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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伯雄提「一國兩區」的意圖 
 

●王崑義／台灣戰略學會理事長 

 
 
 

  3月22日，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在北京「吳胡會」時提出，「台灣現行推動兩

岸關係的依據是『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這是以『一國兩區』概念作為法理基礎」。這

個「一國兩區」論一出，在台灣引發激烈爭論。 

  歸納起來，主要有如下兩類意見。一類是以綠營方面的專家學者與政治人物為代

表，宣稱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名稱是中華民國），「一國兩區」的定位是矮化

台灣，甚至稱其違憲。另一類是以藍營方面的專家學者與政治人物為代表，認為「一國

兩區」就是一個中華民國，兩個地區（中華民國的台灣地區與中華民國的大陸地區），

這完全是依據憲法架構，而且是從李登輝時期就是如此。 

  另外，國民黨拋出「一國兩區」中國高層對此的態度可從以下兩項回應看出：一

是，在3月28日中國國台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發言人楊毅說，「胡錦濤總書記與吳伯

雄榮譽主席的這次會見就發展兩岸關係達成了重要共識，明確了努力方向，增進了政治

互信。」高度評價了吳伯雄大陸之行，對國共兩黨的合作給予了充分肯定，也讓國民黨

吃了定心丸。而在「吳胡會」之前，3月15日國台辦主任王毅強調，要切實做好鞏固深化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這篇文章，首先要鞏固兩岸「政治互信」基礎，深化兩岸同屬一個中

國的共同認知。所以楊毅和王毅都強調了兩岸的「政治互信」，顯然是有意重建國共之

間的互信關係。 

  當然，目前國共兩黨在「一中」的內涵和外延上都還存在分歧，但在兩岸同屬一個

中國這一根本性的政治基礎上，兩黨都形成了更為清晰的共同認知，鞏固了既有的政治

基礎，這對國共兩黨保證未來兩岸關係不停滯、不倒退、不逆轉，兩岸繼續向和平發展

方向前進無疑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 

壹、馬英九重拾中國的信任 

  那麼國共為何要重建「政治互信」呢？馬英九在總統大選時，曾說了兩次讓中國心

驚膽跳的話，為了修補與中國的關係，馬英九在五二○上任之前，特別派了吳伯雄到北

京傳話，以安定中國的信心。 

  第一句話是，「兩岸在十年內不得不簽署『和平協議』」。此話一出，立即被民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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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批判為是「投降協議」、「統一協議」。馬英九的選情立即出現變化，於是他不得不

加上一句：「簽定和平協議必須經過公投」，這句話讓中國對馬英九的信任度起疑，於

是只好在選後趕快修補國共之間的「政治互信」關係，「一國兩區」就是在這個背景

下，不得不祭出的一張牌。 

  第二句話是，馬英九在選舉中跟著蔡英文所說的「中華民國是台灣，台灣是中華民

國」。馬英九為了不讓蔡英文搶機先，於是也跟著說了一句：「中華民國是我們的國

家，台灣是我們的家園」，這句話讓中國對馬英九的政治態度產生了變化，如果「中華

民國是國家」，那麼這跟李登輝所提出的「兩國論」又有何差異？所以馬英九選後，必

須向中國說明「中華民國也包含大陸地區」，不僅僅是「台灣」而已。 

貳、為了不讓民進黨搶了兩岸的「紅利」 

  兩岸關係的發展，幾乎是過去四年馬英九最大的「紅利」。這一次大選，在國共兩

黨合力推動「九二共識」之下，幾乎把民進黨對兩岸可論述的空間完全佔有，這不只讓

「紅頂商人」不得不出來力挺馬英九，既使過去挺綠的大企業家，也紛紛向藍營靠攏。 

  民進黨在敗選之後的檢討，已經強調要黨員積極和中國進行「互動」。這對國民黨

兩岸政策的優勢有很大衝擊，國民黨必須要求新求變，搶佔戰略制高點，才能在兩岸政

策上繼續對民進黨保持高壓態勢。國民黨提「一國兩區」，正是意在台灣朝野中鞏固其

既有的兩岸政策優勢，防止民進黨後來居上，戰略意圖明顯。如果在「一國兩區」問題

上，民進黨大幅反彈，可逼民進黨的兩岸政策現出「台獨原形」；如果民進黨並無異

議，便可啟動朝野對話協商，尋求在兩岸議題上的朝野和解與共識，進而可以提前和中

國進行政治談判。 

  然而，民進黨並沒有落入國民黨的圈套中，他們全力批判國民黨矮化台灣，也把台

灣的主權變成「地方化」，這對台灣未來存在國際空間將更為更難。 

  事實上，民進黨再怎麼跟中國互動，也不可能取得中國的信任，國共這對難兄難弟

已經有幾十年的交手經驗，民進黨不可能派一個羅致政過去，就能取得中國的信任。所

以，國民黨這時提出「一國兩區」的用意，無非是對中國「輸誠」，以便替未來四年內

跟中國新的接班人，有一個可政治談判的根基。 

  在這個前提下，馬英九說未來四年內不會見中國的領導人，不會跟中國進行政治談

判，這完全取諸於中國，而不是馬英九本身。在中國不斷的「以經促統」的戰略下，馬

英九為了維持台灣經濟的繁榮，不得不讓中國予取予求。有了中國經濟作靠山，馬英九

敢於大幅提升油價，提出徵收證所稅，就是知道中國會繼續對台「讓利」，所以不怕把

台灣經濟搞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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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一國兩區」對台灣主權的侵蝕 

  事實上，正如民進黨前主席蔡英文所說：「馬當局不能用國內法規範內部基礎，來

解釋跟中國的關係，這會產生誤導、誤解，容易被解釋成我們是統治區，而不是國

家」。「總統若講不清楚，應該要收回」。另外，已表態參加黨主席選舉的蘇煥智認

為，吳伯雄提出的「一國兩區」誤導國際社會以為台灣自願淪為地方政府，應以群眾運

動方式，展現人民的力量及意志，在五二○馬就職當日發動十萬人大遊行，逼迫「馬區

長」道歉及收回「一國兩區」主張。 

  其實，不管是民進黨主張的「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或是國民黨主張「中

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馬英九試圖以「一國兩區」來劃分「中華民國」的治

權，但國際社會普遍認定代表「中國大陸」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是「中華民

國」，在國際社會認定主權是不可分割的最高權力之下，馬英九提出「一國兩區」只會

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吃掉台灣的主權，不可能產生「主權共享」的情形，否則聯合國

不可能排除中華民國，國際社會也不可能不讓台灣參與國際政府組織。 

  所以中國願意接受「一國兩區」的說法，正是他們主張「一個中國原則」的勝利，

中國只需對台「讓利」，就可以買下台灣，這絕對是一樁對台灣主權不利的買賣，國民

黨用「一國兩區」把台灣的主權賣掉，未來想再找回台灣的主權，恐怕只會變成海市蜃

樓。 

  因此，為了不讓台灣變成一個「統治區」，也為了不讓中國誤導國際社會台灣只是

一個「地方政府」，是等同於「一國兩制」下的「港澳地區」，民進黨應該強力的批判

與抗議，而不讓馬英九連任四年後，台灣真正變成中國的一部分，這是民進黨作為一個

在野黨應該負起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