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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民進黨藉「鳳梨事件」操弄「反中」及 
大陸兩會的因應看當前兩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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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海關總署拋出 3 月暫停台灣鳳梨銷陸的震撼彈，理由是發現介殼蟲等害

蟲，大陸國台辦定位這是「正常科學舉措」。蔡英文先是指示行政部門「定調在

檢疫理由，不升高到政治層次」，後來又稱「顯非正常貿易考量」，更在臉書粉專

發布圖卡，加碼以「譴責」、「嚴正」等措詞定下強硬的基調，使得早先期望兩岸

關係春暖花開，卻一下子變成春寒料峭了。 

 

台灣鳳梨遭禁，讓人聯想到大陸於 1 月間以台灣進口萊豬而禁止台灣豬肉製

品輸入，接下去還會有更多的「制裁」項目嗎?兩岸對立難道將蔓延至經貿領域?

大陸 1 月間舉行的對台工作會議及 3 月舉行的全國兩會，除重申「反獨、促融、

促統」，也強調要打破蔡英文政府對兩岸交流的阻撓，「持續完善保障台灣同胞福

祉」、「讓台胞有更多獲得感」。因此，兩岸不少學者咸認，不管是禁止台灣豬肉

製品或鳳梨銷陸，無關經濟制裁，而是正常自我保護，防止萊劑和介殼蟲入侵大

陸。 

 

然而，蔡英文就鳳梨事件在民進黨中常會上高喊「台灣不會被打倒」，再次

體現民進黨不願「去政治化」處理兩岸經貿議題的態度。大陸國台辦發言人再度

回應鳳梨議題時，也強硬批駁民進黨政府「刻意歪曲」。其實，蔡政府最該努力

的就是促成兩岸重啟技術性溝通，共同尋求解決之道，而非刻意放話，升高到「抗

中」層次。陸方已兩次強調這是專業技術問題，農委會也坦承 2020 年曾接獲陸

方通報，銷陸鳳梨中有 13 批含介殼蟲。農委會日前接獲陸方禁令通報後，曾去

函詢問並獲得陸方回應，顯見兩岸所簽署的《兩岸農產品檢疫檢驗合作協議》之

機制仍然有效，但後來二度去信說明，陸方即再無回應，時間點恰好是蔡英文臉

書「譴責」大陸、綠營網軍傾巢而出，讓鳳梨事件政治化後的數個小時。此時在

「嗆中」氛圍全面回歸之下，已重現 2020 年台灣選舉前的「抗中」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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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台灣鳳梨檢出介殼蟲而遭陸方退櫃，大陸在 2020 年 10 月即已通知

蔡政府，可是 2021 年仍然檢出。這說明陸方此次「突襲式」通知，蔡政府並非

毫無預感。等到陸方宣布暫停進口了，農委會主委陳吉仲卻說「小問題，只要燻

蒸就可以解決」，即使是如此，為何沒有自己先做檢疫，甚至燻蒸處理呢?更何況

陸方循既有的兩岸技術性溝通機制通報後，蔡政府若能善用此一機制向陸方說明

並保證將加強檢疫作業，相信仍有機會爭取到陸方恢復進口台灣鳳梨。再加上民

進黨發言人顏若芳曾言「（對大陸出口不減反增）證明大陸需要台灣」，顯示蔡政

府對農產品銷大陸「無論如何都不會有問題」的心態根深蒂固，不但不好好幫人

民解決問題，只要出事了「凡事把責任推給大陸」就沒問題。 

 

再進一步言，其實陸方以檢驗檢疫叫停台灣鳳梨進口是有理可據的，透過《兩

岸農產品檢疫檢驗合作協議》平台通報蔡政府也符合標準程序，「暫停輸入」更

是留有餘地與轉圜空間。然而，蔡政府不但不想方設法與陸方來溝通解決問題，

反而又以「撿到一把槍」來進行政治操作。連日來，從蔡英文、賴清德到吳釗燮

等「反中」大將，再加上一大批民進黨立委，無不紛紛藉此大打「反中」牌，原

本只是一個農產品的品質問題，就如此活生生地被上綱為「抗中保台」的政治議

題來操作。 

 

儘管蔡英文自 2016 年 520 上台以來，兩岸關係陷入僵局，但雙方經貿交流

依然持續，2020 年台灣對大陸出口依存度達到有史以來新高點 41.3%，即可證明

大陸並未因為兩岸僵局，而減緩雙方經貿的往來。只是民進黨往昔批評馬英九政

府「雞蛋只放在中國這一個籃子」，而民進黨自己執政時出口依存度卻反而上升，

因此面對「經濟更依靠中國」的質疑，不得不「發明」一個口號，硬拗說是對大

陸出口的增加，是「中國需要台灣」。賺大陸的錢，不感謝也就算了，還要消遣

客戶。事實真相是 2020 年台灣對大陸的貿易順差高達 867 億美元，堪稱已高出

整個蔡政府的年度總預算。蔡英文政府若還要堅持「是中國需要台灣」，那就證

明給大家看，果斷地終止兩岸貿易往來，用以「經濟制裁」大陸，以證明民進黨

真有本事。但如果兩岸貿易交流真的是「互相需要」，台灣也因此受惠，那麼民

進黨就應該要把不當的話收回去，並適度地表達歉意。 

 

要言之，鳳梨事件之所以鬧得沸沸揚揚，被蔡政府炒作成熱門話題，倒不是

大陸暫停進口鳳梨對台灣經濟影響有多大，而是蔡政府很擔心這是大陸釋放的一

個政治訊息—先是收緊對台貿易，然後就是對台政策的重大變化。那麼本次鳳梨

事件代表大陸惠台政策轉向了嗎?其實，從 2020 年以來大陸惠台政策並未出現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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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變化，從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3 月 5 日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可看出大陸

對台大政方針仍保持不變。尤其，鳳梨事件只是個案，不必過度解讀。但一顆鳳

梨就讓民進黨的嘴臉原形畢露，實在發人深省。如果民進黨真的「挺農民，愛台

灣」，就應該停止對大陸習慣性甩鍋，加強農產品的檢疫，同時調整兩岸論述與

政策以利於緩和兩岸緊張關係。 

 

緊接著，來分析大陸兩會體現的對台政策側重兩岸融合發展。一年一度的大

陸兩會(全國政協、全國人大)已於 3 月 4 日、5 日先後開幕，並也於 10 日、11 日

閉幕。會議期間，大陸全國政協主席汪洋的涉台講話、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

「政府工作報告」涉台部分及在大陸全國人大閉幕後記者會的談話、表決通過的

《十四五規劃和二 0 三五年遠景目標綱要》的涉台部分，甚至大陸國務委員兼外

長王毅在記者會的講話，在在體現大陸對台政策的原則與大政方針，仍維持其一

致性與延續性，惟在操作上將顯得更加靈活與細緻。一言以蔽之，從大陸兩會可

看出其對台政策有三大主軸，即：反獨、促融、促統，儘管在手法上仍是軟硬兼

施，惟在訴求上更側重「促融」。 

 

先是汪洋 3 月 4 日在「工作報告」提及「政協將加強和台灣同胞團結聯誼，

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等開展調研協商」；汪洋 3 月 7 日參加大陸全國人大

台灣代表團審議時重申，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與反台獨。李克強 3

月 5 日在「政府工作報告」提到，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推進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和祖國統一，以及高度警惕和堅決遏制台獨分裂活動；李克強又

強調「完善保障台灣同胞福祉和在大陸享受同等待遇的制度和政策，促進兩岸交

流合作、融合發展」。王毅 3 月 7 日在記者會重申，一個中國原則是不可逾越的

紅線，在台灣問題上沒有妥協餘地，沒有退讓空間。至於 3 月 5 日提請大陸全國

人大審議並於 3 月 11 日通過的《十四五規劃綱要》涉台篇幅亦提及，堅持一中

原則和「九二共識」，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展，要遏制台獨分裂活動，

要持續頒布實施「惠台利民」政策措施。最後，李克強 3 月 11 日在大陸全國人

大閉幕的記者會強調，秉持「兩岸一家親」的理念，在堅持一中原則和「九二共

識」的前提下，大陸歡迎台灣各黨派、團體、人士，就兩岸關係和民族未來和大

陸開展對話。 

 

綜上可見，除了王毅是強硬表態外，李克強、汪洋則是兼顧堅守原則及溫情

喊話，可謂軟硬兼施，《十四五規劃綱要》亦是如此，顯見大陸當前的對台政策

仍以「反對台獨」、「融合發展」及「和平促統」為優先考量。王毅的不假辭色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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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除了展現追求兩岸統一的決心，也向美國喊話，此可視為大陸為拜登政府的

美台關係設定的容忍底線，目的除了提醒美方切勿重蹈川普任內「打台灣牌」刺

激大陸的覆轍，也在警告蔡英文政府，千萬不要繼續打「親美反中」牌。除強硬

反制蔡政府可能邁向台獨分離之路，大陸也釋出善意。檢視《十四五規劃綱要》，

大陸期待藉由兩岸經貿融合及人文交流，能逐漸消除隔閡與歧見，最後能在《十

四五規劃綱要》期間，達成打造兩岸共同市場的目標，用以完成兩岸統一。 

 

基本上，從此次大陸兩會可以看出，大陸對台政策相當明確清晰，仍維持不

變，將堅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動和深化兩岸融合發展，並持續出台「惠台利

民」政策，包括「反獨」、「促融」、「促統」三大方向，有其一致性與延續性，其

中又以「促融」為先。追本溯源，大陸是根據「習五點」和 2020 年中共 19 屆五

中全會的精神，逐步落實對台政策的大政方針。本次《政府工作報告》的涉台部

分及《十四五規劃綱要》涉台章節相互呼應，堪稱是中共 19 屆 5 中全會精神在

具體政策層面的落實，更緣自於貫徹 2019 年 1 月 2 日「習五點」的核心意涵。 

 

尤有進者，大陸一方面以「謀獨」二字定性民進黨的政策作為，另一方面重

申只要認同「九二共識」或其核心內涵「兩岸同屬一中」，則與台灣各黨派交往

都不存在障礙。再者，大陸也強調要掌控好兩岸紅線，警惕和遏制台獨，特別是

對民進黨、台獨勢力推動「修憲」，企圖「法理台獨」、「修法台獨」，大陸要做好

一系列的因應準備。尤其，大陸重視「以融漸統」是一創新途徑，勢必要講究融

合的方法，大陸將透過融合發展逐漸引導兩岸的經濟、社會、治理的均等化、普

惠化、一體化，進而落實邁向兩岸的和平統一。再進一步言，大陸抒發「惠台」

善意以爭取台灣民心，《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及「以兩岸同胞福祉為依歸」，

並持續拋出兩岸經貿、金融、文教交流合作的主張，大陸期盼台灣能理解大陸惠

台的善意用心，認為此有助於兩岸重建互信及恢復交往。 

 

總之，大陸始終相信融合發展是和平發展的延伸，也是從和平發展到和平統

一的過渡階段，大陸深信也唯有融合發展，兩岸才能以和平、穩定、共榮的方式

解決政治分歧。正因如此，在大陸兩會後，大陸將為台企、台胞參與《十四五規

劃》建設提供更多的機會與便利，並明確釋出未來 5 至 15 年的發展目標，呼籲

台灣應積極投入參與的機會，讓兩岸的融合發展更具潛力。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