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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个中国、和平发展”是胡锦涛同志重要讲

话的主调

2008 年 12 月 31 日，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全国人

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30 周年的座谈会上，

发表了题为《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心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讲话。胡锦涛同志的讲话

是对现阶段对台政策的全面论述， 既继承了中国共

产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为实现祖国统一而努力奋斗所

坚持的原则和开创的方针， 也充实和发展了祖国统

一的理论和政策。“一个中国、和平发展”是胡锦涛同

志重要讲话的主调。

“一个中国”是两岸关系的基石。 一个中国原则

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祖国统一进程中所坚持的基本

原则，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根本保障，是发展两岸关系

的政治与法理基础。 早在 1958 年，毛泽东同志亲自

起草的《告台湾同胞书》中就指出：“台、澎、金、马是

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

国，没有两个中国。 ”1979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

湾同胞书》 再次重申：“世界上普遍承认只有一个中

国，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

府”。 1995 年，江泽民同志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

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中，指出“在一个中国的

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2005 年，胡锦涛同志

提出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的四点意见， 其中第一

点就明确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坚持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主线， 是发

展两岸关系的支柱，是实现祖国统一的基石。

为了寻求海峡两岸对于“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

共识，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对于“一个中国原则”作

了更加清晰的论述，他指出，“1949 年以来，大陆和

台湾尽管尚未统一，但不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分裂，

而是上个世纪 40 年代中后期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

的政治对立， 这没有改变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的事实。 两岸复归统一，不是主权和领土再造，而是

结束政治对立。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其核心就是坚

持“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这涉及到国家的主

权和领土完整，是构筑两岸政治互信的基石，推动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 理当成为海峡两岸的

基本共识。 至于其它由于国共内战所导致的两岸政

治对立遗留的结构性分歧问题， 可以通过平等协商

逐步解决。 胡锦涛同志关于“一个中国原则”的精彩

论述，内容丰富，涵义深远，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

持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原则的坚定性， 又体现了对

台政策的灵活性。

和平发展是两岸关系的主轴。 牢牢把握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的主题是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的主

线。 2005 年以来，两岸政党交流高潮迭起，胡锦涛同

志和国民党主席连战实现了历史性会谈，达成“两岸

和平发展共同愿景”。 2008 年 3 月，在两岸人民的共

同努力下，台湾局势发生积极变化，两岸关系迎来难

得的历史机遇。 2008 年 6 月，两岸两会在北京协商

达成了两岸包机和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两项协议；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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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两岸两会在台北会谈达成了海运、空运、邮政、食

品安全四项协议，为两岸直接“三通”开辟了道路。开

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局面， 成为新形势下海峡

两岸的高度共识。

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对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

理论和政策作了更进一步的深入论述， 指出当前的

首要任务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第一，有利于两

岸同胞加强交流合作、融洽感情；第二，有利于两岸

积累互信、解决争议；第三，有利于两岸经济共同发

展、共同繁荣；第四，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胡锦涛同志还提出，坚

持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的政治基础，深化交流合作、推进协商谈判是推动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途径， 促进两岸同胞团结

奋斗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动力。

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 勾画了新形

势下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本要素。 “一个中国、和

平发展”是新形势下两岸关系的主线，为两岸关系的

发展指明了方向， 是新形势下对台政策与对台工作

的指导纲领。

二、胡锦涛同志的讲话对 30 年两岸关系发展的

历史经验和重要成就作出了系统、全面的总结

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30 年来，

两岸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 30 年是中国大陆改

革开放的 30 年， 是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

30 年，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 30
年。 30 年来，两岸关系起起落落，经历了风风雨雨，

走过了曲折的道路。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对 30 年

来的对台方针政策的发展、 两岸关系的历史经验和

对台工作的重要成就作了系统、全面、高度的概括与

总结， 积极肯定了对台工作取得的关键成就和重要

成果， 充满信心而又务实地展望了祖国统一的光明

前景。

胡锦涛同志回顾了 30 年来对台方针政策的发

展，其中包括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伟

大构想， 江泽民提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

主张， 以及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了一系列新主张和

新举措，特别是《反分裂国家法》的制定和实施把解

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法律化。 邓小平同志开创的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政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告台湾同胞书》的发

表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形成开辟了

道路，改革开放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

形成奠定了基础。 30 年来对台方针政策的发展历程

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开创、充实和丰

富的进程，是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集体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地推进祖国统一的理论与实践

的过程。

胡锦涛同志总结了 30 年来两岸关系发展的实

践经验。 30 年来的实践经验证明：第一，邓小平开创

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江泽民同志提出的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 胡锦涛同志提

出的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的四点意见， 是中国共

产党对台政策的有机整体；第二，我们制定和实施的

对台工作大政方针，顺应了时代潮流和历史趋势，维

护了民族根本利益和国家核心利益， 推动了两岸关

系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第三，祖国大陆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是祖国统一的可 靠 保

障，主导了两岸关系的格局与发展方向；第四，海峡

两岸中国人有能力、有智慧通过交流合作、协商谈判

循序渐进解决问题；第五，“台独”分裂势力及其分裂

活动违背历史潮流，任何人、任何势力把台湾从中国

分割出去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胡锦涛同志积极肯定了 30 年来对台工作所取

得的广泛成就和重要成果， 其中包括两岸同胞交往

日益密切， 两岸经济合作蓬勃发展； 两岸两会达成

“九二共识”，举行了首次“汪辜会谈”；开展两岸政党

交流，国共达成“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两岸恢复

协商谈判，达成协议，“三通”迈出历史性步伐；有效

地遏制了“台独”势力的挑衅和干扰，牢牢地把握了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 30 年来对台工作所取得

的成就， 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对台方针政策的正确指

引下取得的， 是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成就的基

础上实现的， 是在海内外热爱祖国的中华儿女的共

同努力下完成的。

两岸关系发展 30 年来的历史经验和重要成就

为两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不断推进

祖国大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 大力促进

两岸的交流合作，务实推进两岸协商谈判，祖国统一

的进程一定可以持续、稳步地向前推进。

三、 胡锦涛同志的讲话提出了新形势下推进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战略部署

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从政治、经济、文化、人员

交流、涉外事务和军事安全等六个方面，具体描绘了

新形势下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战略部署。 这些

战略性部署是针对新形势下两岸关系的客观现实所

提出的真诚务实、解决问题、造福两岸的具体举措。

2008 年 3 月以来， 台湾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两岸关系出现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政府抓住机遇，积极推动两岸两会恢复协商，并且

先后达成了六项协议。 在 30 周年来临之际，《告台湾

同胞书》所提出的海峡两岸直接通航、通邮、通商的

“三通”构想最终得以实现，标志着两岸关系进入了

一个“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新时期。

当然， 海峡两岸在迎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曙

光时， 也必须理性务实地面对两岸关系发展中出现

的困难。一方面，必须面对两岸关系中历史遗留的结

构性矛盾，其中包括对于“中华民国”政治定位的分

“一国两制”与祖国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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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对于台湾当局的国际活动空间的争议；对于大陆

绝不放弃使用武力乃至部署导弹的异议； 由于意识

形态差异造成的认同疏离等。另一方面，必须克服两

岸关系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 比如共同合作应

对国际金融危机等问题。

为了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 胡锦涛同志

提出了两岸谈判，协商并达成经济、文化和军事安全

领域的三项协议的主张，即综合性经济合作协议、两

岸文化教育交流协议、 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的和

平协议。 这三项协议，就像三根支柱，建立起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的架构。 而建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

的基石就是一个中国原则。只有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才能增进政治互信。只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才能旗

帜鲜明地与“台独”分裂势力划清界线，才能确保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局面。 因此， 胡锦涛同志指

出，“继续反对‘台独’分裂活动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 。

在推进两岸关系发展的过程中， 大陆方面本着

实事求是、务实理性的精神，主张循序渐进，先经济

后政治。 一方面主张“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另一方

面也要求“建立互信、追求双赢”，并不回避问题，而

是着眼于解决问题，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

真诚务实的态度。 胡锦涛同志特别针对台湾当局和

台湾民众所关注的国际活动空间和军事安全问题提

出了相关的具体建议， 明确表示，“对于台湾参与国

际组织活动问题，在不造成‘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的前提下， 可以通过两岸务实协商作出合情合理安

排”；“为有利于稳定台海局势， 减轻军事安全顾虑，

两岸可以适时就军事问题进行接触交流， 探讨建立

军事安全互信机制问题。 ”

胡锦涛同志的讲话中处处体现了以人为本，为

民谋利的人文精神。他明确表示，愿意与台湾当局探

讨两岸经济共同发展同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相衔

接的可行途径；不排除与台湾当局探讨“国家尚未统

一的特殊情况下的政治关系”；台湾同胞爱乡爱土的

台湾意识不等于“台独”意识；只要民进党改变“台

独”分裂立场，我们愿意作出正面回应。 胡锦涛同志

的讲话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心台湾

民众，相信台湾民众，依靠台湾民众；在两岸关系中

顺应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 优先照顾台湾民众的利

益，维护台湾民众的权益。这是贯彻《告台湾同胞书》

所提出的“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政策的切实体

现。

四、 胡锦涛同志的讲话是指导现阶段对台工作

政策与实践的纲领性文件

和平发展的主张符合国际社会的潮流， 顺应了

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 胡锦涛同志的讲话得到海内

外社会各界的高度肯定。台湾当局认为，胡锦涛的谈

话体现 30 年来大陆对台政策的变迁与推进两岸关

系发展的思路，表示“乐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国

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也表示， 乐见胡锦涛同志对建立

两岸军事互信机制等承诺，更希望在可见未来，逐步

获致具体成效。新加坡外交部发表声明，认为胡锦涛

的六点谈话， 十分有利于台海两岸的中华民族和整

个区域。美国知名两岸问题专家容安澜则以“有潜力

的重要提议”来形容胡锦涛的谈话。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全国人大常委会 《告台湾同

胞书》发表 3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

对台方针政策的重要宣示，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方针政策的丰富和发展。 30 年前，在改革开放刚起

步的阶段，《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标志着大陆对台

政策从“解放台湾”向“和平统一”的转变，从单方面

追求国家统一向海峡两岸双方面共谋统一的政策转

变。 30 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成就， 已基

本建立了小康社会，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大陆的面

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胡锦涛

同志的讲话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自

信，中国共产党有信心、有能力、有智慧领导全国各

族人民战胜困难最终完成祖国统一。

胡锦涛同志的讲话结合了现阶段两岸关系发展

的新形势，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是指

导现阶段对台工作政策与实践的纲领性文件。 在新

形势下，两岸关系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也面对

着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形势。 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的主题，符合国家发展的大局，顺应两岸人民的

共同心愿，有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在新

形势下，胡锦涛同志为对台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他指出：“我们应该登高望远、 审时度势， 本着对历

史、对人民负责的态度，站在全民族发展的高度，以

更远大的目光、更丰富的智慧、更坚毅的勇气、更务

实的思路， 认真思考和务实解决两岸关系发展的重

大问题。 ”

两岸人民的拥护和国际社会的支持， 是推动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有利条件。 2008 年 3 月以来，在

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 抓住历史机

遇，对台工作展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海内外的中国

人和国际社会对于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局面

抱持着广泛的期待。在新的历史时期，胡锦涛同志的

讲话为两岸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只要坚持“一个

中国、和平发展”的主线，新形势下的两岸关系必定

能够开创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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