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藻外語大學公共關係室剪報表格 

資 料 來 源： 臺灣中評網(2) ‧刊登版面：第    版 日 期：109年 03月 06日 

  林文斌表示，RCEP 從 2011 年發起，2012 年開始談判，原本 16 個成員國包括東協 10 國、外加中

國大陸、日本、韓國、紐西蘭、澳洲及印度等 6 國。除了台灣之外，幾乎亞洲具有規模的經濟體全被納

入。這個組織不僅涵蓋全球 47.4%的人口、32.2%GDP、29.1%全球貿易與 32.5%全球投資，即便印度

最後退出，其規模仍居全球之冠。當台灣跟東南亞國家無投資保障協定時，基本上東協國家在地緣政治

上還是要給大陸面子。 

 

  觀察東協各國在政治氛圍上與歐盟與北美共同市場的差異性？ 

 

  林文彬說，RCEP 比較像“俱樂部”的概念，每個東協國家都是獨立個體，政治上彼此互不干涉，

當然也包括“台灣問題”。因此在美中關係對峙的大格局下，東協各國只會兩邊得利，反觀台灣僅能在

夾縫中求生存。 

 

  林文斌分析，話雖如此，台灣人在面對兩岸議題的心態，絕大部分民眾相信民進黨大於國民黨。台

灣政局的“勢”，目前民進黨身上不在國民黨身上。 

 

  林文斌觀察，或許蔡英文總統想回到 1992 年之前“沒有九二共識”的兩岸互動模式，針對兩岸共

同重大議題，例如過去的開放老兵探親、千島湖事件等重啟海基、海協兩會對談，但大陸是否買單？或

許大陸對台的政策其實沒想像中死硬，有時還是靈活的，只要想談或願意定調，對台灣而言就是契機。

先拉高姿態、再放低身段，或許對蔡政府而言會是一種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