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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總統府、達志影像 

兩岸領導人新年談話與兩岸關係展望 賴:審慎樂觀 習:

難掩憂心 

楊志恆 

臺北醫學大學兼任副教授 

一、賴清德新年談話令人樂觀 習近平像是「八股」賀辭 

    今(2025)年 1月 1日，臺灣總統賴清德發表「以民主厚植國力 迎

向世界新局」為題新年談話，強調：一，我們要堅定地走在民主的道

路上，民主不只是自由的生活方式、社會多元蓬勃發展的動力，更是

外交上贏得國際信任的品牌。不論臺灣受到任何威脅和挑戰，民主都

是臺灣唯一的路，只有繼續走，絕不回頭。二，要持續厚植國力，強

化臺灣經濟韌性，深化全球民主供應鏈的韌性。讓臺灣持續引領全球

民主供應鏈的進步，確保全球民主供應鏈安全與穩定。三，要持續均

衡臺灣，落實世代正義，讓全民共享經濟發展果實。賴總統強調，民

主臺灣是 2,300 萬人做主，不分族群、世代、黨派、城鄉，都是國家

的主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去(2024)年 12月 31日發表新年講話，

強調在科技和經濟方面高質量發展超越歐美國家；他特別提到 2025年

外部環境有不確定性的挑戰，要以中國式的現代化，開闊更寬廣的前

景。在國際社會關注的兩岸關係發展方面，賴總統雖沒有特別着墨，

但秉持一貫期待兩岸善意交流對話之心沒有變；習近平則強調要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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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和澳門的模式，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加上「兩岸一家

親」的統戰策略；和賴總統審慎樂觀態度比較起來，習近平對兩岸關

係發展主張是僵硬的，他想要「統一」壓力，年年疊加，至於人民對

新年所期望的需求幾乎沒有着墨，尤其是渴望的民主。其實，習近平

新年賀辭，不但中國人民沒有感受到新年新氣象，連國際社會都覺得

極權專制的氣氛更加濃厚，像是陳腔濫調的「八股」賀辭。 

二、「普世價值民主」是兩岸人民的共同追求 

（一）普世價值民主，才是人民所需要的生活方式 

    在當今的國際社會，各國人民不論是在自由民主國家，或是被迫

在極權專制政權統治下生活，都知道儘管民主不完美，但是個好東西，

這點在胡錦濤時期中國學者就出書宣揚過；而習近平卻創造出中國式

民主，運用中共控制的傳媒，灌輸人民「民主」就是習近平定義的內

涵。其實，中國式民主、中國式現代化等，都是中共極權專制的同義

詞。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民主」是學習過程積累起來的人民「生活智

慧結晶」，是「由下而上」累積經驗昇華而成。臺灣已經是民主國家，

但一直在完善民主內涵與制度，讓它能更滿足人民的意志與願望；而

不像習近平強調，中國政府要達到中共指導下的「十四．五規畫」要

求目標。其實，習近平強調的「從上而下」施政方式，僅能表現統治

者烏托邦的幻想，禁不起實際的考驗，更不可能代表人民的意志和願

望。賴總統強調要堅定走民主道路，絕不回頭，也是期待中國人民，

有朝一日也能同享普世價值民主生活。目前臺灣雖然政治紛爭不斷，

但還是堅持在憲政體制內，依循民主的方式解決爭議，這是積累民主

經驗與昇華必然的過程；民主的內涵包括人民在憲法保障下的言論、

集會、遊行等政治權利，這些在民主臺灣尚有不完善之處，需要不斷

地改進，絕對不像中國在習近平「由上而下」的「鳥籠式民主」統治，

讓中國人民年復一年「忍受」中共政治恐嚇過新年。 

（二）中國式民主人民仍然生活在專制極權統治下 

    儘管習近平不斷地對人民宣傳中國式民主的優越性，包括與其他

政黨的政治協商制度，但中國 8 個在野的民主政黨 70 多年來還是那

麼小，且都在中共資助金錢與保障政府職位下苟延殘喘，中共還在政

治局重要會議後舉行通報會議，由習近平以中共總書記身份向他們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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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以示尊重。事實上，世上沒有任何國家的在野黨願意當「萬年

在野黨」，但在中國是不得由你選擇，因為中共就是要他們做「民主樣

板」給國際社會看，這就是所謂的中國式民主，在不變的「萬年執政

黨」中共屋簷下存在，還是極權專制的政治環境，70多年來從沒有一

絲絲的民主進步。歐美國家對 2012 年開始執政的習近平曾經抱持過

希望，期待他能比胡錦濤更讓中國人民獲得更大的民主生活空間。但

是，12年過去了，國際社會還是稱呼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是極權專制

國家，將中國與俄羅斯、北韓、伊朗等並列為極權專制軸心國家。 

三、民主臺灣平常心看待世局的變動  極權專制中國擔心中

共政權被推翻 

（一）中國製造臺灣的敵人 臺灣卻謀求兩岸關係友好 

    前瞻 2025年，臺灣人民都希望能夠以民主在國際社會交朋友，確

保區域和平安全。臺灣越安全，世界就越安全；臺灣越強韌，世界民

主防線就越穩固。這是臺灣人民的信念。其實，習近平認為臺灣問題

是中國內政問題，是要阻絕國際社會和臺灣交往，就是要臺灣像香港、

澳門一樣同樣受中共的領導實行和中國同樣的政治制度與實施一樣的

法律規定。所以，一直在製造障礙阻止臺灣走向國際。民主是無敵於

天下的，但中國卻是懼怕自己人民覺醒，起來推翻中共政權。75年來，

中國最擔心的是西方國家利用民主來「和平演變」人民，因此，要斷

絕中國人民與國際社會的聯繫。現在，習近平的兩岸政策也是一樣，

想要臺灣人民和國際社會斷絕關係。這是不可能做到的，臺灣人民誠

如賴總統所說，是印太地區民主繁榮穩定的推動者，廣受歡迎，而世

上沒有哪一個國家不要經濟繁榮和人民生活安定。 

（二）美國政局變動中國風吹草動 

    習近平認為 2025 年外部環境對中國是不確定性的挑戰；而賴總

統表示，展望 2025年，有超過 70 個國家，在去年舉行選舉，有全新

的民意，當各國的政局展開新局、國際的局勢快速變化，臺灣更要繼

續以穩健的步伐，向前邁進。兩岸領導人對 2025年的願景看法是不同

的。臺灣是樂觀的；中國在習近平的領導下，增多了一層不確定性的

壓力，尤其是美國迎來對中國課徵高關稅的川普（Donald Trump）政

府經濟壓力，美國政局稍有變動，中國風吹草動，都是壓力；民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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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則是樂觀地面對不同面貌的美國友人。對習近平來說，國際局勢變

動似乎是增加更多敵人，連中國內部也增加更多貪腐幹部，這些是習

近平的敵人，習近平掌權越久，他的敵人不論是在國內或國外，只會

增多，這樣的領導人只會將中國引領到孤獨的道路，沒有樂觀的新年。 

四、臺灣迎接新年新氣象 獨裁專制中國卻擔心世局變動影

響中共政權穩定 

    對民主臺灣而言，政權透過定期的改選不斷展現新的民意，展現

國家靈活與人民的活力；但是，對極權專制中國，民主政治的定期改

選人民選擇執政黨，卻視為洪水猛獸。去年全世界就有 70多個國家舉

行選舉，為了不讓中國人民知道各國選舉改變政局，習近平封鎖選舉

新聞傳播到中國，也不准中國媒體報導選舉。因此，在世界各國包括

臺灣歡欣迎接 2025年到來時，中國政府卻擔心世局變動，會影響中共

政權的穩定。其實，年年都有國家選舉，習近平就年年憂心匆匆，為

了不讓中國人民知道國外選情與政局的變動，中國每年花費在媒體控

制、社會控制和擔心人民的抗議活動而進行國家安全的「維穩」經費，

與保護領土安全利益的國防經費支出相當。從今年兩岸領導人的新年

賀辭演說，光是對兩岸關係發展比較，賴總統顯得審慎樂觀，而習近

平難掩對未來的憂心，因為，他還要擔心許多國家舉行選舉政局的變

動，對中共政權穩定的衝擊。 

 

編按：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遠景基金會之政策與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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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 

本基金會為研究國際政經情勢之民間學術智庫，旨在

針對國際政經情勢及戰略與安全等領域，將學術研究成果

具體轉化為政策研析，作為我政府參考，深化學術研究能

量，並增進與國際重要智庫交流與互訪。 

臺北市汀州路三段 60 巷 1 號 

Tel: 886-2-23654366 

Fax: 886-2-23679193 

http://www.pf.org.tw 

http://www.pf.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