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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战略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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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党的十八大报告确立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的战略指导地位 , 肯定了

过去10 年对台工作的历史性成就 , 提出了现阶段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任务 , 即 /巩固和

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 !社会基础 0 , 规划了新形势下的对台政策

和对台工作的努力方向 , 是现阶段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纲领性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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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 /丰富 -一国两

制 . 实践和推进祖国统一 0 的论述 , 高屋建领

地总结了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在对台政策与对台

工作中的新成果和新成就 , 提出了今后一个时

期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 , 规划了新

形势下的对台政策和对台工作的努力方向, 是

现阶段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纲领性文件 "

一 ! 确立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的
战略指导地位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 /必须坚持 -和平

统一 !一国两制 . 方针 , 坚持发展两岸关系 !
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 , 全面贯彻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 , 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的政治 !经济 ! 文化 !社会基础 , 为

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 " 0 -0过去在党的
文献中 , 有提到 /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的主题 0 ! /提出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

主张 0 "党的十八大报告把两岸关岸和平发展

确立为 /重要思想 0 , 这在党的文献中是第一

次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 /实现和平统

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 0
(一 )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党在两岸关系

动荡不安的时期作出转折性的决策与部署

2002年是两岸关系严峻对立的时期 "陈水

扁提出 /一边一国 !公投制宪 0 的 /法理台
独 0 主张 , 是对两岸关系的严重挑衅 "为了遏

制 /台独 !分裂 0 势力的猖狂挑衅 , 200 5年

3月全国人大通过了 5反分裂国家法 6 , 把

/反台独 !反分裂 0 纳人法制轨道 ; 同年4

月 ,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邀请国民党主席连

战率团参访大陆 , 共同发布了 5两岸和平发展
共同愿景 6的新闻公报 , 明确指出: /和平与

发展是21 世纪的潮流 ,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符合

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 , 也符合亚太地区和世

界的利益 0 .2] "此后 , 中共中央邀请了亲民党

和新党组团访问大陆 "国亲新三党登陆开启

了两岸政党交流的新机制 , 使严峻对立的两岸

局势得以局部缓和 , 在两岸的政党之间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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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 -台独 0 . 的共同政治
基础 "

2006年4月16 日, 胡锦涛总书记会见参加

两岸经贸论坛的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和台湾各

界人士 , 指出 /和平发展理应成为两岸关系发

展的主题 , 成为两岸同胞共同为之奋斗的目

标 0 , 认为坚持 /九二共识 0是实现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础 , 为两岸同胞谋福社是实

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根本归宿 , 深化互利双

赢的交流合作是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有效

途径 , 开展平等协商是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的必由之路 "200 7年10 月 ,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

大报告中表示 , 我们将遵循 /和平统一 !一国
两制 0 的方针和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 !推进祖

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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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分裂活动决不妥协 , 牢牢把握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的主题 , 真诚为两岸同胞谋福社 !

为台海地区谋和平 ,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 , 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3]"和平发展成为

新时期两岸关系的主题和目标 , 符合国家和民

族的长远利益 , 有利于实现我国战略机遇期的

总体发展目标 , 有利于 /和平统一 !一国两
制 0 的最终实现 "

(二 )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符合两岸人民利

益和愿望的战略性抉择

2008年3月 , 在国共两党和两岸人民的共

同努力下 , 台湾局势发生了积极变化 "台湾民

众以选票表达了求和平 !求稳定 !求发展的主
流民意 , 台湾政坛实现了二次政党轮替 "两岸

民众对马英九 !萧万长上任后改善两岸关系 !
促进台海和平都抱有相当的期待 "台湾选后 ,

胡锦涛先后会见了萧万长 ! 连战 !吴伯雄等国

民党领导人 , 高度肯定了国共两党所确立的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指导方针 , 指出: /两岸关
系发展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 "这一局面来之

不易 , 值得倍加珍惜 0 "2008 年5月20 日, 马

英九和萧万长正式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6月

13 日, 两岸两会恢复了协商谈判 , 两岸关系走

上了制度化的协商轨道 "
马英九在前四年推动两岸关系走上和平发

展的轨道 , 得到台湾多数民众的认同, 是马英

九在2012 年当选连任的重要原因 "台湾民众普
遍认识到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对于台湾经济发展

和民生福利建设的重要性 , 认同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的方针政策 , 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台湾

民众的切身利益相互挂钩 , 把 /九二共识 0 与

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挂钩 "201 2年1月 , 国民

党候选人马英九和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在台湾

地区领导人选举中激烈对抗 , 选举最后阶段 ,

台湾工商界的重要人物如郭台铭 !王文渊 ! 张

荣发 !徐旭东 !尹衍梁 !王雪红等纷纷表达支
持 /九二共识 0 , 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 形

成了支持马英九胜选的重要社会氛围, 使马英

九最终以近80 万票的优势胜出 "
(三 )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推进祖国统一进程中的运

用, 是科学发展观在对台工作和对台政策中的
体现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体现了中央对

台大政方针一以贯之的继承性 !与时俱进的创

新性 !开拓进取的前瞻性 , 是 /一国两制 !和

平统一 0 的方针在新时期的实践和体现 "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是科学发展观在对台工

作和对台政策中的体现 "科学发展观要求 /把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深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

第一要义 , 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 坚持

聚精会神搞建设 !一心一意谋发展 0 "200 2年

11 月 , 党的十六大报告就提出: /综观全局 ,

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 , 对我国来说 , 是一个必

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

遇期 " 0 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指出: /综观

国际国内大势 , 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

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 0 对台工作和两岸关
系要为国家建设发展的大局服务 , 要服务和

服从于 /确保到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宏伟目标 0 "

科学发展观要求 /必须更加自觉地把以人

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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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0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从实际出

发 , 实事求是 , 照顾到了方方面面的现实和利

益 , 要求我们既不要操之过急 , 也不能无所作

为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我们要努力促进两
岸同胞团结奋斗 0 ! /凡是有利于增进两岸同
胞共同福社的事情 , 我们都会尽最大努力做

好 0 "这些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实质 "和
平发展是世界的潮流 , 也是两岸人民的共同心

愿 "为两岸关系建构和平发展的主题 , 是新时

期两岸关系的主要内容 , 是 /以民为本 !为民

谋利0精神的现实贯彻 , 是科学发展观在两岸

关系中的具体实践和真实表现 "从2006 年以

来 , 国共两党共举办了8次国共论坛 , 内容涉

及经贸 ! /三通 0 !文化 ! 教育等方面的交
流 , 初步建立和巩固了两岸政治互信 , 对促进

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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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共交流奠定的政治基础为

200 8年马英九上任后迅速恢复两岸两会谈判开

辟了道路 "和平发展日益成为两岸人民的共

识 , 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与肯定 "

二 ! 肯定了过去10 年对台工作的历史性
成就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过去10 年对台工作取得

的历史性成就作了高度的肯定 , 尤其是强调过

去5年 /港澳台工作进一步加强 0 , /推动两
岸关系实现重大转折 , 实现两岸全面直接双向

-三通 . , 签署实施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

形成两岸全方位交往格局 , 开创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新局面 0 "2007 年以来 , 在两岸人民的共

同努力下 , 两岸关系发现了巨大的改变 "

2008 年5月 , 马英九上任后 , 在国共两党的共
同努力下 , 两岸两会恢复了谈判 , 经过8次陈

江会至今已经签署了18 项协议 , 达成了多项共

识 , 标志着两岸关系走上了和平发展的正确道

路 "马英九上任以来 , 陆续采取了一些开放性

的大陆政策 , 缓和了两岸关系 , 推动两岸关系

走上了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 , 两岸关系进人了

/大交流 !大合作 ! 大发展 0 的新时期 , 两岸

交流交往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态势 "

(一) 随着两岸直接 !双向 /三通 0的实
现 , 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人数迅速增长

实现两岸直航与大陆居民赴台旅游 , 是马

英九选前对于台湾民众的承诺 "在海峡两岸的

共同努力下 , 2008 年7月两岸直航和大陆居民

赴台旅游 , 使两岸人员往来的数量迅速增长 ,

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人数不断增加 , 200 8年至

201 1年分别达到33 万人左右 ! 97 万多人 !

163 万多人 ! 178 万多人 "据台湾方面的统计 ,

2008年7月15日至2012年7月31日, 赴台观光旅

游的大陆游客已经超过414 7433 人次; 依据台

湾有关方面的赴台旅客消费及动向调查结果估

算 , 大陆赴台观光游客已经为台湾带去新台币

21 01 亿元 (68 .5亿美元 ) 的外汇收人 "
(二 ) 随着两岸经贸政策的进一步开放 ,

逐步实现两岸经济关系制度化和正常化

马英九上任后 , 恰逢国际金融风暴的蔓

延 "马英九积极推动两岸经贸政策的开放 , 如

放松台商投资大陆的上限 ! 开放两岸金融合

作 !开放陆资进台等 , 这对于进一步密切两岸

经贸关系具有积极的正面的效益 "台湾当局还
进一步延长了大陆工商界赴台交流的时限 , 为

陆资进台创造更加宽松的条件 "尤其是 5海峡

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6 (ECFA ) 的签署 ,

推动海峡两岸经济关系朝着制度化和正常化方

向加速发展 "20 H 年 , 大陆与台湾贸易额为

160 0. 3亿美元 , 其 中 , 大陆对 台湾出口为

35 1.1亿美元 , 自台湾进口为12 49.2亿美元 "

2012 年1一6月 , 大陆与台湾贸易额为750 .2亿美

元 "截至201 2年6月底 , 大陆累计批准台资项

目8.7万多个 , 实际利用台资558 .1亿美元 "两
岸贸易仍然是台湾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 , 大陆

仍然是台商的主要投资地点 , 两岸经贸关系保

持着旺盛的发展动力 "

(三 ) 两岸文教 !社会和人员交流不断扩

大 , 促进了两岸民间社会的融合

台湾当局进一步开放两岸文教交流 , 如增

加大陆新闻媒体驻台采访的单位和时间 , 延长

大陆专业人士赴台交流的时限 , 放宽台湾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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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登陆交流的限制 "此外 , 台湾当局还进一步

开放了大陆学生赴台就学以及承认大陆学历的

事项 , 推动了相关的政策与法案的修改 , 这对

于两岸青年交流以及民间社会的融合将产生积

极的促进作用 "根据陆生联招会的统计资料 ,

2012年共 2153人报名 , 比2011年少了600多

人 , 最后录取999 人 , 其中677 人确定赴台就

读 , 比201 1年少了65 人 "截止目前 , 两岸的婚

姻已经超过32 万对 , 并且正在以每年1万对以

上的速度在增长 "

三 !规划了新形势下的对台政策和对台工
作的努力方向

随着两岸关系的不断发展 , 两岸谈判和两

岸交流正向着 /深水区 0 迈进 " /巩固和深化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 !经济 ! 文化 !社会

基础 , 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 0成为现

阶段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任务 "在巩固和深化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中 , /面临的机遇和

挑战并存 , 总体看机遇大于挑战 0 " /确保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 , 政治基础是坚持大陆和台湾

同属一个中国 , 重要途径是深化交流合作 !推

进协商谈判 , 强大动力是促进两岸同胞团结奋

斗 , 必要条件是反对 -台独 . 分裂活动 0 -飞

(一 )要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
基础 , 是确保两岸关系走向的必要条件 "在现
阶段 ,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体现为海峡两岸J咯守

反对 /台独 0 , 坚持 /九二共识 0 共同立场 "

这是建立和巩固两岸政治互信的核心和前提 "
在此基础上 , 我们更希望海峡两岸 /增进维护

一个中国框架的共同认知 0 , 共同维护中国的
主权与领土完整 " /维护一个中国框架 , 对增

进双方政治互信有利 , 对两岸关系稳定发展有

利 0 !5]" /一个中国框架 0 是更加具有包容

性 ! 更加具有诚意的概念 , 体现了海峡两岸历

史与现实的连结点 , 至今依然是台湾法律法规

的法理基础 "即使是两岸军事对抗的时期 , 蒋

氏父子仍然坚持了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0

的立场 " /一个中国框架的核心是大陆和台湾同

属一个国家 , 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的关系 0 .们"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 不仅是对国民党当局的要

求 , 也是对民进党等泛绿政治团体的要求 "因

此 ,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对台湾任何政
党 , 只要不主张 -台独 . !认同一个中国 , 我

们都愿意同他们交往 !对话 !合作 0 "这是对

民进党伸出的橄榄枝 , 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实

事求是的作风 "
(二 )要坚决反对 /台独 0 分裂图谋

/台独 !分裂 0是危害两岸关系的最大障
碍 "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中, 要始终不

渝 !不遗余力地同 /台独 !分裂 0 势力作斗
争 "岛内外的 /台独 !分裂0势力仍然存有不

切实际的幻想 , 以为依靠国际反华势力可以谋

求 /台湾独立建国 0 的目标 , 以为中国共产党

会作出妥协 , 以为和平发展可以为 /和平独

立 0 提供机会 "党的十八大报告立场坚定地指

出: /解决台湾问题 !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 是

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 0 , 并且旗帜鲜明地表

示 : /中国人民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以任

何方式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 " -台独 . 分裂

行径损害两岸同胞共同利益 , 必然走向彻底失

败 0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这一立场鲜明的政治

宣示粉碎了岛内外 /台独 !分裂 0 的迷梦 , 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放弃祖国统一的

神圣使命 , /在新的征程上 , 我们的责任更

大 !担子更重 , 必须以更加坚定的信念 ! 更加

顽强的努力 , 继续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 !完成
祖国统一 ! 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

大历史任务 0 "
(三 )要持续推进两岸交流合作

200 8年以来 , 两岸经济 ! 文化 !教育 !社
会等各方面的民间交流突飞猛进 , 对于增进两

岸人民的利益 , 促进两岸同胞的理解 , 产生了

积极而明显的作用 "然而 , 不可否认 , 两岸关

系仍然面临长期积累的困难与挑战 "尤其是泛

绿阵营仍然千方百计阻挠两岸的正常交流 , 台

湾社会依然无法消除对于大陆的敌意 , 台湾民

众认同疏离的趋势尚未改变 , 国际反华势力介

人台湾问题的意图没有放弃 , 两岸政治分歧难

以化解 , 实现祖国统一的 目标任重而道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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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 " 0 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中, 需要通

过密切的两岸交流合作 , 深化两岸的理解与认

同 , 巩固两岸政治互信 , 创造条件 , 寻找契

机 , 为破解两岸政治难题作好充分的准备 "通

过深化经济合作 , 厚植两岸共同利益; 通过扩

大文化交流 , 增强两岸民族认同; 通过密切人

民往来 , 融洽两岸同胞感情 "巩固和深化两岸

同胞的利益 !认同 !感情纽带 , 使任何政治势

力都无法切割海峡两岸血浓于水的同胞连结 "
(四 )要加强两岸关系的制度建设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 /促进平等协商 ,

加强制度建设 0 "2008 年以来 , 依据 /先易后
难 !先经后政 !把握节奏 !循序渐进 0 的原

则 , 两岸两会的制度性协商为两岸经济性和事

务性交流合作的制度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
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 , 对两岸关系的制度化建

设提出了更加广泛和更加深人的要求 , 甚至于

不排除政治议题的对话 !协商与谈判 , 其中包

括 /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

关系 , 作出合情合理安排; 商谈建立两岸军事

安全互信机制 , 稳定台海局势; 协商达成两岸

和平协议 , 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前景 0 "
中国共产党准备务实而理性地面对和处理 /国

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 0 , 体

现了极大的善意与诚意 "国台办王毅主任指
出: /合情 , 就是照顾彼此关切 , 不搞强加于

人; 合理 , 就是悟守法理基础 , 不搞 -两个中

国 . ! -一中一台 . "这体现了我们愿意正视

分歧 !逐步破解难题的决心和诚意 0 l刀"
(五 )要促进两岸同胞团结奋斗

由于历史的原因 , 两岸同胞曾经分隔多

年 , 处于不同的生存环境 , 走上了不同的发展

道路 , 不可避免地存着某些隔阂与误解 "但是

两岸同胞血脉相连 , 文化相同, 地理相近 , 随

着两岸交流的日益深人 , 两岸同胞利益相结 "

推动两岸同胞团结奋斗是新时期两岸关系的必

然要求 " /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 , 是血脉相

连的命运共同体 , 理应相互关爱信赖 , 共同推

进两岸关系 , 共同享有发展成果 0 "两岸同胞

应当相互关爱 , 彼此信任 , 不分你我 , 共同为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 共享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成果 "必须切实保护台湾同胞的
权益 , 增强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
身份认同 ! 民族认同 !政治认同"

五 ! 结束语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30 多年

改革开放 ,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历史成就 ,

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过
去ro 年 , 中国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

展 ,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政治 !经济 !

文化 !社会 !生态文明等方面的建设都取得了
全面的进步 , 增强了大陆社会各界的信心 , 也

增强了中国人民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的信心 "

我们相信 ,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 高举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 , 在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 一定能够完成祖国

统一大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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