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小平与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王  艳,张晓军
(大连海事大学, 辽宁  大连  116026)

1作者简介2王艳 ( 1978- ), 女,大连海事大学硕士研究生;张晓军 ( 1978- ), 女,大连海事大学硕士研究生。

  一、引言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从明代的郑

成功击退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到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从日本

手中夺回台海的控制权,中国人民为保卫祖国领土完整浴血

奋战。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及统

一等根本国家利益的原则问题。邓小平在处理台湾问题上

十分谨慎, 因为这不仅承载着中国亿万人民的情感而且直接

影响着中美关系的发展进程。

二、邓小平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

邓小平说过: 我是热心于中美关系的。从 1974年接替

周恩来主持中美关系以来,他一直致力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和

发展。 1975年邓小平同美国总统福特举行了三次会谈。在

谈到两国关系问题时说, 国际形势千变万化, 我们两国虽然

各自所处地位不同, 但两国领导人相互经常接触、交换意见,

总是有益处的。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 理所当然地有许多

分歧, 但这不排除寻求共同点, 不排除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

寻求发展两国关系的途径。双方可以深入地交换意见, 哪怕

是分歧、吵架也没有关系。[ 1] (P22- 23) 1978年 11月 27日, 邓小

平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 # 诺瓦克。在谈到中美关系问

题时, 他说:如果站得高一点看, 不管中国政治家或美国政治

家, 都认为两国关系早点实现正常化好, 越早越好。如果说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 首先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安

全和稳定的因素的话 ,我想中美关系正常化, 对全球的和平、

安全和稳定比中日条约的意义更大。[ 1] (P95)邓小平对中美关

系正常化的促进是从中美两国长远发展的战略上着眼的。

1979年 1月 1日,在中美建交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邓

小平出席了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和夫人举行的

招待会, 阐明了对中美建交的看法。他认为: /中美两国实现

关系正常化, 这是两国关系中的历史性事件, 也是国际生活

中有着深远影响的大事。0他特别指出: /卡特总统在宣布中

美建交消息时说, 美国并不是出于暂时的策略上的原因或权

宜之计而采取这个重要步骤的。我赞赏这个富有远见的见

解。中国政府一向是从长远的政治和战略观点来看待中美

关系的。0 [2] ( P251)在中美关系发展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

的, 美国历届总统大选对中国的策略都有所改变, 但邓小平

没有灰心也决不放弃任何机会改善和促进中美关系。1982

年 5月 8日, 在会见美国副总统布什时指出: 1980年你访华

时, 我们在交谈中主要谈了中美关系的一些原则, 就是要发

展, 而不要停滞,更不应该倒退。[ 4] ( P220)

邓小平十分重视中美关系的发展进度, 并在其主持国家

事务期间多次接见美国政府官员、科学家及文化界人士, 明

确表示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一直持积极态度 ,而且始终致力

于促进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但是他指出中美关系的发展是

建立在国家独立自主的基础之上, 在捍卫中国的独立、主权

和国家尊严方面决不能退让。

三、中美关系中的关键是台湾问题

对中国来说,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 纯属中

国内政, 应该由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中国政府和

中国人民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分裂国

家、分裂民族的各种阴谋, 坚决反对任何制造 /两个中国 0、

/一中一台0或搞 /台湾独立 0的图谋, 提出以 /和平统一, 一

国两制0的方针来解决台湾问题。对于美国来讲, 台湾对美

国在西太平洋的安全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台湾可以作为美国

在西太平洋 /不沉的航空母舰0 (麦克阿瑟语 )。[ 3]邓小平坚

持台湾问题是我们自己国家的内政问题, 主权问题不容别国

干涉。但是, 现实条件是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始终不能达

成共识。为了中美关系的继续发展,更为了早日实现祖国的

统一, 邓小平充分运用各种战略、策略以期顺利解决台湾问

题。

正是在中美建交、两国关系正常化得以实现的国际大背

景下, 邓小平开始着眼台湾问题的解决并初步提出解决台湾

问题的基本方针。 1984年 4月 28日, 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

统里根时说: 和平是我们共同关心的首要问题。世界局势不

稳定, 但争取和平的前景良好。,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还是

台湾问题。希望里根总统和美国政府认真考虑中国人民的

感情, 不要做使蒋经国翘尾巴的事情。我们已经做了一切可

能做的事情, 准备在不放弃主权原则的前提下, 允许一个国

家有两种制度。海峡两岸可以从逐步增加接触到谈判和平

统一。如果美国按照杜勒斯的政策对待台湾, 不知哪一天,

台湾又成为爆炸性问题。中国的发展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有

利, 中美两国在国际问题上有许多共同点, 也有不少分歧。

两国都有发展关系的愿望。希望两国领导人、政府成员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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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 交换意见, 解开疙瘩, 较快地发展中美交流和中美关

系。[ 1] ( P281)

四、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构想

邓小平不仅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而且也是摹写

祖国统一蓝图的总设计师。他根据 20世纪 70年代末以来

的国际国内形势, 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解决台湾问题的战

略构想。

1.和平统一, 不承诺放弃武力。

从尼克松到布什等历届美国总统, 在中美建交谈判中都

一再要求中国承诺对台湾不使用武力, 邓小平明确地答复其

一贯坚持的主张, 中国承诺不使用武力, 等于和平统一不能

实现; 中国决不能做出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承诺。

邓小平一直致力于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 但又强调

不承诺放弃武力, 在和平方式走不通的时候, 最终用武力也

必须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1978年 1月 7日,他在会见美国

国会代表团时明确指出: /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两只手, 两种方

式都不能排除。力争用右手争取和平方式, 用右手力量要大

一点, 实在不行, 还得用左手, 即军事手段。我们在这方面不

可能有什么灵活性。要说灵活性, 就是我们可以等。0 [ 4] ( P279)

而邓小平设想在五种情况下不得不采取武力方式解决台湾

问题, 实现祖国的真正统一:第一,如果台湾当局长期拒绝和

谈, 或者根本不与我们谈判。第二, 外国势力介入。第三,台

湾 /反攻大陆0。当然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小。第四,出

现台湾 /独立0。第五, 台湾发生动乱。

2. /一国两制0的战略构想。

面对新的历史条件, 邓小平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如何

解决久居不下的台湾问题, 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既希望和

平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 ,使两岸骨肉相连的亲人得以团聚,

又要尊重台湾当前的现实情况。在对美对台的长期实践的

不断探索过程中逐渐形成了 /一国两制0的构想。

1974年 11月 14日, 邓小平在回国途经缅甸时, 同缅甸

总统吴奈温会谈时明确指出: 在解决台湾问题时, 我们会尊

重台湾的现实。比如, 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 美日在台

湾的投资可以不动, 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是要统

一。[ 1] ( P91)这段话表明邓小平 /一国两制0的思想初现端倪。

1978年 11月 27日, 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专栏作家诺瓦克

时指出: /解放台湾是我们祖国统一的事业 ,我们也要尊重台

湾的现实。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台湾存在不同的社会制

度。他们可以保留原来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这是在国家

统一的情况下允许保留的。0 [ 5] ( P197)在此, 邓小平实际上已经

提出了 /一国两制0的基本要素, 实现了对台策略的重大进

步。

1984年 2月 22日, 邓小平又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

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说: /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

个什么办法, 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 来解决这种问题。

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

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 大陆搞社会主义, 但是是一个统一

的中国。一个中国, 两种制度。0 [ 6] (P49)至此, 邓小平 /一国两

制0的基本思想已经形成。

3.独立完成, 不允许干预。

1989年 7月 1日,作为特使秘密访华的美国总统国家安

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和助理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在严格

的保密措施下来到中国与邓小平进行密谈. 在之后的接见中

邓小平强调说 : /中国的内政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 不管

后果如何, 中国都不会让步。中国的内政要由中国人来管,

什么灾难到来 ,中国都可以承受, 决不会让步。我可以自豪

地说, 中国领导人不会轻率采取和发表处理两国关系的行动

和言论,现在不会, 今后也不会,但在捍卫中国的独立、主权

和国家尊严方面也绝不含糊。0 [ 2] (P560)

4.有耐心, 但不能无限期拖下去

邓小平讲 ,到 70年代末, 中国人民已为解决台湾问题奋

斗了 30年,但是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中国人民还可以有

耐心等下去。 1977年 8月 24日, 邓小平会见美国国务卿万

斯时讲: /毛主席跟基辛格博士说过,我们解放台湾五年、十

年、二十年、一百年, 不一定。0 ,中国人民解决台湾问题有耐

心, /但我们希望不要误解为中国人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可以

无限期拖延下去。0 [ 4] (P292)

五、结论

国际形势和海峡两岸局势的新变化, 使台湾问题成为了

跨世纪的未解之题: 是以中美关系破裂为代价解决台湾问

题, 还是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为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创造条

件? 是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上, 还是把全

部精力放在祖国统一上? 是选择和平手段还是以武力完成

统一? 尽管台湾问题不断变化, 但是邓小平在中美关系中应

对台湾问题的战略构想始终指导着我们的对台政策, 为 21

世纪对台战略奠定了理论基础。我们将按照邓小平同志给

我们指明的方向,不断丰富我们的战略政策, 为最终解决台

湾问题创造最好的条件,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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