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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上國共論壇—連習會 
 

●董立文／台灣智庫諮詢委員 

 
 
 

壹、國民黨自作自受 

  國共論壇原本是兩岸關係中的一個怪胎，沒有想到發展至今，連胡會進化為連習

會，變成壓在國民黨頭上的巨獸，繼續的削弱政府的公權力、傷害台灣的民主政治與改

造國民黨的體質，國民黨自作自受，馬英九雖為總統，又能奈何？ 

  今年春節年假結束後，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辦公室突然宣布：「連戰將率團登陸走

春訪舊，預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晤習近平。這次『連習會』是兩岸高層在中共十八大

後首次會晤，預料習近平將發表重要涉台講話，對未來兩岸關係走向影響深遠」。 

  熟悉兩岸關係的人馬上可以從連戰辦公室所釋放的訊息中，聞出不尋常的意涵，簡

單的說，習近平接班之後，中共對台人事大改組，馬政府與國民黨就陷入焦慮之中，因

為國共高層溝通熱線中斷，原本另一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稍早到中國的「祭祖之

旅」，其實是想搶頭香建立國共高層溝通熱線，無奈習近平不理會他，吳伯雄只好宣布

回家鄉拜拜燒完香就回台。這次，連戰辦公室明確的宣稱：將在人民大會堂會晤習近

平，是中共十八大後首次會晤，預料習近平將發表重要涉台講話，對未來兩岸關係走向

影響深遠。光是這些話就吊足台灣媒體的胃口，而這一切都在中共的算計之中，只是獲

得連戰的配合演出，就此而言，連戰真的是中共的「老朋友」。 

  後來，總統府發言人連續發出兩份新聞稿，聲稱對連戰此行未託付特定任務，也沒

有要求傳話等情事，甚至，不知道連習會的十六字箴言，導致馬連幕僚一連串互槓等內

鬥分裂的戲碼。事實上，這種結果完全是國民黨自作自受，也是馬英九軟弱無能的事證

之一，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貳、兩岸關係的怪胎—國共論壇 

  2005年4月，中國國民黨主席的連戰與中國總書記胡錦濤共同發表「會談新聞公

報」，雙方達成關於兩岸和平發展五項共同願景。根據共同願景之第五項，國共兩黨成

立「黨對黨定期溝通平臺」。中國所用的策略就是典型的「政經分離」，意即只要「承

認九二共識」及「反對台獨」，在不討論「一個中國」內涵是什麼的情況下，就可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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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經貿、社會與文化的交流，因此中國的對台政策的面子與裏子俱備。 

  國共論壇影響最深遠的，莫過於使中國共產黨獲得了改造中國國民黨的機制與方

法，在國共共識中明確制定兩黨從黨主席、黨中央到地方黨部的定期交流措施，因此，

由黨主席率領，包括國民黨中央各單位、立院黨團、各個專業黨團與地方黨部，都大量

且定期的被帶到中國，去接受中國的招待與洗腦，以致使國民黨從上到下變成一個結構

性傾中的政黨。更別提，國民黨為了「反對台獨」而拋棄了反共與民主的立場，丟掉對

中國歷史的詮釋權。在這個層面上，胡錦濤成為國共鬥爭史最後的贏家。 

  「連胡會」或是「國共共識」不但使國內藍綠的對立更加尖銳，其效應還深遠影響

未來的兩岸關係。當時民進黨通過「政黨訪問中國」決議文，明確提出「三反三要」原

則，重點是反對在沒有政府授權的情況下，協商涉及主權和公權力的兩岸事務。反對中

國政府任何對台灣「去國家化」、「去政府化」、「地方化」的作為。但是，當時馬英

九的立場是支持連戰，批評民進黨政府。 

  很快的，現世報來臨，2008年馬英九贏得總統大選。馬當選後，中共官方賦予國共

論壇新的政治意義與角色功能，確認連戰在國共平臺中的崇高地位，拉攏吳伯雄創造新

的國共平臺，把開放功勞給予國民黨中央，而不是給馬英九政府，以落實國共平臺機制

高於兩會協商機制。很明顯的北京根本不理會馬英九政府的主張與想法，中國用行動確

定兩岸以黨領政的談判模式，而這種談判模式最不利台灣，因為它排除了台灣兩千三百

萬民意的參與及台灣民主政治的監督程式。 

  王毅曾明白指出國共論壇要發揮更為重要與積極的作用，「在下一步正式協商前，

可以率先通過國共論壇加以討論，使得國共兩黨論壇在新形勢下起到先導、鋪墊的作

用」藉此確立以黨領政交流架構。其目標在於「主導兩岸經貿議題、綁架馬英九的大陸

政策、架空台灣政府的公權力、弱化台灣的主權」。 

參、國共論壇的亂象叢生 

  馬英九的大陸政策其實掌握足夠的合法資源，國安會、陸委會、海基會都是受到法

律與行政規範正式的組織，而國會又是藍營占優勢，但是這些資源竟然不足以讓馬英九

做事，也不能讓政策受到規範、讓民眾安心，這些就是國共論壇亂政的結果，也不禁讓

人懷疑馬英九是否能有效統合黨政機器。 

  國內對於「國共論壇」有很強烈的質疑，包括《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

例》有關兩岸協商的精神還是以「白手套」為主，若要進入官方協商階段，馬政府要做

的是透過立法程式，修改法律。可能為了改變這些混亂，馬英九兼任黨主席後，立刻對

國共論壇的型態進行調整，擴大國共論壇的代表性，將與會代表的涵蓋面由國民黨擴大

到台灣各黨各派各階層人士，並把「國共論壇」改名為「兩岸經貿文化論壇」，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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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不對症反而助長這個怪胎，台聯主席黃昆輝指出，國共論壇結論只是證明國民黨政府

配合中國的策略，以文化統一為政治統一鋪路，企圖用文化產業包裝文化統戰，以廣大

的商機來誘惑文化界，用金錢收買思想，目標只有一個，就是文化統一。因此，「國共

論壇」又成為中國進行文化統一的急先鋒。 

  「國共論壇」走到今天，中國利用它以黨壓政、以黨去政；國民黨大老利用它以黨

干政、以黨亂政；馬英九呢？統派媒體在馬英九出任黨主席後，評論「國共論壇」的作

用就是能否促成「馬胡會」，這是一個大陷阱等著馬英九往下跳，而它的前奏曲就是，

「國共論壇」未來是否有可能在台灣舉辦。 

肆、國共論壇的未來 

  中共十八大習近平與李克強接班，對台人事大洗牌，原有的國共高層熱線中斷，國

民黨拉警報陷入焦慮之中。但是，中國對台政策按照原有的步驟再走，從過去三個月從

習、李的簡短講話來看，其對台政策強調一貫性與穩定，對台原則、方法與策略都不會

改變，馬政府也相互唱和，說兩岸和平發展的道路不會改變。但是，中國具體的做法卻

是穩定其對台政策的支柱—— 連習會。 

  為什麼中國在國民黨袞袞諸公中要選擇連戰？因為，連戰的發言符合中共的對台政

策需要，而跟馬英九不同調。2010年6月底，兩岸簽訂ECFA之後，連戰就提出：「想把

兩岸政治與經濟問題分開，這是某些人的意願，但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必須務實面

對」。當年7月份國共論壇，胡錦濤明確的向馬英九傳話：首先，ECFA不是孤立的或單

純的經濟協議，ECFA是具有強烈政治意涵的國共共識的一環，是國共堅持「一中反獨」

的共同政治基礎下的成果。其次，兩岸雙方下一階段需要增進政治互信，才能更好推動

兩岸關係。連戰成為國民黨內首先支持兩岸進行政治談判的鼓吹者。 

  2013年，連戰也在這場「連胡會」中強調，兩岸政治對話與談判將是「未來無可避

免的課題」，連戰對胡錦濤說，如何進一步增進兩岸政治、社會、經濟、心理、文化等

方面的互信，是一項極為重要的政治工程，「個人相信，兩岸的政治對話與談判，將是

未來無可避免的課題」。就兩岸政治對話與談判，連戰指出，這些包括結束敵對狀態、建

立軍事互信機制、洽簽和平協議等問題，雙方民間與學界應該可以進行廣泛交流與研究。

連戰的這些表態，完全呼應中共十八大政治報告對台政策所設計的中國統一路徑圖。 

  當然，最經典的就是「連習會」，習近平給足面子，帶領政協主席俞正聲、中共中

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寧、中央辦公廳主任栗戰書、國務委員戴秉國、國務院台灣事務

辦公室主任王毅、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陳雲林及副會長鄭立中等黨政官員與連戰代表

團會面，連戰興奮之餘，就說出了「一個中國、兩岸和平、互利融合、振興中華」十六

字箴言，這十六字的意義就是沒有台灣、沒有各表、沒有中華民國，中國完成統一大

業。從此，「連習會」成為太上國共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