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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報告與 2013 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涉台部分的內容確定了未

來一段時期大陸對台政策的基本原則與方向。鑒於兩岸關係發展的複雜

性，大陸的對台政策的推進既面臨機遇，也會遭遇一些挑戰。大陸對台政

策會隨著新形勢與需要的變化而進行更加符合實際的調整與改變，最大限

度地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深化，為大陸繼續抓住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

這一戰略機遇期實現國家現代化的目標打造一個良好的台海和平環境。 

 
一、中共十八大確立的對台政策原則 

2012 年 11 月中共十八大報告中對於對台政策做出了原則性規定。第

一，繼續堅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大方向，穩步推進兩岸關係全面發展。當

然，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能否延續不僅取決於大陸，同時也取決於臺灣，特

別是臺灣執政黨的政治態度。對於大陸而言，只要堅持「九二共識」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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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黨繼續執政，或者有機會再次上臺的民進黨回到一個中國框架之下，大

陸在對台政策中堅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大方向就不會改變。第二，鞏固

和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基礎，為和平統一創

造更充分的條件。通過加強兩岸經濟文化交流、深化兩岸民眾之間的溝通

與瞭解，為和平統一創造更充分的條件，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階段的工作

重點。第三，擴大與臺灣各種政治力量的交流、對話，增進相互瞭解。第

四，鼓勵以兩岸智庫、學者先行的方式對兩岸政治議題進行探索。第五，

在「九二共識」基礎上推進「一中框架」的建構。第六，反對「台獨」不

懈怠。雖然當前島內「台獨」政治力量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大陸絕不

會掉以輕心。  

 

二、未來五年大陸對台政策面臨的主要挑戰 

總體而言，當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基本架構已經較為成熟，兩岸交

流與相互依存的深度與廣度對於保證兩岸關係穩定發展提供了很好的的

基礎。這一環境有利於大陸穩步推進兩岸關係的發展，但與此同時，隨著

兩岸關係的發展，大陸對台政策也面臨著一系列的挑戰。 

首先，大陸對台政策向前推進的難度逐漸加大。在經濟方面，通過兩

岸制度性安排對臺灣讓利使大陸越來越多相關企業面臨不平等的競爭，如

果不能在政治層面得到相應回報，將越來越難以說服自己企業和民眾；在

國際活動空間方面，臺灣的要求越來越多，越來越高，如何把臺灣對國際

活動空間要求的安排建立在明確的「一個中國」原則之上，又要讓臺灣基

本滿意，這是一個高難度的課題。在政治對話與政治談判方面，從觀察 2012

年以來兩岸領導人的講話可以發現，台海兩岸對於政治談判與政治對話的

態度幾乎沒有交集。中共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希望「雙方共同努力，探討

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商談建立

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穩定台海局勢；協商達成兩岸和平協議，開創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前景。」而馬英九自 2012 年 5 月連任以來所確立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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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任期施政目標中根本沒有兩岸政治對話或政治談判這一項。顯見在未來

一段時期推動兩岸政治對話、軍事互信，或和平協定都是有難度的。 

其次，外部力量對兩岸關係進展的干預和阻撓有趨於增加之勢。特別

是在美國加緊推進重返亞太戰略的情勢下，臺灣與大陸關係的發展程度將

是影響美國再平衡戰略成功與否的一個重要指標。臺灣原本是美國在亞太

地區的戰略小夥伴，如果臺灣逐漸向中國大陸傾斜和靠近，最終與大陸結

為一體，顯然有悖於美國戰略再平衡戰略的初衷。所以，我們看到，在釣

魚島問題上，在南海問題上，臺灣迫於美國的壓力不敢與大陸聯手保護兩

岸共同的主權權益；在兩岸政治對話與談判、軍事互信、和平協定等問題

上的立場逐漸退縮。臺灣面臨的壓力既有直接壓力也有間接壓力，還有一

部分是臺灣揣摩美國的態度而自我產生的壓力。但無論以何種方式導致這

種壓力產生，其結果是，一、這種壓力呈現出一種逐漸增加之勢；二、這

種壓力對兩岸關係進展帶來的阻力越來越明顯。 

第三，臺灣政黨輪替對大陸對台政策帶來的挑戰不容忽視。和平發展

是近年來兩岸關係發展取得的最大進展，維護和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已

經上升到大陸對台戰略的高度。從 2012 年臺灣大選結果來看，主流民意

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支持的，但與此同時，我們更應看到，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是建立在國共兩黨共同意願的基礎上，它在臺灣政黨輪替的衝擊與

考驗面前非常脆弱。由於臺灣的主要反對黨（民進黨）對於一個中國、對

於「台獨」的政策態度沒有什麼變化，一旦上臺執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能否延續有很大疑問。一方面民進黨願意不願意調整大陸政策，願意不願

意繼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一個關鍵因素；另一方面，如果民進黨支持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但不放棄「台獨」，也不認同一中框架或九二共識，大陸

究竟該做出何種選擇恐怕也值得思量。對於大陸而言，這不僅涉及到一些

對台的重大讓利，更涉及到大陸廣大民眾的情緒與態度。未來也許會出現

臺灣政黨輪替的常態化、頻繁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如何在臺灣政黨輪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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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獲得延續將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挑戰。 

 

三、臺灣在大陸總體戰略中的位置 

臺灣問題是大陸的核心利益，其重要性在於牽一髮而動全身，但是與

整個大陸的發展和中國崛起這樣的全局性問題相比，臺灣問題只是一個重

要的局部問題。特別是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條件下，臺灣問題不再是迫在

眉睫、亟需予以應對的問題。一方面，2020年之前是中國實現崛起的關鍵

階段，內外壓力漸趨增大。大陸要追求中國夢，在這一過程中，周邊國家

與地區對中國崛起的不適應，大陸內部的政治改革、廉政建設，經濟發展

的轉型升級、就業機會與社會公平等問題，都會給大陸領導人及整個社會

帶來很大的壓力。另一方面，最關鍵的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使臺灣問題

的性質正在發生根本的變化，台海危機的可能性及大陸民眾對臺灣問題的

焦慮感大大下降，兩岸關係給大陸崛起帶來的正能量逐漸增加。雖然「台

獨」危險依然存在，但要形成氣候也很難。在這種形勢下，臺灣問題的危

險性、緊迫性大大下降。 

在這種背景下，臺灣問題在中國國家戰略中的定位越發清晰，即臺灣

問題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但與整個中國崛起這一全局戰略相比，臺灣問題

是個局部問題，而且是一個宜緩不宜急的問題。 

 

四、大陸對台政策的抉擇 

臺灣已經進入政黨政治時代，與島內主要政黨打交道的原則及合作對

象的抉擇是決定大陸對台政策能否落實關鍵。 

追求兩岸統一、反對「台獨」分裂是大陸的歷史責任、政治責任，也

是大陸絕大多數民眾的願望。在此基礎上，島內哪個政黨的政策對更有利

於統一，大陸就支持誰；誰傾向於「台獨」分裂就反對誰。如果是堅持不

獨不統，那麼誰認同一個中國框架，大陸就與誰打交道。特別是在當前國

民黨堅持「不統不獨」，民進黨也傾向贊成兩岸和平發展的情況下，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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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一中框架是決定大陸相關政策的決定性因素。 

從大陸的角度看國民黨，首先，國民黨堅持「九二共識」，這是對一

個中國原則和一中框架最直接的認同；其次，國共一起開創了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的局面，國民黨是積極贊成兩岸交流與合作的；第三，雖然馬英九

提出維持現狀，不獨不統，但是，當前這一代國民黨領導階層對於一個中

國框架的堅持是值得信任的。 

而民進黨在這些核心問題上與國民黨是相反的。第一，民進黨的政治

目標依然是「台獨」，也否定「九二共識」這一基礎；第二，民進黨雖然

有些人口頭上說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但是，我們看到的是五年來民進

黨一直扮演著踩刹車的角色，反對 ECFA，對待陸生、陸配的態度極為苛

刻。第三，從民進黨內主流大陸政策論述中找不到與一個中國的連結。即

使有些民進黨人願意回到現實認同「中華民國」，但會刻意把這個中華民

國解釋為 1996 年以來的所謂第二共和意義上的中華民國，切斷其與中國

大陸的聯繫，而不是認同 1912年建立起來的那個中華民國。 

大陸所以選擇與國民黨合作，就是後者對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態度

與大陸是相同的，大陸對於國民黨有關一個中國的主張雖不完全滿意，但

基本可以忍受。而民進黨在這些問題上幾乎與大陸沒有任何交集，甚至是

對抗性的，當然不能得到大陸正面回應。國民黨大陸政策「有一有二」（一

個中國，一國兩區），而民進黨的兩岸論述中「只有二，沒有一」（兩邊兩

憲，兩岸兩國）。民進黨何時能從找出那個大陸期待的「一」來，民共兩

黨的正式接觸與交流也就為期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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