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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參與亞太經合會兩岸互動之觀察 

 
周志偉 * 

 
中華民國於 1991 年以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之名稱加入亞太經濟合作

會議（APEC），多年來政府運用此一多邊經貿平台，推動臺灣的國際關係與兩岸

關係。今（2013）年 10 月 7-8 日，第二十一屆亞太經濟合作會議領袖會議於印

尼峇里島舉行，馬英九總統特派遣前副總統蕭萬長擔任領袖代表率團與會。本文

將從臺灣與會及角色意涵兩個面向加以分析。 
 
臺灣與 APEC 會員國之關係 
 

馬總統自 2008 年就任以來，即致力於緩和兩岸關係與擴大臺灣國際參與，

並表示「APEC 雖然是一個區域的論壇，一個多邊的會議，但是雙邊的對話，其

實重要性絕對不亞於多邊的討論，在兩岸關係跟國際關係上，找到一個並進的情

勢。」由此可知，對臺灣而言，APEC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平台，臺灣必須採取有

效的策略在此一平台上追求其多邊關係、雙邊關係、與兩岸關係的戰略目標。 
 
就臺灣在 APEC 平台建構多邊關係而言，蕭前副總統在行前記者會中表示，

臺灣將與 APEC 各會員體經濟領袖「共謀推動區域經濟整合大業，擘劃亞太經貿

合作的藍圖、、、與美國恢復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協商，與紐西蘭簽屬臺紐經濟

合作協定等，希望為臺灣持續參與區域經濟整合，以及開展兩岸經貿交流，營造

更有利的環境。」 
 

就臺灣在 APEC 平台開展雙邊關係而言，蕭前副總統與美國領袖代表國務卿

凱瑞（John Kerry）利用 APEC 場合舉行雙邊會談，其中觸及的議題包括積極推

動臺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雙邊投資協定」、以及「自由貿易協定」，蕭前

副總統並明確表示臺灣希望參與「跨太平洋夥伴協定」的意願。同時，臺灣也感

謝美國協助其加入美國免簽證計畫以及有意義參與國際組織，以藉此強化臺美雙

邊關係。 
 
臺日也舉行了四十分鐘的場邊會談，蕭前副總統強調馬總統重視與日本的特

殊夥伴關係，希望深化與日本的經濟關係，並以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為目標。蕭前

副總統肯定臺日簽訂的漁業協定，也恭喜日本爭取到 2020 年奧運主辦權。此外，

蕭前副總統也和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舉行非正式會談，並與澳洲、紐西蘭、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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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經濟體領袖進行場內互動 1。這顯示APEC會議可以成為臺灣發展多組雙邊關

係的一個重要平台。 
 
    就臺灣在APEC平台推動兩岸關係而言，雙方經由陸委會與國臺辦的事前協

商，由蕭前副總統與大陸領導人習近平舉行了「蕭習會」。我方在會中提出三點

期許：第一、「增進兩岸互信與良性互動，為兩岸關係在各自內部、雙方互動、

及國際共同參與三方面創造良性循環」。第二、兩岸應加速推動ECFA後續協商，

深化經貿制度化合作，臺灣也願意與各經濟體洽簽經濟協議，讓兩岸共同參與區

域經濟整合，如此也能大幅增強臺灣民眾對兩岸貿易自由化的信心。第三、強調

兩岸關係的願景必須「以人民為核心」，落實兩岸人民的權益，完成兩岸互設辦

事機構之協商，並共同務實賦予此辦事機構人道探視之功能 2。 
 
由於 2014 年的APEC會議將於北京舉行，許多人關切馬總統是否有機會親自

出席？為此，蕭前副總統在 2013 年APEC閉幕後舉行記者會表示「如果時機成熟

條件符合了，[馬總統因無法親自出席而必須指派代表的]這個情況也有可能改變，

所以我們期待有那一天，所有這些明年也好後年也好，都是要由領袖來做決定，

我想我們應該尊重我們的總統。」3 
 
兩岸代表團互動過程 
 

關於 2013 年APEC會議期間兩岸所舉行的「蕭習會」，陸委會表示有下列三

點特色 4。 首先、「蕭習會」幕僚作業乃第一次由臺灣陸委會與大陸國臺辦對口

協調。陸委會王主委認為其擔任APEC代表團幕僚與否是臺灣單方面可以決定的，

不需要陸方事先同意。但是基於禮貌，臺北事先曾照會北京，陸方表示沒有意見。

雙方此一官方溝通管道突顯出兩岸間政府與政府打交道之特色。 
 
其次，台灣現任陸委會主委王郁琪全程參與「蕭習會」，這是自 2008 年來的

第一次， 陸委會王主委表示「我本人應該是第一次在這種會面裡面有現任的官

員在場，他們雖然可以接受我可以進去，但是畢竟這是個壓力，我們不可諱言是

這樣，所以兩岸關係循序漸進一步一步來，所以有些事情大家就彼此相互體諒，

一步一步再往前推進。」這個安排淡化了兩岸過去黨對黨的模式，現在是政府對

政府。 
 
其三、「蕭習會」之後，雙方主管兩岸事務負責人於場外自然互動、短暫寒

                                                      
1 聯合報，2013 年 10 月 9 日。 
2 中華民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新聞稿，民國 102 年 10 月 6 日編號第 076 號。 
3 中國時報，2013 年 10 月 19 日 
4 陸委會王郁琪主委接受聯合影音全球瞭望專訪，2013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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暄、且雙方第一次互稱職銜，代表兩岸正視現實與互不否認治權的具體實踐，也

是兩岸官方互動正常化的開始。事實上，陸委會原本考慮要在蕭習會之後安排陸

委會王郁琪主委與國臺辦張志軍主任的「王張會」，但是大陸方面不表贊同。 
 

因此，陸委會幕僚在前往印尼峇里島之前，就與國臺辦幕僚面對面溝通，希

望兩邊主管兩岸事務負責人能以官銜互稱，但是國臺辦在事前僅表示「會有正面

的回應」。一直到國臺辦張主任在蕭習會後互動時以「郁琪主委」稱呼我陸委會

負責人，王主委方才提議雙方應安排定期互訪跟常態溝通機制 5。對此，國臺辦

張志軍主任回應表示「做為兩岸主管兩岸事務的負責人，彼此之間，應該走動走

動」。陸委會王郁琦主委強調「如果有機會，我們兩岸事務的負責人，能夠定期

到對方那邊去訪問，彼此走動」。 
 

綜上所述，陸委會達成了其在APEC行前所設定的下列目標 6，一是維護對

等尊嚴原則，兩邊主管兩岸事務負責人互稱官銜；二是兩邊負責人定期互訪；三

是陸委會與國臺辦建立常態性溝通機制。過去兩岸透過海基會與海協會溝通，有

些「扭扭捏捏」7的情況。現在如果能讓陸委會與國臺辦直接溝通的話會「更有

效率」，並讓雙方在有突發狀況時「減少誤判」。另外，海基會的角色仍然很重要，

其在服務臺商和臺生的功能仍是無可取代的，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兩岸間協商

雖然有政府部門在幕後參與，但是仍須透過海基會海協會這兩個對口單位，兩岸

間的協議仍將由海基會與海協會負責人簽署。 
 
    當臺灣正樂觀地評估此次與會 APEC 以及上述提及之角色意涵，有兩點負面

的訊號也值得觀察。首先是大陸領導人習近平表示「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

題終究要逐步解決，總不能將這些問題一代一代傳下去」。並再次重申「願意在

一個中國框架內就兩岸政治問題同台灣方面進行平等協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

對兩岸關係中需要處理的事務，雙方主管部門負責人也可以見面交換意見」。這

顯示大陸領導人推動兩岸展開政治談判的力道可能漸漸加重，也透露出大陸領導

人同意兩岸事務負責人見面協商的前提是要在一中框架內處理兩岸相關事務。 
 

其次，大陸媒體的報導完全忽略臺灣陸委會所強調的官方性質。央視新聞報

導國務院臺辦主任張志軍在印尼峇里島，陪同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會見臺灣

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榮譽董事長蕭萬長之後，與臺灣方面大陸事務主管部門負責

人王郁琪進行了簡短寒暄。而平面媒體中國新聞網也是輕輕帶過，其所用的標題

是「張志軍歡迎台灣方面大陸事務主管部門負責人參訪大陸」。 
 
                                                      
5 王郁琪主委在台北之音專訪中表示，在陸委會開始本次 APEC 會議幕僚作業之前，陸委會與國

臺辦的幕僚在兩岸間事務性溝通已常有互動。 
6 陸委會主委王郁琪先生於 102 年 10 月 11 日接受台北之音專訪。 
7 請見上述台北之音訪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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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陸委會表示應該給大陸一點時間化解內部阻力，畢竟「王張會」是在

眾多國際媒體面前發生的，張志軍主任能在公開場合稱呼台灣陸委會主委的官銜，

已經是兩岸關係裡非常重要的進展。大陸願意這麼做已經是很不容易的，兩岸之

間可以互相體諒。 
 
肆、臺灣民眾的反應 
 

那麼臺灣民眾對於這次APEC會議的整體印象又是如何呢？陸委會在APEC
會議之後針對臺灣民眾對於兩岸關係與國際空間之看法進行專案民調 8，其結果

顯示有 63.5%的受訪者認為兩岸現在處於和平狀況，而且有 73.7%受訪者支持政

府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維持臺海「不統、不獨、不武」的政策。有 75.6%的受

訪者認為兩岸關係的改善有助於擴大臺灣國際空間，並有高達 85.1%受訪者支持

在對等尊嚴的原則下兩岸共同參加國際組織與活動，並有 79.1%的受訪者進一步

認為兩岸共同參加國際組織與活動有助於兩岸穩定與和平發展。這表示有四分之

三絕對多數的民意認為臺灣改善兩岸關係與提高國際參與可以形成良性循環。 
 

另外，有 62.8%的受訪者認為由陸委會與國臺辦聯繫安排 APEC 會議期間的

蕭習會是兩岸在國際場合互動的重要進展，並有 56.4%的受訪者認為現任陸委會

主委參與蕭習會是兩岸關係改善之後的成果，也有 56.5%受訪者認為陸委會主委

與國臺辦主任互以職銜稱呼是兩岸關係的重大突破。這顯示有過半數的民意呼應

陸委會所指出的兩岸今後將採取政府對政府之新互動模式。 
 
最後，有 61.1%受訪者顯示陸委會主委與國臺辦主任以官銜互稱對兩岸互動

有幫助，有 60.7%受訪者支持陸委會主委前往大陸訪問，68.3%受訪者贊成國臺

辦主任來台灣參訪，67.8%受訪者認為陸委會主委與國臺辦主任定期會面對兩岸

關係發展有幫助，72.7%受訪者認為陸委會與國臺辦直接建立常態性溝通與互動

機制有助於推動兩岸事務。有 67.6%受訪者贊成兩岸官方直接接觸。這意味著三

分之二以上的民意支持兩岸陸委會與國臺辦官方直接接觸，建立常態性溝通管道，

其負責人也應定期會面，以推動兩岸關係。 
 
未來觀察重點與政策建議 
 

臺灣在 2013 年 APEC 領袖會議收穫頗豐，簡而言之，臺灣善用了此一多邊

區域經貿論壇，提高自身之國際能見度，推動與會員體之雙邊關係；同時，臺灣

在兩岸互動過程中，順利導入官方角色，確定雙方互稱官銜，商訂定期互訪溝通，

這可謂是兩岸互動的新里程碑。然而兩岸未來發展的挑戰仍有不少，謹舉下列兩

                                                      
8 請見陸委會官網 www.mac.gov.tw。 
 

http://www.mac.gov.tw/


 5 

個觀察點以供參考： 
 
第一、本次陸委會與國臺辦負責人同意雙方以官銜互稱，究竟是為了要在一

個中國框架下，藉此官方對口單位，展開政治談判，推進統一大業呢？還是在國

家尚未統一前，為了推進兩岸關係，雙方願意從互不否認治權，進一步轉為相互

承認治權呢？ 
 

第二、本次陸委會與國臺辦負責人同意建立定期互訪與制度化溝通機制，此

一精神在未來能否外溢（spill-over）到兩岸間其他相對應的政府部門，以便逐步

推動兩岸政府間全面接軌，有效協調兩岸政府間政策歧異，以深化兩岸交流互動

之成效呢？ 
 
    這兩個觀察點將有助於呈現臺灣與大陸對於兩岸互動過程及其終極安排之

差異所在，並希望雙方能藉此進一步調整自身之政治姿態與政策作為，以創造兩

岸人民最大的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