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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04 世界と日本 

国の総意"一国二制度"での統一反対  

 

反對「一國兩制」之兩岸統一是台灣人民的共識   

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 謝長廷 

 

今年 9月，太平洋島國索羅門群島與吉里巴斯相繼與中華民國(台灣)斷交，

與台灣維持外交關係的國家僅剩 15國。從此數字即可以看出，台灣所處之國際

環境是以往未曾有過的嚴峻。今年 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

平要求台灣必須接受「一國兩制」方式之兩岸統一。 

對此，台灣蔡英文總統堅決表示「絕對不會接受」，但中國對台灣增強施壓，

運作台灣的邦交國與台灣斷交可說是其壓力之一環。但以實力逼迫台灣的做法只

是造成反效果，反對中國所主張的「一國兩制」之兩岸統一已經成為台灣人民的

共識。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今年因反對「逃亡犯條例」修正案而引發大規模的

示威活動，激烈的抗議行動已持續近半年。 

其根本原因，是對香港將因此喪失自由的危機感以及對中國當局的不信任感。

而無法透過普通選舉選出領導人的民主制度不足，讓解決此膠著狀態更形困難。 

另一方面，台灣自 1987年解除戒嚴以來，藉由人民的努力，已成為一個重

視自由、民主與人權的民主國家。見到現在香港的狀況，台灣對「今日的香港即

為明日的台灣」有很強的危機感。 

絕大多數的台灣人民並不希望會造成現在的自由與民主後退之「一國兩

制」。 

台灣的邦交國雖然少，但台灣與世界各國維持密切的實質關係。有 140個以

上的國家或地區給予台灣人免簽證或落地簽證之待遇。 

此代表台灣實際上深受世界各國高度信賴。另外，台灣的國民健康保險覆蓋

率為 99.8%，平均壽命達到 81歲。而台灣人民享有言論自由，國家領導人總統

由國民直接選舉產生。 

台灣雖是小國，但卻是一個每位國民得以幸福生活的民主國家，此為多數台

灣人民的驕傲。 

回顧台灣的歷史，自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移至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在

中國大陸成立以來，台灣未有任何 1秒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 

過去在金門島所發生的 823砲戰、以及 1996年台灣海峽飛彈危機等，面對

來自中國的武力威脅，台灣皆冷靜以對，中華民國在台灣已經存在 70年以上。

台灣如果接受「一國兩制」，等於是「中華民國」消滅，被「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併吞。 

因此，反對「一國兩制」、維護國家主權為台灣絕大多數的民意，也是朝野

政黨的共識。蔡總統於 10月 10日國慶演說時再次強調，將在自由與民主的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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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守護國家主權之決心。 

最近美中貿易摩擦等對立逐漸嚴重，此問題不能僅單從經濟層面來看，也必

須從中國霸權擴張主義的安全保障層面予以關注。 

中國結交索羅門群島與吉里巴斯，讓該兩國與台灣斷交，與中國在太平洋擴

大勢力的動向重疊，對該區域的安全保障造成重大影響。 

易言之，中國雖在經濟上富裕了，但未實現民主化的狀態下軍事力日益強大，

對外國的影響力也增強，是美中對立的根本原因，而此價值觀的對立恐怕無法在

短期間內獲得解決。 

台灣盼望與共享自由、民主、人權與法治等價值觀的國家強化關係。 

與美國間有「台灣關係法」，美國出售武器等，協助台灣的防衛，維持台灣

海峽的現狀，成為亞太平洋和平與穩定之後盾。 

去年，美國也制定「台灣旅行法」，推動台美高層官員的相互往來。 

另外，基於台美間的「全球合作訓練架構(GCTF)」，今年 3月在台灣舉辦防

止貪污的工作坊，日本也首度參加。 

之後並舉辦女性經濟賦權、網路安全及太平洋原住民文化保存復興等相關工

作坊，日方也都有參加，台日美三國正持續進行合作。 

而美中對立日益激烈中，強化台日關係至為重要。 

特別是台灣希望加入由日本所主導之「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

因台日間經貿往來是互補關係，相信對台日雙方皆有助益。 

另外，台灣得加入 CPTPP，亦有利於台日聯手共同開拓東南亞市場等。 

台灣盼與美國、日本等世界各國構築友好合作關係，並願對聯合國「永續發

展目標」(SDGs)做出積極的貢獻。 

但台灣因政治理由，除無法加入聯合國，也無法正式參加需要世界各國緊密

合作的「世界衛生組織」(WHO)、「國際民航組織」(ICAO)、「國際刑警組織」

(INTERPOL)以及「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等國際組織的會議或活

動。 

台灣經過長年的努力，在醫療、航空安全、刑事搜查以及環保等取得高水準

成就，無法出席會議將不能即時共享資訊，極有可能造成推動國際緊密合作的障

礙。 

台灣立足於國際社會是一客觀的事實，國際社會應於此點上公平、公正地評

價台灣。感謝日本政府與各界對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支持，期待今後雙方更緊密

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