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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共「兩會」後兩岸互動觀察 

淡江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張五岳主稿 

▓「兩會」期間中共高層涉臺講話，釋出緩和交流主旋律，維持對臺「和

統」基調。研判今年將維持兩手策略，一面因應疫後逐步恢復交流，

推動緩和促融，另一方面防範臺獨與外部勢力介入。 

▓中共以擴大交流為推進民主協商進程的關鍵第一步，今年對臺政策

仍處盤整待變暖身時期，兩岸關係可望維持風險可控。 

 

（一）前言：「兩會」重要涉臺觀察指標 

今年 3月中共全國「兩會」召開，不僅是去年 10月「二十大」完

成黨的領導班子部署後，大規模就國家機關國務院、全國人大、全國政

協等領導完成換屆部署，也是中共「二十大」後的開局之年，備受各界

關注。吾人認為今年「兩會」期間重要涉臺講話觀察，主要可以從四項

重要指標加以綜合觀察，包括：第一，李克強所提的「政府工作報告」

暨最後通過版本。第二，新任外長秦剛 3月 7日在「兩會」外長記者會

的首次公開講話。第三，政協主席王滬寧 3 月 9 日參加十四屆全國人

大一次會議臺灣代表團審議的講話。第四，習近平 3月 13日在第十四

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式發表 1800字重要講話中提及臺灣議題，從

中共高層重要的涉臺講話，可以初步看出今年內對臺政策暨兩岸關係

的可能互動。 

 

（二）李克強「政府工作報告」對臺政策：緩和交流為主旋律 

李克強 3月 5日發表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我們要堅持貫徹

新時代黨解決臺灣問題的總體方略，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

堅定反『獨』促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

兩岸同胞血脈相連，要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完善增進臺灣同胞

福祉的制度和政策，推動兩岸共同弘揚中華文化，同心開創復興偉業」。

但 3 月 16 日由新華社公布「關於 2022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執

行情況與 2023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草案的報告」，涉臺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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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貫徹落實新時代黨解決臺灣問題的總體方略，堅持一個中國原

則和『九二共識』，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

作，完善增進臺灣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深化兩岸各領域融合發展」。

最終審議通過的版本，刪除了「堅定反『獨』促統」，以及刪除或調整

「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兩岸同胞血脈相連」、「推動兩岸共同弘揚

中華文化，同心開創復興偉業」等用語，最終版本涉臺字數也從原版本

的 118字，減少為 83字。 

綜觀李克強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個人認為涉臺政策部分非關注重

點，因為總理不分管涉臺工作，且歷次政府工作報告涉臺部分比重甚低

(大約百字左右)，也未曾有過重大宣示，政府工作報告涉臺部分重要的呈

現甚麼樣的氛圍，今年的基調仍然是延續習近平與王滬寧、宋濤等人開

春以來一貫兩岸「和緩」的主旋律。事實上，不僅是李克強的政府工作

報告，新任國務院總理李強 3月 13日的中外記者會，在回答臺灣記者

提問時也強調，「兩岸同胞是一家人，血濃於水，打斷骨頭連著筋。我

們將在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的基礎上，繼續推動兩岸經濟文化

交流合作，要讓更多臺胞、臺企來大陸，不僅願意來，而且能融得進，

有好的發展」；「當前，早日實現兩岸同胞正常往來，恢復各領域常態合

作，是大家的共同期望，需要共同努力」。凡此，都凸顯今年「兩會」

新舊任總理在對臺政策所釋放出的兩岸關係都是「緩和」的主旋律。 

 

（三）外長秦剛在中外記者會的對臺政策：依循 G20習近平

對臺「和統」基調 

過去三年，全國「兩會」期間都由前中共外長王毅在中外記者會，

表達對中、美大國關係與臺灣議題的立場與看法，今年 3 月 7 日慣例

由新任外長秦剛在「兩會」外長記者會上首次公開講話，強調臺灣問題

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跨越的紅線，臺獨分裂

與臺海和平穩定水火不容。臺海和平穩定的真實威脅是臺獨分裂勢力，

定海神針是一個中國原則，真正的護欄是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臺灣問題

處理不好，中美關係地動山搖。秦剛特地拿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引用「序言」指：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神聖領土的一部分。完成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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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國的大業，是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神聖職責。事實上在

王毅擔任外長期間，亦曾於 2016年 2月民進黨勝出總統大選後，在美

國華府智庫演說，提出期待臺灣新領導人蔡英文不要違反「他們自己的

憲法」，即「大陸與臺灣是一個國家」。今年「兩會」秦剛指出，「對於

兩岸來說，我們都有一個家，名字叫中國」；作為骨肉同胞，將繼續以

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同時，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

施的選項。中國「反分裂法」對此規定得很明確，如果出現了違反該法

的情況，必須依憲依法行事。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捍

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堅定意志，和強大能力。個人認為，

秦剛今年記者會，在對臺政策的講話，仍然延續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

去年 11月印尼巴里島拜習峰會的一貫基調，強調臺灣議題係中、美最

為敏感與關鍵的核心議題。其刻意拿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並在

記者會中強調「反分裂法」，主要表明中共依法(憲法)促統，依法(反分

裂法)反獨，依法(憲法)堅決反對外部勢力三大重點。 

 

（四）政協主席王滬寧對臺講話之解析 

今年全國政協換屆，3月 4日汪洋代表政協 13屆全國委員會常務

委員會作工作報告。報告首先回顧過去 5 年的工作成果，接著發表過

去 5 年工作的主要體會，最後提出今後工作的建議。綜觀汪洋所提的

報告中，只有在針對全國政協過去 5年工作回顧，提到「參與舉辦紀念

臺灣光復 75週年主題展和海峽論壇、兩岸基層治理論壇等，加強與臺

灣島內有關黨派團體、人士聯繫」，以及「針對美歐炮製涉臺涉港涉疆

法案和裴洛西竄臺等發表嚴正聲明，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對於今年的工作建議，有關對臺政策則是隻字不提。3月 13日新

任政協主席王滬寧主持閉幕會講話，對臺灣議題也隻字不提。3 月 11

日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四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政

治決議」(約 2700字)，僅有「推進祖國統一」6個字提及臺灣議題，相

較於其他議題，臺灣議題並不凸顯。王滬寧只有在 3 月 9 日上午參加

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臺灣代表團審議，在聽取顏珂、鄒振球、陳雲

英等代表發言後，王滬寧表示，「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

就對臺工作提出一系列重要理念、重大政策主張，形成新時代黨解決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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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問題的總體方略，我們進一步掌握了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戰略主動。

要全面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堅持貫徹新時代黨解決臺灣問題的總

體方略，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推動兩岸關係朝著正確方

向發展。要堅定不移爭取和平統一前景，堅定不移促進兩岸交流合作、

融合發展，堅定不移反對『臺獨』分裂和外來干涉，堅定不移團結臺灣

同胞攜手致力民族復興，共同創造祖國完全統一、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榮

偉業」。 

根據個人觀察，這是王滬寧在中共「二十大」閉幕後，針對臺灣議

題所發表的第四次重要講話(第一次是王滬寧出席 2022年 12月 13日第 11次

全國臺灣同胞代表會議，第二次是 2022年 12月 20日在廈門舉行的兩岸企業家峰

會，王滬寧以賀信方式致詞，第三次是王滬寧於 2023 年 2 月 10 日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會見中國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一行)。王滬寧對臺政策的表述，仍然維持

一貫對臺和緩基調，也就是：堅持貫徹新時代黨解決臺灣問題的總體方

略，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要堅定不移爭取和平統一前景，

堅定不移促進兩岸交流合作、融合發展，堅定不移反對「臺獨」分裂和

外來干涉，堅定不移團結臺灣同胞攜手致力民族復興。事實上，如果相

較於去年政協的決議文，對臺部分強調：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

共識」，堅決反對臺獨分裂行徑，與今年只有「推進祖國統一」6 個字

表述，可看出配合中國經濟發展的需求、疫後的兩岸交流與臺灣即將進

入 2024年 1月 13日大選，中共在對臺政策上，自然呈現戰略上以「和

緩促融促統」的訴求，底線思維上以堅定「反對臺獨與外部勢力」作為

軟硬兩手加大的主旋律。 

 

（五）習近平在人大閉幕式講話凸顯對臺政策較上次和緩 

今年「兩會」期間，習近平並未針對臺灣議題到人大或政協團組發

表有關涉臺講話，主要以在閉幕式時發表 1800字重要講話中，提及「實

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是民族復興的題中之義。

要貫徹新時代黨解決臺灣問題的總體方略，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

共識』，積極促進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涉和臺獨分

裂活動，堅定不移推進祖國統一進程」，約 100字的講話最具代表性。

相較於 2018年 3月 20日閉幕時強調，「我們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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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九二共識，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擴大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同

臺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的機遇，增進臺灣同胞福祉，推進祖國和平統一

進程。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全體中華兒女

共同願望，是中華民族根本利益所在。在這個民族大義和歷史潮流面

前，一切分裂祖國的行徑和伎倆都是註定要失敗的，都會受到人民的譴

責和歷史的懲罰！中國人民有堅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夠的能力挫

敗一切分裂國家的活動！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有一個共同信念，這就

是：我們偉大祖國的每一寸領土都絕對不能也絕對不可能從中國分割

出去」，措辭強烈的 250 多字，顯然習近平今年的講話較 2018 年的講

話趨於和緩。 

 

（六）「兩會」後中共對臺政策之評析 

在「兩會」落幕後，3月 21日宋濤會見臺灣商總，除了重申習近

平在全國人大閉幕的涉臺重要講話，也強調將貫徹落實習近平重要指

示精神，順應臺灣民眾的要求目標，「要和平，要發展，要交流、要合

作」的意願，促進兩岸交流與合作。宋濤說，這次商總訪問團來北京，

就是兩岸交流的重要活動，相信參訪團使兩岸交流開了一個好頭，還會

有更多臺灣代表團到大陸。事實上，自今年開春以來中國大陸就密集邀

訪臺灣政治人物(洪秀柱等)、基層團體(高雄村里長)、宗教團體(佛教、道

教)、農漁團體、臺商(臺企聯與昆山臺商)、政黨平臺…等臺灣各行各業。

除 3月 21日商總赴陸外，另有 3月 27日至 4月 7日的馬前總統登陸

祭祖交流，4月全國工總赴北京，5月的三三會與工商協進會組團赴陸，

6月海峽論壇，7月暑假期間重新恢復擴大對臺灣青年工作，7、8月的

臺北與上海雙城論壇。加上，今年上半年可望推出一年一度跨部會的對

臺措施(如 2018年 31條，2019年 26條等)，都凸顯今年內一手因應疫後逐

步恢復交流推動緩和促融，另一手防範臺獨與外部勢力介入，為對臺政

策與兩岸互動的兩手策略。 

一般認為，雖然中共把透過民主協商推進和平統一歷史進程當作

今年對臺工作的重點工作之一。中共欲推動與臺灣各界進行民主協商

首先必須擴大交流，是以，擴大交流短期內優先與臺灣各界包括統派政

黨、臺商、團體、青年、基層、人士為對象。中共考量到臺灣即將在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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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月 13日舉行大選，因此一般認為今年中共對臺擴大交流的策略，

主要呈現單向性，也就是更多的臺灣民眾前往中國大陸，不太可能讓大

量的陸客、陸生等前來臺灣。中共大力主張開放航點與航班，主張大交

流固然有助於兩岸人員的便利往返，但短期內主要的重點在讓長期滯

留大陸臺商可以方便返臺，讓前往中國大陸的臺灣民眾往返兩岸更加

的便宜與便利。 

 

（七）結語：兩岸關係展望 

個人認為影響中共今年推動對臺政策與兩岸關係，特別是與 2020

年以來的兩岸關係相較，有下列幾個內外重要影響因素促使今年的兩

岸關係趨向緩和與風險「可控」。一是中共已經順利完成「二十大」的

召開，高層布局特別是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中辦主任、秘書

長、臺辦主任、統戰部長等重要人士已經除舊布新。二是今年開春以來

從習近平到王滬寧乃至宋濤，在對臺政策上都高舉兩岸一家親「和平」

與「交流」作為主旋律。三是疫情封控制約兩岸人員交流已經全面解封，

為兩岸互動交流重新開啟封閉的閘門。四是美、中自 2022年 11月 G20

拜登與習近平會晤後雙方針對臺海議題，再度開啟明確底線避免衝突

的對話。五是國民黨在去年 12月底九合一選舉大勝，且修憲公投未過，

讓北京重新評估臺灣 2024年大選與開啟國共政黨平臺與臺灣各團體的

交流對話。六是去年中國大陸 GDP 只有 3%，創下改革開放以來僅次

於 2020年 2.3%的歷史次低，面對美中科技戰加大與國際需求不振，中

國大陸今年以穩增長為首要，加上中國內部社會問題趨於嚴峻，自然要

加大對臺商的交流與臺灣各大工商團體的互動。七是，自從習近平在中

共「二十大」報告中揭櫫：以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作

為兩岸互動交流的原則，並「在此基礎上，推進同臺灣各黨派、各界別、

各階層人士就兩岸關係和國家統一開展廣泛深入協商，共同推動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我們堅持團結廣大臺灣同胞，

堅定支持島內愛國統一力量，共同把握歷史大勢，堅守民族大義，堅定

反『獨』促統。偉大祖國永遠是所有愛國統一力量的堅強後盾」，在「二

十大」後中共官員、智庫學者、媒體評論都強調民主協商以促統，要進

行兩岸民主協商，第一步要推動兩岸各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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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中共民主協商促統短期內優先以統派政黨、團體、基層、個別

人士為對象。民主協商固然需要有頂層設計、戰略部署與策略方法實

踐，但開展兩岸民主協商的第一步首在「交流」，交流則必須有緩和氛

圍。國臺辦主任宋濤在今年兩岸關係雜誌新春寄語，提及今年工作要推

動民主協商推進和平統一歷史進程而言，但當前中共主要考量之一即

如何擺脫臺灣內部選舉考量，開展民主協商推進兩岸和平統一歷史進

程，又能兼顧主要政黨在選票極大化考量下，不願與中共進行具有政黨

屬性的民主協商。因此，北京對臺政策如何不失立場原則的堅定性(戰

略上藐視臺灣)，又能維持策略方法的靈活性(戰術上希望非綠勝選)。此外，

在 2024年大選後，面對國民黨如何促統，面對民進黨如何反獨與促統，

更重要的在藍綠之外，如何扶植與壯大臺灣內部的愛國統一力量。因

此，個人研判 2023年的民主協商促統，可能只會針對臺灣主要政黨以

外的個別統派政治人物、團體、臺商、基層，而不會透過政黨平臺機制

為之。簡言之，2023 年中共對臺政策與兩岸關係主要優先透過大交流

作為關鍵性第一步，今年對臺政策主要仍然是處於一個盤整待變暖身

時期，兩岸關係可望維持一個風險「可控」。等待明年臺灣大選後，即

是開啟正式著手促統與反獨具體推動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