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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近五年來兩岸關係發展模式及分析

一、現在美中關係與互動模式

自2016年5月20日民進黨政府上台以及在立法院取得多數席次後，台海局勢進入近年來另一個動

盪期，同時，也是兩岸關係嶄新的新起點，一方面是中共對於台灣新政府基本思維模式上的不信

任與疑慮，另一方面則是台灣方面對於欲將過去8年兩岸關係發展的傾斜導回連結國際社會的軌

道上，於是台灣與美國及世界上其他民主治理模式相近的國家積極互動與合作，發展出在中共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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屢強力干涉下，屬於自己的「類似邦交國合作關係」。

此外，美中雙方仍極力在互相搏擊中不讓過去的「修昔底德陷阱」再度發生，所以雙方在日前展

開拜登上任以來首次的視訊會面，希望藉由爭議管控、務實發展、降低衝突的系列原則，發展出

未來雙方關係走向的「指示效應」，即使在民主、自由、人權、意識形態上無法具有共識，但還

可以在氣候變遷、防疫、能源穩定、核武議題上進行常態性的對話與合作。換言之，美中之間仍

會遵循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所說的「該競爭時要競爭，可合作時合作，如果一定要敵對就敵對。」

以實力取勝型態是未來雙方互動的趨勢。

而這樣的型態，也牽動到台美及兩岸關係的關係，三方連動的糾葛是一直以來不爭的現實，「美

中關係直接影響台美關係，間接影響兩岸關係。美中關係緩和時，台美關係也會比較穩定，兩岸

關係也會平穩；美中關係緊張時，台美關係反而會密切，兩岸關係會趨向緊張。」拜登上台後基

本上回歸到民主黨以前的傳統對台政策但卻又稍微融合了共和黨先前對台灣與中國的部分策略，

為今後調整美中關係預留了空間，也在台美關係階段性地創了一些新局。

二、自2016年5月20日以來兩岸關係的發展趨弱

轉回兩岸關係來做觀察，若套用上一段內容中所提到的公式「美中關係直接影響台美關係，間接

影響兩岸關係。美中關係緩和時，台美關係也會比較穩定，兩岸關係也會平穩；美中關係緊張時

，台美關係反而會密切，兩岸關係會趨向緊張。」此時此刻的台美中關係，則是一般外界所認為

的「美中關係緊張時，台美關係會密切，兩岸關係會趨向緊張」這樣的局勢，加上中共認為民進

黨政府上任這5年多來，美台聯手對於中國進行「極限施壓」，認為台灣「倚美謀獨」的司馬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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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心路人皆知，所以不斷對台灣施以武力威嚇的方式和塑造儘快以武力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的輿論

場。

另一個需要認知的面向是，美中關係、台美關係與兩岸關係雖是連動，但中共在認知與操作上還

是有所區分，一般中共學界認為，雖然過去5年多台美合作對於兩岸關係的「擾動」屬於「戰術

面」與「訊息面」的政治操作，在本質面上、結構面和未來走向並沒有發生質變，兩岸關係在不

同時期所產生的顛簸都所是「茶壺內的風暴」，對整體中共所設定的統一趨勢沒有改變。

如此的階段性認知，更讓中共在對台操作可以與對美戰略上切分，在對台手段上依然無所忌憚，

以「1987年巴倫支海手術刀事件理論」式的施作，進一步對台灣造成現實上的威嚇，也給予間接

給予美國壓力；尤其在美國亟欲尋求與中國融冰進行常態性互動的需求之下，更讓中共對台施壓

的手段可以更加多元化與複合化，從近期中共再給台灣拉上幾位「台獨頑固份子」的清單就可見

一斑。只要美國一天尚未對「一中政策」做本質上的改變，與「法理台獨」尚未踏出實質上的一

步，中共就還有餘裕及理由對台灣「慢慢來」！

貳、中共對於台獨頑固份子的脈絡與後續作為

一、懲治台獨相關定義與法律基本脈絡

《中華人民共和憲法》在序言中即明定，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分。完成統一

祖國的大業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神聖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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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5年3月14日中共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其第2條規定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維護國家

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國家絕不

允許“台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第3條亦強調，解決台灣問題

，實現祖國統一，是中國的內部事務，不受任何外國勢力的干涉。北京當局設定在非以和平統一

方式外的界線，對於中共而言，這不是底線，而是在底線之上的紅線。

於2015年7月1日中共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新版的《國家安全法》

，第2條規定，國家安全是指國家政權、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人民福祉、經濟社會可持續發

展和國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對處於沒有危險和不受內外威脅的狀態，以及保障持續安全狀態的能力

；第11條亦明定，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侵犯和分割。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包

括港澳同胞和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第13條亦稱，任何個人和組織違反本法和

有關法律，不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義務或者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的，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則對危害國家安全罪做出更明確的規定，包括分裂國家罪、煽動分裂國

家罪、資助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活動罪等三項罪行。第103條則對分裂國家罪的構成要件該當性、

違法性，及有責性做出具體規定，關於分裂國家罪的部分，則規定組織、策劃、實施分裂國家、

破壞國家統一的，對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處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對積極參加

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對其他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

政治權利。另外，對於煽動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

剝奪政治權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而資助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活動

罪則於第107條明定，境內外機構、組織或者個人資助實施本章第102條、第103條、第10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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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5條規定之罪的，對直接責任人員，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

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綜上所述，中共對於分裂國家脈絡的定義是從2005年甚至更早以前就已經開始，除循序漸進為分

裂國家做定義之外，也慢慢帶出觸犯國分裂國家的罪行最高可處罰的刑責--無期徒刑，以此方式

嚇阻對國家統一有二心的份子。此外，中共也針對各種類型的台獨勢力祭出不同的懲罰措施，準

備予以迎頭痛擊。而中國的《國家安全法》第13條，「任何個人和組織違反本法和有關法律，不

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義務或者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的，依法追究法律責任」更是追究「台獨頑固

份子」的法律直接依據。

二、中共制定台獨頑固份子清單的目的

日前中國國台辦公布針對公然挑釁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台獨頑固份子」清單，中共涉台智庫

與學者也持續演繹「台獨頑固份子」的清單，除了指出警告與震攝台獨份子外，也強調後續具有

很強的針對性與可行性。所以，禁止其本人及家屬進入大陸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限制其關

聯機構與大陸有關組織、個人進行合作，絕不允許其關聯企業和金主在大陸謀利，以及採取其他

必要的懲戒措施等內容甚至不斷進行範圍演進與擴大的情形，都在意料之中。這個打擊措施其實

並非突然發生，中國政府早已展開規劃，對於清單內的份子也研議許久，也代表著中共已經徹底

捨去過往用本名或花名「叫喊台獨」，而以為不需要付出成本或代價的年代已經過去了！

由於中國仍將台灣視為其固有的一部分，為「一國兩區」的框架，中國當局更認為中國法律中所

規範的當然必須適用在台灣人民身上，加上台灣自己的刑法中本就有內亂、外患罪行的規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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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國政府的角度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凌駕於台灣的法律之上自是必然。所以中共拋出

「台獨頑固份子」清單法源依據不外乎是依照中國的《反分裂國家法》、《國家安全法》以及《

刑法》，再加上中共自行「促統反獨」的政治擴張；其目的無非是「針對島內外台獨勢力活動猖

獗、氣焰囂張，予以有力打擊」；再者，其對象方面則是以「涉獨言論囂張、謀獨行徑惡劣的頑

固份子，及其金主等主要支持者」，估計未來亦會繼續演繹範圍及內容；另外，主要採取的措施

則是「嚴厲制裁、依法必究、終身追責」等予以當頭棒喝。

三、懲治台獨頑固份子後續可能的作法

有些人會質疑，為何中共此次首批所公布的「台獨頑固份子」清單僅有三人（蘇貞昌、游錫堃、

吳釗燮）？若依照2018年、2019年坊間所流傳的名單動輒一、二十人以上，這樣的名單對於懲治

台獨勢力是否有些不給力？事實上，依據國台辦原文為「朱鳳蓮應詢表示，一段時期以來，蘇貞

昌、游錫堃、吳釗燮等極少數"台獨"頑固分子……」其中的「等」字，顯示這份清單並未完全揭露

，而是未來會視時機披露，或是中共當局將視其表現決定是否有迴旋的空間。

1.首批清單所釋出的強烈訊號是「警示」、「釋壓」和「埋伏筆」

事實上，首批台獨頑固份子清單的揭露，給予一個相當明確的訊號，便是中國當局雖在與美國的

對抗關係上如火如荼，而美方與台灣的關係也在同步加溫，但卻不妨礙中共對於台灣的密切關注

與懲治；換句話說，中共並不會因為台灣在國際地位上的能見度變廣與提升，而對台灣的嚇阻力

道有所退卻，反倒是會因為這樣的情況而更加提高對台灣的箝制力道與威嚇頻率，這是一種中共

內部「釋壓」的方式，藉由現在美中關係低點，明(2022)年1月又即將換取貿易協議，中國可能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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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下風的姿態來轉移焦點。對於中國人民來說，與美抗衡暫時討不到便宜，但在鞏固中國領土完

整性與打擊台獨勢力上，政府絕不可悠悠帶過與處於劣勢，這涉及的不只是中國人的裡子，更是

以此方式來架美國人的拐子。

此外，首批清單的釋出，是明確了中共會在清單人士及人數上不斷做增補，同時律定懲治的定義

、措施、和範圍及必須承受的未來危險及刑事責任。限制台獨份子到大陸、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

區對於中共及中國人民來說是最起碼的基本要求，換個角度來看，香港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50年不變的意涵」，也在台獨頑固份子清單的規定中再度證明完全被棄置，香港已經完全被收

歸國有，不再是特別行政區，已成為中國普通的一個省分。

其次，是中共在首批清單中並未納入一般認為應被列上的人士，如領導人等級的，而是列出三位

具有一定層級、代表性、和具懲戒性的人士，推測主要考量是在台獨頑固份子上，並不採取一步

到位的方式，也就是不一根竿子捅到底，中共可能認為以「切香腸」切到領導人腳邊的策略，將

更具有威脅感與壓力感，以層層加碼的方式，不讓兩岸關係直接進入到「準開戰階段」，也達到

分化的效果，這也顯示中共並未將這件事視為首要之務，僅以有作為、有措施的方式對國內人民

做交代，也對台灣民眾做表態，兩岸關係只要穩著就好，明(2022)年的二十大才是習總書記最關

心的大事。但是，在台獨頑固份子事件上的持續加溫，肯定是中共時不時會拿出來對台灣討便宜

、對中國人民安民心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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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關注中共接下來對於台獨頑固份子的極端作法和台灣人士自我審查的問題

(1)對於台獨頑固份子施以「貪食蛇」的方式斷金援

中共首波僅將三位民進黨指標性人物(蘇貞昌、游錫堃、吳釗燮)列入台獨頑固份子清單內，重點並

不在於此三人及家屬本身，而是在於關聯企業與金主才是主要的打擊標的，國台辦在此規範的背

後目的，其實是以最極端的作法，亦即以台灣《政治獻金法》中所揭露的資訊來威脅所有的台商

企業以後不得捐款給綠營，或進一步也可能選擇性地針對個別綠色台商企業進行打擊；而且除了

對台獨頑固份子追求刑事責任，並且終身有效外，其關聯企業與金主亦可能比照此標準辦理。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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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中國國台辦首批只列出三位台獨頑固份子，磨刀霍霍的真正對象並不在這三位和家屬，而

是要打擊提供金援台獨政治人物「背後的企業與金主」。

在1978年底，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放權讓利」政策，1990年代，台灣政府以管理辦法開放台商

赴中國大陸投資，開啟了一連串台灣企業及商人「西進」中國投資策略，對中國的經濟貢獻估計

超過3000億美元、直接創造超過1000萬人以上的就業機會、培訓大量中國勞工、提升生產技術也

提升企業現代化經營管理能力與國際觀和前瞻思維。但也因近年來，美中貿易關係交惡，中國政

策及法規面的不足，許多原本在中國經商的台灣企業陸續遷移回台或是往印度及東南亞發展，形

成一波為量不小的台商回流潮，估計有超過1兆2000億的台幣資金回到台灣，這樣的背景因素與

現況，也讓許多台商企業都中國有直接或是間接的關聯。

而首波中國鎖定的三位台獨頑固份子，其主要目的以未來可能有高機率其家屬或是周邊密切往來

人士會繼續投入選戰為主要考量，當然屢屢代表台灣對外主責外交關係的最高官方負責人，則是

鎖喉台灣對國際發聲的主要因素。以故，封鎖選舉金援和台灣國際管道便是此次中國最重要的「

鎖喉戰術」。

再進一步觀察，中方媒體亦刻意挑出監察院政治獻金的捐款企業，曾捐款給三位台獨頑固份子或

是家屬的獻金名單，有意無意釋放警訊，要這些企業提高警覺藉以威嚇，亦明示或暗示是否進行

企業的打擊的主動權掌握在中國政府手中；此外，對於確曾有捐款的企業，中國已掌握在手，而

對於未明確有捐款證據的，預判中國亦可能以「染色」的方式，在有需要進行特定企業的處置時

予以貼上「曾獻金給台獨頑固份子」的標籤。此外，我們也可看到中共首波對於台灣遠東集團開

鍘20億元新台幣，深入比較獻金藍綠政黨的金額，藉此方式清除藍綠通吃但又被列為較為親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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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

(2)台灣企業人士的自我審查及清除藍綠押寶的關鍵份子

隨著中國反獨得手段不斷加碼，許多企業亦可能會獻金前開始進行「自我審查」，一般而言，當

民眾需要自我審查時，意謂整體社會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等權利受到政府限縮，但明明台灣政

府對政治獻金一向是非常公開透明，民眾或是企業卻因為中國對台的反獨施壓，而可能導致其開

始進行自我審查的一連串寒蟬效應，這對台灣的民主、自由及人權是確有影響的。如此一來，也

將預見未來這些企業不只怯於與被列為台獨頑固份子扯上關係，必須多加輾轉或潤飾政治獻金的

方式，或索性不捐款以求自我保全；而被中國列為不受歡迎的外商企業（美、歐、日等）若與台

獨頑固份子連在一起的，都將可能被一網打盡，所以影響的不僅是直接關係，而是廣泛的間接關

係都會被代入。再者，這份清單恐將無限擴充至軍事領域、經濟領域、媒體領域、文化領域、教

育領域等，絕不會僅限於政治領域。

參、小結

中國所釋出首批的「台獨頑固份子」清單，乍看之下似有當事人及其家屬而已，但實際所影響的

層面則是後續一籮筐並且相當廣泛的直接、間接的關係網絡，意味著中國雖在此階段還未盡全力

反制台獨，但已在為統一所規劃的進程步步前進。「台獨頑固份子」的清單推出，即是首斷這些

台獨指標性人士等人的背後金援，這樣具有「指標性的引導方式」，估計中國接下來幾波的反獨

名單都將擴大採取此種策略，甚至將可能推出「台獨頑固企業」、「台獨頑固教育份子」、「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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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頑固文化份子」等細緻類型，等予以系統性的追責與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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