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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交流30年

－「三中一青」到「一代一線」之統戰分析

嘉南藥理大學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處長 余元傑

摘要：

2017 年 3 月，中國大陸「兩會」期間，大陸全國政協主席俞正

聲在論及對臺政策指導方針時，提出「一代一線」思路，隨即引起國

內輿論界的重視，認為這是北京取代「三中一青」對臺政策的最新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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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7 年是兩岸開放交流 30 周年，在各方猜測十九大北京如何推

出新的對臺政策之際，大陸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大陸全國「兩會」

上拋出「一代一線」作為對臺的新指導方針。所謂「一代一線」，是

針對臺灣「青年一代」與「基層一線」，大陸將給予「接近大陸人民

的各種待遇」，也就是所謂的「居民待遇」。在象徵意義上，這是大

陸謀求「兩岸一家親」的體現，在實質作用上，則是提供更全面的惠

臺措施，目的是要從過去的「交流讓利」轉化為「社會融合」，達到

大陸海協會會長陳德銘所說的「小火慢燉，久久為功」之效。顯示出，

大陸正從過去「三中一青」（即中小企業、中低收入、中南部及青

年）擴大到爭取臺灣青年和基層群眾(即「一代一線」，青年一代及基

層一線)的支持。

問題是，在兩岸關係惡化當前，中國大陸一方面壓低陸客來臺人

數、停止對臺採購、嚴格審查水果生鮮等措施，擺明「窮臺」策略；

但在另一方面，卻又對於臺生、臺商與前往中國大陸旅遊者給予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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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優惠」待遇。懲罰還是優惠的判準何在？是否隱含更大的統戰

意圖？

中共統戰策略簡述

中共統戰策略向來係將敵方陣營分化成「正」、「反」兩股力量，

然後再爭取有利於自己的力量，同時也縮小敵方的力量。因此，北京

著重於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聯合明天敵人打擊今天敵人，如

此能以最小代價達成戰略目標。

一、「三不」階段的中共對臺統戰

不難想見，中國大陸在對臺灣進行統戰時，其「寄希望於臺灣人

民」就是爭取基層民眾的支持，並逐步擴大「朋友圈」而納入己方陣

營，同時縮小敵方的力量，最終達到「以民逼官」，迫使我國政府最

終能夠同意北京「一國兩制」的統一模式。不過，在 1987 年臺灣正

式開放老榮民赴大陸探親之前，由於兩岸在我國不接觸、不談判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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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協的「三不政策」下，儘管發表「告臺灣同胞書」、「葉九條」、

「一國兩制」等，呼籲兩岸進行「三通四流」的兩岸民間交流方案，

始終得不到我方回應而無從發揮統戰效果。

二、開放探親後的中共對臺統戰(1987至2014年)

臺灣方面開放探親之後，接著全面開放赴大陸旅遊、經商與就業、

就學，不僅有助於中國大陸持續進行經濟改革，也給予北京對臺進行

統戰的機會。儘管歷經李登輝總統與陳水扁總統任內，由於缺乏政治

基礎而導致關係緊繃，民間與經貿往來卻持續暢旺，大陸方面甚至在

2005年以後，多次採購臺灣滯銷的農產品，還贈送最佳統戰工具的

熊貓給臺灣，期望能爭取臺灣民心的支持。

馬英九總統執政期間，由於兩岸以「九二共識」做為雙方關係發

展的政治基礎，因此不僅進入所謂的「和平發展框架」時期，大陸甚

至在 2010 年制訂「三中」政策，爭取一向支持臺灣獨立的中南部民

眾、中下階層與中小企業，特別是中南部地區的農民，期望藉著「向

下沈、向南移」的對臺統戰政策，能爭取過去反對大陸的民眾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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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臺灣發生「太陽花學運」後，北京驚覺過去對臺統戰疏漏掉

青年學生族群，因此改以「三中一青」作為因應。

三、從「三中一青」擴張為「一代一線」(2014年迄今)

根據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主任楊開煌的分析，大陸的對臺工作

把臺灣民眾分成三類：第一類是到大陸的臺灣人，這也是對臺政策的

重中之重，包括臺生、臺商、臺青等，因為若連這批在大陸生活的臺

灣人，都無法爭取支持，就顯見對臺政策失敗；第二類是兩岸婚姻及

其後代，這群體的優勢是對兩岸都能有更客觀的認識；第三類則是在

臺灣的臺灣人，這也是過去無論那個政黨執政，都只能達到間接效果

的群體。對此，楊開煌指出，大陸將採取更細緻的做法，透過對上述

幾類族群做工作，「以臺引臺」，讓臺灣民眾在相互影響下，可更客

觀地去認識大陸。

基於臺灣是工業化社會，勞工、青年這兩個族群對於臺灣政治走

向影響力不容小覷。上海臺灣研究所常務副所長倪永杰認為，以往的

基層定義在中小企業、中低收入、中南部以及臺灣青年，現在基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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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更廣，除了中南部，包括臺澎金馬、各行各業農林漁牧和第一線

的基層勞工，都是大陸的工作對象，更貼近臺灣底層民眾的生活。世

新大學助理教授王正則分析，「一代一線」並非推翻「三中一青」，

只是青年和基層的說法更好，因為北部和東部也有青年與基層，而不

限於中南部；中小企業的說法讓人想到更多的還是中小企業主，而未

包含到白領和藍領階層，故基層的說法也比中低階層的說法更為合適。

故北京的「一代一線」之最新對臺統戰策略，與其說是「取代」，毋

寧說是「擴大」原有「三中一青」策略更為貼切。

國民黨大陸事務部主任黃清賢指出，大陸過去採納「三中一青」

作法，但歷經這幾次選舉讓大陸覺得要更有遠見處理未來兩岸關係，

其中對於臺灣青年和基層要特別著力。在具體政策方面，「一代一

線」統戰策略表現在包括交通旅行、教育科研、就業創業，對原有在

大陸臺商則進行轉型升級輔導、協助臺商參與互聯網電商經濟甚至參

加「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包括臺商銀行等多種融資管道。政治觀察

家孫昌國甚至預測，未來還可能視情況，吸納臺灣優秀政治人才前往

大陸擔任公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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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臺海之間存在政治對立與軍事對立，同時在北京刻意打壓我國政

府的經濟政策下，兩岸之間的經濟對立也正逐漸隨著大陸「一帶一

路」與臺灣「新南向」政策而浮現。最後，擴而大之到國際層次，兩

岸之間存在「一個中國」的對立，以及「人道人權」的對立。在北京

「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張下，不僅中華民國無法參與

任何以國家為單位的國際組織，現在甚至連以「中華臺北」的名義都

遭到抵制或封殺；我國駐杜拜及厄瓜多的代表處被更改名稱，駐奈及

利亞使館被強迫摘牌更名及遷出首都，亦是遭受北京壓力；更有甚者，

許多國際組織是人權彰顯與人道關懷的平臺，北京抵制臺灣參加世界

衛生大會、國際民航組織與金柏利鑽石會議，不僅封殺我國國際空間，

更讓臺灣因無法參與人道活動，以及無法被保障應有的人權而讓全民

感到憤怒。

大陸已是世界第 2 大經濟體，居處於這個鄰居旁，臺灣對其經濟

有依賴性是必然的；依經濟部投審會資料，今年（2017）1至5月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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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對中國大陸投資件數為 214件，較上年同期增加 120%。惟兩岸在

國際、經濟、政治、軍事都存在對立之情況下，大陸又即將透過最新

的「一代一線」統戰策略對臺灣「青年一代」及「基層一線」更全面

地施以經濟利多及特殊優待，故在此新一波的西進磁吸效應下，又恐

吸引更多臺灣人前往大陸就學及就業。面對大陸向來「無孔不入、無

所不取、無所不用其極」之情資蒐集及滲透手法，未來國家安全勢必

將面臨更嚴峻的考驗。

人，往往是情資洩露的關鍵，故謹以本文提醒國內民眾「覆巢之

下無完卵」，於前往對岸求學就業之餘，更應多加留心，切勿於無意

間被套取洩露應保密的資訊，致衍生臺灣國安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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