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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3日中國全國政治協商會議開幕，身為全國政協主席的俞正聲在提出工作報告時，具體表
示｢加強與台灣民意代表和基層民眾的交流｣的主張。面對兩岸各種交流已極其頻繁的當下，俞正
聲工作報告特別提出這番話的用意，值得我們正視。

      從1987年兩岸開放民間交流以來，台灣各級民意代表及公職人員前往中國從事各種形式交
流，甚至投資經商者逐年增加，直至九○年代後期開始，大幅度增長，至今可謂絡繹於途。至於
中國方面則是從2005年連胡會之後，在其刻意安排下，首先主動邀請台灣的地方各級民意代表前
往交流，2008年5月後此一交流規模更是擴大。此刻俞正聲的談話有何特殊之處，乃是應加以探
討者。 

      探討中國的對台工作和相關的策略細節，如果能從她最原始的動機與意圖看起，就能掌握
中國特定策略設計的初始動機，以及它隱含的策略意圖。反之，如果單就一個策略細節的字句埋
首推敲，則容易陷入文字遊戲的迷障，就如同多年前，一位國民黨資深的黨工突然發現中國政府
的對台文件中，沒有使用｢反對一國兩府｣的敘述，就大膽預言中國今後不會反對一國兩府的主張
。證諸十多年後的今日，這種預測完全失誤的主因就是見樹卻刻意不見林所致。中國對台官員在
談判桌上，曾告訴我國官員指出｢我方沒說，絕不代表我方不要｣，這是從事兩岸問題研究時，最
足以發人深省的提醒。 

壹、 中國對台工作的總體目標及策略思維 

      中國對台工作的總體目標就是徹底消滅中華民國政府及主權，完成對台澎金馬領土的兼併
，自始未曾更動，這也是舉世皆知的。 

      然而，近二十多年來，有諸多文獻探討中國對台工作時，常以當下中國的作為，推論出中
國對台工作目標已有所調整，或不予觸碰刻意避談中國對台工作的最終目的。 

      例如：多年來不斷有人向兩岸政府推銷｢聯邦制｣、｢邦聯制｣、｢國協制｣、｢統合論｣、｢屋
頂理論｣、｢台灣中立化｣等建議，其出發點固然是善意，認為兩岸或許可以共同探索出一個政治上
的妥協空間，因此設法從人類的歷史與經驗中，試圖找出可以｢套用｣在兩岸關係的理論。這些論
者的共同研究盲點有二：首先，這些理論的引介，多半是在純理想的境界裡申論，以致在實際生
活中，台灣和中國雙方政府和人民接受的可行性則從未着墨，以致容易形成理想型的高調。其次
，這些論者並未思考或討論台灣和中國兩個國家的本質上截然不同的差異性，一味的向兩岸推銷
人為整合為一個｢國家｣的｢道理｣。台灣面對的是民主化的本質，人民對國家主權擁有最終的決定
權力；中國則是一黨專制政體，但是其領導人向來以｢領導人的繼承者｣自居，以展現其權力的合
法性，與昔日的君王天子必需強調血統、天命完全相同，因此不論那一代領導人均不敢在基本政
策上，對歷任領導人設下的｢政策目標｣有所違拗。此乃中國歷任領導人在對台工作報告或重要決
定文獻中，第一段一定要重覆前任領導人的主張。 

      總體而言，兩岸即使要人為地加以整合為一，其間的政治工程何其浩大、何其困難，如果
不去討論實務層面的問題，其各種理論終究只是理論，無法從｢應然｣的雲端上，在｢實然｣的人間
引發具體迴響。 

      探討至此，吾人可以明瞭為何討論兩岸關係，研究中國的政策思維，如果刻意或忽視現實
面，則僅能獲得一個美好的夢境，或是自吹自擂，
無助於現實問題的解決。要探討中國對台工作的任何細節，就有必要檢視中國的最終目標，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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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理解中國採取局部政策的動機和意圖。至於中國的最終目標，就一直在中國歷來對台政策的
重要文件裡反覆出現─消滅中華民國，併吞台灣。 

貳、 中國近年階段性目標及進展 

      我們回顧兩岸關係近十餘年的發展，可以看出一個趨勢，就是近兩代中國領導人在對台工
作上，都是以極謹慎的態度面對，但是卻掌握機會樹立個人政績。以江澤民而言，他在1989年奉
命出任無實權的黨和國家領導人，1992年兩岸在香港舉行會談後，隔年繼續在新加坡舉行辜汪會
談，揭開兩岸制度化協商的時代，接續在中國內部有相當冗長討論後，1995年1月江澤民代表中
共集體領導階層，發表｢江八點｣，主張兩岸由事務議題談判開始步向政治談判階段。雖然由於李
登輝總統不贊同，引發日後兩岸關係急劇惡化，但是江澤民在1998年10月會見辜振甫董事長及海
基會代表團，並進行｢政治對話｣，即稱此已為其任內對台工作政績寫下重要一頁。 

      胡錦濤在2002年上任，時值台灣的首度政黨輪替，兩岸談判依舊持續，也先後推動小三通
、台商包機、開放陸客來台觀光等重大交流措施，但是中國礙於最終目的的制約，無法公開承認
這些政績。2005年4月雖然在連戰的配合下，合演｢國共和解｣，但是畢竟連戰是在野黨主席，台
灣政府公開宣示連胡共識在台灣完全沒有法律效力等，以致胡錦濤尚無法作為政績。2008年我國
再度發生政黨輪替，5月馬英九就任總統，中國急於在6月透過改組、修正對台政策說詞等手段，
簽署兩岸通航等協議，這是繼1993年後的第一次正式簽署協議，當年底，胡錦濤藉由紀念｢江八
點｣週年活動，提出代表個人對台政策主張的｢胡六點｣。 

      2012年11月習近平快速接任黨、軍大位後，他面對接續江、胡的對台工作，再對照鄧小
平時期定下之對台工作要項(1979年｢告台灣同胞書｣、1981年｢葉九條｣)，習近平能做的已有相當
的侷限性和困難度，這正是兩岸許多人一再描述，兩岸互動已進入｢深水區｣的背景。 

參、 下階段的目標及推動策略 

      對照鄧小平時期所定下的對台工作各項主張，可以明瞭中國和馬英九政府近來急於推動的
各項工作，其動機何在。就中國而言，｢告台灣同胞書｣及｢葉九條｣所提出的｢完全應當發展貿易，
互通有無，進行經濟交流｣或｢在通郵、通商、通航上達成協議｣，以及｢學術文化體育工藝觀摩｣或
｢在開展學術、文化、體育交流達成協議｣，對照目前國、共兩黨急著在服貿協議、貨貿協議上完
成簽署，又中國一再要求台灣要進行｢文教科技合作框架協議｣談判，就是要在達成｢全面性通商｣
和建立｢兩岸全面性文教活動交流｣上能夠達陣，作為習近平上任後的重要政績。或許馬總統也獲
告這些事項的重要性，以致在台灣內部不惜違背憲政體制、引爆朝野及官民對立的原因之一。 

      或許大家都已注意到，中國自2012年以來就不斷催促馬政府要儘早安排進入兩岸政治談判
的議程，尤其習近平藉由去年10月APEC場合會見蕭萬長前副總統時特別公開主張｢兩岸政治分歧
不能一代一代傳下去｣的警語，近來北京也屢屢出現不滿聲音認為馬英九既然主張｢先經後政｣，但
是總不能只要經不要政。 

      整體而言，習近平主政的10年間，對台政策的階段性目標是在實現兩岸全面通商，以及完
成文教全面交流的架構協議，並在這個政績上，提出他的對台工作政治主張，把迫使我國坐上政
治議題的談判桌，揭開兩岸政治談判的序曲，並將兩岸政治談判當成他的繼任者的主要任務。 

肆、 俞正聲談話的政策意涵 

      理解中國對台政策的目標，以及近二十年來對台工作持續的推展，吾人可以據以探討俞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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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在本屆中國全國政協工作報告的政策意涵。 

      首先，在工作對象的選擇，已鎖定台灣各級民意代表。本屆全國政協及全國人大(通稱｢全
國兩會｣)是習近平上任後第二個年頭，換言之，就是第一年的期末檢討，也是邁向第二年的開始
。在此一場合，習政權要展現的是｢自信｣，俾為習近平倡議｢中國夢｣注入動力和信心。然而，按
俞正聲的工作報告的內容是：｢2014年工作部署...全面貫徹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重要思想，拓展和深
化與台灣島內有關方面的交流合作，
加強與台灣民意代表和基層民眾的交流
，圍繞兩岸經貿文化交流合作等課題建言獻策。｣，這段話是銜接上文｢2013年工作回顧...全面貫
徹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重要思想，
組織政協委員與台灣民意代表互訪交流
，加強同台灣島內有關社會組織和團體的友好交往，大力宣導兩岸一家親理念」。兩者差異不大
，換言之，去年是強調應採取的作法，今年則是繼續辦理。可見此一措施在中國的自我評估是有
意義、有效的，因此在基於自信的基礎上，連續第二年持續推動。 

      其次，中國式的｢交流｣是以實體利益或儀式性的高規格禮遇，交換對手的｢忠誠｣。政協委
員與台灣民意代表交流只是一個平台，是一個載具，交流的實質內涵，去年是宣導｢兩岸一家親｣
的理念，今年則是要步上有實質內涵的交流，也就是｢圍繞兩岸經貿文化交流合作等課題建言獻策
｣。實質上，只要見諸俞正聲在今年初對台工作會議上提出｢緊緊圍繞團結廣大臺灣同胞這一主線
，出臺惠及臺灣民眾的政策措施，擴大深化文化、教育、科技等各領域交流。｣的年度工作指示，
就可預知今年未來一年裡，中國各部門要推動的是以｢兩岸經貿文化交流合作｣，採行慣用的｢交朋
友｣、｢利誘｣等手段，達成促使台灣各級民意代表爭相與中國各級政協交流的目標，同時藉此實質
｢控制｣這些民意代表的目的。 

      第三，時機選擇與台灣七合一選舉顯然高度相關。2008年以來中國涉台官員在台灣各地走
透透，絕大多數卻不是透過台灣的邀請單位安排參訪地點與會見台灣相關人士，而是由中國官員
結識的｢台灣友人｣代為安排，以致全台各地政治人物的｢樁腳｣早已成為中國官員儘力安排接觸和
利誘的對象，多年來並成功地廣邀從立委到鄉鎮代表前往中國從事各種形式的｢交流｣。2012年總
統選舉，國民黨已成功地引進中國的力量干預台灣選舉，既然大門已被國民黨打開，中國又已在
台灣｢廣交朋友｣，可預見2014年七合一選舉將是中國第一次主動操作干預台灣選舉的時機。 

      最後，中國在為長期推動對台工作培植｢台灣友人｣。2012年中國干預台灣的選舉，是在國
民黨的要求下，動員在中國經商或有經貿利益的大、中、小企業商人，針對總統選舉對台灣選民
進行施壓。展望未來，中國在意的不止是誰能當選公職，而是要在實現其兼併台灣的政治企圖過
程中，需要持續有更多的人在台灣內部唱和、響應，因此需要培植｢台灣友人｣，睽諸多年來兩岸
互動的現狀，這些中國的｢友人｣，絕大多數是基於可以從中國拿到個人所需的利益，也就是他們
與中國是利益共生體。對中國而言，ECFA、服貿協議都是在測試，已經成功地圈出台灣的企業界
、學界、媒體界、政界的｢友人｣
，同時也以市場利益為餌有效壓制相當多反對人士的意見。經由長時間的累積，中國在未來必要
時就有足夠的把握來動員這些｢台灣友人｣，或在台灣內部唱和，或噤聲不語，而中國設定的下一
個關鍵性議程，就是逼迫台灣進入政治談判的程序。 

伍、 結語 

      中國透過政協主席俞正聲在今年的內部、公開等場合，已明確提出其年度的對台工作要項
，反觀我國則仍然處於各自為政的狀態。就政府而言，顯然在國家安全的層次上用的心，遠低於
企求中國官員及觀光客來台用的心為少，在兩者衝突時，國家安全上可以不作為，並以台灣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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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程度不應畏懼為由自圓其說。 

      具體的案例比比皆是，例如：國台辦副主任鄭立中來台的行程安排，竟然出面邀請的接待
單位多半無法介入，甚至不知鄭立中的整體行程。國台辦副主任葉克冬今年初來台，在各地訪過
程中，曾參加多場座談會，其中多場是與台灣的影視、文創、出版等多項文化產業人士座談，姑
不論這已涉及兩岸下一波談判議題的實質內容，令人難以容忍的是，不依照入境申請核准之行程
從事參訪，內政部竟然無視法令未予驅逐出境。又如中國海協會前任會長陳雲林來台進行兩岸兩
會高層會談，東部某縣長急欲邀請陳某前往參訪，在與政府主管部門請求未獲同意下，竟然直接
向北京遊說，再由北京施壓我主管機關放行。 

      我們必需反思的是，中國推動兩岸交往的目標是要兼併中華民國‧台灣；而我們的目標呢
？如果官民各界仍舊持續漫無目標的從事兩岸交流活動，可能的會替中國在成政治目標的過程中
，台灣為他們製造更多、更便利的機會。 

      假設，在野黨或是任何一個民間團體能事先有了明確的目標設定，進而能審酌時勢，推出
相關的交流活動，潛藏各種達成目標的策略規劃，則以台灣多元、民主等特性，是能夠在面對僵
化無比的中國官僚時，不難向我們設定的目標順利推進。針對俞正聲今年以來的談話，針對兩岸
交流現有的形勢，對台灣、對在野黨、對民間社團而言，我們面對的是機會？抑或是威脅?不是端
看吾人用何種態度、何種準備來處理？

作者蔣談舍為政治觀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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