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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
“
台湾联线

”

个案研究
①

信 强
‘

摘 要 」 国会联线是国会议员间的一种非正式组织
。

本文在对国会联线的起源
、

动因
、

现状进行

分析的基础上
,

根据切身体验对 年 月 日成立的台湾联线进行个案研究
,

分析该联线成立的国

际
、

国内
、

台湾背景
,

以及联线的功能与目的
。

最后对台湾联线四位联席主席等主要成员对台政策和态

度的异同进行比较
,

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

〔关键词 〕美国国会 国会联线 台湾联线

仪犯 年 月 日
,

美国国会众议院
“

台湾联线
” 理” 几吐 面 经过半年多 的

酝酿
,

于当天正式宣告成立
。

这标志着美国国会在关注
、

影响和干预台湾事务的道路上又迈进

了一步
。

众议院之所以挑选 月 日这一天还有更深的一层意涵
,

因为第二天正是《台湾关系

法 》在国会通过 周年纪念 日
。

也正是为此
,

台湾方面派遣了由 名
“

立法院立委
”

组成的四

党联合代表团
,

由民进党和国民党大老带队前往华府参加该联线的成立仪式
,

并庆祝《台湾关

系法 》通过 周年
。 ②

“

台湾联线
”

在美国多位议员的推动下
,

发展极快
,

成员数量迅速增长
。

而台湾方面则额手

称庆
,

欢欣鼓舞
,

认为这是台湾对美外交又一重大胜利
。

笔者参加了该联线成立的全部过程
,

并通过与多位相关助理的交流了解了台湾联线的有关信息
,

现根据笔者对该联线的调查和 了

解
,

做一个案研究
。

何谓
“

国会联线
”

笋 滋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各 自拥有相当数量的正式委员会和特殊委员会
,

负责不同领域的事务
,

此外还包括许多附属机构和组织
。

其中包括一些由国会拨款
,

有年度预算的正式组织
,

如新近

成立的
“

国会 —行政联合委员会
” 。

除此之外
,

议员也常常组成很多非正式的组织
,

本文所说

的
“ ”

基本就属此列 之所以说
“

基本
”

是因为有极少的例外
,

如国会黑人议员联线
,

后文

会论及
。

所谓
“

’’本意是指党团秘密会议
。

在国会早期历史中
,

常常是一些同属一党的

议员为谋划具体立法策略
、

与反对党斗智斗力所组成的小组
,

他们不定期召开小范围
、

不对外

甚至包括本党议员 公开的会议
。

后来这种形式逐渐被正式的委员会会议和两党领袖团体的

磋商所取代
。

但
“ ”

这种组织形式却逐渐得到更大范 围的采用
,

成为 国会
,

尤其是众议

院
,

一种针对不同问题领域而集结一些
“

志同道合
”

的议员进行不定期磋商
、

交换信息
、

促进立

法的一种非正式组织
。

·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国会联线成立的起因有许多种
,

第一种是由于种族
、

族群或利益集团的推动
,

例如著名的

国会黑人联线
,

西班牙人联线 任 耐 等
。

第二种是应选区选民的要求

而成立
,

例如保护三文鱼联线
。

第三种是针对某些地域
、

重大事件或时事热点问题而成立的联

线组织
。

其中又可细分为按照地域
、

按照 国家和间题领域成立 的联线
,

例如拉丁美洲联线

川如
、

土耳其联线 肠吹 和钢铁联线
、

人权联线

凡 等
。

第四就是议员根据个人的兴趣和关注点而成立的联线
,

例如航海联线

吨 等
。

当然
,

很多国会联线的成立是由许多原因共同促成的
,

不可一概而论
。

例如本

文所论及的台湾联线就属此例
。

当前
,

美国国会两院均有不同数量的国会联线组织
,

具体而言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

首先
,

迄今为止国会联线主要集中于众院
,

共有 多个各式各样的联线组织
。

而参院的联线组织

则为数不超过 个
,

其中较有影响的是
“

参议院钢铁联线
” 吐 , ,

另外只有很少

数的联线是兼跨两院的
,

例如
“
国会参议院与众议院刘易斯与克拉克二百周年国会联线

”

玩 田玉 钊滋以 叫尹 几叭
。

其次
,

各类联线人员

数量不等
,

甚至相差极为悬殊
。

例如国会印度联线成员高达 余名
,

自行车联线 婉
人数曾达到 多人

,

而有些联线则只有
、

人
。

再次
,

国会联线基本全都是非正式的组

织
,

没有正式的预算和办公地点
,

甚至没有什么联系方式
,

只是在某个议员 网站内容中有时可

以查到该议员属于某某联线
,

如果是联线主席的话可能会更为醒 目一些
。 ③第四

,

国会联线的

运作方式基本都为
“

空中作业
” ,

联系方式也多限于信件
、

电话
、

传真往来
,

或者是私人接触
。

对

于人数很少
、

凝聚力强的联线
,

有时会举行联线会议
,

但次数也很少
。

而对于人数多达数十甚

至上百的联线则基本无可能来组织有全体联线成员参加的会议
,

更不用说定期举行了
。

在大

多数情况下只是由联线主席和核心成员磋商之后再通过电话
、

信件来通知其他议员
,

而且往往

如果不是很紧急的事务
,

这种通知只是到达议员助理手中
,

然后再由助理酌情汇报给议员
。

国会台湾联线成立 的动因

国会台湾联线的成立背后有着复杂的国际和 国内政治背景
。

我们可以从 国际环境的变

化
、

美国国内政治的
“

友台情结
’

旧 益严重以及台湾方面不断加强对美国国会的游说等方面进

行分析
。

首先
,

从国际环境来看
,

随着两极格局的解体
,

国际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

导致中

国对美战略地位和作用的下降
。

美国凭借其超群的实力
,

不断借台湾
、

人权和西藏等问题兴风

作浪
,

试图牵制甚至遏制中国的发展壮大
。

在小布什上台之后
,

一味推行
“

单边主义
”

外交政

策
,

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
“

战略竞争对手
” 。

并导致对台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
,

从多个方面刻意

提升美台关系
,

冷却与大陆的双边关系
。

中美军机相撞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对我敌意进一步加

剧
,

使中美关系
,

尤其是台湾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和棘手
。

而此时一向对克林顿政府的美台政策

不满
,

认为克林顿过分
“

迁就
”

中国大陆
,

牺牲台湾利益的国会正好推波助澜
,

从而催生 了台湾

联线的成立
。

其次
,

从美国国内政治环境来看
,

小布什上台标志着美国保守主义势力的抬头
,

以切尼
、

拉

姆斯菲而德
、

沃尔福维兹为首的保守势力把持了美国外交
、

安全政策的制订
。

而国会内部保守

势力占上风的局面早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便 已形成
。

以时任国会多数党领袖 的理查得
·

阿梅

凡山耐 为肋
,

以及多数党党鞭汤姆
·

迪莱 场 为代表的两党议员
,

④一直以来就对我

国政府持敌视态度
,

不断批评大陆为专制独裁的
“

共产主义
”

政权
,

而赞扬台湾为民主的自由的
· ·



社会
,

并企图通过立法来进一步提升美台关系
, 刃 年由迪莱提出

,

并在众院以绝对多数通过

的《台湾安全加强法 》便是明证
。

国会很多议员也持有类似的观点
,

不断攻击我国政府的对台

政策
,

渲染我对台武力威慑
,

反对我对台动武
,

呼吁给民主 自由的台湾以更多的国际空间
,

提升
美台关系以及台湾的

“
国赊地位

” ,

这种亲台反华的政治气氛
,

也对于台湾联线的产生形成一种

促进作用
。

再次
,

我们也必须看到台湾当局的幕后运作对台湾联线的催化作用
。

多年来台湾一直高

度重视对国会的公关工作
,

寻找一切可能的途径加强对国会的影响
。

毋庸讳言
,

台湾对国会的

游说和影响是卓有成效的
,

年前的《与台湾关系法 》
,

以刃 年在众院通过的《台湾安全加强

法 》
,

以及台湾联线的成立都可以说是台湾影响国会所取得的重大成果
。

台湾在国会两院议员

中拥有很多朋友
,

许多议员以及助理都曾经甚至多次访间台湾
,

台湾与国会之间的信息交流渠

道始终十分畅通
,

台湾的意见
、

政策
、

所取得各种
“

成就
” 、

以及大陆对台湾的“
威胁

”

和“
恫吓

”

等

等都可以顺利送达议员及其助理手中
,

并最终影响国会外交决策
。

在
“

台湾联线
”

的成立大会

上
,

该联线发起人众议员罗伯特
·

韦克斯勒 泊比找 从飞过 就直言台湾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 以

及
“

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 ,’ 对该联线的筹备和成立具有重大的影响
。

而事实上
,

该联线
的成立仪式以及所有相应的庆祝活动的安排便都是由 一手策划组织的

。 ⑤而台湾“ 立委
”

代表团团长
、

民进党大老蔡同荣则在成立大会上公开表态说
“

在此
,

我们也要特别感谢台湾人

公共事务会任诱卫
,

在过去的二十年来
,

月从 为了台湾不懈奋斗
,

向国会议员解释台湾的处

境及议题
,

此次也通过其强大的草根游说力量
,

为台湾联线积极招募成员
。 ” ⑥ 八 会长吴明

基也不无得意地 自我表白说
“ 任叭 全美各地的成员在最后一刻仍在游说本地议员加人联线

⋯⋯ 从中 可 以看 出美籍台湾人草根游说的力量与成效
,

以及 台湾议题所得到 的广泛支

持
。 ” ⑦

国会台湾联线的建立及组织构成

台湾联线的酝酿开始于 加 年年底
,

由众议员罗伯特
·

韦克斯勒首先发起
,

并通过与丹尼

尔
·

罗拉巴克 山汕
、

谢罗德
·

布朗 田双心 和斯蒂夫
·

谢伯特 扣

四位议员沟通
,

邀请他们作为共同发起人
,

并最终成为该联线的联席主席
。

韦克斯勒之所以邀

请他们
,

一是因为他们在国会一向关注台湾间题
,

对于台湾都具有很浓厚的个人感情
,

属于
“

志

同道合
”

二是韦克斯勒有意表现台湾联线的跨党派性
,

而韦克斯勒与布朗为民主党议员
,

罗拉

巴克和谢伯特则为共和党议员
,

四位联席主席正好分属两党
,

有利于模糊联线的党派性
,

广泛

吸收两党议员加人
。

在发起之初
,

台湾联线共有 位议员加人
,

至 年 月 日台湾联线的成员共有

位
,

而在台湾联线成立之 日
,

即 月 日
,

增至 位成员
。

而在 月 日
,

则进一步增加至

人
,

而据最新数据显示
,

该联线成员已经增至 人
。 ⑧可 以说发展极为迅速

。

正如韦克斯

勒在成立仪式上的致辞所说
,

台湾联线是当今国会中
“

成长速度最为迅速的联线组织
” 。

并且

正如韦克斯勒所愿
,

台湾联线的成员是
“

真正跨越党派
”

的
。

例如根据 月 日成立时联线成

员的统计
,

位成员 中共和党议员共有 位
,

民主党议员 位
,

还有一位是独立议员
。

而在

现今的 位议员中
,

共和党议员有 位
,

民主党议员为 位
,

这一点在
“

党派性
”

色彩很重

的国会并不多见
。

我们不仅应该从数量上正确认识到国会台湾联线在国会议员 中所得到的广泛支持
,

更应
,



关注的是其组成人员的
“

质量
” 。

台湾联线成员几乎来 自众议院所有常设委员会
,

而其中尤以

国际关系委员会的委员为最
。

例如在 位加人
“

台湾联线
”
的 届 国会议员 当中

,

有 位

供职于众院国际关系委员会
,

民主党议员 人
,

共和党议员 人
,

占该委员会 位成员 中的
。

而其中供职于国际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的共有 人
,

民主党议员 人
,

共和党议

员 人
。

约占该小组委员会 名成员的
。

这些议员的态度在对美台关系的立法
、

对行政

部门对台政策的监督诸如对台军售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

一旦在这些足以对美国外交

立法发挥重要影响的议员中形成某种不利于我的共识
,

将会极为有利于未来国会通过任何有

利于台湾当局的外交立法或决议案
,

从而给中美关系以及海峡两岸关系的健康发展造成十分

不利的影响
。

以台湾联线现有的四位联席主席为例
,

除去韦克斯勒现任职于众院国际关系委

员会欧洲小组委员会外
,

其他三位议员均任职于众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
,

无疑对

于国会亚太外交政策的制定和立法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
,

尽管同为台湾联线的联席主席
,

四位议员对于两岸问题的关注却不尽

相同
,

因此不可简单地一概而论
,

而应具体剖析其政策取向
、

关注领域以及加人联线的动机
,

区

别对待
。

例如
,

作为台湾联线的发起人的韦克斯勒一直十分关注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
,

强烈反

对大陆动武解放台湾
,

要求提升台湾国际地位
。

而罗拉巴克在国会则一 向以反共反华著称
,

敌

视大陆
,

积极支持对台军售
,

要求加强台湾的安全防卫能力
。

但是他对台湾的支持主要是源于

对大陆
“

共产主义
”

政权的敌视
,

因此要积极
“

遏止
‘

共产主义
’

中国威胁的崛起
” ,

而非因为对台

湾的特别友好
。

因此
,

尽管四位联席主席都参与联线的组织和领导工作
,

并对台湾抱有同情和

支持态度
,

但是根据以往四位议员的政策主张
、

立场宣示以及投票记录
,

我们可以发现在具体

的问题领域之间他们的观点和立场也是各有侧重的
,

甚至存在着歧见
。

具体可详见下表

四位联席主席在具体问题领域观点上的差异 ⑨

联联席主席席 统独问题题 军售问题题 国际空间间 对大陆态度度

韦韦克斯勒勒 反对台独独 支持
,

但主张克制制 支持台湾湾 较友好好
拓拓拓拓拓展国际空间间间

罗罗拉巴克克 支持台独独 积极支持持 支持持 反共反华华

布布朗朗 有克制地地 有克制
,

甚至反对对 支持持 较不友好好
反反反对台独独独独 经贸间题

谢谢伯特特 支持台独独 坚决支持持 支持持 反华华

国会台湾联线功能性分析

从功能视角来看
,

随着国会联线的成立
,

必然要在美国对台政策和国会相关立法方面有所

动作
,

在可预见的未来其将致力于监督和促进美台政策的制订和推行
,

并力图促进和加强 国会

在美台政策领域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
,

为美台关系的升级和发展提供助力
。

笔者认为可

以将未来台湾联线的功能与目的基本总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
,

促使国会更为密切地关注美国对华外交政策
,

尤其是美台政策的制订
,

积极参与相

关立法和政策制订
,

防止行政部门为了与大陆合作而牺牲台湾利益
,

坚决反对大陆动武统一台

湾
,

严格防止台海出现冲突
,

危及东亚地区和平稳定
。

其次
,

采取具体的措施提升
、

加强与台湾



这一传统的重要盟友在经济
、

贸易
、

文化
、

政治和战略等各方面的协作
。

再次
,

继续加强对台军

售
,

维持台海两岸的军事力量的平衡
。

第四
,

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
,

帮助台湾拓展国际空间
,

例

如加人联合国
、

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
。

第五
,

为台海两岸和平解决争端发挥建设性作用
,

支持
、

敦促两岸开展平等对话和协商
,

实现和平统一
。

第六
,

作为一个平台
,

为其他议员提供有

关台湾政策和事务的信息
,

教育其他议员
、

议员助理以及公众
,

并在国会考虑所有关于台湾 问

题的事务时发挥领导作用
。

第七
,

督促国会议员监督《与台湾关系法 》的实施
,

并根据情况变化

做出及时调整
,

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和实现美国国家利益
。

第八
,

为美国国会与台湾立法院之间

的正式的信息交流
、

政策咨询和协调提供一个制度化的渠道
。 。

如何正确认识 国会联线的作用及对策建议

在国会众多的联线组织里
,

像台湾联线这样专门针对某一
“
国家

”

而成立的联线并不多见
,

它势必对中美台三边关系的架构形成一定的冲击
,

注人更多的变数
,

使美国对台政策的制定和

执行更趋复杂化
。

尽管台湾联线成立为时尚短
,

但是毫无疑问
,

作为一个迅速发展壮大的国会

议员组织
, “

台湾联线
”

必将在美台政策方面推动一些重要立法
、

决议案的通过
,

在美台政策领

域发挥作用和影响
。

几位长期以来关注台湾间题的议员也绝不会保持沉默
,

无所作为
。

截至

目前
,

国会与台湾当局的合作所带来的种种消极作用已经开始彰显
, “

台湾联线
”

今后的具体工

作重点将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

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

首先
,

台湾联线将推动国会立法和决议案的提出
,

对总统施加压力
,

影响对台对华政策的

制定
。

立法是国会的主要职能
,

也是发挥其影响和制约作用的重要手段
。

勿庸置疑
,

台湾联线

绝不会对台海间题这一 中美关系中最为敏感和棘手的难题袖手旁观
,

联线将努力谋求增强和

扩大国会对台湾的支持
,

提升美台关系
,

促进相关法案和决议案的出台
,

表达国会的态度和情

感
,

从而对总统及行政部门对台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施加影响和压力
,

形成负面的冲击
。

其次
,

帮助拓展台湾的
“
国际空间

” 。

布朗就曾明确表示
“

联线成立的主要 目的就是协助

巩固台湾的民主和国际能见度
。 ”。早在 年底台湾联线主要成员就曾多次磋商

,

详细讨论

帮助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等议题
。 。 月 日

,

联线成员联名致 函小布什
,

要求他明确表示
“

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
” 。

在台湾联线的推动下
,

年 月 对 日
,

国会众院以 如

票的压倒多数通过法案
,

要求行政部门尽一切可能帮助台湾获得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身份
。

月 日
,

该法案经参议院修改后
,

于众院重新以 巧 票对零票得 以通过
,

并送交总统签署
。

加 年 月 日
,

该法案经小布什签署成为美国正式公法
。

这可以说是该联线成立之后第一

次小试牛刀
,

而韦克斯勒则声称
“

使台湾能够成为 世界卫生组织 正式成员的一个可能性就

在于国会能够集聚足够的能量
,

说服白宫采取更具建设性和积极的措施来推动这一动议
。

我

不相信包括布什总统在内的任何一位总统会主动公开地推动实现这一动议
,

因为他们始终要

与中国 大陆 维持某种平衡
。 ’,

。为此
,

韦克斯勒一再声称他将领导 国会台湾联线致力于采取

更为积极大胆的措施来帮助台湾获得更大的
“

国际活动空间
” 。

再次
,

推动灰色外交
,

推动邀请陈水扁访美等
。

根据韦克斯勒以及布朗议员的计划
,

台湾

联线的下一个 目标就是争取邀请陈水扁访美
。

韦克斯勒曾公开宣称
“

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太

多地顾虑中国 大陆 将有什么样的反应
。

如果台湾的
‘

总统
’

想来华盛顿的新闻俱乐部发表演

讲
,

他当然会受到热烈欢迎
。

中国凭什么告诉美国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或不应该会见哪些领袖

每一个负责的国家首脑都有权来美国访问
。

而 国会议员也有权力与任何他们想会见的人见



面
。 ”。在联线成立之后

,

台湾联线便开始筹划通过一个新的决议案
,

邀请陈水扁访美
。

而在

犯 年 月 日
,

国会众院已一致同意通过了由台湾连线发起联署的邀请陈水扁访美的决议

案
。

第四
,

继续强力推动对台军售
。

在另一极为敏感的领域 —对台军售问题上
,

台湾联线也

必将发挥很大的消极作用
。

如上表所示
,

四位联席主席中的两位罗拉巴克和谢伯特都对军事

问题极为关注
,

是
“

中国威胁论
”

的积极鼓噪者
,

一贯主张应遏止中国军事实力的发展
,

加强台

湾的防御能力
,

对抗大陆以武力统一台湾
,

并防止中国成长为东亚地区的“
霸权国

” ,

危及美国

在该地区的政治
、

战略利益
。

为此
,

罗拉巴克和谢伯特均积极致力于使对台军售间题成为国会

台湾联线的一个优先问题来考虑
,

推动行政部门进一步扩大对台军售的力度和强度
,

甚至不惜

彻底突破中美三个公报的约束
,

向台湾出售潜艇
、

宙斯盾驱逐舰
,

建立将台湾纳人其中 防

御体系
,

实现
“

军事协防台湾
”

的目的
。

台湾联线的成立标志着美国国会中一批对台湾问题比较关注而且对台湾比较友好的议员

组织起来
,

期望对美国的对台政策和中美政策施加有组织性的影响和压力
。

尽管国会联线属

于一种非正式组织
,

在其运作方面存在着较大的随意性
,

其作用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联

线主席的意志和作为
,

但是根据韦克斯勒的计划
,

他明确表示希望能够将台湾联线建设成为一

个具有强大号召力的联线
,

力争始终保持积极旺盛的活力
,

成为国会在制定涉台政策方面的一

个重要的发起者和推动者
,

唤起议员的同情
,

塑造共识
,

以全面支持台湾
。

而在该联线成立 以

来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中
,

我们已经看到在国会现有的对华及对台政治氛围下
,

该联线具有很

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

在该联线的推动下
,

再次出现类似于 年李登辉访美的事件并非没

有可能
。

因此必须慎重对待
,

一旦疏于应对
,

就有可能会造成重大损害和恶劣影响
,

严重妨碍

中美关系的顺利发展
。

国会台湾联线的成立是为了集聚国会对台湾的支持
,

而根据其成员的加人动机
,

又可以细

分为几类
,

一类为坚决支持台湾并且敌视大陆的议员
,

他们有的是因为反共而支持台湾
,

有的

是出于美国在东亚及全球战略利益的考虑而支持台湾
,

但这类议员属于极少数 另一类为支持

台湾但并不敌视大陆的
,

他们只是因为支持台湾的
“

正当合理
”

的要求而加人该联线
,

或是因为

对台湾问题很感兴趣所以才加人的
,

这一类属于绝大多数
。

他们并不支持台湾独立
,

至少不支

持台湾
“

急独
” ,

从而惹怒大陆
,

引发台海局势的恶化
。

同时
,

还包括极少数议员是在不知情的

情况下加人
,

例如由于办公室主任的搜做主张
,

或是议员助理的无心失误
。

所以我们要开展对

这些议员的工作
,

应分清对象
,

认清他们的真正立场
,

而不能黑 白分明
,

非此即彼
,

认为加人台

湾联线的就是支持台湾独立
,

反对大陆
,

其实大谬不然
。

作为一个非正式组织
,

国会联线作用的发挥取决于主要成员间的协调一致和共同推动
,

否

则必将大打折扣
。

但是诚如上文所述
,

即便是在各主要成员之间
,

他们在很多问题上也存在着

歧见甚至矛盾
,

从而为我们开展工作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
。

以四位联席主席为例
,

韦克斯勒和

布朗就反对过分关注军事问题
,

不愿因对台军售扩 等间题走得太远而引起大陆的过分忧

虑
,

导致台海局势紧张
,

而布朗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反对对台过度军售
。

他们两人主要关心的是

扩大台湾的
“

国际空间
” ,

提升台湾的
“

国际地位
” ,

使台湾所享有的
“

国际地位
”

与它作为世界重

要的经济实体
、

美国第七大贸易伙伴这一现实相匹配
,

反对大陆过分
“

矮化
”

和打压台湾
。

而罗

拉巴克和谢伯特则更为关注军事和战略利益问题
,

为此积极支持加强台湾
“

自我防卫
”

的能力
,

对抗大陆的统一要求
,

他们也 比韦克斯勒和布朗更少顾虑大陆的反应
,

即便冒激怒大陆的危险

也在所不惜
,

也更为倾向于支持台湾在未来脱离大陆而独立
。

但另两位联席主席对此却是持



消极甚至反对态度的
。

所以我们对国会台湾联线的不同成员应下大力量探寻其真实意图
,

而

不应笼统的大而化之
,

不加区别地统一对待
,

盲目的批评和反对
,

而应找准间题的症结
,

对症下

药
,

针对主要友台议员之间的差异
,

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
,

通过开展耐心
、

细致和长期的工作来

教育这些议员及其助理
,

以适当的方式向其阐释我 国政府的政策主张
,

剖析台海问题的实质
,

使他们真正了解我方的立场
,

帮助他们形成一个正确
、

负责任的中美政策和美台政策框架
,

推

动祖国统一大业的早 日顺利完成
。

注释
, 我有幸于 年 月至 犯年 月在美国众议院议员 汕 叨叫尤 的办公室实习工作半年

,

参与

了大量国会立法事务
。

在此期间
,

我曾与 多位议员的外交事务立法助理进行面谈和交流
,

其中包括该联线

四位联席主席的外交事务立法助理
。

本文很多信息和观点来 自于我与助理的谈话
,

应他们的要求
,

本文不能

明确指出他们的姓名和身份
,

望请见谅
。

①对于 理卿朋 几以 的名称
,

国内有多种译法
。

根据 英汉大字典 》的解释
,

。姗山 有以下几个含义 秘

密会议
、

指导委员会
、

核心组织
、

核心小组
、

政策讨论会等
。

而国内多将 。理卿” 几以 译为
“

小组
” 、

“

议员团
” 、“

核心小组
” 、“

政策讨论会
”

等等不一而足
。

而事实上
,

根据笔者在国会的了解
,

在国会内部至少

有三种不同的组织都称为
,

第一种例如众院的
“公皿印斑面 明

, ’ ,

该 山朋朋 为民主党在众议院的领

导团体
,

其成员为民主党领袖
、

党鞭等民主党议员领袖
,

而该 朋 主席 公自 加
,

也属于民主党领袖之

一
。

该 的主要职能为讨论
、

制定民主党在众院的总体战略和方针政策
,

因此似应译为
“

核心小组
” 。

而第二种为 伪浏面也犯 朋
,

在某一重大法案的提出
、

修改和通过的过程中
,

民主
、

共和两党相关委员会都

会分别组织本党议员进行秘密讨论
,

决定如何针对对方提出的议案进行批驳
、

修正等具体策略
。

这种

、似应译为
“

对策讨论会
”

或
“

政策讨论会
” 。

而本文所说的伪呼幽 以 则属于国会内部议员间的

一种非正式组织
,

与以上两种情况大有不同
。

同时
,

大部分国会 山朋山 的成员众多
,

例如印度 凌 就多

达 图 多人
,

因此将其翻译成
“

小组
”

似乎也不妥
。

鉴于其组织的松散性
、

成员的复杂性
,

似乎与
“

联合阵

线
”

有相似之处
,

为此
,

笔者在文中参照台湾的译名
,

将其翻译为
“

联线
” 。

②台湾立委代表团成员包括 团长蔡同荣
、

荣誉团长刘松落
、

饶颖奇
、

团员孙国华
、

张旭成
、

陈文茜
、

王显婷
、

萧

美琴
、

关沃暖
、

王政中
、

江昭仪
、

陈唐山
、

汤金全
、

杨富美
。

③但在历史上也有极少数的联线是例外
,

例如国会黑人议员联线便曾长期拥有正式的国会预算
,

国会每年为

其拨付专款
,

供其活动所需
。

该联线在国会拥有自己的办公室 在国会中仅黑人联线和西班牙人联线拥有

这一待遇
,

并配备有专门的工作人员
。

这一局面持续了很长时间
,

直至国会通过正式立法
,

取消为任何联

线提供资金为止
。

④在 璐 届国会中
,

阿梅已经不再担任多数党领袖一职
,

而迪莱则升任多数党领袖
。

⑤
“

台湾人公共事务协会 ,’ 是一个由美籍台湾人组成的一个组织
,

积极鼓吹台独
,

主要针对国会开展

游说工作
,

具有很大的势力
。

它与台湾当局有着密切的联系
。

⑥引 自蔡同荣在台湾联线成立仪式上的发言
。

⑦引 自吴明基在台湾联线成立仪式上的发言
。

⑧部分早期数据来自于我在国会办公室得到的台湾联线征求联署的文件
。

⑨以上四位联席主席在刚刚结束的 届国会选举中都获得连任
,

而且每人得票率均超过
。

⑩见《美国国会台湾联线与台湾立法院立委代表团签署友好合作声明 》
。

根据布朗办公室提供的资料
。

国内有些网站介绍说在 犯 年 月开始相关磋商
,

其实时间要更早
。

闹即 翅唱 , ‘ 朋 肠盈唱比出 ,

‘ 翎
,

佩
,

姗
⑧根据韦克斯勒办公室提供的关于促谙其他议员参加台湾联线的宜传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