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问题研究

和平崛起
、

中关
卫乙动与两岸

和解

. 倪世雄 牛海彬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 21 世纪和平合作发展时代的一个重

大事件
。

它的影响正在显现出来
。

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仅关系

到中国自身的发展 目标和发展道路
,

也关系到对世界未来发

展有着深远影响的中美关系
。

在此背景下
,

台湾问题仍是中

美关系中的敏感和重要问题
。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

由于中国

影响力的全方位上升
,

中美关系 日趋复杂和重要
,

两国互动

有了很大的深化与扩展
,

也为台海两岸和解创造了更为有利

的形势
。

和平崛起呼唤两岸和解

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意味着中国未来发展的目标
、

本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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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和影响都是和平的
。

此外
,

中国和平崛起也要求实现两岸

和解
。

和平崛起与两岸和解的辩证关系是
:

两岸和解是和平崛

起的重要标志
,

和平崛起又是两岸和解的重要保障
。

和平崛起

对两岸和解的积极影响可以从两岸关系
、

地区发展和全球政治

三个角度加以理解
。

首先
,

和平崛起要求维持稳定
、

和平
、

共赢的两岸关系
,

这是两岸共同发展的重要依托
。

中国和平崛起体现为大陆与台

湾的共同进步
、

共同繁荣
。

两岸冲突对两岸的经济建设与社会

进步势必造成巨大破坏
,

严重损害中国崛起的战略基础
。

中国

和平崛起战略之所以能够引起海峡两岸的关注
,

正是因为它蕴

含着争取两岸和解的积极信息
。

1 9 7 8 年至今
,

中国的综合国力快速增长
。

中国已经是

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实体及世界第二大的外汇储备

国
。

有人据此认为
:

中国的崛起已经不是一个预期
,

而是

一个事实
。

¹ 尽管中国取得 了显著的成绩
,

但是中国人均

G D P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

地区发展很不平衡
,

建设和谐

社会任重道远
,

改革有待继续深化
,

这些构成事关中国发

展命运的大局
。

因此
,

中国正在崛起之中
,

断定 中国 已经

崛起为时尚早
,

中国的崛起 尚需时 日
。

正如江泽民同志在

20 0 2 年 5 月提出的
,

21 世纪头 20 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战

略机遇期
。

要把握这个战略机遇期
,

两岸就要尽最大可能

避免陷于战事
。

和平崛起战略要求中国能够把握难得的战略机遇期
,

全身

¹ Fa r以月乙ka ri a , “

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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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投入国家现代化事业
,

这是国家发展的整体战略
。

两岸和解

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有机组成部分
,

是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一部

分
。

在确保祖国领土完整与主权统一的基础上
,

要尽一切可能

追求两岸和解
,

确保两岸关系最大程度地服务国家整体发展战

略
。

清朝尽管收复了台湾
,

但因为国家的衰落最终还是丢掉了

台湾
,

因此中国的发展是更为重要的问题
。

¹ 和平崛起战略的

顺利实施
,

有助于全面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
,

进而为两岸和解

创造最好的条件
。

台湾同胞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对稳定
、

和平与繁荣的两岸

关系的企盼
,

这个民意基础应该得到尊重
。

和平崛起与两岸和

解是支持这一民意的最佳选择
。

对此
,

海峡两岸的有识之士应

该直面现实
,

尽最大的努力让彼此对两岸关系达成温和与理性

的共识
。

贯彻落实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
,

只要是对台湾同

胞有利的事情
,

只要是对促进两岸交流有利的事情
,

只要是对

维护台海地区和平有利的事情
,

只要是对祖国和平统一有利的

事情
,

我们都会尽最大努力去做
。

唯此
,

两岸关系才会峰回路

转
,

朝着和解方向前进
。

事实上
,

随着大陆开放的不断深人
,

两岸关系已经取得长

足进步
。

在贸易领域
,

大陆和台湾的双边贸易额在 20 0 4 年为

70 0 亿美元
,

比 20 03 年增加了 34
.

2%
。

在投资领域
,

台湾在

过去的 20 年内对大陆投资超过 10 0 0 亿美元
。

目前在大陆居住

的台湾人至少 30 万
。

2 0 0 4 年来大陆访问的台湾同胞达到 370

万人次
,

比 20 03 年增长了 35 %
。

在大陆学习的台湾学子大约

¹ 江西元
: “

和平
、

发展与祖国统一相互关系辨析
, ” 《国际观察》 20 04 年

第 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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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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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5 000 人
。

¹ 经济相互依赖和人员往来的长远效应将会逐步

显现
。

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
,

台湾同胞对大陆的了解 日益深

化
,

在看到大陆巨大进步的同时
,

对大陆的不足之处也会有更

深认识
。

因此
,

在两岸互动过程中
,

如何改善大陆 自身的形

象
,

切实体现大陆对台湾同胞的善意显得特别重要
。

所幸
,

和

平崛起正是致力于改善自身形象
,

提升自身实力的正确战略
。

其次
,

从地区层面看
,

东亚的经济合作蓬勃发展
,

地区内

国家不希望发生台海冲突
,

存在形成反对台独地区框架的可能

性
。

和平崛起战略要求中国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

境
。

东亚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地缘依托
,

东亚的和平与稳定

对中国和平崛起至关重要
。

如果台海发生战争
,

那么
, “

中国

威胁论
”
可能会沉渣泛起

,

地区经济发展也会受到严重打击
,

地区国家还必须被迫在中美之间做出战略选择
,

显然这不符合

中国的国家利益
。

东亚是中国实践和平崛起和施展影响力的主要区域
。

近年

来
,

通过扩大外交
、

经济
、

军事与文化交流
,

增加对东亚多边

组织的参与
,

在领土争端上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等方式
,

中国

正在表明自己所走的是一条和平崛起的道路
。

在不损害领土
、

安全等国家核心利益的情况下
,

务实地谋求地区稳定
,

追求更

大的经济优势和政治影响力是中国东亚政策的主要特征
。

中国

奉行
“

与邻为善
、

以邻为伴
”

和
“

睦邻
、

安邻
、

富邻
”

政策
,

坚持
“

互信
、

互利
、

平等
、

协作
”

的新安全观
,

这有利于地区

内国家逐渐接受中国崛起
。

伴随着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与军事

¹ T he As ~
a t司 Pr e s s , “Fa e t s abo u t C h in a- Ta iwan T ie s , ,, Th e 只,a sh in g z o n

Po s r , A Pr il 29 , 20 0 5
.

一 10 7 一



美国问题研究

力量
,

中国对待亚洲邻居的方式 日趋温和与灵活
,

结果是中国

在该地区影响的显著扩散
。

¹

东亚是当前全球经济最活跃的地区
,

聚集了世界上经济发

展速度最快的国家
。

台海冲突将会破坏地区的投资环境
,

进而

损害地区的经济活力
。

在这种情况下
,

东亚国家倾向于支持中

国的和平崛起战略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
。

地区内国家维护和

平的努力比比皆是
,

例如东盟接受中国加人东南亚和平友好条

约
,

中国与东盟签署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等等
。

中国已经与

东亚国家形成了比较深刻的共存共荣关系
。

发展地区合作应对

全球化和地区化的挑战
,

同时避免区内权力结构变化带来的挑

战渐渐成为东亚多数国家的主张
。º正如胡锦涛主席在 20 0 2 年

4 月份访问马来西亚时指出的
: “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亚洲
,

亚

洲的繁荣离不开中国
。” » 地区国家有着强烈的愿望为台海局

势的稳定做出贡献
。

第三
,

从全球层面看
,

两岸和解有利于中国充分利用经济

全球化的机遇
,

加快和平崛起的步伐
。

中国和平崛起战略有两

个要点
:

一方面是以经济力量崛起为核心的全面发展 ; 另一方

面是学习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大国
。

把握好这两个要点有

利于中国与外部世界维持良好的关系
,

特别是保持和深化中美

¹ R o b e r t S u t te r , “ A s ia in th e
Ba lan e e : A m e ri ca an d China

’ s ‘ Pea e e fu l

R is e ” , ,

Cu rre
n t H is ro勺

,

VO lu me 10 3 , N o .

6 7 4 ,

Se p t e m b e r 20 0 4 , p
.

28 4
.

º Je a n n ie H e n d e rso n , R ea s se s s i n g A S E AN
,

助nd
o n : () x fo rd U n iv e r s it y

P r e s s , 19 9 9 , p p
.

14一28
.

» C hea h C ho r S x j i , “

W e a r e G以记 Pa rt ne r , ” N昆
, St ra it s Ti 爬

: , A p ri l 25 ,

20 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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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性合作关系
。

在全球化时代
,

各国之间相互依赖程度很

高
,

中国的和平崛起离不开世界的支待
。

¹ 中国能否抓住经济

全球化机遇
,

实现和平崛起
,

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
,

这些都离

不开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认同和支持
。

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离不开中国的和平崛起
。

中国采取了

与日本非常不同的发展模式
。

中国注重出口导向的同时并没有

封闭国内市场
,

而是积极向外国的投资与贸易开放国内市场
,

结果世界上多数国家开始变得依赖中国市场
。

对许多发达市场

或者发展中市场而言
,

中国都是不可缺少的贸易伙伴
。

中国不

仅仅是大批质优价廉商品的出口国
,

而且是全球举足轻重的产

品与能源原材料进 口国
。

此外
,

作为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大国
,

中美关系对于全球的稳定与安全有着重大影响
。

事实上
,

中美

两国常常互相借重
,

致力于共同维护地区和全球秩序
,

在反对

恐怖主义
、

化解朝核危机
、

维持台海稳定等问题上保持了较好

的合作态势
。

中国和平崛起是政治崛起与经济崛起
,

绝非军事崛起
。

中

国在世界上不是依靠武力说话
,

而是通过政治交往与经济双赢

来森得朋友
。

通过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往
,

不断增进共同利益

和政治互信
,

进而赢得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和平独立外交的目

的
。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
。

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
,

有更多的理

由去追求两岸的和解
。

基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前景
,

中国政府相

信
,

解决台湾问题
,

时间在大陆这边
。

和平崛起以及随之而来

的综合实力的提高是两岸和解的重要保证
。

没有国家的完全崛

¹ Zh e n g Bij ian
, “Chin a ’s ‘Pe a e e hi l斑

s e , t o G rea t一Po w e r S ta tu s , ” Fo rez 邵
A jfa i rs , V o l

.

8 4 , Iss ue s ,

Se p te m be r /OC to be r 20 c 5 , p , 18 一24
.

一 10 9 一



美国问题研究

起
,

两岸和解就会面临巨大困难
。

而两岸和解有利于增强中国

的国际影响力
,

改善国家的形象
。

和平崛起与两岸政策调整

由上所述
,

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提出必然孕育着对两岸政

策的再思考
。

实践表明继续沿用传统的对台政策难以有效遏制

台独势力的发展
,

两岸政策调整渐渐提上议事日程
。

在和平崛

起的战略框架下
,

中国两岸政策仍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

但政

策内涵有了很大拓展
,

策略上更具包容性和灵活性
,

同时显著

增强对台独势力的威慑
。

有人将此概括为
“

软的更软
、

硬的更

硬
” 。

具体而言
,

和平崛起战略下两岸政策的调整主要体现在
:

第一
,

和平崛起呼唤制定一部能够有效遏制
“

台独
”

力

量
、

切实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法律
,

把维护一个中国的意志法

律化
。

奉行台湾独立党纲的民进党已经进人第二个执政期
,

“

台独
”

势力进一步推动岛内去中国化
,

台独形势因台湾认同

和民主化的发展更趋复杂
。

美国在 《与台湾关系法 》 的指导

下
,

不顾中美政府之间达成的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
,

以维护两

岸军力平衡为幌子
,

不断对台售武
,

进一步助长了
“

台独
”

气

焰
。

面对
“

台独
”

势力制造的危机
,

大陆频频处于应付危机的

被动之中
,

两岸互动缺乏长期性
、

法制性的规范手段
。

在海外

华人的倡议下
,

2 0 05 年 3 月 14 日
,

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

议表决通过了 《反分裂国家法》
。

该法把党和政府 20 多年来争

取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
、

政策和主张法律化
,

体现

了以最大的诚意
、

尽最大的努力争取两岸和解前景的一贯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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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

该法是一部为应对台独发展
,

应和平崛起战略要求
,

事关

未来两岸关系的重要法律
,

具有法律上的先发制人的效果
。

¹

该法的宗旨是维护一个中国的基本原则
,

实质是为了争取两岸

和解的前景
。

台湾问题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

涉及中国海洋权益
,

涉及中华儿女的民族尊严
。

简言之
,

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核心

国家利益
。

作为最后的选择
,

诉诸武装力量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是各国的通则
,

中国也不例外
。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

上强调不放弃使用武力
,

正是出于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考虑
。

众所周知
,

有效的威慑是和平的重要保障之一
,

它有两个要

件
:

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使用这种力量的意志
。

用国家法律的

形式可以明确地表明这种意志
,

减少误判的空间
。

《反分裂国

家法 》表明了非和平方式采取的底线
、

程序和范围
,

具有约束
“
台独

”
分裂势力和外部干涉力量的作用

,

通过有效的威慑减

少有关各方误判的发生
,

希望最终达到防止战争的目的
。

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不等于倾向使用武力
。

相反
,

不放弃

使用武力是实现两岸和解的重要保障
。

尽管 《反分裂国家法 》

在海外引发了诸多争议
,

但是该法表明了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

上的政策与态度
,

通过法律形式消除两岸关系中多个误区
,

指

明了未来两岸政策的基本趋向
。

《反分裂国家法》反对的是
“

台独
”
分裂力量以及外来干涉力量的分裂行为

,

而不是最广

大的台湾同胞
。

在该法的规范下
,

不支持台独的民意有望团结

起来
,

相关国家也会尽力防止
“
台独

”
力量的挑衅

,

一条反对

台独的统一战线就可能建立起来
。

从立法宗旨来看
,

该法并不

¹ Jia n w e i W a n g , “

Be ijin g ’s

Le , 1P r ee m p t io 。 , ”

Pa e N e t , Fe bru a ry 4 , 20 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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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外界认为的是一部战争法
,

¹ 也不是一部
“

不必要的
”

法

律
,

而是一部震慑
“

台独
”

势力和分裂势力的法律
,

它有效地

避免了台海冲突的风险
,

同时它的开放性也顾及台湾问题的长

期性
。

第二
,

为了争取两岸和解的前景
,

和平崛起战略下的两岸

政策更加灵活
、

务实
,

更富包容性
。

为了团结各方的积极力

量
,

进而在两岸关系中发挥主导作用
,

大陆两岸政策有了新的

发展
。

政策调整的根本 目的是防止台湾独立
,

进而通过直接
、

有效地影响台湾民众来推进两岸和解进程
。

这在胡锦涛主席的

四点意见和 《反分裂国家法》中得到集中体现
。

胡锦涛主席 20 0 5年 3 月 4 日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

就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提出了四点意见
: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决不动摇 ; 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 ; 贯彻寄希望于台湾

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 ; 反对
“

台独
”
分裂活动决不妥协

。

胡锦

涛主席的四点意见是迄今为止对中国政府两岸政策的最全面
、

最简洁的概括
,

既表明中国政府对台方针政策的连续性
、

稳定

性
,

也充分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

当今时代虽已步人全

球化和信息化社会
,

但是主权国家依旧是最强有力
、

最具合法

性的政治组织
,

同时对人本身的关切也逐渐成为具有普适性的

价值
。

胡锦涛主席对两岸政策的新概括集中强调了主权完整和

以人为本的精神
,

具有较强的时代性
。

针对台湾问题的特殊性
,

前副总理钱其深在 20 01 年举行

的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国际论坛上指出
,

在
“

一国两

¹ J im Ya rd le y , “C hin a
块

n ie s ‘T a iwa n ’

La w o n Se e e s s io n Is a ‘

W a r Bi ll’”

1’h e N ew yo rk Ti 姗
s , M a r e h l 4 , 20 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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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
框架下解决台湾问题

,

可 以实行比港澳更宽的政策
。

比

如
:

台湾可以继续使用台币 ; 继续保留军队 ; 继续作为单独关

税区 ; 继续保持政府架构 ; 大陆不会收取台湾一分一厘的税

款
,

不会调取台湾一分一厘的资金 ; 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保持

不变 ; 台湾企业家保有原有财产 ; 台湾人事自主
,

大陆不派官

员去台湾任职
,

如此等等
。

实现两岸和平统一
,

可以充分保护

台湾同胞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
,

对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

国人民有利
,

也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

¹

前副总理钱其深上述关于台湾问题特殊性的观点在胡锦涛主席

关于两岸关系主张的新概括和 《反分裂国家法》中得到了体

现
,

显示了中国政府对台政策的延续性和一贯性
。

《反分裂国

家法》重申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实现两岸和解基础的政策主

张
,

明确了一个中国原则的完整表述
: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

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

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
。

《反分裂国家法》没有明确提出
“

一国两制
” ,

而是指出台湾可

以实行不同于大陆的制度
,

高度 自治
‘

《反分裂国家法 》对两

岸和解的步骤和安排
、

台湾的政治地位
、

台湾地区在国际上与

其地位相适应的活动空间以及其他两岸关系议题都保持了开放

的态度
,

预留了极大的谈判空间
。

第三
,

和平崛起战略要求将处理两岸关系的主动权掌握在

两岸中国人手中
,

明确了台湾人民是发展两岸关系的重要依靠

力量
。

在胡锦涛主席关于发展两岸关系的四点意见中
,

第三点

意见特别指出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
。

这一主

张颇有新意
,

反映了当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台工作的重

¹ 《人民日报》 (海外版)
, 20 0 1年 0 9 月 11 I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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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

也反映出党和政府对台湾问题特殊性的深刻认识
。

台湾问

题不同于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
,

大陆的主要谈判对象不是外国

政府
,

而是台湾同胞及其选举的台湾当局
。

在会见来访的台湾

在野党领袖连战
、

宋楚瑜和郁慕明主席时
,

胡锦涛主席均强调
“

要向世界表明两岸的中国人有能力
、

有智慧解决彼此的矛盾

和问题
,

共同争取两岸关系和平
、

稳定
、

发展的前景
,

共同开

创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
” 。

《反分裂国家法》第三条也明确规

定
,

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
,

不受任何外国势力的干

涉
。

台湾同胞是大陆人民的骨肉兄弟
,

是发展两岸关系的重要

力量
,

也是遏制
“

台独
”

分裂活动的重要力量
。

设身处地为台

湾同胞着想
,

千方百计照顾和维护台湾同胞的正当权益是走出

两岸关系困境的关键
。

从谈判对象的选择标准来看
,

中国政府展现了争取两岸和

解的最大诚意和灵活性
。

这里的台湾人民不仅包括普通台湾同

胞
、

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各个党派
,

还包括
“

台独
”

势力中可

以被转化的积极力量
。

政协主席贾庆林同志在纪念江泽民主席

对台讲话发表 10 周年之际指出
,

对于同什么人谈判
,

我们关

注的是他推行的政策及对两岸既有谈判基础的态度
。

在一个中

国原则的前提下
,

谈判的议题是开放的
,

空间是广阔的
。

我们

也愿意与认同
“

九二共识
” 、

反对
“

台独
” 、

主张发展两岸关系

的台湾各党派
、

团体和代表性人士寻求协商解决问题的新途

径
。

广大民进党成员与极少数顽固的
“

台独
”

分子是有区别

的
。

我们欢迎他们以适当身份来大陆参观访问
。

只要民进党放

弃
“

台独党纲
” ,

停止
“

台独
”

分裂活动
,

我们愿意做出正面

回应
,

与之接触交往
。

事实上
,

在中国两岸政策出现上述调整后
,

两岸关系出现

一 1 1 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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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积极的变化
。

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
、

亲民党主席宋楚

瑜以及新党主席郁慕明分别率团访问了大陆
,

并且与中共中

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实现了举世瞩目的会晤
。

基于
“
一个中

国
、

反对台独
”
的共识

,

两岸政党领袖之间的直接对话开创

了两岸政党合作的新局面
,

增进了两岸的相互沟通
。

国亲两

党占据多数席位的台湾立法院一再封杀对美重大军购案显示

了在野党制衡
“

台独
”
的重要作用

。

虽然两岸相互交流停顿

已久
,

不能奢望一夜之间能改变局势
,

但两岸互动的局面已

经打开
,

也是不争的事实
,

两岸的前景值得期待
。

尽管造成

两岸关系回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

但大陆两岸政策的调整在

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

中美互动与两岸和解

从大国政治的角度看
,

和平崛起与两岸和解是中美两国关

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

美国与中国是当今世界的主要大国
,

发挥着全球性影响
,

两国关系日趋重要和复杂
。

现实主义学者

多倾向于从实力结构的角度看待中美关系
,

实力均衡
、

核威慑

以及霸权等成为主要的分析变量
。

¹ 在权力转移理论看来
,

大

¹ 参见 Ya n x u e to 馆
, “D eC a d e o f Pe ac e in E a s t A s ia , ” & R o be rt 5 RO s s ,

“

压即la h ty a
记 压la n e i呀 in E as t A si a , ”

见阎学通
、

周方银编
:
《东亚安全合作》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 0 4 年版

,

第 24一10 3页
; Jo }。 Me a r shei me

r ,

Th e T ra g e d 少

of G 邝a t P~
; Po li t ic , , N Y :

w. w. 吻
r to n & co m pan y , xn 。 , 20 0 3 , p p

.

40 1一

4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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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权力对比的急剧变化并不必然导致战争
,

而崛起中国家是否

满意现状是很重要的因素
。

从实力对比上看
,

目前中国的综合

国力并非最靠近美国
,

短期内赶上美国的可能性也非常低
。

从

中国对现存国际体系的态度来看
,

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

中国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实现了巨大的发展
,

中国基本上是现

存国际体系的受益国
,

中国目前争取的是融人现存国际体系
,

而非彻底改造现有的国际体系
。

因此
,

从力量对比和战略意图

来看
,

中美合作的空间很大
。

中国 目前处于战略机遇期
。

全力发展经济
,

积极深化与美

国的合作符合战略机遇期的要求
。

自
“
9

·

1 1 ” 事件之后
,

美

国在全球重要区域开展反恐战争
、

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以及推进民主
,

处于战略调整期
。

美国一方面要防止区域性大

国的崛起
,

这与上升态势的中国形成一定的矛盾 ; 另一方面要

处理新的全球性挑战
,

中美合作势在必行
。

即便是针对中国的

崛起
,

美国也并非完全主张遏制
,

积极的接触政策自中美建交

以来就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
。

基辛格博士指出
,

中美关系也许

最能体现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两党一致与长期持久性
。

尽管里

根
、

克林顿与乔治
·

布什政府上任伊始有短暂的偏离
,

但是自

尼克松开始
,

7 位美国总统不断确认与中国保持合作关系以及

对一个中国政策承诺的重要性
。

¹ 20 0 5 年 9 月
,

美国副国务卿

佐利克将中国角色定位成共同经营者或利益枚关者 ( S tak e -

to n 尸o s t

H e n即 A. K i s s i吧
e r , “

Ch ina
: C冶n ta inrn

e n t W o n ’ t W o rk ” , th e 环乞sh i”g -

,

Ju n e 13, 20 0 5 : A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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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 ld er )
,

这反映了美 国政府对美 中合作的积极期待
。

¹ 事实

上
,

随着中美两国共同利益的扩展与深化
,

中美之间的议题广

泛而深刻
,

两国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倾向于友好往来的利益集

团
,

中美两国间公共外交与战略对话的开展也有助于双方相互

认知的优化
,

进而实现中美关系的战略改善
。

中美关系共同利益的扩展和合作势头的发展要求中美两国

更加理性地处理台湾问题
。

台湾问题虽是中国的内政
,

却是最

有可能将中美两国卷人冲突的问题
。

只有通过与美国的台湾政

策的协调
,

北京才可以抑制岛上的分裂势力
。

º 中美关于台湾

问题的三个联合公报确认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
,

这共同

构成了中美建交的基础
。

但是
,

19 7 9 年美国国会通过的 《与

台湾关系法》是违背国际法的
,

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

美

国对台湾的大规模
、

高质量军售以及 《与台湾关系法》的存在

为台湾提供了一定的安全保障
,

使
“

台独
”
力量可以轻视中国

政府的意志
,

延续台湾的分裂状态
,

进而达到最终独立的目

的
。» 因此

,

遏制
“

台独
”
力量与开展对美外交形成联姻

。

但

是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和中美关系的日益深化
,

在经贸
、

能

源
、

反恐
、

防扩和人权等众多中美议题中
,

台湾间题出现了边

缘化的迹象
。

2005 年 9 月和 n 月
,

胡锦涛主席和小布什总统

¹ Ro be rt 且 2 1笼llic k
, “W h i忿he r

以泛加
: F, 佩 M动.加r 与h iP to Re s户劝s

诙li -

t , ? ” R e

rna
rkS t o Na tlo n al C冶浏而 t tec on U S 一弓hina R e la t io n s ,

段p tetn b e r 21 ,

20 0 5
.

º W a n g Jis i , “ Ch ina
’ 5 Se arc h fo r St abi li t: , 初th A m e ri ca , ” Fo 爪卯 A f -

fa irs ,

Vo l
.

8 4 , I s s u e s ,

Se p t e m b e r /众t o be r 20 0 5 , p卜 39一 48
.

» Qu an she n g Z ha o , “C hina a卫l d M ajor Po w 〔r R el a tion
, in Ea s t A s ia , ” Jo u r -

na lof 肠刀忿翻加浓勺 以ina
, V o l

.

10 , I s s u e 29 , N . )v em 悦
r 20 0 1 , p 6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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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在纽约和北京进行了两次会晤
,

这两次会晤有两个引人注

目之处
:

一是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崛起中国家
,

美国则

是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唯一的超级霸权
,

凸显了中美关系是最重

要的一对关系 ; 二是台湾议题虽然在两次胡
、

布会谈中均有触

及
,

但它的重要性已不如北京所宣称的是最重要
、

最敏感的议

题
。

¹ 20 0 5 年 n 月
,

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关于中美建设性合作

关系的五点建议没有包括台湾议题
,

这显示出中美在台湾议题

上分歧的缩小
,

以及中美关系超越台湾议题进人了务实合作的

新阶段
。

美国政府对两岸关系的总体考虑有两个方面
:

一方面必须

顾及其立国理念和国会约束
,

出面维护台湾的民主自由 ; 另一

方面又不得不维持和中国大陆的良好关系
,

避免卷人两岸的军

事冲突
,

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

从 20 0 4 年初的
“

公投

绑大选
” ,

到
“

立委选举期间的
“

正名运动
” ,

两岸关系非常紧

张
。

与此同时
,

从小布什于 20 0 3年 12 月在温家宝总理访美时

所说的
“

反对台湾片面改变现状
” ,

到鲍威尔 20 0 4 年 10 月所

说的
“

台湾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 ,

美国对台湾的警告也在不

断升温
。

在 《华盛顿观察》的访谈中
,

美国前任助理国防部长

傅立民 ( Ch a s Fr ee m an ) 指出北京通过建立政党联络机制和

签订合作议程正在台湾建立 自己的政治基础
,

两岸长期的经济

整合的政治效用将会逐步显现
,

跨台海社会将是影响台海问题

最终解决的第三元素
。

美国世界安全研究所中国项 目主任孔哲

文 ( E ri 。 H ag t) 则高度评价了 《反分裂国家法 》对台海稳定

¹ 林正义
: “

布胡两次峰会及其对台湾影响
, ”

《交流》第 84 期
,

民国九十

四年十二月
,

第 25 一2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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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贡献
。

傅立民建议美国认真评估如果没有台湾问题会对美国

安全造成什么影响
,

孔哲文甚至建议中美讨论
“

后台湾时代
”

两国的安全战略关系
。

¹

关于台湾问题
,

美国存在着三个认识误区
:

北京会最终允

许台湾独立
,

不与美国对抗 ; 民主自决的表达足可以建立领土

主权
,

民主与缺少正式独立的政治安排不能相容 ; 反对台湾的

任何民主表达都是不道德的
。 º 而上述三个认识都低估了大陆

的影响
。

第一个误区是不明白大陆对台政策的底线
。

台湾问题

不仅涉及经济和安全等主权利益
,

而且是一场挽 回颜面之

争
。 » 大陆会不惜任何代价阻止台湾从祖国永久分裂出去

。

第

二个误区是台湾活跃的民主并非没有条件
。

台湾生机勃勃的民

主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

所达成的谅解
。

¼ 第三个误区是民主并不是全部
。

当
“

台独
”

力量打着民主的招牌行独立之实时
,

民主并不会带来安全
,

无

论是从北京还是从华盛顿
。

当然
,

华盛顿的态度会视北京的反

应程度而定
,

大陆必需表明愿意为此付出何种代价
。

大陆制定

明确的
、

详尽的两岸政策是减少美国形形色色误判的关键
。

目

¹ 陈雅莉
: “

牵台湾一发
,

动中美全身
” ,

《华盛顿观察》周刊 ( hi tP :

刀

www. W a shi 飞t o n o bse rve
r. o馆 ) 第 46 期

, 20 0 5 年 12月 28 日
。

º CA I飞) Ha
n d boo k fo ;

。
n g re s : ,

PO lie y 又ec o

mrne nd a tio n s fo r the 一0 8 , h

助
n g r e s s ·

» 参阅 H a ro ld J
.

K ea rs le y , “

An An
a l邓15 创 the Mi lita 口 T h r e a ts

acros
s t he

T a iw a n St ra it : Fa
e t o r Ficti on

, ” 〔b从如ra t i优 St i
叹te g y ,

Vo l
.

19 , N o .

2, A p ri l-

Ju ne
, 20 00 , PP

.

10 3一 115
.

¼ M ie ha e l D. S w a ine
, “ T ro u ble in Ta i、, a 们 , "

FO re i g n A fj 西i rs , V o l
.

83,

No
.

2 ,

M a rc h
一

A p 6 120 0 4 , p
.

45
.

一 119 一



美国问题研究

前
,

美国已经意识到战略模糊政策并不能有效地避免军事冲突

的危险
。

¹ 美国放弃对两岸军事冲突的模糊态度
,

转而采取明

确反对台海两岸任何一方挑起军事冲突的战略清晰政策
。 º

两岸关系逐步缓和一度促使美国感叹两岸关系不在美国的

掌控之中
。

长期以来
,

美国的对台政策一直假定两岸统一只有

通过北京运用武力才能实现
。

由于台湾海峡两岸的敌意随时可

能引发战争
,

美国的外交家
、

政治家和学者是两岸对话最热

衷
、

最持久的支持者
,

宣称只要过程是和平的
,

他们并不在乎

结果如何
。

» 在经过一段观察之后
,

美国没有明确表述愿与中

方共同管制或遏制
“

台独
” ,

而是主张在反对任何一方改变台

海现状
、

不预设任何前提的条件下
,

促使台海两岸进行直接对

话
,

北京不仅要与台湾的反对党对话
,

而且要与合法选出的执

政当局进行对话和协商
。

这表明美国愿意在两岸关系中扮演平

衡者的中间角色
。

然而
,

美国支持两岸统一是有条件的
,

那就

是中国的崛起以不损害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地位和力量为前

提
。

¼ 美国对中国和平崛起缺乏明确的共识
,

是导致美国主张

两岸谈判不预设任何前提的根本原因
。

由此可见
,

中美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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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崛起
、

中美互动与两岸和解

良性互动对美国的两岸政策影响之深
。

尽管存在对台军售
、

《与台湾关系法》以及形形色色的

误判
,

中国仍高度重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

中美两

国都非常重视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契合点
,

即维持台海现

状
,

开展两岸和平谈判
,

维护东亚稳定
。

中国政府希望美

国政府能够采取建设性立场
,

共同遏制台独活动
。

经过 50

多年来的磨合
,

中美之间已经建立起一个管理双边关系以

及任何 由台湾问题可能引发危机的可行框架
。

¹ 当前
,

中

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合作实际上压缩 了台独的空间
,

减小 了

台海冲突的可能性
,

这符合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
。

如果台

湾问题能够和平解决
,

那么 中国政府的和平崛起战略将更

具可信性
,

中美关系的安全隐患之一也会消失
。

和平崛起

与和平解决是中国最为理想的政策选择
,

同时也是中美两

国国家利益的契合点
。

对两岸政策的启示

首先
,

全力推进中国的和平崛起
,

这是两岸和解的重要保

障
。

台湾问题是中国和平崛起的一个局部问题
,

中国和平崛起

是全局性问题
。

中国大陆面临着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

走可持续

性发展道路
,

建设和谐社会的重任
,

这些都是和平崛起的重要

内容
。

两岸关系须服从这个大局
,

积极发展两岸的政治文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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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问题研究

流
,

维护两岸的和平
、

稳定与发展
,

实现两岸的共赢
,

为中国

和平崛起创造 良好的两岸关系
。

大陆同胞实现经济发展的同

时
,

正在探求更为优良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
,

这些都是两岸

和平统一的有利条件
。

在建设硬实力的同时
,

积极地发展软实

力
。

硬实力可以维护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
,

软实力可以在台湾

社会内部培育出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自我约束力和向心

力
。

第二
,

把促进两岸 和解的基点放在两岸 中国人身上
。

祖国和平统一方针的工作重心须转向促进两岸 良性互动
,

培育双方政治互信
,

强化共 同利益和认同
,

消除台湾的安

全困扰
,

进而根本排除外部势力进人 台海 的可能
,

将主动

权牢牢掌握在两岸中国人手中
。

事实上
,

正是由于 两岸长

期缺乏有效沟通
,

才极大损耗了各 自的物力
、

人力与战略

空间
,

妨碍了两岸的共 同发展
。

两岸在 国际舞台上为了台

独与反台独进行的斗争
,

不仅损耗了两岸宝贵的建设资源
,

牵制了投人建设的精力
,

而且可能会损及国际形象
。

只有

两岸中国人携起手来
,

同心同德
,

相互认 同
,

才能形成维

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最可靠屏 障
。

泛蓝阵营抵制对美军

购案
,

主张通过改善两岸关系缓解 台湾的安全形势就是两

岸中国人携手合作 的结果
,

这样的成果将会随着两岸互动

的深化变得更为丰硕
。

第三
,

结合岛内民 主政治架构
,

积极 发展政党交往
,

切实推动两岸和解
。

台湾岛内存在主张发展两岸关系
、

反

对台独的积极力量
,

比如 由国民党
、

亲民党和新党组成的

所谓泛蓝阵营
。

大陆可 以充分发挥泛蓝阵营的作用
,

在两

岸关系政策上
,

共 同为台湾同胞提供另一种选择
。

发展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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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崛起
、

中美互动与两岸和解

岸关系渐渐成为岛内政治合法性的重要 源泉
,

成为岛内政

治的一个有力选项
。

顺应大陆在岛内政治生活中影响力上

升的现实
,

大陆有必要展现灵活性
,

促成两岸对话
,

把握

两岸关系的主导权
,

将大陆正面的
、

积极的
、

有亲和力的

信息和形象传达到岛内
。

第四
,

在两岸互动方式上
,

更加注重柔性诉求
,

充分发

挥两岸的经济联系和文化资源等软性实力的聚合作用
。

随着

中国与东盟国家开展自由贸易区
,

东北亚国家经贸往来的 日

益密切
,

两岸经贸关系需要强化
,

包括尽快促成三通
。

随着

两岸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
,

两岸的政治关系也会得到相应的

促进
。

大陆可以善用自身的经济实力
,

使其成为能够促进两

岸政治关系的粘性实力
。

台湾的独特经历造就了台湾人民对

和平
、

繁荣和民主的珍惜
。

两岸政策在充分重视台湾人民对

和平和繁荣的需求之外
,

需要重视和研究台湾的民主需求
,

完善一国两制的内涵
,

进而增进台湾人民的祖国认同意识
,

同时藉由民间的互动
,

潜移默化地增强两岸民众的共有认

同
。

第五
,

通过开展公共外交
,

积极为两岸和解创造良好的国

际环境
。

涉台国际环境非常复杂
,

既有台湾本身的原因
,

也存

在与中国日益崛起相关的原因
。

不管愿意与否
,

这些国际因素

将长期存在
,

并在事实上干扰着两岸的和解
,

我们对此须有充

分认识
。

中国坚决反对外国势力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与制定干

涉中国内政的国内法
,

同时也非常重视国际社会希望维护台海

稳定与亚太稳定的共识
。

通过对国际社会积极开展公共外交
,

说明我们争取两岸和解的诚意
,

可望为两岸和解赢得更为有利

的国际环境
。

美国因素在今后很长时期内仍然是中国和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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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问题研究

的关键因素
, “

避免对抗
、

增进合作
”

仍将是对美政策的主要

策略考虑
。

¹ 日益成熟的中美关系将为两岸和解创造最优的外

部环境
。

¹ 黄仁伟
: “

处理好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
” ,

《毛泽东邓小

平理论研究》20 0 3年第 l期
,

第 7 2一7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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