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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独”就像中国脚底上的一个瘤，虽然现在还没有致命的危险，但给中国经济建设带

来了巨大的国际困难。目前，“台独”在安全上使中美形成军事对抗；在经济上耗费中国大

量经济和外交资源；在政治上支持海外反华势力，严重破坏中国形象；外交上使许多国家用

台湾问题压中国让步。如果“台独”势力在四至五年内完成从公开独立走向正式独立的计划，

这将对中国构成重大威胁。为此，中国总理温家宝说：“中国人民会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祖

国的统一。” 

 

且看“台独”势力的根源 

 

“台独”势力的根源既不是两岸的经济水平差距，也不是政治体制民主与否的问题。美

国的夏威夷、加拿大的魁北克、英国的北爱尔兰、法国的科西嘉、西班牙的巴斯克、澳洲的

土著居民和意大利的北部联盟都要求独立，而且有些还进行长期的武装斗争。这些国家都是

西方的所谓民主国家，这些要独立的地区与其所属国家的经济水平也没有大的差距。以大陆

生活水平低于台湾或是以大陆政治体制没有台湾民主为借口反对统一，这只不过是“台独”

的宣传手法，事实并非如此。也就是说，即使大陆生活水平高于台湾和大陆政治体制比台湾

更民主，“台独”分子也不会让两岸实现统一。 

 

“台独”势力源于两个因素的结合，即台湾的民族认同变化和美国的军事支持。李登辉

执政前，美国也支持“台独”势力，但那时，台湾的政府官员和普通民众，都认为自己是中

国人，也就是说他们的民族认同是中国人。与此同时，坚持国家统一原则的国民党军事力量

可以有效地控制台湾，因此美国对“台独”的支持就不足使“台独”势力发展。李登辉执政

后开始搞“新台湾人运动”，陈水扁上台后又搞“去中国化运动”。台湾执政当局对台湾民众

逐步进行改变民族认同的教育，于是台湾许多民众，特别是不少年轻人逐渐失去了中国人的

民族认同，而将省籍身份“台湾人”上升为民族认同。 

 

加拿大的“魁北克人”将其省籍身份上升为民族认同后，就产生了建立“魁北克共和国”

的要求。然而，魁北克与台湾的不同之处在于，魁北克在加拿大中央政府的军事控制之下，

魁北克人的民族认同得不到外部军事支持，而台湾的情况则不然，中国政府的军事力量不能

控制台湾，“台独”势力有了美国的军事支持便可以坐大。可以肯定地说，凡是中央政府军

事力量所不能控制的不同民族认同的地区，其独力势力都必然坐大。美国如果撤走在夏威夷

的全部驻军，夏威夷人的独立运动也必然会坐大。 

 

在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对“台独”政策的基本原则就是支持台湾独立。那时候，美国

政府就压迫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独立。但是，国民党一直抵制美国要台湾独立的压力，

坚持反攻大陆实现统一的原则，对“台独”分子进行坚决镇压。从那时起，美国在“台独”

问题上就对国民党不满，以人权为名要求国民党政府将“台独”分子流放美国。美国长期以

来为许多“台独”领导人提供政治庇护。冷战后，当台湾当局放弃对“台独”势力的镇压后，

这些人纷纷回到台湾进行“台独”活动。 

 

李登辉执政后，美国开始加强对“台独”势力的军事支持。为了支持李登辉的变相独立



政策，美国不再执行 20 世纪 80 年代与中国达成的逐渐减少对台军售的协议，对台军售不断

增加。90 年代中期起，美国的反华势力开始强调《与台湾关系法》，希望通过支持台湾独立

引发中国的解体或是内乱，从而遏制中国的崛起。这种势力对美国政府的对台政策有相当的

影响。 

 

1999 年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其“台独”政策从变相独立走向公开独立，于是美国把

同台湾的军事关系从军售扩展到恢复双边军事合作。2000 年陈水扁执政后，美国开始与陈

水扁当局建立实质性的双边军事同盟关系。目前正在商讨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的可能性。美国

现在对“台独”的态度是：一方面，从心里赞同“台独”的独立目标，不反对“台独”的和

平独立步骤；另一方面，担心台湾独立引发战争，希望台湾独立时间表服从美国战略需要。 

 

美国虽然乐见台湾独立使大陆和平解体，但对“台独”的军事支持却不是无限的。美国

在台湾的最大战略利益就是通过台湾的独立运动牵制中国的崛起速度，不让中国崛起成为与

美国同样强大的国家。然而，正是这个战略目标也决定了美国并不想因为台湾的独立而与中

国进行一场核战争或是全面战争，美国没有军事入侵中国的意图，更不想为此与中国进行核

交战。在抗美援朝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国都没有攻击中国的中心城市，越南战争时美军甚

至没对中国大陆本土进行攻击。中国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和抗美援越战争只是为了增强自己的

安全，而现在的台湾独立关系到中国的生存，美国清楚地知道中国为了维护国家的存在，其

军事决心不会小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也知道攻击中国大陆腹地的后果是什么。如果中美

被“台独”势力拉入灾难，中美双方都知道将冲突限制在台湾岛和台湾海峡是避免核灾难的

前提。 

 

陈水扁的“台独”时间表 

 

即将到来的台湾大选，是陈水扁利用其执政的地位将选举议题集中于统独问题上的绝佳

机会。在统独问题已成为选举议题的情况下，李登辉正在设法通过批评陈水扁缓独政策的方

法给他帮忙。为了帮助陈水扁争取到中间选票，李登辉已经组织了大规模的正名游行，他计

划今年还要再搞两次。他意图通过正名运动在台湾岛内构成急独、缓独和不独的三种势力的

格局。通过建立急独势力，使陈水扁的缓独立场看上去像是中间立场，从而为陈水扁争取中

间选票。 

 

本文作者曾经预言，“当 2003 年选战开始时，陈水扁就可能抛弃‘四不’政策„„很可

能在 2004 至 2008 年期间进行全民公决，宣布独立，修改国号”。现在看来，他正在按这个

时间表推进“台独”政策。陈水扁提出，2004 年大选时进行“防卫性公投”，2006 年制定

新宪法，2006 年 12 月进行“统独公投”，2008 年实施新宪法。 

 

陈水扁的“台独”计划不可能都如期落实，特别是为了争取“统独公投”时支持独立的

票数能超过 50％，陈水扁在 2006 年组织“统独公投”的可能性将小于 2007 年。他甚至可

能设计今年台湾大选与公投同时进行的策略，2008 年再搞一次大选和“统独公投”同时进

行。陈水扁无论如何都准备举行“统独公投”，因为只有进行“统独公投”才能向美国证明

台湾独立是民主的结果，才能确保美国以军事力量支持台湾的独立。 

 

美国明里讲在陈水扁和连战之间不站队，但对陈水扁过境的高规格接待实际是表了态。

特别是对陈水扁的公投入宪政策，美国一方面说不支持台湾独立，另一方面又说理解公投入



宪是台湾民主改革的需要，这种两面手法实际上都有利于陈水扁而不利于连战。 

 

不惜代价就能遏制“台独” 

 

很多人认为，不惜一切代价遏制“台独”将破坏大陆的经济建设，为此大陆应忍让，以

防小不忍乱大谋。这种绥靖主义观念忽视了容忍“台独”发展的后果是什么。也就是说，他

们没有比较遏制台湾独立和容忍台湾独立两种策略哪一种使大陆遭受的灾难少一点。 

 

在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后，苏联解体。我们只要比较一下俄罗斯为此遭受的经济、社会和

生命方面的灾难和俄罗斯在镇压车臣分离主义上付出的代价，就可以得出何者更有利于减少

人民生命和财产的损失。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均寿命下降了 5 岁，婴儿死亡率上升，非

正常死亡率上升，总人口在 1992-2001 年间减少了 500 万。国家解体使俄罗斯付出的生命代

价相当于一场大规模的全面战争。我们只要分析一下，为什么通过分裂国家上台的叶利钦，

一执政就对车臣的独立运动发动战争，而且普京把这场战争坚持了下来，就可以知道其背后

的成本——利润关系是什么，就能知道怎样才能最大限度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    

 

东帝汶独立后，印尼三任总统都用军事力量镇压亚齐、巴布亚和马鲁古等地的独立运动。

只要分析一下，为什么连梅加瓦蒂这个为人温和的女总统都坚持军事镇压分离主义运动，我

们就可以知道军事手段的收益一定超过和平方法。温家宝总理之所以提出要不惜一切代价维

护国家统一，就是因为对于中国 13 亿百姓的利益来讲，任何代价都将小于国家解体给他们

带来的灾难。 

 

中国对台政策的目标需要区分阶段性。遏制“台独”应为大陆对台湾政策的当前目标，

统一则应为将来的长远目标。这两项目标的性质不同，需要不同策略和手段来实现。从某种

意义上讲，实现这两个目标的策略具有一定的矛盾性。遏制“台独”主要依赖于军事威胁，

而统一则主要是和平对话。中国当前对台政策的具体目标不应是影响台湾的选举，而应是直

接遏制台湾行政当局的“台独”政策。 

 

具体到当前形势，即无论谁当选台湾领导人，都不得搞“统独公投”。不举行“统独公

投”，“台独”领导人就无法向美国表明台湾独立是民主的结果，无法保证美国的军事支持，

因此也就不敢正式独立。“台独”之所以敢搞公投就是依仗美国的军事支持，而美国之所以

敢于军事支持，则是因为美国认为中国不愿付出一切代价的决心。因此，只要中国愿意付出

一切代价，美国就需要重新考虑是否有必要以核战争为代价支持台湾独立。 

 

军事遏独  和平统一 

 

中国不惜以一切为代价维护国家统一的策略并不是无原则的，这一战略仍需在邓小平提

出的“一国两制”的原则下执行。也就是说，无论是武力威慑还是和平统一，都有必要坚持

“一国两制”的原则。坚持“一国两制”原则，就表明大陆使用军事手段只是为了遏制“台

独”，而两岸统一还是要通过和平手段。大陆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军事威慑“台独”，台

湾民众就不愿支持“台独”领导人的独立政策，因为绝大多数台湾民众倾向于维持目前的状

态。 

 

坚持“一国两制”原则威慑“台独”，还可为台海军事冲突发生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创



造有利条件。美国会愿意尽快结束冲突，支持台湾民众选择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权，

而台湾民众在冲突之后也不会再选举一个“台独”政府。 

 

普京和梅加瓦蒂反分裂的军事政策已经有效地遏制了俄罗斯与印尼分离主义的发展势

头，降低了分离主义对国家生存的威胁。基于这些国家的经验，只要实施“不惜一切代价维

护国家统一”的策略，中国政府就一定能阻止台独的“统独公投”，最终实现祖国的和平统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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