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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角變動下的紅綠藍三角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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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分析兩岸關係者，大多同意美國與中共關係的變化，將帶動兩岸紅綠藍三黨

互動的變化。而在另方面，政治人物喜歡超前部署，創造對自己有利的形勢。目

前對美國即將上任的拜登總統新外交政策分析，大多認為他會縮減川普對中共對

抗的範圍，儘管雙方對抗是長期過程，但也會在若干領域保持合作，成為一種合

作與對抗兼具的戰略競爭關係。中共則想重建兩國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的戰略框

架。既然兩個大國間的關係將產生變化，就不禁讓人好奇，在兩岸關係上，紅綠

藍三黨是否已經開始超前部署，創造對自己有利的新形勢了？ 

 

為回答此問題，本文將分為四部分，除前言外，第二部分回顧大小三角互動

理論，確認大小三角具有因果連動態勢，第三部分則分析近日兩岸紅綠藍三黨互

動的變化，第四部份為結論，總結本文發現。要特別說明的是，既稱「新」形勢，

就希望關注與原有立場相反的行為。例如民進黨一直被視為親美遠中共，國民黨

則相對於民進黨親中共，原有立場作法如果持續出現，就簡要採取具代表性者分

析即可。 

 

 

二、大小三角互動理論 

針對大小三角輪動之理論觀點，戰略三角是很適合的分析框架。該理論緣起

於冷戰時期，對美中蘇三邊關係的觀察並以之理論化。隨著國內學者引入，大多

將分析焦點用於冷戰時期的美中蘇或美中台三方互動，認為美中蘇大三角將引起

美中台小三角的連動。質疑相關理論適用於美中台關係者認為，如果三角成立的

要件之一是「三個行為者在某種程度上必須能夠自由的與任何另一行為者進行合

作或對抗」，那在冷戰時期實力不足、幾乎未與中共親善、也未與美國對抗的台

灣還能被稱為三角之一嗎？但擁護者認為：儘管相對弱勢，在現實情況中，台灣

作為當前霸權（美）與崛起強權（中共）關係裡最為敏感的那條神經，的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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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台灣具有影響大局的「實力」。 

 

蘇起教授運用類似理論分析近期的三邊關係，但他的大三角是美中台，小三

角是兩岸紅綠藍三黨。2018 年他撰文「變了形的大小三角」，指出因台灣實力迅

速衰退，大三角已變成美中兩強的雙邊遊戲；而小三角也變了形，是因藍的力量

式微：國民黨不但輸了 16 年的總統大選，而且選後一直萎靡不振。2019 年出版

《台灣的三角習題：從美中台到紅藍綠，台灣前途的再思考》一書，則繼續延續

大三角與小三角的互動觀點，將美中台與紅藍綠各自的內政與彼此關係比喻成撞

球，任何一球的滾動都會產生難以預測的連鎖效應。但到了 2020 年大選國民黨

慘敗後，蘇起表示，過去他提出的大三角與小三角概念，其中紅藍綠的小三角已

經沒有了，以後只剩中共與民進黨的鬥爭，國民黨不會再有角色。 

 

話雖如此，從過去美中台三角裡，台灣被質疑實力不足仍算三邊之一的邏輯

來看，國民黨仍在兩岸互動中扮演一定角色，其作為也仍受紅綠兩方重視，故仍

有分析空間。本文接下來就從觀察紅綠藍三黨近日作為，看看三方領導人是否已

超前部署，創造對自己有利的新形勢了。 

 

 

三、美選後的紅綠藍行動 

首先是在台執政的民進黨。如前所述，過去該黨政策一直被視為親美遠中

共。在美國總統選舉大勢底定後，蔡英文總統於 12 月 10 日透過視訊對美智庫發

表演說，她提到，「這不是我們期待的兩岸關係，我們尋求的是建設性的兩岸對

話，在不預設前提下，和平解決歧見。」對此，大陸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表示，

當前兩岸關係緊張的根源，在於民進黨當局拒不承認九二共識，「否認九二共識、

背離一個中國原則，任何對話交往都無從談起。」 

 

看起來蔡總統似乎有與中共親善、創造新形勢的意圖，只是碰了釘子。然而，

了解兩岸關係敏感度的人都知道，中共將兩岸關係視為內部關係，蔡英文總統在

對外的場子喊話兩岸坐下來談，中共肯定是不會接受的。曾經身為陸委會主委的

蔡總統是認真表態還是虛晃一招？這恐怕只有她最清楚了。 

 

其次是三邊唯一在野的國民黨。2020 年總統大選新敗之後，9 月該黨提出「現

階段兩岸政策報告」，呼籲中共必須尊重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要用「基於中華

民國憲法的九二共識」延續兩岸互動。16 日中共國台辦很快答覆有注意到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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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提出的報告，同時也指出「2005 年以來，國共兩黨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

『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取得了豐碩成果…如果改變甚至拋棄這個基礎，兩

岸關係必然停滯甚至倒退」。但在國民黨報告的「具體主張」第三、四項，仍有

「九二共識」、「反對台獨」字眼，只是多加了「基於中華民國憲法的」幾字，中

共對此並未正面評論，感覺像是冷處理。而雖然海協會副會長孫亞夫指出，近年

國民黨對大陸政策出現變化，會造成兩黨交往上的困難。但如果只看美國大選結

果出爐以後情況，雙方主因疫情沒有太多互動，一些有黨政人士參與的視訊會議

也仍是行禮如儀。 

 

至於中共，他們延續了選前對綠營的壓力態勢。除了持續在台海以機艦巡航

外，12 月 16 日，中共新華社記者在國台辦記者會主動提出關於中共可能推出《國

家統一法》的問題，這種事先安排好的橋段，暗示該法的即將完成進度。這應屬

中共法律戰的一部分，顯然是要對台造成壓力。 

 

而對傾藍陣營，中共對台統戰工作過去是尋求團結他們認為的友善群體，並

孤立他們所反對的團體。但在國民黨新領導階層上台，採取了與過去有所不同的

兩岸路線後，中共的統戰作為是冷處理國民黨的兩岸政策調整。 

 

2019 年 1 月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於《告臺灣同胞書》發表 40 周年紀念會上，

發表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之說，一時之間，讓人以為中共有對現行兩岸交

流架構改弦易轍的想法。中共講這些話前似未向台灣相熟人士「打招呼」，這讓

執政的民進黨運用媒體優勢撿到槍，也讓泛藍陣營猝不及防，是 2020 年大選決

定勝負的主因之一。到了 9 月，中共國台辦發布「九二共識問答」，指出「九二

共識是雙方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充分體現

雙方求同存異的政治智慧。」既然提到「存異」，又隱然有解釋中共兩岸論述未

變的立場。 

 

但是在 10 月 24 日，國民黨前立委丁守中提出，兩岸能夠比照當年東西德「一

國兩府」模式，在相互承認現實的基礎上，解決目前僵局。丁的說法頗類似過去

一國兩區/政治實體…等主張，由兩岸交流經驗推測，其發言前可能已先告知北

京，結果在丁開記者會前，北京以「紀念台灣光復，推進祖國統一」為主題的「紀

念台灣光復 75 週年學術研討會」裡，中共全國政協主席汪洋表示，「一個國家只

能有一個中央政府，來管轄其領土與代表權。」中共對過去類似說法，從沒如此

快速明白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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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11 月底，中共國家衛生健康委港澳臺辦公室主辦，於臺北、廈門以視

訊召開的「海峽兩岸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專題交流會」，由中共衛健委港澳臺辦副

主任李維進行會議總結，她說，盼大家成為「祖國和平統一」的見證者、參與者

和貢獻者。過去有兩岸人士公開參與的場子，一般不太會由台辦系統吐出「祖國

和平統一」說法，這是「一中各表」的默契：為防各表，所以乾脆都不表。由於

這次會議屬於視訊舉辦，台灣場應該是早就結束了，甚至可能是隔日在廈門的後

續活動，但最後丟出這句話，台北與會者恐怕會更謹慎考慮日後參加的情況。由

上述事件看來，中共在美國大選後的行動也未有新意，甚至有更施壓的態勢。 

 

 

四、結語 

本文試圖在美國大選後，對中共政策即將轉換之際，看出紅綠藍三邊超前部

署的蛛絲馬跡。但看來三邊似乎仍延續選前政策：民進黨親美遠中共、國民黨考

慮選舉，行禮如儀、共產黨對綠施壓，對藍冷處理。這讓人好奇三角理論的若干

基礎，例如決策者理性、輪動假設是否存在。 

 

當然沒出現超前部署情況有幾個可能的解釋：(一)、時間不夠：美國新總統

尚未上台，政策究竟會如何變化還在未定之天，三邊謀定而後動也無不可；(二)、

理性定義不同：經過疫情洗禮，兩岸其實都有民意壓力。之前民進黨的仇中姿態

做的太足，而大陸人民也被激起對台反感，兩岸一時迫於民意皆無法急轉彎，也

是理性；(三)、對什麼是好的戰略三角看法不同：台灣有學者對美中台三邊分析

有認為三邊家族(表示三方相互間均維持友好關係)的總體利得最高，衝突機率最

低，結構穩定度也最高；但早期的戰略三角專家認為，三方均維持友好關係不是

戰略行為，不在討論之列。至於何者為真？只有待日後的追蹤研究了。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