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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将在5月20日选举第

20届党主席，此次竞选局面异常

复杂，共有 6 人宣布参选创下历

史记录，竞选过程中更是风波不

断，各大阵营之间攻防激烈。衡

诸 6 人之间票源重叠度大等因

素，此次选举很可能进入第二轮

投票。

一、“六抢一”局面前所未有

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前“副总

统”吴敦义、党副主席郝龙斌3位

重量级人选宣布参选后，国光生

技董事长詹启贤、台北农产公司

总经理韩国瑜、前“立委”潘维刚

又加入战局，形成了前所未有的

“六抢一”格局，引发外界高度关

注。

洪秀柱对国民党感情深厚，

在两岸政策上旗帜鲜明。洪的从

政经历主要在“立法院”，原来并

非领袖群伦的人物。2016年“总

统大选”时，党内大老纷纷避战，

洪秀柱意外跨过了“防砖门槛”而

成为国民党候选人。洪秀柱在两

岸关系上立场鲜明，认为现在的

国民党在不该妥协的地方妥协、

不该模糊的地方模糊，进而提出

了“一中同表”等主张。洪也因此

备受党内指责，最终被粗暴换

下。但洪对国民党不离不弃，党

内对洪也充满同情，最终洪在

2016年3月的补选中当选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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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闽台海防文化源远流长，两岸同胞共同书

写了抵御外敌侵略、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光辉

历史，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及经略海洋

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清代以前：闽台海防一体化的初步建立

清代以前，历代王朝所遇到的强劲对手，几

乎都来自于内陆边疆地区，尤其是远离海疆的

北部和西北部地区草原游牧势力的威胁，鲜有

来自海洋势力的威胁。因此，历代王朝开展国家

治理的重心均在内陆，海疆反而因其天然屏障

作用而长期被忽略，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央政府

并未在台湾岛建立包括海防体系在内的行政管

辖体系。

元朝政府在澎湖列岛设置巡检司，隶属福

建晋江县管辖，作为管理台、澎的行政机构。明

朝政府为防止倭寇侵扰，实行消极的“海禁”

政策，一度废除澎湖巡检司。明嘉靖四十二年

（1563 年）恢复了澎湖巡检司。明万历二十五年

（1597 年），为防倭寇，设澎湖游兵。

随着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方殖民者纷

纷在亚洲建立殖民据点。明天启五年（1625），

荷兰入侵澎湖，明朝政府被迫增加军队，“筑城

于澎湖，设游击一，把总二，统兵三千，筑炮台以

守。”此时明朝政府在闽台地区的海防体系仍

止于澎湖列岛，并没有在台湾岛建立起直接的

海防力量。这一时期是闽台海防一体化的初步

闽台海防文化的历史与启示

□ 徐晓全 

建立时期。

二、清代前期：闽台海防一体化的巩固

1683 年由施琅率军平定台湾，随后清政府

展开一场关于台湾战略地位的大讨论，施琅上

《恭陈台湾弃留疏》，从经济、海防等角度，全面

阐述了台湾的战略地位，认为台湾为“肥饶之

区、险阻之域……此诚天以未辟之方舆，资皇上

东南之保障，永绝边海之祸患”，是“江浙闽粤

四省之左护”。1684 年清政府在台湾设置一府

三县，派驻班兵戍守，在澎湖置巡检司，台澎纳

入福建省管辖。

自此在防御上与福建连成一气，闽台实现

军政、海防一体化。台湾设总兵一员、水师副将

二员以及辖兵十营，共一万名班兵。台湾镇为福

建水师五镇之一，台湾镇总兵受福州将军、闽浙

总督和福建水师提督节制。戍台班兵三年一换，

全部从福建水陆各营调遣。

通过闽台军事一体化的制度设计，以最快

的速度从福建省抽调绿营兵丁戍守台湾，不增

加兵丁编制，能减轻清政府财政负担，同时福建

兵丁轮流戍守台湾，从事海上稽查等军事行动，

熟悉海洋情形，得到海上实战训练。闽台海防一

体化对于保证中央政令落实、维护东南海疆稳

定、训练海上军事力量及实现对台有效治理等，

发挥了关键作用。

闽台海防一体化体系建立后，两岸相互配

合、协同作战，共同维护海疆稳定和东亚海上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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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清王朝的海防思想已从原来的近海防御、

海岸防御发展到坚守台湾，并充分认识到台湾

海防关系到祖国安危及经济发展，断不可弃。”①

清政府有效掌控东南沿海海域，为发展海外贸

易创造了条件。清政府开放“海禁”，设立闽、粤、

浙、江海关，中国海外贸易正式置于海关管辖之

下。“自是清朝威力，远达海外，琉球、暹罗、安

南诸国都，遣使朝贡，连欧洲的意大利、荷兰等

国，亦通使修好，请开海禁，求互市”②。闽台海

防一体化的建立，使台湾岛成为清朝政府维护

东亚海域主导地位的重要支点，维持了一个半

世纪的海疆稳定。

由此可见，闽台海防一体化体系对于中华民

族维护国家安全及经略海洋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近代时期：闽台海防一体化的强化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国内外形势发生

了重大变化。西方主要国家已完成工业革命以

及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的变革，中西方实力对

比发生重大逆转。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台湾成

为列强觊觎的目标，频繁遭受英国、美国、法国、

日本等列强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侵略。

在列强不断撞击下，清政府进一步认识到，

“闽洋紧要之区，以厦门、台湾为最，而台湾尤为

该夷歆羡之地，不可不大为之防”。于是治台政

策做出重大调整，开始以加强海防和近代化建

设为目标全面经略台湾。

1874 年日本侵台和 1884 年中法战争等事

件的强烈刺激下，台湾开启以海防为中心的近

代化建设。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等封疆重臣

都认识到，台湾是中国东南沿海门户，要巩固海

防必先确保台湾，要确保台湾则应先建设台湾。

于是在台湾实行自强新政，推行“开山抚番”，

兴建铁路、邮局、新式学校，不断推进台湾的近

代化建设。

刘铭传在台湾构筑炮台，添置军舰，整顿军

队，大力加强海防建设，使台湾成为中国在海上

抵御外国侵略的前沿堡垒。为防止敌军封锁台

湾，设立军械机器局，自行制造枪炮弹药。同时，

为配合军事建设，大力兴办邮电、铁路、航运等

洋务建设，创办新式企业、整顿财政以充实财源

等。在刘铭传的大力经营下，台湾的海防力量迅

速增强，对于提升整个闽台海防能力发挥了重

要作用。

然而，清王朝虽然认识到台湾作为“东南

锁钥”、“七省藩篱”、“海防前哨”的战略地位，

已经意识到加强台湾海防对巩固整个东南沿海

海防的重要地位，但此时已经错失了经略台湾

海防的时机，难以扭转最终失去台湾和海防溃

败的命运。

历史充分证明闽台海防一体化的重要性。

在中法战争中，法国侵略的目标是台湾，但选择

首先摧毁福建水师和马尾船厂，随后取得台湾

海峡制海权，对台湾构成极大威胁。甲午战争

后，日本侵略台湾，台湾守军孤军奋战，缺乏大

陆支援，难逃沦陷的命运。

日本割占台湾后，两岸同胞共同抗日的斗

争一直没有停止过。辛亥革命爆发后，台湾同胞

积极投身祖国大陆革命洪流。中国共产党领导

①卢健一：“论清前期闽台海防对海外贸易的影响”，《海

交史研究》，2001 年第 1 期。

②蔡东藩：“清史演义：帝制时代的末世挽歌”（上），化学

工业出版社，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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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指导下的台湾共产党、台湾义勇队，在大陆和

岛内开展抗日活动，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1945 年台湾光复是两岸同胞团结一致、共同抗

日取得的胜利成果。

由此可见，闽台海防一体化是捍卫海疆安

全的有力保障。大陆是台湾的坚强后盾，台湾是

大陆的海防前哨。离开了来自大陆的支援，台湾

难逃被外敌入侵的命运。失去了台湾的屏障，大

陆东南沿海随时处于被威胁状态。

四、历史上闽台海防一体化及由此形成的海防文化

的启示

闽台海防一体化的历史进程，是两岸同胞

共同维护海疆稳定、抵御外来侵略的历史进程，

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经略海洋的历史进程，由此

形成的海防文化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具有新的

内涵。在推进祖国完全统一的进程中，闽台海防

一体化及由此形成的海防文化，至少给我们留

下三点启示：

第一，闽台海防文化铸牢了两岸命运共同

体。一部闽台海防合作史，就是两岸同胞共同捍

卫海疆稳定、抵御外来侵略及维护海洋权益的

历史。这一历史过程充分证明，台湾的历史命运

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台湾人民的命运

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同时也昭示，

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

兴而解决。

第二，闽台海防文化是两岸同胞的精神纽

带。闽台海防文化蕴含着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守

望相助的同胞亲情。在两岸分隔已 75 年的客观

现实下，开展闽台海防文化交流合作，有助化解

隔阂、消除差异、增进认同，巩固和深化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的认同基础，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融合发展注入更加丰富多彩的人文内涵。

第三，闽台海防文化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财

富。两岸同胞携手创造的海防文化，蕴含着中国

人经略海洋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早已超越海防

本身，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加速前进的时代背景下，传承

和弘扬闽台海防文化，推动闽台海防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助促进两岸同胞携手推

动民族复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

贡献。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