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热交往”趋向 “冷对立”
———２０１６年海峡两岸关系述评

严安林

〔内容提要〕２０１６年两岸关系发展自蔡英文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开始，呈现逐渐

趋冷形势，经 贸、文 化、社 会 等 交 往 虽 持 续 前 行，但 总 体 上 由 过 去８年 “热 交 往”

转向 “冷和平”、“新对立”甚至向 “冷 对 抗”演 变，两 岸 交 流 呈 现 更 多 “民 间 性”、

国共政党交流依然发挥两岸关系前行的引领作用等特征，所有问题症结在于蔡英文当

局 “台独”政策。２０１７年两岸关系前景取决于蔡英文当局两岸政策能 否有根 本性 调

整，总体看应难有根本性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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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０日，蔡英文正式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此后，海峡两岸关系特别是民间交流交

往依然持续前行，但以往大交流局面却是呈现逐渐缩减趋势，由过去８年 “热交往”转向 “冷 和

平”、“新对立”，甚至出现向 “冷对抗”演变趋势。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赵建民将之描绘成：“两

岸政治重回冲突，台湾经贸利得受损，外交危机一一浮现，台海上空风云集结”。〔１〕

一、台海形势的新变化———两岸关系在曲折中前行

因为台湾地区 “二合一”选举，２０１６年两岸关系开局就不顺畅。特别是主张 “台独”的民进

党在１月１６日选举中，不仅赢得执政权，而且掌握立法机构多数席次，台湾政治局势的重大演变

对和平发展了８年的两岸关系产生严重冲击。台湾淡江大学教授赵春山表示：蔡英文上台后 “两岸

关系至此出现了 ‘冷和’或 ‘冷对抗’的状态”〔２〕。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陈德昇形容为：“政治往来

中断、外交对抗升高、军事风险上升，以及来自经贸、社会与文教交往的弱化”。〔３〕２０１６年两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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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在蔡英文当选特别是在 “５２０”就任后，曲折前行。

（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态势受到严峻挑战

５月２０日蔡英文正式上台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局面 遭到 严 重破 坏，国台办与陆委会间联

系沟通机制中断，“两岸热线”不通，两会制度化协商停摆，两岸和平发展的良好发展势头受到破

坏，发展前景充满挑战，“风不平、浪难静”。

１．既有交流与合作机制被停摆。一是海协会与海基会间的两会制度化协商机制被迫关闭。５月

２０日蔡英文上台后，海基会高层人员空缺，只有相关人员代理。一直到 “５２０”后１１６天之后，即

９月１２日，海基会才召开董监事会议，通过由田弘茂担任董事长 等 议案。海基会当天给海协会发

函：“本会已于本年９月１２日召开第九届第一次临时董监事联席会议，选任田弘茂先生为本会董事

长、张天钦先生为副董事长兼秘书长，并于当日就职。贵我两会已建立制度化协商机制，期望双方

能持续努力，尽速就两岸协商事宜进行沟通联系，以增进两岸交流，保障两岸人民权益。”〔１〕由于

海基会来函根本没有提及任何 “九二共识”文字，从而海协会在９月１２日对海基会来函的回应是：

“海协会会长陈德铭１２日就海基会致函海协会通报人事变动一事回答记者询问时表示，海基会确实

有封函发到海协会了。造成两会协商和联 系 沟 通 机 制 停 摆 的 原 因 众 所 周 知。关 于 两 会 联 系 互 动 问

题，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那就是只有海基会得到授权，向海协会确认坚持 ‘九二共识’这一体现

一个中国原则的共同政治基础，两会受权协商和联系机制才能得以延续。”〔２〕 二是两岸官方间唯一

的单一联系窗口———国台办与 “陆委会”间的制度化联系沟通渠道也在５月２０日关闭，基本上只

有处级以下人员非机制性的零星的电传往来。三是两岸 “经合会”机制停摆，“５２０”之后再也没有

召开 “经合会”会议。四是 “两岸热线”也被停摆。两岸热线建立在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７日 “习马会”

之后。“习马会”不仅再度确认了两岸之间的共同政治基础——— “九二共识”，将 “九二共识”由两

会间共同政治基础上升为两岸领导人之间共识，而且确定由国台办与 “陆委会”之间正式建立 “两

岸热线”。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０日，“两岸热线”正式启用，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与台湾方面时任 “陆委

会”主委夏立言完成首次通话。至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５日，“两岸热线”一共进行四次通话。但因为台

湾政治生态发生改变，蔡英文与民进党上台后，拒不认同两岸间共同 政 治 基 础——— “九 二 共 识”，

导致 “两岸热线”停摆。正如张志军主任所指出：“台湾新执政当局不承认 ‘九二共识’，不接受两

岸同属一中，是当前两岸关系受到干扰损害的根本原因。”〔３〕

２．两岸间政治互信丧失。２００８年５月以来，由于两岸执政当局共同认同 “九二共识”，两岸两

会不断地进行协商，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两岸执政当局之间开始建立政治互信，并在国共两党高

层会晤的推动下，不断地巩固与增进彼此间政治互信，最终达成两岸 领 导 人 会 晤——— “习 马 会”。

但由于民进党当局不仅在两岸关系发展中一直扮演和平发展 “破坏者”的消极性角色，而且始终坚

持其顽固的 “台独”立场，从而无论是在民进党与共产党之间，或者是蔡英文上台后的两岸执政当

局之间，政治互信基础荡然，且在民进党不断地推动 “柔性台独”与 “渐进台独”形势下，政治互

信日益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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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破坏两岸和平稳定的因素与风险在不断累积。“５２０”之后，由于两岸间缺乏必要的沟通渠

道，一系列问题与事件发生，如 “陆客火烧车”事件、“雄三导弹误射”、电信诈骗犯遣返纷争、蔡

英文提名 “两国论”大法官等，成为引发两岸社会与民意对立、破坏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的不确定因

素。可以预期，在高度敏感化与僵持下的两岸关系中，这类事件发生不会就此终结，甚至可能越来

越多，从而使之成为影响与破坏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的消极因素。

４．两岸之间在国际场域的争议加剧。自５月２３日 “中华台北”参加世卫大会后，台方能否参

加９月下旬在加拿大召开第３９届国际民航大会，成为衡量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 指 标。当 然，

“中华台北”最终并没有能如２０１３年第３８届大会那样顺利与会。执政的民进党对此没有反躬自省，

不反省为何马英九执政时期台方可以参与，而民进党执政为何不能参与？却是将责任归罪于中国大

陆的 “打压”。而实际 情 况 却 是 民 进 党 把 台 方 参 与 大 会 的 路 堵 死 了。因 为，两 岸 关 系 和 平 发 展 是

“中华台北”参与国际民航大会的前提。２００８年５月以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增进了两岸执政当

局间政治互信，开启了 “台方提出需求、通过两岸协商、个案解决国际参与”的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活动的路径，相继解决了台湾地区参与世界卫 生 大会与 国 际 民 航大 会 等 一 系列过去 难以解 决的问

题，特别是３年一度国际民航大会，在经过两岸协商后，确立了台方以 “中华台北民航局”名义、

以 “理事会主席特邀客人”身份参与大会的模式。这是一个双赢局面，既满足了台方参与需求，又

符合国际民航组织和大会章程。可见，３年前台方能参与大会，一是有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

二是两岸双方有共同认同的 “九二共识”政治基础；三是两岸通过协商达成共识。特别是 “九二共

识”被认定是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 “通关密钥”。但民进党再度上台后，在事关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的 “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采取回避与拒不认同的立场与态度，这样造成了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局面受阻。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都难以为继情况下，台方要参与国际民航大会当然就无法通

过两岸双方间的协商来达成共识并给予解决了。１０月，台方期待参加在印尼召开的国际刑警大会，

也是因为双方之间缺乏沟通而无法达成。１２月２日蔡英文与特朗普通话 事件，则是再次引发两岸

“外交战”，１２月２０日，台 湾 当 局 在 非 洲 “邦 交 国”———圣 多 美－普 林 西 比 宣 布 与 台 湾 “断 交”，

并在２６日与大陆正式复交。这是单一案例或是第一张 “骨牌”，有待观察，但未来两岸在国际场域

的争议恐怕难免。

（二）两岸关系在曲折中前行

１．两岸各方面 交 流 交 往 持 续 进 行。一 是 两 岸 文 化 交 流 持 续 进 行，如 “两 岸 文 化 发 展 论 坛”、

“两岸文化创意发展论坛”等顺利举办，“中国好声音”在台湾青年人中反响热烈；二是教育交流依

然是两岸交流中重要层面与内容，尤其是中小学教育交流与专业交流在不断深化；三是青年、少年

交流在蓬勃展开，各种形式 “体验式交流”、“创业式基地”在各地展开，吸引不少台湾青年来大陆

交流与创业；四是人员往来，尽管陆客赴台有所减少并呈现低潮，但台湾民众登陆参访、旅游等热

潮依然不减，两岸民众社会交往依然且将始终是两岸关系持续进行的主流；五是 “地方对地方”的

两岸交流新形态登场。９月１８日台湾８个国民党籍与无党籍人士执 政县 市，基于为地方经济与社

会谋发展契机的考虑，登陆寻求两岸地方间交流与合作途径，并在与国台办协商后达成八大结论。

这无疑是一个值得高度肯定的作为，不仅可为两岸关系寻找出新的通路与新的交流形态，而且为台

湾经济、社会发展寻找出新的发展动力，特别是为台湾民众寻找出新的利益所在。

２．两岸经贸合作继续 展 现 蓬 勃 生 命 力。两 岸 经 济 交 流 与 合 作 依 然 是 两 岸 关 系 发 展 重 要 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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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１－１０月，两岸贸易额为１４３５亿美元，同比下降６．１％，占大陆对外 贸 易 总 额４．８％；其

中，大陆对台出 口３２５．７亿 美 元，同 比 下 降１２．６％，大 陆 自 台 湾 进 口１１０９．３亿 美 元，同 比 下 降

４％。〔１〕 两岸产业合作不断深化，台商投资大陆依然展现一定的发展势头，１１月６－７日，两岸企

业家峰会在金门与厦门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提出了 “携手合作应对世界经济发展变局”、“创

新模式促进两岸产业融合发展”、“创造条件增进两岸基层民众和青年福祉”、“善尽责任维护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等四点主张，展现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的潜力与生命力。

３．沪台城市交流稳步前行。８月２２－２３日，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沙海林以 “市长代表”身份出

席２０１７年台北上海城市论坛 （简称 “双城论坛”）。这是 “５２０”后第一个省部级领导带队赴台交

流团，分核心团与１３个分团，上海多达３５０多人与会 （其中学生１２０人），１９名局级干部与会。论

坛的持续举办，不仅进一步推动上海与台北城市交流向更加精细、专业与市政方向发展，而且提升

了两岸交流层次，堪称两岸关系 “寒冬里的一把火”。

４．两岸和平发展论坛顺利召开。１１月２日，由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以及两岸２０个民间团

体共同支持举办的 “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在北京召开，与会代表近４００多人。论坛分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青年等５个小组进行讨论。论坛的举办，标志着历时１０年、召开了１０届的 “两岸经

贸文化论坛”完成历史性使命，实现了转型升级，由国共经贸论坛转型为两岸和平发展论坛，是两

岸关系形势发展需要与必然。

５．“习洪会”为两岸关系发展注入正能量。１１月１日，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国国

民党主席洪秀柱。这是自２００５年起开始的国共两党高层机制性会晤。习近平就两岸关系发展提出

六点意见：第一，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 “九二共识”。“九二共识”的核心是一个中国原则，认

同两岸同属一中。台湾政局变化改变不了 “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和核心意涵。承认不承认体现一

个中国原则的 “九二共识”，关系认定两岸是一个国家还是两个国家的根本问题。第二，坚决反对

“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确保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家核心利益，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国共两党应加强沟通合作，共同承担起反对 “台独”、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责大任。第三，推进

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第四，共同弘扬中华文化。第五，增进两岸同胞福祉。第六，共同致力于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２〕 在民进党上台后两岸关系趋冷大背景下，“习洪会”为两岸关系发展注

入了正能量。一是习近平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正确方向；二是 “习洪会”有助于国民党保持正

确政治路线，不仅进一步巩固国民党既有坚持 “九二共识”、反对 “台独”政治立场，彰显了国民

党的两岸政策优势，而且巩固与强化了国民党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上重要地位与作用，给希望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与稳定的台湾民众以信心和希望；三是 “习洪会”为未来两岸关系发展注入正能量，

强化了国共两党既有政党交流平台，有助于两岸关系的稳定，有助于两岸各方面交流，引领处于困

难阶段的两岸关系继续前行。

（三）２０１６年两岸关系发展的基本特征

１．两岸交流交往呈现更多 “民间性”。由于两岸执政当局间中断来往，半官方的两会协商也告

停摆，从而两岸交流交往呈现了 “民间动、官方停”、“民间热、官方冷”等基本特征。台湾学者王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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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１０月两岸贸易同比下降６．１％》，新华社，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４日北京电。

彭波：《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人民日报》，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日，第１版。



智盛认为 “５２０”之后，两岸关系确实开始陷入 “冷和低荡期”，不仅是官方的交流中断，民间各种

交流也日益减少。〔１〕

２．两岸交流交往依然呈现比较大 “生命力”。两岸交流交往是两岸民众的需要，也是两岸关系

发展的动力与必然，两岸民间社会对两岸交流交往表现出了积极支持与踊跃参与的态度。

３．国共政党交流依然发挥两岸关系前行的引领作用。３月２６日，洪秀柱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

习近平总书记贺电祝贺：“２００８年 以 来，贵 我 两 党 和 两 岸 双 方 戮 力 开 创 两 岸 关 系 和 平 发 展 良 好 局

面，裨益两岸同胞，赢得广泛肯定。当前两岸关系面临新的形势，切望两党以民族大义和同胞福祉

为念，继续坚持 ‘九二共识’、反对 ‘台独’，巩固互信基础，加强交流互动，共同维护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与台海和平稳定之成果，同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２〕 当日，洪秀柱复电

表示：“２００８年本党重新执政以来，在 ‘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两岸两会

签订多项协议，开放直航、陆客观光及ＥＣＦＡ等，其成果得来不易，成效有目共睹。” “值此关键

时刻，本党虽然面临重大挑战，但本人必将承担责任，带领全党同志团结努力，迎向崭新的未来。”

“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期盼贵我两党能继续秉持 ‘九二共识’，进一步强化互信，深化合作，积

极推动各个交流平台的革新与创新，协力维持两岸和平稳定，共同为两岸同胞在互动交流与未来发

展上，创造更多的利基与福祉。”特别值得指出的是，１１月２日 “习洪会”的举行，更为两岸关系

指明发展方向。

二、蔡英文当局需为两岸关系 “趋冷”局面负全部责任

表面上是台湾四年一次周期性选举结果与政党轮替导致了两岸关系 “趋冷”局面出现，但实际

上是主张 “台独”的民进党上台，不仅造就了台湾政局演变，而且严重冲击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因此，两岸关系 “趋冷”的核心原因在蔡英文当局的 “台独”政策，正如台湾学者所指出：蔡英文

当局两岸政策目标不明确，国际参与已 成 为 两 岸 对 峙 的 新 冲 突 地 带，从 而 两 岸 “未 来 发 展 令 人 忧

心”。〔３〕

（一）蔡英文当局两岸政策基本目标

稳定两岸、维持两岸既有 “分治”与和平状态，是蔡英文当局两岸政策基本目标。这个和平状

态，即使是 “冷和平”状态，即民间有交流、官方无关系，民进党当局也抱持 “无所谓”态度。即

只要两岸间保持稳定即可。但对于由此产生的种种不利于台湾经济发展的问题，包括陆客减少影响

台湾观光业，民进党都认为这是必须付出代价，需要概括承受。而民进党稳定两岸关系目的，在于

要为台湾内部治理与发展提供一个良 好 环 境，因 为 民 进 党 当 局 核 心 工 作 是 “内 政”，包 括 “台 独”

“内政化”，完成对国民党清算，巩固民进党执政社会基础，完成 “台湾国家化”内部工程。因此，

无论是对外关系与两岸关系上，民进党都无意积极进取。

（二）蔡英文当局两岸政策的基本立场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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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智盛：《蔡英文两岸政策与两岸关系发展：“赛局”的简单分析》，《亚太格局新态势与两岸关系新前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合办，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８－３０日，第１０７页。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电贺洪秀柱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人民日报》，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７日，第１版。

赵建民：《蔡英文执政下的两岸关系》，《“５２０”后台海局势面面观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台湾研究所、复旦大学台湾研究

中心合办，２０１６年１０月，第７页。



１．“坚持台湾主权”的既有政策立场。〔１〕 基于维护 “台湾主权”的目标，民进党无意也不会

在原则立场上向大陆立场靠拢或让步，蔡英文不会调整 “就职演说”所确立的两岸政策基本立场。

２．决不认同 “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的立场。这是民进党的价值所在，也是民进党之所以不

承认 “九二共识”，更不认同 “两岸一中”的原因所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蔡英文 “维 持 现 状”

说，是维持两岸 “分离”的现状。如针对１１月１７日日本 《产经新闻》头版、国际版共两页篇幅刊

登李登辉专访，质疑蔡英文 “维持现状”主张、民共两党维持现状是什么意思？台湾 “总统府”发

言人黄重谚表示：所谓维持现状， “就是在两岸关系上维持台湾民主自由、决定自己事务的现状，

这是目前台湾社会最大公约数，也是绝大多数台湾人的共识。”〔２〕

（三）蔡英文当局两岸政策的基本策略

１．不主动挑衅大陆。蔡英文力图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 “克制”做法，包括参加 ＷＨＡ上表现

得 “不挑衅”、“不惹事”，尽量不扩大与大陆间对立，蔡英文当局甚至认为其目前不少做法做得比

陈水扁刚上台时还要缓和与克制。８月２０日，蔡英文与媒体茶叙时再次强调 “维持现状”重要性，

政策目标就是 在 “当 前 的 宪 政 体 制 下，建 立 一 个 具 有 一 致 性、可 预 测 性、可 维 持 性 的 两 岸 关

系。”〔３〕 蔡英文称两岸问题没有什么特效药或者聪明的回答，只有老实的回答。两岸关系还是相对

稳定，当局也没有刻意限制两岸交流，虽然现阶段正式对话机制尚未恢复，但很多不同层面沟通仍

然持续进行，交流或许量上 有 减 少 一 些。她 在 “５２０”演 讲 中 已 经 “尽 她 所 能 把 双 方 立 场 拉 近”，

“也竭尽所能的维持关系稳定”，“同时让双方的沟通跟交流，能维持在一个正常的状态。”〔４〕 对此，

台湾亲民进党学者颜建发就提出蔡英文当局面对大陆，最需要的素质就是 “耐心、耐性与抗压性”。

蔡英文当局 “努力方向，应朝疏散中共压 力 的 多 角 化 与 国 际 化 方 向 经 营，并 在 内 部 良 治 上 提 升 效

能，做出更多的备案。”〔５〕

２．不挑起两岸冲突。民进党从稳定台湾内部、稳定两岸局势的基本需求考虑，希望不出现两

岸间激烈冲撞，保持 “低姿态”以争取同情，特别是蔡英文发言，尽量不谈两岸关系与两岸政策，

尽量不说 “狠话”，必要时也由民意代表 “代打”批评大陆。

３．不谋求两岸实质进展。即不谋求与推动两岸关系的实质性进展，包括对陆客赴台减少问题，

蔡英文当局也是 “顺其自然”，不像马英九当局那样通过 “政治施肥” （民进党人士语言）拉抬陆

客，避免增加台湾对大陆依赖的风险。民进党甚至认为 “冷和平”也是和平的一种，这样状态反而

有别于马英九执政８年期间台湾 “过于倾中”和平，甚至认为长远看对 “台湾主权”的维护与捍卫

是有利的。

４．不做原则性妥协。即在 “台湾不是中国一部分”原则上，坚持立场不妥协。〔６〕 台湾学者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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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６〕

《蔡英文国 际 记 者 会 致 辞 中 英 译 全 文》，民 主 进 步 党 网 站，２０１６ 年１ 月１６ 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ｐｐ．ｏｒｇ．ｔｗ／ｎｅｗｓ＿ｃｏｎ－
ｔｅｎｔ．ｐｈｐ？ｓｎ＝８７７０，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８日检索。

蔡浩祥、徐維远：《李蔡反目，重炮批维持现状说》，台湾：《旺报》，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８日，Ａ８版。

陈建瑜：《两岸冰冻，蔡英文：没有特效药》，台湾：《旺报》，２０１６年８月２１日，Ａ２版。

陈建瑜：《两岸冰冻，蔡英文：没有特效药》，台湾：《旺报》，２０１６年８月２１日，Ａ２版。

颜建发：《“５２０”后北京运作对台政策的规律与方向》，台湾：《亚太评论》，第２卷第３期，２０１６年８月，第３２页。
《蔡英文就职演 说》，台 湾 地 区 “总 统 府”网 站，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０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ｇｏｖ．ｔｗ／ｄｅｆａｕｌｔ．ａｓｐｘ？ｔａｂｉｄ

＝１５６５，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８日检索。



为 “蔡英文政府则是基于反一中的原则不能接受九二共识”〔１〕，陈淞山也称蔡英文四年内都不可能

承认或接受 “九二共识”或 “两岸一中”核心意涵。〔２〕９月２９日，蔡英文在致民进党党员公开信

中提出：“我们要力抗中国的压力，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我们要摆脱对于中国的过度依赖，形

塑一个健康的正常的经济关系。”这里蔡英文不仅是直接称呼 “中国”，而且是 “要力抗中国的 压

力”。尽管有民进党人士为之辩解为 “是被动用语而非主动用词”，其政治意义是在 “全力抵抗中国

的压力”，不是 “对抗中国”或 “抗中说”。〔３〕 蔡英文提出 “四 不 一 没 有” （即 “承 诺 不 会 改 变”、

善意不会改变、不会在压力下屈服、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没有 “九二共识”）〔４〕，标志着蔡英文

所标榜两岸政策具有 “一致性”、“可持续性”、“可预测性”、“不挑衅性”的破产。邱坤玄分析道：

民进党当局 “把两岸交流冷却及僵局定位为新常态，其策略就是让社会对两岸对期望值压到极低，

如此一来，只要两岸有任何小的进展，都是大加分。”〔５〕 正是因为蔡英文当局采取上述不认同 “九

二共识”、不放弃 “台独”立场的政策，导致两岸关系 “趋冷”局面。

三、中国大陆自身发展与对台政策是两岸关系稳定前行中坚力量

（一）中国大陆对台政策具有稳定性与一致性

３月５日，习近平在参加１２届人大４次会议上海团分组会上，就台湾问题与两岸关系发表重

要讲话：“我们对台大政方针是明确的、一贯的，不会因台湾政局变化而改变。”我们将坚持 “九二

共识”、政治基础，继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习近平讲话 “高屋建瓴，揭示了两岸双方保持良

性互动的关键所在，指明了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道路方向”。〔６〕 体 现 了 中 国 大 陆 对 台 政 策 的

“明确性”、“连续性”与 “一致性”“坚定性”。

（二）大陆反对 “台独”的立场具有坚定性

习近平反复强调 “九二共识”政治基础在两岸关系中的核心地位，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 的 性

质，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行稳致远的关键。突出了反对 “台独”分裂行径的必要性，表示我们

将坚决遏制任何形式的 “台独”分裂行径，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让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

重演。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和坚定意志，也是对历史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和责任。〔７〕。７月

１日，在中共建党９５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再度指出：我们坚决反对 ‘台独’分裂势力。对任何

人、任何时候、以任 何 形 式 进 行 的 分 裂 国 家 活 动，１３亿 多 中 国 人 民、整 个 中 华 民 族 都 决 不 会 答

应！〔８〕９月４日，习近平在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时表示：“中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

决遏制任何形式的 ‘台独’分裂行径，努力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争取国家和平统一的前景。希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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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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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高成：《当前两岸关系的困境与前瞻》，《第三届两岸智库学术论坛———两岸关系：启示与前瞻论文集》，中国社科院台湾研

究所等主办，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３０日，第２８页。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９日，陈淞山在上海国研院与华师大联合召开 《亚太格局新态势与两岸关系新前景》学术研讨会上发言称蔡英

文不会挑衅大陆，但也难以承认 “九二共识”。

陈淞山：《蔡英文新四不政策的铺垫能否解两岸僵局的套》，香港：《中国评论》，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号，第２５页。

钟丽华、林良昇：《蔡英文 “双十演说”呼 大 陆：正 视 “中 华 民 国”存 在 事 实》，台 湾： 《自 由 时 报》，２０１６ 年１０ 月１１ 日，

Ａ１版。

陈君硕：《陆不满宋过度诠释与习互动》，台湾：《旺报》，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５日，Ａ４版。

本报评论员：《“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不能回避》，《人民日报》，２０１６年３月７日，第４版。
《保持勇气锐气朝气，当好排头兵先行者》，《解放日报》，２０１６年３月６日，第２版。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５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解放日报》，２０１６年７月２日，第２版。



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以实际行动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中美合作

大局。”〔１〕１１月１１日，习近平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１５０周年大会上再度指出：“维护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绝不容忍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演，是我们对历史和人民的庄严承诺。一切分裂国家的

活动都必将遭到全体中国人民坚决反对。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 政 党、在 任 何 时

候、以任何方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２〕 这是大陆反 “台独”立场的最强音。

（三）大陆推动两岸关系发展与统一目标的明确性

习近平指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需要两岸同胞共同维护，开创共同美好未来需要两岸同胞共

同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两岸同胞携起手来干。〔３〕“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根

本利益所在，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和神圣职责。”〔４〕

四、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端看民进党 “台独”政策能否调整

台湾学者陈淞山认为：“两岸关系目前是处于对立无解的冷和平政治僵局，双方主政当局因为

各有坚持但却还没有到真正撕破脸的敌对对抗情况”〔５〕 美国学者容安澜也认为，两岸关系面临的

挑战大于机遇。因为大陆的立场非常明确：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需要蔡英文承认 “九二共识”，且未

来大陆不会放弃这样的立场；而蔡英文立 场 也 非 常 明 确：愿 意 通 过 若 干 政 策 行 为 证 明 她 不 会 寻 求

“台独”，但是也不会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办事，至少是不会直接公开接受一个中国原则。陈淞山同时

也认为：“两岸关系发展是民进党的政治软肋，虽然未必是民进党重返执政的政治罩门，但却是民

进党执政后难以回避的政治课题，甚至是如何稳定执政、维 系 台 海 和 平 稳 定 的 关 键 问 题”。〔６〕 因

此，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端看民进党 “台独”政策能否调整，“球”在蔡英文手上！

展望２０１７年两岸关系，应该是 “总体 稳 定，变 数 增 多，局 势 难 测”。之 所 以 是 “总 体 稳 定”，

两岸形势总体上会向前发展，这是由两岸关系的稳定性因素———大陆因素所决定的； “变数增多”

则是在于影响两岸关系外在的周边与国际因素存在变数，特别是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亚太政策、对

台海政策，都存在不确定性，从而存在变数；“局势难测”则是在于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两岸

未来演变存在多重的可能发展走向，是 “对立”、“对抗”还是 “僵持”甚至 “冲突”？目前看，尚

难以预料。不仅大陆学者看好者不多，多数台湾学者也不看好，陈德昇认为 “虽然两岸最敏感的主

权争议、统独公投和修改宪法短期不至摊牌，但是政治基本理念和信仰的分歧。决定了两岸政治对

抗格局。”〔７〕 杨开煌称：“当前两岸关系的形势比之陈水扁的第二任期，应该说是更加不稳定，对

抗的因素更加尖锐，冲突的因素更为增加。”〔８〕 “如果说陈水扁时期的两岸关系是明显地实力不对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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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的政治对抗和冲撞，那么蔡英文时期的两岸关系则是一种两岸从政治疏离转换到社会疏离的时

期”。〔１〕“两岸关系将处于对立于冲突状态，摆荡在 ‘冷和平’与 ‘新对抗’间”。〔２〕 当然，最终

的发展结果，应该取决于两岸双方对形势的研判与所采取的政策举措及各方的力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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