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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共 2018 對臺工作會議研析未來對臺策略 時　　評

2018 年中共對臺政策係中共 19 大後，也是習近平新時代對臺工作重
要思想的開局之年。解析中共對臺政策可以從頂層設計的路線指導思想，

到中層涉臺幹部正確認識與人事部署，到底層具體政策執行等三方面觀

察。綜觀今年 2 月 1 日到 2 日在北京召開的 2018 年對臺工作會議，相較
於以往最大的不同在於，在去年中共 19 大「政治報告」中，習近平所提
出新時代的對臺工作戰略，透過 2018 年的對臺工作會議做了明確的政策
闡釋，希望藉此統一對臺幹部對於新時代對臺政策的思想認識，並從上到

下具體落實習近平的對臺政策。

仔細觀察 2018 年的對臺工作會議，可以看出此次會議在對臺政策與
人事上具有下列特點。

壹、會議指導思想 : 確立習近平對臺工作思想作為方針指南

在對臺路線指導方針上，首度提出以「習近平總書記對臺工作重要

思想」，作為對臺工作的基本遵循和行動指南。從即將出任全國政協主席

並身兼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汪洋在會議中提到，「深入學習貫徹

黨的 19 大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對臺工作重要思想，是當前及今後一個時
期對臺工作的首要政治任務是開展新時代對臺工作的基本遵循和行動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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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這不僅是首次在對臺工作會議中提及，從此次會議內容中也多次提

到習近平對臺工作重要思想，可以清楚看出習近平思想在對臺政策中的位

階，以及主導性與重要地位。

習近平的對臺工作重要思想為何 ? 在去年中共 19 大「政治報告」。習
近平首度把對臺政策放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14 項基本方略
的戰略目標。一般認為，把實施「一國兩制」，推進祖國統一，放到建設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14 項基本方略中，這是在中共黨的「政治報
告」中首次如此呈現。此一政治宣示，乃意涵著中共已經明確的把對臺政

策與兩岸關係的推動，作為未來推動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環節。大陸學者

普遍認為習近平在處理臺灣問題上，除了繼承和發展毛澤東、鄧小平的國

家統一思想，更把國家統一放在新時代的三大歷史任務的高度予以解決，

習近平的對臺政策思想是將國家統一與強國目標緊密結合起來，將國家統

一問題的解決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緊密結合在一起，將「中

國」的統一與引領人類命運共同體緊密結合起來。

今年對臺工作會議不僅在政治上確立了習近平對臺思想的領導地位，

也體現習近平個人對於對臺政策具有全面的主導性。是以，今後中共對臺

政策不論是在理論思想層面或是政策創新，乃至具體實踐層面，都必需掌

握貫徹與落實習近平意志與特色。因此，在每年年初舉行中央與地方各部

門涉臺人員都必需參與的對臺工作會議，旨在傳達中央對臺工作的指導思

想、工作方向，並統一各涉臺機構人員正確的認識與有效執行落實。

貳、�兩岸關係格局 : 以主導兩岸關係大局取代牢牢把握發展
方向

今年會議以「主導兩岸關係大局」取代「牢牢把握兩岸關係發展方

向」，並加大促統歷史使命感。如與俞正聲在 2017 年乃至以往對臺工作
會議內容相較，可以發現今年汪洋在報告中，針對中共在對兩岸關係的格

局作法上，已經由以往慣用的「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牢牢把握

兩岸關係發展方向』」，今年改為「主導兩岸關係大局」。一般認為，中共

此一改變旨在藉此凸顯出，在中共 19 大後，兩岸關係處於談判協商中止
的低迷狀態下，當前與今後兩岸關係的主導權已經牢牢掌握在大陸方面手

中，未來決定兩岸關係走向的關鍵因素也是大陸自身的發展進步，取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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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自身的節奏與布局。大陸學者與媒體大都不斷強調，「隨著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實現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取得勝利，兩岸最終完全統

一的態勢會越來越明朗。在實現祖國統一的進程中，一方面要有民族使命

感和歷史緊迫感，另一方面也要有國家必定統一的堅定信心和戰略定力」。

此外，汪洋在會議上更強調，「我們要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

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以時不我待、只爭朝夕』

的精神狀態，奮發有為，攻堅克難，貫徹落實好中央對臺決策部署，為推

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作出新貢獻」。是以，不論

從「牢牢把握兩岸關係發展方向」，改為「主導兩岸關係大局」；或是強調

「以時不我待、只爭朝夕」精神，可以看出北京在今後的對臺工作上，將

更加強調透過「以我為主」的「單邊作為」，並將對臺工作賦予服從自身

戰略發展的歷史使命，同時也將加大「反獨」與「促統」的力度。

參、兩岸關係形勢：凸顯面臨風險挑戰，而非單純複雜嚴峻

2018 年對臺工作會議在對臺海情勢研判上，認為更加複雜嚴峻且對
「對臺工作面臨風險挑戰」。相較 2017 年與以往對臺工作會議，一般只強
調慣用的「當前兩岸關係更加複雜嚴峻」，今年則改提「當前及今後一個

時期臺海形勢更加複雜嚴峻，『對臺工作面臨風險挑戰』」。因此在對臺政

策上，「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堅決反對和遏制任何形

式的『臺獨』分裂，積極擴大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持續深化兩岸經濟

社會融合發展，逐步為臺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大

陸同胞同等的待遇，推動兩岸同胞共同弘揚中華文化，促進心靈契合」。

一般認為北京今後對臺工作面臨風險挑戰，主要基於外在美、「中」戰略

關係中的美、臺關係的強化 ( 軍艦互泊、官員訪問層級提升 )。2017 年 12
月川普提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報告中直陳大陸是美國各個領域

的競爭對手，甚至是威脅。2018 年 2 月 1 日，美國國務卿提勒森在德州大
學奧斯汀分校的演講稱大陸為「新帝國主義列強」。北京認為面臨風險挑

戰的另一因素則為，臺灣內部的政局變化。中共認為 2018 年民進黨除了
持續「去中國化」外，亦常挾臺灣民意與大陸對抗，此外臺灣內部公投法

門檻降低的可能啟動，2018 年底面臨九合一地方選舉，與 2020 臺灣大選
的加溫⋯等等都是新的挑戰。美、「中」關係與臺灣內部政局相互激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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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使得 2018年的對臺工作面臨風險與挑戰。
面對兩岸關係的嚴峻與風險，北京除了堅持硬的一手「一中、反獨」

外，今年對臺工作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軟的一手，則大力倡導「持續深化兩

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逐步為臺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

供與大陸同胞同等的待遇」。事實上，今年以來，上海、福建、河北、天

津等省市都相繼推出給予臺灣人民在大陸工作應聘、就業、生活、就學、

住房公基金⋯等各項措施，給予與在地化居民相同權益的「同等待遇」。

值得注意的是大陸一般不用「國民待遇」用語，因為一方面兩岸關係有其

特殊性，另一方面大陸有城鄉戶籍差異。因此，在去年中共 19 大後，今
年對臺工作會議後，各地方省、市、縣等競相制定各項給予臺灣人民與當

地居民「同等待遇」新措施，自屬必然。「逐步」給予「同等待遇」，將來

亦可能推進到臺灣人民在大陸參政與議政的政治領域。

肆、對臺人事布局 : 凸顯對美工作的重要性

此次會議也確立汪洋接任全國政協主席並兼任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

組副組長，劉結一接任國臺辦主任。雖然要到 2018 年年 3 月的新一屆的
「全國人大」與「全國政協」，中共在對臺人事部署上，從對臺最高決策

機構的中共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到國 ( 中 ) 臺辦與海協會等重要涉臺
人事部署也將到位。但從此次由汪洋在對臺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到劉結

一也坐在主席臺上 (張志軍也表示劉結一將接任 )。除了兩位涉臺人事底定
外，一般研判習近平仍任對臺工作領導小組小組長，今年已經 64 歲的王
毅有可能接國務委員並接替楊潔箎擔任秘書長，丁薛祥接中辦主任，劉結

一接國 ( 中 ) 臺辦主任，國安部長陳文清、商務部長鍾山、統戰部長、軍
方代表⋯⋯等。

在重要的對臺人士部署上，除了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王洋過

去 5 年在副總理任內身兼美、「中」全面經濟對話的「中」方最高官員，
王洋的出任可說是繼當年錢其琛擔任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之後

( 後為賈慶林與俞正聲皆未有了解美國等國際經驗 )，對於美、「中」關係
最為熟悉的對臺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此外，如果王毅接替楊潔箎擔任對

臺工作領導小組秘書長，以王毅曾擔任國臺辦主任又擔任外長的獨特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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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可說是歷任對臺工作領導小組秘書長唯一擔任過國臺辦主任的人選，

相較於以往對臺工作領導小組秘書長，王毅對臺事務的熟悉程度與掌控程

度值得關注。當然，國臺辦可能的新主任劉結一的任命也值得關注，一般

認為以劉結一擔任常駐聯合國代表的身分層級擔任國臺辦主任，相較於

當年王毅與張志軍皆以外交部副部長兼黨委書記，轉任國臺辦主任。劉

結一的出線並不讓人感到意外，層級也未提升 ( 因為駐聯合國大使的層級
是比不上外交部的常務副部長兼黨委書記 )。但劉結一當任國臺辦主任的
最大特色是，劉結一是大陸史上第一個擁有駐美 ( 紐約 ) 經驗四年多的外
交官轉任國臺辦主任。相較於王毅只有駐日本經驗，張志軍只有駐英國經

驗，劉結一可說是第一個有駐美經歷的國臺辦主任，加上劉結一專長國際

組織、軍控等，未來兩岸關係中的國際活動空間，若欠缺政治互信，恐將

日亦嚴峻。面對中共 19 大後，對臺人事部署體現史上對美國最為瞭解的
對臺工作團隊，未來美、「中」互動下的對臺政策，將成為中共對臺政策

的另一個重點管道，對於此一涉臺人事布局，亦須我方高度關注與審慎因

應。

伍、�習近平的「新一國兩制」政策 : 已經逐步改變兩岸關係
現狀

解析中共對臺政策最為關鍵的就是習近平個人的理念與作為。以習近

平過去五年對內大力反貪，打破世代交替的慣例與推動共軍大力變革，對

外倡導全球化，高舉「人類命運共同體」，並大力推動「一帶一路」。當對

內對外都做了重大變革，可以預期習近平的對臺政策不太可能維持以往以

不變應萬變的戰略與策略。眾所週知長期以來對臺政策對於中共最高領導

人而言，不僅涉及到執政基礎的正當性，有時更關乎到歷史地位的評價。

因此，歷任最高領導人基於不同的人格特質與領導風格、不同的內外時空

環境變遷、不同時期兩岸關係的互動與實力對比，自然會提出不同的政策

方針與策略方法。

中共的對臺政策除了取決於內部戰略發展需求外，還有取決於美、

「中」關係、兩岸互信與兩岸各自內部民意制約三大因素。仔細觀察習近

平自 2012 年上臺以來到 2018 年迄今，習近平總共發表的 20 次有關涉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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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談話中。在習近平主政下，臺灣必須務實面對一個對於臺灣一貫強

調的自由、民主、人權、主流民意或是西方的普世價值沒有任何好感與認

可的習近平，但對於臺灣政府與民眾普遍接受不高，所謂的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中國夢」卻又無比堅持的習近平，與大陸內部日益高漲的民族主

義。當民主多元的臺灣面對民族主義高漲的大陸，我方究竟應該如何審慎

面對並有效因應可謂重中之重。

習近平在對臺政策思想上，與當年鄧小平的「一國兩制」追求和平統

一最大的不同在，習近平推動「新一國兩制」，係將臺灣問題放到新時代

大陸國家發展略中一個重要環節。主要強化單邊立法與單邊作為，並加

大「反獨」與「促統」力度。是以，習近平不僅強調以往鄧小平時代「一

國兩制」下，會尊重臺灣地區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更強調率先讓臺灣

人民分享大陸發展機遇，擴大經濟文化交流，逐步為臺生、臺商、臺灣人

民在大陸的就學、創業、就業、生活與大陸居民享有同等待遇。習近平的

「新一國兩制」目標，不僅強調兩岸同胞是命運與共的骨肉兄弟，是血濃

於水的一家人，也號召兩岸同胞共同弘揚中華文化，促進心靈契合。透過

兩岸文化交流互動，拉近兩岸同胞心理距離，實現心靈契合，而不單純追

求形式統一。

在 2018 年對臺工作會議後，中共在對臺政策上最值得關注的乃為 :
在 2 月 28 日由國務院臺辦、國家發展改革委經商中央組織部等 29 個部
門，發布 31 項《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綜觀這
31 項惠臺措施，基本上分為兩部分，一是 12 項給予臺資企業與大陸企
業同等待遇，二是 19 項為臺灣民眾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
與大陸民眾同等待遇，亦即對臺灣企業與民眾進一步落實「國民待遇原

則」。中共此次推出的惠臺新措施，基本上是呼應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

在去年 19 大報告中所提出的，「願意率先同臺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的機
遇、我們將擴大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實現互利互惠，逐步為臺灣同胞

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的待遇，增進臺灣同

胞福祉」。在中共 19 大後僅四個月左右時間，包括國務院臺辦、國家發展
改革委在內的 31 個黨政相關部門就整合出 31 條最新惠臺措施，能有如此
強大跨部門統合能量，毫無疑問，絕對是來自最高領導人的意旨。因此，

探討此一主題，掌握習近平對臺重要思想方向與對臺政策節奏策略部署至

為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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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去年中共 19大對於促統並未提出時間表。但未來中共在對臺政
策上，必將加大「一中反獨」的底線思維 ( 透過外交打壓、戰機航母繞臺
施壓、中斷協商 ) 與「一中促統」致力兩岸社會經濟融合 ( 加大單邊作為
給予臺商、臺生、臺灣青年、臺灣居民在大陸同等待遇 ) 的策略作為，以
體現「兩岸一家親」，形成「命運共同體」，讓統一水到渠成。從去年的 19
大到此次 2018 年的對臺工作會議，以及在大陸兩會召開前夕提出 31 項惠
臺措施。面對習近平至少十年長期執政下，不斷加大軟、硬兩手力度的對

臺政策。臺灣必須高度關注與審慎因應，習近平過去 5 年在對內與對外都
已經做了重大變革，豈可能對臺政策部分變而讓當前兩岸關係現狀持續。

事實上，北京在外交、國防、經貿、社會文化⋯⋯等各個層面，已經逐步

透過單邊作為，片面改變當前兩岸關係的現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