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文生

新形势下台海两岸政治

互动的阶段性目标

和发展趋势

　　[内容提要] 　马英九当选后 ,两岸政治互动走上了正常化 、多元化 、制度化的轨

道。海峡两岸应当本着“务实理性 、循序渐进”的原则处理两岸关系中面临的种种问

题 ,通过一揽子的协议建构起过渡时期的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架构 ,为海峡两岸的

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关键词] 　两岸关系　政治互动　困境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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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 3月 22日 ,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

人 ,两岸关系出现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随着国共

两党交流的推动 ,两岸两会的谈判顺利恢复 ,两岸

政治互动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 。两岸政

治互动 ,从形式上看 ,有政党交流 、两会谈判 、高层

互访 、政治对话等方式;从内容上看 ,包括政治互

信的建立与巩固 、政治谈判的展开与推进 、政治架

构的构建与形成等逐渐深入的阶段 。

两岸政治互动形式的正常化

马英九上任后 ,改变了陈水扁执政时期两岸

主权对抗的政治路线 ,通过国共两党政党交流的

既有平台 ,推动两岸两会的事务性谈判机制的恢

复。随着两岸两会谈判的顺利发展和逐渐深入 ,

　　收稿日期:2008.02.10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 ,批准号:06BZZ025。

　　作者简介:张文生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长 、副

教授 , “ 985工程”二期台湾研究创新基地成员。

两岸政治谈判也将摆上议事日程 ,甚至不排除在

未来条件成熟时出现两岸高层互访的机会。两岸

政治互动走上了正常化 、多元化 、制度化的轨道。

1.政党交流

2005年以来 , 两岸关系以政党交流的模式 ,

开创了两岸政治互动的新型态。2005年 4月 ,在

民意的推动下 ,国民党前主席连战率团参访大陆;

4月 29 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与连战会面 ,

并且共同发布了有关“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的

新闻公报。5月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率团参访大

陆;5月 12日 ,胡锦涛总书记与宋楚瑜会面 ,共同

发表了会谈公报。7月 ,新党主席郁慕明率新党

代表团展开“民族之旅” ;7 月 12日 ,胡锦涛总书

记会见了郁慕明率领的新党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周年大陆访问团全体成员。两岸的政党交流

使长期以来两岸的紧张局势得以局部缓和 ,在两

岸的主要政党之间建立了共同的政治基础 ,为两

岸关系注入了新的动力。

从2005年以来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 、亲民

党举办了两岸民间菁英论坛 、两岸经贸论坛 、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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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合作论坛 、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等交流活动 ,各

界人士广泛和深入讨论了两岸经贸 、农业 、文化 、

旅游 、“三通”等议题 ,国共两党还进一步推动了两

岸政党基层交流 。通过一系列的政党交流活动 ,

不仅增进了两岸人民的相互理解 ,而且大陆还出

台了一系列惠及台湾同胞的政策措施。新时期两

岸政党交流的历史和经验说明 ,改善两岸关系 ,推

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是国共两党的领导人的

一致期望和共识 。在两岸政党交流过程中所形成

和确立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日益成为两岸

人民的共识 ,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与肯定。

政党交流是目前两岸政治关系中互信基础较

为稳定的互动形式 ,它由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所

亲自开创和推动 ,并且确立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的共同主题。中国大陆高度肯定两岸政党交流 ,

2008年4月 29日 ,胡锦涛总书记在会见连战时表

示:“事实充分证明 ,在两岸关系发展的关键时刻 ,

国共两党共同迈出的这历史性一步 ,是十分正确

的。”
[ 1]
马英九当选后 ,主张两岸关系由政府主导 ,

国共平台起辅助作用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 ,过去国民党透过国共平台建立的共识 ,并且透

过政府管道落实 ,将来主导还是政府 ,不会走以党

领政的路 , “那是过去的历史” ,未来政府就是政

府 ,国民党在旁协助 , “我非常欢迎” 。
[ 2]
由于两岸

党政关系体制的不同 ,国共交流平台在海峡两岸

的作用和定位有所差异 ,但在两岸关系中仍然发

挥着重要的接触 、沟通 、对话 、协调的功能。两岸

政党交流所开创的政治互信是两岸人民的宝贵财

富 ,值得珍惜和维护 ,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具有积

极的促进和辅助作用 。

2.两会谈判

两岸两会谈判的恢复是在两岸关系新的历史

机遇出现后 ,国共两党政党交流机制的推动和促

进下实现的 。2008年 5月 20日 ,马英九正式就任

台湾地区领导人 ,在“就职演说”中 , 马英九表示

“我们今后将继续在`九二共识' 的基础上 ,尽早恢

复协商” ;并且“希望七月即将开始的周末包机直

航与大陆观光客来台 ,能让两岸关系跨入一个崭

新的时代”。
[ 3]

5 月 22 日 ,时任中台办 、国台办主

任的陈云林就当前两岸关系问题发表谈话 ,积极

回应了马英九先生的期望 ,指出“两岸双方正为在

`九二共识' 基础上恢复协商谈判作出积极努力 ,

并展开相关准备” 。
[ 4]
此后 ,台湾海基会进行了改

组 ,选任江丙坤先生为董事长 、高孔廉先生为副董

事长兼秘书长 ,并且致函海协会 ,表示“期望贵我

两会在`九二共识' 的基础上 ,尽早恢复制度化协

商” 。
[ 5]

5月 28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与国民党

主席吴伯雄会谈。吴伯雄表示:“期盼两岸在`九

二共识' 基础上搁置争议 、追求双赢 ,希望中断多

年的两岸协商尽快恢复” 。
[ 6]
第二天 ,海协会即致

函海基会 ,表示“我会同意贵会来函意见 ,尽速在

`九二共识' 基础上恢复两会联系往来与协商谈

判” ;并且正式邀请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率团访问

北京 ,就两岸周末包机 、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事宜进

行商谈 。
[ 5]
海基会随即回函表示接受邀请。6月 3

日 ,海协会推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 ,并且推举陈云

林为海协会会长 ,积极为两岸两会的复谈作准备。

2008年6月 11日 ,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应邀

率领代表团抵达北京 。6月 12日上午 ,海协会会

长陈云林与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在北京钓鱼台国

宾馆举行会谈 ,这是时隔九年多后两岸两会领导

人的再度对话 ,标志着两岸制度化协商机制的正

式恢复。在两会领导人会谈之后 ,6月 12日上午

和下午 ,在海协会执行副会长孙亚夫与海基会副

董事长兼秘书长高孔廉共同主持下 ,两会人员相

继就两岸周末包机 、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事宜进行

了协商。6月 13日上午 ,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与海

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在钓鱼台国宾馆签署了《海峡

两岸包机会谈纪要》与《海峡两岸关于大陆居民赴

台湾旅游协议》 。两项协议的签署意味着两会谈

判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6月 13日下午 ,胡锦涛总

书记接见了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和代表团成员 ,

指出:“海协会和海基会在`九二共识' 的共同政治

基础上恢复商谈并取得实际成果 ,标志着新形势

下两岸关系改善和发展有了一个良好开端。”
[ 7]

3.政治对话

两岸政治对话是两岸政治互动的特殊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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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指两岸官方机构和领导人通过新闻媒体发

表声明 、讲话 ,在正式场合发表演讲 ,从而向对方

传递某种信息 、发表立场 、发布政策等等 ,俗称为

“隔空对话” 。在两岸军事对峙和政治对立的时

期 ,由于台湾当局坚持“不接触 、不谈判 、不妥协” ,

双方政治互动只剩下隔空对话的形式 ,而且此类

政治对话往往流于相互的攻击和喊话 ,无助于两

岸政治关系的缓和。目前民进党和大陆的政治互

动仍然主要依赖此种隔空对话的形式。

虽然两岸政治对话作为两岸政治互动的辅助

形式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但随着两岸关系的

缓和 ,政党交流平台的建立 ,两会制度性协商的恢

复 ,这种政治对话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不

再是相互攻击 、谩骂 、喊话 ,而是相互肯定 、相互试

探 、相互释放善意的互动 。目前两岸政治分歧尚

未完全化解 ,两岸领导人既未能会面也未能建立

联系热线 ,通过这种特殊形式的政治对话 ,两岸领

导人的立场和看法得到一定程度的沟通 ,有助于

两岸政治互信的巩固和加强。2008年 5月 20日 ,

马英九在“就职演说”中表达了“两岸人民同属中

华民族” 、“在`九二共识' 的基础上 , 尽早恢复协

商”等等善意;5月 22日 ,陈云林发表谈话予以了

积极回应。2008 年 8 月 , 马英九在接受墨西哥

《太阳报》记者采访时明确地将两岸关系定位为

“一种特别的关系 ,但不是国与国的关系” ;
[ 8]

9月

7日 ,国台办主任王毅在厦门出席第三届“海西论

坛”时表示:“我们欢迎台湾方面一切有利于为两

岸同胞谋福祉 ,为台海地区谋和平的积极表态和

举措。”
[ 9]
王毅对马英九的讲话予以了充分地肯定

和欢迎。这种良性的政治对话形式有助于巩固双

方的政治互信 ,有助于双方营造友善的互动环境 ,

对于进一步推动两岸两会的事务性谈判以及两岸

政治谈判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

然而必须承认 ,这种政治对话的基础和形式

仍然是脆弱的 。第一 ,由于这种政治对话是通过

媒体的传播公开进行的 ,因而受到各方政治力量

的制约 ,也必须考量双方民众的心理感受 。马英

九对于两岸关系是“非国与国的特别关系”的定位

就遭到民进党及李登辉等独派势力的反对。民进

党中常会公开发表声明 , “表达最强烈的抗议 、最

严厉的谴责 ,严正要求马英九公开向全民道歉 ,立

即改正此一说法” 。
[ 10]
独派人士还在《自由时报》

攻击“`特别关系' 就是投降主义!”
[ 11]
。独派以

“投降主义” 、“慢性卖台” 、“叛国总统”的大帽子进

行政治恐吓 ,使得马英九面临政治上的巨大压力。

第二 ,两岸难免发生某些突发事件 ,如果刻意通过

媒体放话 ,那么有可能重返相互攻击的政治对话

老路上去。非理性的政治对话 ,无助于两岸关系

的良性互动 ,甚至对于并不牢固的政治互信会产

生无法预测的冲击。

4.高层互访

高层互访是两岸政治互动的最高形式 ,在两

岸关系中具有高度的政治象征意义。1995年江

泽民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

的新年致辞中 ,曾经表示:“我们欢迎台湾当局的

领导人以适当身份前来访问;我们也愿意接受台

湾方面的邀请 ,前往台湾 。可以共商国是 ,也可以

先就某些问题交换意见 ,就是相互走走看看 ,也是

有益的。”
[ 12]

2002年 5月 ,陈水扁在大胆讲话中也

曾主动邀请大陆的领导人会面 ,表示:“如果中共

领导人愿意 ,阿扁也愿意邀请他们到神泉茶坊来

喝茶 、谈天” 。
[ 13]
但是由于两岸的政治分歧难以化

解 ,双方缺乏互信 ,海峡两岸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会

面迟迟未能实现。

当然 ,由于台湾政党政治的对立 ,马英九仍有

竞选连任的压力和顾虑 ,目前要实现马英九参访

大陆或胡锦涛访问台湾均为时尚早 。两岸高层互

访涉及到客观政治环境 、身份 、议题 、行程 、成果等

有待磋商和解决的问题。但是 ,随着两岸政治谈

判的展开 ,在马英九的第二任期间 ,两岸领导人的

会面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海峡两岸艰难的政

治谈判必然是在两岸高层的直接主导下进行的 ,

两岸领导人适时的直接介入和参与对于政治谈判

的成功具有关键的促进作用 , “高层介入有时会有

利于谈判 ,加速它的进程并带来更大的目的感和

承诺力度” 。
[ 14]
高层互访可以是比较正式的互访 ,

也可以是短暂的出席谈判协议签字仪式的会面 ,

前者必须是具有意义的行程规划 ,后者则不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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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厦门或金门作为两岸高层短暂会面的地点 。

两岸政治互动的阶段性目标

从马英九就职以来 ,两岸政治互动基本上是

稳定 、顺利而且是成功的。两岸关系的发展 ,从

1949年开始起算 ,已经走过了将近 60年的时间。

目前是两岸关系发展近 60年中互动最为密切 ,交

往最为频繁的时期。这种良性的发展趋势使得两

岸关系的前景充满活力 、充满希望。然而 ,近 60

年来的两岸关系积累了种种问题和困难 ,不可能

立竿见影 ,马上解决。正如马萧所认知的:“冰山

太大要慢慢融 ,否则`太快化掉会变成洪水' ” 。
[ 15]

海峡两岸应当本着“务实理性 、循序渐进 、避免对

抗”的心态来逐项处理两岸关系中面临的种种问

题 ,事缓则圆 ,假以时日 ,即使最困难的问题也可

能找到解决的方法。

1.两岸政治互动的务实原则

在推动两岸两会恢复商谈的过程中 ,海峡两

岸逐渐形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识 ,包括:第一 ,坚持

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商谈;第二 ,搁置争

议 ,求同存异;第三 ,先易后难 ,先经济后政治 ,循

序渐进。

(1)坚持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商谈。

胡锦涛在会见吴伯雄时指出:“反对`台独' 、坚持

`九二共识' ,是双方建立互信的根本基础。”
[ 6]
坚

持“九二共识”是两岸两会得以顺利恢复谈判协商

的前提条件 ,“九二共识”不仅得到国共两党的共

同支持 ,而且在两岸两会函电往来中进一步得以

确认 。“九二共识”是两岸两会复谈并成功达成协

议的政治基础 ,正如江丙坤在会见胡锦涛时指出

的:“台湾政治形势发生变化 ,有必要根据 1992年

达成的共识 ,尽快恢复协商。两会为此互致函电 ,

构成了恢复商谈的基础。”
[ 7]

(2)搁置争议 ,求同存异。马萧当选后 ,萧万

长利用就职前的时机出席博鳌论坛 , 2008 年 4月

12日 ,胡锦涛和萧万长实现了在特殊背景下的第

一次会面 。萧万长首次提出发展两岸关系的十六

字箴言 ,表示:“希望能正视现实 、开创未来 ,搁置

争议 ,追求双赢 ,为两岸关系开创互信 、互谅 、互

助 、互利的新时代” 。
[ 16]

4 月 29日 ,胡锦涛总书记

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 ,胡锦涛

也直接回应了十六字箴言 ,认为“两岸双方应当共

同努力 ,建立互信 、搁置争议 、求同存异 、共创双

赢 ,切实为两岸同胞谋福祉 、为台海地区谋和平 ,

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 。
[ 1]
在“5·20就职

演说”中 ,马英九表示赞同胡锦涛主席有关两岸关

系的谈话 ,认为“这些观点都与我方的理念相当的

一致”。6月 13日 ,在两会协商达成两项协议之

后 ,胡锦涛会见了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和代表团

成员 ,提出了两会协商的十六字箴言:“平等协商 、

善意沟通 、积累共识 、务实进取”
[ 7]
。无论是台湾

方面提出的十六字箴言 ,还是大陆方面提出的十

六字方针 ,其核心都是搁置争议 ,求同存异。可

见 ,两岸当局在处理两岸关系的态度和原则上是

有共识的 ,都主张搁置争议 、求同存异 、追求双赢。

(3)先易后难 ,先经济后政治;务实理性 ,循序

渐进 。马英九当选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未来

两岸关系最主要还是透过政府 ,优先级将是先经

济 、和平 、国际空间 ,一步一步来” 。
[ 2]
其大陆政策

幕僚苏起也表示:“马英九已为其两岸主张列出优

先级 ,就是从周末包机及观光客来台开始 ,一年后

定期航班直航 ,其后再协商综合经贸合作协议

(CECA),其后才是和平协议或国际活动空间” 。
[ 17]

2008年 6月 3日 ,政协主席贾庆林在海协会第二

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时指出:“海协会新一届

理事会承担着新形势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

重要任务 ,要坚持在`九二共识' 基础上与海基会

进行商谈 ,秉持`建立互信 、搁置争议 、求同存异 、

共创双赢' 的精神 ,先易后难 ,先经济后政治 ,循序

渐进 ,务实解决两岸同胞关心的问题 ,推动两岸协

商谈判不断取得进展 ,在两岸关系发展中发挥积

极作用。”
[ 18]
这一循序渐进的两岸谈判规划是务

实理性的 ,遵循先易后难 ,先事务性谈判及经济性

谈判 、后政治性谈判的顺序 ,有助于双方积累互

信 ,并取得谈判成效 。

2.两岸政治互动的阶段性

传统的“国家统一”概念从我国的单一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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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形式出发 ,强调中央与地方的高度一致性 ,

其主要的标准是:单一宪法 、单一中央政府。由中

央政府掌握最高管辖权 ,是唯一的外交代表 ,全国

范围内的行政 、立法和司法最高权均集中于中央

政府。海峡两岸的统一 ,是对传统的“国家统一”

概念的挑战 。在“一国两制”的模式下 ,台湾当局

保留了在台湾地区的行政 、立法和司法的最高权 ,

台湾当局还保留军队和部分的外交权 ,台湾当局

享有的高度自治权是前所未有的 。两岸的统一 ,

不仅不是最终组成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 ,而且

有可能是相当松散的复合制的结构形式 。

“国家统一”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 ,在终局性

统一完成之前 ,是海峡两岸平等协商和谈判的阶

段。依据《反分裂国家法》第七条的规定 ,即使是

终局性的和平统一 ,也可以分步骤来完成 。这说

明在终局性统一完成之前 ,至少分为两个阶段 ,即

两岸平等协商和谈判的阶段 ,以及走向最终统一

的过渡阶段。

表 1　两岸政治互动的三个阶段

初级阶段 中级阶段 高级阶段

两岸平等协

商和谈判的

阶段:先经济

后政治。

走向最终统一的

过渡阶段:建构两

岸关系和平稳定

发展的架构。

最终完成统一的阶

段:有可能是组成

相当松散的复合制

的结构形式。

目前两岸关系仍处在两岸平等协商和谈判的

阶段 ,这一阶段将贯穿马英九执政时期 。两岸协

商谈判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动 ,也应有阶段性的

协商谈判目标。在不同的时期 ,有不同的条件 ,可

以实现不同的目标 。在协商谈判的第一阶段 ,尤

其是马英九的第一任期间 ,由于马英九有连任的

压力 ,两岸对于政治议题的分歧均不易妥协 ,应以

事务性谈判 、经济性谈判为主题 ,以实现两岸交流

的正常化为主要目标。在协商谈判的第二阶段 ,

尤其是马英九的第二任期间 ,马英九没有了连任

的压力 ,其执政路线也可以初见成效 ,才有可能在

政治性谈判中取得较大的进展 。即使在第一阶段

的经济性谈判中 ,也可以划分为不同的阶段予以

落实 ,曾经有学者提到 ,国台办对台政策有三部

曲 ,首先落实三通直航 ,其次两岸经贸关系正常

化 ,再来建立两岸经济机制 ,类似马英九所提的综

合性经贸协议 。
[ 19]

表 2　当前两岸协商谈判的阶段性目标

第一阶段(2008—2012年) 第二阶段(2012—2016年)

经济性议题:如三通直

航 、金融合作 、综合性经

贸协议等。

政治性议题:如台湾国际

活动空间 、和平协议 、军事

互信机制 、高层互访等。

事务性议题:如大陆学生

赴台就读 、两岸共同打击

犯罪等。

其他议题

当然 ,台湾方面对于扩大国际活动空间有一

定的迫切性 ,这一点大陆方面应该能够理解 ,在第

一阶段就相关问题展开谈判是有可能的 ,但能否

达成协议有待观察。2008年 9月 24日 ,马英九表

示 ,他希望和医界并肩作战 ,让台湾在明年 5月 ,

务必能够参与世界卫生大会(WHA),成为世卫观

察员 。
[ 20]
然而 ,如果海峡两岸尚未就相关问题达

成协议 ,而台湾当局片面推动 ,那么不会有什么结

果 ,只会增加台湾民众的挫折感。

两岸政治互动的困境与出路

马英九上任后 ,两岸关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

但是两岸政治互动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 ,最终走

出困境 ,建构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互动架构 ,

有赖于两岸的当政者以民为本 ,发挥智慧 ,为两岸

中国人找出具有创意的方案。

1.两岸政治互动的困境

(1)两岸关系的结构性矛盾 。两岸两会顺利

恢复了商谈 ,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但是两岸关系的

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 ,两岸之间的国家认同分歧 ,

不仅仅是“台湾共和国”的问题 , 而且是“中华民

国”的问题 。随着民进党的败选 , “台湾共和国”的

认同争议退居其次 ,但是“中华民国”的认同分歧

—81—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9年第 2期



浮上台面。两岸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 ,主要包括

四个方面的矛盾 ,其一是对于“中华民国”政治定

位的分歧;其二是对于台湾当局的国际活动空间

的争议;其三是要求大陆放弃使用武力乃至撤除

导弹的争议;其四是由于制度差异造成的意识形

态对抗。这些结构性矛盾 ,短期内难以化解 ,甚至

有可能更加凸显 ,取代两岸之间的统独斗争成为

两岸关系中的主要矛盾。

(2)“台湾主体意识”的强化。民进党执政八

年 ,对台湾社会造成了深刻的政治影响 ,使得台湾

社会强调“台湾优先 、台湾第一”的“台湾主体意

识”得以强化 ,具有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政大

选研中心在 2006年底公开发布的民调显示 ,台湾

民众对于“台湾人”的身份认同日益升高 ,已经达

到了 60.1%,自认为是中国人的降到 4.8%,自认

为既是中国人又是台湾人的则为 33.4%。该民

调还指出 ,在中国政府许可的情况下 ,有 62%的

民众认为台湾应该“独立” ;在中国政府不许可的

情况下 ,仍有 54.1%的民众坚持台湾应该 “独

立” 。
[ 21]

2007年 3月 4 日 ,陈水扁抛出“四要一没

有”的讲话 ,第二天 ,即 3月 5日晚 ,台湾 TVBS民

调中心进行了一次电访民调 ,其中一个问题问道:

“如果只有一种选择 ,请问您比较希望台湾成为一

个独立的国家 ,还是台湾和大陆统一?”民调结果

是:55%选择“台湾独立” ,25%选择台湾和大陆统

一 ,20%没意见 。
[ 22]
这样的民调结果警示我们 ,由

于民进党执政的误导 , “台湾主体意识”在台湾具

有相当的社会基础 ,是对马英九和国民党执政的

最大牵制 。

(3)台湾经济发展的困境。马英九就职以来 ,

面临经济发展问题的严峻挑战 。由于陈水扁执政

期间在两岸关系上走的是主权冲突路线 ,两岸关

系既不稳定 ,台湾经济发展也有所停滞 。经济问

题是台湾民众面临的主要的和首要的问题 ,这也

是台湾民众在陈水扁执政八年经济不景气形势下

的必然要求 ,台湾民众对马英九新当局的最高期

待是发展经济。2008年 5 月 ,台湾《联合报》民调

显示 ,民众最希望马英九在未来四年优先处理的

施政工作 ,以经济问题居首(74%),其他分别为内

政问题(11%)、两岸关系(4%)与 “外交”发展

(1%)。
[ 23]
台湾年代电视台的民调也显示 , 75.8%

的台湾民众希望马英九优先改善经济问题 ,其次

是教育问题 ,占 24.6%。
[ 24]
可见 ,发展经济是马英

九新当局必须面对的核心任务 。

马英九上任以来 ,各家民调均显示其满意率

明显下降 ,其原因就在经济问题。2008年 8 月 15

日台湾当局“行政院研考会”发布的民调显示 ,马

英九的满意率为 47%,不满意率为 36.3%。其中

对马英九新当局推行节能减碳 、政府清廉 、环境保

护 、两岸关系等方面工作的满意率比较高 ,达到

50%上下 ,而有关经济建设部分 ,包括促进投资 、

交通建设 、赋税改革 、稳定物价等方面的满意率都

明显偏低 ,尤其是对新当局稳定物价方面的表现 ,

满意率只有 30.7%,不满意率达到了 60.9%。
[ 25]

这说明 ,马英九上升之后 ,由于整个国际经济形势

的影响 ,物价不断上涨 ,股市不断下跌 ,是引起台

湾民众满意率下降和不满意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当然 ,多数台湾民众仍对马英九当局寄以极大的

期望 ,61.5%的民众仍对新当局未来一年的施政

抱有信心。但是如果台湾经济长期没有起色 ,将

损伤马英九的执政路线 ,削弱台湾民众对两岸关

系发展的期望 。

2.建构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架构

虽然两岸关系有结构性的矛盾有待化解 ,有

对立性的力量相互牵制 ,但是主导两岸关系的国

共两党确立了开创“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的共

识。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把“和平发展”作为领导国

家的战略性选择 ,提出“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

展道路。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代发展潮流

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主张“牢牢把

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 ,
[ 26]
这就为建构两

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互动架构提供了政治基

础。2005年4月 29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与

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共同发布的“两岸和平发展

共同愿景”中指出:“促进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 ,

达成和平协议 ,建构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架

构 ,包括建立军事互信机制 , 避免两岸军事冲

突” 。
[ 27]
建构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架构 ,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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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统一前过渡时期的政治性和法律性安排。两岸

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架构应当包含过渡时期规范

两岸政治 、经济 、文化等各方面关系的综合性协议

和单项协议 ,包括和平协议 、军事互信机制 、综合

性经贸协议 、共同打击犯罪协议等等 。通过一揽

子的协议建构起过渡时期的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

展架构 ,使困扰两岸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得以全面

化解或局部化解 ,使两岸关系走上和平发展的道

路 ,使海峡两岸各方面的交流和往来得以正常开

展。

(1)过渡时期的本质是维持现状。两岸和平

稳定发展架构是国家统一前的过渡性安排 ,在过

渡时期 ,台湾将保留它现有的“国名”和“宪法体

制” 。过渡时期两岸结合的共同的政治基础和法

律基础是“一个中国原则” 。在“一个中国原则”

下 ,两岸共同促进“国家统一”的进程 。在过渡时

期 ,对台湾当局政治地位的处理方式有三种 ,其一

是搁置争议 ,其二是各自表述 ,其三是寻求共识 ,

其精神实质是维持现状 ,在较长的时期内维持现

状是各方都较能接受的方案。

(2)过渡时期走一条超越统独的中间路线。

必须看到 ,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在台湾仍有 40%

左右的支持率 , “台独”的产生具有复杂的历史背

景 ,短期内“台独 、分裂”的声音和诉求在台湾社会

不可能消失。“国家统一”的过程不可能完全漠视

40%的台湾民众的声音 ,过渡时期走一条超越统

独的中间路线 ,过渡时期的台湾具有某些“相对独

立”的政治形态 ,“台独”的诉求在过渡时期适度地

予以释放和疏导 ,使台湾广大民众在统独的对比

中作出正确的抉择。

(3)过渡时期是统独力量争取台湾民心的阶

段。两岸的统一最终必须得到台湾民意的支持 ,

过渡时期就是统一力量和“台独”势力争取台湾民

心的阶段 。孙中山先生认为:“统一之法 ,非恃人

心 ,则恃武力。若恃武力 ,其流弊必致于专制 。然

人心不能统一 ,必生祸乱。”
[ 28]
因此 ,统一应“以得

民心为主” 。中国大陆通过持续推进经济体制和

政治体制的改革 ,不断发挥经济上 、政治上的吸引

力 ,通过软实力的强化完成两岸和平统一的进程。

结　　语

新形势下的两岸政治互动面临着两岸关系历

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因此 ,两岸关系未来的发

展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不可否认 ,在新形势下的

两岸政治互动中 ,双方均有一定的顾虑 。大陆方

面担心过度的让步会使得国际社会承认的一个中

国原则产生动摇 ,而台湾方面担心过度的让步损

伤台湾的主体性。双方的顾虑和担心是两岸政治

互动中必然存在的心理 ,但是双方都意识到新形

势下的两岸关系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 ,只有抓住

机遇才能创造双赢。

新形势下的两岸关系确立了“和平发展”的主

题。在两岸关系上坚持和平发展的主题 ,符合时

代的潮流 ,契合两岸人民的共同心愿 ,具有坚实的

社会基础。在两岸关系上坚持和平发展的主题 ,

是根据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性抉

择 ,符合国家与民族振兴的总体战略 ,与世界各国

的利益相一致 ,具有客观的政治基础 。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的主题 ,指的是维护两岸关系和平稳定

的政治局面 ,促进两岸各方面的交流不断地向前

发展 。邓小平认为 ,世界性的和平与发展问题中 ,

和平指东西方关系 ,主要是政治问题;发展指南北

关系 ,主要是经济问题。在两岸关系上 ,和平发展

的主题也有相似之处 ,和平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 ,

发展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 。当然 ,两者相辅相成 ,

相互促进 ,密不可分 。

两岸都面临和平与发展的严峻挑战 ,发展是

核心 ,发展是硬道理 ,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可以为

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海峡两岸应当共同努力 ,

构建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互动架构 ,为海峡

两岸的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

注释:

[ 1] 胡锦涛会见连战一行.人民日报 , 2008-04-30:1

[ 2] [ 台北] “中央社”记者林沂锋.马英九:两岸关系

政府主导 ,不会以党领政 , 2008-03-22 电

[ 3] 马英九.就职演说.台湾当局“总统府新闻稿”.

—83—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9年第 2期



http:  www.president.gov.tw 2-special 2008-0520p speech.

html

[ 4] 中共中央台办 、国务院台办主任陈云林就当前两

岸关系问题发表谈话.人民日报 , 2008-05-23:4

[ 5] 海协会邀请海基会 6月组团访京举行商谈.人民

日报 , 2008-05-30:4

[ 6]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

雄举行会谈.人民日报 , 2008-05-29:1

[ 7] 胡锦涛总书记会见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人

民日报 , 2008-06-14:1

[ 8]马英九接受墨西哥《太阳报》系集团董事长瓦斯

盖兹专访 .台湾当局 “总统府新闻稿”.http:  www.

president.gov.tw php -bin prez shownews.php4? -section =

3&-recNo=26

[ 9] 13 省市居民可经厦游金马澎———王毅昨在厦宣

布五项便利两岸同胞往来新举措.厦门日报 , 2008-09-08:

2

[ 10] 民主进步党第十三届第七次中常会声明稿 ,

2008-09-10.http:  www.dpp.org.tw 

[ 11]胡文辉.“ 特别关系”就是投降主义! .自由时

报 , 2008-09-05:A4

[ 12] 人民日报 , 1995-01-31:1

[ 13] 陈水扁陪同媒体主管前往金门地区并至大胆岛

参访 .台湾当局“ 总统府新闻稿” , 2002-05-09.参见:

http:  www.president.gov.tw php-bin prez shownews.php4?

issueDate=&issueYY=91&issueMM =5&issueDD=&title =

&content = &-section = 3&-pieceLen = 50&-orderBy =

issueDate%2Crid&-desc=1&-recNo=86

[ 14] 布里吉特·斯塔奇 , 马克·波义耳 , 乔纳森·维尔肯

菲尔德.外交谈判导论.陈志敏 , 陈玉聃 , 董晓同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5:62

[ 15] 马萧:冰山要慢融 , 否则变洪水.中国时报 ,

2008-04-15:A4

[ 16] 胡锦涛会见萧万长一行.人民日报 , 2008-04-13:

2

[ 17] 苏起读马政策:解冻我不独他不武 ,就好谈.[ 台

湾] 联合晚报 , 2008-03-23:A2

[ 18]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召

开.人民日报 , 2008-06-04:1

[ 19] 陈云林下月来台 余克礼打包票.[ 台湾] 经济日

报 , 2008-09-26:A6

[ 20]谴责大陆黑心食品 , 马:两岸设热线 , 我应加入

WHO.中国时报 , 2008-09-25:A6

[ 21] 政大选研中心.台湾 、香港 、澳门 、冲绳民众文化

与国家认同国际比较调查 , 2006 新闻稿

[ 22] TVBS 民调中心.陈水扁“四要一没有”谈话民

调.http:  www.tvbs.com.tw FILE-DB DL-DB yijung 200703 

yijung-20070306203236.pdf

[ 23] 联合报 , 2008-05-21:A1

[ 24] 年代民调中心.2008 总统选举选后民意调查

.http:  survey.eracom.com.tw file productimages25 080326.

pdf

[ 25] [ 台湾] 行政院研考会.“民众对政府近三个月施

政满意度的看法” 民意调查 .http:  www.rdec.gov.tw 

public Data 881918552071.pdf

[ 26]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

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

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 , 2007-10-25

[ 27] 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与中国国民党主席连

战会谈新闻公报.人民日报 , 2005-04-30:1

[ 28] 孙中山.言论应归一致(1912 年4 月 27 日)  “国

立编译馆”三民主义大辞典编审委员会主编.三民主义大

辞典.幼狮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 1988:1513-1514

(责任编辑:张业亮)

—84—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9年第 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