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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關係一如預期進入「深水區」，太陽花學運證明了水深難測，繼

續前行勢必還會有顛簸，甚至可能有失足的風險。然而，此次掀起風潮之

巨之久，揭露了台灣社會對兩岸關係的深層不安與普遍不平，使大片的陰

暗面得以曝光，兩岸各界因而有機會更清楚面對原本就存在的現實，誠為

兩岸之幸！ 

 

一、釐清兩岸關係的新形勢 

    階層衝突、世代衝突、政商衝突、公私（部門）衝突、政黨衝突、統

獨衝突、國際衝突向來是兩岸關係進程中的常駐背景，以上種種都不是「新

局勢」；「新」的是衝突的邏輯以及各種衝突之間的結合方式。 

    （一）Web 2.0 的新時代：隨資訊傳播科技創新，舊衝突的規模、速

度、強度與形式均產生鉅變，升高民主運作與社會穩定的不確定程度。傳

統意義下的「主流」與「權威」（或威權），已不再具有資源與動員上的絕

對優勢，隨時可能迅速地被邊緣團體、微小事端所顛覆或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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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Fashion的後現代：消費主義的動力來自時尚流行，符號（象徵）

價值遠超過使用價值；感動與感染，遠超過數據與說理。在追逐流行的氛

圍裡，社會乃至政治議題的設定、蔓延、消褪與更迭，生命週期將日益急

速而縮短，震撼起伏的幅度則將加劇；感性的力量將遠超過理性，「說故

事」勝過「講道理」。台灣近來歷次社會抗爭，證明Web 2.0以及 Fashion

新邏輯的巨大效果，因而也得到鼓舞、學習與複製；未來兩岸關係進程勢

必將持續上演新舊邏輯的角力。Web 2.0 與 Fashion 並不具有世代絕對差

距，但掌權的舊世代若不能跟上新邏輯、掌握新媒體、訴求新流行，兩岸

關係勢必經常超出既定軌道。 

 

二、定位兩岸關係的新問題 

    台灣每四年就有政黨輪替的可能，2016年不是最後一次的可能；2008

年後兩岸交流不斷深化，台灣主張統一的民意反而下降，主張獨立的比例

不減，維持現狀者則大為增加，使大陸大感「讓利無用」；台獨團體（或

反中人士）必須培育新血以延續香火，自然會產生「世代交替」。以上種

種都不是兩岸關係的新問題，但若要推進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亟需以新

識框（framework）重新界定這些舊問題，方能掌握台灣社會對這些問題的

感知。 

    （一）源自全球化困境的兩岸問題：在立法院被佔領之前，在台灣之

外已有「佔領華爾街」、「佔領中環」的行動；全球青年的共通焦慮，部分

反映了全球化的普遍惡果，尤其是經濟自由化所伴隨的貧富差距、去技術

化、環境破壞、就業與生計困難以及政府財政與福利支出的破產陰影，都

造成青年世代的失望與憤恨。若無助於解決這些問題、或被歸咎為加重這

些問題，兩岸關係將持續成為台灣的全球化受害者（或未受益者）進行「困

境歸因」的焦點與出口。隨著嵌入全球化的程度加深，大陸本身對於這些

困境也未必能免疫；況且，在全球化的媒體傳播作用下，大陸青年由太陽

花學運所引發的同意或反感，未來勢必也會投射在兩岸關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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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兩岸問題放大的全球化困境：全球化的流動性，一方面開展了

個人與政府的廣大活動空間，激發爭取更大更遠利益的發展動機；但另方

面，全球化的競爭壓力，以及全球治理的規範，也在在限縮了政府的政策

選項（例如市場開放），以及人民在國內民主參與的實質影響力。兩岸關

係即使自 2008 年以後進入和平發展，在上述第一方面進展有限，台灣政

府與人民在全球化舞台上的發展空間仍然或更加侷促，使全球化激起的發

展動機遭到壓抑；在第二方面，台灣遭到全球化所壓縮的政策選項與民主

參與，在兩岸關係上並未因「一中各表」而有所改善，甚至更受限縮。因

此，全球化優點受限兩岸關係而未能發揮，缺點卻被兩岸關係所加劇。 

 

三、兩岸關係的調結構（芻議） 

    反台獨、反中的「反」，不統、不獨、不武的「不」，乃至習近平所提

四個「不會」的「不」，都是消極的負面用詞，均屬於對抗性、被動性的

反應；歷史演進的實際結果顯示，這些「不」與「反」，容或產生過階段

性的辯證效果，但兩岸關係的推動方式已需進行結構性的調整，以更正面

積極的建構性作為，才能因應深水區的風險。 

    （一）建構兩岸共同的全球化願景：中國大陸正推動「民族偉大復興

的中國夢」，台灣則有人主張「人權統一、民主統一的中國」，對於前者而

言，台灣覺得無涉無感；對於後者而言，大陸覺得疑似西方陰謀。然而參

照目前兩岸的新形勢與新問題，若以「面對全球化困境」為起點，或許可

以找到兩岸共同接受、合作追求的願景。全球化困境是兩岸、全世界的共

同問題，若能超越「一個國家」（無論統獨）思維，以全人類、以全地球

為己任，以「同為地球村成員」為彼此的身分認同，兩岸共同以改良全球

化的「全球化新工程」為目標，充分交流過去不同歷史與體制的發展經驗

與教訓，與全世界攜手解決全球化問題，為建立「公平正義的全球化、和

平繁榮的全球化、環境永續的全球化」做出貢獻，重建內涵東方文明、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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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經驗的「普世價值」，將使兩岸關係在更大格局上超越目前困境。兩岸

共同追求的全球化願景，一則勢必符合民主與人權潮流，二則正彰顯中華

民族的偉大（更加「文明可親」），不僅止於本身的復興；尤其，為利於兩

岸在「全球化新工程」中的分工合作，台灣必須得到更大的參與空間與機

會，才能扮演地球村成員的積極角色，且使台灣社會（當然包括青年）得

以重建自信，擺脫自我封閉的退縮自保心態。 

    （二）以社會文化做為兩岸關係新主軸：大陸赴台觀光客每年已達 200

萬人次，陸生赴台就讀大學已有三屆；台灣每年赴大陸觀光人數超過 290

萬人次，更有百萬台商及其家屬經常往返兩地。由兩岸直航點與航班的不

斷增加，顯示兩岸人民交流往來極其頻繁。然而，隨著互動的增加，卻也

清楚暴露雙方在許多基本倫理、文化價值、生活習慣、思考模式鴻溝，不

是「同文同種」的「文化同源論」即可輕易遮掩。這些源自歷史經驗與體

制差異的鴻溝，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台灣民眾對於兩岸關係發展的感知，進

而投射出對於未來兩岸關係進一步發展的恐懼乃至排斥。「反中」出於「恐

中」，「恐中」則出於擔心失去自己熟悉的生活方式，包括多黨代議制、言

論與集會自由、自由結社、乃至自由上網（例如使用 Facebook）。至於大

陸過去對台灣的「讓利」善意始終著眼於經濟層面，由於這些利益無法分

霑台灣各階層大眾，「讓利」反而激起反感。在實際推動策略上，兩岸可

以先由民間探索「文化 ECFA」、「社會 ECFA」的可行方向；大陸可以開

放台灣民間非營利組織更自由的進入以及運作，甚至參與刻正推動的「社

會管理」。或至少，「教育 ECFA」可以先行先試，追求兩岸教育合作的深

化，共同面向全球化的教育市場，進而經由文化價值與社會正義反思，建

構「教育全球化」的普世意義與價值。 

    （三）建構兩岸關係的世代參與機制：兩岸關係過去都在國共/民共/

國民的「黨對黨」、海基與海協的「會對會」的層次上尋求開展，即使有

「二軌」或民間交流，大多也是同質對象之間的對話，例如學者對學者、

企業業者對企業業者、青年對青年等等，相對地缺乏「跨界」的對話與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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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亦即不同層次、不同屬性領域之間的對話，以尋求相互的瞭解與「理

入」（empathy 將心比心、設身處地的同情同感），進而形成「跨界」的共

識與共同行動。在Web 2.0的新時代以及時尚流行的後現代，社會成員的

思考模式與行動邏輯的巨大轉變下，或許應該被積極納入兩岸關係的建構

與推動，才能提昇兩岸社會對於兩岸關係的理解與接受。無論在台灣或大

陸內部，乃至兩岸互動的場合，兩岸青年在各個層次上，包括在不同政黨

之間、企業之間、民間團體之間，必須都能實質參與兩岸關係的對話、討

論、辯析、試做（實驗）、競爭、合作，乃至決策，才可能達成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的「世代交替」。 

 

四、結語 

    兩岸關係「深水區」不容迴避，兩岸之間浮現原本潛藏的阻礙，正是

兩岸關係突破的契機。若能正面積極面對新形勢與新問題，突破思維與行

動的傳統窠臼，以「結構轉型」超越過去的「創造性模糊」，進而以全球

化的視野、社會文化融合的格局，重塑推動策略與路徑，兩岸關係終將因

陽光而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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