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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從自由國家向依附中國的

演變—《反分裂國家法》五年來的台

中關係 
 

●阮銘／台灣綜合研究院顧問 

 

 
 

  台灣自1987年解除戒嚴，經過1991年修憲、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全民直選台灣國會

與總統，到2000年和平轉移政權；台灣人民在中國的武力威脅和外交封殺之下，完成了

終結國民黨外來政權統治，向自由國家轉型的歷史進程，創造了政治民主化與經濟現代

化的雙重奇蹟，使台灣成為全球第三波新興民主國家中的東方典範。 

  台灣由國民黨政權「反攻大陸基地」向現代自由民主國家的歷史跨越，使中國吞併

台灣的「統一」夢碎。新世紀開端的台中關係，已經是新生的自由之國與一個共產黨統

治下的不自由國家之間的關係。 

  2005年胡錦濤制定「反分裂國家法」，是面對這一新形勢的策略轉移。中共對台文

攻武嚇的老策略，在1996年、2000年、2004年三次台灣總統大選中，已徹底破產。胡錦

濤的新策略，重心轉向分化台灣內部政治力量，扶植國民黨內反自由反民主的所謂「反

台獨」親中勢力，裡應外合，配合中國的吞併步驟，從內部顛覆台灣的自由民主政權。 

  胡錦濤找到的第一個人是連戰。連戰於2000年敗選，從李登輝手中奪得黨權後，即

宣稱「台灣過去十幾年的歷史」（即從外來政權到自由之國的歷史）是他的「一場噩

夢」，他要「一刀兩斷」。接著偽造出迎合中共「一中原則」的所謂「九二共識」。連

戰在華盛頓記者俱樂部發表《國民黨何處去》的演說中，聲稱，他「將回到駕駛座，讓

台灣重新啟動，駛向一個中國」。然而台灣人民在2004年2月28日手牽手守護台灣，使連

戰再度敗選。 

  連戰兩度敗選後跨出的第一步，是投入胡錦濤的懷抱，扮演胡錦濤在「反分裂國家

法」中讓他扮演的角色。當胡錦濤的「反分裂國家法」遭到台灣人民和全球輿論反對之

時，是連戰第一個到中南海去捧場，與胡錦濤「瀛台夜會」。胡錦濤在參觀中共建國一

甲子展覽時說，展覽中他最喜歡的一張照片，就是他同連戰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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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分裂國家法」是中國的國內法，台灣不承認，國際不承認，本來只是一張廢

紙。連戰以國民黨主席身分去背書，同胡錦濤結成「一個中國，聯合反獨」聯盟，簽署

連胡會公報，使中國在台灣有了代理人和代理黨。然而那時國民黨沒有執政，連胡會五

項協議是一紙空文。胡錦濤招降連戰，目的是套牢他心目中未來的「台灣地區領導人」

馬英九，按照連胡會的路線圖，把台灣納入胡錦濤「反分裂國家法」的軌道。 

  2008年馬英九當選台灣總統，兩年來台中關係發生急劇變化。台灣跨進了從一個自

由國家向中國的附屬國演變之路。 

第一， 馬英九當選總統後，把連胡會協議納入執政黨的黨綱和政府的施政目標；把

偽造的「九二共識」，進一步詮釋為「一個中國，互不否認」。 

互不否認，就是不否認對方是一個主權國家的國與國關係，就是兩個國家。

如果承認「一個中國」，則必須否認另一個是主權國家，不是否認對方，就

是否認自己。 

兩蔣時代，是互相否認對方。《上海公報》就是，蔣介石和毛澤東都否認對

方，只有自己代表「一個中國」，對方是「毛匪」、是「蔣幫」。美國則

「不表異議」，「雙重承認」，台北有大使館，北京有聯絡處。現在你馬英

九說「互不否認」，那就只能是一中一台，兩個國家。但你又說「一個中

國」是「中華民國」，那你就必須否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你不否認中華

人民共和國，就只能否定自己。所以馬英九的「互不否認」是從李登輝時代

的「兩國論」、陳水扁時代的「一邊一國」，即台灣與中國是互不隸屬的兩

個主權國家，走上否認台灣是主權獨立的自由國家，向附屬於「一個中國」

的演變之路。 

第二， 馬英九政府的內外政策依附中國，跟著胡錦濤的指揮棒轉，放棄一個自由國

家必須堅持的獨立自主路線。 

照馬英九自己的說法，「台灣的政治、經濟、外交、國家競爭力，皆與兩岸

關係環環相扣，不能再駝鳥甚至鎖國。台灣應該與對方談判，找出活路模

式，才有生存空間」。 

大家知道，台灣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國家競爭力，本來已居現代先

進國家前列，在全球一百九十多個國家的前二十名之內。而中國的「崛

起」，靠的只是反人權、反自然的壓榨不自由勞工和掠奪環境資源的「人海

戰略」，一切競爭力指標均在台灣之後。馬英九卻把台灣的「活路」和「生

存空間」，都寄託於這頭一心吞噬台灣的怪獸，這才是真正的「鴕鳥」和

「鎖國」，把台灣鎖進這頭怪獸的牢籠，讓這頭怪獸擺布以至最後吞噬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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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馬英九執政兩年，海基、海協四次江陳會十二項協議，APEC 兩度連胡會，

台中關係完全按照胡錦濤的指揮棒，「先易後難，先經後政，年內啟動兩岸

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協商進程；同時為今後共同破解政治難題積極創造條

件」，這樣一幅路線圖迅速推進，也就是把台中關係納入所謂「和平發展」

到「和平統一」的軌道。 

  台中關係的這種變化，最大的危險是台灣自外於國際社會，把自己鎖進中國，成為

真正的國際孤兒。過去台灣遭到中國的外交封殺，但憑藉自身的自由民主制度，經濟、

科技實力與高度國家競爭力，仍能獨立馳騁全球，獲得國際社會的尊重。現在不同了，

當台灣的目光從全球收回，專注於中國一隅，國際社會對台灣已開始另眼相看。 

  最近曝光的伊朗通過中國下單，以台灣漢疆科技名義從瑞士進口一百零八個用於製

造核燃料的壓力感測器，由台灣直接運抵伊朗，對國際社會是一嚴重警訊。此種被防止

核擴散集團（NSG）列入限制清單的儀器，伊朗曾十度企圖引進，九次被歐洲和瑞士政

府擋下，這第十次竟讓台灣騙過瑞士政府和製造商，使中國幫助伊朗發展核武的圖謀得

逞，於國際社會對台灣信任度的損害可想而知。 

  迷途而知返，台灣人民現在覺醒，還來得及。因為我們今天手中還掌握著自由選擇

權。假如再過五年，恐怕像香港人那樣，連最後的自由選擇權被剝奪之時，想回頭也來

不及了。 

  李遠哲在2000年時說，今後五年，是台灣向上提升，或向下沉淪的關鍵五年。現在

十年過去了，我們未能跨過李遠哲當年想帶領大家跨過的斷層，反而陷入了更危險的

「中國化」之路。 

  我看從現在開始的五年，才是台灣興衰存亡的關鍵五年。讓「反分裂國家法」成為

一張廢紙，改變台灣國家命運的鑰匙，現在還掌握在台灣人民自己手裡。在這關鍵的歷

史時刻，每一個台灣人，都責無旁貸，必須負起自己的歷史責任。 

  台中關係的未來，只能是兩國一制，即在中國人民終結共產黨奴役制度之後，台、

中兩個自由國家的和平發展，把「反分裂國家法」、「一國兩制」、「九二共識」、

「不統、不獨、不武」之類通通送進墳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