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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距離有多遠? 

個人經驗 
政治距離 
社會距離 
經濟距離 
心理距離 
物質距離 
相互影響的距離 



環時社評:蔡英文作為「黑戶口總
統」過境美國 

 台海是一盤大棋局，它與中美戰略互動構成非常複雜的牽動關
係，以實力為基礎的控制力是影響局勢最強有力的槓桿。現在
中國大陸在外交上對美有了更多的牌打，對台軍事威懾越來越
具有了壓倒性力量，我們的戰略主動性無疑在逐步增加，這是
大趨勢。 

但是這不意味着中國步步都能走得順利。我們守得住底線，但
很難限制住美台一些切香腸式的挑釁性做法。台海局勢不是可
以精確把控的，我們經常會有力所不逮的地方，這是我們不得
不接受的。 

台海問題因此一要守底線，二要造趨勢，三要爭主動，但就是
不能玩賭氣。台海既是對抗、較勁，也是「你打你的我打我
的」，形成微妙的相互鉗制和交換。這裏比的不是誰出的一張
牌壓住了對方，而是比的誰牌多，誰主牌多，同花順多。 



前言：人民、土地、政府、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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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馬習會 



前言：中華民國與臺灣的連結 

中華民國是台灣 

中華民國在台灣 

中華民國到台灣 

中華民國在大陸 

2000? 

1995 

1949 

1911 

2010年，前總統馬英九在「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第2次全體委員會議中表示，
尤其這一百年中，到明年有62年在臺灣，所以中華民國在臺灣的過程，其實對整個華人世界來說，
是前所未有的一種發展，包括我們自由民主的制度、多元開放的社會，是非常了不起的一項進展，
儘管還不是非常完美、不是十分成熟，但已是華人社會少見的成果，我們當然應該讓它好好表現出
來。 



兩岸關係的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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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關係的現狀 



兩岸關係的現狀：民進黨政府執政 



兩岸關係的現狀：習近平見連戰 

兩岸同胞一家親，誰也不能割斷我們的血
脈。 

兩岸同胞命運與共，彼此沒有解不開的心
結。 

兩岸同胞要齊心協力，持續推動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 

兩岸同胞要攜手同心，共圓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中國夢。 

 
2014年2月19日 



兩岸關係的現狀：習近平見連戰 
堅定不移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
決不容許台獨分裂祖國的圖謀得逞。 

堅定不移擴大深化兩岸交流合作，符合兩
岸共同利益。即使兩岸對一些問題的看法
有分歧，不應影響兩岸正常交流合作。 

堅定不移為兩岸同胞謀福祉，逐步為台企
台胞提供與大陸企業、大陸同胞同等的待
遇。 

堅定不移團結兩岸同胞共同致力民族復
興。 

 
2018年7月13日 



習近平談話的比較 

 兩岸同胞要齊心協力，持續
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堅定不移為兩岸同胞謀福祉
，逐步為台企台胞提供與大
陸企業、大陸同胞同等的待
遇。 

 兩岸同胞命運與共，彼此沒有解不
開的心結。 

 

 堅定不移擴大深化兩岸交流合作
，符合兩岸共同利益。即使兩岸
對一些問題的看法有分歧，不應
影響兩岸正常交流合作。 

 兩岸同胞要攜手同心，共圓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 

 堅定不移團結兩岸同胞共同
致力民族復興。 

兩岸同胞一家親，誰也不能
割斷我們的血脈。 

 

堅定不移堅持「九二共
識」，反對台獨，決不容許台
獨分裂祖國的圖謀得逞。 

 

 



兩岸關係的現狀：蔡英文就職演說 

兩岸之間的對話與溝通，我們也將努力維持現有
的機制。1992年兩岸兩會秉持相互諒解、求同存
異的政治思維，進行溝通協商，達成若干的共同
認知與諒解，我尊重這個歷史事實。 

92年之後，20多年來雙方交流、協商所累積形成
的現狀與成果，兩岸都應該共同珍惜與維護，並
在這個既有的事實與政治基礎上，持續推動兩岸
關係和平穩定發展； 

新政府會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及其他相關法律，處理兩岸事務。兩岸的兩個執
政黨應該要放下歷史包袱，展開良性對話，造福
兩岸人民。 



兩岸關係的現狀：蔡英文就職演說 

蔡英文所講的既有政治基礎，包含幾個關鍵元
素， 

第一，1992年兩岸兩會會談的歷史事實與求同存
異的共同認知，這是歷史事實； 

第二，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 

第三，兩岸過去20多年來協商和交流互動的成
果； 

第四，台灣民主原則及普遍民意。 

 



不正常 

社會化、例外化、安
全化 

合法與非法 

透過擴大規範與例外之間的關係，臺灣的不正常性
與正常化聯繫，以及更一般的身分關係建構的三個
過程：首先，社會化透過自我對主要規範的模擬運
作—其根本上取決於先驗例外的規範；其次，透過
自我與他者「合法」差異的產生來運作例外化；以
及其三，安全化透過自我試圖保護自身免於「非法」
或「威脅」的差異而運作。當然，此種身分建構又

引來中國大陸對臺灣身分再建構的角力。 

臺灣採用身分的關係概念，由身分作為邊界生成的效果
而出現，相對於自我與他者之間的差異或區別。藉由闡
述規範和例外與「不正常」和「正常化」的建構有關的
方式，它超越了建構主義者的普遍觀點，認同和規範是
相互的構成。這種討論引入了自我與他者區分的三個過

程：社會化、例外化和安全化。 

臺灣自身擁有重要的經濟和防衛能力，然而，臺灣在國際政治
中常常使用「正常性」指標檢驗，致使「不正常性與正常化聯
繫」的持續複製。事實上，不正常性與正常化聯繫的複製必須
被理解為一種身分話語，其產生：首先，中華民國（臺灣）在
國際體系中作為他者；其次，中華民國（臺灣）自我作為一種
他者—同時非法的「不正常」和合法的「例外」；以及最後，
臺灣人將自己所謂的「不正常」和中國的他者化作為獲得一種

更「正常」臺灣人自我的方式。 

臺灣
「不正
常國家」
身分的
套用 



大陸教科書對兩岸的描述 





1987-1996     首批前進大陸的是中小企業，主要是為傳統產業謀出路，資金、
技術、研發、管理也一併西進。 

1996-2008 雖有政黨輪替，但臺灣的大企業也開始西進，兩岸宗教交流也更
為頻繁 

2008-2018 中共十九大揭櫫對台工作大政方針，對臺灣人民生活的關注更甚
於臺灣內部的各種問題，對台展現智慧與耐心。 

1987 

2018 



半官方 統計 
由下 
而上 

臺海兩岸「由下而
上」，民間互動熱絡。
但正式交流不足。 

從1987年到2017年，臺灣民眾
到中國大陸旅行，已經累計將
近1億人次，而大陸人民赴臺，
也高達2,400多萬人次。 

臺海兩岸民間交流 

從1991年，中華民國政府先後成立行
政院大陸委員會，以及財團法人海峽
交流基金會，並制定《兩岸人民關係
條例》之後，兩岸的往來交流，逐漸
進入到半官方及官方的層次。 



展望：臺灣青年看兩岸 

「中華民國」對方不承認沒關係？很重
要？ 

台灣朝野吵統獨兩岸，無法坐下來談？ 
兩岸問題，台灣朝野有那些共識？ 
兩岸發展，台灣藍綠陣營究竟留甚麼給

年輕人？ 
 

 

？ 



展望：臺灣青年看兩岸 

台灣年青人是怎麼看待兩岸關係與互動 

 

去中國大陸只想工作賺錢，實現夢想？ 

兩岸關係好壞，對年輕人影響很大？ 

中國市場有潛力，溝通容易，不去可惜？ 

對中經濟依賴太嚴重，擔不擔心被吃掉？ 
 

 

？ 



展望：臺灣青年看兩岸 

台灣年青人是怎麼看待兩岸關係與互動 

 

 中國讓利過多對台是好是壞？ 

 教育和經濟，台灣對中開放多還少？是否
限制太多？ 

 兩岸競爭激烈，台灣青年更辛苦？還是更
有優勢？ 

 習慣民主生活的台灣青年，對兩岸分合的
想像？ 

 
 

？ 



臺灣的國族認同 

？ 
  <  



台灣對兩岸政治定位的演變 



九二共識 



中國大陸論九二共識 



中國大陸論九二共識 



中國大陸論九二共識 



各造對否定九二共識的後果 



各造對否定九二共識的後果 



蔡英文對台灣共識的主張 



蘇起論台灣共識與九二共識 



美國對台六項保證 

 

台灣關係法 

Public Law 96-8 96th Congress 

本法乃為協助維持西太平洋之和平、安全與穩定，並授權繼續維持美國人
民與在台灣人民間之商業、文化及其他關係，以促進美國外交政策，並為
其他目的。 

 

 

美國國會所認可通過之臺灣相關重要文件 

基於《美國憲法》之三權分立政府權限 

批准 1952年 《舊金山和約》 1951年簽訂 

批准 1955年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1954年簽署、1980年終止 

制訂 1979年 《臺灣關係法》 

決議 2016年 六項保證 
1982年由雷根政府向蔣經國
政府提出 

制訂 2018年 《台灣旅行法》 

*「臺灣安全加強法案」於2000年經眾議院通過、但未於參議院完成立法程序。 



美國對台言論 



大陸對台論述與作為 



美國對台六項保證 



兩岸關係未來：互動的內與外 

兩岸交流頻度不斷增加，但交流 

資源日益向特定團體傾斜，「青年 

精英」的交流明顯多於普通青年。 
 

「走馬觀花」式的到此一遊交流 

，只為交流而交流。。 

交流過程未能觸及深層問題，包括 

政治歧見、歷史看法、現實訴求等 

，多為泛泛的友好交談，兩岸青年 

坐到一起時有「貌合神離」之感 

權力 
權利 
認同 



結語：權力、權利、認同 

兩岸、美中權力對比、國際局勢 

的整體走向，涉及中國崛起速度 

，台灣自身能力及美國權力問題。 
 

兩岸對兩岸人民、土地以及政府 

的權利與態度。 

兩岸互為主體的建構過程，在文 

化、社會、制度、生活方式的認知 

轉化為身分的認同進程。 

大致而言，兩
岸關係的方向
與原則由大陸
掌控，但進度
和質量由台灣
主導。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孫國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