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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习马会”是１９４９年以来两岸领导人的首次会面，双方就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达成诸多关键共识，实质开启两岸最高层级的政治对话，极具政治象征意义

和指标意义，成为两岸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习马会”有四大突破：结束了

两岸领导人六十余年未进行单独会晤的历史；开启了两岸领导人会晤模式，为未来开

创一种新的可能性；两岸领导人以 “两岸共识”确立 “九二共识”的关键作用，为未

来两岸关系发展定调；通过对两岸 “一中现状”的界定与和平发展道路的肯定，指明

并框定两岸关系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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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朱卫东，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

台湾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备受世人瞩目的 “习马会”于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７日圆满落下帷幕，对于这次两岸领导人跨越６６

年时空的首次会面，岛内外各方基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纷纷予以解读阐释。作为一名长期追踪两岸

关系发展的对台研究学者，笔者深感此次两岸领导人会面来之不易、意义非凡。它所蕴含的丰富政

治内涵、释放出的重大信号，势将对未来的两岸关系发展产生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值得两岸各方

特别是民进党方面细细地回味咀嚼，做出正确的判断。笔者认为，此次 “习马会”实现 了 四 大 突

破，在大陆愈益主导两岸关系发展的大背景下，这些突破将深刻地影响着两岸关系，为下一步的发

展明确方向、定调划线。

一、两岸领导人首次会面本身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

此次石破天惊的 “习马会”之所以会产生震撼性效果，不仅仅是因为事前保密到家，在两岸关

系即将面临岛内两项重要选举的敏感时刻举行，犹如平地惊雷；更重要的是，在时间跨度上，这是

１９４９年以来海峡两岸领导人６６年来的首度会面。在会晤成果上，两岸虽未签署类似共同声明的约

束性文件，但就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了一系列关键性共识，因而，会面极具政治象征意义和指标

意义，势将成为两岸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事实上，这一评价也为当事双方和海内外舆论所肯定。习近平在会谈开始前致词时说，“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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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见面，翻开 了 两 岸 关 系 历 史 性 的 一 刻，历 史 将 会 记 录 今 天”；〔１〕 马 英 九 在 致 辞 时 也 说，他

“与习近平先生分别以台湾与大陆领导人的身份，穿越６６年的时空，伸手相握，握着两岸的过去与

未来，也握着中华民族振兴的希望，深具历史意义”。〔２〕 此后，马也称赞，“马习会”在外界意外

但期待的气氛下进行，过程非常顺利，这是两岸分治６６年来第一次领导人会谈，具有历史里程碑

的象征意义，具体内容与结论涵盖两岸关键议题，也有实质意义。〔３〕 此外，岛内外主流媒体和舆

论均一致肯定和赞扬 “习马会”迈出了令人鼓舞的历史性一步，是一个令人欢迎的可喜进展。

从两岸交流的历史进程和互动层级看，“习马会”促成两岸政治交往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开创

了两岸领导人直接对话沟通的先河。即从１９４９年后的两岸对峙对抗到１９８７年的民间交往，逐步发

展到１９９３年海协和海基两会 “白手套式”的 “汪辜会谈”、２００５年国共领导人首次会晤的 “胡连

会”、２０１４年国台办与陆委会建立常态化联系沟通机制的 “张王会”，直至两岸领导人会晤的 “习

马会”。

两岸交流层次逐级上升，“习马会”所揭示的意义在于：其一，这是对２００８年以来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路线的肯定，证明这条道路不仅走得通而且越走越光明。经过７年多的努力，大陆与马英九

当局携手开辟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取得了丰硕成果，能够促使双方政治互动达到最高层级。其

二，“习马会”也实质开启了两岸最高层级的政治对话协商。两岸领导人会晤既是两岸关系发展的

重大成果和成熟标志，也是两岸关系向更高水平迈进的新起点，其结果必然有利于促进两岸沟通对

话，扩大交流，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造福两岸同胞。

二、开启两岸领导人会晤模式，拓展了未来良性互动的空间

本次 “习马会”的重要成就是构建了一个两岸最高领导人互动平台，为未来开创一种新的可能

性。两岸领导人会晤涉及诸多复杂的政治 难 题 需 要 解 决，除 了 要 具 备 两 岸 政 治 互 信 的 关 键 政 治 基

础———坚持 “九二共识”、反对 “台独”之外，还牵涉到双方的意愿、身份、名义、地点和成果等

许多敏感议题需要稳妥处理，这也是此前两岸领导人会晤迟迟难以突破的主要原因，如何在不违背

一中原则前提下实现两岸领导人会晤，始终考验着双方的智慧与决断。

此次 “习马会”很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探索出两岸领导人会晤的成功范例。即以 “两岸领导

人”的身份和名义举行，抛开了意识形态、法律等问题，以 “两岸”概念超越了传统的主权政治思

维；双方见面互称 “先生”，减少了可能矮化对方的身份尴尬，避开了政治头衔和其他 政 治 约 束，

妥善解决了彼此的身份与称谓问题；在第三地举办，解决了主场与客场、谁先谁后的问题，新加坡

除了提供场地并未介入其中扮演角色，这些包含创意的关键元素实际上创造了两岸最高层会晤的新

模式。

这一两岸领导人会晤模式充分彰显出大陆领导人的大度与务实，这种弹性蕴含着丰富的政治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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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和想象空间，实际上 是 对 台 湾 的 一 种 善 意 让 步。马 英 九 会 后 在 接 受 台 湾 ＴＶＢＳ专 访 时 也 坦 承：

“大陆这次对过去一些坚持的事情有弹性，要说让步也不是不可以”。〔１〕 这种建立在 “两岸同属一

中”基础上的让步，充分体现了搁置争议、相互尊重的精神，更展现出两岸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解决

内部分歧的聪明才智。未来，在两岸政治分歧难以解决、在大陆或者台湾举行两岸领导人会面条件

不成熟的特殊情况下，“习马会”根据一中原则所作出的这种务实安排，为将来的两岸领导人会晤

创造出一个卓有成效的成功范例，照此模式，可以为后续的两岸领导人会晤，乃至发表联合声明、

签署协议，铺下了一条可以延伸的道路，为两岸领导人常态化交往开启一扇全新的大门，提供了巨

大的想象空间。预计，一旦两岸领导人会面常态化机制得以建立，势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出广阔

的前景。

马英九在１１月１３日举行的记者会上也对外表示，两岸领导人的第 一 次 会 谈，让 全 世 界 都 知

道，“海峡两岸领导人已经建立了以和平方式解决彼此争端的机制，这对国际社会是一个极为正面

的示范”，“马习会对两岸建立跨海大桥，这次跨出第一步，让未来领导人遵循比较。”〔２〕 对此，国

民党２０１６ “大选”参选人朱立伦表示，只要国民党继续执政，两岸互动还会有更多高潮，“两岸领

导人会面会有第二次、第三次”。〔３〕 蔡英文也回应称，“她当选后并不反对蔡习会”。〔４〕 的确，理论

上讲蔡英文也是 “习马会”模 式 的 受 益 者，但 “习 蔡 会”目 前 实 现 的 难 度 极 大。从 现 实 层 面 看，

“习马会”搭建的桥梁，蔡英文很难搭上便车。因为，两岸领导人会晤一定是双方政治互信发展到

一定阶段的产物，目前，蔡英文与民进党鲜明的 “台独”立场，为民共党际关系的正常化设置了难

以逾越的障碍，现在大陆同民进党缺乏起码的合作基础和基本的政治互信，遑论同民进党领导人会

面。笔者认为，即使蔡英文上台，若民进党不能实质调整 “台独”立场和两岸政策，看不出双方会

面的任何可能性。

三、以 “两岸共识”确立 “九二共识”的关键作用，为未来两岸关系发展定调

此次 “习马会”的一大亮点是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共同政治基础———九二共识关键作用的再

确认，对两岸关系未来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政治意涵包括：

一是，确认 “九二共识”不仅是 “两会共识”、“国共两党共识”，更是 “两岸共识”。将过去两

岸各自强调的九二共识，发展成在两岸领导人会晤的重要场合，以领导人共识的权威表达方式共同

加以确认，明确强调 “九二共识”作为两岸关系发展政治基础的关键作用，使之成为两岸现状的重

要组成部分。马英九后来也对外称赞说，“两岸领导人同时为九二共识背书，确认九二共识是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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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关键的政治 基 础”， “在 这 样 的 场 合 讨 论 九 二 共 识，可 以 说 是 两 岸 关 系 另 一 个 重 要 里 程

碑”。〔１〕 综合比较习、马二人的对话，表述虽有差异，但意涵基本相同，双方虽未发表共同声明，

但实际达成了原则共识。习近平提四点意见的第一条就是：“坚持两岸共同政治基础不动摇。七年

来两岸关系能够实现和平发展，关键在于双方确立了坚持九二共识、反对 ‘台独’的共同政治基

础。没有这个定海神针，和平发展之舟就会遭遇惊涛骇浪，甚至彻底倾覆”。〔２〕 马英九所提五点主

张的第一条也是，“巩固九二共识，维持和平现状。海峡两岸在１９９２年１１月就一个中国原则达成

的共识简称九二共识，九二共识是两岸推动和平的共同政治基础”。〔３〕

二是，明确 “九二共识”的核心是一个中国原则。习近平在会中重申，“九二共识之所以重要，

在于它体现了一个中国原则，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根本性质。它表明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关系，也不是 ‘一中一台’”。〔４〕 马英九在 “习马会”及会后的记者会中也强

调，“巩固九二共识、维持台海和平现状”，“两岸在１９９２年１１月达成的九二共识，内容是海峡两

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其涵义可以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达，这就是 ‘一中各表’的 ‘九二共识’；

我方表示内容完全不涉及 ‘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与 ‘台湾独立’，因为这是 ‘中华民国宪法’

所不容许的”。〔５〕

三是，重申 “九二共识”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试金石作用。习近平在两岸领导人会晤中再度

郑重呼吁，“希望台湾各党派、各团体能正视九二共识。无论哪个党派、团体，无论其过去主张过

什么，只要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其核心意涵，我们都愿意同其交往。对任何分裂国家的

行为，两岸同胞绝不会答应。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原则问题上，我们的意志坚如磐石，

态度始终如一”。〔６〕 这里的关键词是，“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其核心意涵”，体现了大陆

对台湾各政党、团体一视同仁的态度。

由此可见，此次 “习马会”的另一重要成就是，两岸领导人共同确认夯实了 “九二共识、一中

原则”的政治基础，巩固了 “两岸同属一中”的和平发展框架。“九二共识”作为两岸当局的共识

和定海神针，具有神圣不可挑战的权威性，在 “九二共识、一中原则”基础上，两岸双方什么都能

谈，即使是最困难的两岸领导人会面，也都可以实现。

四、巩固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路线，确立实现民族复兴的共同目标

此次 “习马会”，双方通过对两岸关系６６年来发展历程的回顾，尤其是２００８年以来两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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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发展取得的重要成果的肯定，表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要坚定不移地走

下去。习近平四点意见的第二条 “坚持巩固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强调要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

路，努力构建稳定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框架”，并就下一步巩固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若干

重要问题表明态度：如双方两岸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可先设立两岸热线管控好矛盾和分歧；双方应

该相互尊重彼此对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选择；对台参与国际活动问题，只要不造成 “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可以通过双方务实协商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愿意首先与台分享大陆发展机遇，加强

两岸宏观政策沟通，拓展经济合作空间；欢迎台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并以适当方式加入亚

投行；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最大现实威胁是 “台独”势力及其分裂活动，应积极做好应对等等。

马英九也就此表明了相同的看法，提出要降低敌对状态，和平处理争端；扩大两岸交流，增进互利

双赢。对货贸协议、两会互设机构、与陆客中转等目前尚未结案的议题，应尽速处理；设置两岸热

线，处理急要问题等等。

此外，两岸领导人还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未来目标表达了共同的期待。习近平的第四点意见

“坚持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调： “两岸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与两岸同胞前途命运息息相 关，台 湾 同 胞 定 然 不 会 缺 席”。〔１〕 马 英 九 的 第 五 点 主 张 也 明 确 提

出：“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应互助合作，致力振兴中华”。〔２〕 两岸当局的主要

领导人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未来共同目标的确认，指明了两岸关系未来的方向和道路。

结语：“习马会”对未来的两岸关系影响深远

“习马会”是两岸领导人在两岸关系处于重要历史关头，为巩固两岸和平、维持台海现状所作

出的重大举措，向海内外传递清晰而强有力的信号，即两岸各方应全力维护在 “九二共识”、反对

“台独”基础上建构出的两岸和平发展 大 局，全 力 维 护 “两 岸 同 属 一 中”的 政 治 定 位 与 合 作 基 石，

决不允许岛内外任何力量阻碍破坏这一现状和发展历程。

此次 “习马会”主要着眼于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期望透过两岸领导人的历史性会晤，再一次

夯实巩固 “九二共识”和 “两岸同属一中”的政治基础，通过对两岸 “一中现状”的界定与和平发

展道路的肯定，指明并框定两岸关系未来的发展方向，向岛内和国际社会传递出 “海峡两岸同属一

个中国”、“两岸正在和解合作”的政治讯号。同时，为应对２０１６年岛内可能的政党轮替，在两岸

关系上立下规矩和标准，向民进党发出警讯，以进一步挤压和封杀 “台独”在岛内外的活动空间。

尽管此次领导人会面的首要目标并非 是 台 湾 与 西 方 媒 体 所 说 的 要 去 影 响 台 湾 “总 统”和 “立

委”选举，如朱立伦所言，“两岸领导人会面的意义远大于一场选举”；但毋庸讳言，此次会面在客

观上会对岛内两项选举，特别是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走向产生一些影响。“习马会”有助于岛内民众

认真思考究竟怎样才能维护台海现状，哪 一 种 选 择 真 正 对 台 湾 人 民 有 利，两 岸 关 系 应 该 走 何 种 道

路。“习马会”的震撼性效果也会激发岛内舆论，凸显国民党在两岸关系上的优势，也有助于强化

国民党未来延续马英九两岸路线的信心，防止国民党下台后在两岸政策上立场倒退。同时，“习马

５

“习马会”的四大突破

〔１〕

〔２〕

陈斌华：《习 近 平 同 马 英 九 会 面》，新 华 网，２０１５ 年１１ 月７ 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ｗｙｔｂ．ｇｏｖ．ｃｎ／ｗｙｌｙ／２０１５１１／ｔ２０１５１１０７ ＿

１０９９２０４７．ｈｔｍ，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５日检索。
《“习马会”马英九致辞全文》，《人民日报》，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７日，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ｉｆｅｎｇ．ｃｏｍ／ａ／２０１５１１０７／４６１５１５５８＿０．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５日检索。



会”也对蔡英文、民进党形成重大挑战，不仅凸显民进党缺乏处理两岸关系的能力，也为民进党上

台执政划出底线，框住蔡英文走 “台独”之路的政治选择机会。

当前，两岸关系发展已步入关键的十字路口，面临新的重大变数和挑战，何去何从面临抉择。

如何推动两岸双方坚定不移地走两岸和平合作双赢的康庄大道，将考验彼此的远见、信心、耐心和

智慧。方向决定未来，道路决定命运。“习马会”的举行及其所建立的 “两岸共识”正在照亮着两

岸关系未来的前行之路。

（责任编辑：王贞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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