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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台灣統獨爭議的析論的看法

摘要

臺灣的看法；認為大陸近代 400 年來積弱不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遭

受到列強不平等待遇荼毒，尤其日本侵略禍害尤深，今大陸能自鄧小平確定「改

革開放」基調後，國勢日強，已臻世界超級強國之列，能再以國家整體策略最

高指導原則，濟弱扶傾、發展經濟、文化，以漢、唐兩代為師，重躋富強康樂

之林，是可賀可喜之現象且勢將指日可待。

本研究，乃有鑒於中自 1978 年經濟改革開放後，經濟的快速發展已成為世

界第二大經濟體國家，而大陸經濟伴隨國防實力的增強，將對世界安定作出貢

獻，期有一定的發現，而台灣人民尤其青年更期待兩岸都有成長。

研究方法係採取文獻分析法，歷史研究法並行，做一系列的回顧與分析，

從其中深入探討並整理出相關現象以作為解決主題之參考。

經研究探討，兩岸未來處理統獨爭論應朝以下三方向審酌 :
1. 臺灣本要有宏觀的器度、客觀的角度，來看待統獨議題。

2. 期待大陸一定要走尊重多元文化的發展，猶如儒家思想的天下一家，世

界大同一樣胸襟。走和諧世界，是一個既有利於自身的發展，又有利於世界發

展的戰略，才俱足說服力。

3. 更期待大陸一定要走人權的道路，須知人權是世界各國共同重視的，如

果大陸尊重人權，將阻礙大陸的形象與發展。

關鍵字：兩岸關係、改革開放、台灣政治、統一或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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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Controversy over 
Unification or independency in Taiwan

Chung-Wei Chen *     Zeng-Yi Ding**

Abstract

The views of Taiwan’s young people believe that the modern era of the mainland’s 
400 years of age has been characterized by a weak state of shame. People are slovenly 
and I am a fish. They are subjected to unequal treatment and poison, especially the 
scourge of Japanese aggression. Now that the mainland has been able to determine 
the ton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since Deng Xiaoping established itself, the 
country’s national power is growing stronger. It has already ranked among the world’s 
superpowers and can again use the highest guiding principles of the country’s overall 
strategy to help the weaker, develop the economy and culture, and use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Taking the teacher as a teacher and re-emphasizing the forest for 
prosperity and well-being is a gratifying phenomenon and will soon be just around the 
corner.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fact that since the economic reforms began in 1978,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ecome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country, 
and that with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strength of the mainland 
economy, it will contribute to the stability of the world, with certain findings. However, 
young people in Taiwan are even more likely to expect growth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The research methods adopted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 and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 in parallel, and made a series 
of reviews and analyses. From there, the relevant phenomena were explored and sorted 
out as a reference for solving the topic.

Th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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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youth should have macroscopical and objective perspectives to look at 
reunification and independence issues.

We look forward to the fact that the mainland must respect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culturalism. It is like the world of Confucianism and the same world. To take 
a harmonious world is a strategy that is both conducive to its own development and 
conducive to world development.

We are even more hopeful that the mainland must take the road to human rights. 
It must be noted that human rights are of common importance to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If the mainland does not follow the human rights road, it will hinder the imag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inland.

對台灣統獨爭議的析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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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年 1 月 13 日，蔣經國逝世，副總統李登輝依據《憲法》就任中華民國

總統，成為第一位台灣籍的中華民國總統。1 面對蔣經國生前開啟的時代大門：

開放黨禁、解嚴、開放探親，很少人認為這位在蔣經國生前畢恭畢敬的副總統，

能夠成為這個變動時代的領袖。因為李登輝是學者出身，又無班底，與國民黨「二

重結構」2 中的外省統治階層素無淵源，甚至連蔣經國為何在 1984 年提名他作

為副總統都眾說紛紜，當時一般人都認為他將僅是過渡暫代，卻不料其最後在位

十二年，並主導了台灣政治的民主化，將台灣從威權政體徹底轉型成為民主政黨

體制。3

李登輝上台後，面對內有「黨國體制」的外省官僚系統，外有因解嚴後能量

釋放的社會運動，處境實相當危險。而他卻能夠把握住其中的矛盾情結，採用分

化聯合、援引外力的方式，聯合次要對手，制衡主要對手，同時借用反對勢力對

其台籍總統的「李登輝情結」，反向黨內施壓，不論是當年三月學運、中共的飛

彈危機，都在他的巧妙運用下，反變成獲勝的籌碼。4 從 1988 年李登輝意外接任

總統開始，直到 1996 年當選首屆民選總統（也是其第二任總統），才可說是穩

定地鞏固其權力地位。在這當中，他與外省籍為主的國民黨內部政治團體的鬥爭，

幾乎是年年上演，一般將其稱之為「主流」與「非主流」的對決。由於李登輝掌

有國家機器，因此被稱為「主流」，而反對他的團體，被稱為「非主流」，最後

結果則是「主流」獲得勝利，「非主流」部分被迫出走，先後成立「新黨」與「親

民黨」。5 李登輝在黨內運用「分化聯合」的戰略，鞏固自身權力。第一次聯合

李煥，度過剛上台時無法真除黨主席的窘境，後又用「行政院長」之位，讓李煥

交出黨部的位子，後又同樣以「行政院長」之位，聯合郝柏村，獲得郝柏村的軍

權，不但造成「非主流」的分裂，也使李登輝逐步取得黨、政、軍的權力，能夠

與「非主流」一決高下，獲得最後勝利。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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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華民國憲法第四十九條：「總統缺位時，由副總統繼任，至總統任期屆滿為止 …。總統因故不
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 …。」
二重結構：就政治社會的層面而言，戰後台灣的政治體制在國民黨刻意安排的情況下構築政治菁
英的族群二重結構。此二重結構係指國政層次的統治菁英 (national ruling elite) 由戰後移往台灣的
外省人擔任，而地方公職的政治菁英 (local elite) 則多為戰前就居住在台灣的台灣人，相互之間很
少流動。 這個族群二重結構的模式若換以黨政與地方派系為區分依然適用，即：國政層次的政治
菁英由黨政核心人士壟斷，而地方公職則是由地方派系所佔取。在蔣經國晚年以後，國民黨逐步
將政權朝向本土化改革，族群二重結構雖然逐漸淡化，但黨政 - 派系的二重結構卻在威權時代晚期
完整遺留下來。簡言之，威權時期的政治社會在黨國體制的背景下，國民黨構築一個以黨政核心 -
地方派系的統治聯盟，由黨政核心控制國家機器、意識型態，然後透過地方派系滲透民間社會。
金國柱，2011，《中國國民黨的轉型－路徑依賴的觀點》，（台北市，中國文化大學）博士論文，
頁 91。
王唯，2014，《人與神 : 王唯編導影視生涯回憶錄》，（台北市，新銳文創），頁 282。
報橘，下載時間：2019 年 5 月 5 日，＜ https://buzzorange.com/2017/09/29/lee-teng-hui/ ＞。
王御風，2017，《圖解臺灣史》，（台北市，好讀出版社），頁 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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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台灣統獨爭議的析論的看法

在李登輝與「非主流」對決的過程中，由於「非主流」多半掌握前述所提二

重侍從體制中外省菁英的部分，李登輝除了少數如宋楚瑜擁護外，得不到外省族

群的支援。於是李登輝打破二重體制中不讓台籍地方派系到中央的規範，大量拔

擢原來被稱為「地方派系」的台籍政治菁英，讓國民黨允許「地方派系」在地方

的與財團關係密切等檯面化，這也是李登輝獲勝所帶來的後遺症。 7

1988 年李登輝上台後，更加速與中國交流，1993 年 4 月兩岸在新加坡舉行

兩岸多年來第一次的會談 —「辜汪會談」（海基會辜振甫與海協會汪道涵）。8 

一時之間兩岸似乎朝向統一之路，但實際上，李登輝所推動對中共的外交，其實

是「務實外交」，也就是承認「一中一台」的政治現實。9 這不僅對主張「一個

中國」的中共是莫大挑戰，也引起國民黨內部的紛爭，兩岸關係急速惡化。1996
年李登輝競選首屆民選總統時，背棄 " 一個中國 " 政策，因此，中共發射飛彈封

鎖高雄、基隆港。對台灣實行威懾。當時美國也在台灣選舉前宣佈派遣獨立號航

空母艦戰鬥群前來台灣東北海域，隨即又從波斯灣調遣尼米茲號航空母艦戰鬥群

開往台灣東部海域。10

1999 年李登輝宣布「兩國論」，正式揚棄「一個中國」，至此，兩岸關係

再度惡化，也埋下陳水扁時代爭議不斷的兩岸問題。李登輝在任滿卸任時，更籌

組「台灣團結聯盟」，立場為其總統任內所不願明示的台灣獨立，綜觀李登輝在

其總統任內，對於台灣最大的影響是兩岸關係，也是影響日後台灣地區民眾、青

年對統獨看法。在台灣民主化運動的過程中，統獨議題常成為政黨政治角力的場

域，並在社會上產生衝突與緊張。11 台灣地區的部分人民存在截然不同的國家認

同時，使政府的合法性與統治行為受到嚴峻的挑戰，12 從此亦埋下日後台灣地區

政治動盪的開始。

另外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從 1994 年以來即長期在調查研究當中追縱台灣

青年及民眾的政治態度，如圖 4-1「重要政治態度分布趨勢圖」所示，「維持現

狀以後再決定」長期以來穩定維持在最多數（32.6%），而「永遠維持現狀」緊

7

8

9
10

11

12

鄒家彥，〈你還記得嗎 ? 國民黨曾有一道飛彈下衝出的台獨勢力〉，檢索日期：2019 年 5 月 1 日，
＜ https://buzzorange.com/2017/09/29/lee-teng-hui/ ＞。
 吳漢，2013，〈從「辜汪會談 20 周年」看兩岸關係發展走向〉，《展望與探索》，第 11 卷第 5
期，頁 4。
張文生，2012，《台灣政治轉型與分離主義：1988-2000》，（北京 : 九州出版社），頁 40。
BBC 中文網，〈中美對峙：台海危機爆發再成為關注熱點〉，檢索日期：2019 年 5 月 14 日， 
＜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4387477 ＞。
張傳賢、黃紀，2011，〈政黨競爭與台灣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間的聯結〉，《台灣政治學刊》‧
第 15 卷第 1 期，頁 5。
Gellner Ernest.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Past.)"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34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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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在後（26.3%）。值得注意的是，「偏向獨立」的民眾在 2013 年的調查當中是

在歷年的最高點（17.2%）；「偏向統一」以及「儘快統一」兩類的意見非常穩定，

尤其前者從 2005 後緩慢下降，自 2008 年以來幾乎維持在 8% 至 9% 左右，而希

望儘快統一的民意則長期維持在 2% 上下。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曾就臺灣地區統獨問題對台灣青年及民眾進行統計

分析，自 1994-2017 年的統計資料顯示，仍以維持現況再做決定或永遠維持現況

的比例為最高。從 2014 年至 2017 年止起認為兩岸儘速統一有逐年增長趨勢；另

偏向統一亦有增加的情形，認為兩岸應儘速獨立或偏向統一有逐漸下降趨勢，惟

下降幅度不明顯，如表 1 所示。

表 1  台灣青年及民眾對統獨的看法

儘速統一
維持現況
再做決定

偏向統一 偏向獨立 儘速獨立 無反應
永遠維持

現狀

2014 年 1.3 34.3 7.9 18.0 5.9 7.3 25.2
2015 年 1.5 34 8.8 17.9 4.3 8.1 25.4
2016 年 1.7 33.3 8.5 18.3 4.9 7.4 26.1
2017 年 2.2 33.2 10.3 17.2 5 6.8 25.1

資料來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圖 1  臺灣青年及民眾統獨立場趨勢分佈圖 (1994 年 12 月 ~2017 年 12 月 )
資料來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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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在台灣潛伏了幾十年的省籍衝突，不但未因近年的政治逐漸民主化

而消褪，反而被政客運用，正式被搬上了檯面，激盪成波濤洶湧的政治鬥爭。13

省籍與族群在臺灣社會結構上的關係，省籍或是族群因素在臺灣政治中扮演的角

色，已成了全華人世界乃至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14 長期以來，統獨立場及

台灣與大陸間的統獨問題，已為競選的主要分界線。在台灣威權統治時期「反共

復國」的政治口號下，兩岸統一幾乎成為唯一的選擇，台灣獨立僅為少數流亡海

外的異議人士敢公開提出，在國內可說是噤若寒蟬，但台灣民主化後，隨著競爭

的提升，統獨立場上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從統獨議題持「無反應」到冷淡及主

張維持現狀到統一，即支持「兩岸統一」的比例皆要相對高於支持「台灣獨立」

的比例，民進黨掌權後，兩種態度呈現互有高低的現象，台灣青年知之甚深，這

樣的變化趨勢可從近年來部分人物強調「台灣主體意識」，甚至「去中國化」 的
說詞來理解。民調比例是隨著外在環境變化而改變的，如同一個人情緒高低隨事

件起伏，喜怒哀樂情愁充滿人生一樣。

從政大選舉研究中心最新台灣青年統獨民調看來，盡快統一 10.9%；傾向統

一 18.9%；維持現狀再決定 24.8%；永遠維持現狀 20.5%，盡快獨立 8.8%，傾向

獨立 9.3% 沒意見 6.8%，這是現階段民進黨執政下的情形，如表 2 所示。

從前幾任總統的表現來看台灣青年感受

( 一 ) 李登輝總統時期

在李登輝總統任內通過的《國家統一綱領》，取代先前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政策，改為終極統一。終極統一論的立場最終目標仍然是台灣與中國大陸間的兩

岸統一，不支持永久保持台海現狀，但對於何時開始統一與如何進行的問題則態

度迴避，近於支持維持臺海現狀。15 終極統一論者，反對一邊一國等推動台灣獨

立主張，但也反對在現狀下直接進行政治談判與統一；他們設定了條件，希望在

中國大陸成為自由、民主社會之後再行統一，在大陸方面未完成民主轉型前，反

對設定時程表，來達成中國統一的急統主張。

 又李登輝任中華民國總統時，曾多次宣誓要追求中國統一。如李前總統於

1988 年上任，共 12 年間，當時剛戒嚴時期李前總統在 1990 年表示：「中國只有

一個，應當統一。」1989 年 4 月 13 日，李登輝接待法國訪客時曾說：中國只有

對台灣統獨爭議的析論的看法

13
14

15

謝學賢，1993，〈統獨與省籍情結〉，《海峽評論》第 5 期，頁 74-79。
邵宗海、唐玉禮，〈臺灣地區的族群差異意識與政治參與〉，《展望與探索》，第 3 卷第 10 期，
頁 53-73。
〈終極統一〉，檢索日期：2019 年 5 月 18 日，＜ www.che.ntu.edu.tw/ntuche/safety/upload/browse.
php?u...b=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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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台灣青年及民眾對統獨的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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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將來必定統一。16 但是接下來又補充，因為兩岸政治體制不同，在短期內

無法統一，希望在中國實現自由、民主、均富的社會之後，才進行統一。

李登輝先生是中華民國第一位民選總統，人稱「民主先生」，17 曾多次公開

宣稱，退休後將到山地傳教，不再過問政治，事實上沒有做到，雖其主政期間台

灣經濟仍取得非凡成就，躋身亞洲四小龍行列，頗領一時風騷，但台灣青年會否

認為言而無信之徒。

( 二 ) 陳水扁政府時期

陳水扁總統時代 ( 第 10 任第 11 任總統 )（2000 年 5 月 20 日～ 2008 年 5 月 20 日）

以下是橫跨陳總統與馬總統的青年民意。

在其任內曾公開宣佈「四不一沒有」，但他其後亦提出許多新的方案，包含

「一中一台」、「一邊一國」等四階段論主張法理台灣獨立，並主張台灣前途應

由台灣人民決定，大陸政府方面則強烈表示反對。民進黨在 2000 年首度執政之

後，起了台獨的熱灶，並稱只要大陸無意對台動武，保證在任期之內，不會宣佈

獨立，不會更改國號，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也

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 18

對台灣統獨爭議的析論的看法

16

17

18

陳長文，〈天堂不撤守－是合意統一不是終極統一〉，檢索日期：2019 年 5 月 8 日，＜ https://
www.chinatimes.com/cn/newspapers/20151005000416-260109 ＞。
陸鏗、馬西屏，2001，《別鬧了，登輝先生─ 12 位關鍵人物談李登輝》，（台北市：天下文化
出版公司），頁 3。
 風傳媒，〈汪浩觀點：江澤民與陳水扁為什麼錯失和解的機會？〉，檢索日期：2019 年 3 月 15 日，
＜ https://www.storm.mg/article/224274 ＞。



 
 
 
 
 
 
 
 
 
 
 
 
 
 
 
 
 
 
 
 
 
 
 
 
 
 
 
 
 
 
 
 
 
 
 
 
 
 
 
 
 

 

主張「維持現狀」（58% 至 71%）

主張「台灣獨立」（17.5% 至 24%）

高於「兩岸統一」（4.7% 至 8%）。

2008-01-06 青年與民眾的看法

主張「維持現狀」（23% 至 62%）

主張「台灣獨立」（14% 至 45%）

高於「兩岸統一」（10% 至 19%）。

2006 年

主張「維持現狀」（13% 至 60%）

主張「台灣獨立」（16% 至 50%）

高於「兩岸統一」（12% 至 35%）。

2005 年

主張「維持現狀」（40% 至 58%）

主張「台灣獨立」（21% 至 31%）

高於「兩岸統一」（ 8% 至 13%）。

2003 年

主張「維持現狀」（42% 至 66%）

主張「台灣獨立」（ 7% 至 22%）

高於「兩岸統一」（15% 至 28%）。

2002 年

主張「維持現狀」（20% 至 60%）

主張「台灣獨立」（17% 至 43%）

高於「兩岸統一」（ 7% 至 22%）。

2001 年

主張「維持現狀」（16% 至 60%）

主張「台灣獨立」（ 4% 至 30%）

高於「兩岸統一」（14% 至 28%）。

舉一邊一國的例子，在 2004 年 10 月 25 日美國國務卿克林 • 鮑威爾至中國

訪問，接受 CNN 及鳳鳳衛視等訪問，訪談中提到台灣不享有國家主權，不是主

權獨立國家，並希望兩岸在蹉商後，以和平方式達成終極統一。19 隨後美國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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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胡文輝，〈吳敦義的「終統」屈膝告白〉，檢索日期：2019 年 5 月 17 日，＜ http://www.168abc.
net/Meeting/Detail.aspx?Board_sn=44088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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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發表聲明，表示是口誤。大陸國台辦認為這符合於美國對一個中國原則的立場

但陳水扁政府不予承認。

2005 年 3 月 14 日北京當局通過《反分裂國家法》，20 宣誓追求統一的決心。

同年，擔任中國國民黨主席的馬英九，接受美國《新聞週刊》訪問時，提出追求

終極統一是中國國民黨的目標。當時立法院長王平金認為，這是馬英九個人的意

見，不代表國民黨整體立場，回應馬英九談話。後陳水扁政府提出廢除國統綱領

及國統會的行動。至於陳水扁提出防禦性公投的主張引起國際關注，真沒有必要

為了某些政治人物的造勢來故意挑舋，引發兩岸的緊張。此次公投是要大陸放棄

武力犯台，其實這種東西不用公投，在台灣青年眼裏是＂一國之君分不清該做或

不該做＂而鬧出笑話。

2006 年 1 月，中國國民黨主席馬英九與日本媒體餐敍，曾針對終極統一論

作出解釋，認為這符合一中憲法與國統綱領，仍然以保持現狀為主；隨後在 2 月

訪問美國及歐洲，避談終極統一及停止內戰的話題，再度將追求終極統一定位為

維持現狀，保持陳水扁的四不一沒有，以消除美國與歐洲方面對終極統一論的疑

慮，將終極統一等同於保持現狀，而不是積極追求統一，此言論成為中國國民黨

的正式立場。2007 年，企業家曹興誠登報，主張在台灣通過《兩岸和平共處法》，

推動統一公投。21 被總統陳水扁及民進黨立院黨團批評，其立場與前中共中央總

書記胡錦濤及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馬英九相同，是為了走向一個中國的終極統一。

（三）馬英九政府時期

以下是馬總統任內的統獨比例。

對台灣統獨爭議的析論的看法

20
21

楊開煌，2009，〈政治定位之討論：兩岸關係 60 年〉，《展望與探索》，第 7 卷第 10 期，頁 7-14。
林志昇，〈台獨是假議題 - 台灣絕非美第五十一州〉，檢索日期：2019 年 3 月 18 日，＜ http://
city.udn.com/50415/4013089#ixzz5oDNyC25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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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總統曾表示「台獨」不是選項，不必宣布台灣獨立，而且這也不會成

功。」台灣人民只有兩個選擇，一是維持現狀，另一是與中國大陸統一；只要不

分裂，就能維持自治，並保留統一的可能選項，這是台灣生存最好的方式。22 新

加坡國父李光耀長期支持兩岸終極統一。2008 年接受中央社訪問，認為馬英九提

出的不統、不獨、不武主張，改善了兩岸關係，但未堅持中國國民黨原本的終極

統一立場。在 2012 年總統大選中，馬英九提出黃金十年計畫，其中納入與中國

進行和平協議，民進黨與台聯批評和平協議以一個中國為前提，目標在於走向終

極統一。23 同年 11 月 25 日，親民黨主席和總統參選人宋楚瑜 26 日接受 BBC 中

文網訪問時表示，在兩案統獨問題上，他主張回歸到憲政層次，目前中華民國憲

法就是終極統一，但現在兩岸沒有統一的條件，只能維持現狀 24，並且批評馬英

九未恢復國統綱領，在同一天，接受壹電視專訪時，則否認自己立場為終極統一。

中國大陸十八大 於 2012 年召開，首次將九二共識納入報告之中，辛旗認為，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可使兩岸和平發展，和平發展的最終目標為和平統

一。2013 年，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訪問中國，與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會

面，提出中國國民黨推動一個中國架構，被認為呼應了一個中國框架。 25

2014 年，馬英九政府執政時期，中華民國教育部對於普通高級中學的語文

及社會課程綱要的調整案，官方稱為「普通高級中學語文及社會領域課程綱要微

調」。在官方中聲明宣稱這次課綱調整只涉及少數用語的調整，因此稱之為「微

調」。但因為事實上對於高中歷史課程中的臺灣史進行了大幅度更改，引發歷史

教育學界及政界中的爭議，26 被學者張炎憲等人批評，其目的在於推動終極統一。

參與反課綱微調運動的學生團體與台聯，也以相同理由，要求撤銷微調課綱，然

部分參與的台灣青年則認為課綱微調一定要依歷史事實為準，否則終將被批評。

同年 5 月，施明德與蘇起等人，提出「新一中原則」，又稱大一中架構。被台聯

批評是馬英九終極統一論的重新包裝。同年 9 月，馬英九與外籍記者茶敘，提及

要參考兩德經驗來制定兩岸政策。德國《明鏡週刊》根據這段談話，報導馬英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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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24

25

26

中國時報，〈馬談臺獨：不必宣布，也不會成功〉，檢索日期：2019 年 3 月 25 日，＜ https://
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70303000381-260118?chdtv ＞。
維基百科，〈終極統一〉，2019 年 3 月 28 日，＜ https://zh.wikipedia.org/zh-tw/ 終極統一＞。
ETtoday 新聞雲，〈宋楚瑜：遵守憲法　終極統一〉，檢索日期：2019 年 4 月 2 日，＜ https://
www.ettoday.net/news/20111126/9180.htm ＞。
新華網，〈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會見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檢索日期：2019 年 3 月
29 日，＜ http://www.gwytb.gov.cn/headlines/201306/t20130614_4316330.htm ＞。
維 基 百 科，〈 臺 灣 高 中 歷 史 課 綱 微 調 案 〉， 檢 索 日 期：2019 年 3 月 30 日， ＜ https://www.
facebook.com/notes/christine-tsai/%E8%87%BA%E7%81%A3%E9%AB%98%E4%B8%AD%
E6%AD%B7%E5%8F%B2%E8%AA%B2%E7%B6%B1%E5%BE%AE%E8%AA%BF%E6
%A1%88/101531140538987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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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以兩德統一模式，來推動終極統一。中華民國總統府隨後發表聲明，認為報導

不正確。馬英九強調，不會採取「一德兩國」模式，而是根據憲法採取一中各表，

並沒有提到支持或反對終極統一。在接受中國《廈門海峽導報》採訪時，王曉波

稱自己為馬英九長年好友，表示馬英九的方向是終極統一，以及兩岸和平協議，

但受限到台灣民意不支持，不敢說出口，因此造成大家不了解。此報導經香港文

匯報轉載，傳回台灣。但王曉波的說法，並沒有得到總統府的證實，總統府發言

人羅智強表示，馬英九支持不統、不獨、不武。27 在一場由中國文化大學舉辦的

研討會上，中國國民黨大陸事務部主任桂宏誠說，中國國民黨支持兩岸在未來走

向統一，而不統、不獨、不武的主張，則是現在不會進行統一。

2015 年 4 月，馬英九在陸委會提出新三不政策，也就是保證不推動「兩個

中國、一中一台、台灣獨立」。5 月，中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與中國共產黨總書

記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朱習會。美聯社報導，朱立倫在這場會談中，

提出兩岸同屬一個中國，被認為表態支持中國終極統一。中國國民黨發言人楊偉

中向美聯社抗議後，美聯社更正了內容，改為「朱立倫支持九二共識，但是這被

北京政府解讀為支持終極統一」。28 其他的國外媒體，如英國《衛報》，也有類

似報導，認為朱立倫代表中國國民黨，向中國共產黨承諾支持中國統一。朱立倫

認為這是斷章取義的惡意扭曲，但沒有清楚說明他是否支持或反對終極統一。國

民黨立院黨團幹事長吳育昇召開記者會，舉出蔡英文在 2000 年曾主張「未來的

一個中國」，認為朱立倫的主張堅守九二共識，蔡英文在 2000 年的主張是終極

統一。

2015 年 10 月國民黨總統候選人洪秀柱，認為《中華民國憲法》是終極統一，

雖然洪秀柱澄清說的是「由中華民國統一兩岸」，但其發言依然被認為是傾共，

造成了軒然大波。許多國民黨立法委員建議國民黨中央，即刻撤換洪秀柱，避免

其投降主義發言拖累立委選情。國民黨中央也批評洪秀柱的發言，最終透過臨時

全國代表大會，廢止其提名，改為提名朱立倫，被稱為換柱行動。陳長文則認為

終極統一有強迫人民統一的意思在，難以使人接受，中國國民黨應該改變修辭，

應主張追求兩岸的合意統一。

對台灣統獨爭議的析論的看法

27

28

大紀元，〈馬英九的方向是 “ 終極統一 ”〉，＜ http://www.epochtimes.com/gb/10/5/19/n2912206.
htm ＞。
今日新聞，〈美聯社指「朱立倫確認與大陸終將統一」，國民黨要求更正〉，檢索日期：2019 年
3 月 29 日，＜ tw.news.yahoo.com/ 美聯社指 - 朱立倫確認與大陸終將統 - 國民黨要求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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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蔡英文政府時期

表 3  台灣青年的統獨喜好

　台灣青年的統獨傾向                 ( 單位： %)

統計時間 盡快統一 傾向統一
維持現狀
再決定

永遠維持
現狀

盡快獨立 傾向獨立 沒意見

2016.12 10.9. 18.9 24.8 20.5 8.8 9.3 6.8
數據來源：政大選舉研究中心

蔡總統接續馬前總統，成為台灣首位女性總統，接了近兩年，政策方針確有

諸多問題，如兩岸政策、年金改革、同性婚姻等，在兩岸政策上強調「民進黨的

政策非常明顯將致力維持兩岸和平穩定，鞏固國家主權。29」在台灣青年眼中，

台灣海峽如真的發生戰爭，喊台獨者，可能先搭飛機離開台灣，最後受害者還是

台灣百姓。

另，根據台灣民調 2017 年 10 月 15 日發布的定期民調顯示，台灣青年的統

獨喜好只有 10.5% 的支持終極統一；7% 主張急統；10% 主張緩統；47% 希望永

遠維持現狀，另外 4% 無意見 , 如表 4 所示。

表 4  台灣青年的統獨喜好

台灣青年的統獨喜好                 ( 單位： %)
統計時間 支持終極統一 主張急統 主張緩統 永遠維持現狀 沒意見

2017.10.5 10.5 7 10 47 4
數據來源：台灣民調

就如遠見雜誌於 2017 年曾對台灣青年做過民調，針對統獨立場方面，贊成

統一的有 9.3%，認為應該先維持現狀再看的有 34.1%，贊成永遠維持現狀有則有

20.2%，贊成獨立的有 23.4%。另，陸委會今 (2017) 年 1 月民調結果的數據為：

支持立即統一的有 3.4%，支持先維持現狀未來再統一的有 9.1%，暫時維持現

狀以後再說的有 33.0%，永遠維持現狀的有 25.6%，先維持現狀未來再獨立的有

16.1%，立即獨立的有 5.6%，剩下不知道的占 7.2%，上述的調查內容與陸委會長

期進行民調的結果很接近。台灣青年在統獨議題上，主張維持現狀的比例要明顯

高，證明新世代對統獨立場持觀望態度，在統獨議題持維持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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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林佩怡，〈蔡英文：維持兩岸和平鞏固主權最為優先〉，中國時報，＜ https://www.chinatimes.com/
newspapers/20150216000294-260102?chdt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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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蔡英文時代即 2017 年耿曙及曾于蓁的研究顯示，台灣青年不易受短期

交流的影響，在交流活動中與中共官員接觸、立場說明等，可以在「認知層次」

消除偏見並改善印象，但不易深入左右青年的統獨立場。30 另一位王嘉洲的研究

發現，赴陸交流會降低台生對台獨的支持，經過赴陸參加交流活動後，「傾向統

一」的比率增加 2.04%；「傾向現狀」的比率仍高達 18%，研究顯示台灣青年仍

希望維持現狀居多。31 另，周志懷曾表示：青年是建構未來兩岸關係的重要參與

者，同時也是引領未來兩岸趨勢走向的影響者與構建實質交流平臺，因此，更多

兩岸青年需積極參與交流互動，始能攜手走上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希望之路。 
32 另外，中國氛圍，務必由多個面向切入，茲以圖 4 來說明，俾利台灣青年能充

分瞭解中國統獨的看法：

圖 4  台灣整體的觀點內涵

資料來源；: 研究者自繪

對台灣統獨爭議的析論的看法

30

31

32

耿署、曾于蓁，2010，〈中共邀請臺灣青年政策的政治影響〉，《問題與研究》，第 49 卷第 3 期，
頁 29-73。
王嘉州。2010。〈政治社會化對來台陸生政府認同之影響〉。中國研究年會「從轉型到轉向：中
國研究的比較觀點」研討會﹙ 12 月 18 日﹚。台北：政治大學。
周志懷，2013，《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鞏固與深化 : 全國台灣研究會 2012 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選
編》，（北京：九州出版社），頁 230。

二、台灣青年的真正希望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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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 4 可以看出台灣青年的觀點的核心價值重點在國家安全、安定，不改變

現狀，無被侵吞之顧忌、及侵犯到人權與宗教信仰種種等。因為這代表擁有一定

的影響力國家更進步，所以說整體的觀點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的安定與發展。國

家安定發展的基石，有好的環境，才能再談諸如經濟、教育、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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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4

邵宗海，2002，〈陳水扁「一邊一國」主張的分析與兩岸關係的影響〉，《「亞太情勢發展」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市，淡江大學），頁 1-25。
嚴 思 祺，〈 馬 英 九 執 政 七 年 “ 得 與 失 ”〉， 檢 索 日 期，2019 年 4 月 5 日， ＜ https://www.
bannedbook.org/bnews/ssgc/20150622/710658.html ＞。

台灣青年的立場，從過去 20 多年不管稱呼中華民國或台灣，執政者缺乏政

策連貫性，導致寶島台灣空轉，李總統開始政策搖擺，為鞏固自己權力與利益，

檯面下搞選舉，這期間是台灣經濟規模發展最快速時期，執政者揮霍百姓納稅錢。

陳總統接續李前總統的模式，開始啟動金融改革，同樣鞏固自己權力，利用民粹

使自已的影響力發揮至極大，然而，所推動的稅改與經濟投資政策失敗，導致外

國廠商不願意投資，股市震盪，受害者屬台灣全體百姓，如核電廠停工又復工，

損害納稅錢，利益條件交換，裙帶關係風氣敗壞，這期間政治環境開始轉變。另，

在兩岸政策方面，陳水扁總統於二００二年八月三日向東京世台會年會發表視訊

談話時，其中一個陳述是：「台灣與對岸中國是一邊一國，要分清楚」。這比李

登輝在一九九九年七月接受德國之聲所提到「一九九一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

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的「特殊兩國論」，更明確

說出陳水扁內心對兩岸現狀的描述。此段話徹底激化了兩岸關係，從而導致進入

衝突與緊張。33 站在台灣青年的立場並不希望兩岸關係陷入緊張，而是希望台灣

凡經濟繼續維持高成長。

馬總統接續陳前總統執政，政策黃金 10 年，名號相當的響亮，執政期間台

灣大學生最滿意馬總統的施政前 3 名，分別為「處理兩岸關係」47%、「族群融合」

44% 及「交通建設」，不滿意的施政，普遍都是經濟方面，像是「改善金融政策」、

「促進經濟發展」以及「縮小貧富差距」等。兩岸和平是馬政府迄今最引以為傲

的施政成績，維持兩岸「不統、不獨、不武」的現狀，並在「九二共識」的基礎

上推動兩岸官方互動及制度化協商，寫下兩岸六十餘年來最為和平穩定的紀錄，

但也招來「傾中」、「矮化主權」的質疑，甚至「賣台」的嚴厲指控。 台灣青年

認為，政策效率配套不夠完全、官員說服力不足、親和力不足、觀察力不足等問

題，導致政策推動困難。

三、台灣青年希望從暸解從李總統到陳總統，馬總統到現在蔡總統 

    對兩岸及國家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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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自 2016 年 5 月 20 日就職中華民國總統以來，以她為首的民進黨執政

團隊的施政作為就開始成為國人檢定其治國能力的重要依據。從就職演說、民進

黨黨慶給黨員的信、《華爾街日報》及《讀賣新聞》專訪、到雙十國慶文告，歸

結她的政策思維是「重立場而輕利益」、「重國內而輕兩岸」、「重政治而輕經

濟」、「重口惠而輕實作」、「重理想而輕現實」。台灣青年認為：台獨的主張

與不承認「九二共識」的堅持會讓台灣在馬英九時期所創造出來的兩岸與外交紅

利，一夕間幾乎歸零；而年金改革、長照、青年就業的議題遠重於對兩岸問題的

處理；不當黨產的追討、非核家園的實踐遠重於因陸客的減少對觀光產業的衝擊；

轉型正義常掛嘴上；中華民國主權的維持與國際組織的參與確實重要，但是弱國

無外交，中國崛起的事實也從不被視為是影響我國國際空間的外部因素；如果蔡

英文的施政作為是符合民眾所需、是為台灣人民謀福利，那就職後的歷次民調就

應該持續攀升。然而事實是民調的滿意度持續探底，甚至已經出現了「死亡交叉

點」，35 台灣青年對於民進黨政府的執政能力產生高度疑慮，雖然民眾對蔡英文

施政仍有信心，如若她不調整其政策作為的思維，民調肯定持續下滑，倒楣的是

台灣人民。

（一）要統獨問題的思考必須與時俱進

務實地看，在當前和可見的將來，中國大陸不可能接受台灣獨立，台灣也不

可能接受兩岸統一；美國跟其他國家一樣地垂涎大陸市場，只求兩岸沒有戰爭，

而不在乎台灣的國際地位。在這樣的形勢下，激情而急切的辯論只會深化島內的

對立與仇恨，卻不會因此改變台灣的國際處境。 36

翻開歷史教科書；清朝入主後，末年時與日本作戰，不慎敗給了日本，日本

要求割讓台澎金馬給日本，割讓約 51 年之久，終於二戰日本戰敗，又歸還了台

澎金馬，這本來是單純的一件事情，但是沒多久又發生了國共內戰，這才是關鍵

點，國共內戰，國民黨逃難到台灣小島，便成大陸歸大陸，台灣歸台灣，內部問

題或外部問題，也分治了 60 餘年之久，所已就產生了你是哪裡人的話題，統獨

話題就出來了。

中國大陸越來越多人「一切向錢看」，越來越多人把關注的焦點從兩岸移向

一帶一路與各種經濟成長課題，也有越來越多人在「翻牆」跨越中共的資訊封鎖。

對台灣統獨爭議的析論的看法

35

36

袁鶴齡，〈蔡英文施政的四個罩門〉，檢索日期：2019 年 4 月 5 日，＜ https://www.haixia-info.
com/articles/8730.html ＞。
彭明輝，〈統獨與民生議題的緩急先後〉，檢索日期：2019 年 4 月 5 日，＜ https://opinion.
cw.com.tw/blog/profile/30/article/3423 ＞。

四、台灣青年與統獨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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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走上所謂 “ 民主化 ” 道路後，的發展逐漸放緩，並被中國大陸越拋越遠。37

在這趨勢下，大陸新一代對兩岸關係的看法不見得會像老一代，許多人甚至在網

路上表示不在乎台灣是否獨立。另一方面，如果中國大陸的民主化與經濟發展追

上台灣，甚至在經濟上超越台灣，台灣青年對統獨的看法也可能會跟現在不太一

樣。因此，現在不見得是決定統獨的最佳時機。晚一點再決定，說不定雙方的立

場更有彈性，談判的空間更大，達成共識的機會也越高。

再者，過去的統獨論戰都聚焦在中央集權制和台灣獨立，其實可能的選項還

有三種：聯邦制、特殊的中央與地方關係與邦聯制，尤其是「特殊的中央與地方

關係」本身就是一個灰階，從聯邦制到邦聯制中間有很多變化的可能，更值得我

們花心思去討論其中對台灣較有利（而又有現實可行性）的各種版本。時勢在變，

統獨問題的討論也必須與時俱變，我們不該只記得過去的仇恨而不去思考未來。

面對著不確定的未來，我們沒必要急著對統獨問題做出最終的決定，只需要針對

階段性的急迫需要，討論出局部性的決定、談判與承諾，以便為未來留下夠寬廣

的轉圜空間。

統獨顧名思義，統一沒有所謂兩國論，步伐一致一聲令下，全部遵令往上下

左右前去，全國沒分你遵守我可不遵守之意，譬如交通規則，全國人皆需遵守，

你可以不遵守例外之意。統一有其好處，不用花費時光探討兩國之各項問題，一

致對外。而獨立呢 ? 剛好相反，要費神兩國諸多問題，更嚴重會發生戰爭，勞民

傷財，杯盤狼藉，但亦有其優點，你管你的，我做我的，因無溝水不流的意思，

除非兩國想交往，則各做各的，又如同中國有一句俚語所說的，自掃門前雪，莫

管他人瓦上霜之意也。今天統獨的問題是一個大問題，不是三兩句可說完的，依

當前世局情況維持原狀即可，只要當有一天如兩國皆認為合作無間，回來統一

之路時，則就統一了，好好相處，如有一天感覺又從統一回到獨立，又回去獨立

這些都要天時地利與人和，只要不動干戈即就對了，統一或獨立有其存在之價值

呀！

（二）兩岸的大學生互動要充分導引

自 1949 年以來，海峽兩岸結束內戰，分裂為二，形成長期對峙狀態，直到

1987 年台灣地區解除戒嚴，開放大陸探親及出版的交流，改變過去「漢賊不兩立」

的政策，兩岸雙方關係始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381991 年台灣地區終止動員戡亂

時期，兩岸關係及人員互動正式宣告邁入新紀元。近年來，更有青年透過學術交

流的機會來台學習台灣地區的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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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38

徐曉全，〈蔡英文的 “ 民主 ” 論調經不起實踐檢驗〉，檢索日期：2019 年 4 月 7 日，＜ http://
www.taiwan.cn/plzhx/zhjzhl/zhjlw/201810/t20181026_12106078.htm ＞。
周祝瑛、劉豫敏、胡祝惠，2013，〈兩岸大學生交流之回顧：1992—2012〉，《教育資料與研究》，
第 110 期，頁 111 －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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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大學生互動是相當重要的一門學問，正面的情感保持，有很多財產但抵

不上情感，情感是不折不扣的千秋萬代，情感之後談經濟、更談教育，虛面的統

獨、政治，說穿了都重要，但重點是情感，所以中國倫理要深談其理即在此。客

觀地來說，兩岸不用訂立反分裂法，原因是什麼 ? 兩岸本是一家親如同兄弟姊妹

般，如若真的有一天因為某種原因，吵了一架，就請和事佬出來排解，還是搞不

定，再用各項潛規則來處理，真不用訂立該法。

既然說兩岸是兄弟姊妹又談到獨立或統一這樣特殊的身分是不？這就代表大

陸一方比較是「壓霸」一方，什麼都要爭贏，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崛起，應採取孫

中山先生的王道思想，會讓國際另眼看中國大陸，也給兩岸都增加了分數，兩岸

真統一了，以自然力形成的才是偉大，大陸宜三思呀！

( 三 ) 台灣青年對中國大陸崛起的觀感

近來國際社會廣泛討論中國崛起的問題，各方關注焦點在於如何看待中國大

陸經濟與軍事力量的上升、如何評估中國未來動向以及如何因應崛起中的中國。

台灣青年的立場和國際社會相同，都期待中國大陸成為一個遵守國際規範、尊重

民主人權、愛好和平的國家，但從中國大陸的實際作為以及中國政權的本質來

看，距離上述目標仍然非常遙遠。長期以來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具有獨特的互動

關係，卻受到中國大陸直接而真實的威脅，台灣青年願與國際社會分享台灣觀點，

並共同努力促使中國朝和平、民主的方向前進。

台灣青年對中國大陸近年來的發展，因下列行為而有不同看法，茲說明如下：39 

1. 經濟發展快速但不健全：中國自推動改革開放以來，雖然已經成為世界上

第三大貿易國，第六大經濟體，但中國經濟仍存在下列三大問題：

(1) 市場經濟制度不完整：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目前仍未獲得美、日、歐

盟等多數已開發國家承認，其經濟自由度在 155 個評比的經濟體中僅

排名第 112，屬於大部分不自由的一類。

(2) 政府貪污腐化嚴重：缺乏民主監督機制的一黨支配制度造成中國各級

政府廣泛的貪污腐敗，根據「國際透明組織」2005 年調查報告，中國

政府清廉程度在 159 個國家中排名第 78 名。

(3) 經濟環境缺乏安定性：中國存在嚴重的「三差問題」（城鄉差距、貧

富差距、東西差距），根據中國官方報告，從 1993 年到 2003 年，中

國大陸群眾抗爭事件數量由每年 1 萬起增加到 6 萬起，參與人數也由

70 萬增加到 300 萬。2004 年中國大陸就出現 74,000 多起抗爭事件，參

與各種示威和抗議活動者僅農民即多達 300 萬人。根據「世界經濟論

對台灣統獨爭議的析論的看法

39 大陸委員會，〈我們對大陸中國崛起的看法〉，檢索日期：2019 年 4 月 1 日，＜ https://www.
mac.gov.tw/News_Content.aspx?n=DED5DAB0D6C7BED6&sms=8E0A247A631E0960&s=B75C081E
364C6D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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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調查，其 2005 年成長競爭力在 117 個經濟體中排名第 49【台灣排

名第 5】。

(4) 軍力迅速提升卻不透明：中國在沒有任何外國威脅的情況下，每年以

超越經濟成長率的兩位數幅度增加國防支出，2005 年實際國防預算估

計高達 900 億美元，高居世界第三位，亞洲第一位，是 2000 年的二倍，

1997 年的三倍。2001 年到 2004 年間，中國簽署的傳統軍購協議金額

高居世界第一位，是 1997 年到 2000 年軍購金額的二倍多。但因中國

從未公布其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其軍事現代化的目的與方向極度缺乏

透明性，一向受到周邊民主國家的關切。

(5) 非理性民族主義情緒高漲：1989 年之後，中國政府即不斷提倡所謂「愛

國主義教育」，目的在於轉移人民對中國政府的不滿以及掩飾共產主

義意識型態的崩潰。但「愛國主義教育」是由政府及共產黨發動，新

聞媒體、網際網路及文教機構則由政府嚴密掌控，因而言論自由以及

意見的傳播交流仍受到嚴密檢查及法律箝制。

(6) 對東亞和平安全的威脅：中國始終不承諾放棄對台動武立場，1996 年

中國針對台灣南北兩大港口試射飛彈，其後連年進行針對性兩棲軍事

演習。近年來中國已對台部署 650 枚到 730 枚飛彈，並以每年 100 枚

的速度增加。中國更通過具有戰爭授權法性質的「反分裂國家法」，

不但公然將對台動武法制化，更片面界定對台動武的條件與時機。台

灣位於西太平洋交通樞紐，是從麻六甲海峽到東北亞的必經航道，每

年飛越台北飛航情報區的各國民航機高達 30~40 萬架次以上，航經台

灣海峽的船隻也多達 20 萬艘。中國在台海增加軍事部署，不但升高台

海緊張情勢，更影響周邊民主國家維護台海和平的共同利益。中國提

升軍力的速度和範圍如發展遠洋海軍、核子及飛彈武力，並將軍事活

動延伸到第二島鍊，已經危及區域軍力平衡。當前中國軍事現代化的

趨勢，提供其得以在台灣之外的亞洲進行軍事行動的武力，對區域內

活動的各國現代軍力帶來潛在而可信的威脅。

(7) 對東亞民主發展的威脅：五十幾年來台灣人民經由和平漸進的「寧靜

革命」，一步步實現民主自由的理念，同時又能夠維持國家安定、經

濟成長及社會穩定。但台灣並未因此而自滿，不但繼續努力深化民主

自由的根基，更以其民主經驗積極參與國際民主合作。因此，台灣的

民主發展被譽為一個成功故事，證明亞洲價值與民主自由理念可以相

容併存。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從日本到東帝汶，一系列民主力量的擴

張，奠定東亞和平與繁榮的基礎，台灣的民主發展是這個民主擴張進

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環。但東亞有自由開放的民主國家，也有極權及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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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統治國家。冷戰時代，民主自由國家為了防止共產主義擴張而採取

圍堵政策；今天台海的情形正好相反，極權中國為了阻止民主主義的

擴張，全面否定台灣人民「和平發展、自由選擇」的權利。因此，台

灣的處境不是兩岸之間的問題，更不是中國所謂的「內政問題」，而

應該被視亞洲民主陣線前進或後退的問題。在民主國家致力向亞洲大

陸擴張民主力量之際，中國對民主台灣的軍事威脅正面挑戰了以民主

為基礎的東亞價值同盟關係。

(8) 對東亞經濟發展的威脅：台海是東亞各國能源及貿易運輸的主要通道，

台灣則是全世界第十五大貿易國，也是全球資訊工業重鎮，今年 5 月

的「商業週刊」亞洲版就以「台灣為什麼重要？沒有它全球經濟就不

能運作」為題，專題報導台灣的資訊科技力量。所以，台灣安全受到

威脅，東亞的經濟發展也會受到重創。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東亞地區

曾經先後發生韓戰、金門炮戰、越戰以及中越戰爭，在這種痛苦不安

的環境下，東亞經濟在日本帶頭，台灣、南韓、香港及新加坡等四小

龍跟進下起飛，其後再擴及東協各國及中國大陸，使東亞地區成為引

領世界經濟發展的發動機。今天東亞地區仍然存在北韓核擴散問題、

東海及南海領土爭議等潛在爆炸點，為謀求東亞經濟的持續發展，這

些議題原應由國際社會共同以和平方式解決，但中國急速提升軍力的

行為，不但與東亞需要安定的潮流背道而馳，更危及台灣、東亞甚至

全球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穩定環境。

2. 台灣青年認為中國崛起存在的隱性風險

(1) 缺乏民主自由制度的隱憂：中國建政以來就不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

除了 1958 年對台海的金門發動軍事攻擊外，還曾參加韓戰、支援越戰、

並與蘇聯、印度及越南發生軍事衝突。二次大戰前納粹主義、法西斯

主義及軍國主義的崛起，以及二次大戰後蘇聯共產主義的崛起，其共

同特徵都是大肆提高軍力，同時又抑制民主自由制度的發展。從歷史

經驗來看，中國在缺乏民主崛起的背景下大肆擴張軍力，當然更值得

國際憂慮。

(2) 內部權力鬥爭的隱憂：自 2003 年 11 月起，中國共產黨官員首度使用

「和平崛起」形容中國，其後中國政府高層官員也曾多次引用，但因

中國內部強硬派對「和平崛起」一詞出現歧見，40 自 2004 年年中之後，

對台灣統獨爭議的析論的看法

39

40

大陸委員會，〈我們對大陸中國崛起的看法〉，檢索日期：2019 年 4 月 1 日，＜ https://www.
mac.gov.tw/News_Content.aspx?n=DED5DAB0D6C7BED6&sms=8E0A247A631E0960&s=B75C081E
364C6D78 ＞。
陳唐山，〈我們對中國崛起的看法〉，檢索日期：2019 年 4 月 8 日，＜ https://boxun.com/cgi-bin/
news/gb_display/print_versiOn.cgi?art=/gb/taiwan/2005/12&link=200512271330.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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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官方即悄悄收回。國際間原寄望中國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上台後，

將成為帶動中國改革開放的溫和派，但到今天中國政府依然緊緊箝制

傳播及通訊，並無民主化跡象；加上中國軍方人士如熊光楷、朱成虎

等人動用核武威脅的言論，國際間仍然不能不對中國政權在內部權力

鬥爭下採取侵略性行為的可能性保持高度警戒。

(3) 擴張性外交政策的隱憂：中國是一個仍然接受國際官方發展援助的國

家，其年平均國民所得僅約 1,290 美元，全國約有 1 億 5,000 萬人口生

活在每日一美元的貧窮線之下。41 自 1979 年以來中國接受日本官方發

展援助將近 3.5 兆日圓，單以 2001 年到 2003 年為例，中國就接受已開

發國家近 43 億美元官方發展援助。雖然如此，中國仍在 2002 年底減

免 31 個非洲國家共 105 億人民幣債務，本年 9 月又宣稱將減免其友邦

應償還之貸款。同時，儘管許多中國人民收入微薄，但中國仍不惜以

大量金援承諾破壞台灣的邦交關係。中國的外交作為顯然旨在擴張全

球勢力範圍，強化國際支配地位，與其「建設小康社會」的說法背道

而馳。

(4) 擾亂各國經濟發展的隱憂：中國以大量廉價勞力以及低於國際環保與

勞工標準為基礎的產業活動，是一種新型態的掠奪式經濟，已經在許

多國家造成產業萎縮。自 1995 年 WTO 成立至今，共有 48 個成員國

對中國發起各類貿易救濟調查案件，總數達 1,149 件，占所有案件總數

的 32％，42 單是 2004 年就有 68 件反傾銷調查針對中國大陸產品。以

紡織品為例，2005 年初世界貿易組織取消配額後，中國紡織品出口已

造成歐洲、非洲及美洲許多國家成衣工廠關閉及大量勞工失業。此外，

中國大陸的非法移民也為各國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

(5) 衝擊國際經濟穩定的隱憂：中國是全球第一大粗鋼生產國及鐵礦砂進

口國、全球第二大原油需求國及第三大進口國、全球煤炭、鋁、水泥

的第一大生產國及消費國。中國在國際間大肆競爭能源及礦產已造成

國際原物料價格的上漲，並對其他經濟力量弱小的消費國帶來重大壓

力。一旦國際價格因中國經濟成長趨緩、需求下降而波動，也將損害

能源及礦產供應國的經濟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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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委員會，〈我們對中國崛起的看法〉，檢索日期：2019 年 4 月 8 日，＜ https://www.mac.gov.
tw/News_Content.aspx?n=57C834CE11740872&sms=8E0A247A631E0960&s=B75C081E364C6D78
＞。
康彰顯，〈入世 15 年陸爭市場經濟地位遭阻攔〉，檢索日期：2019 年 4 月 10 日，＜ https://
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1212000068-260203?chdt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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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前和可見的將來，中國大陸不可能接受台灣獨立，台灣也不可能接受

兩岸統一；美國跟其他國家一樣地垂涎中國大陸市場，只求兩岸沒有戰爭，而不

在乎台灣的國際地位。在這樣的形勢下，台灣青年認為激情而急切的辯論只會深

化島內的對立與仇恨，卻不會因此改變台灣的國際處境。誠如彭明輝教授所言：

台灣今天最重要的問題不在統獨，不在 18% 與老農年金，而在於藍綠政府都只

關心富人和少數財團，以致其他 90% 的人實質所得倒退而工時卻變長，年輕人

在失業和非典就業下看不到未來。老實講，台灣青年認為統獨論戰根本就只是騙

選票的口水戰，而食安、實質薪資倒退、富人減稅而三大基金瀕於破產、官商勾

結炒地皮等議題才是急待解決的真議題。選民越熱衷於統獨論戰，實質的民生問

題就越是得不到媒體和政黨的關切，90% 台灣人的痛苦也將持續下去而得不到緩

解。

本質上統獨問題，是台灣政治主權的歸屬問題；而統獨問題必須放在兩岸現

實政治脈絡下來討論，才有具體意義。近年來對於兩岸統獨問題，有一種頗為流

行的的說法︰「台灣早已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她的名字叫中華民國，所以目

前沒有獨立的問題」。這說法，最早由前總統李登輝提出，陳水扁不時提及四不

一沒有並走中間路線，在政治支持極大化及選票極大化策略，驅使民進黨的總統

候選人和當選人的陳水扁向中間移動。43 但此種說法仍無法充分解決兩岸政治僵

局。從前述的研究資料顯示，維持現狀，是台灣無法真正兩岸僵局下的無奈選擇，

是台灣最大多數的民意選擇。國際情事不斷發生變化，兩岸現狀亦急遽的變化，

現狀是無法穩定的繼續維持下去，再加上一帶一路的推展，在經濟磁吸效應的作

用下，變化的趨勢是不斷往中共政權有利方面發展。

近年來隨著中國大陸在全球國際戰略地位與經濟實力的大幅上升，她對於國

際社會兩岸一中政策的強勢主導下，其所生的影響力與日俱增。隨著兩岸經濟一

體化（台灣對於中國大陸貿易依存度全球最高，這兩年若扣除大陸貿易順差，則

台灣將貿易逆差五百億台幣）、兩岸社會密切社經利益深化發展等（台灣目前有

兩百五十萬人長居大陸，以家庭人口來計算，則有近一千萬台灣人民與中國大陸

利益息息相關），中共政權幾乎可以全面地、大力影響台灣重要社經 利益（包括

讓台灣進入各種國際組織，從東亞自由貿易區、世衛乃至於聯合國）。在這種種

現實條件下，兩岸原本就不對等的地位，更是不斷往中共有利操控方向傾斜。

台灣不願面對兩岸現實困難而務實地解決，未來很有可能是中共能全面掌控

兩岸現實資源而對台灣和平征服、完成中共主宰下的統一。台灣若要掌握時機務

對台灣統獨爭議的析論的看法

43 吳玉山，2000，〈台灣總統大選對於兩岸關係產生的影響：選票極大化模式與戰略三角途徑〉，《遠
景季刊》，第 1 卷第 3 期，頁 1-33。

四、小結



 
 
 
 
 
 
 
 
 
 
 
 
 
 
 
 
 
 
 
 
 
 
 
 
 
 
 
 
 
 
 
 
 
 
 
 
 
 
 
 
 

 

-  138  -

實解決這問題，就應及時對中共提出對等談判，並在台灣自決的基礎上，提出未

來兩岸的民主統一。民主既是兩岸統一的前提也是統一的目標，而民主統一如果

值得追求，就正因為未來它有可能帶來比今日台灣民主更廣闊、更深刻的兩岸民

主。所以，若兩岸統一能保 障目前台灣民主，又能有助於未來兩岸民主社會的發

展，則對於關懷台灣民主、不願兩岸戰禍的人來說，民主統一乃是解決目前兩岸

政治僵局的唯一道路。相對的，中國大陸民眾必須了解，兩岸未來發展必須從兩

岸分治、台灣已是民主社會的客觀現實出發，而非一昧地以中華民族心態來看待

兩岸問題。兩岸雙方必須體認現實而各自妥協來務實解決彼此利益衝突，否則，

兩岸僵局只會以兩敗俱傷的結局來收場。 44

從台灣青年對統獨議題的看法心性分析點

民主發展是必走路線，順潮流而生，逆潮流而亡，歷史殷鑒不遠，大陸主政

者宜多思。要尊重多元文化發展，尊重人權發展及民主發展是當代重要思潮，宜

全方位為之。更宜佈建一個良性空間，台灣青年對統獨議題的看法也會充分暸解。

競爭力提升，更有成長空間。台灣青年對統獨議題的看法之外，未來更有出

路，不要有戰爭、動盪不安等實情發生，工作順利，別再發生過去的中國歷史悲

劇，祈禱兩岸互惠、平等發展，待時機成熟後，在研擬兩岸統一模式，現階段維

持 “ 不戰、不統、不獨 ” 的政策。

胡錦濤前主席的善鄰、和貴，建議大陸如能與臺灣建立在互不隸屬、互不干

涉和互相尊重的原則基礎上，兩岸應當堅定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道路的信心，盡

管前進道路上不可避免會遇到困難甚至阻礙，但只要我們始終保持堅定不移的信

念和攻堅克難的決心，充分發揮兩岸中國人的聰明智慧，努力調動一切積極因素，

就一定能夠妥善應對各種復雜局面，務實處理和解決兩岸固有分歧，不斷排除各

種幹擾阻礙，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前景應是十分廣闊的。 45

兩岸受教育，大陸教育政策不像臺灣完善健全，應是文化大革命及 1978 年

改革開放前遺留下之影響，近年教育大有改善，希望將來能開花結果。

雖大陸一直強調維護亞洲和平但台灣青年對統獨議題的看法外並不相信大陸

領導人的說法，這是給領導人一大警訊，雖可喜兩岸大力交流、互通剛開始才一

段時間，今後中國要落實兩岸政策與正確治國方向。

臺灣現階段有自己的國會、獨立的司法審判、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制度完

善，不要再淪落政治人物操弄選舉的煽火，希望別再發生過去的中國歷史悲劇。

另一方面，研究者從小至今一直都希望中國能夠成長。因為兩岸原本就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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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姚欣進，〈如何解決兩岸政治僵局？〉，檢索日期：2019 年 5 月 13 日，＜ https://www.coolloud.
org.tw/node/7399 ＞。
統訊，2013，〈習連會：兩岸同胞共圓中國夢〉，檢索日期：2019 年 4 月 1 日，＜ http://www.
onechina.org.tw/upload/2013Mar/20130312114034.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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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而且真正為全世界的出一口氣。若沒有當時國共因政治理念不同而導致兩岸

分離，現在不一定也有機會在大陸求學及生活，時時都可以看到黃山的壯闊、長

江的滔滔不絕。應該以理性、虛心的態度去思考自身存在的環境問題，為周遭的

人謀求更自由、更舒適的生活環境，能接受最好的教育、分享著最好的物質生活，

對困難人士也應伸出援手，互相協助，展現親和力。

現在已是 21 世紀，是大陸起飛的年代，是華人的世紀，全球歐美主要先進

國家均積極往來。臺灣不應置身事外，假如我們這代青年，力身政府來台後的第

三及四代之位，身處在競爭激勵國際社會，看看旁邊鄰居正巧巧的茁壯，試問？

如果我們依舊是現在的態度緩步前進，那再過一二十年後，左右鄰居的成就將是

無可想像。其實過去我們擁有的優勢並未消失，只因為我們的自滿而收藏，只要

正視未來國際競爭的必然條件，再將過去的優秀基因重新喚起，視為激勵自己的

動力，對我未嘗不是件有利的前進動力．因此，不論我們喜不喜歡，都不能忽視

這一點，每一個身處臺灣的人都沒有辦法置身事外。能藉兩岸之影響刺激，加速

臺灣全面性起飛，使臺灣青年更具挑戰及競爭力於世界各個階級之中，以此角度

看待未嘗不是件好事。

兩岸法理分析，對兩岸互動是如何走向，即本身條件為最重要關鍵。

一、兩岸互動，本是中華一齊的國家，因為滿清政府的帶領下，到民國誕生，

民國 38 年分裂，到今天有 60 餘年，兩岸從分開，協調合作，整體上是

良性互動，感受深與淺，各有看法。

二、本身條件，很關鍵的說；今後大家努力做該做的事情如食衣住行育樂的

各項充實為重要，回到二句話，努力經濟建設。

三、以長輩的為尊，一定要自然法理上是看法是對的，充實的才做。

從上可瞭解大陸和臺灣原本就是一家，以智慧，配合廣大的資源，去創造多

贏的機會。也唯有如此，才能在多贏的前提下永續的成長。有下列四點深遠的看

待：

第一、大陸與臺灣本來就是一家人，之前因為馬關條約把臺灣割讓給日本，

後來也歸還了中國。政治如此，環境如此，便不應該顛倒是非硬坳否認歷史的源

流，此為不道德之行為。今後大陸與臺灣應該相得益彰。

第二、兩岸青年共同學習、包容，相互體諒，對老祖先所留下來的豐富智能

要珍惜。要往前看，不要往後看，整個地球人類和平相處才可蓬勃發展，所以要

共同去開創相互的理想未來。

第三、身為長輩的一份子，不論是國家領導人或販夫走卒都要有大其心、平

其心、虛其心、潛其心，納天下之善，為下一代著想，希望下一代都能有好的，

正確的，成為一個文武兼備、術德兼修的好青年，也是國家未來希望之所在。

第四、要提高道德水準。要有孔子的讓老者則安之，少者則懷之的德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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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有人倫應對、進退恰到好處的德性，要有孔子的讓老者則安之，少者則懷之

的德性，並具備該有的知識、技能，有國家的全方位觀念，愛國、愛家、愛鄉土，

成為一個健全的青年子弟，佛陀說 :“ 芸芸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希望兩岸青年

都如此。

再從台灣青年對統獨議題的看法及隱憂

實現其 21 世紀面臨的三大歷史任務，必堅決實現其國家、領土、主權的完

整統一。因此，絕不可對臺灣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各層面均無所不用其

極，以徹底圍堵與制約台灣國際的生存空間。要為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打下堅實

基礎，厚植國家未來實力，迎接並發揮世界之聲。

一、台灣青年走向

兩岸不但和大陸語言相同，而且文化相同，同為炎黃子孫，在大陸生活就如

同在臺灣生活一樣，這也是有愈來愈多的到大陸求職、創業、雖然有困難，也要

去克服的原因，研究者四兄弟都去過大陸，很多親戚都是大陸人，自己又是外省

第二代，真的是一家人之親，過去政治之關係，造成 … 今後更要珍惜。

大部分民意民調來說，是應執積極務實看法，負有責任之大國濟助弱國來引

導大陸走向發展道路。

自兩岸開放以來，在體育軟權力，以大陸的奧運表現及舉辦大型體育賽事的

體育交流活動來看大陸的體育軟權力並且拿到總排名第一，消除東方人在西方人

眼裡是東亞病夫的稱號其功甚偉。2008 年中國做到了。透過北京奧運，得到前所

未有的榮耀與自信。對軟權力的運用也從高階政治向低階政治方向轉換，同時也

為的經濟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並促進的國家形象。

文化交流已加強，融合之民族感情，使我中華兒女團結互助合作，弘揚中華

文化，屹立世界，為世界最優秀的民族。更隨著大陸經濟開放，讓有機會接觸更

多元化的世界，擁有多項的才藝技能，有較多的自信心，這些都會影響。台灣青

年對統獨議題的看法。

三、但從民意民調台灣青年對統獨議題之隱憂處

中國崛起的相當快速，或許在過幾年可能躍升為世界第一強國 ，從民意民

調看，更從未來來看，部分從書本，媒體，網路等等 … 對大陸崛起有其隱憂處，

舉三點，為何呢？重點說明如下！

( 一 )、中國始終未走民主之路，後果是什麼？

課以刑責就刑責，說要你上下台就上下台，有朝不保夕，如過去帝王時代就

是如此，這樣的國度好嗎？

( 二 )、黑心食品太多這樣的國家崛起讓人感覺名不正而言不順，怎麼辦？

     大陸治理應加快步伐，趕上務實的時代之路。

( 三 )、治國人才要有全方的人，千萬不能有小孩子在辦遊戲很容易翻臉，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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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交流高興就做，不高興就斷交，說打台灣就打台灣，要封鎖台灣，就封鎖台

灣，這樣的國家，誰想跟他相處呢？所以要改。

今日大陸仍然實施一黨專政制度，不容許多黨競爭。所謂「民主選舉」，不

但僅限於農村，不及於縣、省及中央政府，且實質上幾乎均受到共產黨控制，這

樣的大陸是正向或負向？ 46

其實台灣的立場和國際社會是相同的，如前所說，都期待大陸成為一個遵守

國際規範、尊重人權，民主、愛好和平的國家，但從其作為以及政權的本質來看，

距離上述目標有一段路。雖然，長期以來兩岸之間具有獨特的互動關係，台灣期

盼與國際社會分享觀點，並共同努力促使大陸朝穩健方向前進！。

 四、本章總結語

 如果其隱憂之處能改進並落實治國之道及誠信之外交，台灣青年對統獨議

題的看法，一定會保持樂觀看法，雖還是有部分台灣青年對統獨議題的看法不認

同。

肯定的說，台灣青年對統獨議題的看法是臺灣的未來，對大陸的看法將會影

響未來的兩岸關係，因此，兩岸政策台灣青年對統獨議題的看法必須加強的引導，

促使其形成較為客觀的看法，為未來兩岸關係發展奠下基礎。

其他部分簡單的分析，以政治的層面來看，大部分臺灣政界人士較為樂觀的

看法，部分政界人士認為會給臺灣帶來步衝擊。臺灣政界人士應該清楚地認識到

大陸的成長對臺灣的確有一定的影響，必然會為臺灣帶來更多的機會。又隨著兩

岸政界人物不斷互訪，兩岸間的互信將會得到加強，兩岸的政治關係將會朝著健

康的方向發展。

另從經濟的層面來看，絕大部分經濟、企業家對大陸持樂觀看法，少部分臺

灣經濟、企業家擔心大陸政策和企業對臺灣企業的影響。雖然兩岸的經濟交往不

斷加深，經濟上的相互依賴也不斷加深，但這並不代表兩岸的利益就是和諧的，

兩岸企業就不存在衝突和競爭。相反的是，隨著兩岸經濟交往的加深，經濟上的

衝突和矛盾將會越趨頻繁，競爭更加激烈。從長遠來看，適度的競爭將使兩岸企

業家獲得雙贏的效果，臺灣企業家愈希望從大陸經濟崛起中尋求發展的機會。

再從文化的層面來看，絕大部分臺灣學者對大陸持樂觀的態度，少部分臺灣

學者擔心歷史遺留問題對兩岸關係的影響。中國和臺灣本來就是屬於中華民族，

加之由於兩岸間學術交往的愈發頻繁，將不僅有利於兩岸建構更多共同的觀念，

建構共同的政治和經濟利益，而且最為重要的是將會對兩岸關係的和諧發展起到

決定性的作用，正面的影響。

對台灣統獨爭議的析論的看法

46 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我們對中國大陸崛起的看法〉，檢索日期：2019 年 4 月 15 日，＜
https://www.mac.gov.tw/News_Content.aspx?n=DED5DAB0D6C7BED6&sms=8E0A247A631E0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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