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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新论初探
齐鹏飞 *

摘　要：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错综复杂的两岸关系形势以及艰巨
繁重的“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任务，在进一步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好局面，巩固
和深化两岸共同政治基础，巩固和深化两岸经济全面交流与合作，巩固和深化为两岸人民谋福祉的体
制机制，在进一步巩固和深化两岸四地“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认同，巩固和深化
两岸四地建设“中华民族共同家园”认同，巩固和深化两岸四地携手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华振兴的体制机制方面，务实进取，开拓创新，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意义和价值的“顶
层设计”、“底线思维”和重大战略举措，体现了深厚博大的历史思维、总揽全局的战略思维和与时
俱进的创新思维，体现了高超的政治勇气、政治智慧和战略定力，体现了鲜明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
并有机构建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直接针对台湾问题彻底解决之“国家统一”篇，指引了在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完成“国家统一”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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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
务实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在全面继承新时期以来由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
领导集体所创立并实施、由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
央领导集体所进一步发展和创新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基础上，在对“和平统一、一
国两制”这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崭新课题”和“重大课题”的规律性特征之认识和把握日益深
化和精准的基础上，并有机结合新形势下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一路一带”发展战略、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五大发展理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的战略目标，直面两岸关系发展演
变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直面两岸关系已经全面进入和平发展“深水区”、“攻坚期”而“不进则
退”的新形势，直面必须“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不得而复失”的新挑战、新考验，从维护中华民
族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核心利益，从把握历史发展大趋势，从“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
完成台湾的和平统一”的战略高度出发，在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阶段性成果并为未来的“和
平统一”奠定坚实基础方面，务实进取，开拓创新，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具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意
义和价值的“顶层设计”、“底线思维”和重大战略举措，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继续取得重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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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突破，指引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完成“国家统一”的正确方向。

一

习近平在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前，无论在地方工作还是在中央工作时期，就已经开始高度重视
台湾工作。2007 年进入中央工作以前，他曾经在与台湾联系密切的福建、浙江、上海主持工作十几年，
积累了丰富的处理两岸事务的实践经验，对台湾问题的性质和从根本上解决台湾问题在实现“国家统一”
战略目标中的“重中之重”的特殊地位和重要意义，对台湾岛内的基本情况包括台湾岛内的民情民意
和社会生态，对两岸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现实状况都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习近平出任中共中央
总书记以后第一次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时曾经特别追述自己在福建主持工作期间与台湾各界
人士交往的情形：“现在想起那个时期，我几乎每天都要接触有关台湾的事情，要经常会见台湾同胞，
也结交了不少台湾朋友。到浙江、上海工作，差不多也是这样。我离开福建到现在，始终关注着台海局势，
期待两岸关系持续改善。”[1] 在 2007 年中进入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逐步站到了中央对台工作的第一线，
直接参与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自中共十七大以来“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
主题”之对台工作新理念、新战略、新政策、新论述的创立，亲身经历了 2008 年以来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新道路、新局面开辟的全过程。自 2012 年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兼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
长以来，习近平继续一以贯之地将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阶段性成果并为未来的“和平统一”
奠定坚实基础的工作纳入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议事日程予以高度重视。同时，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
中央还进一步将此项工作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一路一带”发展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五
大发展理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的战略目标等有机结合起来，在贯彻落实“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之大政方针和基本国策方面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针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出现的
新情况、新问题，抓住机遇、直面挑战，趋利避害，因势利导，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具有理论创新和
实践创新意义与价值的处理两岸事务、解决台湾问题的“顶层设计”、“底线思维”和重大战略举措，
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创新性地贯彻落实“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指明了方向、注入
了新的驱动力。

仅仅就公开报道的不完全统计，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利用每年全国“两会”期间看望台湾籍
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并与其座谈的机会，利用历次会见台湾地区的各界人士，如中国国民
党名誉主席连战（即历次所谓“习连会”）、吴伯雄（即历次所谓“习吴会”），如中国国民党主席
朱立伦（即所谓“习朱会”），如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即历次所谓“习宋会”），如台湾两岸共同市
场基金会荣誉董事长萧万长（即历次所谓“习萧会”），如台湾当局领导人马英九（即所谓“习马会”），
如台湾和平统一团体联合参访团，如前来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
活动的台湾各界代表人士等的机会，逾三十次发表专门论述处理两岸事务、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思维、
新见解，使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直接针对台湾问题的彻底解决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
国梦”的“国家统一”观逐步明晰和具体化，逐步成型和成熟。

二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其“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论的主要
内容之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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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大政方针和基本国策，我们将始终不渝地予以坚持，绝不会动摇。

中共十八大选举出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以后，海内外各界都在高度关注“和
平统一、一国两制”之彻底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和基本国策会不会发生改变。

对此，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表态：“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两岸和平统一，
是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责任。……我们将保持对台工作大政方针的连续性，始终坚持一个中国
原则，持续推进两岸交流合作，努力促进两岸同胞团结奋斗，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基础。”[2]“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必
须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坚持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全面
贯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3]

习近平还具体阐释曰：“‘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充分吸
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是能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的安排。”[4] 这三个“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
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实事求是精神和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具有很大的新意、善意、
诚意和包容性。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所追求的国家统一不仅是形式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两岸同
胞的心灵契合。我们理解台湾同胞因特殊历史遭遇和不同社会环境而形成的心态，尊重台湾同胞自己
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愿意用真诚、善意、亲情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理距离。同时，台湾同胞也
需要更多了解和理解大陆 13 亿同胞的感受和心态，尊重大陆同胞的选择和追求。”[5]“台湾同胞因自
己的历史遭遇和社会环境，有着自己特定的心态，包括特殊的历史悲情心结，有着强烈的当家作主‘出
头天’的意识，珍视台湾现行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希望过上安宁幸福的生活。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我们完全理解台湾同胞的心情。……我们尊重台湾同胞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6]“60 多年来，
两岸走上不同发展道路，实行不同社会制度。道路和制度效果如何，要由历史去检验，让人民来评判。
两岸双方应该相互尊重彼此对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选择，避免让这类分歧干扰两岸交流合作，伤害
同胞感情。”[7] 同时，在现阶段，我们还将通过“双方共同努力，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
岸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8]

三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其“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论的主要
内容之二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一条维护两岸和平、促进共同发展、造福两岸同胞的正确道路，也是

通向和平统一的光明大道。”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处理两岸事务、解决台湾问题的新理念、新论述之历史和逻辑起点，
就是中共十七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所提出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思想，
即所谓两岸关系发展的“初级阶段”论——现阶段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是未来两岸实现“和平统一”
的终极目标不可或缺之必要准备期、必要积淀期、必要过渡期。这是因为“和平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
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实现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9] 因此，在这个两
岸关系发展的“初级阶段”，我们必须全面“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
会基础，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10]“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一条维护两岸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造福两岸同胞的正确道路，也是通向和平统一的光明大道，我们应该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11] 

在这个基础上，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理
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发展、丰富和深化了这一现阶段推进两岸关系健康发展的“总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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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走向“和平统一”的唯一正确道路，是两岸同胞从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
益和把握两岸关系历史发展总体趋势的战略高度做出的唯一正确选择。习近平明确指出：“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是两岸同胞顺应历史潮流作出的共同选择。”[12]“要和平不要冲突、要交流不要隔绝、要协商合
作不要零和对抗，成为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13]2008 年以来，国共两党、两岸双方和两岸同胞共同努
力，开辟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推动两岸关系取得了重大进展。“两岸同胞共同选择了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两岸同胞都从中得利。事实证明，这是一条维护两岸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走向民族复兴、造福两岸同胞的正确道路。两岸同胞要坚定信心，排除一切干扰，沿着
这条道路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14]“今天，两岸关系已站在新的起点上，也面临着重要机遇。我们应
该认真总结经验，清醒认识并主动因应形势发展变化，坚定不移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巩固和深化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推动两岸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成就。”[15] 

（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来之不易，值得珍惜，绝不能让其“得而复失”，绝不能让其出现大的“逆
转”。习近平明确指出：“2008 年以来，两岸关系走上和平发展道路。过去 7 年，台海局势安定祥和，
两岸关系发展成果丰硕。……当前，两岸关系发展面临方向和道路的抉择。两岸双方应该从两岸关系
发展历程中得到启迪，以对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担当，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正确选择。”所以，
我们必须共同努力“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不得而复失，让两岸同胞继续开
创和平安宁的生活，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共享美好的未来。”[16]“绝不能让来之不易的台海和平和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成果得而复失。”[17]“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对两岸同胞都有利，大家都不希望目前的好局
面逆转。”[18]“和平发展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追求，两岸共享其利、同受其惠。我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的方针政策不会改变，促进两岸交流合作、互利共赢的务实举措不会放弃，团结台湾同胞共同奋
斗的真诚热情不会减弱，制止‘台独’分裂图谋的坚强意志不会动摇。”[19]“2008 年以来，两岸关系
摆脱紧张动荡、走上和平发展道路，各领域交流合作蓬勃发展，同胞往来更加密切，台海呈现安定祥
和局面。两岸同胞对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充满期待，我们不应让他们失望。” 

（三）必须“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格局”，“努力构建稳定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
度框架”。习近平明确指出：“2008 年以来，国共两党、两岸双方同两岸同胞一道，在‘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的基础上，开辟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事实证明，这是一条有利于两岸同胞团结奋
斗、实现互利双赢的正确道路。”[20]“面对新形势，站在两岸关系发展的新起点上，两岸双方应该胸
怀民族整体利益、紧跟时代前进步伐，携手巩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格局，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21]“双方可以积极探讨构建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制度框架。”[22]“两岸同胞应该倍加珍惜
和平发展成果，彻底化解两岸敌意，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构建稳定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框
架。”[23] 而且，还必须“运用法治方式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完善涉台法律法规，依法规范
和保障两岸人民关系、推进两岸交流合作。”[24] 

四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其“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论的主要内容之三 : 要巩固

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格局，就必须坚持以“一个中国”原则为内涵和底蕴的“九二共识”[25] 之

共同政治基础绝不动摇。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处理两岸事务、解决台湾问题的新理念、新论述之最大实质性政治成果，
就是推动两岸最终确立了以“一个中国”原则为内涵的“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共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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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这一基本理念和基本信念——因为“‘九二共识’经过两岸有关方面明确的授权认可，得到两岸
民意广泛支持。”[26]

习近平明确指出：2008 年以来，之所以“两岸关系能够实现和平发展，关键在于双方确立了坚持
‘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没有这个定海神针，和平发展之舟就会遭遇惊涛骇浪，
甚至彻底倾覆。”[27]“增进两岸政治互信，夯实共同政治基础，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关键。”[28]“这
个基础是两岸关系之锚，锚定了，才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只要这个基础得到坚持，两岸关系
前景就会越来越光明。”[29]“‘九二共识’对两岸建立政治互信、开展对话协商、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果两岸双方的共同政治基础遭到破坏，两岸互信将不复存在，两岸关
系就会重新回到动荡不安的老路上去。”[30]“‘九二共识’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性质，是确保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行稳致远的关键。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其核心意涵，两岸双方就有了共
同政治基础，就可以保持良性互动。” 

（一）“九二共识”的实质和核心，就是一个中国原则，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原则问题上，
我们的意志坚如磐石，态度始终如一。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坚持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维护包
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利益。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把握两岸关系大局，最根本的、最核
心的是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31]“‘九二共识’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体现了一个中国原则，明
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根本性质。它表明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关系，也不是‘一
中一台’。虽然两岸迄今尚未统一，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未分裂。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两岸同
胞同属一个民族，这一历史事实和法理基础从未改变，也不可能改变。”[32]“我们要始终坚持一个中
国原则。大陆和台湾虽然尚未统一，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国家领土和主权从未分割、
也不容分割。”[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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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认‘九二共识’，挑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法理基础，搞‘一边一国’、
‘一中一台’，就会损害民族、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动摇两岸关系发展的基石，就不可能有和平，
也不可能有发展。”[34]“在涉及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我们旗帜鲜明、立场坚定，
不会有任何妥协和动摇。1949 年以来，两岸虽然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
也不可能改变。两岸复归统一，是结束政治对立，不是领土和主权再造。”[35] 习近平的这一全新论述，
是对中共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提、基础
重要思想的全面继承和进一步的丰富、深化以及创新性发展，是对 2008 年 12 月 31 日胡锦涛在纪念《告
台湾同胞书》发表 30 周年座谈会上代表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发表重要讲话（即“胡六点”）对于两岸关
系的性质和现状、国家统一的内涵和形式所做出的现阶段的规范性界定和表述——“1949 年以来，大
陆和台湾尽管尚未统一，但不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分裂，而是上个世纪 40 年代中后期中国内战遗留并
延续的政治对立，这没有改变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两岸复归统一，不是主权和领土再造，
而是结束政治对立”[36] 的全面继承和进一步的丰富、深化以及创新性发展。

（二）“九二共识”在新阶段的“最大公约数”，就是“一个中国框架”，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
仅要求同存异，更应努力聚同化异。”[37] 习近平明确指出：“增进互信，核心就是要在巩固和维护一
个中国框架这一原则问题上形成更为清晰的共同认知和一致立场。”[38]“大陆和台湾虽然尚未统一，
但同属一个中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国共两党理应坚持一个中国立场、共同维护一个中国框架。”[39]“两
岸双方要巩固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基础，深化维护一个中国框架的共同认知。”[40]“两
岸双方应恪守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立场，增进维护一个中国框架的共同认知，在
此基础上求同存异。”[41]“只要两岸双方都秉持民族大义，巩固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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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进共同维护一个中国框架的认知，两岸各领域合作的前景就是宽广和光明的。”[42]“至于两岸之间
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我们愿在一个中国框架内，同台湾方面进行平等协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
有什么想法都可以交流。世界上的很多问题，解决起来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但只要谈着就有希望。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相信，两岸中国人有智慧找出解决问题的钥匙来。”[43]“着眼长远，两岸长
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终归要逐步解决，总不能将这些问题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已经多次表示，愿
意在一个中国框架内就两岸政治问题同台湾方面进行平等协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44]“国共两党
和两岸双方要着眼大局，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不仅要求同存异，更应努力聚同化异，不断增进政治
互信。……只要秉持同胞情、同理心，两岸一定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来。”[45]

（三）在确认“九二共识”的前提下，什么人都可以交往、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习近平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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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对台湾任何政
党，只要不主张‘台独’、认同一个中国，我们都愿意同他们交往、对话、合作。”[47]“我们对台湾同
胞一视同仁，无论是谁，不管他以前有过什么主张，只要现在愿意参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我们都
欢迎。”[48]“希望台湾各党派、各团体能正视‘九二共识’。无论哪个党派、团体，无论其过去主张过
什么，只要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其核心意涵，我们都愿意同其交往。”[49] 当然，“我们
也清醒地看到，两岸关系中还存在着历史遗留问题，前进道路上还会遇到各种新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
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共同努力。”[50]“两岸关系进入巩固和深化的新阶段，更需要我们双方保持积
极进取精神，以更大勇气和决心面对和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希望双方共同努力，促进两岸关系发展
取得更多积极成果，不断拓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道路。”[51] 

（四）“台独”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障碍、最大现实威胁，遏制“台独”分裂活动是确保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明确指出：“遏制‘台独’分裂活动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的必然要求。2008 年前的一段时间，‘台独’分裂势力利用执政推行分裂路线，损害国家主权、领
土完整，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挑动两岸对抗紧张，给两岸民众尤其是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祸害。两岸同
胞对此记忆犹新，期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得以维护。需要警惕的是，‘台独’分裂势力并未善
罢甘休，仍在竭力煽动两岸敌意和对立，阻挠两岸交流合作，仍然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现实威
胁。”[52]“当前，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现实威胁是‘台独’势力及其分裂活动。”[53]“‘台独’
分裂势力及其活动损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企图挑起两岸民众和社会对立、割断两岸同胞精神纽带，
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必须坚决反对。”“我们坚决反对‘台
独’分裂图谋。中国人民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台独’分裂
行径损害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必然走向彻底失败。”[54]“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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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同时，我们还必须“运用法律手段捍卫一个中国原则、
反对‘台独’，增进维护一个中国框架的共同认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56] 这也是继 2005 年颁布《反
分裂国家法》后，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再一次将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反对“台独”分裂势力提升到法治
化的高度。

五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其“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论的主要内容之四 : 深化“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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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共赢”的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为两岸同胞谋福祉，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根本宗旨和着眼点、落脚点。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处理两岸事务、解决台湾问题的新理念、新论述之最大实质性经济成果，
就是全面构建起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制度性框架，并且使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之互利共赢的“一体化”
进程呈现出不可逆的历史发展大趋势。

（一）必须持续推进和深化“互利共赢”的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厚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共同
利益基础。习近平明确指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两岸经济同属中华民族经济。……希望本着两
岸同胞一家人的理念促进两岸经济合作。”[57]“我们要持续推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经济合作，厚植
共同利益。”[58]2008 年以来，两岸全面直接双向“三通”已经实现，尤其是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
签署和实施，开启了两岸经济关系新的发展阶段。“希望两岸加强经济领域高层次对话和协调，共同推
动经济合作迈上新台阶。”[59]“希望两岸加快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后续协议商谈进程，提高经济合作制
度化水平。……两岸可以适时务实探讨经济共同发展、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相衔接的适当方式和可行途径，
为两岸经济合作增添新的活力。”[60]“在两岸关系大局稳定的基础上，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有着广阔空间。
两岸双方应该为深化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采取更多积极举措，提供更多政策支持，创
造更加便利条件，以拓宽合作领域，提高合作水平，产生更大效益。”[61]

（二）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必须“以我为主”，共同努力使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搭上祖国大陆经
济腾飞的“快车道”和“顺风车”，使台湾同胞首先分享祖国大陆经济全面发展和深化对外开放的机遇
和“红利”。习近平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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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要保持自身发展势头，同时采取正确政策措施做好台湾工作。”[62]“大陆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
开放，将为两岸经济合作带来强劲动力和有利条件。”[63]“我们愿意首先与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
两岸可以加强宏观政策沟通，发挥好各自优势，拓展经济合作空间，做大共同利益蛋糕，增加两岸同
胞的受益面和获得感……我们欢迎台湾同胞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也欢迎台湾以适当方式加入
亚投行。”[64]“我们愿意首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发展机遇，愿意优先对台湾开放，并且对台湾同胞开放
的力度要更大一些。”[65]

（三）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为两岸同胞谋福祉，最大限度地关切和回应台湾同胞的利益诉求，厚
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共同民意基础。习近平明确指出：“维护好台湾同胞权益，发展好台湾同胞福祉，
是大陆方面多次作出的公开宣示，也是我们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郑重承诺。”[66]“为两岸同胞
谋福祉是我们发展两岸关系的着眼点和落脚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要两岸同胞共同推动，靠两岸同
胞共同维护，由两岸同胞共同分享。我们坚持为两岸同胞谋福祉的理念不会变，为台湾同胞办实事、
办好事的政策措施不会变。我们注重听取台湾各界特别是基层民众意见和建议，愿意了解台湾同胞想
法和需求。我们欢迎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大交流进程中来，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支持者、参
与者。要继续加强两岸同胞交流往来，实施惠及两岸同胞的政策法律措施，扩大台湾基层民众受益面
和获得感。”[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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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充分考虑两岸双方社会的心理感受，努力扩大两岸民众的受益面和获得感，尤其要为
两岸基层民众、中小企业、农渔民合作发展、青年创业就业提供更多机会，让两岸同胞参与越多受益
越多。”[68]“只要是有利于增进两岸同胞的亲情和福祉的事，只要是有利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事，
只要是有利于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事，两岸双方都应该尽最大努力去做，并把好事办好。”[69]

六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其“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论的主要内容之五 : 全面增



《台湾研究》    2016 年第 2 期

· 8 ·

进对两岸“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合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家园”，两岸同胞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 , 是全国
各族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 , 是团结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一面精神旗帜。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的新理念、新战略伊始，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和两岸和平统一问题即被有机地纳入其中，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思想内容，这就是——两
岸同胞共圆“中国梦”，“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完成台湾的和平统一”。

（一）“两岸同胞一家亲，谁也不能割断我们的血脉”[70]，“两岸同胞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同胞
兄弟，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71]。习近平明确指出：“两岸同胞一家亲，根植于我们共同的血脉和精神，
扎根于我们共同的历史和文化。”[72]“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有着共同的血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连
结、共同的愿景，这是推动我们相互理解、携手同心、一起前进的重要力量。”[73]“两岸同胞血浓于水。
不论是几百年前跨越‘黑水沟’到台湾‘讨生活’，还是几十年前迁徙到台湾，广大台湾同胞都是我
们的骨肉天亲。大家同根同源、同文同宗，心之相系、情之相融，本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两岸走近、
同胞团圆，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没有什么力量能把我们割裂开来。”[74]“两岸关系 66 年的发展历
程表明，不管两岸同胞经历多少风雨，有过多长时间的隔绝，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我们分开。”[75]“只
要我们都从‘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出发，将心比心，以诚相待，就没有什么心结不能化解，没有什么
困难不能克服。”[76]

（二）“大陆和台湾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77]，“两岸同胞命运与共，彼此没有解不开的心
结”[78]。习近平明确指出：“两岸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民族强盛，是两岸同胞之福；民族弱乱，
是两岸同胞之祸。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两岸同胞前途命运息息相关。”[79]“国家强大、民族强盛，
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每一个中国人生存、发展、尊严的保障。”[80]“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血
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理应相互关爱信赖，共同推进两岸关系，共同享有发展成果。”[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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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我们必须“积极促进两岸同胞
在厚植共同利益、弘扬中华文化的过程中，增进对两岸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增强民族自豪感，坚定振
兴中华的共同信念。”[83]“两岸交流，归根到底是人与人的交流，最重要的是心灵沟通。两岸同胞要
以心相交、尊重差异、增进理解，不断增强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84]“在经济全球化深
入发展、两岸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两岸是割舍不断的命运共同体。”[85] 我们将持续推进两岸各领域
交流合作，深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增进同胞亲情和福祉，拉近同胞心灵距离，增强对命运共同
体的认知。” 

（三）“中国梦是两岸共同的梦，需要大家一起来圆梦”[86]，“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台湾同
胞定然不会缺席”[87]。习近平明确指出：“‘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
两岸同胞共同努力。我们真诚希望台湾同大陆一道发展，两岸同胞共同来圆‘中国梦’。携手推动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该成为两岸关系的主旋律，成为两岸中华儿女的共
同使命。”[88]“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追求。中国梦既是国家、民族的梦，也是包括
两岸同胞在内的每个中华儿女的梦，同我们每个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紧密相连。”[89]“中国梦与台湾
的前途是息息相关的。中国梦是两岸共同的梦，需要大家一起来圆梦。……两岸同胞要相互扶持，不
分党派，不分阶层，不分宗教，不分地域，都参与到民族复兴的进程中来，让我们共同的中国梦早日
成真。”[90]“经过中华儿女不懈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应该登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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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远，看到时代发展、民族振兴大趋势，看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
成部分，摆脱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束缚，明确振兴中华的共同奋斗目标。两岸关系发展是大势所趋，我
们应该据此确定自己的路线图，继续往前走。”[91]“大陆和台湾取得的每一项发展成就，都值得两岸
中国人自豪。两岸同胞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就是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贡献。只要两
岸凡事都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考虑，就一定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阻碍，推动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92]“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华民族在
探寻民族复兴强盛之道的过程中饱经苦难沧桑。‘统则强、分必乱’，这是一条历史规律。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与两岸同胞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台湾的前途系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的福祉离不开中华民族
的强盛。……希望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国家和平统一的进程中，
把握住机遇，相互扶持，紧密合作，为过上和平安宁、幸福美好生活，为在世界上共享中华民族尊严
和荣耀而携手奋斗。”[93]“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需要两岸同胞共同维护，开创共同美好未来需要两
岸同胞共同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两岸同胞携起手来同心干。” 

七

正是由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针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抓住机遇、直面挑战，趋利避害，因势利导，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具
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意义和价值的处理两岸事务、解决台湾问题的“顶层设计”、“底线思维”和
重大战略举措，表现出了高超的政治勇气、政治智慧和战略定力、大局驾驭能力，并有机构建了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直接针对台港澳问题彻底解决之“国家统一”和“国家治理”篇，为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进一步创新性地贯彻落实“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大政方针和基本国策指明了方向、注入
了新的驱动力，不仅巩固和深化了自 2008 年以来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格局，而且还使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新突破、新进展，使“两岸关系总体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使两岸关系
的发展进入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时期”[94]，为未来两岸和平统一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创造了比较有利的条件。

中共十八大以来，两岸互信共存、互利共赢的交流与合作，在接续 2008 年以来开辟的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道路所取得的丰厚的前期成果和历史积淀的基础上，又攀上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取得了前所
未有的历史性突破。

仅仅就近四年来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的统计数据观察——2012 年两地贸易额为 1689.6 亿美元，占
大陆对外贸易总额的 4.4%，同比上升 5.6%。其中，大陆对台湾出口为 367.8 亿美元，同比上升 4.8%；
自台湾进口为 1321.8 亿美元，同比上升 5.8%。大陆共批准台商投资项目 2229 个，同比下降 15.5%，
实际使用台资金额 28.5 亿美元，占大陆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 3.0%，同比上升 30.4%。截至 2012 年
12 月底，大陆累计批准台资项目 88001 个，实际利用台资 570.5 亿美元。按实际使用外资统计，台
资在大陆累计吸收境外投资中占 4.5%[95]。2013 年两地贸易额为 1972.8 亿美元，同比上升 16.7%，占
大陆对外贸易总额的 4.7%。其中，大陆对台湾出口为 406.4 亿美元，同比上升 10.5%；自台湾进口为
1566.4 亿美元，同比上升 18.5%。大陆共批准台商投资项目 2017 个，同比下降 9.5%, 实际使用台资金
额 20.9 亿美元 , 同比下降 26.7%。截至 2013 年 12 月底，大陆累计批准台资项目 90018 个，实际使用
台资 591.3 亿美元。按实际使用外资统计 , 台资占大陆累计实际吸收境外投资总额的 4.2%[96]。2014 年
两地贸易额为 1983.1 亿美元，同比上升 0.6%，占大陆对外贸易总额的 4.6%。其中，大陆对台湾出口



《台湾研究》    2016 年第 2 期

· 10 ·

为 462.8 亿美元，同比上升 13.9%；自台湾进口为 1520.3 亿美元，同比下降 2.8%。大陆共批准台商投
资项目 2318 个，同比上升 14.9%, 实际使用台资金额 20.2 亿美元 , 同比下降 3.3%。截至 2014 年 12 月
底，大陆累计批准台资项目 92336 个，实际使用台资 611.5 亿美元。按实际使用外资统计 , 台资占大陆
累计实际吸收境外投资总额的 4%[97]。2015 年两地贸易额为 1885.6 亿美元，同比下降 4.9%，占大陆对
外贸易总额的 4.8%。其中，大陆对台湾出口为 449 亿美元，同比下降 3%；自台湾进口为 1436.6 亿美
元，同比下降 5.5%。大陆共批准台商投资项目 2962 个，同比上升 27.8%, 实际使用台资金额 15.4 亿美元 ,
同比下降 23.8%。截至 2015 年 12 月底，大陆累计批准台资项目 95298 个，实际使用台资 626.9 亿美元。
按实际使用外资统计 , 台资占大陆累计实际吸收境外投资总额的 3.8%[98]。据不完全统计，自 1987 年两
岸开放经济交流与合作以后，截至 2016 年初，两岸贸易额已经高达 2 万亿美元。其中，自台湾进口为 1.6
万亿美元，大陆对台湾出口 4000 亿美元，台湾对大陆贸易顺差 1.6 万亿美元。大陆累计批准台资项目
9.5 万个，实际使用台资 650 亿美元。按实际使用外资统计 , 台资占大陆累计实际吸收境外投资总额的
4%。大陆已经成为台湾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和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台湾已经成为大
陆第七大贸易伙伴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地、第九大出口市场。

仅仅就近四年来两岸人员往来的统计数据观察——2012 年两岸人员往来总量 797 万人次。其中，
台湾居民来大陆 534.0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7%；大陆居民赴台 263.02 万人次，同比增长 42.56%。大
陆居民赴台旅游 197 万人次，同比增长 57.5%[99]。2013 年两岸人员往来总量 808 万人次。其中，台湾
居民来大陆 516.25 万人次。大陆居民赴台 29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大陆居民赴台旅游 218.9 万人次，
同比增长 11%[100]。2014 年两岸人员往来总量 941.1 万人次，同比增加 16.52%。其中，台湾居民来大陆
536.6 万人次，大陆居民赴台 404.6 万人次。大陆居民赴台旅游达到 322 万人次，同比增加 47&%[101]。
2015 年两岸人员往来总量 985.61 万人次，同比增加 4.73%。其中，台湾居民来大陆 549.86 万人次，同
比增加 2.47%。大陆居民赴台 435.75 万人次，同比增加 7.73%。预计全年大陆居民赴台旅游达到 340
万人次，均创历史新高 [102]。据不完全统计，自 1987 年两岸开放人员往来以后，截至 2016 年初，两
岸人员往来总量已经高达 1.2 亿人次以上，其中，台湾居民来大陆累计已超过 1 亿人次，大陆居民赴
台累计超过 2000 万人次。仅仅就两岸制度化联系沟通机制的不断巩固和深化的统计数据观察——在
2008 年—2012 年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和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之两岸两会
制度化联系沟通机制恢复运作以来所进行的“两会”领导人陈云林、江丙坤的 8 次“陈江会”达成 18
项合作协议的基础上，2013 年以来，两会新任领导人陈德铭、林中森又先后举行了 3 次“陈林会”，
达成了 5 项合作协议。尤其值得高度关注的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不仅两岸“两会”制度化联系沟
通机制得以全面恢复和持续推进，而且双方两岸事务主管部门——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简称国台办）
和台湾 “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简称“陆委会”）之间常态化联系沟通机制也得以开辟和建立——两
个部门的负责人张志军与王郁琦、夏立言分别在 2014 年 2 月、6 月和 2015 年 5 月、10 月举行了二次“张
王会”和二次“张夏会”，就推进两岸关系有关问题交换意见。这是数十年来双方两岸事务主管部门
负责人的首度“破冰之旅”，为两岸政治对话打通平台、奠定互信基础写下崭新的一页。正是在 2008
年以来开辟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所取得的丰厚的前期成果和历史积淀的基础上，2015 年 11 月 7 日，
两岸领导人——习近平、马英九在新加坡举行了首度正式会晤，实现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历史性突破。
其重要意义，一如习近平所阐释的——“两岸领导人见面，翻开了两岸关系历史性的一页。历史将会
记住今天。……当前，两岸关系发展面临方向和道路的抉择。两岸双方应该从两岸关系发展历程中得
到启迪，以对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担当，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正确选择。……我们今天坐在一起，
是为了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不得而复失，让两岸同胞继续开创和平安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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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共享美好的未来。”[103] 习近平还就“携手巩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格局，共
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 4 点意见：第一，坚持两岸共同政治基础不动摇。第二，坚持巩固深
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第三，坚持为两岸同胞多谋福祉。第四，坚持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04]。
在会见中，“双方肯定 2008 年以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取得的重要成果。双方认为应该继续坚持‘九二
共识’，巩固共同政治基础，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加强沟通对话，扩大两岸
交流，深化彼此合作，实现互利共赢，造福两岸民众，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应该
携手合作，致力于振兴中华，致力于民族复兴。”[105] 对此，国台办主任张志军高度评价曰：“两岸领
导人会面得以实现，来自于两岸双方和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得益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累积的丰硕成果，
可以说是两岸民心所向，两岸关系发展大势所趋。……会面将两岸交流互动提升到新高度，迈出了两
岸高层互动往来的关键性一步，开创了两岸领导人直接对话沟通的先河，开辟了两岸关系发展的新前
景。……两岸领导人这一跨越 66 年的首次会面，是两岸关系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对两岸关系未
来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必将载入两岸关系史册。两岸双方以相互尊重和建设性的态度，围绕推进和平
发展、致力民族复兴的主题，就两岸关系相关问题坦诚交换意见，达成积极共识。……为两岸同胞指
明了两岸关系发展的方向、基础、途径和目标，对两岸关系长远发展意义重大。[106]” 

目前，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所提出的一系列具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意义和价值之处理
两岸事务、解决台湾问题的的“顶层设计”、“底线思维”和重大战略举措的指导和推动下，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格局日益巩固和深化，并为未来两岸和平统一奠定着基础、积蓄着力量、准备着条件，从
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走向两岸的“和平统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完成台湾的和平统一”，
已经成为不可抗拒、不可逆转的历史大潮流、大趋势，不管将来台湾岛内政治生态如何演变、不管将
来两岸关系如何演变、不管将来国际形势如何演变，都不可能动摇全体中华儿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整的坚强意志，都不可能动摇全体中华儿女矢志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
国梦”的坚强意志。

注释：

[1] 《“习连会”接棒“胡连会”——凸显大陆对台政策延续性》，《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 年 2 月 26 日。

[2] 《习近平总书记会见连战一行》，《人民日报》2013 年 2 月 26 日。

[3]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 年 11 月 8 日 )，《人民日报》2012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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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itial Exploration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New Theory 
on “Strengthening and Deepening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Cross-

Straits Relationship”
Qi Pengfei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led by Part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been facing great challenges to “protect the state sovereignty and maintain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while the relationship across the Strait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plicated. The Committee 
also bears the responsibility to strengthen and deepen the following: the current peaceful relation between 
mainland and Taiwan; the common political foundation on which mutual trust can be established; the overall 
economic collaboration and exchange; the systematic mechanism that can benefit the people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The Committee has been pragmatic and creative, making great progresses in the four regions across 
the Strait so as to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Community of benefit, 
and Community of Duty”; build up the identity of “common homeland for the compatriots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and encourage the systematic exploration so that all can jointly work for the national revival of 
China. Thus, there has been a series of “Top-level Design”, “Bottom-line Thinking” and important strategic 
decisions with innovative values in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which have achieved break-up fruits and opened 
up a new situation in the work of pursuing “National Unity” by addressing the Taiwan issue directly. These 
new developments have exemplified a deep historical thinking, an overall strategic consideration and updated 
new mindset. One can see the political gut and wisdom in these decisions, displaying the decision-makers’ 
clear vision and commitment. These have been a full chapter composed by Xi’s direct addresses to the issues 
concerning “National Unity”.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se writings can provide guidance for us and point to a 
correct direction for “National Unity” in the process of realizing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Xi Jinping; Peaceful Development in Cross-Straits Relation; Mutual Political Foundation; 
Peaceful Reunification;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