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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24天，學生在大批警力不友善的蒐證動作與包圍之下和平退出議場，318學運在4月10日宣告
落幕。這是一場年輕世代對上傳統世代、新媒體對上舊媒體、公民對上政黨、民主價值對上統獨
立場的戰役。

      短期內，衝擊到馬政府的既定兩岸政治議程安排，長期來看，則可能為兩岸關係的下一個
階段，被稱為「深水區」的政治、軍事互信議題的談判，設下一道預防暴衝的防火牆，同時，也
可能啟動北京新一波對台策略的調整。 

北京態度趨於務實溫和 

      就在學生退場的同一天，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出席「博鰲論壇」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這
次台灣反服貿抗議事件，讓他了解到台灣方面對於服貿協議只有大企業受益的聲音，如果他訪問
台灣的話，願意與台灣的中小企業對話，願與台灣社會各階層對話（包括反服貿的學生）。他是
希望今年上半年能訪問台灣，但時間、地點還要再議。 

      在學運初期，發言人馬曉光在3月26日記者會上說「大家都認同『和則兩利，分則兩害』
，兩岸同胞都不願意看到兩岸經濟合作的進程被干擾」，「兩岸服務貿易協定是一個體現了互利
雙贏的好協議」，「臺灣社會對服貿協議的一些疑慮事實上是不存在的。例如協定並未開放大陸
勞工赴台工作，也沒有開放大陸民眾投資移民。只要能夠認真瞭解事實，擔憂就可以得到化解」
。 

      亦即，原本北京仍認定台灣民眾反對服貿是因為「對服貿本身不了解」，因此他們認為只
要馬政府能夠做到讓民眾「認真了解事實」，就會知道到服貿「是個體現互利雙贏的好協議」。
這種態度，與馬政府長久以來的立場是一致的，也就是認為，招致反對是因為宣傳不足，而非溝
通不足，行政院發言人孫立群就說，他認為政府是輸給網路上的「懶人包」。 

      但是，到了學運結束之際，張志軍的發言轉成「了解台灣對於只有大企業受益的聲音」，
並願意與中小企業、以及「台灣各社會階層」對話，更強調「王張二會」仍在計劃之中，只是時
間推遲。 

      國台辦態度的轉變，透露出幾件事情：一是北京並未公開去涉入學運與反服貿這件事，而
是謹慎從旁觀察；二是北京已經注意到政黨的影響力（民進黨）在這次社會運動中是大為弱化；
三是將「反對服貿協議」定性為「台灣社會內部利益的不調和」而非「反中」；四是北京願意直
接與台灣人民溝通對話。 

      服貿卡住九個多月，甚至爆出50萬人上街反對的大規模抗爭運動，對台辦官員及涉台人士
而言，壓力是非常大，這不僅涉及到工作表現，更涉及到路線的正確性。據了解，這一陣子，幾
乎所有涉台人士幾乎都一面倒地將學運歸咎于民進黨的「操弄」，並將之定性為「台獨」勢力的
杯葛。將事件原因歸咎給民進黨與台獨勢力，是一種慣性作法，相對簡單，能在上頭追究時提供
明確的「敵人」，省去解釋「台灣社會力」的麻煩。 

      不過，國台辦在對外的公開談話上，則顯得相對理性而通情達理，顯示北京領導人似未受
到涉台人士「傳統觀點」的影響，同時，也希望用真正有效的方式來化解台灣社會的疑慮，甚至
進一步將之轉化為一種「助力」。畢竟，這不是一次就完結，兩岸間後續還有其他的議題要處理
，而且是更難處理的政治與軍事議題。其次，對於北京領導人來說，兩岸議題在處理順序上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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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在非常後頭，它不是一個重大優先事項，因此，盡可能讓事情平順落幕，以避免引發不必要的
爭議、引來多餘的壓力。 

      北京從2011五都選舉開始，對於「為什麼ECFA讓台灣人民無感？」這件事耿耿於懷，因
而啟動了一系列「往南走、向下沈」的與台灣民眾直接對談的動作。 

      從這次回應反服貿事件的態度來看，這些「親近台灣人民」的動作是有效果的，至少台灣
社會的感受有被納入決策考量，而不僅是像過去只接納國民黨的單方說法。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轉變，台灣必須要關注且密切觀察。 

兩岸政治議程受衝擊 「馬習會」是否安在？ 

      反服貿運動，打亂了馬原本佈局的兩岸政治議程。依照馬的規劃與佈局，四月中旬是王張
二會，目的仍是鋪排、準備可能的「馬習會」；服貿協議則要在這個會期（六月底前）通過，下
個會期則是自由經濟示範區、兩岸互設辦事處、以及年底前通過貨物貿易協議，而貨貿協議目前
已經完成約九成的項目談判。這一切，都與馬英九一心一意要完成的「馬習會」大戲直接相關。
也因此，為什麼服貿會成為去年「馬王政爭」的導火線，也與服貿的審議程序卡在立法院遲遲無
法進展有關，因為北京其實對馬處理的能力相當不耐。 

      馬、金兩人這次處理學運的手法，是金過去一貫的操作模式，透過美、中的放話來製造壓
力，再透過撲天蓋地的輿論宣傳將外部壓力化為內部壓力。金溥聰在返國之前就已經先表示他「
反對暴力」，將學運先打成「暴力份子」；接下來是一連串的美方學者的放話，包括AIT理事卜道
維（David Brown）對民進黨籍立委蕭美琴公開信的回應，直指學生霸占立法院，或是民進黨霸
占發言台，都是非法行為，而且他認為民進黨「利用這些議題以獲取政治利益」；以及美國國務
院亞太助卿羅素（Daniel
Russel）在4月3日
一場聽證會上也表示呼籲抗爭學生避免暴力，並主動提及兩岸關係的「傑出進展」。據了解，美
國的主流媒體並沒有真正掌握學運的資訊，許多報導不符事實、也引用馬政府外交系統所提供的
詮釋角度，亦即這是一種暴力，不應該以暴力、佔領國會方式表達意見。 

      另一方面，學運主要成員與民進黨的關係，以及對服貿訴求的一致性，也挑起美方長久以
來對於民進黨「逢中必反」、「反商」、「Trouble Maker」的厭煩情緒，因此，從美國官方到
不少外交學者，都傾向接受馬政府的說法，並做出足以被國內媒體援用來打擊民進黨與學運的工
具素材。這個操作手法確實形成不錯的效果，至少已經對民進黨造成一定程度的壓力。 

      更有甚者，據媒體揭露，馬原本已計劃好要在4月8日對立院議場做「清場」動作，因為馬
已安排好要在9日與CSIS進行視訊會議，他也已經計畫好要在這個場合宣示「若台灣人民支持，
兩岸也不排除討論政治議題」。這個宣示對他一直希望要進行的「馬習會」有重大意義，他不能
讓這個搭建已久的舞台被學運毀掉。因此，他選定8日清場，無非就是要向外界展現他有能力處
理這群壞事者，他還有處理內部事務與兩岸事務的主導能力。 

      因為計畫8日要對學生動手，所以在清明節假期間才會出現大批警力調動到立法院週邊。
據了解，這個計畫已分別事前向美、中做好溝通，也獲得美、中的支持。學生選擇在7日宣布將
退出議場，是否與這個清場決定有關，尚難直接論斷，但馬英九在學運對他造成重大統治危機、
信任面臨破產之際做出種種操作，不能不稱讚金確實是個厲害角色。 

學運結束 遍地開花 壓力落在誰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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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運結束之後，學生光榮退場，誓言要遍地開花，將理念化為具體行動。11日王金平立即
召開院會，將兩岸協議監督條例排入委員會審查。接下來，壓力將落在兩黨立委身上，尤其是民
進黨，其審查過程的所有言行都會被嚴格檢視。 

      而在此時，涉台學者開始出現「也不排除重談的可能」的聲音，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在接受
訪問時也提到如果服貿協議受到修改，則必須要重啟談判，而北京也沒說不能重談。看起來似乎
北京態度開始轉成「開放」，不過，筆者認為，北京是要讓馬「自己收拾爛攤子」，北京不拒絕
台灣人民的修改要求，但究竟修成什麼樣子，如何去面對政商與企業的壓力，則是馬自己要去面
對、處理的事情，他們不打算在這件事情上公然施壓、成為一種助力。因此，不急於讓服貿通過
，甚至也可以接受貨貿先談。 

      至於「馬習會」，多數人認為，要在APEC場合是不可能的。如果不在一個類國際場合，
是否有機會在其他場合？目前眾說紛紜，有媒體說可能選在APEC舉辦的地點、但時間是提前一周
來舉辦；但據消息指出，其實北京已經設定了一些底線，先前已經提到過不能在國際場合，同時
，也傾向是「總書記」與「黨主席」身份的會面。以馬英九目前的支持度，台灣社會很難接受他
接受北京所設定的「馬習會」條件，從這個角度來看，「馬習會」的機率已經不高了。但是，反
過來看，年底七合一選舉，若馬因為一系列的政策錯誤而導致國民黨的挫敗，進而讓民進黨贏得
2016年大選的機率增加，也不是北京所樂見的事。從這個觀點來看，運用「馬習會」、或至少各
個「馬習會前會」來提振馬的支持度，也是北京可能選擇的操作策略。 

      無論如何，若兩岸監督條例的立法、最後是能夠為台灣社會所接受，則象徵著兩岸關係進
入到一個新的階段，未來的兩岸協議的談判與簽署，有機會成為真正的「制度化」，而不再受到
特定人或特定政黨的影響，亦即，即使政黨輪替，也能夠維持協議的穩定性。從這個角度來看，
或許協商過程耗費更多時間成本，但是能夠確保協議的穩定，這對台灣或北京來說，都是一個正
面的事情。

作者吳敏之為政治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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