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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关系现状及未来发展前景

编者按 台湾问题与两岸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2008 年以

来，两岸关系出现了历史性转折，呈现出和平发展新局面。两岸双方在“九二共

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建立了政治互信，循着“先易后难，先经后政”的发展路

径，两岸通过海协会和海基会的协商谈判，签署了 16 项协议，达成了 1 项共识，可

以说在短短 4 年时间里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特别是“三通”的实现和《两岸经

济合作框架协议》( ECFA) 的签署，使两岸间的人员往来终于超越人为障碍走入正

常交流的轨道，也使两岸经贸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和制度化。正是在此背景下，一些

涉及两岸公权力的敏感问题，如台湾“国际空间”、两岸军事安全互信、经济整合及

统一方式等，逐渐被提上研究日程。由于这些议题关乎今后两岸关系走向，因而备

受学者们的高度重视。综观近来大陆对台研究领域专家学者的看法，对此大致有

三种代表性意见: 第一种主张继续采取“先易后难，先经后政”的做法，把两岸经贸

关系的发展放在首位，期望达到“以经带政，以经促政”的效果; 第二种主张两岸关

系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已经不能满足于“先易后难，先经后政”的路数，应该进入

“边经边政”或“经社政互动”的阶段，因为两岸关系发展意味着“经中有政，政中有

经”，两岸应该着手解决一些与政治、社会有关的问题; 第三种主张两岸关系经过

“浅滩”之后必然进入“深水区”，因此，绝不可能回避政治性议题，早解决比晚解

决好。
本期“台湾研究专题”收录了部分学者对这类议题的思考和研究成果，可以说

这些成果在上述讨论中提供了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和分析视角，既有对历史和现状

的阐述，也有对两岸政策立场的分析比较，还有对两岸未来发展前景的评估。当

然，从各位学者的论文中，也可以看出，在上述三种代表性意见中，多倾向于后两种

意见，或许是因为这些学者来自于学府的缘故，其观点更具有前瞻性和学理性。我

们的目的旨在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学界更深入的讨论与思考。

( 李义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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