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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中國國民黨馬英九執政以來，經常在媒體上發表所謂的「兩岸關係回溫」、

「兩岸關係緩和」等言論自豪，但現實上中國卻從未放棄武力犯台的意圖，至今仍舊以

一千多枚飛彈對準台灣。2010年馬英九政府與中國簽訂ECFA之後，馬英九提出台灣將出

現「黃金十年」的願景，其實這又是一場騙局，否則為何外資對台灣一直裹足不前，而

且台灣產業外移中國的速度沒有減緩甚至還加快，不但台灣國民的所得未見提升，連國

內失業率也是屢創新高。學術界的人士諷刺這是一種「無感的經濟復甦」。 

  除此之外，馬英九在所謂的兩岸關係方面，表面上美其名是「一中各表」，實質上

卻是接受「一個中國原則」。他的「外交休兵」政策，造成台灣的主權不斷地流失，最

近發生菲律賓政府，將台灣十四名嫌犯送往中國審訊，這即是台灣主權被傷害的最近案

例。除此之外，即便是參與非關政治性的國際非政府組織（NGOs），包括：東京影展、

亞洲醫學生聯合會組織（Asian Medical Students' Association，簡稱AMSA）等，台灣同樣

是面臨中國以鴨霸的態度，要將台灣的正式名稱，改為「中國台北」或「中國台灣」，

顯示中國打壓台灣毫不手軟的事實。 

  2005年3月14日中國人代會通過「反分裂國家法」，當時行政院將這一天訂為「反侵

略日」，也就是反對中國以反分裂國家法作為日後可能對台動武的法律基礎，並提醒台

灣人民莫忘中國併吞台灣的企圖。反觀，2008年馬英九上台以來，並未積極捍衛台灣的

主權，造成大多數台灣人民對台灣的未來感到焦慮與不安。 

  有鑑於此，本基金會特別邀請對中國共產黨有深刻認識與研究的阮銘教授作專題演

講，在綜合座談單元，還有三位優秀的學者專家，他們也將針對馬政府主政下的台、中

關係，分享他們的研究心得。希望透過這次座談會的舉辦，在中國通過「反分裂國家

法」屆滿六週年前夕，提醒大家必須正視台灣主權不斷流失的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