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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９ 年元月 ２ 日
，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人大

常委会 《告台湾同胞书 》 发表 ４ ０ 周年纪念会上发

表了 《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推进祖国和平统
一

而共同奋斗 》 的重要讲话 ， 这是 以 习 近平总书记

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新时代对台工作与 国家统一

提出的纲领性文献 ， 描绘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 、 推进祖国 和平统
一

进程的路线 图 ， 吹响 了新

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 推进和平统一进

程的号角 ， 将深刻促进和影响两岸关系走 向 与中

国统一大业。 特别是习总书记在讲话提出 了
“

探

索
‘

两制
’

台 湾方案 、 丰富和平统
一实践

”

的政

治与政策主张 ， 为涉台研究与国家统
一

指明方向 。

进行
“

两制
”

台湾方案探讨 ， 不仅是最终实现国

家统一的需要 ， 而且是在两岸统
一后实现 国家治

理现代化的需要 。

一

、 推动形成与实施
“

两制
”

台湾方案存在的困难

目前看 ， 要推动形成与实践
“

两制
”

台湾方

案尚存在诸多的难点与 困难 ，
主要是 目前的台湾

社会尚缺乏统一的意愿和动力 。 简言之 ， 就是台湾

社会的主流民意不想统
一

、 不愿统
一

与不甘心
“

被统

一”
， 至少是多数的民众害怕统一 、 惧怕统一 ， 担心

统一之后的发展方向与前途存在不确定性 。

首先是台 湾社会的 主流 民意不愿统
一

。 目前

的台湾社会 ，
之所以 由早期 多数民众

“

愿意统一
”

转变为 目前的多数民意
“

不愿统一
”

， 根本原因还

是在不断呈现的
“

陆升台降
”

的两岸各方面的力

量对比 中 ，

“

统一
”

被多数台湾民众认知为就是

“

大陆统
一 台湾

”
， 而不再是过去国 民党主政时期

所宣扬的
“

自 由 、 民主 、 均富
”

（三民主义 ） 统
一

中 国 （ 即台湾统
一

大陆） 。 目前台湾民众多数拒绝

“
一

国两制
”

的本质 ， 其实就是不接受统一 ， 因为

在他们看来 ， 统
一

就是
“

台湾被并吞
”

。 国 民党不

接受
“
一

国两制
”

， 是 因为他们认为其中 的
“
一

国
”

就是
“

中华人民共和 国
”

， 首都是在北京 。 这

样
“

中华民 国
”

就是被
“

灭亡
”

了 ， 至少是成为

了
“

地方政府
”

。

其次是民 进党 与
“

台独
”

势 力 反对 与污蔑

“
一

国 两制
”

。 民进党认为接受
“
一国两制

”

就是

接受统
一

， 承认
“

九二共识
”

就是承认了
“

台 湾

是中国 的
一

部分
”

， 这是与 民进党的
“

台独党纲
”

相违反 。 民进党 当局坚持
“

台湾主权独立 、 安全

与尊严
”

的基本立场 ， 从而对于大陆提 出 的
“
一

国两制
”

，

一开始就采取反对与否定的基本立场 。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２ ５ 日 ， 陈水扁在当选后接受 日 本 《朝

日 新闻 》 专访时声称 ：

“

台湾人民不可能接受中 国

所谓的
‘
一

个中 国
，

或者是
‘
一

国两制 台湾要

严安林 ， 上海 国 际 问题研究院 副 院 长 、 研究 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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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是对等立场的对话谈判 。

”
〔 １ 〕 ２０ ０１ 年 ５ 月 ２ ９

日 ， 陈水扁在 巴拿马 国会演讲时声称 ： 中共 的

“
一 国两制

”

就是要消灭
“

中华 民 国
”

。 在台 湾 ，

可以 随机问
一

问每个人 ， 大多数人绝对无法接受
“
一

国两制
”

， 所谓
“
一

国两制
”

的意义 ， 就是在

台湾的
“

中华民 国
”

必须被消灭 ， 而变成
“

中华

人民共和国
”

的
一

部分 。 ２ ０１ ６ 年 ５ 月 ２０ 日 ， 蔡英

文上台后 民进党继续反对
“
一 国两制

”

， 蔡英文

称 ： 台湾的情况与香港不
一

样 ，

“

毕竟我们还是
一

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 香港还是受到
一国两制约束

的地方 。

”

。 ２ ０ １７ 年 ７ 月 ， 针对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
“
一

国两制
”

在香港的成功实践 ， 台湾陆委会

再次宣称 ：

“ ‘
一

国两制
’

只是中共当局片面提出

的政治前提 ， 均为地方化 、 矮化台湾 的企图 ，

”

并强调 ：

“

中华民 国是主权 国家 ， 与香港情况完全

不同 ， 政府坚持台湾前途与未来发展是由 ２３００ 万

人共同决定 ， 这是台湾最大共识 。

”
〔 ４ 〕

第三是
“
一

国两制
”

在台 湾社会被
“

妖魔化
”

与
“

污名 化
”

。 之所以存在 台 湾 民众接受与支持
“
一国两制

”

的程度不高 ， 其原因在于 ：

一是台湾

民众对
“
一国两制

”

存在误解 。 因为 自从 １ ９７ ９ 年

大陆提出
“

和平统
一

、

一 国两制
”

方针政策后 ，

如前所述 ， 当 时在 台 湾地区 执政 的 国 民党就对

“
一

国两制
”

采取了否定与
“

污名化
”

的政策 ， 这

是台湾民众不了解
“
一

国两制
”

的真谛就采取不

接受 、 不支持立场的根本原因 。 台 湾地区民众对

“
一

国 两制
”

的看法 ， 既受到 中共对台政策的影

响 ， 但更多地是受到执政的 国 民党 的影响更大 。

当然 ， 民进党执政后 ， 民进党的两岸政策的影响

力也不小 。
二是台湾地区不少 民众错误地把回 归

后香港 出 现的问题当作是
“
一

国两制
”

的失败 。

其实 ， 香港存在 的问题 ， 既有 回 归前就存在的问

题 ，
也有 回归后新产生的问题 ， 但这不是

“
一

国

两制
”

方针政策 的问 题 。 但不 少 台 湾 民众认为 ，

既然
“
一

国两制
”

在香港的 实践都 出 现了 问题 ，

当然不应该再用来处理台 湾问题 ， 从而提出 如果

接受 ， 就是
“

今 日 香港 ， 明 日 台湾
”

说法。 ２０ １ ９

年蔡英文又利用香港反对修改 《逃犯条例 》 游行 ，

多次公开表示
“

只要蔡英文做总统 ， 就不会接受

‘
一

国两制
’

， 我
一

定捍卫台湾主权
”

，

“
一旦接受

４
一

国 两制 ＼ 未 来选 择 的 权力 都 将受 别人 宰

制
”

。

ｔ ｓ 〕 “ ‘
一国两制

’

台 湾人没办法接受 ， 且

‘
一

国两制
７

在香港并无成功 ， 香港人认为在
‘
一

＇

国两制
’

下 ， 自 由 、 民主 、 人权都未达期待 ， 甚

至有若干程度的被压抑 ， 台湾人应珍惜现有民主

生活方式 ， 保护与尊重人权 ， 最重要 的是
一定要

全力桿卫台湾主权
”

。

［ ６ ］

蔡英文故意将
“
一

国两

制
”

放在
“

自 由 、 民 主、 人权
”

的对立面 ， 企 图

将
“

反一 国两制
”

与
“

维护 台湾主权
”

划等号 ，

无疑是要利 用 台 湾 民众 的误解在台 湾岛 内 封杀

“
一国两制

”

。

第四是美 国等国 际社会对
“
一 国 两 制

”

存在

若干误解 。 美国并不支持 、 甚至反对 中 国 的完全

统一 ， 因此也不支持 中 国大陆所提出 的以
“
一 国

两制
”

方式统一两岸 。 事实上 ， 国际社会对
“
一

国两制
”

存在不少的误解 ， 进而
“
一国两制

”

台

Ｕ 〕 参见 台 湾 《联合报 》 ， ２ ０００ 年 ３ 月 ２５ 日
，
Ａ２ 版 。

〔 ２ 〕 《接受 华尔 街 日 报专访 ，
蔡英文 ： 不会 屈服 中 国压 力 》

，
台 湾 ： 《 自 由 时报 》

，
２０ １ ６ 年 １０ 月 ５ 日 ， Ａ２ 版 。

Ｃ ３ 〕 《

“
一

国两制 在台 湾
”

？ 味委会 ：

‘
‘

中华 民 国是 主权 国家
”

》
，
台湾 ： 《 联合报 》 ， ２０ １ ７ 年 ７ 月 １ 曰

，
Ａ２ 版 。

〔 ■

４ 〕 《陆委会驳 “
一

国 两制
”

， 台港 情况不 同 》
， 台 湾 ： 《联合报 》 ， ２ ０ １ ７ 年 ７ 月 ２ 曰 ， Ａ２ 版 。

〔 ５ 〕 崔慈悌 等 ： 《 蔡批
‘‘

一

国 两制
’
’

， 韩捍 卫
‘ ‘

中 华民 国
”

》 ，
台湾 ： 《 中 国 时 报 》 ， ２ ０ １９ 年 ６ 月 １ １ 日 ， Ａ１０ 版 。

〔 ６ 〕 曾 增勋 ： 《 初选冲 刺 ，
蔡赖齐批

“
一

国 两制
”

》 ，
台 湾 ： 《联合报Ｋ２ ０ １ ９ 年 ６ 月 １２ 曰 ， Ａ４ 版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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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方案在国 际场合也 尚难获得普遍性的支持 。 由

于
“
一

国两制
”

是
一

项 由 中 国创制 出 的全新政治

制度与治理模式 ， 在世界范围 内只有香港和澳 门

两个地区施行 ， 且在
“

摸着石头过河
”

过河的过

程中难免出 现各种问 题和挑战 。 对此 ， 国 际社会

特别是西方国家一直对
“
一 国两制

”

持有怀疑态

度 ， 存在不 同程度 的误解 。 特别是在
“

台 独
”

、

“

港独
”

势力 的引 导和游说下 ，

“
一

国两制
”

在实

施过程中 的成绩被刻意无视 ， 存在 的问题则被故

意放大 ， 形成了不利于
“
一国两制

”

的 国 际舆论

氛围 。 特别是 ２ ０１ ６ 年 ５ 月 民进党再次执政以来 ，

不遗余力 在 国 际场合攻击
“
一

国 两制
”

。 ２０ １ ９ 年

初 ， 民进党 当局多位
“

驻外代表
”

， 包括
“

驻美代

表
”

高硕泰 、

“

驻德代表
”

谢志伟 、

“

驻丹麦代表
”

李翔宙等先后在国际媒体投书 ， 鼓吹
“

反对一 国

两制
”

、

“
一种原则罔顾台湾存在

”

等观点 。

二 、 推动形成与实施
“

两制
”

台湾方案面临的主要障碍

在
“

两制
”

台湾方案 的形成与实施的推动中 ，

事实上面临着以下主要的障碍 ：

首先是
“

利益障碍
”

。 只要台湾社会民众中存

在着
“

两岸不统一 、 日 子依然过得下 去
”

的事实

或认知 ， 或者两岸统
一后既有利益可能受损 、 至

少存在变数 、 不可测等等的感觉与认知 ， 统一就

难以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 民意 。

其次是
“

理念障碍
”

。 台湾社会多数民众迄今

依然认为
“

台湾是 自 由 、 民主 、 开放
”

的 ， 而大

陆则是
“

封闭 、 传统 、 保守的 ， 不民主 （甚至是

专制 ） 的
”

。 应该说 ， 这样的认知显然并不符合事

实 ， 但却是台 湾社会多数 民众不认同两岸 统
一甚

至反对两岸统
一

的重要阻碍 。

第三是
“

制度障碍
”

。 台湾社会舆论主流总是

认为台湾地区的制度优越于 中 国 大陆的制度 ， 进

而强调即使两岸实现了统
一

，
也应该是

“
一

国 良

制
”

式的统一 。 台湾学者李华球就提 出 ： 大多数

的 台湾人会害怕大陆的
“

统战
”

和
“
一国两制

”

，

就是因为三个不同 ：

一

是两岸 的制度不 同 ， 许多

法令规章就不 同 ；
二是对民 主、 自 由 、 人权的认

知与做法确实不同 ； 三是社会价值观、 生活观 自

然不同 ， 这三方面的不 同都是因 制度的不 同所造

成的 。 所以对台湾人民而言 ， 其实极为关心与担

忧制度不 同所产生的上述三方面的不同 ， 因而 内

心害怕 、 忧虑 、 怀疑 、 不信等 问题 ， 久久不 能释

怀 。 自然对大陆提 出 的
“
一

国两制
”

就有很大的

认识不清 、 信任不足、 好坏不解等 问题一直存在 ，

这就是
“
一

国两制
”

长久让台 湾人害怕 与不信的

原因所在 。 李华球进而认为 ： 上述问题若不能解

决 ， 疑虑就不能澄清 ， 接受度就低 ， 忧虑度就高 ，

对
“
一

国两制
”

的推动 ， 岂会有帮助 ？ 这是大陆

务宜深思精进的关键之处 。 若制 度问题拉近 了 ，

彼此互信够了 ， 台湾人 自然 对
“
一

国 两制
”

就可

能因 了解理解之后 ， 产生认同感与信任感 ， 就可

能对
“

两制
”

台湾方案 ， 有接受度 ， 也有信任度 ，

就不再太害怕 ， 也可能会接受 。 这是大陆应该努

力与务实推动 的地方 ， 唯有提 出将心比心 、 台湾

制度
“

在地化
”

、

“

不变化
”

、

“

民 主化
”

、

“

自 由

化
”

、

“

安全化
”

等五不变 ， 也许
“

两制
”

台 湾方

案 ， 就有可能被台湾人慢慢不排斥而认同了 。

第四是
“

心理障碍
”

。 客观上 ， 迄今 台湾社会

多数人还是不太相信共产党 ， 不太信任 中 国大陆

的若干政策与举措 ， 从而在心理上是排斥统
一

的 ，

也是排斥和平统一的 ， 自然也排斥
“
一国两制

”

，

希望维持台湾地区 目前的政治制 度 、 经济制 度与

社会制度等 ， 这也就是 占台湾社会民意最大多数

的
“

维持现状派
”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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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在台湾社会存在如此多 的错误认知 ，

存在如此多 的障碍 ， 需要设法在 台 湾社会开展

“
一

国两制
”

的
“

去污名化
”

活动 ， 增加 台湾社会

民众对
“
一 国两制

”

的支持度 ， 让人对
“
一

国两

制
”

看得见 、 摸得着 。

三 、 推动形成与落实
“

两制
”

台湾方案应该具备的条件

只有解决了
“

要不要统一
”

的问题之后 ， 才

能思考
“

如何统
一

”

的 问题 。 当然 ， 如果对 于

“

如何统
一

”

有了心理上的接受度 ， 也就反过来解

决了
“

要不要统一
”

的问题 ， 形成与落实
“

两制
”

台湾方案的条件 ， 包括台湾社会的条件 、 国际社

会的条件与大陆 自身具备的条件 。

首先是台 湾社会民众 多数 自 愿统
一

或支持统

一

， 至少是不反对统
一

。 只 有在确定 了两岸一定

要统一的前提下 ， 推行
“
一

国两制
”

便就顺理成

章 。 为此 ， 需要抓紧推动 台湾社会
“

向统
”

、

“

求

统
”

民意的形成 ， 尤其是培养支持统一的骨干力

量则是关键 。

其次是台 湾民众不得不接受统
一

或者说被迫

接受统
一

的现实 。 要让台湾多数民 意认识到 ： 除

了统
一

的选择外 ， 别无他途 。 在此认知下 ， 和平

统一也就一定成为统一的最佳选择了 。

第三是台湾 当局 的政策 立场 由
“

拒统
”

转 变

为
“

求统
”

。 如果台湾 的执政党敢于担当 ， 不再是

现有的
“

台独
”

、

“

谋独
”

、

“

拒统
”

的政策立场 ，

而是
“

向统
”

、

“

求统
”

的政策倾向 ， 则 台湾社会

民意主流 由
“

惧统
”

、

“

不统
”

转变 到
“

要统
”

、

“

求统
”

就容易多 了 。 这就需要坚决打击
“

台 独
”

分裂势力 ， 打破 台 湾社会中
“

统一是禁忌
”

的社

会氛围 ， 营造
“

统
一

有利
”

、

“

统
一

有理
”

、

“

不统

错误
”

、

“

拒统错误
”

等的正确认知 。

第四是国 际环境有利于 中 国统
一

。 如果美国

为主的 国际社会不再阻挠中 国 的统
一

， 至少是被

迫接受两岸统
一

的现实 ， 或者民意不反对中 国统

一的能力 。 区域 国 家也不反对 中 国统
一

， 甚至支

持中 国的 和平统
一

。

四 、

“

两制
”

台湾方案的

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特色

首先是
“

两制
”

台湾方案的特殊性 。

“

台湾方

案
”

可 以 、 应该参考 已经在香港与澳门特区实践

了２
０ 多年 的 、 事实上证 明是成功 的

“

香港模式
”

与
“

澳门模式
”

， 但
“

台湾方案
”
一定是不完全等

同于
“

港澳方案
”

， 这不仅是因 为台湾与港澳的实

际情况不一样 ， 而且台 湾 回归祖国 与港澳回 归 的

时空环境都不
一

样 。

其次是
“

两制
”

台 湾方案的纲领性 。

“

两制
”

台湾方案是统一后在 台湾地区实施的政治纲领 ，

从而应该是未来制定类似 《 台湾基本法 》 的指导

性原则 。

第三是
“

两制
”

台湾 方案的系统性 。

“

两制
”

台湾方案应该是促进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 、 促进国

家和平统
一

的方针政策的系统性论述 ， 应该 、 也

必须回答 台湾社会大众对于统
一

的最关心或最担

忧的现实性问题 。 同时 ，
也是

“

两制
”

台湾方案

也应该是涉及国家系统性的宪制 问题 。 必要的 时

候 ， 应该可以考虑修宪 ， 如修改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 》
， 成立国家宪法法院等 。

第四是
“

两制
”

台 湾方案 的开放性 ＾ ２０ １ ９ 年

元月 ２ 日 习近平总 书记讲话中 提出 了
“

探索
‘

两

制
’

台湾方案
”

的政治主张 。 因此 ， 有关
“

两制
”

台湾方案的研究重点应该是在
“

探索
”

， 大陆方面

对
“

台湾方案
”

固 然有基本的想法 ， 但不是绝对

的 ， 应该是海峡两岸甚至包括海外全体中 国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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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

两制
”

台 湾方案 、 各方参与讨论 ， 共同 贡献

智慧和力量 。

第五是
“

两制
”

台 湾方案 的创新性 。

“

两制
”

台湾方案的设计 ， 应该需要着眼于未来统
一

后 的

制度设计与 台湾 治理等 ， 涉及两岸 政治 、 军事 、

经济 、 文化等制度 ，

一

定需要在制度创新上体现

出 中 国人 的智慧 ，
一定需要创新于 中 国大陆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台 湾地区现有政治制度的

这两种制度之间的兼容性上 。

第六是
“

两制
”

台湾方案的与时倶进性 。

“

两

制
”

台湾方案一定需要体现 国家主权 的唯
一

性 、

不可分割性 、 统
一

的必然性等原则 立场 ， 具有不

变性
；
但统一的具体方式 、 时程 （统一时 间表 ） 、

推进统一的路径 、 统
一

的实践形式等 ， 都需根据

实际情况 、 特别是台 湾社会的实际情况 、 统
一

的

不同 时间点来确定 ， 具有可变性 。

第七是
“

两制
”

台 湾方案 的前瞻性 。

“

两制
”

台湾方案需要具有继往开来的特征 ， 不能停留 在

过去的思维 ， 也不能满足于现有的思维 ， 而应该

具有满足于未来数 １ ０ 年甚至上百年的前瞻性思维

的发展空间 。

五 、

“

两制
”

台湾方案研拟探讨中

应该处理好的七对关系

首先是对于
“

两制
”

台 湾方案 的过往承诺和

与时俱进性之 间 的关 系 。 即过去 中 央领导人对于

“

两制
”

台湾方案曾经有过的说法是否继续有效？

具体在方案的设计中是进
一

步收紧？ 还是更宽松 ？

还是需要依照现有 的想法进行设计？ 还是需要与

时俱进 ？

其次是平衡好
“

两制
”

台湾 方案研拟的紧迫

性与稳妥性之间的 关系 。 基于未来 ３ ０ 年实现国家

统
一

的必然要求 ， 从现在开始 ， 启动
“

两制
”

台

湾方案讨论应该 、 而且是必须提上议事 日 程
， 但

推进的具体步骤需稳步前进 ， 不宜操之过急 。

一

方面 ， 自 习近平总书记 １ 月 ２ 日 提 出后 ，

“

台湾方

面感受到来 自大陆的统
一压力越来越大 ， 刺激了

台湾不少人脆弱敏感的心理
”

。 另
一

方面 ， 对于

台湾问题的复杂性 、 艰巨性与长期性 ， 仍然需要

保持清醒认识 ， 探索
“

两制
”

台湾方案不可 能
一

蹴而就 ， 应该在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
“

久久为功
”

的重要理念统领下 ， 渐进寻求
“

两制
”

台湾方案 。

习总书记曾指出 ：

“

两岸关系 中还存在着历史遗留

问题 ， 前进道路上还会遇 到各种新问题 ， 解决这

些问题需要时间 ， 需要耐心 ， 需要共同努力
”

。

ｆ ２
；
ｉ

因此 ， 宜根据两岸关系与国 家统
一的实际进程来

探讨
“

两制
”

台湾方案 ，

一

步
一个脚印地稳步推

进 。 当然 ， 通过
“

两制
”

台 湾方案 的探讨可 以来

引导台湾社会思考要不要统
一

、 如何统一等问 题 ，

再通过思考如何统一来引导和推进国家统
一

进程

前行 。

第三是 个 中 国
’’

的 原则 框架与 台 湾 当局

的政治地位之间的 关系 。

“

两制
”

台湾方案既要凸

显
“
一

国两制
”

的原则 、 立场与框架 ， 同 时又必

须体现出 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 。

第 四是
“

两制
”

台 湾方案 的 开放性与形成过

程中
“

以谁 为 主
”

的 关系 。 由于协商过程中 两岸

双方的关系是平等的 ， 不存在
“

谁主谁从
”

的问

题 ， 而两岸 事实上存在着大陆大 、 台湾 小的客观

实际 ，

“

两制
”

台湾方案由大陆为主似乎也是顺理

〔 １ 〕 朱骏 ： 《 台风吹 乱 了 韩流 与 国 民 党 》
， 台 湾 ： 《观察 》 杂志 ，

２０ １ ９ 年 ５ 月 号 ， 总 第 ６ ９ 期 ， 第 ３ ０ 页 。

〔 ２ 〕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会 见 连 战 一 行 》 ，
《 人 民 网 》 ，

２ ０１ ３
＿

０２
—

２ ６ ，
ｈｔ ｔｐ ：／／ ｃｐｃ

．
ｐｅｏｐｌｅ ， ｃｏｍ． ｃｎ／ｎ／２０１ ３／０２ ２ ６ ／ ｃ６４０９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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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检索 时 间 ： ２ ０ １ ９ 年 １ １ 月 ９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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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制
”

台湾方案研拟中若干 问题的思考

成章的事情 。

第五是处理好 台 湾 当 局 政治架构 中 既 有 的

“

存量
”

与
“

减量
”

及
“

增量
”

之间 的关 系 。 所谓

“

存量
”

是指 台湾当局政治架构中现在已经有的各

种安排 。 所谓
“

减量
”

是指未来实施的
“

两制
”

台湾方案 中必然不再能够保留 的构件要素 ， 至少

是需要改名或改变功能的构成 ， 如
“

总统
”

、

“

台

军
”

等具有强烈国家主权概念的要素 。 所谓
“

增

量
”

是指台湾当局原先政治设计中 并不具备的 、

现今是需要进
一步增加进

“

两制
”

台湾方案 中 的

构成要素 。

第六是照顾与平衡好不 同阶层人士利益诉求

之间的关系 。 包括对于 台湾 当局的政治定位 ， 台

湾政治人物的利益与
一般民众的诉求点 与利益点

都是不同的 ，

“

两制
”

台湾方案如何体现出来 ？ 尤

其需要重点突出一般民众与政治人物利益诉求与

安排的不同 ， 以增进
“

两制
”

台湾方案对于台湾

民众的吸引力 。

第七是处理好 中 国 的统
一

利益与 周边 国 家的

利益 。 即在推进中 国 统一的进程中增进周边其它

国家和民众的利益 的关系 。 习 近平总书记指 出 ：

“

中国 的统一 ， 不会损 害任何 国家的正当利益包

括其在台湾 的经济利益 ， 只会给各国带来更多发

展机遇 ， 只会给亚太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注人更

多正能量 ， 只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为世界

和平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

”

因此
，

需要 向 国际社会阐述 中 国在统
一进程 中如何增进

其它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和地区 、 特别是民众的

利益 ， 包括加强中央对台政策 、 国家统
一

政策的

国际宣传 ， 争取国际社会对中 国统一 的了解 、 理

解乃至支持 。 欧洲 、 美加及东南亚是 国际宣传中

国统
一

政策的重点 国家和地区 。 国家统
一

政策宣

传应注重细节 、 方式巧妙 ， 就不同群体、 团体和

个人应 以 多元方式互动和沟通 ， 而不是照本 宣

科 。

（责任编辑 ： 肖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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