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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會議報告： 

當前兩岸情勢對國家安全之挑戰 

及整體因應作為 
2 0 1 9 . 0 3 . 1 1 

一、中國推動「一國兩制」統一進程之策略及相關作為 

（一） 中共加速推動統一進程 

1. 2017 年 10 月中共十九大政治報告及 2018 年 3 月中

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全國人大講話，已揭示將統一臺

灣列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據國內外專家

研判，這也是習近平廢除國家主席任期、為再次連任

鋪路的重要理由之一。同時，中共當局亦已確立以「和

統」（促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及「武統」（強軍準備）

交互運用，加速統一臺灣進程的方略。十九大後，中

共中央即授意涉臺官員及學者開始論述在臺灣實施

「一國兩制」，並展開先期討論。 

2. 習近平今（2019）年 1 月 2 日在所謂「告臺灣同胞

書」40週年紀念談話，揭示統一臺灣的路徑圖，首次

提出探索「一國兩制臺灣方案」，並倡議透過所謂「民

主協商」，達成兩岸和平發展的制度性安排。3月 3日

及 5日中國政協及人大兩會召開，也將習近平談話列

為今後須貫徹落實的對臺工作核心事項。 

（二） 中國加速統一進程的目標及策略 

1. 對臺目標 

 北京推動「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的最終目的，是

消滅中華民國主權，讓臺灣被中國統一；推動步

驟是假「和平」為名，以「武力」為實，迫使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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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和中國進行政治協商，簽署邁向被統一的過渡

性政治安排。 

 換言之，北京統一臺灣，是以達成邁向統一的過

渡性政治安排為近程目標。 

2. 統一臺灣策略 

第一， 「和統」及「武統」併進，並配合強硬「反獨」

的統一臺灣策略。 

第二， 揭櫫「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為統一臺灣模式

及步驟定調。 

第三， 運用臺灣社會分歧及藍綠對立，從臺灣內部

形塑統一氛圍及條件。 

第四， 根據臺灣內部政治形勢變化，策略性調整統

一路徑的實施時程。 

（三） 相關作為 

1. 為推動「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統一進程，中共在政治、

軍事、外交、經濟、社會、教育、文化等層面，採取

為統一臺灣創造形勢及條件的各種強勢作為。 

2. 中國具高度針對性、威脅性的策略作為如： 

 透過制頒國安法、統戰工作條例、反間諜法等法

律，將臺灣納入中國管轄權，即臺灣地位的「國

內法化」。 

 軍艦軍機頻繁繞臺，啟用 M503北向航路飛等，既

挑釁、威嚇臺灣，更明顯企圖將臺灣海峽「內海

化」。 

 奪取及拉攏我邦交國和友邦，阻撓我參與國際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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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矮化我民間組織名稱及強迫國際企業變更對

我國之稱呼，企圖將臺灣「去國家化」。 

 透過統戰、滲透、網攻、散布假消息等，影響及

介入臺灣選舉及各項內政，並弱化臺灣民眾的主

體意識。 

 推動「對臺 31 項措施」，磁吸臺灣技術、資本及

人才「走進中國大陸」；核發在陸國人「居住證」，

積極拉攏年輕人赴陸就學、就業、定居等，視臺

灣人民如中國公民，形同兩岸尚未統一前的「統

一」政策。 

 利用經濟利益來改變及掌控臺灣政治及社會，如

利誘地方政府為換取政治性採購、大陸觀光客等

而支持或屈從中國對臺灣的政治主張等。 

 持續並加大對臺灣各界的統戰及滲透，尤其是地

方基層、農漁民、退將、宗教、原住民、文化圈、

媒體乃至黑道。 

 

二、北京統一臺灣急迫感對國家安全的巨大挑戰 

（一） 國家主權日益受到侵蝕 

中國推動統一進程，係以「一國兩制」為模式，故而

各項對臺政策作為皆以矮化臺灣、消滅中華民國主權

為目標或前提；隨著習政權對統一臺灣急迫感加深，

在國際及兩岸對我國採取「去主權化」的強勢作為，

愈來愈廣泛及尖銳化，對我國家主權構成日益嚴峻的

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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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臺灣內部政治分歧授予中國促統空間 

臺灣內部因政治對立及對國家認同的分歧，加上選舉

動員，導致社會嚴重分裂，不利兩岸政策穩定性及共

識凝聚。尤其，部分人士對中共政權錯誤的想像和期

待，已影響兩岸政策的走向及執行，也授予中國愈來

愈大的空間，在臺灣塑造統一的氛圍及條件。 

（三）臺灣社會受嚴重滲透、分化，危機意識不足 

中國長期以來，對臺灣社會持續進行滲透及分化，前

政府時期，兩岸各層面交流深入臺灣社會各個階層，

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滲透、統戰和兩岸交流的界限。

近年來，中國對臺灣的滲透、分化一直存在及深化，

加上對岸採取各種經濟利誘及和威脅、恐嚇併用策略，

使臺灣內部恐共心理蔓延，各階層人士只要有需要和

對岸往來，或在對岸有商業利益，絕大多數不敢對北

京當局有所批評，甚至還被迫作政治表態。而北京對

臺灣媒體及輿論的操控日益加劇，中國對臺灣的不理

性作為經常被合理化，也使臺灣社會對中國的推進統

一進程，明顯缺乏危機意識。 

（四）北京利用經濟利益加速統一進程 

去（2018）年九合一選舉結果，讓北京認為近兩年多

對臺政策成功，因而習近平 1月 2日談話已無所避忌，

推動統一進程已正式浮上檯面。預料北京將擴大在臺

灣的影響力，利用經濟利益來澈底改變及掌控臺灣的

政治及社會，為加速統一臺灣進程營造有利環境。此

等作為勢將加劇臺灣內部分裂，也有可能導致兩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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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問題上提前攤牌。 

（五）中共加大對臺灣施壓增添國家發展變數 

中共當局為加速統一臺灣，正逐步加大對臺灣施壓，

無論是任何政黨執政，其促統目標皆無任何動搖，只

是施壓方式及手段不同，因而也增添未來國政運作的

各種變數，對臺灣民主政治、社會及經濟發展、外交

及國際空間，乃至國防意識，皆有極不利的影響。而

中國對臺灣內部反併呑聲音及國際社會的可能聲援

臺灣，亦有強硬應對之準備，此亦增添兩岸關係的變

數。 

 

三、因應作為 

（一）總統政治立場宣示 

今（2018）年 1月 2日下午總統針對對岸領導人談話

作出回應，強調： 

「臺灣絕不會接受『一國兩制』，絕大多數臺灣民意也

堅決反對『一國兩制』；而這就是臺灣共識。」 

「兩岸間的政治協商、談判，都必須經過臺灣人民的

授權與監督，並且經由兩岸的政府，以政府對政府的

模式來進行。在這個原則之下，沒有任何人、任何團

體，有權力代表臺灣人民去進行政治協商。」 

重申：「兩岸關係發展必須正視中華民國臺灣存在的

事實，必須尊重 2300萬人民對自由民主的堅持，必須

以和平對等的方式來處理雙方之間的歧異，必須是政

府或政府所授權的公權力機構，坐下來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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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項因應作為 

1. 強化國家安全戰略布局 

為因應中國加速統一進程對臺灣帶來的風險和威脅。

針對國防、外交及兩岸的戰略部署及各項政策作為，

進行相應檢討及必要的調整。 

2. 加強國安偵防工作 

提升偵防能量，加強防制中國對臺灣社會各種計畫性

的滲透、分化、干擾、破壞、散佈假消息，以及竊取

軍事機密、核心技術等，以確保國家安全及社會安定。 

3. 強化社會心防，凝聚社會共識 

 應將中國在外交、軍事、政治、經濟、社會等各

層面，升高對臺灣的各種不理性作為及構成的國

安威脅等相關資訊，進行有系統的整理並適時向

國人及社會揭露。 

 鑑於朝野政黨及社會各界對兩岸政策意見分歧，

中央和地方政府對中國立場亦有差別，故應啟動

全面性的社會溝通和對話，以凝聚共識，團結內

部一致對外。 

4. 完善國安法制，健全兩岸交流秩序 

 加速完成兩岸互動「民主防護網」法制工作，推

動兩岸條例修正案，對兩岸政治議題談判，強化

民主監督程序與防衛機制。 

 釐清中國統戰、滲透與交流之界限，並健全國安

相關法規，落實執行兩岸條例規定，重建兩岸交

流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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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壯大臺灣經濟，鞏固主體性 

 持續推出「壯大臺灣經濟」措施，優化臺灣整體

環境，鞏固經濟主體性，有效反制所謂「惠臺」

措施。 

 採取具體有力措施，全面加強對青年就業、創業

之輔導協助；積極落實推動各項育才、留才、攬

才等措施，以確保臺灣經濟的活力與動能。 

 對於因抗拒對岸統戰而受害的產業及企業，應研

議給予適當的支持及協助，以增強經濟抗壓性。 

 因應全球經貿情勢變化，加速重整我產業供應鏈，

並加強吸引及協助臺商回臺投資，俾維持並提升

臺灣在全球產業鏈的優勢及戰略地位。 

 進一步加強臺灣與新南向國家的策略合作；持續

推動臺灣加入 CPTPP，並積極和主要貿易夥伴洽

簽雙邊經貿協議，以分散市場風險，並降低對中

國大陸市場依賴。 

6. 爭取國際支持方面 

 透過各種外交途徑及國際宣傳與遊說，全力反制

中國當局在國際上對我國政府及民間企業團體所

採取「去國家化」的各種打壓行徑。 

 運用臺灣在區域及全球經濟的重要戰略地位，爭

取美、日、歐等價值、理念相近及友我國家的支

持及合作，共同維繋臺海穩定及區域集體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