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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2016 年 1 月 16 日的總統與立法院選舉使台灣再次出現政黨輪替。如眾所

周知，總統職位將由民進黨籍的蔡英文主席出任，立法院的多數也由民進

黨單獨掌握（113席中的 68席）。雖然蔡主席在選舉過程中反覆強調她當

選後將維持兩岸現狀，同時亦將承繼過去兩岸交往與談判的既有成果，此

一政策仍與馬政府及國民黨候選人明確承諾以「九二共識」做為兩岸政治

基礎的主張有所區隔。在北京多次強調「九二共識」與「兩岸同屬一中」

的背景下，民進黨與共產黨將如何處理它們極可能對立衝突的關係就成為

目前最重要的課題之一。為了更深入了解大陸方面的思維，台北論壇特別

籌組一個以本會常務董事為主的訪問團，在 2 月 23 日到 27 日間造訪北京

與上海兩地的涉台機構與智庫。在訪問團離京赴滬時，恰聽聞大陸外長王

毅於美國演講答問時的談話內容，訪問團亦就此新發展請教上海受訪智庫

的專家學者們。為昭兩岸之公信，台北論壇基金會特撰寫此一報告，作為

台灣社會思考未來兩岸關係的共同資產。訪團名單與行程均臚列於文後。 

 

 

二、 本團論述重點 

 

總體來說，在對談的過程中，訪問團所獲得的一致綜合印象是，大陸堅持

「九二共識」是兩岸未來持續互動的基礎，而其核心則是「兩岸同屬一個

中國」。中國大陸對此原則已多次表明態度（包括國際場合），領導人用

字非常強烈，實已無法退讓。而同時台灣方面基於內部因素則似無法接受

「九二共識」或「兩岸同屬一中」。因此橫在眼前的是一個很明顯的僵

局。 



 

本團同仁雖對此「縮不回來」與「說不出去」的僵局咸感憂慮，但「憂慮

指數」不盡相同，關切的重點也有差異。有人認為，當前「台灣人，不是

中國人」的認同大幅上升，遠遠超過「台灣人，也是中國人」以及「中國

人，不是台灣人」的認同。這個單一認同將不可避免地制約蔡政府的大陸

政策，使她不容易走向中間路線。在這個認同民意基礎上，蔡要如何與大

陸強調的「兩岸同屬一中」尋求妥協，確實是很大的考驗。2月 25日王

毅外長在美國的說法其實柔中帶剛。蔡能否接受其中的一中論述，與北京

相向而行，是否能克服民進黨內的異議，仍在未定之天。 

 

也有團員認為，蔡英文過去在兩岸政策上歷練豐富，親身參與李登輝前總

統的「特殊國與國關係」撰述，與陳水扁前總統的大陸政策制訂與執行。

這些紀錄雖使大陸不易信任她目前維持現狀的政策主張，但她將來勢須面

對極其複雜的兩岸與國際局勢，而且美國亦可能以王毅的說法來向臺北施

壓，蔡女士的施政勢必無法完全依循自身過去的理念。從此一角度看，兩

岸關係的未來似乎仍有相當的期待空間，北京宜多給她一點時間。 

 

另有團員認為，民進黨的兩岸政策受到三個重要文件的影響。一是 1991

年民進黨通過的台獨黨綱，二是 1999 年的《台灣前途決議文》，三是游

錫堃 2007 年擔任黨主席時所通過的《正常國家決議文》。在這三個文件

仍然存在的前提下，蔡英文要接受與明白表述「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有客

觀上的困難。但自從大選結果揭曉後，民進黨的兩岸政策已逐步往和緩的

方向前進。蔡英文不但公開說她會「尊重並理解 1992 年會談的歷史事實，

珍惜這 20 多年來雙方交流、協商所累積形成的現狀及成果，在這個基本

事實與既有政治基礎上，持續推動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與發展。」。她同

時也表明，將會「積極溝通，不挑釁，也不會有意外」，並且「建立具有

一致性、可預測性、可持續的兩岸關係」。更重要的是，她更表示會與大

陸求同存異，以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為基礎來推動兩岸關係。具體而言，

蔡英文拒絕了時代力量以「兩國協議監督條例」取代「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的做法，不將兩岸界定為兩國。同時，美國國務院亞太副助理國務卿董雲

裳亦指出蔡英文曾向美方承諾會維持現狀，她也認知到她有義務提出維繫

台海繁榮穩定的政策。由於民進黨與北京尚未存在足夠的政治互信，因此

雙方相互摸索，能否在兩岸間建立預防性的協商機制來避免誤判，亦是訪

問團的關切重點。 

 

最後，經濟發展是台灣的命脈，而兩岸貿易與加入區域經濟整合又與台灣

經濟持續成長息息相關。雖然兩岸貿易經歷了前幾年的風風雨雨，持平而

論，ECFA的簽訂及陸客來台對兩岸經濟的成長都有貢獻。因此，如何在兩

岸關係新情勢下排除政治障礙，持續推動兩岸經貿合作將會是新政府的頭

號挑戰。其中的議題包括區域經濟整合與兩岸經貿合作能否同時並進，能

否以世貿會員的身分加入區域整合。在形式上，若非自由貿易協定，台灣

能否與各國簽訂實質性的貿易協議，也有團員關心。再者，在 520 前兩岸

能否先完成貨貿的協商，以便將來一旦政治情勢許可即能立即付諸實行。

此情形與 2000 年類似。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力爭在大選後、卸任前通過

「離島建設條例」，以便上任的新政府能適時開放「小三通」。因此未來

幾個月貨貿協商如能完成，將促成藍綠紅三贏。 

 

 

三、 大陸觀點 

 

（一）從國際與區域關係來看 2016大選後的兩岸情勢 

 

以下根據訪問團與陸方受訪單位中的官員與學者的對話內容，從國際與區

域關係，中國大陸內部政經發展，兩岸互動，與台灣未來政局四個角度來

整理此行所獲得的訊息。 

 

訪問團在北京與上海接連拜訪了幾個極具代表性的國際問題研究智庫。在

對談的過程中，這些國際關係專家們從中國大陸所面臨的國際與區域局勢



來分析未來的兩岸關係發展。其中一位資深學者指出，雖然整體世界局勢

仍以和平與發展為主旋律，大國合作與競爭並存，大陸卻同時面臨著格局

轉換、秩序變革和經濟調整三重疊加的態勢。就格局而言，美國雖仍然是

世界上綜合實力最強的國家，但區域矛盾與衝突不斷。美國持續推動的

「亞太再平衡」戰略以及日本右傾化的發展皆為亞太地區埋下許多衝突的

因子。與此同時，在處理諸如氣候變遷等非傳統安全議題上，全球治理體

制的改革已是大勢所趨，引發了新一輪規則制定權的爭奪。最後，世界經

濟持續低迷，新興經濟體欲振乏力，為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的可持續性帶來

極大的不確定性。 

 

就中國大陸與美國的關係而言，一位鑽研美國問題的專家指出，眼下美國

以「亞太再平衡」之名刻意在大陸的週邊製造許多問題來抑制大陸，為大

陸的發展設下玻璃天花板。近來在南海鼓動菲律賓以國際法挑戰九段線與

派遣軍艦穿行，在東海則有釣魚台的爭議，日本的重新武裝，朝鮮去核子

化，與在南韓部署「薩德（高空區域飛彈防禦系統，THAAD）」的議題。 

 

就大陸的意圖而言，專家們指出在全球化的時代中，大國間爆發戰爭的可

能性並不高，而且大陸已表示願意尊重美方在亞太地區的傳統作用與現實

利益，無意挑戰其國際地位。在週邊則以 「親誠惠容」為原則，深化區

域整合。近來提出的一帶一路方案，除了試圖以投資週邊國家基礎建設解

決過剩產能與尋找新的增長點外，更重要的是鞏固與鄰國的政治基礎以及

強化人民對人民關係的政策目標。另一方面，專家們也透露，南海與東海

的短期議題皆可望找到解決的方案。朝核問題也預期在三月底的高峰會上

找到解決方案。 

 

如果南海與東海問題皆有解決之道，與這兩大議題亦有關聯的「台海」便

成為防止『三海連動』上唯一的變數。某權威學者指出，台海問題的重要

性超過東海、南海，甚至朝鮮半島問題。令多位國際關係學者同時感到憂

心的是，在三海連動的背景下，蔡女士就職後的新政府是否可能成為美國



製造新問題的「棋子」（就像烏克蘭之於俄羅斯），不論是推動獨立，在

教育上繼續去中國化，還是在南海議題上配合美國戰略，放棄 U 型線等等。

其中一位學者甚至明白指出他們所接待的美國智庫學者曾向其透露確實有

美國學者建議透過台灣議題的操作來轉移大陸對南海的注意力。這是目前

中國大陸從政府到民間十分憂心的問題。台海議題成為中國大陸與美國之

間是否爆發衝突的試金石。若台灣過度向美國與日本傾斜，台海情勢同時

牽動南海與東海，可能使中國大陸與美國的關係越過衝突的臨界點。 

 

（二）從中國大陸內部政經發展來看 2016大選後的兩岸情勢 

 

在訪問團拜訪的單位中，亦有不少專家學者從大陸自身目前的政經發展來

解讀未來兩岸關係可能的發展趨勢。某位智庫資深學者指出，北京目前的

首要施政目標是經濟發展與轉型。具體而言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

降成本、補短板等五大任務，並希冀能讓現行標準下的七千萬貧困人口在

五年內全面脫貧。在世界經濟景氣下行的背景下，要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

完成上述目標殊屬不易。因此，未來北京將重視內政多於外交，指控北京

在習近平之後會在外交上變得更為強勢，或試圖挑戰既有秩序乃是錯誤的

解讀。 

 

另一方面，大陸在追求發展的同時，也需要面臨新的國際經濟競爭態勢，

譬如美國等先進國家試圖透過 TPP 與 TTIP 等新型貿易協定來強化自身競

爭力並重新界定全球貿易規則。但在以發展作為施政首要目標的前提下，

中國大陸不會再讓非經濟性的國際與區域衝突來打斷自身的發展。不論是

南海的爭議，東海方面日本的再武裝化，或是已經兩度打斷中國大陸發展

的朝鮮半島議題。處理台海問題時，也要避免阻礙大陸對於經濟奔小康與

全面脫貧的政策目標。 

 

（三）從兩岸互動來看 2016大選後的兩岸情勢 

 



兩岸關係除了受到國際大環境與大陸自身發展邏輯兩者的影響外，自然也

受到兩岸互動既有模式的影響。訪問團此行走訪北京與上海幾個具代表性

的涉台機構與智庫，官員與學者專家們皆提出了他們對於將來兩岸政經情

勢發展的意見。 

 

一位權威的涉台官員指出，不論台灣政權因選舉如何更迭，北京的兩岸政

策具有高度的延續性，對所有政黨採取一致的標準。其中的核心便是作為

兩岸互動政治基礎的「九二共識」與其所蘊含的「兩岸同屬一中」核心。

這是 2008年後兩岸互動得以恢復，並且在兩岸即便存在分歧，卻未改變

大局的根本原因。只要守住此一原則，民進黨執政後的兩岸關係亦能夠穩

住，兩岸在政治與經貿交往上的政策細節也是可以討論的，因為大陸追求

的是心靈的契合，而不僅是形式上的統一。大陸所追求的統一也並非一步

到位，可以有過渡性的靈活安排。就連中華民國國際空間，根據涉台智庫

的學者的看法，只要認同一個中國原則，相向而行，北京對此議題亦具彈

性。 

 

這位官員希望民進黨從台獨路上回頭，要「去去中國化」，而非更強化台

獨意識。他說，如果兩岸關係只有「鬥」、「拖」、「和」三條路的話，

在 520後將只剩下「鬥」與「和」兩條路，而不同的道路選擇就有不同的

後果。被問到兩岸渠道時，他強調兩岸現在彼此訊息很清楚，有沒有渠道

不重要，台灣方面能不能下定決心最重要。至於訊息內容，定位問題是關

鍵。核心仍是承認兩岸同屬一中，而且訊息本身也不應只是帶有不確定性

的負面表述，必須正面表述一中。 

 

對於我團表示希望給民進黨更多時間，他表示現實是拖不了的，五二 0到

了就必須面對，大陸就必須處理。以現在情況看，即使蔡接受九二共識，

大陸很多人還會不相信，內部還要進行很多說服工作。 

 



相較於研究國際問題的學者，這位官員認為不論是美國與大陸的關係或是

朝鮮半島的新情勢與兩岸關係並無明確關聯，因為國際關係與兩岸關係的

性質不同。他特別指出，美國大選的競選過程也顯示其孤立主義的抬頭，

將來美國的外交政策將不會那麼具備理想主義。而且相較於大陸，台灣並

非美國的核心利益，仰賴美國作為槓桿難以成事。 

 

就兩岸間的經貿交往，主管商務的官員指出其中的關鍵仍在於「九二共

識」的政治基礎，因為台灣加入區域貿易整合不應被理解為一個單純的經

濟議題，而是一個與政治及主權相關的問題。由於自由貿易協定有被政治

化的可能，北京只有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才能夠與台灣商談與他國簽訂貿

易協定與加入區域貿易組織的可能性。 

 

北京涉台學者還批評蔡的「維持現狀」是選擇性的，即使她將來不製造危

機，否認過去承諾本身已構成危機。他對「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的說法也

表疑慮，因為其中可隨意解釋的空間太大。至於監督條例的調整也只是懸

崖勒馬，而不是掉頭，意義仍有限。 

 

針對外長王毅在美國的新提法，上海涉台智庫的專家們皆認為這是善意的

表現，給了蔡政府較大的迴旋空間。但他們也認為這並不等同於承認中華

民國憲法，而王毅談話的核心仍是兩岸同屬一中的原則，與先前對九二共

識的強調並無二致。 

 

從北京到上海，官員與學者均一致強調，大陸的對台政策已定，現在「球

在台灣這邊」。其中觀察重點就是蔡的 520就職演說。 

 

（四）從台灣未來政局來看 2016大選後的兩岸情勢 

 

台灣內部的政治局勢亦與兩岸關係的發展息息相關。特別是 2016 大選的

過程與結果皆顯示，不論從人口結構與國家認同的角度來看，台灣政治正



邁向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針對此一新局面，上海一位智庫學者總結當前北

京的政策是「保持方向，維護成果」。北京權威學者強調，有鑑於北京依

據蔡主席過去的言行已把蔡英文及民進黨定性為「柔性台獨」，故未來難

以樂觀。他認為，蔡的選後發言固有值得肯定之處，但她提出的四項關鍵

元素（1992年兩岸兩會會談的歷史事實，以及雙方求同存異的共同認知；

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兩岸過去廿多年來協商和交流互動的成果；台灣

的民主原則以及普遍民意）中仍潛藏著非常不確定的因子。該學者認為北

京目前對蔡不抱期待，不放棄底線，但也不放棄努力，因為畢竟民進黨不

是鐵板一塊。多位專家都提到他們已經注意到蔡女士的轉變，但卻對未來

她能否引領民進黨做出改變，開啟「改革元年」，抑或反遭黨內極端人士

綁架，成為「文革元年」，無法確定。重點是不論台灣的政治局勢如何演

變，民進黨是否能相向而行，國民黨能否重振旗鼓，大陸都將持續研究如

何將自身實力轉化為對台能力。總體而言，兩岸勢必進入深層調整階段。 

 

京滬官員與學者都談到「天然獨」。他們擔心，若台灣年輕世代的「天然

獨」難以遏制，未來勢必演變成其與大陸「天然統」的對立局面。大選後

大陸網民的言論日趨激烈，不僅把不滿情緒發洩到北京政府，如把「中央

對台辦（即國台辦）」汙名為「跪台辦」，甚至開始大量流傳武力統一的

激情言論。與此相關的是，一位上海智庫的資深學者指出近來民進黨立委

以轉型正義之名（例如廢除國父遺像）所推動的文化台獨將被視為對兩岸

良性發展不利的舉動。雖然他們也同時注意到蔡女士及時阻擋此案，表達

了善意，但她未來能否有效約束黨內立委，考驗著蔡英文的政治領導能力。 

 

一位上海資深學者則呼籲民進黨應該要為兩岸關係未來的發展留下後路，

在這些意識形態上的政策有所節制。另位學者強調當前世界經濟及科技都

發生巨大變化，過去常見的合作方式都將過時，而全球各國都在紛紛尋找

新的利基。如果兩岸仍在酣鬥，必將錯失先機；如能攜手合作，雙方均前

途無量。 

 



訪問團團員名單 

 

姓名 訪團身份 現職 

錢復（僅北京行） 團長 國泰慈善基金會董事長 

台北論壇常務董事 

洪奇昌 副團長 台灣產經建研社理事長 

台北論壇常務董事 

蘇起 執行長 台北論壇董事長 

程建人 團員 台北論壇創辦人、常務董事 

梁啟源 團員 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 

童涵浦 團員 台灣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華志豪 團員／行政主任 台北論壇行政主任 

 

 

拜訪單位（北京）： 

 

2月 23日星期二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蘇格院長率同仁 

 

2月 24日星期三 

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周志懷所長率同仁 

清華大學台灣研究院：鄭立中院長率同仁 

 

2月 25日星期四 

商務部：王受文副部長率同仁 

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季志業院長率同仁 

國務院台灣辦公室：張志軍主任率同仁 

 

拜訪單位（上海）： 



 

2月 26日星期五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楊潔勉院長率同仁 

 

2月 27日星期六 

上海台灣研究所：俞新天所長率同仁 

上海市東亞研究所：章念馳所長率同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