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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和平统一关键在于“政治”与“民意”

浙江海洋大学港台侨研究所副研究员 欧阳城旺

祖国统一问题一直深受全国人民关注。香港、澳门均已回归祖国

20余年。越来越多人急切盼望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最终统一。

一、明晰政治内涵，需深刻理解台湾问题的特殊性

要解决好台湾问题，务必认识到台湾问题相较于港澳问题有诸多

特殊性：第一，主权问题。香港澳门最先解决的是主权回归问题，而

目前台湾的主权问题是执政权、治权和制度问题；第二，政治地位。

回归前的香澳一直是英国、葡萄牙殖民统治下的地区，回归后其本身

的政治地位很明确就是中央政府治下的特别行政区，而台湾则存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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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以“中央”自居的政治当局；第三，今时不同往日。香澳回归时，

主要涉及与英葡两国政府的谈判，而在台湾问题上，则既要与政党、

政治当局接触，更涉及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发展的倾向。这与 40年

前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时希望通过两岸政党间谈判协商的方式解决

台湾问题已大不相同；第四，外部影响。香澳回归时，英、葡已经无

力维持殖民统治，而美国迄今仍试图以台湾问题作为牵制中国手段。

二、发挥政治优势，要注重历史经验的总结

自从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正式提出以来，先后收回了香港、澳

门的主权，并将其付诸实践已经 20余年。我们应当很好地总结这些

方面的经验，除了继续深化港澳的“一国两制”，也可以为采用“一

国两制”模式最终解决台湾问题提供良好借鉴。

中国共产党要通过密切联系群众这一最大政治优势建立政治自

信心。进入新时代，两岸情势与改革开放之初已大不相同。推行一国

两制、和平统一既有了空前雄厚的基础，也存在迄今难以克服的障碍。

具体表现在：两岸各方面力量对比已经逆转，大陆方面优势越来越大；

中美整体实力差距急剧缩小；但美国存在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的可

能性；岛内对统一和一国两制的误解、疑虑、抗拒仍然较为强烈。

三、争取台湾民意，应坚定自信的步伐

不少人因为目前“一国两制”在台湾遭到污名化、岛内对统一和

“一国两制”意愿不高而不满进而忧虑甚至转而主张武力统一。这一

方面是忽略了台湾问题的特殊性、复杂性，尤其是两岸统一问题的根

本属性，即它从根本上讲是一个政治问题，所以既不是单纯的经济、

文化交流可以完成，也不是急躁、粗糙的武力统一可以妥善解决的。

另一方面是机械、固定地看待民意问题，认为目前岛内不利于和平统

一的氛围是铁板一块、一成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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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很多前例来看恰恰相反，民意是完全可能、也完全可以改变的。

革命年代，全国民众从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主张不理解转向理解支持、

并唾弃国民党政权，仅仅用了 20多年的时间。台湾岛内的不利氛围

也主要是这 20多年形成的。台湾岛内目前形成了选举政治，其兴趣、

议题、倾向更具有可变性，岛内历次选举的政治钟摆已经震荡了数次，

尤其是这两年因为社会问题和民怨引发的“韩流”（韩国瑜及其支持

群体）的兴衰，也让我们从中看到改变岛内民意的可能性和机会。

要进一步推动和平统一进程，除了继续累积统一的力量和动能、

妥善处理中美等大国关系以争取有利的外部环境、加深两岸的交流与

融合，关键是要争取台湾岛内多数民众，引导台湾岛内民意向有利于

和平统一的方向转化。我们尤其要克服部分人存在的耐心和定力不

足，对扭转岛内民意要有充分的信心。

四、紧牵“政治”与“民意”，建言献策解决“台湾问题”

既然我们有政治工作和群众路线的传统，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自

信，在 20年左右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多方着

手，逐步引导、改变岛内目前不利于和平统一的民意。

首先，要调整原先主要依靠两岸政党、政治机构谈判解决问题，

或者通过经济让利间接影响台湾民众的方式。像革命年代直接与亿万

农民打交道一样，走进去、走下去，直接面对台湾 2300 万民众，直

接诉诸改变他们对大陆和“一国两制”的观感、印象、观念，而不能

隔层、拐弯。这也正是习总书记强调的两岸要心灵契合，不向外求，

这样才能保证大陆声音传播的有效性、真实性、影响力。

其次，要如习总书记提出的，在两岸各方面各层次充分接触、沟

通、商议的基础上，逐步提出明确、清晰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包括两岸统一前的过渡安排、两岸统一后的制度框架、互动模式、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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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机制、两岸民众的利益体现与参与途径等。扶正才能驱邪，才能消

除台湾民众的疑虑和困惑，消除“一国两制”被污名化的负面影响。

第三，发展好大陆自身的同时，在两岸交流过程中要有意识地增

强大陆方面的影响力。扩大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世代在大陆就业、生

活与受教育的规模和范围，让他们能直接接受大陆的正面影响。同时

利用现代信息社会的便捷渠道，增强大陆社会、传统文化、流行文化

对台湾年轻一代的影响力、吸引力，提高台湾年轻人对大陆社会文化

的认同。争取了台湾年轻人的认同，就是争取了两岸和平统一的未来。

第四，要面对台湾内部转型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为台湾各阶层民

众找方案、找出路。目前岛内各主流政党大多纠缠于意识形态纷争、

党派斗争，忙于接二连三的选举活动。多的是对民意的一味表面迎合、

开支票、短期操作，而对于长期性、根本性、结构性的、事关岛内发

展前景却要伤筋动骨得罪人的问题往往避而不谈。这正是我们可以大

大着力之处，既体现我们纾解岛内困境的善意，又凸显岛内政客的面

目，更有可能籍此将岛内的顺利转型、健康发展与整个国家的深化改

革、推进现代化紧密对接，造成有利于和平统一的大趋势。

第五，建议中央在合适时机、下定决心正式开启和平统一政治进

程的关头，集中、整合各方面力量，成立位阶较高、权威较高的领导

机关。建国之初，为了准备解放台湾，成立了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

以大军区、大战略区的规格，以相当于大将级别的高级将领担纲。现

在如果能在中央层面设立诸如国家和平统一工作委员会等名义的领

导机关，必将令出如山、各方闻风而动，人心振奋，提高各项和平统

一事务的推进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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