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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年以来的两岸关系:

阶段性、特征及启示

□ 王伟男

摘 要: 1979 年以来的两岸关系可分为政治对抗为主时期、初步交流与协商时期、新的政治

对抗时期以及和平发展时期，每个阶段都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目前由于岛内政局出现重大变化，

大陆对台政策和两岸关系都面临新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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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到 “两岸 关 系”这 个 概 念 时，

实际上是指两岸互动 ( interaction) 的主要内

容与形式，以及由此透视出来的特征。军事斗

争、政治对抗、交流协商、冲突合作并存等，

都曾在两岸关系发展过程中的特定阶段扮演过

主要角色。同时，在两岸关系发展过程中，两

岸当局都曾有过多次重大政策措施出台，有些

政策措施本质上是对原有大政方针的阐释、延

续、修正或深化，而有些政策措施却是对原有

大政方针的重大调整、甚至逆转。正是后者

———即双方中的至少一方对原有政策做出重大

调整或逆转———导致新局面的出现，构成了我

们考察两岸关系发展阶段性及其特征与意涵的

基本依据。在此基础上，本文把 1979 年以来

的两岸关系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政治对抗时期 ( 1979 年 1 月 ～ 1987

年 11 月)

这个阶段从 1979 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

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开始，到 1987 年 11 月

台湾当局开放岛内民众赴大陆探亲为止。两岸

关系在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是: 以政治对抗为

主，军事对峙趋缓。大陆在这个阶段的主要目

标，就是争取按照 “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

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主要任务则是争取政治对

抗的缓和，推动两岸交流交往与政治谈判，为

实现上述目标创造条件。

《告台湾同胞书》明确宣布停止对金门等

岛屿的炮击，并以“结束军事对峙状态”“实

现祖 国 统 一”取 代 “解 放 台 湾”的 政 治 宣

传，①其基本精神是更加注重通过政治而非军

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自此，虽然两岸军事对

峙依旧，但烈度大幅下降，两岸关系进入以政

治对抗为主、军事斗争为辅的发展阶段。台湾

当局也做出重大回应，提出 “三分军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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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政治; 三分敌前，七分敌后”和 “以政治

为前导，以军事为后盾”等指导原则，②显示

出国民党已放弃 “反共复国”的武统政策，

改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来对抗 “一国两

制，和平统一”，并通过各种手段宣称自己的

“政权合法性”。

此后，大陆方面逐渐提出并完善 “一国

两制、和平统一”的战略构想，并先后在香

港、澳门得以实施。从后来的两岸关系发展来

看，正是在这个战略目标的指导下，大陆提出

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使得台当局不得不逐渐

放弃僵化的大陆政策，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和人

员往来的规模与深度持续增加，日益成为两岸

关系大局的稳定器。

二、初步交流与协商时期 ( 1987 年 11 月

～ 1999 年 7 月)

这个阶段从 1987 年 11 月台当局开放岛内

民众赴大陆探亲开始，到 1999 年 7 月李登辉

公然抛出 “两国论”为止。两岸关系在这个

阶段的基本特征是: 军事形势总体缓和，政治

关系跌宕起伏，民间交流平稳发展，李登辉分

裂主义面目逐步显现。大陆在这个阶段的主要

目标，仍按照 “一国两制”战略构想实现国

家和平统一。但到后期开始发生从侧重 “促

统”向侧重 “反独”的转变。相应地，大陆

在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缓和两岸政

治对抗，推动交流交往与政治谈判。在李登辉

分裂主义面目逐步显现后，大陆开始致力于推

动两岸经贸文化交流，而对政治谈判不再抱过

高期望，并开始加强反分裂斗争。

1987 年，台 湾 当 局 在 各 种 压 力 下 解 除

“戒严”和开放岛内民众赴大陆探亲，此后双

方为因应新形势而成立或改组两岸事务机构，

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 ( 中台办) /国务院

台湾事务办公室 ( 国台办) 、海岸两岸关系协

会 ( 海 协 会 ) ，台 湾 “行 政 院 大 陆 委 员 会”

( “陆委会”) 、海峡交流基金会 ( 海基会) 等

开始运作，为即将到来的两岸协商与谈判完成

体制上的准备。两岸两会就若干事务性议题展

开磋商，并于 1992 年 11 月通过函电联系达成

各自以口头表述 “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

的原则”的共识，也就是后来所说的 “九二

共识”。在此基础上，最终于 1993 年在新加坡

实现两会领导人首次“汪辜会谈”。

在两岸协商快速推进的同时，干扰这种势

头的负面因素日渐显现并有所加强，其中最重

要的就是以李登辉为代表的分裂势力的崛起。

1990 年，台湾当局提出两岸分别为 “拥有统

治权的政治实体”，主张 “功能性的交流从

宽，政治性的谈判从严”。③同年，台当局成立

“国家统一委员会”，并于 1991 年颁布 “国家

统一纲领”，提出分阶段实现 “国家统一计

划”，但统一时机和方式 “首应尊重台湾地区

人民的权益并维护其安全与福祉”。④1991 年，

台当局宣称 “在中国尚未达成最后的统一以

前，两岸既处于分治局面，理应各自有平等参

与国际社会的权利”。⑤可以看出，台当局正是

在这一时期开始逐渐背离其此前一贯坚持的

“一中原则”，向 “两个中国”移动，最终走

向“特殊两国论”。

面对这一局面，大陆方面于 1993 年发表

《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白皮书，系统论述

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实际上

在警示并督促台当局正视两岸政治对话的必要

性。1995 年初，大陆方面又提出关于发展两

岸关 系、推 进 祖 国 和 平 统 一 进 程 的 “江 八

点”。但台当局并没有改变既定路线，继续回

避与扭曲政治议题。直到 1995 年 6 月李登辉

访美制造分裂活动，导致两岸两会协商被迫中

断，并引发 1996 年初的台海危机。李登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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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成功连任后，提出 “戒急用忍”的大

陆政策，企图诱使台商把投资从大陆转向东南

亚，但由于产业界的抵制而无法贯彻到位。⑥

1998 年 4 月，两岸两会恢复协商，但政治对

话仍然是绕不过去的议题。当 1999 年 6 月台

当局同意进行政治对话、安排汪道涵赴台访问

时，李 登 辉 却 于 当 年 7 月 抛 出 “特 殊 两 国

论”，严重破坏两岸对话和协商的政治基础，

导致两会协商再次中断，两岸关系发展也进入

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受李登辉等分裂

势力的干扰，台湾岛内民众在 “国族认同”

问题上发生了不利于统一的重大变化。据台湾

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多年来的民调结果显

示: 1992 年 岛 内 民 众 认 为 自 己 只 是 “中 国

人”、“既是中国人又是台湾人”、只是 “台湾

人”的比例分别为 25. 5%、46. 4%、17. 6%，

但到了 1999 年李登辉即将 下 台 时 分 别 变 为

12. 1%、42. 5%、39. 6%。⑦ 这 个 重 大 变 化 既

是李登辉之流进行民粹操纵的结果，也是他们

得以继续操纵下去的动因。

三、新的政治对抗时期 ( 1999 年 7 月 ～

2008 年 5 月)

这个阶段从李登辉定位两岸关系为 “特

殊国与国关系”后，到 2008 年 5 月国民党重

新执政。两岸关系在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是，

政治对抗持续存在并时有升高，经贸文化交流

与人员往来持续增长。大陆在这个阶段的主要

目标，就是 “反独促统”，且以 “反独”为

主，主要任务是在维持两岸经贸文化交流继续

发展的同时，团结、整合各方面的力量，遏止

“台独”分裂势力的不断挑衅。

1999 年 7 月李登辉抛出 “两国论”后，

两岸关系旋即进入新一轮政治对抗期。2000

年民进党上台，意味着这种对抗在时间上注定

要拉长。与 1987 年 11 月之前的政治对抗不

同，此次对抗的主要内容是两岸最终统一与台

湾走向 “独立”这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统

“独”之争上升为两岸之间的主要矛盾，这个

矛盾的主要方面，则是台当局不断冲撞一中原

则的政治底线，并导致台海局势时常处于紧张

状态。

大陆方面于 2000 年 2 月发表 《一个中国

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除了批驳 “两

国论”、向国际社会澄清 “一中原则”外，还

有向即将当选的台湾地区领导人示警的意味。

当年 5 月，陈水扁为了缓解面临的各方压力，

在就职演说中做出 “四不一没有”⑧的政治宣

示。随着执政地位日渐巩固，陈水扁于 2002

年 8 月抛出 “一边一国”论，直接冲撞 “一

中原则”，导致两岸关系很快紧绷。此后，他

又先后提出 “公投制宪”、 “台湾正名”和

“去中国化”等政策或行动。2004 年成功连任

后，陈水扁进一步把 “台独”思想向台湾全

社会推广。面对这一严峻局面，大陆方面发表

“五一七声明”，制定《反分裂国家法》，表达

反对分裂势力的不可动摇的坚强决心。

在此背景下，从 2005 年 4 月到 7 月，国

民党、亲民党和新党领导人先后率团访问大

陆，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与岛内泛蓝阵营之间的

大和解。但这并不代表两岸执政当局之间的和

解。相反，台当局进一步推动 “公投入宪”、

终止“国统会”与“国统纲领”、提出 “四要

一没有”⑨、“入联公投”等分裂行径，并持续

在教育、文化等领域进行 “独化”渗透，一

再冲撞大陆底线，台海局势紧张一再升级。但

由于陈水扁执政 8 年贪腐严重、民怨沸腾，也

由于岛内、大陆和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民进

党在 2008 年“大选”中惨败，国民党重返执

政，台海紧张局势很快缓解。

这个阶段的两岸关系可以用 “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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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形容。陈水扁当局一再冲撞大陆底线，迫使

大陆开始慎重考虑使用非和平方式阻止分裂势

力的冒险行为。若仅从 2008 年 3 月岛内 “大

选”的结果来看，大陆阶段性地实现了 “反

独”的战略目标。从陈水扁执政 8 年间两岸

经贸文化交流较少受到紧张局势干扰、不断扩

大和深化的事实来看，大陆在这方面的战略任

务也得以实现。但据调查显示，自认为只是

“台湾人”、倾向分裂的民众持续增加，分别

从 2000 年的 36. 9% 和 14. 7% 上升到 2008 年

的 48. 4%和 23. 1% ; 自认为只是 “中国人”、

倾向统一的民众持续减少，分别从 2000 年的

12. 5% 和 19. 4% 下 降 到 2008 年 的 4. 0% 和

10. 2%。这反映出大陆实现 “促统”目标的

难度进一步加大。

在这个阶段里，大陆对台政策表述有一个

微妙而又重大的变化，即从以前的 “老三段”

(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

的唯一合法政府) ，演进为目前的 “新三段”

(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

中国，中 国 的 领 土 和 主 权 完 整 不 容 分 割 ) 。

“新三段”更加突出 “一中原则”，同时淡化

中国代表权争议，但在国际层面，大陆实际上

仍坚持“老三段”。对许多基层涉台官员和绝

大部分大陆民众来说，他们的思维也仍然停留

在“老三段”上，这就使得这个重大变化并

没有产生应有的效应，并在国际场合发生了多

起两岸民众间的纠纷。⑩

四、和平发展时期 ( 2008 年 5 月 ～ 2016

年 5 月)

这个阶段从 2008 年 5 月马英九团队执政

到 2016 年 5 月蔡英文团队上台，也就是马英

九先生的两届任期。两岸关系在这个阶段的基

本特征是: 政治对抗迅速缓和，经贸交流加速

发展，合作与协商走向制度化，棘手问题逐渐

显现。在战略目标上，虽然 “反独”的紧迫

性稍有缓解，但其长期性越来越明显， “促

统”的难度并没有明显降低，所以在这一阶

段“反独”与 “促统”并重，并随着形势变

化而各有侧重。大陆在此阶段的主要任务，就

是维持以 “九二共识”为基础的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大局，进一步促进两岸之间的大交流与

大融合; 巩固两岸互信基础，为两岸政治军事

商谈积极创造条件。

毫无疑问，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能在马英

九上任后短时间内大幅缓和，与大陆和岛内泛

蓝阵营在前一阶段的大和解密切相关。马英九

在 2008 年 5 月的就职演说中明确承认体现

“一中原则”的 “九二共识”，使得两岸当局

之间的政治互信初步建立起来。2008 年 12 月

31 日，胡锦涛在纪念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30 周年的谈话中提出六点意见，成为新形势

下指导大陆对台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此后大陆

对台工作的着力点也以这 “六点意见”为基

准。两岸两会在马英九上任后很快恢复协商，

并经过迄今为止的十余次领导人会谈，达成

20 多项协议和共识，初步实现了 “三通”，其

中最重要的一项协议就是 《海峡两岸经济合

作框架协议》 ( ECFA) 。在政治方面，双方主

管两岸事务部门的负责人在这期间建立起制度

化的沟通机制。

但在另一方面，两岸针对政治僵局的协商

与谈判并没有随着两岸大交流格局的形成而取

得实质性进展。马英九先生在两岸关系上坚持

“不统、不 独、不 武”，在 对 外 战 略 上 奉 行

“亲美、友日、和陆”，显示出他内心深处对

大陆的不信任。他在 2012 年选举前曾承诺若

成功连任，就将开启两岸政治谈判、达成和平

协议，但在分裂势力的极力反对下又很快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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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在他成功连任后，虽然大陆方面期待两岸

能够早日开启政治商谈，但马英九囿于岛内在

野党的反对而无所作为。虽然国台办和台湾

“陆委会”的负责人自 2013 年以来已有多次

正式或非正式的晤谈，并实现双向互访，甚至

在 2015 年 11 月实现了两岸领导人的历史性会

面，但两岸政治僵局依旧。2014 年 3 月岛内

发生的 “反服贸学运”，2015 年 7 月发生的

“反课纲事件”，都对两岸关系造成即时与潜

在的冲击。

因此，在看到 2008 年 5 月以来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取得重大成果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

视现实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首先，两岸经贸合

作能否真正惠及台湾广大基层民众。至少从近

年来岛内舆论的反映来看，两岸经贸交流的丰

硕成果并没有让岛内多数基层民众 “有感”，

反而被指责为“图利大财团”。如果两岸经贸

领域、乃至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交流确实存在这

样的利益分配格局，那么交流的意义就将大打

折扣，甚至有可能成为分裂势力操弄民粹、仇

视大陆的新利器。

其次，岛内民众的 “国族认同”异化趋

势在马英九上任后并未发生明显转变。尤其是

自认为是“台湾人”而非 “中国人”的岛内

民众仍在增加，从 2008 年的 48. 4% 增加 到

2015 年的 59. 0%。大陆方面的对台政策一直

强调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但台湾民众在

身份认同上的持续异化使得 “寄希望于台湾

人民”的愿望实现起来愈加困难。随着民进

党再次上台执政，这种发展趋势短期内将很难

扭转。

第三，民进党再次执政后能否真正转型值

得观察。从 2010 年 岛 内 “五 都”选 举 前 开

始，关于民进党转型的信息就一再被释放出

来。但到了 2014 年 底 “九 合 一”选 举 结 束

后，民进党由于获得大胜而信心膨胀，转型的

声音很快偃旗息鼓。民进党赢得 2016 年选举

后，迄 今 展 现 出 既 不 接 受 体 现 一 中 原 则 的

“九二共识”、又想避免同大陆正面冲撞的诡

异姿态。笔者判断，此后无论民进党当局提出

何种说辞，都不可能放弃 “台独”信仰; 反

之，很可能会以更细腻、更慎密的手法在教

育、文化等领域推动“去中国化”。

五、两岸关系发展已进入新阶段

民进党在 2016 年初的岛内选举中击败国

民党，重新获得执政权。民进党这次执政与

2000 年首次执政不同，不仅以大幅领先的票

数取得行政权，还以更加悬殊的胜利取得民意

机构的主导权，真正实现了 “完全执政”。民

进党从胜选到上台以来，一直不放弃 “台独”

党纲，拒不接受“九二共识”。因此，与 2000

年和 2008 年一样，2016 年岛内执政当局的改

变，意味着台当局大陆政策的大幅调整、甚至

逆转。民进党重新上台执政，很可能意味着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阶段的中断，以及新的紧张动

荡阶段的开始。这种紧张动荡将首先体现在两

岸政治关系上，并将在两岸经贸交流、社会交

往、甚至军事安全和涉外事务等层面有不同程

度或不同形式的体现。在这个新阶段里，大陆

对台政策的首要任务是反对 “台独”分裂活

动，并视情况发展而采取各种可能的政策措

施。

从前述分析也可以看出，相比台当局随着

执政党更替而大幅调整、甚至逆转的大陆政策

来说，大陆方面的对台政策自 1979 年以来保

持了相当大的稳定性、连续性与继承性，始终

坚持 “一 国 两 制”的 战 略 方 针，始 终 坚 持

“两岸同属一中”的原则立场，始终坚决反对

“台独”分裂势力。 “事实证明，大陆对台大

政方针……不管台湾政局怎么演变，是不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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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改变的”。瑏瑡未来两岸关系发展仍将延续这一

基本模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两岸各自的政

治制度和发展阶段决定的。大陆方面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希望充分利用既有的战略

机遇期，进一步做大做强自己，为实现 “两

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而奋斗。大陆将以最

大的战略定力面对两岸新局，对 “台独”分

裂势力绝不会听之任之。而台湾方面也将继续

以东亚 “民主灯塔”自许，继续实践西方式

民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政党轮替成为常

态，但对两岸关系的冲击却有着不可承受之

重。由政党轮替导致的台当局大陆政策重大调

整、甚至逆转仍将是两岸关系发生阶段性转换

的根本原因。

然而，决定岛内政党轮替和政局变化的一

个基 础 变 量，是 岛 内 民 众 在 身 份 认 同 与 统

“独”取向上的民意结构。从 20 世纪 90 年代

初期有统计纪录以来的情况看，这个民意结构

总体变化趋势是“统消独涨”，未来很可能继

续发展下去。至少从短中期来看，民进党的群

众基础很可能继续扩大。这既有可能使它更加

坚定自己的 “台独”理念，也有可能因为自

信心增强而改采一种较为务实的大陆政策。未

来国民党与民进党的大陆政策有可能趋同或相

似，就是坚持“拒统”加“可独”，使两岸关

系“和平稳定发展”成为最高目标，而不是

成为最终实现两岸统一的根本手段。在这种情

况下，大陆对台政策与两岸关系都将面临严峻

考验。

注 释:

①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告台湾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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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东辉: 《上世纪 80 年代国共两党的秘密谈

判 》， 中 国 共 产 党 新 闻 网: http: / /

dangshi. people. com. cn /GB /85039 /9487200. html。

③ 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 《台海两岸关系

说明书》，1994 年 7 月。

④台湾“国家统一委员会”: “国家统一纲领”，

1991 年 3 月。

⑤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 《台海两岸关系说

明书》，1994 年 7 月。

⑥ 林冈: 《台湾政治转型与两岸关系的演变》，

九州出版社，2010 年，第 248 页。

⑦ 这些数据，以及下文中涉及到岛内民众身份

认同和统“独”取向的数据，均来自台湾政治大学选

举研究中心 2015 年 7 月 9 日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

http: / /esc. nccu. edu. tw /course /news. php? class =

203。

⑧ 即: “不宣布‘独立’、不更改‘国号’、不推

动‘两国论’入‘宪’、不推动改变现状的‘统独公

投’”， “没有废除‘国统纲领’与‘国统会’的问

题”。

⑨ 即: “要独立、要正名、要新宪、要发展”，

“没有左右问题，只有统独问题”。

⑩ 如 2010 年两岸代表团在东京影展上发生的争

执，2013 年台湾歌手张悬在英国演唱会上展示“中华

民国国旗”引发的事件。

瑏瑡《蔡英文梦醒时分或有机遇》，台湾《旺报》

2016 年 3 月 9 日社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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