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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0 年 6 月底，中國大陸與臺灣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定」（ECFA）。依此廢除

了部分關稅，使得兩岸的經貿關係更加緊密。 
 最近，中國大陸方面並不以經濟交流為滿足，表示出兩岸應將未來統一的問題列入考

慮，啟動兩岸的政治協商的想法。其中之一環，為中國大陸方面積極提倡推動兩岸進行和

平協商或簽署和平協定。 

一、 中國大陸描繪的和平協商其實現可能性的情景 
習近平在第十八屆黨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特別強調近幾年兩岸關係取得具體的進

展。因此，在習近平主政之下，基本上在經濟上，仍會繼承傳統的對臺協調路線的可能性

較大。另外，中國大陸也表現出不會只滿足於經濟交流，在政治議題上希望透過協商方式，

達成兩岸締結和平協定的立場。 
關於兩岸和平協商，2008年 12月 31日，在「告臺灣同胞書」發表三十週年的座談會

上，胡錦濤明示兩岸和平協商及簽署和平協定為黨的目標。此外，在 2009 年 3 月 5 日，

第 11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人代）上，溫家寶在政治活動報告中，再次表明中國大陸

政府希望推動兩岸和平協商及簽署和平協定的意願。 
有關兩岸關係發展的問題，中國大陸問題專家普遍認為應該分成三個階段來推動。第

一階段（2008-2010年），作為政治協商的準備期，將海基會與海協會的關係正常化，以及

推動兩岸直航、經貿關係制度化及進行各種實務交流。第二階段（2010-2012年），開始進

行兩岸的政治對話，並檢討如何讓臺灣參與國際組織及活動問題的協調期。事實上，臺灣

在 2009年，終於得以觀察員的身份加入WHO。第三階段（2012 年以後），除進行兩岸和

平協商外，經由締結和平協定，建立兩岸和平發展的架構。兩岸關係在上述第一階段及第

二階段中，確實已有多項目標達成。另外，單看第三階段的內容，務實推動和平協商及簽

署和平協定，推測乃中國大陸未來努力的目標。 

二、 中國大陸所謂的「軍事安全保障相互信賴機制」究竟為何物？ 
在 2012 年第 18 屆黨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內容，也彰顯出中國大陸重視兩岸的「軍事

安全保障相互信賴機制」的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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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為止，中國大陸政府對於「軍事安全保障相互信賴機制」的具體內容尚未公

佈，但多數的中國大陸問題專家早已開始討論此一議題。根據渠等的論述，兩岸「軍事安

全保障相互信賴機制」，即中國大陸與臺灣終止敵對狀態、兩岸高層架設熱線、包括

進行軍事交流及共同舉行軍事演習等構想在內。以及進行軍事情報交流、共同維護領

土及領海主權等具體內容亦涵蓋其中。 
雖說今後很難依著「中」方的想法實現「軍事安保相互信賴機制」，但倘中國大陸與臺

灣建構「軍事安全保障相互信賴機制」有所進展的話，究竟會發生什麼事？聲稱會降低兩

岸軍事衝突危險性的乃中國大陸單方面的說詞，實際上可能會產生更複雜的情況。例如，

當兩岸軍事交流有進展時，美國賣給臺灣的武器技術，極有可能會洩漏給中國大陸。如此

極有可能動搖美臺間的信賴關係。與此相關的，如最近有部分美國學者專家，甚至以美「中」

臺三者的權力平衡已產生質變為由，呼籲美國不應再承諾保障臺灣的安全。 

三、 臺灣安全保障上的令人憂心之事－「維持現狀」的難處 
與中國大陸積極推動和平協商的作法成為強烈對比的是，多數臺灣人認為目前時機尚

早。對臺灣而言，「維持現狀」或許是最後的堡壘，但中國大陸與臺灣的對話取得進展的

話，兩岸要繼續「維持現狀」就更加困難了。 
另外，對中國大陸方面亦存在如此見解，即臺灣的「維持現狀」，並非是絕對性的意涵，

而是具有相對性的意涵。亦即，中國大陸透過與臺灣的政治協商，有可能逐漸崩解臺灣「維

持現狀」的態勢。與此同時，兩岸交流的前提「九二共識」，亦即「一個中國」的解釋，

在中國大陸與臺灣各自解讀的認知上進行對話，此一作法未來亦有可能改變。該共識僅是

口頭約定，因為沒有任何正式文件，也因此就可以有各種解釋的可能性。 
中國大陸瞄準臺灣的飛彈數量年年增加，實已產生不平衡的矛盾現象。此意味著中國

大陸不止在政治上加強攻勢，靠軍事力量改變「維持現狀」的能力亦越來越強。 
臺灣在安全保障上令人憂心之處，撇開是由國民黨或民進黨執政此種國內情勢的論調

不談，上述問題是臺灣內部極為重要的問題。本來，臺灣在與中國大陸進行正式的經濟交

流前，此種攸關安全保障的問題即應率先提出。因此，如果今後臺灣同意與中國大陸進行

政治協商的話，此種問題應列為兩岸對話的最優先議題。 

四、 中國大陸與臺灣和平協商引起的漣漪 

（一） 第三國應採取的立場 
隨著兩岸關係的進展，一觸即發軍事衝突危險性的發生機率與以往相較已經降低許

多。因此未來有關中國大陸與臺灣就統一問題進行和平協商時，要獲得國際社會的支持不

見得就會那麼困難。此乃近幾年為實現兩岸和平協商，中國大陸「外交攻勢」逐漸奏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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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表徵。 
此外，最近中國大陸對兩岸的和平協商，不容許美國或日本等第三國插手的態勢，尤

其令人矚目。例如，從李家泉等人的言論即可知曉。 
兩岸和平協商的走向如何，不僅美國及日本關注，此對中長期的國際秩序及區域的穩

定和平而言，亦攸關重要。未來，在中國大陸目前體制的主導之下，朝吸納臺灣方向發展

的和平協議，對美日兩國及國際社會而言，很難說是真正的「有利」。但是，關於此等問

題，目前美日兩國並不是非常關注。因此，在設想中國大陸與臺灣可能會進行政治協商的

議題上，就必須從不同國家的角度來檢討可能會採取的政策選向問題。 

（二） 兩岸關係的進展對日「中」關係造成之影響 
對日本而言，日「中」關係與日臺關係並非「零和遊戲」。相反的，中國大陸可藉兩岸

關係的改善，離間日本與臺灣的關係，此點吾人尤其應特別注意。 
在日「中」關係上，一旦加入臺灣角色，依據臺灣所處地位而異，整個權力平衡也會

大幅改變。其中最顯著的例子，如最近圍繞尖閣諸島的主權問題上，臺灣所採取的對策即

可看出端倪。例如，日本政府宣布將尖閣群島國有化後，日「中」關係急遽惡化。2012 年

九月下旬，臺灣漁船團及海巡船艦大舉入侵尖閣諸島的日本領海即為明證。此舉讓國際社

會猜測，在尖閣諸島主權問題上，中國大陸與臺灣是否會聯手對抗日本？但 2013 年 2 月，

臺灣當局發表正式聲明，表示在釣魚臺的主權問題上不與中國大陸聯手的立場後才解除國

際社會的疑慮。2013年 4月，長年懸而未解的日臺漁業協定簽署，又可見日臺間相互讓步

的痕跡。 

五、 結語 
 近幾年，日「中」兩國的權力平衡逐漸產生變化。日「中」兩國之間每次有關尖閣諸

島的主權問題浮上檯面時，就會引起雙方國內民族主義的過度反應，進而引發尖銳對立的

惡性循環。不過，即使能避免軍事衝突此一最壞狀況的發生，但日「中」間仍有重啟高層

對話，進行溝通之必要。 
 習近平上臺後，預測中國大陸國內「左派」的發言權有擴大的情形下，日本不應採取

助長中國大陸強硬派發揮影響力的作法，應極力克制避免採取挑釁的言行舉動。與此同

時，在習李體制所揭櫫的建設「海洋強國」旗幟下，中國大陸會如何推動其海洋政策，吾

人均需持續密切注意觀察。 
 為強化及維持與臺灣的關係，可透過外交二軌管道加強日臺間的溝通，此對日本而言，

亦是極為重要的命題。因此，其中的第一步，就是日本除要關注最近中國大陸與臺灣的和

平協商發展的情勢外，有關兩岸的軍事平衡問題，以及臺灣所面臨的安全保障問題，也要

積極的予以關注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