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大陸中國大陸：：變中求穩變中求穩
中國大陸的對美中國大陸的對美、、對台政策應當持變中求穩的基對台政策應當持變中求穩的基

調調，，這其中牽涉到原因有三這其中牽涉到原因有三：：
11..經過經過3030多年改革開放多年改革開放，，中國領導人會較為成熟中國領導人會較為成熟、、

理性理性、、彈性地處理兩岸關係彈性地處理兩岸關係；；
22..經驗顯示經驗顯示，，維持現狀維持現狀、、以漸進的方式適度調整以漸進的方式適度調整（（微微
調調））更合乎中國的國家利益更合乎中國的國家利益，，小動好過大動小動好過大動，，劇變不劇變不
如漸變如漸變；；
33..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有更急迫的國內事務必須處理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有更急迫的國內事務必須處理，，

如處理政治改革如處理政治改革、、經濟問題及社會失衡等經濟問題及社會失衡等，，雖說中國雖說中國
在某些具體的事務上仍會有所堅持在某些具體的事務上仍會有所堅持，，但北京當局應會但北京當局應會
繼續維持其繼續維持其「「適度而理性適度而理性」」的對美的對美、、對台政策對台政策。。

美國：維持現狀
美國對兩岸關係的基本政策應以「維持現狀」為準

則的，因為這是最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局面。因為雖
然美國對台灣領土沒有野心，但還是希望保持兩岸
「不統不獨、不戰不和」的局面，這既利於美國控制
台灣，又便於美國制約中國。這個局面最符合美國的
基本利益，因為美國不願為台灣「獨立」而冒險跟中
國兵戎相交，因而失去一條可牽制中國的紐帶。從短
期看，美國可借此玩弄兩岸於掌股之上；從長遠看，
它想把台灣作為「民主政治」的試驗點，借兩岸之間
的關係不斷擴大這個「民主試驗點」的演示效應，等
待適當時機便可把這個點推進入大陸，產生更大效
應。

台灣：善用優勢
對台灣而言，維持現狀意味着中國的改革開放和持

續的經濟發展將有利於中國的繼續強大，一個理性強
盛的中國對台海安全、亞太安定、世界和平都有益
處，這是很有利於兩岸關係、中美台三邊關係的。因
此，只要維持現狀，保持動態平衡合乎中美台三邊共
同利益，三方似都不應打破目前這種雖非完全滿意但

還能接受的微妙平衡關係。中美台三邊或兩岸關係可以有很好的
機會往正面方向發展，但也很可能因為三方的任何一邊因處理不
當而升高敵意並演變成最後的對抗局面。
對台灣而言，把台灣作為中國大陸與西方之間的橋樑，善用

自己的優勢，發展經濟和兩岸正常的經貿關
係，而非做為西方對抗、顛覆、分裂中國的
棋子，或許這才是應行之道。「台獨」絕非
解決問題最佳或唯一的選擇。

■台商與溫州在
「浙江·台灣合作
周」上簽署25個合
作協議。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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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上文，指出美國在兩岸關係的立場。

2. 參考上文，指出美國對中國大陸和台灣的態度。

3. 承上題，指出美國的態度對兩岸關係有何影響？

4. 有人認為，「美國對台售武嚴重損害中美關係」，你有多大程度上同意這一觀點？

5. 試討論中國應如何處理兩岸關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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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堅持「和平
統一、一國兩制」和不
放棄使用武力的原則

1.經濟
2.軍事
3.政治

求同存異 美台關係一直以來都是影

響兩岸問題解決的重要因

素。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初到2008年馬英九當

選台灣「總統」，在整體上，美國、中國大陸和台

灣三邊關係一直有相當微妙的互動。美國對兩岸關

係歷來有着密切聯繫。中美自建交以來，長時期保

持着一種「非敵非友、亦敵亦友」的關係。在經濟

上，兩國有很大互補性，雙邊經貿關係有較快地發

展；在政治上和價值觀上，兩國有深刻分歧，尤其

在台灣問題上。作者將於下文和大家探討上述三邊

關係60年的變化及美國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胡潔人 同濟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作者簡介
胡潔人博士 現任同濟大學法學院暨知識產權學院副教

授。2009年獲得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哲學博士。中國人

民大學糾紛解決研究中心成員、中國和諧社區發展中心項目

負責人、香港作家協會會員。發表中英文論文數篇。

台灣：考慮美國所決
定性作用

美國 ：「三個公報、
一個法案」、「一個
中國政策」及和平解
決爭端

立場

原因

未來
中國大陸：變中求穩
美國：維持現狀
台灣：善用優勢

現狀
美國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力逐漸下降趨勢更加明顯

中國大陸： 雖然美國對華政策從「遏制」
（containment）改為「融入」

（engagement），但美國仍利用各種手段和機會不時地對中國施
壓。插手台灣問題是美國的慣常手法。一方面，美國聲稱尊重
「一個中國」原則，尊奉「三個公報」，甚至承諾對台的「三
不政策」；另一方面，美國又通過「與台灣關係法」，私下
支持李登輝、陳水扁等人的「台獨」活動，導致台海政局經常動
盪不安。1995年，美國允許李登輝「訪美」更挑起了一場台海
危機。所以在上世紀後30年間，中美關係總是波瀾起伏，有時
緊張有時緩和，有時劍拔弩張，有時握手言歡，戲劇性局面也
頻頻出現，台海局勢常有波動。幸賴中國在處理中美關係上本
着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在兩岸問題上堅持「和平統
一、一國兩制」和不放棄使用武力的原則，妥善地處理中美關
係和兩岸關係，努力保持了台海地區和東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台灣： 台灣在處理兩岸關係中往往不得不考慮
美國所決定性作用，這主要因為台灣在政

治、軍事、經濟等方面都依賴美國的支持與庇護。值得重視
的是，台灣在經貿關係上這幾年不斷增大對大陸的依賴。隨
着台灣自上世紀80年代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台灣日益
面臨經濟結構調整的要求，它的傳統製造業要向島外轉移，
它的高新技術產業，特別是電子通訊產品的加工需要大陸的
勞動力，產品的銷售更需要大陸的市場；同樣，大陸也需要
台灣的資本與技術。兩岸經濟的巨大互補性，造就了兩岸經
貿關係迅猛發展的必然趨勢。

美國： 美國的立場是「三個公報、一個法
案」、「一個中國政策」及和平解決爭

端。雖然在1982年的「八一七公報」中，美國承諾，隨着兩
岸關係的改善，對台軍售將會質量遞減，但隨後美國總統里
根以私函方式對台灣提出所謂的「六
項保證」，其中之一就是美國對台軍
售不會事前和中國大陸有所磋商。

兩岸關係 中美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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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4月27日，「汪辜會談」前汪道涵（左）與辜振甫握
手。 資料圖片

軍事：
對台售武 美得不償失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經濟增長缺乏活力，失業率一直保持在9%左

右的歷史高位。2012年美國總統大選來臨，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和國會議員紛
紛扯出「經濟增長和就業」的大旗，稱軍售將給美國帶來8萬多個就業機會，這
樣的說辭需要警惕的是，一旦中美關係因為對台軍售而遭到損害，美國的損失
將更大。因為美國對台售武，不可避免令兩岸關係受到衝擊。
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負責人於2008年10月4日就美國政府售台先進武器發

表的談話有所透露：當前，兩岸關係出現了改善和發展的良好勢頭，這符合兩
岸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心願，有利於亞太地區乃至全世界的和平與穩定，符合中
美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美國政府決定向台灣出售武器，實際上是在海峽兩岸
之間製造緊張局勢，阻撓和破壞兩岸關係的改善。

經濟：

政治：
中美合作 台非唯一因素
在當前反恐鬥爭、朝鮮發展核武以及亞太經貿進一步發展、整合的情況

下，美國需要與中國合作之處遠遠多於與台灣的合作，美國與中國在這些特
定議題上合作的空間很大，其中可能涉及軍事交流與合
作，防止核武擴散等問題。對美國來說，台灣並非中美
關係中的唯一和主要因素，美台關係固然有其自主規
律，但仍將屈居於中美關係之下。

■在香港舉
行的「兩岸
關係的發展
與創新」研
討會閉幕。

資料圖片

美國通過插手、干涉台灣問題促使兩岸關係及其發展變化符合美國
意圖和利益。美國的這一「影響力」是兩岸關係最主要外部干擾因
素。自上世紀90年代，李登輝、陳水扁利用執政地位，堅持推動
「台獨」，在嚴重損害兩岸關係的同時，也多次引發中美之間的重
大衝突。這些事實顯示，這一時期兩岸關係及其發展變化似乎沒有
朝着符合美國意圖和利益發展，特別是近兩年，美國對兩岸關係的
影響力逐漸下降趨勢更加明顯。主要原因有：

兩岸波詭雲譎
美國插手干涉

■海基會董事
長 林 中 森
（ 左 ） 出 席
「2013年多元
角度觀察：兩
岸關係走向」
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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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超美成台最大出口市場大陸超美成台最大出口市場
兩岸經貿關係日益成為台灣經濟越來越重要的組成部分，從近幾年兩岸的交流

中可以看到，台灣對外經濟關係的總體格局發生重大改變，突出表現在兩岸經貿
關係與美台經濟關係的相互消長上。冷戰期間，美國曾是台灣最大的交易夥伴、
最大出口市場及最大貿易順差來源地。但進入上世紀90年代後，隨着兩岸貿易
規模的日益擴大，美國在台灣貿易中的地位逐一被大陸所取代。1992年，大陸
取代美國成為台灣最大的貿易順差來源地；2002年大陸又超越美國，成為台灣
最大的出口市場；2003年起大陸成為台灣最大的交易夥伴。
同時，由於在近年台商大量投資大陸，便產生台灣、中國大陸與美國為主的
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轉向效果，主要表現為：台灣對大陸出口的中間財與資本
財急遽增加、由台商製造的大陸勞力密集產品對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出口
快速增加，以及台灣對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出口的勞力密集產品大量減
少，這種貿易轉向效果反映了區域之間的全球商品鏈的重組。但實際上，在此
新的對外經濟循環模式中，美國作為關鍵環節仍然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台
灣與美國貿易往來已經有所弱化。

美涉足兩岸 損人不利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