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反分裂國家法與台海關係的發展 �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47期／2009.09.30 55 

國共平台淪為「反分裂國家

法」的幫兇 
 

●劉志聰／新聞工作者 

 
 
 

  2005年3月14日中國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將對台動武條件擴大到「台獨分裂勢力

以任何名義、任何方法造成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

出去的重大事變、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法案通過，引起海內外台灣人的強烈

憤慨與國際社會的嚴厲撻伐。在此一重要歷史轉折點，台灣內部如果能夠團結一心，凝

聚共識，則民氣可用，台灣人民的主體意識可望隨之風起雲湧，國際社會同情台灣的聲

浪亦可望繼漲增高。遺憾的是，台灣內部因為國家認同分歧、政黨惡鬥，及失意政客個

人的利益圖謀，在國內外同聲譴責中國之際，竟出賣靈魂，接受北京招安，不但造成社

會分裂，民氣衰竭，也使國際社會對台灣的力挺顯得唐突可笑。 

  「反分裂國家法」授權北京領導人可以採取包括戰爭在內的非和平手段，解決台海

兩岸問題，對台灣的民主、自由、人權造成嚴重傷害，也違逆國際社會倡導以和平解決

爭端的基本原則。台灣人民為抗議中國通過的戰爭授權惡法，在三二六舉行百萬人大遊

行，向中國嗆聲，旅居海外的台僑有感中國對台威脅變本加厲，也在各大城市舉辦抗議

活動，向國際社會發聲。世界各國除了中國及少數同路人之外，包括美國、加拿大、日

本、澳大利亞、紐西蘭、歐盟等，也都發表聲明，反對中國以非和平手段解決台灣議

題，歐盟國家並因此暫緩解除對中國武器輸出禁令。「反分裂國家法」造成中國國際形

象的嚴重挫敗，恐非北京始料所及。 

  中國始終不承諾放棄對台動武立場，在2000年之前，中國宣示對台動武三條件為：

台灣宣佈獨立、台灣發生內亂、外國勢力干涉。2000年2月，將對台動武條件改為：出現

台灣被以任何名義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外國侵占台灣、台灣當局無限期地拒絕

談判。「反分裂國家法」中對台動武條件越廣泛、定義越寬鬆，自由裁量空間越大，對

台海安全的威脅越高。話雖如此，武力犯台牽涉區域穩定、美日戰略安全、兩岸國防實

力及中國內部的諸多因素。「反分裂國家法」固然賦予中國對台動武的法律基礎，對台

灣民心產生極大的恫嚇效果，中國是否膽敢輕啟戰端，還是充滿變數。 

  相形之下，連宋在國內外一片譴責聲中，應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之邀訪中，特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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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搭建的國共平台，對兩岸關係及台灣政局走向，則產生極為關鍵的影響。連戰在兩

次總統大選失敗之後，自知總統之路夢斷，亟思透過國共聯手，合縱連橫，發揮殘餘影

響力。胡錦濤則希望藉連宋訪中，向國際社會宣稱台灣不反對「反分裂國家法」，國際

社會更沒有理由反對。雙方一拍即合，各取所需，台灣的命運淪為政客手中的籌碼。

「反分裂國家法」的負面效應，意外促成連胡會在2005年4月底火速登場。隨後開展的國

共平台，則逐漸主導兩岸關係的走向，對台灣前途影響至深且鉅。 

  2005年4月30日，連戰率團訪問中國進行「和平之旅」，與胡錦濤共同發表「新聞公

報」，提出五大願景，其中一項即為建立黨對黨定期溝通平台，即所謂「國共平台」。

此後，國共平台已舉辦過四次經貿論壇、三次台商權益保障會談、四次產業標準化論

壇，以及其他婦女、青年、產業等各方面的交流。包機直航、陸客台來、兩岸大三通等

江陳四協議，也都是先在國共平台取得共識，再付海基會推動執行。國民黨執政之後，

其決策位階及流程大致是國共平台定調→兩會展開協商→國會強行闖關。這也是為什麼

吳伯雄、連戰、宋楚瑜等民間社團的負責人或前負責人，備受中國禮遇的原因。連胡四

度會面，以及連戰順利出席APEC領袖會議，可視為北京對連戰為「反分裂國家法」解套

的獎賞。 

  馬政府上台之後，全速擁抱中國，兩岸關係急速升溫，化獨漸統已成施政主軸，引

起美日友邦的極大疑慮。台灣既是民主社會，政府施政不僅受到民意制約，也必須考慮

友邦的心理感受，顧及區域的戰略需求，馬政府即使有心急統，客觀的環境也未必由得

了他。這個時候，連、吳聯手發功，國會聲氣相通，國共平台一樣可以揮灑自如，全盤

左右台灣政局。北京希望藉國共平台，遂行「以黨制馬」的策略，曾任香港特首董建華

特別顧問，現為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名譽理事長的葉國華，在接受香港信報財經月

刊專訪時，有極為透澈的分析。葉國華認為，中共要強化國民黨的地位，集中黨對黨談

判，更要國民黨管住馬英九，「以黨制馬」，逼馬英九按照連戰與胡錦濤在2005年所簽

署的五點願景辦事，以此框架展開談判，做為統一的中途站。 

  從此一角度觀察，國共平台在民進黨執政時期肩負兩岸交流、反對台獨的歷史使

命；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則是加速兩岸緊密結合、推動兩岸統一的急先鋒。國共平台既是

兩岸交流平台，也是反獨促統平台，在某一程度上，也成了執行「反分裂國家法」的工

作平台。由「反分裂國家法」催生的國共平台，對台灣前途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連

戰當年的北京行之所以飽受爭議，多少與此有關。連戰藉中國牌操弄台灣政治，試圖延

續個人的政治生命，卻讓台灣受害。李前總統曾直指連戰的行為，是呼應中國統戰，是

利用民主從事內戰，已不是國內矛盾，而是敵我矛盾。他提醒台灣人民不要混淆政治意

識和文化意識，要做一個自主、尊嚴的台灣人。 

  未來國民黨不管誰當家，由連戰破冰之旅所搭建的國共平台，對繼任者仍將起著指

導的作用，迄今為止馬英九的兩岸政策同樣受到制約。李扁主政廿年間，台灣主體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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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形成，馬團隊深知2012年要競選連任，至少必須先守住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不統

不獨，維持現狀的底線，暫時擱置「終極統一」的政治主張。因此，內閣特別延攬台聯

出身的賴幸媛出任陸委會主委，希望賴幸媛能扮演兩岸政策的煞車皮角色，避免黨內新

親中勢力太強，影響連任布局。即便如此，賴幸媛的人事案仍然受到國民黨內親中派的

強烈杯葛，中國及其操縱的台商領袖也紛紛表示不滿，賴幸媛迄今也只能充當花瓶角

色，難有實際作為。 

  近日各界爭論不休的ECFA議題，雖由國安會秘書長蘇起點燃，其實更早之前，兩岸

御用學者、工商圑體已經開始蘊釀，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更熱衷此議，而江丙坤正是為

連戰破冰之旅探路的馬前卒。2005年3月，江丙坤以國民黨副主席身份率團登陸，與中國

中央台辦主任陳雲林達成十點共同意見，內容包括：兩岸節日包機常態化、貨運包機便

捷化，台灣農產品銷往大陸、兩岸農業合作、簽署台商權益保障協議、開放大陸民眾赴

台旅遊、研究開放台灣保險金融醫療運輸業問題、促成兩岸媒體互派常駐、大陸對台漁

工輸出勞務問題、兩岸縣市鄉鎮間交流、台灣學生在大陸求學收取與大陸學生相同學費

標準並設獎學金、共同打擊犯罪議題及便利台胞往來大陸措施。從江陳共識到兩會協

商，以致後來的協議簽署，兩岸決策脈絡清晰可見，ECFA出爐亦大抵跳脫不開此一模

式。國共平台正如一道緊箍咒，時刻主宰台灣政局的發展方向。 

  如果說「反分裂國家法」是對台灣人民的心理威嚇，則國共平台已對兩岸關係及台

灣政局，產生實質的衝擊與影響。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國共平台藉由兩黨定調、兩會協

商、國會闖關的三部曲，實踐國共兩黨的共同利益，這個利益在北京而言就是反獨促

統，在國民黨來說則是永續執政。這也是考試院長、前國民黨副主席關中7月間在中國湖

北參加台灣週活動時所說的，若國民黨得以長期執政，兩岸水到渠成的和平統一，是國

民黨的「衷心希望」。關中同時表示，未來四年對兩岸關係發展來說是關鍵時刻，國民

黨在重新掌權的首屆任期內肩負著一項非常重大的工作責任，即改變島內積累下來的

「去中國化」、「台獨化」思想，將其影響降低到不足以影響台灣和大陸關係的地步，

「但這也需要大陸方面的協助」。因此，國共兩黨必須是一個魚幫水、水幫魚的共生關

係，才能創造兩黨的共同利益，國共平台正是落實兩黨共生結構的主要平台，台灣的命

運也受制於這個平台的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