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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共對臺灣疫情之言論及作為觀察 
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吳瑟致主稿 

 

臺灣疫情擴大給予中共操作「疫情統戰」機會，讓臺灣面臨「政治

疫情」與「病毒疫情」雙重壓力，中共企圖營造我民眾對政府之不

信任感。 

中共藉捐贈陸製疫苗、阻撓國際援臺，迫使臺灣接受來自中方的幫

助，形塑中共制度治理優勢。 

臺灣疫情自 5月開始進入本土確診人數急速擴大的狀態，防疫等

級也提升到第三級，這是自去年疫情開始在全球蔓延之後，歷經將近

一年後臺灣再度陷入疫情之困。面對疫情再起之勢，國內社會瀰漫著

深怕感染病毒的氛圍，而除了確實做好防疫各種環節之外，「篩檢」、

「隔離」及「疫苗」成為輿論聚焦的關鍵字，各界也紛紛出現各種意

見與訊息，當然來自中國的政治耳語也沒有缺席。 

對中共而言，很長時間臺灣防疫成績受到國際社會的肯定，如今

失去防疫優等生的光環，正好成了對岸操弄政治風向的時機，讓臺灣

面臨「政治疫情」與「病毒疫情」的雙重威脅，「疫情統戰」成了中

共對臺政策的突破口，必須謹慎處之。 

（一）中共的疫苗外交及對臺疫情統戰 

事實上，中國早已對外展開「疫苗外交」，許多弱勢國家無法順

利採購疫苗，就成了其輸出「中國製疫苗」的對象，這不但可以讓「中

國製疫苗」得以藉此進行類似「臨床試驗」的測試，同時也讓中共有

了粉飾「國家形象」的機會（北京新浪網， 2021年 1月 4日），當然也引起了

國際社會的關注，尤其是歐美國家開始正視中國疫苗外交的政治動

機，以及擔憂低效能的中國製疫苗會否造成全球疫情再次肆虐的可能

性。 

當然，部分國家在開放民眾施打中國製疫苗後，確實也造成疫情

陷入更緊張的局面，有些國家紛紛作出終止施打、更替疫苗的決定（聯

合新聞網，2021年 5月 1日），對照近期先進國家開始對外進行「疫苗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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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中共疫苗輸出的邊際效益正逐步下降，負面效果被放大檢視。 

中共對臺疫情的態度更可以從中國式「疫苗外交」來觀察，主要

可以分成兩個階段，首先在臺灣疫情還受控得宜之時，當時便傳出中

國有意透過贈送疫苗來影響我邦交國的政治選擇，「疫苗」成了中共

對臺進行「外交攻防」的工具（自由時報，2021年 5月 28日），縱然這對深受

疫情侵擾的國家而言極具吸引力，但在我外交部及國際友好國家的相

助之下，得以抗衡來自中國疫苗領銜的外交戰。 

其次，近期臺灣進入疫情緊張之際，中國的疫苗外交轉向對臺進

行「疫情統戰」，一方面也使出「提供疫苗」的手段（中央社，2021年 5月

26日），試圖建立中國「親」臺的形象，另一方面持續阻撓臺灣獲得國

際援助，甚至企圖壓制臺灣在全球公衛的能見度，無論如何都對民進

黨政府戴上「以疫謀獨」的帽子。 

（二）中共意圖塑造形象、治理能力大內宣 

可以特別留意的是，當臺灣社會出現「疫苗之荒」的現象時，中

國加大對臺輸出疫苗的力度，不但表示可以提供中國製疫苗，也大方

宣稱可以讓臺灣自行選擇任何品牌的疫苗，同時藉由臺灣親中人士打

著「中國民間捐贈疫苗」的名義，不顧臺灣現行法規的限制，故意泛

起輿論討論來逼迫民進黨政府表態，其用意就是要將臺灣拒絕中國疫

苗貼上「政治考量」，而不是顧慮「民眾健康福祉」。 

不僅如此，當日本與美國相繼對臺捐贈消息一出，中共的馬腳立

刻露出，不但以「干涉內政」為由批評美日兩國（蘋果新聞網，2021年 6月

1 日），更有意抬高「中國製疫苗」與其他品牌疫苗的競爭力，聲稱品

質並不比其他國家的疫苗差（中央社，2021年 6月 4日），顯見中共對臺疫情

的思維仍存有政治鬥爭的慣性。 

除「疫苗」議題的操作之外，中共更有意釋出兩岸共商防疫的訊

息，透過線上會議及官媒報導等途徑（中時新聞網，2021年 6月 1日），以及

不斷對外宣傳臺灣民眾在中國順利施打疫苗的消息（聯合新聞網，2021年 6

月 15 日），就是要建構中國在防疫事務上的「治理能力」，尤其是對比

歐美國家過去一年深受疫情肆虐的狀況，中國採取封鎖式的防疫作為

成了對外進行「制度之爭」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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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臺灣社會大眾開始對政府防疫有所批評時，那麼正可以藉此對

臺進行「典範轉移」的作用，尤其在五月中旬臺灣本土案例有不斷攀

高的跡象，「全國普篩」與「方艙醫院」等成了部分輿論焦點，甚至

出現移植中國防疫經驗的論點，而國臺辦也不時表示願意提供防疫上

的協助，對中共而言，臺灣社會出現對政府防疫工作的疑慮，將有利

於中共形塑兩岸制度比較的氛圍，對內也可以作為「大內宣」的一環，

拉高政權的社會認同。 

（三）小結與建議 

問題在於，國內民眾多數對中國製疫苗沒有信心，中共也應當很

清楚輸出疫苗到臺灣的困難度，以及不見得臺灣社會會埋單，因此，

中共對臺策略重點並不是要讓臺灣接受中國製疫苗，而是要營造臺灣

民眾對政府防疫的不信任感，以及阻撓臺灣向國際藥廠直接採購。 

中共目的是讓臺灣陷入疫苗之荒中，並引起社會大眾的不滿，逼

迫政府不得不向中國求援，以北京的名義向國際社會採購再捐贈給臺

灣，達到「矮化臺灣」及「中國協助」雙重效果，這也符合中共過去

對臺「軟硬兼施」的特性，而較過去不同之處，針對臺灣疫情的議題

操作，臺灣部分輿論讓中共的意圖更為得心應手，「政治疫情」與「病

毒疫情」同時出現，足讓民進黨政府更疲於奔命，同時希冀臺灣中央

地方不同調而衍生出防疫的矛盾與破口（新頭殼，2021年 5月 24日）。 

展望未來，臺灣必須持續關注全球疫情的變化趨勢，縱然諸多歐

美國家的疫苗施打覆蓋率已大幅增加，疫情也有逐漸減緩的跡象，不

過，病毒變種及傳播的不確定性，將可能讓全球再出現新一波的公衛

浩劫；換句話說，如果疫情沒有完全終結，那麼除了疫情之外，臺灣

深受來自中共的「疫情攻勢」將會持續下去，因此，不能因為首波疫

苗儲備壓力緩解後就放鬆各種防疫環節，否則中共絕對會見縫插針，

更不用說還得面對國內複雜的政治因素。 

基於此，經過這段期間，來自中共密集的疫情攻勢，以及國內部

分有心人士的推波助瀾，政府相關部門應當特別留心，任何防疫環節

都可能成為被政治操作、攻擊的素材，除了要即時澄清之外，也必須

將任何來自中共的「疫情統戰」行為公諸於世，讓國人有充足認識與

準備來因應這場看不到休止號的疫情認知作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