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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主要是指美台双方在指挥、控制、侦察、情报等方面 (即 C 4ISR系统 )软硬件的互联互通 ( in terop erab ility)上。从军事的角度看,

这意味着美方可以直接参与到台军的战时指挥程序中;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则意味着美台之间事实上的结盟。

º 袁明、[美 ]哈里# 哈丁主编: 5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 6,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第 465页。

摘要: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与大陆同根同源是历史的定论。 /只有一

个中国 0是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前提。但是, 由于历史原因和美国的别有用心,台湾问题

在中美关系中成为 /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 0。长期以来,美国为了达到其牵制中国的

目的,以 /共同防御条约0和 5与台湾关系法 6为借口, 一再挑起所谓 /台湾问题 0, 影响了两

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正常交往。本文通过对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核心地

位的讨论,明确指出, 所谓的 /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 0是美国一手操控台湾、制约中国

的结果。弱化 /台湾问题0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实现中美关系的长期正常化,不仅是时代的

要求,更符合两国各自国家利益的现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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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 /台湾问题是

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 0一直是

中国领导人在中美高层交往时经常表达的基本

态度。之所以说它是核心问题, 是因为与中美

关系中的其他问题相比,台湾问题具有以下两

个明显特征:首先,它涉及到中国的领土主权核

心利益,也涉及到中国东南部区域大部分国土

和领海领空的战略安全; 第二,美国既是这个问

题的始作俑者,也是这一问题的持续介入者, 且

介入的基本手段一直是国际关系中最激烈的一

种:军事 ) ) ) 在中美建交前是直接驻军台海地

区,在中美建交后则是以 5与台湾关系法 6为依

托的对台军售, 近年来还出现了加强美台军事

合作的新形式。
¹
正是这两个特征决定了台湾问

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核心问题。

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敏感性衍生自它

的重要性, 主要表现在长期以来它是唯一可能

对中美关系造成 /牵一发而动全身0效应的重大

战略因素。在中美关系史上, 它确实曾多次影

响到两国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

的正常交往。 /美国对华政策陷入长期困境, 就

是因为纠缠在包含各种复杂因素的棘手的台湾

问题上0。º当然, 不必讳言的是, 由于台湾问题

并不涉及美国的领土主权核心利益, 更不涉及



其领土领海领空的战略安全,所以美方从来都

没有把它表述为 /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

核心问题0。换言之,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

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 0只是中方单方面的

认知与表述。¹

然而,自 2009年初以来, 中国国内学术界

和舆论界关于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

已经下降、甚至正在淡出核心地位的观点引起

了人们的注意。这些观点的基本论据主要有

三:一是从美国小布什总统后期到如今的奥巴

马总统上任以来, 中美关系的大局愈发缓和与

稳定;二是金融动荡 (也有人称之为经济危机或

衰退 )、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重大现实挑战在中美

两国、乃至世界各国议事日程中的地位急速上

升;三是自 2008年 5月 20日马英九团队在台

湾上任以来, 两岸关系也出现了快速的缓和与

稳定。º 尽管如此,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仍然是值

得商榷的。

一、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核心

地位的形成

  众所周知,台湾问题具有两个层面:一个是

国内层面,即台湾问题作为中国内政, 其实质是

国共两党经过激烈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后遗留下

来的问题;另一个是国际层面,也就是中美关系

中的台湾问题, 其实质是美国出于其全球战略

和对华政策的需要而对中国内政进行的长期干

涉,以及中国为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而与美国

进行斗争的问题。

1950年 6月 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

府改变了从中国内战中逐步 /脱身 0的对华政

策,直接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 干涉中国

政局的进一步发展; 美国军队和军事设施也登

上了中国领土台湾,从国际法的角度看,这是对

中国领土主权直接的武装侵犯。而且, 美国为

了使上述行为 /合法化 0,还在 1954年与当时的

台湾当局签订了 /共同防御条约 0。美国通过该

条约对中国核心利益进行武装侵犯的基本态势

一直持续到中美建交,并在事实上构成中美关

系解冻与正常化进程向前推进的核心障碍。这

一点可以从相关文献和史实中得到佐证。

1960年 5月,周恩来在会见英国元帅蒙哥

马利时说: /改善中美关系的先决问题是: 一、美

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二、美军撤出台湾

和台湾海峡。如果美国承认这两个原则, 我们

自然愿意同美国进行谈判。0»在同年 8月会见

美国作家埃德加 #斯诺 ( Edgar Snow )时, 周恩

来说: /中美谈判总要先达成原则协议才能解决

具体问题。应达成的原则协议包括两点: 第一

点是中美两国之间的一切争端, 包括两国在台

湾地区的争端,应通过和平协商求得解决,而不

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第二点是美国必须同意

将武装力量从台湾海峡撤走。至于什么时候撤

以及如何撤的具体步骤,是下一步讨论的事。0¼

在中美大使级会谈长期没有实质性进展的情况

下,中国方面认为: /今后在会谈中没有必要再

在次要的问题上浪费时间,而应首先致力于解

决中美两国之间的根本性问题, 即美国政府同

意把它的武装部队从中国领土台湾和台湾海峡

全部撤出的问题 0½; /今后要确定 -一揽子 .解

决的原则,就是说台湾问题不解决, 其他问题都

谈不上。0¾这也是 1969年 1月尼克松政府上台

之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在这期

间,虽然中方并没有明确指出 /台湾问题是中美

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 0, 但其 /最重

42 太平洋学报  第 18卷

¹

º

»

¼

½

¾

需要指出的是,在国际外交领域, 不同的主体从各自

的利益和立场出发,对同一事实产生不同的认知、做出不同的

表述,本来就是正常现象。甚至在认知相同的情况下, 也可能

做出不同的表述。

关于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下降的观点,可

参见郭震远等: /未来四年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0, 5中

国评论 6 (香港 ) , 2009年第 3期;关于其核心地位丧失的观点,

可参见邱震海: /希拉里访华, 台湾问题退出最核心问题 0,腾

讯网 2009 年 2 月 23 日, 网址: h ttp: / /new s. qq. com /a/

20090223 /004629. h tm1

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 5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

1949) 19756,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年版,第 281页。

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 5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

1949) 19756,第 287页。

熊向晖著: 5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6,中央党史出版社,

1999年版,第 275页。

王炳南著: 5中美会谈九年回顾 6,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5年版,第 71页。



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 0地位却是不言而喻的。

在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¹,尽管面临着空前

严峻的苏联战略威胁,中国方面仍然没有放弃

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在基辛格两次访华及尼

克松历史性的访华过程中,中方一再向美方强

调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例如, 在

基辛格秘密访华时, 周恩来总理在首次会谈中

便明确指出: /美国必须在一定时期内从台湾撤

出所有的武装部队, 并拆除在台湾和台湾海峡

的所有军事设施; ,,美国与蒋介石之间的条

约是非法的,我们不承认那个条约; , ,如果这

个关键问题不解决, 那么整个问题都将难以解

决。º0在此后的会谈中, 中方又不断强调这一

立场。

尼克松 1972年 2月访华期间,虽然毛泽东

从全球战略的高度出发,做出过 /台湾问题不是

大问题,国际形势才是大问题0、/台湾事小, 世

界事大 0之类的宏观评论, »但在关于 5上海公

报 6的具体谈判过程中,毛泽东并没有把台湾问

题视为无关宏旨的 /小问题 0。相反, 在事关美

国从台海地区撤军的具体措辞上, 中方可谓寸

步不让。毛泽东还就措辞问题专门对中方谈判

人员做出指示: /除了台湾问题我们不能同意修

改之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任何要修改

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到发表公报的可能

性。0¼也就是说, 中国宁肯推迟实施 /联美抗

苏 0的国际战略构想,也不愿在台湾问题上以牺

牲原则为代价去推动中美解冻进程。在这里,

尽管中国领导人并没有明言,但台湾问题在中

美关系中 /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 0地位却是

显而易见的。

此后,中美关系进入到致力于实现正常化

的过程中, 台湾问题仍是其中的核心障碍。中

方提出的 /断交、废约、撤军 0建交三原则全部与

台湾问题有关。中美之间最后能够达成协议、

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也是以美方承诺并实践上

述三原则为前提条件的。然而, 中美建交后不

久,美方即出台 5与台湾关系法 6。虽然这是美

国的国内法, 但其规范的内容却涉及到了中国

的内政,本质上是以新的方式复活了美台 /共同

防御条约0。此后,美台军事关系也从中美建交

前的美国直接驻军台海,转变为以美国向台湾

当局出售武器为主要形式。在中美就美台军售

问题进行的谈判陷入僵局时,中国方面甚至发

出了不惜让刚刚建交的中美关系倒退的强烈信

号。正是在中方的坚持下,双方最后达成 5八一

七公报 6, 规定了解决美台军售问题的基本方

向。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 美国并没有按照这

一方向兑现自己的承诺,但中方在中美关系正

常化与解决美台军售问题的过程中, 确实是始

终把台湾问题作为中美关系中 /最重要最敏感

的核心问题 0来对待的。

根据笔者的考证,中方首次提出 /台湾问题

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 0这一

重要表述, 是 1995年 10月 23日时任国家主席

江泽民到美国参加联合国成立 50周年的纪念

活动时,在美中协会等六团体举行的午餐会上

发表题为5走向新世纪的中国与中美关系 6的演

讲。他在演讲中明确指出:

) ) ) 影响中美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是

台湾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的主权、领土完

整和国家统一, 直接牵动着中国人民的民族感

情的重大原则问题;

) ) ) 构成中美关系基础的三个联合公报的

核心,就是台湾问题;

) ) ) 多年来的事实一再证明, 在台湾问题

得到较好处理的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就比较

顺利;反之, 两国关系便波折迭起,麻烦不断。½

此后,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

感的核心问题0作为一个完整的表述, 开始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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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从 1969年 1月尼克松上台到 1972年 2月中美5上

海公报 6的发表这段历史时期。

张曙光、周建明编译: 5中美解冻与台湾问题 ) ) ) 尼克

松外交文献选编 6, (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第 186

- 187页。

[美 ]基辛格著,陈瑶华等译: 5白宫岁月 6 (第 4册 ),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年版,第 1351页。

王媛媛: /中美5上海联合公报 6会谈内幕 0, 5文史天

地 6, 2004年第 9期,第 12页。

江泽民: /走向新世纪的中国与中美关系 0, 1995年 10

月 23日。资料来源: 中国台湾网资料库: http: / /www. ch inatai2

w an. org /wxz l/ zhyyl / jzm /200104 / t20010410_35325. htm1



出现在中国领导人与美方人士的会谈中, 有时

还有 /始终0或 /历来 0这样的时间修饰词。中

国最高领导人最近的一次表述, 是在 2009年 4

月 1日的 / 20国集团 0伦敦峰会上, 胡锦涛主席

在与奥巴马总统会谈时明确指出: /尊重和照顾

彼此核心利益, 是确保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的关键。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

的核心问题。0¹

实际上,中方对台湾问题的这个定位已经

考虑到了中美关系的发展 /比较顺利 0或 /健康

稳定0的情况, 而且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以 /台湾

问题得到较好处理0为前提条件的。换句话说,

无论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否顺利, 是否健康稳定,

都不影响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 /最重要最敏

感的核心问题0地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美方始

终没有彻底放弃以军事手段 (先是通过 /共同防

御条约 0驻军台海, 后是依托 5与台湾关系法 6

对台军售 )干涉台湾问题、从而危害中国核心利

益的战略选择。从对历史的回顾中我们也可以

看出,在中美达成 5八一七公报6之前,中国尤其

强调台湾问题的核心部分, 即美台军事关系;

5八一七公报 6发表后, 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 中

国更强调台湾问题作为一个 /关系到中国的主

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 直接牵动着中国人民

的民族感情 0的重大原则问题, 它对中美关系的

整体具有重要影响和宏观意义。

二、当前中美关系的新形势

最近一次美国大选乃至新总统奥巴马上任

以来, 中美关系至少暂时摆脱了以往那种令人

不安的起伏和紧张。事实上, 中美关系总体缓

和与稳定的局面早在 / 9# 110事件发生后不久

就已经开始了。 2003年 9月, 已有中方官员提

出 /中美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0。º 此

后,来自中美双方的此类评论越来越多,其中包

括小布什政府的两任国务卿鲍威尔和赖斯。从

实际情况来看, 中美两国在这期间确实就诸多

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了紧密合作。就当前

来说, 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气候变化

与能源安全、反恐与防核扩散等重大现实问题,

无一不需要中美两个大国的有效合作, 任何一

国都无法单独应对;甚至仅仅依靠中美两国的

合作也不够, 还需要世界其他大国和国家集团

的积极参与。中美在诸多问题上的合作, 不仅

是时代的要求, 更是出于两国各自国家利益的

现实需要。

然而,大国关系从来都是错综复杂的。合

作并不必然意味着和平,紧密也不必然意味着

亲密, »在某些重大战略问题上的紧密合作更不

必然意味着其他重大战略矛盾的自然销匿。即

使在具有很大合作需求的领域, 双方的利益取

向也不一定完全一致,合作的同时也存在冲突

的风险。例如,在气候变化领域, 尽快大幅减少

因人类活动而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 改善全球

气候条件, 无疑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但

如何落实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之间 /共同但有

区别的责任 0原则, 如何分担并核实减排量, 如

何开展技术和资金方面的合作, 都是涉及到双

方重大发展利益的棘手问题,甚至带有一定的

/零和0色彩,以至于中美气候谈判被美国议员

称为 /史上最复杂的外交谈判 0。¼ 此外, 中美

在反恐、防核扩散等全球或地区热点问题上也

面临着类似的合作困境。

有人认为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的外交政策

表明,新一届美国政府已经放弃了傲慢与偏见,

正在学会谦逊与倾听。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而且确实有利于中美关系向积极的方向发展。

然而,美国国内政治运作的基本规律告诉我们,

这可能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只能算是目前较

为凸显的一个方面。从政党政治的角度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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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会见奥巴马 0, 5人民日报 6, 2009年 4月 2日

第 1版。 2009年 6月下旬,国台办主任王毅在访问美国并会见

美方学者时,也做出了类似的表述。

/中国外交官:中美关系现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候 0,

中国新闻网, 2003年 9月 18日: h ttp: / /www. ch inan ew s. com.

cn /n /2003- 09- 18 /26 /348266. h tm l1

/中国专家认为中美关系紧密而不亲密 0,国际在线,

2009年 6月 1日专稿: h ttp: / / gb1 cri1 cn /27824 /2009 /06 /01 /

3785 s25247

621htm1

/中美气候谈判有希望无进展 0, 5环球时报 6, 2009年

5月 31日。



任何以竞争性选举为政治运作基本模式的现代

国家, 都会存在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内政外

交主张,即使有时候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事实

上,当代美国政治中就重大问题为反对而反对

的情况并不多见, 更多的情形是出于各自的意

识形态、价值观念、政治理念或利益取向。美国

的内外政策及其调整变化往往是不同立场的政

治精英相互博弈的结果,其对华对台政策的制

定与调整更是如此。

例如, 1949) 1950年上半年是台湾问题酝

酿的关键时期, 当时美国的政治和战略精英们

针对台湾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以杜鲁门总

统和艾奇逊国务卿为代表的行政部门认为美国

应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因而主张 /弃蒋弃台0; 而

以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代表的军方强硬派

却从军事战略的角度出发, 主张 /保蒋保台 0。

辩论的结果是 /保台派0战胜了 /脱身派 0, 直接

导致了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的产生。又如,

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前后,美国政治精英们围

绕此后的美台关系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其结果

是国会中的 /亲台派0战胜了对华相对温和的行

政部门,推翻了后者最初提出的并不涉及美台

军事关系的 5台湾授权法案 6,代之以明显损害

中国领土主权的 5与台湾关系法6, 为此后的中

美关系发展埋下了最大的隐患。¹

因此,我们虽然看到刚上台不久的奥巴马、

希拉里等执政者 (也包括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

曾经的执政者 )或许代表着对华温和的积极方

向,但美国政界、学界和舆论界的对华不友好势

力仍然有可能对中美关系造成重大伤害; 后者

不仅在主政时能对中美关系造成重大伤害, 即

使在野时也一样能通过向前者施加压力而对中

美关系构成严重干扰。以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

总统举行首次会晤前夕的 2009年 3月下旬来

说: 24日, 美国众议院通过所谓纪念 5与台湾关

系法630周年的决议案, 强调该法案是 /美台关

系的基石0; 26日, 美国国防部又发布一年一度

的 5中国军力报告6, 不仅重提 /中国军事威胁

论 0的老调, 还夹杂着对海峡两岸关系的挑拨之

辞。需要再次强调的是, 美国立法机构和行政

部门的上述涉台举动,刚好发生在以合作为预

定主旨的中美伦敦峰会举行前夕。这说明, 即

使奥巴马总统和希拉里国务卿希望维护中美合

作的大局, 美国国内的对华不友好势力 ) ) ) 无

论在野还是在朝 ) ) ) 却不会善罢甘休。他们的

能量还十分强大,动作也相当嚣张, 台湾等涉及

中国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作为牵制美国国内

对华温和派的一个工具,也绝无可能被他们从

工具箱中丢弃。

自 2009年下半年以来,一度曾被寄予厚望

的中美合作大局,出现了一些逆转的苗头,而奥

巴马执政当局则是这种苗头的始作俑者。首先

是美方不顾中方在合作抗击金融危机中的重要

贡献,发起了多起针对中国输美商品的贸易保

护案例,表明奥巴马团队在其国内利益集团和

反对派的压力下, 不惜牺牲中美合作大局的机

会主义心态。其次是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

美国不顾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基本事

实,不但极力推卸自己作为一个排放量最大的

发达国家的国际责任,还要求中国承担与其能

力不相符的减排义务,本质上是要限制中国未

来的发展空间。第三就是在 2010新年伊始, 美

方宣布将向台湾出售 /爱国者 0PAC- 3地对空

导弹等先进武器, 直接破坏中美关系和台海地

区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稳定,被认为是把中美关

系 /打回原形 0º。这些最新事态再次证明, 中

美关系具有高度的复杂性,既合作又竞争的大

国博弈关系才是中美互动的常态, 任何所谓的

新形势都必须被置于历史的长时段中进行考察

才有意义。

三、岛内政局的发展态势与中美关系

台湾岛内局势和两岸关系的新发展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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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这两个案例的详细阐述, 可分别参见王伟男:

5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 1948~ 1982 ) 6,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第一章第二节和第五章第二节。

参见 /对台军售将中美关系打回原形 0, 5参考消息 6,
2010年 1月 12日,第 1版。笔者还可以在此做出预期的是,未

来西藏、人权、民主自由等老问题还将以各种形式冲击中美关

系,但不管怎样,中美关系终将真正恢复常态。



可能导致台湾问题淡出中美关系中的核心地

位, 其中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 经过李登辉

和陈水扁前后近 20年的 /独化 0操作, 台湾公

众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民意结构发生了不利

于中国统一的重大逆转。台湾 5联合报 6在

2009年 3月份所做的一份民调显示, 69% 的

受访者认同自己是 /台湾人 0, 比 1997年上升

了 26个百分点, 创该报历年调查新高; 调查显

示, 所谓的 /本土化 0认同确实已是多数民众

的共识。此外, 该调查还显示, 近 12年来, 外

省及客家族群的 /国族认同 0改变最为关键。

根据该报 1997年的调查结果, 当时不论是外

省或是客家族群, 自认是中国人的比例较高。

其中, 56%的外省族群自认是中国人, 22% 自

认为是台湾人, 7%感觉两者都是; 37%客家族

群自认是中国人, 31% 是台湾人, 15% 感觉两

者都是。本次调查却显示, 外省族群的 /国族

认同 0已发生重大逆转, 45%自认是台湾人, 比

例倍增; 20%认为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中

国人的认同比例降至 24% ; 客家族群自认为

台湾人的比例更高达 67%。相关报道还特意

指出,外省族群中, 认同 /中国人 0并不代表就

是认同中国大陆。¹ 岛内其他民调机构的长期

观测结果也表明了台湾民众在国家认同上出

现了不利于两岸走向统一的基本发展态势。º

单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 两岸之间在经历

过长期的政治对立和军事对峙之后, 普通民众

中出现一些感情上的猜疑甚至怨恨不足为奇。

但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就发生国家认同上的

严重错位, 若非 /台独 0分裂势力背靠美国的

5与台湾关系法 6而刻意操弄,绝无可能发展到

这般田地。 /泛蓝阵营0重新主政后, 在岛内高

声辱骂 /中国猪 0者仍然可以登堂入室, 而在互

联网上隐姓埋名骂一句 /台巴子 0却成了严重的

政治错误,必欲除之而后快; /泛蓝0执政当局竟

然也认为 /大逆不道 0, 直接出手收拾 /肇事

者 0。发生在 2009年 3月的 /郭冠英事件0及其

结局充分揭示了岛内统、/独 0两派政治文化势

力之悬殊, /反中爱台 0俨然成为 /政治正确 0的

代名词, /亲中卖台0则成了麦卡锡式 /台独 0势

力斩草除根的对象。» 在这种情况下, 虽然我们

真诚期待两岸关系的缓和与稳定大局能够持续

下去,但岛内政局发展的主导权并不操之在我。

在台湾走上以竞争性选举为基本的政治博弈路

径的今天,岛内政局的发展主要取决于统、/独 0

两派势力的力量对比与消长。在 /台独 0、/反

中 0的政治文化在岛内大行其道的条件下,我们

不能低估这种发展态势对两岸关系的潜在破坏

力。2009年 8月岛内发生严重水灾以后, 分裂

势力以祈福、人道主义、言论自由为幌子, 企图

勾结 /藏独 0、/疆独 0两股分裂势力, 对两岸关

系造成干扰, 即为最新案例。在此需要指出的

是,类似的负面案例和发展态势却是在大陆的

综合实力持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两岸交

流日益深化、惠台力度逐步加大的条件下发生

的,尤其值得我们深思。

笔者认为, 自李登辉执政以来岛内分裂势

力之所以敢于推行 /台独 0分裂政策, 制造并操

弄不利于两岸统一的国家认同结构, 其最大的

信心来源即为美国的 5与台湾关系法 6。自中美

建交以来, 美国方面拒不放弃以该法为依托继

续危害中国核心利益的战略选择, 对岛内分裂

势力的膨胀起着很大的庇护和鼓励作用, 也积

累着对台海局势和中美关系的潜在破坏作用。

从最近的事态发展来看,即使台湾民意机构推

翻了美台行政当局之间业已达成的牛肉进口协

议,美方仍然不予计较, 坚持区别对待, 决定依

照 5与台湾关系法 6向台当局出售先进武器, 可

见奥巴马团队并没有摆脱 60多年来美国历代

战略精英 /以台制华0的思维框架。在这种情况

下,台湾问题就仍将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

感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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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5联合报 6, 20 09年 4月 7日。

可参见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每半年刷新一次

的 /重要政治态度分布趋势图 0, ht tp: / / esc. nccu. edu. tw /

new ch inese/data/att itud e. h tm1

郭冠英是台当局 /新闻局0驻加拿大多伦多的 /新闻组

长 0,具有强烈的大中国情结,对岛内分裂势力深恶痛绝,对马

英九当局的某些政策也颇为不满。由于他使用 /范兰钦 0、/郭
才子 0等笔名在网络上发表反对分裂、拥护统一的言论,被发现

后于 2009年 3月遭台当局开除公职,其本人也遭到分裂势力

的暴力迫害。



四、余论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

核心问题0, 这是我们经过长期的历史实践得出

的基本结论。同时, 中美两国之间在不同的历

史时期 (或时刻 )也有着其他重要而又紧迫的问

题,其紧迫性还可能超过台湾问题。就目前来

说,应对全球金融动荡与经济危机无疑是最为

紧迫的问题。此外,气候变化、朝核问题等也具

有相当大的紧迫性。在台海局势趋向缓和与稳

定的条件下, 它们的紧迫性明显超过了台湾问

题。然而,紧迫性不等于重要性, 最紧迫的问题

或许在人们的议事日程上能够暂时超越最重要

的问题,但由于最重要的问题往往涉及更具根

本性的战略利益, 人们针对最紧迫问题的解决

方案因而不可能以牺牲最重要问题为前提条

件。在中美关系解冻与正常化的过程中, 应对

苏联威胁显然是比解决台湾问题更为紧迫的重

大战略问题。但中方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以牺

牲在台湾问题上的根本利益来换取美方的支

持,反而不惜推迟这个过程的发展。

在当前的所谓新形势下, 合作应对经济危

机和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在中美关系议程上确

实具有明显的紧迫性,而台海局势又暂时处于

缓和与稳定的状态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掩盖

了台湾问题的核心地位及其重要性和敏感性。

然而, 中美关系和台海局势的持续缓和,以及更

多紧迫问题对中美两国的共同挑战, 都无法抹

煞美国仍然以 5与台湾关系法6为依托, 对中国

核心利益构成军事威胁的冷酷现实, 也无法从

根本上阻止台湾岛内分裂势力的继续发展。笔

者认为,只要以下三个条件同时存在, 台湾问题

就仍将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

题:其一,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取向仍然是

最终实现国家统一; 其二,美国继续通过 5与台

湾关系法6或未来其他可能的安排,以军事手段

阻挠中国统一;其三, 台湾内部的分裂势力继续

有能力对岛内政局发展和认同结构演变起到重

大作用。

当然,新的形势对于我们处理台湾问题确实

也蕴含着一定的机遇。其一,正如前文所述, 它

降低了台湾问题的紧迫性与严峻性,从而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该问题对中国造成的即时的战略

压力。考虑到分裂势力在岛内执政时对台海局

势和中美关系造成的严重干扰,新形势下这种压

力的缓解无疑大大有利于中国把有限的战略资

源投入到需求更紧迫的地方去。其二, 在这种新

形势下,中美关系总体上适度缓和,合作面暂时

大过竞争面,特别是美方对华战略需求有超过中

方对美战略需求的趋势,使中方处于一种相对有

利的对美战略态势。在这种情况下,美方在对台

关系上的任何动作,都必须更加谨慎、更加全面

地考虑中方的利益。在新近公布的军售计划中,

美方并没有如台当局所愿向其提供最先进的

F16- C /D战机,还一再辩解此次军售只是执行

小布什政府的遗产,显示出奥巴马政府在对台军

售问题上对中方的忌惮心理。

但在另一方面, 这种新形势也隐含着一定

的风险与挑战。首先, 它有可能给相关学者和

决策者以及我们的民众造成这样一种假象: 中

美关系从此将海晏河清、天下太平, 海峡两岸从

此也将和平发展、走向一统。这种假象将使我

们放松应有的警惕,在新的挑战来临之时毫无

准备、措手不及。其次,它还有可能导致美国国

内对华不友好势力和台湾岛内分裂势力的焦虑

与危机感上升, 从而使他们更加急速地积聚能

量,更加处心积虑地制造事端,破坏中美关系与

台海局势的相对稳定,从而使这种所谓的新形

势本身也难以持久下去。最近一段时间西方舆

论界关于中美两国将在 2010年发生重大冲突

的传言, ¹或许预示着这种所谓的新形势终将归

于昙花一现。当然,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中国正在内建和谐社会、外促和谐世界,我们更

愿意看到和谐的海峡两岸。

责任编辑  薛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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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 an is an inalienable part of China1Taiw an and the ma inland have been h istorica lly con2

firmed to have shared the same root and o rig in1/ There is on ly one China10 is the prem ise of the normal de2
ve lopment of S ino- US relat ion1Bu,t due to historica l reason and tendentiousness on the part of Am erican

autho rities, Taiw an prob lem has become / themost importan,t the most sensitive core prob lem01US has fo r

a long time tried to attain the a im of p inn ing down Ch ina and, under thr pretex t of / Mutua lDefenceT rea2
ty0 and / Law s ofRe lation w ith T aiw an0, to cook up so- called / T aiw an Prob lem0 and has t ime and t ime a2

ga in inf luenced S ino- US norma l exchanges in politica,l econom ic, cu ltural and other fields1By discussing

the co re position o fTa iw an prob lem in the Sino- U S relat ion, th is art icle po ints out clearly that the so-

called / the most importan,t the most sensitive core prob lem0 is so le ly the outcome o fAmerican man ipu la2

t ion of Taiw an to check and restra in china1To w eaken the implicat ion of / Ta iw an problem0 on the S ino-

US re lation and to realize the long- stand ing no rmalization of S ina- U S relat ion is no t on ly requ ired by the

time and t ide, but also conforms to the realist ic requ irement o f respect ive nationa l interest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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