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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談「外交休兵」與「活路外交」 

 

歐鴻鍊1
 

前外交部部長 

 
 
 
 
歐洲華僑團體聯誼會第三十八屆年會陸主任委員錦林、李主任委員耀熊、吳委員

長、侯大使、高副主任委員、黃副秘書長、夏主任、各位僑領、各位女士、各位

先生： 
 
 首先我要感謝歐洲華僑團體聯誼會的邀請，讓我有這個榮幸出席今天的盛會，

尤其是給我這個難得的機會，來向各位就我國外交政策及情勢提出報告。各位在

人生地不熟的環境裡奮鬥有成，且時時心繫祖國、關心國事，並以具體行動支持

政府，令人敬佩。 
  
前言 

 
 大家都知道，外交工作主要的任務，是在國際間營造有利的國際環境，以配

合支持國家建設及發展、爭取國家利益及人民福祉，以及服務僑社、保護僑民利

益。而我國的外交處境以及我國外交人員的工作，相較於其他國家，確實是困難

許多。而這種外交困境的造成，歸因於一個非常獨特的因素，那就是中共因素，

也可稱為兩岸因素。這是其他國家所沒有、而是我國所獨有的一個負面因素。這

個因素對我國國家發展的各個層面都產生重大的影響。 
 
 一九四九年，政府遷臺，中國共產黨在大陸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造成在中

國領土上同時存在兩個政府的狀況，也開啟了兩個政府都主張自已才真正代表中

國，互不相讓的主權之爭。此一主權之爭使兩岸陷入在國際間不遺餘力相互破壞

阻撓的惡性循環。經過六十幾年後的今天，兩岸的現况是如何呢？馬總統對目前

兩岸關係的定位，強調是內戰的延續，而胡錦濤先生也公開確認是內戰延續下的

一種政治狀態；也就是說，兩岸處於內戰狀態是兩岸領導人共同看法。 
 
 事實上，國共內戰在一九四九年雖然軍事衝突是停止了，但是內戰仍持續到

                                                 
1本文原發表於 101 年 7 月 1 日邀在歐洲華僑團體聯誼會於西班牙加納利群島舉行的第卅八屈年

會上就馬政府的外交政策發表演説，感謝作者惠允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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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只是轉移了戰埸，從軍事戰埸轉移到外交戰埸，從國內領域轉移到國際領

域，且在不同層面進行；外交層面是熱戰、是短兵相接；經貿、文化、體育等等

其他層面則是冷戰，以相互破壞、阻撓的方式來進行，也就是說，過去六十幾年

來，我們的國家發展及對外關係就是在兩岸內戰的框架下來進行，大家就可以想

像中共因素帶給我們的阻力及困難是何等的強大。現在僅就外交層面的衝擊與影

響向大家報告。 
一，兩岸因素對我國外交的衝擊與影響： 

 
1）國家定位不清，追求的終極目標 明： 
 
 中國大陸的一中政策在追求終極統一，其目標清楚且立場堅定，其政府集中

資源、力求貫徹其一中政策的落實與實現。反觀在臺灣的我們，則是從漢賊 兩

立，到兩國論，到一邊一國，再到現在的臺獨及本土意識髙漲；但是，不論在哪

一個階段，統一始終也是選項之一，因此，臺灣始終陷入在統獨爭論不休、意識

形態對立、資源內耗的情況，嚴重影響國家建設與發展。 
 
 外交是內政的延長，國內政局的紛擾，在在造成我外交工作上的困擾及困難。

比如說，2007 年我在駐瓜地馬拉大使任內接到指示，爭取駐在國政府支持我國

以臺灣的名義申請進入聯合國作為會員國。當我向瓜國外長提洽時，他說：「我

曉得你們在國內有統獨之爭，有人主張用臺灣作為國名。不過，我們是跟中華民

國建交，因此我們沒有立場支持你們用臺灣的名義申請。」這就是統獨之爭在外

交工作上造成困擾的具體例證之一。 
  
2）我國國際空間遭嚴重壓縮： 
 
 外交工作所拓展的領域包括：與邦交國的正式關係、與無邦交國的實質關係

以及國際組織與國際會議的參與，兩岸因素在邦交國關係上造成競相花大錢互挖

牆角，此一情勢被許多中小型投機國家充分利用，遊走兩岸，導致兩岸人民的血

汗錢被勒索敲詐，嚴重影響擠壓可用於國內建設的資源，可謂兩敗俱傷；在與無

邦交國發展實質關係及國際參與方面，也因中國大陸的施壓，各國政府及絶大多

數國際組織均未能循正常思維及程序，適當處理我國的問題，以致我國際空間遭

受嚴重壓縮。 
  
3）僑社被迫選邊，僑務工作日益繁重： 
 
 僑務領務工作，對其他國家而言，均十分單純，而我國則因兩岸因素，變得

複雜敏感，我國外交人員花費許多心力與時間來處理僑務，許多外交幹才因處理

僑務而折損，造成僑務重於外交之現象，嚴重扭曲了我外交工作的性質及嚴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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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我外交工作的進行。結果，我們外交人員與對岸外交人員除了在外交上鬥得你

死我活，還得因應僑社分裂的問題。也就是說，兩岸在國際領域的戰場不是一個，

是兩個。一個是駐在國政府，一個是僑社。這是我們外交工作困難的另一個重要

原因。 
  
二、外交政策的擬訂 

 

 這種外交困境持續超過了六十年，主要是因為在大陸及在臺灣的政府所採取

的國家發展基本路線，造成兩岸關係始終處於對立、對抗、衝突的狀態，而外交

政策是根據國家發展的基本路線來擬定的。馬總統的新政府所採取的國家發展基

本路線是「維持現狀」，也就是「不統、不獨、不武」。 
 
 臺灣是一個高度民主化的社會，政府是由人民用選票選出來的，政府的施政

必須要有民意基礎，也必須符合主流民意。那麼，維持現狀是否是主流民意呢？

我們可以從最近幾年的民調來檢視。做民調的機構很多，各有不同的數據，但所

有的民調均顯示支持不同形式維持現狀的比例遠遠超過 80%，這些不同的形式包

括：永久維持現狀、維持現狀再看往哪裡走、維持現狀再走向獨立、維持現狀再

走向統一等四種不同立場；這個數據充分顯示「維持現狀」政策是正確、必要且

完全符合主流民意。 
 
1) 擬定政策的考量因素： 
 
 擬訂外交政策，我們必須考量的因素包括檢討過去政策執行的成效，以及評

估國際及兩岸主、客觀的環境與資源。 
 

A. 從過去外交政策成效來看：民進黨政府執政八年期間高舉民粹旗幟，進

行衝撞式的烽火外交，導致邦交國快速流失，並嚴重傷害我們與重要盟邦如

美國等國家之間的互信，國際活動空間也遭到大幅擠壓。這種外交作為負面

後果十分顯著，做法不夠務實，且有相當程度的義和團心態，當然需要改弦

更張。 
 
B. 就國際環境來看：後冷戰時期的國際新秩序已經成形，其特性是： 

a)  國際關係以經貿為主要內涵，各國競相追逐經貿利益，必要時甚至可

以犠牲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 
 
b)  為爭取國家利益，必要時可讓渡部份主權。歐盟的運作是最好例証。 
 
c)  處理國際事務由協商合作取代了之前的對抗、對立。以和平手段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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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的使用。各國處理對外關係逐漸走上務實路線。 
 
d)  因交通及通訊的快速發展，各國政府與政府間、人民和人民間的交往

也就日益密切。這個世界已經在朝向地球村的路上快速邁進，國際化、自

由化已經是一個不可擋的國際趨勢，任何一個國家自外於這個趨勢，其利

益必定會受到傷害。而中國大陸就在這樣的一個國際氛圍裡開始崛起，我

們也必須在這樣的一個國際環境裡力求發展。 
 

C. 就兩岸的資源與環境來看：中國大陸從七零年代開始進行改革，採取的

是所謂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體制，政治上還是繼續走強硬路線，僅在經

濟上開放。大陸這種專制性質的政治體制，我們當然不能認同，但是我們也

無法否認大陸近年來在各方面的快速發展，現在不但是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

理事國，也是世界經濟大國，因此在國際間不論在政治上或經濟上都具有強

大影響力與發言權。 
 

 反觀在臺灣的我國，在政治上採取了民主體制，在經濟上，也創造了引起國

際注目的經濟奇蹟，因此，在與對岸數十年的競爭過程中，原先我們確實掌握了

政治及經貿資源的優勢，但隨著時間及國際情勢的演變，我們所擁有這些相對優

勢已逐漸流失。尤其是當這些政治優勢面對經濟利益時，能夠有多大的著力點呢？

國際關係是一個冷酷的現實，我們必須務實面對，不能有鴕鳥心態，也不能有一

廂情願的想法。 
  
2）擬定外交政策應把握的原則：尊嚴、務實、彈性 
 
 尊嚴與務實是兩個我們必須堅持的原則，但是，在這個堅持下所訂出的政策，

必須是彈性可行的。如何才是彈性可行呢？我認為只有創造三贏的政策才是彈性

可行的，當然，你所擬定的政策首先要符合自身的利益，但也必須考慮到是否同

時能夠符合對方、甚至相關第三者也就是國際社會的利益，國際關係是非常冷酷、

現實的，沒有甚麼感情、正義的存在。因此，我們所擬定的外交政策若不符合這

三方的利益，就是不可行了，或者推動起來勢必困難重重。 
  
三，現行外交政策 

 

 基於以上的考量與原則，馬總統新政府的外交政策，我們可以用兩個名詞來

詮釋，那就是「外交休兵」與「活路外交」。這兩個名詞提出以後，引發許多質

疑。其中固然有部分是有心人士的惡意曲解，但外交畢竟是比較專業的，我們察

覺到，確實是有許多人士對這個新的政策不瞭解或有誤解。因此，有必要說清楚、

講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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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交休兵 
 「外交休兵」是指兩岸在外交場域停止惡鬥。休兵是一種簡單的說法，實際

上就是希望兩岸能有共識不互挖牆角，也不在國際場合上進行無謂的對抗和衝突。

休兵的目的，是希望兩岸都不再進行非理性的相互干預行為，讓各自的資源做最

有效的運用，專注投入國內的發展和對外的關係，也就是說，休兵是針對兩岸之

間的惡鬥，我們的外交工作當然還是照常進行，不但照常進行，工作量還一定會

大幅增加。現在仔細想來，當時提出「外交休兵」時，若在四個字之前加上「兩

岸」兩個字，採用「兩岸外交休兵」一詞，相信應可避免許多誤解以及減少 l 惡
意曲解的空間。也許有人會認為，不互挖牆角就是不再締結邦交國，缺乏奮戰精

神，等同自我繳械，在觀感上很難接受。事實上，如果不休兵，我們繼續展現所

謂的奮戰精神，我國的邦交國能增加嗎？我們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實際發展結果

一定是斷交更多。而兩岸繼續對抗衝突，其結果也勢必兩敗俱傷。 
 
 關於外交休兵問題，其實我幾年前就開始思考。因為我多次出任駐邦交國大

使，與對岸外交人員交手幾十年，比任何人都更深刻感受到兩岸停止惡鬥的必要

性。後來看到馬總統的競選政綱在兩岸問題上也主張外交休兵，知道在這個議題

上我與馬總統見解一致，感覺非常興奮。 
 
    我剛回來接任部長時，有位朋友寫信向我道賀，說年前到瓜地馬拉訪問，當

時我擔任駐瓜國大使，他就聽我談到兩岸外交休兵的想法。他認為我擔任部長可

以實現我的理念，特別恭喜我。 
  
2） 活路外交 
 
 兩岸外交休兵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它的目的是在營造良好的環境，以便有

助於我們所追求兩岸在國際間共存共榮的目標，這就是我們所指的活路外交。具

體來說，「活路外交」是指，在國家尊嚴及人民福祉與務實利益之間，求取一個

平衡點、走出一條活路來，既要顧到國家尊嚴，又要照顧到國家及人民的利益。

我們知道這條路很窄、很難走，但卻是必須也是唯一可行的一條路。 
  
四，「外交休兵」及「活路外交」是否可行？ 

 
 兩岸在國際間長期對抗，我們邦交國數目日益減少，國際空間也被大幅壓縮，

在這樣一種客觀情勢對我益形不利的環境下，我們主張「外交休兵」及「活路外

交」，因此國內有人嚴詞批判、甚至責難，認為這是磕頭外交，其成敗取決於對

方的善意等等。對於這樣的批評與觀點，我不能認同、也不能接受。因為，我確

信「外交休兵」也符合中國大陸的國家利益。而我深信「外交休兵」及「活路外

交」確實可行，是基於下述四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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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擱置爭議，共創雙贏的共識 
 
 
  一九四九年到現在六十多年來兩岸惡鬥，對岸的目標就是要把中華民國消

滅，讓中華民國從世界政治版圖上消失。他的作法，就是向全世界宣布並設法證

明：「這個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代表中國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政府，臺灣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一部份」，強調並沒有主權爭議的存在。但是，六十年

後的今天，我們來看看主權爭議是否存在？答案顯然是肯定的。六十多年來，中

華民國發展成為高度民主化的社會，創造了經濟奇蹟，是科技大國，也是國際社

會受尊重的一個成員，中華民國不但存在，而且是非常紮實的存在，也就是說，

主權爭議的存在是一個鐵的事實，對岸沒有辦法否認但又絕對不願意承認，那怎

麼辦呢？只好面對它並接受它處理它，而處理的方式就是予以擱置，這是務實的

作法。 
 
    自從 2005 年連戰先生以國民黨榮譽主席身份訪問大陸後，又有多次兩岸髙

層的會唔，這些會晤後所發表的聲明充分顯示兩岸目前最大的交集就是「擱置爭

議、共創雙贏」，這個共識可以說是兩岸關係六十多年來最重要的發展，因為大

陸終於不得不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我個人認為這個共識的重要性可以和

「九二共識」相提並論。但是「九二共識」的「一中各表」比較難以落實，因為

雖有「一中」的共識，但雙方都不肯放棄主張自己代表中國的立場，因此各表以

後，就很難不相互否認。而「擱置爭議」若是以「一中各不表」的方式來落實，

就比較可行了，因為既然同意擱置，就不應該再把它提出來，這樣才符合擱置的

精神。我認為「九二共識」的成就在於「一中」的共識，而「擱置爭議」的落實

則在於「各不表」，以便營造「共創雙贏」的有利環境。因此，馬總統所主張的

「一中互不否認」，只有在落實擱置爭議的環境下，才是可行性的。但「不表」

並不表示不使用正式國名，雙方當然繼續使用其正式國名，只是希望雙方都避免

主張排他性的「一中」，否則就是繼續在主權的爭議上纏鬥，那只會繼續兩敗俱

傷，這一點時間已證明。這是雙方務實處理兩岸問題的開始，也是我為什麼認為

「外交休兵」可行的第一個理由。 
  
2） 務實面對 調整作法 
 
 六十多年來，對岸在處理臺灣問題上的基本作法是「反獨促統」及後來演變

成「防獨促統」。這四個字的前半段雖從「反獨」改為「防獨」，後半段的「促統」

卻是永遠不變。這個過程也經歷了「血洗臺灣」、「解放臺灣」、「武力統一」、「和

平統一」的漫長演變。但是近年來中國大陸已盡量避免使用「統一」這個字眼，

而改用「和平發展」來定調兩岸關係，充分顯示在處理兩岸關係問題上，其策略

及作法已經有所調整，但是消滅中華民國完成中國統一，仍舊是他們永遠不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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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那麼，到目前為止，中國大陸為達到統一的目標所採取的作法有沒有見

效呢？我認為不但沒有見效，還造成反效果。大陸全力反對或防止我們脫離中國，

使用強烈的手段打壓，搶我們邦交國，壓縮我們的國際空間，引起臺灣人民的反

感，結果造成臺灣本土意識甚至臺獨意識的高漲，大陸花錢搶我們的邦交國，但

每搶一個就再一次加深臺灣人民的反感與反彈，也再一次助長臺獨。花錢買臺獨，

這種生意能做嗎？。這使他們了解到，再一昧打壓下去，其「統一」的目標勢必

會離他們越來越遠。因此，為其本身利益著想，就應該要停止惡鬥，以便創造有

利其統一的環境與條件。這是我認為「外交休兵」可行的第二個理由。 
  
3） 擴大兩岸經貿共同利基 
 
 目前中國大陸國家建設的優先施政是經濟發展，想要發展經濟就不能忽視臺

灣在經濟上的優勢與資源。臺灣的經濟在世界上排名第十九，是相當大的一個經

濟體，有人估計臺灣在大陸的投資以及經濟活動，已經創造了半個臺灣經濟。在

李總統時期的「戒急用忍」及陳總統時期設下層層障礙的不利環境與條件下，兩

岸經貿往來仍能大幅成長，充分展現我經濟動能的強大。中國大陸深刻了解，兩

岸經貿往來多年已經存在共同的利基，進一步改善兩岸關係、加強兩岸人民友誼

最有效的催化劑就是經貿，也充分認識到在經貿方面「合則兩利分則兩害」的事

實，因此，停止外交惡鬥以免影響兩岸經貿合作的進展，實在是再合理不過了。

這是我認為「外交休兵」可行的第三個理由。 
 
    談到經貿合作，我要特別向各位報告有關兩岸簽署 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

協議)的議題。簽署這個協議確實有其必要性及急迫性，目前全世界在經貿上正

加速進行區域整合，我們如被邊緣化，不但會降低我國競爭力，更可能造成企業

為求生存而相繼出走。「遠見雜誌」在簽署前曾做民調，其結果很耐人省思。其

中認為不簽會嚴重影響臺灣未來經濟發展的，高達百分之 72.5，但支持簽署的卻

只佔百分之 46.2，反對簽署的高達百分之 35.9。這就顯示：許多人受制於意識形

態，寧可傷害國家未來經濟發展也反對到底。 
 
    在簽署 ECFA 前，有部份民進黨的名嘴認為當時日本、韓國都尚未與大陸洽

簽自由貿易協定，質疑馬政府為何如此急於與大陸洽簽 ECFA。我想各位都知道

答案，我國國際處境顯然與日、韓大不相同，他們與任何國家洽簽 FTA 不會有

問題，而我們則困難重重，因為沒有一個國家能擺脫「中國因素」的干擾。結果，

韓國一開始與大陸談判 FTA 時，民進黨就緊張起來，反而要求政府儘速與各國

洽簽 FTA，所幸我們已與中國大陸簽署ECFA，先行化解了我與其他國家簽署 FTA
的阻力，否則，任何國家都不會願意冒犯中國大陸來與我簽署。所以在這個議題

上，我們還是應該回到現實世界，務實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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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符合國際社會的利益 
 
 「外交休兵」縱使符合兩岸利益，但是如果會傷害到國際社會其他成員尤其

是國際強權以及區域內重要成員的利益，則在推動上必定會遭遇阻力而降低其可

行性。臺海地區一向被認為是世界上少數幾個最有可能的衝突點(Flash Point)之
一，而國際強權在臺海地區都有重大的經濟或戰略利益，因此，只有臺海地區保

持和平安定，才符合國際社會的利益。兩岸休兵為臺海地區帶來和平與穩定，使

中華民國從麻煩製造者轉為和平締造者，理當受到國際社會的肯定與支持，更何

況休兵後，我如能擴大國際參與，由於我國在各方面的高度發展與進步，我對國

際社會的貢獻將遠大於受惠，國際社會沒有不支持或不歡迎的道理。這是我認為

「外交休兵」可行的第四個理由。 
  
  
五，外交成效 

 
 到目前為止，我個人認為「外交休兵」與「活路外交」確實已經看到若干成

效： 
 
1） 在邦交國方面，兩岸停止互挖牆腳 
 
 事實上，挖牆腳對於中國大陸來講是一點意義都沒有，他們現在已經跟一百

七十一個國家建交，多增加幾個邦交國對他們主權的強化、國際聲望、影響力和

地位的提升會有幫助嗎？更何況他們搶我們邦交國要花很多錢，我們要拿他們的

邦交國是不是也一樣要花很多錢？如此花用老百姓的血汗錢，我相信任何政府都

會感到心痛的。我在擔任次長時，有一次在立法院備詢時談到關於外交惡鬥的問

題，我就表示：「如此花用老百姓的血汗錢，我很心痛，我不認為應該這樣做」，

當時立法委員說我是一個很誠實的官員。我後來擔任部長，當然更不願意花錢去

進行這種惡性競爭。 
  
2） 在無邦交國的部分 提升實質關係 
 
 在兩岸惡鬥期間，很多國家被迫停止或降低與我們之間既存的協商機制或層

級，但現在已逐漸恢復或提升，包括經濟、財政等部長級的諮商機制及高層官員

的互訪等等。此外，在免簽證的爭取上也有了相當的進展，目前給我國免簽待遇

的國家高達 127 個，這是在無邦交國方面實質關係的提升。 
  
3） 擴大國際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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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際空間方面，過去我們所推動最主要的是『聯合國』參與案。十幾年來

我們不知花了多少精力、時間與資源去推動， 但毫無進展，因為『聯合國』是

一個高度政治性的組織，更何況中國大陸是『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我

們如果不肯回到現實世界，繼續用義和團的心態來推動，那就只會繼續消耗我們

的有限資源。因此，2008 年，也就是在馬總統上任的頭一年，我們外交部就對

這個議題做了一個很重大、徹底的策略性調整，不再以『聯合國』為訴求對象，

轉而訴求『聯合國』所屬的專門機構，也就是說，務實地希望能夠參與專業性、

功能性的組織。對我們這個策略的調整，國際間非常肯定。因此我們在擴大國際

參與方面持續有所進展，包括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大會』以及加入 WTO 的『政

府採購協定』，這個協定的加入使我們可以參與全世界約九千六百億美元的採購

競標，這是一個龐大的商機，此外，APEC 領袖會議代表層級的提升等等，都具

有指標性的意義。 
  
4） 我國國際形象的改善 
 
 以往在外交惡鬥的壓力下，我們不得不採取非常手段爭取邦交國，而若干友

邦在合作援助上多有不合理的要求而我被迫接受的案例，以致我國在國際間屢遭

指責批評進行「支票外交」。我在任的時候特別發表了「國際合作白皮書」，把馬

總統認為與邦交國的合作計畫都必須符合「目的正當、過程合法、執行有效」的

理念納入，確立為合作的基本原則，並認真執行，受到國際社會的肯定及受援國

人民的讚賞。 
  
5） 我外交人員重新拾回應有的尊嚴 
 
 在兩岸外交惡鬥期間，我外交人員可說是委曲求全忍辱負重，毫無尊嚴可言。

外交休兵以後，邦交國政府已完全改變態度，對我外交人員給予應有的尊重，而

我們在必須說出 NO 的時候也不會猶豫，得以維護我外交人員應有的尊嚴。 
  
六，兩岸關係的展望 

 
    在兩岸關係上，臺灣是以小博大，我們必須要謹小慎微、避免挑釁，不能有

義和團心態，也不能有駝鳥心態。衝撞式的外交非但沒有改變中國大陸追求統一

的目標與作為，我們反而遭到更大的衝擊，在國際社會變得更為孤立、陷入更大

的困境。而「外交休兵」則讓我們的外交作為更為靈活、經貿發展更有活力，使

「活路外交」的路越走越寬廣。 
 
    我認為兩岸關係的發展，會在對岸追求統一、我方力求維持現狀的框架下，

在和平發展的基調上，繼續向前邁進，而影響往後發展的關鍵因素，包括歷史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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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法理基礎、民族血脈，以及包括經濟發展、政治體制、軍事力量、生活方式、

核心價值、人文建設以及民心向背的總體國力等等，其中又以總體國力最具決定

性影響力。 我們唯有全力發展我國的總體國力，才可能有力掌握自己國家的前

途。 
    在經濟層面上，兩岸各有優勢，在國際競爭愈演愈烈的環境裡，兩岸合則兩

利的態勢十分明顯，因此，兩岸加強經貿合作交流是大勢所趨。 
 
    在政治體制上，臺灣已經落實「主權在民」，是個高度民主化的社會，人民

對於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十分重視，而中國大陸在政治上還是一個專制、

不尊重民主自由人權的政權，臺灣人民很難認同。大陸高層在很多的場合都一再

的強調：「我們要努力爭取臺灣的民心」，我們政府也一再明確指出臺灣的前途將

由臺灣人民自行決定，中國大陸既然要爭取臺灣民心，就不應該再做出會傷害臺

灣人民感情及利益的事。馬總統在連任就職演說中就強調：解決兩岸問題的關鍵

不在主權爭議，而在生活方式與核心價值；假如中國大陸繼續目前的專制體制，

就一定不能爭取到臺灣民心，那麼兩岸關係就只能停留在維持現狀的路上，而這

一條路勢必十分漫長。 
  
結論 

 
    我個人相信，只要兩岸政府和人民真誠交往，努力促進臺海的和平穩定和繁

榮，兩岸關係改善的成果，不僅嘉惠兩岸，也將使東南亞地區乃至全球各國都受

益。 
 
    總體來說，我國現行外交政策及作為與過去的不同在哪裡？我可以用八個字

來形容，那就是「正視現實，務實處理」。 而對岸到目前為止的相應政策與作為

顯然也符和這八個字。這八個字看來很平實很簡單，但是做起來可需要相當的政

治智慧與道德勇氣。而因緣際會，目前兩岸的領導人確實具備這樣的政治智慧與

道德勇氣，因此，無可質疑的，目前確是改善兩岸關係的最佳契機。這八個字「正

視現實，務實處理」的具體呈現，就是：大陸面對並認知中華民國存在及其國內

有統獨之爭的事實；我們也面對並認知大陸崛起成為世界強權及其追求統一的事

實；雙方都採取務實彈性的作法來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避免兩敗俱傷，以

便共創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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