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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雞新春伊始，中美兩
國領導人的一通電話，帶出了新的氣氛。美東
時間2月9
日晚間，白宮發佈新聞稿表示，川普於當晚已與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通電話。過程氣氛友好，
兩位領導人討論了許多話題，川普在習近平要求下，同意遵行美方之「一中政策」，雙方亦相邀
進行互訪。隔日川普透過推特發文，表示跟習近平進行友好的通話，相信雙方未來將可建立良好
關係。而在兩人通話的前一天，白宮才發佈了川普祝賀習近平新年快樂的信函。

川習通話冰釋僵局，中美互動進入新一回合

在正式上任後，川普跟約20
位外國領導人通過電
話，但跟中方的通話卻一直延宕，在日本
首相安倍將於2月10
日進行高規格訪美之際，此情況讓很多人坐立難安，擔憂美方是刻意拉抬日本的戰略地位，壓低
中美關係的重要性。據了解，白宮選擇在安倍到訪前，透過致函與通話釋出善意，正是為了削減
美方熱烈歡迎安倍所造成的壓力，也順勢化解自去年11月底「川蔡通話」以來的僵局。

此舉毋寧讓北京--尤其是涉外部門--
鬆了一口氣，習近平因「一中」是否可談而被迫陷入採取強硬作為的危機解除，而川普陣營中傳
統國安外交幕僚說服他「回到正軌」的努力，也收到初步成效。華府學者對此紛表贊同，認為是
明智之舉，符合美方利益，避開重大危機，讓雙方回到原點，可開始處理彼此真正關切的事，例
如經貿與北韓議題。

雖然許多中國網民津津樂道川普「打臉自己」，但是，如果有好處，髮夾彎又何妨？畢竟川普先
前叫陣時強調的是一中政策內涵的「定義權」，而非要「捨棄」一中政策。考量到川普先前拿「
一中」來叫陣是為了鋪陳經貿議題的談判，那麼，「一中」議題未必就此塵埃落定，可能成為一
個非檯面上的、動態的操作。

和中方打過交道的人都了解，中國對外談判是既要裡子、也要面子，有時候面子是更勝於裡子，
何況習近平下半年面臨十九大，現階段絕不希望在對外、對台上出狀況而導致更多內部挑戰，美
方當然深諳此理。因此，透過口頭修正展現善意，並未傷及實質利益但給足了習大大面子，對美
國而言，並無任何損失，更可能換得某些「感謝」甚至「回饋」。

許多媒體或專家在川習通話後隨即開始推論此舉恐危及後續美台軍售，都還言之過早，想得太多
。川普對「一中政策」說法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外界倒是可從此過程觀察到他未來處理中美關
係的思路脈絡與可能做法，至少他願意為了大局（或實際利益）而自我修正，而由女兒唱白臉、
爭取中國人民好感，則看得出他在手段上有很大的彈性，這些都讓各方得以逐步拼湊出川普「不
可預測性中的可預測性」。

美防長訪日韓、巡弋南海：安全承諾不變

2
月初美國防部長馬提斯訪問日、韓，美方對外表示此行主要目的是向日韓強調美國對同盟關係的
承諾，同時將進一步與日韓加強安全合作。馬提斯選擇南韓為首個出訪國，強調美韓同盟關係，
雙方將如期推進部署薩德反導系統之進程。訪日時與日方達成確認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適用釣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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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列嶼，支持美軍在南海的航行自由，並共同應對北韓的核導彈威脅。

2月18
日，美國海軍宣布第一航母打擊群展開例行南海巡航任務，堅持行使公海航行權，甚至有傳聞指
出可能進入中國在南沙或西沙群島新建島礁的12海哩範圍內照例，再度撐出中美關係的張力。

馬提斯出訪日韓，除了宣示與兩國之間的安全同盟以及對亞太安全承諾不變之外，同時也清楚表
達「日本是承擔經費的模範，將成為其他盟國的榜樣」，消除盟國對於「經費分攤」的疑慮。另
一方面，馬提斯此行達成的安全承諾讓中方反彈，加上美軍透過「例行巡航南海」表達對川普政
府未來處理南海議題的立場，顯示南海議題仍是未來中美角力的重點場域。

中央肯定對台工作成效，對蔡政府未完全定調

1月20日，中共政協主席俞正聲在2017
年
對台
工作會議
上講話，他指出，
「過去一年，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
黨中央準確分析形勢，...
…各地各部門…取得積極成效。黨中央給予充分肯定」。會議也要求，必須要「深入學習貫徹習
近平總書記對台工作重要思想」，「團結臺灣所有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政黨、團體和組織」
，「持續推進兩岸民間各領域交流合作」，「不斷擴大兩岸基層民眾和青年的參與度和獲益面，
研究出臺便利臺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就業、創業、生活的政策措施」。

俞的講話，釋出一個關鍵訊息，就是，習核心的對台政策，方針是正確的，工作是有成效的，沒
有失敗或錯誤的問
題。既然定了調，顯示流言紛紛的「
張志軍下台」將不會在19
大之前發生，至少，就算是人事更迭，也與對台工作無涉。從日前新任社科院台研所長（現代國
關院副院長楊明杰）與全國台研會長（前國務委員戴秉國）的人事安排來看，兩人經歷均以國際
關係或涉外事務為主，此脈絡或可作為未來台辦主任人選的思考著眼點。

不過，此考量突顯一個現實需求，就是，「兩岸關係」不僅存在兩岸之間，事實上是存在於國際
上各場域，更牽動大國在區域的權力平衡。這也是為什麼北京會認為搞好中美關係優先於對台，
「一個中國」透過外交上的一再確認是如此關鍵的原因。因此，在亞太及全球格局的下處理兩岸
關係，是必然的務實作法。

其次，「團結所有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政黨、團體和組織」（去年是說「要和台灣所有認同
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政黨和團體接觸交流」），顯示統戰與安全部門的角色正持續強化，透過與
台灣統派團體的緊密合作，增加附和「反獨」與「一中」的音量，對各項議題、政策乃至特定人
士進行抗爭與杯葛，達到製造對立與紛擾、分化台灣社會之目標。此情況未來料將日益嚴重，畢
竟對岸可運用之資源相當龐大。

十九大前拼績效，積極回應台商與青年需求

 2 / 4

Phoca PDF

http://www.phoca.cz/phocapdf


兩岸國際

發佈：2017-04-06, 週四 10:42
點擊數：6841

俞正聲談話的另一項重點，就是繼續落實、深化對台灣青年的工作，特別是幫助台灣年輕人在中
國找機會，最好是能夠安身立命，棄「獨」而從「統」。在此脈絡下，當香港媒體發出「對台工
作會議提出研究賦予台灣民眾『國民待遇』」的報導，引起各界議論不斷。台辦發言人安峰山回
應時說，涉及台灣居民在大陸的就業執業、社會保障、生活便利等諸多方面的政策措施，有關部
門正在按照會議精神的要求進行研究，成熟後將逐步地陸續公布實施。

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2月15
日出席台企聯春節聯誼活動，提出三項原則承諾，對於台商所提「設立台商民間銀行」、「開放
電子商務業務經營」、「讓台商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等主張，回應以將「積極研究，適時推出」
。同時，針對俞正聲所提針對台灣年輕人到大陸的便利措施，他表示「新的一年，一定能看到新
的氣象、新的變化」。

未來，這些措施是否真屬於「國民待遇」？而台商的需求是否會得到真正、具體的回應（不僅是
積極研究而已）？此部分仍待觀察。但是，既然已經開出「適時推出」的支票，對於涉台系統而
言，若能在19大前、甚至3
月兩會前推出更進一步的政策措施，則將再添一筆施政業績，讓習大大的工作報告的內容更亮麗
。對蔡政府來說，致力於讓在對岸生活與從商的台灣民眾能獲得更好的待遇與保障，原本就是協
商（工作）的目標之一。但，面對台灣年輕人不滿薪資水平低、對未來不安而向外尋求機會，須
嚴肅看待因應包括人力流失、甚至認同變化等風險。

從俞正聲的發言脈絡以及過去一年
台辦發言內容來看，從去年520
迄今，中共對台政策的方向與內容並無改變，對蔡英文政府尚未定調，也看得出習當前並無心力
積
極處
理（調整
）對台事務，希望
維穩，不要出現意料之外的變化。前
台研所長周志懷在去年11月30
日於兩岸智庫學術論壇拋出「不反對建立具有創造性的替代性共識」之後，兩岸學者圈開始尋求
討論與對話的契機，氣氛轉為活絡，但因蔡總統與川普通電話、以及川普操作「一中」政策的相
關發言，使討論戛然而止，至今無融冰跡象。

國民黨主席選舉結果牽動後續對台工作

據了解，北京方面智庫一直到去年底之前，都持續開會研討「國民黨的未來」，顯示對於「要不
要徹底放棄國民黨」這件事情仍猶疑不定，國、共畢竟是「九二共識」的戰友。過去幾年的經驗
，是否讓北京學會不要介入台灣內部政治、尤其是政黨運作，不得而知，畢竟各路人馬均有自己
與「天朝」的管道與脈絡，都希望獲得支持。

不過，最後決定國共關係走向的，仍然是國民黨的實力。這點則是紮紮實實的，沒有情感可言，
「你有多少票？」是最現實的問題。癥結在於，新主席就任後的國民黨，有沒有能力與當前的執
政黨抗衡？有沒有能力作為北京在台灣的、有力的代言人與政策推動者？國民黨內部政治結構的
變化，進而反應在選票結構上的情況，或將使中共對國民黨與民進黨的作法出現改變，也許將繼
續加碼國共關係，強化反制力道；或許是減碼國共關係，調整資源來處理（因應）民進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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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面對下半年的19
大，要端出來的，不僅是他所主導的「反腐工程」與「深化改革」的政績，還有讓人民感受到改
革氣象的人事佈局，以及他任內將到期的「第一個一百年」願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佈局與
作法。在經濟成長放緩成為「新常態」的當前，這個目標讓人壓力沈重，而中國內部對於習近平
到底是「保守」還是「改革」也深深疑慮，預期「維穩」將是他任期屆滿前不可或缺的要求。

如果，未來兩岸之間能有和緩的機會，對於雙方領導人緩解外部壓力、力拼經濟與產業，都屬正
面。若能透過逐步、漸進的、由學界與民間所開始的討論，漸漸形成正向的氛圍，將有助於型塑
兩岸官方恢復互動的環境，此事值得雙方正面看待與推動。畢竟，僅僅是「將台灣逼到牆角」並
非北京的目標，將台灣問題處理好、兩岸關係和緩穩定並有助於中國大陸掌握和平崛起的機遇期
，才真正符合「共產黨永續執政」的利益與目標。

 

 

 

 

作者  吳敏之  為政治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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