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少觀察家相信中國將以武力征服台灣，問題在於出兵時間。有一說是

2027年，即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一百周年之際。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曾訂下

目標，要將解放軍建設成「世界一流」的軍隊，支持中國共產黨實現中華民族

的偉大復興。另有人預測如2024年美國和台灣大選中支持台灣獨立的候選人

勝出，那便是中國武力統一台灣的時候。

俄羅斯在2022年2月入侵烏克蘭時，也有觀察家預測中國將攻打台灣1。 

然而，習近平沒有像普京（Vladimir Putin）那樣動武。因當時臨近重要時刻，

他即將打破慣例，在秋天的中共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踏入第三個任期，

故無意引起動盪。除非出現任何推動台獨的激進行動，否則習近平沒有必要

冒險解決台灣問題。儘管中國軍事現代化的成果昭著，但解放軍尚未準備好

接受攻台的代價和風險。中共為統一台灣的目標投放了龐大政治資源，如果

計劃不如預期，或會引發破壞力極大的反彈，打擊黨的合法性。

因此，美國知名學者黎安友（Andrew J. Nathan）認為「對中國即將發動攻

擊的擔憂是種錯置」。北京仍以「戰略耐心」（strategic patience）政策進行長期

博弈，避免因武力攻台而付出高昂代價。前美國國務院情報研究局助理國務

卿福特（Carl Ford）同意這一觀點，認為策動一場兩棲戰極為複雜，無論勝負

都會為中國帶來惡果，預計於未來五至十年內，中國仍不會嘗試以武力攻

台；即使於未來十至十五年，中國作出軍事選擇的機率也低於25%2。中國學

者閻學通和王緝思確認，中國政府對和平統一抱持最大耐心，網上輿論未有

二十一世紀評論
台灣大選的啟示

台海兩岸博弈：論和平統一、
邊緣策略與武統

＊	本文譯自筆者的“Is	Beijing’s	Long	Game	on	Taiwan	about	to	End?	Peaceful	Unification,		

Brinkmanship,	and	Military	Takeove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32,	issue	143		

[2023]:	705-26)一文，中文版嗣經修改後由筆者授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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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確反映北京政策；二人指責美方散布武力統一的說法，意在令中美兩國捲

入戰火。時任中國駐美大使秦剛在阿斯彭安全論壇（ASF）上說，「兩岸的人民

是同胞；中國最不希望的就是和同胞兵戎相見」3。

自毛澤東解放台灣未竟以後，北京確實展開了長期博弈。鄧小平以兩手

策略應付台灣，既以和平統一建立友好關係，同時以軍事脅迫遏制台獨。江

澤民開始表明中國不會永遠等待，當中隱含威脅，但缺乏相應實力作支撐。

隨着中國國力上升和民主進步黨在台灣的執政，習近平的耐心正快速消耗，並

明確表示台灣問題不能留給下一代解決。他利用邊緣策略（brinkmanship），迫

使台灣在不涉傷亡的情況下，接受他更加強硬的統一藍圖，同時借用民族主

義的「武統」公眾輿論，並加強軍事和經濟實力，為武統作準備。儘管無法確

定解放軍是否能成功開展大規模軍事行動，中國最高領導人已經定下與「中國

夢」百年目標相關的時間表，如果《反分裂國家法》的紅線被逾越，他將對台採

取非和平手段。中國經濟和軍事能力今非昔比，即將要結束這場長期博弈。

一　從武力解放到和平統一

中國領導人以消除外國帝國主義恥辱和實現國家統一的民族主義目標，

看待統一台灣的歷史複雜性。1895年《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予日本，標誌中

國在甲午戰爭敗陣，是中國現代史上最恥辱的一章。日本在1945年太平洋戰

爭中落敗後，將台灣歸還給國民黨政府，但國共兩黨隨即爆發內戰，國民黨

於1949年退守台灣，令台灣脫離中國大陸。

解放軍在1950年收復大陸大部分地區後，準備解放台灣，但在6月韓戰

爆發，以及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下令第七艦隊巡弋台灣海峽後，

便被迫打消念頭。礙於其他優先重點和美國軍力，毛澤東對台展開長期博

弈。他在1954和1958年兩度命令解放軍炮轟國共兩黨爭奪的離島，即金門和

馬祖，以延續內戰。得知美國對國民黨軍隊施壓，要求撤離金門和馬祖後，

毛澤東制定「絞索政策」，套住國民黨繼續據守離島，以維持台灣與大陸間的

聯繫4。毛澤東在1973年告訴美國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收復台灣

可以等上一百年5。

198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提出以「三通」（通商、通郵、通航） 

及「四流」（學術、文化、經濟及體育交流）為第一步，逐步消弭兩岸敵對狀態， 

增加相互了解。此後，鄧小平提出了和平統一的主張。他重申毛澤東對收復

台灣的耐心，表示如有必要，可以等待一百年，並提出以「一國兩制」框架為

和平統一的可行途徑：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兩者可長期

共存。台灣將享有高度自治，包括行政管理、立法和獨立司法權，保留自己

的軍隊，擁有處理與外國間商業和文化事務的外事權。然而，只有中華人民

共和國可在國際間代表中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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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方面堅持對大陸採取「三不政策」，即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但

在1986年5月，一架台灣貨機被劫持到廣州後，國民黨政府不得不就歸還貨

機與北京談判。翌年，台灣當局允許與家人分離數十年的老兵到大陸探親。

兩地往來增加所衍生的問題令協商機制應運而生。台北在1991年成立海峽交

流基金會（海基會），以非政府機構的名義與北京協作，沒有違反「不接觸」立

場。北京配合台北立場，成立半官方的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海協會）為對口機

構。1992年11月，雙方代表在香港會面，達成「九二共識」，兩岸同意「一個

中國」原則，但可以各自解讀其意涵。北京聚焦於「一個中國」，台北則強調

「各自表述」。

台灣領導人李登輝1993年開始申請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並修憲確定

於1996年3月舉行首次領導人直選。此舉或導致政治本土化、台灣意識和分

離主義傾向湧現，令北京有所警惕。李登輝在1995年5月獲得美國簽證，成

為自1979年以來首個訪美的台灣領導人。出訪期間，他公開聲言「台灣是主權

獨立的國家」。北京憂慮美國反華勢力與台獨勢力勾結，遂於1995年7月至

1996年3月期間，在台灣海峽進行一系列軍事演習並發射導彈，以影響台灣 

大選結果7。然而，這種軍事威脅產生了反效果。李登輝以54%的得票率當

選，高於其他三名候選人所得的票數總和。在這種情形下，江澤民在1997年

9月中共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重申中國堅持「『和平統一、一國

兩制』的基本方針」8。外交部長錢其琛隨後建議兩岸就政治談判的程序展開

磋商。中共中央於1998年5月召開對台工作會議，呼籲全黨和全國人民貫徹

和平統一的原則。

2000年3月台灣大選中，主張獨立的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勝出，北京再次

對兩岸前景感到戒慎。選舉前一個月北京發表白皮書，提出「三個如果」，明

確闡明可能動用武力的前提。中國曾經強硬地表示，如果台灣宣布獨立、陷

入內亂或遭外國侵佔，將採取軍事行動；白皮書增加了一個新前提：如果台灣 

無限期地拒絕通過談判和平解決兩岸統一問題。在選舉前三天的3月15日，

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全國人大記者招待會上公開說道：「台獨勢力的上台

會挑動兩岸的戰爭，破壞兩岸的和平。」9然而，這種脅迫策略再次產生反效

果——當選的是最令北京無法接受的候選人陳水扁。鑒於台灣沒有明確宣布

獨立，故北京選擇不使用武力，以免殃及自己的現代化計劃。但陳水扁繼續

進逼，包括試圖以《公民投票法》來修改《中華民國憲法》，為法理獨立鋪路bk。 

陳水扁在2004年連任後，推行極具挑釁意味的「正名運動」，包括更改公營企

業的名稱，當中強調「台灣」而不是「中華民國」，以及在台灣當局外交部的正

式函件加入「台灣」的名稱。

因擔憂陳水扁治下的台灣走向法理獨立，北京於2005年通過《反分裂國家

法》，為使用「非和平方式」設下三條紅線：台灣以任何名義或任何方式從中國

分裂出去；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和平統一的可能

性完全喪失。然而，這些紅線定義模糊，留有一定的進退空間。除了明確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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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獨立之外，北京從未說明甚麼是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

變、甚麼是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已完全喪失bl。

國民黨的馬英九在2008年的台灣大選中勝出，對北京來說是一大寬慰。

雖然馬英九在他的「三不政策」（不統、不獨、不武）中沒有承諾統一，但他認

同「九二共識」，並積極尋求與北京合作解決一系列重要問題。其舉措包括推

動和擴大兩岸包機直航、開放大陸遊客訪台，以及舉行海基會和海協會間的

高層會談。北京意識到馬英九提供改善兩岸關係的機遇，簽署了十多項雙邊

協議，以便利日益增多的交流。其中最重要的是2010年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

架構協議》（ECFA），北京單方面降低對許多台灣農產品和其他產品所徵收的

關稅。

北京對馬英九提出「外交休兵」予以正面回應，前提是不會造成「一個中

國、一個台灣」或有兩個中國的錯誤印象。外交方面，北京拒絕了部分台灣友

邦的建交請求，在馬英九任內亦未有促使台灣與任何友邦斷交。北京還於

2009年同意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出席世界衞生大會——1997年起，台灣十二次

申請出席遭拒，這是台灣自1971年以後首次參與聯合國專門機構的會議。習

國民黨中央黨部大樓（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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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於2015年11月7日在新加坡與馬英九舉行了歷史性會晤，是1949年以來

兩岸領導人的首次會談，兩岸關係得到長足改善。

二　民進黨再次上台和武統的呼聲

然而，北京伸出的橄欖枝未能抑止台灣反對統一的民情。陳水扁當選和

連任已顯示台灣支持民進黨的意向增長，在民進黨的蔡英文贏得2016年大選

並拒絕接受「九二共識」後，北京又遭受另一次挫敗。現在，「九二共識」已成

為北京的試金石，習近平將其形容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最大公約數」和「政

治底線」bm，不承認這一共識的人被視作拒絕接受「一個中國」原則。

蔡英文承諾上台後會維持現狀並謹慎避免走向法理獨立，但北京指責蔡

英文漸進推動台獨，試圖改變現狀以消除中國對台影響，包括文化去中、經

濟排中、外交抗中和民主拒中bn。蔡英文就任前，北京多次提醒她「九二共

識」是對話協商的「基礎和前提」，並警告「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在就職演說

中，蔡英文避免使用「共識」一詞，但表示尊重1992年兩岸兩會的「歷史事

實」。雖然這可以理解為隱晦地承認「九二共識」，但北京的國務院台灣事務辦

公室（國台辦）簡單回應：蔡英文的演說是「一份沒有完成的答卷」。她必須明

確表態支持「九二共識」，而不是如此模稜兩可bo。

北京用盡所有非戰爭手段遏制民進黨和蔡英文，同時選擇維持部分與台

灣的聯繫。蔡英文就職後，北京暫停國台辦與台灣大陸委員會的往來，停止

海協會與海基會之間的協商渠道，使蔡英文政府難以履行對台灣人民的義務。 

北京多年來默許將台灣犯罪嫌疑人遣返台灣接受審訊，但在蔡英文上任後，

北京無視這些請求，例如敦促肯尼亞將約五十名涉嫌電信詐騙的台灣人遣返

大陸，之後柬埔寨亦將二十五名台灣嫌疑人遣返大陸。蔡英文政府無法就探

親和遣返事宜聯繫大陸相關機構，與民進黨有關的商人被禁止在大陸從事商

業活動，支持獨立的台灣影視藝人也被禁止在大陸發展。北京還大幅縮減赴

台旅遊簽證數目，使大陸遊客數量急降，台灣旅遊業遭受經濟損失，導致許

多旅行社倒閉。北京亦再度壓縮台灣的國際空間，令承認台灣的國家減少（這

數字本已不多）。自2013年11月岡比亞與台北斷交後，截至2024年1月，已

有十個國家改變對台關係，台北的外交盟友減至十二個。北京還阻止世界衞

生組織（WHO）和國際民航組織（ICAO）邀請蔡英文政府出席大會。但是，北

京仍選擇與台灣民間往來，以使兩岸經濟和社會緊密融合。2017年10月，習

近平承諾台灣人在大陸工作時將享有國民待遇，中國政府在2018年2月公布

三十一項優惠措施，涵蓋工業、金融、稅收、用地、就業、教育和醫療等領

域。9月1日起，在大陸居住六個月或以上並擁有穩定工作的台灣居民，有資格

申請居住證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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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政府採取「新南向政策」，與鄰近的東南亞國家合作，拓展台灣與

東南亞國家的貿易關係並吸引東南亞訪客，但這些措施並未有顯著減少台

灣對大陸的經濟依賴。2021年台灣對大陸和香港的總出口值比 2020年增長

了 24.8%，達到 1,889億美元的歷史新高。大陸仍是台灣最大的貿易夥伴和

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資目的地。北京將此依賴作為武器，在2021年 2月突然

禁止進口台灣鳳梨，並在 9月禁止進口釋迦和蓮霧。2005年後北京推行零關

稅政策和便利的運輸物流，而這些被禁的台灣水果有超過90%出口到大陸。

北京聲稱這些水果帶有害蟲，實際上是反擊台灣提議將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

代表處更名為「台灣代表處」bq。北京堅持台灣在所有國家的辦事處應以「台

北」命名，做法如同視台灣為省份，並向任何不遵從中國立場的國家施壓。

立陶宛在 2021年允許台北代表處用「台灣」命名，中國因而對立陶宛實施經

濟制裁。

然而，北京的壓力沒有令蔡英文政府承認「九二共識」。中國的經濟增長

並沒有增加對台灣人的吸引力，也未能使他們對大陸產生密切認同感。自台

灣於1990年代民主化以來，愈來愈多台灣人認為自己的價值觀與大陸人截然

不同。目睹香港近年政治狀況，台灣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受到衝擊，於是

在2020年再次推選蔡英文連任。台灣世代交替，台灣人的身份認同逐漸取代

了中國人身份認同。據2023年6月的調查數據，在受訪的台灣人中，只有

2.5%自稱為中國人，而這數字在三十年前是25.5%br。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有許多人揚言「和平統一已無希望」和「晚打不如早

打」bs。一名退伍解放軍少將敦促北京丟棄和平統一的幻想，因為「翻看中國

歷史不難發現，幾次大規模的統一沒有一次是和平的」bt。也有論者呼籲北京

展示其征服台灣的軍事實力，「殺伐果決」地削弱支持蔡英文政府的政治力量

並孤立台灣ck。態度強硬的北京學者金燦榮在演講中提出「觀察、施壓、對

抗、衝突」的四階段策略，認為北京應觀察蔡英文政府約半年，然後施加經濟

和外交壓力。如果後者仍然拒絕接受「九二共識」，中國應明確地用軍事威懾

對抗。如果蔡英文在2020年連任後不改路線，中國應在2021年發動戰爭，這

是習近平「中國夢」第一階段目標的實現年份。屆時，中國的軍力將達到美國

不敢介入的水平cl。

中國領導人沒有聽從金燦榮的建議，但鼓勵武統的輿論。在新冠疫情期

間，國台辦網站有文章指出強烈民憤激起武統的呼聲。該文提出六個觸發武

統的條件：除了《反分裂國家法》中的三條紅線外，增加了三條，即台灣當局

組織獨立公投；對大陸使用軍事手段；台灣島內發生大規模動亂cm。在緊張

局勢升級之際，大陸軍事漫畫家「奇圓 JeffHoly」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了一系列關

於武統的繪圖，描繪解放軍部隊對台灣海灘、機場等設施發動閃電戰，並成

立特別法庭審判分離主義領導人。中國官方媒體聲稱，許多網民「希望這一切

能夠盡早成真」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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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二十一世紀評論

2021年，名為《2035去台灣》的音樂影片於中國社交媒體熱播。該影片展

示台灣及大陸的旅遊地標，並預測中國高鐵將在2035年開到台灣。國台辦發言 

人表示：「這首歌反映兩岸民眾的美好願望⋯⋯這個願望是一定會實現的。」co

另外，《2035坐上高鐵去台北》的音樂影片於2022年在中國社交媒體出現，儘

管至今仍沒有從大陸到台灣的高鐵。

雖然這些鷹派民族主義言論不代表北京立場，但它們對展示實力的呼籲

有助塑造公眾輿論，並支持武統策略。

三　軍事邊緣策略

乘着民族主義的浪潮，北京試圖以「以武逼統」策略統一台灣。1949年，

解放軍以不流血的武力震懾方式收復北平（北京）cp，現在解放軍試圖效仿「北

平模式」，通過展示武力向台灣人民施加難以承受的壓力，以削弱他們的信

心。在北京眼中，由於軍事衝突勢重挫台灣，大多數台灣人將不堪持續的心

理恫嚇和經濟打擊。鑒於台灣有許多用品均依賴進口，即使大陸不攻台，實

施有限的封鎖也足以動搖台灣政治和經濟，迫使其投降。邊緣策略是不戰而

屈人之兵的政治戰爭。

習近平在2013年10月告訴台灣代表：「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題終

歸要逐步解決，總不能將這些問題一代一代傳下去。」cq在2017年的中共第

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將中國的完全統一定為「中國夢」的重要一環，並

將解決台灣問題與實現「中國夢」的時間表並論，定於標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一百周年的2049年。他明言將「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不僅要阻

止台獨，還要爭取統一cr。習近平在2021年10月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會

上直言統一台灣的目標：「以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最符合包括台灣同胞在

內的中華民族整體利益。⋯⋯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國人民捍衞國家主權和領

土完整的堅強決心、堅定意志、強大能力！」cs之所以說出這番話，是因為大

陸的軍事實力已經遠超台灣。根據2019年的數據，大陸擁有200萬名現役軍

人，而台灣只有17萬。陸軍方面，大陸擁有坦克5,250輛，台灣只有1,110輛。 

大陸擁有35,000輛裝甲車，台灣只有3,472輛。大陸空軍擁有3,285架軍機，

台灣只有741架。其中，大陸擁有1,200架戰鬥機，台灣只有288架；大陸擁

有450架專門的轟炸機和286架運輸機，台灣只有19架運輸機且沒有轟炸機。

海軍方面，大陸艦隊有777艘船艦，台灣只有117艘。大陸配備41艘驅逐艦和

49艘護衞艦，台灣只有4艘驅逐艦和22艘護衞艦。大陸擁有56艘柴電潛艇、

9艘核潛艇和6艘彈道導彈潛艇，而台灣一艘核潛艇和彈道導彈潛艇都沒有，

只有2艘柴電潛艇ct。北京擁有三艘航空母艦，台北則沒有對等的軍事裝備。

中國最新的一艘航母於2022年6月下水，取名為「福建艦」，即以台灣海峽其

中一邊的省份命名。福建艦載有電磁彈射器，可以高速將軍機從船上彈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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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是最新的軍機起飛技術，迄今只在美國新型航母「福特號」（USS Gerald R. 

Ford）見到。

解放軍具備足夠實力，可藉動態封鎖海上和空中交通線，迫使台灣投降。 

根據美國國防部報告，對解放軍海軍來說，要用大量且集中的軍力圍繞距離

中國大陸約一百英里的台灣島嶼並非難事dk。在前面提到的1995至1996年台

海危機期間，雖然解放軍沒有能力封鎖整個島嶼，但中國兩次發射導彈，中

斷了台灣海峽的所有海運和空運貿易，使航運和保險費用在該段時期飆升。

解放軍現在更具備封鎖台灣的能力，對其主要港口和航運航道構成威脅，在

習近平的領導下，解放軍於台灣附近進行了愈趨頻繁和具侵擾性的軍事活動。

中國軍機在2016年11月首次繞台一周，於台灣周邊範圍進行實彈作戰演

練，並派出航母和軍艦穿越台灣海峽。「遼寧號」航母在2017年1月首次繞台航 

行，解放軍海軍自那時起定期進行「環島演習」。2019年3月，兩架解放軍戰

機飛越台灣海峽中線。中國從未正式承認海峽中線，認為海峽中線並沒有法

律效力，但北京過去一直予以尊重，在1954至2019年間，僅有三宗中方越過海

峽中線的報告。然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2020年公開否認海峽中線dl。中

方軍機和軍艦不再尊重台灣劃分領空和領海的主張，對海峽中線視若無睹。

為回應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訪台，解放軍東部戰區司令

部於2022年8月在台灣北面、西南面和東南面的六大海域組織海軍、空軍、

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和聯勤保障部隊的實戰化聯合演訓。兩個北部演練區

域位於基隆港和台北港外海，中部區域位於台中港外海，兩個南部區域位於

高雄港和蘭嶼外海，東部區域位於花蓮港外海。北京稱這次演訓為「重要軍事

行動」而非過往的「軍事演習」，暗示其性質更像真實戰役。這次行動規模前所

未見，解放軍首次發射十一枚短程彈道導彈，降落在台灣東北、東部和東南

海域，四枚飛越台灣上空。其中有五個演習區域首次設於海峽中線以東，部

分演習區域首次設於距台灣12海里以內的範圍。8月3至15日，共有185架解

放軍軍機越過海峽中線。行動旨在展示解放軍武備精銳，具備封鎖整個台灣

的實力dm。

解放軍的軍事演習不一定意味中國預備發動戰爭。在佩洛西訪台四天

前，習近平仍與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通電話。習近平作出警告但表示沒

有意圖與美國開戰，雙方都認為需要「維護和平與安全」，避免「爆發全面危

機」dn。儘管三個指定演習區域均處於台灣當局所宣稱的領海，但中國的導彈

和艦隻避開了這些水域。解放軍安排在佩洛西離開台灣後進行演習，並提前

預警，讓台灣、美國和其他國家有時間重新安排商業航班和船隻的航線。演

習於8月4日中午開始，令中方部署可以輕易被追蹤和識別。中方將軍事行動

局限在精心策劃的演習中，將局勢升級的可能性減至最小do。因此，美國對

是次行動的反應相對平靜。彈道導彈飛過台北，解放軍的艦艇、戰機和轟炸

機包圍台灣，但美國沒有像1995至1996年台海危機那樣派遣航母到台灣海

峽。在美國新聞中，中國的軍事演習讓位給美軍擊殺阿爾蓋達（Al-Qaeda）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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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首腦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的報導。解放軍在調整演習幾天後便開

始減少活動，大多數台灣人表現冷靜，聽天由命，並不擔心戰爭臨近。

四　更強硬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伴隨邊緣策略而來的，是北京呼籲探討「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落實「一

個中國」原則並懲治反統份子。中國官員及學者正在討論修改《反分裂國家

法》，使該法得以準確落實，以及擬議制定《祖國統一法》，因此提出了更強硬

的統一後藍圖。國台辦副主任劉軍川發起了有關統一後台灣管治的熱烈討

論，他在2021年10月的公開研討會說道，統一後台灣的財政收入應盡可能用

於改善民生，官媒評論：「劉軍川的言論代表了大陸治理經驗的核心，⋯⋯且

可以於台灣應用。」dp接下來一個月，國台辦將台灣行政院長蘇貞昌、立法院

長游錫堃及外交部長吳釗燮列為台獨頑固份子，並公開表示已經制定這類別

人士的清單，他們將被終身追究刑責dq。2022年8月，國台辦將台灣駐美代表 

蕭美琴以及其他六人列入清單。統一後，這些分離主義者將按照刑法和《反分

裂國家法》審判和懲處，罪名包括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和危害國家安全dr。

在北京的構想中，台灣的「一國兩制」將遵循香港模式，即將中共意志放

諸生活各方面，凸顯北京全面的管治權和愛國者治理。一名中國學者認為，

僅僅下放權力和轉送利益並不是明智方案，最重要的是建立中央權威，重建

台灣的心理建設和價值奠基ds。一名中國資深外交官解釋說，台灣人民必須

接受再教育，消除分離思想和分裂主義理論，成為愛國者，因為他們受到反

華教育和台獨思想的「灌輸和毒害」dt。有學者進一步表示，台灣社會必須「再

中國化」，接受中國價值觀和大一統，並「從根本上改變長期受『台獨』思潮影

響的政治環境」ek。

在2022年8月10日發布的第三份台灣問題白皮書中，這些強硬的統一後

藍圖得到官方採納。1993年第一份白皮書《台灣問題與中國統一》試圖闡釋北

京立場，尋求世界的「理解和支持」。2000年第二份白皮書《一個中國的原則與

台灣問題》確立「一國兩制」原則下的紅線。2022年第三份白皮書《台灣問題與

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發出進一步威脅。與第一份白皮書的標題「中國統一」相

比，「中國統一事業」暗示中國正採取行動解決台灣問題；內文的標題「祖國完

全統一進程不可阻擋」，措辭比前兩份白皮書更加堅定。這份白皮書內容表述

顯得更加迫切，強調解決台灣問題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先決條件。

2022年白皮書沒有重複前兩份白皮書的用詞，即「尊重」台灣同胞「當家

作主管理台灣」的願望，也沒有包含北京「不派軍隊和行政人員駐台」的承諾。

它對台灣「一國兩制」的論述更接近於香港模式，強調「『兩制』從屬和派生於

『一國』」。白皮書沒有提到台灣將保留其政治制度和武裝力量。雖然它展望和

平統一後的「光明前景」，但其本質是最後通牒：要台灣選擇完全依照香港模

式抑或開戰，這使得和平統一的機會更形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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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為武統作準備

在習近平上台前，歷任中國領導人都面臨兩難處境。他們一方面威脅對

台動用武力，一方面擔心釀成軍事衝突，窒礙中國的經濟發展計劃。中國經

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迅速增長，習近平在中共領導層間建立共識，認

為中國可以在「發展優先」的同時追求其他重點利益el。他認為中國的經濟足

夠強韌，能夠承受震盪和資本外流的衝擊，因此在香港雷厲實施《港區國安

法》。俄羅斯攻打烏克蘭的欠佳表現及其面對的西方制裁沒有令習近平卻步，

反而使他意識到要為武統台灣做更好的軍事和經濟準備。

從軍事角度來看，雖然解放軍已取得長足進步，但仍然缺乏攻台的必要

空運、海運、後勤和其他配備em。為解決這些問題，解放軍於2015年進行全

面改革，將陸軍為主的體制改成一系列戰區聯合作戰指揮部，以便在高科技

及信息環境中進行複雜的聯合作戰。該改革還建立了聯合後勤保障部隊，以

確保每個軍種和戰區主官都配備適當種類的後勤裝備。俄羅斯在後勤方面的

嚴重紕漏，更凸顯出這些改革的重要性。解放軍還配備了能夠長程攻擊台灣

和造成破壞的軍機、導彈和海軍，足以席捲台灣及令其政府垮台。它還加快

了對城市進攻和島上作戰的準備，這一作戰就如「在瓷器店中打老鼠」。一名

退役解放軍少將聲稱，由於解放軍對制空權和制海權已有充分把握，要在一

周內攻佔台灣不成問題。另一退役副司令員表達相近觀點，認為現代戰爭的

關鍵在於承受力，台灣是個靠近大陸且沒有戰略縱深的島嶼，不足以抵禦戰

火。一旦開戰，解放軍可以輕易摧毀台灣的所有打擊目標en。

台灣當局在國防方面準備不足，因為大多數台灣人沒有意識到大陸威脅

的嚴重性，並相信美國會出兵協防台灣。台灣的兵役從1990年以來的兩年減

少到2013至2023年的僅四個月，這一舉措不利於防備訓練有素的解放軍。俄

羅斯入侵烏克蘭驅使台灣當局和人民重新檢視國防安全，導致愈來愈多民眾

支持徹底革新軍事訓練以及在必要時推行強制徵兵。蔡英文政府在2022年 

8月提出增加14.9%的國防預算，比起自2017年起一直低於4%的國防開支，

大幅增加且達到歷史新高。2021年12月，僅有40%的台灣受訪者表示願意為

防禦台灣而戰，然而，這一數字在2022年3月即俄烏戰爭爆發兩個月後跳升

至74%eo。俄羅斯表面的軍事優勢並不能保證勝利，烏克蘭人走投無路時會奮

起抵抗；人民捍衞家園的意志絕不能被低估ep。

因此，中國大力渲染美國迴避與俄羅斯軍隊直接交鋒，甚至在烏克蘭設

立「禁飛區」，試圖以此削弱台灣民眾的抵抗意志。中國媒體渲染同類故事，

說美國因內部分歧、擴張過度和疲憊不堪而無法兌現其鞭長莫及的承諾，與

擁有核武的解放軍對壘，並會在戰爭時離棄台灣。無論是否受到中國宣傳影

響，在台灣民眾中，不相信美國會派兵阻撓中方攻台的比例從2021年10月的

28.5%上升到2022年4月的53.8%；這一比例在2022年8月佩洛西訪台後回落

至47.5%eq。中國社交媒體上充斥「調查」，顯示雖然許多台灣年輕人支持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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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但不願犧牲性命保衞台灣。與中國大陸的「調查」相比，受訪者願意誓死

為國家統一而戰。

經濟方面，北京試圖增強國家應對動盪加劇時的韌性。美國帶頭的制裁

嚴重損害俄羅斯經濟，使其受到國際唾棄。中國的經濟比俄羅斯強大得多，

產業更加豐富，這使得西方更難實施制裁。台灣所得到的全球支援相比烏克

蘭可能來得更加低調，因為很少國家與台灣維持友邦關係。但是，中國與世

界經濟的相互聯繫可能成為弱點。西方如果實施制裁，將沉重打擊中國經濟， 

導致「中國夢」破滅。假如台灣人民不接受武統，北京收復台灣的說辭將無法

迴避國際譴責。北京聲言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的說法，難以令世界信服，並

引來更多質疑er。

日本、澳洲和其他國家可能會出於自身安全和經濟利益而加入制裁中國

的行列。台灣在全球科技供應鏈中佔據重要席位。2021年，全球92%的先進

半導體供應來自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台積電）。台灣海峽的戰爭將嚴重摧

毀全球經濟，令世界陷入混亂。在中國不斷向台灣施壓下，日本首相岸田文

雄帶頭主張支持台灣，一再承諾加強與美國合作，以回應中國對台威脅日益

加劇的關注。

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戰和脫鈎的威脅，反映中國依然高度依賴美國的市場

和技術。習近平已採取措施，避免中國經濟受外部不穩因素影響。他重新調

整工業政策，重視國家內需帶動的增長，消除在價值鏈各環節上對外國的依

賴，同時積極推動中國企業生產國產替代品，減少對關鍵商品的進口依賴，

包括能源、大豆及關鍵技術，以緩減衝擊和可能的制裁，特別是在美國禁運和 

控制的「卡脖子」領域。2015年提出的「中國製造2025」是國家主導的產業推動

計劃，旨在將高科技產業自給率提升到70%。第十四個五年規劃（2021-2025）

旨在促進前沿科技領域的發展，包括機械人技術、量子計算和人工智能。北

京還致力實現糧食、石油、天然氣和礦產自給自足。

貿易戰迫使中國謀求科技自給自足，建立完整工業體系。而國際對俄羅

斯的制裁，包括限制使用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支付系統和凍結資

產，對中國來說也是警示，讓其明白到要減少依賴美國主導的全球金融體系。 

中國為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已與四十多個國家簽署總額逾4萬億元的雙邊 

貨幣互換協議。中國人民銀行正在研發數碼貨幣，以推動使用人民幣作貿易結

算。2022年6月25日，中國人民銀行和國際清算銀行（BIS）簽署協議，建構儲

備資金池，為參與人民幣結算安排的各國中央銀行提供流動性支持，在金融市

場波動時滿足國際市場對人民幣的合理需求。首批參與的包括亞太區部分央

行，此舉能夠為人民幣國際化鋪路，日後在這些地區成為貨幣錨。中國擁有繞

過SWIFT的替代系統，即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該系統在2021年的業

務金額較2020年增加了75%。俄羅斯被制裁促進了此替代方案的研發es。

中國擁有龐大美元資產，從美國國庫債券到紐約辦公大樓都有，由於擔

心這些資產被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沒收，中國政府試圖保護其海外資產，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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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美國制裁影響。雖然華府或無法割斷與中國的金融連繫，但中國仍希望作

好保護國家海外資產的準備，尤其是其3.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et。由於與美

國監管機構在中國公司的審計問題上存在分歧，中國石化、中國人壽保險、

中國鋁業、中國石油和上海石化等企業於2022年8月宣布將從紐約證券交易

所退市，藉此減少對美國主導的全球金融體系的依賴。

追求自立將有助鞏固戰略實力，回應可能面臨的制裁。但目前未能確知中 

方能否成功實現這一目標。中國一邊大量開採自身的自然資源，一邊進口比其

他國家更多的食品和能源，例如中國有70%石油和31%天然氣均屬進口，也

是全球最大的食品進口國，包括粟米、肉類、海鮮和大豆。中國的製造業需要

與全球市場、資源和技術自由接軌，以維持增長。儘管中國創下許多重要的高

科技成就，如成功建立自己的太空站、探測器於月球背面着陸等，但在不少高

科技領域相對落後。長久存在的內部和外部障礙使自主之路更為艱鉅。

對內而言，北京的自力更生方針將中國經濟導向中央集權，嚴格執行產

業政策，按政治需要汰弱留強。寶貴的資源和人才被送到架構臃腫低效的國

有企業，而不是反應更加迅速和更具創造力的民營企業，以致生產效率降低

和債務增加fk。中央集權限制了想像力和實驗精神，削弱了中國過去幾十年

的經濟活力。誠如論者指出，開放市場有利經濟發展，原因之一是其去中心

的本質，人們會為把握未來機遇而各出奇謀。比起只聚焦於少數領域的產業

政策，多元的嘗試更有機會滿足經濟需求fl。

例如，儘管中國在半導體行業投資了數百億美元，使得芯片生產取得進

展，但大部分都處於極長產業鏈的低端，而在較先進的細分市場仍落後甚

遠，可能需要數年甚至數十年的時間才能趕上。中國在2021年進口了價值

4,300億美元的半導體，超過進口原油的總值。一方面，中國在新冠疫情中的

「清零」政策和相關的封城措施減緩了其科技產業的發展。另一方面，貪腐是

中國半導體產業存在已久的問題之一，2021年，獲國家大規模注資多年的紫

光集團因未能扭虧為盈而申請破產；另外兩家知名芯片製造商武漢弘芯半導

體和濟南泉芯集成電路在耗盡政府資金後停運fm。2022年6月，中國的芯片製

造業陷入混亂。在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因貪腐接受調查後，四名來自國家集

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又稱「大基金」）的高管因腐敗指控被拘捕。大基金於

2014年成立，旨在建立中國製芯片的供應鏈，從而減少對美國及其盟國的依

賴。但是，基金由政治任務而非經濟利益驅動，更易出現以權謀私的情況fn。

對外而言，中國仍然依賴外國技術、市場准入，特別是海歸人才和海外

專家的專業知識，以及部分在國外獲得認證或購買的基礎技術fo。中國有領

先全球的消費電子產品業，但在2021年，於中國設立總部的公司所生產的芯

片只佔這個亞洲強國所需的6.6%fp。中國要實現科技自立自強，先要消弭國

內科技公司與外國同行間的技術差距，享有同等程度的科技和自主創新。但

是，由於中國在外交政策上轉趨強硬，接連遭到各國排斥。美國已經圍堵科

技和金融市場以限制對中國企業出口、阻截想前往美國工作和求學的中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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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家和技術專家，並加強對中國人才招聘計劃的監管fq。2022年8月，美國國

會通過《芯片和科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鼓勵半導體企業在美國研

發和製造先進芯片，這或對意欲在這方面實現自主的中國不利。

六　阻嚇潛在的美國干預

中國對台政策有其發展歷程和歷史背景，美國干預一直是左右政策的因

素之一。美國官方恪守「一個中國」政策，且未有正式承認台北政府。但美國

堅持採用和平的最終解決方案，要求按照兩岸人民的意願，且繼續向台灣當

局出售用於自衞的武器。自1990年代以來，美國政界人士在意識形態和情感

上已傾向認同台灣的民主發展。中國的軍事脅迫只會令華府堅定信念，認為

台灣是牢固的民主夥伴，值得美國支持並力阻中國實現武統。

華府一直保持戰略模糊，承諾協防台灣，但並未明確表示美國將如何以及

以多少兵力回應中國的軍事行動。有支持戰略明確的人士抨擊這一政策，他們

主張提供安全保證，以避免誤判及防範北京採取激烈行動fr。雖然美國並未

放棄戰略模糊，但美台關係已經顯著加強。時任總統特朗普（Donlad J. Trump）

在2018年簽署《台灣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並於2020年派遣內閣成員訪

問台北，是1979年以後美國派遣的最高級別官員。現任總統拜登（Joe Biden）

果斷表態支持台灣，他派遣美國前參議員兼其友

人多德（Chris Dodd）於2021年4月訪台，並邀請

台灣參與12月舉行的民主峰會。2022年5月，美

國國務院網站刪除了關於承認中國立場的內容，

即「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以及「不支持台灣獨

立」。儘管網站後來補回刪去的部分，但拜登在

同月公開表示美國願意出兵協防台灣，這是拜登

的第三次同類發言。早在2021年8月，拜登便表

示美國對台灣的承諾與對北約（NATO）盟友相

似。兩個月後，他再次申言如果中國進犯台灣，

美國將協助防衞fs。儘管白宮發言人迅速澄清拜

登的言論並不代表政策變化，但北京懷疑華府實

際上已在靠攏「一個中國、一個台灣」政策，偏移

並空心化「一個中國」政策。華府一直將台灣視為

美國利益的重要資產，對美軍而言，它是通往南

中國海的門戶，也是保衞其盟友日本、菲律賓和

韓國的重要戰區。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

上將曾形容台灣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艦和潛艇

母艦」ft。
中國對台政策有其發展歷程和歷史背景，美國干預一直是左右政策的

因素之一。（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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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軍堅信台灣已成為華府「以台制華」的重要戰略資產，故力圖突破美

國用來包圍中國、從日本延伸至台灣和菲律賓的「第一島鏈」。台灣是第一島 

鏈的重要一環，它不僅是需要收復的「失地」，而且對於解放軍來說，它具有

關鍵地緣戰略價值，可用於保衞中國正在擴展的海洋利益，以及高度工業化和

城市化的東部沿海地區。收復台灣將動搖華府在太平洋地區的地位，並迫使其

亞洲盟友要不逐步接受中國，要不在沒有美國援助下自行防衞。2022年3月，

習近平在與拜登視頻通話時警告：「台灣問題如果處理不好，將會對兩國關係

造成顛覆性影響。」gk時任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在同年6月的香格里拉對話會期 

間告訴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如果有人膽敢把台灣分裂出去，

中國軍隊必將不惜一戰，不惜代價、堅決粉碎任何『台獨』分裂圖謀⋯⋯」gl

台灣已成為美中角力的關鍵前線，戰爭如箭在弦。

解放軍準備迎戰具備實戰經驗和先進技術的美軍，所以在先進軍機、潛

艇、兩棲部隊、導彈庫以及反介入／區域拒止戰力方面均投放大量資源。北京

正在建設世界上最大規模的海軍和亞洲最大的空軍，加快發展核打擊力量，

擴張核武庫，企圖挑起外界對潛在核戰的擔憂，以阻止美國乘虛介入和展示

實力。中國不再滿足於數百枚遠程導彈的「最低威懾」力量，加快發展作戰用

核彈頭，期望到2030年累積到1,000枚，同時改進潛射彈道導彈和遠程轟炸機

部隊。其新型洲際彈道導彈可以攜帶多達十枚核彈頭gm。在北京眼中，如果

俄羅斯的核武庫成功威懾美國，阻止其對俄烏戰爭實施直接軍事干預，那麼

美國也不會因為台灣而與擁有核武器的中方開戰。

當中國武裝力量增強、技術提升和信心增加，美國的軍事威懾力可能形

同虛設。美國的國防預算花費遠超中國，軍力在全球雖仍首屈一指，但分散

於各地。中國則專注亞洲，將軍力集中在自己的鄰近地區，以求在衝突爭端

中制勝。自1950年代以來，美軍在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幾乎一成不變。預算

不足和其他要優先處理的項目，使重振美國實力的計劃受阻。一名退休美國

海軍軍官警告說，不論解放軍有否因軍種對立而互相爭奪資源，他們將愈來

愈有能力實現全球海洋公域的控制權gn。美國國會議員盧里亞（Elaine Luria）

肯定，以目前美國海軍的預算限制，與解放軍相比，美國的海上強國地位岌

岌可危go。因此，中國或會利用美軍在亞太地區的弱點來獲取不對等優勢。

北京聲言台灣海峽屬中國200海里專屬經濟區的一部分，其日增月長的軍力

為此說提供後盾。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經常抗議美國軍艦執行航行自由行動時穿

越台灣海峽，並在2022年6月進一步稱台灣海峽不是國際水域，「中國對台灣海

峽享有主權、主權權利和管轄權」，等同為拒絕外國軍艦進入該水域提供法律依

據gp。從技術角度來看，北京言之成理，因為台灣海峽的最寬處為220海里，

位於大陸和台灣的專屬經濟區內。但是，台灣海峽一直是重要的海運航道，許

多軍用或民用船隻都可以自由航行。有鑒於此，美國指責中國單方面改變現狀。

北京還利用日益增強的軍事實力來阻止美國支持台灣。例如2022年8月

佩洛西訪台，這是自1997年金里奇（Newt Gingrich）以後再有議長訪台；當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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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或成行的消息曝光後，中國外交部和國防部要求取消安排。他們警告說，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國軍隊絕不會坐視不管，必將採取強有力措施」gq。

外交部長王毅稱之為「鬧劇」，為鼓動民族主義情緒，他表示「犯我中華者必將

受到懲處」gr。

儘管官方警告不大可能觸發戰爭，但這些威嚇激起民族主義狂熱，令中

國民眾心生巨大期望。許多人不僅希望看到，而且完全相信中國軍方將在佩

洛西抵達台北時立刻對台發動攻勢。中國社交媒體上遍布中國軍機將隨同佩

洛西的飛機一同進入台北的猜測。官媒《環球時報》退休編輯胡錫進在推特

（Twitter）上寫道：「解放軍空軍肯定會讓她的訪問成為她自己和美國的恥

辱」，並續說：「我們的戰鬥機應該運用一切阻礙戰術。如果這些仍然無效，

我認為也可以擊落佩洛西的專機。」

激烈言辭使北京和華府的斡旋空間收窄，雙方都不願讓步和示弱。雖然北

京並不準備發動戰爭，但習近平將在是年秋季謀求第三個任期，故他不能示弱， 

以免令地位動搖。習近平化危為機，凝聚人民支持並提振自己的聲望，藉堅定

立場轉移對國內問題的注意力，包括對「清零」政策的日益不滿，以及龐大房地

產泡沫、青年失業率高企和巨額政府債務帶來的相關社會壓力和經濟阻力。

烏克蘭戰事持續之際，拜登政府無法承擔與中國作軍事對決的後果。拜

登最初表示不贊同佩洛西是次出訪，因為「軍方現在不認為這是個好主意」，

但他不想被視為屈從於中國威脅，助長中國的好戰態度。拜登和習近平的兩

小時通話未能緩和局勢，習近平警告拜登「玩火者必自焚」。拜登政府遂順應

佩洛西的堅決態度及顯示強硬的對華立場，且在佩洛西起行前不久表態支持。 

他們堅稱議長沒有違反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

佩洛西如期訪問當天，許多中國人注視着電視或手機，實時追蹤她從馬

來西亞飛往台北的專機，期望出現驅使飛機改變航道或擊落飛機的干預手段。 

儘管出訪的飛機沒有被攔截，但解放軍自8月4日起進行了多天的軍事演練。

此外，北京宣布對美國實施八項反制措施，包括暫停三類軍事對話、暫停打

擊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合作，以及暫停雙方最有可能達成協議的氣候變化

商談。北京還宣布對佩洛西及其直系親屬實施制裁。為了懲罰台北，北京禁

止從台灣農村地區進口二千類農產品，這些地區有較多民進黨支持者，以此

警告台美合作無法避免北京的反制。

雖然許多美國人認為佩洛西不需要挑釁中國，但出於對中國不斷增長的軍 

事侵擾的擔憂，使得美國兩黨更為支持台灣。國務卿布林肯（Anthony Blinken） 

指責中國過度反應，利用佩洛西的訪問作為加劇緊張局勢和改變現狀的藉

口。美國貿易代表處宣布啟動與台北的雙邊貿易和投資倡議的協商。在佩洛

西訪台後僅僅十二天，五名美國國會議員到達台北，展現美國國會對台灣的

堅定支持。雖然這次訪問促使中國在台灣周邊展開多天的警戒巡邏和軍事演

練，但印第安納州州長侯康安（Eric Holcomb）仍在幾天後率團訪問台灣。美國

共和黨參議員布萊克本（Marsha Blackburn）在8月25日抵達台北，是該月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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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有國會議員出訪，他表示「定期對台北進行高級別訪問是美國的長期政

策」。美國海軍兩艘導彈巡洋艦於28日穿越台灣海峽，向世界傳遞美國繼續將

台灣海峽視為國際水域的信息。亞利桑納州州長杜希（Doug Ducey）在8月底

訪問台灣，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廠台積電正在該州投資120億美元建廠。

其後，美國國會擬議的《台灣政策法案》（Taiwan Policy Act of 2022）將台灣 

定為「主要非北約盟友」。因應法案推進和美台關係持續提升，中國宣布模擬

實戰的大規模軍演將成為新常態，致令國內輿論期望未來會有更加強烈的回

應手段。美國已公開表示無法接受新常態。儘管對支援台灣抵抗大陸軍事威

脅而言，這些行動和聲明的象徵性質多於實質意義，但它們使得北京更為急

迫地要遏制變本加厲的美台勾結。

七　結語

目前來看，北京仍然屬意和平統一，但變得更倚重邊緣策略。在2022年

對台工作會議上，負責台灣事務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汪洋發表講話時重申，北

京將持續推動兩岸融合發展，繼續穩定推進兩岸和平統一發展的整體趨勢，

同時採取積極行動和倡議，發揚鬥爭精神，堅決遏制台獨挑釁和外部勢力干

涉gs。新上任的負責台灣事務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滬寧在2023年的對台工作

會議上延續了同樣的說法：「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推動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要秉持『兩岸一家親』理念，尊重、關愛、造福台灣同胞，完善

增進台灣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持續深化兩岸融合發展。要逐步恢復擴大

兩岸交流，同台灣各階層人士交朋友，促進兩岸同胞心靈契合。要堅決反對

『台獨』分裂活動和外部勢力干涉，堅決捍衞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gt

在確保國力遠超美國、國際社會集體還擊的動力有限，且有足夠勝算收復 

台灣之前，中國還沒有做好武統的準備。軍事威脅未取代邊緣策略，因為北

京認為終極統一從大勢上看不成問題，問題在於兩岸之間相對實力、利益和

民心所決定的時機和代價。實力是致勝因素，利益則有助於把持和改變人民

想法。通過增強實力，北京將有更多能耐、籌碼和手段來決定統一的方式。

中國領導人對軍事和經濟崛起的長遠未來充滿信心，認為時間和形勢都對中

國有利。但事實或許是，時間並非完全站在北京那邊。隨時間推移，吸引台

灣走向統一的和平進路或未能令台灣人歸心，而且北京的邊緣策略令他們對

其統一藍圖產生更強烈的抵制。台灣人民拒絕迎合北京的脅迫。台灣民意基

金會在佩洛西訪台後進行的調查顯示，78.3%的受訪者表示不害怕中國軍演，

55.2%表示這些軍事行動降低了與大陸統一的意欲，52.9%的受訪者表示即使

事前知道佩洛西訪台會引起規模史無前例的中國軍演，仍然歡迎她來訪hk。

中國的邊緣策略對台灣經濟影響有限。在2022年軍演後，台灣美國商會

對其會員公司進行調查，逾四分之三的受訪企業表示日常營運未遭受明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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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hl。邊緣策略是把雙刃劍。從台灣進口的工業配件和機械設備對中國經濟

至關重要。中國依賴台積電供應其所需的70%的半導體和集成電路，任何擾

亂台灣整體貿易的行動都難免會損害中國經濟。在北京軍演後，跨國公司已

經開始制訂應急計劃，因為在中國的投資者不再認為入侵台灣只是中國經濟

的低概率風險。

數十年來，崛起中的中國在耐心等候時機，尋求和平統一，但中國崛起

也帶來對收復台灣的急切心理。習近平已經放棄鄧小平訂下的韜光養晦政

策，追求大國外交，以應對國內的民族主義呼聲。民族主義情緒積累和軍力

提升，令精英份子和民眾的期望提高，認為台灣問題必須按照北京的時間表

和開出的條件來解決。

但中國面臨顯著的經濟增長放緩。中國經濟可能已經達到頂峰，部分歸

因於資本密集型投資的限制和人口變化。一些未如理想的政策亦令情況惡

化，例如新冠「清零」政策，經濟的中央集權、傾向國有企業，以及社會主義

和政治先於經濟發展。儘管中國可能繼續增加軍費，但如果經濟放緩加劇，

解放軍將無法擺脫預算限制。中國領導人身處民族主義情緒無休無止的迴音

室內，或被迫要把握機會，援引《反分裂國家法》動用非和平手段。這是個不

惜代價的政治決定，無論中國是否已準備就緒。假如最高領導人公然訂立的

紅線被越過，或會下令武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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