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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目前所取得的成果只是减缓了“台独”势力发展速度，还未能使“台独”势力的

发展停滞不前，更不能认为“台独”势力开始衰退和下降 

●台湾目前民心的变化，最多影响到陈水扁是否放弃既定的 2008 年“法理台独”的时

间表，但他不会放弃“台独”这个终极目标 

●经验告诉我们，遏制“台独”必须要诉诸行动，和“台独”势力玩文字游戏是没有意

义的 

 

连战和宋楚瑜的大陆行，明确表态反对“台独”，带回了大陆维持台海稳定和促进两岸

往来的诚意，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岛内“台独”势力的遏制。但是，从连宋访问大陆之后

的台湾岛内政治形势变化上看，我们仍然不能放松对“台独”危险的警惕，对两岸关系未来

的发展仍不能过于乐观。 

“台独”基本盘仍然很强 

5 月 14 日，台湾举行了“任务型国代”选举，其结果是民进党获得 42.52%的席位，是

第一大党，比得到 38.92%席位的国民党高出 3.6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采取反对“台独”立

场的亲民党只获得 6.11%的席位，也少于主张“急独”路线的“台联党”的 7.05%。国民党

与亲民党相加共占有 45.03%席位，比民进党和台联的 49.55%少 4.52 个百分点。 

两岸都有学者认为，这次选举因天气影响投票率低，所以不能反映台湾岛内的政治民意。

笔者却认为，恶劣天气下投票率低的结果，恰恰反映台湾岛内各政党的基本社会力量，所谓

政党的“基本盘”。恶劣天气下，能坚持投票的人是政治观念较强的人，而非左右摇摆的中

间选民。台湾岛内支持民进党和台联党的基本盘力量强于国亲两党，这意味着台湾岛内政治

的基本走向仍是“台独”，只在特定的情况下中间选民向反“台独”的立场摇摆才可能改变

台湾岛内的“台独”倾向。只要民进党和国民党各得一半中间选民的选票，民进党仍能赢得

大选。 

自中央政府于 2004 年 5 月 17 日发表新对台政策以来，我们在遏制“台独”势力发展上

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笔者认为，我们目前所取得的这些成果只是减缓了“台独”势力

发展速度，还未能使“台独”势力的发展停滞不前，更不能认为“台独”势力开始衰退和下

降。 

民进党仍有增长空间 

未来一段时间内，台湾政治的主题，仍然是“独”与“反独”之争，其他的政治斗争议

题都将是附属于这个斗争的。目前，台湾四个主要政党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民进党和陈水扁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能否按期实现其制定的“台独时间表”，即能否

在 2008 年实现“法理独立”和“修改国号”。虽然在“台独”目标上，民进党和陈水扁是一

致的，但对陈水扁个人来讲，2008 年不能够实现“法理独立”，他的政治生涯将结束。因此，

陈水扁比民进党中的任何党员都有更加强烈的“法理台独”私利。这意味着，陈水扁在心理

上更倾向民进党内的急独派而非缓独派。 

国民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重新获得政权。由于 2004 年以来“台独”势力受到一

定压制，国民党内重新燃起夺回政权的希望。但由于国民党面临领导人换届，因此需要解决

两大问题。一是由谁来领导国民党，这关系到国民党的团结和发展，关系到是否有利于夺回



政权。二是国民党如何借助连战访问大陆的契机，扩大其“基本盘”，尤其是与亲民党合并

的问题。国民党领导人换届结果是否有利于国民党的发展，情况还不明朗，而宋楚瑜目前还

无意与国民党合并。 

亲民党面临的问题是被“泡沫化”，还是与国民党合并的问题。宋楚瑜在访问大陆前曾

与陈水扁发表“十点共识”，这是亲民党内的“出走潮”的主要原因。从亲民党出走的，并

不是在反“台独”立场上相对游移的“浅蓝”人士，而是反“台独”立场相对明确的“深蓝”

人士。这说明，无论国民党还是亲民党，如果试图在“台独”的政治路线上向民进党接近，

都会失去现有的政治势力。由于在政策上亲民党无法有效区分与国民党的不同，因此宋楚瑜

将面临党内越来越大要求与国民党合并的压力。 

连宋访台后，主张“急独”的台联党基本盘缩小，原因之一是美国对“急独”势力提出

警告。美国的立场变化促使台联党的一些“急独”分子转向“缓独”，由此也扩大了民进党

的“缓独”势力。台联党虽然也面临着势力下降的前景，但总有少数顽固的“急独”分子会

长期坚持下去，因此台联党与民进党合并的可能性很小。 

在 5 月 14 日的“国代”选举中，受挫较为严重的，一是泛蓝阵营中的“浅蓝”势力，

一是泛绿阵营中的“深绿”（“急独”）势力。因此我们可以预测，一年之内“急独”势力没

有重整旗鼓的机会，但“缓独”不会被削弱，甚至因为“急独”势力的转移，还有扩大的可

能。在今后 3 年里，民进党力量还会呈现增长的势头。与此同时，只要大陆加强对“台独”

的遏制，反“台独”的“深蓝”势力也会因“浅蓝”势力的转移而进一步发展。 

陈水扁不会放弃“台独” 

陈水扁对连宋访问的态度，反映出他对当前岛内政治形势的判断。在美国表示欢迎连战

访问后，他曾对连战的访问表示欢迎，但没等到宋楚瑜访问结束，他的态度就变成了全盘否

定。他拒绝接受大陆方面提出的任何改善双边关系的建议，甚至连熊猫去台也不允许。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尽管媒体调查表明，大多数台湾人对连宋的大陆行给予肯定，但陈

水扁仍然有相当的把握，认为坚持固有的“台独”路线，不会危及其执政地位。台湾目前民

心的变化，最多影响到他是否放弃既定的 2008 年“法理台独”的时间表，但他不会放弃“台

独”这个终极目标。也就是说，陈水扁不会同意在一中原则下进行两岸政治对话，不会承认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台湾目前的政治现实，民进党和陈水扁都不面临“缓独”会威胁执政地位的危险，在民

进党内，坚持“台独”纲领还能有效团结内部力量。因此陈水扁只有奉行“急独”还是“缓

独” 

更有利于执政的问题，而没有要不要放弃“台独”主张的问题。 

陈水扁的基本策略，是继续坚持相对模糊的政策，甚至可能在压力下向“缓独”靠拢。

但这种调整只是策略上的，在 2008 年之前，如果条件具备，他仍然会实行“台独时间表”。

不少岛内外的分析人士认为，是陈水扁善变的个性决定了其政策的调整，认为其变化完全是

跟风式的。但笔者认为，陈水扁的“变”并不是无原则的变。其“变”是 

为保持执政地位，而执政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实现“台湾法理独立”；变化只是外部的、

策略性的，并不是改变他政策的核心理念和最终目标。 

对“台独”仍应保持遏制 

因为陈水扁会维持相对模糊的政策，因此只有到 2007 年左右，我们才能确定他是否会

放弃在 2008 年实现“法理独立”的企图。而只有当他主张的这种“急独”路线必然导致台

海军事冲突发生、并且受到民进党内“缓独”势力的打压时，他才会放弃这一企图。因此，

大陆仍然需要坚持对“台独”势力的军事威慑，要以遏制“台独”作为我们对台政策的第一

任务。各项对台政策应该有利于遏制“台独”政策的实施，而不应妨碍这一政策的实施。2004

年以来的经验表明，只有对台军事威慑力量足够大，经济交流、文化交流等争取台湾人心的



政策才能生效，我们传递的善意才不至于被曲解。失去军事遏制“台独”这个前提，其他寄

望台湾人民的政策就不可能生效。去年的经验还告诉我们，遏制“台独”必须要诉诸行动，

和“台独”势力玩文字游戏是没有意义的。 

2004 年以来，国际社会在反对“台独”的态度上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国际社会的态度

变化主要源于中国政府遏制“台独”的实际行动。2004 年，中台办与国台办的“5·17”声

明，和今年 1 月贾庆林在纪念“江八点”发表十周年上的讲话，在重申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立

场的同时，强调了大陆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和遏制“台独”为首要任务。

如果说，2004 年 1 月，中法签署的联合反对“公投”的声明，是台海博弈的主动权向大陆

转移的起始点，2004 年 11 月鲍威尔说“台湾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则是一个转折点，2005

年 5 月连宋访问大陆则是遏制“台独”的阶段性成果。这表明，我们 2004 年以来的对台政

策方向是正确，效果明显的。 

因此，我们的政策仍然应该坚持两点核心，一是进一步加强遏制“台独”的军事威慑的

有效性；二是争取岛内反“台独”舆论的发展和加强国际上反“台独”舆论的力度。▲ 

    （作者是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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