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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协商开创两岸共议祖国统一新阶段
■ 徐晓全

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

书》发表 4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重

要讲话，系统阐述了新时代推进祖

国和平统一五项重大政策主张。

在“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

平统一实践”主张中，习近平总书

记向台湾同胞郑重倡议：“在坚持

‘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

政治基础上，两岸各政党、各界别

推举代表性人士，就两岸关系和

民族未来开展广泛深入的民主协

商，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

制度性安排。”标志着祖国大陆正

式开启以民主协商形式推进祖国

统一进程，对于推进两岸协商谈

判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一、两岸协商谈判是解决两岸

问题有效手段

1979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

表《告台湾同胞书》以来，两岸协

商谈判逐渐成为全球中华儿女共

同心声。1992 年，祖国大陆授权

的海协会和台湾当局授权的海基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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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两岸在“九二共识”这一共

同政治基础上，不断推动两岸关

系向前发展。

1993 年 4月 27日，举世瞩目

的“汪辜会谈”在新加坡正式举

行。“汪辜会谈”是 1949 年以来

两岸授权公开进行的最高层次会

谈，是海峡两岸高层人士在长期隔

断之后首次正式接触，是两岸关

系发展进程重要里程碑，标志着

两岸关系发展迈出历史性重要一

步。“两会”联系与沟通管道确立，

开启了两岸沟通正常化、制度化大

门。但随后由于李登辉与陈水扁

执政时期，相继抛出“两国论”和

“一边一国”论，破坏两岸互信基

础，使得两岸对话、协商被迫中止。

2008 年 5月 20日，马英九上

台执政，两岸关系实现历史性转

折。2008 年 6月，“两会”在“九二

共识”基础上，重新恢复中断 9 年

的协商谈判。2008 年至 2016 年，

两岸制度化协商取得重大成就，

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的良好时

期，签署 20 多项协议 , 不断丰富

两岸制度化合作机制，推动两岸实

现全面直接双向“三通”，两岸经济

合作扩大深化，并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理念深入人心。2015 年，

两岸领导人在新加坡实现历史性

会晤，双方重申坚持“九二共识”的

原则立场，为两岸领导人今后的会

谈定下了只有坚持“九二共识”才

能推进两岸和平发展的基调，并

推动两岸协商谈判迈上新台阶。

此外，两岸还建立了广泛的

政党协商机制。2005 年，国民党

主席连战访问祖国大陆，实现国

共两党领导人 60 年来的首度对

话，开启第三次国共合作，拉开两

岸政党党际交流序幕。此后，国

共两党保持高层对话沟通，持续

举办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等，对增进

两党和两岸互信、推进两岸关系发

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亲民党、新

党等也多次访问祖国大陆，与祖

国大陆保持较为密切的往来，共

同推动形成多样化的两岸协商机

制。

二、民主协商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

书》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上明确指

出，“我们愿意同台湾各党派、团体

和人士就两岸政治问题和推进祖

国和平统一进程的有关问题开展

对话沟通，广泛交换意见，寻求社

会共识，推进政治谈判”。标志着

中国共产党正式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协商民主运用于推进祖国和

平统一进程中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

内部各方面围绕改革发展稳定重

DOI:10.13503/j.cnki.reunification.forum.2019.02.004



14  2019年第2期

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

际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

之中开展广泛协商，努力形成共识

的重要民主形式”。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革

命、建设、改革经验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以及现代民主理念相结合

的产物，它“源自于中国共产党领

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

期实践，源自从新中国成立后各党

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

人士在政治制度上共同实现的伟

大创造，源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

政治体制上的不断创新”。1949

年 9月 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标志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

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此后，大

到日臻完善的人民政协制度体系，

小到基层政府探索创新的民主恳

谈会等丰富多样的民主协商形式，

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

民主的坚实基础。中共十八大首

次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

度”，并要求“推进协商民主广泛、

多层、制度化发展”。十八届三中

全会在全面深化改革总体部署中，

要求“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

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国家政权机

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

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十九

大要求“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

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

践，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

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总

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坚实实践基

础以及稳固制度保障，已经成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组成部

分，具有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鲜明特征。

两岸民主协商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具体运用。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协商民

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

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

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

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

真实写照。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

就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从

革命到建设到改革，以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

产党始终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唯一宗旨，坚持把群众路线作

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

十九大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

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基本方略之一，强调“把党

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

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

史伟业”。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民主制度优势，倡议两岸通过民主

协商解决政治分歧并最终完成祖

国统一大业，正是中国共产党一切

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鲜明体

现，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包括台湾

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谋幸福。

这意味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在祖国大陆牢牢掌握

两岸关系发展主导权和主动权新

的历史方位下，祖国大陆一如既往

充分考虑到两岸制度差异和生活

习惯的差异，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

利益和感情，始终以最大诚意与台

湾同胞共同探索“一国两制”台湾

方案，共同协商两岸关系和民族

未来。

三、民主协商推动两岸迈进推

进祖国统一新阶段

民主协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运

用于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是

两岸协商谈判理论与实践的重大

创新，具有显著优越性。

第一，民主协商具有最广泛

代表性。民主协商有利于吸纳各

党派、团体、社会各阶层各领域广

泛参与协商，广泛接受批评和监

督，充分反映各方面意见，确保广

大人民民主权利得到最大程度实

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

书》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上强调，

“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台湾任

何政党、团体同我们的交往都不

存在障碍”。与以往两岸协商谈判

相比，开展民主协商不再局限于海

协会和海基会或两岸政党之间，

而是广泛涵盖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的任何政党、团体甚至个人。这显

然有利于把各党派、各阶层、各方

面人民最广泛团结起来，把方方

面面力量汇聚起来，形成推进共

商祖国统一方案的强大合力。

第二，民主协商具有最显著

民主性。民主协商通过发扬民主、

集思广益，能够充分吸纳社会各

阶层、各团体智慧，既提高决策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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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又提高决策专业化水平，能

够广泛畅通利益表达渠道，确保

最大限度凝聚共识。习近平总书

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 周

年纪念会上强调，“以对话取代对

抗、以合作取代争斗、以双赢取代

零和，两岸关系才能行稳致远”。

民主协商将会给台湾同胞充分意

见表达权，有利于保障台湾同胞

福祉和权益，这意味着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乃至未来统一后的制度

性安排，是具有广泛民意基础、在

凝聚共识基础上达成的。

第三，民主协商具有充分平

等性。民主协商为各阶层、团体搭

建平等对话交流、恳谈沟通平台，

能够有效化解分歧、增进共识，确

保社会各层面意见能够受到平等

对待。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

同胞书》发表 40周年纪念会上强

调，“和平统一，是平等协商、共议

统一”。民主协商将在确保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前提下，两岸双

方聚同化异，平等共议解决两岸

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平等

共议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以及

两岸统一后的制度性安排。

总之，民主协商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具体运用，

是开展两岸协商谈判最佳方式，

必将开创两岸共议统一新阶段，

助推祖国统一大业早日实现。真

诚期盼广大台湾同胞，认清世界

大势，把握历史机遇，担当民族大

义，积极参与到民主协商、共议祖

国和平统一的正义事业中来。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

■ 王卫星

1月 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

发表 40周年纪念会上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

乃大的中华智慧，既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又有利

于统一后台湾长治久安”。“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

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

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保障。”因为，以和平的

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

民族的整体利益。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年来

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结论，也

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对世界现有国家结构模式的分析

从古到今，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内部，实行的都是

一国一制。即使是自治区、自治州，也都是同一种政治

经济社会制度。目前，海峡两岸实行的是完全不同的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

政治学理论认为，国家结构模式的核心是国家

整体与部分之间、中央政权机关与地方政权机关之间

的关系问题。从目前世界上的国家结构模式来看，主

要有两种，即单一制国家和复合制国家。

单一制国家，是由若干行政区域构成的统一的主

权国家。它具有单一的宪法，统一的国家最高权力机

关和行政、司法机关，有统一的国籍，国家整体是单一

的国际法主体。中央政权机关对地方政权机关实行

集中统一领导。在对外关系和国防方面，地方政权机

关不具有独立性。

单一制国家的基本特点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

国家是国际法的单一主体；全国有统一的宪法和法律

体系，地方立法机关、制度、法律必须依据统一的宪法；

二是国家具有统一的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国家最高

权力归中央政府掌握；三是中央政府统一管辖按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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