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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在十六大之後，中共的對外政

策、對美政策和對台政策，並沒有本質的

或顯著的改變，但是在策略上卻有些彈性

的調整，值得各界注意。以中共的戰略思

維而言，台灣問題現階段並非最重要的議

題，然而對中共政權而言，保衛國土和主

權的完整卻又是一項不容許失敗的使命，

因此在策略上，中共除了會在國際上加大

對台灣的孤立和打擊力度之外，主要將以

經濟海綿戰略來吸納台灣，達成和平統

一。今後伴隨著中共求取外在週邊環境穩

定、積極吸引外資以帶動國內經濟發展，

其對台的總體策略也必然將更強調以經濟

吸納來防獨促統。雖然中共的戰略思維並

未因十六大而有根本變化，基本上仍維持

戰略藐視、戰術重視，立場堅定、作法彈

性，從軍事、外交、政治、經濟、文化多

方面進行對台鬥爭。但鑑於十六大牽涉到

中共內部的權力接班和路線選擇，筆者預

期中共在未來三至五年內，對內將會更重

視政治安定與經濟發展，對外則會更遷就

美國立場，更希望維持兩岸穩定。  

一、解讀江澤民的「政治報告」 

 江澤民在十六大所做政治報告的主題是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事業新局面」。江澤民在總結執政十

三年的經驗後，進一步提出所謂的「三個

代表」理論。該報告分為十個部份，對台

政策和對外政策分別放在第八和第九部

份，以下是一些值得特別注意之處。  

 「三個代表」理論的提出，象徵中共在

內政外交上將進一步走務實路線和現實路

線，致力發展，不搞對抗。江澤民表示，

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必須把發展

當作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不斷開創現

代化建設新局面。基本上，整個政治報告

的主調和內涵顯示的是要走西方資本主義

文明的路，為中共從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

黨過渡到代表包括資本家在內的社會黨，

完成了補票的程序和論證的工作。我認

為，中共的對台政策也是反映和服膺前述

的戰略思維。鑑於中共希望維持穩定的外

部環境，以便「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

意謀發展」，而搞建設、謀發展也需要爭

取美國和台灣的資本、技術、人才和市

場。  

 從台灣的角度來看，對中共十六大比較

關心的是在江澤民的政治報告裡，中共對

台政策有何變與不變的地方，而台灣又如

何來回應兩岸關係的變化。基本上，政治

報告總結了江澤民執政十三年以來的對台

政策，再次重述了「江八點」的基調，其

內容的延續性大於變動性，但在統戰的策

略上則更愈趨於靈活。政治報告中提到對

台政策的幾個重點，包括「一個中國新三

段論」、「三個可以談」，及「台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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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夠無限期地拖延下去」等。整體來

說，中共對台政策的基本立場還是強硬

的，然而在說法上則保留了一些彈性。但

本質上不變的是，中共對台政策的基本論

述，仍是以台灣做為談判的「標的物」，

而不是談判的「主體」；不論是談解除兩

岸的敵對狀態，或是談台灣的國際空間和

政治地位等，都還是以台灣為談判的被決

定對象，而不只是談判的平等對手。這就

反映出，無論在所謂「一個中國」的原則

下或「一個中國」的基礎上，北京主要是

要來談台灣的歸屬、台灣的地位；在中共

的思維中，其主從關係是很清楚的，北京

是中央政府、台灣是地方政府。再者，北

京雖然提到「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但也

強調「絕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顯示中

共仍將以軟硬兩手，展開對台灣的統戰和

鬥爭，逼迫台灣接受「一個中國」和「一

國兩制」。  

二、權力轉移與中共對台政策

走向 

 從十六大的權力結構來看，江不但暫時

保留了軍委會主席一職，而且主導了政治

局的人事佈局，在九位政治局常委中，親

江的勢力佔有五席，顯示江的影響力在未

來兩三年內仍是相當大的。如果傳言中胡

錦濤曾在黨內高層會議中表示在重大問題

上將請示江澤民，也會在最快時間內將政

治局的開會資料與結果呈給江，則表示江

的路線在相當時間內將獲得延續，至於胡

是否最後真的會成為第四代領導人的真正

核心，則有待觀察。對關心中共對台政策

的人來說，我們必須注意的是這樣的權力

接班，究竟具有什麼政策意涵。  

 首先，從最高領導人個人的行動邏輯來

看，由於第三代到第四代的權力轉移實際

上尚未完成，且第四代之間的權力格局也

尚未確立，即「一局未結，一局又起」未

來三到五年都還有再啟權力鬥爭及權力重

新分配的可能。在此情況下，高層領導人

之間誰都不願意在重大問題上犯錯，且在

對台問題上，還因為美國政府清楚強硬的

態度，以及台灣對大陸經濟依賴和內部政

經內耗，使得此議題本身也漸漸沒有急迫

性，因此像對台政策這種暫時無解的議

題，應該沒有領導人會願意將之當成主要

矛盾來處理。換句話說，在江澤民逐漸退

出政壇之後的頭幾年，中共領導高層的對

台政策應會延續江的路線，不會在對台問

題上作新的文章，增加個人政治風險。  

 事實上，過去幾年的經驗顯示，台灣內

部的政治發展尤其是民主化，是一個影響

兩岸互動的重要因素。十六大之後，中共

對台政策是否改變相當程度將視台灣對大

陸政策的變化而定，中共似乎無意採取新

的對台政策。從北京的角度來看，除了新

的權力結構尚未鞏固之外，中國正面對入

世後經社調適的嚴厲挑戰，加上美國的對

台政策相對友善，在兩岸關係上應仍以

「穩定」為主。根據過去的經驗，中共在

兩岸問題上往往處於被動的地位，過度反

應也往往適得其反，因此預期胡錦濤應會

盡量避免兩岸局勢惡化，避免在兩岸問題

上失分。  

 從兩岸關係的互動來看，在短期內，除

非台灣在言論上或行動上強烈挑戰北京的

立場，否則中共對台政策改變的可能性不

大。此外，在兩岸政治立場差距大又缺乏

互信的情況下，要透過談判來解決僵局的

可能性在短期內也似乎不大。因為不想給

陳水扁和民進黨加分，預期北京在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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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舉行總統大選前，將不太可能恢復海

基會與海協會的對話。但是北京仍會持續

推動兩岸經濟的交流與合作，包括透過民

間人士和機構推動三通，以及加強對台灣

的招商引資。中共希望藉發展經濟來穩定

兩岸關係，進而促進統一。尤其是，推動

三通對中共領導人的風險小，成功可能性

高，容易建立對台功績與黨內地位，因此

預期中共當局在短期內會將重心放在推動

三通及其談判上。  

三、兩岸關係發展與台灣因應

之道 

 在分析兩岸關係的發展時，我們除了深

入解讀中共領導者的言論之外，也要觀察

他們的言行是否一致，才能斷定其對台政

策有無變化。與一些人印象不同的是，我

認為中共最近在對台政策上是在緊縮、在

實質化「一個中國原則」，尤其在外交事

務上，中共憑藉著國家實力的加強，已在

逐步落實北京版的「一個中國」解釋。譬

如在WTO事務上，在台灣入會之後，北

京不但不願在此一組織中和台灣正互動，

還千方百計在打壓台灣，試圖矮化台灣為

其地方政府，例如要求不准在WTO文書

中出現中華民國、行政院、立法院等名

詞，以及反對台灣主辦部會首長參加的相

關會議等。凡是涉及到與主權有關的事

情，北京都採取了更緊縮和強硬的作法。

譬如對陳總統出國訪問要過境或在第三地

加油，中共是以敵我鬥爭的手法，企圖全

面封殺台灣在國際上的活動空間。再者，

對台灣希望與其他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等經貿事務上，中共的立場也趨於強硬，

不像以前還保留一些模糊的空間。就算是

三通的問題，北京在表面上提了很多新的

彈性說法，但實際上卻是極力在矮化台

灣。  

 至於所謂的一中新三段論法、三個可以

談或時間的急迫性等，我認為這主要也是

中共統戰策略的運用。北京的領導者似乎

認為，只要中國的綜合國力持續增長，加

上以兩手對兩手的策略作好對美工作，則

解決台灣問題，只是時間早晚的事。但這

種「唯實力論」的觀點，可能忽略了兩岸

關係的複雜性。事實上，兩岸關係的發展

仍存在許多變數，尤其是台灣的民主化，

以及伴隨而生的政治不確定性，讓人很難

預料中共的對台強硬措施是否反而會產生

反效果。當然，北京的領導者也逐漸瞭解

到台灣民意的不可測，因此除了硬的一

手，也有軟的一手，知道在現階段還不能

對台灣過度打壓，否則一旦引起台灣反

擊，將影響兩岸關係的穩定發展，而並不

符合中共內政優先、經濟優先的階段性重

點。同時，外部關係的變數也很多，尤其

是中美關係，若處理不好可能會驅動難以

預期的負面反應。值得注意的是，在過去

幾年中，北京當局已經從和美、台交往中

學習到很多經驗，知道在戰術上如何和美

國相處，跟台灣互動，雖然這種學習總還

是存在著明顯的「時差」。這主要是因為

中共未必能對民主政治與民意政治有正確

的瞭解，也可能是因為並沒有誠實在面對

美、台等民主國家的政治運作邏輯。  

 關於十六大政治報告所提出的「新三段

論法」，無論修辭如何，在本質上並沒有

改變中共對一中原則只允許有北京版本、

不能有台北版本存在的立場。「三個可以

談」是談對台灣歸屬的安排，而不是談兩

岸之間的制度安排。而「時間的急迫

性」，則是一種統戰的手段。某個角度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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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中共說有時間的急迫性，正反映出它

遇到一些困境，不敢制訂一個統一台灣的

明確時間表。若真要訂一個時間表，中共

也不一定有能力達到，而且可能反而會引

起無法控制的連鎖反應。曾有一位北京的

學者私下表示，中共一直在強調兩岸統一

有時間的急迫性，實際上正說明現在還沒

有時間表；因為如真有時間表，那麼北京

就照這個表來操作就好，何必還要做這麼

多統戰工作。換句話說，中共是希望有時

間表，但客觀上卻有困難，在此情況下，

只能持續對台灣施壓、孤立、分化和打

擊，逼迫台灣上談判桌，接受一中原則和

一國兩制。  

 再者，我們也要瞭解中共對外和對台政

策的戰略思維與戰術運用。北京領導者認

為，最關鍵的還是要先壯大中國，提升綜

合國力，把經濟搞好，維持政治和社會穩

定，如此長期才可實現稱霸亞洲的目標。

對外來講，中共最重視要搞好對美關係，

即所謂中美關係是重中之重，只要中美關

係格局定了，就比較不必擔心台灣會脫離

北京的掌握。此外，中共也似乎樂觀地認

為時間是站在它這邊，因此願意以時間爭

取空間，冀望在幾年後更壯大時再來解決

台灣問題。在這期間，台灣因為面臨民主

化和經濟轉型的諸多問題，也加強了北京

樂觀的期待，認為可以從內部來分化和瓦

解台灣。  

 最後再談一些台灣的因應之道。我認為

台灣應從更大的格局來看待和處理兩岸關

係，做好比較能操之在我的事情，如國內

的各種改革和發展；如果台灣能夠真正鞏

固民主，提升自我，就較能在兩岸的互動

中趨利避害，甚至引導中國朝政治開放和

民主化的方向發展。至於在兩岸的互動

上，我們當然應該努力用和平、互惠和雙

贏的方式來處理爭議，但台灣對談判的立

場也必須堅持底線，那就是要求以對等的

地位來談，不能將台灣矮化、地方化和邊

緣化。如果兩岸間不再陷入文字迷障之

中，花過多精神講「一中原則」和「九二

共識」，而能允許更多的各自表述空間，

應可找到更多對話和合作的交集。唯有從

更大的格局來看兩岸關係，重視實質問題

的改善，而不是名義上的關係，兩岸的良

性互動才可能早日實現。最後，也是最重

要的是，台灣要自立自強，廣結善緣，真

正做到「深耕台灣、佈局全球」，強化主

權、安全與發展，才能在兩岸的互動中立

於不敗之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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