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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有所曲折，最近 30 多年兩岸關係大趨勢還是朝著和平、合作的

方面發展。特別是國共兩黨達成「九二共識」的政治諒解後，隨著兩黨之

間的政治互信深化，兩岸關係正式進入了和平發展的歷史新階段。伴隨著

兩岸經濟、社會、文教領域交流合作及人員往來越來越密切，兩岸關係制

度「供給不足」的問題日益顯現，從而影響和平發展的穩定性和效率。參

與兩岸互動的「行為體」很多，包括政權和各種政黨、法人、階層、社團

等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團，也包括來往於海峽兩岸的自然人。這些不同的行

為體活躍在不同層面和不同領域，所依循的行動規則也不相同，廣義地

說，這些行動規則都是有形無形的制度規範。本文所討論的制度供給，主

要是指兩岸關係互動中的法政制度，包括宏觀的國家認同、民族認同、政

權關係、交流交往規定，也涉及到微觀的個人政治行為規範等等。 

 

一、大陸方面的涉台制度創新努力 

兩岸關係最直接的政治邏輯起點是 1946-49年的中國內戰，內戰起因



 
 
 
6  Review of Global Politics, No.47, July 2014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的道路和秩序重建分歧。1949 年 10 月至今，中國境

內隔著台灣海峽，存在著兩個競爭中的政權，各自聲稱在完全重疊的國土

之上代表著相同的一群人民。1979年元旦以前，兩岸關係互動的主旋律是

軍事對抗，對抗是以消滅對方政權為目的，其後則戰爭因素退居幕後，以

和平方式解決分歧成為兩岸關係的主旋律。從 1979 年元旦大陸方面發表

《告台灣同胞書》開始，「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逐漸成為大陸方面

所提出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主張，隨著兩岸交流合作日漸熱絡，直到今天

已經形成「剪不斷，理還亂」的局面，和平雙贏的成果得到兩岸人民和國

際社會同聲讚頌。 

    其中，「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主張最早雖針對台灣問題，卻首先被

運用於解決港澳回歸問題，多少有點始料不及。筆者認為，在尋求港澳領

土主權回歸中國的過程中，「一國兩制」構想是以「兩制並存」，亦即不改

變港澳政治治理和社會制度存量為條件，換取領土主權的回歸，和平地實

現港澳與中國大陸同屬一個國家的政治理想。簡單說，港澳回歸中的「一

國兩制」是「兩制基礎上追求一國目標」。在比較研究「一國兩制」的台

灣模式與港澳模式差異時，以往更多地注意到「一國兩制」的台灣模式將

比港澳更寬鬆，具體政策主張有「台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只是不能構

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台，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台

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台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台灣留出名

額。」1其實，「一國兩制」的港澳模式與台灣模式存在可比性問題：運用

此構想解決港澳問題與解決台灣問題，在出發點上有很大不同，後者的「一

國兩制」是在領土主權完全重疊的「同一國家」既有基礎上，達成兩個競

爭性政權「兩制共存、良性雙贏」的制度創新。因此，台灣學者王曉波教

授曾公開主張，海峽兩岸的現狀就是「一國兩制」。 

 
                                                 
1 鄧小平，〈中國大陸和臺灣和平統一的設想〉，收於《中國臺灣問題(幹部讀本)》(北京：
九州出版社，1998年)，頁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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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國兩制構想在台灣面臨的挑戰 

一國兩制的基本內容是：「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堅持社

會主義制度；香港、澳門、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它們保持原

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府」。這樣的認識基本上形成於 1980 年代，有其時代合理性。但在 30

年後的今天，兩岸四地和國際環境的變化，我們對「一國兩制」內涵的認

識也逐漸有了新發展。 

    對中國國民黨來說，兩岸關係是與中共爭天下的問題，也就是爭奪中

國代表權的問題。儘管今天國民黨內有此雄心壯志的人士已不如以前，但

為數也還不少。受到台灣內部政治邏輯和兩岸特殊歷史因素的影響，民進

黨內更多的人是試圖以分裂中國的領土主權的方式尋求「自保」，也不乏

「以退為進」的權謀。兩岸及國際政治的現實是，越來越多國家承認中華

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中國，這樣的格局已經難以撼動；另一方面，沒有中

國大陸的同意，台灣方面根本就沒有能力片面改變兩岸同屬一個國家的現

狀。在這樣形勢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已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和

民進黨人利益最大化的政治選擇，這是兩岸三黨難得的政治交集。從兩岸

和國際社會大背景來看，「兩個中國」、 「一中一台」和「台灣獨立」都

是不切實際的，兩岸政治對話和談判的「標的物」不再是領土和主權意義

上的「統獨問題」，而是一個中國框架下如何建立更好治理模式問題，是

如何「讓我們所有中國人都過上更加美好」的問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不

僅是國共兩黨領導人的共識，也是民進黨領導人公開倡言的政治話語。2 

    台灣方面對一國兩制有疑慮是可以理解的，大陸方面要正視來自台灣

的挑戰。當我們說「國家的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在國際上代表中國

的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時，台灣方面自然有不同意見與感受。隨

著兩岸交流的深入發展，大陸方面對「一個中國」的認知也有一個變化的

                                                 
2 劉國深，〈兩岸和平發展價值觀社會化探析〉，《臺灣研究集刊》，第 6期(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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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從「舊三句」（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一部分，中華人

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到「新三句」（世界上只有

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一部分，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完整不容分割。），再

到「新新三句」（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

的領土和主權完整不容分割）；從這樣的變化中我們可以發現，大陸方面

越來越重視台灣方面對一國問題的感受，「一國各表」或「一國共表」也

許有助於一國兩制構想的「兩岸化」。 

    1992年 10月，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在中共十四大報告中公開宣示：「在

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3可見在一個中國框架下，兩岸

具體制度安排是可以共同商議的。制度包括人與人、團體與團體、社會與

社會、政治子系統之間等各種政治行為體間的行為規則、價值、規範、秩

序、習慣、道德、法律、法規、規章等各個方面，事實證明世界上沒有什

麼一成不變的最好制度，只有更加適合特定國家和地區人民的制度，人們

的制度認知提升是需要經歷較長歷史過程的，相互之間保留一定的彈性空

間是有智慧的表現。對於大陸來說，一國兩制仍然不失為和平解決台灣問

題最包容、最有創意的制度模式。考慮到特定時空環境下一國兩制早已經

被「汙名化」為「口頭吞併台灣」的現實，台灣內部迄今也還沒有形成理

性討論一國兩制的環境，大陸方面在兩岸關係場合不再高頻度使用此語彙

是明智的，目的是為了避免刺激部分台灣民眾的感情。 

    我們要進一步體諒到台灣方面的關切，更加耐心地就「一國」內涵問

題與台灣達成諒解，台灣方面現階段要求「一中各表」，大陸方面已不反

對在兩岸公權力部門領導人已達成「兩岸非國與國關係」的最起碼共同認

知下使用「各表一中」或「一中各表」。筆者認為，在台灣方面明確宣示

兩岸非國與國關係、甚至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立場下，大陸方面甚至可接

受「一中各表」。因此，在進入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歷史時期後，筆者

                                                 
3 另見：江澤民，〈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人民日報》，1995年 1月 31
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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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多次公開主張：「在海峽兩岸之間，一個中國不要簡單地等同於中華人

民共和國」，目的很清楚，就是要讓更多台灣同胞體會到，一個中國是海

峽兩岸的共有資產，台灣同胞完全可以與中國大陸同胞平等地共同規劃和

建設我們共同的「國家中國」。 

 

三、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制度創新 

制度是有生命的，制度是會成長、發展和變遷的，人類社會不可能有

什麼一成不變的制度。因此我們不能僵化地看待一國兩制。一國兩制是種

制度精神，兩岸之間，甚至兩岸四地之間的一國兩制具體制度安排，也要

適應變化中的兩岸四地政治現實，適時作出相應調整。目前，兩岸四地互

動關係多少存在制度供給不足的問題，已經適應不了四地人民的交往和共

贏需求。特別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中存在全方位的制度稀缺問題，需

要兩岸雙方共同努力進行制度創新。 

    隨著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的推進，兩岸之間各層面、各領域的相互

影響在所難免，香港地區的一國兩制實踐已經進入一個重大瓶頸期，對海

峽兩岸來說不啻為一大警訊。一國兩制構想很好，但具體制度創新也很非

常重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兩岸人民根本利益所繫，但我們也不能簡單

地期待統一可能帶來的好處，更要面對統一可能帶來的變化、影響、挑戰，

甚至是代價。筆者認為，兩岸政治發展和實踐各有所長、各有優點和不足，

雙方應在「一中框架」下進行兩岸政治次體系「柔性橋接」，既不硬性改

變對方，又讓兩岸子系統可有效相容，使兩岸正能量得以更好地結合在一

起。兩岸之間的制度供給不足不僅存在高階的國家制度、政權制度面，更

多經濟、社會、文教以及共同事務合作治理方面的制度供給不足還有待我

們解決。台灣方面對大陸方面提出的兩岸制度創新構想可以有不同的意

見，台灣方面也可以提出自己的解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制度供給不足的建

設性意見。期待兩岸從此清理敵視、汙名化等負面政策措施，雙方更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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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彼此欣賞、珍惜的觀念推動交流合作，讓兩岸人民有更多時間和空間建

立起共同生活圈，實現「讓我們所有中國人都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的最

終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