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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2023年海峽論壇觀察 
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副教授關弘昌主稿 

 

 習近平致論壇賀信特別提及「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或凸顯兩

岸和平仍是北京對臺政策主要指導原則。 

 由中共多位官員談話觀之，「深化兩岸融合發展」的對臺政策已有

更進一步內容規劃；包括以福建作為示範區、建設廈金共同生活圈

作為試點等，後續細節均值續注。 

 論壇交流融合涵括臺灣各領域人士，對青年釋出多項利多，是中共

對臺政策「軟」的一面；惟北京近年不斷強化「硬」的一面，諸如

海峽論壇此類「軟」的一手，恐難引起大多數民眾共鳴。 

 

（一）前言 

  2023 年（第 15屆）海峽論壇於 6 月 16 日在廈門開幕，是海峽論

壇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而在 2021與 2022年須以線上方式舉辦後，

首次恢復實體舉行，也是 2022 年中共「二十大」領導班子與對臺人

事換屆後，首次舉行的海峽論壇，綜觀本次活動內容，以下幾點可供

吾人加以注意。 

 

（二）本屆論壇特色 

  首先是習針對海峽論壇所作的談話；習透過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

代為宣讀致海峽論壇賀信，習談話有幾個重點，第一是他強調海峽論

壇作為促進兩岸交流合作平臺的重要性，換言之，習認為海峽論壇是

對臺工作裡面極重要的部份；第二是習再次強調他 2021 年 4 月至福

建考察時提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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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法，期待兩岸藉由交流合作達成進一步

融合；第三是習在訴諸民族情感以完成兩岸統一大業時，特別提及「推

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否表示習把兩岸和平作為對臺政策主要指

導原則，值得關注。 

第二，習提到的「兩岸融合發展」對臺政策方向，也是此次海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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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訴求重點。海峽論壇組委會辦公室副主任、福建省臺港澳事務辦

公室副主任陳志勇 6 月 15 日在海峽論壇記者會上稱，加快建設「海

峽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是福建的神聖使命，「本屆論壇將繼續圍繞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充分展現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取得的

積極成效。圍繞『小四通』、『新四通』議題，舉辦『建設廈金共同生

活圈』論壇」。另外，廈門市政府副市長莊榮良也提到，「建設廈金共

同生活圈」論壇將組織兩岸專家學者對話交流，研討兩岸融合發展、

兩岸共同市場、兩岸心靈契合、廈金交通一體化等議題，「積極探索

兩岸融合發展新路，促進兩地人員往來和經貿合作」。王滬寧在接見

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等人時也提到，中共中央支持福建成立「兩岸融

合發展示範區」；國臺辦經濟局長張世宏在 6 月 18 日則稱，「廈金融

合發展」是「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極其重要的內容。 

由幾位中共相關人士談話觀之，「深化兩岸融合發展」的對臺政

策，已有更進一步內容規劃，包括選定距離臺灣最近的福建省作為示

範區、以建設「廈金共同生活圈」作為試點；其後續細節規劃如何進

行，又將對兩岸關係產生何種影響，亦是吾人可以觀察的重點。 

第三，針對臺灣青年量身訂做多場活動、釋出多項利多，是本屆

海峽論壇重點之一。從「三中一青」、「一代一線」的對臺政策以來，

臺灣青年一直是中共對臺工作的主要對象，5 月 31 日國臺辦發言人

朱鳳蓮提到這次海峽論壇邀請的臺灣民眾群體之一即是青年，而「青

年交流」也是論壇中的四項主要交流板塊之一。朱也提到將向臺青提

供 1,200 多個就業崗位與 1,000 多個實習實訓崗位，並且提及將推動

兩岸有關單位和企業簽訂包含臺青創業在內的多項合作協議。另陳志

勇在 6 月 15 日記者會中除重申前述將面向臺灣青年提供的就業與實

習實訓機會，也強調將發布更多惠及臺青的政策舉措，為渠等在陸學

習、就業、創業、生活提供更多便利。上揭訊息均凸顯陸方對臺青年

工作的重視。 

第四是此次參與海峽論壇的臺灣代表的組成相較以往較為多元。

國臺辦發言人朱鳳蓮 5 月 31 日提到，這次論壇邀請了中國國民黨、

新黨、親民黨、無黨團結聯盟、民眾黨等臺灣政黨代表、臺灣主辦單

位代表，及臺灣行業代表、社團負責人、工青婦、鄉鎮村里、農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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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民間信仰等各界共 5,000餘人；官媒「環球時報」也報導，臺方

有 1,000多人是專程從臺灣趕來的。從上述參與海峽論壇的臺灣代表

背景來看，可以知道中共在兩岸交流與融合工作上，試圖盡可能含括

臺灣社會各領域人士，政黨方面除傳統藍營政黨，也擴及支持兩岸交

流對話的民眾黨。 

 

（三）結語 

此次海峽論壇是中共對臺政策中「軟」的一面的展現，強調藉由

兩岸交流合作，深化兩岸融合，在邀請的臺灣人士方面，試圖盡量涵

蓋各界人士，其中臺灣青年仍是其所著重的目標群體；惟中共近年來

不斷強化對臺政策「硬」的一面，包括軍機擾臺、壓縮臺灣國際空間

等，諸如海峽論壇此類「軟」的對臺政策，可能將難以對大多數的臺

灣民眾，產生所謂的兩岸融合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