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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John Blinken）2022.11.16說：

「北京已經基本認定（台海）現狀不能接受…正以更快的

時間表追求統一…如果和平手段行不通就用脅迫方法…如

果脅迫行不通，就用武力手段」

■中華民國外長吳釗燮

（2021.11.16）：「兩岸情勢從未像現在如此緊張，中國升

高對台灣的軍事威脅是非常真實的」

（2022.10.26）：「習近平第三任期將增大武力犯台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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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2021.04.30封面稱台灣是「地球

上最危險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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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美國國防部致國會年度報告：

中華人民共和國相關軍事與安全發展

中國已經擁有整套針對台灣的作戰選項，從空中及海上封鎖

，到全面兩棲侵入，到奪取並佔領部分或全部的台灣島或外

島。（頁115）

有鑒於台灣民意的轉變（據近月民調），中國領導人可能覺

得他們把台灣置於「一國兩制」框架下的機會之窗正在縮小。

中國因此越來越積極向台灣及蔡政府施壓以削弱美台聯繫並嚇阻「台灣獨立」。

中國在台灣附近持續進行軍事活動，同時也為一旦衝突預作操練，顯示中國想

完善其對台策略及能力的緊迫感正在提升，以備軍事選項的啟動。（頁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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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危險（一）：兩岸幾乎全面對抗

—台灣越來越「台灣」：蔡英文政府否認「一個中國」、「一

中各表」、「九二共識」，拒提替代方案。也否認自己是

「中國人」，攻擊「兩岸一家親」。

—大陸越來越「中國」：強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

夢」。

—兩岸對話全面中斷，回到「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

—民間感情也沖淡。台灣「反中」及大陸「厭台」情緒都上升。

—除貿易外，兩岸正「脫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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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危險（二）：中共的緊迫感

—北京認為蔡英文自2016年上台後雖未宣布法理台獨，但不斷

「去中國化」、「反中」、「脫鉤」，到 2021.10.10 宣布

兩岸「互不隸屬」時，已完全不抱希望。

—對台灣人民越來越「反中」也高度失望。

—對台灣配合美國佈局「反中」，極為不滿。

—中共20大後，習近平進入第三任，全面掌權，也全面負責。

年齡（69—74），任內必須交出漂亮成績單。習在閩浙滬工

作22年，最知台，也最有解決台灣問題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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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危險（三）：美國會來救？
答案一：心有餘力不足

1.美國軍力結構正從「反恐作戰」（航母只攻擊，不會挨打）

向「高手對決」（航母可能被擊沉）轉型，青黃不接5-10年。

2.政府智庫、學術界普遍認為美國整體軍力仍是全球最強，但

在東亞地區卻可能敗給中國解放軍。尤其在中共突襲台灣，

幾天內造成「既成事實」時，美國救援不及，只有放棄。信

心因此不足。

3.經過20年阿富汗、伊拉克、三年疫情及最近的俄烏戰爭，美

軍無力也無心再遠征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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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取材自觀察者網

答案二：成本太高

2020.08.26  中國東風飛彈打南海

9



資料來源：”2020Index of U.S. Military Strength”,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2020, p.373

答案三：距離太遠

救援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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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危險（四）：台灣無鬥志

1.蔡政府相信也宣傳「中共不會打」，「美國會來救」，讓人

民有虛幻的安全感。所以台灣政府與人民都沒有作戰的準備

2.不願志願役、不願進軍校。國軍軍士官提前退伍。

3.前國防部長馮世寬：「大專畢業生受訓10周，即可任少尉」

（2017.08.01）

4.官方民調誤導華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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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險狀」同時出現
■過去難得出現其中一兩點，現在全部到位。

1.大陸政局安定，「習家軍」統攬全局。美國兩黨對立更趨嚴重，

弱總統，強國會。

2.美中溝通似有還無，互信也跌到近年最低。

3.兩岸溝通完全中斷，互信降為零。

4.美中台均鷹派當家，妥協意願低。

5.大陸一致敵視台灣。台灣民意也日趨敵視大陸，卻既不團結

也無鬥志。

6.由於路途遙遠，備多力分，美國已無能力及時救援台灣，只能等

台灣變天後才考慮是否翻轉「既成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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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鳥「趨吉避凶」的努力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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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分裂

■鬥

外部危險

■拖—遲早攤牌，且實力對比快速流失，不如早談

■和—最佳途徑，要兩岸談判

馬政府及國民黨—先「和」後「拖」

蔡政府及民進黨—鬥！鬥！鬥！

孤鳥的努力（一）：

很早就主「和」，不主「鬥」、「拖」

各界的反應冷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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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鳥的努力（二）：紅藍綠交流

—2014.4 台北論壇主辦「兩岸政策菁英高階班」訪問大陸。跨

黨派成員包括蘇起、童振源等人。拜會政協副主席陳元、國

台辦主任張志軍、商務部

、食品藥品監管總局、住

房及城鄉建設部、上海市

政府、國務院發展研究中

心、中央黨校及多個智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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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5 台北論壇在台北舉辦「變動中的兩岸新局—回顧與

前瞻」研討會。大陸海協會副會長、前國台辦副主任孫亞

夫率團來台參會，成員包括多位重量級大陸學者。（照片

左起：嚴峻、李應元

、洪奇昌、孫亞夫、

高孔廉、胡志強、許

信良、蘇起、張榮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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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 台北論壇董事會成員（錢復、洪奇昌、蘇起、程建人）

訪問大陸，拜會國台辦（張志軍）、商務部（王受文）、清華

大學、北京及上海多個

智庫。右圖為訪問北京

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與

該院院長季志業（前排

右三）合影。

2016.5蔡英文上任後，

紅藍綠交流全部切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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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5 施明德、程建人、蘇起、洪奇昌、焦仁和、陳明通、

張五岳共同倡議「大一中架構」：

即「在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上共組一個不完整的國

際法人，以共識決處理雙方關切的

事務，作為兩岸現階段的

過渡方案」

兩岸三黨對此均冷處理，本提議無

疾而終

孤鳥的努力（三）：「大一中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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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鳥的努力（四）：頻頻預警兩岸險狀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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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蕭萬長（2013.10，APEC/印尼峇里島）

「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題總不能一代一代傳下去。」

①與台灣談

和統

②與美國談（雖然「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

武統 ③片面處理

兩岸的未來：北京的三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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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與台灣談
—2019.1.2習近平提議「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台灣兩政黨

都拒絕。

—2021.10.10蔡英文國慶講話「兩岸互不隸屬」。台灣內部沒

有反對聲浪，顯示台灣「政府」與「人民」

均不支持統一。北京至此絕望。

—2021年底開始推出一系列的「統一後」

安排的論述。2022.8對台白皮書最詳細

—2022.8美國眾院議長裴洛西訪台後；中

共實施三天圍島演習，試射東風15導彈

，向美台展現攻台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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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與美國談
■北京自始願意，不能太明顯，需要包裝

—2020.11（傅瑩在紐約時報撰文呼籲拜登政府談判包括台灣問題）

—中共20大後人事佈局，王毅可能取代楊潔篪成為對美窗口。他最

了解台灣問題。

■ 2018-2022華府不願意

—兩黨反中情緒一致，幾乎沒有主和聲音。美中不斷爭吵，溝通似有

實無。

■ 2022.11期中選後，拜登在G20峰會展示談判意願，且主動派布林肯

明年初訪問北京。預示美中終於可能坐下來認真談判。11.22美方主

動建議的美中防長會談率先在柬埔寨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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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困難重重

1.共和黨為爭奪白宮大位，對中政策會更「鷹」，製造更多障礙

（如「台灣政策法」，眾院議長訪台）。拜登不一定能夠管控。

2.蔡政府也不樂見美中關係改善，可能配合美國鷹派打「台灣牌」

，只是躲在暗處。

3.明年下半年台灣大選進入熱季。如民進黨推出台獨候選人，兩岸

擦槍走火可能性升高。

4.2008先例：時任國防部長蔡明憲在回憶錄中透露，2008春天中

共在對岸動員大軍，準備如果謝長廷當選就打台灣。

③片面處理—武統

—如果美中談不出結果，只剩這條路，除非習願長期拖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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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來五年是「台灣的危險期」、「美國的空窗期」、「中共的機

會期」。

2.「美中談判」是台灣避戰的唯一出路。台灣自己不肯主動用「和」

解決兩岸問題，現在才發現「鬥」不過人，「拖」也到了盡頭，

最後只有把命運交到美中兩強手裡，像1984鄧小平與柴契爾夫人

（M.Thatcher）決定香港前途一樣。李登輝名言「台灣人的悲哀」

可能成真！

3. 2023-24最是和戰關鍵。

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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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大家！

歡迎參閱台北論壇網站
〈http://www.taipeiforum.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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