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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兩岸關係今年風起雲湧，甚至從過去熱絡往來，到現在急速降溫，而中國甚至跳過國民黨直
接跟台灣民間接觸，加上佔中對台灣的衝擊，到底中國對於兩岸關係會有何走向，我們特別邀請
台灣新社會智庫顧問林濁水，回顧一年來的兩岸重大事件以及接下來的發展。

張志軍台灣行，紅藍綠甚至黑島青都認為大有所獲，理由為何？ 

      張志軍之行，民進黨、國民黨、黑島青跟北京都認為自己是贏家。但我認為真正的贏家是
北京。 

      為什麼國民黨認為自己是贏家？馬政府的兩岸大戰略是形成「兩岸主權互不承認；治權互
不否認」的格局。在這樣的戰略想定之下，兩岸從國民黨在野時透過黨對黨國共高層互訪，國共
論壇為主逐步演變到執政時轉換到「民間機關」海基海協兩會互動為主，再到今天國台辦、陸委
會以官方身份來往以及兩岸互設辦事處為主，而臺灣擁有「人道探視權」，就是治權逐步互相承
認的戰略實踐。所以馬政府認為自己是贏家。 

      民進黨也認為自己是贏家，因為這次張志軍來台「傾聽之旅」，強調「重視三中一青和瞭
解國民黨以外台灣人民的想法」，刻意跳過台北市、國民黨達貴、紅頂商人，直接走入基層，拜
會民進黨高雄市長。對於台灣人民要自己決定未來，張志軍也不再正面反對，而以模糊的「尊重
台灣人民的選擇」回答。這一切作法簡直是全依民進黨的建議而給國民黨政府難堪了，民進黨嘗
到過去所未有的善意之餘，自然也有所回報，陳菊和賴清德都指責民眾對張志軍的激烈抗議行為
「不是待客之道」，黨主席也只是比較含蓄地說，維安應謹守民主國家對於人身自由跟言論自由
的保障，必須遵守侵害最小的原則，並給予必要的尊重。她雖然說對北京，「後續仍要進一步觀
察」，但是仍然認為張志軍是「一種退讓」、「一種善意」，值得肯定。 

      黑島青跟台獨激進派同樣認為自己是贏家，因為他們認為張志軍訪台的過程形同欽差出巡
，但是國民黨軟弱只能逆來順受，而民進黨則也態度搖擺而被看穿，最後證明只有年輕的黑島青
能向民眾證明自己站穩了解捍衛台灣主權和尊嚴立場。 

      但是北京也認為自己是贏家，結束了台灣之行後，6月 29日中國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北京
向台北市長郝龍斌說他這次訪台雖然「碰到一些情況」，仍然是「一次成功的訪問」。 

      大家都認為自己是贏家，這是一個很弔詭的狀態。事實上，只有一個真正的贏家，那就是
北京。因為他無視台灣還有一個中央政府，跳過執政黨政府，直接到各地「巡視」，居然還得到
在野黨高度的肯定。這一個價值比什麼都大，其他台灣各路人馬若有所得，只是以大換小，貼本
嚴重。 

 民進黨而言，怎會是輸家？不是啟動了一個民共接觸的新局? 

      民進黨中一直有些人認為由於「和共產黨沒有跟國民黨一樣的歷史仇恨」所以和北京建立
如同國共高層交流平台甚至更好關係的機會已經出現，只要對自己立場再做一定調整將可以做到
了。這恐怕是沒有瞭解到北京對台去主權化、去中央化的大戰略以及兩岸交流正常化的大趨勢而
產生的想像。特別是如果這樣的調整是以廢除台獨黨綱為條件，就更得不償失了。 

      台灣未來無論是那一個黨執政，兩岸交流常態的政策和具體事務的處理上，在硬架構台辦
/陸委會，海基/海協，雙方辦事處，甚至經貿交通部會直接對口，和軟架構，雙方簽署生效的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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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交流協議交錯編織起的龐大常態軟硬建制都愈來愈完整，在這情形下無論執政與否，無論是國
民黨或是民進黨要再插手，無論是必要性和空間都已將非常小。民進黨人士渴望像連戰一樣建立
起黨先於政，黨先於國的兩黨高層峰會或國共論壇以俾倪一時已經非常不切實際。 

廢除台獨黨綱當做和北京交往條件，恐怕是得不償失? 

      「黨對黨」的交往並非國際往來常態，這在我在新社會中一篇《是黨國失衡還是藍綠失衡
》已經提到了，現在黨對黨交往在以後兩岸交往中的比重又將大幅降低，以廢除台獨黨綱當交換
當然划不來。 

除了台獨是民進黨的核心價值外，從策略上看，廢除台獨黨綱還有幾個層次的不利： 

      一、在兩岸的角力上，台獨拉大了兩岸折衝的戰略空間，民進黨廢除台獨黨綱，台灣的戰
略縱深被壓縮十分不利。 

      二、在國內權力角逐上，民進黨優勢在台灣定位立場，弱點在兩岸具體政策。廢除台獨黨
綱不符合應有的鞏固優勢，改善弱勢的作法。 

依各項民意調查，台獨得到社會壓倒性的支持，如tvbs，台獨支持度已達7成。這是民進黨極大的
優勢，民進黨沒理由放棄自已既有的優勢。 

由於任何具體政策都是社會利益的重分配，實施下去有贏家也必有輸家，因此如民進黨在羨慕國
民黨的贏面時也要珍惜自己的贏面，要站穩優勢的台獨立場，才更可能擴大調整兩岸具體政策的
空間。 

      這就形成了是所謂的「穩健台獨」的路線三原則： 

      立場清楚；態度善意；政策彈性務實。 

      三、中共雖然反對台獨的立場不變，但是面對美國亞太再平衡的戰略，已經對台灣獨立採
取軟調的處理，民進黨在這樣的情形下廢獨實在不合情理。 

      2000年我有一篇文章《邦聯制度 世紀大豪賭》其中說到： 

「若美國持續以軍售或情報交流深耕台美關係，中國不免有芒刺在背的感覺。因此，對中國而言
，最好當然是經統一的方式取得台灣，退而求其次的與台灣結盟，甚至只要中立化 台灣，至少都
要強過現在的形勢。兩岸的結盟，在現實上中國可以強化其區域霸權在戰略部署上的優勢。」 

      今年國際政治學大師米爾斯海默的《向台灣說再見》則說： 

「中國的一項重要戰略原則為割裂台灣與美國之間的緊密聯繫，使台灣中立化，最好的結果則是
台灣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且隨著時間與實力增強，中國將致力於達成這樣的目標。」 

      中國統一的目標雖然從未放棄，但是統一的實踐仍然遙遠；於是這兩年來無論在釣魚台事
件、台菲漁事糾紛，或者最近張志軍到台灣的作風，中國已經採用了中立化台灣以割裂台美的策
略，對於台灣的定位採取軟調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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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對台政策的務實手段的國際政治背景是： 

     

      1990年代面對後冷戰初期局面，美國總統比爾柯林頓採取了對中國交往建立戰略伙伴關係
的策略，2010年後來面對中國的崛起，美國國務卿希拉蕊羅德姆柯林頓對中國採取了幾乎完全相
反的評價，說「在歐巴馬政權上台之前，亞洲感覺被美國拋棄了。為了改變這種局面，在歐巴馬
政權最初的4年裡，付出了極大的努力」。於是她先是主張重返亞洲策略接著強調亞太再平衡策
略。最近這位最有機會成為美國下一屆總統的希拉蕊更直白地表示，「中國的民族主義」是美國
重返亞太的背景之一。 

       01年後持續一段時間中美國的平衡策略是對台灣的減碼，甚至因此浮出了棄台論。但是
到了2010年美國又陸續出現重新對台灣增加押碼的主張。最近希拉蕊先後接受《日本經濟新聞》
和台灣《商業周刊》專訪時把這趨勢表達得更加明確。她甚至一再令人矚目的她舉烏克蘭經濟依
賴俄羅斯為例對台灣說，「現在你們得決定經濟對中國的依賴程度，學到處理這段關係的能力，
找出『到此為止，不能越界的底線」她警告台灣「正面臨轉捩點」，「失去經濟獨立影響政治獨
立自主」。 

      隨著美國對台灣的再平衡，台灣周邊國家也對台灣進行政策再平衡：台日終於簽成了關於
釣魚台海域的漁業協議，台菲也在刑法互助和漁業談判上有明顯的進展。 

      透過國際力量擠壓台灣是北京的長期戰略，現在，在美國再平衡戰略下，相關國家放鬆了
對台灣的擠壓，給了台灣過去所沒有的空間，這就造成了北京的壓力，於是北京根據現實主義，
在國際權力博奕和教條大一統民族主義兩個利益之間進行了理性權衡，對台灣採取再平衡策略。
 

      這並不是北京改變對台灣主權的立場，而是採取了另外的的一途徑。這途徑現在正在發揮
效力。 

     

      過去北京把統一當做兩岸政策的終極目標，當統一愈來愈不是一蹴可幾之後，階段性的戰
略目標便和台灣交往時跳過中央政府，直接進入民間，透過具體行動使台灣地方化，去中央化，
去主權化；重點手段則是透過經濟讓利吸納台灣社會，在過去是培養台灣政商權貴做利益代理人
來執行他的戰略，後來似乎發現這將使利益被中飽沒辦法下降到社會民眾，以致反而引起社會反
感，而進行調整，儘量把好處直接做給社會大眾，從此，開始「重視三中」，到習近平上台，政
策更加明確。 

      在主權立場方面，馬總統是「互不承認主權」；而北京則是「否定台灣或者中華民國主權
」之下，對台灣地方化，去中央化，去主權化，雙方差異巨大。 

       對台灣地方化，去中央化，去主權化就成了張志軍之行背後的主軸。甚麼意思呢?就像是
前大法官許宗力形容為的「欽差出巡」的環島基層巡訪，行程跳過台灣當局上下官方機關的安排
，自己直接找里長聯誼會和扶輪社、獅子會等人士處理。這「出巡」講明了是要傾聽台灣當局不
讓他聽到的民間疾苦，然後他要從傾聽到的訊息中直接給受苦的百姓好處，而跳過台灣當局。北
京官員到台灣，刻意和台灣當局撇清關係直接進入基層，張志軍當然不是第一個。過去曾經令陸
委主委賴幸媛不滿，而如今不只賴幸媛已經去職，還出現有民進黨的北京應跳過台灣當局直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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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傾聽的呼籲，北京的出巡已經有了民進黨背書的正當性。 

       而北京這樣在台灣去主權化、去中央化的實踐上的進展，雖然藍綠、學者都沒提到，但
是恐怕才是北京最重大的收穫。此外在民進黨放棄逢中必反的策略後，北京史無前例地得到了藍
綠一致的肯定，這是另一個同等重要的收穫，因此我認為北京才是這次最大的贏家。 

       

從賴清德訪中，談到台獨，到張志軍來台，面對沿途不斷的抗議，北京展現相對克制的表現，但
是到
八月底兩
岸卻開始互嗆，似
乎中國對於台灣的策略有了不同的轉
變，民進黨該如何解讀? 
中共已經十年不對台灣提到一國兩制了，習近平最近重提是把統一的壓力進一步加在台灣頭上嗎
？ 

      今年賴清德上海一行的作法就很符合「穩健台獨」的作法。 

       
      至於8月底從張顯耀共諜案開始雙方放話互嗆，動作互槓接連不斷，而且愈來愈頻繁，甚
至於連馬習兩人都親自出馬，氣氛險惡，在整個交手的過程中的4個特別現象： 

      1、儘管雙方嗆聲不斷，但是，台灣出席APEC，和會期中比照上次例子進行王張會都還沒
有什麼問題，因此，雙方虛的嗆聲聲音和實的強硬對峙行動間還有很大的落差，雙方還是在鬥而
不破之局。 

      2、習近平對台灣丢出已經早就不提的一國兩制，是嗆出了10年的最高調；但是提出「希
望台灣方面尊重大陸13億人民的選擇與追求」又是幾十年來都不曾有過的最低調，低到不像中央
政府的調性，而這一個低調說法還不斷被重複提出。 

      最高調和最低調並置，落差更是非常大。 

      3、習近平既「希望台灣方面尊重大陸13億人民的選擇與追求」但是卻又堅持台灣讓出主
權，接受一國兩制，無意對台灣人民最在意的價值加以尊重，也不符合他強調的，對「兩岸選擇
不同的政治發展道路」的事實和選擇加以尊重。同一句「兩岸選擇不同的政治發展道路，台灣同
胞對於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的選擇，大陸予以尊重；對於台灣政治發展道路對其自身社會政治穩
定、經濟發展帶來的影響，大陸無意評論，但希望台灣方面尊重大陸13億人民的選擇與追求。」
的話中，3個段落，價值，立場落差很大。 

      4、在整個互相嗆聲過程中，北京對台灣方面反應最快，達到劍及履及，「惡聲至，馬上
反之」的並不是間諜案，而是台灣聲援香港佔中和香港普選。而且基本上「希望台灣方面尊重大
陸13億人民的選擇與追求」這一句話就會跟著登場。 

      從以上這4個特色看來，兩岸互嗆的關鍵所在就非常清楚了，那就是香港民主化問題。 

       一年多來，台灣波濤壯闊的公民運動不只和香港愈來愈激進壯大的民主運動互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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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激盪，互相學習，而且在運動中港獨還和台獨的認同度還同步升高。於是，北京急於要切斷
港台社會政治活動的關連。偏偏不止港台社會的民主運動愈串連愈密切，還逼得馬政府都不得不
跟進聲援，於是台海兩岸雙方你來我往，互嗆頻頻；但是也因為關鍵所在是在香港，不在兩岸間
，因此兩岸鬥而不破。 

      北京雖然說香港和台灣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領土，但是比起而「尚未統一」而
管不到因此談不上治理責任的台灣，已經是在北京實際統治之下，還有解放軍的駐紮的香港，如
果北京管不住，甚至因此讓民主向「內地」擴散，那將是北京的心腹之患。無論如何，現在北京
必須優先處理香港問題而不是台灣。 

      探討4個特色中提到的幾個政策和調性「落差」，我們將無奈於落差的不得不存在，代表
的正是兩岸矛盾，磨擦的難以閃躲避免。 

      若進一步探討，兩岸間政策的調性落差和矛盾，我們還會發現更多，例如，北京一方面努
力於要切斷港台社會政治活動的關連；另一方面卻硬把一國兩制再套在台灣頭上而把港台連在一
起，強化了兩地為共同追求民主連帶形成的命運共同體現象。 

      香港地方小小，但是一旦出問題牽扯很大，涉及了整個國家中央地方關係的基本架構和大
中國內部港澳、疆、藏、蒙，和外部的台灣的總體關係和治理問題。牽扯既然這樣地非同小可，
那麼，除非北京價值能與時俱進，有更大格局和視野，更創新的想像，否則北京對香港的治理在
可見的未來看不出有妥當改善的可能；在這同時，北京又將如何對待台灣？合理的推論是，儘管
北京調子提高了，為了避免處理香港時增加預料之外的變數，對台灣政策應會避免大變動；但是
被香港連動了的北京對台政策最近幾年出現的彈性將可能弱化；至於統一，口號調子固然很高，
但是在一國兩制的口號制約下將反而更欠缺具體内容和進程。 

      現在習近平在政策處理上臺灣/香港兩者優先的考量改變了，一國兩制的提法改變了，那
麼兩樣改變之後對台政策的具體內容又會怎樣改變呢，這是接下來大家關切的。 

11月29選舉投票結果，國民黨土崩瓦解，連、吳兩大親中家族落馬，將怎樣影響兩岸關係？ 

      在歷經台灣太陽花、香港佔中兩大事件的衝擊後，北京對台灣選舉結果應該是已經有相當
的承受度了。因此，在處理香港優先於台灣的策略下，對台灣將仍然依據和平發展的大方針，以
「維穩」做基調，既不求有速成的績效，也避免壓力太大而出現狀況。 

      另一方面，在連吳兩家大敗後，台灣政壇將沒有人會再沿著他們的親中路線了，加上郭台
銘助選失敗，所謂親中牌+經濟牌合體策略對民進黨的壓力大幅減少，這將使民進黨選擇穩健的
兩岸政策時有較過去好的空間。 

在這様的基礎上，總的來說，未來兩岸應將既沒有大突破也不致有大倒退行情勢發生，而在「和
平發展」的基調下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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