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陆对台政策进入新时代

俞新天
＊

一

、

“

习五条
”

标志
“

新时代
”

的到来

２０ １ ９ 年 １ 月 ２ 日 ， 习近平总书记在 《告台湾同胞书 》 发表 ４０ 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 简称为
“

习 五

条
”

， 标志着 中国大陆对台政策进人了
“

新时代
”

。 会议首次邀请了２０位专家 ， 笔者也在其中 。 在聆听

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后 ， 笔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把对台思想和战略表述得非常清晰 ， 而 目前国际和

网络上有些说法并不正确 ， 甚至与原意背道而驰 。 只有搞清
“

习五条
”

的原意 ， 才能把握中 国大陆对

台 战略的核心 。 以下是笔者个人的理解 。

（

一

） 坚持和平统＿的 目标 ， 把中 国统一放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长过程中实现

和平统一是中国大陆历代领导人重 申的 目标 ， 但是现在强调却有着不同的意义。 因为过去中国大陆经济

落后 ， 实力薄弱 ， 军事现代化落后 ， 在台海没有制海权与制空权 。 现在完全不同 。 中国大陆已成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 ，

２０ １８年 ＧＤＰ 是台湾地区的 ２２
．６倍 ， 军事力量也具有压倒性优势 。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 ， 习近平总

书记讲坚持和平统一 目标 ， 其可行性已不容置疑 ， 和平统
一已经提上了议事 日程 ， 这既对台湾人民显示最大

的善意 ， 也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 发展与稳定给予最大的支持 ， 理应得到世界各国的欣赏与赞扬 。

和平统
一

意味着 中国大陆将加强争取台湾民心 ， 让台湾人民觉悟 ， 促使大多数人支持和选择统
一

。

这次习 近平总书记未讲台湾问题是内战遗留问题 ， 而讲由于民族弱乱而产生 ， 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

结 ， 不仅呼吁台湾人民参与民族复兴的进程 ， 而且把统
一置于民族复兴的历史长过程 中 ， 显示了信心

和耐心。 这份和平统
一

纲领没有设立时间表 ， 便是很好的证明 。

当然 ， 如果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
“

台独
”

分子一意孤行 ， 妄图实现其分裂祖国的阴谋 ， 中 国大

陆也绝不会给它们留下任何空间 ， 启动 《反分裂国家法 》 的非和平手段就顺理成章 。

（二 ） 探索
“

两制
”

台湾方案 ， 愿与台湾各党各界共 同达成制度性安排

为了使台湾同胞对祖国统
一更能接受 ， 对维持原有生活方式更加安心 ，

“
一

国两制
”

显然是最佳方

式 。 但是 ， 台湾民进党当局和
“

台独
”

势力把
“
一

国两制
’ ’“

污名化
”

， 把它等同于港澳模式 ，
强调 台

湾与港澳的差异 ， 把港澳模式说成
“

失败
”

， 欺骗蒙蔽台湾人民 。 针对这
一现象 ， 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明确

提出 ， 探索
“

两制
”

台湾方案 ， 丰富和平统
一

实践 ， 充分照顾台湾同胞的利益和感情 。 中 国大陆将和谁进

行政治对话 ？ 在
一

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 与台湾任何政党 、 团体的交往都不存在障碍 。 有人批评中 国大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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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与台湾当局对话 ， 因而无法最后取得政治成效 。 其实 ， 这里包含了两个步骤 ， 第一步 ， 中国大陆与台湾

各党派、 团体和人士就和平统
一开展对话 ， 寻求社会共识 ， 推进政治谈判 。 目前这

一

步刚刚开始 ， 远未完

成 ， 还不能进人下
一

步骤 。 第二步 ， 在坚持
“

九二共识
”

、 反对
“

台独
”

的共同政治基础上 ， 两岸各政党 、

各界别推举代表 ， 就两岸关系和民族未来进行民主协商 ， 达成制度性安排 。 两个步骤都有可能包括台湾当

局 ， 从执政党角度 ， 从制度安排角度 ， 都涉及台湾当局 。 但是 ， 目前的蔡英文及民进党当局不承认
一

个中

国原则 ， 否认
“

九二共识
”

， 坚持
“

台独
”

党纲 ， 如果不改弦更张 ， 就不可能成为对话和协商的成员 。

（三 ）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 实现 同胞心灵契合 ， 号召 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参与和平统
一

事业

过去习近平总书记也讲过两岸融合 ， 主要指经济方面 ， 但
“

习五条
”

把融合发展推展到经济合作 、

文化教育 、 医疗卫生、 社会保障和公共资源等方方面面 ， 回应了 目前两岸人民对于社会公平和有效治

理的要求 。 在两岸经济合作方面 ，
不仅有两岸共同市场 、

“

新四通
”

（ 即经贸合作 、 基础设施、 能源资

源 、 行业标准 ）
， 也有

“

新小四通
”

（金门 、 马祖与福建通水 、 通电 、 通气 、 通桥 ） ， 有具体的设想。 福

建向金门供水 已经实现 ，

“

新小 四通
”

完全有可行性 ， 问题在于打破民进党当局的阻挠。

“

习五条
”

强调从文化人手 ， 争取台湾人心 的认同 。 他要求对话包容 ， 将心 比心 ， 以文化化解心

结 ， 久久为功 。 他特别寄希望于青年 ， 欢迎台湾青年到大陆来实现梦想 ， 为民族开创未来 。

（ 四 ） 中 国的统
一

对世界各国不是损害而是机遇

中国 的统
一必定是震动世界的大事 ， 即使现在只是宣布和平统

一

， 也已经引起不少国家和人士的疑

虑 。 因此 ，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专门提出 ， 中国统
一不会损害任何国家的正当利益包括其在台湾地区的经

济利益 ， 只会给亚太地区和世界各国带来发展机遇 ， 促进繁荣稳定 ， 并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 这

是中国领导人和政府的承诺 。 中国政府在兑现承诺 、 实施政策上
一直有很高的延续性、 确定性和可信性。

二 、 中国大陆单方面惠台政策取得成效

２０１ ８ 年 ２ 月 １ １ 日 ， 中国大陆宣布了３ １ 项惠台措施 （简称
“

３ １ 条
”

） ， 其中 １２ 项涉及加快给予 台

资企业与大陆企业 同等待遇 ；
１ ９ 项涉及逐步为台湾 同胞提供与大陆同胞的同等待遇 。 有利于台湾人民

的政策概略分为居住 、 就业 、 就学 、 金融 、 保险 、 旅游六大类 。 此外大陆还在研究 ， 允许台人享用住

房公积金缴存和使用权力 ； 让在大陆居住 、 就业和就学的 台人参加社会保险 ， 未就学 、 未就业的台湾

同胞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 银行业将改进台胞小额信用卡 服务 ； 在陆 台生可 申请更多奖学金 ；

大陆职缺就业网将在台湾落地 ， 让台湾青年赴陆就业更加顺畅等 。 其实在 ２０ １ ７ 年 ， 中国大陆已推出 了

卡式台胞居住证 ， 它与大陆居民身份证
一样有 １ ８ 位数字 ， 台胞在旅行购票 、 银行保险服务以及申请所

有公共服务资源上 ， 有 了极大的便利 。 台湾旅美评论家花俊雄指 出 ，

“

３ １ 条
”

有三大特点 ，

一

是围绕国家

重大行动计划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 目
；

二是量身订制 ， 提出针对性强的解决办法 ；

三是涵盖财税、 用地、

金融 、 就业 、 教育 、 文化 、 医疗 、 影视等多领域 ， 开放力度之大 ， 范围之广 ， 涉及部门之多前所未有 。

〔 １ ３

〔 １ 〕 花俊雄 ： 《 大陆对 台政策 的 回顾与 前瞻 〈 告 台湾 同胞 书 〉 发表 ４０ 周年 》
，
台湾 ： 《 海峡评论 》

，
２ ０ １ ９ 年 １ 月 １ 日 出版 。

３



接着 ， 中国大陆的各省市 自治区 ， 也都推出 了相应的地方措施 ， 以便落实
“

３ １ 条
”

政策 。 以最先

颁布惠台措施的厦门市为例 （ ２０１ ８ 年 ４ 月 ）
， 在 ６０ 条惠台措施中 ， 有关经济交流合作有 ２３ 项 ， 社会文

化交流合作的有 １ ２０ 项 ， 台胞学习实习的有 ３ ２ 项 ， 台胞就业 、 创业者有 ７ 项 ， 居住生活有 １ ７ 项 。 上海

市推出了５５ 项措施。 各地的措施遵循中央政策的精神 ， 又结合本地特点 ， 使其更有落实执行的可能性 。

中 国大陆对台政策具有 以下新特点 ：

一是单向性 。 由于以蔡英文为首的民进党当局不承认体现
“
一

个中 国
”

原则的
“

九二共识
”

，
两岸

官方关系几乎断绝 。 因此中 国大陆政府对台湾人民的利好政策 ， 只能是单向性的 ， 这与马英九执政时

期双方的协商谈判 ， 推出对大家有利的措施 ， 是完全不同的 。

二是居民待遇 。 由于历史的原因 ， 中 国大陆对港澳台 同胞的待遇不同于大陆居 民 ， 在大陆居 民待

遇较低时这样做为了给台港澳同胞以特殊的照顾 。 但是现在情况不同 了 。 大量的 台胞工作 、 生活在大

陆 ， 如果不能享受同等居民待遇 ， 不仅造成各方面的不便 ，
而且对他们 的认同产生负面影响 。 随着大

陆经济社会的发展 ， 同等居 民待遇的含金量与吸引力将会提高 。

三是针对 中产阶级和 中青年的需求 。 在马英九执政的 ８ 年时间 内 ， 中 国大陆的惠台政策 ， 比较偏

重于经贸 、 金融等方面 ， 从中获益较多 的是台湾社会的企业家和基层民众 （出租车司机 、 店主 、 摊贩

等 ）
， 占台湾地区人数最多的中产阶级相对获益较少 。

“

３ １ 条
”

主要针对已经在大陆或即将来大陆学习 、

就业和创业的台胞 ， 除了企业家外主要是中产阶级和中青年 。 台湾中产阶级人数众多 ， 有的在先进的

科技界工作 ， 有的掌握教育 、 文化 、 媒体资源 ， 在社会上有较高声誉和较大影响 。 在内外经济压力下 ，

他们的地位较不稳定 ， 希望得到更多的机会和保障 。 青年代表了未来 ， 但在社会竞争 中还处于弱势 。

针对中产阶级和中青年的需求 ， 就能更好满足台湾民众的要求 。

因此 ，

“

３１ 条
”

在台湾民众中有相当 的了解 ， 产生了 良好的反应。 台湾地区
一

项 民调显示 ，

“

知道
”

“
３１ 条

”

的达 ６０ ． ６６％
，

“

不知道
”

占 ３ ９
． ２７％ 。 关于提供台湾人在大陆学习 、 工作和生活 的国 民待遇 ，

“

认同
”

达 ４６ ．０５％ ，

“

不认同
”

占 １０ ．７６％ 。 关于个人是否想去大陆发展 ，

“

想去
”

占 ５６ ．７ １％ ，
“

不想去
”

占 ４６． ７０％／ ｎ当然 ，

“
３１ 条

”

实行的时 日 尚短 ， 各地落实的条件情况各异 ， 其效果有待于进
一步观察 。

三 、 反制民进党当局
“

抗中拒统
”

的政策

对于
“

习五条
”

和 中国大陆的惠台政策 ， 以蔡英文为首的民进党 当局气急败坏 ， 竭力反扑 ， 主要

使用以下三招 。 第一招是歪曲和反对
“

习五条
”

和大陆对台政策 ， 欺骗台湾人民 ， 企 图造成台湾人民

对大陆的反感和恐惧 。 台湾当局利用手中 的执政权和媒体工具 ， 炮制出
一

系列歪曲大陆政策的谬论 ，

以此来误导民众 。 他们否定
“

九二共识
”

， 把
“

九二共识
”

等同于
“
一

国两制
”

， 说
“
一

国两制
”

就是

要消灭和
“

武力并吞
” “

中华民 国
”

。 苏贞昌号召 台湾人民在
“

山上战 ， 在海边战
”

， 甚至要拿着扫帚与

大陆
“

作战
”

。 蔡英文说 ：

“

大陆把台 湾人等 同于台独 ， 打击台湾人 。 大陆以经济做统战工具 ， 要 台湾

〔 １ 〕 《 大陆惠 台措 施接受度调查 》 ， 台 湾 ： 《ＥＴ Ｔｏｄａｙ， 新闻云 》 ， ２０１ ８ 年 ３ 月 ７ 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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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拿主权换取经济利益。 只有蔡英文捍卫台湾的主权和尊严 ， 得到台湾人民的支持 。 中 国大陆专制 ，

人权在倒退 ， 而台湾是世界民主的希望 ， 民进党是民主灯塔的守护者
”

。 这确实蒙蔽了部分台湾民众特

别是部分青年 。 第二招是以高压手段恐吓与惩罚支持两岸关系的 台湾人 ， 妄 图割断两岸人民 的交往合

作 ， 造成寒禅效应 。 民进党当局阻止马英九 、 吴敦义登陆访问 ， 延长管制期限 。 通过修改
“

两岸人民

关系条
”

， 对于在大陆的 台湾人担任政协委员或被评选为先进模范者 ， 给予从处 以罚金 、 撤销户籍到坐

监的惩罚 。 连对 申请大陆居住证者 ， 台湾当局都限制其参政权 ， 比拥有双重国籍者更严格 。 限制两岸经

济科技的交流与合作 ，
甚至在大学中大造抓捕陆生

“

间谍
”

的气氛 。 最近台陆委会宣布青年参加两岸金融

对话合作
“

违法
”

。 种种限制和威吓确实对两岸人民正常交往产生了影响 。 第三招是挟洋 自重 ， 利用 中美

贸易摩擦 ， 迎合美国
“

印太战略
”

牵制中国大陆的需求 ， 企图获得美国支持 ， 以便维护民进党的私利 。 蔡

英文大规模购买美国武器 ， 其中先进坦克被质疑是否有用 。 台湾当局与美国私下做了很多小动作 ， 去游说

美国议员官员 ， 玩弄
“

切香肠
”

手段 ， 悄悄提升台美关系 。 在香港激进分子制造暴乱和恐怖活动时 ， 台湾

当局与美国某些势力
一

唱
一

和 ， 破坏香港稳定 ， 破坏两岸关系 ， 欺骗威吓台湾人民 ， 收
一石三鸟之效 。

面对挑战 ， 中国大陆实行了一系列反制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的政策举措 。 概述如下 。

（
一

） 坚定重 申
“

和平统一 ，

一

国两制
”

， 反对分裂 、 反对
“

台独
”

的 立场 ， 向 台湾人民发出 明确

的信息 。 无论遇到外部或内部的风浪 ， 中 国大陆的立场和政策都不会动摇 。 习近平 、
汪洋 、 刘结

一

等

都在与台湾代表和外国客人的会面中反复阐 明政策 ， 对台湾当局 的所作所为提出严重警告 ， 并让台湾

人民知晓 ，

“

台独
”

是梦呓 ， 统
一

才是正道 。

（二 ） 让台湾人民切实体会到蔡英文所谓 的
“

维持现状
”

是谎言 。 中 国大陆宣布 ， 限制赴 台 自 由

行 ， 并也减少了团体赴台 的游客 。 这除了有政治经济的意义之外也保护了 陆客 ，
避免在台 湾选举的气

氛中 ，

“

台独
”

势力借陆客做文章 ， 制造事端 ， 破坏两岸关系 。 当然 ， 考虑到台湾 民生和人心 ， 大陆在

经济上只是小施惩戒 ，
还有许多工具未动用 。 连绿营施正峰都承认 ，

“

习近平没有对台湾下狠手
”

。

（三 ） 解放军军机和军舰巡游台 湾岛 ， 震慑
“

台独
”

和海外敌对势力 ， 粉碎蔡英文 的
“

主权安全
”

谬论 。 近年来 ， 解放军军机 、 军舰频繁在台湾海峡以及南海巡游 ， 并举行各种形式的军事演 习 ， 台湾

有的媒体惊呼已越过
“

台海 中线
”

， 其实大陆从未承认中线之说 。 这是对蔡英文及民进党当局大力购买

军火 ， 强化
“

主权安全
”

的 回击 ， 也从根本上震慑
“

台独
”

叫嚣和海外敌对势力的干预。

（四 ） 击破台湾当局扩大
“

国 际空间
”

的图谋 ， 联合国 际力量共同遏制
“

台独
”

， 维护
一

个 中 国的

国际共识 。 对于
“

台独
”

势力要
“

正名人奥
”

， 国际奥委会给 以严正的驳斥 ， 并且取消 了台 中的
“

青奥

会
”

， 连美 国专家 卜睿哲都 出来警告相关人员 ， 别做得太过分 。 中国大陆陆续 同意与 ５ 个台湾地区所谓

的
“

邦交国
”

建交 ， 并且还有不少国家排在后面 。 台 湾地区也不再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和世界民航组

织的活动 。

“
一

＾中国
”

原则是世界承认的原则 ， 蔡英文公然对抗 ， 只会让台湾地区在世界上更加边缘化 。

总而言之 ， 中国大陆仍会继续对台湾人 民释出利好 ， 释放善意 ， 也会坚决回击民进党当局的挑衅 ，

即软的更软 ， 硬的更硬 。

５

（责任编辑 ： 肖 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