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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外交戰的意義

     
兩岸外
交戰的根本原
因，是政權合法性的爭奪。
1949年中國共產黨推翻了中華民國政府在中國大陸的統治，並於1949
年10月1日在北京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而由中國國民黨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則
遷往台灣，至此形成台灣海峽
兩岸直至今日的長期分治及對立。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近60年前的那場內戰，已消滅中華
民國政府，在中國大陸這塊土地取得政權合法性，是享受絕對主權的國家。從這個角度上看，不
論是「對內自決」的行政立法權，抑或「對外自主獨立」的國際承認，都不容許有第二個相同政
權存在，因此，站在政權合法性的立場，兩岸的外交戰基本上是不可能消失的。

      台灣及中國在與外國建立外交關係之發展，是兩岸關係緊張的結構性根源。外交成為主權
展現的象徵，同時存在零和對抗關係，因此始終是兩岸衝突的根本。台灣須在國際間爭取國家承
認，中華民國的法統才能延續；大陸棄而不捨摧毀中華民國及台獨，才能將法統問題轉入聯合國
規範框架，屏除第三國的介入調停。「台灣發聲，中國消音」反之亦然，這是兩岸外交戰的固定
零和賽局。

貳、兩岸外交戰的現況

      兩岸之間的外交戰已持續數十年，台灣的邦交國在過去十幾年來，數量最多是1990年代，
那時與我之邦交國多達31國；最少則是1980年代末期，只有21個國家與我建立正式外交關係。
我國目前擁有 23 個邦交國，大部集中在中南美洲。

      在中共外交部網站上，對「臺灣問題」是這樣定義的：
「所謂臺灣問題，從內涵說，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一）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戰的遺留問題
，純屬中國內政。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國民黨的一部分軍政人員戰敗後退到臺灣。他們在美國
政府支持下，武裝割據臺灣。這樣，臺灣問題首先就是：首都在北京的代表全中國人民的惟一合
法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同臺灣當局的關係問題，應該由海峽兩岸的中國人自己來解決。

      
（二）臺灣問題是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民族尊嚴、反對外來干涉
的問題。
美國政府應當嚴格遵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原則，徹底糾正並停止其利用臺灣問題干涉中國內政
、阻撓中國統一的種種錯誤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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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問題的本質是分裂與反分裂、『台獨』與反『台獨』的鬥爭，焦點是“一個中國”與“兩
個中國”的鬥爭。
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堅決反對任何旨在分裂國家、分裂民族的各種陰謀，堅
決反對任何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或搞“臺灣獨立”的圖謀」。

      因此，中共對於我政府發展外交關係之態度始終非常強硬且意思明確，明白地認為：「臺
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3年的《開羅宣言》和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
均在國際法上明確地確認了中國對臺灣的主權。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
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這是任何人都無法改變的客觀事實。迄今為止，中國已與世界上160
多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它們都承認一個中國的原則，都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並且，中共也在國際上強調：「中國政府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是繼續堅持鄧小平先生提出
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和江澤民先生提出的現階段發展兩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
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發展兩岸關係和實現和平統一的基礎。長期以來，
中國政府為推進兩岸關係的發展和中國的和平統一作出了不懈努力。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早日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13億中國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堅定決心。對於我國
欲加入聯合國或是與他國建立外交關係皆會被中共視為意圖分裂中共領土與主權之行為，必將毫
無商量餘地表明反對與抗議」。

      在九十年代末，台灣的國安會曾經把中共的外交打壓歸納為「三光政策」，所謂「三光政
策」，亦即將中華民國的「邦交國挖光、國際政治生路堵光、對等談判籌碼擠光」，目前的情況
是，「三光政策」已經無法完全概括中共對台灣的外交圍堵，在廿一世紀後，中共的外交打壓又
發展出另外的「三打政策」，它是指「打擊我政府領導人的威信；打斷台灣人民的國際交往管道
；打消台灣的國際地位」。其中有三個新的方向：首先中共對我方的圍堵已經不只針對國家，也
專門針對我國領導人，成為羞辱我國政府領導人的一種手段。其次，中共對我方的圍堵擴及到了
人民和民間團體，第三是重點在國際社會上落實「一個中國」原則。所以，應該概括為「三光、
三打策略」。

      除「三光、三打」之外，還有「一包養」，即試圖在國際社會上包養台灣。例如要求台灣
加入中國代表團，就可以參加WHA，還有在中共的奧運外交上，也想包養台灣的主權（例選手協
訓、工程招標及分場到台灣）。此外，中共操作了許多新型態的外交方式：文化外交、經貿外交
、奧運外交等，在對台灣的外交戰略已經成為了全方位的圍堵政策，從政治上的圍堵，更延伸到
了NGO、經貿（如奧運工程和交通建設等對外招商合作）；第三部份是社會文化，例如加入國際
扶輪社、加強僑社工作以及成立孔子學院等文化宣傳上的圍堵；四、中共在打壓台灣人民正常的
國際交流活動的同時，其實就是向國際社會傳達一個簡單的訊息，即台灣人民是不受歡迎的，有
台灣人在的國際場合，中國人就會被激怒。

      中共奉行主權至上、領土完整等傳統觀念的結果，就是在任何場合總是不忘提到「台灣」
，有很多時候會讓一些與台海沒有關係的國家感到莫名其妙。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波頓，曾有類似
的體會：談到中美問題時，除了台灣，還是台灣。只要碰到和台灣有關的問題，在安理會上中共
一路反對，以致瓜地馬拉、海地、馬其頓等問題懸而未決。顯然，涉及兩岸間主權議題時，中共
之退讓空間極小且難以溝通。在兩岸敵對關係下，兩岸進行外交割喉戰，競相加碼以金援外交拉
攏台灣的邦交國，造成兩岸資源的重大浪費，並讓國際投機政客遊走兩岸競標外交，不但國內輿
論批評，國際外交圈更視為笑話。

參、中國評估台灣國際空間的十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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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外交休兵難以定義和據以執行。
台灣的國際活動空間問題對兩岸都是個重大的挑戰，北京理解台灣的民意並不表示就能處理，在
未經談判、澄清疑慮之前，大陸方面不可能給臺北一張空白支票，讓台灣徑行揮霍。

      （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應當是：可放；可收。放、收自如。

      
（三）台當局一面要求中國大陸給臺灣外交空間，一面又不斷地試圖用金錢外交突破自身外交上
的窘境，這是不是有點強人所難？是不是該先堰旗息鼓，修正兩岸金援外交的競賽？

      （四）如果可以讓美國不插手臺灣事務，那無疑是對臺灣問題的釜底抽薪,
這個時候就可以使用外交策略和平的收回臺灣。

     
（
五）要充分考慮到民進党重
新上臺以及馬英九突然倒向台獨的後果。
不要在統一確認前給臺灣任何國際空間，相反，要極大的壓縮臺灣的國際空間。

      
（六）從臺灣人的角度看，在加入國際性組織問題上是對他們自身的認可，無形中提高他們的形
象。
但是由於大陸的堅決反對，他們感受到了“壓迫”。大陸政府在承諾保證臺灣人民利益的前提下，
不是臺灣人民不接受的問題，而是臺灣政府不接受.他們認爲接受會降低他們的地位，相當於臣服
。所以我們要必須處理好兩者之間的矛盾，把握分寸應付臺灣當局的百般刁難。

      （七）台灣領導者首先要擺正自己的位置。
即要擺正臺灣在臺灣百姓心中的位置，更要擺正臺灣在世界大格局中的位置；既要擺正自己與邦
交國間的位置，也要擺正邦交國與中國大陸的位置；如果這些位置連自己都搞不清楚，你又怎麼
可能有外交空間？

      
（八
）臺灣領
導者要承認中國大
陸在世界格局中的作用、地位、及其
越來越彰顯大國的風範
；清醒地分析臺灣的外交空間，如果台海兩岸真能擱置爭議，特別是臺灣領導者及台媒體要能客
觀公正地分析臺灣的外交空間。

      
（九）臺灣與中國大陸都不可能是國與
國間的對等關係。
即使退一萬步說，中國大陸與臺灣是國與國的對等關係，它也還有一大國與小國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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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臺灣想跟中國大陸要
外交空間，坦白說，交換的籌碼是什麼？
一個承認九二共識，還是各自互表的原則，然不成就是馬英九當局全部的籌碼？

      此外，解放軍主要表達兩點態度：

      （一）馬英九所主張的是「不獨」而不是「反獨」；

      
（二）兩岸要在正式結束敵對狀態，簽署和平協議之後，才能去談外交休戰與國際合作之類的議
題。

肆、兩岸外交休兵的六種含義

      歸納起來，兩岸外交休兵至少包括下列六種含義：

      （一）外交休兵指的是外交承認，這是從國際法來解釋。

      （二）外交休兵指的是彼此對對方外交立場的調整，這是有效手段的第一步。

      （三）外交休兵意指中共全面停止對台灣的外交打壓，這是台灣學者的想法。

      
（四）外交休兵是指兩岸優先於外交，雙方相互協助、彼此尊重。這是馬英九總統的想像。

      （五）外交休兵指的是有條件給予台灣國際空間，這是中國官方及學者共同的解釋。

      
（六）外交休兵在現階段指的是互不挖邦交國及擴大台灣國際參與，這是外交部長歐鴻鍊的想法
。

伍、兩岸的差異與盲點

      綜合上述的討論可以發現，目前兩岸政府對「外交休兵」的認知差異很大，從北京來看：

      

顯然的，外交休兵這個名詞本身就含有對等及兩個主權國家的意義，因此，中共官方刻意避免使
用外交休兵或休戰，而是將之歸類為「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這還停留在「一國兩制」的思維
，即中央對地方關係，仍不脫中央處理地方涉外事務的範圍與框架。

      
（二）中國勝者為王及宗主國的心態也很濃厚，因此，才會出現「台灣必須承認中國在世界格局
中的作用、地位、及其越來越彰顯大國的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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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醒地認識臺灣自己的外交空間」這類的要求，簡言之，勝者為王的心態表現在「中國是大國
，台灣是弱國」。更嚴重的是宗主國的心態，它表現在宗主國對附屬國家的賞罰原則，因此對附
屬國的行為，有功則賞，反獨有功就給予補償；有過則罰，搞台獨就會被懲罰。在這種心態下，
「給予台灣國際空間」是宗主國對附屬國的恩賜。

      
（三）中共對外交休戰的思考仍不脫其對台方針與目標的範圍，現階段中共對台政策的戰略目標
是反獨，促統與穩定。
而中共的專家學者一再強調，台灣要給什麼？甚至提出「九二共識，還是各自互表的原則，然不
成就是馬英九當局全部的籌碼？」這樣的問題時，我們就必須考慮，中共會向台灣要求什麼？根
據中共對台政策的目標，合理的判斷中共會向馬英九政府要求「促統」，這將會使兩岸關係又走
進死結之中。

      
（四）因
此，經過中共內部
的一輪討論與評估之後，中共又走回
「內外有別」的原則。
也就是說，面對台灣時，中共固然
強調「九二共識」；但是在國際
上，中共絕對是「一個中國」，毫不放鬆，也絲毫沒有妥協餘地。這將會讓兩岸外交休兵的談判
走回原點。

      
（五）目前中共方面出現一種聲音，且可能逐漸成為主流意見，此即「正式結束敵對狀態簽署和
平協議之後，才可能推動全面性的外交休兵」。
這種主張的優點是從兩岸僵局的根源來解決問題，可以一籃子解決兩岸關係的所有問題，但是，
正因為它的敏感度最高，困難度也最大，因此是不是要把兩個不同議題的談判掛鉤，其實是可以
考慮的，否則，把兩個高難度的議題結合在一起，只會增加麻煩，徒增解決的困難。

      對台灣而言，也存在一些思考的差異與盲點：

      
（一）台灣有很多人想要推動兩岸外交休兵的心態是厭戰偏安，其出發點是為了省錢不浪費資源
。
對台灣來說，這種心態有利於自已無可厚非，但是放在國際上就有問題，每個國家的外交都講究
自己的利益，對台灣有利，而外國無利可圖，甚至減少外國的利益，那麼外國無論是邦交國或非
邦交國為什麼要配合台灣？更何況某些與台海安全情勢習習相關的外國，有他們自身與台灣不同
的國家利益存在，假如兩岸外交休兵可能走向傷害他們的利益，而這些外國預先懲罰台灣時，台
灣豈不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我們考慮過這種情況嗎？

      
（二）台灣對大陸強調外交休兵的重要動機是為了節省金錢，不要被外國勒索，這可能沒有考慮
到北京有些人並不這麼想，尤其是中國涉
外事務的人。
對這些人而言，他們自認為是這場戰爭的大贏家，而且並不認為代價高昂，只要研究過近年來中
共為推動自身外交所投入的金錢與資源的數量，那麼可以得到一個共同的結論，即北京投入封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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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外交的資源，跟中國為了國際各項工作所投進的資源相較的話，幾乎是不成比例的。重要的
是北京進一步的把兩岸外交戰視為一種懲罰台灣的有效手段，那麼中共為什麼要平白無故的放棄
這個手段？

      
（
三）
馬總統說
「台灣要從兩岸互
動看外交」，於是有些人的思考就囿
於從兩岸來思考外交。
但是，兩岸與外交的基本性質畢竟不同，外交有外交的領域與範圍，外交有外交的規則與邏輯，
外交是涉外行為，當然也就包括外國政府、外國人民與各類國際組織的行為規範與判斷認知，這
些反應都會反饋到兩岸政府，也是兩岸雙方談判時所必須考慮與計算在內，更何況，中共外交部
及其他部門也沒有「從兩岸互動看外交」，其官方的反應反而是「從外交互動看兩岸」，目前就
是處於這種狀況，如此反而顯現出「從兩岸互動看外交」這種思考過於一廂情願。

      
（四）台灣有些人對「外交休兵」的觀念
是很含混的。
其一是如同前述，把「兩岸和解」等同於「外交休兵」；其二是把「外交休兵」等同於「國際空
間」，甚至把「外交休兵」等同於「中共允許台灣要有國際空間」，其三，流露出在各種國際鬥
爭中對台灣不利之處就要求休兵，對台灣有利之處就略而不提的天真想法。也由於概念的含混，
台灣方面在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給大陸方面的感覺就是什麼都要，更嚴重的是，在自己還沒想
清楚之前，就大量的向外界提出各種主張與要求，逼的北京只好透過各種管道，甚至是公開的向
台灣方面表達「循序漸進」的回應，在私下的場合則對台灣表現出更加蔑視的態度。

作者董立文為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系副教授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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