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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16日，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以689萬得票數、56.1%
得票率的結果，贏得總統大選
。同時，民進黨在立委部分單獨拿下68席，加上1
席無黨籍加入黨團運作，共69席，遠超過國會過半所需的57
席，
有別於過
去執政時期朝小野
大的窘境，民進黨將真正進入「完全
執政」，而國民黨拿下35席，與親民黨聯手，達到39席的「阻止修憲」低標。

 

勝選當晚，在蔡英文的國際記者會及勝選演說之後，國台辦即發佈聲明，表示注意到臺灣地區選
舉結果，強調應珍惜過去八年兩岸和平穩定成果，指出「將繼續堅持九二共識，堅決反對任何形
式的台獨分裂活動。…願與所有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非認同「九二共識」）的政黨和團體加
強接觸交流。」

 

隔日，新華社發表評論文章「不畏浮雲遮望眼－且談如何看待台灣大選投票結果」，重點包括：
一、內政決定國民黨敗選；二、蔡英文不敢否認九二共識，而是提出維持現狀的主張；三、民進
黨負有維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現狀，發展兩岸關係的首要責任」。定性台灣大選結果是國民黨執
政不力，與對台工作無關，同時強調蔡英文將不會否認（推翻）九二共識此「政治基礎」，也未
出現她是「台獨」或「兩國論」等攻擊文字，調性堪屬平和。

 

不陷入被動，蔡與對岸隔空對話「政治基礎」

   

 

選前，在12/27
的政見發表會上
，蔡英文出人意表的主動拋出兩
岸政策，表達民進黨從未否認過1992
年兩岸曾經在香港進行會談、達成相互諒解、求同存異的歷史事實。此作法除向北京表態，也意
在排除「九二共識」議題的干擾，將剩下的辯論時間聚焦在內政與經濟議題之上。

 

讓各方更訝異的是，就在勝選日後不
到一個星期，蔡英文在1月21
日透過自由時報專
訪，主動釋出訊息。這讓北京有些驚
訝，原本被認為會等到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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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職演說時才會針對「九二共識的替代方案」有所論述，但蔡也選擇提早做出鋪陳。

 

她在專訪中指出，在1992
年，兩岸兩會秉持相互諒解、求同存異的政治思維進行溝通協商，達成了若干的共同認知與諒解
，她理解和尊重這個歷史事實。她認為，92
年之後廿多年來雙方交流、協商所累積形成的現狀及成果，兩岸都應該共同去珍惜與維護，在這
個基本事實與既有政治基礎上，持續推動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與發展。

 

她也闡述了「既有政治基礎」的四個關鍵
元素，包括：1992
年兩岸兩會會談的歷史事實、以及雙方求同存異的共同認知；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兩岸過去
廿多年來協商和交流互動的成果；台灣的民主原則以及普遍民意。

 

對此，國台辦迅速回應。發言人馬曉光說，「我們注意到了相關報導」，「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其核心意涵是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只有繼續堅持和維護好共同的政治基礎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才能行穩致遠。」對於蔡的說法，未表示肯定或否定。

 

1月27
日，國台辦例行記者會，發言人馬曉光提到「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是維護台海和平、推進兩
岸關係改善與發展的定海神針；只有繼續堅持和維護好共同的政治基礎，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才能
夠行穩致遠」，此說法隨著記者的提問，共出現五次，當中兩次出現「若否則將遭遇驚濤駭浪，
甚至徹底傾覆」等字句。

 

隨後，2月2
日在北京召開全國對台工作會議。政協主席俞正聲的致詞包括幾個重點：一，過去一年兩岸關係
翻開歷史新頁，對台工作取得新進展，給予充分肯定。二，繼續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
和平發展正確道路。三，加強與台灣所有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政黨和團體接觸交流。四，強
化包括三中一青、產業、金融、農漁業及各領域交流合作。

 

北京忍受觀望，美方促務實彈性

 

至於美方，華府在選
後隨即派出代表赴兩岸進行溝通。前副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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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卿伯恩斯在18
日抵達台北會晤蔡英文，他表示美方期待看到政權交接期一切順利，並期待與新政府展開進一步
的合作與交流。而副國務卿布林肯則在21
日會晤國台辦主任張志軍，重申繼續維持兩岸關係和平穩定，是美國的長遠利益。

 

與此同時，美國在台協會前執行理事施藍旗在傳統基金會表示，蔡英文承諾會建立一個有持續性
、可預測並持久的兩岸政策，願意維持現狀以維護台海的和平穩定，美國強烈鼓勵蔡英文在這方
面努力。蔡英文完全了解九二共識對中國的重要性，她的說法給了中方很大的空間來處理九二共
識，即使蔡沒有說出「九二共識」，但涵蓋了許多其中的要素。

 

２月中旬，美國亞太副助務卿董雲裳出席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聽證會，她表示，選前與蔡
在華府會面時，蔡重申會維持現狀，了解她有責任尋求一個可以維持台海和平與穩定的政策，她
會與北京當局合作找出維繫兩岸關係的方式。美國也利用各種機會與中國官員接觸，強調美國強
烈希望見到兩岸穩定與交流能夠持續，鼓勵北京保持彈性、創意與台灣合作，找出交流的基礎。
中國官員則表示，他們正在研究蔡英文提出的方案。董雲裳認為，台海雙方都有這個意願。

 

選後迄今，從美中台三方的表述與主張來看，可以看出，蔡英文以積極迅速的方式拋出「九二共
識替代」論述，北京對此雖不滿意，但尚可容忍，並期待「更進一步」。而美方對蔡自選前到選
後的論述，則是正面看待，並期望北京能務實以對、保持一定的彈性空間。

 

1992
年香港會談雙方達成若干共同認知與諒解」來回應，而對於中方詮釋為「台灣與大陸同屬一個中
國」的所謂「既有政治基礎」，則以「九二會談歷史事實、兩岸廿多年來交流成果、中華民國憲
政體制、以及台灣的民主與
民意」等四個關鍵元素來對應。透過對「1992
年會談過程所達成若干共同認知與諒解的歷史事實」的文字敘述，取代定義分歧的「九二共識」
一詞，而透過對「既有政治基礎」的清楚定義（四項元素），一方面直接回應北京，另一方面則
為彼此保留各自解讀與詮釋的空間。

 

選後，各界始終在關注，習近平對準政府的政策是否已經定調？到目前為止，除了學者評論外，
北京官方說法的調性仍屬相對溫和，對於記者追問「若蔡英文仍不承認九二共識」，都翻來覆去
以同一套說法回應，看得出至少現階段是希望能夠保留些空間的思路，因此並未直接批判蔡英文
，對她的論述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有學者認為，這種態度已然釋出某種「正面看待」的訊號，但
是，這是否已是「定調」或仍處於「觀察」狀態，後續幾項重要議程，包括３月初的「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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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是否會在聯組會上發表談話，將是重要觀察指標。

 

兩岸關係不是誰給誰列清單

   

 

2
月中旬開始，新的國會開始運作，民進黨已提出優先法案清單，當中包括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由
於屆期不連續，民進黨團將提出新的版本，據媒體報導，針對兩岸相對定位，將會依據中華民國
憲政體制來處理，亦即，新提出的草案文字，極可能是比照「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民進黨對於監督條例的處理方式與態度，一方面是實現對選民的承諾，盡快完成協議簽署與談判
監督的法制化，另一方面，是向各界展現，民進黨有意願維持兩岸的和平穩定與發展，更有能力
處理好兩岸關係，再者，也透過此過程，體現蔡英文所說的「最會溝通的政府」。

 

高度政治性的議題，往往得到最多關注，但事實上是，完成一部真正有效可行、落實監督的法律
，才是攸關兩岸關係能否繼續往前、朝向健全發展的關鍵所在。畢竟台灣社會的共識就是，先監
督條例，而後才有服貿及貨貿，因此，主客觀上來說，監督條例的修法算是新政府在上任之前就
釋出的具體「善意」，也為後續處理服、貨貿預留空間。

 

儘管不少學者或評論人士持續為蔡英
文「列清單」，認為在520
前有哪些事情是「北京期待」的，又或者哪些事情若不具足則兩岸即便不地動山搖、至少也會相
敬如冰的。例如包括監督條例的兩岸定位、海陸兩會首長的任命，乃至於520就職演說等。

 

但是，兩岸的互動，不是誰單方給誰列清單，也不是誰單方實施政策就能得到「促進和平發展」
的成果，畢竟這是
一個互動的、動態的過程。兩岸關係
要可長可久，特別是在520
後的民進黨執政期間，北京若仍堅持過去的思維與做法，甚至強硬表態、施壓，在當前民意的趨
向下，可能無法達到「和平穩定與發展」的期待，甚至可能將台灣民心越推越遠，同時也限縮自
己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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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目前面臨的內外情勢，內部是經濟成長放緩新常態、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環境污染問題持續
，外部則是包括南海、東北亞區域緊張升高的結構。同時，今年將是習近平著手安排接班佈局的
重要一年，從一系列的「習核心」論述，以及要求官媒必須「姓黨」來看，持續鞏固權力、掃除
佈局的障礙，推動他的政治議程（例如「全面小康」）是重要目標。對北京來說，兩岸是核心議
題，但非優先議題，在美中各有重大政治活動的今年，維持內部與外部的穩定，才最符合他的發
展利益。

 

「穩定」是符合兩岸利益的最大公約數

   

 

所以，有學者說，「北京需要蔡英文」，這個「需要」是一種相對的概念，北京需要的是一個相
對穩定、不出現挑釁或意外、不背離雙方利益的兩岸關係，而這需要未來新政府的合作、至少不
刻意挑戰，才能達成。另一方面，台灣新領導人也有自己的政治議程要處理，包括經濟與產業的
轉型，落實世代正義等，這也有賴一個穩定的外部環境。

 

因此，或許在520之後，或者520
到年底，北京對於新政府的兩岸論述仍然無法百分之百滿意，但應該要理解，兩岸有各自的限制
與考量，目前雙方最大公約數就是「穩定」，既然如此，應該是務實看待彼此，看實際的作為、
而非僅是言談，來逐步累積互信。

 

正如同壹週刊在選後刊出的專訪，蔡英文說她非常能夠了解對岸的善意，因為對岸在這次選舉其
實是非常克制的，「像這樣的體會理解跟善意，就是最好的溝通」。而所謂「溝通」，並不只是
坐下來談判，更包括在於做了什麼事，對方能夠理解你的善意，就是最好的溝通。

 

目前民共之間並無正式的互動機制，但過去一年來許多的公開談話與回應，雙方某種程度上已經
隔空做了許多的溝通，總的來看，至少沒有發生衝突或嚴重誤判的情況。「地動山搖」、「驚濤
駭浪」都不符合雙方利益，兩岸關係，唯有行穩才能致遠，關鍵就在能否把握每一個具體作為的
善意，並為彼此創出更多的迴旋空間。

 

作者吳敏之為政治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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