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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涉台外交 70 年: 发展历程、
特点、原则及未来走势

□ 严安林

摘 要: 新中国涉台外交走过了 70 年的风雨历程，从服务于“解放台湾”到以“反对与遏制

‘台独’活动、维护和平统一前景”为主轴，涉台外交与两岸关系发展状况相生相伴，经历了多

个发展阶段。本文通过回顾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涉台外交的发展历程，总结各阶段涉台外交的任

务，探讨涉台外交的特点与政策原则，展望新时代涉台外交所面临的形势、特点与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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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新中国外交也已经走过了 70 年历程。台湾问

题自始至终是新中国外交的一个核心问题。其

与新中国外交相伴而生、相伴而行，一直是影

响新中国外交成就的一项关键元素。

一、新中国涉台外交 70 年的演变历程

新中国成立至今，涉台外交大体上经历了

五个不同的阶段。由于每个阶段所面临的国内

外形势不尽相同，涉台外交所承担的任务也有

所侧重。

( 一) 1949 － 1979 年: 两岸围绕“中国代

表权”进行较量

新中国成立后，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独

立自主、保障国家安全。海峡两岸在对外事务

中斗争的重点在于 “谁是中国的代表”。同

时，这一时期涉台工作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为

“解放台湾”服务。因此，涉台外交成为国共

内战在国际场合的延伸，在相互关联的两条战

线同时进行: 两岸对 “邦交国”的争夺战，

以及两岸对联合国代表权的争夺战。这一时

期，中国大陆取得的最大胜利就是于 1971 年

10 月经第 26 届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恢复中

国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是 “新中国

成立以来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的一次质的突

破”，①是新中国涉台外交的重大胜利，也是

“美国自联合国成立以来遭到的最惨重的失

败”。②

( 二) 1979 － 1993 年: 为和平统一营造有

利的国际环境

1979 年中美建交，中国政府的中心工作

开始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对台政策也由

“武力解放”转向 “和平统一”。在 “和平统

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方针政策下，中共中

央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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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的三大中心任务之一。由此，

这一时期外交工作重点是为和平统一营造良好

的国际环境，最终目标就是推动台湾回归祖

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 三) 1993 － 2008 年: 在国际社会进行反

分裂、反“台独”斗争

1988 年 1 月 13 日蒋经国去世、李登辉继

位，特别是 1990 年李登辉掌握台湾当局党、

政、军、特各方面大权后，加速推进 “台湾

问题国际化”，开始以 “务实外交”为名，企

图在国际社会拓展所谓 “国际生存空间”。其

最主要的动作即是从 1993 年开始的 “参与联

合国”活动，这一系列活动公然挑战了 “一

个中国”原则。同时，台湾政治 的 “三 化”

( “民主化”“本土化” “政权 ‘台独’化”)

也迅速演进。为此，中国政府于 1993 年 8 月

31 日颁布《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白皮书，

明确阐述了中国政府处理涉台外交事务的具体

政策原则。

但与此同时，国际环境的变化也给反分

裂、反“台独”斗争带来了更大挑战。1994

年美国政府 “重新检讨”对台政策后，美国

总统克林顿于 1995 年 5 月 22 日宣布允许李登

辉在 6 月以所谓 “私人的、非官方的、个案

的”身份去美国康奈尔大学正式访问，并发

表演讲。李登辉 “访美”打破了美国政府近

17 年不准台湾地区领导人 “访美”的限制，

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也为台湾当

局推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打气撑腰，

助长了 台 湾 当 局 和 国 际 反 华 势 力 的 嚣 张 气

焰。③面对美国的挑衅，中国政府被迫采取了

一系列强有力的反击举措，包括推迟国防部长

迟浩田访美、召回驻美大使李道豫 “回国述

职”、解放军在台湾海峡进行大规模军事演

习，以打破克林顿政府以为中方在美稍做姿态

后就会吞下李登辉访美苦果的幻想。④正是由

于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这一涉及国家核心利益

的议题上对美方进行了坚决斗争，让美国政府

充分认识到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其态度才

发生了相对积极的转变。1998 年 6 月 30 日，

克林顿 在 访 华 时 公 开 承 诺 美 国 对 台 政 策 的

“三不”立场，即美国政府“不支持 ‘台湾独

立’” “不支持 ‘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

“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才能参

加的国际组织”。对此，时任副总理钱其琛指

出: “美国总统公开做出上述承诺，这是第一

次”。⑤

2000 年陈水扁上台，台湾地区首度出现

政党轮替，政权被 “台独”政党所掌握。陈

水扁当局上台后，为了维持其执政地位，采取

了借制造两岸关系紧张局面谋求选票的 “极

端台独”路线，疯狂推行 “宪改” “正名”

“烽火外交”“入联公投”等极端 “台独”分

裂活动，使反 “台独”斗争形势极为严峻。

因此，涉台外交工作更为紧密地围绕反 “台

独”主线，以应对民进党当局 “烽火外交”

与“入联公投”为重点加以展开。其具体内

容主要是建立国际反 “独”统一战线、巩固

国际社会的 “一个中国”框架。在中国政府

坚决反 “台独”努力下，从 2002 年 8 月起，

美国布什政府不断公开谴责陈水扁当局 “废

统”“宪改”“入联公投”等分裂活动，在一

定程度上遏制了 “台独”冒险，美方选择与

中国政府合作，共同维护了台海地区的和平稳

定。⑥

( 四) 2008 － 2016 年: 把握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的机遇

2008 年 5 月 20 日马英九上台，国民党当

局认同“九二共识”，反对 “台独”，主张两

岸开展交流合作，两岸关系步上了和平发展的

轨道。在对外政策上，马英九当局也调整了陈

水扁时期的 “烽火外交”政策，提出 “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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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与 “外交休兵”的主张，两岸在 “九

二共识”的基础上，在国际场合也开启了适

度的合作，包括自 2009 年开始，台湾当局连

续 8 年以 “中华台北”名义、观察员身份参

与世界 卫 生 大 会; 2013 年，台 湾 当 局 也 以

“中华台北民航局”的身份，首度参与国际民

航组织大会。中国政府涉台外交工作的重点适

时地从反“台独”转到如何在国际社会进一

步营造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良好环境，为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增添国际动力。

( 五) 2016 年 5 月 20 日以来: 遏制 “台

独”活动与维护和平统一前景并举

2012 年 5 月 20 日，民进党当局重新夺取

政权。由 于 蔡 英 文 当 局 拒 不 认 同 “九 二 共

识”，顽固坚持 “台独”分裂 立 场，并 且 在

“维持现状”的幌子下，不断推动 “去中国

化”的各种 “台独”活动，特别是通过修改

所谓“国安五法”、提案推动 “中共代理人

法”等手段，阻挠两 岸 各 方 面 的 交 流 合 作。

蔡英文当局的这类行为，不仅破坏了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也使两岸原先在国际场

合的有限合作变得越来越困难。自 2017 年 5

月起，台湾方面难以再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也

无法参与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在此背景下，中

国政府的涉台外交工作重点转为遏制 “台独”

分裂活动与维护两岸和平统一前景并行。特别

针对蔡英文当局在对外关系中一味强调 “依

美” “靠美”，积极谋求在 “印太战略”的

“独特角色”，推行以 “远离大陆”为主要目

标的“新南向政策”等行为，及时加以打击，

并借此震慑外部势力对蔡英文当局的扶持，避

免其借台湾问题在台海挑起事端。

二、新中国 70 年涉台外交的特点与原则

( 一) 70 年来涉台外交的主要特点

1、捍卫中国的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始终

是涉台外交的本质要求。台湾问题既是国共内

战的遗留问题，又受到东西方冷战格局的深刻

影响。由此，在台湾问题上捍卫中国的国家主

权与领土完整，成为对新中国外交影响深远的

关键议题，带动新中国外交取得了一系列突

破。如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入侵台

湾海峡，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解放台湾。

1950 年 6 月 28 日，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强

烈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并于 8 月 24 日向联

合国安理会提出控诉，几经周折，以 “武装

侵略台湾案”的措辞在 9 月 9 日被安理会决议

通过列入议程。中国政府任命的特派代表伍修

权受联合国秘书长邀请，于 11 月 24 日到达纽

约联合国总部，28 日在安理会做了发言。这

是新中国的声音首次响彻联合国的讲坛。⑦之

后，中国政府一直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坚定

捍卫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营造有利于解决台

湾问题的国际环境，正如 2019 年 1 月 2 日，

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指出的: 70 年来，我们

始终着眼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坚

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团结全体中华儿

女，坚决挫败各种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

台”“台湾独立”的图谋，取得一系列反 “台

独”、反分裂斗争的重大胜利。⑧

2、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始终是涉台外交的

重要目标。70 年来，中国政府始终将实现国

家统一作为涉台外交的最终目的。邓小平曾经

指出: “我们希望美国不要做妨碍用和平方式

解决台湾问题的事情。美国有力量也有条件促

进双方谈判，美国在促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

问题上，可以做很多事情。”⑨习近平总书记也

指出: 1949 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

中国人民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

统一作为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在此基础上，

70 年来的涉台外交已基本完成了排除国际因

素干扰、巩固国际社会一个中国框架的重大使

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 “70 年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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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在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

作，巩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

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理解和支持中国统一事

业。”这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奠定了坚实基

础。

3、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状况及需要始终是

确定涉台外交工作方式的主要依据。当两岸在

政治上对立、军事上冲突时，涉台外交的工作

方式以斗争为主; 当两岸关系出现缓和、合作

加强时，涉台外交中的互助也随之而生。曾经

担任台湾当局涉外部门负责人的钱复曾提出

“两岸关系是上位政策，高于对外政策”的说

法，也体现了同样的思维。而时任台湾当局领

导人李登辉枉顾这一原则，将其对外政策置于

两岸关系之上，导致其当政时期两岸在国际场

合的斗争趋于尖锐，严重损害了两岸人民的利

益。事实证明，涉台外交工作的任务必须始终

与两岸关系发展状况的演变相同步，是一条不

容违背的原则。

4、对美外交始终是涉台外交工作的重点

难点。两岸关系最大的外在障碍就是美国因

素，美国是中国政府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实现

国家统一绕不过去的 “坎”，必须妥善处理。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邓小平就曾 指 出:

“中美建交，台湾问题解决了一半”。但中美

关系正常化 40 年以来的发展证明，台湾问题

中的美国因素尚未因中美建交而得到彻底解

决。因此，2016 年 9 月 3 日，在 G20 杭州峰

会期间，习近平在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时强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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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政府

向美国政府及国际社会发出反对 “台独”、坚

定推动和平统一政策的最强音。奥巴马在回应

时表示，在台湾问题上，美方奉行 “一个中

国”政策没有改变，反对任何寻求台湾 “独

立”的做法。⑩但特朗普执政以来，美方对台

湾问题的干涉力度又有增强趋势。美国副总统

彭斯称: “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通过 ‘金钱

外交’诱使另外两个国家与台北 ‘断交’转

而承 认 北 京，增 加 了 对 ‘台 湾 民 主’的 压

力”，“国际社会永远不能忘记，与台湾接触

不威胁和平，而是 ‘保护台湾和整个地区的

和平’”。可以看到，中国政府要消除台湾问

题中美国因素的负面影响，仍然任重道远!

5、维护台湾民众在海外的合法权益也是

涉台外交的基本内容。以民为本是中国共产党

政党属性的本质要求，习近平在 19 大报告中

强调: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

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

动力。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

命运、心连心”。瑏瑡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骨肉

兄弟，两岸是割舍不断的命运共同体，台湾同

胞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承担重任，不可缺

席。因此，维护台湾民众在海外的合法权益，

同样是中国政府开展涉台外交的基本要务，也

是习近平涉台外交理论的本质要求与实践宗

旨。当前，维护台湾民众海外合法权益，主要

表现为解决台湾同胞在海外面临的各种困难。

这在中国政府于北非等地的撤侨行动中表现得

最为明显。2017 年 9 月墨西哥地震中，中国

驻外使领馆人员为台胞服务也是一例: 中国使

馆在接到求助电话，得知 5 名台胞受困、下落

不明的情况下，积极要求墨西哥有关部门全力

求助，在 72 小时黄金救援时间内，密切跟进

救援情况，多次看望被困台胞家属，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未来中国政府的涉台外交，既要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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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强调捍卫中国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也应注

重全面保护海外台湾同胞的生命与财产等民生

利益。

( 二) 70 年来涉台外交的政策原则

1、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毫无疑问，一个

中国原则是涉台外交中的最高准则。必须坚持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原

则立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两岸关

系演变方向如何，也无论对台政策做什么样的

调整与变化，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必须坚持一

个中国原则这一条。对此，早在 20 世纪 50 年

代末，毛泽东主席就特别强调只要蒋介石蒋经

国父子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立场，晚统一若干

年也没有关系。邓小平也指出: “我们允许包

括美、日在内的各国同台湾继续保持民间、贸

易、商务、投 资 等 等 关 系，但 ‘中 华 民 国’

的旗子总要降下来才行。我们不允许有什么

‘两个中国’”。瑏瑢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

终在“一个中国”的原则问题上秉持着坚定

不移的立场，坚决捍卫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

对任何外部势力对中国内部事务的任何干预挑

衅。瑏瑣

2、中国必须统一的原则。主权不能分裂，

也不容分裂! 这是中国政府对台政策与涉台外

交的原则立场。杨洁篪在总结 70 年中国外交

8 个“七十年来”宝贵经验中，第 6 条就是

“我们始终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提出了 ‘一国两制’方针，收回了香

港、澳门主权，开辟了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新局面。” “进入新时代，我们坚决捍卫国家

利益和民族尊严，在涉台、涉海、涉疆、涉

藏、涉港以及经贸摩擦等一系列问题上展现了

铁一般的意志和决心，任何人都不要幻想让中

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瑏瑤国务委员王毅

认为 70 年中国外交取得的 5 方面成果，其中

第二项是 “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取得历史性进

展”，“中国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台湾事务，

不断 巩 固 一 个 中 国 的 国 际 共 识。我 们 贯 彻

‘一国两制’方针，为香港、澳门顺利回归以

及反干预斗争作出贡献。”瑏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共 19 大报告中再度将 “完成祖国统一”与推

进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

列为新时代三大历史任务。瑏瑦 习总书记强调:

国家强大、民族复兴、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

更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祖国必须

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 70 载两岸关系发展

历程的历史定论，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必然要求。

3、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原则。台湾问题

的产生尽管与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和东西方阵营

的冷战有关，但其主要成因是国共内战，这使

其显著区别于朝鲜半岛和 “两德”的分裂。

台湾问题从来都属于中国的内政，不容外来干

涉。为此，中国政府一是坚决反对台湾问题

“国际化”，坚持两岸问题由两岸中国人自己

协商解决; 二是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借台湾

问题干涉中国的内政，也反对外国向台湾当局

出售武器; 三是坚持两岸的统一问题由两岸中

国人自己协商与解决，我们期待得到外部各方

力量 的 祝 福 与 支 持，但 决 不 允 许 外 来 势 力

“扯后腿”; 四是实现两岸统一的方式应完全

由两岸中国人自己决定。回顾 1949 年 10 月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以来的涉台外交，

核心就是坚持和维护 “一个中国”原则。所

有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都必须承认世界上只有

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尊重中国的

主权与领土完整。正如杨洁篪所指出: “我们

在台湾、南海等一系列涉及我国重大核心利益

的问题上，亮明立场，划出底线，敢于斗争，

有力捍卫了我国核心利益和正当权益，极大振

奋了党心军心民心，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

尊重。”瑏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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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涉台外

交中，中国政府在坚持原则立场的基础上，在

具体操作中也保有一定的灵活性，如在统一方

式上，中国政府在坚持实现和平统一的同时，

也保留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在统一时间表方

面，中国政府致力于推动国家的和平统一早日

实现，但并未确定明确的时间表，正如邓小平

所言: “至于时间表，中国是有耐心的”。瑏瑨在

台湾当局对外交往方面，中国政府反对任何外

国政府与台湾当局发展关系，但不反对各国与

台湾地区发展民间层次的各种关系。在统一后

的政治安排方面，中国政府在一贯坚持统一目

标的同时，始终允许在台湾现实情况的基础上

对统一方式进行讨论。邓小平曾说过: “我们

对于 台 湾 问 题 的 解 决 是 采 取 现 实 态 度 的”，

“我们尊重台湾的现实”。瑏瑩而 “一国两制”就

是这一态度的集中体现。“一国两制”统一方

式的本质就是“相对统一”，避免了在 “谁吃

掉谁”的问题上无谓地纠缠。对于台湾地区

的国际参与，时任总书记胡锦涛曾集中概括了

中国政府的立场: 方向是“重视解决”“台湾

同胞对参与国际活动问题的感受”，目标是为

了“两岸在涉外事务中避免不必要的内耗”，

原则是 “不 造 成 ‘两 个 中 国’、 ‘一 中 一

台’”，方式是对有关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

的问题，“通过两岸务实协商作出合情合理安

排”。瑐瑠

三、新时期大陆涉台外交的新趋势

( 一) 涉台外交形势的新变化

1、海峡两岸实力差距不断扩大， “陆强

台弱”态 势 日 趋 明 显。1978 年 中 国 大 陆 的

GDP 为 3679 亿元人民币，2018 年已增至 90

万亿人民币，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1978 年，大陆人均 GDP 只有

220 多美元，同期台湾地区为 1600 多美元，

是大陆的 7 倍多。到 2018 年，大陆人均 GDP

近 1 万美元，虽然距离台湾地区的 2. 2 万美元

尚有差距，但大陆面积广大，存在发展不均衡

状况。就单个省市而言，深圳、广州、苏州早

已超过台湾。如果以人口和发展状况最接近台

湾的上海而言，上海 2017 年的人均 GDP 为

12. 46 万元人民币，已非常逼近台湾。随着中

国大陆各方面实力与影响力不断上升，两岸双

方在国际场域的斗争，越来越表现为台湾当局

“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2、涉台外交中的美国因素不断突显，中

美围绕台湾问题的 “对冲”严重。随着中美

战略关系出现新的结构性变化，美国政界和学

界基于对抗中国大陆的考虑，普遍希望加紧利

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大陆，从而形成了所谓

“两党共识” “朝野共识”与 “精英共识”，

美国政府对华两手政策中的牵制或遏制因素重

要性大大上升。2017 年 1 月 20 日特朗普上台

以来，美国与台湾地区的官方关系发展加速，

中美三个公报的政治基础有所松动。美国政府

还赤膊上阵，为台湾当局巩固 “邦交”背书。

而美国国会通过的一系列法案，如 2018 年 3

月 16 日签署生效 “与台湾交往法” ( Taiwan

Travel Act) 、2018 年 12 月 31 日签署生效的

“2018 年亚洲再保证倡议法” ( Asia Ｒeassur-

ance Initiative Act of 2018) 等，重申 “支持美

国与台湾间政治、经济及安全的合作”，提出

依据“与台湾关系法”、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及

“六项保证”实现美国对台湾的承诺，要求美

国总统应定期对台军售、派遣高阶官员访问台

湾。2019 年 5 月 7 日美众议院全票通过 “台

湾保证法” ( Taiwan Assurance Act of 2019 ) ，

2019 年 10 月 29 日，美国参议院通过 “台北

法案 ( TAIPEI Act) ”，全名为 “台湾 ‘友邦’

国际保护暨强化倡议法案” ( Taiwan Allies In-

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

tive) ，其立法目的在于 “应对中国 ( 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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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增加对台湾地区的施压，包含限制台湾

‘国际空间’以及‘全球外交认可’”，从法律

层面强化对台湾当局的支持。当然，美国的这

类举措主要是为了避免南太平洋地区国家与台

湾当局“断交”对美国 “印太战略”产生负

面影响，实质上也是为了满足其自身的战略需

求，但其正对两岸关系产生严重负面影响。美

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葛来仪在

2019 年 10 月 20 日接受台湾 《旺报》记者专

访时承认: 如今中美在台海事务上的见解非常

不同，台湾问题正在成为 “最可能导致中美

军事冲突的议题”。

3、台湾当局对涉台外交的影响不断萎缩。

如在 “邦交”事务上，以往台湾当局主要依

靠自身的经济实力，通过 “经济援助”进行

“固邦”，但如今这类手段已经收效甚微。台

湾当局将不得不长期依赖美国的支持。而就美

国的 “印太战略”而言，台湾当局表面上有

一定的角色，但其“筹码化”“工具化”的趋

势也相当明显，台湾当局在美国对华政策与台

海政策中的地位实际上在不断下降。美国学者

陆伯彬称: “过去，美台关系是靠美国对台湾

当局的‘义务感’和双方的 ‘长期伙伴关系’

所驱动，美国想要帮助台湾当局，也需要和中

国大陆保持良好关系，所以我们需要在两方之

间做出平衡。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把台湾看

作老朋友的那代美国人已经不在了，华盛顿越

来越倾向于仅把台湾当局视作向中国大陆施压

的工具。”瑐瑡

( 二) 涉台外交工作的新任务

新形势下涉台外交的新任务，是在国际场

合同时达成 “促统”与 “反独”双重目标。

一方面，涉台外交要继续致力于巩固国际社会

的一个中国框架，强力地打击 “台独”势力

的分裂活动，并有效地警示美国、日本等国内

部的“亲台派”，阻止其继续为 “台独”势力

提供支持。另一方面，涉台外交更要调动一切

积极因素和资源，努力营造有利统一的国际环

境，推动国家走向统一。这不仅是中国外交中

的一项重要使命，更是顺应时代潮流，充分利

用当前国际环境中有利因素的体现，对实现和

平统一意义重大。

( 三) 涉台外交的基本策略

1、更坚定地做好对美外交工作。对美外

交是涉台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涉台外交

工作的难点。可以预料，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将

不断地打“台湾牌”，但这一举措的成本与风

险也在上升。而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利益

性质不同、决心与信心也存在很大差异: 台湾

问题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最多是重要利益，

而且随着中国大陆的发展，台湾地区的地位事

实上正在下降，美国打 “台湾牌”的得益在

变小，与中国大陆搞好关系的得益在增大，继

续打“台湾牌”将得不偿失。为此，应坚持

在发展的基础上排除两岸关系中的 “美国障

碍”，在对美工作中，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

于斗争，尤其是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台湾问

题上，更要明确政策红线与底线所在。

2、继续在 国 际 社 会 开 展 反 “台 独”活

动。要在国际社会不断地强化开展反 “台独”

工作的力度，强力打击 “台独”势力的分裂

活动，不仅要压缩 “台独”势力的 “国际活

动空间”，更应限制台湾当局的 “国际人格”，

致力于巩固国际社会一个中国框架，从而消减

“台独”活动对中国国家主权的威胁，为本世

纪中叶实现“中国梦”奠定基础。

3、加紧营造有利两岸和平统一的国际环

境。要促使更多国家在与中国政府建立战略伙

伴关系的公报或声明中写入相关方 “重申坚

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

领土 不 可 分 割 的 一 部 分，反 对 任 何 形 式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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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独立’，承诺不与台湾当局建立官方关

系和进行官方往来，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

中国政府为实现国家统一所作的一切努力。”瑐瑢

等表述，细化各国支持和平统一的具体要求，

进一步改善和平统一的国际环境。

4、促使周边国家与国际社会理解与支持

中国的和平统一。要把中国和平统一对于周边

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好处讲清楚、说明白。需要

让越来越多的国家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从中

国的和平统一中得益，从而共同推动中国的和

平统一大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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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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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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