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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共中央五代领导集体推进
两岸统一的历史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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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完全统一，事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事关中华民族根本利

益，事关中国人民的崇高情感，也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历史使命。70 多年来，中共中央五代领导

集体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奋斗，制定和实施了一整套对台工作大政方针，在

政策、理论、思想及实践等各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粉碎了台湾当局“反

攻大陆”的妄想; 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推动、巩固与发展了国际社会一个

中国的格局与框架; 确立了国家统一的基本原则，积累了推进两岸统一的诸多宝贵经验; 沉重打击

了“台独”分裂活动，开辟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走向统一的正确道路，尤其是为两岸统一奠定了

厚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制度及治理等实力优势与基础。走过百年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带

领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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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完全统一，事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事关中华民族长远发展，事关中

国人民的崇高情感，也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历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 2019 年 1 月 2 日在《告台

湾同胞书》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上指出，“1949 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始终把解决

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作为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①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带领中国人民

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台湾问题产生后，中共中央五代领导集体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完成国

家统一的历史使命进行了不懈奋斗，在政策、理论、思想与实践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谱写了推进国

家统一的壮丽诗篇。

一、中共中央前四代领导集体推动两岸统一的政策、理论与实践

( 一)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推进国家统一的政策、理论与实践

1．“解放台湾”口号的提出与实践。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推进，1949 年 3 月 15 日，新华社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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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时评，第一次提出了“解放台湾”的口号。1949 年 4 月 23 日解

放军占领南京，之后，第三野战军进军福建和浙江东南部，承担准备解放台湾的任务。1949 年 10
月 25—27 日金门之战失利后，解放台湾工作转入渡船的准备等工作。1949 年 12 月 31 日，中共中

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提出 1950 年的任务是“解放台湾、海南岛和西藏”，“完成统一

中国的事业”。但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27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并下令第七舰

队侵入台湾海峡，阻止解放军对台湾的任何进攻。解放台湾的工作被迫停顿下来。朝鲜停战后，

1953 年 9 月，美国与台湾当局秘密签署“军事协调谅解协定”，次年 12 月 2 日双方签署“共同防御

条约”。为此，同年 12 月 8 日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不仅指出“条约”的非法与无效，而且强调“中

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中共中央同时认为，虽然“解放台湾”是既定方针，但斗争是长期的，需

要时间建设强大的海军与空军。
2．“和平解放台湾”主张的提出。1955 年后，随着国际形势有所缓和，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和平

解放台湾”的政策思路，主要从两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是敦促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谈判。1955 年 4
月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指出: 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

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8
月开始，中美两国在日内瓦开始大使级会谈。二是向台湾当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倡议。1955
年 5 月，周恩来提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

3．“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思想的提出。1960 年 5 月，周恩来将毛泽东有关“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的思想要点，概括为“一纲四目”。“一纲”，即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为: 一是台湾回归祖

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陈诚、蒋经国亦悉由蒋意重

用。二是( 台湾地区) 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三是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

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进行。四是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①

概括起来，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到 1970 年代中期，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推进国家统一的政

策、理论与实践上的贡献主要在于: 一是强化沿海沿边国防建设，有力地粉碎了国民党当局“反攻

大陆”的各种图谋和行动; 二是于 1971 年 10 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挫败了

美国等企图在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三是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的重要思想、基本原则和政策主张; 四是在涉台外交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推动中法、中英、中日等

国家间关系正常化，在国际社会构建一个中国的格局与框架，“为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不可或缺的

条件”。② 为此，1949—1976 年期间中国政府涉台外交政策重点与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巩固国

家独立自主、保障国家安全。海峡两岸双方在国际场域进行了“中国代表权”的争斗，一是邦交国

的争夺战，二是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之争。中国大陆一方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 二)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推进国家统一的政策、理论与实践

1．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1979 年元旦，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邓小平所提出与确立的中美建

交三原则:“断交”“撤军”“废约”得到落实，中美两国先后签署了三个联合公报，建立起在一个中

国原则基础上推进与发展中美关系的政治框架。
2．创造性地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对台政策由“解放台湾”正式转变到“和

平统一”，正式提出了“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提法，不再用“解放台湾”的说法。标

志性的对台政策先后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叶剑英的“叶九条”、邓小平的“邓

六条”等。

·9·

严安林: 论中共中央五代领导集体推进两岸统一的历史性贡献

①

②

参见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编: 《中国台湾问题: 干部读本》，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5 年 3 月，第 34 页。
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编:《中国台湾问题: 干部读本》，第 35 页。



特别是 1984 年 10 月邓小平指出: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政策就是把住不放，这个我们看准

了。”①“美国目前有一股势力，继承‘杜勒斯主义’，把台湾当作美国的‘航空母舰’和势力范围。”②

他强调:“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台湾问题。只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

式。”③用和平的方式、保持台湾现有制度不变、实现国家统一，这个代价是最低的，符合台湾民众的

利益，也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再没有比‘一国两制’的办法更合理的了。”④

3．坚持和平统一大政方针，但不放弃武力为后盾。两岸统一的政策，一向是两手政策，如果说

早期的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方略中，并未放弃和平谈判的一手，那么，和平统一的政策中，也从来没有

放弃武力的一手。对此，邓小平有充分的论述: “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

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怎

么办? 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统一? 当然，绝不能轻易使用武力，因为我们精力要花在经济建设

上，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但是，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

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⑤

4．推动与英国、葡萄牙协商解决香港与澳门的回归。通过 1980 年代初期中英香港问题的谈判

与其后中国与葡萄牙政府的谈判，1984 年 9 月 26 日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87 年 4 月 13 日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

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为台湾问题的解决与两岸统一提供了先例。
( 三)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推进两岸统一的政策、理论与实践

1．按照“一国两制”模式顺利实现香港与澳门回归，完成了两岸统一的第一步。1997 年 7 月 1
日，中国政府正式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自鸦片战争以来香港被英国统治 150 多年的历史至此结

束，开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历史新阶段。1999 年 12 月 20 日，澳门正式回归祖国，

中国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为此，江泽民指出:“香港回归祖国，标志着‘一国两制’构想的巨

大成功，标志着中国人民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⑥

2．推动实现“汪辜会谈”与“汪辜会晤”。1993 年 4 月 27—28 日在新加坡举行大陆海协会会长

汪道涵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的“汪辜会谈”，这是两岸受权民间机构负责人首度会晤，双方

签署《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等四项协议。江泽民对此给予高度肯定:“它标志着海峡两岸关系发展

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⑦ 1998 年 10 月 14—15 日，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

在上海举行“汪辜会晤”，“进行了两岸政治对话”，“为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发挥重要作用”。⑧ 汪

辜一小步，两岸关系一大步。10 月 19 日江泽民在北京礼节性会见辜振甫。
3．提出了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的八点主张( “江八点”) ，⑨强调中国政府不承诺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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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使用武力，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台独”图谋，不是针对台湾同胞，提出与确立了“文

攻武备”的两岸统一的总方略。①

4．就台湾当局的政治定位问题进行探讨与表述。如 1998 年 10 月 14 日“汪辜会晤”中，汪道涵

代表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处理台湾当局政治定位的 86 字“箴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

是中国的一部分，目前尚未统一。两岸应共同努力，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平等协商，共议统一。一

个国家的主权与领土是不可分割的，台湾的政治地位应该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进行讨论。”②

5．在国际社会开展反分裂、反“台独”斗争。针对 20 世纪 90 年代李登辉当局推动的“台湾问题

国际化”动作，包括各种形式的“度假外交”“过境外交”等，特别是李登辉的“访美”，以及 1994 年

美国政府开始进行的台海政策调整，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与台海两岸积极开展反分裂与反“台独”
斗争，迫使美国克林顿政府认识到台湾问题的敏感性。1998 年 6 月 30 日，克林顿在上海公开承诺

美国对台政策“三不”立场，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 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不支持

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③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指出: “美国总统公

开做出上述承诺，这是第一次。”④

6．先后发表两份有关台湾问题与国家统一的政策白皮书。一是 1993 年 8 月 31 日发表的《台

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白皮书，主要是针对台湾当局从 1993 年开始推动的“参与联合国”活动，阐

述了中国政府处理涉台外交的具体政策原则。⑤ 二是 2000 年 2 月 21 日发表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与

台湾问题》，主要向国际社会阐述中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和政策。⑥

( 四)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推进国家统一的政策、理论与实践

1．推动“依法反独”“依法促统”。根据台湾政治局势演变，特别是 2000 年 5 月 20 日陈水扁上

台后推行“激进台独”路线，“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日益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成为对

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现实威胁，“如不予以坚决反对和遏制，势必严重威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断送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危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⑦ 2005 年 3 月 14 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

三次会议制定与通过《反分裂国家法》，⑧将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法律化，依法反“独”、依法遏

“独”。
2．推动并实现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会晤( “胡连会”) 。2005 年 4 月下旬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

“登陆”，4 月 29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会见连战一行，提出了发展两岸关系的四点主张，双方达

成促进两岸关系和平稳定五方面“共识”的《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⑨ 这是国共两党最高领导

人自 1945 年重庆谈判以来 60 年的首度会晤，在两岸关系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3．正式提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思想。2008 年 12 月 31 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的纪念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30 周年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发表《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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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二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6 年 9 月，第 197 页。
《汪道涵会见辜振甫谈话提纲》，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编:《两岸对话与谈判重要文献选编》，第 422 页。
钱其琛著:《外交十记》，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 10 月，第 314 页。
钱其琛著:《外交十记》，第 314 页。
《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993 年 8 月 31 日。
《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0 年 2 月 21
日。
胡锦涛:《关于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的四点意见》，新华社 2005 年 3 月 4 日电。
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编:《中国台湾问题( 干部读本) 配套资料》，北京: 九州出版

社，2015 年 3 月，第 6－7 页。
参见《大事概述: 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全国台湾研究会编:《台湾: 2005》，北京: 九州出版社，2006 年

10 月，第 292 页。



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讲话( “胡六点”) ，阐述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思想及其

政策主张。
4．坚决反对“一边一国论”与陈水扁当局“公投”“制宪”等“台独”分裂图谋与活动。2003 年 11

月 21 日温家宝总理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总编采访时表示:“当台湾当局的领导人试图要把祖

国的领土分裂出去的时候，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会答应。中国人民会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祖国的统

一。”①胡锦涛也多次强调: 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反分裂国家法》提出了三种情况下，即

“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

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

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②

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推进两岸统一的政策、理论与实践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动国家统一的政策、理论与实践创新方面均取

得重大进展。台湾问题关系到中国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习近平关于国家统一的重要

论述，始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组成元素，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
思想与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一)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国家统一的政策与理论

1．十八大以来对台政策基本要点包括: 一是将国家统一思想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

机结合在一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奋斗总目标，对台政策则是其中的有机组成部

分。二是提出对台工作重要核心理念是“两岸一家亲”。三是提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实现中国

梦的必由之路。四是强调依法推进祖国统一是实现中国梦的历史必然。五是突出强调国家统一的

基础与条件在于中国大陆自身的发展与进步。六是指出“一国两制”是解决国家统一的最佳制度

选择。
2．十八大以来对台政策与理论的特色，主要有: 一是强化“两岸命运共同体”意识。习总书记强

调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其核心是认同大陆和台湾同属

一个中国。深化两岸利益融合，共创两岸互利双赢，增进两岸同胞福祉，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的宗旨。他指出，两岸交流，归根到底是人与人的交流，最重要的是心灵沟通，统一是心灵的契合。
二是提出统一在时间上要有一个“阶段性安排”。2016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建

党 95 周年讲话中明确指出: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必然要求。三是中国大陆自身的实力决定国家统一的前途。习总书记指出: 两岸关系发展前景，

取决于大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即从根本上说，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是祖国大陆发展进

步。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四是突出坚定的反“台

独”立场。2016 年 3 月 5 日，习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座谈时发表重

要讲话，指出将坚决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让国家分裂

的历史悲剧重演。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和坚定意志，也是我们对历史对人民的庄严承诺

和责任。习总书记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更明确指出: 中国人民有坚定的意

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一切分裂国家的活动!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一个共同信念，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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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接受〈华盛顿邮报〉总编唐尼采访时谈台湾问题》，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编:《两岸对话与谈判重要文献选

编》，第 14 页。
《反分裂国家法》，新华社 2005 年 3 月 14 日北京电。



就是: 我们伟大祖国的每一寸领土都绝对不能也绝对不可能从中国分割出去! 五是要和平统一台

湾，需要致力于排除干扰两岸统一的美国因素。为此，2016 年 9 月 3 日，在 G20 杭州峰会期间，习

近平在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时就特别强调:“中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遏制任何形

式的‘台独’分裂行径，努力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争取国家和平统一的前景。希望美方恪守一

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以实际行动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中美合作大局。”奥巴

马在回应时表示，在台湾问题上，美方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反对任何寻求台湾“独立”的做

法。之后，无论是 2017 年 2 月 10 日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通话，还是 2017 年 4 月 6－7 日

海湖庄园会晤、2017 年 11 月 8－10 日特朗普访问中国的会晤中，习近平均反复强调台湾问题是中

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事关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希望美方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防止中美关系大局受到干扰。特朗普也多次承诺美国政府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2021 年 2 月

11 日，习近平在与美国新任总统拜登通话中指出: 台湾、涉港、涉疆等问题是中国内政，事关中国主

权和领土完整，美方应该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慎重行事。拜登表示，美中两国应该避免冲突，可以在

气候变化等广泛领域开展合作。美方愿同中方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开展坦诚和建设性对话。①

3．“习五条”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国家统一描绘“路线图”。2019 年 1 月 2 日习总书记在纪

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 周年大会上，发表了《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

斗》的重要讲话( “习五条”) ，全面回顾对台工作和两岸关系重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两岸关系发展和

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 70 载两岸关系发展历程的历史定论，

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讲话郑重提出了新时代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和

平统一的五条重大政策主张: 携手推动民族复兴，实现和平统一目标; 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

和平统一实践;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维护和平统一前景;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夯实和平统一基础; 实

现同胞心灵契合，增进和平统一认同。同时，讲话深刻揭示了台湾前途命运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

联系: 台湾的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福祉系于民族复兴。这充分体现了对台湾同胞利益福祉

的关心关怀，也鲜明表达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与外来干涉的严正立场。“习五条”的鲜明特征在

于统一的紧迫感强烈，堪称“统一宣言书”，是推动和平发展、推进统一进程的纲领。
( 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国家统一的实践成果

1．不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以夯实和平统一的基础。不仅坚定不移地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的持续深化，而且在台湾政治局势发生逆转情况下，持续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向不被逆

转，持续地推进两岸融合发展、台湾同胞的“同等待遇”等政策举措。
2．推动并实现两岸领导人历史性会晤。2015 年 11 月 7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与

台湾方面领导人马英九在新加坡举行了举世瞩目的“习马会”。这是两岸关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开创了两岸领导人直接对话沟通的先河，两岸交流互动提升到新的高度，翻开了两岸关系发展新篇

章，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
3．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2014 年香港“占中”事件与 2019

年发生的“修例风波”以及“黑色暴力”活动，凸显了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存在的法律漏洞和缺

失，凸显了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为此，2020 年 5 月 28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

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2020 年 6 月 30 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

护国家安全法》。这不仅稳定了香港局势，也为两岸关系和平稳定提供助力。
4．积极营造了有利于中国完全统一的国际环境。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但其中的国际因素

却也是客观存在，为此，积极开展涉台外交、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是推进两岸统一的重要课题。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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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涉台外交不断取得重要进展，“台独”的国际空间

越来越小。2021 年 2 月 22 日王毅国务委员在“对话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
蓝厅论坛开幕式上致辞指出: 我们希望美方也能够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民族尊严和发展权利，停

止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制度的抹黑诋毁，停止纵容甚至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错误言行，停

止在香港、新疆、西藏等中国内部事务上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

三、中共中央五代领导集体擘画两岸统一“路线图”

( 一) 中共中央五代领导集体共同锻造两岸统一的政治框架

1．一个中国原则。这是推进两岸关系与国家统一的核心原则。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毛泽

东就特别强调: 只要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立场，晚统一若干年也没有关系。强

调了两岸关系中一个中国原则的重要性，进而在 1958 年第二次台海危机中，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

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决挫败美国企图制造的“两个中国”阴谋。邓小平也曾指出:“我们

允许包括美、日在内的各国同台湾继续保持民间、贸易、商务、投资等等关系，但‘中华民国’的旗子

总要降下来才行。我们不允许有什么‘两个中国’。”①

2．中国必须统一的原则。邓小平指出:“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

要统一的。”②习近平指出: 1949 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实
现祖国完全统一作为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国家强大、民族复兴、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更是任何

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 70 载两岸关系发展历程的历史定

论，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在总结 70 年中

国外交 8 条宝贵经验中的第 6 条就指出，“我们始终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出了

‘一国两制’方针，收回了香港、澳门主权，开辟了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进入新时代，

我们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在涉台、涉海、涉疆、涉藏、涉港以及经贸摩擦等一系列问题上

展现了铁一般的意志和决心，任何人都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③

3．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的原则。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不容外来势力的干涉和插手。
台湾问题的产生尽管与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东西方冷战有关，但主要是国共内战造成的，完全不同

于朝鲜半岛的分裂与德国的一分为二，他们都是国际协议下的结果。因此，邓小平强调: 台湾问题

“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④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

主要障碍，甚至可能发展成为两国关系中爆发性的问题。如果采用‘一国两制’的办法，不仅解决

了中国的统一，美国的利益也不致受损害。”⑤

4．和平与非和平( 武力) 两手解决的原则。由上述 1949 年迄今的中共中央历代领导集体解决

国家统一问题的思维与政策可见，不断强调“尽力争取和平统一，绝不放弃使用武力”，“切实加强

军事斗争准备”，即一向坚持“文”“武”“两手政策”。如果说早期的“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主张中，

从未放弃“和平谈判”的一手，那么，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政策中，事实上也从来没有放弃武力这

一手。对此，胡锦涛指出:“没有军事实力作后盾，没有武备这一手，和平统一是很难实现的。武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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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共处原则具有强大生命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97 页。



是维护一个中国原则、实现和平统一的强大后盾。军事斗争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后手段。”①

( 二) 中共中央五代领导集体持续努力夯实两岸统一根基

在中共中央五代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与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70 多年来对台工作与国家

统一工作成就巨大、不可低估。主要表现在:

1．建设了富强、民主、文明、美丽的中国。台湾问题的解决、两岸的最终统一需要大陆一方持续

不断的进步与发展，这是两岸统一根本性的实力基础，包括: 一是 1949 年后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

权，建立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二是 1979 年开始持续不断推进与确保

改革开放，提升了国家的综合国力; 三是建设了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 四是建立起全体中国人在国

家统一问题上的共同认知: 国家要统一、民族要复兴、人民要幸福的中国梦，奠定了两岸统一的社会

民心工程，等等。总之，两岸之间的力量对比在不断向有利于统一的方向发展。正如胡锦涛所强

调:“祖国大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巨大进步，是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实现祖国和平统

一的雄厚基础和可靠保障。”②

2．推动海峡两岸关系不断向统一的方向迈进。70 多年来两岸统一工作的进展主要体现在: 一

是打破两岸自 1949 年到 1987 年长达 38 年的隔绝状态，全面实现双向交流，实现人员往来与经济

社会融合、直接双向“三通”; 二是沉重打击了“台独”分裂势力的分裂活动，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

整，如历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反独”宣示、军机军舰绕台、制定《反分裂国家法》等; 三是两岸协商果

实累累，实现党政高层会晤，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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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两岸协商谈判，推进与中国国民党、亲民党、新党

等党际交流，建立两会协商机制并达成 23 项协议，进行“汪辜会谈”“汪辜会晤”，建立国台办与陆

委会之间的联系机制与“两岸热线”，实现国共最高领导人会晤与两岸领导人历史性会晤。
3．营造与优化了有利于两岸统一的国际环境。两岸分离 70 余年，迄今没有完全统一，相当重

要的原因是美国、日本等国际反华势力为台湾当局提供“保护伞”。为此，中共中央五代领导集体

始终坚持领导与大力推动涉台外交工作，取得了积极而丰硕的成果，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与中国走向完全统一的原则立场在国际社会获得压倒性支持。
4．确立了两岸统一的路线、阶段与步骤。如发展好中国大陆自身的各项事业; 在推进统一过程

中，先开展交流，再建立共同的认同，先民间后官方，先“和平发展”再“和平统一”; 开展台湾民心的

争取工作; 在国际社会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特别是明确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完成统一大

业的全局性思路等等。
( 三) 中共中央五代领导集体接力探索推进两岸统一路径

1．确立了在发展的基础上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的战略思路。在国家统一工作上明确

“发展是硬道理”。毛泽东曾讲过: 手里没有一把米，叫鸡，鸡不来。江泽民指出: 实力、政策与民

心，是解决台湾问题的三大法宝。习近平强调: 从根本上来说，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是祖

国大陆的发展进步。③

2．树立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完成统一大业的全局思路。江泽民指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

一和维护祖国的安全，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基础。”④胡锦涛指出: “解决台湾问题的核心是

实现祖国统一，目的是维护和确保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追求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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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

终结。”②

3．明确了通过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动两岸走向和平统一的道路选择。鉴于两岸在许多方面存

在差距的客观事实，中共中央五代领导集体在探索的过程中逐步确立起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政

方针，明确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两岸和平统一的必由之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维护两岸和

平、促进两岸共同发展、造福两岸同胞的正确道路。”③

4．必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活动。面对“台独”分裂势力日益猖

獗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的挑战，“反独”一直是中央领导集体对台工作中的重要

任务。习总书记为此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关系

就能改善和发展，台湾同胞就能受益。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就会导致两岸关系紧张动荡，损害台湾

同胞切身利益。”“两岸关系发展历程证明: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

事实，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 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天然情感和

民族认同，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④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

时候、以任何方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⑤

5．争取台湾民心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本路径。五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

针，先后提出“寄希望于具有光荣爱国主义传统的台湾同胞”，“争取台湾民心，是完成祖国统一的

重要基础。做好台湾人民的工作，争取和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同我们一道共同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始终是对台工作的重要目标”等主张，⑥立足于争取民心，壮大反“独”促统力量。
6．营造有利国际环境是实现两岸统一的重要条件。邓小平指出:“我们希望美国不要做妨碍用

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事情。美国有力量也有条件促进双方谈判，美国在促进用和平方式解决

台湾问题上，可以做很多事情。”⑦江泽民指出: “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太重要了。中美

双方在台湾问题上有共同点，都坚持一个中国，都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⑧胡锦涛提出:“努力化

解解决台湾问题外部阻力，积极营造有利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国际环境。”⑨

总之，中共中央五代领导集体在推进两岸统一的进程中，既秉持了“只争朝夕”、积极推动国家

统一的强烈进取之心，又抱持“不畏浮云遮望眼”的自信和定力。登高望远，看清主流，把握大势，

不断推动两岸关系克难前行，统一进程不断推进。之所以对两岸关系未来充满信心，对国家统一大

业充满信心，正如习总书记所指出:“两岸虽然尚未统一，但我们同属一个国家、同属一个民族从来

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因为我们的血脉里流动的都是中华民族的血，我们的精神上坚守的都是

中华民族的魂。”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一条维护两岸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走向民族复兴、造福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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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同胞的正确道路。”“中国梦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梦，需要大家一起来圆梦。”①这是习总书记对连战

与国民党的期待，也是共产党人自我的要求与遵循!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 责任编辑: 刘国深)

On the Historic Contributions of the Five Generation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the Promotion of the Unification of China

Yan Anlin

Abstract: To solve the Taiwan issue and realize the complete reunification of the country has a bearing on China's sov-
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Chinese nation，the lofty feelings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government． Over the past 70 years，the five generation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ve made unremitting efforts to accomplish this historical mis-
sion． They have formulated and implemented a set of major policies for Taiwan － related work，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in policy，theory，thought and practice，consolidated the new people's political power，and smashed the Tai-
wan authorities' delusion of“counter attack the mainland”． On the other hand，it is right under their leadership that the le-
gitimate seat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in the United Nations has been restored; one China pattern and framework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romoted，consolidated and developed，the basic principles of national reunification estab-
lished，and a lot of valuable experience in advancing the cross－Strait reunification accumulated． Moreover，they have dealt
a heavy blow to the separatist activities of“Taiwan independence”，opened up the right path for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the cross － Strait relations and towards reunification，and in particular，laid a solid political，economic，cultural，
military，institutional and governing foundation for the cross－strait reunification． Therefore，we are fully confident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which has gone through a hundred years，will surely lead the people to complete the great cause
of the reunification of the motherland．

Keywords: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the collective leadership of the Five generations，na-
tional unification，con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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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近平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一行时的谈话》，新华社 2014 年 2
月 18 日北京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