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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央 社 ） 前

總統馬英九日前率

團訪問中國大陸，

並與中共總書記習

近平進行「馬習二

會」，國民黨副主

席 夏 立 言 1 7 日 表

示，習近平透過馬

英九訪問，想傳達

諸如中華民族、兩

岸一國等訊息給未

來的賴政府。

夏立言17日下午

與媒體茶敘，談到

這次的馬習二會，

夏立言說明，馬英九與習近平相隔多年再

見面，身分不同了，但第一次馬習會時，

並沒有聯合聲明、新聞稿或記者會，馬英

九只是想搭橋，讓後面的總統可以順著

走，可惜沒做成。

夏立言認為，習近平透過這次馬英九訪

問，想傳達諸如中華民族，兩岸一國等訊

息給未來的賴政府。談到黨主席

朱立倫是否也需出訪中國大陸，

與習近平見面，夏立言則回應，

時機成熟為什麼不見，但目前沒

有任何規劃。

夏立言指出，國民黨是台灣最

大反對黨、立法院最大政黨，在

社會上是不可忽視的力量，「習

近平當然會想見我們」，至於馬

英九見了習近平，朱立倫是否會

吃味，夏立言坦言，不會，為什

麼會吃味。

此外，現場媒體詢問，是否

還有必要再舉辦國共論壇，夏

立言解釋，這真的還要想想有沒有這個必

要，現在先把手上要辦的活動如海峽論壇

做好，海峽論壇已是蠻大的規模，過去朱

立倫也去過，所以要互動，其實有很多機

會。

與此同時，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再度表

示，樂見、肯定而且感謝前總統馬英九訪

問中國大陸。兩岸關係或國際路線，國民

黨最穩健務實，一切為台灣民眾努力，唯

有保持親美和陸路線，穩健國防加上兩岸

溝通，才能創造最安定繁榮的台灣。

朱立倫強調，民進黨的抉擇就在一念之

間，520是非常關鍵的時刻，總統當選人

賴清德到底選擇什麼，對台灣未來非常關

鍵。

朱立倫表示，副主席夏立言、國際部主

任黃介正日前到美國拜會政界、國會、學

界、智庫等，讓國際夥伴了解國民黨「親

美、友日、和陸」的戰略。

此外，黃介正在國民黨中常會發表訪

美成果，他說，這次訪美剛好馬英九也在

中國大陸訪問，美國政府部門向國民黨表

示，希望台海維持和平穩定，認為兩岸交

流對話是維繫台海和平穩定、區域利益跟

美國利益，非常關鍵的一件事。

夏立言 : 習傳達兩岸一國訊息

（中央社）拜登一表態將出兵協防台

灣，就掀起美國對台政策改變的論戰。美

國學者近日再次為對台政策進行總體檢，

有專家認為應保持戰略模糊；也有人建議

美政府勿無端說出不挺台獨，以免助長北

京支持的疑美論在台發酵。

美國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外交政策研究主任歐漢倫、

前白宮國安會台灣中國與蒙古事務主任簡

以榮等專家近日討論美國是否應該改變對

台政策，相關內容16日於布魯金斯研究所

網站刊出。

歐漢倫（Michael O'Hanlon）認為，美

國之所以保持戰略模糊，目的在使台灣及

中國勿採取美國無法接受的行動。對台灣

來說，這代表單方面追求或宣布獨立，可

能也包括發展核武；對中國而言，則代表

武統台灣。

他指出，如今若干美國學者及官員希

望走出這種模糊性，認為這傳統政策邏輯

不利於威懾中國。中國軍事實力大幅增強

下更是如此，且中國肆無忌憚地發動猛烈

攻擊的風險，遠大於台灣追求獨立的可能

性。

歐漢倫認為，某種程度上，這些人提出

了站得住腳的論點，也就是不能讓北京產

生「如果解放軍攻擊台灣，美國可能真的

什麼都不做」的錯誤印象。

「然而，事情沒那麼簡單」。他說，如

果要主張美國在任何情況下都應該保衛台

灣，前提是美國能夠成功做到這點。美國

就算簡單地宣布對台海局勢採取不一樣的

立場，也有可能引發重大危機。

歐漢倫建議美國向北京表明，如果中

國攻擊台灣以迫其統一，美中關係永遠

「回不去了」。戰爭可能會爆發，「但我

們在這點上應該保持模糊及不置可否的態

度，部分原因是為了阻止台灣採取魯莽行

動」。

簡以榮（Ivan Kanapathy）則認為，美

國的「一中」政策框架40年來始終如一，

同時保持執行面上的靈活性，以維持台海

現狀。然而，為了維護和平，美國必須強

化威懾力，也應該重新考慮其不支持台獨

的立場。

他回顧美國這幾屆政府的對台作為，包

括小布希（George W. Bush）及柯林頓

（Bill Clinton）政府分別於各自的第一

任期創下派遣美國內閣成員訪台，及允許

台灣總統過境美國的先例。但柯林頓第2任

期屈服於中國壓力，公開表示美國不支持

台灣獨立。

為了爭取中國在貿易及反恐方面的合

作，小布希第2任期表態不挺台獨，也拒絕

台灣內閣級官員來訪。

美國前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盼

與北京達成多邊氣候及防擴散協議，很大

程度上延續了「與台灣保持一定距離」的

政策，即使當時兩岸軍事平衡不斷惡化，

而且台灣也願意擴大與中國的政經互動。

簡以榮說，川普政府正視兩岸軍事差

異，為美台往來「解除封印」，也加速批

准軍售。國家安全委員會更解密1982年的

內部備忘錄，內容要求「維持台灣防禦能

力相對於中國的水準」。

他指出，如今拜登不僅祭出新措辭，

還表示他打算保衛台灣免受中國攻擊，推

翻了美國幾十年來刻意含糊的做法。2020

年的美澳聯合聲明更表示，兩岸分歧應透

過和平方式並依循兩岸人民意願解決，不

應訴諸威脅或恫嚇，可見拜登政府透過把

「台灣問題國際化」增強對中的威懾力。

簡以榮說，美國官員不應無端表示不

支持台獨，這項聲明只能在台灣採取挑釁

行動時使用。如果美方對外表示不支持台

獨，將有助中國支持的「疑美論」在台灣

發酵，削弱美國強化台灣威懾力的作為。

他認為，美國應該開始將其「一中」

政策稱為「兩岸」政策。中國有意將中國

的「一中原則」與其他國家更微妙細緻的

兩岸政策混為一談。美國將「一中」政策

稱為「兩岸」政策，將有助反擊中國既誤

導、又孤立台灣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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