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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共十九大报告涉台论述的

历史积淀和现实意义

齐鹏飞  王  芳 *

2017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必须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体现一个中
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根本性质，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关键。承认‘九二
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双方就能开展对话，协商解决两岸同胞关心的问题，
台湾任何政党和团体同大陆交往也不会存在障碍。两岸同胞是命运与共的骨肉兄弟，是血浓于水的一
家人。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尊重台湾现有的社会制度和台湾同胞生活方式，愿意率先同台
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我们将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实现互利互惠，逐步为台湾同胞在
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增进台湾同胞福祉。我们将推动两岸同胞
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我们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容忍国家分裂的历史悲
剧重演。一切分裂祖国的活动都必将遭到全体中国人坚决反对。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
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
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1] 这是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开辟以来尤其

摘 要：中共十九大报告涉台部分，系统论述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祖国完全统一与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辩证统一关系，在保持对“台独”“零容忍”之高压态势的同时，也明确表达了
为台湾同胞谋福祉的真诚愿望和善意、诚意，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进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后“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完成台湾的和平统一”的战略自信、战略胆识、
战略担当和战略定力，是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开辟以来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五年间中国共产党
对台工作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的高度概括和全面总结，是指导新时代“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
两制’方针，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纲领性指导文献和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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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五年间中国共产党对台工作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的高度概括和全面总结，标志着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完成台湾的和平
统一”的重要论述和创新理论基本完成了体系化的历史任务，走向全面成型成熟，标志着中共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进程中完成台湾的和平统一”的重要论述和创新理论已经形成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科学
理论体系，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纲领性指导文献和行动指南。

一

自中共十八大至中共十九大的五年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对台论述和理论创新，是建立在巩
固和深化、维护和坚守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阶段性成果并为未来的祖国完全统一创造条件、积聚力量
之伟大实践的基础之上的。

2008 年以后，在两岸双方和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两岸关系逐步走上和平发展道路。延滞了几
十年的两岸直接双向的“三通”全面实现；中断了十年之久的两岸“两会”制度化联系沟通机制恢复运作，
两岸关系发展取得重大突破。尤其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不仅两岸“两会”制度化联系
沟通机制得以持续推进，并在此基础上，双方两岸事务主管部门——大陆“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
台办”）和台湾当局 “行政院大陆委员会”（“陆委会”）之间常态化联系沟通机制也得以开辟和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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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令人倍感遗憾的是，2016 年以来，伴随着台湾当局领导人的再度更迭，在台湾地区全面执政的
台湾当局新领导人始终漠视和回避构成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政治基础、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这道事关两岸关系发展何去何从的“必答题”，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能不能不得而复失”陡然
成疑。而“小两岸关系”（“台海两岸关系”）背后至关重要的影响和制约因素——“大两岸关系”（“中
美关系”）也因为美国特朗普新政府的上台，增强了诸多不确定、不稳定的隐患。这种两岸关系发展
演变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的复杂局面，极大地考验着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
处理和解决台湾问题方面的战略定力、战略眼光和政治勇气、政治智慧。

而令人倍感欣慰的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台湾岛内政治生态
和社会心态以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深刻变化，“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以强烈的使命意识和
责任担当，因势利导，表现出了高超的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具有理论创新和实
践创新意义的重大战略举措，“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
有办成的大事”，牢牢把握住了坚持“九二共识”和反对“台独”斗争的主动权、主导权，牢牢把握
住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进程”的主动权、主导权。这些重大战略举措提出并实施及
其显著成效，主要体现在经济和政治两大领域。

（一）经济领域

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持续推动和深化两岸的交流合作与融合发展，真心诚意地台湾同胞
谋福祉，不断厚植两岸的共同利益，不断厚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的社会基础和民意基础。

1、两岸经济贸易往来的规模和水平不断攀升，使两岸互利共赢的融合发展成为不可逆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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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就统计数据看——2013 年：两岸贸易额为 1972.8 亿美元，同比上升 16.7%，占祖国大陆对
外贸易总额的 4.7%。其中，祖国大陆对台湾出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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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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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6 年以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遭遇因台湾当局领导人更迭而
不断出现新挑战新考验，两岸经贸往来不断攀升势头有所放缓，但其发展大格局、大趋势基本没有变。
截至 2016 年 12 月底，祖国大陆累计批准台资项目 98815 个，实际使用台资 646.5 亿美元。按实际使
用外资统计 , 台资占祖国大陆累计实际吸收境外投资总额的 3.7%[3]。2017 年，两岸贸易和台商对大陆
投资仍总体上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1-11 月两岸经贸额 1793 亿美元，同比增幅达 11.7%；前 11 月，
台资实际对大陆投资 44.3 亿美元，目前，祖国大陆仍是台湾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最大贸
易顺差来源地、最大对外投资目的地。同时，两岸货币清算机制建立，台湾银行人民币业务快速发展；
成立两岸企业家峰会，促进两岸产业深度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为台
湾同胞投资兴业创造更加便利、公平的法治环境，使两岸的经济合作水平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两岸互利共赢的融合发展成为不可逆的趋势。

2、两岸人员往来的规模和密度不断攀升，使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仅仅就统计数据看——2013 年，两岸人员往来总量 808 万人次。其中，台湾居民来祖国大陆

516.25 万人次。祖国大陆居民赴台 29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祖国大陆居民赴台旅游 218.9 万人次，
同比增长 11%[4]。2014 年，两岸人员往来总量 941.1 万人次，同比增加 16.52%。其中，台湾居民来祖
国大陆 536.6 万人次，祖国大陆居民赴台 404.6 万人次。祖国大陆居民赴台旅游达到 322 万人次，同比
增加 47%[5]。即使 2016 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遭遇台湾当局领导人更迭面临严峻复杂挑战，这一不断攀
升势头有所放缓，但是其发展大格局、大趋势基本没有变。2016 年，两岸人员往来总量 934 万人次。
总起来观，“2013 年至 2017 年上半年，两岸人员往来达到 4096.7 万人次。”[6] 同时，五年间 “两岸
基层民众交往频繁，仅参加海峡论坛的台湾基层民众 5 年累计就近 5 万人次。设立两岸青年就业创业
基地和示范点 53 家，吸引 1000 多家台资企业和团队入驻。两岸教育交流合作取得新进展，文化交流
合作形式更加丰富，增强了两岸同胞中华文化情感纽带。两岸工会、青年、妇女、体育、卫生、宗教、
宗亲和民间信仰等各领域、各界别交流持续热络。国务院修改《中国公民往来台湾地区管理办法》，
对台湾居民往来大陆免签注手续并实行卡式台胞证。有关部门出台 20 多项政策措施，为台湾同胞在大
陆学习、工作、生活提供更多便利，创造更好条件。”[7] 

3、“深化两岸经济合作、促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程度不断提升，
使祖国宝岛的经济发展搭上祖国大陆经济腾飞的“快车道”和“顺风车”有了机制化的保障。

2016 年 3 月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审议批准的“十三五规划”，首次明确将“促进两岸经济
融合发展”的内容单独成章，专门论述“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进程”的问题，进一步凸
显了“深化两岸经济合作、促进两岸经济融合发展”的问题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十三五规划”第五十五章分列二节来具体论述如何“巩固和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问题——第
一节“促进两岸经济融合发展”；第二节“加强两岸人文社会交流”[8]。这里的建设性意见在表述内
容上更加充实且富有针对性和前瞻性，如“加强两岸宏观政策交流，拓展经济合作空间和共同利益”、

“推动两岸产业优势互补、融合发展，鼓励两岸企业相互持股、合作创新、共创品牌、共拓市场”、“深
化两岸金融合作，支持两岸资本市场开展多层次合作”、“推动两岸贸易投资扩大规模、提升层次”、“扩
大对台湾服务业开放，加强两岸在农渔业、中小企业、电子商务等领域合作”、“扩大两岸人员往来，
完善台湾同胞待遇政策措施，为台湾居民在大陆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多便利”、“加强两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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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合作，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两岸同胞文化、民族认同”、“深化两岸教育交流合作，扩大两
岸高校学历互认范围，推进闽台职业教育交流合作试验区建设”、“鼓励两岸联合开展科技研发合作，
深化两岸学术交流”、“加强两岸基层和青少年交流，让更多台湾普通民众、青少年和中小企业在交
流合作中受益”等均为首次明确提出，其意义重大且深远。

（二）政治领域

秉持“两岸命运与共”的理念，一方面积极推动两岸政治交往、推动两岸主管部门负责人和两岸
领导人的直接对话，不断增进与中国国民党马英九当局的政治互信，全力维护一个中国框架的共同认知，
巩固和深化、维护和坚守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阶段性成果，并取得重大突破；另一方面，始终坚持“九二
共识”的“底线思维”，推动两岸同胞共同反对一切分裂国家的活动，绝不容忍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演。

如前所述，自十八大至十九大五年间，两岸政治交往的基础和主渠道，仍然是“九二共识”及
2008 年恢复运转的已中断了十年之久的两岸制度化联系沟通机制——“两会（‘海协会’与‘海基会’）
磋商”。“两会磋商”虽然主要议题是在经济领域，但是对于不断增进与中国国民党马英九当局的政
治互信，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两岸又进一步建立了双方两岸事务主管部门之
间常态化联系沟通机制，“强化了‘九二共识’在两岸关系中的基础性地位，为双方及时管控分歧、
妥处复杂敏感问题，推进两岸关系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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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习近平所高度总结和概括得那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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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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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让我们的子孙后
代共享美好的未来。”[10] 在会见中，习近平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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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四点意见，即：坚持两岸共同政治基础不动摇；坚持巩固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坚持为两岸同胞多谋福祉；坚持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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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习马会”是“1949 年以来两岸领导人首次会面，开创了两岸领导人直接对话、沟通的
先河，翻开了两岸关系历史性的一页，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政治互动推到了新高度，确立了两岸关
系政治现状的新标准，树立了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新的历史坐标，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13]

2016 年以来，台湾岛内政治生态发生剧烈变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和
考验。在大风大浪面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保持高超的战略定力，坚守“底线思维”，
及时而果断地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应对措施。在台湾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前，习近平多次发表重要讲话，
指出：“我们对台大政方针是明确的、一贯的，不会因台湾政局变化而改变。我们将坚持‘九二共识’
政治基础，继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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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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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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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九二共识’的核心是一个中国原则，
认同两岸同属一中。台湾政局变化改变不了‘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和核心意涵。承认不承认体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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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关系认定两岸是一个国家还是两个国家的根本问题。在这个大是大非问
题上，我们的立场不可能有丝毫模糊和松动。”[15] 2016 年 5 月 20 日后，对于台湾当局新领导人一再
回避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没有共同政治基础”的前提和条件下“维持现状”，
岛内“台独”势力蠢蠢欲动的新情况新形势，“我们坚决停摆了以‘九二共识’为基础的两岸沟通和
商谈机制；加强同岛内相关政党、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的交流互动，壮大反对‘台独’、维护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的力量和声势；积极开展舆论斗争，揭批台湾当局和‘台独’势力破坏两岸关系政治基础
和现状的行径；继续推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为台湾同胞谋福祉、办实事。”让“台湾同胞深切感
受到台湾政局变化对两岸关系和其切身利益带来的伤害，更清楚地认识到两岸关系恶化的责任在民进
党当局，强烈要求其调整两岸政策，回到‘九二共识’政治基础上。”[16] 同时，我们坚决维护国际社
会坚持一个中国的基本格局，全面封堵台湾当局新领导人企图回避一个中国原则、绕开两岸协商来拓
展“国际空间”的各种投机活动的任何出路。2016 年以来，我们先后与冈比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复交，
与巴拿马建交。“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台工作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台
海形势的分析判断精准、决策部署正确、工作成效显著。”[17]

二

自中共十八大至中共十九大的五年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巩固和深化、维护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的阶段性成果并为未来的祖国完全统一创造条件、积聚力量之伟大实践的历史进程中，
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完成祖国完全统一”的重要论述和理论创新逐步成熟，并形成一
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
国两制’方针，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纲领性指导文献和行动指南。其
核心思想和基本内容如下：

（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基本国策、基本方略，

是我们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最佳方案和最佳制度安排，我们将始终不渝地予以坚

持和发展，绝不会轻言改变或动摇

这一指导思想，自中共十八大至中共十九大，一以贯之、一脉相承。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解
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必须继续坚持‘和
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当然，习近平也充分
考虑到台湾同胞、台湾社会各界人士对于“一国两制”的种种担心和顾虑，不断利用各种场合进行这
一基本国策、基本方略的具体阐释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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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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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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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通向和平统一的光明大道”，“实现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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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发展”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继承和创新性地发展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
要思想。习近平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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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其论证依据是：

1、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走向“和平统一”的唯一正确道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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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008 年以来，国共两党同两岸同胞一道，开辟了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给两岸同胞带来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利益。”[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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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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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来之不易必须坚决维护。习近平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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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发展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追求，两岸共享其利、同受其
惠。”[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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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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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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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三）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共同政治基础，是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的“定海神针”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进程”最具
有历史突破意义的政治成果，就是推动两岸最终确立了以一个中国原则为核心内涵的“九二共识”是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共同政治基础这一基本理念和基本信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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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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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1、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坚如磐石，态度始终如一。习近平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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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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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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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2、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既要求同存异，更应努力聚同化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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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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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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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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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合情合理安排。”[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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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3、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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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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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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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双方就能开展对话，
协商解决两岸同胞关心的问题，台湾任何政党和团体同大陆交往也不会存在障碍。[4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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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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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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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
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46]

（四）深化“互利共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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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进程”最具
有历史突破意义的经济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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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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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两岸开展经济合作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秉持互利双赢，
促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符合两岸同胞共同利益。”我们“要积极发挥交流管道作用，顺应经济
发展规律，创新方式，推动扩大两岸经贸往来，加强两岸产业合作，支持两岸企业合作创新、共创品牌、
共拓市场，扩大两岸中小企业和农渔业合作，扩大基层民众参与面和获益面。”[48]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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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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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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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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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货物贸易、两会互设办事机构等问题，双方可以抓紧商谈，争取早日达成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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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3、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为两岸同胞谋福祉，厚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共同民意基础。习近平明确
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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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我们为推动两岸关系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实
现两岸同胞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两岸关系形势越是复杂严峻，（我们）越是要为民谋利，准确把握两



《台湾研究》    2018 年第 1 期

· 8 ·

岸社情民意脉动，开好解决两岸同胞尤其是基层民众需求的方子，创新方式，深入基层，带动更多民
众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53]“两岸同胞是命运与共的骨肉兄弟，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我们将扩
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实现互利互惠，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
陆同胞同等的待遇，增进台湾同胞福祉。我们将推动两岸同胞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54] 

（五）全面增进对两岸“命运共同体”的认知，两岸同胞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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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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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和平统一”。

1、两岸同胞一家亲。习近平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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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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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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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2、大陆和台湾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明确指出：“两岸同胞命运与共，彼此没有解不
开的心结。”[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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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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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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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两岸双方要坚定信心、
增进互信，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携手建设两岸命运共同体。” 

3、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台湾同胞不能缺席”。习近平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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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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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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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三

综上所述，之所以说中共十九大报告涉台内容，是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开辟以来尤其是中共
十八大以来五年间中国共产党对台工作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的高度概括和全面总结，是指导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台工作的纲领性指导文献和行动指南，是因为其中蕴含的丰富而深刻之“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完成台湾的和平统一”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高屋建瓴、博大精深，值得
我们认真学习体会和贯彻落实。

中共十九大报告涉台内容，系统论述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两岸和平统一的辩证统一关系、祖国
完全统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辩证统一关系，明确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



《台湾研究》    2018 年第 1 期

· 9 ·

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65] 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后“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完成台湾的和平统一”的战略自信、
战略胆识、战略担当和战略定力。

在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征程中，经由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走向两岸和平统一，“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完成祖国和平统一”，仍然是中国共产党彻底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追求目标和理想
化的战略选择，但是如果出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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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而且，“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
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
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67] 这就是中共十九大报告关于“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完成台湾的和平统一”的“顶层设计”和“底线思维”。

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社会基础、民意基础是台湾同胞的“人心回归”，彻底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必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中共十九大报告在保持对“台独”分
裂势力、分裂活动“零容忍”之高压态势的同时，也再度明确而充分地表达了为台湾同胞谋福祉的真
诚愿望和善意、诚意。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两岸同胞是命运与共的骨肉兄弟，是血浓于水的
一家人。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尊重台湾现有的社会制度和台湾同胞生活方式，愿意率先同
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我们将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实现互利互惠，逐步为台湾同胞
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增进台湾同胞福祉。我们将推动两岸同
胞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68] 这就是中共十九大报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台
战略、对台政策之“反独促统”并进、“不统而统”以及“硬的更硬、软的更软”的具体体现。

目前，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进程所面临的大环境和大形势正发生着前所
未有的巨大变化，两岸关系何去何从正处在一个非常复杂而微妙的十字路口和转折点上，中共十九大
报告将“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完成台湾的和
平统一”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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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Historical Legacy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Statements 
Concerning Taiwan-related Issues in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Report 

Qi Pengfei & Wang Fang

Abstract: In the report to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aiwan-related issues were systematically and 
firmly elaborated. The necessities of promoting peaceful development cross-Strait and China’s peaceful 
reunification, especially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 between the reunification of the motherland and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re clearly stated. It is an effort to reinforce the government’s “zero 
tolerance” to “Taiwan independence” while expressing explicitly the sincerity and best intentions to work for 
the common good and well-being of Taiwan’s peopl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s the core,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has presented to the world a strategic confidence, courage, insight, responsibility and composure. 
The leading party is determined, in this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to fulfil the mission 
of “peaceful reunification with Taiwan in the process of pursuing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report is an explicit and comprehensive summary of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practical inspirations 
of CPC’s work on Taiwan issues ever since the government initiated a special effort to maintain the peaceful 
growth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especially in the past five years after the 
CPC’s 18th National Congress. The statements in this report shall be the guiding literature and call to action 
to direct work on Taiwan-related issues, ensuring the consistency and continuity of the principle of “peaceful 
reunification” and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so that the work may help promote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the process of “peaceful reunification” in this new era. 
Key Words: Mainland’s Policy towards Taiwan;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Report;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