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世紀論壇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76期／2016.12.30 4   

台灣面對「一中原則」的困境

與挑戰 
 

●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台灣歷經馬氏政府八年違反民意的執政，留下千瘡百孔的問題尚待解決。五二○蔡

英文就任總統後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面對一連串政治、經濟與社會等潛藏的問題需要

處理、解決，台灣人民都希望蔡政府振衰起敝，為台灣帶來長治久安與永續發展的新機

運。 

  中國是台灣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如何對抗中國併吞的壓力？如何避免中國將經濟

依賴轉為政治影響力，破壞「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的現狀？如何對付潛藏在台灣內

部的急統勢力與北京的裡應外合？這些關鍵的問題對蔡總統與執政團隊都帶來嚴峻的考

驗。 

「一中原則」是中國要併吞台灣的武器 

  「一個中國原則」是北京對外宣稱，為了維護中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的政治術語，

以解決中國內戰所遺留下來的台灣問題為藉口，進行併吞台灣的企圖野心。所謂「一個

中國原則」就是「中國只有一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

法政府」。 

  事實上台灣是一個與中國互不隸屬的國家，但是中國利用「一個中國原則」，在國

際上否定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北京刻意扭曲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迴避

《舊金山對日和約》有關台灣主權的規定；同時，強迫要求與其簽訂建交公報與各種條

約的國家，必須接受「一個中國原則」或採取「一個中國政策」，表達認同台灣是中國

一部分的主張。 

  中國利用一中原則的三段論述連結台灣與中國大陸為中國內部的關係。中國一再申

明「一個中國原則」是對台政策的核心，堅持在「九二共識」基礎上，推動與「台灣當

局」的協商談判，展開與台灣各政黨的互動。同時，以武力恫嚇與政治統戰互為表裡，

一方面打壓台獨—台灣獨立於中國之外—的事實與力量，另一方面則訴諸血濃於水的中

華民族感情，標榜在兩岸同屬一中之下，強化民間交流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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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堅持「九二共識、一個中國」 

  眾所周知，「九二共識」是前陸委會蘇起為了因應2000年民主進步黨首度取得政

權，重新包裝「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意涵、憑空創造的虛幻名詞，「九二共識」事

實上並不存在。 

  中國國民黨一再堅持「九二共識」是指「一個中國，各自表述」，與北京政權所定

義「各自表述，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有所不同。表面上，他們對「九二共識」的

解釋各取所需，事實上，北京擁有「一個中國」的絕對詮釋權，一個中國根本沒有各自

表述的國際空間。中國利用「九二共識」偷渡「一個中國原則」，而中國國民黨則利用

「一中各表」的騙術，繼續維持既有的政治利益。國、共雙方都接受「一個中國」的共

識，無論「一中各表」或是「各表一中」都不是問題。中國國民黨宣稱「九二共識」有

助於促進雙邊關係的發展，可帶來兩岸和平並創造和平紅利，而北京則威脅不接受「九

二共識」就會地動山搖。最終目的就是在綁架台灣、併吞台灣。 

  馬氏政府自我吹牛「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之成就，營造出台海前所未有和平的狀

態。實際上，中國併吞台灣的意圖既未改變過，打壓台灣的力道也愈來愈重。2016年台

灣大選所展現的新民意，台灣人民以選票唾棄馬氏政府向中國全面傾斜的兩岸政策，同

時也拆穿了國、共聯手編織虛幻的「九二共識」，想要橫柴舉入灶綁架台灣人民、併吞

台灣的騙局。 

  從蔡英文總統候選人發表當選感言、到發表就職演說以及後續諸多重要的發言，一

再強調維持台海安全及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的重要性，蔡總統基於台灣人民希望當家作主

的願望，無懼北京的施壓，堅定拒絕「九二共識」。不但排除「九二共識」作為未來

台、中雙邊互動的政治基礎，同時更凸顯民主台灣不屬於共產中國的事實。 

 二、反對一切形式的台獨 

  什麼是「台獨」？台獨是台灣獨立於中國之外的簡稱。台獨代表台灣有獨立的國

格，表示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自1949年10月1日成立以來，六十

八年間沒有一日統治過台灣、也沒有一日管轄過台灣。明明白白的事實，彰顯台灣是一

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的國家，而「台獨」既是台海雙邊的政治現實，也是台灣

政治的「現狀」。1 

  中國將台灣視為其固有神聖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從北京的角度來看，以任何名

義、任何方式，將台灣與中國分隔，改變台海雙方同屬一個中國的神話，都是北京無法

容忍且必須打擊的對象。按照這個邏輯，在台灣統獨的政治光譜中，除了少數極端支持

促進中國統一者之外，其他支持「台灣、中國，一邊一國」、「兩個中國」與「維持現

狀」等絕大多數台灣人都是北京領導人口中要修理的「台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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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處理「台獨」的手段，除了武力威脅恐嚇之外，鎖定在中國發展的台灣知名人

士冠上「台獨份子」稱號，進行政治打壓，已不是甚麼新鮮事。最具代表性的就是2005

年本土色彩濃厚的奇美集團創辦人許文龍董事長在北京的壓力下，不得不發表一封「退

休感言」的公開信，表示「台灣、大陸同屬一個中國」。台灣藝人也無法倖免，2016年

總統大選前發生「周子瑜事件」，就是因為在韓國的電視節目上手持台灣國旗，被舉報

為台獨而受到打壓，台灣總統大選後台灣知名導演也受到波及，被迫表達反台獨的政治

立場。等到蔡英文總統就任之後，海霸王集團也被點名為「台獨企業」被迫在台灣刊登

廣告表態「堅定支持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立場。上述這種「殺雞警猴」打壓台獨的手

段，其效果是讓台灣人民看清北京政權鴨霸可惡的本質，對增進台海雙邊的信任與交

流，一點幫助都沒有。3 

  台獨表示台灣人有自己的國家，在自己生長發展的家園作自己國家的主人。這是天

經地義、非常光榮的代誌。「台獨份子」就是愛台灣國家的人，是做人的基本尊嚴，是

一種光榮，不容受侮辱，不容被污名化。我們要自尊與自信。台灣人應以台灣為一個主

權獨立國家為榮。中國愈侮辱、愈打壓，最後台灣人人都成為「天然獨」，發揮眾志成

城、保衛國家的意志與力量。 

 三、促進台海雙邊的連結關係 

  中國是全世界唯一明言不放棄以武力併吞台灣的國家，北京追求中國統一的規劃

中，根本沒有所謂「政經分離」這回事。北京竭盡所能提升台海雙邊的經濟依存與社會

互動，主要目的在於深化雙邊的連結關係，再加上透過對台讓利的手段，降低台灣對中

國統一的抗拒。另一個北京所打的如意算盤則是鼓勵更多台灣人到中國旅遊與經商，希

望台灣人能見識到中國的長足進步並引以為傲，藉此誘發台灣人對中國的認同感，支持

台灣與中國大陸的統一。4 

  繼1997年中國推出「一國兩制」之後，第二個對台促統策略的誘餌就是「對台讓

利」。中國為了給甜頭，讓台灣人瞭解一旦與中國建立經貿的緊密關係可以獲得哪些好

處，北京願意大方簽署對台灣讓利的協議。過去二十年間，台灣對中國採取循序漸進的

開放，直到2008年後，馬氏政府積極向中國傾斜，全面對中國開放政治、經濟、外交、

文化、教育與社會等政策無一例外，台灣的資金、技術與專業人才等重要發展資源大批

流向中國，其中顯而易見的影響，就是台海雙方產業結構出現變化。由原先「台灣接

單、中國生產」貿易垂直分工的合作模式，隨著中國內部生產技術的提升，逐年降低對

台灣產品與技術的依賴，進而發展成「中國接單、中國生產」的貿易競爭模式。 

  第二個影響就是帶動中國紅色供應鏈的崛起，在中國政策性的扶植下，取代外國在

中國的代工廠，搖身一變成為台灣產品出口的競爭對手。此外，競爭力大幅提昇的中資

企業，為擴大市場版圖甚至來台灣計畫性併購或參股代表性的企業。總而言之，馬氏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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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八年執政主導推動的兩岸經濟整合，以「兩岸互利為幌子」的積極開放政策，再配合

ECFA等政策，台、中雙方經濟深度連結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也讓台灣經貿發展的命脈

被牢牢地綁在中國的鐵鍊上。 

  蔡英文政府執政以來，表明不接受虛假的九二共識，北京則以「未完成的考卷」為

由，對蔡總統「聽其言，觀其行」施壓，要求必須對「九二共識」明確表態。中國遲遲

無法得到滿意答案，惱羞成怒採取「以經促統、以商逼政、以民逼官」統戰手段進行

「窮台政策」。先從大幅縮減中國觀光客來台開始著手，隨後中斷對台灣農產品的採

購，再逼迫台灣依賴中國市場與中國觀光客消費的相關業者，走向街頭遊行向政府陳

情。我們千萬不可輕忽這類迎合中國意圖抗爭的力道，未來將持續對蔡英文政府帶來更

大的壓力。在台海雙邊關係陷入降溫停擺的同時，中國則另闢對台管道，邀請中國國民

黨主政下八個縣市的首長或代表訪問北京並給予差別化的優待，對台灣內部進行統戰分

化的攻勢。顯然，經濟是政治的物質基礎，台灣經濟一旦無法擺脫對中國市場的依賴，

就無法在政治上抗拒中國的威脅利誘，台灣得來不易的民主機制既無法鞏固，連帶主權

的獨立自主也將岌岌可危。5這是台灣政府與人民必須嚴肅面對的課題。 

國共聯手 對抗台灣 

  中國打壓台灣的手段百百種，傳統上他們慣用的統戰手段就是「聯合次要敵人，打

擊主要敵人」，製造與利用社會的矛盾，分化內部的團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為

了遏止2004年台灣本土政權再度贏得政權強化台獨的局勢，2005年中國通過「反分裂國

家法」，連戰以中國國民黨主席身分前往北京展開歷史性的「和平之旅」。連戰與胡錦

濤會面後發表「連胡公報」，開啟第三次國共合作的序幕，共同確認「國、共聯手反台

獨」的戰略目標。 

  國、共雙方在「連胡公報」上揭櫫雙方合作的新關係，毫不掩飾表明堅持「九二共

識」與「反台獨」的立場。明眼人都看得出來，北京深化國、共兩黨互動的目的，是在

台灣內部另立牽制政府的政治勢力，他們刻意孤立陳水扁政府與執政黨，發動「以經促

統」、「以商逼政」與「與民逼官」的統戰手段，製造台灣社會內部的分裂與對立。

2008年利用馬氏政府掌握全面執政的優勢，國、共積極貫徹「連胡公報」的內容，引導

台海雙邊的政治關係朝向中國所設定的方向發展。 

  蔡英文政府執政之後，「九二共識，一中各表」雖然不再是官方的基本立場，但是

也不可輕忽國共聯手對抗台灣的衝擊。中國國民黨無法接受同時失去政權與國會主導權

的事實，他們再度回頭向中國老大哥求援，意圖尋求北京外力的加持，以牽制蔡英文政

府的施政。國、共兩黨近期內展開兩次正式的互動，第一次是2016年11月1日的「洪習

會」，中國國民黨向習大大輸誠交心，提出以和平政綱對抗台獨黨綱，尋求以和平協議

結束台海兩岸敵對的可能性，也強調「深化九二共識」取代「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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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出「求一中原則之同，從一中涵義之異」作為兩岸關係的精神，毫不考慮台灣人民

的感受，強硬要求向北京的立場靠攏。12月23日國共進行第二次對話，最後提出八點共

識，不變的是雙方共同表達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政治立場，同時在認同九二共識

作為保障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基礎上，推動雙方民間的交流合作。6毫無疑問，國、共聯

手對抗台灣的惡意一日不除，問題仍將繼續存在，成為台灣走向國家正常化的絆腳石。 

美國川普時代的來臨與台美中三方關係的發展 

  2016年12月2日蔡英文總統打破1979年台美斷交後的外交慣例，與美國新總統當選人

川普（Donald Trump）進行歷史性的通話，川普稱呼蔡英文為台灣總統，轟動全世界，

觸動中國的敏感神經，戳破台灣屬於中國的謊言。隨後，川普接受媒體訪問又公開質疑

長期奉行「一個中國政策」，透露出對中國採取強硬的態度，嗆聲叫陣意味相當濃厚。 

  川普提出「讓美國再度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作為競選美國總統的主

要訴求，他多次重申上任後將竭盡所能，展現「今後的美國，將有別於過去的美國」的

新氣象。隨著新政府重要人事佈局的明朗化，許多國際重要媒體與政治觀察家注意到川

普的國安團隊將中國視為美國亞太佈局的最大敵手。隨著經濟與國防實力的逐漸壯大，

北京已經不再韜光養晦，表現在外的盡是擴張的霸權心態與作風、挑戰世界秩序的野

心、掠奪世界資源與規避公平貿易的手段，迫使美國選擇不再姑息，以嚴肅的態度面對

中國崛起所帶來的威脅。 

  美國是否會重新檢視與翻修自七○年代以來華盛頓採取「聯中制俄」的全球戰略佈

局？過去四十多年來，華盛頓利用「一個中國政策與三大公報」在民主台灣與共產中國

之間，維持著微妙平衡的態勢，是否也將出現變動？這些重要的議題，等到2017年1月20

日川普正式上任之後，答案就會陸續揭曉。但是，更值得我們關注的是，面對戰略環境

可能出現的變動，我們的政府與人民是否已經做好準備？ 

  無可否認，「川蔡通話」是台美斷交以來雙方政治領袖對話的第一次，這絕非偶然

的即興之作，而是代表川、蔡雙方高層與國安團隊之間曾經有過接觸。蔡英文政府必須

掌握歷史性的機運，打開國際空間的機會之窗，今後的四年在雙方現有的溝通管道上，

進一步深化台美之間的互信，作為未來促進官方正式交流的重要基礎。7除此之外，也要

積極強化台灣的戰略價值，打破美國對台灣與中國關係的迷思，引導台美中三方關係走

向一個合於現實與常理的新平衡狀態，並從中爭取台灣國家的最大利益。8 

  我們也不可忽略，川普治國的核心是「美國優先」，他對中國採取強硬的姿態，基

本上乃是以經濟利益為主軸，輔以軍事與外交手段。長期以來，川普對中國高額的貿易

赤字一直耿耿於懷，多次指控北京操控匯率破壞公平貿易，導致美國國內工作機會的流

失、勞工問題無法。川普強烈主張採取貿易保護主義，恐將激化美、中之間的貿易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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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甚至爆發兩大經濟體的貿易戰爭也不無可能。在兩強相鬥下的台灣，眾多台商在中

國的代工出口產業恐將受到波及，政府也必須嚴肅以對儘速研議因應對策。 

  基本上，政府主導推動鼓勵企業投資與擴大公共建設，固然有助於提升台灣內在的

動能。但是這樣還不夠，台灣想要擺脫對中國經濟的依賴，可利用此機會借力使力迎合

川普的政策，推動與日本的技術連結並向東前進美國，重新連上美日的經濟軌道，帶動

技術水準與產業競爭力的提升。同時，再利用美、日的途徑，落實新南向政策。如此一

兼兩顧，既可達到分散市場風險、推動經貿多元化，同時又降低對中國市場的依賴。9 

台灣人民要展現自立自強的決心 

  台灣人民如何去面對過去、承擔現在與挑戰未來？蔡英文總統在就職演說中特別提

到「國家不會因為領導人而偉大；全體國民的共同奮鬥，才讓這個國家偉大。」10短短

的二十多個字，提綱挈領指出國家發展的核心。事在人為！台灣要在美、中兩大強國的

壓力夾縫中求生存並不容易，台灣人民要作為蔡英文政府的後盾，展現領導力與改革魄

力，在台美關係有利台灣的態勢中，利用小國的靈巧與謀略，創造對我有利的新局。至

於，面對中國意圖用「地動山搖」的聲勢，台灣人沒有妥協、退讓、隱忍的本錢。台灣

人民要展現自立自強的決心，繼續推動內部的民主深化與加速經濟改造，台灣才有本錢

力抗中國的併吞威脅。民主富強的台灣不會永遠被共產中國的陰影所遮蓋。在全球化的

世界德不孤，必有鄰。我們要加緊腳步向國家正常化的大目標前進，相信台灣在國際社

會出頭天真快就會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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