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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生成逻辑、核心要义及重大意义

邓小冬	 曾思菲 *

摘 要 ：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的生成具有科学的理论逻辑、深厚的历史逻辑和鲜明
的实践逻辑，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统一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是对中国共产党推进两
岸统一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在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岸关系形势重
大变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科学地阐明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目标、
价值取向、决定因素、重要抓手、核心环节、原则底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统一理论，深
化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统一的认识，为新时代做好对台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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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对台工作上

提出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1]

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内涵丰富、思想深邃、影响深远，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深入研究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的生成逻辑、核心要义及重大意义，有助于准确地把握其

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对于做好对台工作、推进祖国统一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的生成逻辑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历史任务之一。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

总体方略蕴含了诸多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新思考、新认识、新论断，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统一理论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又是对中国共产党实现国家统一历史经验的凝结升

华，还是对新形势下对台工作的现实思考，具有深厚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

（一）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生成的理论逻辑

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具有深厚的理论根基，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统一理论的继承发

展，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转化。马克思主义国家统一理论蕴含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

典作家关于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影响国家统一的因素、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条件、国家统一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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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结构形式等方面的深刻洞见。在国家统一的必要性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国家统一对于促进

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认为德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分散状态阻碍了它的发展，“即使从纯资产阶级的

观点来看，德国牢不可破的统一也是摆脱它目前的贫困和创造国家财富的首要条件”[2]，共产党在德

国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全德国宣布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3]。在影响国家统一的因素方面，

马克思恩格斯注意到了内外部因素对于国家统一的影响，强调“争取德国的统一不仅要反对君主和其

他内部敌人，而且也要反对外国” [4]。在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条件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关税同盟的

建立对于国家统一具有促进作用，“由于建立全德市场的必要性而成立的关税同盟，促进了于 1871 年

完成的德国在政治上的统一”[5]。在国家统一的策略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根据

客观实际的变化调整关于德国统一的策略，从早期主张革命转变为采取“承认既成事实”和“参加民

族运动”的策略。[6] 列宁提出德意志统一可以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或者战争两种方式来实现，历

史证明民主的和无产阶级的道路是正确的。[7] 在国家的结构形式方面，马克思主义在原则上主张单一制、

反对联邦制。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把德国改造成联邦国家的计划是不切实际和愚蠢的，“无产阶级只能采

取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的形式”[8]。列宁也指出：“我们无条件地拥护民主集中制。我们反对联邦制。”[9]

简言之，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关于国家统一的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

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10]，“要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的重要理论来源。“大一统”是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思想理念，讲究“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强调国内

政治秩序的统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祖国统一思想与“大一统”思想具有一致

性。[1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立足时代特点与现实基础，

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充分学习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其思想精髓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推动

祖国完全统一进程提供了思想启示。比如，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和而不同”的和合文化，《国语 ·郑语》

有载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认为和谐能够让万物生长繁衍，而一味求同则无法延续发展。习近

平总书记将“和而不同”思想运用到解决台湾问题上，创造性地提出两岸双方应“聚同化异”。2015
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一行时指出：“国共两党和两岸双方要着眼大局，

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不仅要求同存异，更应努力聚同化异，不断增进政治互信。”[13] 同时，他还强调：“双

方可以在一个中国原则下进行平等协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关键是要‘虑善以动，动惟厥时’。”[14]“虑

善以动，动惟厥时”便出自上古时代的《尚书 ·说命》，意思是考虑妥善而后行动，行动时要抓住时机。

习近平总书记用这一典故呼吁国共两党和两岸双方应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把握好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的时机，妥善解决两岸间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

（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生成的历史逻辑

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统一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借鉴

吸收，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推进两岸统一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把解决台

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作为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党的前四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完成这一历史任务

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积累了宝贵经验，形成了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对台工作理论和实践的结晶，

对当前的对台工作仍具有指导意义。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继承和发扬了党的前四代中央

领导集体解决台湾问题的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体现了党在解决台湾问题的理论、方针政策及实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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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致性和延续性。

1949 年 3 月 15 日，新华社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时评，这个中国共产党第一

次明确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1949 年 12 月 31 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

提出要“解放台湾、海南和西藏”，“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这一时期“解放台湾”的大政方针就是要

“武力解放台湾”，“中共中央五代领导集体都没有放弃‘武力解决’的可能选项”[15]，新时代党解决台

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也没有放弃“武力解决”的准备。1955 年，中共中央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

“争取和平统一，不承诺放弃武力”开始成为中共对台的大政方针并一直传承。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

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和方针政策，实现了大陆对台

政策从“解放台湾”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重大转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

集体按照“一国两制”模式，成功实现了香港、澳门的回归，“一国两制”从伟大构想变成了生动现实，

标志着党在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完全统一的道路上迈出重要一步。江泽民还提出了发展两岸关系、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简称“江八点”），强调“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以胡锦

涛同志为核心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推动依法反“独”、依法遏“独”，将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法

律化。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30 周年座谈会上，胡锦涛提出了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六点意见

（简称“胡六点”）。总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是在中共中央前四代领导

集体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新论断，从而形成了新时代党解

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三）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生成的实践逻辑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实践，实践的需要是理论生成的前提条件。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生成的实践逻辑作为理论逻辑的具体体现与历史逻辑的延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两岸关系形势的重大变化共同构成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的现实基础。党的十八大

以来，党中央在对台工作领域的新思想新论断正是在把握这些现实基础上提出来的。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给党中央解决台湾问题带来了风险挑战。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的本质就是“东升西降”，西方相对衰落，中国相对崛起。[16] 特别是随着中美综合实力的逐步缩小，

美国对华的战略认知发生了变化，影响了当前中美关系，这也是中国形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判断的最

重要原因之一。[17] 在特朗普执政时期，中美综合实力差距进一步缩小，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国界定为

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并通过多种具有零和特征的竞争战略，以达到迟滞中国的发展、维护自身霸权地

位的目的。拜登上台之后，更是延续和强化了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与中国展开全方位的

战略竞争。在美国政府的对华竞争战略中，“‘台湾牌’是美国遏制中国成本最低而战略收益极大的‘一

张牌’”[18]。无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都为了遏制中国而大打“台湾牌”。在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下，如何应对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干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必须破解的重大现实问题。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要解决台湾问题。“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

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9] 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夙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要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习近平

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一再强调，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

然要求。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台湾问题的解决起着重要作用。台湾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只有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才能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才是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换句话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实现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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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完全统一 , 就没有达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 ；而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 就必须要实现祖

国完全统一” [20]。

两岸关系形势的重大变化，需要有效应对。2008 年，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

展的新阶段，两岸关系取得一系列重大历史性发展。2014 年的“太阳花学运”对岛内政局和两岸关系

形势造成重大影响，国民党在年底“九合一”选举中惨败，蓝绿政治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呈现出“蓝

消绿涨”态势，两岸关系也从此进入一个新的调整阶段。特别是 2016 年民进党上台以来，拒不承认“九二

共识”，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推进 “台独”分裂活动，导致两岸关系紧张动荡。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台独’势力及其活动损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台

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只会给两岸同胞带来深重祸害。” [21] 同时，在“台独”势力的操弄下，台湾民

众尤其是台湾青年群体的“反中”“恐中”情绪高涨，“台湾主体意识”上扬。习近平总书记直面这些

新情况新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推动一系列新实践，牢牢把握两岸关系

发展大势。

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的核心要义

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

总体方略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深刻阐明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目标、价值取向、决

定因素、重要抓手、核心环节、原则底线，科学回答了为什么要实现国家统一、实现什么样的国家统一、

怎样实现国家统一等具有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

（一）战略目标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实现两岸和平统一

战略是管全局、管长远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确立了治国理政新的“三步走”战略

目标，第三步就是要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2]“民族复兴是国

家统一的战略指引和根本保障”[23]，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深刻蕴含了党中央在对台工作

上的战略指向，就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完成两岸和平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

胞书》发表 40 周年纪念大会上提出 ：“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 [24]

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大会、党的二十大、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30 周年座谈

会等多个重要场合都强调这一重要论断。之所以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实现两岸和平统一，主

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民族复兴能够为国家统一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精神动力，这

不仅能够为台湾问题的解决提供坚实保证，而且还有助于统一后的台湾治理，确保台湾的长治久安。“台

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25] 另一方面，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不

仅最符合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也能够最大限度的实现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同时，实现两岸和平统一，

不只是要实现两岸形式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要达到“精神上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所

追求的国家统一不仅是形式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26]，要“实现同胞心灵契合，

增进和平统一认同”[27]。之所以高度重视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也是着眼于统一后的台湾治理，这充

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惟有实现‘心灵契合’‘人心统一’‘民心所归’，方能

实现国家统一后的长治久安。”[28]

（二）价值取向 ：以人民为中心

2013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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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的二十大再次明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以人民为中心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各个部分的主线，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

总体方略也蕴含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体现了依靠人民实现国家统一、实现国家统一为了人民、

国家统一的红利由人民共享的价值理念。一是强调两岸中国人共同推动国家统一、民族复兴。人民是

历史的创造者，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也是决定两岸关系发展前景的根本力量，实现国家完全

统一需要两岸同胞共同奋斗。2024 年 4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马英九一行时强调 ：“两岸同胞

要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共同追求和平统一的美

好未来，把中华民族的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29] 二是强调国家统一是为了包含台湾同胞在

内的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国家统一的目的，从根本上讲，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了两岸

人民的美好生活。2013 年 6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一行时提出，“坚持

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高度把握两岸关系大局”。[30] 习近平总书记还主张“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

实现形式“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三是强调国家统一的红利由人民共享。能否实现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国家统一的红利由两岸人民共享特别是让台湾同胞有感，关系到两岸关系的前途和命运。

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民为本，突出人民至上，提出“愿意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不断

强调要提升台湾同胞的获得感、增进台湾同胞福祉。

（三）决定因素 ：大陆自身的发展

国家实力是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保障，也是国家统一前景的决定性因素。“脆弱国家”是导致分离

主义实现的重要原因，唯一的全国性政府能够在国家疆域内实施有效统治需要坚实的政治与经济基础

作支撑。[31] 虽然中国领土和主权的从未分裂，但台湾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也在于国家的衰弱与落后。

“民族强盛，是同胞共同之福 ；民族弱乱，是同胞共同之祸……120 年前的甲午，中华民族国力孱弱，

导致台湾被外族侵占。”[32] 国家统一的实现需要综合国力的支撑。“从根本上说，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

关键因素是祖国大陆发展进步。我们要保持自身发展势头，同时采取正确政策措施做好台湾工作。”[33]

随着国家发展进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解决台湾问题的能力愈发强大、基础

更加雄厚，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

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这是中华民族历史演进大势所决定的。”[34]“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

统一”，“这是 70 载两岸关系发展历程的历史定论”，“国家强大、民族复兴、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更

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35] 之所以有如此掷地有声的宣示，正是源自于对两岸关系发展大

势的准确把握以及对日益增长的国家实力的坚定自信。

（四）重要抓手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两岸融合发展，是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重要路径。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增进两岸

共同利益，增强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与统一意愿，是新时代夯实两岸和平统一基础的新理念新举措。

2014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时首次就两岸关系提出了“经济融合”的概念。

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两岸融合发展问题上发表了一系列论述。2016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两

会上海代表团审议时首次提出“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概念。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 周年纪

念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夯实和平统一基础”。2019 年 3 月 10 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参加福建代表团审议时要求福建“在推动两岸融合发展上作出示范”，“要探索海峡两岸

融合发展新路”，“努力把福建建成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36]2021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

省考察期间再次要求福建“要突出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勇于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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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发展是新时代推进两岸关系由和平发展迈向和平统一的新路径，是对国家和平统一道路的新探

索。”[38] 在两岸融合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大陆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政策措施。比如

陆续出台“31 条措施”“26 条措施”“11 条措施”“农林 22 条措施”等一系列惠及台胞的政策措施，

2023 年 9 月 12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布了支持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重大政策，各地区

各部门因地制宜持续落实落细这些惠台政策措施，有力促进了两岸融合发展。

（五）核心环节 ：两岸民主协商

与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开展政治协商，共商国是，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政治传统。党和国

家历来倡导通过两岸平等协商来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反分裂国家法》第七条就规定 ：“国家主张通过

台湾海峡两岸平等的协商和谈判 , 实现和平统一。协商和谈判可以有步骤、分阶段进行，方式可以灵

活多样。”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政治协商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积极完善

政治协商制度和工作机制，推动多种形式的政治协商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在对台工作上，习近平总

书记把开展两岸民主协商看作解决两岸政治分歧、推进两岸和平统一进程的核心环节，倡议开展两岸

民主协商，并对两岸民主协商的基础、民主协商的方式、民主协商的对象、民主协商的内容等方面进

行了精心的谋划。他指出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当然也应该由家里人

商量着办。和平统一，是平等协商、共议统一。”[39] 在两岸民主协商的基础方面，强调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九二共识”的核心就是“一个中国原则”，这也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两岸开

展民主协商也不例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愿在一个中国框架内，同台湾方面进行平等协商，作

出合情合理安排。”[40] 在协商的方式方面，强调平等协商，“有什么想法都可以交流”。在一个中国的

基础上，赋予台湾在民主协商中的平等地位，能够兼顾台湾方面的要求，有助于“平等协商、共议统一”

的开展。在两岸民主协商的对象方面，包括台湾各党派、各界别、各阶层人士。确保两岸各政党、各

界别、各阶层人士有机会参与事关两岸关系和国家统一问题的民主协商，可以最大限度的汇集两岸各

界意见和建议、最大限度的兼顾各方利益，有效形成符合最大多数人意愿和利益的共识。在两岸民主

协商的内容方面，主要是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

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也是我们的一贯主张。” [41]“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作

为“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必须要得到两岸双方的认可，照顾到台湾方面的感受和利益，

无疑也是两岸民主协商的重要议题。

（六）原则底线 ：一个中国原则

原则底线就是最低的目标要求，必须坚守、不能逾越的底线和红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分析划定并坚守党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底线、红线，从而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动

权和主导权，有力地维护了台海和平稳定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一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的底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在习近平的对台论述中，

一个中国原则是一个没有任何谈判空间的刚性原则。” [42]“九二共识”是大陆处理两岸关系的底线，台

湾任何政党和团体只要承认“九二共识”，大陆都愿与其交往。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表示：“台湾任何党派、

团体、个人，无论过去主张过什么，只要承认‘九二共识’，认同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我们都愿

意同其交往。”[43] 二是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逾越底线的活动。反对“台独”分

裂是大陆对台政策的一贯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不断重申这一立场。“‘台独’分裂势力

及其分裂活动仍然是对台海和平的现实威胁，必须继续反对和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主张和活动，

不能有任何妥协。” [44] 同时，台湾问题久拖不决与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的干涉是分不开的。台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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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内政问题，不容外来势力干涉和插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鲜明表达了反对外来干涉的严正立场。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他就强调“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最后，对逾越底线的“台独”分裂势力和

外部干涉势力“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我们坚持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

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这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

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广大台湾同胞。”[45]

三、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的重大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解决台湾问题进行新探索新思考，形成了新

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建构起一个内涵丰富、思想深邃、意义深远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发

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统一理论，进一步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解决台湾问题的认识，为新时代解决台湾

问题提供了重要遵循，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统一理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扣马克思主义国家统一理论的立场、观点与方

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于洞察台湾问题本质的历史眼光、时代

意识和国际视野，深刻回答了时代和实践提出的有关完成国家完全统一的重大理论问题，在国家统一

的必要性、影响国家统一的因素、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条件、国家统一的策略、国家结构形式等方面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统一理论。在国家统一的必要性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深入阐明了国家统

一与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提出：“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 [46]，“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47]。在影响

国家统一的因素方面，党中央提出“台独”分裂是影响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外部势力干涉是实

现两岸和平统一的突出障碍，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也不容任何外来干

涉，对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势力及其分裂活动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同时，明确指出决定两

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是祖国大陆的发展进步。在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条件方面，指明了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融合发展是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重要路径，要扎实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两岸

融合发展内涵丰富，不仅包括经济一体化或者说经济融合，还包括社会整合、文教融合、共同事务的

合作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的协商谈判等。[48] 在国家统一的策略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是实现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 [49]，倡议在“九二共识”基础上，通过民

主协商的方式与台湾各党派、各界别、各阶层人士共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在国家的结构形式方面，

在港澳实行“一国两制”后，我国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一制国家，而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

度并存条件下的单一制，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结构形式学说的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探索

“两制”台湾方案，对“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作出了顶层设计，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国家结构形式学说。

（二）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统一的认识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中国共产党推进两岸统一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围绕对台工作

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回答了“为什么要实现国家统一”“实现什么样的国家统一”“怎样实现国家统一”

等基本问题，具有重大原创性贡献，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统一问题的认识。一是深化了对“为什

么要实现国家统一”的认识。从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的关系来看，完成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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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标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奋斗的总目标，完成国家统一是其重要组成

部分。从国家统一与台湾前途的关系来看，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

白皮书首次系统地从台湾发展空间将更为广阔、台湾同胞切身利益将得到充分保障、两岸同胞共享民

族复兴的伟大荣光、有利于亚太地区及全世界和平与发展四个方面阐明了国家统一后台湾的光明前景。

二是深化了对“实现什么样的国家统一”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家统一作出了科学化、时代化阐释，

明确了国家统一的衡量指标，强调精神上的统一的重要性，指出不仅要实现形式上的政权统一，更要

实现人心回归，实现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心灵契合包含“两岸一家人”、“两岸一家亲”、“两岸命运

共同体”三个层层递进的环节。[5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现什么样的国家统一”的论述是对国家统一

内涵的拓展和深化，也对国家统一的目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是深化了对“怎样实现国家统一”的

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是大陆自身的发展进步，同时要采取正确的措施做好台

湾工作，系统解决了新时代如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这一重大现实问题。一方面，大陆要保持自身

良好的发展势头，立足自身的发展进步解决台湾问题，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导权和主动权，不

断塑造两岸和平统一大势。另一方面，坚持党对国家统一大业的领导，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分裂、

反干涉，不断推进两岸融合发展进程。

（三）为新时代做好对台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

实践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落地生根的着力点。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具有鲜明

的实践品格，是新时代推进两岸和平统一实践的行动指南，为新时代做好对台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导。

事实上，它在指导对台工作实践中已发挥重要作用，开辟了对台工作的新境界。比如，在两岸政治交

往方面，推动并实现了两岸领导人历史性会面。2015 年 11 月 7 日，两岸领导人习近平、马英九在新

加坡进行了 1949 年以来两岸领导人的首次会面 , 开创了两岸最高领导人直接沟通见面的先河 , 迈出了

两岸高层政治互动的关键一步，对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堪称两岸关系发展史上的

新里程碑。在此次会面中马英九 12 次提到“九二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将“九二共识”称作是两

岸关系发展的“定海神针”，双方再次确认了“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基石。同时，此次会面是

在两岸双方“搁置争议”、妥善处理两岸政治分歧的基础上达成的，大幅提升了两岸高层交流互动的层级，

为未来两岸领导人的常态交流机制奠定了基础。在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两岸贸易、

台商对大陆投资显著增长。两岸贸易额由 2012 年的 1689.6 亿美元增长到了 2023 年的 2678.36 亿美元。

即使面对民进党上台以来推行两岸经济“脱钩”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两岸贸易额总体上依

然呈现上升趋势，大陆仍是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和贸易顺差来源地。对于台商赴大陆投资，虽然民进

党当局加以阻挠、限制，但并不能阻挡两岸经济融合发展的态势，台商对大陆的投资稳定增长。根据

商务部的统计，2023 年 1 至 11 月，大陆新批准台资项目（含经第三地转投资）6936 个，实际利用台

资金额为 26.9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26.8% 和 39.9%。简言之，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是

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指南，在新征程上，只要坚持贯彻它，就一定能够不断推进两岸和平统一进程，

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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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eration	Logic,Core	Essenc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CPC’s	
Overall	Policy	for	Resolving	the	Taiwan	Question	in	the	New	Era

Deng	Xiaodong	&	Zeng	Sifei

Abstract: The generation of the CPC’s overall policy for resolving the Taiwan question in the new era has 
scientific theoretical logic, profound historical logic, and distinct practical logic. It i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rxist theory of national unification an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it 
is also a profound summary of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CPC in promoting the reunification of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It was formed on the basis of grasping the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major changes in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e 
CPC’s overall policy for resolving the Taiwan question in the new era scientifically clarifies the strategic goals, 
value orientation, determinants,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s, core links, and bottom line of principles for resolving 
the Taiwan question. And it enriches and develops the Marxist theory of national unity, deepens the CPC’s 
understanding of national unity, and provides an action guide for work on Taiwan affair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New Era; Taiwan Question; Overall Policy; The Generation Log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