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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自己的人，那是無法一一細數的，至少無法容納於一頁的篇幅

內。也許我沒辦法把這些曾經幫助過我的人通通列在這篇謝辭

裡，但至少可以感謝催生這篇文章的人們。 

 

  首先必須感謝我的家人，在我最脆弱時給予的支持。再來必

須要感謝我的指導教授許湘濤教授，不厭其煩地審視我的論文，

這篇論文能到現在的完成度，真的是多虧了教授的指導。另外，

必須感謝擔任我口試委員的張峻豪教授以及潘兆民教授，過去在

人生的其中一個時期，曾經朝著創作者的方向發展，在那時深深

體會到，一篇創作出來的文章乏人問津時，那種挫折的孤寂感有

多悲傷，如今可以邀請到兩位來審視我的論文，更是在社會上處

在教授這樣地位的菁英，總覺得很害怕自己值不值得兩位教授的

時間，於是在聯絡口試時間時都戰戰兢兢的，但是兩位教授的回

應即時且正面，給了我更多面對口試的勇氣。 

 

  另外，要感謝一些過去支持我的朋友，我這樣無能的人，沒

有你們，我的玻璃心是無法面對諸多挫折的，有了你們，我才能

漸漸到了迎接這最後局面的日子。有些人不斷的關心我的論文進

度，有些人教導我格式的修改、有些人正面積極的鼓勵我，這些

我都心懷感激。最後感謝系上各位教授，沒有各位，如今我的論

文可能連個理論的「理」字都還生不出來。再感謝系辦辛苦的助

教們，我這種天兵型學生可能時常在造成你們的麻煩，真的很抱

歉。感謝各位曾經參與過這段旅程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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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透過新古典現實主義所提出的兩個影響外交政策的因

素：決策者的信念以及決策者對於國內力量整合的能力，以

2013 年至 2017 年的兩岸關係新聞文獻進行研究。本研究認為透

過分析國民黨以及民進黨執政時兩岸政策的一致性以及差異性，

可以觀察到國民黨及民進黨在兩岸政策中，哪些決策受到了國際

體系影響，哪些決策受到了自身信念以及國內力量整合所致，藉

此分析兩岸關係產生變化的原因與本質，並對國際關係理論進行

補充。 

 

  本研究發現:第一、台灣在選舉以及政黨輪替後兩岸政策改

變的幅度較大。第二、之所以會在選舉以及政黨輪替後產生較多

變化，是因為決策者信念以及國內力量整合所致。第三、之所以

兩岸關係有可能不扈從國際體系希望台灣扮演的角色，是因為台

灣不具備國際法地位，使新古典現實主義中的傳送帶理論適用於

台灣尤為明顯，台灣決策者會用更多自身的信念對國際體系進行

補充。第四、基於台灣決策者更常使用信念補充國際體系環境，

在信念與中共兩岸政策不契合的狀況，則會改變兩岸關係。 

 

關鍵字：國際關係理論、兩岸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九二共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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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16 年，台灣政權自中國國民黨轉移至民主進步黨。這

一次的政權輪替，民進黨取得完全執政。民進黨在這完全執政的

環境之下，其兩岸政策與國民黨執政時期的差異，基於兩黨的核

心價值以及對兩岸關係的理解的分別，使兩岸關係面臨一個與過

往截然不同的走向與趨勢。國民黨傾向與大陸發展較為緊密的關

係，而民進黨則是重視台灣自身的獨立性以及自主權。而這一點

信念的歧異，本研究認為，會造成國、民兩黨對兩岸關係的理解

產生差別，並隨著台灣執政黨更替產生外交行為上的改變，而這

樣子的差異性對兩岸關係的影響衝擊，是本研究認為在政權交替

後值得關注的要點。 

 

  在國際關係理論中，現實主義以及自由主義對於國際關係行

為者作用於國際關係的解釋，大多不傾向將國內行為視作能夠對

國家之間的外交行為造成關鍵影響的因素。比起國內因素，兩大

理論更在意國際關係理論對於國際關係通泛的適用性，目的在於

能夠以理論的核心價值，來廣泛的解釋大多數的國際關係行為。

然而，這樣的通泛性固然是做為大理論的重要特性以及價值，但

國際關係行為的構成複雜，本研究認為行為中的細節以及異例也

應該被解釋和討論。基於上述理由，本研究認為國際關係理論仍

有必要試圖解釋行為中的國內因素，來對大理論進行更詳細的補

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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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兩岸關係來說，政黨的輪替對於兩岸關係的影響，顯而易

見。自民進黨執政以來，兩岸關係與過去國民黨執政時期相比，

無論是於政府的外交方針或者在兩岸政策，皆具差異，這種改變

未必僅是隨著現實主義所假設之權力的變化，國際體系的環境，

或是自由主義在政治體制以及經濟互賴上的因素而產生改變。兩

岸政策以及關係產生變化的時間點，與台灣國內所發生的事件，

如選舉、社會運動等較有關聯性，這代表了無論國際體系是否產

生變化，兩岸關係以及政策都可能受到了國內因素的影響。大理

論的通泛概念認為兩岸關係之間的選項及方向仍然跳不脫權力平

衡、國際體系的影響，進而形塑出兩岸關係的現況，但是在這大

理論下，新古典現實主義所提到的國內因素，包含決策者的信念

不同、決策者國內力量整合，使兩黨在兩岸關係理解上產生的差

異，作為影響因素來說，仍然能使權力以及國際體系影響下的兩

岸關係，產生相對劇烈的方針轉變以及關係的質變。本研究認為

這樣的細節不僅有助於對大理論的補充，更能解明兩岸關係的變

化與性質。 

 

  新古典現實主義對於國內因素的討論，是本研究分析台灣國

內因素的理論工具。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優點為，此理論並不排斥

國際體系以及權力在外交行為上的影響力，而這兩個現實主義的

前提，在探討兩岸關係時，皆是不能被排除的重要因素，因為兩

岸關係深受台中美三角關係的影響，權力則作用其中。美國作為

體系霸權，對於兩岸關係的理解及發展佔重要角色，而在美國體

系下的兩岸關係，使得中國只得以和緩方式試圖統一台灣或者拉

近兩岸距離，台灣也只能在維持現狀的基礎上，於美中之間搖

擺，中國與台灣又存在著相當的權力差距。在這些層面，新古典

現實主義以國際體系和權力做為基礎，肯定國內因素在體系中對

於國際關係所造成之影響的特質，得以在國際體系的影響力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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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排除的前提下，解構兩岸關係行為裡的國內因素。 

 

  在國際體系的限制下，台灣作為民主國家，可觀察到各式選

舉前後，兩岸關係的政見不論何政黨都多有著墨。為什麼兩岸關

係政策在同樣的國際體系下，不同政黨的見解中會存在差異。有

著如此差異的兩岸關係政策，在選後的實踐上，又如何在相同的

國際體系環境上，基於其見解產生不同的政策走向。以新古典現

實主義的論點來說，這樣的情形是因為：國家並非完全理性的行

為者，決策者們對於國際體系的理解並不相同，這種理解上的差

異，則會透過決策者自身的信念以及國內力量的整合產生政策的

變化。基於此種論點，本研究認為利用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台

灣的兩個政黨，針對兩岸關係不同的理解，以及選後在兩岸政策

上的改變，具充分的解釋力，可以在研究範圍內將兩岸關係的變

化進行解構分析，不僅可以在新現實主義的大理論之下，透過新

古典現實主義做更為細節的因素觀察，另一方面，也可以藉此對

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進行補充驗證。對於新古典現實主義自身

理論的補充，可以透過兩岸關係的解構，驗證新古典現實主義的

國內因素變化在哪一個派別的象限之內。並且，基於國際關係是

行為者的互動關係，台灣因為政黨輪替，所產生的外交政策改

變，對於中共的影響為何，也是本研究希望觀察的重點。 

 

  以個案為例，2000 年至 2008 年前民進黨籍總統陳水扁的外

交政策來說，陳水扁的「一邊一國」、1「廢統說」、2「四要一沒

                                        
1 陳水扁執政時期一邊一國的發言來自於 2002 年 8 月 3 日總統陳水扁於東京世界同鄉會時談到

「台灣與對岸中國是一邊一國」、「台灣的現狀改變要公民投票」之言論。詳見： 

  大紀元，〈總統以視訊直播向世台會年會致詞〉， 

http://www.epochtimes.com/b5/2/8/3/n206104.htm，瀏覽日期：2002.8.3 
2 廢統說起於 2006 年 2 月 27 日，陳水扁裁示停止國家統一委員會以及停止適用國家統一綱

領。詳見： 

 大紀元，〈陳水扁宣布終止國統會和國統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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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3等具有台獨色彩的發言與政策方向，不只使兩岸關係產生

改變，同時美國方面也表達了反對立場。4從這個個案中可以看

見台灣在外交政策上的兩個面向：第一，台灣所做出的外交政策

不一定符合國際體系中國抑或是美國的預期。第二，台灣的外交

政策具有內部因素的影響。 

 

  在這個個案中，對於陳水扁為什麼會選擇兩面不討好、超出

國際體系期許的政策，學者蘇起以及陳一新認為這樣子的決策動

機在於藉著台灣的外交挫敗，來加深兩岸之間的敵意，藉此來博

取國內的選票。5而在學者邵宗海的觀點，陳水扁總統做出如此

之外交政策的原因有三，第一，團結國內泛綠陣營：學者邵宗海

認為提出「一邊一國」的說法是為了團結國內泛綠陣營勢力，為

該年度的北高市長選舉壯大聲勢，並部屬來年的總統大選，另外

也可做到強化自己的主張，相對的製造在野黨與中共同聲唱和的

形象。第二，陳水扁總統認為，這樣的聲明是保護台灣的主權不

                                        
http://www.epochtimes.com/b5/6/2/27/n1239123.htm，瀏覽日期：2006.2.27 
3 2007 年 3 月 5 日，陳水扁提到台灣要獨立、要正名、要新憲、要發展、台灣沒統獨路線，只

有統獨問題的說法，稱為四要一沒有。詳見: 

  大紀元，2007.3.6，〈陳水扁提「四要一沒有」引發激烈爭議〉， 

http://www.epochtimes.com/b5/7/3/6/n1637474.htm，瀏覽日期：2007.3.6 
4 在一邊一國論提出後，中國表示不會容忍台灣獨立，美國則重申上海公報中，美國認知台灣

屬於中國一部分的立場。詳見: 

  大紀元，〈各界對陳水扁一邊一國論的反應〉，

http://www.epochtimes.com/b5/2/8/4/n206297.htm，瀏覽日期：2002.8.4 
而對於廢統說，國台辦指責陳水扁總統的台獨立場，會盡一切努力防止台灣走向獨立，認為此

舉嚴重破壞兩岸關係，美國則透過國務院報告表達陳水扁總統應確認沒有廢除國統會，沒有破

壞現狀，並重申美國不樂見兩岸單方面改變現狀。以上中方態度與美方態度請分別詳見: 

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中台辦、國台辦就陳水扁推動”廢統”發表談話〉，

http://www.gwytb.gov.cn/wyly/201101/t20110124_1730578.htm，瀏覽日期：2006.2.26 
蘋果日報，〈美促扁確認終統非廢統：直呼姓名措辭嚴厲，黃志芳反諉過媒體〉

https://tw.appledaily.com/forum/daily/20060304/2443726/，瀏覽日期：2006.3.4 
對於四要一沒有，中共重申反對台灣法理台獨，美國國務院則提出美國反對台灣獨立立場，並

且認為陳水扁總統應遵守其政策中不包括獨立問題的諾言，即指四不一沒有。詳見: 

  大紀元，〈陳水扁提「四要一沒有」引發激烈爭議〉， 

http://www.epochtimes.com/b5/7/3/6/n1637474.htm，瀏覽日期：2007.3.6 
5 蘇起、陳一新，〈「烽火外交」燃起遍地烽火〉，收錄於陳國祥主編，《哭泣的台灣-看民進黨執

政八年》，（台北：INK 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8.2），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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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矮化，並且讓台灣的未來能夠讓台灣的人民來決定，他認為自

己如此的聲明是應該被肯定的，是其做為總統所應盡的職責。第

三，本身陳水扁總統的特質與理念促使其提出一邊一國的論點。

6 

 

  從學者們的論點可以看出，當年陳水扁總統所提出的一連串

外交政策傾向，具備有領導者自身的信念，以及國內力量整合的

需求，而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產出了使中美兩方對台灣的不信

任以及兩岸關係緊張的外交政策，這種國際體系理論解釋上的異

例，在諸學者的觀點中得以國內因素來進行解釋，而國內因素正

是新古典現實主義所注重的。 

 

  政治科學的目的在於預測，國際關係理論的目的在於止戰。

以這兩個核心目的而言，現今執政的民進黨希望透過外交行為上

的改變，讓台灣能夠在兩岸關係之中扮演更具自主權的角色，中

共會不會因此在兩岸關係的處理上做出改變？兩岸關係會朝著新

方向發展亦或關係惡化？符合政治科學以及國際關係理論上所希

冀解釋並發揮實用性的重點。而國家單方面在政策上的改變又或

國內風氣上的變化在兩岸關係這個案例中，是否會影響兩國之間

的外交行為，此問題答案也得以對國際關係理論進行補充。 

 

 

 

                                        
6 邵宗海，2003.8，〈陳水扁「一邊一國」主張的分析與兩岸關係的影響〉，「第十二屆海峽兩岸

關係學術研討會」，全國台灣研究會、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合

辦，廣西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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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欲透過探討 2016 年台灣政權轉移前後，兩岸關係的

變化，來得到本研究之解答。研究範圍設定於 2013 年前國民黨

籍總統馬英九的第二任期中至 2017 年底，民進黨籍總統蔡英文

執政自 2016 年初屆滿兩年之時。選定本研究範圍原因在於，研

究範圍內所發生的兩岸關係事件以及變化較多，並與台灣國內因

素的關聯性較高，國際體系較為穩定，範圍內涵蓋一次地方首長

選舉(2014)以及一次總統大選(2016)，此次總統大選使台灣政黨

輪替，得以使本研究既能將觀察變因控制於台灣的內部因素改

變，排除其他外在不定因素，也涵蓋國民兩黨不同的執政時期，

可方便交相比較。 

 

  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使用文獻分析法，文獻分析法是指根據

一定的研究目的或課題，對於文獻進行收集、分析與研究，進而

從文獻中提取所需資料的方法，以此方法全面而精準地掌握想研

究的問題。蒐集內容上儘量要豐富廣博，以此收集來的資料，經

過分析後，再行歸納統整，分析事件的淵源、原因、背景、影響

及其意義等。這些文獻資料可以來自政府部門的報告、工商業界

的研究、文件記錄資料庫、企業組織資料、圖書館中的書籍、論

文與期刊、報章新聞等等。文獻分析法的分析步驟有下列四種：

閱覽與整理、描述、分類以及詮釋。7 

 

  透過文獻分析法分析資料，本研究選定聯合知識庫做為使用

資料庫，聯合知識庫中包含研究範圍內本研究所需之所有聯合報

                                        
7 朱柔若譯，W. Lawrence Neuman 著，《社會研究方法：質化與量化取向》（台北：揚智，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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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刊登兩岸關係事件報導。本研究擷取與研究內容相關之文章，

排除其中如社論等作者個人見解性質較重的文獻，著重新聞事件

本身，避免主觀意見影響研究結果。透過聯合知識庫文獻，將其

中與中共、國民黨政府、民進黨政府對於兩岸關係以及彼此之間

的理解與行為有所關聯的所有資料庫文獻分為四大類，分別為:

一、民進黨對於兩岸關係的理解與行為，二、中共對於兩岸關係

的理解與行為，三、國民黨對於兩岸關係的理解與行為。佐以與

兩岸關係相關之事件，如社運等新聞事件對三大類文獻做一重點

檢視。再將四類文獻統整，以事件與時期區分之。 

 

  篩選統整之文獻，基於新古典現實主義中所定義之國內因

素，進行分析解釋。新古典現實主義定義之國內因素有兩種，第

一為決策者的信念，第二則為國內力量整合的影響。決策者的信

念除了觀察領導層級的發言外，同時需要觀察所屬政黨的核心價

值是否符合其發言以及外交決策傾向。對於國內力量整合，本研

究著重於兩個層面：第一、台灣的社會運動與選舉。第二、執政

黨內是否對領導層或者黨的方向存有異議。透過觀察研究範圍

內，信念以及國內力量整合的影響，來對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見解

進行分析驗證，並觀察研究範圍內的兩岸外交事件以及行為，觀

察中共以及台灣在何種外交事件中，受到那些因素的影響導致外

交政策和兩岸關係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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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基於國際理論的通泛性特質，必須要建立在一定理論

架構下通泛適用各種狀況的理論基礎，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立論

中，在文獻探討過程中，對於其所主張的國內因素，在操作上也

較為保守，這是因為國內因素所涵蓋的範圍太大，若要將所有可

見因素納入其中，勢必影響國際體系理論的簡潔性。於是，本研

究認為若欲以新古典現實主義解釋兩岸關係，勢必需要對本研究

的兩項因素：決策者信念以及決策者國內力量整合做一概念界定

與限制。 

 

  本研究在文獻中在信念層面，新古典現實主義定義決策者的

信念來自於決策者的教育以及人生經歷，本研究將透過收集之文

獻，主要觀察受到決策者的九二共識認知與接受程度來判斷其信

念傾向，以及信念影響下對於兩岸維持現狀的理解。這是因為據

本研究觀察結果，九二共識的接受與否以及對維持現狀的理解，

會是主要影響兩岸關係的關鍵。而九二共識中的一中原則，是國

民黨以及民進黨在信念拉扯上的重要因素，維持現狀則是國際體

系所賦予兩岸關係的期許，同樣也受到決策者的理解所影響。而

在本研究的文獻分析上，決策者包含了資料庫內主要黨政相關人

士對於兩岸關係的看法與分歧。 

 

  於決策者國內力量整合方面，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是決策者

在國內的資源動員能力。本研究觀察，以本研究觀察，台灣內部

所發生的學運事件，以及地方、總統大選，最能夠展現決策者力

量整合動員狀況，在大選中失去政權則自身的兩岸政策信念難以

實踐，造成政策產出的困難，並且可直接反應民眾對於政府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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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度。雖然兩岸政策對於台灣政權的產出只是其中一項因素，但

是基於本研究所擷取分析的文獻內文重點在於兩岸關係，文獻中

即會展現出國民黨以及民進黨對於支持度以及兩岸關係理解的關

聯性。 

 

  名詞方面，在本研究正文中，將以中共稱呼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權，大陸則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台灣略稱中華民國，

而台灣則代表台灣地區，中國國民黨皆略稱為國民黨，民主進步

黨則略稱為民進黨。本文所指之中共對於兩岸關係的理解以中國

大陸官方發言以及官方媒體對兩岸關係、對於兩岸關係的發言以

及政策走向來進行統一整理分析。國民黨以及民進黨對於兩岸關

係的理解，包含文獻記載之相關部門的官方發言、政治領袖、執

政黨以及所屬政黨人士對於兩岸關係的發言以及政策走向來進行

統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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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認為透過本研究提出之問題的解答以及假說的驗證，

不僅能夠驗證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基礎，理清新現實主義的體

系理論與新古典現實主義的連帶關係，強化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立

論，並使其作為理論工具，活用於兩岸關係的案例中解釋兩岸關

係的改變。現實主義作為大理論，為了理論的通泛性，國家被視

為理性的行為者，國家行為不跳脫權力所形塑的國際體系，本研

究希望透過兩岸關係以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解釋，加強現實主義理

論在國內因素影響上的補充。 

 

  而本研究認為對於社會之貢獻，是可以更清楚兩岸關係的複

雜性。透過本研究的研究過程與結論，可以更清楚兩個政黨在面

對兩岸關係時採取了什麼樣的態度、在那些節點兩岸關係產生了

改變、自身的理念影響了哪些決策。這使本研究對於決策者而

言，得以透過這些觀察，更理解自己在國際體系中的角色，並更

好拿捏自身的兩岸關係決策。 

 

  兩岸關係複雜多變，兩岸權力落差甚大，台海毫無疑問是世

界上較容易產生衝突的地域，兩岸關係中的行為者對彼此的理解

程度，以及對彼此底線的掌握，是避免此地域產生衝突的重要情

報。而本研究以新古典現實主義所解構之兩岸關係細節，希望能

在這複雜、衝突氣息濃厚的晦暗區域發揮作用，協助執政者更理

解體系環境以及維持關係所需之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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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典現實主義(Classical Realism)方面，霍布斯(Thomas 

Hobbes)認為，權力是解釋人類行為的關鍵因素，人對於權力的

追求是無窮盡的。而另一方面因為人類彼此可以相互消滅，於是

會對死亡產生恐懼而猜忌彼此，而國家是個人的集合體，所以國

家也會將生存以及權力的追求視為最根本的政治目的。8但是與

個人不同，國際社會處在長期無政府狀態，並不像國內政治一般

可以形成公共的權威機構，所以在這樣的國際社會環境下，自助

(self-help)是在這種狀態下獲得安全的方法，國際社會的行為者

即國家都必須不斷追求權力來維護自身的利益。9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認為在無政府以及自助前提下，國際關係現實主義

有六項原則：第一，政治受限於人性深處的客觀規律。第二，政

治領導人以權力判定利益行動。第三，生存是每個國家核心利益

和最低限的考量。第四，不可以把抽象的道德標準套用到國家

上。第五，國家的道德追求不等於普遍道德規範。第六，政治的

行為必須用政治的基準來進行判斷。10因此摩根索基於上述的見

解，他認為，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是國際關係中維持秩序

的的關鍵因素，國際法與國際組織、條約在權力失衡的狀況下都

會失去其效力。而在重視權力的國際關係之上，權力平衡是國家

之間能夠維持現況的重點因素。11在 John Mearsheimer 的觀點裡

                                        
8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ichael Oakeshott (Oxford, England: 
Basil Blackwell, 1946), p. 64. 
9 Kenneth N. Waltz, “Force, Order and Justice”, (Report on Panel Discussions at ISA annual meet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11, No. 3 (1967), p. 279. 
10 Hans J. Morgenthau, A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ssential Reading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pp. 48-53. 
11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6th ed.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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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另外補充到，權力平衡中，國家會希望權力最大化的前提假設

原因為：第一，國家之間為無政府狀態。第二，國家間彼此擁有

毀滅他人的軍事力量，第三，國家彼此之間的意圖無法猜測。第

四，生存是國家的最根本目標。第五，國家是理性的行為者。國

家之間的行為是基於對彼此的猜忌，並且恐懼對方權力的擴大。

雖然 John Mearsheimer 主張對於權力的重視，但其也提到權力也

就是生存對於國家來說是最優先項目，但這並不代表國家不會重

視其他面向的事物。12 

 

  從上述幾點可以發現現實主義的核心價值在於國家在無政府

的前提下，權力平衡狀態有下列特質：權力運作的行為者是國家

本身，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傾向於不信任，對於現實主義觀點中國

家的角色，認為國家是理性的行為者，其政治目的即是國家的生

存，所以國家追求權力最大化的過程中達到權力平衡時，國際關

係才會趨於穩定。但是權力雖然是作為維持國家間維持現況的重

點因素，但國家也未必只重視權力。 

 

  與古典現實主義較為不同，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重視國

際體系(international system)的作用。華茲(Kenneth N. Waltz)針對

國際體系與國內體系的差異，認為國內的政治體系是層級關係，

而國際政治體系是水平關係、同等關係，不存在凌駕於各國之上

的權威。13因為缺乏權威而導致彼此的不安全，並且行為者間的

功能也相近，難透過分工模式整合，因此在這種國際體系下，國

家所追求的是獨立與自主，在體系中行為者的行為動機是取得安

                                        
McGraw-Hill, 1985), p. 296. 
12 John Mearsheimer, Anarchy and the Struggle for Power, Essential Reading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pp 54-67. 
13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p. 8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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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位子，這也適用於自助的原則。然而，國家間的能力是有差

異的，因為彼此目標的相同，武力是國家能力中最容易被展現的

力量。14而實力較弱的行為者為了避免風險，會試圖建立權力平

衡。15這種權力平衡因為國際無政府狀態的前提，實力較弱的行

為者會傾向對抗而非投靠強國。16 

 

  古典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有著相當的差異，古典現實主義

代表摩根索將理論基礎建立在人性本惡以及追求權力，而華茲對

於其理論基礎則是國家間能力的分配。因為在這樣權力理解上的

分歧，以及新現實主義對於國際體系上權力平衡的認知，古典現

實主義認為國家的目的本身就是追逐權力，而新現實主義則認為

權力是用以實踐國家獨立與自主的工具，無限的追求權力提高了

其他國家合作對抗之的風險。於是兩者在權力平衡上的定義並不

一致。新現實主義認為，在國家行動和彼此互相影響的過程，權

力平衡會在其中自動形成，不論國家是有意識的維持平衡或無意

識的，權力平衡現象都會存在。17 

 

  然而權力平衡並非完美，史洛德(Paul Schroeder)對新現實主

義所提到的在國際體系下，無政府狀態前提假設，小國比起扈從

強國，會傾向於與之對抗這點進行質疑，他認為各國在國際體系

變遷的時局，行為準則多以與強者合作或者與衝突雙方撇清關

係，並非如華茲所提的權力平衡模式。18羅斯克蘭斯(Richard 

Rosecrance)則補充說明，新現實主義的權力平衡其平衡對象不應

                                        
14 Ibid. pp. 102-113.  
15 Ibid. pp. 116-118.  
16 Jack Donnell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8. 
17 Kenneth N. Waltz, op. cit., p. 127. 
18 Paul Schroeder, “Historical Reality vs. Neo-realist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1994), pp. 118-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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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客觀實力強大的國家，還必須要視要平衡的國家是否具有主

觀修正現況的意圖。19也就是說，國家採取平衡手段的對象除了

客觀實力優於自己外，主觀層次上也需要有侵略的意圖。20華茲

則再透過威脅平衡理論對於原本新現實主義的國際體系權力平衡

做出了三種修正：第一、將主觀層面的認知因素導入。第二、平

衡是與其他行為者合作一起對抗優勢「威脅」的行為，而扈從則

是加入危險的一方與之成為盟友。21第三，威脅平衡理論認為國

家行為的動機是「躲避威脅」(threat-averting)，追求生存安全的

最高可能，無法與具有威脅性的國家抗衡且找不到盟友的情況

下，便有可能採取扈從得到最低保障。另外，認為體系內的國家

會因為其他國家外交政策所表現出的「意圖」(intention)而改變

自身的行為策略。22 

 

  羅斯克蘭斯的威脅平衡論為新現實主義所主張的國際體系權

力平衡補充了幾點：第一、行為者在權力平衡中的選擇是受到主

觀層面的認知因素，意味著國際關係的行為者並非總是依照通則

與情勢進行平衡和外交決策，至少在羅斯克蘭斯的理論中，「威

脅」如何認定，勢必牽涉到行為者的主觀，這代表國際關係行為

者未必如同新現實主義的基礎理論所描繪，是作為理性的行為

者。第二，外交決策所表現出之「意圖」，如果挑戰了既得利益

國家，則行為者會對威脅源採取平衡，於是在外交決策上的「傾

向」，會影響彼此之間的關係。但是，威脅平衡論沒有提到，行

為者基於什麼因素認定何種外交政策為「威脅」?而行為者的既

得利益又是以什麼因素加以認定？ 

                                        
19 Richard Rosecrance and Chih-Chen Lo, “Balance, Stability, and War: the Mysterious Case of the 
Napoleonic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0, No. 4 (1996), p. 497. 
20 Stephen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5. 
21 Ibid., p. 17. 
22 Richard Rosecrance and Chih-Chen Lo, “Balance, Stability, and War: the Mysterious Case of the 
Napoleonic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0, No. 4 (1996), pp.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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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這樣子在新現實主義的理論下所欠缺說明的因素，摩根索

曾提到權力分為物質與非物質的面向，認為除了物質上的軍事與

經濟實力，非物質的對他人的心理影響力、道德、世界輿論以及

國際法均是國家政治權力的一部分。23雖然比起國內政治來說，

這些因素對於國際政治的影響力較小，但可見得非物質權力中包

含了心理、道德、理念的因素。而摩根索更提到在探討權力時，

重點應該要放在國家的行為和意圖上。24基於這樣子對於權力的

解讀，羅斯(Gideon Rose)提出，國家並非是理性且單一的行為

者，因為國際政治的權力分配和國家的外交政策之間並非有完美

傳送帶(transmission belt)連結，而使外交政策以國家依據主觀認

知來解讀國際體系的權力分配、政府動員資源的能力強弱、對國

際結構的認知反應、菁英階層是否對於相對權力有所共識之要素

產生變化。25羅斯認為，國際體系會鼓勵或者限制國家在外交決

策上的選擇，但是決策者仍然是國家內部的決策核心，國際體系

的權力分配仍須透過決策者進行轉化而成外交決策。而決策者又

會受到國內政治制度、權力關係或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制約，使得

國家的外交決策不僅是受到決策者對於國際體系的認知，也受到

國內諸因素的影響。26 

 

  由羅斯所提出之新古典現實主義觀點，可以觀察到對於決策

者受到何種因素影響，使其對於權力及國際體系產生歧異認知這

部分，與現實主義對於國家是理性行為者這個假設的看法有所分

                                        
23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6th ed., (NY: 
Knopf, 1985), CH.15-18. 
24 Ibid., pp. 32-35. 
25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1
（1998）, pp. 146~147. 
26 鄭端耀，〈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1 期(2005.1)，頁 

11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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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自此可以得出幾項新古典現實主義對於權力運作的觀點：第

一，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權力、國際體系的影響力並非如古典現

實主義或新現實主義所言，完整且通則性的傳達給決策者。第

二，決策者作為轉化外交政策的核心，其對於權力以及國際體系

的認知將影響對應之外交政策。第三，決策者自身又會受到國內

政治制度、權力關係或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制約。總的來說，新古

典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體系、決策者以及國內因素包含政治制度以

及權力關係等，這三項因素之間的互動影響了最後國家所產出的

外交政策。 

 

  針對國際體系與決策者和國內因素的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

認為決策者是國家外交政策的最終決策者，而決策者又是因為自

己對於國際體系的認知來產出外交決策，所以從這一層關係上來

看，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體系與決策者具有層次關係。在這

點上廖舜右教授認為，國際權力分配以及國際體系的壓力仍然是

決策者產出外交決策的主要自變項。27而從上述羅斯的論點也可

以得出，新古典現實主義之所以認為決策者會作出不符國際體系

的外交決策，是因為決策者對於國際體系以及權力的認知不同。

同樣由羅斯提到，國際體系的影響主要展現在長期的外交政策，

而中短期的外交政策則國際體系下的權力分配未必足夠影響國家

的外交政策。28以此，可觀察到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認知下，國際

體系下的權力分配依然是影響外交政策的關鍵，而決策者因為其

對於國際體系以及權力的認知，加上國內體系對其的制約，進而

產出外交政策。 

 

                                        
27 廖舜佑、蔡松柏，〈新古典現實主義與外交政策分析的再連結〉，《問題與研究》，第 52 卷，第

3 期(2013.9)，頁 43-61。 
28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Policy” , World Politics , Vol .51 , 
No. 1(1998) , p.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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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各方論點，根據學者蔡松柏提出的四項分

類，可以整理出以下派別： 

 

 

 

  體系理論派認為，國內因素作為新古典現實主義的中介變

項，而體系中權力的分配還是影響外交政策的最主要因素，學者

羅斯認為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功能是在於探討行為者適應與控制國

際環境的能力。29而在這樣的基礎上，極數(number of poles)的結

構對外交政策的影響以及國內因素對行為者操作能力的限制是新

古典現實主義在體系理論派的觀點下所須探討的重點面相。30 

 

  而學者 Wohlforth 則認為新現實主義仍然較重視權力本身，

不夠重視使用權力的企圖，他認為國家的外交政策可分為維持現

狀(status quo)以及改變現狀(revisionists)。而行為者的意圖可以透

過權力的相對分佈以及物質利益來判斷，他認為權力的增加，就

會提高行為者改變現狀的企圖。31 

 

 

  體系修正派的觀點認為新現實主義的體系理論不用重新詮

釋，應該在體系的邏輯之下加入些許的國內因素即可，無法在體

系中達到權力平衡的國家只是體系理論中的異例，而在體系理論

的前提之下，加入部分國內因素，則可以加強體系理論的說服

                                        
29 Ibid., pp. 157-159.  
30 蔡松柏、廖舜右合著，〈新古典現實主義在安全研究之發展:理論基礎與外交政策類型〉，碩士

論文，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2012.1)，頁 14。 
31 Randall L. Schweller, William C. Wohlforth, “Power Test: Evaluating Realism in in Response to the 
End of Cold War,” Security Studies, Vol. 9, No. 3 (2000), pp. 7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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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學者 Zakaria 認為國際環境影響了國家所能選擇的選項，而

選擇的本身則要看國家的內部情勢，並依此來強化解釋力。32學

者 Rathbun 則認為新現實主義所提出的體系架構本身對於行為者

來說是一種期許，並不具有強制力，所以體系雖然會限制國家的

選項，但是決定權仍然在國家的手上。另外他也認為，國內因素

常常在狹隘的利益影響之下，產生對外交決策的影響。33在體系

修正派的觀點，新古典現實主義仍不脫新現實主義的國際體系理

論架構，而國內因素如理念和國內政治則用來解釋體系中不符合

權力平衡的外交決策。 

 

 

  國內修正派認為新現實主義的體系理論過度缺乏對於國內層

次的思考與討論，新古典現實主義針對新現實主義的國際體系理

論，應該回到古典現實主義中來以國內因素的變項來針對新現實

主義進行補充。學者 Kitchen 認為，古典現實主義認為理念因素

比起新現實主義有著較多的認識，像是決策者對國家利益的評

估，理念會填補決策者在威脅的解讀以及對手意圖的判斷之不足

處。34認為現實主義本身可以接受國內因素對於外交決策的影

響。而學者 Sterling-Folker 認為現實主義提出將國內決策過程視

作對應威脅以及國際環境變因的觀點，本身就能夠詮釋國家的外

交決策，而不需要另闢理論來解釋說明。35總的來說，國內修正

派認為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是建立在國際體系作為環境因素，

                                        
32 Fareed Zakaria, “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1992), pp. 196-198. 
33 Brian Rathbun, “A Rose by Other Name: Neoclassical Realism as the Logical and Necessary 
Extension of Structure Realism “ Security Studies, Vol. 17, No. 2 (2008), pp. 304-305. 
34 Nicolas Kitchen, “System Pressures and Domestic Idea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Model of Grand 
Strategy Form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6 (2010), pp. 125-127. 
35 Jennifer Sterling-Folker, “Realist Environment, Liberal Process, and Domestic-Level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1, No. 1 (1997), pp.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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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也同時存在國內政治以及決策者理念因素，不需另闢理論說明

之。但因為國內層次存在無窮進的變項，理論整體無法如古典現

實主義以及新現實主義那般簡潔。36 

 

 

  在國內理論派的觀點，認為新古典現實主義必須避免讓已經

趨近完整的體系理論上，因為加入國內層次因素而失去其理論的

簡潔性，所以國內理論派重視新古典現實主義在分析模式上的建

立。學者 Schweller 提到因為無論體系如何給予行為者壓力，還

是會經由國內政治的決策過程，來產出對應的外交決策，所以透

過分析國家於什麼政策上具有一致性(state coherence)，是新古典

現實主義所應視為重點的理論基礎與其欲解釋的重點。37他針對

菁英間的認知異同、各種外交政策的國內政治成本、國內政治機

關部門在外交政策上所承擔的風險等國內政治過程，作精細的分

析，讓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國內理論派得以將國內因素的變項限制

在部分要素內，維持體系理論的簡潔。38而學者 Lobell 則將決策

者的威脅評估(threat assessment)作為外交政策主要的中介變項，

並且以此來將其他的國內因素進行整合，並說明決策者如何藉由

外交政策的手段，讓國家能達到自身所求之國際戰略與國內政治

目標 

 

  從上述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四個派別整理，可見表 2-1： 

                                        
36 同註 30，頁 16 
37 Randall L. Schweller, op. cit., pp. 168-169. 
38 Randall 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2, (2004), pp. 17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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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新古典現實主義的派系觀點 

 對體系理論的看法 對國內因素的看法 

體系理論派 權力的相對分佈以及物

質利益是外交政策的主

要影響因素。 

國內因素作為中介變項

影響外交政策，會對決

策者產生操作能力的限

制。 

體系修正派 體系理論不需重新詮釋

解釋國家的外交行為，

需以國際體系為最主要

影響因素。 

以體系的邏輯為基礎加

入國內因素可強化體系

理論，因為決定權仍在

國家手上，而狹隘的國

內利益也會對外交政策

造成影響。 

國內修正派 體系理論欠缺國內層次

思考，應回到古典現實

主義中尋找如理念因素

對外交政策的影響，而

體系本身則作為環境因

素，與國內政治和理念

因素一同考量。 

決策者在缺乏對於威脅

以及對手意圖之資訊不

足時，國內政治與理念

的國內因素可能會對決

策者的認知進行補充。 

國內理論派 體系理論是完美的，應

保持體系理論本身的簡

潔性。 

應避免國內因素傷害體

系理論的簡潔性，雖然

外交政策是經過國內政

治過程產出，但在分析

國內因素的變項需限制

在特定要素上，並且重

視國內因素的分析模

式。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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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和以上的觀點，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共同觀點為：第一，國

際體系皆是解釋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第二，因為外交政策是由

國內政治的過程產出，因此國內因素會影響外交政策。但是四種

理論在國際體系以及國內因素作為變因的重要性則見解不同。 

 

  本研究認為，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四大派系，主要是針對國際

體系以及國內因素的影響程度來做區分。兩岸關係在民進黨執政

之後，雖然相處狀況改變，卻也維持一定程度的現況，這是在國

內理論派所提到的外交政策之一致性。而在現況的前提下為什麼

兩岸關係卻仍然產生關係的變化，即是本研究所欲探討的問題。

而本研究認為，新古典現實主義在兩岸關係的最大價值，應在於

重視國際體系的前提下得以分析國內因素對外交政策的影響，符

合本研究對於兩岸關係的見解。 

 

  從上述諸理論中，我們可以得知，新古典現實主義之所以主

張國內因素會影響國家的外交政策，而使外交政策會產生一定程

度上背離國際體系的選擇，主因在於行為者之間對於國際體系的

認知理解不同。而這一層在認知理解上的不同，會被決策者的信

念以及國內力量整合因素填補，進而使產出的外交政策未必符合

國際體系環境所要求國家所應做出的抉擇，但是國家做出的選擇

又不會跳脫國際體系環境的大範疇。本研究認為，這是因為雖然

新古典現實主義中所主張的國內因素，也就是信念以及國內力量

整合等，會影響外交決策，但是這個外交決策，本身也是在國際

體系的架構之下，由決策者所產出的，是決策者認為適合現下國

際體系的決策。所以這樣子的決策對於外交關係所造成的變化，

雖然可能在國際關係上，產生了相當程度的質變，但是造成的結

果，可能符合決策者對於擬定政策時的預期，決策者也認為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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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國際體系環境的需求。所以，基於什麼樣的信念與國內因

素，決策者在決策過程是做出了如何兼顧信念和國內因素卻又得

以顧及自身所認知的國際體系環境下國家所需扮演的角色，對於

新古典現實主義來說，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重點。本研究認為，一

個政策之所以能夠在信念以及對於國際體系的理解差異下，仍能

夠做出不脫離國際體系的政策，是因為外交政策具備了符合國際

體系，具有一致性的層次，以及加入了信念與國內因素，可能相

對不符合國際體系的層次，兩個層次之間具有彈性，兩者間可以

使最終政策的產出在一定程度上不會完全違背國際體系的架構，

卻又有差異之處。國際體系本就具備著限制體系內成員作為的能

力，而行為者以不同的方式達到自身認為同樣符合國際體系的結

果，不僅不會傷害國際體系理論的簡潔通泛性，甚至可以透過信

念以及國內因素的項目，來深入探討行為者在外交決策上的變

化，以及基於何種層次的政治目的使兩岸關係產生改變。 

 

  於是本研究認為，新古典現實主義以國內因素作為中介變項

的好處，在於可以更細節的了解決策者是基於何種信念、何種國

內因素、希望達成何種目的與結果、藉此來分辨兩岸關係中，行

為者對於體系的理解差異如何影響了外交政策以及國際關係。而

本研究認為這必須透過國內理論派的見解，找出兩岸關係的一致

性與不一致性來進行比對分析。兩岸關係的維持現狀，是國際體

系所賦予的架構，但是在維持現狀的性質以及手段，新古典現實

主義中信念以及國內因素所影響的部分，是能夠更確切的了解兩

岸關係的行為者在這段外交關係中，所追求之政治目的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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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認為，國際關係理論適合用以解釋兩岸關係，然而，

基於兩岸關係是否為國際關係，在實務以及學術界皆有議論，本

文認為在解明新古典現實主義與兩岸關係的關聯性前，須先定義

兩岸關係是否適用國際關係。 

 

  兩岸關係是否為國際關係，有數種說法與見解。對於兩岸關

係是否為國際關係，根據台灣憲法的主張，在中華民國憲法增修

條文第 11 條提到：「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

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39」據此條文，在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二條中，將臺灣地區定

位為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大

陸地區則指台灣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領土。說明以中華民國政府

以及憲法的立場，大陸地區是我政府並無治權的中華民國領土。
40在這一層定義下，中華民國與大陸地區的來往關係在政府的立

場無法被視為國際關係。而在實踐的情形，研究範圍內國民黨政

府以及民進黨政府均曾以憲法為題，提到兩岸關係並非國際關

係。41 

 

                                        
39 全國法規資料庫，〈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2005。 
40 本條文中針對台灣地區提到為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地區，大陸地區則無。 
41 國民黨一貫的立場即為基於中華民國憲法以及九二共識，兩岸屬「一個中國、兩個地區」，而

非國際關係。在民進黨方面，蔡英文在 2016 年的就任演說時曾提到「新政府會依據中華民國憲

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及其他相關法律處理兩岸事務」， 

詳見: 

  黃名璽，〈馬英九：基於憲法 兩岸非國際關係〉，

https://www.epochtimes.com/b5/13/10/22/n3992359.htm，瀏覽日期：2013.10.22。 

  鍾麗華、施曉光、邱燕玲、蘇芳禾合著，〈就職演說 蔡總統：尊重九二會談歷史事實〉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991943，瀏覽日期：2016.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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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術界的論點上，羅德明(Lowell Dittmer)教授認為，主權

與政府所行使的統治權或有效管轄權應該是合而為一的，中國大

陸以及台灣的現況是互相主張彼此主權，但是皆有無法行使統治

權或有效管轄權的區域。而從國際關係理論層面來看中國大陸與

台灣做為行為者，兩者均具有外交自主權。42 

 

  以本研究之理解，本研究認為不論於意識形態或者學術界前

輩為兩岸關係的定義為何，皆必須考慮國際關係理論的本質以及

在本研究中的用途。國際關係理論是用以解釋國際關係的理論基

礎，其本身的性質為解讀國際關係之工具，既是工具，則應滿足

其適用條件即可，應無關乎政府對這段關係的認定，而是有沒有

適用理論解釋的行為存在。針對學術界對於兩岸關係的定義方

面，本研究之重點也並非陳述或案例引用來解釋兩岸關係是否為

國際關係。 

 

  本研究透過國際關係理論來解釋兩岸關係的立基在於：行為

者間是否具有獨立的外交行為？首先，台灣與大陸存在互不隸屬

的外交部門、獨立的外交政策、不同的邦交國、以及在領土所擁

有的治權，這一點也是被行為者所承認的，因為兩岸彼此皆不否

認治權，實務上彼此的治權也無重疊。於是，本研究以外交行為

為研究主體，實際上中共以及中華民國政府治權不重疊，並不相

互隸屬，對彼此之領土並無管轄權，有獨立的軍事武力，兩者之

間互相往來均透過協商與談判，適合使用國際關係理論進行說

明。 

 

  根據本研究觀察，兩岸關係在 2016 年政權交替之後產生了

                                        
42 羅德明，〈重新爭辨:解析兩岸關係的糾結〉，收錄於包宗和、吳玉山合編，《重新檢視爭辯中

的兩岸關係理論》，（台北:五南，2009），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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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這種變化在台灣 2016 年總統大選，台灣政權轉移至民進

黨後尤為明顯。43這樣的改變從時間點上來看，未必與國際體系

相關連，而是台灣在政權交替後，決策者兩岸政策的改變。由此

可觀察到，政權交替在研究範圍內，作為外交政策改變的因素，

比起國際體系來說可能更為直接。另外，兩岸之間的權力分配，

在研究範圍期間，並未有顯著改變。以古典現實主義傳統的權力

理解來說，在軍事面，根據 2013 年以及 2017 年的國防報告書來

比較，均指出台灣與中共的軍力失衡狀況，並且對於中共動武的

風險皆有提及，而軍事實力方面，中共的權力仍然是凌駕於台灣

之上。44可以見得國民黨政府以及民進黨政府執政時期，兩者在

軍事面上的權力差距並未有改變。在經濟方面，台灣對於中國的

經濟互賴，根據台灣的兩岸經濟月報統計，台灣對於中國的貿易

順差自 2013 年至 2017 年的 5 年間，貿易順差比重分別為 122、

92.8、58.5、60.1、67.3，雖有下滑趨勢，但順差的消長並未體

現在 2016 年台灣對中國政策方向改變的時間點。45總體經濟實

力方面，根據經濟部統計，2013 年中國大陸的國內生產毛額為

96073 億美元，台灣為 5116 億美元，2016 年中國大陸國內生產

毛額為 111910 億美元，台灣為 5313 億美元。46這表示在總體經

濟實力方面，中國與台灣間的差距在 2013 年到 2016 年間不減反

增。從上述軍事以及經濟雙面相的權力層次，可觀察到中國與台

灣之間的差距拉大，兩岸關係的行為者間權力的相對關係並無改

變。 

                                        
43 台灣政權交替造成兩岸關係產生變化，在本研究後述章節多有提及，詳見本研究第四、五

章。 
44 於 2013 年國防部國防報告書中指出，中共大力挹注國防預算，使兩岸軍力失衡狀況加速，而

在 2017 年所提出的國防報告書中，也有兩岸軍力失衡的描述。詳見: 

中華民國國防部，〈102 年國防報告書〉，2013，頁 57。 

中華民國國防部，〈106 年國防報告書〉，2017，頁 45。 
45 行政院大陸委員院，〈兩岸經濟統計月報第 251 期〉，2014，表 6。 
46 中華民國經濟部統計處，〈經濟統計指標電子書〉，2018，表 A-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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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新現實主義的觀點來看兩岸關係的體系變化，根據學者明

居正所整理，國際體系層次理論的不同派系對於兩岸關係在國際

體系下的解讀，他將體系理論之於兩岸關係學者的解讀分為三

派：三邊互動派、崛起與回應派、體系影響派。47 

 

  三邊互動派除了從兩岸關係中的政治、經濟、商業、民生、

軍事、外交、文化、體育、新聞、宗教、領導人特質與來往作為

研究重點外，並認為美國對於兩岸關係的衝擊是一個重要的國際

環境因素。對於美國在體系中扮演何種影響兩岸關係的角色，學

者鍾揚認為，美國會以與中國的關係為主，而台灣作為「副」的

關係，在針對台灣問題上，美國會希望台灣保持現狀，無論是台

灣擴大國際活動空間抑或是宣布獨立，因為美國並不希望與中國

進行對抗，刺激中國。48學者胡偉星則認為，美國在兩岸關係中

是作為平衡者，不介入統獨糾紛、不當兩岸的調解者、不對兩岸

和平談判施壓。49而學者何仲山、郭建平、張瑩則認為，美國在

911 事件後，因為全球戰略的調整，美台軍事關係的提升，會使

得兩岸關係的軍事對峙升級，成為兩岸關係的新變數。如果兩岸

關係交由台灣與中國自行解決，則兩岸關係發展的負面因素會減

少。50而學者蘇起也認為，美國在兩岸關係中扮演平衡者與預防

管理者。51學者羅致政則採學者羅德明的三角政治理論，認為美

                                        
47 明居正，〈國際體系層次與兩岸關係：檢視與回顧〉，收錄於包宗和、吳玉山合編，《重新檢視

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台北:五南，2009），頁 305-334。 
48 鍾揚，〈海峽兩岸關係中的美國因素〉，收錄於明居正主編，《雙贏?雙輸?兩岸關係何去何

從?》（台北：吉虹文化，1996），頁 2-22。 
49 胡偉星，〈中美台三角關係的互動及其後果〉，收錄於明居正主編，《雙贏?雙輸?兩岸關係何去

何從? 》(台北：吉虹文化，1996) 頁 23-42。 
50 何仲山、郭建平、張瑩，〈九一一事件後的兩岸關係的發展與變化〉，收錄於台北歐亞基金

會、北京改革開放論壇合編，《反恐戰後的美中關係與台海局勢》（台北：大屯出版社，2001）， 

頁 209-245。 
51 蘇起，《危險邊緣:從兩國論到一邊一國》（台北：天下文化，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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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台三個行為者處於結構平衡狀態，美國為一結構平衡者。52學

者吳玉山則也採行三角政治理論認為美國雖作為樞紐的角色，但

是是「非自願」的。53學者邵宗海在 2006 年認為美國會繼續擔

任兩岸關係的平衡者及監督者，但拒作兩者的調和者。54學者張

亞中則認為美國會在中共對台動武時，視為遏止中共的機會而介

入衝突。55 

 

  而崛起回應派則認為中共在國力上的迅速成長，已經使美國

感到威脅，以致於美國會軟硬兼施的回應中國的崛起。學者王緝

思認為，美國與其他大國的關係中屬對華關係的的矛盾最為強

烈，而台灣則作為遏止中國崛起的一張戰略牌，但是即便美國這

樣的態度對『台獨』有鼓勵的功效，以美國對於兩岸關係的期

許，主要還是是在於兩岸維持分裂但不發生武裝對抗。56而學者

楚樹龍則認為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體現出了美國對華政策的

性質，認為美國必然會介入台灣問題。57學者陸伯彬則認為，中

共是在東亞唯一能與美國對峙的政權，東亞會逐漸成為中共與美

國的兩極體系，而台灣是其中最危險的因素。不過因為兩極體系

的形成以及中共為陸權國家，美國為海權國家之故，兩者的關係

應該會平衡穩定，不太可能形成軍事衝突。58而學者孟儒(Ross 

Munro)則認為面對中國的崛起，美國更應該善待台灣，因為不

僅台灣的民主制度會針對中共產生影響，美國也可以維護自身對

於盟友的國際信用，對於中國的交往政策在面對中共政權時，只

                                        
52 羅致政，〈美國在台海兩岸互動所扮演的角色-結構平衡者〉，《美歐月刊》，第 10 卷，第 1 期

(1995.1)，頁 37-54。 
53 吳玉山，〈非自願的樞紐，美國在華盛頓-台北-北京之間的地位〉，《政治科學論叢》，第 12 期

(2000)，頁 189-222。 
54 邵宗海，《兩岸關係》（台北：五南，2006），頁 679。 
55 張亞中，《全球化與兩岸統合》（台北：聯經，2003），頁 117-118。 
56 王緝思，《冷戰後美國的全球戰略和世界地位》（台北：生智，2001）。 
57 楚樹龍，《冷戰後中美關係的走向》（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1）。 
58 Robert Ross 著，國防部譯，《中共崛起》（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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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變成坐視其崛起的局勢，損害美國國家利益。59 

 

  而體系影響派則著重於國際體系的結構以及大國之間的互動

會如何影響兩岸關係。學者明居正採用華爾茲的國際體系理論，

並規納出國際體系對於兩岸關係的影響。他認為現今的國際局勢

為一霸四強的體系，霸為美國，而四強則包含俄國、歐盟、日

本、中共。而他們之間的關係存在著合作及競爭兩個面向。而在

這個體系之中，美國的目標是基本維持現狀，但是若有機會，則

會毫不猶豫的推動其戰略優勢。美國在一霸四強體系裡的操作手

段是掌握自己與四強之間的雙邊關係，並且使四強的關係相互平

衡。在亞洲方面，則是持續平衡中日兩國，美國以此為目標透過

美日安保條約以及在日本的駐軍，並且以台灣做為箝制中國的戰

略。而除了上述較為強硬的對中國戰略外，另一方面透過經貿、

交流、國際合作與對話等軟性手段穩固對中關係。在學者包宗

和、吳玉山主編之「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所述，美國在一霸

四強的體系下，基於上述之戰略目標，對於台海所採行的政策可

歸納出 16 字:『不統不獨、不戰不和、動態平衡、牟取(美國的)

利益』。在這套戰略下，中國的戰略壓力未降低至一定程度前，

美國不會輕易令兩岸統一統合，但是相對的，考量美國自身可能

在台海情勢緊張時，被捲進與中共的衝突，美國將會阻止兩岸間

爆發大規模軍事衝突。而在這個體系之下，中共因國力不足於美

國，會選擇在培養國力之餘爭取美國的好感並藉此對台灣施壓，

而另一方面再透過經貿與交流手段來統戰台灣。而台灣則受到這

樣的結構因素所制約，只能在有限的選項中進行外交政策的搖

擺，或傾向中共，與中共合作發展，或倒向美日安保陣營，但是

                                        
59 Ross Munro 著，國防部譯，《當前威脅:美國外交與國防政策的危機與契機》（台北:國防部史

政編譯室，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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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改變因為台灣在體系架構下的影響，只會是微幅的。60 

 

  在上述的理論派系中，本研究認為，三邊互動派傾向以美中

台三者在台海關係中的個別角色來對彼此的關係進行詮釋。而崛

起回應派則將重點放在中共的崛起以及美國與中共的平衡如何影

響兩岸關係，而體系影響派則說明了現下的國際體系以及在體系

之下霸權美國的外交戰略如何影響了中共強權的行為以及兩岸關

係在架構下的變化。 

 

  三者間雖然著重之處有些微差異，但也具備了相當的共同

點，第一，台灣是美中關係之間的戰略籌碼，在國際體系中扮演

的角色深受美中關係影響。第二，美國在兩岸關係中扮演的角色

都是希望兩岸能夠維持現狀，而兩岸關係的現狀也是因為美國的

存在而形成。第三，中共在兩岸關係上受制於美國，對台採取的

政策也受到制約。美中台三者的角色在這三種理論的理解如表

2-2 所示： 

 

 

 

 

 

                                        
60 包宗和、吳玉山主編，《重新檢視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台北：五南圖書，2009)。 

明居正，〈美國、中共與日本得戰略關係與台海風雲〉，收錄於許光泰主編，《香港回歸與大陸變

局》(台北：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97)，頁 169-195。 

明居正，1999.3.26，〈美國的「三不支持」政策與我們的務實外交〉，「國家暨社會安全研討會」

學術研討會，國防醫學政治作戰部主辦，台北（1999.3.26）。 

明居正，〈面向 21 世紀的中共外交戰略：認知與對策〉，收錄於宋國城主編，《21 世紀中國：全

球化與中國之發展(卷二)》，(台北：政治大學國關中心，2002)，頁 215-254。 

明居正，〈後冷戰時期美國的全球戰略：新現實主義的觀點〉，收錄於高雄大學政治法律系主

編，《全球化趨勢下之世界、區域與國家建構》，(高雄：高大政法系編輯委員會，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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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美中台在三種理論派系中的角色 

 美國 中國 台灣 

三邊互動派 兩岸關係中的

平衡者與預防

管理者，不介

入統獨糾紛並

不調解。 

與美國軍事關

係的升級會影

響兩岸關係的

政策。 

被動受美中雙

方的影響。 

崛起回應派 對應中國的崛

起，希望兩岸

維持分裂但避

免發生武裝衝

突。 

體系中崛起的

一方，對美國

的國際體系產

生威脅。 

作為美國的戰

略牌。 

體系影響派 在一霸四強的

體系中為霸

權，期外交政

策為四強間區

域平衡，維護

自身霸權地

位。 

作為亞洲四強

之一，受到美

日安保條約箝

制，採經貿交

流方式統戰台

灣。 

在一霸四強的

體系下，作為

美國在亞洲中

日平衡戰略的

一環，外交政

策被侷限於傾

中或傾美日。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三個理論都認為，如今的國際體系，美國影響了兩岸關係，

使中國以及台灣只能在符合其體系戰略目標下的選項來進行外交

政策的選擇。與新古典現實主義的主張相同，對於一個國家的外

交政策傾向來說，首先存在有國際體系上的影響因素，就上述國

際體系之於兩岸關係的文獻分析而論，如今美國作為霸權的國際

體系，使兩岸關係的發展被侷限在現狀，也就是不統不獨，避免

軍事衝突的狀態，而在這層現狀下，中共如欲統一台灣，只能避



 

31 
 

免使用武力，透過經貿與交流採漸進式的統戰手段，而台灣則只

能在傾中或傾美日的外交政策中作微幅的搖擺。所以根據新古典

現實主義所述，美中台之間的維持現狀體系影響下中國與台灣所

能做出的選擇與外交政策面向如下圖 2-1： 

 

 

 

 

 

 

 

 

 

 

 

 

圖 2-1：中國與台灣在國際體系下的外交政策選項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中國在外交政策上因為體系的限制，統一台灣的最好手段只

能是透過經貿與交流的統戰手段，使台灣能夠與其同化。而台灣

在外交政策上，則是能在美中之間做小幅的搖擺。然而，這些是

國際體系對於兩岸關係得行為者的行為限制前提，但是什麼樣的

因素會致使兩岸關係的行為者，例如台灣會在什麼情形下選擇傾

中或者傾美？中國又會在什麼樣的狀況下改變對台灣的經貿交流

政策。本研究認為，這樣子的改變應該要在新古典現實主義所

述，回到國內因素的檢視來進行探討。 

 

中國

避免與美國正
面衝突。

避免台灣獨立，
加深與台灣的

經貿交流

台灣

與中國交好，
遠離美日

與美日交好，
遠離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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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認為，需回到新古典現實主義所提之國內因素來有下列

原因: 

 

第一， 以上述體系理論的說法，在一霸四強的國際環境之下，

台灣有親中以及親美日安保兩種選擇，而在體系的大理

論下產生的這兩種選擇，什麼因素讓台灣的外交政策會

在這兩者間搖擺？體系理論能夠解釋兩岸關係受到限制

的發展模式以及兩岸行為者在外交決策上有何選項，但

是如果不把國內因素考慮進去，較欠缺政策搖擺的原因

說明以及外交政策的選擇傾向。 

 

第二， 兩岸關係雖屬國際關係，彼此的外交行為也適用國際關

係理論，但因為過往歷史的淵源，以及民族主義和地理

隔絕的發展、政治制度的差異，兩岸關係的行為者之間

存有意識形態的影響因素。 

 

雖然本研究不認為意識形態足以影響國際體系抑或是無

政府狀態前提下權力的分配產出的外交政策，但是以摩

根索和新古典現實主義所提到的信念因素下，本研究認

為意識形態得以作為信念因素在體系所提供給各個角色

的選擇中，使行為者選出符合這項信念的選項。這不僅

是領導階層以信念來填補體系認知上的不足，另外也關

係到國內力量的整合。 

 

第三， 兩岸之間的外交政策雖受到國際體系的限制而使能選擇

的選項限縮，使台灣得以在親中以及親美日之間擺盪，

但台灣本身還是會受到與中國權力差距的影響，在選像

上存在更多限制。這個因素有下列幾點，第一，美國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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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見兩岸的分裂，但又不希望兩岸發生衝突。第二，中

國對於兩岸關係的發展具有前提，如違反前提，則兩岸

關係可能無法維持現狀。第三，台灣做出的外交政策可

能會改變兩岸關係的現狀，甚至不符合美國對於兩岸關

係的期待，也不符合中國對於兩岸關係的期待，國際體

系理論較難對這樣的現象作更細節的分析。 

 

並且，兩岸之間的權力落差甚大，即便國際體系理論考

量到美國在體系中的影響，兩岸關係仍然會受到兩岸關

係行為者之間權力落差的現況而對彼此的外交政策產生

改變。這樣使得台灣在外交決策的選擇上可能不符合國

際體系，造成兩岸關係現況改變的外交決策這點，顯得

更有以新古典現實主義討論的價值。 

 

  所以，兩岸關係具備有適合使用新古典現實主義進行分析的

特質，兩岸關係在一霸四強，美國在四強間進行平衡，希望中國

與台灣維持分裂現狀卻又不發生軍事衝突的外交政策之影響以及

兩岸權力失衡的現狀下，台灣仍然有可能做出威脅到兩岸現況，

提高衝突可能的外交決策，而兩岸關係的變化又與國內政黨輪替

產生於相同時期，由此可見，新古典現實主義對於國內因素的理

解適合解釋如此國際體系理論中的異例。 

 

 

  本研究希望透過此方法得到台灣兩岸政策的兩個決策者：民

進黨、國民黨在執政時的兩岸關係行為，在新古典現實主義所提

出之信念與國內力量整合的兩個因素下，所產生的一致性以及差

異性，並且透過此研究成果解答下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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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一、台灣的兩岸政策的一致性與差異性為何？ 

 

  問題二、台灣兩岸政策是否因為決策者的信念、國內環境因

素下產生變化？原因為何？ 

 

  問題三、兩岸關係是否產生變化？原因為何？ 

 

  透過這些問題的回答，本文欲證實下述假說： 

 

  假說 1：台灣的兩岸關係政策受到決策者的信念影響，原因

在於決策者對國際體系的理解並不一致。 

 

  假說 2：基於決策者的信念影響，兩岸關係變化節點與國內

力量整合狀況具關連性。 

 

  假說 3：國內力量整合會影響台灣外交行為。 

 

  假說 4：兩岸關係的變化原因為中共與台灣政權對體系理解

的不契合。 

 

  本研究欲透過假說驗證:一、受國際體系影響，台灣兩岸政

策受到限制而產生部分一致性。二、受決策者信念影響，台灣執

政黨會以自身所理解的國際體系現況，以自己理解的兩岸政策一

致性為前提作出修正。第三、台灣的兩岸政策會受到民意左右而

作出些許修正或緩衝。第四、這樣的修正若不符合兩岸關係的另

一行為者中共對於國際體系與兩岸關係的理解，則會造成兩者關

係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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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述問題與假說，本研究認為新古典現實主義下的兩岸關係樣

態，會如下圖 2-2 所示： 

 

圖 2-2：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下兩岸政策產出模型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國際體系對於台灣角色的期許進行輸入，經過執政的國民黨

或民進黨在信念上的解釋，經歷台灣國內力量整合的修正，最終

與中共發展的兩岸關係，試圖滿足國際體系期許，並且中共也會

對台灣決策者與民間進行反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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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關係的發展，與外交政策可以說是具備相當關聯性的，

在資料中，中國大陸時常將兩岸共同的歷史以及文化這點加入自

身的外交政策之中 

 

  根據邵宗海教授在兩岸關係研究一書中所整理之兩岸關係

史，從 1949 年中國分裂開始，分為五個時期：一、軍事對峙，

二、法統爭執，三、交流緩和，四、意識對立，五、互惠協商。

從 1949 年國民黨政府因內戰失利撤退至台灣後，經歷了 1949 年

金門古寧頭戰役、1954 年第一次金門砲戰、1955 年大陳戰役、

直到 1958 年金門八二三砲戰以後，已無較具殺傷力的重大戰

爭，此為軍事對峙時期。這樣的軍事對峙局面來自於國共內戰的

延續，終於 1955 年，中共因顧忌攻台有美國軍事介入之可能，

使周恩來在 1995 年 7 月 30 日的人民代表大會上表示除戰爭手段

外，也不排除和平解放台灣的可能，因此改變了對台的處理方

式。 

 

  法統爭執時期起於 1950 年中共經由蘇聯在聯合國提案，要

求取代當時擔任常任理事國的中華民國席次，這段聯合國的「中

國席次」之爭長達 20 年，直到 1971 年中共進入聯合國並取得常

任理事國的席次為止，而法統之爭則繼續延續，中華民國的重要

友邦斷絕邦交，1979 年中美建交，邵宗海教授認為，雖然兩岸

之間持續有外交上的角力，但在 1994 年台灣宣示不再與中共在

國際社會爭奪「中國代表權」後，對台灣來說已不再排斥「兩個

中國」或「一中一台」的結果，但是大陸方面還是存在著於國際

參與上排斥台灣的傾向，並且會要求建交國家承認或認知「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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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國的一部分」。 

 

  交流緩和期的文化交流始於台灣自 1987 年後宣布大陸有三

等親的台灣居民可前往中國大陸後，兩岸文化交流開始熱絡，從

最初的人員往返，進而經貿交流、進一步是學術、文化、宗教、

科技等統屬於「文化」的交流。而針對雙方必須協商談判的程序

來訂出解決方案的部分，在 1993 年在新加坡舉行的「辜汪會

談」有四項雙方共同簽訂協定，1998 年上海的「辜汪會晤」也

有四項具體結論。因為這些接觸、協商，並針對一些重要問題進

行談判，進而也為兩岸之間建立起協商機制和制度，這有著促進

兩岸敵意淡化的功能。 

 

  意識對抗時期，李登輝在 1999 年 7 月發表「特殊兩國論」

的事件，撕裂了兩岸關係，被北京定位為台獨。而在 2000 年 5

月，台灣因民進黨贏得總統大選，而使得傳統的大陸政策受到動

搖。雖然新上任的陳水扁總統曾經立陳所謂「四不一沒有」的承

諾，但是基於他植根甚深的「台獨」理念，加上對「台灣要走自

己的路」之信念，2002 年 8 月 3 日提出了台灣與中國是「一邊

一國」的宣示。在 2003 年 6 月掀起的「公民投票」熱潮，也開

啟了北京對台北有意走向「漸進式台獨」的疑慮。陳水扁總統雖

曾呼籲兩岸要建立「和平穩定的互動架構」，其中他也建議「要

邁出第一步，可以從協商和推動兩岸直航及相關的經貿 問題著

手，為雙方文化與經濟進一步的交流提供條件，進而使兩岸能夠

在既有的基礎及漸進的互信之上，秉持民主、對等、和平的原

則，共同來處理更長遠的問題。」這樣希望整合的談話方向，但

統一在此是「應然」而非「必然」，而統一與否在住民自決權的

角度上，仍留有台灣脫離大陸的可能性，為北京當局所不樂見，

這造成兩岸意識對立的狀態；北京以國家統一與一國兩制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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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台北則希望多一分除統一之外的選擇。 

 

  互惠協商時代立基於馬英九大陸政策的重點：反對台獨、堅

持九二共識。這樣的價值讓馬英九的國民黨政府與北京建立起了

互信基礎。但邵宗海教授認為，一些對兩岸未來走向不表樂觀的

看法，例如有生之年將看不到中國統一的結果，也會讓北京產生

疑慮。61 

 

  本研究發現，九二共識在是兩岸關係發中是相當重要的因

素，在兩岸關係的行為者對話中經常被提及。在上述兩岸關係的

發展時期中，兩岸也是自九二共識之後，才開始有制度往來。在

研究文獻中，國民黨以及民進黨的外交政策時常提到對於九二共

識的看法及應對，中共也將九二共識做為兩岸關係前提。並且本

研究在研究過程中發現，九二共識與新古典現實主義中所提到之

決策者信念密切相關。於是本研究認為需要回顧九二共識的起源

並分析九二共識在兩岸關係中的作用。 

 

  九二共識，源於 1992 年 10 月台灣海峽交流基金會（簡稱海

基會）與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簡稱海協會）在香港會談的談

話成果，在本會談中，海協會認為「一個中國」表述方式需要先

行解決，才能展開事務性的商談。62海協會提出五種表述方式，

海基會則以五項方案回應，其中「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

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對於一個中國

的含意，認知各有不同。惟鑒於兩岸民間交流日益頻繁，為保障

人民權益，對於文書查證，應加以妥善解決。」的方案，在台灣

                                        
61 邵宗海，《兩岸關係研究》（台北：新文京，2014），頁 3-20 
62 陳錫蕃、鄭安國合編，《「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共識的史實》（台北：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

會，2011），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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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則進一步於 10 月 30 日建議「在彼此可以接受的範圍內，各

自以口頭方式說明立場」後，11 月 3 日海協會孫亞夫告海基會

陳榮傑，對海基會以口頭方式表述「一個中國」原則將予以尊重

接受，並透過新華社發布新聞表示：願意尊重並接受兩會各自採

口頭聲明的方式表述「一個中國」原則，而當晚海基會也發布聲

明表示徵得主管機關同意，依口頭方式各自表述。63海基會根據

國家統一委員會於當年 8 月 1 日對「一個中國」涵義之決議文表

示：「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但雙方賦予之涵意

有所不同，中共當局認為『一個中國』即為『中華人民共和

國』，將來統一以後，台灣將成為其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我方則認為『一個中國』應指 1912 年成立迄今之中華民國，其

主權及於整個中國，但目前之治權，則僅及於台澎金馬。台灣固

為中國之一部分，但大陸亦為中國之一部分。」64同日海協會的

表述內容則是：「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努力謀求

國家的統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

的政治涵義。本此精神，對兩岸公證書使用（或其他商談事務）

加以妥善解決。」65 

 

  而九二共識是否真的存在共識，在台灣朝野間是具爭議性的

話題，反對者認為會談中「九二共識」一詞並未出現，雙方的互

動也僅限於函電往返與各自口頭表述。贊成者則認為函電往返與

各自口頭表述是一種「換文」(exchange of note or letter)形式，有

一定的政治約束力。66 九二共識最大的作用在於，為兩岸的政

治對峙與互不往來找到了化解方法，給了兩岸互動最基本的名

                                        
63 馬紹章，〈九二共識的史實、緣起與意義〉，收錄於陳錫蕃、鄭安國合編，《「一個中國，各自

表述」共識的史實》，（台北：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會，2011），頁 6-7。 
64 同註 62，頁 44。 
65 同註 63，頁 7。 
66 蘇起，〈「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共識的意義與貢獻〉，收錄於陳錫蕃、鄭安國合編，《「一個中

國，各自表述」共識的史實》（台北: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會，2011），頁 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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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以經濟的紅利取代均勢對抗的風險。67但是也存在著國際上

已經形成「一個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氛圍，只要強調「一

中」，大陸自然站在有利的一方，不需要在「一中」涵義上糾

纏。68這形成台灣在國際上因為接受「一中原則」，在此架構下

展開之和平發展與互動，是否反而造成台灣國際地位下降的疑

慮。 

 

  本研究認為，九二共識作為本研究之研究內容，是一個需要

關注的重點價值。九二共識作為兩岸來往的基礎，是不成文的價

值，而這一價值作為兩岸關係的關鍵，既是影響兩岸關係的因

素，又容易受到決策者的信念和理解所影響。在研究過程中，九

二共識常作為國、民兩黨以及中共產生爭執的議題，在其定義以

及包含的價值上，於研究範圍中，不同的行為者時常有分歧的觀

點。所以本研究認為九二共識值得以信念和理解的價值進行分析

觀察。 

 

  以兩黨黨綱所展現之基礎信念來說，針對國民黨對於兩岸關

係的信念因素，首先從國民黨的政策綱領進行統整，共有以下要

素：第一、前提為捍衛中華民國主權，拓展我國國際空間。69第

二、落實連胡五項願景，70即為「促進盡速恢復兩岸談判」、「促

進終止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促進兩岸經濟全面交流，建

立兩岸經濟合作機制」、「促進協商參與國際活動問題」，以及

                                        
67 趙建民，〈從『九二共識』看兩岸政治互信〉，收錄於林中森、丁樹範合編，《「九二共識」：20
週年學術研討會會議實錄》（台北：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2012），頁 65-78。 
68 吳得源，《一中（各表）的國際構成與作用：制度與建構論觀點》（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

關係研究所，2009），頁 157-158。 
69 國民黨，〈政策綱領〉，2017。 
70 蘋果日報，〈連胡公布五大願景〉，https://tw.appledaily.com/forum/daily/20050430/21747587，
瀏覽日期：2005.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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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黨對黨定期溝通平台」。71推動兩岸關係正常化、建立兩

岸經貿合作機制、促進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加強兩岸司法互助機

制、推動兩岸外交休兵，兩岸共同參與國際組織。72總的來說，

在國民黨認為主權不受損的前提下，希望兩岸能夠積極往來，除

了基礎希望能夠與中共中止敵對的狀態，也不排斥兩岸在針對和

平、經濟、司法上建立制度化的往來。 

 

  而在民進黨的信念方面，針對兩岸關係以及國際關係的部

分，以該黨黨綱分析，可統整為以下幾點:第一、台灣獨立建國:

民進黨的基本綱領表示，台灣主權獨立、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與中華民國，此為歷史事實與現實狀態。而建國以及制憲須由台

灣人民進行公民投票表決。73第二不接受一中原則：台灣前途決

議文提到，台灣並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以不適用一國兩

制、一個中國價值。74第三、認為台灣應積極參與國際社會活動

以及國際組織：這個理念在在包含基本綱領以及行動綱領、台灣

前途決議文中多有提及，值得一提的是，會強調是以台灣之名進

行參與，並且認為違背台灣主權獨立的現實是台灣之所以無法參

與國際社會的原因。75第四、與中國發展友好關係:在台灣前途決

議文中表示，台灣與中國應該要進行全方位對話，達到互相了解

以及經貿互惠合作的目標，並建立和平架構，達成雙方長期的穩

定與和平。76 

 

  民進黨在黨綱中所描繪的兩岸關係理念，首先是台灣必須以

主權獨立的對等關係進行發展，而自身的主權獨立必須要以公民

                                        
71 同註 70。 
72 同註 70。 
73 民進黨，〈基本綱領〉，1986。 
74 民進黨，〈台灣前途決議文〉，1999。 
75 同註 74。 
76 同註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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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來決定。在兩岸關係的發展上不接受任何形式的一中說法。

在這些前提之下，期許台灣能夠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以及跟中國

發展互惠友好關係，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但是在民進黨的黨綱部

分，可以注意到特別強調台灣之名，並且表示拒絕接受一個中國

的說法，因為台灣並不屬於中國。本研究認為，此項信念上的差

異是使國民黨以及民進黨執政時，對於九二共識的理解產生差異

的因素，本研究欲透過文獻資料對此進行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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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2014 年 3 月 18 日，台灣爆發太陽花學運，其核心訴求重視

對於兩岸關係發展以及相關外交決策需在民意的基礎上受到監

督。
77
而從主導人林飛帆，陳為廷的發言中，我們可以得知，太

陽花學運在兩岸關係上所注重的點，其實正如同前面章節所述之

民主進步黨的政治傾向不謀而合，對於中共採取一個較不信任且

具批判性的態度。而從這個活動中我們可以發現，臺灣產生了比

較偏向民進黨的政黨認同價值。而無論這個價值的產生是民進黨

與否，它都在之後參與了作用與推進的角色。 

 

 
 

  在研究範圍太陽花學運以前的資料庫文獻中，國民黨的兩岸

外交行為，首先在捍衛台灣主權方面，此時期國民黨的決策者認

為，此時期的兩岸關係發展具備有對等以及主權不受損的價值，

這種兩岸關係的發展模式是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基礎下

發展，78而這個基礎的價值是「互不承認主權，互不承認治

權」，79兩岸關係不是國際關係。80針對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說

                                        
77 自由時報，<出關播種》太陽花學運學生退場聲明全文>，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983576，瀏覽日期：2014.04.07。 
78 錢震宇，〈習近平賀當選 馬重提九二共識〉，《聯合報》2013 年 7 月 21 日，版 A4。 

  林庭瑤，〈陸委會：一中就是中華民國〉，《聯合報》，2013 年 2 月 20 日，版 A4。 
79 林庭瑤，〈陸委會：政府會擱置爭議、務實處理〉，《聯合報》，2013 年 6 月 10 日，版 A4。 

  陳洛薇，〈馬：兩岸互設辦事處 屬政治性質〉，《聯合報》，2013 年 10 月 19 日，版 A17。 
80 陳志平，〈馬：吳習會非常重要 意義非常重大〉，《聯合晚報》，2013 年 6 月 10 日，版 A2。 

  蔡佩芳，〈王郁琦：等於〝兩岸非國與國關係〞〉，《聯合晚報》，2013 年 10 月 11 日，版 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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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以及當中共提到一中時，國民黨認為，一中指的是中華民國而

非中華人民共和國。81 

 

  另外，國民黨對兩岸的交流採積極開明態度，表示兩岸經濟

合作除了考慮自身利益外，也希望能兼顧對等互惠，使彼此的經

貿往來形成互利的狀況。82認為兩岸之間的交流有助於彼此的了

解以及創造互信，鼓勵兩岸的合作與對話。83同時也希望兩岸能

夠在人權的實踐上獲得改善，這也能幫助兩岸人民拉近彼此之間

的關係，也應該在人權基礎上發展兩岸的交流。84也積極的希望

建立制度化的兩岸交流模式，包含以特殊關係互設辦事處，85希

望能爭取對在大陸服刑的台灣人人道探視的權利。86 

 

  國民黨認為，這樣子穩定的兩岸關係的好處，在經濟上能夠

使兩岸互利互惠，創造對兩岸人民更有利的環境。87同時在台灣

的邦交國維持上，基於中共不願冒風險破壞現況穩定的兩岸關

係，所以不敢對台灣的邦交國下手。88 

 

  總的來說，對照國民黨在黨綱中展現的基本信念，以及實際

上在二次執政前期的外交作為，我們可以明白國民黨在這段期間

                                        
81 林庭瑤，〈陸委會：兩岸絕沒「談判國共化」〉，《聯合報》，2013 年 6 月 13 日，版 A6。 

   徐白櫻，〈王郁琦回應吳習會：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聯合晚報》，2013 年 6 月 14 日，  

版 A4。 

  蔡佩芳，〈王郁琦：等於〝兩岸非國與國關係〞〉，《聯合晚報》，2013 年 10 月 11 日，版 A6。 

  林庭瑤，〈陸委會：一中就是中華民國〉，《聯合報》，2013 年 2 月 20 日，版 A4。 
82 甘芝萁、楊美玲、盧沛樺，〈林中森：歡迎陸資來台 創雙贏〉，《聯合晚報》，2013 年 5 月 24
日，版 A3。 
83 黃國樑，〈馬：人權不再是一國的家務事〉，《聯合晚報》，2013 年 6 月 4 日，版 A2。 

  黃國樑，〈陸委會：重新省思六四 大陸改革指標〉，《聯合晚報》，2013 年 6 月 4 日，版 A2。 
84 同註 77。 
85 黃國樑，〈吳伯雄：兩岸應促成互設辦事處〉，《聯合晚報》，2013 年 6 月 13 日，版 A2。 
86 林海，〈互設辦事處 兩會下次談〉，《經濟日報》，2013 年 6 月 21 日，版 A10。 
87 甘芝萁、楊美玲、盧沛樺，〈林中森：歡迎陸資來台 創雙贏〉，《聯合晚報》，2013 年 5 月 24
日，版 A3。 
88 陳志平，〈馬：目前兩岸關係 很微妙的平衡〉，《聯合晚報》，2013 年 8 月 20 日，版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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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兩岸關係政策特質如下: 

 

第一， 以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為基礎的兩岸關係，得以兼顧與

中共的良好發展以及自身主權維持。對於國民黨自身的

信念來說，這樣的發展模式對台灣的主權不會產生減

損。 

 

第二， 積極發展兩岸之間的交流，包含協商談判、經貿往來、

領導階層的會面、互設辦事處等，對於公民社會方面也

希望透過交流來彼此了解、發展友誼，達到互信的成果 

 

第三， 對於台灣屬於主權獨立國家，大陸的人權問題等等，敢

於發表與開口。而對於中共提出一國兩制，也會加以反

駁，認為必須達到國內共識凝聚才可討論兩岸的政治定

位以及討論和平協議。 

 

  在這樣的信念分析下，國民黨對於兩岸關係的發展是樂觀

的，也樂見於兩岸之間頻繁的交流往來。從擱置爭議、不急於分

清兩岸政治定位、不討論和平協議這些政策上，偏向於與中共保

持現狀的發展關係。 

 

  而在太陽花學運後，對於太陽花學運，國民黨認為，太陽花

學運學運阻礙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定（簡稱服貿）的流程，不僅

是影響兩岸關係的問題，也會影響台灣在國際上的信用。89而根

據兩岸監督條例中，如果將兩岸關係定調成國與國關係，無論是

法理上以九二共識為基礎的制度化協商，以及實務交往上都會使

                                        
89 陳洛薇，〈馬：沒有法治 民主也將不保〉，《聯合報》，2014 年 3 月 24 日，版 A4。 



 

46 
 

兩岸關係產生動搖。90另外重申政府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立

場，認為目前政府所施行的兩岸政策是民意之所向，而兩岸關係

的現況維持是兩岸之間的最大共識。91 

 

 
 

  首先，中共在針對國民黨同意九二共識、一中各表這點是認

同的，中共認為，台灣大陸同屬一個中國，國共應同維護一中框

架，92兩岸的交流都必須建立在一中框架上，而一中框架是兩岸

政治基礎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核心價值。93雖然在國民黨認同

九二共識的前提政治基礎的環境，中共在對台灣的政策上，依然

不放棄以武力做為手段，並且期許台灣以兩岸統一為前提。94針

對兩岸交流方面，不吝於對台灣在經濟上讓利。95而針對兩岸之

間的交流，認為官方的正式交涉尚未成熟，提到可先透過民間對

話深化兩岸的交流基礎。96也努力推動兩岸經貿與文化交流的制

度化。97 

 

  另外，中共也致力於向台灣的在野黨表達其兩岸政策的一致

                                        
90 曾迺強，〈王郁琦：照民間版 兩岸陷空前危機〉，《聯合報》，2014 年 4 月 8 日，版 A4。 
91 陳洛薇、李克倫，〈「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聯合報》，2014 年 5 月 28 日，版 A2。 
92 錢震宇，〈回應台參與國際空間 習：兩岸減少涉外事務的內耗〉，《聯合報》，2013 年 6 月 14
日，版 A2。 

  林克倫，〈陸：珍惜兩岸關係改善〉，《經濟日報》，2013 年 7 月 11 日，版 A3。 
93 林克倫，〈張志軍：兩岸進入鞏固深化階段〉，《聯合報》，2014 年 1 月 1 日，版 A15。 

   汪莉絹，〈〝歷史不能選擇 未來可以開創〞〉，《聯合報》，2013 年 2 月 19 日，版 A3。 

   李春，〈李克強談兩岸 162 字軟中帶硬〉，《聯合晚報》，2014 年 3 月 5 日，版 A2。 
94 林則宏，〈俞正聲：不搞 法理台獨 就與民進黨接觸〉，《聯合報》，2013 年 5 月 28 日，版

A5。 
95 賴錦宏，〈俞正聲 會見台企聯代表〉，《經濟日報》，2013 年 5 月 22 日，版 A16。 
96 林則宏，〈孫亞夫：軍事互信也是政治問題〉，《聯合報》，2013 年 6 月 25 日，版 A13。 
97 林庭瑤，〈俞正聲：積極探索兩岸經濟區合作〉，《聯合報》，2014 年 1 月 25 日，版 A18。 

  林克倫、林庭瑤，〈陳德銘主動提：兩岸經濟加強合作〉，《聯合報》，2014 年 2 月 28 日，版

A6。 

李仲維，〈陳德銘：好東西要先給台灣〉，《經濟日報》，2014 年 3 月 1 日，版 A10。 

李春，〈李克強談兩岸 162 字軟中帶硬〉，《聯合晚報》，2014 年 3 月 5 日，版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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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中共表示，只要在九二共識的前提以及不搞法理台獨，願意

與民進黨對話。98也歡迎台獨人士拜訪大陸，加強彼此的交流並

互相理解。99不論過去的立場為何，只要遵守九二共識、反對台

獨，都能夠參與兩岸和平發展。100而對於九二共識的實踐，當國

民黨政府提到中華民國或者主權國家等較為敏感的項目時，會採

取迴避閃躲的方式，避免與這些談話直接衝突。101 

 

  對於台灣民間，將大陸人民與台灣人民並稱為中華民族，並

且認為兩者為利益共同體，102在乎兩岸關係的發展局勢以及台灣

民眾的感受。103表示會尊重台灣同胞選擇的制度與生活方式，願

意與台灣分享大陸未來發展的機遇，兩岸關係的問題不能一時解

決。104 

 

  從上述的對話來看，中國大陸對於兩岸關係的發展於這段期

間具有幾項特徵： 

 

第一， 中共所主張的一中原則具有部分的彈性，不論台灣方面

提到一中是指中華民國或者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

家，中共都沒有對此發表意見，或認定為台獨言論。 

 

第二， 希望能夠將兩岸的交流制度化，但也希望能夠積極發展

                                        
98 同註 94。 
99 陳言喬，〈俞正聲：歡迎台獨人士來大陸走走看看〉，《聯合晚報》，2013 年 6 月 16 日，版

A2。 
100 汪莉絹，〈〝歷史不能選擇 未來可以開創〞〉，《聯合報》，2014 年 2 月 19 日，版 A3。 
101 汪莉絹、林則宏、黃國樑，〈王提〝中華民國〞國台辦巧妙迴避〉，《聯合報》，2014 年 2 月

13 日，版 A3。 
102 同註 99。 
103 陳炎喬，〈中共外交部：願與台維護良好關係局面〉，《聯合報》，2013 年 11 月 19 日，版

A2。 
104 同註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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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的民間交流，認為兩岸人民之間的交流是促進統一

的關鍵，需要漸進的發展而非一蹴可及。在交流方面以

公共財為誘因，製造自己在台灣民間的形象。 

 

第三， 以期間發展良好的兩岸關係做為範本，向具有台獨傾向

的民進黨以及台獨勢力發表對話，表示在九二共識的基

礎下，民進黨或者其他具有台獨傾向的勢力都能夠與大

陸正常的交往與對話。 

 

第四， 堅決反對法理台獨，認為兩岸之間統一的關鍵在於兩岸

人民的精神契合與誤會化解，需要時間來化解彼此的差

異與障礙，並非一夕間可以達成統一的目標。 

 

  而在太陽花學運發生後，對於太陽花學運，中共則認為台灣

的社會對於服貿的懷疑是並不存在的，兩岸青年應該透過多接

觸、多交流來化解彼此的誤會並互相了解。且認為兩岸關係的發

展穩定得來不易，應珍惜此成果。105並表示太陽花學運被民進黨

利用為將一邊一國塞入法條的工具，破壞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
106服貿協議其實對台灣讓利較多，只要在共同的政治基礎下，兩

岸人民是必走的更親，希望台灣人民把握機遇。107 

 

  中共中央機關報光明日報提出習近平三階段的兩岸關係發展

階段，其中認為：台灣由承認九二共識的勢力主政，兩岸將能和

平發展，台獨勢力主政，兩岸關係將會動盪，認為兩岸關係的選

擇權在台灣民眾，只要不台獨則能保持兩岸之間的和平發展。兩

                                        
105 汪莉絹，〈國台辦：經濟合則兩利〉，《經濟日報》，2014 年 3 月 27 日，版 A4。 
106 黃國樑，〈國台辦：反對「台獨」入法〉，《聯合晚報》，2014 年 4 月 16 日，版 A2。 
107 汪莉絹、林庭瑤，〈李：大陸先一步對台開放〉，《聯合報》，2014 年 4 月 11 日，版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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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希望彼此在對等的基礎上達成一國的共識，不是一國吃掉另一

國，而經濟合作的出發點是為民謀利。108而在政策上必須要深入

到台灣各階層的民眾，尤其需要化解台灣年輕學生對於中國的疑

慮。109太陽花學運發生後，中共開始更關注服貿協議的推動進

度，並且注意相關法規中是否存在歧視或台獨相關的字眼。110 

 

 

  民進黨在這段期間的兩岸立場較為分歧。民進黨立委鄭麗

君、林佳龍、陳其邁、姚文智、尤美女、吳秉叡、趙天麟以及民

進黨新北市黨部主委羅致政，民進黨中國事務委員會發言人鄭文

燦舉行台海人權決議文提案記者會，他們認為兩岸政策需要以人

民作為主體，兩岸最大的問題不是民族主義的對抗，而是民主和

人權價值如何拉近，他們希望以兩公約為標準，人權保障做為基

礎，避免特定政黨，少數權貴做決策，希望能夠用民主人權的新

共識，取代九二共識。111 

 

  前行政院長謝長廷表示，憲法各表，也就是透過彼此的憲法

來做為兩岸的共識，比較有基礎，憲法也能保障台灣，而一中各

表沒有政策，論述沒提到憲法，所以不穩定。112認為兩岸各自的

憲法是彼此承認與對等的交往模式。113認為現在兩岸交流等同於

國共交流，盼促進民共間交流溝通。另再提憲法一中概念，認為

只要遵照中華民國憲法，一中各表對兩岸都不是很大問題。114是

                                        
108 陳言喬，〈傾聽民意 排除兩岸經貿干擾〉， 《經濟日報》，2014 年 4 月 26 日，版 A4。 
109 陳言喬，〈兩岸新政策孫亞夫：聽台灣青年意見〉，《聯合報》，2014 年 5 月 6 日，版 A12。 
110 陳言喬，〈服貿貨貿進度 陸方關切〉，《經濟日報》，2014 年 5 月 19 日，版 A10。 
111 蘇芳禾，〈綠中生代提台海人權決議文〉，《聯合晚報》，2013 年 5 月 22 日，版 A4。 
112 林敬殷，〈謝長廷：民進黨應進行兩岸大辯論〉，《聯合晚報》，2013 年 5 月 24 日，版 A3。 
113 林敬殷，〈一國兩區說 謝長廷：沒違憲〉，《聯合晚報》，2013 年 6 月 15 日，版 A4。 
114 賴錦宏、黃驛淵，〈張志軍會謝長廷〉，《聯合報》，2013 年 7 月 1 日，版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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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現狀最少，最多元的作法。115兩岸關係就是憲法所說的特殊

關係，但是地位平等，互不隸屬，用憲法回應兩岸關係應較易建

立共識。116 

 

  民進黨黨主席蘇貞昌則認為，自己的兩岸立場就等於台灣前

途決議文，認為兩岸關係中台灣要的是平等互惠，並且未來應該

由民主制度來決定。117台灣早已獨立，不用再談台獨，兩岸應該

好好相處，而大家怕民進黨執政，中共會不與民進黨接觸，其中

原因在於主權，但是主權絕不能讓。118會強化黨內對中政策的立

場、策略與政策，接著會尋求凝聚台灣內部對兩岸關係的共識。
119民進黨絕不願意被鎖在一個中國的框架之中，台灣不是大陸的

一部分，並且認為一中原則也違背絕大多數台灣民意。120 

 

  民進黨的官方反應，針對俞正聲對台獨人士喊話，民進黨表

示正面看待兩岸的溝通交流，但反對有預設前提限制的互動，民

進黨立委趙天麟提到，越不設下前提限制，兩岸越能落實真正交

流。121民進黨高雄市長陳菊與中共國務院台灣事務辦事處（簡稱

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見面，表示希望大陸不要只跟單一政黨討論

兩岸事務，兩岸應該有更多交流，讓彼此有更多了解，進而理

解。122民進黨黨內初步共識整體兩岸關係方向為向中間靠攏，具

                                        
115 林河名，〈謝長廷：替民進黨爭到另條路〉，《聯合報》，2013 年 7 月 3 日，版 A2。 
116 梁雅雯〈謝長廷：兩岸是特殊關係〉，《聯合報》，2013 年 10 月 3 日，版 A8。 
117 林敬殷，〈我的兩岸立場…〝就是台灣前途決議文〞〉，《聯合晚報》，2013 年 5 月 29 日，版

A3。 
118 林河名，〈蘇貞昌：建設國家為重 不必再喊台獨〉，《聯合報》，2013 年 5 月 30 日，版 A4。 
119 林河名，〈蘇貞昌：4 層面規畫中國政策〉，《聯合報》，2013 年 6 月 14 日，版 A23。 
120 林河名、鄭宏斌，〈蘇貞昌批一中架構 對岸不要逼人到絕地〉，《聯合報》，2013 年 6 月 15
日，版 A2。 
121 鄭宏斌，〈「缺乏誠意」 綠：反對預設前提〉，《聯合報》，2013 年 6 月 17 日，版 A4。 
122 林克倫、吳宗鳳，〈兩岸事務 陳菊：陸別只跟 1 黨討論〉，《聯合報》，2013 年 8 月 11 日，版

A4。 

   林克倫、謝龍田，〈陳菊：讓兩岸減少差異 正向發展〉，《聯合報》，2013 年 8 月 10 日，版

A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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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主張包括事實主權、放棄法理台獨、台獨黨綱沒有存廢問題、

不改國旗和國號。123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柯建銘提出凍結台獨黨

綱的想法，認為為了重返執政，民進黨要積極務實的踏出一步，

展現處理兩岸事務的能力，掃除選民對民進黨的刻版印象。124但

針對此發言，民進黨立委陳其邁提到，台獨是民進黨的核心價

值，不然貿然將其工具化以作為跟大陸交流的預設前提，這不但

不聰明，還會被選民唾棄。125針對國台辦提出民進黨仍然頑固堅

持一邊一國的台獨立場，民進黨表示其基本價值不變，但政策會

與時調整，國台辦的制式回應無助民進黨改善兩岸關係的努力。
126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洪財隆針對王郁琦與張志軍的王張會表

示，陸委會主委王郁琦訪中期間，不應觸及包括一中原則、終止

敵對狀態、和平協議、軍事互信機制、統一前政治架構或兩岸統

一等政治談判協商議題，任何政治性議題，須經台灣人民以公投

方式同意後才得以進行。127民進黨針對其 2014 對中政策檢討紀

要指出三項內涵，一是反映並捍衛台灣社會的主流價值，二是對

兩岸交流展現務實但不宿命的自信態度，三則是正視兩岸公民社

會的事實，並積極回應公民團體的訴求。並表示黨內民調指出七

成四民眾反對兩岸政治交流需在一中框架下進行，對中政策檢討

既要的價值較貼近主流民意，認為中共以舊思維舊視野看帶民進

黨對中政策的檢討。128民進黨前主席蔡英文針對兩岸官方接觸提

出三個堅持，「堅持」不能只是為兩岸事務機構互動所作特殊安

排、「堅持」不能是為達成特定政治目的、「堅持」不能落入「一

                                        
123 林政忠，〈民進黨對中政策 初步共識 向中間靠攏〉，《聯合報》，2013 年 11 月 14 日，版

A4。 
124 陳言喬，〈國台辦：積極的信號〉，《聯合報》，2013 年 12 月 28 日，版 A2。 
125 李昭安，〈柯建銘：重返執政 必踏的一步〉，《聯合報》，2013 年 12 月 28 日，版 A2。 
126 鄭宏斌，〈民進黨回應： 政策調整 堅定靈活〉，《聯合報》，2014 年 1 月 11 日，版 A3。 
127 鄭宏斌，〈綠：王不應協商政治議題〉，《聯合報》，2014 年 1 月 11 日，版 A4。 
128 鄭宏斌，〈民進黨：中共故步自封 遺憾〉，《聯合報》，2014 年 1 月 16 日，版 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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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中國框架」。129 

 

  從上民進黨對於兩岸關係的理解，因為 2012 年剛面臨敗選

之故，對於兩岸關係的見解其實是多歧的，對於兩岸關係理解統

整如下： 

 

第一、 主張兩岸關係不應限定於特定政黨的交流：兩岸關係不

應僅限於國共交流，並且希望中共應該與民進黨有更多

的交流，不排斥促進彼此的了解。 

 

第二、 皆不接受九二共識中的一中原則價值，試圖以其他類型

的政治前提與共識來促進兩岸的發展，包含主張以民主

人權做為新共識、憲法一中各表的兩岸共識、以台灣前

途決議文為基礎，不接受一中框架的想法。認為台灣的

未來定位由人民決定。 

 

第三、 凍結台獨黨綱與否具有分歧：凍結台獨黨綱以展現處理

兩岸事務的能力，排除選民對民進黨的刻版印象、以及

不凍結台獨黨綱保有民進黨的核心價值。 

 

第四、 總體來說，民進黨希望自身的兩岸政策能夠向中間靠

攏，並且在法理台獨以及國旗國號等問題上表示退讓，

希望能夠改善自身對兩岸關係的掌握以求人民的支持。 

 

  從這段時期可以看出，在野的民進黨，對於兩岸關係的發展

產生了修正的聲音，而其內部對於兩岸關係的意見也產生了一定

                                        
129 林河名，〈脫掉白手套後 蔡英文：兩岸官方接觸 須三個堅持〉，《聯合報》，2014 年 2 月 15
日，版 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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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分歧。不過，依然存在著一定的原則與核心價值：不接受

一中原則。即便是謝長廷所提出的憲法一中，也存在彼此承認各

自憲法的價值，而並非原原本本的照搬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基

礎。另外，反對單方面預設前提的互動，也就是中共所提出的一

中框架政策，認為民意也不向一中框架。整體不排斥與大陸的交

往，並希望中共能夠與民進黨積極交流，也不排斥雙方高層的會

面與對話。 

 

  而在太陽花學運發生後，民進黨認為，太陽花學運的產生是

因為馬英九政府的一意孤行，主張應制訂兩岸協議監督條例，進

行先立法，後審查，而學運本身在兩岸關係上則凸顯了兩岸關係

失衡傾斜。130民進黨主席蔡英文針對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與民進黨

高雄市長陳菊的會面表示，這是兩岸關係走出狹隘的國共兩黨互

動，促進兩岸彼此更廣泛了解的重要起步，希望兩岸之間能有更

多不設政治前提、跨越黨派、跨越不同階層的良性互動。民進黨

也會堅持對等、主權、民主之原則和對岸官方進行交流。131另

外，對於民進黨內部產生凍結台獨黨綱以及實踐台獨黨綱兩種聲

音，民進黨黨主席蔡英文則表示，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強化主

權、爭取實質的國際參與，是絕大多數台灣人民的期待，台獨黨

綱的價值已經變成年輕世代的天然成分，並認為台灣前途決議文

已經成為民進黨內部、甚至台灣人民在台灣主權，前途及兩岸定

位上的共識，希望能在此共識基礎上，兩岸能有更穩定、更優質

的互動，增加彼此了解，建立互信。132 

 

 
                                        
130 林政忠，〈綠：速審 回應公民聲音〉，《聯合報》，2014 年 4 月 8 日，版 A2。 
131 林敬殷，〈蔡英文：民共交流 以民意為依歸〉，《聯合晚報》，2014 年 6 月 27 日，版 A2。 
132 鄭宏斌，〈蔡英文：堅持獨立 已成年輕世代天然成分〉，《聯合報》，2014 年 7 月 20 日，版

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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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期間中兩岸關係最大的波瀾為甘比亞共和國(Republic of 

the Gambia)與台灣斷交的事件，2013 年 11 月 14 日，甘比亞宣

布與台灣斷交，結束 18 年來與台灣的邦交關係。這是總統馬英

九任內執行活路外交以來第一個與台灣斷交的邦交國。 

 

  總統馬英九的活路外交政策，其價值在於務實進取的外交政

策，是一種外交上休兵，停止兩岸在邦交國上的內耗與惡鬥，讓

外交資源能夠做到最妥善的運用。133在兩岸關係中找出一個雙方

皆可互動的模式。134這樣的模式要成功必須建立在兩岸對於外交

休兵具有共識，兩岸之間皆必須停止外交惡鬥，國際上追求共存

共榮。135可見得中華民國在邦交國上的損失，可能打破總統馬英

九上任以來的活路外交政策，而基於活路外交政策由上所述，是

建立在兩岸關係的共識以及退讓下，活路外交政策被打破，對於

兩岸關係則可能產生相當的影響。 

 

  然而，在甘比亞與我國斷交的事件中，兩岸關係的行為者均

試圖淡化此次事件的影響。中華民國外交部在記者會上表示，甘

比亞與我國斷交一事，主因在於甘比亞總統賈梅(Yahya Jammeh)

的個人決定。136總統馬英九也表示，甘比亞一事應屬特例。137爾

後中共也表示未在事前與甘比亞接觸，另外考量兩岸關係的穩定

                                        
133 中華民國外交部，〈歐部長出席行政院新聞局舉辦之「外交部業務政策說明記者會」答詢紀

要〉，

https://www.mofa.gov.tw/News_Content_M_2.aspx?n=70BCE89F4594745D&sms=700DE7A3F880B
AE6&s=81F9F19CA8B5B2DF，瀏覽日期：2008.12.31。 
134 行政院新聞局，《馬英九總統 97 年言論選集》（台北：行政院新聞局，2009）。 
135 李登科，〈從馬總統兩次中南美洲之行看兩岸外交休兵〉，《展望與探索》第 7 卷第 8 期

(2009.8），頁 14-17。 
136 中華民國外交部，〈「有關甘比亞事件」記者會紀要〉

https://www.mofa.gov.tw/News_Content_M_2.aspx?n=70BCE89F4594745D&sms=700DE7A3F880B
AE6&s=9BBEA32331FA7069，瀏覽日期：2013.11.22。 
137 陳洛薇，〈馬：兩岸簽和平協議「先公民投票」〉，《聯合報》，2013 年 11 月 23 日，版 A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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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勢以及台灣民眾的感受，不會與甘比亞建交，希望甘比亞斷交

事件不會被有心人士利用破壞兩岸關係。138一直到 2016 年 3 月

17 日，國民黨在總統以及國會大選敗選，民進黨接任前，中國

才與甘比亞復交。以上所述，兩岸關係的行為者皆透過淡化此事

件，表示甘比亞斷交一事與兩岸關係無關，使其不致破壞兩岸關

係的現況。總的來說，這段時期的兩岸關係是穩定的，因此甘比

亞與我國斷交時，兩岸關係行為者才得以透過淡化的方式來處理

此次危機，不致使兩岸關係產生裂痕，發生變化。 

 

 

  太陽花學運結束(2014.4.10)後，中共再遇上 2014 年香港學

界大罷課學運事件，此事件發生於 2014 年 9 月 22 日，在香港政

府提交給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政改諮詢報告中，部分香港市民

認為沒有向北京當局清楚的反映香港市民要求香港『真普選、無

篩選』的訴求，這在香港立法會以及社會上引起了爭議，而律師

公會以及學生組織皆表示將發起針對此事件的公民活動。隨後中

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在 2014 年 8 月 30 日通過『關於香港特別行政

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 2016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其中香

港特首的候選人需要由『提名委員會』來進行提名一點，使香港

泛民主派所要求的「真普選」已確定失去希望。於是在 2014 年

9 月 22 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發起罷課，並在同月 28 日占領中

環，要求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撤回香港政改對特首選舉方式的決

定，並且重新起動政改，爆發後續的連串衝突。139 

 

                                        
138 林庭瑤，〈陸：沒與甘比亞接觸過〉，《聯合報》，2013 年 11 月 16 日，版 A2。 
139 Jessica，〈香港佔中 你知多少?〉，

https://journal.eyeprophet.com/%E9%A6%99%E6%B8%AF%E4%BD%94%E4%B8%AD-
%E4%BD%A0%E6%87%82%E5%A4%9A%E5%B0%91/ ，瀏覽日期：2014.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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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事件發生後，從兩岸關係中可以觀察到的變化，主要在於

中共對於兩岸關係以及一國兩制的態度有所變化。對於國民黨針

對香港學運一事呼籲大陸走向民主憲政，支持香港民眾爭真普選

的運動，表示香港政改台灣不應該說三道四，認為占中運動本身

屬違法行為，嚴重干擾香港秩序、經濟發展和法治，並且引起越

來越多香港民眾的不滿與反感，並且在發表最後提到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的局面與成果得來不易，應當倍加珍惜。140相較於過去國

民黨對於中國應該在民主人權方面更加重視且進步時的反應要來

的直接。並且，中共再提到兩岸需珍惜得來不易的和平穩定，希

望抑止國民黨對於香港佔中，以及此時期中國民黨對於民主人權

表示支持的發言。 

 

另外，兩次事件的行為者皆偏向於國內的年輕族群，可以在文獻

裡看到兩岸關係中，中共將其交流的中心轉向青年族群，無論讓

利，或者是經濟的發展都強調注重給與青年更多的機會，並且多

與青年交流。以中共在兩岸關係中的認知，認為青年之所以不支

持一個中國的兩岸政策，是因為青年族群不夠了解大陸，對大陸

有刻板印象所致，而這可以透過交流來彌平。而且，因為香港發

生學運，使得中共對於兩岸關係提出一國兩制的架構，可以見到

執政的國民黨以及民進黨皆對中共所提出的一國兩制持反對意見

並譴責單方面決定兩岸關係未來的舉動。 

 

 

  由上述資料可見，自太陽花學運發生後，兩岸關係的行為者

以及台灣在野黨均發生了變化。首先可以看到，國民黨在事件

                                        
140 汪莉娟，〈國台辦：台灣勿說三道四〉，《聯合報》，2014 年 10 月 11 日，版 A6。 



 

57 
 

中，積極維護其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立場，並且強調維持現狀

是台灣民意之所向，兩岸關係無法用國與國關係定調。而中共方

面，同樣也是積極的透過說服台灣民意太陽花學運的疑慮是在於

誤會而非事實，並提到兩岸經貿協議對於台灣的讓利較多，兩岸

關係的發展也並非是零和遊戲，是在對等基礎上的發展，以博取

台灣民意的支持，將在此事件中批判的對象轉移至台獨勢力而非

參與活動的年輕族群，在事件之後對於台灣的談話以及政策，開

始注重以及強調兩岸年輕族群的交流以及讓利。但是在這些改變

之上，同時也強調兩岸之間應珍惜過往發展，透過政治基礎來繼

續發展和平穩定的兩岸關係，另外對於兩岸關係的制度化發展進

度更加重視。在民進黨方面，則透過此事件表示兩岸關係發展的

失衡，以及政府在兩岸關係的發展上與民意脫節，這種狀況需要

改善，除了讓兩岸關係不只侷限於國共交往，應該在多階層上彼

此交流溝通外，兩岸關係也不應該在設有政治前提的架構下進行

交往，認為台灣前途決議文是黨內部以及台灣人民的共識，強化

台灣的主權與實質的國際參與才是台灣人民對於兩岸關係發展的

期許。 

 

  三者之間的異同以及此時期的觀察重點，具有下列幾點: 

 

第一， 對於台灣民意的理解不同： 

 

國民黨認為，兩岸關係至今的發展，也就是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的政治架構並沒有造成台灣的主權減損，這是

從國民黨此次任期以來一貫的理解，一直到太陽花學運

期間，也仍然維護如此的政策發展方向。而與其相左，

民進黨則認為太陽花學運的發生緣由在於當今執政黨的

兩岸關係發展方向與民意產生脫節，進而使學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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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台灣人民比起執政黨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基礎

上所發展的兩岸關係，更期望看到對等以及更強調主權

的兩岸關係。 

 

以信念因素分析，國民黨認為過往的兩岸關係交流不造

成主權之減損，遵守台灣民之所向的維持現狀。民進黨

則認為自身的黨綱已經成為台灣主流的聲音，這包含了

其台獨黨綱的價值在內，更提到兩岸關係的發展應該在

被民進黨以及台灣人民所認同的台灣前途決議文的基礎

上進行良性的發展。 

 

整體而論，在針對太陽花學運事件上，國民黨以及民進

黨都認為在自身的信念基礎上，是符合台灣民意的，也

認為彼此的見解才是兩岸關係正確的發展方向。 

 

第二， 中共在此段期間對於其外交政策見解的改變： 

 

國民黨以及民進黨對於台灣民意的見解不同，但是中

共，在太陽花學運期間以及之後，都產生了外交政策上

的變化。首先，中共加強維護自己的兩岸政策是對台灣

民眾有幫助、有利益的，並且開始在對於台灣以及自身

政策的大小對話內，強調對於台灣年輕族群交流的重視

以及讓利。另外開始更加的希望推動兩岸關係的制度化

進度。 

 

第三， 國內力量整合狀況改變： 

 

台灣的內部因素在決策階層的認知上產生了改變，從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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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的國民黨開始重申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基礎原

則，以及對學運提出了兩岸監督條例版本中針對兩岸關

係的定位提出質疑。中共除重申一個中國、反對台獨的

立場，認為事件的主因是在年輕族群對於中國的不了

解，使得被有意人士操控。民進黨認為執政的國民黨的

兩岸政策已非民意所向，都代表了在這段期間，三者觀

察到台灣內部因素產生了變化，而做出對應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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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國民黨方面，除了再重申兩岸關係是建立在九二共識，一中

各表上基礎上，維持兩岸不統、不獨、不武的關係。141認為兩岸

關係需要透過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才得以延續和平穩定的局

面。142台灣要在國際上發展關係，即便對象並非大陸，大陸也在

其中占了相當重要的位子，例如台灣若想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143雖然其中的成員

國未包含大陸，但大陸是其中六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所以使得

TPP 中許多成員開出台灣加入的條件為美國同意、大陸不反對，

兩岸關係在此種協定中仍然至關重要。144對於大陸則不斷喊話，

認為兩岸關係未來的發展必須要在自由、民主、人權及法治為核

心價值的基礎上，兩岸關係的問題才容易解決。145中共必須要正

視中華民國存在與兩岸分治事實，146並且重視尊重台灣人民的感

                                        
141 汪莉絹，〈習近平提一國兩制〉，《經濟日報》，2014 年 9 月 27 日，版 A1。 

   黃國樑，〈馬籲大陸 走向民主憲政〉，《聯合晚報》，2014 年 10 月 10 日，版 A1。 

   林庭瑤，〈藍：延續九二共識 恢復協商方向〉，《聯合報》，2015 年 3 月 5 日，版 A2。 

   郭玫君，〈陸委會重申：堅持中華民國主權〉，《聯合報》，2015 年 8 月 7 日，版 A12。 

   郭玫君，〈陸委會回應 兩岸是「一個中華民國，兩個地區」〉，《聯合報》，2015 年 9 月 25
日，版 A16。 
142 林庭瑤，〈藍：延續九二共識 恢復協商方向〉，《聯合報》，2015 年 3 月 5 日，版 A2。 

   郭玫君，〈陸委會重申：堅持中華民國主權〉，《聯合報》，2015 年 8 月 7 日，版 A12。 

   郭玫君，〈陸委會回應 兩岸是「一個中華民國，兩個地區」〉，《聯合報》，2015 年 9 月 25
日，版 A16。 
143 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是第一個連結亞太地區的區域貿易協定，由美國邀集包含新加

坡、紐西蘭、汶萊、智利的 Pacific 4 國家在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SEP)基礎上談判之協定。詳見： 

  加強全球與區域貿易經濟連結-CPTPP，〈TPP 簡介〉，

https://cptpp.trade.gov.tw/Files/Pages/Attaches/464/1060928_TPP%E7%B0%A1%E4%BB%8B(12%E
5%9C%8B).pdf，瀏覽日期：2017.1.30。 
144 高詩琴，〈TPP 條件 美要同意 中國不反對〉，《聯合報》，2015 年 7 月 16 日，版 A2。 
145 鄭杰，〈馬總統：習近平很強勢〉，《經濟日報》，2014 年 11 月 5 日，版 A12。 
146 林庭瑤，〈藍：延續九二共識 恢復協商方向〉，《聯合報》，2015 年 3 月 5 日，版 A2。 

   李仲維，〈陸委會：反對非和平決定兩岸〉，《聯合報》，2015 年 3 月 14 日，版 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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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147中共方面應已有理解和體認，如能設身處地考量對方的關

切，不但可以降低雙方分歧對立，也不致傷害對方人民感情，未

來兩岸關係發展的關鍵在民心向背。148對於台灣來說，兩岸關係

仍是建立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基礎下的關係，價值在一個中華

民國，兩個地區，主權不減損的狀況下的和平穩定發展，這是基

於台灣憲法以及民主機制下所訂立的政策。149台灣是一個民主國

家，有自己的總統，獨立運作，反對中國提出的一國兩制，150反

對中國單方面以反分裂國家法單方面使用非和平手段解決兩岸問

題。 

 

  國民黨在這段期間對中共提出呼籲: 一、兩岸制度化協商絕

不可以停滯，過去為民眾創造的福祉不能收回。二、需秉持誠信

並加強官方互動，溝通重在誠心善意。三、兩岸交流唯有擺脫政

治目的與算計，才能獲得真正的心靈契合。四、全球一家親，國

際事務不能排除「和平締造者」的台灣，邊緣化只會製造疏離與

怨懟。認為近期兩岸之間的互動較為波折緊張，而原因在於大陸

對於未來有不確定的恐懼，會不斷採取預防措施，而使得兩岸關

係的交流會頻繁處碰到彼此的敏感區。151 

 

 

  中共在台灣 2014 年 11 月 29 日中華民國地方公職人員選舉

                                        
   郭玫君，〈陸委會重申：堅持中華民國主權〉，《聯合報》，2015 年 8 月 7 日，版 A12。 

   郭玫君，〈陸委會回應 兩岸是「一個中華民國，兩個地區」〉，《聯合報》，2015 年 9 月 25
日，版 A16。 
147 賴昭穎，〈夏籲對岸 重視台灣人民感受〉，《聯合報》，2015 年 7 月 17 日，版 A12。 
148 李仲維、郭玫君、蔡家蓁，〈夏立言：未來兩岸關鍵 在民心向背〉，《聯合報》，2015 年 5 月

24 日，版 A3。 
149 黃國樑，〈馬籲大陸 走向民主憲政〉，《聯合晚報》，2014 年 10 月 10 日，版 A1。 
150 汪莉絹，〈習近平提一國兩制 我不接受〉，《經濟日報》，2014 年 9 月 27 日，版 A1。 
151 賴昭穎，〈夏立言：人民福祉為先〉，《聯合報》，2015 年 7 月 14 日，版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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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簡稱九合一選舉）前，除了再次強調九二共識、反對台獨才

是兩岸和平發展的共同政治基礎，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所以涉

及到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問題應該要由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

人民共同決定。152在對於與台灣之間的交流，除了認為高層需要

多接觸台灣青年的想法，對基層民眾與青年喊話，與台灣同胞分

享機遇，尤其青年一代巨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完全能夠在兩岸共

同發展的舞台上發揮優勢，施展才華，實現人生價值。153表示了

重視台灣青年的想法，高層多次表達希望能與台灣青年作接觸，

聆聽意見，並且認為只有透過交流才能減少隔閡。154理解台灣民

眾非常珍惜自己選擇的社會制度和方式，而大陸也尊重這些制

度、理念與方式，而在這次的訪台中，希望能夠聽取包含台灣南

部廣大基層民眾的各方意見，明白兩岸間存在地理以及心理差

距，因此應該鼓勵兩岸多交流，而兩岸之間的民意主流也是希望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下去。155 

 

  對於未來兩岸關係，認為將會是三不會以及四個繼續的發展

方向，三不會指的是方向不會變，步伐不會停，信心不會減，並

且將廣泛聽取兩岸民眾遊其是台灣基層民眾的意見建議，讓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的成果會及更多台灣民眾。而四個繼續指：第一，

繼續推動兩岸經濟交流合作，第二，繼續推動大陸居民赴台旅遊

健康有序發展，第三，繼續大力推動兩岸基層交流，第四，繼續

為兩岸交流和人員往來提供便利。156而兩岸關係的制度化能夠為

兩岸經濟合作創造更好的條件。157如果台灣錯失合作良機，則會

                                        
152 陳言喬，〈暫停貨貿協議？范麗青否認〉，《聯合報》，2014 年 6 月 12 日，版 A12。 
153 賴錦宏，〈兩岸擴大交流 給青年舞台〉，《經濟日報》，2014 年 6 月 16 日，版 A10。 
154 林克倫，〈兩岸未來好不好 「取決於青年」〉，《聯合報》，2014 年 6 月 26 日，版 A4。 
155 程平、蔡佩芳、林庭瑤、林河名，〈張志軍：尊重台灣民眾選擇〉，《聯合報》，2014 年 6 月

28 日，版 A3。 
156 賴錦宏，〈四個繼續 和平發展創雙贏〉，《經濟日報》，2014 年 6 月 16 日，版 A10。 
157 大陸新聞中心，〈張志軍：兩岸經濟合作 需建立制度〉，《聯合報》，2014 年 9 月 2 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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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台灣民眾的利益，台灣民眾不應擔心兩岸過於緊密，台灣會

被大陸吃掉。另外中共也要加強對台青年工作，讓台灣青年認識

到兩岸的和平與青年的前途習習相關。158在兩岸關係的交流上，

認為雖然在馬政府時期兩岸關係的發展趨於穩定，兩岸人民的交

流也十分熱絡，但台灣民眾對於大陸的負面刻版印象仍強。159  

9 月 26 日，習近平在接見新黨代表團時，對兩岸關係使用了一

國兩制一詞，認為一國兩制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而其具

體實現形式會考慮台灣的現實情況，充分吸收兩岸各界的意見和

建議，能充分照顧台灣同胞的利益。160 

 

  而後中共在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2014.10.20-

10.23)裡發表「全面推動依法治國的決定」一文，內容針對台灣

部分，強調要運用法制方式鞏固和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完善

涉台法律法規，依法規範和保障兩岸人民關係，推進兩岸交流合

作，運用法律手段捍衛一個中國原則、反對台獨，增進一個中國

框架的共同認知，推進祖國和平統一。161 

 

  爾後，大陸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提出大陸的底線是一個中國

原則，只要在這個一中框架之下，兩岸很多事都可談，包含加入

國際組織。162重申九二共識而未再提一國兩制，163並希望服貿協

議能盡速通過。164對於台灣九合一選舉，表示無論結果為何，都

                                        
E4。 
158 汪莉絹，〈俞正聲：服貿不過 影響台灣利益〉，《聯合報》，2014 年 9 月 13 日，版 A20。 
159 汪莉絹，〈周志懷：反服貿後 兩岸「調整期」〉，《聯合報》，2014 年 9 月 15 日，版 A6。 
160 汪莉絹，〈習近平 首提一國兩制〉，《聯合晚報》，2014 年 9 月 26 日，版 A2。 
161 林克倫，〈四中 「決定」公布：捍衛一中、反對台獨〉，《聯合報》，2014 年 10 月 29 日，版

A12。 
162 汪莉絹，〈俞正聲：一個中國 是大陸底線〉，《聯合報》，2014 年 11 月 01 日，版 A14。 
163 林庭瑤、汪莉絹，吳父鄉，〈習近平：兩岸應尊重彼此〉，《聯合報》，2014 年 11 月 10 日，版

A1。 

   林庭瑤、汪莉絹，〈王張會 堅持九二共識基礎〉，《聯合晚報》，2014 年 11 月 12 日，版 A3。 
164 黃國樑，〈國台辦：兩岸應速 ECFA 後續商談〉，《聯合晚報》，2014 年 11 月 26 日，版 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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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兩岸各界都會希望兩岸關係能繼續穩定向前發展。165國民黨

在九合一選舉敗選後，中共發表聲明表示希望兩岸同胞珍惜兩岸

關係來之不易的成果，共同維護並繼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大

局。另表示對台政策方針不會因為國民黨在九合一選舉敗選而改

變，對民進黨的政策也是一貫的。166 

 

  針對九二共識，中共認為有利於兩岸關係的改善與發展，有

利台海和平。167希望仍能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繼續推動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168希望國共兩黨鞏固堅持九二共識和反台獨。169而

九二共識的的核心是認同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170是不可踩

到的底線。1712008 年後在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

上，開啟了兩岸和平發展新局面，絕不能讓兩岸關係再遭折騰，

更不能走回頭路。172呼籲兩岸繼續走正確的道路，堅定維護台海

和平，反對台獨分裂勢力。173九二共識和反對台獨之政治基礎是

兩岸關係的根本性質、發展方向及其基本保障，是維護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的關鍵。174表示 2008 年來與台灣達成 21 項協議，重申

認同一中，支持九二共識，談判都會在一中的框架內進行。175無

九二共識這一共同政治基礎，兩岸的政治互信和制度化協商機制

                                        
165 汪莉絹，〈國台辦：關注台灣選舉〉，《聯合晚報》，2014 年 11 月 25 日，版 A4。 
166 汪莉絹，〈國台辦：我們注意到了〉，《聯合報》，2014 年 11 月 30 日，版 A19。 

   賴錦宏，〈陳德銘：盼兩岸珍惜和平成果〉，《聯合報》，2014 年 12 月 2 日，版 A8。 
167 黃國樑，〈國台辦：在九二共識基礎和平發展〉，《聯合晚報》，2014 年 12 月 7 日，版 A2。 
168 賴錦宏，〈國台辦：盼在九二共識上 兩岸和平發展〉，《聯合報》，2014 年 12 月 3 日，版

A1。 
169 賴錦宏，〈習近平電賀朱 再提九二共識〉，《聯合報》，2015 年 1 月 18 日，版 A3。 
170 汪莉絹、李春、陳君碩，〈習近平：沒有九二共識 兩岸動盪〉，《經濟日報》，2015 年 3 月 5
日，版 A9。 
171 汪莉絹，〈陸：反台獨 堅持九二共識〉，《聯合報》，2015 年 2 月 17 日，版 A4。 
172 郭玫君、李仲維、蔡家蓁，〈張志軍：鞏固九二共識 勿走回頭路〉，《聯合報》，2015 年 5 月

24 日，版 A3。 
173 郭玫君、李仲維、蔡家蓁，〈別等燈熄才知它存在〉，《聯合報》，2015 年 5 月 25 日，版 A2。 
174 大陸新聞中心，〈孫亞夫：鞏固九二共識 續保兩岸和平〉，《聯合報》，2015 年 8 月 2 日，版

A12。 
175 杜宗熹，〈國台辦：兩岸交流合作制度化〉，《經濟日報》，2015 年 8 月 6 日，版 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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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坍塌。176沒有九二共識的基礎，就沒有現狀。177如果拋棄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共同政治基礎，兩岸關係將會停滯倒退，兩岸

同胞將深受其害，而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即是此共同政治基

礎。178對於兩岸關係的最大威脅是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台

獨的活動。179 

 

  在九二共識必須維持的前提，中共認為所有負責任的政黨都

應該明確的回答是否承認九二共識、反對台獨。180兩岸關係不是

國與國關係，不是一中一台關係，是一個國家兩個部分之間的關

係，認為不管是誰在 2016 年 1 月 16 日台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及

立法委員選舉中勝利，都要明確回答這個問題。181強調只要認同

九二共識的核心，也就是認同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兩岸不

是國與國關係的九二共識並反台獨，任何政黨和團體同大陸打交

道都不存在障礙。182兩岸雙方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完全能夠

通過建立和加強高層溝通，增進互信，明確方向，共同推動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183中共認為上述說法，既釐清了九二共識的歷史

事實為何，又體現了對台灣各政黨、團體一視同仁的態度。184 

 

  在對於台灣人民的部分，中共提到假設台灣法理獨立，則破

壞了兩岸關係發展的政治基礎，引起兩岸關係緊張，將導致兩岸

                                        
176 郭玫君，〈國台辦：沒九二共識 互信坍塌〉，《經濟日報》，2015 年 9 月 17 日，版 A9。 
177 郭玫君、林宸誼，〈國台辦副主任：沒九二共識基礎 何來現狀〉，《聯合報》，2015 年 10 月

16 日，版 A16。 
178 林則宏，〈俞正聲：馬習會 企業利多〉，《經濟日報》，2015 年 11 月 5 日，版 A10。 
179 賴錦宏、杜宗熹，〈兩岸倒退將寸步難行〉，《聯合報》，2015 年 5 月 26 日，版 A2。 
180 賴錦宏，〈張志軍：兩岸同屬一中 負責任政黨需明確回答〉，《聯合報》，2015 年 8 月 7 日，

版 A12。 
181 王玉燕，〈張志軍： 兩岸是「一個國家，兩個部分」〉，《聯合報》，2015 年 9 月 25 日，版

A16。 
182 汪莉絹，〈國台辦新發言人：炒作陸侵台戰力 有違互信〉，《聯合報》，2015 年 10 月 29 日，

版 12。 
183 賴錦宏，〈張志軍：馬表述九二共識歷史事實〉，《聯合報》，2015 年 11 月 9 日，版 A3。 
184 同註 182。 



 

66 
 

協商中斷或無法恢復，限縮兩岸交流空間。185若台灣執政者否認

拒絕九二共識這一兩案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卻聲稱他們能

夠承接和分享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成果，是對台灣社會和民眾的

欺騙和誤導，兩岸經濟合作深化離不開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未

來兩岸是繼續和平發展或重回波折動盪，攸關台灣同胞的切身利

益。186無九二共識這一共同政治基礎，兩岸的政治互信和制度化

協商機制就會坍塌。187如果拋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共同政治基

礎，兩岸關係將會停滯倒退，兩岸同胞將深受其害，而堅持九二

共識，反對台獨即是此共同政治基礎。188深信兩岸人民才是推動

兩岸關係發展的真正動力。189只要九二共識基礎依然存在，政治

互相不受破壞，兩會制度化協商就得以延續，以繼續造福兩岸同

胞。190 

 

  民進黨方面，在此段期間，認為台灣除了在兩岸關係的經貿

互動以及連結之外，也必須同步的融入區域經濟的整合，這包含

了加入 TP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議(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等，並強化與主要

貿易夥伴的連結。如此平衡而多元的經濟戰略，才能讓台灣在經

濟上保持自主，確保自身的民主體制不受外力所影響，維持自身

政治的自主性，台灣應該在全球化的多角關係中積極的加入國際

                                        
185 大陸新聞中心，〈孫亞夫：鞏固九二共識 續保兩岸和平〉，《聯合報》，2015 年 8 月 2 日，版

A12。 
186 王玉燕，〈李亞飛：兩岸關係不穩 交流恐倒退〉，《聯合報》，2015 年 8 月 20 日，版 A12。 
187 同註 176。 
188 同註 178。 
189 黃國樑，〈鄭立中談兩岸：沒有人會喜歡衝突〉，《聯合晚報》，2015 年 11 月 30 日，版 A3。 
190 林克倫，〈張志軍：別等失去和平成果 才覺可貴〉，《聯合報》，2016 年 1 月 1 日，版 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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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讓台灣處於不可替代的定位。191而對於中國接見新黨主席

郁慕明一行時所提到的和平統一與一國兩制一事，民進黨主席蔡

英文表示兩岸關係要維持一個和平穩定的發展關係確實是彼此的

共同目標，但是台灣的前途是應由台灣的兩千三百萬人共同決

定，這也是台灣社會大多數的共識。民進黨呂秀蓮則對此表示，

一國兩制即指變成中國的一部分，絕不接受一國，更不用提兩

制。192 

 

  民進黨方面在九合一選舉勝選後，認為自身處理兩岸關係的

基本原則應是維持兩岸現狀，也就是維繫台海和平及持續兩岸關

係穩定發展的現狀，這是兩岸關係的核心，也是民進黨重返執政

後致力之目標。193維持台海和平，與持續兩岸關係穩定發展，並

且同時保有台灣民主價值和未來自主性。194而維持現狀的基本意

涵在於處理兩岸關係必須公開透明，必須注意到要有公共的參

與，確保兩岸往來的公平性，這些跟台灣前途決議文沒有不一致

的地方。195維持現狀，維持台灣的民主與自由，維持台海和平與

兩岸穩定發展的現狀，這是超越政黨的社會共識，也符合各方的

最佳利益。196在符合對等尊嚴，公開透明，不涉政治前提的原則

下，樂見兩岸之間有正常的交流。197民進黨認為自己版本的維持

現狀與國民黨的維持現狀最不同的，在於重視台灣兩千三百萬人

共同擁有的選擇權，及對未來的決定權。198 

 

                                        
191 鄭宏斌，〈綠：買辦式交往 害兩岸關係〉，《聯合報》，2014 年 9 月 15 日，版 A4。 
192 鄭宏斌，〈民進黨：台灣前途由 2300 萬人決定〉，《聯合報》，2014 年 9 月 27 日，版 A4。 
193 郭瓊俐，〈蔡英文 維持兩岸現狀定調〉，《經濟日報》，2015 年 4 月 10 日，版 A1。 
194 林敬殷，〈民進黨堅稱：維持兩岸現狀〉，《聯合晚報》，2015 年 5 月 6 日，版 A2。 
195 林敬殷，〈蔡：維持現狀意涵 符台灣前途決議文〉，《聯合晚報》，2015 年 5 月 23 日，版

A2。 
196 鄭宏斌，〈兩岸有責共同維繫和平〉，《聯合晚報》，2015 年 6 月 11 日，版 A2。 
197 何孟奎，〈蔡英文呼籲 堅守三原則〉，《經濟日報》，2015 年 11 月 5 日，版 A2。 
198 林敬殷，〈蔡英文：我和馬最大不同是‘民主’〉，《聯合晚報》，2015 年 11 月 6 日，版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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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民進黨的角度，認為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責任不在單一

方，是兩岸雙方都要共同責任，兩岸任何一方都有責任維護台海

和平穩定。199和平穩定的兩岸關係對亞洲，台灣，中國都至關重

要，維持台海和平與穩定關係對各方都有利，並且表示如當選總

統，將在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下，依循普遍民意，持續推動兩

岸關係的和平穩定發展。認為習近平應該更加理解台灣對民主價

值的堅持，面對兩岸的差異應展現更多彈性。200 

 

  而對於九二共識的看法，民進黨認為，希望兩岸互動能著重

在實質層面，若只是名詞或標籤化處理，無法有利兩岸關係進

展。201九二共識不應擴大到解釋台灣國際參與，一中框架不應國

際化。202認為超過 70%台灣人民同意維持兩岸現狀，九二共識

在不同人有不同解讀，不認為台灣一定只能接受九二共識。203並

表示台灣內部對九二共識沒有共識。204維持現狀就是台灣當前最

大的共識，所以用維持現狀做為建構兩岸政策和兩岸關係的基

礎。205 

 

  這段期間，民進黨對於兩岸關係的期望，為以三個有利與三

個堅持，推動兩岸和平穩定關係，三個有利指必須有利於國家自

由民主發展，有利於區域和平安全穩定，有利於兩岸互惠互利交

往，三個堅持是兩岸交流互動必須立基在全民的利益之上，堅持

                                        
199 林敬殷，〈綠：台海和平穩定 雙方共同責任〉，《聯合晚報》，2015 年 3 月 5 日，版 A2。 
200 賴昭穎，〈蔡：依憲政體制推動兩岸關係〉，《聯合晚報》，2015 年 6 月 4 日，版 A2。 
201 蕭照平，〈蔡：兩岸互動應重實質層次〉，《聯合晚報》，2015 年 3 月 6 日，版 A2。 
202 蕭照平、謝梅芬，〈九二共識國際化 加速台灣香港化〉，《聯合晚報》，2015 年 5 月 4 日，版

A2。 
203 紀文禮、陳志平，〈蔡英文：〝為何只有九二共識 我們才能接受？〞〉，《聯合晚報》，2015 年

5 月 8 日，版 A2。 
204 鄭宏斌、鄭國樑，〈綠：蔡「維持現狀」就是持續兩岸發展〉，《聯合報》，2015 年 5 月 12
日，版 A4。 
205 郭瓊俐，〈蔡英文：兩岸繼續求同存異〉，《聯合報》，2015 年 6 月 9 日，版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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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決策須充分民主和透明化；堅持交流過程須多元參與和機會

平等；堅持交流成果須維護公益和社會共享。206維繫台海和平及

持續兩岸關係穩定發展的現狀是民進黨的施政目標。207 

 

 

  此時期在九合一大選前，又適逢太陽花學運發生後，可以看

見執政的國民黨開始在兩岸關係的行為中強調民意的作用，如認

為中共必須要正視中華民國的存在，考量台灣人民的感受等注重

國內輿論的發言。但實際操作上，還是如同以往的以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的政治架構來處理兩岸關係。也認為無論是台灣要加入

國際組織拓展國際空間，或要加入區域經濟整合，皆必須透過兩

岸關係來進行發展。 

 

  另一方面，民進黨在此時期則認為台灣的經濟不能只建立在

兩岸關係的經貿以及聯結，與其他國家的區域整合也很重要，而

這不僅是有利於台灣的經濟發展，更是維持台灣的民主不受外力

所干涉的方法。在這邊，從文章中可以知道，民進黨希望透過與

其他國家之間的區域整合以及經濟合作，來使台灣自身不會完全

依賴中國的經濟發展。民進黨的兩岸理念，在九合一大選後顯得

更加統一與清晰。 

 

  對於中國提到一國兩制，以及如反分裂國家法的想法，雙方

都認為，台灣民意才是決定台灣未來的依歸，而非中共單方面的

決定。不過，在這樣子的期許的一致性中，對於九二共識以及兩

                                        
206 郭瓊俐，〈綠：以 3 個有利 3 個堅持推動兩岸〉，《聯合報》，2015 年 3 月 5 日，版 A2。 
207 同註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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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關係的發展走向有所分歧。 

 

 

  2015 年 11 月 7 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台灣總統馬英九

在新加坡舉行會談，是自從 1949 年國共內戰結束之後，兩岸領

導人的首次會面，受各界的關注。習近平對於此會表示，從

2008 年來，兩岸走上和平發展的道路，七年來台海局勢和平穩

定，如今才有這樣歷史性的一步。認為兩岸關係面臨一個道路和

方向上的選擇，現在必須保障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不會得而復

失。將堅持九二共識的基礎，深化兩岸的交流合作，共謀中華民

族的偉大復興。馬英九則提出五點主張: 第一，鞏固「九二共

識」，維持兩岸現狀；第二，降低敵對狀態，和平處理爭端；第

三，擴大兩岸交流，增長互惠雙贏；第四，設置兩岸熱線，處理

緊急事務；第五，兩岸共同合作，致力振興中華。認為兩岸彼此

的年輕一代已能友善的交流，認為當前兩岸關係是自 1949 年以

來最好的狀態。208 

 

  自資料庫的資料分析，國民黨認為，在馬習會正式會談中，

提了中華民國、陳述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完整表述內容，及中

華民國憲法。認為馬習會讓雙方有機會更明確各自的兩岸關係基

本立場，有助於互相了解。209 

 

  中共方面，習近平在馬習會中指出，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國

                                        
208 劉子維、列爾、蕭爾，〈「習馬會」：兩岸領導人 66 年後首次會面〉，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11/151107_china_taiwan_xi_ma_meeting，瀏覽日

期：2015.11.7。 
209 郭玫君，〈談馬習會 習提一中框架 我沒跳進去〉，《經濟日報》，2015 年 12 月 18 日，版

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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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希望各黨派、團體能正視九二共識，只要承認九二共識的歷

史事實，我們都願意同其交往。210張志軍針對此補充說明，他認

為這是兩岸高層互動往來的關鍵一步，開闢了兩岸關係發展的新

前景，這充分說明了兩岸雙方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完全能夠

通過建立和加強高層溝通，增進互信，明確方向，共同推動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無論哪個黨派、團體，無論其過去主張過什麼，

只要承認九二共識的歷史事實，認同其核心意涵，大陸都願意同

其交往。211另外又強調馬習會中雙方是以兩岸領導人身分和名義

舉行，見面時彼此互稱先生，這是雙方合意的結果。這種務實的

安排是在兩岸政治分歧尚未解決的現況，以一個中國原則所作出

的決定，這體現了九二中擱置爭議，相互尊重的精神。212相反

的，大陸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則提到如果拋棄此和平基礎，兩岸

同胞將身受其害。213陸海協會副會長鄭立中提到馬習會是兩岸和

平發展的重要成果，並認為兩岸人民是推動兩岸關係發展的動

力。214 

 

  民進黨方面，針對馬習會，民進黨主席及民進黨總統參選人

蔡英文表示，符合對等尊嚴，公開透明，不涉政治前提的原則

下，樂見兩岸之間有正常的交流。215而此次的馬習會蔡英文認為

並未做到對等尊嚴、公開透明、不涉及政治前提的三項期許，並

認為缺乏民主程序、沒有民意支持的政治框架，台灣人民絕對不

會接受。216蔡英文表示和國民黨的維持現狀最不同的，在於民進

                                        
210 聯合報系採訪團，〈黨政人士解讀:馬習 共同確認九二共識存在〉，《聯合晚報》，2015 年 11
月 7 日，版 A3。 
211 賴錦宏，〈張志軍:馬表述九二共識歷史事實〉，《聯合報》，2015 年 11 月 9 日，版 A3。 
212 汪莉絹、林則宏，〈張志軍：開啟兩岸領導人直接交流先河〉，《聯合報》，2015 年 11 月 5
日，版 A1。 
213 林則宏，〈俞正聲：馬習會 企業利多〉，《經濟日報》，2015 年 11 月 5 日，版 A10。 
214 黃國樑，〈鄭立中談兩岸：沒有人會喜歡衝突〉，《聯合晚報》，2015 年 11 月 30 日，版 A3。 
215 何孟奎，〈蔡英文呼籲 堅守三原則〉，《經濟日報》，2015 年 11 月 5 日，版 A2。 
216 郭瓊俐，〈蔡英文：馬習會用政治框架 框限人民選擇〉，《聯合報》，2015 年 11 月 8 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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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更重視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的選擇權及對未來的決定權。217  

 

  本研究認為，馬習會印證了中共在台灣總統大選前於外交政

策上的變化。首先，馬習會做為兩岸友好關係的成果，再次強調

了過去與國民黨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所獲得的兩岸關係良好發

展，這樣具有歷史性價值，兩岸領導人的會面，是可以在九二共

識的前提下進行的。第二，無論哪個黨派過去有何主張，在九二

共識的基礎上，都可以達到這樣的兩岸關係成果。主要希望在選

舉前針對民進黨，產生其對兩岸關係政策影響的作用。 

 

  然而在此次事件裡，可以觀察到民進黨明顯與國民黨和中共

存在有理解上的差異。國民黨和中共都認為馬習會是兩岸對等的

領導人會面，並且以彼此的稱謂和舉行會議的名義作為例子。然

而，民進黨卻還是認為本次會議並未做到對等尊嚴。另外，民進

黨在此也提到了願意維持現況，但反對政治前提的立場，這在今

後民進黨的政策上都有諸多呼應之處。 

   

  在這段時期，本研究認為觀察重點以三個行為者作區分統

整: 

 

第一、 執政的國民黨在針對兩岸關係上更趨強調民意的作用，

除了持續維護九二共識、一中各表是一個具有保護台灣

                                        
A6。 
217 同註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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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意義的政治基礎外，也期望大陸能夠更重視台灣的

民意與體諒台灣的制度。這非是認為中共漠視台灣的民

意，本研究認為是針對中國的一個中國框架而發表。因

為從上述諸多資料可見，中共向來都將台灣的民意放在

自己的對話中，不斷提供公共財，將台灣民意放在自己

的兩岸政策中並希望能使台灣民意成為兩岸統一上的力

量，於是國民黨這樣希望中共重視台灣民意的發表，本

研究認為，是希望中國能夠在一個中國架構這個在台灣

內部較具爭議的兩岸關係核心價值上加入彈性。不過，

整體而論，國民黨依然是以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為根

基，並認為在這樣基礎下的兩岸關係能夠維護中華民國

的主權，在對話中也時常針對台灣內部進行諸如此類的

宣傳，穩固自己兩岸政策的核心價值。 

 

第二、 中共方面，則不斷的強調鞏固九二共識這一兩岸交流政

治基礎，並且再確立九二共識本身就是建立在一個中國

之核心價值的政治前提。這段時期中共主要有三種在政

策上的走向:第一，強調九二共識在兩岸交流上的重要

性，並且話語中婉轉的提到如果沒有九二共識這樣的政

治基礎，則兩岸關係現下的穩定會不復存在，而九二共

識若能維持，則兩岸關係的現狀就得以維持。第二，強

調反對台獨，尤其是法理台獨，這樣的對話這此期間顯

得頻繁與強烈。第三，中共開始多方的表示自己無論接

下來是由哪個政權取得台灣的政權，只要維持九二共

識，一中框架的基礎，兩岸關係就能夠保持現狀，並且

得以與中共對話。 

 

本研究認為中共在此段時期的政治目的，主要建立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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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黨於九合一大選中失利，考慮到台灣的民意已經不見

得傾向國民黨，可能會讓台灣在 2016 年的總統大選後

產生政權轉移，使民進黨接掌台灣的狀況，必須不斷強

調自身的底線以及在兩岸政策上的一致性，希望未來台

灣的執政黨可以在遵守底線的前提下使兩岸關係維持現

狀。 

 

第三、 民進黨在此段時期，則較過去更清楚的表示了自己在兩

岸關係上的行為價值。首先，民進黨肯定兩岸關係應該

要維持和平穩定，並且維持長久以來的現狀，但是不認

同具有前提的兩岸關係交往，也就是不認同在九二共識

的基礎上所建立的兩岸關係，這是因為九二共識並非得

到台灣內部的共識。認為兩岸關係要更注重自主性的維

持以及民主化、透明化的過程。認為相對於國民黨來

說，民進黨的維持現狀更注重台灣民眾的選擇權。並表

示民進黨的兩岸關係符合自身的台灣前途決議文。 

 

  由上述文獻整理可見，兩岸關係的行為者中，接近選舉時，

將自身在兩岸關係上的立場訴諸於台灣的民意，國民黨方面更加

強調中共應該要在一中框架的議題上更重視台灣的民意想法，民

進黨則是表示兩岸關係應該要重視民意的選擇，並且希望能夠以

維持現狀、和平穩定的關係等民意的共識來發展兩岸關係，而中

共則是一方面持續的爭取台灣民意對於其的正面印象，九合一選

舉前後，強調承認九二共識、一中各表與和平穩定的兩岸關係之

關聯性，並且以國民黨執政時期中良好的兩岸關係為範本，表達

穩定的兩岸關係才能夠使台灣民眾的利益得到保障，只要承認九

二共識、一中框架，則無論何政黨在台灣執政，都可以得到穩定

兩岸關係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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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黨基於其信念，自執政以來，持續發展九二共識、一中

各表基礎的兩岸關係，其外交政策從至今為止的資料來說，具備

有相當的一致性。中共則在其執政期間，在其外交政策上不斷的

隨著事件產生細微變化，對於青年族群的重視，對於國民黨提到

民主人權議題的反應，在選舉前後兩岸關係上對於政治前提的強

調，可見中共在其外交政策的產生上，並非是隨著台灣執政黨所

施行的外交政策而產生改變，在這個例子中，台灣的選舉結果也

會影響中共對台灣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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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國民黨在選舉後，重申政府的立場是一個中國、兩個地區。

另外表示中共應該正視與面對六十七年來兩岸隔海分治的事實，

尊重及理解台灣民意與感受。另一方面強調過去政府在「九二共

識、一中各表」的基礎上推動制度化協商與官方互動，為兩岸人

民權益提供制度化的保障，並創造了區域和平的典範。218對於未

來即將交接的政權，國民黨表示新政府若能夠執行中華民國憲法

規定，這些規定本身就已接近九二共識這個在兩岸關係發展上的

有利基礎，這可以讓兩岸關係發展朝向對台灣民眾有利的方式，

並且使問題獲得安全的解決，兩岸關係也能夠朝和平的路線繼續

展開。219 

 

  此段時間，國民黨在未交接政權以前，具備有下列幾項特

徵： 

 

第一、 強調自己過去的兩岸政策路線正確：在參考資料中，本

研究觀察到國民黨在此段時期不斷強調自身的兩岸政策符

合憲法規定，並且在和平以及兩岸制度化上有相當成果。 

 

第二、 認為新執政黨應該要延續自身的兩岸政策路線：在參考

資料中提到，只要新政黨的兩岸政策是符合憲法所規定

                                        
218 林庭瑤，〈「一個中華民國、兩個地區」〉，《聯合報》，2016 年 3 月 4 日，版 A2。 

   賴昭穎、林庭瑤，〈歐習會 美促蔡英文政府持續努力〉，《聯合報》，2016 年 4 月 2 日，版

A1。 
219 賴昭穎，〈江宜樺：兩岸互動 名詞不重要 要抓內涵〉，《聯合晚報》，2016 年 3 月 17 日，版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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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也是國民黨過去所執行兩岸政策路線，接近九二共

識的價值。這樣的政策延續對台灣民眾有利，並且安全的

解決問題。 

 

第三、 對中共喊話：表示中共應該正視兩岸隔海分治事實，並

且尊重台灣民眾感受。 

 

  大選失利象徵內部力量已經不傾向支持國民黨，在這樣子的

環境下，可以觀察到國民黨仍然對於自己的兩岸政策有自信，並

且希望這樣的兩岸政策可以延續。另外，以這段時期的資料來

說，也可以觀察到國民黨以台灣民眾的民意來和中共進行對話。 

 

 

  中共則再次提出要堅持九二共識這一共同政治基礎，努力保

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正確方向，兩岸同胞也要高度警惕並共同反

對任何台獨分裂，以及破壞台海和平穩定的行為，不要等到和平

發展成果失去的時候，才感受到他的可貴。只要九二共識基礎依

然存在，政治互像不受破壞，兩會制度化協商就得以延續，可繼

續造福兩岸同胞。220 

 

  選後，國台辦針對台灣總統及國會大選發表談話，只出對台

灣大方針是一貫的、明確的，不因台灣選舉結果改變。將繼續堅

持九二共識，堅決反對任何台獨分裂活動。221不論台灣由誰掌權

執政者後，如何來處理兩岸關係，能不能繼續維持兩岸關係和平

                                        
220 林克倫，〈張志軍：別等失去和平成果 才覺可貴〉，《聯合報》，2016 年 1 月 1 日，版 A12。 
221 林克倫，〈國台辦：九二共識 意志堅如磐石〉，《聯合報》，2016 年 1 月 17 日，版 A3。 

   林克倫，〈兩岸穩中有進〉，《聯合報》，2016 年 1 月 27 日，版 A12。 

   李春，〈李克強:堅持九二共識〉，《聯合晚報》，2016 年 3 月 5 日，版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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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能不能夠繼續承諾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這個的重要的兩岸關

係發展之政治基礎，才是中共所關心的。222維護好九二共識政治

基礎，兩岸關係才能行穩致遠。223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的政治基礎，核心意涵是兩岸同屬一個中國。224重申與民進黨的

交往前提為承認九二共識的歷史事實，認同兩岸同屬一中的核心

意涵。225中共認為自己在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安全的重大問題

上，立場非常鮮明和堅定，這一點任何人都不要懷疑，也希望兩

岸關係能在九二共識基礎上開闢的和平發展道路繼續走下去，但

在台獨分裂行徑問題上，堅決反對與遏止。226如果承認九二共識

的歷史事實，兩岸就可保持良性互動，另提到九二共識具備了明

確界定兩岸關係的性質，也就是大陸台灣同屬一個中國，這是確

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行穩致遠的關鍵。227九二共識的核心意涵不

可迴避，不能只談歷史事實，也不能只談兩岸共同協商，而無視

兩岸政治協商的政治基礎。228不承認九二共識，不認同兩岸同屬

一中，就是改變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台海和平穩定現狀，背離九

二共識就是背離和平道路，大陸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立場

堅定不移，態度始終如一。229大陸已透過各種方式釋出善意，另

外當前蔡英文對於兩岸關係所提出的憲政體制說與民進黨的台獨

                                        
222 賴昭穎，〈王毅 破天荒提”憲法” 未提九二共識〉，《聯合晚報》，2016 年 2 月 26 日，版

A1。 
223 大陸新聞中心，〈國台辦回應：維護九二共識 才能行穩致遠〉，《聯合報》，2016 年 1 月 22
日，版 A2。 

   汪莉絹、林則宏、郭玫君、李春，〈澄清憲法說 王毅：堅持九二共識〉，《聯合報》，2016 年

3 月 8 日，版 A12。 
224 黃國樑，〈國台辦回應蔡兩岸表述：重申一中、未縮陸客配額〉，《聯合晚報》，2016 年 1 月

27 日，版 A3。 
225 汪莉絹，〈國台辦：堅持九二共識〉，《經濟日報》，2016 年 2 月 25 日，版 A4。 
226 郭玫君、汪莉絹、林則宏、李春，〈張志軍：任何人都別懷疑〉，《聯合晚報》，2016 年 3 月 5
日，版 A3。 
227 郭玫君、汪莉絹、林則宏、李春，〈習近平談對台 不因政局變化改變〉，《經濟日報》，2016
年 3 月 6 日，版 A1。 
228 黃國樑，〈人民日報：「兩岸非國與國關係 也非一中一台」〉，《聯合晚報》，2016 年 3 月 7
日，版 A2。 
229 汪莉絹，〈張志軍：不認九二共識 就是改變現狀〉，《聯合報》，2016 年 3 月 9 日，版 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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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綱相互矛盾，民進黨必須處理這個問題，證明自己不再是台獨

黨，兩岸才會有交往的基礎，也認為台灣大選的結果並不代表兩

岸會越走越遠，仍會越走越親。230對大陸來說最希望聽到蔡政府

對於兩岸關係的答案，就是兩岸關係的性質是什麼，這包含了對

九二共識的態度。231只要確認兩岸關係的性質是同屬一個國家，

其他都可以坐下來談，中共不會公開反對台灣內部「兩岸同屬中

華民國」的共識。232中共會觀察新政府對於九二共識政治基礎以

及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道路的觀點。233有九二共識，認同兩岸同屬

一中的核心意涵，兩岸就可以保持良性互動，否定這一政治基

礎，就意味著改變兩岸關係的現狀。234否定九二共識，兩岸政治

互信及制度化協商機制就會坍塌，認為當下民進黨承諾的維持現

狀就只會是一句空話，後果由民進黨負責。認為九二共識明確界

定了兩岸關係的性質，是兩岸雙方授權認可的，不是哪個政黨的

專利。而大陸堅持九二共識既是原則，也是善意，是雙方檢驗善

意的試金石。235承認九二共識的歷史事實，認同其核心意涵，兩

岸就可以交往並良性互動，大陸的要求是合理的，因為沒有提出

超過 2008 年以來的新要求。要維持現狀，首先要維護這個共同

的政治基礎，未來兩岸出現僵局或者危機，責任由改變現狀者承

擔。236 

 

針對台灣民意方面，表示加強與台灣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政

                                        
230 郭玫君、汪莉絹、林則宏、李春，〈汪毅夫：民進黨須證明不再台獨〉，《聯合報》，2016 年 3
月 11 日，版 A16。 
231 汪莉絹、林政忠，〈張志軍:現在球在對方〉，《聯合報》，2016 年 3 月 25 日，版 A2。 
232 大陸新聞中心，〈國台辦：承認兩岸同屬一中 都好談〉，《經濟日報》，2016 年 3 月 30 日，

版 A9。 

   林政忠、汪莉絹，〈李克強插話「兩岸同屬一中」〉，《聯合報》，2016 年 3 月 25 日，版 A2。 
233 黃國樑，〈張志軍:大陸需要觀察〉，《聯合晚報》，2016 年 4 月 9 日，版 A2。 
234 陳言喬，〈國台辦反應 別玩文字遊戲〉，《經濟日報》，2016 年 4 月 28 日，版 A2。 
235 黃國樑，〈九二共識必答題 蔡不能留空〉，《聯合晚報》，2016 年 5 月 5 日，版 A7。 
236 陳言喬，〈國台辦撂話 兩岸鬧僵 改變者承擔〉，《經濟日報》，2016 年 5 月 12 日，版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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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和團體接觸交流，同兩岸同胞一道維護兩岸共同政治基礎。237

針對陸客赴台遊人數減少一事，認為是市場行為，但下一步將根

據兩岸關係形勢發展和兩岸旅遊市場需求變化視情況處理。238中

共在政協報告中提出一項任務：「開展面向台灣青少年的體驗式

交流，針對在大陸就獨的台灣學生的就業情況開展調查研究」。

讓台灣的青少年能夠親身感受大陸的發展成就。另繼續發展與台

灣有關社會組織與團體的聯繫交往，促進兩岸經貿文化交流合

作。239中共再表示推動貨貿的立場不會改變，不過需視 520 後台

灣方面態度而定，若背離動搖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聯繫溝通機

制、商談機制會出問題，並且兩岸事務的首長互動也需視未來形

式發展決定。240不能只談兩岸共同協商，而無視兩岸政治協商的

政治基礎，也就是九二共識。241中共會在以九二共識為基礎，認

同兩岸屬於一個中國的框架下，大陸將繼續推出有利兩岸經貿合

作的措施，認為蔡英文雖表態承認九二會談的歷史事實，但對於

其核心議題仍避談。242只要基於兩岸民眾的利益，兩岸經濟交流

就不會停止，但是經濟合政治是不能完全分開的，如果九二共識

的基礎被抽掉，兩岸經濟合作可能會面臨很不確定的前景。243再

強調大陸的對台方針是明確一貫的，不因台灣政局而改變，將堅

持九二共識基礎，努力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現狀，繼續深化各

領域交流合作，推動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希望團結廣大台

商，堅定維護兩岸政治基礎，反對台獨分裂活動，抓住大陸發展

                                        
237 林克倫，〈俞正聲：與認同一中政黨交流〉，《經濟日報》，2016 年 2 月 3 日，版 A10。 
238 汪莉絹，〈國台辦：下一步 視兩岸形勢而〉，《聯合報》，2016 年 2 月 25 日，版 A3。 
239 李春、汪莉絹、林則宏、郭玫君，〈俞正聲再提九二共識〉，《聯合報》，2016 年 3 月 4 日，

版 A2。 
240 郭玫君、汪莉絹、林則宏、李春，〈張志軍：貨貿談判 要看 520 後台灣態度〉，《聯合報》，

2016 年 3 月 6 日，版 A3。 
241 同註 228。 
242 汪莉絹、郭玫君、林則宏，〈李克強：認同九二共識 什麼都好談〉，《聯合晚報》，2016 年 3
月 16 日，版 A2。 
243 李仲維，〈葉克冬：九二共識…兩岸經貿關鍵〉，《經濟日報》，2016 年 4 月 20 日，版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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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遇，實現創新發展，中共會及時的傳遞台商的願望與訴求，另

外要重視向青年台胞傳承經驗，做好青年台商與台商二代工作，

協助台灣青年盡快適應大陸經濟和社會環境，繼續維護台灣青年

到大陸實習、就業和創業，提供便利。244在總統蔡英文就任前，

由國台辦證實世界衛生組織已發出邀請函給台灣，邀請台灣以往

例中華台北的名義，觀察員身分參加世界衛生大會，表示這充分

體現大陸方面繼續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真誠願望，是大陸方

面釋出的善意，是在九二共識基礎上做出的特殊安排，另外特別

強調今後如果兩岸關係的政治基礎遭到破壞，上述安排將難以為

繼。245 

 

  從此段時期可見，中共對於兩岸關係在國民黨於總統大選敗

選後的處理，大致與九合一選舉前後一致：強調自己的底線、強

調在九二共識基礎上與國民黨的良好關係成果、強調在九二共識

的基礎上才能維持現狀。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這些自上個時期延

續的做法之外，本段時期的發言不僅較為強烈，屢屢提醒九二共

識若失責現狀與和平會不復存在外，還透過台灣民間對台灣未來

的執政黨施加壓力。從文獻中可以觀察到，中共除了重申要協助

台灣青年理解大陸的發展與進步，增強對大陸的認識外，還強調

必須與台灣民間支持九二共識的政黨與民間組織保持聯繫。雖然

主要的方針是維持過去國民黨執政期間所保障的台灣民眾權益，

但另一方面表示若台灣政府不接受九二共識，使兩岸溝通管道受

阻，則可能造成這些既有權益的受損。 

 

 

                                        
244 陳言喬，〈俞正聲：堅持九二共識 維護兩岸現狀〉，《聯合報》，2016 年 4 月 26 日，版 A12。 
245 陳言喬，〈國台辦：基於九二共識安排〉，《聯合報》，2016 年 5 月 7 日，版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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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進黨方面則在選後表示，兩岸關係應該掌台灣政權的人，

和對岸有必要進行一定程度的溝通，讓兩岸處理不會出現空窗

期。246兩岸政策將基於有溝通、不挑釁、不會有意外三項原則，

維護兩岸穩定，在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下推動兩岸關係，希望

未來雙方可以維持好的且誠意的溝通。247重申會維持兩岸關係現

狀，也會盡一切努力確保台海和平穩定。248會建立具有一致性、

可預測性、可持續的兩岸關係，將以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兩

岸協商交流互動的成果、以及民主原則與普遍民意，做為推動基

礎。249認為面對中國大陸的重點是相互溝通，而兩岸的交往必須

建立在法治上，上任之後一定會維持兩岸穩定，尋求一個對等尊

嚴、彼此都能夠接受的互動之道，確保兩岸關係不會有任何意

外，兩岸都有責盡最大努力。250根據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秉

持超越黨派的立場，遵循台灣最新的民意和最大的共識，以人民

利益為依歸，致力確保海峽兩岸關係能夠維持和平穩定的現狀。
251堅守中華民國立場、堅守現狀，對台灣來說已經是底線，沒有

什麼退讓空間，希望北京應該對兩岸現狀的維持釋出更多善意。
252蔡英文再主張維持現狀就是維持台灣民主自由、維持台海和平

的現狀，這個主張有利於區域穩定，同時也是絕大多數台灣人民

的主張。253會務實處理兩岸關係，將來應共同凝聚社會的共識。
254兩岸關係推動必須基於民主原則和普遍民意，並超越黨派的立

                                        
246 郭瓊俐，〈蔡：選後兩岸領導人有必要「溝通」〉，《聯合報》，2015 年 11 月 21 日，版 A2。 
247 郭瓊俐，〈蔡：相信北京會尊重台灣民意〉，《聯合報》，2015 年 12 月 24 日，版 A2。 
248 鄭宏斌、胡宥心、林庭瑤，〈綠：會維持現狀 藍：投綠失安定 橘：美中台三贏〉，《聯合

報》，2016 年 1 月 13 日，版 A1。 
249 何孟奎、林安妮，〈蔡英文勝選 綠完全執政〉，《經濟日報》，2016 年 1 月 17 日，版 A1。 
250 林政忠，〈蔡:非常能了解對岸善意〉，《聯合晚報》，2016 年 1 月 18 日，版 A5。 
251 林敬殷，〈民進黨：會根據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聯合晚報》，2016 年 2 月 26 日，版

A3。 
252 周志豪、鄭媁、林庭瑤、郭瓊俐、林敬殷，〈綠:堅守兩岸現狀 沒退讓空間〉，《聯合報》，

2016 年 2 月 27 日，版 A4。 
253 蔡佩芳，〈民進黨重申蔡英文〝維持現狀〞主張〉，《聯合晚報》，2016 年 3 月 5 日，版 A3。 
254 周志豪、郭瓊俐，〈蔡:務實處理 凝聚共識〉，《聯合報》，2016 年 3 月 10 日，版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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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維持現狀才有真正的意義，並希望建立具一致性且可預測可

持續的兩岸關係。255蔡英文表示自己的兩岸政策立場非常清楚，

就是維持現狀，維持台灣的自由與民主，維持台海和平與兩岸穩

定與發展的現狀。這個主張，不僅合乎各方的利益，更是台灣社

會最大的共識所在，而維持兩岸關係和平穩定與發展，也是雙方

共同的責任。256 

 

  對於九二共識的看法，民進黨認為，各界對於九二共識的看

法不同，不能作為推動兩岸關係的基礎，維持現狀是絕大多數國

人接受的主張，兩岸應該在維持現狀的基礎上往前繼續發展，現

狀則指的是台灣兩岸和平穩定的現狀以及台灣擁有民主的現狀，

台灣人民有權決定國家的重要事情。並希望推動兩岸關係穩健發

展，兩岸攜手良性互動。257蔡英文另外表示，民進黨沒有否認

1992 年兩岸兩會會談的歷史事實，也認同雙方秉持相互諒解，

求同存異，讓兩岸關係向前推進，會尋求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

有一個彼此都能接受的互動之道。認為九二共識只是對 1992 年

發生的歷史事實的一種詮釋、一種選項，不等於是全民的共識，

並且越來越傾向北京對兩岸關係的主張，會限縮台灣人民對未來

的選擇權，也限縮了台灣的自主空間。258此段時期民進黨立委李

應元、莊瑞雄提出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中，以兩岸取代

台灣與中國的名稱，對此李應元辦公室表示是為了避免不必要的

困擾，也可保持模糊與彈性。259民進黨立委羅致政則表示，美國

                                        
255 林河名，〈蔡英文談兩岸維持現狀:不同在於「台灣新民意」〉，《聯合報》，2016 年 4 月 28
日，版 A1。 
256 何孟奎，〈民進黨回應 維持現狀 是台灣共識〉，《經濟日報》，2016 年 5 月 12 日，版 A4。 

   郭瓊俐，邱莞仁，〈蔡英文：一定與大陸維持非常良好關係〉，《聯合報》，2016 年 2 月 26
日，版 A1。 
257 鄭宏斌，〈蔡→兩岸維持現狀 和平發展〉，《聯合報》，2015 年 12 月 22 日，版 A5。 
258 郭瓊俐，〈蔡: 九二共識不等於全民共識〉，《聯合報》，2016 年 1 月 9 日，版 A2。 
259 林河名、胡宥心，〈兩岸監督條例草案 沒了兩國論〉，《經濟日報》，2016 年 2 月 25 日，版

A4。 



 

84 
 

對維持現狀的肯定，不表示蔡英文只能遵循九二共識或一個中國

的途徑，只要未來蔡政府提出的承諾或做法可以讓現狀維持下

去，美國也不會反對，甚至可能支持。260民進黨表示兩岸雙方確

實有共同會談的歷史事實，但所謂的九二共識並不存在。蔡英文

的兩岸政策就是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發展的現狀。261 

 

  此段時期，民進黨對於兩岸關係的見解產生了許多具一致性

又有差異性的看法，統整如下： 

 

第一、 九二共識：在研究範圍內國民黨執政時期，九二共識即

指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但是在這段時期，民進黨特別

強調認同九二歷史事實一詞，本研究認為，這是民進黨

在自身的信念影響下，所產生出的差異性。民進黨認為

九二歷史事實並不是台灣內部民意的共識，不能以共識

稱呼之。另外，九二的歷史事實的一中價值限縮了台灣

的出路，台灣的未來必須以人民投票決定之，於是不能

以共識稱呼之。而在一致性上，民進黨則認同在九二歷

史事實中避免觸及敏感議題的價值。上述是民進黨的認

同九二歷史事實裡與過去兩岸政策呈現一致性以及差異

性的層次。 

 

第二、 維持現狀：對於民進黨來說，希望與中共繼續溝通對

話、經貿合作、維持台海的和平穩定，這幾點是民進黨

在維持現狀上所產生的一致性。但另外也能觀察到，民

進黨希望以維持現狀取代原本的九二共識政治基礎，來

                                        
260 林河名，〈民進黨：台海和平 我們會努力〉，《聯合報》，2016 年 4 月 2 日，版 A3。 
261 鄭宏斌，〈民進黨：大選顯示恐嚇台灣人是無效的〉，《聯合晚報》，2016 年 5 月 5 日，版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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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共發展關係。基於維持現狀被國民黨以及中共視為

在九二共識基礎上所產生之成果，而非維持現狀就是兩

岸發展的基礎，這是民進黨在維持現狀理解的差異性。

另外，民進黨認為國際體系對兩岸關係的期許是維持現

狀，無關乎是否採取九二共識或者一中原則，這和國民

黨以及中共的見解也不盡相同。 

 

2016.3.17
 

  此段時期，兩岸關係的事件，最具代表性的為中共與甘比亞

的復交。2016 年 3 月 17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發表聲明與甘比亞

復交，是自 2013 年 11 月 14 日中華民國與甘比亞斷交之後，中

華民國在外交上的失利。對此，國民黨政府陸委會表示，此一作

為與過去八年來兩岸致力和平穩定發展，相互尊重、友善對待的

努力方向背道而馳，斲傷兩岸互信基礎，勢將對後續兩岸關係發

展造成衝擊。262民進黨針對甘比亞與中國大陸復交，民進黨黨主

席蔡英文表示，區域和平穩定與兩岸關係的健全發展，是兩岸共

同的責任。兩岸在國際上針對性的競爭，無益兩岸關係的正常發

展。當前台灣外交情勢並不輕鬆，需要國人團結面對，維護國際

空間，確保台灣民主自由。263中共對於此事件，大陸外交部長王

毅提到一個中國原則是中國同任何國家建立和發展外交關係的政

治前提與基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方

針沒有改變。發言人提到中共歷來以一個中國原則處理台灣對外

交往問題，反對任何旨在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活動。264 

 

                                        
262 林庭瑤、李仲維，〈陸委會：傷害兩岸互信〉，《經濟日報》，2016 年 3 月 18 日，版 A2 
263 蔡佩芳，〈蔡 3 點 向對岸喊話〉，《聯合晚報》，2016 年 3 月 18 日，版 A1。 
264 汪莉絹，〈中甘復交 兩岸外交戰再起〉，《經濟日報》，2016 年 3 月 18 日，版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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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事件可說是中共此段時期兩岸外交行為的象徵，透過剝奪

兩岸關係的發展成果，來表明自己立場的堅定。作為民進黨在總

統大選後等待就任過程的事件，具強烈的暗示性，表示一中原則

在兩岸關係中是不可動搖的，配合此段時期在兩岸關係上的發

言，表示希望民進黨繼續維持九二共識維持兩岸現況的想法。 

 

 

  本研究認為，根據這個時期的兩岸關係發展，中甘復交明白

的展現了兩岸關係行為者的行為傾向。首先，中共方面透過已與

台灣無邦交的甘比亞建交，表達自身對於兩岸關係的立場的兩個

面向:第一，一個中國原則是中共外交關係的基礎政治前提。第

二，在這個前提之下，中共希望與台灣發展和平穩定的關係，這

個方針是沒有改變的。總的來說，中共透過中甘復交的行為，一

方面透過過往與國民黨的兩岸關係發展成果向民進黨表示首先需

承諾一中原則，才能維持和平穩定的兩岸關係發展，一方面以已

經斷交兩年多的甘比亞作一個較和緩的威脅舉動，展現不承認一

中原則，中共可能採行的手段。而在民進黨方面，則是持續強調

以和平穩定做為兩岸關係的共識，另一方面則訴諸民眾，維護台

灣國際空間以及確保台灣民主自由。國民黨則是強調過往兩岸關

係的成果之餘，譴責中甘建交會對後續的兩岸關係造成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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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5.20-2017) 
 

 

  在民進黨的領導層上，蔡英文在這段時期認為，兩岸關係最

重要的就是持續溝通對話，認為這是維持兩岸和平穩定的最重要

關鍵，而兩岸之間的議題都可以透過對話以及溝通來進行處理，

民進黨政府也將致力維護兩岸現有的溝通機制。265另外不斷重申

政府維持兩岸和平穩定發展的決心沒有絲毫動搖，在維護國家整

體利益及人民最大福祉的目標下，會盡最大努力增進兩岸良性互

動，建立一個務實穩健且具永續性的兩岸關係。266兩岸民間交流

不應預設任何前提。267台灣的政黨應該要不分朝野，對外團結一

致，全力支持由政府主導的兩岸關係，並強調任何涉及公權力的

兩岸事務，必須由兩岸政府溝通務實解決。268此段期間蔡英文提

出四不立場，一、維持現狀不會改變；二、我們的善意不會改

變；三、台灣跟台灣人民不會在壓力底下屈服；四、我們不想回

到過去那種對抗的關係。她希望的兩岸是和平、相互合作、共同

解決問題的關係。269重申北京當局應該正視中華民國的存在，正

視台灣人民對於民主制度的堅信。兩岸領導人及政府應該共同展

現智慧和彈性，在深化民主機制的基礎上，以更前瞻積極的作

                                        
265 李仲維、郭玫君、戴瑞芬，〈陸委會：經貿政策將調整〉，《經濟日報》，2016 年 6 月 9 日，

版 A9。 

   郭玫君、李仲維，〈張小月求同存異 籲大陸體會善意〉，《聯合報》，2016 年 9 月 15 日，版

A4。 
266 李仲維、郭玫君，〈避免談九二共識！ 蔡重申維持兩岸和平〉，《聯合報》，2016 年 9 月 15
日，版 A4。 
267 鄭宏斌、許依晨，〈總統府：有意義的交流 不需要前提〉，《聯合晚報》，2016 年 9 月 18
日，版 A3。 
268 胡宥心、林河名，〈府：朝野應支持政府主導的兩岸關係〉，《聯合報》，2016 年 11 月 1 日，

版 A4。 
269 林敬殷，〈蔡總統談兩岸 喊出四不〉，《經濟日報》，2016 年 10 月 8 日，版 A9。  

   林河名，〈蔡：現狀不變 善意不變〉，《聯合報》，2016 年 10 月 6 日，版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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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動兩岸建設性的交流與對話。270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認

為，兩岸應該以透明與民主為基礎，如果兩岸交往不透明，則兩

岸無法朝向正面方向發展，而如果不在民主架構下進行溝通往

來，兩岸交往也無法長久，認為兩岸可透過彼此往來找到很多前

提與共通處。271行政院長林全表示為改善兩岸關係，盡可能在現

狀的基礎下向對岸釋出善意，不希望對岸有任何政治前提作為兩

岸交流框架。272 

 

陸委會表示政府在尊重歷史事實與既有政治基礎之上，持續推動

著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發展，這已經展現了務實處理兩岸事務的

態度與決心，這是民進黨政府兩岸政策的價值核心。並認為對話

和溝通是維持兩岸關係和平穩定、建立雙方互信的最重要關鍵，

而善意與對話應建立在相互尊重彼此不同的歷史發展經驗、相異

的政治體制、意識型態及社會運作方式，尋求兩岸最大可能的合

作空間與共識所在。273對岸需正面客觀看待台灣方面在民進黨上

任以來的呼籲與作為，並且共同付出努力、珍惜過去的成果，思

索未來使兩岸關係改善的可能作法。274針對國台辦在例行記者會

上指台灣從來不是一個國家，陸委會主委張小月表達強烈抗議，

指我國依照中華民國憲法，絕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而國際

通稱我國叫做「台灣」，中共單方面的說法不會改變中華民國主

權國家的事實，只會傷害台灣人民感情，不利於兩岸關係的和平

發展。275  

                                        
270 何孟奎、林河名，〈蔡英文回應 籲陸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經濟日報》，2016 年 11 月 2 日，

版 A1。 
271 郭玫君，〈蔡其昌： 兩岸關係變得，很畸形〉，《聯合報》，2016 年 8 月 24 日，版 A3。 
272 鄭宏斌，〈兩岸交流別有政治前提〉，《聯合晚報》，2016 年 10 月 7 日，版 A2。 
273 李仲維，〈陸委會：敞開兩岸溝通大門〉，《經濟日報》，2016 年 9 月 17 日，版 A11。 
274 雷光涵、許依晨，〈重申兩岸關係〝已展現最大善意〞〉，《聯合晚報》，2016 年 10 月 15 日，

版 A4。 
275 林庭瑤，〈駁國台辦 張小月：我們是主權獨立國家〉，《聯合報》，2016 年 10 月 28 日，版

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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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九二共識的認知，蔡英文再重申尊重 1992 年兩岸兩會

秉持相互諒解、求同存異的政治思維，進行溝通協商，達成若干

的共同認知與諒解的歷史事實，並說，1992 年後，雙方交流協

商所累積獲得的現狀與成果，兩岸應該共同珍惜與維護，並且在

此既有之事實以及政治基礎上，持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

展。而新政府會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及其他相

關法律，處理兩岸事務。276也希望中共多一些彈性思考，維持關

係穩定對兩岸是最好的。277有利於兩岸和平發展以及兩岸人民福

祉的話，與中共什麼都能談，並且會尊重九二會談歷史事實，珍

惜多年來雙方交流協商累積的現狀與成果。表示維持現狀得更積

極意義在於深化民主機制的基礎上，以更前瞻積極的作為，推動

兩岸建設性的交流對話，才可建構具永續性的兩岸和平穩定關

係。278 

   

  陸委會則表示政府的兩岸關係政策跟過去不一樣，對於九二

有不同的解釋，希望兩岸維持和平發展，依照中華民國憲法與兩

岸人民關係條例以及相關法律推動兩岸關係並且希望兩岸再次對

話溝通。279表示政府對於兩岸關係始終強調於既有歷史事實與政

治基礎上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的立場沒有改變，中共始終

能和台灣溝通協商，兩岸應致力維護現有機制，持續推動既有交

流與合作。280另一方面，陸委會主委張小月表示不排除研究取代

九二共識的新共識。281 

                                        
276 聯合晚報政治記者，〈蔡英文提 中華民國憲法 兩岸關係條例〉，《聯合晚報》，2016 年 5 月

20 日，版 A1。 

   蔡佩芳，〈張小月：尊重九二歷史事實〉，《聯合晚報》，2016 年 6 月 27 日，版 A8。 
277 管婺媛，〈蔡英文：稱台灣總統 應該不為過〉，《聯合晚報》，2016 年 6 月 30 日，版 A1。 
278 管婺媛，〈蔡英文向大陸喊話〉，《聯合晚報》，2016 年 10 月 10 日，版 A1。 
279 徐偉真，〈陸委會：我們對九二有不同解釋〉，《聯合晚報》，2016 年 8 月 23 日，版 A2。 
280 郭玫君，〈陸委會：不會與任何一方合作〉，《聯合報》，2016 年 7 月 15 日，版 A16。 
281 李仲維、郭玫君，〈兩岸新共識 張小月：有在研究〉，《聯合報》，2016 年 12 月 20 日，版

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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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進黨對於當前兩岸情勢，陸委會主委張小月認為兩岸關係

目前維持和平穩定，但蔡英文就任後兩岸沒有啟動熱線，兩會也

沒有持續性的制度協商。282兩岸處於「沒有煙硝味的冷靜期」，

台灣克制且不挑釁的務實態度，就是兩岸關係過去發展的歷程與

成果。認為尊重與理解是推進當前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態度，中

共應正面理解台灣的善意言論與作為，不要有過多負面解讀或刻

意將台灣內部發展上綱為台獨行徑而加以批判。283 

 

  本研究認為，在民進黨執政的初期，為了兼顧台灣的獨立自

主性的前提維持前總統馬英九在兩岸關係上的穩定成果，在九二

共識以及與大陸的相處理念採取相對妥協的態度。然而，在民進

黨所提出的九二歷史事實說法不被中共接受，關係逐漸惡化之

後，民進黨對於中共則存有較為批判的言論和行為。 

 

  研究範圍內民進黨執政期的後半段，兩岸基本立場上，蔡英

文表示，兩岸關係能否峰迴路轉，取決於民進黨政府自身的耐心

和堅定的信念，也取決於北京當局如何看待兩岸關係的未來。284

再針對兩岸關係提出三新的說法，包含新情勢、新問卷、新模

式，認為兩岸要正視新的局勢的客觀現實，而兩岸關係的問卷需

要相互間的善意來共同解答，找出彼此互動的新模式。285中華民

國是主權獨立國家，這個立場不變，是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所共

                                        
282 何孟奎、陳熙文，〈林全談兩岸 可第二軌互動〉，《經濟日報》，2016 年 6 月 15 日，版 A6。 
283 管婺媛，〈張小月：兩岸處在沒煙硝味的冷靜期〉，《聯合晚報》，2016 年 11 月 16 日，版

A2。 
284 林敬殷、邱采薇，〈蔡籲北京：共同擘畫互動新模式〉，《聯合報》，2017 年 1 月 1 日，版

A3。 

   楊文琪，〈兩岸關係 不在壓力下屈服〉，《經濟日報》，2017 年 10 月 10 日，版 A1。 

   林河名、林敬殷、許家瑜，〈府：耐心尋求互動新模式〉，《聯合報》，2017 年 10 月 19 日，

版 A1。 
285 林敬殷，〈蔡總統提兩岸三新〉，《經濟日報》，2017 年 5 月 3 日，版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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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堅信的價值。兩岸關係上，政府的立場始終明確一致，就是致

力於區域和平、維持兩岸穩定。286再表示，兩岸關係要穩定發

展，雙方的執政黨必須有所互動以及交往，增進相互了解，逐步

累積信任，才能共同面對處理兩岸交流的事務。287 

 

陸委會表示台灣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的政策是一貫且堅定的。

認為兩岸關係當前最重要的項目應是恢復兩岸既有聯繫機制的正

常運作，呼籲中國大陸以溝通對話化解分歧，不要採取負面對立

作為，共同思考兩岸良性互動的可能性。288並表示已多次重申依

據中華民國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及其他相關法律處理兩岸事

務，這是民進黨政府兩岸政策立場上的最大彈性與善意，中共應

務實理解我方主張，透過溝通對話，尋求兩岸可能的共同認知及

合作空間，建立和平穩定發展的兩岸關係。289將致力透過對話解

決分歧，期許兩岸致力建構良性互動的新模式，盡速恢復兩岸溝

通對話。290透過溝通對話化解雙方分歧，才有助於開展互利雙贏

的兩岸關係。291陸委會主委張小月表示自上任至今未與國台辦主

任張志軍對話，盼兩岸恢復溝通管道，並提到台灣是高度自由民

主的社會，堅持自由民主，希望兩岸不要突顯差異面。292上任來

政府在處理兩岸關係上已經考慮了雙方各自立場，展現了最大的

善意以及彈性。希望大陸正確的解讀台灣民意，展現新思維及作

法，透過溝通對話化解分歧，建構符合雙方人民期待的互動新模

                                        
286 周佑政、許依晨、徐偉真，〈府滅火〝政府立場始終明確一致〞〉，《聯合晚報》，2017 年 9 月

27 日，版 A2。 

   李仲維，〈張小月談兩岸破冰 寄望小三通〉，《經濟日報》，2017 年 10 月 1 日，版 A8。 
287 周佑政、許依晨，〈蔡：兩岸執政黨良性對話〉，《聯合晚報》，2017 年 10 月 26 日，版 A3。 
288 戴瑞芬，〈柯承亨：兩岸要有新共識〉，《經濟日報》，2016 年 12 月 31 日，版 A10。 

   郭玫君，〈陸委會：恢復兩岸溝通機制 是當務之急〉，《聯合報》，2017 年 1 月 5 日，版 A4。 
289 郭玫君，〈陸委會籲陸：不應情緒性發言〉，《聯合報》，2017 年 1 月 26 日，版 A8。 
290 洪欣慈，〈陸委會向陸喊話 建構互動新模式〉，《聯合報》，2017 年 1 月 31 日，版 A4。 
291 大陸新聞中心，〈陸委會：恐嚇只會增加誤解〉，《聯合報》，2017 年 3 月 7 日，版 A9。 

   李仲維，〈陸委會呼籲陸方 「拋開政治性前提」〉，《聯合報》，2017 年 3 月 16 日，版 A9。 
292 周佑政，〈張小月：至今未與張志軍對話〉，《聯合晚報》，2017 年 3 月 20 日，版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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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93認為中共當局片面提出的政治前提，有著試圖將台灣地方

化、矮化台灣的企圖，大陸迄今漠視兩岸現實，早與台灣民意嚴

重脫節。政府堅持台灣前途與未來發展是由兩千三百萬人共同決

定，這是台灣最大共識。294兩岸關係最主要還是和平穩定，大陸

應該要從兩岸人民福祉出發，互助合作。295陸委會主委張小月表

示目前兩岸關係「度小月」，政府堅持該有的立場，冷靜又熱

情，該有彈性時也會有彈性。她重申，政府維持台海現狀的兩岸

政策立場一貫不變，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這是無庸置疑的事

實。中共應務實面對中華民國、加強溝通互動，任何以政治力干

擾兩岸關係與透過任何方式壓迫台灣，都不是好的作法。兩岸應

共同思考尋求新的互動模式，以開展互惠的兩岸關係。296認為兩

岸關係是雙方相互影響的過程，是兩岸執政者的共同責任。期待

海峽兩岸以新的思維與新的模式，透過溝通對話，使雙方相向而

行，共同創造兩岸關係發展新契機。297另外提到兩岸人民交流往

來，包括青年學生的互動，可促進彼此的認識與了解，有利於兩

岸關係的和平與穩定。298 

 

  陸委會針對中共中央台辦對台工作成果，提出三點意見: 

一、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2016 年 520 以來，政府致力於維繫

台海和平穩定現狀的政策堅定一貫，展現最大善意與彈性，符合

區域各方的亞太安全利益，也受到國際社會肯定。政府及台灣兩

千三百萬人民對於捍衛國家主權尊嚴及民主制度有絕對堅定的信

                                        
293 郭玫君，〈陸委會：重申一中 無助兩岸〉，《聯合報》，2017 年 5 月 25 日，版 A10。 

   周佑政、徐偉真，〈蔡總統：盼 19 大後 兩岸可思考新模式〉，《聯合晚報》，2017 年 10 月 3
日，版 A2。 
294 李仲維，〈陸委會駁一國兩制 「台港情況不同」〉，《聯合報》，2017 年 7 月 20 日，版 A3。 
295 林庭瑤，〈陸委會：和平穩定為重〉，《經濟日報》，2017 年 7 月 22 日，版 A4。 
296 李仲維，〈張小月：兩岸關係度小月〉，《經濟日報》，2017 年 10 月 4 日，版 A10。 
297 李仲維，〈陸委會：盼兩岸對話 面對難題〉，《聯合報》，2017 年 10 月 29 日，版 A6。 
298 林庭瑤，〈陸委會：持續推動交流〉，《聯合報》，2017 年 3 月 4 日，版 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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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中共需要務實理解與面對此事實。二、2016 年來來中共持

續以片面設置的一中政治原則，在國際間矮化、屈辱台灣，試圖

激化雙方衝突，沒有尊重台灣民意對推動兩岸關係發展的主張，

這無助兩岸關係發展。台灣保持了克制理性，但並非代表對岸可

以卸責或宣稱對台工作的正確與成功，台灣不會接受一國兩制。

三、維繫兩岸良性互動是雙方共同責任，兩岸關係不是僅屈服在

單方政治力的強勢之下，認為中共對於兩岸關係發展路徑要有新

思維，要在過去雙方互動交流的基礎上，在差異中找到合作的交

集，以善意溝通解決難題，兩岸才有相向而行的未來。299 

 

  行政院長賴清德表示，希望兩岸能繼續求同存異，台灣的前

途必須交由全民決定，任何一個政黨都不宜事先決定一個中國與

否。300表示兩岸關係的和緩，有助台灣在國際上的空間，蔡英文

已釋出各種善意，但互動是雙方的，盼中國給予對等尊嚴的回

應。301  

 

  民進黨在研究範圍後段對於維持現狀的想法，陸委會表示政

府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的政策一貫而堅定，任何國際環境變遷

都不影響政府對國家利益的努力與堅持。302行政院長林全表示，

兩岸的問題不應以零和式看待，應找到一個雙方互利的平衡點，

希望台灣能和對岸有更多善意互動，維持現狀是目前避免衝突的

最好做法，基調策略不會改變，但有必要會隨時檢視。303民進黨

                                        
299 李仲維〈陸委會：一中無助兩岸關係發展〉，《聯合報》，2017 年 10 月 16 日，版 A8。 

   林庭瑤，〈張小月：兩岸和平穩定須共同努力〉，《聯合報》，2017 年 11 月 1 日，版 A9。 

   許依晨，〈陸委會：政府兩岸方向 主流民意肯定〉，《聯合報》，2017 年 11 月 20 日，版 A4。 
300 許家瑜、陳熙文、鄭媁，〈賴清德：和平協議 需由全民決定〉，《聯合報》，2017 年 10 月 25
日，版 A4。 
301 鄭媁、周佑政，〈賴揆：對兩岸沒有悲觀權利〉，《聯合報》，2017 年 10 月 14 日，版 A4。 
302 郭玫君，〈陸委會：台灣不該是籌碼〉，《聯合報》，2017 年 1 月 20 日，版 A4。 
303 鄭媁，〈林全：樂意跟對岸有較好經濟關係〉，《聯合報》，2017 年 6 月 25 日，版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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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行政院長游錫堃表示，兩岸關係要用冷靜、理性的態度，透過

務實與坦率的協商，建立互動新模式。304 

 

  民進黨政府在此段時期的發言上時常具有譴責中共的色彩。

總統蔡英文認為台灣的感受是北京當局正一步一步退回老路。305

總統蔡英文針對奈及利亞聯邦共和國(Federal Republic of Nigeria)

配合一中政策要求台灣關閉為於首都的代表處的事件表示，這些

動作對兩岸關係沒有助益，對維持一個和平穩定的關係也沒有助

益。306針對日本媒體提出大陸正考慮修改「反分裂國家法」，307

陸委會表示多次強調，維持台灣民主及台海和平現狀是政府堅定

不移的立場，任何以非和平或威嚇舉措處理兩岸議題，並無助於

兩岸關係良性互動與發展。308行政院長林全則表示從 2016 年

520 以來，我方並沒有挑釁，或造成關係倒退的做法，兩岸關係

的倒退是對岸單方面的做法，希望兩岸在既有基礎從事善意的互

動，創造互信，這是兩岸良性發展所需要的。309 

 

陸委會認為中共對台持續強化反獨與一中原則，並藉由負面解讀

台灣內部政情發展，持續加大反獨力道。310針對雙城論壇國台辦

主任張志軍提到「兩岸一家親」、「命運共同體」一事表示，國台

                                        
304 張加，〈蔡總統要賀美代表團"保持低調"〉，《聯合報》，2017 年 1 月 20 日，版 A1。 
305 鄭宏斌、郭玫君，〈蔡英文：兩岸不會走回對抗老路〉，《聯合報》，2017 年 1 月 6 日，版

A9。 
306 林敬殷、丘采薇、黃國樑，〈蔡回應中奈打壓台灣：「對兩岸關係沒助益」〉，《聯合報》，2017
年 1 月 14 日，版 A3。 
307 反分裂國家法指中共在 2005 年 3 月 14 日在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所通過的法

律，內文指稱大陸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反對台獨、解決台灣問題為中國內部事務等一中原則

的立場，詳見： 

   陸委會，〈反分裂國家法〉，

https://www.mac.gov.tw/cp.aspx?n=6ED529FBF24465B3&s=6C2E141D58017986，瀏覽日期：

2005.3.14。 
308 汪莉絹、李仲維，〈反分裂法擬修? 陸委會關注〉，《經濟日報》，2017 年 2 月 9 日，版 A10。 
309 胡宥心、洪哲政、徐偉真、周佑政，〈林全：別用非理性方式討論兩岸〉，《聯合報》，2017
年 3 月 8 日，版 A4。 
310 胡宥心，〈陸委會：陸加大反獨力度〉，《聯合報》，2017 年 3 月 20 日，版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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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藉由兩岸城市論壇機會再次宣稱其片面的政治主張，一方面進

行政治操作與統戰分化，另一方面蓄意剝奪台灣國際生存空間，

阻礙兩岸關係改善契機，無助兩岸關係正面發展及台海和平穩

定。311重申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兩岸立場始終一貫，將致力推

動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中共對於台海情勢應思考如何減緩雙

方衝突對立，而不是威脅、矮化台灣，這對兩岸關係毫無助益。

312 

 

  民進黨執政後段對於九二共識的看法，陸委會重申求同存異

四個字，認為同就是九二年兩岸會談的歷史事實，及九二年至今

達成的共同認知與諒解，以及珍惜兩岸在過去二十多年溝通交流

所達成的成果。與過去國民黨承認九二共識的差異則是指中華民

國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這點政府一定堅持既有立場，只要能求

同存異，任何可能性都不排除。313民進黨在這段時期對兩岸關係

表示大陸完全否認中華民國存在，讓台灣民眾不滿情緒持續累

積，與大陸宣稱兩岸要心靈契合的說法背道而馳，讓兩岸關係漸

行漸遠。一中原則是違背現實的做法，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

家。314台灣從來就不能接受中共提出的一中原則，希望中共務實

面對中華民國存在事實。315陸委會表示表示台灣的民主制度及對

外發展的永續，是台灣堅持的核心價值。兩岸長期的政治分歧並

非無法化解，雙方在制度與政治理念的差異也沒有造成交流互動

的隔閡，人為的阻礙和分化對立，才是製造兩岸難題糾結、擴大

僵局的主因。認為一中原則與一國兩制很難跨過台灣民意認同的

                                        
311 林敬殷、陳言喬，〈陸委會批國台辦統戰分化〉，《經濟日報》，2017 年 7 月 4 日，版 A10。 
312 林庭瑤，〈陸委會：兩岸升高對立 恐有風險〉，《聯合報》，2017 年 8 月 4 日，版 A11。 
313 郭玫君、李仲維，〈張小月 11 次提「求同存異」： 研議兩岸互動新模式〉，《聯合報》，2017
年 1 月 12 日，版 A2。 
314 郭玫君，〈張小月：陸打壓 讓兩岸漸行漸遠〉，《聯合報》，2017 年 5 月 19 日，版 A12。 
315 劉宛琳，〈張小月：一帶一路國家 是受大陸脅迫〉，《聯合晚報》，2017 年 5 月 22 日，版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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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溝，尊重與溝通才是拉近雙方歧異的方法。316民進黨立委表

示，中國要的是九二共識的內涵，而兩岸互動的基礎是由中國大

陸提出的定義權。317蔡英文表示，希望兩岸可以利用新模式合

作，這無法靠單方做到，需要雙方共同合作，雙邊可以互動增進

彼此利益。318行政院長賴清德表示不會宣布台獨，也不會進行台

獨公投。319  

   

  此段時期，民進黨的的兩岸關係理念具備有以下特質： 

 

第一、 兩岸關係必須透過溝通理解逐步發展： 

在文獻中民進黨多次提到兩岸關係需要透過溝通理解的

過程進一步發展關係，希望中共先恢復兩岸兩會的協商

機制。而在溝通理解的過程中，才能找出兩岸往來的新

共識以及新前提。 

 

第二、 兩岸關係需要建立新的共識： 

認為九二歷史事實不能作為彼此的共識，兩岸之間必須

要有新的共識來發展兩岸關係，求同存異，這需要兩岸

共同合作來建立。民進黨在對於新共識的定義上，多半

以兩岸的和平穩定作為新共識之基礎來進行相關發言。 

 

第三、 認為現狀已有一定程度維持、試圖改變現狀的是中共： 

在文獻中多次表示兩岸關係維持著和平穩定的現狀，兩

岸關係只是處於相對冷淡的時期。另外也不斷提到不會

                                        
316 周佑政，〈中共 19 大陸委會：陸對台防禦圍堵〉，《聯合晚報》，2017 年 10 月 18 日，版 A3。 
317 許依晨、周佑政，〈府：南市府已澄清 民進黨、陸委會不回應〉，《聯合晚報》，2017 年 6 月

19 日，版 A2。 
318 徐偉真，〈蔡英文：盼兩岸 以新模式合作〉，《聯合晚報》，2017 年 8 月 8 日，版 A2。 
319 林敬殷、丘采薇、許家瑜，〈賴揆：蔡政府 不會宣布台獨 不會台獨公投〉，《聯合報》，2017
年 10 月 4 日，版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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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台獨、尊重九二歷史事實的立場。但是另一方面，

民進黨在不承認九二共識的環境下，指責中共才是在兩

岸關係中試圖改變現狀的一方，認為中共具威脅意圖的

行為對兩岸關係沒有任何的助益。 

 

  由上述文獻統整可見，民進黨在執政後面臨執政後自身所提

出的兩岸相處模式不被中共所接受的狀況，積極的找尋接受九二

共識以外的選項來試圖開啟與中共的往來溝通。強調兩岸溝通的

重要性、以台海和平穩定做為新的兩岸共識、不會台獨、不會進

行台獨公投這幾點，都是中共期許台灣的政策走向。但是，唯獨

九二共識，民進黨在此時期仍然拒絕接受。而在不接受九二共

識，使得兩岸關係的官方往來中斷，兩岸不斷進行罵戰的情形

下，民進黨仍然覺得自己維持了兩岸關係的現狀。 

 

 

  中共在此時期，國台辦表示民進黨當局需要回答最根本的問

題，就是兩岸關係性質為何，是一個國家、兩個國家、還是一中

一台。320另表示，除兩岸聯繫管道暫時中斷外，兩岸已簽屬的

23 項協議，蔡英文若不承認九二共識，其有效性及其實際運

作，都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認為台灣當局新領導人只是重申

了台灣方面現行規定的立場，依然迴避了兩岸關係性質這一根本

問題，針對區域經濟合作如 RCEP、TPP，如果一個中國原則不

能得到維護，政治互信不復存在，勢必帶來不利影響。321國台辦

提出三點聲明，第一，堅持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原則，堅持一中

                                        
320 林庭瑤，〈國台辦：明確定位兩岸關係〉，《經濟日報》，2017 年 9 月 9 日，版 A4。 
321 黃國樑，〈23 項協議 陸：確認一中才不受影響〉，《聯合晚報》，2016 年 5 月 25 日，版 A2。 

   戴瑞芬，〈張志軍:沒有九二共識，大門不可能開〉，《聯合報》，2016 年 8 月 18 日，版 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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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基礎，兩岸就能實現和平發展，台海就能和平安定，民眾

也可從中獲利，若背離一中原則則可能出現緊張動盪，第二，台

獨沒有前途，大陸對國家統一，有著絕不容忍分裂的意志，這點

台灣也必須理解。第三，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需要兩岸同胞的

共同努力。另外強調，不論台灣進行法理台獨、激進台獨亦或柔

性台獨，兩岸關係必定會受損，進而影響兩岸的經貿交流。322海

協會副會長蔣耀平認為兩岸關係目前面臨最嚴峻的時刻，但兩岸

服務業仍有取長補短的合作機會，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共同願

望。323而大陸外交部長王毅表示，台灣問題是中共定義中的核心

利益。324 

 

  對於台獨的看法，國台辦表示要確保現有的兩岸制度化交往

機制，必然要有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政治基礎，對於陸委會主委

張小月交流時稱大陸為鄰居，強調兩岸關係不是國與國關係，所

以絕不是鄰居關係，對時代力量提出廢省和廢除一國兩區的修憲

提案，強調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都是對台海和平穩定的公

然挑釁和破壞。如果有人妄圖以所謂修憲等方式把台灣從中國分

裂出去，只會撞得頭破血流。325再認為台灣一些勢力企圖搞去中

國化，力圖削弱甚至切斷中華文化在海峽兩岸的血脈相續，兩岸

同胞要堅決反對台獨勢力的倒行逆施。326並對於台灣時代力量欲

邀請達賴來台採強烈反對立場，並表示這勢必對兩岸關係造成嚴

                                        
322 陳言喬，〈張志軍喊話「搞台獨死路一條」〉，《聯合報》，2016 年 5 月 26 日，版 A3。 

   林庭瑤、林仲維，〈習近平談台獨 13 億中國人不會同意〉，《經濟日報》，2016 年 7 月 2
日，版 A10。 
323 戴瑞芬，〈海協會：兩岸服務業取長補短〉，《經濟日報》，2016 年 7 月 8 日，版 A12。 
324 賴錦宏、林克倫，〈張志軍：2017 兩岸複雜嚴峻 更多風險〉，《聯合報》，2017 年 1 月 2 日，

版 A7。 
325 林庭瑤，〈安峰山：大陸民間不反台 只反台獨〉，《聯合報》，2016 年 6 月 16 日，版 A12。 
326 林庭瑤，〈文化「去中國化」 張志軍批「刨根抽魂」〉，《聯合報》，2016 年 11 月 23 日，版

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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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影響。327認為民進黨當局領導人拒絕承認九二共識和認同兩岸

同屬一中的核心意涵，破壞兩岸和平發展基礎，並從政治、經

濟、文化等各方面弱化和切斷兩岸歷史連結，導致兩岸關係增添

不確定性和風險，而台灣在九二共識上不僅要有政策性表述，還

要以實際行動回答兩岸關係的政治基礎以及兩岸應走什麼樣的道

路。328當前台獨勢力在文化、教育等領域不斷推行去中國化，鼓

噪台獨修憲，中共絕不容忍法理台獨分裂行徑，也絕不坐視漸進

台獨侵蝕和平統一的局面。329 

 

  對於海基會與海協會的協商機制，海協會會長陳德銘表示，

大陸至今對總統蔡英文的表現不太滿意，兩岸關係要維持現狀還

沒有政治基礎，針對海基會邀請赴台表示海基會董事未定，兩岸

又欠缺政治基礎，不確定且沒規畫，並提到海基會董事長人選並

非關鍵，關鍵在台灣是否承認九二共識和一中。330認為台灣新南

向政策是基於政治意圖而違背經濟規律的政策，並表示 520 後兩

岸兩會交流中斷，經濟會受點影響，但就兩岸政策來看，大陸還

是希望朝對兩岸同胞、民生有利的方向繼續推進。331國台辦經濟

局局長張世宏表示，大陸雖堅持兩岸關係必須以九二共識為發展

前提，但中央仍會繼續支持兩岸以民間方式進一步深化合作，將

透過大陸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提供台資企業可與陸企平等競爭

的國民待遇。332國台辦表示，只有台灣當局正式授權海基會，向

海協會確認堅持九二共識這一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政治基礎，兩

                                        
327 林敬殷、郭玫君，〈時力擬邀達賴來台 國台辦放重話〉，《聯合報》，2016 年 9 月 15 日，版

A10。 
328 賴錦宏，〈張志軍：台灣新當局 弱化兩岸 政治 經濟 文化 連結〉，《聯合報》，2016 年 7 月

18 日，版 A10。 
329 林庭瑤、汪莉絹、林則宏、李春，〈張志軍：已釋出最大善意〉，《經濟日報》，2017 年 10 月

19 日，版 A1。 
330 戴瑞芬、林庭瑤，〈兩岸兩會高層互訪將中斷〉，《經濟日報》，2016 年 8 月 2 日，版 A9。 
331 戴瑞芬，〈張志軍看新南向 反經濟規律〉，《經濟日報》，2016 年 8 月 19 日，版 A9。 
332 戴瑞芬，〈陸承諾 台資將獲國民待遇〉，《聯合報》，2016 年 9 月 7 日，版 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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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協商和聯繫機制才能得以延續。另外重申台灣參與國際組織

活動的前提是一個中國原則，通過兩岸協商作出安排，而現因兩

岸聯繫溝通機制停擺，使問題無法處理。333國台辦針對親民黨主

席宋楚瑜將出席 2017 年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是否與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有

互動一事表示，蔡政府不承認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則兩岸就不

可能有任何實質意義的互動。334 

 

  中共表示在官方制度化交往機制停擺的狀況下，中共會繼續

支持兩岸的民間經濟交流和合作。335針對台灣未接獲國際民航組

織邀請函，國台辦回應大陸立場是在九二共識共同政治基礎下，

按一中原則、兩岸協商做個案安排，應反思為什麼過去由國民黨

執政時能，而當今民進黨政府不能。336但兩岸民間交流是推動和

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強大動力，兩岸關係越複雜，越需要民

間加強交流，兩岸民間各領域的交流要持續加強、擴大與深化。
337在當前的兩岸形勢下，大陸希望透過國共領導人會面，保持兩

黨高層互動，鞏固共同政治基礎，維護兩岸關係和平、台海穩定

和平，維護兩岸同胞利益福祉，認為國共交往的關鍵在於雙方都

                                        
333 林克倫，〈國台辦：海基來函無通關密語〉，《經濟日報》，2016 年 9 月 15 日，版 A10。 

   郭玫君，〈兩岸溝通停擺 陸：責任在台灣〉，《聯合報》，2016 年 6 月 30 日，版 A4。 

   中央社，〈張志軍:關鍵在九二共識 不是人〉，《聯合晚報》，2016 年 9 月 1 日，版 A2。 

   張念慈、葉建宏、林克倫，〈堅持一中 反對台獨 陸政協主席重申底線〉，《聯合報》，2016
年 9 月 19 日，版 A5。 

   郭玫君、賴錦宏，〈海協會：堅持九二共識是最大善意〉，《聯合報》，2017 年 1 月 19 日，版

A2。 
334 林庭瑤，〈宋習互動？ 國台辦：先承認九二共識〉，《聯合報》，2016 年 11 月 17 日，版 A4。 
335 杜宗熹，〈國台辦：將推友善台商措施〉，《經濟日報》，2016 年 9 月 24 日，版 A4。 
336 林克倫、張加，〈「三年前能、現在不能」 陸再拋九二共識〉，《聯合報》，2016 年 9 月 24
日，版 A3。 
337 林克倫，〈國台辦：民間交流不能斷〉，《經濟日報》，2016 年 9 月 27 日，版 A10。 

   林庭瑤、杜宗熹，〈俞正聲：加大兩岸人民交往的深度〉，《聯合報》，2016 年 11 月 19 日，版

A9。 

   郭玫君，〈葉克冬：兩岸越嚴峻 越要深入基層〉，《聯合報》，2016 年 11 月 30 日，版 A11。 



 

101 
 

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338重申和平

統一、一國兩制是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大陸願意慢慢化解

台灣民眾的歷史心結，但大陸也會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339 

2016 年 520 後兩岸關係雖產生變化，中共支持與鼓勵台商在大

陸發展的立場不變，並且將持續推動兩岸經貿關係發展，但基於

民進黨政府不承認九二共識，這些努力會轉以民間形式為主。340

表示兩岸最大的挑戰是台獨勢力蠢蠢欲動，如果不得到有效遏

止，必定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台海和平穩定帶來非常直接重大

的威脅，最終結果必定對台灣民眾帶來巨大傷害。341國台辦副主

任李亞飛重申在台灣拒不承認九二共識，不認同兩岸同屬一中的

核心意涵之環境下，大陸還是會一如既往支持台商在大陸發展。
342俞正聲重申台灣執政當局不承認九二共識，使兩岸關係發展面

臨嚴峻的挑戰，另表達希望深化政協委員與台灣民意代表交流機

制，吸納更多來自基層一線和青年一代的新生力量參與到兩岸交

流合作中來，厚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民意基礎。343王毅針對蔡

英文與美國總統川普透過電話進行通話，表示大陸堅持一個中

國，反對台獨立場堅定不移，大陸有足夠能力抑制任何形式的台

獨。344  

 

  中共方面在九二共識上，認為台灣並未承認九二共識。習近

平在洪習會中強調，台灣政局變化改變不了九二共識的歷史事實

和核心意涵，承認或不承認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關係

                                        
338 汪莉絹，〈國台辦：洪習會具積極意義〉，《經濟日報》，2016 年 10 月 27 日，版 A9。 
339 郭玫君，〈張志軍再提「不允許國家分裂」〉，《聯合報》，2016 年 11 月 18 日，版 A12。 
340 林則宏，〈張志軍：續推動兩岸經貿發展〉，《經濟日報》，2016 年 12 月 2 日，版 A10。 
341 郭玫君、汪莉絹、戴瑞芬、李春，〈張志軍：台獨盡頭就是統一〉，《經濟日報》，2017 年 3
月 7 日，版 A10。 
342 大陸新聞中心，〈李亞飛：一如既往支持台商〉，《聯合報》，2016 年 10 月 19 日，版 A9。 
343 大陸新聞中心，〈兩岸交流 俞正聲會饒穎奇〉，《聯合報》，2016 年 11 月 24 日，版 B4。 
344 賴錦宏、張加，〈王毅：不會改變一個中國格局〉，《聯合報》，2016 年 12 月 4 日，版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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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兩岸是一個國家還是兩個國家的根本問題。345並重申堅持九

二共識政治基礎，只要承認九二共識，認同大陸台灣同屬一個中

國，都願意同其交往。346國台辦認為民進黨未明確說明兩岸關係

性質，沒有明確承認九二共識和認同其核心意涵，沒有提出確保

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的具體辦法。347兩岸關係當前趨於複雜，

而能否保持兩岸和平發展與台海和平穩定，關鍵在於是否堅持九

二共識的政治基礎，只有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政治基礎，兩岸關

係的制度化交往才得以延續，認為對於兩岸關係是何種性質的關

係，採取迴避模糊的態度是沒有出路的。表示一中不可能表示成

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而九二共識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界定了

兩岸同屬一個國家、一個中國，而政治分歧應在一中原則上在兩

岸互相尊重平等的對話中商討如何解決。348指出兩岸的往來要明

確關係的性質，只要對兩岸關係和現實交流的性質有正確認知，

中共都持積極態度。349並且提出中共不反對在九二共識以外再建

立體限一中內涵的兩岸新共識，但無論何種共識，最主要是體現

一個中國原則。350一個中國原則是中共認為兩岸關係的政治基

礎，而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明確界定了兩岸關係的根

本性質，是確保兩岸關係和平基礎的關鍵。中共尊重台灣現有的

社會制度和台灣同胞的生活方式，願意率先同台灣同胞分享大陸

發展的機遇。另外重申有堅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夠的能力

挫敗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圖謀，然而只要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

國，雙方就能開展對話。351而九二共識並非哪個黨專利，更沒有

                                        
345 林庭瑤、周志豪，〈習近平闡述九二共識 關係一國兩國的問題〉，《經濟日報》，2016 年 11 月

2 日，版 A1。 
346 林克倫、許依晨，〈習近平高規紀念孫中山〉，《聯合晚報》，2016 年 11 月 11 日，版 A1。 
347 陳言喬，〈蔡英文沒完成答卷〉，《經濟日報》，2016 年 5 月 21 日，版 A3。 
348 林克倫，〈張志軍：無九二共識 影響陸客赴台〉，《聯合報》，2016 年 9 月 1 日，版 A9。 
349 林克倫，〈國台辦:飛安是藉口 誤導台灣民眾〉，《聯合報》，2016 年 9 月 29 日，版 A9。 
350 林則宏，〈兩岸新共識？張志軍：須體現一中〉，《聯合報》，2016 年 12 月 2 日，版 A14。 

   賴錦宏，〈國台辦:一中核心不能替代〉，《聯合報》，2016 年 12 月 29 號，版 A3。 
351 李仲維、周佑政，〈“堅持一中、92 共識”〉，《聯合晚報》，2017 年 10 月 18 日，版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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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加於人。只有承認九二共識的歷史事實，兩岸雙方才能開展對

話，兩岸關係才能撥雲見日、重回正軌。352大陸對台的大政方針

沒有因為面對民進黨執政而改變。353認為中共的政策都沒變，兩

岸關係從 2016 年 520 後變成現在這種狀況，改變現況的是民進

黨。354認為中共對台武統沒有時間表，願以最大的誠意盡最大的

努力來爭取實現和平統一的前景。355 

 

  對台灣在野的國民黨表示，期許繼續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

獨，並且在此共同政治基礎上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正確方向，

希望雙方保持溝通，加強交流對話。356國台辦表示大陸將積極推

動國共關係，國共兩黨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政治基礎

上，將繼續保持溝通，加強交流對話。357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

二共識，就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根基，根基若遭破壞兩岸產業

合作勢必受到嚴重影響，甚至出現倒退。358兩岸面臨的問題與矛

盾，應該透過交流溝通慢慢解決，最後追求統一，兩岸民間交流

應該要加強，而非挑動對立。359呼籲兩岸交流 30 年，得來的成

果要倍加珍惜，而從 2016 年 5 月來，台灣民進黨當局雖然口口

                                        
   大陸新聞中心，〈國台辦：承認九二共識 就能對話〉，《聯合報》，2017 年 10 月 27 日，版

A3。 

   林庭瑤，〈張志軍籲民進黨改變台獨〉，《經濟日報》，2017 年 10 月 29 日，版 A8。 
352 林則宏，〈「92 共識非某黨專利 不強加於人」〉，《聯合報》，2017 年 11 月 7 日，版 A8。 

   汪莉絹，〈俞正聲：率先與台分享發展機會〉，《聯合報》，2017 年 11 月 25 日，版 A12。 
353 王玉燕，〈國台辦:陸對台大方針未變〉，《聯合報》，2017 年 9 月 24 日，版 A8。 
354 汪莉絹、李仲維，〈張志軍：小兒科把戲〉，《聯合報》，2017 年 3 月 26 日，版 A4。 
355 汪莉絹，〈國台辦：運用法治捍衛主權完整〉，《聯合晚報》，2017 年 2 月 8 日，版 A2。 

   林庭瑤，〈2049 年兩岸統一？孫亞夫：誰說的〉，《聯合報》，2017 年 11 月 19 日，版 A7。 
356 大陸新聞中心，〈國台辦盼國民黨加強交流〉，《經濟日報》，2017 年 5 月 22 日，版 A10。 

   大陸新聞中心，〈國台辦：九二共識 國共加強對話〉，《聯合報》，2017 年 8 月 21 日，版

A4。 
357 林庭瑤，〈國台辦：國共在反獨基礎上交流〉，《聯合報》，2017 年 5 月 26 日，版 A10。 

   林庭瑤，〈習：兩岸經濟 同屬中華民族經濟〉，《聯合報》，2017 年 5 月 25 日，版 A10。 
358 林則宏，〈國台辦:「沒九二共識 兩岸產業合作恐倒退」〉，《聯合報》，2017 年 6 月 25 日，

版 A6。 
359 邱瓊玉、林則宏，〈張志軍提九二共識 柯文哲回甲午戰爭〉，《聯合報》，2017 年 7 月 4 日，

版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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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聲稱要維持兩岸關係現狀，卻一直拒不承認九二共識，不認同

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破壞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至使

兩岸聯繫和商談機制停擺，各領域交流合作遭到嚴重衝擊，兩岸

同胞利益受到極大傷害。360台獨勢力是對兩岸和平穩定的最大威

脅，台灣方面應該摒棄台獨主張和分裂思維，回到九二共識的基

礎上來，才能維護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361只有堅持一個中國原

則、反對台獨，兩岸關係才能和平穩定發展。362民進黨若有打破

兩岸僵局，發展兩岸關係的誠意，就應拿出實際行動，承認九二

共識的歷史事實，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才是問題關鍵，並且認

為台灣當局領導人講的是認識九二會談的歷史事實，而民進黨應

該要說清楚九二會談大家達成什麼樣的共識，這個共識的核心意

涵就是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363 

 

  海協會會長陳德銘則表示，兩岸的現狀並沒有維持住，大陸

一定要明確知道兩岸兩會是在一個國家下的兩個授權機構在交

往，還是國際的一個雙邊機構在交往，如是後者則兩會無法復

談，而這不能表態模糊，談到台灣參與國際會議或多邊活動則表

示，兩岸必須先在九二共識或兩岸同屬一中的前提下進行協商。
364大陸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重申維持兩岸和平發展關鍵再堅持九

二共識基礎，堅決反對台獨，九二共識明確界定兩岸關係，也就

是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客觀現狀。365大陸總理李克強提出 2017

                                        
360 大陸新聞中心，〈兩岸交流 30 年 張志軍：成果不易要珍惜〉，《聯合報》，2017 年 9 月 5
日，版 A10。 
361 林庭瑤，〈國台辦:用李案攻陸制度是徒勞〉，《聯合報》，2017 年 9 月 14 日，版 A11。 

   李仲維，〈國台辦：搞台獨分裂將自食惡果〉，《聯合晚報》，2017 年 9 月 27 日，版 A2。 
362 林庭瑤，〈回應蔡英文演說 國台辦強調一中 未提九二共識〉，《聯合報》，2017 年 10 月 11
日，版 A4。 
363 汪莉絹，〈馬曉光：蔡習會？台先承認九二共識〉，《聯合報》，2017 月 11 月 16 日，版 A8。 
364 郭玫君，〈陳德銘：兩岸復談 看不到政治基礎〉，《經濟日報》，2016 年 9 月 21 日，版 A10。 
365 蔡敏姿，〈俞正聲:”兩岸發展 需要年輕人發力”〉，《聯合晚報》，2016 年 6 月 12 日，版

A5。 

   邱瓊玉、張世杰，〈沙受訪說 「兩岸政治基礎，是一中」〉，《聯合報》，2016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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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對台工作，除提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維護九二共識共同政治

基礎，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台海

和平穩定。堅決反對和遏制台獨分裂活動，絕不允許任何人以任

何形式、任何名義把台灣分裂出去外，另表示要持續推進兩岸經

濟社會融合發展，為台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就業、創業、生活提

供更多便利。366 

 

  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發表文章，文章分五部分，第一

部分稱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也是實

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第二部分認為 2015 年 11 月 7 日的馬習

會讓兩岸政治交往取得歷史性突破，是大陸推進國家統一和平進

程、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開展兩岸政治對話的重大探索。第三

部分，大陸堅持九二共識政治基礎，堅決遏制任何形式台獨分裂

行徑，向民進黨當局和台獨勢力表明主張什麼、反對什麼、絕不

容忍什麼的鮮明態度，劃出清晰底線。第四部分，深化兩岸經濟

社會融合發展的實踐。第五部分，民進黨當局拒不承認九二共

識，使得參與國際組織的相關安排難以為繼，證明企圖迴避一個

中國原則、繞開兩岸協商來拓展國際空間，是沒有出路的。367 

 

  在中共認為兩岸關係欠缺政治基礎的同時，對於兩岸的交

流，此時期對於年輕人的拉攏，大陸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表示，

要促進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必須促進雙方青年人互相理解交

流，就學就業則是其重要途徑。368認為大陸需透過體驗式交流積

極推動兩岸交流合作，維護兩岸和平發展需要年輕人發力，表示

                                        
版 A3。 
366 汪莉絹、李春、郭玫君，〈李克強報告 反台獨力道增強〉，《經濟日報》，2017 年 3 月 6 日，

版 A10。 

   林克倫，〈反分裂 習再提「六個不允許」〉，《聯合報》，2017 年 8 月 2 日，版 A10。 
367 陳言喬，〈中台辦重申「九二共識」〉，《聯合報》，2017 年 10 月 16 日，版 A1。 
368 蔡敏姿，〈罕見！ 俞正聲未對台釋出利多〉，《聯合晚報》，2016 年 6 月 12 日，版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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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青年從小生活不同，使的看法上產生差異，但兩岸的未來緊

密相連，年輕人好，才會有更好的生活環境。369長遠來看兩岸最

終要統一，統一需要創造條件，其中一個重要的條件就是要讓兩

岸青年相互理解、認同、鼓勵兩岸青年交流是大陸堅定不移的政

策方針，不論局勢如何變化，鼓勵兩岸民間，青年與經濟的交往

是對台政策的不變方針，但台灣若宣布獨立就又是另一個層面的

問題。370大陸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工作報告中指出，堅持九二

共識共同政治基礎，大陸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行徑，加

強與台灣基層和青年交流，厚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民意基礎。371

在兩岸制度化協商停擺下，堅持兩岸經濟合作的方針不變，堅持

和促進兩岸人民交往的原則不變，認為民間經濟交流應克服障

礙，繼續發展，而大陸唯一不能允許的是搞台獨，或是變相台

獨。372 

 

  國台辦則表示兩岸和平發展是一條光明大路，台獨分裂則是

一條絕路，而年輕人是兩岸關係的未來。373認為必須堅持九二共

識，反對台獨，將建立國共兩黨青年組織聯繫溝通機制，促進兩

岸青年深入交流，支持認同九二共識的台灣縣市、鄉鎮和基層社

團，加強國共兩黨的定期溝通交流，協助解決台資企業、陸資企

業在生產經營中遇到的困難，維護兩岸婚姻家庭的正當權益，妥

善處理兩岸同胞往來及工作、生活、學習中遇到的問題。374研究

                                        
369 蔡敏姿，〈俞正聲：〝兩岸發展 需要年輕人發力〞〉，《聯合晚報》，2016 年 6 月 12 日，版

A5。 
370 同註 368， 

   胡明揚，〈國台辦向台青招手：兩岸未來 繫於兩岸青年〉，《聯合報》，2016 年 9 月 21 日，

版 A9。 
371 戴瑞芬、李春、汪莉絹、郭玫君，〈俞正聲：反任何形式台獨〉，《經濟日報》，2017 年 3 月 4
日，版 A10。 
372 郭玫君，〈兩岸合作 俞正聲提四亮點〉，《經濟日報》，2016 年 11 月 8 日，版 A10。 
373 蔡敏姿，〈恢復熱線…亮出九二共識底牌〉，《經濟日報》，2016 年 6 月 13 日，版 A10。 

   林庭瑤，〈國台辦：堅持九二共識 兩岸才能交往〉，《聯合報》，2016 年 7 月 23 日，版 A4。 
374 賴錦宏，〈張志軍：烏雲罩頂 兩岸希望仍在〉，《聯合報》，2016 年 12 月 24 日，版 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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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相關政策措施，積極促進在投資和經濟合作領域加快給予台

灣企業與大陸企業同等待遇，使更多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機遇

與成果，加強兩岸經濟合作、鼓勵台商投資的態度沒有改變，但

絕不允許少數人在大陸賺錢卻支持台獨分裂活動，破壞兩岸關

係。375中共會一如既往的為台商辦實事、做好事，只要有助增進

兩岸福祉，維護和推進兩岸和平發展。376將積極研究並適時推出

為台灣同胞，特別是台灣年輕人到大陸學習、就業創業、實習、

生活的便利條件。而針對蔡英文總統欲提出兩岸交流新模式，張

志軍回應道共同的政治基礎解決好了，雙方才有條件接觸，沒有

政治基礎則雙方政治層面交往無法進行。377大陸質檢總局局長支

樹平指出，因台灣政府不承認九二共識，兩岸質檢標準訊息不如

過去暢通，而導致 2017 年 1 月大陸退貨的進口食品、化妝品

中，有近五成來自台灣，呼籲台灣回到九二共識上，溝通會比較

暢通。378大陸將會繼續提供優惠，讓台商、台灣同胞與大陸一起

共享發展機遇。379兩岸關係的未來在青年，如果兩岸青年之間缺

乏互相了解，對兩岸關係發展是不利的。因此，不管目前兩岸關

係政治層面出現什麼問題，大陸都會努力推動兩岸青年交流。380

大陸經濟發展常期看好和政策支持力度不減，為拓展兩岸經濟交

流合作提供廣闊空間，也為廣大台商投資興業注入更大助力，但

提到兩岸企業家英勇敢承擔應盡責任，以實際行動表明堅持九二

共識，反對台獨分裂的立場與態度。381將對台八縣市釋出八大利

多，並表示兩岸縣市只要堅持九二共識基礎，兩岸交流就能持續

                                        
375 賴錦宏，〈國台辦:支持台商投資態度沒變〉，《經濟日報》，2017 年 1 月 12 日，版 A10。 
376 汪莉絹，〈張志軍三句話 安台商的心〉，《經濟日報》，2017 年 2 月 16 日，版 A9。 
377 汪莉絹，〈給台灣民眾國民待遇 陸今年推政策〉，《聯合報》，2017 年 2 月 16 日，版 A9。 
378 郭玫君、戴瑞芬，〈近五成台灣貨 520 後 兩岸合作確實「受到阻礙」〉，《聯合報》，2017 年

3 月 15 日，版 A9。 
379 汪莉絹、郭玫君、李春，〈李克強談兩岸：終歸我們是一家人〉，《聯合報》，2017 年 3 月 16
日，版 A9。 
380 汪莉絹，〈李明哲案 國台辦：不了解〉，《經濟日報》，2017 年 4 月 3 日，版 A9。 
381 大陸新聞中心，〈張志軍：支持台商 一如既往〉，《聯合報》，2017 年 4 月 27 日，版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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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前發展，而這八個縣市可以做出示範。382 

 

  此段時期中共雖然一再表示台灣政府未承認九二共識，但是

對於台灣民間的讓利仍然持續推動。海協會會長陳德銘表示雖然

去年 520 後，九二共識，一個中國的概念並沒有繼續被維護，但

今後仍會對台企轉型升級提供更多更好的協助，而對於台灣人

民，特別是青年前往大陸就學、就業、創業，大陸方面也會給予

更好的、接近大陸民眾的各種待遇，這些今年就會實現。383去年

以來兩岸關係發展遭遇嚴重衝擊，面臨新的風險和挑戰，但兩岸

交流以戰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共推進兩岸民間交流合作、深化

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造福兩岸同胞的決心態度沒有改變，大

陸已相繼推出 20 多項政策措施，為台灣同胞在大陸學習、生

活、工作創造更好條件，另外需要兩岸同胞攜手克服困難、排除

干擾。堅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政治基礎，維護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是深化兩岸融合發展的必然條件。台獨是台海和平

穩定與兩岸同胞根本利益的最大威脅和禍害。384國台辦交流局局

長黃文濤表示，即使兩岸關係遇到一些阻礙，兩岸交流至今已

30 年，有深厚基礎和寬厚的發展潛力，兩岸關係會不斷向前邁

進，這是不可阻擋的趨勢。385國台辦副主任鄭柵潔表示，中共推

進兩岸民間交流合作，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的積極努力不

會減弱，但是不和諧的兩岸關係和緊張的台海形勢，大家利益都

會受影響和損害，希望台胞台企勇於承擔責任，以實際行動共同

努力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展，共同珍惜擴大來之不易

                                        
382 張念慈、葉建宏，〈陸差異化對待 利多只給我 8 縣市〉，《聯合報》，2016 年 9 月 19 日，版

A5。 
383 杜宗熹，〈陳德銘：給台清國民待遇 今年落實〉，《聯合報》，2017 年 5 月 29 日，版 A9。 
384 賴錦宏，〈俞正聲：帶路效益 與台灣分享〉，《經濟日報》，2017 年 6 月 19 日，版 A10。 
385 賴錦宏，〈國台辦交流局長：兩岸關係前進 勢不可擋〉，《聯合報》，2017 年 8 月 30 日，版

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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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面和成果。386大陸文化部副部長項兆倫表示，兩岸在非物質

文化遺產的合作非常深入，深化合作的前景很好。387指出希望吸

納和動員更多來自基層一線和青年一代的新生力量參與兩岸合作

交流，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做出貢獻。388大陸國台辦副主任

劉結一對於兩岸關係的推動提出四個必須，第一，堅持和平統

一，一國兩制方針，第二，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第

三，繼續深化兩岸經濟合作，第四，弘揚中華文化，強化兩岸同

胞的精神紐帶，擴大兩岸文化交流。389國台辦副主任劉結一表

示，就兩岸經濟交流提出四個繼續，第一，繼續推出政策措施，

逐步為台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

胞同等待遇。第二，繼續支持台胞在大陸投資興業，依法保護台

商合法權益，鼓勵台資企業積極轉型升級，不斷提高產品質量和

水平。第三，繼續鼓勵台灣青年到大陸實習、就業、創業，辦好

現有五十三個台灣青年就業創業基地和示範點，在條件成熟的省

市區增設新基地與示範點，支持金融機構等繼續增加台青實習名

額。第四，繼續大力推動兩岸中小企業、農漁業合作，希望台灣

更多中小企業基層農漁民等，積極參與兩岸交流合作，不斷擴大

兩岸經濟合作的受益面和獲得感。390  

 

  此段時期，中共展現了一些具一致性以及差異性的政策： 

 

第一、 中共認為台灣未接受九二共識，停止兩岸協商機制： 

中共在文獻中對於民進黨不願接受九二共識這一點多有

提及，基於此原因，停止了兩岸兩會的協商機制。在文

                                        
386 王玉燕，〈浙台合作周 國台辦：深化兩岸融合 努力不減〉，《聯合報》，2017 年 9 月 21 日，

版 A11。 
387 林庭瑤，〈兩岸文化交流 陸官員：「前景很好」〉，《聯合報》，2017 年 10 月 21 日，版 A10。 
388 大陸新聞中心，〈俞正聲籲青年參與兩岸交流〉，《聯合報》，2017 年 11 月 8 日，版 A10。 
389 王玉燕，〈劉結一：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聯合報》，2017 年 11 月 9 日，版 A10。 
390 王玉燕，〈劉結一：兩岸經濟交流合作潛力巨大〉，《聯合報》，2017 年 11 月 18 日，版 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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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中又不斷透過協商機制的停止提醒民進黨應接受九二

共識。使得兩岸關係在民進黨執政後產生了與國民黨不

同的差異。 

 

第二、 對於自身底線的解釋： 

此段時期中共不斷強調九二共識、反對台獨作為兩岸關

係發展政治基礎的重要性，這個底線在研究範圍內都多

有提及。不同的是，中共在此段時期不斷以此強調是因

為民進黨不願接受九二共識，民進黨才是改變兩岸關係

的作用者。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此段時期中共的文獻以及針對民進

黨發言所做的回應，本研究認為中共所提出的九二共

識、反對台獨的政治基礎具有層次。中共最不能接受的

是台灣獨立，其次是台灣不接受一中原則，而九二共

識、反對台獨是中共認為涵蓋了一中原則、反對台獨，

卻又較容易被台灣政府所接受的價值。基於這樣在政治

目的上的層次，中共在文獻中皆有提到若台灣所提出的

新共識架構能涵蓋一中原則，則中共也可以考慮以新共

識的架構發展兩岸關係。 

 

第三、 加強對國民黨以及台灣民意的交流： 

此段時期，在台灣拒絕接受以九二共識作為兩岸發展政

治前提，使中共停止兩岸制度化交流的狀況下，可以看

到中共試圖加強民間交流的力道，並且與承認九二共

識，此段時期內處於在野身分的國民黨保持良好的交流

關係。本研究認為，中共在研究範圍內一致的行為在於

皆重視自己的形象在台灣民意間的觀感，並且極力的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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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兩岸民間能夠積極交流，而在此段期間因為台灣不接

受九二共識之故，中共必須停止兩岸制度化協商管道，

這使得中共在對於民間交流以及認同九二共識台灣政黨

上的施力更加重視。本研究認為這是因為台灣的政治體

制之故，若民意傾向於認同中共理念，則在台灣選舉

中，台灣民意會選擇較願意接受中共理念的政黨。同

理，之所以積極與國民黨接觸，也是因為這層因素，讓

能接受九二共識的台灣政黨存在著有能力處理兩岸關

係、維持現狀的形象。 

 

 
 

  國民黨方面國民黨前副總統吳敦義強調，國民黨若要重返執

政，應堅持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維持永續和平的兩岸關係。391

國民黨副主席胡志強表示，九二共識接各表或同表不重要，重點

是一中。392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唐德明表示，蔡總統就職後，台

灣參與國際空間持續緊縮，而馬英九政府主政期間，兩岸互動順

暢、穩定發展、台灣因而獲得不少國際空間，重點在於雙方都以

九二共識為互動基礎，如今對岸的基礎並沒有改變，但蔡總統與

民進黨政府卻主動改變現況，就發生問題。393 

 

 

  在這個時期，最主要具有代表性的事件為雄三飛彈誤射事件

                                        
391 鄭媁，〈吳敦義：想重返執政 須一中各表〉，《聯合報》，2016 年 10 月 17 日，版 A4。 
392 周志豪，〈挺洪？ 胡志強：九二共識重點是一中〉，《聯合報》，2016 年 10 月 28 日。版 A4。 
393 周志豪，〈國民黨：問題在蔡的兩岸政策〉，《聯合報》，2016 年 11 月 6 日，版 A2。 



 

112 
 

以及聖多美普林西比(República Democrática de São Tomé e Prí

ncipe)斷交事件，這兩個事件兩岸雙方的處理方式可以明白代表

本時期行為者之間對於兩岸關係理解之變化。 

 

  雄三飛彈誤射事件，是指台灣海軍金江艦在 2016 年 7 月 2

日，不慎誤射雄三飛彈落至澎湖外海的事件。事件造成台灣漁船

翔利昇號人員傷亡。然而，非但並沒有越過海峽中線。394對此中

共表示，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表示，沒有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也

無兩岸聯繫溝通機制的狀況下，飛彈誤射是非常嚴重的事，台灣

方面需有負責任的說明。3957 月 4 日，中共黨媒環球日報表示在

蔡政府拋棄兩岸互動政治基礎的狀況下，導彈誤射在被破壞的兩

岸互信環境顯得更危險。3967 月 6 日，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再次強

調，堅持在九二共識基礎上繼續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台海和

平穩定，發生這樣的事態是很嚴重的，台灣方面必須要有負責任

的說明。397民進黨政府方面陸委會主委張小月回應，兩度向陸方

通報都是透過簡訊，雙方並未通電話，兩岸溝通管道不順暢，並

呼籲兩岸要有危機預防觀念，有好的溝通管道才能避免誤解與誤

判。398 

 

  聖多美普林西比斷交事件，是指 2016 年 12 月 21 日台灣與

聖多美普林西比斷交，與中國建交一事。399是在民進黨上任以來

第一個與台灣斷交的邦交國，並且，在斷交後聖多美普林西比立

                                        
394 蘋果日報，〈荒唐 雄風三型飛彈誤射 1 死 3 傷〉，

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daily/20160702/37292533，瀏覽日期：2016.7.2。 
395 林庭瑤，〈張志軍：影響嚴重 台要說明〉，《聯合報》，2016 年 7 月 2 日，版 A2。 
396 林庭瑤，〈陸媒：誤操作互信關係更危險〉，《經濟日報》，2016 年 7 月 5 日，版 A4。 
397 林庭瑤，〈張志軍：飛彈朝大陸飛 台灣向別人通報〉，《聯合報》，2016 年 7 月 7 日，版 A4。 
398 郭玫君，〈雄三誤射 陸委會 2 度簡訊通報陸〉，《聯合報》，2016 年 7 月 12 日，版 A12。 
399 BBC，〈聖多美普林西比: 台灣曾經的第 22 個邦交國〉，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38388110，瀏覽日期：2016.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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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與中國建交。在本事件中，中共表示，對於聖多美普林西比與

我斷交，大陸外交部立即表示歡迎回到一中原則的正確道路上。
400大陸外交部堅持一中原則是大陸與世界上任何國家發展關係的

前提和政治基礎，也是台海保持和平穩定，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

基石。401民進黨方面對此事件總統府表示中國大陸政府藉聖國國

家財政困難之際，乘勢操作「一中原則」，我方表達高度遺憾，

這樣的作法不僅傷害台灣人民感情，破壞兩岸穩定，對於兩岸關

係的長遠發展更是毫無助益。402民進黨立委羅致政則表示中國外

交部第一時間發表歡迎的說法，只會讓兩岸關係越走越遠。403陸

委會再次重申透過聖多美普林西比操作一中原則對兩岸關係是一

種非常負面的做法。404 另外，巴拿馬在 2017 年 6 月 13 日，宣

布與台灣斷交並與大陸建交，使台灣邦交國減少至 20 個。405對

此事件，總統蔡英文表示，國際認為是大陸片面改變現狀，絕對

不在威脅下妥協讓步，政府對國家尊嚴和主權有所堅持。406中共

則重申只有承認「九二共識」、認同「兩岸同屬一中」，兩岸關係

才能維持和平發展。拒不承認九二共識是沒有出路的。407 

 

  這起事件說明了兩岸關係在此段時期的發展狀況，無論是從

資料庫所整理的資料中，以及在雄三飛彈誤射事件中共以及台灣

雙方的表態，可以知道：第一，此段時期兩岸官方之間的制度化

交流斷絕，中共則藉此事件抨擊台灣未盡到溝通責任，台灣則表

                                        
400 管婺媛，〈〝歡迎回到一中〞 北京急著表態〉，《聯合晚報》，2016 年 12 月 21 日，版 A3。 
401 賴錦宏，〈陸：一中豈能金錢買賣〉，《聯合報》，2016 年 12 月 23 日，版 A4。 
402 許依晨、管婺媛，〈台聖斷交 台：不競逐金錢外交〉，《聯合晚報》，2016 年 12 月 21 日，版

A1。 
403 王寓中、徐偉真、周佑政，〈藍：烽火外交開始 綠：中國幕後黑手〉，《聯合晚報》，2016 年

12 月 21 日，版 A2。 
404 王寓中、徐偉真、周佑政，〈張小月：我嚴防第二個聖多美〉，《聯合晚報》，2016 年 12 月 21
日，版 A2。 
405 林敬殷，〈百年邦誼 台巴斷交〉，《聯合報》，2017 年 6 月 14 日，版 A1。 
406 丘采薇，〈蔡指北京挑釁 改變台海現狀〉，《聯合報》，2017 年 6 月 15 日，版 A2。 
407 林庭瑤，〈國台辦重申：承認九二共識〉，《聯合報》，2017 年 6 月 15 日，版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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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兩岸之間的聯絡管道斷絕，致使此事件未能即時知會中共，突

顯兩岸之間制度化溝通管道的重要性。中共透過此事件來突顯執

政黨在兩岸關係上的無能，並重新強調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重

要性。台灣方面則透過此事件強調兩岸之間在政治前提之外務實

交流的重要性。第二，聖多美普林西比斷交事件，與國民黨執政

時期斷交的甘比亞作比較，中共的反應顯得更為高調，並且藉此

重申九二共識、一個中國這個政治架構的重要性。台灣方面則是

嚴厲譴責中共這樣子操弄一中原則的外交手段。這樣的情形同樣

也適用於巴拿馬斷交的例子。檢視台灣在民進黨政府執政後的外

交環境，中國國民黨執政時期與甘比亞斷交，而中共在將近三年

後，也就是民主進步黨執政前夕與甘比亞建交。而在民進黨執政

時期，與聖多美普林西比斷交，至聖多美普林西比與中國建交的

時間僅五日。中共的言論也從甘比亞斷交的低調轉為高調主張一

中原則，而台灣也從為中共解套的角度轉為譴責中共操弄一中原

則，傷害兩岸關係。在這個事件上，以一中原則為核心，兩岸關

係比起國民黨執政時期更具敵對氛圍。 

 

 

  此段期間，民進黨以及中共不斷的在九二共識以及維持現狀

的話題上打轉。民進黨透過強調和平穩定以及兩岸交流意圖使中

共接受自己所提出的新共識，取代原本的九二共識基礎。中共則

是不斷地提出自己在一中原則上的底限，並且透過國際空間的施

壓希望民進黨接受一中政策。這段期間，可觀察到中共對於與台

灣民間交流的意圖不減，甚至有希望台灣民間對於台灣政府能夠

使其接受九二共識的相關發言。對於能接受九二共識價值的在野

國民黨也持續的溝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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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二共識是一個兩岸關係行為者在往來上的重要議題，對於

九二共識的承認與否牽涉到行為者對於兩岸關係應該有的樣貌之

理解，以及兩岸外交政策上的改變。我們可以在本研究的資料中

發現，九二共識的價值，對於中共、台灣國民黨政權以及民進黨

政權皆有著不同的意義，而本研究認為這對於兩岸關係的變化來

說，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可以從資料中得知，國民黨對於九二共識的概念，是在於九

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價值。國民黨肯定九二共識的兩岸關係往來

有落實一中各表的價值，也就是雙方彼此不承認主權、不否認治

權，各自主張自己是中國的唯一正統。而這符合了自身信念在台

灣主權上的維護以及兩岸關係的發展方向，一來九二共識、一中

各表的架構之下，國民黨認為兩岸關係的發展得以避談兩岸主權

爭議，可以務實政策擬定為主，而兩岸關係無論官方或民間，也

得以據此架構進行積極交流。 

 

  而在中共方面，九二共識更是被作為重要的政治架構，但是

九二共識對於中共來說，曾被多次強調，九二共識的核心價值在

於一個中國原則。對比國民黨對於九二共識的理解，中共更重視

九二共識在一個中國原則上的詮釋，而九二共識只是體現一個中

國原則，容易被台灣所接受的方式。然而，資料顯示在九二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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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共也存在著各自表述的行為。中共雖然未在公開場合提到

九二共識包含了一中各表的價值，但除了曾表示不會對於台灣主

張自己是中華民國或是在內部主張自己是中國正統繼承者外，實

際面上在國民黨執政時期，面對台灣提到一個中國是指中華民

國，抑或是提到中華民國的名義時，都採取迴避的方式，不正面

回應此類議題。在研究範圍內民進黨執政時期，甚至表示中共不

會介入台灣內部對於一中和者為正統的發言。另外官方發言中雖

時常提及兩岸應該走向統一，但未正面提及應由何者為正統。 

 

  另外，在九二共識被中共於官方對話所提出時，反對台獨的

價值也會隨之被提及，從資料中可以得知，整個九二共識、反對

台獨的價值，可以被分為三個層次:第一，中共希望台灣透過九

二共識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如果不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則兩岸無

法協商交流。第二，中共不能接受台灣獨立，在這裡，本研究認

為在這個層次上的台灣獨立，指的是對於台灣獨立的主張，這包

含了台灣對自己的主張，以及對外對內的發言，去中國化的政

策，這在整體中共對台灣兩岸關係的期許上，比台灣不接受一個

中國原則更難以被中共接受。第三，對於中共來說，兩岸關係的

底限，在於台灣法理台獨，這是中國所完全不能接受的台灣政

策。 

 

  而從民進黨政府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知道，民進黨政府認

為九二共識本身所存在的一個中國原則，就已經限制了台灣在兩

岸關係上的選項，而這本身就已經造成了台灣在主權上的減損，

與自己的信念相違背。另一方面，民進黨在其黨綱中，對於台灣

獨立的選項是具相當積極性，相對的，就造成了排斥存在統一價

值之九二共識的結果。然而，從本研究資料中顯示，民進黨對於

國際體系上兩岸關係維持現狀的理解與其他的行為者也並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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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民進黨認為兩岸關係維持現狀的關鍵在於兩岸關係的和平穩

定，而這個和平穩定自身就得以作為兩岸關係往來的基礎，而就

算在不承認九二共識的前提，使兩岸關係失去國民黨執政時期的

穩定，只要兩岸關係得以不發生武裝衝突或者戰事，對於民進黨

來說也是維持現狀的一種體現。相較於兩岸關係的其他行為者，

國民黨認為現狀的維持，包含了兩岸關係的穩定以及兩岸的官方

交流，這需要仰賴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基礎。中共則是認為，

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是台灣承認九二共識、反對台獨所帶來的成

果，而成果不可倒果為因成為兩岸關係的新基礎，於是對於民進

黨提出以和平穩定作為新基礎一點皆不認同，而中共也樂於透過

剝奪這個成果來迫使台灣接受九二共識、一中原則。 

 

  由上述對於本研究在九二共識上的資料彙整，本研究得知，

兩岸關係的行為者間無論是在九二共識、一中原則、台灣獨立、

維持現狀的各種價值上，都受到了行為者自身的信念以及對環境

理解的影響，而產生了相當的分歧，本研究認為這種分歧一方面

得以證明新古典現實主義表示信念以及國際體系理解對於外交政

策的影響力，也正是兩岸關係會隨著國內因素產生變化的原因。 

 

  研究範圍的文獻內，無論是國民黨政府或是民進黨政府，都

曾表示過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以及中共應該重視中國國

內人權、重視台灣人民的選擇，對於國民黨政府，中共會選擇迴

避此一發言，而對於民進黨政府則會嚴厲譴責，另外在九二共識

的承認上，則會嚴厲要求民進黨不可模糊詞句，不可用承認

1992 年歷史事實來取代九二共識，且對民進黨政府特別強調自

身底線，以及維持現狀和九二共識的不可分割。 

 

  本研究認為，基於外交關係是互動關係，行為者間所預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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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關係中希望達到何種成果，透過什麼方式達成成果，這如果

兩個行為者在此產生理解的分歧，則對於行為者之間的關係就會

產生影響，單就行為者信念以及理解上對九二共識所產生的分

歧，對於與中共理解相近的國民黨政府，以及與中共較為分離的

民進黨政府，就直接對兩岸關係產生了衝擊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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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本研究資料中可以得知，政權交替雖然作為兩岸關係改變

的一個重要變因，但是在更微觀的外交政策、語言的面向上，兩

岸關係的行為者並不只是隨著政權交替而產生改變。在國民黨時

期，我們可以觀察到，在太陽花學運時期，以及在台灣九合一大

選敗選之後，當時執政的國民黨與中共在外交政策上均有產生變

化，本研究認為，以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論來說，這是一個基於

台灣的民主制度，在國內力量整合這層因素上，對於外交政策產

生影響的案例。 

 

  在太陽花學運部分，根據網路資料，其核心訴求重視對於兩

岸關係發展以及相關外交決策需在民意的基礎上受到監督。408而

且參與的族群有大多數為年輕青年。本研究認為，本次學運之所

以能夠對兩岸關係行為者在外交政策上產生衝擊，有以下幾個因

素：第一，在理念上，學運對於國民黨執政時期的兩岸關係存在

較為分歧的看法，在實際面上，本次學運即是針對當時執政政府

的政策所做出的質疑，而這層質疑中也存有對中共的不信任，在

研究範圍內與學運相關的文獻中，在野的民進黨曾多方表示對此

活動的支持立場。所以根據資料，本研究認為，太陽花學運在其

價值的象限上較偏向民進黨所理解的兩岸關係現況。這個事件的

發生象徵著國民黨政府兩岸關係在民間的動搖，連帶的使中共認

為台灣內部的聲音傾向對自己的外交目標不利的方向。所以本研

究能夠觀察到，資料中國民黨除了對內會開始為自己的兩岸政策

進行辯解外，對中共的對話中會放入更多希望中共重視台灣人民

                                        
408 自由時報，<出關播種》太陽花學運學生退場聲明全文>，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983576，瀏覽日期：2014.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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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值。另一方面，中共則是會更加強調他能對台灣的年輕族群

提供多少公共財，並且主張之所以台灣年輕族群會對中共產生此

種質疑，是來源自對中共的不理解產生之誤會，爾後在各種對話

以及工作會議上，中共都相當積極的想要發展兩岸青年的交流與

對話。第二，本研究認為學運本身即為台灣內部力量無法整合，

而造成外交政策的改變。首先在國民黨方面，認知到自身的兩岸

政策可能無法被部分人所理解，所以必須將自身的政策包裝成能

夠被國內民意所能接受的說法，於是對內對外都有政策或說明上

面的變化。而中共方面面對台灣的國內力量整合問題，本研究認

為，在學運以前，就能夠觀察到，中共積極的希望能夠透過兩岸

的民間交流達到兩岸統一的目的，而如果台灣的政治環境，作為

執政黨的國民黨並未能夠代表台灣的普羅民意，則自身就需要在

政策上做出更多的變化來對應，所以在後續的政策上，都更直接

的對於台灣人民進行對話與發表。 

 

  國內力量整合的影響，在台灣九合一大選後更為明顯的展現

出來，國民黨在九合一大選敗選之後，對應未來可能的政權輪

替，不斷的鋪設環境希望符合自己信念的兩岸政策能夠延續至新

政府、新政黨。而中共在國民黨九合一敗選之後，不斷的以過去

和國民黨和平穩定的相處成果，來強調在九二共識的政治架構下

兩岸發展的成果，並且表示只要承認九二共識、反對台獨，兩岸

就能夠保有原本的溝通管道以及和平穩定的發展成果，另外一方

面表示中共對於民間的態度不會改變，只是可能受到兩岸溝通不

順的影響。兩個行為者在這樣的傾向下，所做出的馬習會，是這

樣的傾向下代表性的產物。 

 

  總的來說，國內力量整合的狀況，透過學運以及選舉，本研

究觀察到的改變有下列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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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支持度的轉移:在國民黨方面，國內支持度或者選舉失利

時，其兩岸政策在表態上會顯得更重視民意，並且對中

共進行相關喊話，對內維護自身的政策。中共方面，則

會改變自己兩岸政策上所著重的族群，並且更加強調自

己認知的兩岸關係政治架構。 

 

第二， 政策目標的變化:國民黨方面，支持度下降或選情失利

時，會對兩岸政策採取希望現況持續和穩定的手段，冀

望兩岸關係在政權轉移後仍能維持現狀。而在中共方

面，則是會開始轉為對未來可能執政的政黨喊話，強調

自己立場上的一致性以及改變現況可能帶來的威脅。 

 

第三， 政策對應的變化:兩岸關係在過去可以被容忍的行為可能

會因為內部關係整合的狀況產生改變，在國民黨的選情

失利時，從資料中可以看見兩岸關係從原本的和平穩定

產生些許質變，例如與和台灣斷交的甘比亞建交，兩岸

對話上變得較為激進，過去所能談論的話題換來激烈的

反應等。 

 

  總的來說，國內力量整合狀況會反映在兩岸關係行為者的政

策訂立上，而這樣的政策上的改變，則會影響兩岸關係的發展。

這樣的國內力量整合問題，不一定要作為國內的多數，雖然本研

究發現改變的時間點上，有許多都是在台灣大選的前後發生，但

是如同太陽花學運這樣並不見得如同大選具有主觀民意多數的社

會運動，都對於兩岸關係的行為者產生了影響。本研究認為，這

是因為太陽花學運的核心價值與兩岸關係的行為者在信念所影響

的兩岸政策中產生了關聯，不論這樣的關聯是支持或者牴觸，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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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兩岸關係產生了影響力。 

 

  不過本研究也認為，這樣的影響力相較於政黨的信念使台灣

在面臨政權輪替時所產生的差異性要來的小，這是因為據本研究

觀察，雖然在學運或者九合一選舉的時間點，行為者對於兩岸關

係的應對皆有產生變化，但是都以維護自身原本所進行的路線為

主，而並非在整個政策的主軸做出顯著的改變。所以本研究認為

這項因素比起因為政權的交替，台灣在國民黨與民進黨間信念的

差異產生的路線改變，影響力要來的小，但是產出的政策同樣也

會經過這層因素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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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發現，在兩岸關係的相處中，台灣對於自身國內的政

策，也時常成為兩岸關係產生變化的原因。在研究資料中非兩岸

政策意指：新南向政策或者去中國化議題這些不與兩岸關係直接

相關的政策。這些政策都曾經被中共提出，表示是破壞兩岸關係

現況的行為。不同於在九二共識、反對台獨以及一個中國原則對

於兩岸關係的認知與要求，這些國內的政策訂立。本研究認為，

這些政策之所以會讓兩岸關係產生變化，原因在於中共對於兩岸

關係的信念以及理解。 

 

  本研究認為，以研究資料的分析來看，中共在其外交政策

中，相當重視自己在台灣民意中的形象，並且將這部分視為在外

交政策上的重點。中共時常將兩岸經濟文化的往來互動作為重

點，在研究範圍內的資料中，中共內部的會議談話也常將此做為

重點指示，可見得其重視程度。另外在太陽花學運後，也可以看

到中共的對應是更加強調兩岸年輕族群的經濟文化交流。在研究

範圍內兩岸發生政策改變的時間點上，都可以見到中共不斷強調

對於台灣在政治、經濟上交流的促進是不會改變的，對於這些面

向民間的政策雖然有提到也須依循九二共識、一個中國的基本原

則，但主要對於不接受九二共識與支持台獨的譴責都集中在台灣

政府’上，並表示即便台灣政府不接受九二共識，也希望能夠繼

續與民間發展良好關係。 

 

  舉例來說，針對太陽花學運的主張，中共在資料中將其定調

為學運背後有台獨勢力驅使，而參與學運的的年輕族群則表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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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人對於中國有誤會，更需彼此的交流來化解，而在民進黨執政

以後，雖然在官方交流上，兩岸因為中共不接受民進黨的兩岸政

策而彼此中斷了官方的往來，但是在對於民間方面，仍表示過去

的承諾與交流希望能照過去的模式維持。 

 

  然而，本研究認為中共這樣重視民意的政策不僅是因為在意

自身在台灣國內的形象，還存在實質政治目的上的因素:中共希

望透過兩岸交流的成功，作為兩岸關係的範本，進而使台灣民眾

在選舉期間能夠考量這樣的成功，選出較偏向自身政策傾向的政

黨，或者是讓民意影響執政黨的政策傾向。這從研究資料中可以

看到，中共在面臨台灣選舉時，有三種對話模式。第一，強調中

共不影響台灣的選舉制度。第二，表示立場，並希望台灣人民能

夠做出正確的選擇。第三，強調在民間方面的交流，雖然中共不

會改變其方針，但是可能因為台灣政府不接受九二共識、導致官

方交流受阻，而使得民間的交流遭逢困難。 

 

  從以上幾點本研究發現，中共在針對台灣發表談話或擬訂政

策時，有將台灣官方以及民間看做兩個不同行為者的傾向。對於

官方嚴厲的要求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價值，對於民間承諾經濟

文化交流希望無論官方發展為為何，都能維持現況，持續交流。

本研究認為這是中共認為兩岸關係無論官方發展為何，兩岸的民

間交流都必須是自身兩岸政策的發展重點以及底線，另一方面也

是因為台灣作為民主國家，當面臨選舉時，兩岸民間若能密切交

流，台灣的選情也有可能偏向中共所期許的方向。 

 

  總的來說，本研究據上述以研究範圍內文獻的分析可以得

知，對於中共來說，兩岸關係的發展固然倚重台灣的執政黨是否

接受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政治基礎，但是在政策中需要維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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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限，則是落在了兩岸政治文化等民間的交流上。所以，當民進

黨提出新南向政策，試圖降低台灣經濟上對於中國的依賴，或任

何中共認為屬於去中國化範疇的台灣國內政策，中共都會進行譴

責。本章所述的理由，是台灣的國內政策以及國內因素之所以會

對中共方面產生影響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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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的來說，本研究在分析資料的過程中，發現了在同一個九

二共識的價值，台灣的主權問題與國際參與、國內對於行為者自

身提出的兩岸政策上，在兩岸關係中作用的三個國家行為者都有

著分歧的理解，而尤其是在台灣政權交替而使得台灣的決策者改

變之後，兩岸關係產在政策面以及關係上產生了變化，而這些改

變，從本研究的資料看來，並不是來自國際體系環境的變遷所導

致，更多是來自於行為者自身所支持的信念下，所理解之對於國

家本身最好，受到內部力量的支持，又得以符合國際體系架構的

方向。 

 

  在研究範圍中，兩岸關係有五個不同的時段，這五個時段分

別在:第一，太陽花學運前(2013-2014.3.18)。第二，太陽花學運

後至九合一大選(2014.3.18-2014.11.29)，第三，九合一選舉後至

台灣總統大選(2014.11.29-2016.1.16)，第四，台灣總統大選結束

至民進黨就任前(2016.1.16-2016.5.20)，第五，民進黨就任後

(2016.5.20-2017)。而對應這些時段的政策改變則如下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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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各時期國民黨、民進黨、中共的兩岸政策差異 
 國民黨 民進黨 中共 
太陽花學運前
(2013-2014.11.29) 

（執政）同樣接
受九二共識、一
中各表，與中共
關係穩定。 

（在野）內部對
於兩岸關係的見
解存在分歧。 

認同兩岸在九二
共識、一個中國
的政治基礎下繼
續發展交流。 

太陽花學運後至
九合一大選
(2014.3.18-
2014.11.29) 

（執政）開始積
極對內宣傳自身
的兩岸政策，對
外表示中共應該
更顧慮台灣人民
感受。 

（在野）對於兩
岸關係的理解趨
向一致，認為九
二並無共識，也
不能接受一中原
則，並且需要降
低對大陸的經濟
依賴。另一方面
表示未來若執政
仍會維持兩岸關
係的現況。 

對太陽花學運表
示是台獨勢力操
作，基於認為年
輕族群做為學運
主體，對於中共
的懷疑，是出自
對中國的誤會，
自此後表示要加
強年輕族群的民
間交流，並更重
視兩岸各項協議
的進程。表示無
論面對哪個政
黨，承認九二共
識即可維持關係
現狀，並且與其
對話。 

九合一大選後至
台灣總統大選
(2014.11.29-
2016.1.16) 

（執政）強調在
九二共識、一中
各表上的主權維
護以及兩岸關係
發展成果 

（在野）再次表
示願與中共維持
兩岸關係的現
狀，但仍然表示
不願接受九二共
識與一中原則。 

重申自身九二共
識、反對台獨、
一個中國原則的
立場，積極強調
過去與國民黨在
兩岸關係上的成
果，重申任何政
黨有此政治基礎
均能對話，與甘
比亞建交。 

台灣總統大選結
束至民進黨就任
前(2016.1.16-
2016.5.20) 

（執政）在敗選
之後黨內對九二
共識產生分歧，
但重新確認了國
民黨在九二共識
上的堅持路線。
認為民進黨造成
的兩岸關係變化
是因為民進黨單
方面改變現況。 

（在野）表示承
認九二歷史事
實，希望在和平
穩定的政治基礎
上與中共進行交
流，雖然兩岸官
方交流斷絕，但
仍認為兩岸關係
的現況已有維
持。 

表示民進黨承認
九二歷史事實並
未有九二共識的
一中原則核心價
值，斷絕兩岸官
方往來，對民間
喊話希望民間支
持九二共識，積
極與在野國民黨
發展交流。與台
灣外交戰再起。 

民進黨就任後
(2016.5.20-2017) 

（在野）見解延
續執政時的價
值。 

（執政）對於中
共多有譴責，認
為自身已對中共
釋出最大善意。
希望兩岸關係能
夠建立在新的共
識上。 

仍然認為台灣方
面未承認九二共
識是兩岸關係變
化主因。雖然與
台灣關係產生變
化，仍然不斷表
現出願意與台灣
民間交流的意
願。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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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述發生改變的時段以及資料顯示之事件，本研究認為國

民黨、民進黨、中共在兩岸關係的變因以及結果的理解，都具有

一定的分歧，如下表 5-2： 

 

表 5-2：國民黨、民進黨、中共對九二共識維持現狀的理解差異 

 國民黨 民進黨 中共 

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指一個

中國、各自表

述，對於台灣一

個中國即指中華

民國，不承認中

共主權，但不否

認治權，九二共

識可以在擱置爭

議的前提使台灣

主權不受損。 

承認九二歷史事

實，但是不接受

一中原則，認為

接受九二共識政

治前提即為主權

的減損，兩岸應

該以關係的和平

穩定取代九二共

識。 

認為兩岸關係發

展的政治基礎為

九二共識、反對

台獨，而九二共

識的核心價值在

於一個中國原

則，也就是在大

前提上先承認中

華民國與中華人

民共和國同屬一

個中國。 

維持現狀 兩岸關係的維持

現狀指的是在九

二共識、一中各

表的基礎上，發

展的兩岸和平穩

定交流，包含官

方以及民間。 

兩岸關係的維持

現狀指兩岸之間

的和平穩定，而

這個和平穩定指

兩岸關係不致動

武，並存在民間

交流。 

兩岸關係的維持

現狀指在九二共

識、反對台獨、

一個中國的前提

上發展的兩岸和

平穩定交流。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可以在表中發現，在針對九二共識的理解，以及維持現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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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上，三個行為者都有所分歧。其中，研究資料內顯示，國民

黨執政時期，兩岸關係較為熱絡，而在民進黨執政時期，不僅中

共外交言詞嚴厲，兩岸官方的溝通機制也停擺，兩岸也重啟了外

交戰。本研究認為，可以透過上表得知，這樣的變化是來自於行

為者之間在理解上的分歧所致。國民黨在九二共識上的理解與中

共並非一致，但是在核心價值上與中共的一個中國原則相近，而

在理解上又並不認為九二共識會造成自身主權減損，反而得以保

障自身主權，而所希望在兩岸關係上得到的成果也與中共相仿，

於是在國民黨執政時期的兩岸關係，能夠與中共順利交流往來。 

 

  另一方面，民進黨對於九二共識的理解，則認為若承認了九

二共識的政治基礎，在九二共識裡一中價值的限制之下，台灣在

未來獨立的選項受限的環境，即是自身主權的受損，所以在民進

黨執政的時期，基於其在九二共識上這一方面的理解，為保台灣

的主權，則拒絕承認九二共識。但是一方面，民進黨仍然會意識

到國際體系環境對於台灣角色的期許，於是民進黨也會主張希望

能夠維持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而在需要符合自身理解以及國際

體系環境的狀況下，民進黨主張以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做為新的

政治基礎發展交流，並且口頭表示承認九二歷史事實、兩岸政策

依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來做一定程度的讓步。 

 

  不過對於中共來說，九二共識的核心價值，在於一個中國原

則，也就是說在大前提上就必須先承認大陸跟台灣同屬一個中

國，而在誰擁有中國正統權上則可以模糊與避談，九二共識是在

一個中國原則的核心價值之下的一種辦法。然而這樣子對於九二

共識的理解，與民進黨接受九二共識等同於主權減損的理解下產

生了衝突。於是在民進黨上任之後，兩岸關係會有著相當的改

變，包含兩岸官方溝通管道的斷絕、外交戰等較為激進的兩岸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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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本研究認為，九二共識以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而言，是一個

信念影響的典型案例，分析國民黨與民進黨的黨綱、行為，比對

兩者對於九二共識的理解，可看出信念因素對於兩者在九二共識

理解上的影響力，最後使兩者在同樣作為台灣的決策者時，產生

了對九二共識完全不同的兩種見解。 

 

  另一方面，對於維持現狀的認知，則偏重於對於國際體系環

境的理解。從國民黨以及中共的研究資料來看，國民黨跟中共都

維持現狀即代表兩岸關係在政治基礎上，官方以及民間的熱絡往

來，彼此不在對話或者邦交國間進行攻伐。但是對民進黨來講，

從資料中顯示，民進黨雖然認為兩岸關係的發展方向仍然應該積

極的發展官方與民間的交流，但是另一方面又認為於國際體系環

境而言，維持現狀只要雙方不動武，不單方面改變現況即為國際

體系環境所給予兩岸關係的底限，兩岸官方交流並非是維持現狀

的必要條件。這些決策者對於兩岸關係發展期許之分歧，也同樣

成為兩岸關係的變化的原因。 

 

  以新古典現實主義的核心價值來解構研究資料，本研究發

現，研究資料中行為者對於九二共識的回應是在信念影響下台灣

決策者最為分歧的價值，而信念上的分歧又對維持現狀的認知做

出了自我的詮釋，最後，內部力量的整合對政策進行的修正，最

終產出了台灣的兩岸政策。 

 

  國民黨在其黨綱裡面提到，須重視中華民國主權、一方面希

望兩岸發展各層面交流，反應在其執政時期，接受九二共識，積

極與中共發展關係，然而在面臨太陽花學運、九合一敗選、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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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選敗選時，針對在九二共識架構下自身主權的維護以及就台灣

民意的傾向對中共的呼籲就顯得強烈。而民進黨基於必須符合國

際體系需求，但信念又無法接受一中原則的前提，選擇了最接近

九二共識的價值，409並且希望與中共建立新的共識，持續溝通交

流。然而卻又因為對國際體系的理解不同，認為維持現狀只需保

持台海穩定即可，最後產生了和國民黨執政時期不同的兩岸關

係。 

 

  使用以上藉研究範圍內資料所觀察出之結論，可以回答本研

究提出的下列問題: 

 

  問題一、台灣的兩岸政策的一致性與差異性為何? 

 

  答：台灣在兩岸政策的一致性上皆為維持現狀並且維持台海

的和平穩定，無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皆在兩岸政策中表現出不排

斥和中共的政經往來以及合作。然而兩者間的差異性在於國民黨

的維持現狀建立在願意接受九二共識的前提，而民進黨則拒絕接

受九二共識。 

 

  問題二、台灣兩岸政策是否因為決策者的信念與理解、國內

環境因素下產生變化?原因為何? 

 

  答：台灣的兩岸政策會因為決策者信念產生變化，國民黨以

及民進黨對於九二共識的接受程度，因為其信念而有所差異，國

民黨的信念使其容易透過接受九二共識與中共發展良好的關係。

另一方面民進黨則因為自身強調台灣自主性，台獨是台灣未來重

                                        
409 這包含了表示認同九二歷史事實、以兩岸和平穩定作為新基礎、以中華民國憲法以及兩岸人

民關係條例處理兩岸關係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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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前進方向的信念，致使其難以接受九二共識中所涵蓋的一中原

則。這使台灣在政黨輪替之後，兩岸政策上產生了差異性。 

 

  另外，根據本研究對於文獻的觀察，當台灣面臨大選以及學

運之時，會因為大選和學運展現出的民意，使兩黨在自己的理念

上做出加強或者修正。 

 

  問題三、兩岸關係是否產生變化?原因為何? 

 

  答：兩岸關係在台灣執政黨輪替之後產生了變化，這並非呈

現出民進黨所希望兩岸關係呈現的樣態，如上問題所述，民進黨

同樣希望兩岸關係和平穩定，並且在政經上積極合作。然而，基

於信念層面上，民進黨無法接受九二共識，讓其只能接受九二共

識中除一中原則以外的價值，這和中共的兩岸關係理念不相契

合。另外，民進黨在維持現狀的底限上，認為與兩岸能夠維持相

對和平即可，即便情勢較過去國民黨執政時期緊張，民進黨也認

為這是可以被國際體系所接受的。 

 

  本研究認為，透過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理解觀察本研究的文

獻，國、民兩黨之所以會在國家所應在國際體系內扮演的角色上

具有截然不同的差異，以至於在同樣希望維持現狀的架構下有著

兩段完全不同的兩岸關係，原因在於新古典現實主義所提到的傳

送帶理論。國際體系對於國家扮演之角色的期許並非以完美的傳

送帶形式傳達給決策者，本研究認為這點會在台灣體現的更為明

顯，這是因為台灣未具備國際法上的國家身分。本研究透過範圍

內文獻的分析，發現兩岸關係的碰撞以及國、民兩黨的差異主要

都集中在九二共識上，而九二共識並不只是國家的外交政策，其

價值中還包含了對於國家主權的認知，而本研究認為國家主權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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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是台灣最容易受到新古典現實主義中信念影響的因素。古典現

實主義以國家作為理論中的行為者，新古典現實主義也是如此，

於是古典現實主義可以在追求生存的前提下，單以權力的層次來

對國家外交行為進行分析，而新古典現實主義則認為決策者的信

念以及國內力量整合會彌補國家在理解國際體系上的不足。但

是，以台灣的狀況，九二共識本身所內涵的價值就包含了台灣追

求生存的政治目的，這直接牽涉到了國家最至高無上的主權解

釋，而這主權的解釋全依賴在兩個政黨不同的信念上，致使台灣

作為新古典現實主義所解釋的個案中，會因為政黨輪替而使兩岸

關係以及外交政策大幅改變的原因。再者，本研究認為基於台灣

未具備國際法上的國家身分，台灣在國際體系中與霸權美國的相

處模式，與新古典現實主義在行為者為國家的前提下，國家所能

在國際體系提供的選項中做出的選擇以及改變幅度，也不相同。

台灣作為體系中的一員，跟體系中的霸權美國並無邦交關係，而

美國基於與大陸的關係，也並不承認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

家，既然台灣在霸權國家的表示裡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決

策者對於國際體系的認知就更沒有辦法完整理解，致使兩岸關係

會受到台灣決策者信念的相當補充，產生顯著的改變。 

 

  而在國內力量整合方面，透過本研究文獻之觀察，本研究發

現兩岸關係在台灣國內情勢改變的狀況下，確實會受到其作用而

產生影響，使台灣和中共都會產生外交政策上的改變。但是，影

響的層面以文獻來看，多半是產生在外交語言的對應上。另外，

在民進黨政府上任以後，中共對於我國的公開言論顯的更具侵略

性以及批判性，在對於民間的交流政策方面，則未有相當程度的

變化，中共甚至還表示要加強與台灣民間的合作以及給予民間協

助。而在台灣的國際環境上，除了透過公開發言讚賞台灣過去的

邦交國與台灣斷交的行為外，也在一中政策的應用上壓迫了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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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外交場合的空間。本研究認為，國內情勢的改變之所以能夠

影響兩岸政策，是因為不論國、民兩黨或者中共，都認為台灣的

民意才是使台灣傾向統一或者獨立的關鍵，而有兩個原因：第

一、因為國際體系的限制，兩岸必須在維持現狀的前提之下作用

任何的改變：這代表無論台灣基於何者的政治目的意圖傾向統一

或者獨立，都必須以兩岸的和平穩定作為前提進行。這使得中共

欲使兩岸統一，就必須透過台灣的民意向背來進行爭取。這使得

國、民兩黨都會藉由台灣的民意來表態自己的理念。第二、基於

台灣的民主制度，國、民兩黨為了穩固政權，都必須要考慮民之

所向，而在中共方面，則是要透過民意鞏固統一的正當性，並且

使台灣能選舉出和自己理念相近的決策者。所以從文獻中可以觀

察到，國民黨和中共在面對台灣內部民意意見分歧時，國民黨會

在外交對話上對於民意一點特別加強，而中共則會為自己的政策

辯護，表示對台灣民間百害而無一利，並且試圖拉攏與自己理念

較為不合的民間層級。在民進黨拒絕承認九二共識時，中共反而

還認為要更重視兩岸民間交流。不過，本研究認為，透過觀察研

究文獻，可以發現這樣的變化是微幅的，兩岸政策還是以國、民

兩黨的信念作為最大的根據，國內力量整合象徵的民意對於兩岸

政策較為表象，國、民兩黨在研究範圍內均未有因為考量民意而

改變兩岸政策方向的狀況。 

 

  所以本研究基於上述新古典現實主義所重視的信念以及國內

力量整合因素對範圍內兩岸關係之分析，台灣在兩岸關係上展現

的一致性在於希望兩岸維持現狀，這是受到了國際體系的限制。

而差異性會展現在維持現狀的手段以及維持現狀的解釋，這是因

為國、民兩黨在信念上對於國家主權的維護方式以及何謂現狀的

理解有所不同。而國內力量整合雖然也同樣會影響兩岸政策，但

是所產生的變化不及決策者信念上帶來的改變。根據這樣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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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可以回答本研究於緒論所提出的假說： 

 

  假說 1：台灣的兩岸關係政策受到決策者的信念影響，原因

在於決策者對國際體系的理解並不一致。 

 

  驗證：台灣兩岸關係政策確實受到決策者的信念相當之影

響，國民黨以及民進黨都傾向於以自身的信念來擬定兩岸政策，

之所以能在國際體系一致的前提使個別信念展現在兩岸政策上，

是因為國民兩黨對於國際體系需要台灣扮演的角色之認知並不一

致。國民黨認為維持現狀為與中共有良好的互動往來，而民進黨

則認為維持兩岸的和平即可。 

 

  假說 2：基於決策者的信念影響，兩岸關係變化節點與國內

力量整合狀況具關連性。 

 

  驗證：對於國民兩黨來說，信念所產生出的兩岸政策不會受

內部力量的整合狀況產生大幅的變化，只會做出些許的修正或對

於自身政策的辯護，舉例來說，國民黨在總統大選中敗選後，仍

然認為九二共識才是台灣唯一的出路，但是在語言上增加了較多

重視民意的論述，以及合理化自身理念與民意的分歧。兩岸關係

變化的時間點主要是因為大選後政權更替以至於決策信念在國民

兩黨互換所致。 

 

  值得一提的是，台灣的國內因素也同樣會影響中共在兩岸政

策上的行為，可從研究文獻中發現只要社運或選舉民意傾向民進

黨或者遠離大陸的政策，中共就會在自己的外交政策中加入拉攏

台灣特定族群的說法，或者希望透過更多利多拉攏民意。而從中

共的行為裡也可以觀察到中共希望透過提供台灣的公共財來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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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輿論走向。另外，在研究文獻裡也觀察到多次中共對於民進

黨的國內政策進行譴責的狀況。 

 

  假說 3：國內力量整合會影響台灣外交行為。 

 

  驗證：同假說 2 所述，國內力量整合對於台灣外交行為的影

響較小，不過可以觀察到不只在台灣大選後，台灣政府面對學運

等社會運動，或者國內輿論爭議時，外交行為也會產生改變，所

以外交行為的改變不全然源自於政黨輪替產生的信念變化。 

 

  假說 4：兩岸關係的變化原因為中共與台灣政權對體系理解

的不契合。 

 

  驗證：據本研究觀察，國民黨與民進黨在兩岸關係的期許上

具備有一致性，兩者都希望兩岸關係在維持和平穩定的基礎上積

極交流，民進黨還特別提出了希望維持現狀，不希望挑釁中共的

說法。但是在這樣的一致性上，兩岸關係仍然產生了變化，起因

在於中共認為民進黨拒不承認九二共識。而本研究觀察，民進黨

在 2016 年上任之時，其實對九二共識多有讓步，但是基於其信

念使其無法接受九二共識中的一中原則，所以在避免接受一中原

則的狀況，中共不滿意台灣政府對於九二共識的態度，於是產生

了關係的變化。 

 

  所以就假說的驗證，本文得知兩岸關係展現一致性，也就是

受到國際體系限制的部分，在於兩岸關係必須維持現狀。而基於

台灣在國際地位的特殊性，致使台灣決策者以信念補充了兩岸外

交決策後，使兩岸關係在不同決策者的信念下產生了相當的差

異，甚至連國際體系所提供的維持現狀選項，兩個政黨都有著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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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的見解。 

 

  根據本研究結論，在對未來的研究方向上，本研究認為，兩

岸關係複雜的特性於本研究中證實了是合以新古典現實主義來進

行說明。不過，新古典現實主義所提及之國內因素是複雜多變的

因素，在決策者的信念以及國內力量整合這兩個因素上，雖然本

文多有解釋，但是基於每個研究者對於信念以及內部力量的理解

不同，可能也會得出有所差異的答案。在研究的過程中，對於理

論，必須要有一定的簡潔性才能將研究內容控制在理論解釋的範

疇裡，但是國內因素之多，隨著不同方向的解構分析，也許又有

一層新的理解以及研究成果。於是本研究認為，雖然本文證明了

新古典現實主義在兩岸關係上的可行性，但是仍有許多因素必須

被加入兩岸關係的研究之中。 

 

  另外根據本研究之結論，本研究對於實務之建議為，在台灣

的決策者方面，必須要重新檢視兩岸關係中共的底限為何，並且

重新檢視九二共識的含意與價值，以及不接受九二共識的代價為

何來進行評估。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信念會補充外交政策，但是

信念本身就建立在一個較為主觀的本質上，而主觀的想法容易造

成對環境的誤解，而使兩岸關係產生不好的變化。2008 年國民

黨執政以來，在認同九二共識的前提下，兩岸互動熱絡，但是在

2016 年，政權仍然能夠轉移至對於兩岸政策較具批判性的民進

黨手上。這證明了台灣民間在承認九二共識，往來熱切的環境

下，民間也未必傾向兩岸統一的方向，基於這樣的民意發展，是

否要為了九二共識在國際上被邊緣化，本研究認為是不太有必要

的。不過，本研究也認為台灣政權在國、民兩黨的交替，對於台

灣主體性的宣示是一件有利無弊的現象，本研究透過文獻之觀

察，發現中共在民進黨拒絕接受九二共識後，對於台灣民間的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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攏更為熱切，這代表了中共認知到台灣的民意仍然不傾向與大陸

統一，所以還有拉攏的必要。不論中共在接受到這樣的訊息後，

所展現出來的變化為何，至少都能讓其認知到台灣存在有不同的

聲音，無法貿然的進行較激進的行動來加快兩岸統一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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