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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湾 问 题

越 早 解 决 越 好
在新世纪、新千年门槛上的
中国人�在满怀希望憧憬未
来的同时�不能不思考何时

才能够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昌
盛。香港、澳门已经顺利回归�中华民
族的大家庭只剩下台湾尚未团圆。抓
住机遇�创造条件�打破僵局�共创两
岸的辉煌是华夏子孙的热切企盼�台
湾问题没有理由长期拖延下去了。

消极拖延不利于
中华民族的振兴

台湾问题长期拖延�将进一步加
剧台湾问题的复杂性�不仅空耗民族
的力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而且还
为外国反华势力提供干涉的借口�贻
害无穷。
21世纪是一个百舸争流、优胜

劣汰的世纪。各国经济实力的强弱�
决定其在世界民族之林的荣枯盛
衰。在日趋激烈的竞争面前�台湾问

题已成为21世纪影响中国强大的一
个障碍。反之�台湾问题的早日解
决�不仅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而且有助于中国的国家安全；两岸尽
早实现统一�将为民族的复兴奠定坚
实的基础�使两岸可以共享中华民族
的伟大辉煌。两岸合作�优势互补�
必将为东方巨龙的腾飞提供强有力
的动力。
几千年的中华民族兴衰史告诉

我们�强大和统一是一对孪生子。近
百年前�中国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先
生就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并谆
谆告诫国人：“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
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幸福；
不能统一便是受害。” 中华民族的振
兴与腾飞离不开国家的统一。
拖下去也不利于台湾的未来发

展。从两岸实力对比的角度看�时间并
不在台湾这一边�拖下去对台湾不利�
它手中的筹码会越来越少。近年来�祖
国大陆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

站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
1999年12月20日�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港、澳相继回归祖国�是中华民族在世纪之交的两大盛事�是完成

祖国统一大业的两个重要里程碑。港澳相继回归之后�解决台湾问
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神圣使命�更加突出地摆在了全体中国人民
面前。

最近�江泽民主席在中葡澳门政权交接仪式上、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庆祝大会上、在首都各界庆祝澳门回归祖国大
会上、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几次讲话中�都突出地提到了台湾
问题�并且在谈到解决台湾问题时都冠以“早日”的时间用语�这都十
分明确地传达了一个强烈信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解决台湾问
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紧迫感。

同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相比�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解决 “台
湾问题” 采取了更为灵活和宽松的政策�即在 “一个中国” 的原则下�
“什么都可以谈”。正如江泽民主席所指出的�“我们充分重视台湾与
港澳的不同特点�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和平统一
的内容可以比港澳更为宽松。”

港、澳回归祖国之后�台湾问题愈早解决愈好�这是全体中国人民
的共识。在新的世纪�如何发展台海两岸关系、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备
受人们的关注�有关专家应本刊编辑部之约对此发表了各自看法。

●朱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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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就�无论是综合国力、国防实力
还是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其迅猛发展
的势头不可阴挡�同时�与实力相伴
所采取的卓有成效的对台政策�使得
台湾当局面临的内外压力越来越大�
国际社会也越来越坚定地执行 “一个
中国” 的政策�台湾当局 “分裂分治”
的空间日益萎缩�越来越不得人心。
形势比人强�有利于中国统一因素的
增长将远远超过分裂因素的增长。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拖下去对

台湾也不利。20年来�两岸经贸发展
的实践已充分证明台湾经济的发展
离不开祖国大陆。虽然�50年来台湾
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就�然而在竞争日
益激烈的今天�台湾海岛型“浅碟”经
济的弊端也明显暴露出来�岛内市场
狭小�一切以出口为导向�经济的对
外依附性日益严重。台湾经济的发展
尽管是面向世界市场的�但广袤的大
陆市场无疑是台湾经济发展的最佳
腹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两岸经贸
互惠互利的本能却被政治的偏见所
压抑�台湾经济的发展受到了许多非
经济因素的干扰和限制。但是�市场
经济规律的作用是不以任何人的意
志为转移的�台湾经济的振兴离不开
两岸关系的全面发展�继续坚持拖延
分裂的政策�不仅严重损害了岛内广
大民众尤其是工商业者的切身利益�

而且也直接影响了台湾经济的竞争
力和台湾的未来。

继续抗拒
拖延统一不可能

尽早实现海峡两岸的完全统一�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更是新
世纪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在
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强
烈的统一意识是最富感染力和号召
力的�也是中华文明最厚重、最崇高
的组成部分之一。这种强烈的民族凝
聚力�传承几千年�不以时间的延续
而淡漠�不因朝代的更迭而动摇�已

成为深植在每一个中国
人内心深处的价值标准
与政治信念。这是不可撼
动的两岸走向统一的坚
实基础�也是促成尽早解
决台湾问题的强大的原
动力。那种指望13亿中
国人会允许台湾从中国
版图中分裂出去的想法�
无异是天方夜谭。二百里
的海峡隔不开13亿人的
亲情�50年的分离磨不
断五千年的纽带。今天�
海峡两岸绝大多数中国
人矢志反对台湾独立、反
对分裂�也正是这种民族
精神的具体体现。统一不
仅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
然归宿�也是21世纪中
华民族复兴的历史契机�
它已熔铸在每一个中国
人的心坎里。在港澳回
归、新的千年到来之际�
中华民族要求尽快实现

两岸统一的愿望更加迫切�意志更加
坚定�这是不以任何分裂势力意愿为
转移的中华民族的坚强意志。
另一方面�近10多年两岸关系

发展的巨大成果以及由此形成的巨
大推动力难以阻遏。目前�两岸民间
各项交流交往的深度、广度和总体规
模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人员的往
来拉近两岸民众的心理距离和民族
感情�对于增进彼此的了解、理解和
谅解�培养和增加双方的互信产生了
积极的作用；两岸经济关系的日益密
切为两岸政治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所有这一切均将对
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和统一进程产
生难以估量的积极的影响。尤应提及
的是�两岸经贸在经历二十多年的密
切交流合作之后�已越来越体会到彼
此之间的巨大互补性和由此所带来
的丰厚利益。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两岸携手

各展所长�互补互利。几十年来�两岸
经贸交流冲破种种阻力�由小到大�
蓬勃发展�结出了累累硕果。台湾当
局违背经济规律所提出的 “戒急用
忍”政策只能是越忍越急。实际上�岛
内要求台湾当局改弦易辙、尽早实现
“三通”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当前�祖
国大陆的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台湾
经济也在谋求转型发展�两岸加入
WTO 指日可待�这在客观上为两岸
形成共同利益又提供了一次历史性
的契机。希望两岸能够珍惜和把握这
一历史时机�加速彼此的合作。
尽早举行一个中国
原则下的政治谈判

过去两岸关系的曲折发展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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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月�江泽民主席发表 《为促进祖国统
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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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点宝贵的启示：一是�一个中国原
则是祖国大陆对台政策的底线�没有
任何回旋余地；二是�要实现和平统
一只有尽快举行两岸政治谈判。
一个中国本身就是原则�是不可

以讨论的�要统一就必然是一个中
国�这是统一的题中之义。目前�虽然
两岸尚未统一�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
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主权
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这些原则应该
是两岸起码的共识�这决不是设置什
么前提条件�离开这一点就是两个中
国。过去50年来�一个中国原则为台
湾海峡局势的和平与两岸关系的发
展提供了根本保证�如果没有两岸在
一个中国问题上的基本共识�两岸关
系是不可能取得这么快的发展的。可
以说�两岸关系能否健康、稳定的发
展�关键在于台湾当局是否坚持一个
中国的原则�真正站到一个中国的立
场上来；违背这一点�两岸关系就必
然会出现动荡和倒退�这已是被实践
反复证明的铁的规律。过去几年两岸
关系波折重重、两会事务性商谈功亏
一篑�无功而返�根本原因就是台湾
当局不真心认同一个中国原则�并在
这一大是大非的原则上背道而驰。
“两国论” 就是台湾当局背弃一个中
国原则的大暴露。
一个中国原则不仅是发展两岸关

系、推进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也是
两会商谈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不
可能合作�这是问题的核心所在�舍此
一切均无从谈起。1995—1996年祖国
大陆掀起的声势浩大的反分裂、反“台
独” 斗争和1999年的反 “两国论” 斗
争�其核心就是捍卫一个中国原则。只
有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两岸才能逐
步消除敌意、建立互信�才能无所不
谈�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台湾当局的
政治地位应该而且只能在一个中国的
前提下进行讨论。
政治谈判是和平统一的必由之

路。这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另一个重要
启示。要打破政治僵局�只有尽快举
行两岸政治谈判；事实上�两会乃至
两岸面临的主要症结是政治问题。解
决问题的务实可行的办法是�按照江
泽民主席多次所倡议的 “先就‘在一
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
状态’进行谈判”�这是合情合理的建
议�它既抓住了维持两岸和平稳定这
一两岸同胞最关心的最大的权益问
题�也坚持了一个中国原则�在解决

问题的逻辑先后上自然可行。当前�
两岸两会商谈的基础因李登辉 “两国
论” 的破坏已不复存在�汪道涵会长
访台也难以成行�一切关心两岸统一
的人士无不为之扼腕叹息�但是和谈
的大门并没有关死�李登辉的主张并
不能反映广大台湾民众的意愿�我们
期待着台湾新一任领导人�能够消除
障碍�尽早实现汪道涵会长访台�从
而为两岸在一个中国原则下重开政
治对话和商谈提供机会。
如果出现分裂不排除
使用非和平方式

这里特别值得提及的是�由于李
登辉当局公开彻底地抛弃了一个中
国原则�加快了分裂中国的步伐�和
平统一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
战。虽然和平统一的好处是显而易见
的�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中国政府从
切身利益出发�不会不尽一切努力去
争取和平解决。但是�和平统一不是
无条件的�绝对的和平统一政策只会
使岛内外分裂势力有机可乘�有恃无
恐�最终使和平统一成为不可能。完
成统一大业攸关中华民族的最高利
益�是全体中国人的神圣使命�为确
保统一目标万无一失�也不排除在迫
不得已时使用非和平方式�这是实现
统一的最后手段和可靠保证�只有这
样才能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负
责。
在欢呼新世纪的太阳普照华夏大

地的时候�海峡两岸关系正遭遇着一
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创造一个稳定
的、健康的和有利于和平统一的两岸
关系�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现在
“球” 在台湾这一边�在台湾新一代领
导人的脚下。在香港、澳门顺利回归
后�正在昂首迈进的中国人更加希望
早日统一�而且越早越好�越早越有利
于中国（包括台湾）的发展和进步�这
是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崇高理想。
台湾问题决不容再无限期拖延下去。
百年沧桑�百年幽梦。20世纪是

中国由衰败转变为奋发图强的世纪�
新的世纪将是中华民族振兴腾飞的
世纪。两岸唯有尽早携起手来�才能
共同担当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
史使命�共同拥有中华民族繁荣光明
的未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

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

“一国两制”先后和平解决
港、澳、台问题�是中国人
民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的伟业�三件大事均具有重大历史
意义。

比港澳模式更为
宽松的“一国两制”
的台湾模式

由于港、澳、台问题的历史形成
背景以及两地原有政治制度与经济
形态存在差异�回归和统一的模式却
又有同有异。在香港回归的两年多时
间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
自治方针得到了切实的贯彻。回归后
的香港保持了繁荣与稳定的事实�向
全世界展现了 “一国两制” 是切实可
行的。
澳门的回归与香港具有一致之

处�但又充分体现了澳门的特点。澳门
过渡中的重要问题是公务员本地化、
中文的官方地位和法律本地化三大问
题。澳门《基本法》亦不是对香港模式
的照搬。考虑到博彩业作为传统行业
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澳门特别行政区
根据本地整体利益自行制定旅游娱乐
业的政策。总之�澳门回归的模式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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