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http://frenchtaiwanstudies.org/en/taiwan-perspectives
© French Taiwan Studies - 2019

1

以融合重塑认同——两岸认同矛盾下大陆对台 《同等待遇》 融合路径与效果初探

Conference Series “Taiwan Perspectives”  -「台灣展望」

第六次的「台灣展望」講座我們很榮幸的邀請到中國清華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和台灣研究院的鄭振清副教授，和我們分享此次
演講主題：「以融合重塑認同：兩岸認同矛盾下大陸對台《同
等待遇》融合路徑與效果初探」。同時我們也很榮幸請到法國
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 (Inalco) 蕭小紅教授，擔任此次演講的
評論人。 

鄭副教授在此次演講中以台灣民調數據和中國政策為案例，分
析近年來中國大陸對台融合政策的民意背景、政治基礎和政策
內涵，並討論其對應兩岸認同矛盾的現實意義。  
鄭副教授在演講的一開始就先強調兩岸關係因為牽涉到主權問
題所以特別複雜，也特別難解決。而要了解中國大陸對台政
策，必須得先了解「北京」視角。對中國政府而言，台灣問題
以「兩岸統一」為遠程目標，分為四個層面：政黨、官僚、社
會與經濟。在各項政策實施下，經濟層面以顯著的效果為長年
實施的重點，並以企業為走向。   

2014年台灣「太陽花學運」之後，中國政府意識到台灣年輕一代台灣認同高漲，於是將對台政策從往年
的企業關注逐漸轉為社會關注，試圖在認同矛盾中尋找新的應對策略。在此局面下，中國對台政策的推
動經歷了「由官轉民」的過程，即通過直接面向台灣企業和社會，並參考歐盟「新功能主義整合途徑」
(Neo-Funktionalist Integration)，以「同等待遇」為核心，推出一系列促進兩岸經濟和社會融合的政策
措施。具體體現為從低層政治層面的經濟社會交流議題入手，以吸引台灣青年到大陸求學、參訪、就業
和創業，並給予台灣居民在中國享有與當地居民同等的經濟社會待遇，推動兩岸融合發展。這一融合政
策的最大落實是在2018年2月底中國國務院台辦聯合國家發改委等31 個部委推出的31條惠台措施 (簡稱
「31條」) ，從投資、金融、產業、就業、文化、科技、傳播、社團和社會治理等綜合策略領域，促進
台灣居民和台資企業，在中國享有與中國居民和企業同等的經濟社會待遇。    

鄭副教授認為兩岸融合政策並非單方面代表著北京的立場，在台灣也有支持的民意。他以三份台灣民調
數據為基礎1，提出三個論點：(1) 在兩岸關係上台灣人多支持「維持現狀」(60%) ; (2) 在「有條件 」
(即中國與台灣在經濟社會政治等各方面相當) 的狀況下，仍有不少的台灣民眾 (39%) 願意在務實層面上
實現兩岸統一 ; (3) 台灣支持「九二共識」的人數並未因著民進黨當局拒絕承認「九二共識」後，有顯
著的影響。鄭副教授因此認為，此一發現對中國制訂對台經濟社會融合政策提供可行的民意和發展空
間。 

  
1 此三份數據為(1) 2008-2017年台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的多年度民意調查 ; (2) 2015年亞洲社會動
態調查(ABS) ; (3) 2005-2017美國杜克大學亞太安全研究中心與台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共同執行的
「兩岸關係和國家安全調查」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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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副教授接著提出，那麼「同等待遇」取向的融合發展會對在中國的台籍人士認同產生什麼影響呢？
在多次與廈門的台籍人士的訪談調查中，鄭副教授發現多數台灣人對「新廈門人」的身份概念表示好
感，願意以其身份積極參與在地經濟社會的發展與治理。他認為，這種通過「同等待遇」促進融合發

展，進而推動台籍人士形成新的在地認同，可視為中國從中央到地方政府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為吸納

台籍人士所試行的重要路徑 試行的重要路徑。此途徑可為對台政策在面對兩岸關係複雜結構的當下，
帶出新的靈活性，並達到某種程度上的政策性突破。  

在演講的最後，鄭副教授一方面強調融合發展
(Integration) 的重要性，一方面他也提出「認同」是
非常複雜的概念。融合政策的實踐必須視為一條長遠
的路。中國的「同等待遇」現階段發展並未期望現今
在中國的台籍人士可以因之立即產生新的「中國認
同」。但若能把國家統一之後的融合發展，提前到國
家統一之前來實施，並透過長時間的醞釀，鄭副教授
認為，融合政策在未來極有可能培養出一批「具有共
同利益、共同認知、乃至共同認同的跨兩岸台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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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                                                                             郑振清

蕭小紅教授在她的評論中對於從公共政策和地方認同的角度討論兩岸關係的發展首先給予正面的評價。
她提出，「同等待遇」的融合政策展現出中國對台政策這幾年來的變化，而從公共政策看認同形成跟轉
變，在學術理論和方法上都是很值得跟進的想法。然而，蕭小紅教授繼而提出，認同的議題是非常多層
次和複雜的。在鄭副教授的演講中提到的是國家認同，非其他認同。舉歐盟為例，國家和國家間的政治
融合代表著如何在國家之上有更高一層的政治組織，如何可以產生一個新的政治想像共同體來取代國家
政治。在這前提之下，政治融合的議題是否真的適用於台灣和中國之間的關係？簫教授提出，國民黨執
政時對兩岸統一的唯一條件是「中國政治民主化」 ; 台灣現今贊成「九二共識」的明確定義是在於多數
台灣人希望保有台灣現有的法制憲法框架 ; 「不獨不統」是大多人的立場。這個跟鄭副教授對台灣民調
的解讀顯然有差別。另外，簫教授在問題裡提到人民的價值觀和意識型態。以Gunter Schubert的研究
為例，台商回台灣投票的取向顯示，這些台商並未因為生意上和中國的接觸，而展現中國認同。對公共
事務的參與也並未等同於價值觀上的認同。中國政府如何面對中國和台灣的價值觀差異，也是面臨兩岸
關係需要考量的因素。最後蕭教授提問，在習近平的雄心和中美持續對立的狀況下，統一的途徑會不會
產生變數？中國會不會為提前實現統一綱領而採取強硬的手段？   

在場觀眾也在之後的問與答當中，針對很多觀念的詮釋提出疑問。何謂「九二共識」？ 如何理解「一
個中國，各自表述」和「九二共識」之間的關聯？兩岸「統一」的定義又為何？「融合」要如何真正落
實？「融合政策」又如何能真正縮小兩岸因歷史發展而產生社會差異性和複雜性？

此次講座在熱絡的問與答中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