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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共两党都有开展互动交流的愿望。民进党坚持“台独”立场、不接受“九二共

识”，是民共两党无法进行党际互动交流的根本原因。为了打开民共互动交流的大门，民进

党务实派人士提出了冻结“台独党纲”的主张。放弃“台独”和接受“九二共识”之间不是

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九二共识”和“台独”之间存在广阔的中间地带。民进党放弃

“台独”，并不意味着它一定会接受“九二共识”。大陆的底线是民进党接受“九二共

识”，而非单单“放弃台独”。冻结“台独党纲”离放弃“台独”还有不小距离，不足以奠

定民共交流的政治基础。虽然民进党冻结“台独党纲”的主张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进步，但是

不宜对其做过高评价。“冻结”仅是暂时“中止”，而非永久“终止”。冻结“台独党纲”

的主张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大陆应对其保持高度警惕。不宜过高期待冻结“台独党纲”的结

果。民进党冻结“台独党纲”的可行性和可能性都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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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3 4年 月 日，习近平在看望出席全国政

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的民革、台盟、台联委员时

指出：“我们始终把坚持‘九二共识’作为同

台湾当局和各政党开展交往的基础和条件，核

心是认同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只要做到

这一点，台湾任何政党和团体同大陆交往都不

会存在障碍。”该论述重申了大陆与台湾当

局、包括民进党在内的台湾各政党开展互动交

流的前提条件。理解这一重大论述要同台湾有

关方面特别是民进党的反应结合起来。 年2013

12 26月 日，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柯建铭

提出了冻结“台独党纲” 的动议，以期为民进①

党的两岸政策形塑出新格局。 年 月初，民2014 7

进党务实派人士把冻结“台独党纲”提案交由

民进党党代会讨论审议。 年 月 日，在民2014 7 20

进党的全代会上，蔡英文以时间不足为由把冻

结“台独党纲”提案交由民进党中执会处理。

这实际上是把冻结“台独党纲”提案束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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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人把其简称为“冻独”。



·43··42·

王英津：冻结“台独党纲”能否开启民共两党互动与对话王英津：冻结“台独党纲”能否开启民共两党互动与对话

阁。虽然冻结“台独党纲”的动议仅是民进党

部分人士的主张，且未获得民进党官方的审议

和通过，但是这种主张并未就此销声匿迹，仍

有不少政治人士和学者对其抱有很高的期待。

对于冻结“台独党纲”，民进党尚缺乏深刻的

认识，低估大陆对“两岸一中”底线的坚守，

认为只要冻结“台独党纲”即可有希望打开民

共互动交流的大门；大陆的许多学者对冻结

“台独党纲”评价过高，主张大陆可借民进党

的这一模糊性“让步”，顺势与民进党开 互展

动交流。那么，我们该如何研判民进党冻结

“台独党纲”可能性的大小；民进党冻结“台

独党纲”与接受“九二共识”之间究竟还有多

大距离；民进党倘若冻结“台独党纲”，能否

打开民共互动交流的大门？为了回答这些问

题，笔者特做如下探讨。

一、民共互动的意义及瓶颈

在大陆看来，要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双方

的互动与互信非常重要。只有通过互动交流，

双方建立了政治互信，和平统一才有可能。倘

若缺乏起码的政治互信，和平统一就无从谈

起。在大陆与台湾建立政治互信的过程中，民

进党不能缺席。仅有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互信

是不够的。这不足以支撑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并使两岸最终迈向和平统一。适时开启民共互

动交流的大门，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是未来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应有之义。党和国家领导

人多次呼吁民进党放弃“台独”立场，接受

“一个中国”框架。大陆多次向民进党释放和

传递互动交流的愿望和信息。 年 月2008 12 31

日，胡锦涛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周30

年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对于那些曾主张

过、从事过、追随过‘台独’的人，我们也热

诚欢迎他们回到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

方向上来。我们希望民进党认清时势，停止

‘台独’分裂活动，不要再与全民族的共同意

愿背道而驰。只要民进党改变‘台独’分裂立

场，我们愿意作出正面回应。” 年 月2013 6 16

日，俞正声在第五届海峡论坛大会上的致辞中

强调：“即使那些曾经支持过、追随过、从事

过‘台独”的人，只要他们有改善和发展两岸

关系的意愿，我们也欢迎他们来大陆走走看

看。” 年 月 日，习近平在会见台湾和平2014 9 26

统一团体联合参访团时强调：“我愿再次重

申，我们对台湾同胞一视同仁，无论是谁，不

管以前有过什么主张，只要现在愿意参与推动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我们都欢迎。”

民进党也有与大陆开展互动交流的意愿。

如果民进党主张不与大陆互动交流，台湾的经

济就无法取得应有的发展，会影响到它在台湾

“大选”中的选票；即便能够上台执政，也难

以保证下届继续执政。然而，民进党的政治诉

求始终处于矛盾之中。民进党一方面有与大陆

互动的现实利益需求，另一方面刻意与大陆保

持距离，担心与大陆走得太近会导致其主体性

的丧失。这种矛盾的心态决定了民进党在两岸

关系发展上难以迈出实质性的步伐。然而，台

湾民调显示，多数台湾民众支持民共互动交

流，希望民共两党能够跨越障碍、共同促进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近几年来，民进党务实派人

士开始积极探索打开民共交流大门的途径，提

出了一些新论述。其中，谢长廷提出的“宪法

各表”论述很具代表性。这是民进党内部唯一

模糊地接受“一中” 的论述，属于民进党内部①

的新思维。除了谢长廷外，赖清德、陈菊等重

量级人物先后登陆。这显示了民进党内部存在

着一股要求加强两岸交流、积极探索民共互动

新路径和新模式的力量。 年 月底，民进2014 11

党赢得“九合一”选举，拿到了 个县市的执13

政权。民进党随即释放信息将在执政县市建立

两岸事务机制，扩大两岸县市层面的交流。此

外，民共之间的智库交流、学者交流、民间对

话已经出现。然而，这些交流均无法取得实质

性进展，不能解决民共两党之间的根本分歧。

其原因在于民进党拒不接受“九二共识”，民

共两党缺乏基本的互动交流基础。

可见，民共两党均有互动交流的愿望。然

而，民进党一贯坚持“一边一国”的“台独”

立场，不接受“九二共识”。这是民共两党无

法进行党际互动交流的根本原因。

二、冻结“台独党纲”是民进党务实派人

士为突破瓶颈进行的探索

为了准确地理解民进党部分人士冻结“台

独党纲”的动议，我们须先厘清“台独党纲”

的来龙去脉和目前状况。我们不能孤立地研究

“台独党纲”，须把“台独党纲”同民进党的

其他两个纲领性文件（即 年的“台湾前途1999

决议文”和 年的“正常国家决议文”）结2007

合起来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冻

结“台独党纲”的本质。

民进党是以民主为政治诉求而成立的政

党。但 成立后不久，其政治诉求开始民进党在

发生变化，由“民主诉求”转向“主权诉求”

（追求“独立建国”）。以 年 月民进党1991 10

全代会通过“台独党纲”为标志，民进党开始

追求建立“台湾共和国” 。所谓建立“台湾共①

和国”，就是要把台湾从“中华民国”分裂出

去，自然也不会承认“中华民国”及其“宪

法”。“台独党纲”内含的激进“台独”主

张，增加了台湾民众的顾虑，影响了台湾民众

的支持。民进党在此后的多次选举中接连败

北，一时无法扭转困局。在这种情势下，民进

党不得不向现实妥协。以施明德、许信良等为

首 的 民 进 党 中 央 进 行 了 一 次 重 大 改 革 ， 于

1999年出台了“台湾前途决议文”。该决议文

正式承认台湾现行政治体制，即承认“中华民

国”。这使得民进党完成了由推翻“中华民

国”到接受“中华民国”的转型。该决议文中

“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目前国号为中华民

国”的表述，表明民进党认为“中华民国”只

是“目前国号”，最终目标仍是“台湾共和

国”。可以说，民进党接受“中华民国”是迫

于选举的无奈。所以，民进党总是回避“中华

民国”，经常以“台湾”替换“中华民国”的

概念，实施“去中华民国”的变相“台独”政

策 。 年，在“台独”激进派党主席游锡[1] 2007 堃

的 主 导 下 ， 民 进 党 通 过 了 “ 正 常 国 家 决 议

文”。该决议文主张“正名制宪”，落实“法

理台独”。所谓“正名制宪”就是废除“中华

民国宪法”，重新制定“台湾共和国宪法”，

并把“国号”由“中华民国”改为“台湾共和

国”。此决议文在民进党的三个“台独”文件

中最为激进。但是，随着陈水扁主政时期的结

束，该决议文基本上没有政治市场了。

在以上三个文件中，“台独党纲”和“正

常国家决议文”是以“法理台独”为诉求的论

述。“法理台独”论述盛行于陈水扁时期，目

前已经被边缘化，不再代表民进党的主流意

见。“台湾前途决议文”是以“务实台独”为

诉求的论述，是民进党现行两岸政策的主要依

据。为了应对岛内外要求其调整两岸政策的压

力，民进党中的“务实台独”派人士主张采取

“原则不变、方法灵活”的策略。所谓“原则

不变”，就是坚持和维护台湾的“主体性”，坚

持两岸是“一边一国”；所谓“方法灵活”，就

是主张跟大陆和解，并 展互动交流，对大陆采开

取善意的态度和弹性务实的政策。

通过对民进党两岸政策的梳理，我们可以

得出以下两点结论。一是自 年民进党成立1986

以来，其两岸政策经历了两次调整：从“非台

独”转为“台独”，从“激进台独”转为“务

实台独”。从“非台独”转为“台独”体现了

民进党两岸政策“质”的变化，是根本性的；从

“激进台独”转为“务实台独”体现了“量”

的变化，是策略性调整而非战略性调整 。民进[2]

党未来两岸政策调整的方向是“务实台独”。

这是目前民进党内的主流共识。蔡英文强调，

“台湾前途决议文”是当前民进党内的主要共

识及与大陆互动的政治基础。二是“法理台

独”论述已经没有市场。尽管其在形式上仍存

① 准确地说，这里的“一中”是“虚体一中”。民进党试图借此给大陆以接受“一中”的假象。
① 民进党在“台独党纲”中载明：“基于国民主权原理，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及制定宪

法的主张，应交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选择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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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虽然冻结“台独党纲”的动议仅是民进党

部分人士的主张，且未获得民进党官方的审议

和通过，但是这种主张并未就此销声匿迹，仍

有不少政治人士和学者对其抱有很高的期待。

对于冻结“台独党纲”，民进党尚缺乏深刻的

认识，低估大陆对“两岸一中”底线的坚守，

认为只要冻结“台独党纲”即可有希望打开民

共互动交流的大门；大陆的许多学者对冻结

“台独党纲”评价过高，主张大陆可借民进党

的这一模糊性“让步”，顺势与民进党开 互展

动交流。那么，我们该如何研判民进党冻结

“台独党纲”可能性的大小；民进党冻结“台

独党纲”与接受“九二共识”之间究竟还有多

大距离；民进党倘若冻结“台独党纲”，能否

打开民共互动交流的大门？为了回答这些问

题，笔者特做如下探讨。

一、民共互动的意义及瓶颈

在大陆看来，要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双方

的互动与互信非常重要。只有通过互动交流，

双方建立了政治互信，和平统一才有可能。倘

若缺乏起码的政治互信，和平统一就无从谈

起。在大陆与台湾建立政治互信的过程中，民

进党不能缺席。仅有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互信

是不够的。这不足以支撑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并使两岸最终迈向和平统一。适时开启民共互

动交流的大门，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是未来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应有之义。党和国家领导

人多次呼吁民进党放弃“台独”立场，接受

“一个中国”框架。大陆多次向民进党释放和

传递互动交流的愿望和信息。 年 月2008 12 31

日，胡锦涛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周30

年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对于那些曾主张

过、从事过、追随过‘台独’的人，我们也热

诚欢迎他们回到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

方向上来。我们希望民进党认清时势，停止

‘台独’分裂活动，不要再与全民族的共同意

愿背道而驰。只要民进党改变‘台独’分裂立

场，我们愿意作出正面回应。” 年 月2013 6 16

日，俞正声在第五届海峡论坛大会上的致辞中

强调：“即使那些曾经支持过、追随过、从事

过‘台独”的人，只要他们有改善和发展两岸

关系的意愿，我们也欢迎他们来大陆走走看

看。” 年 月 日，习近平在会见台湾和平2014 9 26

统一团体联合参访团时强调：“我愿再次重

申，我们对台湾同胞一视同仁，无论是谁，不

管以前有过什么主张，只要现在愿意参与推动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我们都欢迎。”

民进党也有与大陆开展互动交流的意愿。

如果民进党主张不与大陆互动交流，台湾的经

济就无法取得应有的发展，会影响到它在台湾

“大选”中的选票；即便能够上台执政，也难

以保证下届继续执政。然而，民进党的政治诉

求始终处于矛盾之中。民进党一方面有与大陆

互动的现实利益需求，另一方面刻意与大陆保

持距离，担心与大陆走得太近会导致其主体性

的丧失。这种矛盾的心态决定了民进党在两岸

关系发展上难以迈出实质性的步伐。然而，台

湾民调显示，多数台湾民众支持民共互动交

流，希望民共两党能够跨越障碍、共同促进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近几年来，民进党务实派人

士开始积极探索打开民共交流大门的途径，提

出了一些新论述。其中，谢长廷提出的“宪法

各表”论述很具代表性。这是民进党内部唯一

模糊地接受“一中” 的论述，属于民进党内部①

的新思维。除了谢长廷外，赖清德、陈菊等重

量级人物先后登陆。这显示了民进党内部存在

着一股要求加强两岸交流、积极探索民共互动

新路径和新模式的力量。 年 月底，民进2014 11

党赢得“九合一”选举，拿到了 个县市的执13

政权。民进党随即释放信息将在执政县市建立

两岸事务机制，扩大两岸县市层面的交流。此

外，民共之间的智库交流、学者交流、民间对

话已经出现。然而，这些交流均无法取得实质

性进展，不能解决民共两党之间的根本分歧。

其原因在于民进党拒不接受“九二共识”，民

共两党缺乏基本的互动交流基础。

可见，民共两党均有互动交流的愿望。然

而，民进党一贯坚持“一边一国”的“台独”

立场，不接受“九二共识”。这是民共两党无

法进行党际互动交流的根本原因。

二、冻结“台独党纲”是民进党务实派人

士为突破瓶颈进行的探索

为了准确地理解民进党部分人士冻结“台

独党纲”的动议，我们须先厘清“台独党纲”

的来龙去脉和目前状况。我们不能孤立地研究

“台独党纲”，须把“台独党纲”同民进党的

其他两个纲领性文件（即 年的“台湾前途1999

决议文”和 年的“正常国家决议文”）结2007

合起来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冻

结“台独党纲”的本质。

民进党是以民主为政治诉求而成立的政

党。但 成立后不久，其政治诉求开始民进党在

发生变化，由“民主诉求”转向“主权诉求”

（追求“独立建国”）。以 年 月民进党1991 10

全代会通过“台独党纲”为标志，民进党开始

追求建立“台湾共和国” 。所谓建立“台湾共①

和国”，就是要把台湾从“中华民国”分裂出

去，自然也不会承认“中华民国”及其“宪

法”。“台独党纲”内含的激进“台独”主

张，增加了台湾民众的顾虑，影响了台湾民众

的支持。民进党在此后的多次选举中接连败

北，一时无法扭转困局。在这种情势下，民进

党不得不向现实妥协。以施明德、许信良等为

首 的 民 进 党 中 央 进 行 了 一 次 重 大 改 革 ， 于

1999年出台了“台湾前途决议文”。该决议文

正式承认台湾现行政治体制，即承认“中华民

国”。这使得民进党完成了由推翻“中华民

国”到接受“中华民国”的转型。该决议文中

“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目前国号为中华民

国”的表述，表明民进党认为“中华民国”只

是“目前国号”，最终目标仍是“台湾共和

国”。可以说，民进党接受“中华民国”是迫

于选举的无奈。所以，民进党总是回避“中华

民国”，经常以“台湾”替换“中华民国”的

概念，实施“去中华民国”的变相“台独”政

策 。 年，在“台独”激进派党主席游锡[1] 2007 堃

的 主 导 下 ， 民 进 党 通 过 了 “ 正 常 国 家 决 议

文”。该决议文主张“正名制宪”，落实“法

理台独”。所谓“正名制宪”就是废除“中华

民国宪法”，重新制定“台湾共和国宪法”，

并把“国号”由“中华民国”改为“台湾共和

国”。此决议文在民进党的三个“台独”文件

中最为激进。但是，随着陈水扁主政时期的结

束，该决议文基本上没有政治市场了。

在以上三个文件中，“台独党纲”和“正

常国家决议文”是以“法理台独”为诉求的论

述。“法理台独”论述盛行于陈水扁时期，目

前已经被边缘化，不再代表民进党的主流意

见。“台湾前途决议文”是以“务实台独”为

诉求的论述，是民进党现行两岸政策的主要依

据。为了应对岛内外要求其调整两岸政策的压

力，民进党中的“务实台独”派人士主张采取

“原则不变、方法灵活”的策略。所谓“原则

不变”，就是坚持和维护台湾的“主体性”，坚

持两岸是“一边一国”；所谓“方法灵活”，就

是主张跟大陆和解，并 展互动交流，对大陆采开

取善意的态度和弹性务实的政策。

通过对民进党两岸政策的梳理，我们可以

得出以下两点结论。一是自 年民进党成立1986

以来，其两岸政策经历了两次调整：从“非台

独”转为“台独”，从“激进台独”转为“务

实台独”。从“非台独”转为“台独”体现了

民进党两岸政策“质”的变化，是根本性的；从

“激进台独”转为“务实台独”体现了“量”

的变化，是策略性调整而非战略性调整 。民进[2]

党未来两岸政策调整的方向是“务实台独”。

这是目前民进党内的主流共识。蔡英文强调，

“台湾前途决议文”是当前民进党内的主要共

识及与大陆互动的政治基础。二是“法理台

独”论述已经没有市场。尽管其在形式上仍存

① 准确地说，这里的“一中”是“虚体一中”。民进党试图借此给大陆以接受“一中”的假象。
① 民进党在“台独党纲”中载明：“基于国民主权原理，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及制定宪

法的主张，应交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选择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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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但是在事实上已经为民进党主流派所抛

弃。从大陆方面看，虽然大陆反对任何形式的

“台独”分裂活动，但重点是反对与防止“法

理台独”。为此，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

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从国民党方面看，

马 英 九 多 次 表 示 国 民 党 不 仅 反 对 “ 法 理 台

独”，而且不会追求“法理台独”。从民进党

方面看，虽然有旨在实现“法理台独”的“台

独党纲”，而且其党内激进势力仍坚持“台独

党纲”，但是“台独党纲”存在引发战争的政

治风险，建立“台湾共和国”的目标不可能实

现，也不符合台湾主流民意与两岸关系现状。

虽然民进党过去没有明确宣示冻结“台独党

纲”，但是这早已是事实。从过去到现在，民

进党都没有落实“台独党纲”的作为和能力 。[3]

长期以来，“台独党纲”成为民共互动交流的

严重障碍，民共交流始终无法迈出第一步。民

进党务实派人士认识到：“台独党纲”已经发

挥了其阶段性作用；民进党只有考虑正式宣告

冻结“台独党纲”，才能为自身的发展找到出

路 。于是，冻结“台独党纲”的呼声在民进党[4]

内部日益高涨。

三、大陆的底线是民进党接受“九二共

识”，而非单单“放弃台独”

国共两党之所以能够建立互动交流的平

台，就是因为国民党坚持“九二共识”。民进

党若要打开与大陆互动交流的大门，条件也必

须是坚持“九二共识”。所谓坚持“九二共

识”，是指认同“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

则”。但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存

有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他们把民共互动交流

的前提条件表述为民进党必须放弃“台独”；

认为只要民进党放弃“台独”，大陆就会与之

开展互动交流。事实上，这种理解存在问题。

因为大陆的底线是民进党必须接受“九二共

识”，而非单单放弃“台独”。民进党单单放

弃“台独”没有达到大陆所设定的前提条件。

产生这一认识误区的原因在于，把放弃“台

独”与接受“九二共识”的关系理解为非此即

彼的关系。

准确、全面理解大陆方面所设定的跟台湾

当局及各政党互动交流的前提条件，要进一步

厘清接受“九二共识”与放弃“台独”之间的

关系。考察台湾社会的“统独”光谱不难发

现，放弃“台独”并非意味着接受“九二共

识”。放弃“台独”和接受“九二共识”之间

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九二共识”

和“台独”是“统独光谱”的两个端点。这两

个端点之间存在一个“颜色”深浅不一的政治

地带：有些政治力量偏“统”，有些政治力量

偏“独”，有些政治力量主张“不统不独”。

所以，用二元论思维来分析“统独”问题存在

严重偏差。这不同于用蓝绿二分法来分析台湾

社会 。由于在“九二共识”和“台独”之间存①

在广阔的中间地带，放弃“台独”并不意味着

一定会接受“九二共识”。其结果极有可能是

存在既反对“台独”又反对“九二共识”的情

形，催生既反统又反“独”的中间力量。从现

实来看，台湾社会中既反统又反“独”的中间

力量不仅存在，而且有日渐壮大的态势。倘若

民进党接受离大陆底线最近的一个端点（“九

二共识”），必定意味着放弃了离大陆底线最远

的一个端点（“台独”）；但放弃离大陆底线最

远的一个端点，并非意味着接受离大陆底线最近

的一个端点。

因此，在民共互动的前提条件方面，大陆

的底线是民进党必须接受“九二共识”，而非

单单放弃“台独”。当然，从现实主义的眼光

来看，倘若民进党真能放弃“台独”，也是一

个值得肯定的巨大进步。这虽与大陆所要求的

前提条件尚有一定差距，但是与大陆相向而行

的积极动作。

四、冻结“台独党纲”不能奠定民共互动

的政治基础

放弃“台独”尚且不足以奠定民共两党互

动交流的政治基础，冻结“台独党纲”就更不

① 用蓝绿二分法来分析台湾社会之所以可行，是因为蓝绿两大阵营是从社会对抗角度来讲的。

能奠定民共互动的政治基础。冻结“台独党

纲 ” ， 不 是 在 战 略 上 放 弃 或 终 止 “ 台 独 党

纲”，而是在战术上中止 “台独党纲”，是维①

护台湾“主体性”的策略调整，是“务实台

独”的新形式。

冻结“台独党纲”仅仅表明民进党的“台

独”立场和态度有所松动或软化，但没有从根

本上放弃“台独”立场。检验民进党的“台

独”立场是否得到根本改变的最好方法，是看

民进党如何定位台湾当局与大陆政权的关系：

是一个中国内部的关系，还是“国与国”的关

系。从对两岸政治关系的定位来看，民进党仍

然坚持“一边一国”。“九二共识”之所以能

成为国共两党互动交流的政治基础，就是因为

它从正面回答了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的根

本问题。这使得双方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的基础上建立了互动平台，开启了国共党际交

流。大陆方面不会因为民进党提出冻结“台独

党纲”的主张，就与其 展党际互动交流。这开

主要基于两点原因。一是在冻结“台独党纲”

后，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论述仍然缺乏“两岸一

中”的内容，无法建立双方互动的政治基础。

二是在民进党未真正摈弃“台独”立场的情况

下，大陆与民进党开展党际互动交流可能向外

界 传 递 错 误 的 信 息 。 国 民 党 坚 持 “ 九 二 共

识”，而民进党不承认“九二共识”。如果大

陆方面对此不进行区别对待的话，容易给外界

传递一个错误的信息：台湾的政党无论承认或

不承认“九二共识”，都会得到大陆的同等对

待。倘若这样，意味着变相地鼓励“台独”。

为了避免传递错误的信息，大陆必须区别对待

坚持“九二共识”的国民党与不接受“九二共

识”的民进党，不会对民进党冻结“台独党

纲”的主张做出积极回应。

民进党即便冻结“台独党纲”，也不等于

放弃“台独”，更不等于主张两岸和平统一。

民进党务实派人士提出冻结“台独党纲”的主

张，只是一种政治策略。他们只是为了消除台

湾民众对民进党的顾虑，以便于在 年“大2016

选”中获得更多的选票，从而重新上台执政，

而不是为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更不是为了实

现两岸和平统一。民进党“台独党纲”的核心

目标是“建立台湾共和国”，是典型的“法理

台独”。民进党务实派人士提出冻结“台独党

纲”，只是暂时中止建立“台湾共和国”的

“法理台独”目标，维持“台湾已独立的现

状”。可以肯定的是，不论冻结“台独党纲”

与否，民进党都不会放弃“台独”诉求。尽管

民进党暂时不会宣布建立“台湾共和国”，不

会立即搞“法理台独”，但其“务实台独”的

作法会使两岸“一边一国”永久化、凝固化。这

显然与大陆追求两岸和平统一的目标相冲突 。[4]

民进党的“台独”主张，并非仅仅体现在

1991年的“台独党纲”这一个政党文件中。

1999 2007年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和 年的“正

常国家决议文”均是具有“台独”内容的政党

文件。这两个文件与“台独党纲”具有相同性

质和同等效力。一般认为，“台湾前途决议

文”是对“台独党纲”的进一步诠释，“正常

国家决议文”的“法理台独”色彩最浓。大陆

要求民进党放弃所有的“台独”主张，而不仅

仅是“台独党纲”。民进党必须同时放弃“台

湾前途决议文”和“正常国家决议文”。从这

一意义上说，民进党不处理“台独党纲”问

题，无法开启民共之间的互动交流；即使处理

了“台独党纲”问题，也仅是在民共互动交流

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大陆跟民进党开展互动交流的前提条件是

民进党必须接受“九二共识”。民进党如若单

单放弃“台独”而不接受“九二共识”，不足

以奠定民共互动交流的政治基础，不足以开启

民共互动交流的大门。民进党如若冻结“台独

党纲”，也仅仅是冻结三个“台独”纲领性文

件中的一个。民进党的这种做法离放弃“台

独”更远，更不足以奠定民共互动交流的政治

基础。

① 从法律上说，“中止”与“终止”有着显著的差异。两者引发的法律效果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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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但是在事实上已经为民进党主流派所抛

弃。从大陆方面看，虽然大陆反对任何形式的

“台独”分裂活动，但重点是反对与防止“法

理台独”。为此，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

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从国民党方面看，

马 英 九 多 次 表 示 国 民 党 不 仅 反 对 “ 法 理 台

独”，而且不会追求“法理台独”。从民进党

方面看，虽然有旨在实现“法理台独”的“台

独党纲”，而且其党内激进势力仍坚持“台独

党纲”，但是“台独党纲”存在引发战争的政

治风险，建立“台湾共和国”的目标不可能实

现，也不符合台湾主流民意与两岸关系现状。

虽然民进党过去没有明确宣示冻结“台独党

纲”，但是这早已是事实。从过去到现在，民

进党都没有落实“台独党纲”的作为和能力 。[3]

长期以来，“台独党纲”成为民共互动交流的

严重障碍，民共交流始终无法迈出第一步。民

进党务实派人士认识到：“台独党纲”已经发

挥了其阶段性作用；民进党只有考虑正式宣告

冻结“台独党纲”，才能为自身的发展找到出

路 。于是，冻结“台独党纲”的呼声在民进党[4]

内部日益高涨。

三、大陆的底线是民进党接受“九二共

识”，而非单单“放弃台独”

国共两党之所以能够建立互动交流的平

台，就是因为国民党坚持“九二共识”。民进

党若要打开与大陆互动交流的大门，条件也必

须是坚持“九二共识”。所谓坚持“九二共

识”，是指认同“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

则”。但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存

有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他们把民共互动交流

的前提条件表述为民进党必须放弃“台独”；

认为只要民进党放弃“台独”，大陆就会与之

开展互动交流。事实上，这种理解存在问题。

因为大陆的底线是民进党必须接受“九二共

识”，而非单单放弃“台独”。民进党单单放

弃“台独”没有达到大陆所设定的前提条件。

产生这一认识误区的原因在于，把放弃“台

独”与接受“九二共识”的关系理解为非此即

彼的关系。

准确、全面理解大陆方面所设定的跟台湾

当局及各政党互动交流的前提条件，要进一步

厘清接受“九二共识”与放弃“台独”之间的

关系。考察台湾社会的“统独”光谱不难发

现，放弃“台独”并非意味着接受“九二共

识”。放弃“台独”和接受“九二共识”之间

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九二共识”

和“台独”是“统独光谱”的两个端点。这两

个端点之间存在一个“颜色”深浅不一的政治

地带：有些政治力量偏“统”，有些政治力量

偏“独”，有些政治力量主张“不统不独”。

所以，用二元论思维来分析“统独”问题存在

严重偏差。这不同于用蓝绿二分法来分析台湾

社会 。由于在“九二共识”和“台独”之间存①

在广阔的中间地带，放弃“台独”并不意味着

一定会接受“九二共识”。其结果极有可能是

存在既反对“台独”又反对“九二共识”的情

形，催生既反统又反“独”的中间力量。从现

实来看，台湾社会中既反统又反“独”的中间

力量不仅存在，而且有日渐壮大的态势。倘若

民进党接受离大陆底线最近的一个端点（“九

二共识”），必定意味着放弃了离大陆底线最远

的一个端点（“台独”）；但放弃离大陆底线最

远的一个端点，并非意味着接受离大陆底线最近

的一个端点。

因此，在民共互动的前提条件方面，大陆

的底线是民进党必须接受“九二共识”，而非

单单放弃“台独”。当然，从现实主义的眼光

来看，倘若民进党真能放弃“台独”，也是一

个值得肯定的巨大进步。这虽与大陆所要求的

前提条件尚有一定差距，但是与大陆相向而行

的积极动作。

四、冻结“台独党纲”不能奠定民共互动

的政治基础

放弃“台独”尚且不足以奠定民共两党互

动交流的政治基础，冻结“台独党纲”就更不

① 用蓝绿二分法来分析台湾社会之所以可行，是因为蓝绿两大阵营是从社会对抗角度来讲的。

能奠定民共互动的政治基础。冻结“台独党

纲 ” ， 不 是 在 战 略 上 放 弃 或 终 止 “ 台 独 党

纲”，而是在战术上中止 “台独党纲”，是维①

护台湾“主体性”的策略调整，是“务实台

独”的新形式。

冻结“台独党纲”仅仅表明民进党的“台

独”立场和态度有所松动或软化，但没有从根

本上放弃“台独”立场。检验民进党的“台

独”立场是否得到根本改变的最好方法，是看

民进党如何定位台湾当局与大陆政权的关系：

是一个中国内部的关系，还是“国与国”的关

系。从对两岸政治关系的定位来看，民进党仍

然坚持“一边一国”。“九二共识”之所以能

成为国共两党互动交流的政治基础，就是因为

它从正面回答了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的根

本问题。这使得双方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的基础上建立了互动平台，开启了国共党际交

流。大陆方面不会因为民进党提出冻结“台独

党纲”的主张，就与其 展党际互动交流。这开

主要基于两点原因。一是在冻结“台独党纲”

后，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论述仍然缺乏“两岸一

中”的内容，无法建立双方互动的政治基础。

二是在民进党未真正摈弃“台独”立场的情况

下，大陆与民进党开展党际互动交流可能向外

界 传 递 错 误 的 信 息 。 国 民 党 坚 持 “ 九 二 共

识”，而民进党不承认“九二共识”。如果大

陆方面对此不进行区别对待的话，容易给外界

传递一个错误的信息：台湾的政党无论承认或

不承认“九二共识”，都会得到大陆的同等对

待。倘若这样，意味着变相地鼓励“台独”。

为了避免传递错误的信息，大陆必须区别对待

坚持“九二共识”的国民党与不接受“九二共

识”的民进党，不会对民进党冻结“台独党

纲”的主张做出积极回应。

民进党即便冻结“台独党纲”，也不等于

放弃“台独”，更不等于主张两岸和平统一。

民进党务实派人士提出冻结“台独党纲”的主

张，只是一种政治策略。他们只是为了消除台

湾民众对民进党的顾虑，以便于在 年“大2016

选”中获得更多的选票，从而重新上台执政，

而不是为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更不是为了实

现两岸和平统一。民进党“台独党纲”的核心

目标是“建立台湾共和国”，是典型的“法理

台独”。民进党务实派人士提出冻结“台独党

纲”，只是暂时中止建立“台湾共和国”的

“法理台独”目标，维持“台湾已独立的现

状”。可以肯定的是，不论冻结“台独党纲”

与否，民进党都不会放弃“台独”诉求。尽管

民进党暂时不会宣布建立“台湾共和国”，不

会立即搞“法理台独”，但其“务实台独”的

作法会使两岸“一边一国”永久化、凝固化。这

显然与大陆追求两岸和平统一的目标相冲突 。[4]

民进党的“台独”主张，并非仅仅体现在

1991年的“台独党纲”这一个政党文件中。

1999 2007年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和 年的“正

常国家决议文”均是具有“台独”内容的政党

文件。这两个文件与“台独党纲”具有相同性

质和同等效力。一般认为，“台湾前途决议

文”是对“台独党纲”的进一步诠释，“正常

国家决议文”的“法理台独”色彩最浓。大陆

要求民进党放弃所有的“台独”主张，而不仅

仅是“台独党纲”。民进党必须同时放弃“台

湾前途决议文”和“正常国家决议文”。从这

一意义上说，民进党不处理“台独党纲”问

题，无法开启民共之间的互动交流；即使处理

了“台独党纲”问题，也仅是在民共互动交流

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大陆跟民进党开展互动交流的前提条件是

民进党必须接受“九二共识”。民进党如若单

单放弃“台独”而不接受“九二共识”，不足

以奠定民共互动交流的政治基础，不足以开启

民共互动交流的大门。民进党如若冻结“台独

党纲”，也仅仅是冻结三个“台独”纲领性文

件中的一个。民进党的这种做法离放弃“台

独”更远，更不足以奠定民共互动交流的政治

基础。

① 从法律上说，“中止”与“终止”有着显著的差异。两者引发的法律效果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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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宜过高评价冻结“台独党纲”的主张

尽管冻结“台独党纲”不等于放弃“台独

党纲”，更不等于放弃“台独”，但这表明民

进党原有的“台独”立场已经有所松动或软

化。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大陆相向而行的，是

在释放善意。与坚持“法理台独”相比，这是

一个不小的进步。虽然大陆不可能借此开启与

民进党互动交流的大门，但是冻结“台独党

纲”主张值得肯定和鼓励。 年 月 日，2013 12 26

国台办新闻发言人范丽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民进党内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冻结‘台

独’党纲的主张，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如果

冻结‘台独’党纲能成为民进党的共识，将是

民进党朝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我们希望

民进党成为一个对台湾同胞、对两岸关系负责

任的政党，成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能

量。”这表明，大陆对民进党务实派人士的冻

结“台独党纲”主张持肯定的态度。需要说明

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大陆默认或接受冻结“台

独党纲”是民共互动交流的政治基础。大陆在

接收到民进党的“微弱善意”后，应积极面

对，并加以肯定、鼓励和引导，使其继续与大

陆相向而行，不必急于让民进党“一步到位”

地去面对“一个中国”框架。冻结“台独党

纲”已经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

大陆热切期待的是，民进党能够沿着冻结“台

独党纲” 冻结全部三个“台独”文件—放弃—

“台独”主张 放弃“不统不独”—接受“一—

中”框架路径变化。

大陆对民进党冻结“台独党纲”主张是否

做出正面回应尚需观察，但不会对冻结“台独

党纲”主张做出过高的评价。冻结“台独党

纲”主张强调的是在确保台湾“主体性”的前

提下，以对等方式扩大与大陆的交流。冻结

“台独党纲”其实是让“台独”进入一种“休

眠”状态，只是民进党的一种权宜之计，是策

略的调整而非战略的转型。民进党在未来随时

可以解冻、恢复“台独党纲”。其根本原因在

于，民进党作为一个“台独”政党的性质并没

有改变 。事实上，冻结“台独党纲”的主张隐[5]

藏着民进党对“法理台独”行不通的一种无

奈，也反映出民进党务实派人士对自身长期谋

求“法理台独”无望的一种默认。民进党在

“台独”之路走不通又不放弃“台独”的情况

下陷入了两难困境。一方面，民进党倘若不与

大陆开 互动交流，很难赢得选票支持而上台展

执政；即便将来能够上台执政，也会因两岸互

动交流不畅而使政绩不佳，从而难以继续执

政。另一方面，民进党倘若要与大陆开 互动展

交流，必须符合大陆提出的条件，即接受“九

二共识”；一旦接受“九二共识”，就意味着

必须放弃“台独”。这是民进党在短期内难以

完成的“华丽转身”。多年来，民进党就处于

这样一种相互矛盾的格局和状态之中。

冻结“台独党纲”主张具有很大的隐蔽

性。大陆应对其保持高度警惕。就岛内政治斗

争与权力争夺而言，民进党如若不冻结“台独

党纲”，就会背负“台独党”咒骂。这对民进

党发展较为不利，但有利于国民党的发展。在

两岸关系发展中，大陆可以借“台独党纲”批

判民进党，压缩民进党的发展空间，让其“最

后一里路”难以走完。民进党若冻结“台独党

纲”，会 实施“法理台独”的可能性，会降低

产生转型的表象，会赢得更多选民（尤其是中

间选民）的支持。由此，民进党将获得新的发

展，重新上台执政的机会大增。这对国民党的

发展与在未来赢得“大选”构成更大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大陆方面将会更为被动，无法

继续主打民进党“台独党纲”这张王牌 。在民[4]

进党尚未接受“九二共识”、大陆方面充分掌

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导权的情况下，大陆方

面不应贸然接受民进党抛出的各种“试探气

球”，否则会留有“后遗症”。

六、不宜过高期待冻结“台独党纲”的结

果

从民进党的角度来看，冻结“台独党纲”

阻力重重，缺乏可行性。目前，冻结“台独党

纲”的主张仅仅是民进党务实派人士的个人动

议，无法进入民进党中央的议事日程。“台

独”是民进党的“神主牌”，是民进党内部的

共识性灵魂。民进党内部虽有不同派系，但都

持有共同的“台独”立场。对于冻结“台独党

纲”问题，民进党内各派系存有不同声音。基

本教义派把“台独党纲”当作“党魂”，极力

反对 2014 7冻结“台独党纲”的主张。 年 月，在

民进党的 多位党员提出冻结“台独党纲”提40

案 的 同 时 ， 有 许 多 党 员 反 对 冻 结 “ 台 独 党

纲”，乃至要求实践“台独党纲”。 年 月2014 7

17日，在民进党全代会召开前，嘉义县民进党

党部召开第十四届执委会，一致提出捍卫创党

精 神 、 守 护 “ 台 独 党 纲 ” 。 蔡 英 文 出 于 对[5]

2016年“大选”的政治考量，不会去触碰这根

高度敏感的神经。在 年 月 日的民进党全2014 7 20

代会上，蔡英文搁置冻结“台独党纲”提案，

正是出于选举考量。

在未来，民进党冻结“台独党纲”的可能

性不大。这不仅是因为民进党内部的顽固“台

独”势力庞大，而且主要取决于民进党的战略

考量。尽管外界尤其是大陆方面认为“台独”

主张或两岸政策是民进党输掉 年“大选”2012

的主要原因，是影响民进党重新上台执政的

“拦路虎”，但是民进党内部的主流观点并不

这样认为，蔡英文也不这样认为。在民进党全

代会召开前，蔡英文在网络平台写道：“最近

‘冻独’成为一个话题，理由不外是‘民进党

若不放弃台独，就无法处理好两岸关系’，这

是一个迷思。 很显然，她不认同外界的看”

法。她提出：“大家必须思考，‘台独’究竟

由谁定义？”“我们难道不是主权独立的？而

强化主权、争取实质的国际参与，难道不是绝

大多数台湾人民的期待？”“台独党纲”是民

进党在 年设定的目标，也是这一代民进党1991

人的“理想”。随着台湾的民主化，建构深厚

的“台湾意识”——认同台湾、坚守“独立自

主”的价值，已经变成台湾年轻世代的“天然

成份”。显然，在蔡英文与民进党内部的主流

派看来，所谓“最后一里路”或两岸问题是一

个迷思，是一个假命题；台湾意识（实为“台

独”意识）已经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

台湾社会的共识和“天然成份”。这些因素有

利民进党的未来发展与重新上台执政。民进党

自然没有“冻独”或调整两岸政策的必要 。[5]

2014 7 1年 月 日，蔡英文表示：民进党已有“台

湾前途决议文”，这就是对“台独党纲”的诠

释，任何党纲修正都需先建立党内共识，这需

漫长的时间。以上便是蔡英文对冻结“台独党

纲”的基本态度。我们不难发现，民进党内部

在短期内无法对冻结“台独党纲”达成共识。

民进党只有迈出转型的步伐，才能逐步完成自

身两岸政策的转型。否则，大陆方面不可能与

其开展正式的互动交流。对此，大陆方面反复

强调。

七、结语

民进党冻结“台独党纲”仅仅是解决问题

的一方面，更要看民进党的实际行动。大陆既

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倘若民进党

抱持与大陆相向而行的积极态度，真正怀有跟

大陆互动交流的诚意，但为了“面子”而采用

“冻结”而非“废除”的策略，那么大陆方面

是否可以在体谅的基础上与民进党进行一些非

正式的“务实交流”？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

课题。倘若民进党继续推行“实质台独”，双

方就没有互动交流的政治基础，任何形式的党

际交流都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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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宜过高评价冻结“台独党纲”的主张

尽管冻结“台独党纲”不等于放弃“台独

党纲”，更不等于放弃“台独”，但这表明民

进党原有的“台独”立场已经有所松动或软

化。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大陆相向而行的，是

在释放善意。与坚持“法理台独”相比，这是

一个不小的进步。虽然大陆不可能借此开启与

民进党互动交流的大门，但是冻结“台独党

纲”主张值得肯定和鼓励。 年 月 日，2013 12 26

国台办新闻发言人范丽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民进党内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冻结‘台

独’党纲的主张，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如果

冻结‘台独’党纲能成为民进党的共识，将是

民进党朝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我们希望

民进党成为一个对台湾同胞、对两岸关系负责

任的政党，成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能

量。”这表明，大陆对民进党务实派人士的冻

结“台独党纲”主张持肯定的态度。需要说明

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大陆默认或接受冻结“台

独党纲”是民共互动交流的政治基础。大陆在

接收到民进党的“微弱善意”后，应积极面

对，并加以肯定、鼓励和引导，使其继续与大

陆相向而行，不必急于让民进党“一步到位”

地去面对“一个中国”框架。冻结“台独党

纲”已经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

大陆热切期待的是，民进党能够沿着冻结“台

独党纲” 冻结全部三个“台独”文件—放弃—

“台独”主张 放弃“不统不独”—接受“一—

中”框架路径变化。

大陆对民进党冻结“台独党纲”主张是否

做出正面回应尚需观察，但不会对冻结“台独

党纲”主张做出过高的评价。冻结“台独党

纲”主张强调的是在确保台湾“主体性”的前

提下，以对等方式扩大与大陆的交流。冻结

“台独党纲”其实是让“台独”进入一种“休

眠”状态，只是民进党的一种权宜之计，是策

略的调整而非战略的转型。民进党在未来随时

可以解冻、恢复“台独党纲”。其根本原因在

于，民进党作为一个“台独”政党的性质并没

有改变 。事实上，冻结“台独党纲”的主张隐[5]

藏着民进党对“法理台独”行不通的一种无

奈，也反映出民进党务实派人士对自身长期谋

求“法理台独”无望的一种默认。民进党在

“台独”之路走不通又不放弃“台独”的情况

下陷入了两难困境。一方面，民进党倘若不与

大陆开 互动交流，很难赢得选票支持而上台展

执政；即便将来能够上台执政，也会因两岸互

动交流不畅而使政绩不佳，从而难以继续执

政。另一方面，民进党倘若要与大陆开 互动展

交流，必须符合大陆提出的条件，即接受“九

二共识”；一旦接受“九二共识”，就意味着

必须放弃“台独”。这是民进党在短期内难以

完成的“华丽转身”。多年来，民进党就处于

这样一种相互矛盾的格局和状态之中。

冻结“台独党纲”主张具有很大的隐蔽

性。大陆应对其保持高度警惕。就岛内政治斗

争与权力争夺而言，民进党如若不冻结“台独

党纲”，就会背负“台独党”咒骂。这对民进

党发展较为不利，但有利于国民党的发展。在

两岸关系发展中，大陆可以借“台独党纲”批

判民进党，压缩民进党的发展空间，让其“最

后一里路”难以走完。民进党若冻结“台独党

纲”，会 实施“法理台独”的可能性，会降低

产生转型的表象，会赢得更多选民（尤其是中

间选民）的支持。由此，民进党将获得新的发

展，重新上台执政的机会大增。这对国民党的

发展与在未来赢得“大选”构成更大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大陆方面将会更为被动，无法

继续主打民进党“台独党纲”这张王牌 。在民[4]

进党尚未接受“九二共识”、大陆方面充分掌

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导权的情况下，大陆方

面不应贸然接受民进党抛出的各种“试探气

球”，否则会留有“后遗症”。

六、不宜过高期待冻结“台独党纲”的结

果

从民进党的角度来看，冻结“台独党纲”

阻力重重，缺乏可行性。目前，冻结“台独党

纲”的主张仅仅是民进党务实派人士的个人动

议，无法进入民进党中央的议事日程。“台

独”是民进党的“神主牌”，是民进党内部的

共识性灵魂。民进党内部虽有不同派系，但都

持有共同的“台独”立场。对于冻结“台独党

纲”问题，民进党内各派系存有不同声音。基

本教义派把“台独党纲”当作“党魂”，极力

反对 2014 7冻结“台独党纲”的主张。 年 月，在

民进党的 多位党员提出冻结“台独党纲”提40

案 的 同 时 ， 有 许 多 党 员 反 对 冻 结 “ 台 独 党

纲”，乃至要求实践“台独党纲”。 年 月2014 7

17日，在民进党全代会召开前，嘉义县民进党

党部召开第十四届执委会，一致提出捍卫创党

精 神 、 守 护 “ 台 独 党 纲 ” 。 蔡 英 文 出 于 对[5]

2016年“大选”的政治考量，不会去触碰这根

高度敏感的神经。在 年 月 日的民进党全2014 7 20

代会上，蔡英文搁置冻结“台独党纲”提案，

正是出于选举考量。

在未来，民进党冻结“台独党纲”的可能

性不大。这不仅是因为民进党内部的顽固“台

独”势力庞大，而且主要取决于民进党的战略

考量。尽管外界尤其是大陆方面认为“台独”

主张或两岸政策是民进党输掉 年“大选”2012

的主要原因，是影响民进党重新上台执政的

“拦路虎”，但是民进党内部的主流观点并不

这样认为，蔡英文也不这样认为。在民进党全

代会召开前，蔡英文在网络平台写道：“最近

‘冻独’成为一个话题，理由不外是‘民进党

若不放弃台独，就无法处理好两岸关系’，这

是一个迷思。 很显然，她不认同外界的看”

法。她提出：“大家必须思考，‘台独’究竟

由谁定义？”“我们难道不是主权独立的？而

强化主权、争取实质的国际参与，难道不是绝

大多数台湾人民的期待？”“台独党纲”是民

进党在 年设定的目标，也是这一代民进党1991

人的“理想”。随着台湾的民主化，建构深厚

的“台湾意识”——认同台湾、坚守“独立自

主”的价值，已经变成台湾年轻世代的“天然

成份”。显然，在蔡英文与民进党内部的主流

派看来，所谓“最后一里路”或两岸问题是一

个迷思，是一个假命题；台湾意识（实为“台

独”意识）已经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

台湾社会的共识和“天然成份”。这些因素有

利民进党的未来发展与重新上台执政。民进党

自然没有“冻独”或调整两岸政策的必要 。[5]

2014 7 1年 月 日，蔡英文表示：民进党已有“台

湾前途决议文”，这就是对“台独党纲”的诠

释，任何党纲修正都需先建立党内共识，这需

漫长的时间。以上便是蔡英文对冻结“台独党

纲”的基本态度。我们不难发现，民进党内部

在短期内无法对冻结“台独党纲”达成共识。

民进党只有迈出转型的步伐，才能逐步完成自

身两岸政策的转型。否则，大陆方面不可能与

其开展正式的互动交流。对此，大陆方面反复

强调。

七、结语

民进党冻结“台独党纲”仅仅是解决问题

的一方面，更要看民进党的实际行动。大陆既

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倘若民进党

抱持与大陆相向而行的积极态度，真正怀有跟

大陆互动交流的诚意，但为了“面子”而采用

“冻结”而非“废除”的策略，那么大陆方面

是否可以在体谅的基础上与民进党进行一些非

正式的“务实交流”？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

课题。倘若民进党继续推行“实质台独”，双

方就没有互动交流的政治基础，任何形式的党

际交流都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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