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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即將在 1 月 13 日舉行總統和立法委員選舉，此次投

票將再次在中國混合戰及秘密操弄影響下進行。中國的動機

在於破壞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並擴大其全球影響力。 

  

台灣自 1996 年舉行首次總統直選以來，已歷經 7 次總統大

選，其中 3次政黨和平轉移。在台灣從威權主義成功過渡到

民主政體的這些年裡，民主價值已深植在台灣人民心中。國

際機構肯定台灣的成功故事，經常評等台灣的自由、民主和

人權為亞洲最佳。 

  

這次即將到來的選舉，風險比以往歷次都高，不僅對台灣如

此，對全球民主社會也是。在台灣主要政黨及其候選人在作

選前最後衝刺之際，中國史無前例地持續干預台灣民主進程。

中國軍機不斷飛越台灣海峽中線，提醒選民戰爭仍有可能發

生；就在聖誕節前夕，中國宣布將中止對台灣部分石化產品

的優惠關稅，以警告選民潛在的經濟挑戰。 

  

中國政府對其軍事脅迫和貿易操縱的目的毫不掩飾。訊息十

分清楚：台灣選民必須拒絕執政的民進黨候選人賴清德及蕭

美琴，否則後果自負。這種直率的言語顯示，北京毫不畏懼

被視為介入台灣大選的一角。 

 



中國在台灣代理人進行的介選行為，極其明目張膽，但並不

令人驚訝。他們建立假機構和假新聞網站，進行假民調，並

使用成千上萬個假社群媒體帳號，試圖操縱公眾辯論和輿論。

中國並邀請台灣民選基層公職人員訪中，行程包括灌輸支持

特定候選人的訊息。中國利用台灣的開放，向台灣大量散播

假訊息，並加強網攻，試圖欺騙台灣民眾接受其論述。中國

介選的目的，在於贏得關鍵少數搖擺選民的支持；在如此激

烈的選戰中，加上中國配合操弄，其或許有可能得逞。 

  

中國的行為及將造成更多潛在的危害，並沒有被忽視。美國

「紐約時報」去年 12 月引述一位美國國家安全官員表示，

中國可能採取重大行動－包括使用人工智慧，傳播假訊息並

影響民主國家的選舉。眾所周知，台灣是中國企圖在海外拓

展惡性影響力的試煉場，從這個意義上說，台灣位居抵制中

國威權擴張的最前線。 

  

中國在國內建立了「歐威爾式」的監控國家，現在開始將注

意力轉向操控其他國家的選舉，以達符合其利益的結果。如

果台灣的自由受到損害，世界民主國家的共同價值也將受到

嚴重影響；由於台灣在國際供應鏈－尤其是高階半導體－扮

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也必將對全球經濟繁榮造成重大衝

擊。 

  

如果中國成功影響台灣投票結果，其將會在其他民主國家運

用相同手法，以推動其所偏好的國際秩序。民主國家絕不應

讓這種情況發生。台灣 1月 13日的選舉，只是 2024年全球

將舉行 40 多場自由公正的大選之一，任何威權政權都不該



被容許影響任何民主進程的結果。 

 

近年來，特別是自 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民主國家

對台海和平穩定表達更多關注，並警告中國不可片面改變現

狀。台灣衷心感謝 G7、歐盟、去年 8月美日韓大衛營峰會等

國際會議所發表的支持聲明。身為台灣外交部長，我呼籲國

際社會嚴正關注中國試圖透過影響力和混合戰－包括網攻

和假訊息－來破壞台灣民主的行為。這些手法較不引人注目，

但比起中國透過武力或脅迫來改變現狀，可能更有效、成本

更低。 

 

台灣正採取措施以反制中國的干預，也正記錄相關經驗，選

後將儘快諮詢國際專家並發布分析結果，希望能夠協助民主

國家學習如何因應惡意獨裁的影響。我們希望把台灣的經驗

轉化成正面貢獻，共同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並幫

助自由世界對抗試圖侵蝕民主制度的威權力量。我們相信，

民主將會獲勝！ 

  

台灣外交部長吳釗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