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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時專欄：洪奇昌》兩岸存善念  創造和平 

 

洪奇昌 

2020 年 07 月 27 日 中國時報 A14 版 

 

讓小明回家。 

本報資料照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7 月 24 日在加州尼克森圖書館發表「共產中國與自由世

界的未來」演說。這場演講從場地的選擇到文稿內容觀之，儼然是昭示美國自

1970 年代美中關係正常化以來最重大的政策典範變遷，其效應甚至可能主導未

來數十年美國甚至國際的對華政策。台灣身處美中賽局前線，既要求「穩」，更

不能放棄「和平」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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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7 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把中國視為戰略對手以來，美中關係

已從合作轉向競爭，甚至有發展為對抗的態勢。2020 年 5 月 20 日美國發布《對

華戰略報告》，該報告明確指出美中之間存在「經濟」、「安全」和「價值」等

議題領域的「競爭」。加上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造成巨大衝擊，美

國既是疫情重災區又逢總統大選年，共和、民主兩黨有更高的動機向選民證明「誰

對中國更強硬」。 

 

7 月 24 日蓬佩奧的演講進一步確認了美國對華政策的結構性轉向。蓬佩奧

說，「我們必須承認一個無情的事實。如果我們希望有一個自由的 21 世紀，而

不是習近平所夢想的中國世紀，我們必須承認一個無情的事實並應以此作為我們

未來幾年和幾十年的指導：與中國盲目接觸的舊模式根本做不成事。我們絕不能

延續這個模式。我們決不能重回這個模式。」 

 

美國對華政策歷次的轉向都攸關台灣命運，一如蓬佩奧所說，很長一段時間，

「美國的政策，還有其他自由國家的政策，重振了中國失敗的經濟，看到的卻是

北京反咬餵食給她的國際之手。」他還以台灣為例，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美國為

了中國甚至把「在台灣的朋友邊緣化」。 

 

在美中對抗新情勢下，可預期台灣在亞太區域安全的戰略角色將再次得到美

國重視。2020 年 3 月川普總統簽署《台北法案》，該法案要求美國行政部門協助

台灣鞏固邦交、參與國際組織以及增強美台雙邊經貿關係。5 月《對華戰略報告》

美國則重申「將繼續保持和台灣非正式、堅實關係」。7 月 14 日美國國務院東亞

暨太平洋事務局助卿史達偉在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視訊演講則表示：「我們準備

好要協助受影響的國家提升軍事實力，我們也支持多邊外交行動以對抗中國的侵

犯。」7 月 24 日蓬佩奧則在演講中宣示「我們不能重複過去幾年的錯誤。面對中

國的挑戰，需要歐洲、非洲、南美、特別是印度─太平洋地區的民主國家使出力

氣，投入精力。」 

 

另方面，美國意識到了美中之間價值層次的歧異。蓬佩奧說，「中共政權是

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權。習近平總書記是一個破產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真正信

仰者。」蓬佩奧還提到，「中共的意識形態決定了數十年來對中國共產主義全球

霸權的渴望。美國不能再忽視我們兩國之間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根本不同了，就像

中共從來也沒有忽視它們一樣。」蓬佩奧強調，「如果自由世界不改變共產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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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中國肯定會改變我們。不能僅僅因為過去的做法舒服或方便就回到這些做

法。」 

 

換言之，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態度從早前的「引導改變」，也就是擴大與中國

世界政治經貿體系的「接觸」，引導中國走向改革開放與民主化；轉向「對抗」

中國價值的擴散。當兩國矛盾從貿易問題上升到價值層次，美中關係恐怕就不只

是選舉期的政治摩擦而已，而是中長期的、結構性的轉向。 

 

夾在美中矛盾之間，台灣選擇親美是形勢的必然。在經濟層面上，中國大陸

雖是台灣重要貿易夥伴，但美國一直是台灣先進技術來源和主要外銷市場。在安

全層面上，台灣社會不太可能選擇北京對台軍事威嚇下的所謂「和平統一」。在

價值層面上，台灣社會也很難期待所謂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尤其在《香港

國安法》問題上，雖然我們能夠理解北京有維穩考量和其政治上的慣性思維，但

《香港國安法》也加深了台灣社會對「統一」和「一國兩制」的疑慮，台灣社會

更深切體會到兩種不同的社會與政治體制存有難以調和的落差。 

 

在詭譎的國際和兩岸情勢下，兩岸關係很難獨立於國際格局發展，但是兩岸

之間仍然有機會從衝突的臨界找到和緩的契機： 

第一，1999 年《洛杉磯時報》資深外交記者 James Mann 的名著─《轉向：

從尼克森到柯林頓美中關係揭密》就已經陳述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幾次擺盪。我們

無法預期這次美國對華政策轉向的可持續性，或者美中對抗將上升到何種程度。

因此蔡英文政府自 2016 年以來，一直以「穩」為指導性戰略，執政黨兩岸政策

一直以「不挑釁」、「不意外」為主軸，與盟友步調一致，但不冒進成為衝突熱

點。政府並持續依據《中華民國憲法》架構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基礎上處理

兩岸關係。這些都是保留餘地、控制風險的重要政策方針。 

 

第二，中共對台的經濟、外交與軍事施壓，以及升高為熱衝突的風險確實存

在。但也誠如蓬佩奧演講所提，「我們的作法不能只是一味強硬。這不大可能達

到我們想要的結果。」因此「存善念」、「釋善意」更是為兩岸創造和平的重要

措施。中國大陸自年初以來面對新型冠狀病毒重大疫情，接續又有長江中下游水

患，中國大陸人民面臨極大的經濟、糧食甚至生命安危風險。台灣社會可以對中

國大陸社會及受災人民所承受的困境及壓力表達慰問及人道關切。 

 



4 
 

我們也肯定陸委會一貫的務實善意，促成政府開放小小明們優先返台和陸生

應屆畢業生返台等措施，期待後續能在防疫能量允許的前提下，進一步擴大小明

和各年級陸生返台。更期盼兩岸能在人道關懷及共同防疫兩大議題上創造機會，

降低兩岸社會的敵意螺旋。 

 

（作者為前海基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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