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解读台海问题：用军事手段遏制“台独” 

         ——访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 

 

《环球》杂志记者/杨士龙 

 

问：美国总统布什与温家宝总理会谈后说：“我们反对中国或台湾单方面做出改变现状

的决定。”“台湾领导人的言行表明，他可能想单方面做出改变现状的决定，这是我们所反对

的。”有人因此认为，美国对台海政策开始由“战略模糊”变得清晰了，是这样吗？您如何

解读布什的表态？ 

 

答：实际上，布什这次仍然重复了美国过去的对华政策。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是非常清

楚的：美国不支持中国统一台湾，不支持中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这样

说法显然包括了不支持和平统一。我们和平统一也是单方面改变现状。美国不支持中国统一

的政策是非常明确的，这次也没变化。 

 

如果说有变化，也仅仅是针对“台独”的政策，布什政府目前明确反对台湾分离主义分

子在不与美国协商的情况下搞“台独”“公投”。在是否卷入“台独”引发的战争问题上，美

国的立场比以前清晰了一点，即如果台湾未经美国同意引发这场战争，美国将不保证卷入战

争；但是这并不说明如果“台独”引发战争，美国就一定不卷入。一句话，美国仅仅是要求

台湾分离主义分子要和美国协调他们走向“台独”的速度，目前布什政策不希望“台独”走

得太快。 

 

我们应该肯定，布什政府这次调整对台政策是积极的，但也必须看到这次政策调整最多

是美国本届政府余下时间的政策。这和当年克林顿在上海提出对台“三个不支持”(不支持

“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

组织)的政策一样，只是美国总统的个人口头承诺，不能保证下届政府也履行这一承诺。这

个承诺不是法律文件，所以我个人认为，它所能产生作用的时间长短将取决于中美战略利益

的变化。无论如何，布什这次政策调整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在近期内应该是积极的，对抑制

陈水扁搞所谓“公投”是具有抑制作用的。即便陈水扁在 2004 年 3 月 20 日搞“公投”，其

“公投”的内容可能要变得非常模糊，非常低调，他不敢采取“公投”的方法来挑战大陆。 

 

问：您如何评价温家宝总理的美国之行？这次访问对未来的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会产生

什么样的影响？ 

 

答：从温总理访问来讲，能让布什做出反对台湾举行“台独”“公投”这种口头许诺，

在台湾问题上进行这种政策调整，已经是很大的成功了。因为我们不可能希望一次领导人的

访问能使中美签订像《八一七公报》(1982 年 8 月 17 日，中美就美售台武器问题发表联合

公报，美方承诺逐步减少并最终停止售台武器——编者注)那样的一个条约。现在中美之间

的战略利益关系还不具备签订类似条约的条件。 

 

目前的中美关系并不是历史上的最好时期，最好时期是《八一七公报》签署之后到 1989

年之前，即 1982～1989 年间是中美关系最好时期。从军事来讲，当时中美有实质性的军事



合作，美国帮助中国军队武器进行现代化改造，而现在美国正在阻挠和遏制中国的国防现代

化。那时中美之间经济关系良好，没有贸易摩擦，美国也不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而现在是

经常对中国产品进行制裁。在政治上，那时美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是与中国进行真正意义上

的协调，也没批评中国政治制度，而现在则是谴责中国的人权状况。更为重要的是，在台湾

问题上，美国在那时是真正减少对台武器的出口，而现在，美国不断地增加对台武器出口。 

 

正是由于中美关系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伙伴关系，所以这次温总理访问能够使美国领

导人在对台政策上提出警告“台独”，已经是比较大的成功了。美国调整对台政策，还有一

个客观原因，就是美国在反恐、朝核和伊拉克问题上都需要中国的支持，这使得美国目前不

希望“台独”挑起台海冲突。 

 

问：温总理在布什总统为他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上的讲话虽然简短，却着重突出强调

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意义何在？ 

 

答：温总理提三个联合公报，就是希望美国能严格地遵守三个联合公报。目前美国对华

政策与三个联合公报是不相符的。最主要是美国不执行《八一七公报》。这个公报明确规定，

美国将逐渐减少对台武器出口直至终止，而美国已经不再执行《八一七公报》。温总理重提

三个联合公报的意义在于，告诉美国严格执行三个联合公报对于中国和美国都具有重大的战

略意义。而不像美国人说的，这个公报太老了，已经过时了。温总理实际利用这个机会告诉

美国，你不严格执行三个联合公报，对台军售政策导致的结果就是“台独”铤而走险，走向

战争，有可能使中美陷入到战争之中，这是巨大的危险。 

 

问：美国目前实际没有精力来处理台海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但等美国逐渐从反恐战争，

从伊拉克等问题上抽出身来，它对台海间可能的冲突进行干预的可能性如何？ 

 

答：美国政府虽然明确警告“台独”势力不要过早地挑战中国。过早地引发战争，但这

并不表明美国对华政策发生根本变化，它仍然在台海之间维持一种平衡。美国政府不会反对

台湾独立，而只是不支持台湾有可能引发战争的独立。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到目前为止不

说“反对台湾独立”。美国这些执政者仍然认为，第一，台湾有权独立；第二，台湾如果和

平独立，可以有效地制约中国，甚至给中国造成极大的国际困难，美国政府愿意见到这个现

状。美国极右势力甚至认为如果台湾独立能把中国搞垮，美国就更应支持台湾独立。 

 

这就是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平衡。一方面仍然继续要用台湾来牵制中国，另一方面就是

不能让“台独”过早地引发战争，因为美国现在还顾不上台湾问题。至于美国抽身以后会怎

么样，我认为，美国即使在伊拉克战场上不能实现其目的，在那里受到军事牵制的情况下，

如果台海发生战争，美国还是会派军队来干预的，原因在于，美国要进行这场战争有两个政

治目的，第一要表明，美国要履行其为盟友做出的安全承诺；第二，美国不会放弃用台湾来

牵制中国崛起速度的这一重要手段，不会允许中国统一台湾，和平统一美国也不会同意。如

果台湾挑衅大陆引发战争，美国不上的话，中国经过这场战争就把台湾统一了，所以，美国

决不会让中国统一台湾。美国抓住了萨达姆，在伊拉克的问题上政治压力会有所减小，在

2004 年台湾大选前，布什政府就可能向陈水扁表示某种支持。 

 

问：台湾当局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公投”？仅仅是用来争取选票的手段吗？ 

 



答：第一，陈水扁当然有利用“公投”来争取选票的意图，这是他选战的一个策略。但

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想通过“公投”加快“台独”速度。我认为，独立仍是陈水扁的最高政治

目标。他独立的政治目标要高于选战的政治目标，但目前赢得选战，继续连任是他实现最终

独立的前提，两者是一致的。 

 

第二，陈水扁认为他有独立的能力，他这个判断不是依据台湾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

而是依据两个关系。第一个关系是他与台湾岛内“台独”势力的关系。“台独”势力在台湾

已经做大，而他是“台独”的执政代表。大陆担心“公投”，是因为担心会有超过 50%的人

投票同意独立。这是我们面临的现实。第二个关系，台湾和美国的军事关系。台美军事关系

这几年的发展使陈水扁认为，只要发生战争，美国必然会提供军事保护。“台独”势力和陈

水扁执政党的关系，以及美台军事关系的接近，使他认为有条件在下一届 4 年任期里完成独

立的全部进程。 

 

问：考虑到美国干预的因素，现在很多西方媒体对中国大陆有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打一

场反对“台独”维护祖国统一的战争表示怀疑。您怎么看？ 

 

答：我们需要明确军事遏制“台独”政策的目标。我们的目标不是为了赢得一场战争，

而是为了防止这场战争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现在的具体任务是防止台湾分离主义

走向正式独立，而不是在尽短的时间内实现统一。完成这个威慑任务只靠军事装备是不行的，

要解决如何让台湾分离主义分子体会到我们必然用军事手段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如果能让

台湾分离主义分子意识到，我们即使用 20 世纪 50 年代的装备，也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国家

统一的话，就能有效遏制台湾分离。 

 

台湾分离主义最担心的还是怕真打起来。即使美国提供军事支持，他们也知道这场战争

是在台湾岛上进行。“台独”分子之所以认为美国提供军事支持就能够独立，其逻辑是他们

认为中美军事差距足以遏制中国下决心使用武力，而不是因为他们认为中美在台湾进行 3

年战争之后美军可以取胜。“台独”分子还没有下决心要通过一场战争来实现独立。台湾“立

法院”在就“公投法”有关“统独公投”条款的表决中，112 个民进党的立法委员中间只有

14 个委员投赞成票，而其他人投弃权票。怕真的大打起来是“台独”分子的最根本弱点。 

 

我们要想遏制台湾分离主义分子，关键是要台湾分离主义分子意识到，无论中美之间军

事实力差距有多大，中国都敢于进行这场战争来维护国家统一。只要我们有这样一个决心，

中美军事实力上的差距就不会成为“台独”为自己壮胆的基础了，就能有效地遏制台湾的分

离。 

 

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对台政策需要做哪些调整？ 

 

答：关于调整对台政策，我认为核心是要考虑如何让台湾分离主义分子意识到我们武力

反“台独”的决心。问题不是我们有多大决心，而是台湾分离主义分子认为我们有多大决心。

如果我们的行动能使台湾分离主义分子意识到我们的决心，即装备怎样落后我们都不会被美

国先进军事力量所威慑，我们就可以使“台独”分子放弃依靠美军威慑中国大陆从而实现和

平独立的迷梦，这样就能遏制台湾分离主义。我们应加大军事遏制力度，侧重于如何让台湾

分离主义意识到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的这个政策：一切代价应该包括放弃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代价。如果温总理提出的“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国家统一”的政策能够有效执行，我们遏制



“台独”是不成问题的。如果我们对台工作重点是在争取台湾民众支持统一，而将遏制“台

独”置于第二位，就可能会削弱台湾人对我们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和体验。 

 

统一是长远未来的事，而“防独”是当务之急。因此我对台宣传工作应服务于今后几年

的工作重点，而不应服务几十年后的工作重点。比如，当年我们通过解放战争夺取政权，然

后才是进行和平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不可能把用和平建设的方法去完成武装夺取政权的任务。

我们对台工作起码有两个大的阶段性任务，第一阶段是防止“台独”，有了这个保障，第二

阶段才能和平统一。第一阶段的任务都完不成，是不可能完成第二阶段的任务的。特别是，

两个阶段的斗争手段是不一样的，斗争手段的选择取决于任务的性质而不应是意愿。 

 

问：您如何看待两岸关系的走向？您认为台湾问题的解决有期限预期吗？ 

 

答：我们在台湾问题上面临的形势比较紧迫。如果这次是国亲两党赢得大选，那我们就

会赢得 4 年的相对和平环境。4 年之后，我们遏制台湾分离主义的力量就会更强大一些。虽

然危机还排除不了，但总体来讲，10 年之内我们完成“防独”任务的时间就宽松一点。如

果陈水扁赢得大选连任，那么我们就只剩下 4 年时间。4 年之内能否有效地遏制“台独”将

是一个问号。 

 

要有效地遏制分离主义，我个人认为，我们就必须有明确的阶段性目标。现阶段的对台

政策就是维持现状，遏制“台独”，防止台湾单方面改变现状。统一就是长期的政策目标，

而不是眼前的政策目标，不是今后 4 年的政治目标，甚至不是今后 10 年的政治目标。而今

后 4～10 年的对台政策目标如果锁定在以一切手段包括必要的军事行动，遏制台湾独立上，

那么我们就可以全面遏制“台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