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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再度政黨輪替，對台灣的民主發展可以說是一項新的里程碑，除

說明了民主制度在台灣的逐漸深根，也證明了政黨輪替已然成為台灣政治

的常態，民眾也對此習以為常。然而，在此民主發展成就下，即將接掌政

權的蔡英文政府，卻已經面臨內外失信、進退維谷的格局，如何突破這樣

的格局，已經成為蔡英文政府上台後首要任務，茲分析如下： 

兩岸政策立場一直是蔡英文的弱項，也是她上一次競選總統時的主要

罩門，無法說清楚也避免說清楚，是蔡英文當時的主要應對作為，因而使

得她被貼上「空心菜」標籤，而為了選舉考量，蔡英文在選前（2011 年

10月 8日）選在高雄此一傳統綠色大本營的造勢晚會中，高呼「台灣就是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就是台灣」，宣稱民進黨願將中華民國及國民黨包容

在台灣的觀念下。此一說法相較於 2010年 5月 25日蔡英文在台教會舉辦

的「中華民國流亡台灣六十年暨戰後台灣國際處境新書發表會」中表示，

「中華民國是一個流亡政府」的看法，出現了明顯的轉變。 

再次參選，蔡英文的兩岸政策一樣是各界關注的焦點，延續其上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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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的操作模式，盡量避免說清楚外，加上此次選舉勝券在握的格局，穩紮

穩打、不犯錯即可，因此蔡英文在選舉正式活動開始前便拋出「維持現狀」

的說法，在訪美行程中則向美方強調「在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下，持續推動

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發展」，到了選前之夜（2016年 1月 15日）中蔡英文

更高呼「中華民國不會因為誰當選而滅亡」。而對於兩岸關係與九二共識

的看法，則從一開始的主張要有「創新」的說法，到確定勝選後也「創新」

的提出，「理解和尊重」在一九九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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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歷史

事實」的創新說法。 

總體觀之，蔡英文的對於台灣定位與兩岸關係的立場，是逐步的朝中

間方向靠攏，承認中華民國是當前社會的最大公約數，承認兩岸之間存在

若干的共同認知與諒解（如九二共識），而對於兩岸的經貿關係，也從過

去的批判逐漸變成為接受與肯定，如對 ECFA的態度從之前稱之為「包了

糖衣的毒藥」，之後調整修正變成為「概括承受」，而對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也從太陽花學運時的支持「兩國論」立場，開始出現調整。 

反觀中國大陸，中共對中華民國的態度，也從過去的全面否定逐步趨

向接受。在鄧小平時期，中共首先拋出了「我們不用『解放臺灣』這個提

法了。只要台灣回歸祖國，我們將尊重那的現行制度。」臺灣「作為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一個區」，還保持它原有的制度、生活。到了江澤

民時期，兩岸正式開啟官方談判的序幕，各自設立了中華民國海峽交流基

金會（簡稱海基會）與中國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簡稱海協會），透過此二

白手套機關兩岸官方正式展開協商，也共同發展出了「92」共識，但「一

中各表」的主張與論述只用於兩岸之間，對外中國大陸則堅持「世界上只

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全中國的

唯一合法政府」。中國大陸這種「內外有別」的論述方式，深化了兩岸互

不信任的隔閡，因此 1999年 7月 18日，江澤民在同美國總統克林頓的通

話中提出新三段論的說法，指「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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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絕不容分割」，在此一說法中，中華人民共和

國是代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一語正式被捨棄，新三段論說法也因此國際

化。 

到了胡錦濤時期，中共則將「未來一中」的概念檯面化，也同時朝承

認「一中各表」的概念邁進。在 2005 年 3 月 4 日胡錦濤在對全國政協十

屆三次會議民革、台盟、台聯界委員談話（簡稱胡四點）中強調，「1949

年以來，儘管兩岸尚未統一，但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

變。這就是兩岸關係的現狀。這不僅是我們的立場，也見之於臺灣現有的

規定和文件。既然臺灣和大陸同屬一個中國，就不存在所謂大陸和臺灣誰

吞併誰的問題」。亦即兩岸現狀是 1949年時中國的延續，而當時那個中國

毫無疑問是中華民國，中共在此隱然承認中華民國並未消亡，中共革命並

未成功，兩岸現況是內戰分治的結果，這是當時大陸在兩岸關係上，有史

以來，最為務實也最為接近台灣看法的一次。但是這樣的彈性卻被隨後在

2005年 3月 14日十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反分裂國家法》的議論聲

浪給淹沒。 

2008年 12月 3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藉北京紀念《告

台灣同胞書》發表三十周年的機會，發表了《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公開講話，指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

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1949年以來，大陸和臺灣儘管尚未統一，但

不是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分裂，而是上個世紀 40 年代中後期中國內戰遺留

並延續的政治對立，這沒有改變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兩岸復

歸統一，不是主權和領土再造，而是結束政治對立」。此一說法是中共正

式承認內戰並未結束，中共革命也並未完全成功，亦即中華民國依舊存

在，承認了兩岸分治的現狀與史實。 

到了習近平時期，承認台灣治權的存在，具體反映在實務工作中，例

如 2013 年陸委會主委王郁琦與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 APEC 見面，兩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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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以「官銜」互稱，2014年王郁琦登陸訪問，大陸也首次以「大陸委員會」

的正式單位名稱來稱呼他。又如目前台灣民眾前往中國大陸，辦理落地簽

時可以直接使用中華民國的護照與身份證作為身分認證依據也是一例。而

2015年 11月 07日，兩岸領導人更在新加坡舉行了歷史性的會面，固然台

灣內部對此次會面有著不同的評價，反對者認為馬英九總統未能趁機凸顯

兩岸不相統屬的立場是一大敗筆，但是值得關注的是，這是兩岸領導人在

國際場合上的正式對等會面，其實具備了向國際社會宣示兩岸不相隸屬的

歷史意義，也是將 92 共識進一步國際化的關鍵點。而且在實務上，隨著

陸客來台旅遊人數不斷上升，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存的印象，已

經逐漸在大陸民眾心中扎根。 

根據上述脈絡來看，蔡英文與中共當局都在向「中華民國」靠近，因

此有論者以為，蔡英文政府上台後，兩岸關係是具有想像空間的。然筆者

以為，想像空間故有，但蔡英文上台後，不論是兩岸或者國內政局蜜月期

會將非常短暫，且蔡英文將會很快面臨內外失信的困境。 

首先，蔡英文刻意營造的「維持現狀」、接受「九二」歷史事實的格

局，已經被綠營自己人打破！綠營立委在全面勝選、完全執政的快樂氛圍

下，早已經把蔡英文的「謙卑、謙卑、再謙卑」的叮嚀置之腦後，加上諸

多政治新手登台急於求表現，政治敏感度又不足，不斷丟出未經深思熟慮

的政策主張，不僅是引起北京側目，國內訝異，也讓美方深感憂慮。 

最明顯的例子是，最近接連提出的廢除國父遺像、設立鄭南榕紀念日

兩件事，台灣內部或許爭議不大，但是卻高度刺激了中共當局！孫中山在

台灣，年輕人固然對其情感已淡、充滿疏離感，但是在中國大陸，孫中山

卻被視為革命先行者，是中共自我宣傳的重要成分，是其國內政治教育中

的重要內涵，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之間有所連結的關鍵因素，

去除孫中山對中共當局而言，其實便是在切割兩岸，加上同一時間，丟出

設立鄭南榕紀念日此一提議，更加深北京當局對蔡英文所謂的「維持現狀」

的疑慮，進一步鞏固過去中共當局認為綠營只是維持中華民國外觀，實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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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殼上市，推動「獨台」的印象。 

而之後王毅在美國提到台灣要按照中華民國憲法運作，被綠營解釋為

是對蔡英文按照憲法架構運作的呼應，是大陸接受蔡式「九二歷史現實」

的表現，是對綠營釋出善意，大陸立場已經全面鬆動，這樣過度的對內宣

傳操作，迫使中共當局在兩會期間直接對台挑明要求蔡英文明確表態接受

九二共識、一個中國的立場。中共對台態度在短期間內快速明確化，同時

在三月七日大陸宣布與跟台灣沒有邦交的甘比亞建交，示警意味極為強

烈，這其實象徵著在兩岸議題上，蔡英文與北京之間將不存在蜜月期。然

而國民黨式傳統的「一中架構」，這對綠軍而言又難以下嚥，因此如何在

上台前這段空檔時間，不僅內部凝聚共識，也透過各種管道密集與北京進

行協商，提出一套雙方都能接受的說詞，已經成為蔡英文的當務之急。 

反觀國內，被外界普遍視為蔡英文所培養出來的「時代力量」，選前

受到民進黨與小英的百般禮遇，相較於台聯黨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時代

力量」進入國會之後卻高舉監督民進黨旗幟，尤其是在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上堅持將「兩國論」寫入的立場，更是對兩岸關係造成衝擊。就「時代力

量」而言，其發跡於太陽花學運，兩國論寫入監督條例是該黨人士參選前

對太陽花學運參與者的承諾，加上該黨不斷批評有些政黨在審議此案上，

立場反覆，旗幟鮮明的暗批民進黨，這將導致該黨在此一議案的立場上難

以迴旋與改變，這使得原有意在此一方面進行調整的蔡英文面臨極大的困

境。 

對蔡英文而言，若是接受九二共識或者行政院版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無疑是失信於綠軍及太陽花學運支持者，但若是讓兩國論入兩岸協議監督

條例，則又失信於美方，並砸毀了自己辛苦營造的「維持現狀」形象，失

信於非綠營民眾，也難以取信於中共當局。在中共態度日趨明確，而國內

又有強大壓力下，可以預見蔡英文在上台後，兩岸政策上要有所表現將非

常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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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前這個內外失信困局並非沒有解方，王毅的希望台灣領導人以

自己的方式表明願意繼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說法，以及廈大台研院

院長劉國深在日前的受訪中提到，1「期待民進黨能夠有智慧地創造出他們

的話語，讓北京能夠了解，聽得懂，如果能做到，中共跟民進黨的關係就

是不可限量」。這都意味著蔡英文想要對兩岸關係有蔡式的「創新」說法、

不要落入國民黨窠臼的想法，是具有操作空間的可能。 

因此對蔡英文而言，當務之急，在於如何展現出善意，奠下建立兩岸

新說法的互信基礎。本文以為，首要的切入點便在於如何解決兩國論入兩

岸協議監督條例此一問題上！如何妥善化解「時代力量」的堅持與衝擊，

抑或是採行表決強渡關山，都是可以思考的路徑。畢竟蔡英文剛上任，利

用目前的高人氣，可以放手為之，且未來還有充足的時間去化解內部綠軍

支持民眾對此的不滿。 

在此同時，蔡英文團隊必須盡速重新取得美方的信任，避免過去陳水

扁政府在美方留下的「麻煩製造者」印象重新浮現，而透過拆解兩國論入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此一問題，將可以同時緩解美、中雙方對蔡英文陣營的

疑慮。此外，兩岸關係上，從北京前往台北的最快道路是經過華盛頓，同

樣的從台北前往北京的最快道路也是經過華盛頓，取得美國的信任是向對

岸遞出橄欖枝的重要支點，也是北京願意信任台北的重要保證基礎，這對

於未來進一步重新建構兩岸關係新的定位說法將有積極與正面的效益。 

中期而言，蔡英文的最大挑戰在於如何克服綠軍全面執政後，綠營內

部所湧現的狂熱與激進的氣氛，例如前述切割孫中山、設立鄭南榕紀念

日、林昶佐提出的限縮「僑胞」論、重啟二二八調查、清查國民黨黨產等

等議題，配合上當前國內「天然獨」的氛圍，這些過去民進黨在野時蔡英

文所據以取得政權的激烈論點，都將在蔡英文執政後，成為她發展兩岸關

係時的莫大壓力與阻礙。 

                                                 
1 劉國深，〈北京理性看待台大選〉，《旺報》，2016 年 2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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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在她臉書發表的「團結台灣是領導人的責任」一文中指出： 

 

「領導國家的人，要有願景，要盡最大的能力，來團結這個國家。而

不是反過來，為了自己選舉的利益，去動員族群仇恨，去煽動特定族

群的恐懼。 

…這個國家，面臨一個又一個的危機與挑戰，如果再繼續對立下去，

就會在空轉中，錯過社會與經濟改革的契機。 

….對立的時代，應該要結束了，接下來應該要走向一個和解的時代。

和解的第一步，就是要互相理解。」 

 

壯哉斯言，蔡英文團隊若能化解內部對立，也化解外部爭議，那將是

台灣之福！窺諸目前蔡英文已經揭露的執政團隊名單，我們可以發現陸委

會系統也就是過去蔡英文推動小三通的舊同僚，目前紛紛進入蔡英文的決

策團隊之中，有過去的小三通創新作法的經驗，如未來蔡英文團隊能發揮

其創意，儘速重建內部共識與外部信任，善用前述中共也已經在朝承認「中

華民國」趨近的趨勢，讓「維持現狀」此一說法，更具內外說服力，那麼

兩岸關係在蔡英文任內未必一定是負面走向。 

然而，必須體認到的是，在目前中共與蔡英文彼此之間欠缺對話與互

信基礎下，要重新建立一個兩岸都能接受的新說法是需要相當時間的，蔡

英文團隊必須要有耐心去與北京持續對話與溝通，撐過北京的「觀察期」，

不要重蹈陳水扁政府當年，由於兩岸關係進展不順，隨即轉頭擁抱深綠陣

營尋求溫暖的覆轍！畢竟蔡英文已經確定上台了，在國民黨已經全面挫敗

下，現今格局與陳水扁當年已經截然不同，中共也只能與蔡英文對話，正

如閩南語俚語所言「毛毛雨下久了也會溼」，耐心與持續溝通將會是蔡英

文團隊內外溝通所必須。 

責任編輯：盧信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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