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海安全的新思維（下）  

 

《台海安全的新思維—新政局 
、新兩岸兩國關係的安全觀》 
討論會綜合討論紀要 
 

● 蘇芳誼／記錄整理 

 

編按：陳總統在就職演說對中國表達高度的善意，並沒有獲得中國對
等的回應，中國國台辦在5月24日舉行記者會，依舊用傲慢的態度表
達對陳總統就職演說的否定態度，一再傳達台獨沒有和平、分裂沒有
穩定的論調，恐嚇台灣人民的意圖十分明顯。從台灣的國家利益來
看，台灣應該提出哪些台海安全的新思維，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又
該塑造何種新兩岸關係的安全觀，以凝聚內部的共同意識？對此，台
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於2004年6月13日在台大校友會館三樓A室，舉
行《台海安全的新思維－新政局、新兩岸兩國關係的安全觀》討論
會，由本會董事長陳隆志教授主持，會中並邀請文化總會蘇進強秘書
長、台灣大學國發所陳明通教授、中研院歐美所林正義研究員、淡江
大學張五岳教授及翁明賢教授擔任與談人。本文就是當日與會貴賓及
與會者，針對國家安全與兩岸關係等議題之綜合討論紀要。 

 

與會者（林信希先生）： 

 陳教授、各位教授，大家好！有幾點問

題和看法，提出來和各位討論。1.近來中
國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一些言論及行為，已
經證明中國並不是一個市場經濟體，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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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黨專制、封建的經濟社會，這已經違反
WTO的市場經濟原則。2.最近台灣發生很
多社會治安的問題，我們很多的通緝犯都
跑到中國避難，所以中國應該也是一個包
庇犯罪的天堂。3.三通對我們有利嗎？因
為共匪控制人民的出國，所以他們的人民
會 來 台 灣 觀 光 旅 行 嗎 ？ 我 的 看 法 是 不 可
能。4.五一七中國的言詞挑釁，不惜一切
代價要促進兩岸的統一，他們所謂不惜一
切代價所指為何？其目的是在維持共產黨
統治階級的利益之下推動統一？或是共產
黨願意實行孫文博士的思想，實行全中國
民主與深化民主？可能做到這一點嗎？我
想共產黨不可能這樣做，所以他的挑釁言
論 不 可 能 不 惜 一 切 代 價 ， 以 上 是 我 的 看
法。  

與會者（羅榮光牧師）： 

 很高興幾位學者來分析台海安全未來發
展的可能性，陳隆志博士時常講台灣是非
正常化的國家，我們的國家認同、國家的
名稱，仍然是模糊地帶。我認為台灣人已
經承認並確立台灣是一個國家，我是一個
受神學教育的人，對名稱很看重，我們到
現 在 稱 呼 與 中 國 的 關 係 ， 還 是 稱 兩 岸 關
係，台北市與台北縣隔著淡水河，也可以
稱為兩岸關係，這樣的模糊關係是創造性
的模糊，或是毀滅性的模糊？是否可以建
議學者們，用「兩岸兩國關係」取代「兩
岸關係」？我曾經向李前總統建議說，你
提 倡 台 灣 與 中 國 是 「 特 殊 的 國 與 國 關
係」，以後是否可以常用來談兩國關係？
這樣有助於台灣人建立國家意識與國家認
同，而學界是否可以開始來提倡？我相信
慣用的詞句，會影響人的意識與認定，我

一直是這樣的主張。  

 中國認為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台灣是一
個地區，也是中國的一省；如果說台灣國
vs. 中 國 ， 可 以 形 塑 出 國 與 國 之 間 的 關
係。很可惜很多學者的文章並沒有強調這
點，如果台灣與中國是國與國之間關係的
概念，反覆出現在學者的文章或演講中，
我相信這可以慢慢影響台灣人的意識，並
接受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事實。我
發現部分有台灣意識的人，平常說話時脫
口會說「台灣全省」或是「台灣地區」，
不論是「台灣全省」或「台灣地區」，所
代表的都不是指一個國家。因此國家的正
確 用 詞 很 重 要 ， 我 們 是 比 較 「 獨 」 的 團
體，就要用「兩岸兩國關係」，來強化台
灣人民對國家意識的認同。  

 另 外 一 點 ， 講 到 和 平 ， 很 少 人 講 到 正
義 —— No Justice, No Peace.我 們 追 求 和
平，和平在中國文化裡，和稀泥也是和平
的一種，和稀泥是不分是非、不分國家認
定 ， 我 們 最 怕 這 種 樣 子 ， 台 灣 在 模 模 糊
糊、混水摸魚之間容易迷失。因此，我們
有必要強調公義，國際間如果沒有公義、
兩岸就沒有平等對待，而其他的和平都是
假象，也就是大魚吃小魚的和平。  

 中國在國際上，一再地強調一個中國原
則，台灣是中國的一省。我第一次參加政
治性國際會議，發覺中國對台灣的態度真
的 很 強 硬 ， 過 去 我 們 講 周 恩 來 作 笑 臉 攻
勢，我也擔心中國現在對台灣展開的笑臉
攻勢，總是我們希望能有和平最好。  

 有一些中國人來台灣之後，就說他們不
回中國，因為台灣是中國的一省。我還聽
說桃園有一個市場，市場裡面的商店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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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已經被中國人佔去了。不知道政府是否
有統計，最近中國來台灣的依親數目為多
少？而這些中國人來台依親之後就不回中
國，繼續留在台灣非法居留與打工。這樣
一來，我們國家安全的機制在哪裡？我們
也不能強迫遣返他們，我不知道陸委會有
沒有什麼機制來因應這種新發展？  

 依我對人生的瞭解，人生有很悲觀的一
面，當然我們要有信心、樂觀，而對人性
的弱點，如果毫不提防、也不去尋求解決
的時候，我們太樂觀也不好，當然太悲觀
也不好，該如何來找到一個平衡點？請教
各位學者。  

主持人  陳隆志教授： 

 多謝羅牧師，今天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
會舉辦這個會議，而我必須要對今天會議
的標題負責，我接受你的看法，認為應採
用 「 兩 岸 兩 國 關 係 」 ， 取 代 「 兩 岸 關
係」。  

 

與會者（蘇友辰律師）： 

 主持人、各位與談貴賓，我有兩個問題
請教。這一次陸委會裡面進行改組，包括
主委及副主委都離開，這裡面是否有任何
特殊的意涵？主要首長都換人，對兩岸關
係的政策，有沒有做什麼影響與調整？尤
其是阿扁總統連任，就中國與我們的雙邊
關係，好像現在才開始稍微有些互動。是
不是因為過去雙邊都有所堅持，才有造成
這樣的調整？另外還有一個疑問，假定中
國 願 意 跟 我 們 談 判 ， 也 不 設 定 一 個 所 謂
「一個中國原則」的前提，我們過去所準
備十八般武藝的方案、藍圖，是否足以因
應日後我們與他們一起坐下來協商談判？

至於面談的結果，不至於破壞到兩岸所謂
的海峽中線，也不使我們變成他們的國內
線。上述這些問題讓我們心中產生一些疑
慮，就教於陳副主委。  

陳明通教授： 

 行政院陸委會正副主委的離職，理由很
單純，因為我是台大教授，按照法律規定
我借調到行政部門不能超過四年的期限，
所以我必須回去學校教書，這是一件很單
純的事；蔡英文主委之前曾在國安會及公
平會任職，長期下來業務十分繁重，所以
這 次 她 覺 得 應 該 要 找 個 機 會 稍 微 休 息 一
下。至於台灣對大陸的政策，目前並沒有
什麼改變，阿扁總統繼續在執政，對中國
的政策也沒有太大的改變，是讓我們休息
一下而已。  

 至於，中國「堅持一中」或是「沒有堅
持 一 中 」 會 有 什 麼 影 響 ？ 中 共 最 厲 害 的
是，他沒有講出來原則，並不表示他已經
有所退讓，他一定會在細節裡，展現出來
他們的想法。我們有想到，之前美國一直
要我們簽署航空器協議，有簽約的國家都
有開放航權，大家都在推來推去，新加坡
已經簽了，美國叫我們先簽，我們要求對
方先簽署之後我再簽，這樣我們才有談判
的空間。我們有那種東西就可以去談判，
不能因為對方沒有講，而造成台灣與中國
通航變成國內航線。這些都是要很有處理
技巧，我們是小國，沒有辦法與中國相比
較，因此必須要建立一個國際棋盤，這主
要是由美國與西方國家所主導，這樣我們
也比較安全。不然讓中國主導設定遊戲規
則，我們按照這樣的棋盤跟中國下是一定
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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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中國人來台依親後卻不回中國，
處理的方法很簡單，依現行法律，超過時
間就移送回中國，警察可以去抓他們，再
遣送回中國，很多大陸人民就是用這種方
式回去的，然後給予禁足一年、二年的處
分；如果是偷渡進來的，就集中送往新竹
或是宜蘭的偷渡犯收留中心，等到時間到
了就遣送回去。  

 三 通 之 後 ， 中 國 的 觀 光 客 一 定 會 來 台
灣，為什麼？因為三通之後，我們的會飛
過去，中國的飛機也要飛過來，台商都會
坐我們的飛機，而他們的飛機並沒有人敢
坐，當然開放中國觀光客搭乘中國的飛機
過來台灣，再坐他們的飛機回去，所以在
這方面很有談判的空間。  

蘇進強秘書長： 

 我不是要回答剛才的問題，而是要補充
一點，我在報告裡有講到：過去中國官方
的報告及分析層面中，都沒有提到「軍事
互 信 機 制 」 （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 CBMs ） ， 中 國 這 一 次 提 出
來，有讓一些人認為是耳目一新，這是否
意味著中國另有新的意義？幾天前我和幾
個朋友談話，也談到幾個觀點，在此提出
來和大家分享。他們說胡溫體制，也就是
胡錦濤與溫家寶的體制，敢在江澤民還擔
任 軍 委 會 主 席 時 ， 提 出 這 個 軍 事 互 信 機
制，不要說是挑戰江澤民的權威，這至少
是胡溫建立和江澤民之間的一個平衡點。
不久之前華盛頓郵報也報導，江澤民希望
中國與台灣的關係，尤其是台海的局勢要
有些許的緊張，他才能繼續掌握軍權。假
使胡錦濤、溫家寶敢再繼續提出所謂的互
信機制，就代表他們在相當程度上，對台

灣問題有他們自己的發言權與看法，甚至
還有主導權。若是這些話講完之後就不見
了，只放了一些空氣，或是被江澤民壓下
去，這都可能是他們內部權力競爭後所產
生的問題。表面上，雖然現在政治權力是
胡錦濤、溫家寶所掌握，今日的國內及國
外的媒體也都有報導，江澤民無意要將其
親信曾慶紅加入軍委會當副主席，要和胡
錦 濤 相 庭 抗 禮 。 這 中 間 的 解 析 意 義 很 有
趣，我認為這部分如果要更精確的解讀，
台灣有兩個人可以來解讀：張五岳教授及
阮銘教授，因此我提出來跟大家分享，同
時也拋出一個問題讓大家去思考。  

 另 外 ， 剛 才 很 多 報 告 裡 面 提 到 互 信 機
制，其實基本上在整個亞太地區安全態勢
中，不是只有台灣與中國的問題而已，台
灣與中國的問題僅是整個亞太地區安全機
制中間的一個環結。因此，這絕對不是單
純到只是台灣與中國的問題，說起來那一
條路還是很長。我們不要一廂情願，也不
要絕對的悲觀，我們要有耐心，慢慢來看
中國領導人所講的是真的是假的。無論如
何，我相信國內的學者或是政府部門，對
這 一 部 分 發 展 已 經 有 很 完 整 的 規 劃 與 研
究。可以大家坐下來談，雖然沒有辦法馬
上談得出具體方案，但是至少有在進行，
基本上有一個很好的開始。  

與會者（羅榮光牧師）： 

 羅榮光牧師第二次發言，現在中國發現
影響台北最有效的辦法是經過美國華盛頓
D.C.，我們有什麼對策，來對抗美國所給
與台灣的壓力，我覺得美國干涉台灣內政
愈來愈露骨，我們有什麼對策？我的經驗
是和美國教會在一起活動的時候，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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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都是一樣，台灣的態度如果是唯唯諾
諾，那只是自己看輕自己而已。台灣有時
要像巴勒斯坦那樣稍微唬一下美國，美國
才會尊重我們，這就是人性，一個唯唯諾
諾的人會被看輕，台灣有什麼國家利益和
美國國家的利益不同的地方？美國有其國
家利益，總是要去尊重，而我們也要追求
台灣的國家利益，這樣的話，我們人民的
心理建設才會正常。當然台灣目前十分依
賴美國，但要讓台灣人民知道在某個程度
上，台灣應該要走自己的路，不要老是看
美 國 的 臉 色 。 萬 一 約 翰 ‧ 凱 瑞 （ John 

Kerry） 這 次 總 統 大 選 勝 利 了 ， 恐 怕 會 影
響美國對台政策，我們要如何來預防與心
理建設？我想請問林正義教授。  

林正義研究員： 

 台灣儘量找跟美國利益的共通點，那些
共通點的空間越大越好。不過有時候很諷
刺，二十年前美國是逼迫台灣開放黨禁、
報 禁 ， 美 國 施 壓 台 灣 ， 台 灣 若 不 開 放 黨
禁，就不賣武器給台灣；二十多年以後，
台 灣 已 經 民 主 化 ， 但 這 民 主 化 道 路 的 方
向 ， 或 多 或 少 還 是 受 到 美 國 的 節 制 。 因
此，不管是公投或是推動新憲法，美國都
有他的意見，從某個角度來講，美國與中
國的立場、意見算是比較接近。  

 台灣推動外交工作的確要有智慧，這個
智慧展現在某些事情的堅持上，這個堅持
可 能 透 過 比 較 有 智 慧 的 調 整 、 判 斷 、 遊
說、設計等，最後達到我們的目標，防衛
性的公投就是其中的一項。陳水扁總統堅
持要公投，沒有受到美國與中國兩國的壓
力，依舊持續推動、最後還是挺過去。有
關公投議題的設計，還包括五二○ 就職典

禮的演講，我覺得都在現實與理想兩者之
間獲得一個比較好的調和。我認為台灣要
減少美國的干涉，一定要創造出很多美國
可以聽得下去的話，剛開始可能很刺耳，
不 過 要 提 早 溝 通 、 讓 美 國 瞭 解 台 灣 的 想
法，不要讓美國有先入為主的觀念，誤認
台灣總是在美國忙於處理很多事情時，又
額外增加一些問題。所以，我覺得這是可
以去做的，不過到目前為止，台灣與美國
有 共 同 的 語 言 、 發 展 方 向 等 價 值 觀 的 相
近 ， 還 是 遠 遠 超 過 美 國 與 中 國 之 間 的 關
係 ， 目 前 美 國 與 中 國 之 間 仍 有 很 多 的 問
題，台灣跟美國的利益大多是相同，這種
利 益 相 同 的 部 分 ， 我 覺 得 還 是 要 小 心 謹
慎，尤其是面對美國總統的大選，要事先
來規劃。  

與會者： 

 有沒有辦法讓中國的政府瞭解並導正他
們用武力攻打台灣的政策，是錯誤而且不
會 成 功 的 ？ 中 國 認 為 武 力 可 以 拿 得 下 台
灣，我認為絕對拿不到。美國要顧及台灣
是為了美國自己的利益，絕對不會放手不
管。中國對台政策錯誤的原因在哪裡？就
是過去五十年來國民黨統治台灣，台灣人
對國民黨沒有好感，所以才會有人對中共
有 所 期 待 ， 希 望 中 共 能 瞭 解 台 灣 人 的 想
法；而他們要攻台灣是什麼原因？就是國
民黨裡面以前反共的人跑去跟中國說，如
果中國軍隊要攻打台灣，他們一定會幫助
中國，只要連續攻打二、三天，台灣就會
投降，但是中國不夠聰明，誤聽那些儍話

後決定要打台灣。從此之後，台灣人本來

就很討厭國民黨的，現在變成也討厭中

國，本來不討厭中國，希望中國會不會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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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把國民黨趕出台灣，哪知道中共

和國民黨是同樣的，所有台灣多數人都有

這種心態，台灣人都有一旦中國打過來，

我們都要跟你拚的觀念，還有美國全世界

的軍事部署、演習，目的也是要讓中國知

道中國攻下台灣，中國要及早瞭解，武力

攻打台灣的政策，不但是錯誤的，而且永

遠不可能成功。我曾經寫信給江澤民表達

我的想法，認為中國不攻打國民黨要，而

選擇攻擊台灣人，這是錯誤的。 

與會者（郭來富女士）： 

 主席、各位教授大家好，今日講到台海
的安全，其實我認為要解決這個問題，最
重要的是要解決人性的問題。因為這種人
性病毒傳染的速度很快，像最近的法國總
統席哈克邀請十多個國家的總統，一起紀
念 二 次 大 戰 盟 軍 的 諾 曼 第 登 陸 。 從 此 來
看，假使台灣問題沒有處理好的話，很可
能會產生出亞洲的希特勒。所以我們要用
這種說法提醒美國與全世界的人，台灣問
題處理不好很可能會孕育亞洲的希特勒出
來，我們要爭取美國、歐洲或是全世界各
國願意幫忙台灣。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
而中國是紅色中國、是一個共產國家，我
們要用這種—— 攻心為上的策略，讓全世
界和我們站在一起，共同對抗共產主義以
及任何破壞和平的行為。譬如六四天安門
事件，或是現在中國用五百多顆飛彈瞄準
對付台灣，都是不合理的事情，我們要廣
為傳播，而且要教育我們的小孩，中國如
果 不 放 棄 武 力 攻 台 ， 中 國 就 是 台 灣 的 敵
人。全世界只有中國要用飛彈攻打我們，
為什麼我們不讓我們的小孩知道中國對台
灣武力威脅的事實。我認為因應中國威脅
的對策，不是每天在講那些沒用的話，我

們必須建立強大的心防，先確立國與國之
間的關係，然後才能做文化交流、經濟交
流、三通等等。所以目前最重要的是強化
我們的國家意識，台灣的國家意識認同實
在不夠，證明我們的教育太差勁了。我們
應從心防開始教育人民，如果沒有人格如
何會有國格，這個道理全世界都一樣。看
歐 洲 歷 史 經 歷 希 特 勒 與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的
摧殘洗禮，使得現在歐盟的組成，強調每
一個國家有其獨立自主的國格，才能進一
步推動歐洲的整合，台灣自己沒有成為一
個國家，我認為大家要合作，趕快來處理
這些事情，不然的話未來會很淒慘。因為
我十幾年前住在歐洲及讀書，我很瞭解台
灣的問題，台灣文化已經被斷根了，大家
還不知道別人要來斬斷我們的根，並禁止
台灣和全世界交流。剛才教授講得很好，
真 正 的 問 題 是 國 家 認 同 ， 如 果 沒 有 處 理
好，繼續這樣下去的話，我們會被中國併
吞。  

主持人 陳隆志教授： 

 講到台海安全的新思維，一方面有新思
維，就是我們要堅持台灣中國一邊一國。
剛才來富姐講國家認同很重要，不過我覺
得國家認同已經大有進步，就這一次三二
○ 的選舉，可以說50.228％支持陳水扁總
統的這些人，有正確的台灣國國家認同觀
念，不過李前總統有強調，希望在四年後
國 內 對 台 灣 真 正 的 國 家 認 同 ， 增 加 為 75

％，假使75％以上的人民建立正確的台灣
國家認同，相信這股力量凝聚起來，會是
一股很大的力量。其次，在我看來台灣人
就是認為台灣是我們國家的人，這種人如
果越多，超過75％甚至更多之後，這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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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發揮出來就更大。  

 其次，我們還要瞭解新的情勢，包括中
國的變化與我們本身的變化。阿扁總在競
選的時候，提出相信台灣、相信自己的主
張，我們要有信心及決心，堅持民主改革
並建立民主、自由、人權為基礎的社會價
值觀。這是我們民主台灣與共產中國最強
烈的對照，我認為台灣與中國，不是在比
土地有多大、武器有多少，而是人民是否
真正享受民主、自由、人權的生活。針對
這 一 點 ， 不 但 對 台 灣 人 民 與 台 灣 社 會 本
身，有所影響，而且對中國人民也是一種
很 大 的 激 勵 。 他 們 如 果 要 做 大 中 國 的 國
民 ， 應 該 不 是 強 調 中 國 有 很 強 的 原 子 武
器、軍事力量而已，最重要的還是看二十
一 世 紀 的 中 國 ， 如 何 在 經 濟 發 展 的 過 程
中，走入政治改革這一條路，向台灣學習
做一個自由、民主、人權的國家時，中國
人民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所以，我認為
中國與我們雙邊要建立在和平、穩定、互
動的架構上，但是這個互動的架構，是不
能堅持一定要台灣接受一個中國原則的前
提；我認為接受一個中國原則，等於是投
降，台灣的政府及人民絕對不能走這一條
路 。 我 們 雖 然 堅 持 台 灣 、 中 國 ， 一 邊 一
國，但是如果中國不那麼堅持一個中國原
則的前提時，我們還是可以建立互信的機
制 ， 從 軍 事 等 方 面 開 始 ， 只 要 真 正 有 誠
意，大家有共同的利益，最大的共同利益
就是和平。我認為真正的和平，不是五百
顆、六百顆飛彈對準台灣，不但如此，台

灣與中國有什麼問題，都要用這種和平的
方法來解決。我們雙方都要建立互信的機
制，在本身的努力及對方表達誠意下一步
一步來，這時美國可以扮演的角色，就是
做一個協調、監督的角色。  

 剛才談到美國角色，的確很重要，但是
我們台灣人也不能失去自主性。剛才也提
到巴勒斯坦的例子，我倒覺得用以色列的
例子，以色列與美國有他們共同利益的地
方，但有些問題，就以色列與美國國家利
益的觀點來看，並不太相同。  

 我個人認為，台灣應該要做聯合國的會
員國，不是只有觀察員而已，而是要做一
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假使台灣能進入聯合
國做會員國時，不是只靠美國武力的協防
而已，在國際社會也會得到法律上、道義
上的支持，台灣在國際社會就不會孤立。
買武器雖然很重要，另外一方面，假使我
們將買武器的一小部分錢，用來認真推動
台灣加入聯合國的運動，爭取國際社會對
我們集體的承認，台灣能與其它一百九十
一國平等互惠、正常化互動下，讓非常不
正常化的台灣，可以轉變成為國際社會上
名 實 合 一 、 正 常 化 第 一 流 的 國 家 ， 而 民
主、自由、人權就是我們國家真正的精神
與價值。  

 總之，我們需要繼續努力，新政府有打
拚沒有錯，我們民間公民社會的力量與聲
音，也要大大發揮，希望大家繼續共同來
打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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