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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岸政治互信進一步增強 

馬英九等國民黨高層在涉及大陸政策方面時所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談

話，表明兩岸在維護和鞏固「一個中國」框架、繼續擴大與深化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出現了重要交集，這進一步增強兩岸政治互信。實際上這是立足

於兩岸各自相關法律規定，立足於兩岸關係性質的正確認知。國共兩黨高

層多次會面取得若干重要共識，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先後與國民黨榮譽

主席連戰、吳伯雄及台灣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榮譽董事長蕭萬長會面，提

出維護一個中國框架、兩岸同胞共圓「中國夢」、推動解決兩岸政治分歧

等一系列重要論述。2014年 2月習近平與連戰再次會面時以「兩岸一家親」

理念為主線，提出新形勢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四點意見。在這些會

面中，雙方就全面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了許多重要共識，進一步增

進了政治互信。經歷 2013年 11月岡比亞與台灣斷交引發可能衝擊兩岸關

係的風波，兩岸在危機處理方面趨於理性與成熟，也有助於進一步鞏固雙

方的政治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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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兩岸事務主管部門初步建立常態性溝通機制 

 從授權機構來看，兩岸兩會協商取得一定成果，同時兩會互設辦事處

已進入實質協商的關鍵階段。從兩岸事務主管部門關係來看，也取得突破

性進展。2013 年 10 月，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印尼陪同總書記習近平會見

蕭萬長後，與台灣陸委會主委王郁琦進行了簡短寒暄，並互稱職銜，這是

兩岸事務主管部門負責人首次公開會面及對話，並初步達成負責人互訪和

建立常態性溝通機制的共識，這是兩岸政治關係的重要突破，政治接觸與

對話的新模式應運而生。2014年 2月，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前來南京、上海

訪問，這是台灣主管大陸事務負責人首度登陸，再次與大陸國台辦主任張

志軍會面，被外國媒體稱為是「令兩岸關係向前邁進的重要里程碑」，張志

軍也將擇期訪問台灣。 

 

三、兩岸民間政治對話正式啟動 

近年來，「由經入政」或「亦經亦政」，逐步破解政治難題，是大陸鞏

固和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動兩岸政治對話的重要主張。2013年大陸

對台工作會議提出，政治對話可以從民間先行，由兩岸智庫就政治領域存

在的相關問題進行探討，逐步累積共識。這一主張獲得台灣有關方面的積

極回應。在各類有關兩岸關係議題的研討會上，政治議題均成為討論重

點。尤其是 2013年 10月在上海舉行的首屆《兩岸和平論壇》則是在大陸

有關部門支持下，兩岸 14 家民間團體與學術機構以及 120 多位學者共襄

盛舉，其中包括台灣帶有綠營色彩的智庫參與協辦，就諸多政治議題展開

對話並達成許多共同結論，為共同破解兩岸政治難題進行了有益嘗試。 

 

四、民進黨與大陸互動出現新進展 

    謝長廷的台灣維新基金會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聯合在香港

舉辦《兩岸關係發展與創新研討會》，這是一次開創性的大陸研究機構與

民進黨派系良性互動，雙方理性坦誠地進行交流溝通，並發表三項共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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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為今後的進一步交流奠定了互信基礎，並在海內外引起很大反響。在

雙方互信基礎上，民進黨籍高雄市長陳菊實現第二次大陸之旅，促進了兩

岸城市交流，隨後大陸五個城市負責人應邀出席在高雄市舉行的「2013亞

太城市高峰論壇」。辜寬敏創辦的新台灣國策智庫參與協辦《首屆兩岸和

平論壇》，現任董事長吳榮義（前行政院副院長）出席會議，並且共同簽

署發表了《論壇紀要》。蔡英文團隊以小英教育基金會名義舉辦「台灣經

濟發展新模式」專題演講，邀請大陸學者前往演講，並與台灣學者進行對

話。2014年 1月，應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邀請，小英教育基金會執行長

林全率團訪問大陸，目的在瞭解大陸經濟發展實況及未來策略，瞭解大陸

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後的動向，著重討論經濟治理問題。綠營政治人物及學

者以「適當身份」赴大陸參加兩岸關係研討會已經公開化、常態化及正常

化，這是兩岸互動關係的一個重要進展。可以認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

持續深化使「台獨基本教義派」活動空間受到一定壓縮，也迫使民進黨在

兩岸交流問題上採取較為務實與開放的態度。 

 

五、民進黨舉辦華山會議探討兩岸政策及相關議題 

    這是因應 2012 年大選後黨內外關於檢討和調整兩岸政策的呼聲，不

失為一個不錯的安排及開端。華山會議設計規劃的議題涵蓋兩岸政策所涉

及的諸多方面，倘若能進行開放、客觀而深入的探討，將有助於促進民進

黨檢討現行的兩岸政策，為調整路線及政策奠定較為穩妥的基礎。但在實

際操作上，無論是黨內還是社會，似乎參與程度都比較低，加上 9場討論

時間跨度長達半年，在黨內及社會的影響較為有限，難以引起黨內及社會

的廣泛關注。期間內外形勢發生很大變化，因為國民黨九月政爭、岡比亞

斷交與東海航空識別區等事件，民進黨某些高層人士藉機挑起政壇及兩岸

的衝突，勢必使民進黨內部難以形成有助於調整兩岸政策的共識。在華山

會議結束後，民進黨中國事務委員會 2014 年 1 月 9 日召開會議討論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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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總結報告，名為「2014 對中政策檢討紀要」，由於黨內分歧及矛盾的

緣故，未能形成總結報告。當然，會議形成的只是檢討紀要，既使達成總

結報告，也未必成為黨的最終政策，仍留有政策調整的空間和餘地。 

 

六、未來可能發展評估 

    上述可見，儘管近期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在鞏固

和深化過程中，仍然面臨兩方面問題：首先，民進黨在兩岸關係方面仍抱

持「逢中必反」的情緒和固有敵視態度，難以較為客觀平實地對待兩岸關

係的相關議題，時常將黨內權力資源鬥爭和台灣政壇朝野抗爭轉移到兩岸

議題上。其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基本態勢與台灣社會普遍認知存在落

差；儘管相關民調資料顯示，台灣民眾在認同層次方面並無太大改變，「台

灣主體意識」逐步強化的局面仍未得到有力的扭轉，現階段台灣民眾的認

同問題一定程度反映兩岸關係重大積極的變化，不可避免地使相當部分民

眾對兩岸關係是否走得太快、是否面臨政治談判階段的到來產生疑慮和擔

心；毫無疑問也包含有在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中涉及切身利益的感受，和

在兩岸交流過程中產生的某些負面觀感。 

    前不久台灣爆發所謂「太陽花學運」，一定程度反映上述兩個方面因

素的結合。此次運動的引爆點是反服貿黑箱作業，實際上是一個時期以來

台灣社會及政壇多種矛盾的集中反映。由於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致使矛

盾逐步激化，抗爭的動作和訴求逐步升級，由原先的反服貿黑箱作業，而

不反對服貿協議本身，演變為反對兩岸服務貿易協定以及呈現激烈的反大

陸傾向，甚至主張以兩國定位制訂相關監督條例。毫無疑義，此次學生運

動有著民進黨在背後操作和利用的明顯痕跡，目的是讓兩岸服貿協議審議

回到原點。至於 3 月 30 日凱達格蘭大道抗議集會，除了反映台灣社會與

執政當局的矛盾及民眾強烈不滿外，不可否認，其中也包含有「恐中懼

中」，擔憂兩岸關係發展過快的社會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