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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特稿
随着中共二十大

逼近，北京也逐渐加
重对两岸“统一”后
的着墨，而从美国参
议院外委会9月通过
《台湾政策法案》，
再 到 拜 登 第 四 度 说
出“出兵保台”论，
更为台海局势再添波
折。可以预见，二十
大 过 后 ， 中 国 大 陆
的“两制台湾方案”
轮 廓 或 将 更 清 晰 ，
而“解决台湾问题”
是否成为北京优先处
理的事项，将很大程
度受到中美两雄争锋
的局面牵动。夹身其
中的台湾，压力只会
越来越大。

距离中共第二十
次全国代表大会（二
十大）召开剩下不到
一个月，回顾过去近
两个月，台海情势屡
经波澜，大陆对台频
频释出“统一后”论
述，更令外界关注中
共二十大将如何拍板

至少未来五年的对台
政 策 ， 是 否 加 快 所
谓“解决台湾问题”
的速度。

事 实 上 ， 自 中
国大陆2019年提出探
索“两制台湾方案”
后，外界便推测北京
已逐渐着手规划“统
一后”的安排。

去年11月中共第
19届中央委员会第六
次全会会议（六中全
会）所提到的“新时
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
总体方略”，更载明
要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 大 复 兴 进 程 中 推
进祖国统一”。对照
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 建 国 百 年 的 时 间
点，也引发外界对“
统 一 时 间 表 ” 的 联
想。

二十大过后 对台
政策不会停留在现状

曾任台湾马英九
政府两岸政策智囊的
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
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

接受《联合早报》访
问时指出，大陆对台
政策的目标就是“统
一”，“解决台湾问
题”势必列入“议程
表”，但不会有“时
间表”。

“对大陆而言，
统一必须符合民族复
兴的利益，同时也不
能构成民族复兴的障
碍 ， 因 此 必 须 配 合
内外情势，无法明订
时间表。不过，可以
确定的是，二十大过
后，绝不会停留在现
状。”

大 陆 今 年 8 月 1 0
日发布的《台湾问题
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
业白皮书》，也出现
对台“一国两制”论
述 的 调 整 ， 如 不 再
提“不派军队、官员
驻台”，但增加外国
与国际组织在台设置
官方或半官方机构，
需北京同意的说法，
显 示 大 陆 对 “ 统 一
后”“一国两制”下
准备给台湾的空间较
过去紧缩。

中共中央台湾事
务办公室发言人马晓
光9月21日在中宣部
记者会上提出，两岸
统一后，台湾可以实
行不同于大陆的社会
制度。“所有拥护祖
国统一、民族复兴的
台湾同胞将在台湾真
正当家作主，参与祖
国建设，尽享发展红
利。”

另一名发言人朱

凤莲也提到，大陆将
持续加强运用法治方
式和法治力量“打击
台独分裂势力，推进
祖国统一进程”，并
将 根 据 形 势 发 展 变
化，进一步推出“反
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图
谋及行径的法治新举
措，坚决维护国家主
权 、 安 全 、 发 展 利
益”。

这些迹象显示，
中共二十大过后，对
台政策可能出现更显
著变化。

大陆涉台学者包
承 柯 对 本 报 分 析 ，
台湾方面在2021年10
月提出两岸“互不隶
属”后，大陆认定这
是“新版两国论”，
因此开始加强对“统
一后”安排的论述。
两岸“互不隶属”，
是台湾总统蔡英文在
当年双十演说中提出
的 “ 四 个 坚 持 ” 之
一 ， 她 当 时 说 ， 坚
持“中华民国与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互 不 隶
属”。

包承柯认为，蔡
英文的上述讲话是促
使大陆加快推进“和
平 统 一 ” 进 程 的 拐
点，而进一步说明“
统一后”的安排则是
当前重点，预期二十
大后会有更明确的一
系列方针政策。

包承柯也提到，
二十大将展现大陆国
防、经济等各项内部
建设的阶段性成果，

在 这 样 的 前 提 下 ，
推进统一进程自然也
要“加把劲”，“毕
竟久拖不解也不是个
事儿”。

赵春山则认为，
大陆未来对台工作会
更 着 力 在 “ 促 进 统
一”，因此会释出更
多关于“统一后”的
安排与构想。

他说，在经历香
港经验之后，北京提
出 的 “ 两 制 台 湾 方
案”势必更紧缩，“
这也是为什么近期有
大陆学者开始提出《
统一法》的倡议，虽
然可行度不高，但都
是（两制方案）紧缩
的迹象”。

赵春山研判，北
京对台依旧坚持“和
平统一”，“毕竟打
仗对民族复兴目标很
可能造成障碍”，但
北京接下来会为了促
统，而加大“反独”
力 道 ， 通 过 军 事 行
动、经济制裁等非和
平手段，逼台湾上谈
判桌。

学者：二十大报
告将明示 下来五至
10年对台顶层思维

不 过 ， 他 也 提
到，对大陆来说，二
十大过后到明年的全
国两会前，还有许多
内政问题等待处理，
两岸问题虽有一定迫
切性，但绝非首要事
项，且美台在2024年
都将举行大选，局势
还 有 变 化 ， 在 此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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