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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中共文化和旅遊部網站與海峽兩岸旅遊

交流協會公告決定自 2019 年 8 月 1 日起，

暫停 47 個城市大陸居民赴臺個人遊試點。

1 陸客來臺大減不但影響臺灣旅遊業者，2

更在相當程度上衝擊觀光旅遊相關產業的

營收；對此，大陸國臺辦發言人馬曉光當

日表示，「多年來，大陸居民赴臺旅遊對

臺灣旅遊及相關產業發展，產生了積極促

進作用。民進黨當局不斷推進臺獨活動，

不斷煽動對大陸的敵意，挑動兩岸對立，

嚴重破壞了大陸居民赴臺個人遊試點的基

礎和條件。」3 大陸國家電影局 8 月 7 日也

宣布，暫停大陸影片和人員參加 2019 年在

臺北舉行的第五十六屆金馬影展。當天在

福建出席海青節的國臺辦副主任龍明彪被

問及兩岸電影文化交流是否中斷時明確表

示，此一禁令是因兩岸情勢所致，「因臺

灣的政治生態關係和民進黨蔡英文政府」。

4 此外，兩岸體育交流也出現警訊。5

然而，今年 1 月 19 日，在中共中央所召

開年度對臺工作會議上，中共全國政協主

席汪洋表示，2020 年臺海形勢「更加複雜

嚴峻」，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堅決反對

和遏制任何形式的臺獨分裂活動。同時，

汪洋也指出，對臺工作要精準施策，提高

惠台政策實效，要大力推動兩岸青年交流，

更強調要確實履行對臺工作的「政治責

任」。6

前述事件浮現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在兩

岸關係不佳的今天，以「寄希望於臺灣人

民」並大力推動「惠臺 31 項」政策的北京

政府，7 為何卻矛盾地暫停或降級兩岸民間

在旅遊、文化與體育領域的交流與往來？

這是否顯示中共政策思維與我國存在相當

程度的差異？如果是，那麼上述看似彼此

不連貫的旅遊、文化與體育事件，背後是

否存在一個系統性的關連？

作者主張，中共暫停陸客自由行、管制

大陸團客數、暫停參加金馬獎與對體育交

流降級，都可以看出北京正在抵制看似民

間交流但卻可被視為我國政府政績的活

動，達到「以民逼官」的效果，迫使執政

黨政府發展出有利於北京的兩岸政策。8 因

此，作者預判，在當前情勢下，中共將持

續針對官方相關政績事務與純民間活動予

以區別對待，值得密切觀察與妥善因應。

貳、中共以民逼官策略

2015 年 7 月 1 日，習近平曾經公布《中

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並明定兩岸

三地人民均有維護中國統一的共同義務與

罰則。民進黨再度執政之後，兩岸關係因

為缺乏制度性政治基礎關係，因此急轉直

下。9 在此情況下，2017 年 10 月，習近平

在中共 19 大呼籲，兩岸復歸統一「是結束

政治對立，不是領土和主權再造」，重申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解決臺灣問題

基本方針。102019年1月2日，習近平在《告

臺灣同胞書》40 年紀念會，正式啟動統一

臺灣戰略，發表「習5條」並為北京版「92

共識」定調，邀請臺灣政黨與各界代表人

士，共同探索「一國兩制臺灣方案」，還

強調北京不會承諾放棄使用武力手段，而

且「臺灣問題」不能一代一代拖下去。11

顯示今後北京對臺工作調整的重點，會將

大陸自己主導歷史大勢的能力，轉化為對

臺灣內部的直接影響力。

然而，在我政府堅持兩岸交流不應設定

政治前提，並且透過「南向政策」分散對

2016 年以來，由於兩岸關係每況愈下，中共除了杯葛兩岸經濟交流之外，2019 年 8 月起先

是暫停陸客自由行，接著管制赴臺灣的大陸團客數，再來又宣佈暫停大陸藝人出席金馬獎盛

會，兩岸間的體育交流也遭到降級。然而，在 2020 年的中共對臺工作會議上，北京卻又強調

兩岸民間，特別是青年交流的重要性。對此，作者主張，上述看似矛盾的大陸對臺政策，實際

上則是「以民逼官」的策略，其動向與未來發展值得密切關注與未雨綢繆。

近期中共以民逼官策略分析
著者／李明正 
現任大仁科技大學觀光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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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經貿誘餌，讓兩岸融合成為共同市場，

以利達成統一臺灣目標。13

現時，北京對臺政策已由過去「兩個寄

希望」，也就是「寄希望於臺灣當局」與

「寄希望於臺灣人民」，轉向僅寄希望於

臺灣人民，相對來說，就是懲罰「臺灣當

局」，並斷絕所有官方往來。

一、杯葛兩岸經濟交流

經濟發展一向是臺灣政府政績與人民支

持的關鍵基礎。在這方面，長期以來兩岸

經貿的蓬勃發展推動了臺灣產業轉型，讓

臺灣從勞動密集型代工廠，升級到精密零

大陸市場過於依賴的情況下，我國國家政

策研究基金會國安組顧問曾復生認為，習

近平針對臺灣問題展現強勢領導風格，積

極推動「兩岸經濟一體化」措施，意圖主

導臺灣政經權力結構質變，朝有利於和平

統一方向發展。因此，習近平決定先將統

一臺灣布局行動法制化，對臺採取「懷柔

與強硬手段交織運用」策略，12 促進「兩

岸經濟一體化」，在臺灣 9 合 1 選舉後強

化「以商圍政，從地方包圍中央」作為，

使臺灣政治權力結構的經濟基礎產生質

變，並在 2020 總統大選前發動輿論攻勢結

部件製造商，兩岸經貿合作對兩岸關係的

和平穩定發展也發揮了顯著作用。客觀而

言，臺灣經濟在全球經濟波動下仍能保持

可接受的成長率，就是拜大陸之賜。主要

原因在於：14 首先，大陸是全球最大的製

造業生產據點，是亞洲對全球供應鏈的終

點，是全球吸引外來投資數一數二的市場，

也是臺灣要控制生產成本的最佳所在，而

且在外資的挹注下，使整體的基礎設施飛

躍進步。

其次，大陸是一個全球第一大的消費市

場，可以吸納臺灣大量製品和服務；15 再

者，大陸是臺灣地理位置最近、語言文化

相同的龐大經濟體，和其互動的成本最低、

效益最高。儘管目前由於美中貿易戰與新

冠病毒的衝擊，致使台商回流臺灣或轉投

資其他如越南、美國等國家。16 但截至目

前為止，在這些因素之外，臺灣經濟難以

找到其他替代地區，來脫離中共。因此，

陳水扁（2000 ～ 2007）、馬英九（2008 ～

2015）和蔡英文（2016 ～ 2018）3 位總統

任期內的平均經濟成長率分別為 4.23%、

2.79% 和 2.33%，若扣掉體質和臺灣最類

似的南韓在同期間的平均經濟成長率，則

分 別 得 到 -0.90%、-0.22% 和 -0.60%；17

可以看出，儘管臺灣整體經濟表現略遜南

韓，但馬總統主政時期由於兩岸經濟關係

緊密，因此 -0.22% 低於南韓的程度最少。

臺灣競爭力論壇學會理事長龐建國指出，

最近這些年，臺灣對大陸的貿易順差少則

600 億美元，多則上千億美元，其對臺灣

經濟成長率的貢獻都在 10% 以上。大陸商

務部資料也顯示出，2018 年全年大陸與臺

灣貿易額為 2262.4 億美元，其中自台進

口 1775.98 億美元，大陸對臺貿易逆差達

1289.51 億美元。2019 年 1 到 9 月，大陸

與臺灣貿易額為 1648.7 億美元，同比下降

2.4％。其中對臺出口 397.7 億美元，同比

上升 12.8％；自台進口 1251 億美元，同

比則下降 6.4％，大陸對臺貿易逆差 853.3

億美元。從排名來看，2018 年臺灣是大

陸第 5 大貿易夥伴和第 3 大進口來源地。

2019 年前 3 季，臺灣是大陸第 7 大貿易夥

伴和第 5 大進口來源，看得出排名稍微後

退。儘管如此，大陸仍一直是臺灣最大的

貿易夥伴和貿易順差來源地。18換句話說，

以臺灣近年來的經濟成長率總在「保三」

甚至「保二」徘徊來看，如果少了兩岸貿

易大量順差的支撐，臺灣經濟前景堪慮。19

值得注意的是，在 2010 年 6 月兩岸簽署

資料來源：陳柏廷，「交流安全閥棄守，兩岸危如累卵」，旺報，2019 年 08 月 0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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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FA及早收清單之前，兩岸農產品貿易中，

臺灣每年大約有 1 億美元左右的赤字。在

早收清單中，大陸單方面給臺灣 18 項農產

品免稅，使得農產品對大陸出口快速成長。

關務署統計，ECFA 貨品貿易早期收穫計畫

執行成果，早期收穫貨品 2011 年出口值為

179.92 億美元，2012 年 185.78 億美元，

2013 年 205.52 億美元，2014 年 210.66 億

美元，2015 年 190.1 億美元；到了 2016

年時，臺灣農產品對大陸已經享有近 1 億

美元的順差。20

然而，2016 年之後，淡江大學戰略研

究所副教授，戰略暨兵棋研究協會理事長

黃介正指出，兩岸制度化協商管道關閉，

雙邊對話只剩下新聞稿與發言人的隔空交

火。21 同時，大陸也開始減少採購臺灣農

產品，使得臺灣再度出現逆差。105 年有

191.25 億美元，106 年 227.41 億美元，

107 年 236.29 億美元，108 年 1 到 4 月，

則為 65.56 億美元。到 2019 年 4 月，臺灣

對中共出口估計累積減免關稅金額約66.57

億美元，但大陸對臺出口累積減免關稅金

額約 5.84 億美元。22 從這裡，可以看出北

京正以「以經圍政」為重點的「以民逼官」

策略，企圖使經濟受到影響的人民與團體，

對失去大陸經濟效益為政績的我國政府施

壓，甚至在選舉時改變支持對象，以符合

北京的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依據海峽兩岸經濟合作

架構協議（ECFA）第 16 條，兩岸雙方可

以單方面提出終止 ECFA，且如果經協商無

法達成一致，ECFA 將自通知一方發出終止

通知之日起第 180 日終止。對此，2010 年

曾建議馬政府刪除 ECFA 第 16 條終止條款

的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憂心，經濟是中共

對臺最好的武器，光是談終止 ECFA，臺灣

的股匯市就會震盪。23 不過，不是所有的

專家學者都認同上述觀點，學者趙春山便

指出，ECFA 在蔡政府上台後早就「有讀不

回」，因此即使終止或杯葛，影響不至於

太大；學者林祖嘉認為，從反向來思考，

終止 ECFA 對大陸零組件供應也會產生影

響，所以中共應該不會走到這一步。淡江

大學國際研究學院長王高成則提出更具體

的分析，他認為大陸對臺政策是官民有別、

兩手策略，現階段的限制，主要是對蔡政

府兩岸政策不滿，也是為臺灣 2020 年選舉

所採取的預防措施。但在經濟層面，應該

不會採取緊縮政策。

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2020
資料來源：李鋅銅，「蔡執政兩岸冷，臺旅遊成長率低」，旺報，2019年05月08日。

政權刻意杯葛之下，不僅兩岸經濟交流協

議無以為繼，司法互助、危機協處等事項

也因此中斷。26 究其目的乃在於，在政治、

經濟等硬實力範疇上，逼迫我國政府能夠

重回過去以「九二共識」作為兩岸政治基

礎的軌道上，以利雙方在和平與互相友好

的基礎上朝「一國兩制」終極目標進展。

二、嚴格管制陸客數量

誠如前言所論，陸客來臺看似兩岸民間

交流，但其實對大陸而言，是相當具有政

治性的議題，也是我國政府發展經濟的重

要政績。因此，北京在兩岸關係走下坡時，

連帶也緊縮陸客來臺數量，達到以商圍政

的效果。台經院景氣預測中心副主任邱達

年 6 月 29 日刊登福建前副省長曹德淦專

訪，曹德淦表示，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

當年在福建任職時曾指出，對臺經濟工作

不是一般的業務工作。引進臺灣資金和先

進技術，有利於促進兩岸關係發展，進而

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值得注意的是，6 月

29日正好是「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 簽署 10 周年，在這一天刊登曹德

淦專訪，是否有特殊意涵引起關注。24

臺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王崑義教授指

出，在兩岸關係上，大陸正學會借助經濟

規模優勢，使用經濟手段，發揮和實現政

治上的影響力，這裡面其實很有一點學美

國打貿易戰的影子。25 更有甚者，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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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對此指出，2016 年民進黨執政之後，大

陸對臺灣經貿打壓主要的施力點，還是在

於陸客來臺減少。27

在這方面，就國際來臺觀光人數而言，

可以發現從 2008 年約 300 多萬人直至

2015 年的 1000 萬人後開始停滯，馬政府

時期每年平均成長 14.1%；2016 年以後只

剩 2.1%，主因來自陸客減少。這也同樣反

映到觀光收益，回顧 2008 到 2015 年間年

均成長 3.6%，但過去 3 年觀光外匯收入卻

年均衰退 9.6%。28

交通部觀光局統計數據顯示，2018 年來

臺國際旅客共計 1106 萬人次，其中，港澳

約 165 萬、大陸約 269 萬、日本約 196 萬、

韓國約 101 萬、東南亞約 243 萬。就大陸

觀光客數量來說，觀光局統計數據指出，

2018 年陸客來臺觀光約 204 萬人次，與

2016 年相比減少約 80 萬人次。

然而，儘管國際來臺旅客仍破千萬人次，

但旅客來源不同，消費力也不一樣。統計

顯示，日本旅客每人每日花費 214.05 美

元、韓國 194.58 美元、大陸旅客是 184.38

美元，東南亞國家旅客僅花費152.25美元；

購物費部分，大陸旅客每人每日是 83.08

美元、韓國是 46.29 美元，東南亞國家則

僅 42.43 美元，陸客與新南向旅客購物消

費力足足相差一半。29

儘管政府一再強調歡迎陸客來臺，但

2016 年至今，陸客共減少 361 萬人次，虧

損 1400 億新台幣。從大陸文化和旅遊部發

布數據顯示出，陸客出境旅遊來到臺灣的

比重越來越低，從 2010 年的 2.8%，一度

成長到 2014 年的 3.7%，然後開始下滑，

2017 年為 2%，2018 年下跌到 1.79%。30 顯

示，兩岸關係好時，陸客來臺年年成長，

是臺灣入境觀光客年成長百萬人次的主

力，如今入境旅客成長緩慢，主因也是陸

客。

前交通部長陳建宇 5 月 24 日指出，2017

年觀光逆差達到 1728 億元，再加上國內旅

遊人次一直往下掉，結果 2018 年春節中南

部飯店住宿率僅 2 到 3 成，為過去 30 年來

最差，飯店業有 600 家業者表明想賣掉，

也有不少降價求生存。31 

不過，2018 年縣市長大選結果讓中共

對臺灣政局產生信心，因而釋出善意，陸

客來臺人數隨之增加。就以兩岸直航航班

看，國籍航空業者的旅客人次，從 1 月的

86 萬人次，增加到 2 月的 91 萬人次，3 月

再成長到 96 萬人次。4 月陸客來臺團客和

自由行人數達 22 萬 9092 人，較去年同期

增加 7 萬 1994 人，成長幅度高達 45.8%。

前 3 個月平均成長率 7.71%，也是近 4 年

來最高。325 月份來臺陸客共 29 萬 8011 人

次，最多種類包括觀光團 12 萬 3,546 人、

自由行 10 萬 2,080 人、小三通 4 萬 3,385

人次，總人數較去年同期增加 12 萬 3,718

人次，為歷年單一月份增加最多，增幅

達 70.98％。33 累計 2019 年 1-5 月的團客

和自由行共增加 18 萬 900 人，成長率約

26.6%。

此外，2019 年 1 到 4 月，來臺旅客數已

達 400 萬人次，較去年同期的 361 萬人次

增加38萬多人次，成長率為10.64%。其中，

陸客是各大入境市場中，最早達標 100 萬

人次的客源地。陸客不但是入境總人次排

第一，18.53% 的成長率，也高於日本、港

澳、東南亞和南韓市場；更是今年入境旅資料來源：李鋅銅，「陸客來臺創新低 3 年商機少 1400 億」，旺報，2019 年 02 月 14 日。

資料來源：李宜秦，「陸限縮自由行 觀光業哀鴻遍野」，中 

          國時報，2019 年 08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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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成長的主力。34 根據我國內政部資料顯

示，來臺陸客當中，團客成長 56.9%、自

由行成長 35.8%。35 有趣的是，近年陸客都

以自由行為大宗，近期卻有所改變，陸客

團體人數已連續 3 個月超過自由行，增加

幅度以團體最高達 110.75％、其次是自由

行達 56.10％、健檢醫美 77.71％、小三通

67.78％。36

然而，由於兩岸關係在雙方政府互不相

讓情況下持續惡化，在中美第十二輪高級

別經貿磋商在上海登場，北京備受美方壓

力之際，同時華美關係則不斷提升，除了

華美軍售及友台法案持續推進，我國政府

也表態歡迎美國印太戰略情況下，促使中

共再度決定懲罰臺灣政府。中共文化和旅

遊部網站，海峽兩岸旅遊交流協會公告表

示，鑑於當前兩岸關係，決定自 2019 年 8

月 1 日起，暫停 47 個城市大陸居民赴臺個

人遊試點。37、38

大陸國臺辦發言人馬曉光 8 月 1 日解釋

表示，多年來，大陸居民赴臺旅遊對臺灣

旅遊及相關產業發展，產生了積極促進作

用。民進黨當局不斷推進臺獨活動，不斷

煽動對大陸的敵意，挑動兩岸對立，嚴重

破壞了大陸居民赴臺個人遊試點的基礎和

條件。馬曉光也呼籲，相信兩岸同胞都希

望兩岸關係早日回到和平發展的正確軌道

上來，大陸居民赴臺旅遊能夠盡快回復正

常、健康的發展局面。39 對此，澳門理工

學院名譽教授邵宗海分析，北京為了避免

營造陸客踴躍赴臺榮景，讓我國執政政府

得以用來宣傳政績，因此決定暫停自由行。

40 再加上宣告時間因正值香港「反送中」

的示威遊行熾熱之際，有沒有「項莊舞劍，

意在沛公」的含意，41 值得深思。

大陸全面暫停陸客來臺自由行簽注，讓

國內觀光業者震驚。臺東縣觀光協會理事

長潘貴蘭比喻「這是霸王級寒流來襲」，

因此認為九月起全台旅遊業、餐廳、百貨

公司會很慘，恐難避免倒店潮。42 主計總

處副主計長蔡鴻坤，在被問到對今年經濟

成長的影響時回答說：如果影響新台幣

180 億元的觀光收入，將影響經濟成長率

（GDP）0.1% 。這 180 億元是假設來臺人

數只減少 50 萬人、每人平均停留七天、

每天平均花費 188 美元來估算，總共將減

少 180 億元的在臺消費。43 但是，主計總

處的回應，完全低估了陸客消費對臺灣經

濟的乘數效果。44 所以，暫停陸客自由行

對臺灣經濟的影響，不只是主計總處所說

的 180 或 200 億元，而會是五倍的 900 億

或 1,000 億元；影響到的經濟成長率不是

0.1%，而是 0.5%，足以讓臺灣今年的成長

率從主計總處預估的 2.34% 降為 1.84%，

也就是讓「保 2」破功。45

高雄六合夜市主委莊其章表示，攤商都

不希望大陸暫停自由行陸客來臺旅遊，現

在夜市人潮比去年增加 4 成，其中不少是

自由行陸客，若自由行陸客來不了，攤商

恐會叫苦連天。46 對此，新時代智庫研究

部主任顧立民指出，自由行陸客來臺消費

的對象較團客更為一般化，如旅館、商店、

計程車等，影響最深的正是「庶民經濟」

階層。47

資料來源：李宜秦，「陸限縮自由行 觀光業哀鴻遍野」，中國時報，2019 年 08 月 01 日。

資料來源：江良誠、陳秋雲、羅紹平、羅建怡，「陸暫停自 

　　　　　由行，觀光產業寒冬提前到來」，經濟日報， 

　　　　　2019 年 08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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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客來臺大減不但影響臺灣旅遊業者，

也可能讓交通部 2019 年原本 1200 萬國際

旅客來臺的期待「破功」，未來可能還會

進一步限縮團客數量。48 行政院政務委員

張景森即認為，對岸把遊客當子彈、當飛

彈使用，很難說未來會不會進一步操作團

客限縮等政策。49 果不其然，大陸官方陸

續與各省開會，調整團客來臺配額，8 月 6

日公布 4 省來臺團客配額，包括河北全省

1000 人、河南 1350 人、山西 1350 人、福

建 2000 人。至今大陸已分三批公布 13 個

省市陸客團的配額，9 月起來臺大陸團客

約剩 3 萬到 4 萬人次，不到今年 6 月 8 萬

7300 人次的一半，與去年相比，則約砍二

至三成。50 湖北、湖南兩省位處內陸，所

以配額本就較少，原每月額度應差不多各

1200 人。51

對此，總統蔡英文 8 月 1 日正告北京當

局把觀光客當作政治工具，只會讓臺灣人

反感；陸委會發言人邱垂正也指出，這再

再證明是誰以政治因素干預兩岸人民的正

常往來，是誰任意剝奪人民有基本遷徙與

旅行的基本權利，該事件看得很清楚，不

證自明。52 民進黨發言人李明俐說得更清

楚，他表示兩岸旅遊不該成為「以經逼政」

的老把戲。53

2019 年上半年陸客入住六都旅館人數前

三名，分別為台北市 86.63 萬人次、高雄

市 60.52 萬人次與新北市 47 萬人次。54 去

年最多陸客入住旅館的縣市為台北市、高

雄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因此，

靜宜大學觀光學系副教授黃正聰指出，陸

客不來，台北、高雄損失最大，其次是桃

園、台中、屏東、花蓮。但北市還有新南

向、日、韓、歐美等國家旅客入住，應可

有彌補效應，但這等於搶走其他縣市旅客，

對其他縣市恐怕是雪上加霜。55

日暉集團董事長鄭越才認為陸客遭凍結

的事態嚴重，預估國內飯店與民宿業者恐

承受不起會倒一半；高雄市觀光局長潘恒

旭則認為，倘若團客在年底也遭致限縮，

仰賴陸客的領隊、導遊、業者、遊覽車和

計程車司機的生計也將受到影響。尤其是，

陸客減少將可能進一步縮減航班，對航空

業將是莫大的衝擊。56 山東航空 7 月初才

復航的濟南到花蓮航線、青島到台中航線，

不到兩個月都以「航班計畫調整」為理由，

取消航班，連 7 月才首開寧波直飛高雄航

線的春秋航空也不樂觀。57

民主文教基金會執行長桂宏誠即指出，

「國內旅遊」是陸客來臺自由行的政治基

礎，既然「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已遭腐

蝕，暫停自由行無非是對臺灣政府和民眾

發出「警告」。對於大陸此一「以民逼官」

策略，交通部長林佳龍宣布，除了推出第

一波秋冬旅遊補助，也研議「開放陸客從

第三方入境免簽」。但世新大學觀光系副

教授陳家瑜認為，臺灣讓旅客申請去第三

國時免簽來臺是個彈性作法，但若陸方不

接受，又有多少旅客願意冒著違反政府政

令的風險來臺。58

三、陸生減量

自 2011 年首度開放陸生來臺就讀學位以

來，馬政府任內陸生人數穩定成長，直到

2016年政黨輪替後，兩岸關係陷入冷對抗，

政治氣氛不佳，連帶影響陸生來臺就學意

願因此漲幅趨緩，依照教育部公布的最新

數據，2018 年度陸生來臺攻讀學位人數第

一次出現負成長率。但論及境外生來源國

家地區，大陸地區學生依舊占最大宗，加

總 9006 名學位生及 2 萬 597 名研修生，在

臺陸生人數達 2 萬 9960 人，在境外生總體

占 23.6%。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高級助理研究員、

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研究員兼副祕書長盧宸

緯統計歷年陸生招生人數指出，受兩岸官

方互動不佳，台校招收陸生配額也大幅減

少。據教育部統計，2011 年在臺就讀學位

資料來源：李侑珊，「陸生學士班放榜錄取數仍探低」，中國時報，2019 年 07 月 0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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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陸生共 928 人，此後逐年成長，2012 年

為 1864 人，2013 年 為 3554 人，2014 年

為 5881 人，2015 年 為 7813 人，2016 年

為 9327 人，2017 年為 9462 人，2018 年為

9006 人。即便在臺就讀學位的陸生總人數

逐年增加，2016 年政黨輪替後，增幅已趨

緩。

盧宸緯依照官方數據統計，2012 年陸生

在臺就讀學位的總人數成長率達 100%，

2014 年則降至 65.48%，2016 年持續降至

19.38%，2017 年則是政黨輪替後的第一

年，陸生來臺就讀人數成長率僅剩1.44%，

2018 年則首度出現負成長率，呈 -4.82%。

回顧臺灣歷年招收大陸學位生的名額數，

在 2011 及 2012 年皆為 2141 人，2013 年

起逐年增加，2016 年達 5200 人，但 2017

年起兩岸氣氛不佳，學士班名額大幅限縮，

總名額亦縮減至 4000 人，2018 年再度降

至 3800 人。至於報名率，學士陸生核定招

生名額雖減少，2011 年至今，陸生總報名

在 2012 最高達 122.79%，其次為 2015 年

108.38%。60

今年陸生來臺就讀學士班 7月 5日放榜，

據大學校院招收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委

員會統計，教育部核定 91 校、780 個學

系，開出 800 個招生名額，最後有 70 校錄

取 732 人，招生達成率 91.5%，較去年減

少 1 名，錄取人數和招生名額持續探低，

61 並未再減少；不過去年陸方首次祭出的

「訂定各省市陸生名額」，今年仍然維持，

看來陸方打算繼續讓臺灣招陸生時「穿小

鞋」。62

文化大學政治系副教授楊中立說，特別

對私立大學來說，陸生學士班是招生主力，

但學士陸生招生員額逐年下探，前景不樂

觀。63 實踐大學校長陳振貴認為，政黨輪

替在臺灣已經成為常態，若真的政黨輪替，

民間交流應該不會有改變，但是陸生政策，

因為牽涉到兩岸主體認同，臺灣政府願意

認同「九二共識」，陸生這個部分大學端

是「比較期盼也比較看好」，包括學位生

和研修生名額都可能會增加，雙聯學位可

能會落實，例如不需要臺生再去考一個港

澳台聯招等等。64 有趣的是，儘管目前兩

岸關係冷，不過碩博陸生來臺的報名人數

卻未受到影響，反而比去年 2078 人、前年

1829 人還要多，來到 2483 人。65 其原因值

得進一步分析。

四、管制文化交流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節大磊表

示，兩岸關係自 2016 年之後不斷惡化，

政治基礎遭破壞、不復存在，在這一個大

背景下，導致其他各方面往來交流也遭波

及。66 就此而言，過去中共曾經因為政治

理由而封殺在陳水扁總統就職典禮高唱國

歌的張惠妹、迫使搖國旗的周子瑜公開道

歉；然而，儘管兩岸關係也曾歷經李前總

統「兩國論」，陳前總統「一邊一國」、

「公投制憲」等風波，但大陸都不曾由官

方正式、公開要求大陸影片和電影人不得

參與金馬獎。67 但是繼暫停陸客赴臺自由

行後，大陸國家電影局 8 月 7 日也宣布，

暫停大陸影片和人員參加今年在臺北舉行

的第五十六屆金馬影展。當天在福建出席

海青節的國臺辦副主任龍明彪被問及兩岸

電影文化交流是否中斷時說，「沒有要中

斷，說的是暫停。」龍明彪明確指出，此

一禁令是因兩岸情勢所致，「因臺灣的政

治生態關係和民進黨蔡英文政府」。68

更有甚者，大陸的金雞獎，過去是採各

地巡迴方式舉行，但今年決定將長期定址

廈門，廈門作為對臺最前沿，也有與臺灣

互別苗頭的意味。此外，目前已有不少兩

岸民間文化交流，紛紛無預警取消，無論

是書畫展，還是花博園藝的考察，且多為

陸方取消赴臺，兩岸的各類民間交流，從

點到面，正遭遇寒冬。以此觀之，陸方顯

然有意降低對臺交流層級與次數，逐漸縮

減赴臺人數。69

對於中共此舉，媒體分析是由於近期香

港局勢複雜，臺灣又將臨總統大選，可以

想見必定會有文化人士在金馬獎舞台上，

表達支持反送中，大陸此舉可視為防患未

然。70 大陸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

心主任、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政治所教授

劉國深即認為，「目前兩岸關係的大環境

不好，北京方面會考慮避免讓有心人藉著

文學藝術搞政治動作。」他也進一步指出，

「臺灣部分藝人太熱衷於政治，對複雜的

兩岸關係缺乏準確認知，利用藝文場合做

政治文章，此舉對兩岸關係沒有正面幫

助。」71

對於中國禁止影片與演藝工作者參與今

年度的金馬獎，總統府發言人丁允恭表示，

文化無國界，藝術更不應該有政治藩籬，

無論持任何理由，阻止藝文工作者參與金

馬獎這樣鼓勵自由創作、歡迎多元觀點的

電影界盛會，都不是聰明的決定，更無益

於兩岸的正向交流，一如禁止年輕人來臺自

由行，中共政府這一系列的禁令令人憂心。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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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體育交流拉警報

體育交流在兩岸都遵守「奧會模式」之

下，為目前兩岸官方唯一仍暢通管道，在

近期大陸方面主動對臺灣在自由行及金馬

獎祭出限縮措施之際，大陸方面這兩年似

乎有降低來臺領導層級之意。73

兩岸關係在 2016 年蔡政府上台之後急

凍，大陸奧會與中華奧會每年固定舉行的

兩岸奧會體育交流座談會，2016 年 12 月

上任的體育總局局長兼中國奧會主席苟仲

文，至今尚未來臺。今年兩岸奧會交流活

動目前都按照既定計畫進行，但部分活動

則因兩岸氣氛不佳，有延期舉行跡象。去

年底的第 22 屆兩岸奧會交流座談會在臺

北，則因臺灣九合一選舉舉辦在即，延後

到今年 3 月舉行，帶團來臺的從過去的體

育總局長降為副局長層級。

看得出來，除了今年初兩岸奧會交流座

談會由大陸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也是中國

奧會副主席李穎川帶隊來臺之外，之後的

大陸來臺團體率隊領導都只到司處級幹

部。如 4 月大陸女性運動團體來臺，是由

體育總局人力資源開發中心副主任、中國

奧會人事部副部長匡樂華率隊；5 月大陸

體育新聞人員來臺參訪，則由體育總局宣

傳司長涂曉東帶頭；7 月的運動產業人員

參加兩岸運動產業研討會，由體育總局經

濟司司長、奧會副祕書長劉扶民帶隊來臺。74

參、結語

從上述分析可知，2016 年以後，兩岸關

係急轉直下，在臺海政治僵局難解之際，

原本兩岸民間交流、文化交流可以說是兩

岸關係少數的緩衝安全閥，如今從陸客自

由行喊卡、團客名額遭減，乃至抵制金馬

獎等一系列事件來看，這僅存的安全閥恐

怕已是朝不保夕，未來兩岸關係只會更加

雪上加霜；75 美國在臺協會（AIT）前理事

主席、「布魯金斯研究院」東亞研究中心

資深研究員卜睿哲（Richard Bush） 指出，

中方尚未做到可對臺展開「選擇之戰」（而

非「必須之戰」）的軍事準備，因此，北

京仍希望臺灣領導階層能出現變化，以符

合中共對臺政策立場與利益。76

對於中共「以民逼官」的現行對臺政策

具體措施，我國政府有必要基於《中華民

國憲法》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作為凝

聚國人共識的政治基礎，尋求建構誠如吳

建德與張蜀誠兩位博士，所主張的台海對

等的政治制度性交流基礎，並與大陸建立

良性但獨立自主的和平關係，但有理有節

地堅決反對北京「一國兩制」宿命性與強

制性主張。77 對此，除了政治、軍事與外

交自立自強外，面對中共「以民逼官」策

略，臺灣在持續積極發展與中共之間經濟、

文化、體育與社會交流的同時，亦應注意

分散因過度依賴所導致脆弱性風險。78

更有甚者，藉此時期中共杯葛兩岸經濟

交流、暫停陸客自由行、管制大陸團客、

暫停大陸藝人出席金馬獎與降低體育交流

層級等作法，儘管對兩岸關係與臺灣都造

成某種程度的損害，但另一方面，也讓我

國進一步深思如何在經濟、觀光旅遊、文

化與體育等方面的發展上，能夠檢討自身

政策缺失與結構弱點，進而發展更為完善

的經濟與產業政策、更優質的觀光、文化

與體育水準，79 讓臺灣在民主政治下，對

包含中共在內的全世界開放與對接。80 特

別是旅遊業者若趁機好好檢討，往年陸客

來臺曾傳出遊覽車、民宿意外死傷事件所

暴露出的死角，進而提升以安全為基礎的

旅遊品質。臺灣許多旅遊景點，例如全台

各地彩繪村，性質太雷同，81 影響觀光旅

遊的長遠性發展。

更重要的是，我們也能夠藉著近期中共

對臺「以民逼官」一系列政策進行客觀研

究，作為當前與未來反制中共對臺政策與

措施的堅實基礎。對此，臺灣需要理性、

客觀的分析，並且進行長時期議題性的追

蹤與觀察。

資料來源：林永富，「體育交流，陸方來臺層級降低」，旺報， 

　　　　　2019 日年 0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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