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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

朱卫东 *

摘  要：特朗普再次执政，掀起以“MAGA 运动”为核心的风暴席卷全球，给中美关系和
台海局势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预示着美“以台制华、阻统挺独”政策
进入新阶段。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中美关系和台海政策深受其野心梦想、人格特质、权力基础
和施政方向的影响，“特赖组合”推升台海局势的复杂性与对抗性。面对特朗普卷土重来带
来的复杂严峻挑战，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战略自信和战略定力从容应对，因势而谋、应势而动、
顺势而为，以自身的战略选择影响和塑造中美关系。从战略全局出发，坚定而灵活地运用“两
手对两手”策略，敢斗善斗巧斗，推动中美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在台湾问题上，旗帜鲜
明地开展反干涉、反分裂斗争，全力塑造有利态势，防范化解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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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 月 20 日特朗普就任美国第 47 任总统以来，其所掀起的以“MAGA 运动”（让美国再

次伟大）为核心的“特朗普风暴”正在席卷全球，“美国优先”政策大行其道，敲诈胁迫四面出击，

“关税大棒”惹怒八方，既有的格局、秩序遭受重大冲击，导致各当事方、利益攸关方都在密

切关注特朗普新政的变化，加紧研拟应对之策。自负自大、善变多变的特朗普卷土重来，不仅

给美国内政和既有的国际规则带来巨大变数，更给陷入谷底、乍暖还寒的中美关系带来更多不

确定性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不过，与 8 年前特朗普第一任期相比，中国在运筹中美关系、

应对美国对华遏压方面已具备了更强大的实力和韧性、更丰富的经验和手段、更坚定的信心和

决心。中国自身的选择和战略定位成为影响中美关系和台海局势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此，笔者

尝试从“特朗普 2.0 时代”的理念权力、行事风格、核心团队，以及当下中美关系内外条件的

新变化和中美建交 46 年来双方处理台湾问题经验教训的角度，谈谈当前乃至未来四年中美战

略博弈及其对台湾问题的影响，以就教于方家。

一、“特朗普风暴”显著增大中美关系的挑战

毋庸置疑，与中国对美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相比，当下及未来四年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

最大变量，就是 78 岁的特朗普时隔 8 年重返权力巅峰，“特朗普 2.0 时代”的强人政治正式开启，

*	作者简介：朱卫东，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所长、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



《台湾研究》    2025 年第 1 期

· 2 ·

有舆论甚至将之称为“特朗普革命”。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表明，美国领导人的更迭，特朗普

取代拜登，预示着今后的中美关系将不可避免地打上特朗普个人深深的烙印，深受其野心梦想、

人格特质、权力基础和施政方向的影响。鉴于特朗普特立独行、反复无常，目前对其未来四年

的施政尚难以进行全面预测，但从特朗普上台一个月来雷厉风行、大刀阔斧推进的一系列被舆

论称之为“百日维新”的举措看，第二任期的特朗普既不同于前任拜登，也不完全等同于第一

任期的特朗普。一些新的特点、新的动向和新的趋向正在冲击美国和世界，深刻影响着未来的

中美关系。主要表现在 ：

其一，特朗普推动“MAGA 运动”（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信念比以前更加急迫强烈，他还

有在 2026 年 7 月 6 日美国建国 250 周年之际跻身“最伟大总统”以青史留名的梦想。“MAGA
运动”是自特朗普第一任期就反复强调推动的“治国理念”，代表着“美国利益至上”的单边主义、

孤立主义和保守主义。特朗普再度执政标志着全球新自由主义的象征性终结，进入了一个如同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描述的“竞争激烈、交易频繁的地缘政治时代”[1] ；其施政重点是确

保美国第一、美国利益优先，经济为重、重利轻义。也因此，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态度以及处

理美中关系和台湾问题的做法将会服从服务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

其二，特朗普已大权独揽、实现“三权合一”。现在的特朗普和共和党，不仅占据了总统、

参议院、众议院，保守派法官在美国最高法院也占据多数，而且共和党已实现“特朗普化”、

核心团队以效忠特个人为标杆。特朗普这种掌控力与第一任期的弱势权力不可同日而语，在美

国总统中是登峰造极的，其不受制衡的权力已引发美国内部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担忧。

其三，特朗普最热衷的“规则”是“美国利益优先”，最擅长的是极限施压、胁迫外交、

敲诈勒索，最迷信的是“关税大棒”的作用，喜欢打“关税战”“贸易战”，这些特点势将严重

毁损国际规则，破坏全球贸易和关税体系，进而冲击国际政经格局。由于有无法连任的时间压

力，其兑现竞选承诺、大干快上的心态十分急迫，从而导致其政策措施必然粗糙短视、蛮横霸

道、急功近利。正如他就职演说所言，“在特朗普政府执政的每一天，我都将非常简单地把美

国放在首位”[2] ；《纽约时报》也以“当特朗普把美国变成世界丛林中的战狼”[3] 为题探讨“美

国优先”的破坏性影响。

其四，特朗普个人野心和独特人格特质在专权专断的加持下，对美国政府决策的影响将被

显著放大，消极负面成分将更加膨胀，行为将更加肆无忌惮、难以预料。这是预判和应对“特

朗普风暴”必须高度重视的关键因素。目前看，由于特朗普大权在握，羽翼已丰，其不择手段、

不计后果推动“美国优先”战略的颠覆性举措，正在重塑美国和国际规则，正如福山所警告的

那样，特朗普“行政令治国”的模式可能导致权力无限扩张，形成“人治”惯性。[4] 他早年出

版的畅销书《交易的艺术》已充分揭示其商人总统的特点，包括 ：心怀大事、直觉行动、偏执

疯狂、狡诈圆滑、营销交易、虚张声势、极限施压、现实主义等。据外媒 PSYPOST 报道，有

研究显示，“美国选民无论政治倾向如何，多认为特朗普具有与虐待狂和自恋型人格障碍相关

的特征”。[5] 这些在第一任期已有所展现，预计第二任期的特朗普将继续凸显其自恋自大、唯

我独尊、自负任性、出尔反尔、行事难以捉摸、不按牌理出牌的施政风格 ；特别是在包括中美

关系在内的对外关系领域，会更加突出展示其恃强凌友凌弱、敢干单干蛮干、善变多变恶变的

一面。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在参加第 61 届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一场圆桌讨论时指出，当今美

国在亚洲的形象“已从解放者变为大扰乱者，再到寻租的地主”。[6]

其五，特朗普政府核心团队中对华强硬派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副总统万斯（James 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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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ce）、国务卿鲁比奥（Marco Rubio）、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华尔兹（Mike Waltz），还是国

防部长赫格赛斯（Pete Hegseth）、财政部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贸易代表格里尔（Jamieson 
Lee Greer）、商务部长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可谓“群鹰荟萃”、年轻气盛且绝大多数

均未到过中国大陆，尤其是鲁比奥 2020 年还因在涉港问题上的恶劣表现被中国政府列入制裁

名单，这些内阁关键成员不仅对华存有误解偏见而且多主张“遏华挺台”，在影响塑造特朗普、

贯彻其意志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其六，特朗普“美国优先”和“做大做强美国”的野心与蛮干失道寡助、不得人心，绝不

可能一帆风顺，必然会遭到多方的强烈抵制反击。“MAGA 运动”是对此前奥巴马、拜登内外

政策的矫枉过正，具体到政策实施不免撕破脸面、信用破产甚至刀光剑影。在众多受打压对象

的谴责反击声中，特朗普的“三板斧”有可能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损人不利己，直至陷入骑虎

难下、虎头蛇尾的困局中。即便特朗普的硬干蛮干能够掠夺一些短期利益，但最终必将损害美

国自身的长期利益。在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的大背景下，特朗普的“野心”能否完全撑得起残酷

现实，仍需打上一个大问号，注定难以回到曾经的辉煌。

上述中美关系中美方出现的六大结构性新特征，将对未来四年中美双边关系发展产生重大

影响，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测性。

二、美国“以台制华”战略进入新阶段

自 1949 年台湾问题产生至今 76 年的历史进程中，美国一直是影响台湾问题走向的最大外

部因素，台湾问题延宕至今，美国的干涉阻挠影响恶劣深远。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台湾问题只

有中美关系问题，海峡两岸关系取决于太平洋两岸的关系。由于美国对华战略认知上的错乱，

预计，特朗普第二任期不会改变此前美国“以台制华、阻统挺独”战略，不仅力度不减而且花

样翻新，中美关系与美台关系的联动性显著增强，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博弈将更趋复杂尖锐，

美台勾连冒进挑衅中国大陆底线导致台海局势失控的风险显著上升。当然，理论上也不能完全

排除特立独行的特朗普在美中关系上有正向发展的可能性。

特朗普自 2017 年 1 月第一任期开始就明确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次年 3 月单方

发起对华贸易战，直至执政中后期对华全面施压，不仅在台海、南海不断挑衅，在新疆、西

藏问题上也频频发难，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发生重大质变。拜登任内仍然错误认定，“中国是唯

一一个有意图、也越来越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中国是美国最重大的地缘政治挑战”[7]，

实际上延续了特朗普的对华强硬路线，在许多方面有过之无不及。事实表明，美国在霸权思维

和冷战思维主导下，已从大国竞争、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的角度定位与中国的关系，而不仅仅

是从美中关系的视角看待。正是这种战略认知上的错乱，美国对中国形成了错误的定位定性，

导致美中关系发生质变。当前，历经 8 年的对华遏制围堵打压和涉华负面舆论认知战的熏陶，

美国朝野社会的“中国观”“中美关系观”和“台湾观”均发生了严重偏差，民主、共和两党

在维持美国超霸地位、遏阻中国发展方面已颇为少见地取得共识，这一趋向在“特朗普 2.0 时代”

难以改变。有鉴于此，任何了解中美关系发展历史的人都不会对此抱有幻想。概言之，历史经

验表明，特朗普与拜登对待中国和中美关系的基本立场和实际做法没有任何本质不同，区别只

是对华遏制打压的重点与方式、力度与程度不同而已。

特朗普第二任期预示着美国“以台遏华”政策进入新阶段。新形势下，美国对华遏压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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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或将集中在“对华加征关税与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全方位对华高科技封锁与脱钩断链”

以及“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与武装台湾”三大领域。目前看，贸易和关税仍然是特朗普政策议

程的核心，美国 2025 年 2 月 1 日开启对所有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10% 关税，2 月 13 日宣布对

每个外国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美众议院两党议员已提出《恢复贸易公平法案》，要求取

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预计，下一步美国或将实施更激进、更极端的对华经济政策，中美

贸易战势将加温升级。在产业和科技竞争方面，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美国近期受中

国 DeepSeek 人工智能模型快速崛起的刺激，未来势将进一步加大对华全方位高科技封锁的力

度。在台湾问题上，特朗普政府也必然会加力操弄“台湾牌”，尤其是在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

军事武装台湾、要求台湾芯片等高科技产供链“脱中入美”等方面制造难题，力求在中美博弈

中占据有利位置、制造更多的筹码。

三、“特赖组合”推升台海局势的复杂性与对抗性

刚刚过去的 2024 年，影响台海局势最具标志性的事件，除了“美国狂人”特朗普在 11 月

5 日的大选中大胜，还包括“台独狂人”赖清德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艰难出线，在台湾问

题上的两大负面因素相互勾连形成“特赖组合”，势将加力搅动台海局势，使未来四年的两岸

关系与台海形势变得“特赖”。届时，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博弈将更趋复杂激烈，台海局势风

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风险显著增大。之所以如此预判，源自于两方面因素 ：

一是前已述及的“特朗普风暴”带来的美国对华对台政策的复杂性、多变性和对抗性。如

同对中国的定位一样，美国对台湾角色作用的定位定性，亦是从重振美国霸权的大国竞争高度，

而不仅仅是从美中关系的层面去对待台湾问题，从而提升了“台湾牌”的战略价值。美国之所

以顽固坚持“以台制华、阻统挺独”战略，变本加厉地打“台湾牌”，正是因为台湾问题涉及

中国的核心利益，美国恶意认定这张牌是对华遏制最为重要且综合性价比最好的一张牌。与美

国对华遏压重点相匹配，预计特朗普第二任期在台湾问题上将继续虚化掏空“一中政策”，强

化美台实质关系；以更大力度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进程，进一步推进“豪猪战略”武装台湾，

提升台所谓“不对称战力”，在台积电等高科技产供链领域继续逼台与大陆“脱钩断链”，强化

美台经贸关系。

与拜登有所不同的是，特朗普出于商人秉性、喜欢交易的性格，将更多地视台湾为棋子和

筹码，更多地以交易方式打“台湾牌”，通过对大陆与台湾双向敲诈、极限施压的方式做交易，

图谋两边得利。此前，特朗普就是一边放话威慑吓阻大陆“遏独促统”，另一边又警告提醒民

进党当局，将台湾比喻为“笔尖”而大陆是“坚毅桌”，[8] 对拜登声称“协防台湾”的说法保

持模糊态度，且要求台湾缴纳更多“保护费”，将军费开支提高到 GDP 10% 以上，敲诈台湾“偷

走美国的芯片生意”，要求台积电高端芯片迁往美国设厂。简言之，未来四年，特朗普的台海

政策将更多服务于“MAGA 运动”目标和中美战略博弈的需要，台湾作为美国的棋子筹码“被

压榨、被交易、被抛弃”的可能性将显著提高。

二是“台独狂人”赖清德上台伊始即抛出“两岸互不隶属”的“新两国论”，继续顽固坚持“倚

美抗统谋独”路线。虽然赖清德与李登辉、陈水扁和蔡英文一样都推行与大陆对抗的政策，但

赖性格执拗、刚愎自用、斗性十足，被岛内舆论评价为“更台独”“更倚美”“更偏执”“更冒

进”。赖清德上任以来虽然“双重少数”施政面临制衡，但仍斗字当头，强悍施政，全方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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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对手，在岛内大搞“绿色恐怖”，不择手段阻挠限制两岸交流合作，“关门搞台独”。特朗普

胜选后，赖当局第一时间祝贺表白，阿谀逢迎，称“美国是台湾重要的安全及经贸伙伴，愿意

作为美国最可信赖的伙伴，持续与美国紧密合作，共创台美关系新局”[9]，实际上就是继续唯

美马首是瞻、甘当棋子。以赖清德的“台独”野心、偏执冒进的人格特质以及内外环境的发展

趋势看，未来“特赖组合”相互利用的力度会加大，尤其在提升台美高层窜访等实质关系，加

速售台武器“以武谋独”，以及台美经贸合作推动高科技“脱钩断链”，推进台湾问题“国际化”

等方面会加大勾连配合，进一步挑衅大陆的底线红线。

四、从战略高度把握新形势下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当前，中美关系与台海局势演进已步入关键的十字路口，面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给中美关系

和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带来的复杂严峻挑战，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战略自信和战略定力，以特有的

战略清醒和战略决心从容应对，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从战略全局出发，做好两手

对两手的万全准备，敢斗善斗巧斗，全力塑造有利态势，防范化解风险。

（一）要以自身的战略选择影响和塑造中美关系

要从更宏阔的历史背景和全局思维、长远眼光审视特朗普新政和新时期的中美关系，顺应

时代潮流，把握历史大势，为变革中的世界提供中国智慧、指明前进方向。中国的战略选择和

中国方案不仅会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更将深刻影响着国际社会。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

不仅是个人现象，也是美国乃至全球社会政治变迁的反映 ；其影响不会局限于特朗普第二个任

期，或将深刻影响美国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从当前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应看，这种基于美国

利益优先的霸权霸道霸凌做法逆时背理、不得人心，已对二战以来的国际政经秩序带来灾难性

影响，导致全球化时代开始向国家竞争时代转变，全球治理面临艰难转型。

尽管如此，世界走向多极化势不可挡，特朗普的战略收缩与撤退，为中国积极推动构建平

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和空间。中国将承担起大国

责任和义务，携手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

程，继续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为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2 月 14 日，外交

部长王毅在第 61 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中国专场”上发表主旨讲话，重申了习近平“推动平等

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张，强调“中国必将是多极体系中的确定性因素，将坚定做变革世界中

的建设性力量”。[10] 中国倡导平等相待，尊重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坚持开放共赢，符合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关系的未来不仅受双边政策影响，更与中国在全球秩序中的角色和战略定

位紧密相关，新加坡知名战略学家马凯硕 2025 年 2 月 4 日指出，“中国与特朗普的比试仿佛马

拉松赛跑与短跑，从长远看中方会胜出。”[11]

（二）坚定而灵活地运用“两手对两手”策略，推动中美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

一方面，作为两个具有全球影响的大国，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方始终高度重视

发展中美关系，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 2017 年 4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海湖庄园与特朗普会晤时就指出 ：“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

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双方要集中精力做大合作蛋糕”。[12] 2024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利马同拜登会晤时强调中国对美政策“四个没有变”，即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

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没有变，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没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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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立场没有变，赓续中美人民传统友谊的愿望没有变。中

方愿同美方继续保持对话、拓展合作、管控分歧，延续中美关系来之不易的企稳势头”，同时

强调“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必须恪守。台湾问题、民主

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中方的 4 条红线，不容挑战。这些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防护栏和

安全网”。[13]

特朗普上任后，鉴于过去同中国打交道的经验教训，也无法忽视中国的实力、作用与意志。

在其就职前 3 天主动与习近平总书记通电话。习总书记强调，“中美两国间拥有广泛共同利益

和广阔合作空间，可以成为伙伴和朋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造福两国，惠及世界。”特朗

普表示“很珍视同习主席的伟大关系，希望继续保持对话沟通，期待尽快同习主席见面。美中

是当今世界最重要国家，应保持长久友好，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两国元首同意建立战略沟通渠

道，就两国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保持经常性联系”。[14] “习特通话”为下一步的中美关系发展

开了好头，显示出中美高层都高度重视元首之间的互动，希望通过在关键节点的沟通为中美关

系指明方向，开启新的篇章。历史经验充分证明，中美合作，两国和世界都会受益；中美对抗，

对两国和世界都是灾难。当前中美关系陷入困境的主要责任在美国，美方应以中美元首通话为

契机，摒弃既往的错误政策，在尊重彼此核心关切、妥善管控分歧的基础上继续推动中美高层

接触对话，为两国关系增添更多积极因素，为中美关系尽快回到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创造条件。

另一方面，必须对美做好“以斗争求团结”的万全准备。毛泽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

后就提出“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的著名论断 [15]，对于今天的中

美关系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面对特朗普已经发动的对华关税贸易战，以及未来在台湾问题

等诸多方向更为激烈的遏制打压，我们必须要理直气壮地进行坚决斗争，坚决捍卫中国的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事实上，相较于特朗普第一个任期，中国在应对美国对华遏压方面已具备了

更足的底气、更强的韧性和更大的战略自主和回旋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2 年两会期间从

战略高度指明了我国发展仍具有的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包括 ：“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持续快速发展积累的坚实基础，有长期稳定的社会环

境，有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16] 这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是新征程上应变局、开新局，掌握历

史主动的强大底气所在。我们在清醒看到风险挑战的同时，也应自信地看到自身实力、政策和

斗争的关键意义，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大陆完全有实力、有

能力、有办法有力有效地应对特朗普政府对中美关系以及台湾问题的冲击。

（三）在台湾问题上，旗帜鲜明地开展反干涉、反分裂斗争

特朗普第二任期，对美涉台形势复杂严峻，不确定、不稳定、难预料的因素显著增多，对

美对台工作的联动性更加紧密。多年来，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损害互信、干扰合作的一

项负资产，而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 14 亿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因此，中

国政府一直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对于“台独”势力分裂活动和

外部纵容支持，我们不会听之任之。希望美方把总统先生不支持‘台独’的积极表态落实到行

动上”。[17] 在利马举行的“习拜会”上，习近平再次告诫美方 ：“‘台独’分裂行径同台海和平

稳定水火不容。美方想要维护台海和平，关键是要认清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本性，

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明确反对‘台独’，支持中国和平统一”。[18] 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的

中美元首首次通话中，习近平也特别提醒，“台湾问题事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美

方务必慎重处理”。[19] 中方之所以在中美元首之间屡屡重点提及台湾问题，既是提醒也是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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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让美方乃至国际社会充分认识到，台湾问题对于中国的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敏感性以及“台

独”分裂的危害性和危险性，认识到当下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本质，进一步强化对

中国大陆红线底线以及“台独意味战争”的风险认知。因为，前已述及，特朗普和赖清德两个

“政治狂人”的上台，美台必然会加大勾结挑衅大陆的力度，台海地区的“灰犀牛”和“黑天

鹅”事件可能呈多发态势，意外突发乃至擦枪走火事件升级失控的风险增大，我们必须保持忧

患意识、底线思维甚至极限思维，坚决开展反干涉、反分裂斗争。中国人民从来不信邪、不怕

鬼，新中国就是在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中发展壮大起来的。2022 年 8 月中国政府发布的《台湾

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明确指出，“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

要措施的选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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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非针对台湾同

胞，非和平方式将是不得已情况下做出的最后选择”。[20]

当前，百年变局和民族复兴叠加共振，中国大陆正满怀豪情加快全面深化改革、以中国式

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台湾问题绝不能无限期拖延下去，“必须统”是于情于

理的民族意愿，“必然统”则是无法阻挡的客观大势，中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

所向。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接近目标，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会越大。在中国由大到强实现统一

的历史进程中，目前这场斗争是迟早要来的，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也是绕不开的必然挑战。

我们别无选择，必须跨过这个坎。展望未来，中美围绕台湾问题开展的“反独促统”与“反华

阻统”的斗争愈益复杂尖锐，要求我们必须保持战略远见、战略清醒以及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心，

立足全局、长远和大势看问题，在统筹两个大局中作决策，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

从战略全局出发，积极防范化解风险，塑造态势，管控危机，化危为机，敢拼善赢，努力将台

湾问题的消极干扰降至最低，以最小成本代价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为服务自身战略目标和阶

段目标贡献力量，全力推动中国统一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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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s on China-US Relations and the Taiwan Question  
in Trump’s Second Term

 Zhu Weidong

Abstract:After Trump comes into power again, the storm centered around the “MAGA Movement” has 
swept across the globe, bringing more uncertainties and unpredictable risks and challenges to China-
US relations and the situa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is also indicates that the US policy of “using 
Taiwan to contain China, obstructing reunification and supporting ‘Taiwan independence’” will enter a 
new stage. The China-US relations and the cross-strait policy during Trump’s second term are deeply 
influenced by Trump’s ambitions, personality traits, power base and the direction of his governance. The 
“Trump-Lai combination” will escalate the complexity and confrontational nature of the situa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Facing the complex and severe challenges brought about by Trump’s comeback, we 
must always maintain strategic confidence and strategic focus and respond calmly. We should plan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take actions in response to the situation, and 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rend, and shape China-US relations with our own strategic cho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verall 
strategy, we should firmly and flexibly apply the strategy of “countering two-handed tactics with our 
own two-handed tactics”, be brave, good and skillful in struggle, and promote both China and the US 
to find the right way to get along with each other. Regarding the Taiwan question, we should clearly 
and resolutely carry out the struggle against interference and separatism, make every effort to create a 
situation favorable to us, prevent and defuse ri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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