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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對台現況及作為

中共在歷經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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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二十大後，逐漸站穩腳步，成為總書記、國家主席及軍委會主席三位一體的型態，不僅習近平

權力一把抓，過往以集體領導的慣例也轉由個

人集(極)

權領導；而國務院也從擁有完整政策制定權轉而為政策執行單位，換言之，所有對外政策、內政

方針等全由習近平一人所獨攬。對於中國內部而言，收緊言論自由度、加大獨裁力道已逐漸蔓延

至所有人民。未來，中國在對內維穩、維權、維安等三大面向勢必更加積極與滴水不漏。

在對台現況與作為方面，持續以台灣在地協力團體，拉攏在野及各界民心；操作認知統戰及推進

台灣社團赴中交流；利用反間諜法以收國內外政敵的寒蟬效應；續加大反獨、促融、促統力道及

對台訴求戰略和統、戰術智統；及以貿易、法律戰以施惠台灣措施對台要脅等策略。對於中共來

說，2022

年台灣九合一大選所手法成功讓其食隨知味，但中共也認知地方選舉與大選層級台灣民眾的關注

重點必然不同，故勢必在2022

年的成功策略向上疊加施作更符合2024年大選前哨年(2023)

的策略方法。此外，隨著台灣主要政黨總統候選人已大勢底定的情況來看，中共在對台策略上將

有所因應與調整，戰略與戰術分頭並進，削弱執政黨士氣及力量為必然，但分化及合作兩個主要

在野候選人支持力量，使之能夠拉下執政黨更為首要之務，簡言之，只要非現在執政黨繼續執政

，任何政黨皆有與中共談合作的可能，撕裂台灣民眾對本土政黨的認同成為未來主要目標。

(一)積極拉攏台灣政黨及民心

自1987

 2 / 10

Phoca PDF

http://www.phoca.cz/phocapdf


兩岸國際

發佈：2023-08-01, 週二 17:00
點擊數：10240

年兩岸開放探親後，中共與台灣的交流便逐年遞增。不論是在教育、宗教、經濟、藝文、政治思

維等領域，台灣受到中國的影響尤為深遠。中共目前對台統戰工作以爭取「人心」為主要目的，

就如毛澤東所說「孤立敵人」，拉攏認同一個中國的在野黨及廣大台灣民眾人心，即是孤立所謂

「一小撮台獨份子」及執政黨，藉此標誌化認同中國與反抗中國的族群，差別對待處理。而日前

，也傳出中國在拉攏台媒遭遇挫折，不僅多數媒體不買單，且出席層級亦未達預期。如此情況，

必讓中共在拉攏在野及台灣民心作為上有所調整，例如：可能利用更多具台灣代表性看板人物進

行吸納，甚至投入更多資源上的挹注，如此才可能創造「兩制台灣方案」的「民主協商元年」氛

圍，並緊扣「戰爭與和平的選擇」論述及唱好中國經濟，吸引台資。

(二)操作認知統戰及推進台灣民團赴中交流

認知作戰一直是中共竭力操作的手段之一，與台灣政黨共同塑造「票投ＸＸ黨，青年上戰場」的

輿論氛圍。估計中共將不斷宣傳若2024

年仍由時下執政黨執政，將可能提前至2025年或2027

年啟動統戰各項攻勢。為不讓台灣民眾在選舉前哨年對中國軍武力量過於反感，除在特殊議題後

（如：台灣重要官員或人士出席美國或相關會議）需有較為強烈的軍事動作外，對台軍事施壓力

道會稍收斂(未來未定)，但仍會持續軍事作為；對台主旋律訴求和平。

中共在二十大後擴大營造萬國來朝的氛圍與形象，如：德國總理蕭茲、新加坡總理李顯龍、馬來

西亞首相安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法國總理馬克宏、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等訪問，尤其是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近期欲透過香格

里拉會議展開對話交流(遭中共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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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讓中共積極塑造各國需要中國的態勢；此外，中共也促使台灣政黨、社會團體，如：商總、

工總等訪問，讓台灣民眾認為經濟要好，還是需要與中國好好往來交流。

接下來的時間裡，中共除依現有模式推進統戰作為外，針對特定族群（如：原民、青年、企業等

）積極促進合作共識，估計將加大力道影響立委選舉，進而帶動特定族群總統投票意向。

(三)設置農漁產業經貿障礙隨時對台鬆緊策略交互使用

農漁民生產業議題向為台灣基層民眾關切事項，也是中共最易運用的議題。中共除塑造對台經濟

具有積極協助角色外，也對產業生產者的感受投放台灣政府無能拓展市場的問題，讓民眾以為中

國仍是農漁民等生產者必須仰賴的市場，藉此讓農漁民對台灣政府失望，進而投向能夠解決兩岸

問題、積極促進兩岸經貿往來的政黨候選人。如此作為能否奏效，自然也得取決於台灣政府在中

國以外市場拓展的成效，，若市場拓展得宜，中共此攻擊自然不攻自破；但若未達台灣農漁民所

希望之程度，則仍會有所傷。以故，積極塑造台灣執政者無法處理兩岸關係及失敗形象，以及在

適當時候設置技術性障礙讓執政黨解決，必然是接下來中共強力處理的部分。

(四)中國以貿易壁壘清查製造對台反制機動時機點

近期中共除常態性對台在農

業產品鬆緊措施交互使用外，單方對透過WTO

通知台灣將進行貿易壁壘調查，揭露台灣不准輸入的大陸產品有哪些，而中共此做法的目的，無

非是藉此讓其國內人民知悉對台灣的讓利，進而激起對台灣人的憤怒情感，升高對台制裁或武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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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量；但反過來看，中共如此作為，倒讓台灣人民更了解政府保障自己產品優勢的政策，恐難

引起多數台灣人民對政府的不滿，也看清中共過往對台貿易優惠皆有所目的性。如今若中共將其

措施砍掉重練，捨棄中國單方給的恩惠，將讓兩岸進入另一關係層次，也就是一般國與國的貿易

公平原則，讓兩岸回歸象與其他國家間往來的貿易常態，對於中共而言不一定是好事，所以，推

估中國利用貿易壁壘對台制裁，屬擾亂及提供自身主動性工具成份為高，至於該壁壘清查之效益

，則成為中共可隨時提款的成果。但值得關注的是，雖在政策及情感面是如此，但中共的作為卻

也讓台灣政府難以有所強烈的反制點，當主控權掌握在中共手中時，其欲於何時對台發動制約，

反而讓台灣方面顯得被動而難以因應。

(五)利用反間諜法對內外收寒蟬效應

中共修訂

《反間諜法》對境外組織或人士等作為進行長臂管轄的法源依據，使之可對外國人士進行修改或

下架相關發文內容；另外，也為間諜組織及其代理人實施或指使、資助他人實施、或境內外機構

、組織、個人與其相勾結實施

危害中國之活動，其中也包含了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國家機密或策動、引誘、脅迫、收

買國家工作人員叛變等態樣提供法源，方方面面都在為打擊境外勢力及組織建置無遠弗屆地捕捉

行動。

若進一步觀察，中共近日修訂法案，除了因應現今國際局勢外，另外一個重點更是針對台灣而來

，眾所周知，中共有節奏地將台灣政治人物列為台獨頑固份子，並二次、三次予以重複制裁，有

些境外人士對於中共多次的制裁感到不解，但事實上，中共的鋪陳往往有其節奏，一次、或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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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裁皆可能顯示未來利用此法的後續壓制力道。此外，由於被中共列入制裁名單的不僅僅是本

人，及其相關連之家屬皆是所限制人員，以故未來在關鍵時刻，中共可能以假造證據、羅織罪名

之方式將制裁人員及相關人員、組織，進行大範圍地擾亂、抓捕與壓制。

(六)加大反獨、促融、促統力道及對台訴求戰略和統、戰術智統

中共對台攻略自有其節奏。一般而言，中共在進行重要政策時，皆有最頂層的戰略目標，就目前

中共的政策來看，估計對台仍以「和統」為主旋律，因為疫後中國經濟仍屬疲弱，中共當局為拉

抬經濟動能，對外不得不採取保守攻勢，以將心力放在國內；此外，由於習近平破格連任第三任

，對內非習勢力尚未清理完成，估計五年內以武力對外大規模征伐的機率並不高。但雖然和統為

主軸，武力搭配的擾台仍主要手段，這不但有助釋放內部不滿壓力，也讓美國、台灣等周邊國家

知道他們對中及對台維護策略並未奏效；加上各項促融促統的和統手段的運用及轉換，將有助於

中共蓄勢、蓄權、維權達到各階段對台攻勢收效，達到戰略和統、戰術智統的目的。

民主陣營對中所採之因應與反制策略

自川普對中發動貿易戰至今已經近五年的時間，對於很多民主國家來說，川普對中國的打擊是促

使其對中反思與覺醒的開端。而川普以至拜登，對於中國政策的本質並無劇烈的改變，皆以「遏

制」為其主旋律，主要目標為：一、透過制裁或封鎖手段，抑制中國科技發展的空間或增加困難

及阻力；二、透過貿易戰、科技戰及「盟友外包」，「精準脫鉤」及「去風險化」，打擊中國全

球產業供應鏈的優勢和競爭力，藉此削弱中國目前力拼提升的經濟動能；三、透過強化與日本、

南韓、澳洲、印度、菲律賓等印太周邊軍事盟友國家，對中進行圍堵，並藉台灣海議題凝聚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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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營對中打擊力道、對美國向心力及對台灣支持力量，並進一步分散中國外交及戰略資源。

對於許多民主陣營國家而言，對中國的態度與認知確實在近幾年有重大的改變，尤其是藉由台海

問題的凸顯及台灣對世界安定、安全的重要性，轉嫁譴責中國擾亂世界和平、片面改變台海現狀

的穩定有重大的意義。但必須進一步正視的是，美國及民主陣營國家近期正在與中國關係加裝「

護欄」，為的即是欲與中國在「保持一定程度的對抗卻又不至於失控的關係」；對於其他民主盟

友來說，除了跟隨美國及對於民主自由價值的維護，也必須考量與中國不可在現階段扯破臉的關

係於是美國提出「精準脫鉤」及「去風險化」；歐洲國家則提出減少對中依賴，維持清醒不對抗

等均衡與中國關係的策略；日本對中國的策略，則是以經濟需求與國家安全為綑綁，也就是採取

「泛安全化」的整體策略進行與中國進行往來；而南韓，則必須為抵禦北韓，採取與美合作、與

日親近、融入全球體系，分散安全風險。

(一)美國表面對中採制裁、遏制與封鎖，但不積極脫鉤及去風險化

近年來，美國對於中國的制裁、遏制與封鎖策略不斷持續，拉幫結派、圍堵中國也是美國自拜登

上任以來力求實現的目標。但在近期，美國積極與中國尋求溝通機會，例如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對

話，國防部長奧斯汀不僅主動釋放欲與中國國防部長李尚福會面遭拒，但仍不放棄任何與中國對

話的機會。對於美國來說，雖對中採取制裁與封鎖，但仍變相利用其他管道對中釋放善意，尤其

是在經濟。美國近年在經濟確實走向衰退，由於美元霸權的支撐，衰退趨勢緩和且較難察覺；加

上美國債務逐漸浮上檯

面，和通膨情況越來越嚴重，不僅國債規模已

高達32萬億美元，十次的升息，利率來到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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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讓美國政府每年須支付國債利息金額

高達6000

萬美元；而通膨方面，雖美聯儲利用升息緩解通膨，但離達到真正的安全範圍還有很大的距離。

基於種種因素，美國對中態度可能有所轉變，必須啟動「全面對中接觸」的模式，藉由經濟、政

治等層面的溝通接觸緩解自身國內風險；同時美國也須與中國的重啟互動維持「對抗上的恐怖平

衡」。因為如此，傳出美國可能發布新的行政命令，解除部分對中國的制裁，來換取對話與合作

的空間。從目前的情況看來，目前的發球方為美國，球發過去後就看中國何時願意接？估計在七

月，美中應會逐漸開取對話，來緩解雙方不可再升高的緊張情勢。

(二)歐盟減少對中依賴，維持清醒但不對抗

對於歐盟而言，國家數眾多，各國為自身國家利益，對美中的策略自然不一致。雖然歐盟不斷倡

議需對中國減少依賴，但事實上許多歐盟企業仍加大對中國的投資。基本上而言，歐盟目前在價

值觀、戰略安全與經濟安全三者脫鉤處理，亦即價值觀上仍秉持民主國家思維，與美國同一陣線

；在戰略安全上，積極與美國合作互動，藉由烏克蘭及台灣問題為民主和平做出貢獻；但在經濟

安全上，歐盟則採取不一樣的策略立場，對中採取「維持清醒但不對抗」的模式，換言之，歐盟

不像美國採取精準脫鉤及去風險化，而是希望仍與中國在經貿上維持穩定的關係，事實上，歐盟

現階段對中的經濟戰略仍是開放式的，還沒完全準備好。

(三)日本對中國將經濟與安全綑綁，以泛安全化定錨

一直以來，日本無法將經濟與安全如歐盟般切割處理，往往利用經濟、安全、地區局勢、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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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複合模式包裹一起擘畫。對於日本來說，追求國家的絕對安全是首要之務，尤其時日本與中國

仍有許多島嶼爭議問題，以及和中國及台灣的歷史、情感問題，以故無法單獨以戰略、經貿為單

向運作。所以在對中策略上，日本向來採取「多面向內外連動」策略，在戰略層面上跟著美國前

進，在經濟上跟著國家整體大戰略調整，價值觀及人民情感上，則另作內部細膩處理。整體而言

，日本將各項議題以「泛安全化」的框架納入，在國家安全的架構下細膩操作各項對美、對中、

及台海議題。

(四)南韓擁美、親日、踩中，入群鞏固安全力抗北韓

對於南韓而言，在對於戰略的角度轉彎幅度更大、鬆緊程度更廣。以現任總統尹錫悅處理美、日

、中關係觀察，與北韓的問題被南韓政府視為重中之重，於是在與美國的互動上更顯得重要，畢

竟南韓需要美國協助與北韓的核問題，現階段也需要薩德系統的保護；在與日本的關係上，與日

本維持友好關係，也是促進與美國關係升溫的一項途徑；在台海問題上，適當的表態支持更是策

略之一。換言之，南韓的策略，現在必須積極融入美國民主陣營之中，尤其在再三猶豫才決定加

入Chip4

（晶片四方聯盟），便顯示這屆的南韓總統選美不選中的策略，若不在此時積極表態，不但得罪

中國，也則將無法進入美國民主陣營國家的核心圈。

小結

中共對台2024

年的佈局與策略，已不再只是兩岸之間的關係，更多程度將涉入美、日、韓、澳、歐盟等民主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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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的關注。即便兩岸問題現已被視為是全球的議題，多數國家願意與民主聯盟一同對台海安全進

行倡議，但中國對台的手段施作，仍然需要台灣自行因應。另一方面，民主聯盟國家亦各有與中

國之間長久以來的經貿互動脈絡，且如歐盟國家數眾多，各自國家利益的維護與安全的取捨，也

加添對中戰略是否與美國一致的不確定性。而對於美國而言，由於將進入大選年，政黨為勝選所

需，對中國考量因素將變得多元且複雜，尤其現階段美國積極並主動欲與中國打破零互動的冷空

氣，是否在未來對中國的策略作為有所修正，都將是接下來需要密切關切的重點。

作者 許慧儀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通識中心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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