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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總統大選的選前氣氛絕對是歷來最特異的，表面上完全看不到過去的熱鬧，

一切好像勝負已決。詭譎的是，對於選後的問題，許多人好像都不看、不聽、甚

至不想。 

相對的，這幾個月不少外國官員及智庫專家都遠道不請自來，並私下說「好幾年

都不必太關切兩岸關係，現在台海又進入我們的雷達圈，必須親自來看看」，憂

慮之情溢於言表。六月初才在華府主持民進黨蔡主席公開演講會的台海專家葛來

儀（Bonnie Glaser）在兩周前居然不客氣地撰文指出，「明年蔡主席如果勝選，

即有重大可能（significant possibility）兩岸會出現危機。而且就算蔡努力提出維

持兩岸現狀的策略，也會如此」。 

台灣內部之所以平靜，一部分是因為目前藍綠力量懸殊，能做的似乎不多。一部

分因為蔡主席「維持現狀」的說法發揮了鎮定的作用，讓台灣民眾較不擔心蔡會

像陳總統當年那樣隨意衝撞美中兩強的紅線。再一部分，則因為北京迄今除了幾

個簡短評論外，還沒有真正出手。但任何人如果仔細研究北京的思想言行，恐怕

都會得出跟葛來儀一樣的「危機」結論。 

筆者憂慮的焦點不同。我相信從目前情勢判斷，只要台灣不走法理台獨，中共應

不致對台動武。萬一民進黨試圖重蹈台獨覆轍，不僅北京，就連華府都會立即制

止。所以法理台獨既已成為只嚇不咬的稻草人，蔡主席在華府做出的承諾應是可

信的，起碼在她就任後的第一年內。 

但今天兩岸的要害已經不是「法理台獨」，而是非常實際的兩岸溝通問題。這個

問題因為不常在鎂光燈下，所以它的重要性遭到忽視。事實上，兩岸的溝通就像

任何人際關係一樣，要破，只需一方；要立，卻要兩廂情願。由於兩岸的爭議存

在於最高的主權層次，所以能否溝通一直是件難事。如要溝通，必須先找到「你

是誰，我是誰」的相互定位。九○年代的「一中各表」以及馬時期的「九二共識」

就是兩岸在這核心爭議上有創意的模糊妥協。 

五月底「台北論壇」主辦了一場國內罕見的藍綠紅齊聚一堂的大型研討會。應邀

來訪的國台辦前副主任孫亞夫指出，如果「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基礎被破壞，



兩岸的「協商就中斷，交流合作的環境就被限縮，涉外事務的問題就難處理」。

這是迄今北京對兩岸未來最具體的一種表述。其中最值得重視的就是協商可能中

斷。 

為什麼溝通協商那麼重要，現階段甚至超過法理台獨？那是因為台灣如果真的變

天，即使蔡主席的承諾可以信任，兩岸關係還會有三個全新的震盪根源。第一是

台灣內部。感性的「台灣人（不是中國人）認同」以及理性的「支持獨立」聲浪

近年帶動了像太陽花、反課綱的運動，在民進黨的縱容甚至鼓勵下持續衝撞馬政

府及兩岸關係。令人憂慮的是，這些所謂「天然台獨成分」也正在刺激大陸的民

意，侵蝕迄今相當友善的對台觀感。將來如果雙方民意開始正面衝突，而新的政

府與對岸沒有溝通，不能化解激情，兩岸走向對撞幾乎指日可待。 

第二個震源是兩岸在政治、國際、經濟、文化上的諸多往來。海基會故董事長辜

振甫有句名言，「兩岸無小事」。這幾年兩岸龐大的交流量衍生出不知多少摩擦、

誤會、歧見、紛爭。它們經過馬政府及國民黨不斷地與對岸耐心的溝通後才化解

於無形。將來倘若兩岸溝通中斷，這些層出不窮的摩擦與紛爭極可能小事變大事，

讓執政者疲於奔命。 

第三就是台灣外部的風風雨雨。由於美國與中國大陸的大國角逐、日本角色的抬

頭、及主權領土問題的敏感難解，台灣的國際大環境遠比過去複雜艱難。如果台

海兩岸缺乏授權溝通，民共兩黨原本的戰略互疑將更加深，直接衝擊國家安全。 

如果民進黨現在只等著勝選，不設法營建一個新的兩岸溝通基礎，也不肯承接「九

二共識」，致使兩岸溝通協商中斷，將來從這三大震源震出的各式各樣「意外」

必使兩岸的大小危機不斷。而動盪的外部環境不可避免會衝擊國內經濟。 

或許台灣應該準備迎接一個新的「危機管理期」。 

（作者是台北論壇董事長、國安會前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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