏臺灣企業和團體，進而在臺灣內部形成支持對陸友

好、兩岸「融合」的力量，達到影響我國選情之目的，同時亦為其

未來推動所謂兩岸「民主協商」做準備。 

    分析中共近期推動對臺灣各界之交流，呈現出以下特色：（1）邀

訪對象涵蓋基層、宗教、政治、社會、產業、經貿、體育、學界、原

住民族等多元領域；（2）邀訪人員層級提高至我國前任元首及政府行

政首長，以及各工商團體之現職領導人；（3）自 2月下旬以至 4月間

廣泛邀請臺灣各界人士訪問中國大陸，其頻率密集之程度為過去所少

見；（4）這一波中共推動對臺各界交流動作既大且快，除意在疫情之

後加速恢復兩岸交流，同時也是在對臺灣展開「二十大」後的全面統

戰工作。 

    雖然如此，在中共加強對我國進行軍事威嚇及外交、經貿施壓之

際，兩岸團體交流、人員互動，或有助於緩和雙方之間的緊張氛圍，

傳達臺灣民眾企望和平的想法。惟我方人員前往中國大陸進行交流，

仍宜遵守政府相關法令，避免觸及政治議題。 

    未來一段時間，中共勢必會持續推動對臺各界交流工作，且即將

邀請臺灣基層社會人士赴陸參與海峽論壇，並召開以上海與臺北交流

合作為主軸的雙城論壇，我方人員在與對岸互動過程中，實宜秉持維

持尊嚴，堅持立場、對等交流之精神，傳達捍衛民主、自由之價值，

展現追求兩岸和平、維護臺灣安全之意志，並為臺灣爭取經貿和產業

之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