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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中華民國與臺灣的連結 

中華民國是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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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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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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關係的現狀：張志軍午餐演說 

了解臺灣問題，首先要了解兩個基本事
實： 

一是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是，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戰的遺留問題，是中國
的內政。  

 



兩岸關係的現狀：張志軍午餐演說 

今年以來，臺灣政局發生重大變化，對兩岸關係
和臺海局勢產生重大影響，引發人們對兩岸關係
發展前景的擔憂。 

 人們的擔憂不無道理。因為他們看到：一個堅持「臺獨」

立場的政黨在臺灣上臺執政。人們對民進黨上一次執政
期間竭力推行「臺獨」導致臺海局勢動盪記憶猶新，對
該黨2008年以來在野期間在兩岸關係中扮演的阻撓破壞
角色感受深切。 

 雖然民進黨當局領導人聲稱將繼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穩
定發展，但在兩岸同胞最關切的兩岸關係性質這一根本
問題上態度模糊，拒絕承認「九二共識」和認同其兩岸
同屬一中的核心意涵，破壞了8年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
政治基礎。 

 



兩岸關係的現狀：張志軍午餐演說 

今年以來，臺灣政局發生重大變化，對兩岸關係
和臺海局勢產生重大影響，引發人們對兩岸關係
發展前景的擔憂。 

人們從臺灣新當局的政策宣示和行動中更注意
到，其從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等各方面弱化
和切斷臺灣同大陸歷史連結的戰略取向。 

臺灣新當局的所作所為導致了兩岸制度化溝通和
協商談判機制的中斷，導致了兩岸關係氣氛的逆
轉，影響到兩岸諸多領域交流合作的持續推進，
使兩岸關係增添了不確定性和風險。 

 



大陸教科書對兩岸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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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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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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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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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
太多？ 

 兩岸競爭激烈，台灣青年更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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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上半年國族認同民調結果 
 

台灣民眾有84%自認為中華民族 

 46.8%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兩岸交流：從白手套到官方機構 

。 
 

交流形式 內容要點 

海基會 
海協會 

1993年 第一次辜汪會談 
1999年 中斷協商 
2008年 恢復協商 
兩岸兩會簽署ˊˇ個協議 

連胡會 2005年連戰訪問北京，與
胡錦掏進行國共兩黨會談，
確立堅持九二共識，反對
台獨的共同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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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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