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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北京应会维持战
略定力。

台湾政治大学东
亚研究所特聘教授王
信贤则对本报分析，
大陆当前对台政策有
两项主要顶层设计。

首 先 是 中 共 总
书记习近平2019年1
月 在 《 告 台 湾 同 胞
书》40周年讲话时，
提出探索“两制台湾
方案”的倡议；第二
则是预计在二十大后
更清晰的“新时代党
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
略”。

因此，他推断，
二十大的政治报告将
更 明 确 显 示 未 来 五
年，甚至10年的对台
工作顶层思维。相关
论述很可能把对台主
张延伸到“统一后”
，并在“中美竞争”
的背景下，更着重“
反独”与“反外部势

力干涉”，且不能排
除进一步对台立法的
可能性。

王信贤还提到，
对北京而言，台湾问
题已然镶嵌在“两个
百年”和美中竞争的
内外两个大局中；对
华府来说，台湾无疑
是 对 华 结 构 性 战 略
中，抑制中大陆、对
北京要价的一项重要
筹码。

他认为，倘若《
台湾政策法案》真的
付诸立法，而北京在
2023年的全国两会又
对《反分裂国家法》
进行修法，或推出“
施行细则”，乃至推
出更积极的“促统”
法 律 ， 代 表 中 美 都
以 “ 国 内 法 ” 来 框
限台湾问题，已然进
入“涉台法理竞争”
阶段。

面对北京步步逼

近 台非绿政党或被
迫“变色”

2024年1月，台湾
将举行总统大选。因
此，如何回应中共二
十大后的北京对台政
策，以及中美之间的
竞逐，是台湾各阵营
无法回避的问题。

面对北京加大军
事 行 动 ， 并 逐 渐 擘
划 “ 统 一 后 ” 的 安
排，台湾政治大学东
亚研究所特聘教授王
信贤认为，即便是“
非绿营”的台湾政党
想争取执政，也会逐
渐走向与大陆对立的
光谱一端。

例如，国民党主
席朱立伦6月访美时
就曾提出，国民党是
亲美政党，持续对抗
共产主义，与中共做
价值与制度的竞争，
并强调“九二共识”
是创造性模糊，是“
没 有 共 识 的 共 识 ”
（ N o n - C o n s e n s u s 
Consensus）等。

但王信贤指出，
相较于民进党，台湾
非绿营政党对大陆而
言仍是较有谈判可能
的 对 象 ， 而 这 些 政
党在2024前必须说服
台湾选民的，是他们
对“国家主权”的主
张是什么。

至于目前执政的
民 进 党 ， 王 信 贤 研
判，未来基本仍会延
续当前亲美抗中的政
策路线，但民进党政
府低调应对大陆8月

的对台军演，引发不
少民意质疑后，这套
论述在2024年的大选
是否能如同2020年一
样无往不利，恐怕仍
有观察空间。 

九 二 共 识 未 必
能“包生子”

另外，针对大陆
仍 主 张 以 “ 九 二 共
识 ” 作 为 与 台 湾 各
政党谈判的前提，赵
春山认为，“九二共
识”是作为两岸解决
事务性问题的“谈判
入场券”，重点在于
求同存异。不过，当
北京加速推动统一进
程，令两岸问题必须
走入涉及主权问题的
深水区时，“九二共
识”是否还够用？这
也是大陆必须回答的
新答卷。

美国对台战略变
化频 中美解读恐现重
大误差

回顾过去这段时
间，美国在台湾问题
的着力越加显著，其
中又以立法部门的行
动最为明显。

美国众议院议长
佩洛西8月访台后，
多批国会议员也接踵
而至，接着参议院外
交关系委员会在9月
14日通过了《2022年
台湾政策法案》，试
图提升美台关系，加
大对台军事援助。

根据上海国际问
题 研 究 院 微 信 公 众
号，复旦大学台湾研
究中心主任信强9月
13日在一场研讨会上
分析，美国以行政部
门为主、相对一元性
的外交政策信号源，
正在慢慢地向二元甚
至多元性演变，尤其
是在对华和涉台决策
领域，国会发挥了越
来越具有破坏性的作

外界原本预期今年11月，中美元
首会晤，但随着佩洛西访台引发
争议，双方会面已成为悬念。图
为2022年7月中美两国元首视频会

晤。（路透社） 

二十大后大陆对台政策料更清晰
中美竞逐或加速解决台湾问题(中)

中共中央台办9月21日在中宣部发
布会上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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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