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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問題意識  

    中國大陸自二○○二年胡溫體制以來，所提出的「和平崛起」戰略思維，經

深化轉折，全面形成新的「和平發展」國家戰略，並在十八大後，習李體制進一

步確認對台持續施以「和平發展」，企圖達成「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戰略目

標。面對中國大陸清晰的戰略目標，中華民國政府在二○一六年完成第三次政黨

輪替後，民進黨總統蔡英文執政，對於未來的國家政策目標以及兩岸關係發展的

走向，卻顯得相當模糊。然而，中國大陸的對台政策，除了會根據自身政權的發

展以及內外政經因素而改變，也會因為台灣不同的政黨執政，產生不同的「促統」

與「反獨」之對台方針。就此來看，中國大陸的和平發展戰略及其相應的對台政

策，將更值得各界的關心。 

    本論文將從中共「和平發展」戰略與「對台政策」兩個角度同時探討分析，

檢視的時間，將自二○○二年至二○一六年；其間，透過蒐集中國官方施政、兩

岸領導人重要論述與國內外相關報導，將文獻資料加以分類歸納，從而分析，中

共「和平發展」戰略思維及對台政策的整體政經脈絡，特別是中共新一代領導人

對台進行「和平發展」的戰略與影響，以求能正確了解目前中共如何利用新的國

家發展戰略，對台進行「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政治目標。 

    自一九九○年代初，面對中國大陸的快速崛起，「中國威脅論」始終存在，

但威脅力道都沒有近期來得強烈。尤其是，「習李體制」提出的「中國夢」跨越

兩岸、深入亞太、輻射全球的大動作，不僅台灣人民有所顧忌，國際上以及鄰近

國家對於中國的快速崛起，也多有擔心。這部份是中共推進「和平發展」戰略，

面向全球以及兩岸關係發展無可避免的最重要課題之ㄧ，也是本文需要深入分析

的重要部分。 

再者，就兩岸關係而言，中共的和平發展戰略，對台已獲得兩岸分治以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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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未有的進展。但中共提出的和平發展，在蔡英文總統二○一六年五月二十日就

任前，對應台灣執政當局，則是歷經了民進黨的陳水扁以及國民黨的馬英九政

府，因不同的政黨執政，中共對台政策也出現明顯不同的因應與作為。國民黨籍

總統馬英九所領導的政府，從二○○八年執政以來，因不同的歷史背景、政黨訴

求與支持者的特性，馬政府過去在面對中國大陸的快速崛起，施政上產生了明顯

的「傾中」方向，加上中共從二○一二年十八大以來，自身內部的權力鬥爭加劇、

對台問題的路線始終具有爭論，以及美日等多國涉台因素的影響…目前的兩岸關

係，看似是分治六十多年來和平氣氛最佳的時期，但實際上，從二○一四年，接

連發生318太陽花學運、922香港佔中運動後，不僅台港學生、青年對於兩岸事務

的激烈衝撞、台獨意識的重新高張；二○一四年年底台灣九合一地方選舉國民黨

大敗、民進黨重量級人物前副總統謝長廷與親綠的台北市市長柯文哲相繼登陸；

二○一五年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在總統大選前訪美，獲得美國官方的重視與回應；

緊接著，二○一五年十一月「馬習會」，兩岸領導人於第三地的新加坡「破冰」

正式會面…在在都顯示，未來兩岸關係發展的快速變化與複雜性。 

更重要的是，二○一六年一月十六日中華民國第十四任總統、副總統大選結

束後，台灣順利完成了第三次政黨輪替；結果由親美、唱獨的民進黨重新執政，

且首度在立法院席次穩定過半，民進黨第一次取得完全執政。這樣的政治發展，

勢必與中共當前強調「兩岸一家親」、共築「中國夢」的和平發展戰略相衝擊，

也加深未來兩岸關係發展的變化與複雜性；可以說，二○一六年兩岸關係實是進

入全新的重要拐點。因此，進一步觀察民進黨執政後的作為，與精準預測未來兩

岸關係的發展，實在是當前研究兩岸關係與中共對台和平發展戰略變化最值得關

注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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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與探討 

    作為一個大國，中共事實上不斷在反省其國家發展戰略（高恒，2000），而

中共的國家發展戰略，向來深受國際政經變遷的影響，而且亦左右其對內、對外

與對台的政經政策。從政經脈絡來看，中國大陸自一九七八年底開始推動「改革

開放」以來，中共政權的內外政經結構與內外政經關係，早已出現非常劇烈的變

化（蕭全政，2004）。尤其是，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以鄧小平為核心（胡

錦濤，2012）的中國領導人，在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的初步開創性探索的經驗和教

訓基礎之上，領導全黨開創出來的全新戰略道路，勇敢的實行「改革開放」，在

與經濟全球化相聯繫而不是相脫離的進程中，「獨立自主」地建設有「中國特色

的社會主義」，藉以適應二十世紀後期到二十一世紀上半葉，中國面對世界大轉

折與自己的現代化道路，做出了一番新事業，舉世矚目（鄭必堅，2014）；此「和

平發展」戰略，也指引中國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新階段（胡錦濤，2012）。 

    從歷史脈絡來看，無論兩岸關係怎麼變化，各黨各派如何各自表述，「一個

中國」可視為兩岸關係發展最為關鍵的爭執焦點；也是中共絕不放棄、不容挑戰，

且一貫堅持的最基本原則。尤其是，對於兩岸關係最核心的「一中問題」，長期

以來海內外「諸子百家」(鄭必堅，2014)論述發展極其多元，各黨各派，甚至各

國，也都有自己堅持的立場與觀點。然而，就目前台灣政經局勢與各政黨立場來

看，二○一六年台灣發生了第三次政黨輪替，執政當局民進黨，堅持「台灣前途

決議文」，不放棄「台獨黨綱」的論述(民進黨，1999；吳釗燮，2010；林文程，

2010)，對於「一個中國」原則是持「否定」態度；而國民黨基本立場是認同「一

個中國」，「一中」指的是「中華民國」。 

    在二○○八年至二○一六年馬英九執政的八年期間，許多學者主張兩岸應維

持現狀與「一中各表」 (邵宗海、趙春山、包宗和、林祖嘉、楊開煌，2013)；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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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認同「一個中國」，但強調「一中同表」(張亞中、謝大寧、黃光國，2010)、

深化「一中三憲 兩岸統合」(張亞中，2012)的論述；到民進黨最高層級官員前往

大陸訪問時提出的「憲法一中、憲法共識」(謝長廷，2012)；集結藍綠前朝重要

涉陸事務官員提出的「大一中架構」(蘇起、施明德、陳明通、程建仁、洪奇昌、

焦仁和、張五岳，2014)；到馬政府主動提出的「一國兩區」，以及二○一四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柯文哲上任前拋出的「15共識」、二○一五年八月十八日柯文哲

登陸參加台北上海雙城論壇時，在致詞時提到「四個互相」的「一五新觀點」(自

由時報，2015)、會見上海市市長楊雄時又表示認同「兩岸一家親」，主張兩岸民

間交流，只要有助於兩岸和平發展的，他都贊成(聯合報，2015)。 

    各式各樣攸關「一個中國」問題，與台灣國家定位與發展的論述五花八門、

南轅北轍，甚至經常各有偏頗、針鋒相對，存在明顯的不同立場。尤其是，二○

一六年新當選總統的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曾遭國民黨主席洪秀柱、政策會執行長

蔡正元等質疑是前總統李登輝的愛徒，乃為其泡製了切割兩岸認同的「兩國論」 

(中央通訊社，2015)；且蔡英文曾擔任扁政府時期主管兩岸事務的陸委會主委

(2000.5.20-2004.5.19)，主導了「一邊一國論」，曾在兩岸關係上引起激烈衝撞；

而蔡英文現階段模糊的兩岸政策，不僅被許多學者與媒體批判始終是千篇ㄧ律的

四個字「維持現狀」(ettoday，2015)，並在面對中共強勢主張堅持兩岸共同互信

基礎的「九二共識」，否則「基礎不牢、地動山搖」(習近平，2015)，其未來的

大陸政策雖不明朗，卻可發現屢屢修正的脈絡。加上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新崛起

的新政黨時代力量等各方勢力激烈牽扯的結果，都將使中共對台和平發展戰略的

複雜性與安定性，產生難以預測的重大變化之可能。 

    順此而來，「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共識是兩岸自一九四九年隔海分治以來，

歷經四十餘年武裝對峙與意識形態鬥爭以後，所達成的第一個深具歷史意義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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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性妥協(蘇起，2006)；「九二共識」不僅是兩岸關係中各黨派另一個重要的爭

執焦點，更是目前兩岸官方交流停滯最重要之爭議所在。 

事實上，二○○○年台灣首次政黨輪替後，國民黨即交互使用「一中各表」

及「九二共識」(蕭萬長，2011)與大陸交流；北京則時而「一中原則」，時而「九

二共識」(李亞飛，2011)與台北互動；民進黨長期以來，不僅全面否定「一中」、

「一中各表」，及「九二共識」等名詞，更痛批「九二共識」是「投降共識」或

「賣台共識」，甚至否定一九九二年曾經有任何共識的達成(吳釗燮，2010；蔡

英文，2015)。許多觀察兩岸關係發展的學者們認為，民進黨政府執政否定「九

二共識」的做法，當然會被中共封殺他們與對岸和解的機會(蘇起，2015)。 

    從政經脈絡來看，中共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權後，中國大陸為謀求國家的生存

與發展，從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以來，各階段政權均有其對應國際變遷與國內發

展的國家政策與對台方針。而本論文將分析探討的是，胡錦濤自十六大執政以

來，第四代集體領導所提出的「和平崛起」戰略，在中共十七大後，全面形成新

的「和平發展」國家戰略；繼之，中共在二○一二年十八大全國黨代表大會進一

步獲得共識，確認「和平發展」與「和平統一」將持續成為中共新一代領導人對

台的戰略方針(孫亞夫，2014)。 

    然而，二○一二年十一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結束後，胡錦濤

全面裸退，同時辭卸了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家主席等要職，由新一代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接班，正式進

入新的「習李體制」，也開啟了中共對台的全新局面。因此，持續關注中國大陸

新一代領導人習近平，對台大政方針有何變化與發展，並深入探討與分析中共對

台和平發展戰略，就更顯得重要與不可或缺。 

   在胡溫體制下，中國大陸先後提出「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的國家發展



  8

戰略；當然，中國「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戰略的主要對象是國際社會，也

是全世界。但是，台灣問題卻是中共面向世界不可避免要解決的核心問題之ㄧ，

和平解決台海問題，被視為檢驗中國「和平發展」的決心所在(沈君山，2004；

邵宗海，2007)。 

      宏觀來看，兩岸分治六十多年來，中國大陸對台政策經歷了「武力解放」、

「和平解放」、「和平統一」到「和平發展」等重要階段，實現了多次重大的戰略

轉換(中國評論，2012)。中共和平統一戰略方針提出後，在三十多年的實踐中，

中國大陸逐漸認識到，和平統一的遠大目標是需要分階段、分步驟來逐步實施

的；在國家統一與復興中華的關係中，統一是服從並服務於復興大業的，統一是

過程而非目的；在和平統一進程中，海峽兩岸均是統一的主體，兩岸要共議統一，

共同締造一個文明、民主、繁榮、富強、統一的新中國；這樣強調「和平」與「發

展」的政經脈絡，與台灣求安定、求和平、求發展的主流民意是非常相互契合的

(吳建民，2012) 。由此，和平發展的戰略，不僅在中國大陸受到一面倒的支持，

也成為中共國家發展最重要的方針政策(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2011)。而以胡

錦濤為首的中共第四代領導集體根據時代發展和主流民意要求，結合兩岸關係的

現實情況，提出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重要思想，並形成一系列指導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的具體政策(中國評論，2012)，其影響力將持續深化進行(孫亞夫，2012)。  

事實上，中國和平發展的戰略路徑，也獲得了兩岸交流前所未有的重大轉折

與突破，正如中共前總書記胡錦濤於二○○五年與國民黨搭建國共交流平台後，

二○一二年，再次會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時所言，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道路，方

向是正確的，前景是光明的，和平統一最符合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中華民族的根

本利益(新華網，2012)。 

    然而，在十八大後接班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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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於二○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北京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明確提出

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國家戰略；習近平(2013)更進一步於中共

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體學習會上對於「和平與發展」的關係具體提出說明，「沒

有和平，中國和世界都不可能順利發展；沒有發展，中國和世界也不可能有持久

和平」(李君如，2013)；尤其是，習李體制上台後，中共整體戰略更顯自信，也

彰顯了個人風格，例如「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但決不能放棄我們的正當權益，

決不能犧牲國家核心利益」。二○一五年九月三日，中共新一代國家領導人習近

平，藉著實現「中國夢」促進民族偉大復興的口號，邀請包括俄羅斯總統普亭在

內的各國元首參加觀禮，大規模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暨反法西斯主義」閱兵，

以擁有最新戰略核武的強盛軍威，高喊「為人民服務」，清楚向世人展示中國現

階段的武裝實力，以「法西斯之法」反法西斯主義，從現階段中國大陸種種強勢

的主張與作為，可以預見，中共為維護自身政權與國家利益，除了將持續利用「和

平發展」與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國家進行反「和平演變」的鬥爭，特別是，中共

在反「霸權」之路上，是否會變成中美「爭霸」，這樣的發展尤其值得注意。而

台灣如何在美中兩大國進行「新型大國關係」的發展上站穩腳步？更將是本論文

另要持續深入分析的部份。 

    孫子兵法〈謀攻篇〉：「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

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進一步分析中共在「和平發展」的整體戰略，可以瞭

解中國大陸不斷深化創新「和平發展」的國家戰略，也可釐清和平發展的政經路

徑。但值得關注的是，習近平與中共集體領導雖然都強調，「走和平發展道路，

是我們黨根據時代發展潮流和我國根本利益作出的戰略抉擇」，惟當前國際情勢

撲朔迷離、快速變化，尤其是，中國大陸面對來自美國重返亞太戰略(柳千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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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以及美國新總統川普未來對於「一中問題」的衝突上，不僅美國在對於中

國戰略「意圖」評估方面，美方各界所提出的觀點較不一致外(蔡明彥，2014) ，

二○一五年九月美日兩國進一步調整「新安保條約」內容，在既有規定外，日本

支援對象也從美軍擴大到其他國家，等同大幅擴展了日本自衛隊的支援範圍。這

是繼二○一四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臨時內閣會議上，通過了變更憲法解釋

案，擴大集團自衛權的解釋，讓日本自衛隊專職防守的基本理念，轉變成可與其

他國家一同進行反擊活動後，再一次擴大自衛隊的行動，且在國際上獲得了同樣

面對中國威脅的菲律賓、越南和馬來西亞，都對日本能協助維持區域和平表示歡

迎，美國、英國、法國、澳洲等先進國家也都表示贊同，德國首相梅克爾還公開

表示，「對於日本能為維持國際社會和平盡一份心力表示 100%支持」(林克鴻，

2015)。在此背景下，「一個中國」與「台灣問題」始終被中共視為不可碰觸的

核心利益，但在中、美、日複雜的國際政治中，台灣又無可避免地被捲入，中國

軍方鷹派且動輒透過媒體呼籲今日的中國要「不怕亮劍」，揚棄過去「韜光養晦」

的戰略觀(紀永添，2014)，主張「大國崛起」(旺報，2016)，從歷史的脈絡與不幸

經驗來看，台灣實有必要提前因應新局，綜觀評估中國新一代「和平發展」戰略

所可能帶來的益處與劇烈衝突。 

    中國大陸國家領導人習近平，自二○一二年十八大閉幕接班以來，多次強調

論述「中國夢」，表達促進民族偉大復興的願望和使命，且接連對於港澳台問題

提出「一國兩制」的具體看法。二○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在會見台灣統派團體聯

合參訪團時，更再次明確指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中國大陸解決台灣問

題的基本方針，認為這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新華社，2014)。面對中國大

陸這樣巨大的對手挑戰，「一國兩制」的政治頂層設計，卻是在政治紛擾、藍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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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壘分明的台灣政壇，不分黨派普遍無法被接受的政治前提，而二○一六年台灣

總統大選後變天，已可以預期，未來兩岸關係將產生新的「統獨問題」爭議下，

從歷史的政經脈絡來預測，中共中央對於「押寶」台獨的總統蔡英文(海峽評論，

2014；天下雜誌，2014)會採行何種對台戰略？「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以「經濟建

設」與「改革開放」為中心的「和平發展」是否會延續？相信不管是就兩岸經貿、

投資關係的發展，或對兩岸政治、安全關係的改變，都將產生非常直接的作用，

更可能因而影響台灣的內外政經政策與政經變遷。針對以上諸多問題意識與爭執

焦點，中共和平發展戰略及因而導致的對台政策，實在值得再進行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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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分析觀點與架構 

  

中共十六大以來「胡溫體制」所形成的「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戰略，

十八大後全面交棒給「習李體制」，新一代中共黨領導人對於國家發展戰略，有

傳承、有創新，基本上延續了「和平發展」的戰略與對台方針。但不同的是，習

近平與中共新一代的集體領導，特別強化了民族發展史觀的政經意涵，積極強調

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並屢屢在海內外重要場合與兩岸關係上，對於

促進「中華民族復興」的發展多所論述與實際推展。探究此一屬於社會科學領域

的課題，不論從政治層面或經濟層面來分析，都受到時間脈絡與空間變化的交互

影響，涵蓋了國際環境與中共對內、對外以及對台等複雜因素，涉及了組織結構

或意識形態等面向的偏差動員(mobilization of bias)，更脫離不了理論印證與事實

檢驗的攻防辯解。因此，本研究強調在進入研究主題的本體論述與實質分析之

前，必須明確地釐清相關的基本觀點，並嚴謹地建立完整的分析架構。 

 

 一、分析觀點 

     在社會科學中，不論在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或法律學上，普遍存在

著各種典範及對於典範的選擇問題。而其中的問題，不僅表現於對基本概念定義

上的差別，也表現在不同的社會科學哲學、不同的方法論、不同的研究方法，以

及建構不同理論與模型等方面(蕭全政，1994：60)。然而，本研究基於對實存因

果的重視及政治經濟乃實存現象與因果的認知，在面對分歧的理論或多元的典

範，唯有選擇實存因果脈絡的分析，才是研究分析中最重要的原則。因此，本研

究將以實存上，「中共和平發展下的對台政策」議題為出發點，針對鑲嵌於實存

議題的各種現象，分析事實(包含內外環境與歷史變遷)，並解釋事實(釐清互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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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與前因後果)，進而預測事實(分析其未來因果流轉)，甚至控制事實(即提政策

建議而影響因果)，據此形構一套完整的政經分析。 

    首先，本研究之基本觀點乃是以中國的「和平發展」為中心，亦即以中國為

主要行為者，而「和平發展」下的對台政策，正是鑲嵌於國家所表現眾多行為中

的一項戰略行為；這也是本研究的核心議題。 

    其次，圍繞著主要行為者「中國」及其對台「和平發展」戰略核心議題最密

切的發展脈絡，乃是從中共一九四九年在中國大陸成立政權以來，為了自身的生

存與發展，中共各階段政權提出的國家發展戰略，因為內部政經結構改變，對內、

對外的政經關係以及對台政策，均產生重大變化與相互影響。 

    在政治上，兩岸分治六十多年來，中國大陸對台政策經歷了「武力解放」、「和

平解放」、「和平統一」到「和平發展」等重要階段，中共實現了多次重大的戰略

轉換。然而，胡錦濤政權所提出的「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戰略，始終強調

對台採取「和平統一進程」與「和平談判」；這是與美國期望台海爭端應以和平

方式解決的立場有交集的地方。而更贏得美國關注的是，二○○五年九月五日胡

錦濤前往紐約參加聯合國六十周年紀念活動，特別提出「兩岸統一的路將會走的

很長」的觀點，接著在九月十四日與美國總統布希舉行的「布胡會」，又提出為

了防止台獨保障台海的和平與安全，北京願與美國共同管理台海情勢發展之建

議。同期間，在民進黨陳水扁執政時期，中共還積極展開兩岸民間的經貿交流往

來；二○○五年四月連戰登陸舉行「連胡會」，會後共同發表形成了「兩岸和平

發展共同願景」、二○○六年四月兩岸(國共)經貿論壇時，胡錦濤進一步提出「和

平發展應成為兩岸關係發展的主題」，並於二○○七年、二○○八年元旦講話中，

二度強調「和平發展」為兩岸關係發展主題，藉以因應、促成二○○八年兩岸關

係的「積極變化」，巧妙主導兩岸關係發展的新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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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而言，中共「和平統一」戰略方針提出後，中國大陸也逐漸認識到，和

平統一的遠大目標是需要分階段、分步驟來逐步實施的；在國家統一與復興中華

的關係中，統一是服從並服務於復興大業的，統一是過程而非目的；在和平統一

進程中，海峽兩岸均是統一的主體，兩岸要共議統一，共同締造一個文明、民主、

繁榮、富強、統一的新中國。直言之，「胡溫體制」提出的「和平發展」戰略，

其根據時代發展與國際現實情況而來，不僅與台灣的主流民意相符合，透過「和

平」與「發展」的重要思想面向世界，也廣受國際社會所歡迎；這對於未來中共

自身政權的生存與發展，形成一系列的國家戰略與兩岸關係的指導原則。當然，

「和平發展」也直接影響到二○一二年十八大後接班的「習李體制」，中共第五

代集體領導所提出的「中國夢」，其促進民族偉大復興的國家遠景，在對內、對

外與對台等戰略路徑上，都可見「和平發展」的政經脈絡。 

 

二、分析架構 

本研究之分析架構，包括中共為謀求生存與發展的整體背景、各階段政權的

國家戰略、「和平發展」戰略，與「對台政策」四個層次。其中，「核心議題」為

和平發展下的對台政策，鑲嵌於國家戰略與中共內部政治經濟情勢，並對外擴展

至世界格局中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據此，本研究試圖建立起一套結合時空變遷

及因果脈絡的政經分析架構，由內而外，自遠而近，以達到對「中共和平發展下

的對台政策」深入淺出之剖析。 

第一個核心層次所要探討的包括：中共對台和平發展戰略的整體形成背景、

理論基礎及論述發展路徑等重點。自一九四九年中共成立政權以來，中國大陸為

了國家的生存與發展，面對國際與國內政經局面的考驗，包括毛澤東、葉劍英、

鄧小平與江澤民等中共領導人，在各執政時期都提出了不同的國家發展戰略與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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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政策，藉以因應快速變遷的世界新局與兩岸關係。此政經分析的重要意義在

於，清楚論述中國大陸各階段對台的政策與戰略背景，最重要考量乃是中共對於

自身政權的維護與發展。在此概念下，中共各階段對台的戰略，對於兩岸關係之

政治經貿與各項交流都有直接而深遠的影響，本文希望藉由政治經濟觀點，重新

審視中共對台和平發展戰略之歷史脈絡，進一步檢視其政經發展與歷史結構鑲嵌

之因果關係，透過深入了解中共對內、對外與對台的戰略背景，進行政經變遷之

整體分析，有助於了解中共對台戰略發展之全貌與掌握。而有關中共對台和平發

展的戰略背景，將在本研究的「第二章：中共對台和平發展的戰略背景」各節內

容當中深入探討。 

第二個層次所要探討從和平崛起到和平發展的胡溫體制，2002-2012。本章節

分析重點，在於探討與瞭解中國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戰略實存之問題與爭議，綜

觀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戰略，清楚論述二○○二年以來國際變遷與中共內外政

策，分析中共「胡溫體制」所提出的「和平崛起」到「和平發展」戰略路徑。上

述以「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為範疇的政經分析，將在本研究的「第三章：

從和平崛起到和平發展的胡溫體制，2002-2012」各節內容當中深入探討。 

第三個層次所要探討「和平發展」戰略推升了中國整體的國家實力，「習李

體制」接班後，中共進一步藉著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更有系統的發

展出「全方位崛起」的戰略道路(鄭必堅，2014)。本章節分析重點，在於討論中

國大陸持續解放生產力，「和平發展」牢牢捉緊「改革開放」與「經濟建設」兩

個中心點，利用「和平」不斷「發展」，既增加中國在亞太地區與全世界的影響

力，「中國夢」的出台與佈局，更進一步完善中共長期以來強調「獨立自主」的

國家安全與外交策略；對台政策則希望在「和平發展」中完成「和平統一」。上

述以「中國夢」為範疇，探討「中國夢」的出台與佈局，有關其國際變遷與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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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政策之分析，將在本研究的「第四章：追求『中國夢』的習李體制，2012-2016」

各節內容當中深入探討。 

第四個層次所要探討的是中共對台和平發展戰略，其國內外政經變遷和對台

的互動歷程與影響等。中共十六大以來「胡溫體制」所形成的「和平崛起」與「和

平發展」戰略，十八大後全面交棒給「習李體制」，習近平與中共新一代的集體

領導，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特別強化了民族主義的政經意涵，強調實現

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對內主張「和諧社會」，對外推動建設持久和平、

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且屢屢在國際舞台上主動出擊，明顯改變了兩岸關係

既存的交流模式。本章節分析重點，在於分析中共「和平發展」戰略中，堅持發

展是硬道理的戰略。「胡溫體制」堅持「和平發展」，不僅對台已達成了兩岸全

面直接雙向三通與簽訂 ECFA 等多項經貿協議，觸動並深化了兩岸的政經交流層

次，也在國際上獲得了強大的影響力和發言權；「習李體制」更接續深化「和平

發展」，在二Ο一六年民進黨總統蔡英文上任前，中國大陸透過「先經後政」與

「由經入政」持續對台施以和平發展戰略，在兩岸交流上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

發展，中國大陸更是不斷催促馬政府應儘快實現兩岸政治性談判，早日完成統

一。然而，面對台灣完成第三次政黨輪替，「習李體制」現階段對台主要的戰略

方針，仍定調「寄望於台灣人民」，強調「兩岸一家親」共築「中國夢」，積極

深化「三中一青」與台灣民間的經濟文化交流。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兩岸官方

交流停滯，日前又接連發生台灣參與國際民航組織、國際刑警組織受阻，以及非

洲邦交國家斷交的情況，與美日等國直接介入台海問題等影響，都加深了未來兩

岸關係的複雜性與變化。上述以中共對台「和平發展」為範疇，全局探討兩岸如

何在和平發展下共存共榮、共築「中國夢」，不僅台灣內部關心，世界各國也高

度矚目，將在本研究「第五章：中共對台和平發展戰略」各節內容當中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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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言之，本研究所設計之四個層次分析架構，是屬於一種注重內外互動的空

間圖譜概念，至於在時間演進中，所呈現出具有因果關係的每一個重要的歷史橫

斷面，也是本研究所不可忽視的許多關鍵點，故都將納入未來的分析架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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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章節安排 

 

本文第一章續論，在於說明中共對台政策的問題意識；其次，再從文獻回顧

中，串連中共和平發展戰略與對台政策中的關係；第三，也在說明本文的分析觀

點與分析架構。 

本文第二章在討論從毛澤東時期到江澤民時期，中共對台政策的發展背景；

第三章則在分析胡溫體制的和平發展戰略的出台與發展，及其因應的內外政經變

遷與內外政策。 

本文第四章則在分析習李體制追求「中國夢」的出台與佈局，及其因應的內

外政經變遷與內外政策。 

本文第五章則在探討胡溫體制與習李體制的對台政策以及台灣政經變遷，並

深入分析兩岸領導人習近平與蔡英文的對局。 

第六章是簡單的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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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章節細目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意識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第三節 分析觀點與架構 

第二章 中共對台和平發展的戰略背景   

第一節 毛澤東時期 

第二節 葉劍英時期 

第三節 鄧小平與江澤民時期 

第三章 從和平崛起到和平發展的胡溫體制，2002-2012 

第一節 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的出台與發展 

第二節 胡溫體制時期對外之國際變遷 

第三節 胡溫體制時期對內之內外政策 

第四章 追求中國夢的習李體制，2012-2016 

第一節 「中國夢」的出台與佈局 

第二節 習李體制時期對外之國際變遷 

第三節 習李體制時期對內之內外政策 

第五章 中共對台和平發展戰略  

第一節 胡溫體制時期之對台政策與台灣政經發展 

第二節 習李體制時期之對台政策與台灣政經變遷 

第三節 習近平與蔡英文的對局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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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結論 

第二節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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