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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馬政府及國民黨—先「和」後「拖」

2.我個人認為「鬥」→內部分裂

→外部危險

「拖」→遲早攤牌，且因實力對比快速傾斜

，不如早「和」

「和」→最佳，但需三步走：①黨內共識，

②跨黨共識，③兩岸談判

3.2014正式提出「和」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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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灣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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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評估當時：

①習近平剛上台，忙於內政（肅貪、經濟、固權），應

樂見兩岸更趨穩定

② 2013.6習向吳伯雄提議兩岸「心靈契合」，釋出歷來

最大善意

③兩岸實力對比，台灣仍有相當籌碼

可惜馬政府很快陷入政治被動，失掉推動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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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孤鳥的努力（一）：紅藍綠交流

—2014.4 台北論壇主辦跨藍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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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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台北論壇主辦「2015年台灣內外政策環境的展望」。這

是台灣第一次，也是到現在為止唯一一次紅、藍、綠，美、中、台

組成的跨黨派、跨區域會議。與會成員包括卜睿哲先生、前監察院

長錢復、前外交部長歐鴻鍊、中央研究院院士朱雲漢、吳玉山、民

進黨的中央研究院研究員

胡勝正、新台灣國策智庫

執行長劉世忠、大陸上海

東亞所副所長胡凌煒、以

及另外三位美國、一位日

本、一位韓國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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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孤鳥的努力（二）：「大一中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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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孤鳥的努力（三）：頻頻預警兩岸險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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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蔡政府與民進黨的選擇

①鬥！鬥！鬥！切斷政府對話，大幅減少經貿以外的民間

交流

②「鬥」的程度遠高於

「和」的程度遠低於

③全力靠攏美國—一夕回到冷戰時

④蔡2021.10.10宣布「互不隸屬」後，兩岸不再有「談」

或「和」的可能
17

日韓星及其他國家



二、大陸的抉擇：從「和」到「鬥」

1.對美—直到 2018 貿易戰，仍主「和」

—2020.11 拜登開票勝選後僅兩週，尚未就職，前副外

長傅瑩即在紐約時報拋出「和」的訊息

—習近平權力集中，對台思想、力量及資源亦均高度集

中，已建構「能打也能談」的佈局（王滬寧、王毅、

秦剛、何衛東、李強）。

—隨著拜登趨硬，習亦趨硬。2023.2氣球事件後，「和」

已極不易。如「拖」，美中關係會更好？從美國內政

看，也很難。所以準備以「鬥」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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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台—至2019.1 習的「台灣方案」建議被蔡拒絕前，仍保留

「和」的空間。

—2021.10蔡宣布「互不隸屬」後，放棄對蔡政府希望。

整體趨「鬥」，不再有對台鴿派，其中大陸民眾敵視

台灣的情緒最令人憂心。

—北京的考量：如「拖」，兩岸關係會更好？答案如否，

只剩「鬥」。

—2022九合一選舉後，開始區隔台灣「政府」與「人民」

，對「政府」硬，對「人民」軟。力爭習第三任完成

統一。如2024台灣仍堅持「互不隸屬」，則「硬著陸」

，如「九二共識」加「反台獨」，則「軟著陸」。



三、美國的抉擇：「鬥」+「拖」

1.2018.3 貿易戰起，由「和」急轉「鬥」

2.川普及拜登政府，均鷹派當家，對中思想集中，但因權力分

散（「強總統、弱國會」），以致力量及資源均不能集中。

3.軍力不足以及時援台。美國整體軍力雖強，但因中共佔主

場優勢，而美軍備多力分，加上在東亞距離遙遠、基地不足、

長程打擊武力亦不足，等中共對台灣造成新的「既成事實」

後，為時已晚，極難翻轉，除非冒核戰風險。

4.故希望台灣堅守灘頭，甚至城鎮戰，越久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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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對中亦「有心乏力」

①五年內台海軍力平衡有利於中共，因美國壓制解放軍的武器，

五年內甚至更久不可能齊備。

②財力及軍工業均不足以支撐大幅且快速軍事轉型。

③盟國三心兩意（均是中國大陸友邦），且鞭長莫及，故均虛幌

幾招。美對盟邦只用外交說服，沒有經濟甜頭。

④找不到適當的打擊基地

⑤台灣鬥志、訓練、武器、彈藥、後勤（如能源、醫療）均不足，

難撐大局

6.故努力虛張聲勢，「政鬥」、「經鬥」、「軍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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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灣從「一條尾巴搖兩條狗」變成兩隻狗

搶的那根骨頭。悲哉！

2.一隻狗只叫不咬。另一隻專心磨牙，不太

叫。「骨頭」仍不知死活，樂在其中，外

鬥內也鬥，不知其「分裂台灣，團結大

陸」的兩岸政策即將讓台灣大禍臨頭。

3.最近美台小心翼翼，就怕狗會咬下來。

4.目前美中台三方皆主「鬥」，任何一方都

沒有「和」的基本意願。再「拖」應也拖

不過習的第三任，其中2023-24最關鍵。

四、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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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ledge,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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