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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心得--現階段兩岸關係之認知 

 黃秀梅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科長) 

 

隨著終身學習理念的推展，政府機關或民間團體辦理之終身學習活動亦配合增

多，使得公務人員參加訓練或研習的機會亦逐漸增加，由於職務關係，過去參加之

訓練均屬行政管理性質較多，本次有幸參加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於九十三年八月二十

六、二十七日假公務人力發展中行舉辦的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九十三年度大陸工作研

習會，在為期二天之研習中，讓我聽到平日不易知曉的寶貴資訊，亦讓我更體認擔

任保衛國家安全責任之一群默默耕耘之公務人員的偉大之處。以下謹就本次研習內

容摘要及個人心得略述如下，期與讀者分享： 

一、 兩岸關係現況與展望 

針對兩岸現況與未來發展情形，摘述如下： 

（一） 軍力對抗大趨勢：中共對台三戰為心理戰、法律戰及輿論戰。我國應

有作為：1.建構防衛力量 2.強化全民抗敵意志 3.推動東亞區域安全 4.

爭取國際支持 5.推動軍事互信機制及避免偶發衝突。 

（二） 中共對台外交打壓：1.否定我國之主權地位 2.破壞我與邦交國關係 3.

干預我與無邦交國之實質交往 4.杯葛我國參與國際組織與活動等。我國

應有作為：1.全民努力積極開拓外交空間 2.爭取國際承認中華民國存在

之事實 3.呼籲中共停止傷害台灣人民 4.要求中共傾聽台灣人民的聲音

5.積極進行人道外交與國會外交。 

（三） 台灣民主發展：1.台灣民主發展的歷程 2.中共對台灣民主之誤解。 

（四） 兩岸經貿文教交流問題：1 中共政治意圖明顯 2.中國大陸內部政治經

濟社會風險 3.走私偷渡事故，無法協商解決 3.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4.台

商人身安全保障。我國對中國大陸文教開放措施：1.核准 127954 人次

來台從事文教交流2.核准12865948冊出版品進入3.開放大陸記者來台

採訪 4.開放大專用書簡體字版來台 5.開放國內大學在大陸開辦推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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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五） 五二０後兩岸關係展望：1.我國兩岸政策的基本信念為同理心 2.兩岸

政策目標為和平與發展 3.解決兩岸岐異的最佳方式為自由選擇。五二０

後之大陸政策：1.推動兩岸交流與協商 2.建立兩岸和平穩定互動架構。 

二、 國際情勢分析與兩岸互動 

內容包括（一）當前國際政治與經濟體系的發展與變遷（二）影響台海兩岸的國

際政經因素（三）國際政經變遷對兩岸雙方內在政經社既雙邊互動關係之影響（四）

國際情勢變遷與中共對台政策（五）區域衝突中兩岸和平的挑戰與因應（六）區域

經濟整合下兩岸經貿正常化的挑戰與因應（七）國際關係與兩岸互動關系的心思維。 

經講座講解後，我覺得當前台灣社會存在的族群問題，倘站在國際社會而言似乎

微不足道，凡出了台灣國境，皆以台灣人自居，誰會在乎是那一種族嗎？ 

三、 當前大陸情勢分析與中共對台政策 

內容包括（一）中國大陸政治及經濟情勢（二）中共對台軍事情勢（三）中共對

台統戰情勢（四）中共對美鬥爭 

台灣民眾對於台灣統獨的看法不一，據講座講述，大陸有十三億人口，漢族僅占

大陸土地之 37%，少數民族則占大陸土地之 63%，就此觀之，大陸怎肯讓台灣獨立

呢？倘讓台灣獨立，則其他民族亦要獨立，則大陸主權及土地將限縮，為其當局所

不能接受的。因此，要解決兩岸關係似乎急不得。 

四、 大陸經濟情勢分析與兩岸經貿交流 

內容包括（一）大陸經濟情勢分析－1.中國經濟過熱現象 2.經濟過熱對大陸

經濟的衝擊：（1）造成投資結構不合理（2）地方盲目投資和重複建設（3）生產

原物料市場秩序混亂（4）資源及能源對外依存度加大（5）運輸瓶頸和環保壓力

加大（6）通貨澎脹壓力（7）投資擴張容易形成泡沫，進而轉變為通貨緊縮（8）

生產原物料市場秩序混亂與價格高漲也將對外資進入造成不利影響，對大陸經濟

發展極為不利。（二）兩岸經貿交流分析（三）兩岸經貿互動機制之探討。 

由於大陸市場之開放，台商在大陸投資產業增加，致使兩岸經貿關係漸行複

雜，如發生海關罰款、內銷帳款收不回、產品被仿冒、勞資糾紛、台幹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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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事。為解決這類衍生之問題，兩岸倘能擺脫意識形態之爭鋒，相互尊重，並

將經濟整合作為提升競爭力的共同目標，則可找到適合兩岸經貿發展之具體推動

策略。 

五、 兩岸交流與協商 

內容包括： 

（一） 談判前：1.確立目標 2.蒐集資訊（我方、他方、整體、雙方優劣勢等）

3.找尋工具（調和、衝突、威脅利誘）4.組成團隊（培養默契、共同思

考等）5.規劃方案（可行性、保密性等）6.文宣（設定目標、找尋工具、

計畫、時機等）7.模擬 8.授權。 

（二） 談判過程：1.設定議題與議程 2.選定對手或了解對方代表 3.心理戰 4.

專業戰 5.妥協戰 6.文宣戰 7.指揮與聯繫制度 8.行政事宜（正常、違常、

打點、照顧戰力）。 

（三） 談判後：1.文宣戰（責任歸屬與目標之連結、與下次談判之連結、宣

告天下）2.報告（行政、立法、司法部門之準備）3.檢討。 

被指派擔任兩岸談判者及幕僚人員，為完成所託付之重責大任，除需具備專業才能

外，亦需有過人的外交手脕。因此，為使兩岸問題順利解決，培訓此類人才是

政府之重要工作。 

六、 兩岸條例及相關子法研修最新狀況 

介紹修正兩岸條例，針對兩岸協商相關規定進行較大幅度之調整，一方面強調必

須運用現有協商管道及借用既有的兩岸協商經驗，一方面也希望能強化兩岸協商的

統合機制，並適當彈性引進民間團體的協助，及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等，以期規劃

兩岸各項議題談判的可行方案。 

 

針對上開課程之安排以及透過講座的講解後，讓我更深一層瞭解海峽兩岸關係

之立場及僵局所在。尤其國際情勢分析與兩岸互動課程，講座解說目前參加聯合國

會員數約一九 0個國家，其中約四分之一之國家人口或面積比台灣還小，渠等皆可

加入聯合國會員，台灣卯足全力仍無法爭取加入聯合國會員，其緣由係因中共之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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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讓我覺得國際間國與國互動的現實，其詭譎或複雜超乎想像。大陸政情分析與

中共對台政策課程，讓我體認到目前台灣人民最須努力及重視之處即為全民心防，

以抵禦中共文攻武嚇之威脅。兩岸交流與協商課程，讓我瞭解到兩岸要以談判與協

商之途徑取得共識是何其難呀！另亦為一群默默從事國家情報工作者，以及多次與

中共進行兩岸協商之談判者的辛勞與無奈，為了台灣未來與安全，拋頭顱洒熱血，

讓人由衷的感佩。兩岸協商之這條不歸路，猶如老太婆裹腳，又臭又長。在這較競

之節骨眼上，端看兩岸人民誰較有耐力了。 

講座以幽默詼諧的語氣說明台灣政壇人士皆喜歡當歷史人物，愛好面子、放大

話說誑語，引發台灣危機，以及媒體偏好報導辛辣偏歧之新聞事件等，不禁讓人憂

心忡忡，覺得這些嘩眾取寵之人士倘不能體悟中共在對台動武政策不變之下，仍在

交相漫罵、指責，台灣未來之命運讓人堪慮！常言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惟要認識

自己確比瞭解別人較為困難，我覺得國人必須認清目前之處境，以寬廣的胸懷，接

納不同意見，並以同舟共濟之心態，共同珍惜這塊福爾摩沙，對這塊土地注入新活

力共創新生命，大家一起加油吧！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培訓處科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