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時專欄：洪奇昌》兩岸間最遙

遠的距離 

 

圖為北京清華大學的學生，高舉「期盼兩岸和平統一」的標語。（本報系資料照片）  

 

前美國在台協會主席薄瑞光在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NCAFP）會議上表示「兩岸之間

疏離太大，台灣的不同認同感也太過強烈」、「不可能看到台灣與中國有和平統一」。從

美方的觀察中我們可以更理解，為什麼雖然習近平總書記屢次重申「四個堅定不移」，但

始終未放棄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理由。 

要強調的是，當前中共對台基本方針仍是以和統為優先，也就是「四個堅定不移」：

「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堅定不移堅持共同政治基礎，堅定不移為兩岸同胞謀福

祉，堅定不移攜手實現民族復興。」基於這個和統方針，中共涉台機構陸續提出多項吸

引拉攏台灣社會民心的措施。 

然而，觀察大陸從中央到地方的對台政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或許仍是最大共識；但兩

岸共同的政治基礎究竟是什麼？人民福祉是哪個社會的福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台灣

社會究竟有何關係？乃至於中共十九大以後所提的「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究竟是怎樣融



合？客觀來看，這些措施下的兩岸交流乃是以中方為中心的「單邊化」作為，期盼藉此

促進兩岸人民社會「心靈契合」恐怕是緣木求魚，遑論「統一」。 

有論者主張透過教育和宣傳以建立兩岸間更強烈的文化和情感連結。然而即便文化、血

緣相近，美國還是獨立於英國。更何況台灣是在原住民南島文化之上所建立的移民社

會，除了大陸漢人文化，也有近百年的日本、美國文化元素；近年來東南亞文化也成為

台灣文化的一部分。也就是說台灣文化與血緣已經有自己的獨立性，中華文化與漢人血

統是台灣的一部分但非全部，訴諸文化和血緣並不足以成為兩岸統一的強烈理由。 

更多人或許認為崛起的中國憑其「國家實力」、「經濟利益」有助於台灣社會心嚮往

之，進而促使台灣民眾選舉出親北京的政府並朝統一邁進。但是靠著經濟紅利吸引台

灣，為此西進的台灣民眾往往是把自己當作經濟移民。真正誠心認同中國大陸制度與生

活方式的仍是少數。當時空環境改變，當美中競爭關係陷入持久戰導致中國大陸市場景

氣下行時，台商的美好時光難再複製時，當初為了經濟利益而西進的台商、台幹、台勞

一樣會逐水草而居，進行新一波的遷徙。 

也有觀點認為，兩岸的統一取決於兩種制度的競爭。哪個政府更能提供善治，可以讓人

民賺大錢，人民就跟誰走。中共十九大以後，北京確實認識到經濟發展到了一定程度，

人民對於美好生活的想像有了改變。當人民已滿足了生活溫飽的基本需求後，隨之而來

的是要求更多的非物質的滿足，從要求生活品質、到生態環境、公平正義問題、城鄉發

展、政府治理等方面。這也意味著，當人民對政府的要求愈烈，維權運動、不同於政府

立場的言論表達都會自然發生。 

然而，全世界都注意到，大陸政府面對社會問責時，除了部分順應民意以外，更多時候

是透過加強社會控制來壓抑問題。北京對香港問題的處理方式就是「礦坑裡的金絲

雀」，北京對宗教的態度亦然。台灣看到了，世界也看到了。這就是兩岸之間，乃至於

中國與民主世界最大的差異。 

今年 12月 10日是美麗島事件 40周年，提醒著台灣社會「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和

「參政權利」是無數前輩先進用生命爭取而來。今日台灣的憲政與法律制度對持有不同

意見、不同價值的個人與團體所提供的保障，就是兩岸之間最遙遠距離。 

戰爭以外，兩岸關係仍存有和平解決的可能與契機，但北京必須有更多的實踐向世界、

向台灣證明「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具有優越性，足以成為西方模式的替代方案，

能處理西方未能解決的問題；退一萬步來說，北京必須證明自己對於多元文化價值的包

容與制度性保障，而非膝反射式地用國家力量「控制」和「打壓」來解決問題。兩岸社

會民心的距離確實遙遠，但北京或該自問：究竟是和統終究無望，還是長期以來北京對

台工作的基本思維出了問題？ 

（作者為前海基會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