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 :

反分裂反
“

台独
”

任重道远

要
对本世纪头0 2年的两岸关 系走势作 出准确判

断
,

比较困难
。

因为两岸局势也好
,

国际形势也

好
,

10 年就有可能发生一些质的变化
。

我想从三

个时段谈谈 10 年内两岸关系的基本走势
。

第一个时段
。

从现在起到台湾 20 04 年
。

大选
’ ,

结

束
。

在 此期 间
,

岛内分 离主义势力将受到一定压 制
,

但这 不意味着它呈下降趋势
,

而是处于停滞或缓慢发

展的状态
。

陈水扁的压力一是来 自选举
,

二是来自美

国
。

国 民党
、

亲 民党的联合
,

对陈水扁连任不利
。

为

了争取中间选票
,

陈水扁在
“

台独
”

和稳定两岸 关系

上
,

会保持一定的平衡
。

美国 因为伊拉克问题和朝核

问题
,

需要中国给予一定程度的配合
,

所 以对台湾 当

局独立政 策的支持不会特别坚决
。

这一时段
,

有三个问题值得观察
:

一是 两岸恢复对话和商谈问题
。

在台湾放出汪辜可

能再次会晤的风声后
,

祖 国大陆立即予以 了否认
。

这反

映了我们对台工作的成熟
。

我认为
,

只要是陈水扁执政
,

两岸恢不恢复政治对话
,

都没有意义
。

陈水扁同不 同意

对话
,

只会从是否有利于他推动
“

台独
”

来做策略上的

变化
,

即便对话
,

他也不会让 两岸向统一迈进
。

二是两岸
“

三通
,

问题
。 “

三通
”

有利于 两岸往来
,

有

利于 两岸人民的共同利益
,

是一件好事
。

陈水扁会利用
。

三通
”

这张牌争取选票
,

以获得第二个任期
,

进而赢得进

一步推动
。

台独
”

的机会
。

从时间上讲
,

陈水扁不会太早谈
“

三通
。 。

知果陈水扁需要用
“

三通牌
”

争取选票
,

他会选

择临近
“

大选
,

时
,

对选票影响力最大的时候来打这张牌
。

三是台海局势在 台湾
“

大选
,

前能否稳定 问题
。

陈水扁曾公开讲
,

未来十五个月两岸之 间不 会有突兀

的事件发生
。

他是想通过这一方式传递 一个信息
:

他

在第一个任期内不会搞独立 了
。

现在陈水扁把
“

大选
”

摆在 第一位
,

一切事情都会从是否有利于他连任来考

虑
。

至 少在 美国攻伊期间
,

他会尽可能稳定两岸关系
。

但如果
“

大选
”

形势发生变化
,

民进党内部分歧增大
,

“

台联党
”

对陈水扁的牵制增 大
,

民进党的
“

铁票
”

出

现松动
,

制造两岸紧张 关系有利于他获得更多选票时
,

不排除陈水扁会推 出更加
“

独
”

的政策
,

做 出更多
。

独
”

的动作
,

制造新的麻烦
。

第二个时段
,

从 20 04 年到 20 08 年
。

两岸关 系和

岛内政局的发展
,

将取决于台湾岛内谁 获得执政权
。

如果国 民党
、

亲民党的连战和宋楚瑜执政
,

台湾岛内

的分离主义势力仍会发展
,

但速度不 会太快
,

20 07 年

台湾搞全民公决推动
“

台独
”

的可能性可以基本排除
,

祖 国大 陆可 以比较放心地集中精 力 办好 20 08 年奥 运

会
。

如 果是民进党的陈水扁连任
,

岛内分离主义势力

将会加快发展
,

陈水扁有可能在 20 07 年冒风险搞全民

公决
,

争取实现他做
“

台湾开 国国 父
”

的美梦
。

这将

给祖 国大陆办好 20 08 年奥运会带来麻烦
。

从目前的情况来分析
,

陈水扁连任的有利因素
,

一

是 自2 00 0 年以来
,

台湾更多青少年达到 18 岁而 成为选

民
,

年轻人的选票增加
,

而部分老年人去世和 为数不 少

的外省人离开 台湾
,

使选票结构更有利于陈水扁 ;二 是

国亲的联合还不很稳 固
,

连 宋的主要 支持者还 是外省

人
,

开拓本省票源还比较困难 ;三是从近年合湾
“

立法

院
” 、

县市长的选举看
,

泛绿阵营的得票率呈上升趋势
。

台湾选民的选票主要不是
。

经济选票
” ,

而 是
。

政治选

票
” ,

大多数选 民更看 重的是
“

民族认同
” 、 “

身份认

同
” 、 “

国家认同
” 。

因此
,

尽管陈水扁执政后政绩很差
,

台湾经济很 不景气
,

老百姓的 日子也不好过
,

但 民进党

在执政后的儿次选举中并没有受到 多大影响
。

实质性进展 ?

刘国深教授说
,

春节台商包机

返乡后
,

台湾民众更加期待
“

三

通
’ ,

有实质性的进展
,

因为这符合

两岸同胞共同利益
,

符合台湾工商

界的要求
,

符合两岸经贸发展的需

要
。

但
“

三通
”

现在被台湾少数政

客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
,

变成选举

的筹码
。

现在不能排除台湾当局领

导人为了选举利益
,

可能会在
“
三

通
”

方面做些政策调整和姿态
,

但

两岸全面直航的可能性不大
,

年内

难有实质性进展
。

要推动 两岸
“

通
”

起来
,

需要台湾当局改变其

拖延
、

阻挠
“

三通
”

的错误立场
,

需要台湾各界继续努力推动
,

大陆

也要进一步做好相应准备
,

要把现

有金厦
、

两马及澎湖
、

福建的定点

直航工作做好
,

在
“

大三通
”

方

面
,

要全面总结春节台商包机的经

验
,

尽早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

徐博东教授说
,

陈水扁在 2 00 0

年
“

大选
’ ,

时
,

曾承诺在一年内开放
“
三通

” ,

去年在大担岛的讲话
,

陈

水扁承认
“
三通

”

是
“

必走之路
” ,

但至今未能兑现诺言
,

这已成为他

在本次
“

大选
’ ·

时的
“

罩门
’ , 。 “

三

通
”

是台湾主流民意
,

台湾工商界

对此施加的压力很大
。

台湾经济要

避免继续沉沦和边缘化
,

不
“

三通
”

没出路
。

美国也希望获得
“
三通

”

的

商业利益
。

面对这些压力
,

面对选举

竞争
,

陈水扁为争取工商界支持
,

争

取 巧% 一 25 %的中间选票
,

有可能上

谈判桌谈
“

三通
’ , ,

但很可能是
“

谈

而不通
’ , ,

马拉松式地谈
,

谈不出结

果来
。

我们不管他是假谈还是真谈
,

都要把
` 。

三通
’ ,

作为战略目标来推

动
,

像当年国共两党
“

重庆谈判
”

一

样
,

谈有谈的道理
,

不要怕上当
。

我

们也不完全排除两岸谈成有限度开

放的可能
,

比如先货后人
、

先船后

机
、

先海上再陆上
,

有限度
“

三通
’ , 。

但
“

谈而不通
”

的可能性还是最大
,

那也不要紧
,

正可以揭露陈水扁政

瞧望新 闻周刊 2 0 0 3 年 3 月 17 日第 11 期



陈水扁二十多岁就投入
“

台独
”

运动
,

自称哪怕坐牢

也要为之奋斗
。

如果获得连任
,

他 当然会倾心推动
“

台

独
” 。

美国只要不 面对战争
,

会百分之百支持台湾
“

和平独

立
” 。

台湾岛内的在野党和民间对
“

台独
”

确有牵制力
,

但

人们不能低估陈水扁的造势能力
。

主流民意和价值观往

往是受政治领袖引导
、

塑造的
。

从李登辉搞
“

新台湾人
”

运

动
,

到陈水扁大搞
“

去中国化
” ,

台湾人的民族认同感
、

国

家认同感越来越受分离主义势力的影响
。

因此
,

对陈水扁

在第二个任期挺而走险搞全民公决的可能性
,

我们要保

持高度警惕
,

加 紧做好包括军事斗争在内的各种准备
。

第三个时段
,

20 08 年以后到 201 0 年
。

如果我们能顺

利度 过 2 0() 7 年一2 00 8 年这个时段
,

中国的综合国力特

别是国防实力将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

美国为支持
“

台

独
。

而 冒的战争风险就会加大
,

其支持就会变得比现在

犹豫一些
。

这时岛内不管是泛蓝还是泛绿执政
,

台湾分

离主义势力的发展都将 变得缓慢
。

这是 2 0 12 年之前可能 出现的趋势和脉络
。

10 年

之后
,

不管台湾是哪个政党执政
,

两岸要和平统一
,

无非两种方式
,

一是不使用武力 的和平统一
,

二是使

用武力迫使 台湾接受的和平统一
。

应该看到解决台湾问题的有利因素并努力做大这

些有利因素
。

我们的经济发展很快
,

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

很快
,

台湾人不再认为统一后
,

他们会在经济上吃亏
,

这

不再成为他们抵制统一的理由
。

国际社会也不会认为两

岸统一是大陆为获取台湾的经济资源
。

大陆 的经济发展

也促进了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加速
。

随着政治体制改

革的逐步推进
,

大陆的民主法制建设
、

政治文明建设将

越 来越完善
,

台湾人 以大 陆不 民主为由抵制统一
,

会越

来越站 不住脚
,

美国借 口保卫
“

台湾民主
”

而 出兵 支持
“

台独
” ,

也越来越没理由
。

同时
,

我们要 更清醒地看到
,

反分裂反
“

台独
。

任重而道远
。

台湾问题 不 是经济问题
,

也不 是民主 问

题和制度 问题
,

而 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问题
,

是一

个纯粹的政治问题
。

我们不能仅仅指望
“

三通
”

成为和

平统一的有效工具
,

也不 能仅仅指 望通过经济往来
、

人员往来而 自然达到政治 上的融合和统一
,

不 能仅仅

指望通过 紧密的经济联 系来有效压 制台湾分 离主义势

力
。

经济关系越来越 紧密
,

政治上却渐行渐远
,

也不 是

没有可能
。

台湾目前的主流民意是维持现状
。

他们 不

是怕大陆穷
,

因为统一后台湾经济上获得的好处只 会

更多 ; 他们也不是怕大陆 不 民主
,

统一后 台湾民众的

民主权利一点也不会减少
,

关键是民族认同感
、

国家

认同感问题
。

大陆 经济发展水平再 高
、

政治再 民主
,

也很难改变台湾民众 已经 变化了的这种认 同感
,

特别

是台湾年轻人的这种认同感
。

加上台湾分 离势力 利用

执政的机会刻意大搞
“

去中国化
” , “

隐性台独
” 、 “

渐

进式台独
” 、 “

文化台独
”

等只会更加速更猖撅
,

最终

可能胃进到通过全民公决实现
“

法理台独
” 。

反分裂反
“

台独
,

的斗争无疑将是尖锐的
、

艰 巨的
、

长期的
。

解决台湾问题
,

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国防实力还

太弱
。

要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

需要我们的国防实力达到或

超过台湾分离主义势力及其外部支持者的军事实力的总

和
。

简单地说
,

如果我们的国防实力接近或达到美国的水

平
,

统一将水到渠成
,

我们不需动武就能完成统一的目标
。

综上所述
,

我认为对台工作必须 高度重视两 大战

略
:

一是要坚决果断地遏制台湾分离主义 势力
,

决心要

大
,

能力要强
。

我们讲解决台湾问题
,

时间是站在大陆 一

边的
,

但
“

台独
”

势力 可能 不给你 时间
。

我们打击
“

台

独
”

势力的政策越明确
,

决心越大
,

能力越 强
,

我们就越

能赢得更多时间
。

二是要毫不动摇地加强 国防建设
。

经

济建设可能加速 国防建设
,

也可能挤压 国防建设的 资

源
。

我们应该确保经济增长更加有利于 国防建设
,

经济

建设应为国防提供 更多资源
,

迅速有效地提高我们的 国

防实力
,

为可能的军事斗争提供可靠保障
。

口

府的真面目
。

— 两岸关系今年在总体上能

否保持平稳缓和 ?

刘国深教授说
,

大陆今年会全

力做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第一年的

工作
,

美国忙于对付伊拉克和应付

朝核危机
,

不会希望台海局势紧

张
。

台湾泛蓝泛绿的
“

选举
”

恶斗

将逐步升温
。

这三个因素
,

会使两

岸关系大体上保持平稳
、

缓和
,

但

也可能出现小的风波
,

不会绝对的

毫无波澜
。

台湾多数同胞特别是中

间势力
,

是不希望两岸关系紧张动

荡的
。

台湾政治人物会在选举中注

意调整他们的身段
。

台湾还有少数

支持
“

台独
’ ,

的群众
,

容易情绪性

地宣泄他们的政治诉求
。

不排除一

些政治人物做这方面的文章
,

见人

说人话
,

见鬼说鬼话
,

在一些场合

说出刺激两岸关系的话来
。

徐博东教授说
,

今年在两岸关

系上
,

不可能会有戏剧性的重大突

破
。

陈水扁为了选举需要
,

为了显示

其稳定两岸关系的能力
,

也迫于美

国的压力
,

不会挑起大的事端
,

在语

言
、

身段上还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

柔软
、

善意
。

但两岸关系近些年的发

展过程表明
,

在缓和与平静的背后
,

有时台湾当局为了某种政治需要会

突然出招来刺激大陆
,

挑战一个中

国原则
,

特别是在所谓
’ `

大选年
”

更

是如此
。

李登辉 1995 年访美和

199 9 年提出
“

两国论
” 、

陈水扁
2 00 2 年为因应当年年底的

“

立委
”

和县市长选举提出
“

一边一国论
’ , ,

都是这种情况
。

因此
,

我们不能对台

海局势过于乐观
,

要保持冷静头脑
。

陈水扁在
“

大选
”

中
, “

拼经济
” 、

“

拼改革
’ ,

都没起色
,

面临国亲整

合
、

经济沉沦等不利形势
,

有可能把

着力点放在外交突破上
,

拓展所谓

的国际生存空间
,

比如寻求访美
、

正

式过境美国
、

突破美台官方接触规

格
,

或者寻求到欧洲搞
“

人权外

交
” 。

我们要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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