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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近期中共對臺政策發展 
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系教授董立文主稿 

 

 王滬寧談話顯示「全過程人民民主」、「協商民主」與「新型政黨

制度」未來將融入中共對臺工作論述，藉此化解兩岸之間「民主」

與「專制」的對抗，北京也據此占據「民主」話語權。 

 宋濤文章突顯中共的「海峽兩岸一家親」意涵，包括認同中國人身

分、支持國家統一、反外國干涉三項元素。 

 

（一）前言 

新一屆中共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幾乎都已到位，本文整理新人

事這段期間的涉臺講話，探討近期中共對臺政策的重點如下。 

 

（二）王滬寧近期發言 

王 1 月 10 日全國統戰部長會議講話重點有二；一是「習近平總

書記關於做好新時代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的重要思想……必須完整、準

確、全面貫徹落實好」；二是「從新時代統戰工作的歷史性成就中，

深刻把握『兩個確立』的政治邏輯、歷史邏輯、實踐邏輯，確保統一

戰線始終沿著正確政治方向前進」，這兩段話的涵義看起來是責怪統

戰系統不聽話、沒邏輯，沒有正確政治方向，但沒有公布詳細內容。 

12 月 7 日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第十一次全盟代表大會賀詞重點有

二；一是「堅定不移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

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堅持黨的領導、統一戰線、協商民主

有機結合」；二是「動員組織廣大成員圍繞深化兩岸經濟融合發展、

推進祖國統一等重大問題，深入調查研究，積極建言獻策」。另主席

團常務主席蘇輝工作報告則有「兩岸融合發展為責，順應統一戰線和

多黨合作事業的新要求、新型政黨制度的新實踐、廣大盟員的新期

盼」。跟 2017 年臺盟第十次全盟代表大會韓正的賀詞比較，「全過程

人民民主」、「協商民主」與「新型政黨制度」這三句話頗有王滬寧風

格，未來將會融入中共對臺政策論述中，用以化解兩岸「民主」與「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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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對抗，或是說王滬寧是來搶臺灣的「民主」旗幟，並美化關於

兩岸民主協商「一國兩制」統一的過程。 

全國臺聯 12 月 13 日第十一次全國臺灣同胞代表會議的特點有

五： 

1. 與汪洋 2017年講話對比，王不提「臺海和平穩定」，明顯降低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分量（只講 1次，且放在後面）；卻大大

提高「統一」的分量（尤其對未來的工作要求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

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政策、提出新征程上推進祖國和平

統一進程的目標要求、堅定不移推進祖國統一大業）。 

2. 號召各級臺聯組織全面貫徹「務必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為實

現祖國完全統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團結奮鬥」。 

3. 媒體原先研判中共全國臺聯會長、黨組書記會是同一人，且由

中共第二十屆中央候補委員紀斌出任，但卻意外由鄭建閩出線

接任會長，是否透過其福建副省長身分，進一步推進對臺工作

也受到關注（聯合報，2022.12.14）。 

4. 「十九大」後中共對臺工作方針「為臺海地區謀和平、為兩岸

同胞謀福祉，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實現祖國和平統一」被

改為「為臺胞謀福祉，為兩岸謀發展，為祖國謀統一」，這是

鄭建閩在北京接受記者採訪時的新聞標題。 

5. 鄭建閩談兩岸關係的未來，「祖國完全統一一定要實現，也一

定能夠實現。呼籲兩岸同胞攜起手來，從中華民族根本利益出

發，矢志堅守追求統一、支持統一、捍衛統一的民族大義，堅

決反對任何形式的『臺獨』分裂行徑，增強做中國人的志氣、

骨氣、底氣」。簡單說，「統一」與「認同中國人」是兩大要求。 

（三）國臺辦主任宋濤近期動向 

1月 2日中共中央臺辦、國臺辦主任宋濤在 2023年第 1期「兩

岸關係」雜誌發表題為「攜手奮鬥共創偉業」的新年寄語。提到 2023

年的工作重點是「在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基礎上，與臺灣各

界有識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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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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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這段話清楚把「一個中國

原則和九二共識」與「協商國家統一」連結起來。另把「海峽兩岸一

家親」詮釋為「以和平方式實現統一對兩岸同胞和全民族最有利，只

要兩岸同胞商量著辦，家裡面的事都能得到很好的解決」、「解決臺灣

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任何企圖把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圖謀都絕

不可能得逞」、「要和平、要發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兩岸同胞的共

同心聲」。 

綜合上述，「海峽兩岸一家親」的意思是先要當中國人，既然是

中國人就要支持國家統一，就要反外國干涉。第一個典型的案例是親

民黨主席宋楚瑜訪中。臺媒注意到 2022年 12月 28日宋楚瑜在「廣

東紀念兩岸開啟交流 35週年研討會」致詞時說，「兩岸關係的籌碼應

該掌握在兩岸中國人自己的手中」。中國臺灣網2023年1月1日報導，

親民黨主席宋楚瑜赴廣東茂名參訪「冼太夫人」故里，表示「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臺灣不能缺席。兩岸同胞更要一條心，傳承和弘揚『冼

太夫人』精神，促進兩岸和平統一」。另「網易新聞」刊出「宋楚瑜

赴陸促統，臺當局如坐針氈，喊話國臺辦，要求答應四項條件」一文，

聲稱「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在參加一次公開活動時坦言，兩岸應早日制

定和平統一的方案，消除威脅臺海和平的因素，在涉及民族復興的問

題上，臺灣不能缺席、掉隊」。這些新聞普遍出現在中共媒體，但親

民黨沒有給予澄清。 

 

（四）中共在國共互動之言論觀察 

綜觀宋濤 2月 9日與王滬寧 10日會見夏立言的言論，發現宋、

王兩人一開頭都強調「新時代黨解決臺灣問題的總體方略」而不提「一

國兩制」，因此即便 2月 8日國臺辦例行記者會仍提到「堅持『和平

統一、一國兩制』方針」，但判斷未來中共將逐漸淡化「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而強化「新時代黨解決臺灣問題的總體方略」論述。 

另外，王滬寧的講話一開頭仍強調「共創祖國統一」，顯示中共

將越來越不避諱公開當面對國民黨提統一問題，也要求國民黨要對統

一表態。其次，要求國民黨要「反對『臺獨』分裂和外部勢力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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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要對美國問題表態。最後，「臺灣同胞要和平、要安寧、要過

好日子」這段話本來是國臺辦發言人對我 2022年「九合一選舉」的

定調，這段時間不斷出現在中共對臺系統的發言中，王滬寧當著國民

黨人面再講一遍，應可確認就是在定義與定調臺灣 2024年總統大選

的主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