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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張會研析 
 

●張國城／台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台灣智庫諮詢委員 

 
 
 

  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在最近和中國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實現了歷史性的會晤。對中方來

說，本次會晤是一項重大成功。台灣方面，則明顯陷於被動。對於馬英九總統未來所要

推動的重要政治工程，無疑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王張會特色 

  「密室外交」：本次王張會有一場在和平飯店的秘密會晤，未開放媒體採訪，事後

除與會人員轉述外也沒有正式新聞稿。誠然外交活動中秘密行程常見，但在這種第一次

雙方主管對方事務最高主管會面的場合，應該是儀式性、象徵性活動為主，立刻不避諱

地進行此類活動，除了本身就是一種象徵之外，也代表類此活動在目前兩岸之間已經非

常平常。在目前兩岸關係仍讓多數台灣人民疑慮的情況下，這不是令人樂見的發展。 

  監督流於形式：由於民進黨在立法院居於絕對劣勢，席次和國民黨相去甚遠，因此

也沒有能力對於王張會的各項安排產生任何具體的影響。同時民進黨目前在兩岸政策上

的幕僚能力也不足，所以在會議進行過程前後都沒有辦法針對會議的進行方式和產生的

效應做進一步的追蹤，即使有，也沒有引起外界的注意。 

  在野黨邊緣化：在王張會之前，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前陸委會主委吳釗燮表示： 

「…王郁琦赴中『應該談的』議題包括：（1）人權自由；（2）服貿協議必須重

啟協商；（3）食品安全協議的落實，譬如三聚氰胺事件賠償；（4）落實兩岸共

同打擊犯罪協議，特別是遣返經濟犯；（5）投資保障協議的落實等，特別是積

極協助受害台商的權益等。…王張會『不應該談的』包括：一個中國原則、終止

敵對狀態、和平協議、軍事互信機制、統一前的政治架構或兩岸統一等政治協

商。…『王張會』如果涉及不該談的政治議題，應照馬英九之前選舉時承諾的，

需經台灣人民公投決定同意後才得進行。」 

  然而這些論點完全沒有出現在王張會的公開內容中，而未見於商談中也未見民進黨

有任何抗議或持續追蹤的作法，甚至連民進黨本身相關人士從事較正式的訪中過程中，

也沒有辦法提出這些「應該談的」議題，未來這種自我限制的情況，恐怕將成為兩岸商

談的常態。誠然並非民進黨提了這些議題，就能有什麼滿意的答覆或解決，但總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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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維持己方主動權的一個重要作法。若事事忌憚對方態度，過於客隨主便，也非良

性、健全的發展模式。 

中方的思維 

  中國在習近平上台後，對於自由人權、普世價值、公民社會等議題限制增加，擴大

打壓網路及言論自由，雖然目前尚能維持基本穩定，但社會不安不滿氣氛仍在暗處蔓延

積壓，各種群體事件仍時有所聞，最近的一次如2014年4月初在廣東茂名發生的反PX化

工場抗爭事件，甚至到了出動軍隊裝甲車鎮壓的地步，因此仍需要有政治成就以緩和壓

力轉移視線，若能在「促統」上有所進展，則非常有益。因為統一大業不像反腐或其他

政治工程會遭到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抗拒，也沒有形成派系衝突或影響內部穩定的副作

用。且若無明顯成績還可推給美日野心意圖分裂中國。若能推動習馬會，則在許多方面

都能轉化為執政成績。 

  其次，自2012年以來，中日關係始終處於緊張狀態，特別是在東海防空識別區劃設

之後，中日至少在媒體上出現針鋒相對的態勢；台灣由於地緣位置，對中日雙方在此一

議題上的得失有重要作用。如果能早日推動習馬會，無疑呈現中台準結盟態勢，對日本

的壓力不言可喻。 

  第三，民進黨曾表示台灣人民一直高度關心中國的政治發展，中國政府若繼續打壓

人權、箝制言論自由，將構成兩岸交流的最大障礙，也違背台灣人民的期待。如果習馬

會成型，自然是兩岸交流一大進展，也某種程度代表台灣對中國大陸的人權比較滿意。

這對中方應付國際上對其人權狀態的關注與壓力也有正面作用。因為台灣方面作為小的

一方，又有長期敵對的歷史，都敢放心與中國來往，足見中方的人權狀況並未如此惡

劣。 

  最後，由於王張會直接商談「習馬會」，從中方對此一會議的肯定態度，足見中方

對與台灣進行高層政治接觸和商談並無排斥且樂觀其成，顯然中方有足夠自信，這類接

觸和商談對統一有利，沒有需要讓步的地方；也無庸擔憂台方會在此類活動中凸顯「中

華民國」或台灣主權。以此思維推演，習馬會在今年或明年成真的可能性非常高。 

國民黨方面的思維 

  國民黨認為王張會可以顯示渠改善兩岸關係的決心與實際作為。在該黨政策文宣

中，認為「…王張會是兩岸關係發展迄今的必然發展，自兩岸兩會於2008年復談之後，

已在九次會談中順利完成十九項協議，其中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早收清

單三階段現已完成，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及促進協議、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等ECFA後續

協議陸續完成簽署，兩岸協商已有一定之互信基礎之下，始能有此次王張會之行，其圓

滿完成，不但進一步使官方交流逐步制度化，亦有助於兩岸關係進一步提升。相信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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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兩岸事務機關直接互動溝通之下，未來陸委會更有機會即時正確地為台灣爭取權益，

而王張會亦可看出執政團隊始終如一的立場，亦即國民黨將在和平發展原則下，持續深

化兩岸經貿發展的決心。」1 顯然國民黨認為王張會除了官方接觸的象徵意義外，還能

促進各項談判及協議的簽署。雖然各項協議目前看來還是由兩會出面代表簽署，但官方

會面對於簽署的氣氛仍有相當幫助。 

  但是自從2014年3月18日學生攻佔立法院議場，「太陽花學運」開始以後，兩岸後續

任何協議的簽署勢必遭受台灣社會更多檢視，且國民黨面對學運的訴求截至本文脫稿

（2014年4月初）時仍未能為學運群眾接受，無疑是與先前王張會時所達成的「盡速簽署

後續協議」有所出入。之後王張能否再次會面，也會受到台灣社會一定的質疑和檢視。 

  此次王張會精神、模式和議題將直接作為「習馬會」的先導，也是觀察習馬會的唯

一最重要指標。關於習馬會，對國民黨有一定政治利益，特別是確定馬英九總統的歷史

地位及2016年總統卸任後他在國民黨內的共主地位，全力促成是他的理性決策。衡諸歷

史，連戰僅是以在野黨主席身分訪中與中國最高領導人會面（連胡會），就已經得到了

巨大的利益和地位，馬實際推動的兩岸政策比連更多、政治地位更崇隆，沒有理由不推

動與中國領導人的高峰會來收割其成果。所以此次王張會對馬來說也非常重要。從王回

來後並未遭到馬任何責難，顯然會晤結果能夠秉命而行順利達成馬的初步設定目標。另

外連戰也對王張會表示肯定，除了顯示馬連已有一定默契外，也代表推動習馬會已是國

民黨內高層一致共識。 

結語 

  兩岸政府之間若能在不預設框架下、排除障礙積極交往，甚至進一步導向兩岸關係

的正常化，是可以逐步推進。但台灣社會應當要對中國政府的可能操作及政府的弱點提

出相關要求，任何官員赴中訪問應秉持台灣主權、公開透明、立法監督等原則，因為台

灣不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這符合事實也符合台灣絕大多數的民意。在中國的所有言

與行，也應向國人說明清楚，不應隱匿；如果是商談重要事務或一定層級以上，赴中之

前與返台之後，最好也能向立法院提出詳盡的報告與說明。 

  在王張會之後，代表官方接觸將化暗為明，因此行之有年的海基、海協兩會交流及

商談機制將逐漸弱化甚至走入歷史，應是可能的發展。陸委會與國台辦建立聯繫機制將

是必然，如此勢必增加中方對台北當局的直接影響力。這也對民進黨形成重大制約。即

使民進黨2016年能夠重返執政，面對這既成的默契及有形無形的框架，也難以立刻杯葛

或停止，繼續維持運作應是可能的結果。但是民進黨是否會因此而必須檢討其政治主張

與立場，將是中方是否同意賡續配合運作的直接因素。 

  譬如本次王張會前，傳出中國要求王張會應不涉政治議題，不能提中華民國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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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民主法治、總統等，這樣的限制及舉措明顯矮化台灣。事實上，中國在兩岸交流經

常採取令國人難以接受的舉措，對岸這種作為有其一貫性與普遍性，譬如去年12月底

「2013兩岸媒體前瞻論壇」上，中國在未經代表台灣公廣集團在內的媒體同意下，強勢

植入會議結論，但是台灣的國安會、陸委會等機關，並沒有因此而向中方抗議，原因就

在於不能影響王張會的進行及氣氛。未來無論台灣何黨執政，這樣的框架可能已告確

立。 

  王張會之後，台中政治接觸勢必日益綿密，和平協議及政治談判的先期準備及氣氛

營造應將次第出現。雖然因為「太陽花學運」對於服務貿易協議的強烈否定，但是難以

影響中方的促統決心與步伐，相形之下有可能使北京當局產生危機意識，必須把握馬總

統仍在位的機會之窗而加速促統，是非常值得關注的發展。 

  民進黨在兩岸事務的邊緣化必然加劇。過去海基會董監事尚可開放在野黨代表一二

人，對於參與兩岸事務及政策尚有些許無用之用，如今連此種無用之用也將逐步喪失。

而在太陽花學運中，這種窘態更暴露無遺。以後隨著兩岸官方交流全面加溫，民進黨將

更難施展。 

  王張會後，兩岸互設辦事處將加速進行，因為兩岸「政治對話」和官署、官員的直

接接觸透過「王張會」，已不再是禁忌；且王張既然可直接會談，援此中方在台辦事處

自可直接與我政府機關往來。中方將更有機會直接觀察台灣各領域政治運作、決策形成

與人員表現；甚至可能產生「未統先治」的實質影響力。這種登堂入室的作法，恐怕少

有人能意識到其重要性，也是王張會對台灣的主要影響。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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