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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近年來因為經濟實力的提升，積極主動參與國際事務，不但與發展中國家建立

雙邊與多邊合作關係，擴大中國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影響力，而且也不忘加強本身軍事

武力的現代化，營造一個大國崛起的氣勢。 

  當中國的國際地位愈來愈受到其他國家的重視，中國對台灣的政策也愈來愈靈活，

其軟硬兼施的手段，已經成為台灣國家安全最大的威脅。特別是2005年中國通過「反分

裂國家法」，凸顯中國除了有武力併吞台灣的策略之外，也發展出軟性的戰略，結合外

交、經濟、法律、心理等各種非軍事的力量，透過對台三戰（法律戰、心理戰與媒體

戰）策略的交互運用，製造台灣社會的矛盾，分化內部的團結，以期動搖台灣的穩定。 

  否定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是中國對台法律戰的主軸。2007年世界衛生組織秘書處，

在台灣申請成為會員國的過程中，提出台灣不是一個主權國家，沒有資格申請為WHO會

員國的歪理；同樣的情形相信也會在台灣申請加入聯合國的過程中再度發生。堅持以台

灣之名爭取成為WHO及聯合國正式會員國，是對付中國以法律戰否定台灣主權地位的必

要策略。 

  製造與利用內部矛盾，降低台灣人民的對抗意志，是中國對台「心理戰」、「媒體

戰」的目的。過去，在「反攻大陸、消滅共匪」的白色恐怖時代，漢賊不兩立，國共敵

我意識分明，台灣人民具有隨時會被中國侵略併吞的危機感。如今，解除戒嚴二十年，

在政治民主化、台灣人民享有高度的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之後，有失意的政治人物競相

到北京朝拜，不顧台灣的國家安全與尊嚴，與中國拉關係講條件，甚至有人願意擔任中

國在台的代言人，一味唱衰台灣，與中國唱和，營造「以商圍政」、「以民逼官」、

「以經促統」的環境，國人必須警惕。 

  中國對台三戰是對民主台灣的主要威脅，對亞太區域安全與全球秩序也會造成破壞

性影響。認清中國對台三戰的本質，是我們維持國家安全，進一步確保台灣主權獨立、

保障人民生命財產與台灣永續發展，所不可忽略，也正是今日座談會的中心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