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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全中国

人民包捂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有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中国共产

党人始终范国家的统一当作岳己奋斗的一个重要自标。分别以毛

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三代领导集体，为 r实现这

一重要目标己经连续奋斗了整整半个世纪。 他1f1在各个时期总是

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以自旱日结束

国家的分裂局面。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 -1t领导集体，在解决台湾问题、

撞动祖国统一进程中，确立了如F一些基本原则和政策:

(1)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领土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员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泛的姓一合

法政府。

(2) 为了维护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

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中国人民一定要解

放台湾。

(3) 解决台湾问题属于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于涉，竖决反

对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台湾强立"的图谋c

(4) 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种是战争的方式，一种

是租平的方式，我们力争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希望国共同党进行

第三次合作，通过协商谈判实现祖国的统一。

(5) 台湾因归祖国后， I在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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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权、人事安排悉委于蒋，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这一

闰题让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

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所确立的这些基本原则和政策，经过中

共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继承和发挥，更加走向成熟和完

善。中共三代领导人各自采取的方针政策，表现出鲜明的一贯性

和连续性。以邓小平为核岳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毛泽东、

南恩来关于租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思想和实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

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基本方针，成功地解决了香

港问题和澳门问题，并推动海峡两岸关系取得了突破性进展c 以

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

!挟，继续坚持"和平统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正在为发展

面向 21 世纪的两岸关系、挂动祖国和平统→进程而继续努力 c

中共三代领导人前仆岳继，再接再厉，不断开拓着同一条

路，领导中国人民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不懈奋斗。

一、毛泽东、周恩来主张通过谈判平行解决两种不

同性质的台湾问题，为祖盟和平统一绘制宏伟的蓝图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以蒋分石为

苦的一部分国民党军政人员败退台湾，从此彭成了"解放台湾"

与"反攻大陆"的对d母与隔绝局面。不久，由于美国的干涉，事

情就变得更加复杂住了。如何实现中国的统一?以毛泽东为核心

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需要同时处理国际国内的两道难题。

(-)反对侵略，捍卫主权，坚持"一个中臣"的原则霉努

力排除外来干拢，为统一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

草草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出于反华反共的立场和战略需

要，派遣第七舰M.入侵台湾海峡，宣布"台湾地位未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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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紧对台湾的实际控制。 1950 年 7 月，美国向台北派驻 "f使吏

节

美蒋之i闰可的正式"官方"关系。美国还利用在联合国的操纵地

位，支持台湾当局占据联合国的席位，阻挠和反对恢复中华人民

共布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和权利。在军事上，美国将台湾纳入

其防御体系，建立起美国在远东的侵略基地，支持并直接参与国

民党军队骚扰和捏捏我沿海地区，威胁我国安全。 1954 年 12 月，

美国同台湾当局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从而同日本、南朝

鲜、菲律宾等国家正式建立起对我国的包围圈 c 退踞台湾的国民

党集团的一部分军政人员，在美国政府的扶持r，同祖国大陆形

成了长期对峙与踊绝的状态。

因此，台湾问题不仅是长期以来中美关系中矛盾与冲突的焦

点，成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而且也是中国人民为实现

祖国统一所必须要清除的最大国际障碍。

朝鲜停战和印度支那恢复和平以后，国际紧张局势趋于缓

和。日内瓦会议之后，周恩来曾多次指出:这次会议的成就，充

分有力地证明，国际争端是可以经过和平胁商获得解决的;同时

也为进一步协离解决其他重大国际问题开辟了道路。

基于这种对形势的估计和认识，中共中央于 1954 年 7 月发

出关于解放台湾宣传方针的指示明确指出，在美吕尚未参加战争

的时候嘻要采琅外交斗争的方法。中国政府一方面通过多种外交

方式坚决反对美国的侵略和干涉，一方面表示愿意向美国政肩租

平协商解决两国之间的争端。

为了探寻解决中美两国争端的途径，中国政府自 50 年代中

期起，即开始向美国对话η]955 年 4 月，在亚非会议期间，周

恩来就台湾地区局势问题发表声明说中国人民向美罢人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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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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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租缓台湾地区

的紧张局势问题。"①在英国政府的斡庭下，中美两国从 1955 年

8 月开始举行大使级会谈，直到 1970 年 2 月，历时 15 年，谈了

136 次。由于美国政蔚长期以来坚持敌视中国的立场，顽固推行

"两个中国"的政策，在缓和与消除台湾海峡地区紧张局势这个

关键问题上，始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虽然如此，中国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中美之间的医际争端的大

门却→直是敞开着的。正如属思来总理所说:中国政府要求美国

政府不要继续于涉中国内政，美国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

这撤走，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 5虫立和领土完整;这个问

题解决了，一切问题就解决了，中美关系就可以建立了:这是我

妇从 1955 年中美两国大便级会谈 15 年来一贯的主张，没有别的

要求 O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1存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一向是十

分明确的。 1971 年 7 月，周恩来总理在向外宾的一次谈话中，

曾经作了这样的概括:

中美之间最大的问题是台湾问题c 我们过去和现在历来公开

主张:

第一，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房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

法政府c

第二，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二次大战后已经归还中国了，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

外人干涉。

第三，说台湾地位未定是不合历史事实的，是荒谬的。

① 《人民日报> (1955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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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我们坚决反对"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

类似的主张出现在世界的政治活动中。

第五，我们反对所谓的台湾独立运动。这完全是外加的，是

有外人操纵的。

第六，美国应该把它的一切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从台湾和台

湾海峡撤走。

第七，吴蒋防御台湾和澎湖到岛的条约，是 1954 年杜勒斯

踉蒋介石签订的，是非法的、无效的。

第八，联合国只要出现"两个中臣"或者"一中一台

者类f似以的形式，我们就不去，坚决不去。

由于多年来我国政府坚持强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向美国

政府的侵略政策和强权政治进行了长期不髓的斗争，捂着中国国

力的逐步增强以及国际地位租威望的不断提高，我国政府维护

"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支持和理解。 1971

年 10 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 2758 号决议，假复中华

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和ij，并驱逐台湾当局的"代

表'二到 1975 年底，世界上己有 107 个国家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

系。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由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相新中

国的发展壮大，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寻求同中国改善关系的

途径。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及时作出震惊世界的重大决

策，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时年 70 余岁高龄的毛泽东、

周恩来。同美国领导人范克松、基辛格等先后进行了数十次、近

百个小时的谈判与协商，双方于 1972 年 2 月在上海签订了中美

联合公报。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史上重要的一页，它

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过程的开始，为以后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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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和发展打下了基础。在台湾问题上，中美双方各自阐述了在己

的立场。中方重申: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关系正常住的关键问

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姓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嚣的

→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主IJ 国无权干涉:

美国全部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

对任向旨在制造"→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

国"、"台湾强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美方则第→

次公开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重要立场

"不提出异汉

恩恩、来会i谈炎召时才‘正式重申了一他处理台湾问题的五项原则:

(1)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昌的二部分，今后不再说台湾

地位未定。

(2) 不支持任何台湾强立运动。

(3)将在力所能及的革围内功睦 B 本进入台湾，也不鼓前日

本支持台湾独立运动。

(4) 支持任伺关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办法，不支持台湾当

局用任何军事方法回到大陆的企嚣。

(5) 寻求美中关系正常化，决定在四年内逐步从台湾撤走军

事人员和设施。

尼克松强调在政治方面有困难，还不能马上丢掉台湾，希望

在其第二届任期内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后来，由于人所共知的

原因，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拖了下来。

1978 年 12 月 16 日，中美两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

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美自承认中华人民共

有国政府是中国的惟→合法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

中国，台湾是中国的→部分。美国政府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建交

三原则，即:美国与台湾当局"商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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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从台湾撤军。中美两国从 1979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建立外交

关系 O

至此"一个中国"的原则已被国际社会和绝大多数国家普

遍承认。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用了整整

30 年的时间才走完了这必不可少的→步，取得了第二个阶段性

的姓科。这一胜利来得何等不易!走完这→步，为 1979 年后的

祖国统一事业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也为制定"和平统一、一

国两制"对台基本方针提供了→个十分重要的现实故据。

{二}中共中央制定"一纲四目"对台方针，初步绘制祖E

和平统一蓝图D

日内瓦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上了议事

注程。早在 1954 年底，周患来在同缅匍总理奈温的一次谈话中

就表示，如果能和平解放，何必诉诸战争?I 亚非会议期间，周

恩来在发表声晓表示愿意向美国政府坐下来泼判，讨论和缓台湾

地区紧张局势问题的同时，还表示愿意同蒋介石谈和平解放台湾

问题。

周恩来认为:这两种谈判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中美之间的是

国际问题，中国共产党和蒋分石之间的是国内问题，这两种谈判

显然有联系，但是必续分开。我们对这两种谈判都不拒绝，而是

采取主动来争取。他说，我fl1认为，这样平仔解决是有利的c

为争取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同盟、来在 1955 年 5 月 13 日第

一面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卡五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

时，代表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表达了这一愿望。他明确宣布:中

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 ß!P 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

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

湾。不久，他在→自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再一次作了上述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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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说，只要美国不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平解故台湾的可能性将

会继续增长。她还表示，如果可能的话，中国政府愿意向台湾地

方的负责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 1956 年 6 月，周

崽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更进二步提出"我们愿意同台

湾当局协离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

在他妇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

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1956 年，中国开始进入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努力维护

一个和平的E际环境以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成为中共所追求的两大吕标c 积极但成国共两党的第三次合

作，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问题便成为重要的一环n 1956 年 1

月 25 丑，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七提出:凡是能够团结

的，愿意站在我们队伍里的人，都要因站起来，不管他过去是做

什么的。比如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

场，如果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都要

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 1 月 30 日，周恩来在全国政

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更进一步提出:凡是愿意闰到大陆省亲会友

的，都可以回到大陆主来，凡是愿意走和平道路的，不管任何

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少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

咎既往。从此，蒋介石集团的人，只要愿意走和平道路，也就都

被包括在团结的范围之内了。

中共中央为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和对台政策传递到台

湾，挺进两岸关系的发展，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通过各种渠道，

采取各种办法开展了大量工作。 ]956 年 3 月 16 日，窍，恩来会见

即将赴台的李济深的前卫士长，请他搞活给蒋介石:我们从来没

有把和谈的门关死，任向和挠的机会我们都欢迎;我们是主张和

谈的，既然我古]说和谈，我{门就不排除任伺一个人，只要他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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