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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维持现状”政策及美国的立场分析

汪曙申 *

摘 要：“维持现状”政策是蔡英文两岸论述的重要内容，旨在照应岛内“不愿统不敢独”的社
会民意，寻求美国对民进党执政的信任与支持。蔡执政后不承认“九二共识”，推行“渐进台独”政策，
事实上单方面改变了两岸关系现状。大陆从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上全面巩固一个中国原则，加剧
蔡当局执政困境。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大的背景下，美国接受蔡的“维持现状”政策，大力维护民进党
执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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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蔡英文执政后，提出所谓“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实质上是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
原则的“九二共识”，利用全面执政地位推行一种“事实台独”路线。蔡英文的政策未能延续马英九
执政时构建的两岸良性互动现状，直接导致了两岸对立对抗，“维持现状”政策的困境日益加深。本
文着重探讨蔡英文“维持现状”政策的涵义与策略，进一步分析美国的政策立场，为观察两岸关系和
台美关系提供一些借鉴。

一、蔡英文“维持现状”政策的内涵与策略

在台湾问题上，如何认识和界定两岸关系现状是一个十分重要但也是有关各方存在分歧的议题。
对两岸关系现状的界定攸关台湾问题的根本性质和两岸关系的政治属性，也就是海峡两岸是一个国家
内部的关系还是相反。当然，从现象上看，两岸关系现状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对外关系、民间
社会等各个层面，表现为和平、冲突或是战争的状态。但理解和认知两岸关系现状，最核心的是对两
岸关系性质的把握，长期以来有关各方在这一点上的立场是影响两岸局势的关键因素。

认识蔡英文“维持现状”政策的缘起和变化，有必要回溯蔡执政前的两岸政策论述。2008 年 5 月
蔡英文首次当选民进党主席，此后在马英九第一任期内，蔡主导下的民进党极力抵制国民党的两岸开
放政策，包括强力反对“九二共识”，渲染两岸开通直航的政治军事风险，抵制两岸洽签经济合作框
架协议（ECFA），甚至以街头游行和抗争干扰破坏两会会谈等。蔡英文在李登辉和陈水扁执政时曾参
与台湾对外经贸谈判和主管两岸事务，在两岸关系上有一定的政策论述能力。2012 年蔡英文参选台湾
地区领导人失败后，为了争取岛内中间选民的支持，化解台湾社会对民进党处理两岸关系能力的质疑，
策略性调整两岸政策，确立了“维持现状”的基本论述。蔡英文一开始将“维持现状”的主张解释为，
维持台湾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和既有的“宪政”体制，以及两岸维持和平稳定的发展关系。2015 年 6
月，蔡英文以台湾地区领导人参选人的身份，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演讲中表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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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建立具一致性、可预测且可持续的两岸关系”，“领导人在决策时必须考量社会的共识，而台湾
内部已有了广泛的共识，就是维持现状”，“在‘中华民国’现行宪政体制下，依循普遍民意，持续
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1]。这是蔡英文首次较系统地阐述“维持现状”政策的涵义。在这种调
整下，蔡英文基本概括承受了马英九任内达成的两岸协议，同时将两岸关系现状和它的政治基础予以
分割处理。在两岸关系定位问题上，蔡英文使用模糊表述为寻求现状的稳定创造条件，回避“两岸同
属一个中国”这一核心内涵。2016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两岸政策成为影响国民党和民进党竞选
的关键议题。国民党要求蔡英文说清楚“维持两岸关系现状”政策中的“现状”内涵，“是不是目前
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与‘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之下的两岸和平发展”[2]。
对此，蔡英文始终以“遵守现行宪政体制”这一论述作答，不直接碰触到两岸关系的性质问题。2015
年 11 月 7 日两岸领导人在新加坡会面，双方对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这一两岸关系共同政
治基础进行了再确认，等同于国共两党和两岸执政当局将“九二共识”列为两岸关系现状的重要组成
部分，当时蔡英文和民进党大动作抵制和反对。这反映出，蔡英文对海峡两岸在 2008-2016 年期间构
建形成的两岸关系新现状有选择地利用，在关于现状的核心问题上，拒不承认“九二共识”。2016 年
5 月 20 日蔡英文上台执政，在两岸政策的言语阐述上有所调整，仍不接受和承认“九二共识”及其核
心意涵。

蔡英文“维持现状”政策的主要意涵和策略表现为：
（一）以所谓“现行宪政体制”作为政策基础，回避“法理一中”定位。台湾在历经七次“修宪”后，

所谓的“宪政体制”中有关两岸关系的定位，主要体现在“宪法”（1946 年在大陆制定）、“宪法修正案”
（在“宪法”正文后增列或增修条文）、“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释宪”（“司法院大法官”对“宪法”

予以解释）当中。从台湾政治转型以来，“修宪”、释宪”均以“政治本土化”和“中华民国台湾化”
为导向，“现行宪政体制”从法理上是“一中”架构，但已留下不同解读和阐释的空间。蔡英文主张
“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在 2012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抛出“中华民国是台湾、台湾是中华
民国”的论述，即是对“现行宪政体制”的一种“台独式”政治解读和操作。蔡英文在 2016 年“5•20
就职讲话”中提出“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处理两岸事务”，
对先前的两岸政策论述进行了修正，但是对“主权和领土范围”、台湾与“一个中国”的关系等核心
问题回避闪躲，试图以一种模糊的论述维系民进党主张的“台湾事实独立”现状。民进党自成立以来
不断解构台湾法律规定中蕴含的“一中”架构，蔡的“就职讲话”提到所谓“宪法”和“两岸人民关
系条例”，但未在“法理一中”、“两岸一中”问题上向台湾社会和大陆方面提供一个强有力的保证。
马英九执政时的两岸事务核心幕僚赵春山曾经建议蔡英文给予“补充保证”，根据“就职演讲”进一
步表达“三个当然”，即“按照‘中华民国宪法’，一个中国当然不是问题；按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两岸当然属于一国；根据上述两个当然和文件，两岸当然不是国与国关系”[3]。但是蔡英文拒绝以负
面表列的方式明确排除“一中一台”和“一边一国”的选项。

（二）以接纳“九二会谈”为缓冲，实际上否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蔡英文从
2015 年提出“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以后，试图在不承认“九二共识”前提下寻找“维持现状”的实
现路径。蔡英文在 2016 年 1 月 21 日接受台湾《自由时报》采访时提出维持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现状的
政治基础：一是 1992 年两岸两会会谈的历史事实，以及双方求同存异的共同认知；二是“中华民国现
行宪政体制”；三是两岸过去 20 多年来协商和交流互动的成果；四是台湾的民主原则以及普遍民意 [4]。
蔡英文在同年“就职讲话”中表示，“1992 年两岸两会秉持相互谅解、求同存异的政治思维，进行沟
通协商，达成若干的共同认知与谅解，我尊重这个历史事实。”[5] 2017 年 10 月，蔡英文又称，“1992
年，台方跟对岸进行香港会谈，进而开启了两岸制度化的协商，包括 90 年代举行了两次广受注目的汪
辜会谈，以及 2008 年到 2016 年，两岸签署了 23 项协议”，民进党当局“不仅尊重这样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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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也概括承受两岸已经签署并且完成立法程序的各项协议”[6]。蔡英文的策略是对两岸现状采取“选
择性接受”，只承认 1992 年香港会谈的事实，不接受会谈达成的共识及其意涵。此后，蔡英文没有进
一步依据台湾方面法律和规定，以一个中国为指向阐述两岸关系的性质。大陆方面要求民进党承认“九二
共识”历史事实，认同其核心意涵，但蔡英文拒不承认“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论述，仅仅是
以接受“九二会谈”作为“维持现状”政策的一种策略性安排。民进党在 2018 年 11 月 24 日台湾“九
合一”地方选举大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上讲话之后，蔡英
文的两岸政策更加强硬，公开称“我们始终未接受‘九二共识’，根本的原因就是北京当局所定义的

‘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一国两制’”[7]。蔡当局蓄意把“九二共识”混同于“一国两制”，
企图利用岛内存在的“恐统”心理将“九二共识”污名化。 

（三）避免两岸军事冲突，维持一种降低对大陆依赖的“事实独立现状”。在蔡执政不承认“九二共识”
情况下，2016 年 5 月起国台办与“陆委会”常态联系沟通机制中止，海协会与海基会协商谈判中断，
两岸关系逐步走向对立对抗，大陆趁势在经济、军事和外交等领域加大塑造台海局势。对此，蔡英文
当局一方面希望维系台海“无战争”的和平状态，减轻岛内社会对民进党执政导致台海动荡的担心。
陈明通认为，“蔡英文试图摆脱在‘抗衡’和‘扈从’之间做选择，改以维持两岸间的‘纳什动态均衡’
作为大陆政策的战略目标，即美中台三方对台海局势现状都不满意，但勉强可以接受，这套赛局对台
湾而言，是能不受大陆统治、台海处于非战争状态”[8]。另一方面，蔡当局为维持民进党所定义的台湾“事
实独立”现状，在经济政策上降低台湾对大陆的结构性依赖，以维护“台湾主体性”的名义说服岛内
承受一定程度的两岸关系限缩。为强化民进党政策的说服力，蔡当局将两岸关系倒退片面归咎于大陆
对台湾采取“胁迫政策”（如大陆赴台游客数量减少，大陆对台货物采购削减，大陆在国际上纠正涉
台不当称谓等），并且采取一些对冲政策对岛内受损群体进行补偿（如扩大吸引东南亚、南亚和日本
游客赴台，吸引“新南向国家”对台投资），但效果并不明显，难以弥补两岸关系恶化对台湾产生的
利益损失。更显著的是，大陆军机舰穿越第一岛链及绕台巡航行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巴拿马、多
米尼加、布基纳法索、萨尔瓦多相继断绝与台当局“邦交”关系，台湾无法继续以务实方式参与世界
卫生大会和国际民航大会等，使蔡当局“维持现状”的政策陷入困境。

（四）尽力掌控两岸政策步调，防止被“急独”势力绑架。迄今为止，蔡英文“维持现状”政策
的一个方面是不直接推动“法理台独”，而是利用民进党在“立法院”的绝对优势，推动一系列阻挠
和限制两岸交流对话和政治协商谈判的立法或修法。2016 年 5 月民进党全面执政后，“深绿”势力从
蛰伏状态走向台面，公开反对“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要求蔡英文当局利用行政、立法和地方县市
执政权加快落实“台独”的理念和主张，包括推动“正名、制宪”。在第 9 届“立法院”中，曾有民
进党“立委”主张“两国论”版本的“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提案修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部分条
款，包括删除第一条“国家统一前”的文字表述；抛出“宪法增修条文修正草案”，去除“统一前”、
“中华民国自由地区”等现行文字。作为“深绿”势力代表的“时代力量立委”抛出“两岸人民关系
条例”修正草案（规定在大陆设籍或领有大陆地区护照、居住证者将失去台湾户籍）和“公民投票法”
修正草案（将“领土变更案”列入“公投”适用事项）。2017 年 9 月赖清德担任“行政院长”后，多
次自称“是主张台湾独立的政治工作者，也是务实的台独主义者”。绿营政治人物回应和安抚“急独”
支持者、巩固基本盘，对蔡英文当局“维持现状”政策持续带来挑战。在台湾地区政治实践中，“双
重民主合法性”问题导致立法意志与行政意志相矛盾的现象一直存在。对此，蔡英文执政后兼任民进
党主席，以“党政合一”的权力模式约束民进党籍“立委”，确保“立法权”配合“行政权”，以维
护执政权威和政策推行。比如在处理“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时，蔡英文曾避免采取“两国论”或“一
中一台”的法律定位，以免直接冲击“维持现状”政策。2016 年 10 月 10 日，蔡英文在“双十讲话”
中表示，“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我们的善意不会改变，我们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更不会走回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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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路。这是我们对‘维持现状’的基本态度”[9]。但为对冲两岸关系上的压力、安抚“独派”、维
护民进党执政基础，蔡当局一方面加大以“转型正义”为名打压国民党和“统派”，包括在“立法院”
制定“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成立“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通过“开放政治档案”、“清除威权象征”
等弱化国民党。另一方面推动修正“公民投票法”，在不敢贸然将“领土变更”、“修宪制宪”等事
项纳入“公投法”适用范围的情况下，大幅降低“公投”的提案、成案和通过门槛 [10]，赋予“行政院”“公投”
投案权，将公民投票年龄从 20 岁降至 18 岁。从 2003 年 12 月“公投法”颁行到 2018 年 11 月台“九合一”
选举前，无一项全岛性的“公投案”获得通过。2018 年 11 月 24 日在降低“公投”门槛后的首次全岛
性“公投”中，总共 10 项“公投案”中有 7 项获得通过，部分“公投”结果对蔡当局执政产生牵制作用。“公
投”门槛降低刺激“急独”推动各种变相涉独的“公投”活动，对蔡当局掌控两岸政策带来更多挑战。
2019 年 6 月，蔡英文再次修正“公投法”，将“公投”与台湾“大选”脱钩，每两年举办一次，减少“公
投”活动对民进党执政的制约。

（五）对美国保证“零意外”，强调“维持现状”政策的稳定性。从历史上看，陈水扁执政时走向“急独”
路线、单方破坏两岸现状，损害了美国与民进党之间的互信，小布什政府最终加大管束“台独”活动；
马英九执政时奉行“亲美和中”及“不统不独不武”政策，以对美“零意外”的做法修补并增进了台
美互信和实质关系。前美国防部副部长鲁迪 • 德里奥（Rudy deLeon）认为，“马英九的零意外战略使
北京和华盛顿有信心认为它们与台湾的互动不会导致台海危机。”[11] 蔡英文汲取民进党首次执政的教训，
以“维持现状”政策照顾美国在台海地区的利益与关切。一方面，对美表示维持“一致性、可持续性、
可预测性”的两岸关系，避免直接碰触“法理台独”的红线，承诺“不会成为麻烦制造者”[12]。蔡英文称，

“希望让自己变成一个常数，当这个区域其他地方发生重大事件时，不会在整个区域情势中平添变量。”[13] 
2018 年 11 月民进党在台湾“九合一”选举大败后，蔡英文在会见美国学者时仍称，“我们基本上认为，
在这一次地方性的选举上，人民并没有在两岸政策的议题上做出选择，或是有重大的改变，因此我们
维持现状的政策仍然不变。”[14] 另一方面，渲染大陆“改变现状”和对台采取“胁迫政策”，博取美
国同情和“补偿”。卜道维（David Brown）、容安澜（Alan Romberg）等美国学者普遍认为，蔡英文
不会像陈水扁那样推动“法理台独”，美国认可蔡的“维持现状”政策是理性和务实的，大陆若对民
进党惩罚过度，美将对台“补偿”（包括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支持）。特朗普执政后，蔡当局特别
将两岸政策与美“印太战略”对接，以对冲在两岸关系上承受的压力。

二、美国的立场与政策

中美建交以后，美国的利益在于维持台海地区和平稳定，一个重要目标是防止台湾问题导致美国
被迫卷入与中国的军事冲突或战争。台湾学者邵宗海认为，“美国、中国以及台湾，对‘台海现状’
的解读都有不同：美国的现状是根据三个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现有的两岸状态不能由任何一方
单方面来改变。”[15] 美国台海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对北京，这意味着对台湾不使用或威胁使用
武力；对台湾，它意味着在涉及两岸关系的方方面面必须言行谨慎；对双方而言，它意味着没有任何
声明和行为单方面改变台湾现状。”[16] 美国“强调维持现状的各方责任，维持现状是对两岸而言，而
不单指任何一方，对两岸都应有义务和约束力”[17]。比如，小布什政府在陈水扁加大“公投”“制宪”
等“急独”政策试图改变现状时，在“一个中国政策”之外，提出“反对两岸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
的政策，还曾表达“反对台独”的立场以警示和约束民进党的激进行动。在维系现状的情况下，美国
也一向认为，“美中关系发展与深化台美关系并非互斥，而是可以并行”[18]。如在奥巴马执政期间，
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阶段，两岸和平、交流、合作的新现状不断构建出来，美国鼓励两岸以对话协
商方式维持和平发展的现状。罗伯特 • 萨特（Robert Sutter）称，“奥巴马政府过去一直支持马英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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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政策，这是由于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最有利于美国的利益。”[19] 2012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美
国肯定马英九主张“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政策，以确保台海稳定现状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情况下得以
延续。在 2016 年 5 月马英九卸任之前，美国曾通过负责亚太事务的国务院官员和“美国在台协会”公
开放话，“美国对‘九二共识’的名词与定义没有任何立场，因为美国并未参与，也未见证相关历史。
但是过去 8 年来，两岸在‘九二共识’基础上进行对话，使两岸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和平稳定，美国
高度赞许并且认同”[20]。可见，美国始终从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介入台海事务，采取两手策略，这一
点在其对待蔡英文的两岸政策上有着突出的表现。

（一）支持蔡当局不承认“九二共识”的“渐进台独”政策。在马英九执政时期，美国民主党政
府对“九二共识”虽未直接表示支持，但对其稳定两岸关系的作用是肯定的。马英九卸任后坚持认为，
“九二共识”是两岸当局间实质的“政治契约”，任一方都不能片面修正或废止，蔡当局不认同“九二
共识”，是“违约在先”[21]。大陆方面也始终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的政治基础；不承认“九二共识”历史事实，不认同“两岸同属一中”核心意涵，就是“改变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和台海和平稳定现状”。但是美国方面认为蔡英文执政不会踩到红线，不会故意制造意外，
对国共两党将“九二共识”作为两岸关系政治基础的立场不作表态，相反肯定蔡英文接受“九二会谈”
历史事实及表示按照台湾法律规定处理两岸事务，认为这是蔡提供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案。2016 年 6 月，
时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薄瑞光（Raymond Burghardt）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无论是辜振
甫口中的‘九二谅解’或是‘九二共识’等其他表述，这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不应该发表意见。两
岸要用什么形式对话，这是他们要解决的问题。”[22] 卜道维更直接地表示，“蔡英文在就职演说中指出，
两岸可在 1992 年会谈的历史事实、双方既有协议，以及‘中华民国宪法’中关于两岸关系规定的基础
上交往。北京原可将蔡英文的承诺解读为‘间接接受一中’，但北京决定以‘高人一等的姿态’批评
蔡英文的说法是‘未完成的答卷’”[23]。现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James Moriarty）也为蔡英
文辩护，称蔡“遵循一个务实、和平的两岸政策”[24]。很显然，美国不将“九二共识”作为蔡当局“维
持现状”政策及两岸协商对话必须接受的前提。对民进党“台独”施政和美国的袒护，大陆方面强化
“九二共识”所包含的一个中国原则立场。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根本性质，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关键。
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双方就能开展对话，协商解决两岸同胞
关心的问题，台湾任何政党和团体同大陆交往也不会存在障碍。”[25] 2018 年 10 月 10 日蔡英文发表“双
十讲话”后，大陆回应称蔡“讲话充斥着‘两国论’的分裂谬论和针对大陆的对抗思维”。2019 年 1
月 2 日，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上强调，“70 年来，我们秉持求同
存异精神，推动两岸双方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达成‘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
一’的‘九二共识’”[26]。对于大陆表达的严正立场，蔡当局高调称“台湾和中国之间不存在‘九二
共识’”。美国继续维护民进党的两岸政策，2019 年 1 月 10 日“美国在台协会”发言人孟雨荷（Amanda 
Mansour）声称，“美国已经清楚向北京表明，必须停止胁迫台湾，并与台湾民选政府恢复对话。”[27]

（二）将“改变现状”问题归咎于大陆，加大对蔡当局帮扶力度。美国战略界认为，在中国权势
不断上升背景下，需要更全面理解或评估台湾问题对美国安全、经济和政治利益的重要性。罗伯特 •

萨特（Robert Sutter）认为，大多数亚太国家两面下注，中美战略博弈越激烈，美国对亚太地区盟友和
伙伴的战略信誉显得越重要，一个关键指标是美国处理台湾问题的决心 [28]。蔡英文执政后，2016 年 7
月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公布的党纲指出，“反对两岸任何一方片面改变台海现状，关于台湾未来
的所有问题，必须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并且需要台湾人民同意；如果中国违反这些原则，美国将根据‘与
台湾关系法’帮助台湾自卫（will help Taiwan defend itself）。”[29] 美国不仅无视蔡当局抛弃已是两岸
关系现状一部分的“九二共识”，而且将台湾“邦交国”与大陆建交、大陆舰机绕岛巡航遏制“台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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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改变现状”甚至是挑战美国霸权的行为。美国白宫发表声明称，“萨尔瓦多接受中国明显干预
西半球国家内政，美国对此非常关切，并将重新评估美国与萨尔瓦多的关系。”[30] 2018 年 10 月 4 日，
美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在哈德逊研究所的演讲称，“自去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已说服 3 个拉丁
美洲国家与台湾断交，转而承认北京。这些行动威胁到台湾海峡的稳定──美国对此予以谴责。”[31]“美
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郦英杰（Brent Christensen）声称，“中国片面改变现状是有害的，破
坏已促成数十年区域和平、稳定与发展的架构，美国将支持台湾对抗限制台湾适当参与国际舞台的手
段。”[32] 卜道维表示，“美国应寻求理念相近的国家一起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强化美国对台湾军事
上的支持，包括军售常态化、考虑与台湾举行联合军演；与台湾建立自由贸易协定的双边贸易谈判机
制。”[33] 在具体行动上，美国从政治上强化“与台湾关系法”对台承诺，制定“与台湾交往法”、“2018
亚洲再保证倡议法”及在“国防授权法”夹带涉台条款，加强美台关系的法律基础；在高层交往上突
破传统“一中政策”的限制，如 2019 年 5 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在美会见台“国安会秘
书长”李大维；外交上加大维护台湾现存的“邦交国”，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和国际民航组织
活动；军事上公开强调对台出售武器符合“一中政策”，推动对台军售走向常态化，派遣军舰频繁穿
越台湾海峡，对台转移潜艇制造有关技术；经济上支持台湾推动“新南向政策”以减少对中国大陆的
依赖 [34]。

（三）对激进“台独”可能破坏现状采取必要的“看管”措施。台湾实现民主转型以后，政党轮
替常态化，“台独”趋于活跃，岛内因素对美国台海政策的干扰增多。美国为掌控于己有利的现状，
采取针对大陆与台湾的“双重威慑”政策，其中就包括预防“法理台独”可能使美国卷入台海冲突的
风险。卜睿哲认为，台湾民主化大大拓宽了对台湾前途的争议范围，李登辉和陈水扁提出新的两岸政
策倡议，导致北京加速军力建设以遏制分裂主义，并在威慑失败时惩罚台湾，美国意识到不能对和平
想当然，台湾的行动会把美国维持和平与稳定的利益置于风险之中 [35]。蔡英文执政后两岸关系快速下滑，
岛内“独派”大力施压蔡兑现“台独”政策，美国认为蔡对美保证的“维持现状”政策仍然有效，但
对岛内涉及“法理台独”的动作未放弃警惕。2018 年 9 月 12 日莫健在“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年度论
坛的演讲中提到，“美国的两岸政策，绝非单独针对海峡两岸的任何一方。两方都不应该单方面企图
改变现状”，“当我们发现有单方面采取的行动可能会威胁现状，不论是台湾当局曾提出的入联公投
提案，或是中国阻挡台湾参与全球卫生议题或民航安全议题等相关国际组织，我们都会发声”[36]。特
别是经历 2018 年底台湾“公投”后，美国更加注意“独派”推动的“台独公投”及其影响。卜睿哲致“喜
乐岛联盟”总召集人郭倍宏等的公开信指出，郭倍宏推动的“台独公投”触及到美国国家利益，美国
对防卫台湾含蓄的承诺从来不是绝对的；美国有些人认为在抵制“中国修正主义”时台湾是一个有用
的资产，但这不等于给台湾或岛内政治势力片面采取行动改变现状开绿灯 [37]。随后在 2019 年 2 月 13 日，
“美国在台协会”明确表示“这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公投”。这显示，美国
对台湾方面可能“改变现状”特别是走激进“台独”路线，仍实施必要的“看管”政策。

结论

中美建交以来，“一个中国政策”、“双重威慑”和“双轨政策”构成美国台海政策的主要框架。
近些年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以及台海形势变化，美国对台海政策的重心有所调整，更加重视台湾的
地缘战略价值，大力维护民进党的执政地位，极力袒护蔡英文以“维持现状”为幌子的“渐进台独”
政策。美国欲掌控台海局势，预防潜在的风险，维护其所定义的台海现状，但也面临一些挑战。在中
美战略博弈扩大的态势下，若中国大陆“反独遏独”举措一再被美国蓄意解读成“惩罚台湾”、“破
坏区域现状或秩序”，将会刺激美保守派对华强硬立场，持续恶化中美关系，甚至可能因台湾问题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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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中美关系的重大危机。美国不愿干预蔡当局推动“去中国化”和“渐进台独”政策，但这些活动破
坏两岸关系、升高两岸对抗，特别是岛内“独派”以“民主牌”操纵涉及“台独”意涵的各种“公投”，
即使是变相“台独”或打擦边球式的“公投”获得通过，都将挑战美“维持现状”的做法。蔡英文承
诺对美“零意外”，但不能完全排除在选举政治需要或出现执政危机的情况下制造两岸关系危机，并
可能将美国置于一种被动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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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sai Ing-wen’s Policy of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And U.S. Stance
Wang Shushen

Abstract: The policy of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sai Ing-wen’s discourse on cross-
Strait relations, which is mainly for catering to those Taiwanese who support the status of “no reunification 
and no independence”, and seeking U.S. trust and support for the DPP administration. Tsai administration does 
not recognize the “1992 consensus” but promotes “incrementally independent Taiwan” policy, and in fact Tsai 
has changed the “status quo”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unilaterally. Mainland China consolidates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from political, economic, diplomatic and military fields, which has deepened the predicaments of Tsai 
administration. In the background of increasing Sino-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U.S. endorses the policy of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by Tsai administration and makes an effort to defend the DPP’s ruling status.
Key Words: Tsai Ing-wen; Policy of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U.S. St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