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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三通與台海安全的前瞻 
 

● 陳明通／前陸委會副主委、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壹、前言 

 兩岸三通一直是陳總統第一任競選時的

主要政見，事實上經過過去四年多的情勢

發展，特別是在兩岸都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以後，兩岸三通可以說通了兩

通半，只剩下半通不通而已—— 也就是

兩岸的海空運直航。有關兩岸的直航，去

（2003）年8月13日陳總統在彰化與媒體

主管茶敘時提出了兩岸直航「準備、協

商、逐步實現」的三階段政策，即自即日

起至今（2004）年3月20日是過渡及準備

階段，三二○後到今年年底是協商階段，

希望在今年年底以前排除各項政治障礙和

猶豫，就直航的主要議題與對岸完成協

商，然後循序推動逐步落實直航措施，為

兩岸邁出新的里程碑。所謂兩岸直航的準

備階段，就是在兩岸協商之前，務實面對

兩岸貨物便捷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加速

直航準備工作。隨後行政院在去年8月15

日對外公布有關兩岸直航的技術性評估報

告，9月10日公布航空貨運便捷化措施，

也就是貨物空運包機，對應於年初的春節

客運間接直航包機。  

 至此我方所推動的兩岸三通政策，已經

是在一個時程表上進行的事項，而不是停

留在政策辯論的階段，扁政府對三通政策

的誠意更不容質疑。但是隨著兩岸直航時

程表的提出，贊成直航者希望加速進行，

只要政府的腳步稍有緩慢，即發言加以質

疑催促，台灣會被邊緣化，外商要出走的

言論不絕於耳。但是反對直航者疑慮更

深，不斷透過報紙社論、專論提出警語，

擔心中國的磁吸效應，導致國內產業被淘

空，損及國家的主體性。根據陸委會所做

的民調，主流民意長久以來主張有條件三

通，也就是在政府部門做好相關配套措

施，能有效管理三通所帶來的各種衝擊及

風險下，並不反對台灣與中國直航三通。

本文擬從總體國家安全的角度，分析兩岸

三通所應考慮的問題及因應對策。1 

貳、三通的戰略意義 

 三通在現階段具有多方面的戰略意義，
擇要而言，至少有三：  

一、三通等同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 

 推動兩岸關係正常化一直是陳總統處理

兩岸關係的重要思維，具體作法上是從經

貿關係的正常化，帶動社會文化關係的正

常化，最後再尋找政治關係正常化的模

式。兩岸如果能夠三通，就等同經貿關係

的正常化，屆時不只是通郵、通商、通航

而已，所有WTO所規範的貿易行為在兩

岸間皆屬可行。包括農產品、工業產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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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經濟安全：直航及全面三通後，

有可能造成產業及需求外移，以致內需減

少擴大失業率，同時升高對大陸市場的依

賴度，削弱我反經濟制裁的能力。兩岸經

濟聯動性增加，導致國內金融市場，特別

是股市、匯市、房地產市場，也更容易受

到大陸經濟及金融情勢的影響，風險增

加。直航將會使台商擴大對大陸的投資，

在兩岸產業技術差距日益縮小的情況下，

台灣的核心技術及高科技人才流往大陸的

比率將增加，對整個產業發展及經濟情景

帶來結構性的衝擊，若不能建立有效的配

套措施，大陸磁吸效應將加劇，造成國內

經濟被邊陲化及空洞化的危機。  

服務業市場的開放，以及相關人員、資

金、資訊等皆可在兩岸雙向直接往來，兩

岸的經貿關係可以說完全的正常化。  

二、直航將深化兩岸三通 

 兩岸直航可以說是兩岸三通最複雜及最

困難的一部分，主要涉及到直航必須兩岸

協商，這其中牽扯到太多的高政治（high 

politics）層次的考量，易受兩岸各自內部

的政治情勢、對方對己方內部政治評估以

及兩岸互動情形的影響。如果兩岸能夠克

服直航協商上的諸多問題，則其他兩岸三

通所要協商的問題，自可迎刃而解，直航

將深化兩岸的三通。  

三、直航談判是建立兩岸和平穩定互動架
構的契機 

 （二）社會安全：隨著產業、資金、技

術、人員的流向大陸，廠商關閉國內生產

製造基地，將帶來結構性的失業率增加，

形成社會安全上的問題。此外直航將增加

兩岸人民的往來，對國內治安、疫病防治

帶來衝擊，並增加全民及政府的負擔。另

外對大陸人士來台後若尋求我方法制體系

婚配、定居甚至工作，都會進一步衍生社

會福利支出、教育問題、以及整個人口結

構的影響。  

 2003年元旦陳總統在一篇開國紀念典禮

及元旦團拜的講話中，首度對中共新領導

人胡錦濤呼籲，海峽兩岸有必要將「建立

和平穩定的互動架構」，作為現階段兩岸

共同努力的重大目標，讓兩岸在二十一世

紀的前二十年，創造經濟發展的共同利

基，營造長期交往的良性環境。這項源自

民進黨台灣前途決議文的第七項主張，一

直是陳總統競選以來的兩岸關係重要政

策。至於如何推動，陳總統提議可以從協

商和推動兩岸直航及相關的經貿議題著

手。在今年的連任就職演說中，陳總統再

度強調此一政策主張。  

 （三）心理安全：兩岸直航後，從中正

機場到上海不過一個小時又二十分鐘，到

北京不過兩、三個小時，到上海猶如台北

到高雄，心理的距離感幾乎不存在差異。

另外大量的資訊將在兩岸之間流通，模糊

了敵我意識，並可能催化內部爭議及對

立，對心理安全造成衝擊。  參、三通對台海安全的衝擊 
 （四）國防安全：對安全防衛的衝擊包

括來往兩岸中共的航空器及船舶將可趁機

進行偵蒐、滲透、突擊，而由於台海縱深

短淺，將不利我方對此識別、監控及即時

反應。為此勢必要重新調整我方的軍事戰

 三通具有上述的戰略意義，是扁政府重

大的兩岸政策，但面對反對者的疑慮，及主

流民意的有條件三通，如果真的要直航就必

須能有效管理三通所可能帶來的台海安全衝

擊，這些安全顧慮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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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及兵力部署，相關的作戰計畫及作戰規

定，也必須配合調整才能因應，如此將增

加安全防務的支出。  

 （五）政治安全：中共一直將兩岸直航

視為一個國家內部的事務，強迫我方接受

其所定義的一個中國原則，為一國兩制式

的統一鋪路，若我方為了直航屈從對方的

壓力，接受對方的條件，將對我國家主權

造成嚴重的損傷，殘害兩千三百萬人的集

體政治安全。以民逼官、以商圍政、以通

促統一直是中共對台的統戰策略，最近更

認為通即是統，只要兩岸通在一起，就可

以統在一起。三通對中共的經濟利益並不

大，但確有龐大的政治利益，對此我方必

須審慎因應。  

肆、政策建議 

 有關如何做好兩岸直航及三通，學界、

產業界、以及政府部門均有不少研究及建

議，在此僅就安全面向，擇要提出建議，

以供各界參考：  

 在經濟安全方面，加速產業升級，特別

是應積極發展知識密集的高科技產業，另

外擴大服務業的規模，吸納關廠所造成的

失業人口。另外應善用直航後台灣在亞太

地區地理及環境優勢，發展成亞太地區的

轉運中心，各國廠商進出中國及周邊國家

的運籌中心，避免台灣經濟被邊陲化。  

 在社會安全方面，除了有效查緝大陸偷

渡犯，以及滯留不歸的大陸旅客外，配合

國家整體移入政策，應迅速完成並公布大

陸移入人口的配額。  

 在心理安全方面，應繼續強化台灣主體

意識的建設，此無關統獨問題，是任何人

願意在台灣這塊島嶼安身立命繁衍子孫都

應有的集體意志。另外，在中共不放棄武

力對台前，仍應有敵我意識之教育，但二

千三百萬人不必與十三億人為敵，相反地

要創造和解祥和的氣氛，壓迫中共放棄以

武力解決台海問題。  

 在軍事安全方面，兩岸直航應避免跨越

海峽中線，宜沿用台灣南北既有的兩個國

際飛航情報區及航路飛行。另外，應迅速

透過協商建立兩岸船舶及航空器在台海中

線遭遇行為準則（code of conducts），進

一步推動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建立。  

 在政治安全方面，全面擴大宣揚陳總統

所提出的建立「兩岸和平穩定互動架

構」，這是一項不涉及兩岸終局安排，在

相互理解現階段兩岸對終極結果的主張

下，為兩岸未來數十年達成和平安定環境

的架構協議，不僅可以凝聚國人在兩岸議

題上的共識，也已逐漸取得世界主要國家

的正面及建設性評價，更與5月17日中共

所公布的「胡七項」有一定的相容性，應

該擴大加以宣揚，創造落實的條件。  

伍、結語 

 兩岸直航及三通，有利亦有弊，一個負

責任的政府凡事應正面思考，也應該有能

力興利防弊，這不僅可以展現政府的威

信，更可以贏得國際的尊重，為兩岸和平

帶來新的契機。  

【註釋】  

1.以下部分觀點主要參考本人任職陸委會期間
所參與的「兩岸直航之影響評估」，為了簡
要行文不作具體引用指陳，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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