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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闯与世界专论

台菊问题巾肋美国因素

林 冈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

博导

〔关健词 台海问题
、

两岸立场
、

美国政策
、

和平统一

〔握 要 在台海问题上
,

美国政策是一个关键因素
。

它的政策底线是台湾问题必须由海峡两

岸的中国人和平解决
,

对统
“

独
”

结果持开放态度
。

其对台湾问题的解决思路主要受两个因素的

影响
,

即中美关系状况和两岸关系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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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稿日期 〕 年 月 日

、

海峡双方与美国对两岸关系的政

策取向

在中美建交之初
,

中国政府即发表了 《告台湾

同胞书 》
,

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
,

同时保持对台使用武力的政策选项
。

个世纪

年代以来
,

军事力量逐渐成为祖国大陆
“

反独
” 、

“

防独
”

的依托
,

而非
“

迫和促统
”

的手段
。

年中国政府首次提出在
“

一个中国
”

的原则下
,

两

岸正式结束敌对状态
,

建立军事互信机制
,

构建和

平稳定和发展 的框架
。

年胡锦涛总书记在
“

十七大
”

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主张
,

提出以

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为现阶段的主要政策目

标
,

以和平统一为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的最终 目标
。

台湾地区在蒋经国统治时期
,

放弃了军事
“

反

攻大陆
”

的迷思
,

提出以
“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

为

政治目标
,

对祖国大陆的和谈要求采取
“

不妥协
、

不谈判
、

不接触
”

的
“

三不
”

政策
,

维持偏安一隅

的现状
。

李登辉从高喊
“

自由
、

民主
、

均富统一

中国
”

到公开将两岸关系界定为
“

特殊的国与国
”

关系
,

朝两岸分离的方向迈进 陈水扁为代表的民

进党政权推行激进
“

台独
”

路线
,

使两岸关系呈现

周期性的危机
。

马英九上台后
,

认同中华民族
,

承

认
“

九二共识
” ,

以促进两岸经济
、

文化交流为近

期目标
,

以实现两岸和解休兵为中期目标
,

所采取

的是
“

不统
、

不独
、

不武
”

的中间路线
。

美国对两岸关系发展及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以

和平为最高原则
,

在理论上不排除和平统一或和平

分离选项
。

但在不同时期表现为对两岸和平统一前

景的认可或对和平分离可能性的测试
。

在中美关系

正常化之初
,

美国将
“

一个中国
”

原则与
“

和平

解决
”

原则并列
,

作为其政策的核心
,

对中国和平

统一的前景
,

基本持正面态度
,

但对两岸政治和谈

又采取
“

不鼓励
、

不介人
、

不调停
”

的
“

三不
”

政

策
,

以维持台海
“

不统
、

不独
、

不战
、

不和
”

的局

面
。

进人 世纪 年代后
,

美国将
“

一个中国
”

政策置于
“

和平解决
”

原则之下
。

在
、

年代
,

美方的
“

和平解决
”

基本上是
“

和平统一
”

的同义

语 到 年代后
,

美方已将
“

和平解决
”

刻意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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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为既包括和平统一
,

也包括和平分离
。

与此同时
,

它大幅提升美台关系
。

一 年台海危机后
,

美国开始鼓励两岸进行政治和谈
,

反对台湾单方面

改变现状
,

其政策目标由
“

不统
、

不独
、

不战
、

不和
”

微

调为
“

不统
、

不独
、

不战
” 。

美国之所以鼓励两岸对话
,

是担心两岸一旦发生战争将给美国带来政策上的选

择困境
,

也是因为两岸内部和彼此关系的演变
,

为

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增添了新的变数
。

三方对两岸

关系未来发展的不同政策取向由下图可见

如图 所示
,

轴代表中国大陆对两岸关系未

来发展的政策取向
,

即以和平发展为现阶段 目标
,

以和平统一为最终导向
,

脉络清晰
。

轴代表台湾

对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的政策取向
,

较为模糊
。

在

年代中期以前
,

台湾当局一方面以统一为远程

目标
,

一方面又 以两岸的制度差异作为拒统的理

由
,

实际上是徘徊于统一和维持现状之间 世

纪 年代中期以后
,

它在分离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

年台湾二次政党轮替后
,

大陆政策始向维持

现状的方向回摆
。

轴代表美国对两岸关系未来发

展的政策取向
,

即以和平解决为最高原则
,

以
“

不

统
、

不独
”

为政策的中心点
,

而游离于和平统一与

和平分离之间
。

二
、

美国曾接受中国和平统一 原则

在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之初
,

特别是从

年到 年
,

美国出于
“

联中制苏
”

的战略需要

对中国政府追求国家统一的立场表示尊重和理解

实际上接受中国和平统一的前景
。

年 月 日
,

周恩来总理对来访的美国

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表示
,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
,

最终必须回归祖国的怀抱
。

基辛格表

示美国不主张以
“

两个中国
”

或
“

一中一台
”

作为

台湾政治前途的解决方案
,

并说一旦美国决定从台

湾撤军
,

停止对台湾的政治支持
,

台湾除了接受某

种形式的统一外
,

将别无选择
。

可见
,

美方在中美

关系
“

解冻
”

之初
,

即同意台湾
“

回归
”

中国
。

同

年 月
,

在回答周恩来关于美国对台湾地位的政

策立场时
,

基辛格明确表示美国鼓励在一个中国的

框架内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
川

在上述语境下
,

周恩来在 年 月同共和

党总统尼克松的会谈中提到
, “

你们希望和平解决

台湾
” , “

我们只能说争取和平解放台湾
。

为什么

说
‘

争取
’

呢 因为这是两方面的事
。

我们要和平

解放
,

蒋介石不干怎么办
”

在周恩来看来
,

美

方所使用的
“

和平解决
”

字眼
,

与中方的
“

和平解

放
” ,

实属同一概念
,

故在谈话中
,

没有区别使用

这些文字
。

当时双方的争执点是美方
“

关心
”

台湾

问题的和平解决
,

中方表示无法承诺 但可以希望

并且争取 采取和平方式
。

这里的和平解决实乃和

平统一的同义语
。

如果和平解决也包括和平分离选

项的话
,

上述对谈就失去了逻辑意义
。

年中美签署上海联合公报后
,

尼克松曾

对时任台湾
“

驻美大使
”

沈剑虹表示
,

美国的立场

是台湾问题应该由两岸和平解决 美国无意干涉
,

既不会敦促台湾违背自身意愿与北京展开协商
,

也

不会提供任何建议或方案
。

但是当被问及美国对台

湾问题的和平解决有无时间表时
,

尼克松又答之以
“
两年

” ,

或
“

三
、

五年
” 。

虽然美国反对中方采取

武力方式统一台湾
,

也不愿意迫使台北与北京和

谈
,

但对台湾问题在三
、

五年内和平解决
,

还是有

预期心理准备的
。

与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相伴随的

是
,

美国收回
“

台湾地位未定论
”

的立场
,

在台湾未来

的解决方案上
,

末排除了
“

两个中国
”

或
“

一中一

台
”

的选项
。

基辛格在 世纪 年代初的会谈中
,

还多次使用
“

和平统合
”

这一概念指涉未来安排
。

美国对两岸和平统一的心理认可
,

在民主党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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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卡特任内续有展现
。

年 月美国国家安全

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访华期间
,

对邓小平谈到美国

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时表示
, “

一个中国终将成

为现实
”。

同年 月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

克在回应邓小平提议在实现中国和平统一方面
,

美

国可以尽相当的力量
,

至少不要起反向作用时表

示
,

美国在一年后继续对台军售不会影响中国的统

一进程
,

反而有助改变美国人民对中国的态度
,

从

而有利中国的最终重新统一
。 ’ 伍德科克的说法是

否符合逻辑姑且不论
,

但他对中国统一的前景殆无

疑义
。

当时美方的意图显然是以接受中国未来统

一
,

换取中方在军售问题上的让步
。

中美发表建交

公报后
,

双方分别发表声明
。

美方重申由中国人自

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符合美国的利益
。

中方则指

出
, “

解决台湾回归祖国
、

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
,

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
。 ”

两个声明的相同点是美方

所说的
“

解决台湾问题
” ,

即中方所说的
“

解决台

湾回归祖国
、

完成国家统一
”

的问题 不同点是美

方强调和平方式
,

中方强调台湾问题的解决方式属

于中国的内政
。

中美双方对于台湾问题解决方案的磨合
,

在

世纪 年代初有了新的发展
。

里根在 年

笃定获得共和党提名竞选总统之初
,

曾表示要恢复

与台湾的官方关系
,

意图测试两岸和平分离的可能

性
。

但出于中美战略合作
、

联手对苏的需要
,

他在

当选总统后迅即改弦易辙
。

年 月全国人大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和平统一中国的九条

方针 叶九条 后
,

美国国务卿黑格公开表示赞

同
,

甚至建议台北对之做出积极回应
。

年

月
,

白宫公布了早些时候里根总统致邓小平和赵紫

阳的信件
。

在信件中
,

美方再次充分认可
“

叶九条
”

的意义
。

其后
,

即将卸任的国务卿黑格建议里根

与北京达成协议
,

允许美国继续对台军售
,

并将军

售的减少与中国和平统一事业的进展相联系
。

年中美
“

八一七
”

公报明确指出
,

美国无意

干涉中国内政
,

无意推行
“

两个中国
”

或
“

一中一

台
”

政策 美国理解和欣赏中国政府在《告台湾同胞

书 》和
“

叶九条
”

中所展示的力争和平解决台湾问

题的政策
。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黑格的建议
。

世纪 年代后期
,

由于美苏关系的缓和及

中苏关系走向正常化
,

中美联手对付苏联的战略基

础逐渐松动
。

在冷战结束
、

苏联解体后
,

两国联手

抗苏的战略需要消失
,

美国对台立场开始后退
。

美

国政府避而不谈和平统一
,

刻意将和平解决弹性解

释为既包括两岸和平统一
,

也包括和平分离的中性

概念
,

并将过去经常使用的
“

一个中国
”

原则
,

置

于
“

和平解决
”

原则之下
。

它对 年的
“

汪辜

会谈
”

低调反应
,

不断提升美台关系
,

有意或无意

地助长了台北当局
“

拒统谋独
”

的政策追求
,

导致

一 年的台海危机
。

由此可见
,

美国对中

国和平统一的接受度
,

跟中美两国战略合作的需要

存在正相关性
。

即美国越需要中方在全球事务上的

战略合作
,

就越有可能接受中国的和平统一
。

三
、 “

中程协议
”

的推动及其

后续发展

台海危机使美国认识到一个稳定的两岸关系符

合美国的利益
,

它随之微调了
“

不鼓励
、

不介人
、

不调停
”

的既定政策
,

鼓励两岸展开
“

建设性
”

的

政治对话
,

签订维持现状的
“

中程协议
” 。 “

中程

协议
”

是 世纪 年代后期以来美国对台海问题

政策的集中体现
。

一
“

中程协议
”

的 内涵

年初
,

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李侃如在出

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事务主任之前
,

提出海峡两

岸可通过对话协商
,

签署一项
“

台湾不独立
,

大陆

不用武
,

维持现状 年不变
”

的
“

中程协议
” ,

即

建立一个为期 年的过渡性安排来处理两岸问题
。

这一过渡性安排的主要内容是 两岸关系既不

是两个主权实体的关系
,

也不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

府的关系 台湾明白宜示其为中国之一部分并

同意不会寻求独立
,

中共则同意不对台湾使用武

力 双方在国内事务与国际政策上维持各自的

自治
,

但要受上述原则约束 两岸高层举行定

期的会谈
,

以避免冲突并增进互信 同意以更

改国名来进一步降低紧张 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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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 , “

中华民国
”

改名为
“

中国
·

台湾
” 。

在这

一协议终止时
,

双方可以就台湾的最终地位
,

亦即

两岸的永久性关系问题进行谈判
。

李侃如事后特

别说明
,

他所说的
“

中程协议
”

没有任何既定的统
“

独
”

导向
。

其实
,

他既然建议台北明白宣示其为

中国的一部分
,

并将
“

中华民国
”

改名为
“

中国
·

台

湾
” ,

很难说它没有包含中国未来走向统一之意
。

李

侃如在提出
“

中程协议
”

后不久即走马上任
,

其建议

无疑会对美国政府对台政策产生影响
。

治分歧的加剧
,

可能导致一场军事冲突
。

届时美国

将面临要么与中国大陆兵戎相见
,

要么袖手旁观的

两难抉择
。

美国既不愿为了协防台湾与中国大陆开

启战端
,

影响到中美双方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上的合

作
,

又不愿在两岸发生军事冲突时
,

全然置身事

外
,

降低其国际影响力
,

其最好的对策自然就是鼓

励两岸通过对话
,

化解敌意
。

简言之
,

美国敦促双

方进行
“

建设性对话
” ,

构建和平
、

稳定的关系框

架
,

乃是台海危机加深的产物
。

二
“

中程协议
”

的推动 三
“

中程协议
”

的后续发展

虽然李侃如的建议与当年两岸高层有关结束敌

对状态的说法有所交叉
,

但并未得到两岸的正面回

应
。

大陆希望两岸逐渐走向统一
,

难以接受
“

年不变
”

的硬性规定 台湾当局也不愿将
“

中程协

议
”

视为两岸
“

由分治到统一
”

过程中的过渡安

排
。

惟有美方旋即对
“

中程协议
”

做出积极反应
,

显示其对两岸举行和平对话的期盼
。

时任美国国务

院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陆士达 年 月表示
,

在两岸对话寻求和平解决歧异的漫长过程中
,

可考

虑签订若干
“

中程协议
” ,

持续推动对话
。

与此相

呼应
, “

美国在台协会
”

时任台北办事处处长张戴

佑提出
, “

以两岸人民的创意
,

可以达成一些中程

协议
,

也许是针对一些两岸分歧的议题采取建立互

信的措施
”。

针对台北刻意将多重事务性协商作

为
“

中程协议
”

优先考虑范围的说法
,

时任
“

美

国在台协会
”

主席的 卜睿哲于同年 月强调
, “

中

程协议
”

虽然不是
“

全面
” 、 “

一套到底
”

的
“

最

终解决
”

方案
,

但必须是
“

可达成的
、

有意义的
、

可减低两岸紧张的
”

协议
,

意味着美国官方所谓的
“

中程协议
” ,

既不是一揽子的单一协议
,

但也不以

事务性协议为限
。

陆士达随即对
“

中程协议
”

的

含义作了解释
,

指出光是
“

技术性议题
”

无助于增

加两岸互信和
“

降低紧张关系
” ,

进一步否定了台

北将
“

中程协议
”

与
“

事务性协商
”

划等号的刻意

诊释
。 ,

美国政府对两岸举行政治谈判和对话的态度
,

从 世纪 年代的消极置身事外
,

到 年代后

期以来的积极鼓励敦促
,

其主要原因是担心两岸政

美台间在两岸和谈问题上的分歧
,

从李登辉抛

出
“

两国论
”

以来
,

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

台北

在公开背离
“

一个中国
”

原则和冲撞美国的
“

一个

中国
”

政策后
,

摆出随时可以进行两岸政治谈判的

姿态 祖国大陆强调政治谈判只能在
“

一个中国
”

的原则下进行
。

美国主张两岸官方应该无条件进行

政治对话
,

与台北持同一立场
。

美国
“

在台协会
”

主席 卜睿哲 年 月在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

研究中心演讲时表示
,

两岸恢复政治对话
,

有助于

减少双方的误解和误判
,

营造走向永久和平的积极

势头
,

但恢复谈判不应该设立前提条件
。

他还表

示
,

美国鼓励两岸对话
,

但无意作为两岸争端的调

停者
,

也无意迫使台湾与大陆对话
。

李侃如与约翰斯
·

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蓝普顿

《又 年 月在 《华盛顿邮报 》联名撰文
,

指出未

来数十年台海两岸显然无法就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

方案和平地达成共识
,

现阶段的重点是建构一个稳

定的架构
,

并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取得共识 第一
,

台湾可以继续宣称它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

但不

要进一步寻求法理上的独立 北京可以继续主张世

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

但必须

放弃以武力改变台湾现状的威胁 第二
,

北京同意

台湾方面拓展其国际空间
,

包括台湾可以参与全球

性或区域性的国际组织 第三
,

两岸建立军事互信

机制
,

以降低台海发生军事冲突的潜在可能性
。

美

国以及其他周边国家必须允诺对这项军事互信机制

予以积极支持 第四
,

台海双方同意积极地拓展双

边关系
,

包括政治互访 第五
,

在这项架构存续期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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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

美 日及欧盟必须保证不会承认一个宣布独立的

台湾
,

同时视北京在未受挑衅的情况下对台用武为

一项极其严重
、

必须立即关切的行为
。

这种观点

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美国政府的立场
。

对比李侃如

的
“

中程协议
”

的最初版本
,

上述思路明显朝对台

湾有利的方向倾斜
。

例如
,

原来的
“

一中
”

框架

即台湾承认为中国的一部分
, “

中华民国
”

改名

为
“

中国
·

台湾
”

已经变成两岸在主权问题上可以

各说各话 美方虽然表示不会承认台湾的
“

法理独

立
” ,

但未对其持明确反对的立场
,

同时保留对台

北的行为是否构成
“

法理台独
”

和
“

挑衅北京
”

的

论释权
,

谋求限制中国大陆用武力反
“

独
”

的选择

空间
。

在两岸和谈问题上
,

布什总统不再强势推销隐

含
“

一个中国
”

之意的
“

中程协议
” ,

只是笼统地

鼓励两岸无条件对话
,

在促谈的力度上也有所减

缓
。

这既是因为
“

两国论
”

以来的三次台海危机
,

在紧张程度上不如 一 年那次危机
,

也是

因为民进党当局刻意冲撞
“

一个中国
”

原则
,

动摇

了两岸和谈的基础
。

在 年以后
,

民进党当局的激进台独路线

走得太远
,

冲撞大陆对台政策底线
,

引起美国政府

的优虑
。

布什政府的对台立场开始向
“

中程协议
”

回靠
,

将注意力放在反对台北通过
“

公投
” 、 “

制

宪
” 、 “

正名
” 、 “

人联
”

等手段单方面改变现状

上
,

同时寄希望于国民党重新执政
。

与 年春

天美国国务院高官力推
“

中程协议
”

相映成趣的

是
,

年下半年赖斯国务卿等政要接连发表声

明
,

反对台北举办
“

入联公投
” ,

其中许多次还是

利用接受中文媒体采访之机
,

发表上述言论
,

对台

湾岛内选民喊话的意味极为明显
。

《巧 年春天马

英九访美期间受到高规格的接待
,

美国政界和学界

绝大部分人士
,

包括保守派
,

都对马英九表示了强

烈的偏好
。

与此相反
,

美国就
“

人联公投
”

问题
,

对 年夏天访问美国的民进党
“

总统
”

候选人

谢长廷提出诸多质疑和批评
,

并限制陈水扁过境美

国的地点 只能在阿拉斯加过境 和时间 分

钟之内
,

还有意延缓实施对台军售的一些项 目
。

年 月台湾
“

立法院
”

选举国民党大获全胜

后
,

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公开称之为台湾民

主的一大胜利
。

同年 月马英九当选为台湾地区最

高领导人后
,

美国国务院又作了类似的表示
,

透露

了美国对岛内政党的政治偏好
。

美国的上述措施和
“

中程协议
”

的政策目标有相通之处
,

都是为了维

持台海现状
,

避免军事冲突
,

也为两岸就结束敌对

状态进行政治对话创造了较好的外部条件
。

四
、

美国对台政策走向

年台湾政党再次轮替后
,

两岸关系出现

了迅速发展的局面
。

国民党主席昊伯雄和海基会董

事长江丙坤相继率团访问大陆
,

取得了积极成果
。

美国政府对此持基本肯定态度
。

台湾新任领导人马

英九就职后
,

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太平洋事务的助

理国务卿希尔指出
,

这是台湾海峡两岸接触的机

会
,

呼吁两岸透过更积极的对话与密切的经贸往

来
,

解决台海歧见
。

这说明随着形势的发展变

化
,

现在美方虽然不会再像当年那样力推
“

中程协

议
” ,

但也不会因为危机的暂时消失
,

而改变促谈

政策
。

虽然台湾政局和两岸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

但美国对台海
“

不统
、

不独
、

不战
”

的政策目标
、

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底线和促进两岸和谈的立

场没有变化
。

在美国看来
,

马英九政府的温和
、

务

实政策比陈水扁的激独路线更符合其政策目标
。

因

为后者的激独冒险可能招致突破中国政府对台政策

红线
,

使之有理由援引 《反对分裂国家法 》以武力

反独谋统
,

从而彻底破灭美国的对台政策总体 目

标
。

而马英九的大陆政策中心是促进两岸政治对话

以确保台海和平
,

而这种对话在一定时期内只是谈

终结敌对状态
,

而不可能将统一列人谈判议题
。

如

果说
,

美国在 个世纪 年代对国共和谈中国统

一还有所顾忌的话
,

那么
,

马英九领导下的国民党

已基本排除了美方的疑虑
。

近年美国对国民党从心

存疑虑到暗中襄助
,

就是看准了马英九当选为台湾

地区最高领导人后
,

不会跟大陆和谈统一
。

马英九

的
“

就职演说
” ,

不提统一
,

而提
“

不统
” ,

符合美

方的基本判断
。

如上所述
,

美国对台湾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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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最高原则
,

其前提是任何解决方案均须获得两岸

人民的同意
。

虽然美国官方人士在后冷战时代之

初
,

谈到台湾问题的未来解决方案时
,

基本上都是

使用和平解决这一字眼
,

避而不谈美国对和平统一

的真实态度
,

但随着中美战略基础的重构
,

美方的

态度也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
。

如克林顿总统

年在北大演讲时
,

就曾表示美国乐见中国和平统

一
。

时任国务卿鲍威尔在 《抖 年接受香港凤凰电

视台采访时
,

也表示美国希望中国统一采取和平的

形式
。

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政府最终将可

能接受中国和平统一的心态
。

现在
,

不搞台独的国

民党再次在台湾主政
,

美国尽管不愿看到中国和平

统一
,

但一旦出现这种前景
,

美国也可能不会不顾

一切地予以阻挠
。

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
,

美国鼓励两岸和谈的

力度及其对中国和平统一的接受度
,

将主要取决于

中美在全球战略方面合作的需要
。 ‘

,
· ”

事件后

美国在新保守主义思潮的驱动下
,

在阿富汗
、

伊拉

克等间题上
,

采取单边主义行动
,

企图通过先发制

人的战争来改变敌对国家的政权性质
,

以根除恐怖

主义
,

但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

故在伊朗和朝核问题

上
,

不得不退回到现实主义和自由国际主义的多边

合作战略
。

今后
,

美国仍需要加强与中方在反恐
、

朝核
、

伊朗核
、

伊拉克等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
,

因

而将更多地考虑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核心利益
。

从

长远看
,

两岸关系的密切与加强固然会引起美方一

定的疑虑
,

使之对两岸和谈采取审慎态度
,

但只要

两岸关系保持和平发展的势头
,

美国不会也恐怕难

以阻碍两岸和谈的推进
,

并会接受其可能最终达成

的积极结果
。

从近期看来
,

美国促进两岸和谈
,

主要是出于

维系台海
“

不统
、

不独
、

不战
”

局面的战略考虑
。

它既不希望两岸举行统一谈判又希望两岸达成和平

协议的复杂心态
,

表现在一方面继续对台提供军

售
,

使其增加与大陆相抗衡的资本 另一方面坚持

反对台湾当局推动
“

法理独立
” ,

鼓励两岸进行和

平谈判
,

降低敌对状态
。

此一
“

双轨政策
”

既对两

岸和平统一有消极影响
,

也在客观上对构建台海和

平发展框架有一定的正面作用
。

未来随着中美战略

合作的加强和两岸关系的发展
,

美国对台海政策积

极面可望增多
,

并可能重返其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前

后一个时期认可中国和平统一的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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