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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兩國論」風波看兩岸關係

的限度與出路 
 

■顏建發／民進黨政策會政務副執行長 

 

「特殊的國與國關係」除匯聚朝野廣泛交集外，更是一十分豐富的開

放性思考，北京方面實應對此內涵仔細咀嚼與考量。 
 

 自李總統提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也就是「兩國論」的說法以來，北京方面

可以說全面動員，加以韃伐與打壓。李總

統的理論基礎是，中華民國從 1912 年建

立以來，一直都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沒有

再宣布台灣獨立的必要；同時，1991 年

修憲後，兩岸關係定位在「中華民國」與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併立上。台北這一

類的主張，過去雖也存在，但北京固曾有

批評，卻沒有這一次那麼嚴厲。北京對台

灣當局的「國統綱領」模糊表述主權獨立

的作法，似乎也有些默認或容忍。不同於

過去的作法，這一次李總統卻是明確地將

「國」與「國」的界線指陳出來，媒體也

將中國向來最敏感的「兩國」凸出，而且

民進黨也公然歡迎李登輝的「起義來

歸」。對北京來說，這無疑地已挑戰了其

「一個中國」的主張，是明明白白分裂主

義的大集結了。  

北京恫嚇是「攻心為上」的策

略運用 

 中國國務院台灣辦事處主任陳雲林揚

言，只要李登輝不撤回「兩國論」，那

麼，北京對台灣的鬥爭就不會停止。並

說，如果台灣方面將「兩國論」入憲，則

「和平統戰」將不可能，也就是，台灣一

旦偏離了「一個中國」的前提，則中國將

被迫捲入軍事戰爭。中國另方面也利用香

港傳媒恐嚇，解放軍已擬妥一系列對台的

局部性軍事行動方案，並揚言，如果李總

統不收回「兩國論」，則解放軍將恢復自

民國68年中止的砲擊金門的措施。長久以

來，台灣當局未曾有領導人敢挑戰北京

「一個中國」的原則。李總統的「兩國

論」是頭一遭。北京歇斯歇底里的情緒不

難理解。  

 不過除了情緒慣性外，北京領導人的叫

罵，也可視為是一種策略的慣性。中國人

最善於心理戰。自古以來「攻心為上」、

「不戰而屈人之兵」便是中國兵法中的最

高境界。恫嚇即是這種戰略觀的演繹。仔

細去研究，我們不難發現，過去中國海協

會副會長唐樹備曾說「如果有人故意迴避

一個中國的原則，將損害兩岸、兩會交往

的基礎」與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所說

的「台灣國際空間壓縮是趨勢」其背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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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實際上都是共通的：都是一種品質相

當低劣與惡質的恫嚇手段。前者企圖將和

平與穩定的責任推到我方，同時也透露中

國隨時會翻臉；後者塑造台灣已處於「時

不我予」的境地的幻象，要台灣勿做困獸

之鬥。  

 北京當局除了在中國內部利用媒體與各

式的集會不停地、密集地批判李登輝與陳

水扁，同時也利用各種軍事行動的謠言不

斷地對台灣進行威嚇。此外，中國領導層

也極密切地走訪美國各界，表面上北京高

層是去瞭解美方對於中國可能用武的反

應，實質上卻藉機會向美國表態，並意圖

透過美國轉而向台灣施壓。站在美國執政

當局的立場來看，中國是談區域安全必須

理會的要角，防止北韓導彈擴散、中國自

身的導彈技術擴散、台灣海峽的穩定等問

題皆需要中國的合作，美中關係若處理不

好，則柯林頓所領導的行政系統將背負政

治責任，這對於美國兩千年的總統大選是

不利的。但另方面，台灣與美國的傳統友

誼極為深厚，台灣的民主政治與自由經濟

可以說充分體現了美國價值，台灣更是美

國亞太安全網上的重要伙伴。因此，面對

「兩國論」的出現，一方面柯林頓必須給

台灣一些壓力，以回應中國的需要，但柯

林頓也深知不能壓過頭，以免遭到國會及

台灣反彈，有損台美間的長期友誼與利

益。  

 由於美國有所顧忌，白宮並沒有向台北

公開施壓。白宮聲明不支持兩個中國，但

重申希望兩岸應維持進行有意義的對話。

不僅如此，美國國會訪問團更是密集來

台，對台海安全表示高度關切。美國下一

屆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喬治布希在接受美國

有線電視新聞網訪問時曾表明，美國應堅

守「台灣關係法」，而如果他當選總統，

必要時他可能動武捍衛台灣。美方的強勢

回應使得中國處於無可奈何的情境。北京

記取1996年導彈恐嚇失敗的教訓，不敢輕

起戰端，其所能從事的除了繼續外交打

壓、進行隔岸恐嚇的口水戰與心理戰之

外，似乎也別無選擇。  

兩岸不至於爆發軍事衝突 

 由當前的僵局看來，短期之內，兩岸關

係應會持續處於低迷但不至於爆發衝突的

氣氛之中。中國不可能容忍「一個中國」

被挑戰，勢將藉由各種方法進行報復。事

實上就現狀來看，中國即使想在短時間內

快速瓦解台灣的現代化戰力，是極為困難

的。尤其，在中國的恫嚇下，美國對於協

助台灣在國際社會的能見度以及防禦性武

器的供應，又比以往更積極。再者，中國

一旦與台灣開打，外商卻步，大陸的經濟

必將陷入窘境。中國內部所主張「一批二

看三準備」，顯示中國尚無攻打台灣的意

願或能力。北戴河會議總結「解決內部矛

盾優於台灣問題」又可更進一步視為兩岸

關係當不至於惡化到武裝衝突的徵候。  

 而所謂的內部矛盾，最令北京操心的仍

是經濟。總體來看，中國雖宣稱今年的經

濟成長可以「保七」，但一般觀察家對中

國經濟的前景卻仍充滿憂慮。當前中國正

面臨經濟衰退的難題，包括內需不振、通

貨緊縮、出口衰退、外商直接投資減緩，

內外俱冷。而經濟的惡化固然會令一部份

中國強硬派想利用政治議題來移轉內部不

滿情緒，但也必然有另一派的人會擔心，

過於強硬的舉措將使中國的經濟雪上加

霜，傷到自己。除非中國狠到底，同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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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逼台灣就範，否則，壓不下的結果，反

而助長台灣的氣勢，得不償失。更何況，

中國並沒有足夠本錢不顧美日看法而任意

挑起海峽戰事。從這個角度來看，未來中

國講話仍會很硬，各種對台政策也會有強

勢的措施，但相信仍不致於有越線的行

為。  

汪道涵來台機會微乎其微 

 不過，雖然話說兩岸關係應不至於惡化

到武裝衝突，但兩會對話機制恐怕也一樣

無法運行。汪道涵是否今年底以前訪台，

看來機會不大。雖然媒體或中國的學者方

面都認為兩會的門尚未關起來，但汪道涵

來台的基礎顯然已不存在。從過去幾個月

兩會的籌備工作來看，汪道涵有被騙的感

覺應該也是真實的，畢竟「營造良好氣

氛」是辜汪會前夕北京與台北共有的默

契。當「兩國論」突然跳出來挑戰了「一

個中國」的涵義後，汪道涵尷尬的處境可

想而知。而更根本的是，汪道涵來訪為的

也是遂行最終的統戰目的，而既然這個終

極目標已被挑戰，訪台便成為是枝微末節

了。更何況，如果訪台期間台灣再出奇

招，將使汪更難堪。依此判斷，期待汪道

涵成行，應該是微乎其微了。  

 回顧不久前南斯拉夫中國使館被炸事件

後中方反應的過程，我們可以看到，中國

由激烈到冷卻的時間非常短暫。顯示，當

前中國仍舊會以追求發展經濟為其當前第

一要務。至於對台政策的基調，究竟會以

「硬為主，軟為輔」，還是「軟為主，硬

為輔」，相信中國的領導階層會有一番苦

思、躊躇與掙扎。從上述的判斷看來，未

來一段時間內中國新的對台政策將無法如

過往般的穩定，並且，猶疑不定的對台政

策將難以令兩岸的經貿與社會關係進入良

性的互動軌道。  

經貿制裁報復可能性不高 

 至於中國政府是否會對台灣進行投資的

報復與貿易的制裁？據了解在1995、1996

年導彈危機時期，中國的領導層便曾思考

過，如果台灣始終不就範於「一個中國」

的框架之內，那麼將如何以其自身的民族

工業來取代台商在大陸的事業。然而，想

像容易，落實困難。畢竟在企業的運作

中，資金、技術、管理、觀念與通路，環

環相扣，缺一不可。現實上中國的民族企

業並沒有能力接收或取代台資。  

 至於貿易制裁，眼前看來，可能性也不

高。因為兩岸關係的惡化如果引來中國經

濟或非經濟的報復，勢必造成大陸下游加

工產業與台灣上游零組件與原物料產業之

間分工鏈的侵蝕或破壞。屆時台灣為了生

存，必將進行一番新的組合與建構。在大

陸市場棄之可惜的需求下，台灣勢將往第

三國發展，或透過第三國進行對大陸市場

的間接操作。同時相應地，南向或東向政

策將會再度被重視。  

協助溫和派聲音重回原位 

 當然，中國的苦惱也將形成台灣方面的

困擾。「兩國論」最終仍要尋求中國方面

的理解與接受，以及美日兩國的默許，否

則干擾將永遠無法去除，台灣必須隨時嚴

陣以待。「兩國論」後的中國其處境相當

為難。未來中國新的對台政策將出現不穩

定與猶疑不決的特色。雙方若無新的突破

口或下台階，兩岸經貿與社會關係將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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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良性的互動軌道。兩岸的經貿與社會

交流將受波及，台商投資首當其衝。  

 不過，換個角度來看，「兩國論」對於

個別台商的大陸投資而言，也並不是完全

沒有正面的意義。回顧過去，政府一直不

敢正面拆下所謂的「一個中國」的概念，

而以「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等字眼來模

糊。這種模糊固曾換取一定程度的穩定，

但對於台商而言並非全無風險，而毋寧只

是將風險延後給付或含糊移轉罷了。相反

地，「兩國論」將兩岸間存有的模糊性悉

數丟棄，而使底線盡現的作法，對於台商

來說也並非全然無益。事實上，關係清楚

反而有助於台商對兩岸政治界線的認識，

由模糊與曖昧轉趨清晰與明確，而有利於

其進行風險的切確評估與務實的策略操作

與準備。  

 當然，從與中國發展正常化關係的角度

來看，我們也必須面對一個事實，也就

是，當我們政府的政策從模糊又帶點中國

式巧妙的「國統綱領」跳到「兩國論」

時，中國內部強硬派的聲音必然升高。當

強硬派興起來之後，中國內部的路線將趨

於緊縮，這乃不利於對台政策的多元論的

發展。策略上主張溫和者將無法主導對台

政策，強硬派可能領銜指揮。如何協助或

鼓勵溫和派的聲音重回原位，是我們可以

思考的方向。  

 整體來看，「兩國論」的風波撩起後，

台灣方面其實也有了很快速而彈性的步伐

調整，至少做了「進兩步，退一步」的調

整。台灣未將「兩國論」入憲，也算是

「妥協」的一種表達。這使北京沒有動武

的藉口，或在其沒有能耐動武的情況下給

北京一個下台階。台灣在這一次的回應當

中，國民黨與民進黨有很多交集的地方。

國民黨主張，「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中的

「特殊」指涉著兩岸間存在「民族感情」

與「文化因素」。而民進黨的回應則是，

在相近的歷史與文化脈絡下，「特殊的國

與國關係」更是可以不斷加以豐富的開放

性思考，作為建立雙邊和平架構的基礎。

顯示，「特殊」將可成為台灣對中國伸出

善意的手的出路，為了兩岸乃至於亞太地

區的長治久安，北京方面實應對此內涵仔

細地咀嚼與思考。  

住民公投是最佳防禦武器 

 就當前國際輿論來看，一般對於兩岸以

對話來替代對抗的發展幾乎都同表讚賞。

追求和平與安定顯然已成為國際社會的主

流價值，並將左右著兩岸關係的發展方

向。依此可以斷言，中國一旦破壞和平對

話而對台動武，必將引起國際社會的公

憤；但是如果不動武而採和平對話，那

麼，只要台灣沈著應對，不掉入其併吞的

陷阱，中國對台灣也將無可奈何。然而，

在積極的意義上，「住民的公民投票」仍

將是台灣以和平的方式展現不接受中國併

吞最佳的防禦武器。它既符於國際的政治

文化，對內也可以凝聚共識和展現國民意

志。同時將來也可以藉此機制，充分表達

台灣民眾對於「特殊」的認知與詮釋，使

兩岸得以在對等與互敬的基礎上，正常化

雙方的互動關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