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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有限度支持两岸关系的持续改善

奥巴马政府在改善美中关系的同时 ,乐见台海两

岸关系的正常发展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事务

资深主任贝德主张美国 ∀积极与中国接触 � 合作 ,

谨慎处理台湾问题 # 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重申 ,

美国欢迎两岸关系改善  �∃, 美国在两岸关系改善后

仍继续鼓励双方对话的原因在于两岸关系的危机根

源尚未根除 , 甚至可能由于一些意外事件而再度萌

生  同时 , 自20世纪90 年代中期海峡危机以来 , 推动

两岸对话已成为美国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 , 形成了

某种政策惯性  民主党的策士 �克林顿政府时期的

∀美国在台协会 #主席 卜睿哲和国安会亚太事务主任

李侃如都是当年力主两岸签署 ∀中程协议 # 的政策

专家 , 他们的思路很可能影响到奥巴马政府的政策

取向  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 , 奥巴马政府将鼓励两

岸进一步改善关系 , 通过协商寻求和平解决歧见  

根据以往经验 , 美国鼓励两岸和谈的力度 , 跟

台海危机的程度成正比, 即两岸关系越是紧张 , 美

国就越有可能加强对台北的 ∀促谈 # 努力  美国对

两岸举行政治谈判的态度 , 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

∀不鼓励 �不介人 �不调停 #,到 90 年代中期后的积极

鼓励 ,主要就是担心两岸政治分歧的加剧 ,可能导致

一场军事冲突  为避免日后的两难选择即要么卷人

两岸战争 ,要么置身事外 ,而调整了对台政策  在两

岸关系走向缓和后 , 美国可能难以再像当年那样力

推 ∀中程协议 #,也不会骤然改变鼓励两岸对话的政

策  尽管美国部分人士担心马英九上台后两岸关系

好得有点过头 , 但美国的主流意见是 , 和不久前两

岸危险的紧张关系相比 , 正面的发展比负面的要好

许多 , 且美国的决策者已经有太多的国际事务需要

操心 ,不希望两岸可能爆发任何冲突或危机  因此 ,

美国并不担心两岸关系走得太近 , 而愿意看到两岸

持续加强对话和交流 , 以促进台海的和平与稳定  

美国支持两岸关系改善的前提是两岸关系的改

善不能影响到美台关系的同步提升  奥 巴马在

20 08 年大选期间的外交政策顾问麦艾文指出 , 如

果将来两岸问题得到和平解决 , 美国将予以强烈支

持 , 只要这不会对美国在东亚的权力产生急剧的负

面影响  侧也就是说 , 两岸关系的发展不能以妨害

美台关系为代价 , 不能超出美国的掌控范围 , 否

则 , 美国就有可能采取新的对策  

美国一些有影响的专家对两岸关系发展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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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影响有不同看法  华府中国问题专家沙特认

为 , 马英九在经济 �外交和国防各方面对大陆的让

步 , 确认了北京的全面主导权 , 形成了两岸不对称

的局面 未来两岸关系发展未必符合美国利益 , 甚

至可能出现最坏的状况 , 即台湾不再成为美国执行

针对中国的避险 (he dge ) 战略的盟友  一旦出现

这种情况 , 美国可以牺牲台湾利益 , 直接与大陆交

涉 , 确保美国在台海的利益不受到损害  [3] 他还认

为美国长期以来在台海地区的政策目标是维持对美

台有利的权力平衡 , 但这一平衡已经随着中国大陆

对台湾影响增加而被打破  对于沙特的观点 , 卜睿

哲和曾任职美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容安澜联名撰

文反驳  他们认为美国台海政策的目标不是维持对

美台有利的权力平衡 , 而是维系该地区的和平与稳

定  权力平衡只是实现该目标的一个方式 , 其他方

式还包括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两岸争端 , 鼓励两岸合

作 , 建立 良好的中美关系以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卜睿哲和容安澜不认为中国大陆已经打破了台海的

权力平衡 , 并将迫使台湾在大陆的威胁下屈服  他

们认为 , 尽管中国的军事能力在增强 , 但强行实施

武力对中国大陆实现解决两岸 60 年争端的目标只

会起反作用 , 这一点已经为大陆人士所广为认知  

马英九赢得选举的诉求是 , 消除大陆疑虑 �扩大两

岸合作可以更好地保障台湾经济繁荣 �国际尊严和

安全  虽然上述三个 目标能否实现还有待观察 , 但

台湾选民如果认为马英九未能实现其竞选诺言 , 或

北京的做法增加了台湾经济 � 政治和安全的脆弱

性 , 完全可以运用选票对马英九予以惩罚  [4] 上述

争论反映了华府政策圈对台海局势和奥巴马台海政

策的不同评估 , 争论的焦点是两岸关系的近期发展

是否已经超出了华府的掌控范围 , 是否需要美国出

面予以阻止  奥巴马政府对 ∀超出论 # 和 ∀阻止

论 #显然持否定看法  奥巴马在最近访华时就明确表

示 ,美国期待两岸加强经济 �政治及其他领域的对话

与互动 ,建立 ∀更加积极 �稳定 ∋,的两岸关系  [5]

二� 美国对两岸走向统一的政策底线

美国支持两岸关系改善的底线是两岸政治对话

不会迫使台湾走向统一的不归路  目前 , 美国政策

圈已经开始针对两岸关系的新形势 , 认真思考以下

五个问题  第一 , 如何确定美国对台海两岸关系改

善的底线? 第二 , 台海两岸已实现密切的经贸互

动 , 下一步可能将签署和平协议提上议程  美国对

此前景持何态度? 第三 , 美国是否需要担心马政府

的大陆政策走向 , 导致中共对台影响力的强化 , 并

造成美国在此地区的战略利益损失? 第四 , 倘若两

岸从经贸融合进人政治性整合阶段 , 美对台军售与

军事合作关系应如何调整? 第五 , 当台湾与中国大

陆正朝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方向前进之际 , 美国是

否也应该积极地考虑与台湾签署 自由贸易协定?[6j

其中核心问题是 , 在两岸关系不断改善的形势下 ,

如何确立美国对台政策底线 , 即确定如两岸最终实

现某种形式的和平统一 , 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 , 以

及美国应该采取何种回应措施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

上 , 奥巴马政府的立场与其前任基本一致 , 即认为

台湾不统不独最符合美国的利益 , 防止台湾走上与

大陆实现统一的不归路  为此 , 美国为两岸统一设

定了前提条件 , 其实质是将台湾与大陆的统一问题

无限期拖下去  

美国对台湾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和平为最高原

则 , 其前提是任何解决方案均须获得台湾人民的同

意  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 , 美国官方多次表示不以

∀两个中国 # 或 ∀一中一台 # 作为台湾问题的解决

方案 , 实际上等于是以 ∀一个中国 # 作为台湾问题

的未来解决方案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初 ,

美国官方还多次使用 ∀和平统一 # � ∀和平统合 #

的话语 , 认同中国政府的统一立场  世纪之交 , 随

着中美战略基础的重构 , 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小

布什政府国务卿鲍威尔在不同场合 , 都曾表示美国

乐见中国和平统一  美国除了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

台湾与大陆统一的先决条件外 , 还主张这种统一须

经台湾人民认同  

奥巴马政府承袭了上述对台政策与原则  奥巴

马总统访华时和胡锦涛主席在会谈后发表的 %中美

联合声明 &指出 ,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指导

中美关系的三个联合公报的核心 #,奥巴马还表示美

国在台湾问题上坚持 ∀一个中国 #原则 ,欢迎 ∀两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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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发展 #,这同中国关于两岸 ∀和平统一 #的终极 目标

是相合的 奥巴马政府也不会放弃两岸统一须经台

湾人民认同的主张  亲奥巴马政府的 卜睿哲与容安

澜在合撰的论文中指出 , 台湾所拥有的民主制度资

源 , 决定了两岸若要实现某种形式的统一 , 必须取

得台湾公众的广泛同意 台湾及其政府的变更 , 需

要经过高门槛的 ∀修宪 #程序 , 即使民进党势力衰

弱 , 但仍有力量阻止它认为对其不利的 ∀修宪 #议

题的通过  中国大陆如果希望岛内对两岸关系的继

续改善形成广泛共识 , 导致最终实现某种形式的统

一 , 就应该对两岸整合与统一问题更有创意  卜睿

哲认为 , 美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初表示

接受两岸和平整合 , 而未强调这须尊重台湾民意 ,

是因为当时台湾尚未民主化  现在美国对台湾最终

归宿持开放立场 , 是因为不管是主张统一还是 ∀独

立 #, 都必须向台湾人民说明其好处何在并得到其

认同  如果台湾最后作出走向统一的决定 , 美国不

会加以阻拦  只有中国军队驻扎台湾 , 以台湾作为

投放军力的基地 , 改变台湾政权的民主性质 , 才算

是跨越了美国的真正红线  (7!总之 , 美国不反对有

朝一日台湾同大陆实现统一 , 但这种统一必须以和

平方式 , 且在台湾多数人民同意的状况下进行  尽

管两岸统一可能会损害到美国若干的利益 , 但是对

美国来说 , 相较于 ∀台独 # 引爆美中军事冲突的风

险 , 两岸统一的代价是可以接受的  这是台湾民进

党的最大心病  

现在 , 两岸和平统一的问题 , 尚未成为美国的

迫切关注  原因在于两岸政治对话在一定时期内只

是谈终结敌对状态 , 不可能将统一列人谈判议题 ,

两岸统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成为现实  基于这

一基本评估 , 美国对两岸关系的缓和 , 基本上将持
乐观其成的态度 , 同时寄希望于马英九的 ∀不统 �

不独 �不武 # 政策 , 竭力维持两岸关系的现状  

三 � 迅速修复美台关系

如果说美国政策圈对两岸最终实现某种形式的

统一如何回应尚有不同考量的话 , 那么 , 对于加强

美台关系 , 美方不同党派政府则有着高度的共识  

在布什政府期间 , 美国不但提高台湾最高领导人

∀过境 # 美国的规格 , 而且加强美台军事交流的程

度 , 同意售台大量武器  只是因为民进党当局既执

意推进 ∀台独 #, 又未能根据美方的清单购买武器 ,

致使美台关系紧张  为此 , 美方除了多次强烈反对

台湾单方面改变现状外 , 寄希望于国民党重新执

政 , 修复美台关系  

国民党重新执政后 , 美台关系迅速改善  奥巴

马的台海政策 目标包括在政治上支持马英九政府 ,

使其有信心与北京谈判; 在国际上支持台湾参与国

际组织 , 包括支持台湾成为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

在军事上要求北京降低对台军事部署 , 冻结部署或

撤回沿海短程导弹 , 对台释放善意  虽然奥巴马总

统在 2009 年 4 月初与胡锦涛主席会面时 , 没有提

到 %与台湾关系法 &, 但这并不表示美台关系的弱

化 , 或台湾问题的边缘化 , 而是意味着随着两岸关

系的缓和 , 华盛顿可以将美中关系和美台关系予以

分别处理 , 不再捆绑在一起  正是基于同一考虑 ,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 200 9 年 2 月访华期间 , 未将

台湾列人双方的讨论议题  

从历史的经验看来 , 两岸关系处于缓和状态

时 , 美 国往往也会同步提升美 台关系  例如在

1993 年汪辜会谈后 , 美国就将台湾驻美机构 ∀北

美协调会 # 改名为 ∀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 #, 放宽

对美台高层官员互访的限制等  陈水扁时期美国没

有部长或副部长级官员访台的主要原因是两岸关系

的持续紧张和台北对美方人士访台议题的政治炒

作  在奥巴马执政时期 , 美国在加强与中国关系的

同时 , 也会采取措施改善与台湾的关系 , 包括除了

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以外 , 美国的农业部长 �商务部

长以至国土安全部长都可能访台; 今后马英九过境

美国可能会受到较高规格的接待 , 美方将尊重台北

对过境地点的要求等  

对于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问题 , 美方认为大陆

方面应该保持台湾的现有 ∀邦交国 # 数 目不变 , 同

时扩大台湾在国际组织的活动  在这一方面 , 应将

国际组织的成员问题和参与国际活动问题区分开

来  过去中国担心台北以世卫组织观察员身份为跳

板 , 进而谋求正式加人世卫组织  但如果台北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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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只是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 , 就容易找到有效的方

式打消北京的疑虑 , 例如只允许台湾作为观察员 ,

如果今后台湾谋求会员资格 , 不但不会成功 , 还将

失去观察员的身份  因此 , 美国政府对于台湾要求

参加联合国相关活动的努力 , 采取了远比以往积极

的态度 , 如明确表示美国 ∀强烈支持台湾在世界卫

生大会获得观察员地位 # [81

对于台湾安全 , 奥巴马政府仍将依据 %对台关

系法 &, 重申 ∀协防 # 台湾的 ∀义务 #, 但比其前任

更注重维持传统的 ∀模糊战略 #, 即声明美国的安

全利益在于两岸问题的和平解决 , 美方无法接受中

方对台实施武力攻击 , 但不明确说明它用何种方式

∀协防台湾 #, 并指出台湾不应期待它即使对大陆采

取挑衅行动也能指望美国救援  与此同时 , 奥巴马

政府将继续实行对台军售政策  对台军售虽然改变

不了台海军力不平衡的格局 , 但可以拖延双方交战

的时间 , 使美国有足够的时间做出反应  从对台大

笔军火交易中获取丰厚的经济利益也是美国坚持对

台军售的重要诱因  

从军事角度看 , 美国对台军售的目的与其说是

遏阻大陆对台使用武力 , 不如说是防止大陆以武力

为后盾 , 迫使台北接受大陆的统一条件  因此 , 即

使两岸签署了和平协议 , 美国也难以放弃对台军

售  美国认为 , 两岸签订和平协议不等于两岸和平

统一 ; 只要两岸未达成统一 , 中国势将维持阻遏

∀台独 # 的强大军力 , 台湾当局也有强军和强化台

美安全关系及向美求售军火的需求  两岸关系的改

善可能降低台湾大量购买外国武器的需要 , 增加美

方对台出售先进的进攻性武器的顾虑 , 但在可预见

的将来 , 美国不可能改变对台军售的既定政策  

四 � 对民进党静观其变

美国从西方民主政治的理念出发 , 希望民进党

可以成为有力制衡国民党的反对党  奥巴马政府将

持续支持台湾的 ∀民主体系 #, 不会和中国合作确

保国民党长期执政 , 因为它认为应该通过民主程序

由台湾人民决定哪一个政党上台执政  在美国看

来 , 岛内政治的理想状态是两党互相制衡 , 但前提

是民进党必须走中间路线 , 和国民党在如何捍卫台

湾主权问题上找到共同点 , 而不是为反对而反对  

但美方人士对民进党转型 , 普遍不看好  因为民进

党的内斗远甚于国民党  虽然陈水扁的政治影响力

明显下降 , 但台独基本教义派仍是抗衡党内中间派

的强大力量 , 迫使党主席蔡英文采取 ∀宁右勿中 #

的政策 , 影响了民进党的进一步转型  

美国不认同民进党有关两岸关系的最新发展将

危及到美国利益的观点 , 而认为唯有两岸和解才能

化解台海紧张 , 提升美中关系  ∀美国在台协会 #

主席薄瑞光 2009 年 3 月访台期间 , 代表美国政府

充分肯定马英九上任之后实行的改善两岸关系政

策 , 对马英九推动两岸关系大和解 �大交流 �大合

作表示完全理解 , 并明确表示美方对两岸关系的现

况感到放心  他说如果要问美方什么时候对两岸关

系不放心 , 那就是 2008 年 5 月以前 , 即两岸中止

对话 � 台海关系升高紧张的时期  奥巴马明确指

出 , 两岸对话和 ∀三通 #, 对促进彼此关系稳定和

避免错估情势 , 有很大助益  [9j 在这种认知之下 ,

民进党逢马必反的做法 , 只能有失反对党的风范 ,

难为美方所接受  陈水扁的贪污案以及民进党在

∀立法院 # 的粗野表现又让民进党蒙上 ∀贪腐党 #

及 ∀暴力党 # 恶名 , 更不利于绿营得到美国新政府

的支持  

民进党执政八年的历史 , 为美方和民进党的关

系留下了阴影 , 短期内难以消除  民进党执政之

初 , 布什政府曾对台湾安全予以明确承诺 , 表示要

竭尽所能协防台湾 , 同意向台出售大批武器  其

后 , 民进党当局未能强力主导通过军售案 , 而且不

顾美方的反对 , 推动法理 ∀台独 #, 造成民进党当

局和美国官方的关系紧张  在 2004 年台湾 ∀立法

院 # 选举后 , 美国就开始寄希望于国民党重新执

政  马英九在 2008 年当选的部分原因就是美国明

确表示对陈水扁挑衅中国行为的不满  基于这一前

车之鉴 , 美国对于沦为在野党的民进党 , 并不特别

眷顾  蔡英文接任民进党主席后 , 于 2008 年 9 月

和 2009 年 5 月两次访问美国 , 都没有受到美方应

有的重视 , 就反映了美国对失势后的民进党仍持保

留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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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还存在不利于民进党开展与美关系的两

个因素 , 其一 , 陈水扁当局当年以金钱手段 , 在华

府拉拢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 �前副国务卿阿

米蒂奇等高官所构筑的人脉 , 已不起作用  奥巴马

政府上台后美国政界重新洗牌 , 让民进党难以找到

政治操作的杠杆支点  其二 , 在涉外关系方面 , 民

进党坚持推行亲日政策 , 以此与国民党的疏 日政策

相区隔  许多民进党人连同用 ∀奶水 # 把民进党喂

大 �至今仍是 ∀台独 # 精神领袖的台湾前 ∀总统 #

李登辉有浓厚的 日本 ∀皇民 # 情结 , 肯定并感谢日

本对台湾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殖民统治 , 指望 日

本支持 ∀台独 # 民进党这种亲日 � 媚 日心态 , 也

会影响美国与民进党的关系  

今后 , 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强大和中美战略与经

济合作的加强以及两岸关系的健康发展 , 美国对台

海政策积极面可望增多  毕竟 , 中美之间的战略和

经济利益要高于美国在台湾的既得利益  这决定了

美国不会为支持 ∀台独 # 而冒破裂中美关系 � 同中

国进行对抗的风险 美国对两岸的政策将愈益朝着

有利于 ∀三赢 # 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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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体系改革 , 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 , 提高

发展中国家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 , 促进世界经济均

衡 � 协调 �可持续发展  

第四 , 推进南北对话  当今世界是经济全球化

的时代 ,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利益密切相关 ,

合则共荣共赢 , 分则两败俱伤  因此 , 中国力主本

着积极务实 �求同存异的原则 , 推动南北国家建立

平等 �互利 �合作 �共赢的新型伙伴关系 , 加强和

发展同发达国家的磋商 , 推动他们更多倾听发展中

国家的呼声 , 充分运用国际社会的资源 , 加大对促

进全球发展的投人  

第五 , 承担应尽义务  目前世界的许多热点问

题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息息相关  新兴国家应携手

合作 , 共同对全球事务施加积极影响 , 增强发展中

国家的发言权  

第六 , 对当前国际社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

的措施 , 中国重点强调要加强金融监管 , 反对贸易

保护主义 , 维护开放自由的贸易投资环境 ; 重视发

展中国家利益 ; 全力恢复世界经济增长 , 防止其陷

入严重衰退; 加快相关改革 , 重建国际金融秩序  

四 �结束语

新兴国家异军突起 , 登上国际舞台 , 是历史发

展的必然结果 , 不可逆转  但是 , 发达国家依然是

国际体系的主体 , 新兴国家主张改革而非打破现存

的国际秩序 , 以适应国际形势的演变和应对国际社

会面临的严峻挑战  中国作为新兴国家的主要大

国 , 一方面不谋求主导地位 , 始终为发展中国家说

话 , 永远同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 , 防止和避免

将新兴国家从发展中国家中剥离出来 ; 另一方面

中国愿意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桥梁 , 在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寻求共同点 , 保证国际

体系平稳转型 , 实现人类达到和谐世界彼岸的宏伟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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