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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自 2003年 3月以来 , 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就台湾问题和对台政策

发表讲话 , 提出祖国大陆方面对台政策新的主张和新的思路。总书记抓住历史的真

相 , 把握两岸问题的实质 , 揭示有关争论的根源 , 对两岸关系的基本性质 、 基本定

位和基本现状做了全面的阐述 , 将从 20世纪 40年代末所形成并延续的中国尚未统

一的状态 , 精确地界定为中国内战所造成的两岸双方的政治对立。他指出 , 两岸复归

统一 , 不是主权和领土再造 , 而是结束政治对立 , 并为此提出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两

岸务实探讨方向 , 主张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 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关键词】　胡总书记六点意见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对台方针政策新内涵

　　自 2003年 3月以来 , 胡锦涛总书记多

次就台湾问题和对台政策发表讲话 , 提出祖

国大陆方面对台政策新的主张和新的思路 ,

被海内外誉为 “对台新政 ” 或 “对台政策

新思维 ”。胡锦涛总书记先后发表了 6个

“四点讲话 ”。 2008年 12月底 , 胡锦涛又在

纪念 《告台湾同胞书 》 发表 30周年座谈会

上发表了 《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

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 的重要讲话 ,

共提出 “六点意见 ” (以下简称 “胡六

点 ”)。值得指出的是 , 党和国家最高领导

人就对台政策这样密集地发表讲话 , 宣示纲

领性的政策 , 在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这些

讲话系统论述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题的思

想 , 提出了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 实现祖

国和平统一的基本方针 , 有力推动了两岸关

系的积极发展 , 开创了对台工作的崭新局

面。尤其是 “胡六点 ” 讲话 , 集我对台政

策和国家统一战略之大成 , 表明中央对台政

策和国家统一战略的思想和理论已经大大深

化 , 将指导对台工作迈上新的台阶。 “胡六

点 ” 讲话在谈到 30年前发表的 《告台湾同

胞书 》 的历史意义时指出:“ 《告台湾同胞

书 》 郑重宣示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

方针 , 两岸关系发展由此揭开了新的历史篇

章 ”, “ 《告台湾同胞书 》 的发表标志着我们

解决台湾问题的理论和实践进入了一个新的

历史时期 ”。在谈到 30年来的对台政策和两

岸关系历史变迁时 , 讲话又指出 , “党的十

六大以来 , 我们就对台工作做出重大决策部

署 , 提出一系列新主张新举措 , 赋予对台方

针政策新的内涵 ”。这是对我对台政策和国

家统一战略所发生的历史变迁的重要说明 ,

也深刻揭示了近年来我对台政策和国家统一

战略具有的重大创新意义 。确实 , 这种重大

创新开创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局面 , 引

导两岸关系进入了一个以和平发展为主题 ,

而且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有效密切衔接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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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

“胡六点 ” 促进了我对台政策和国家统

一战略思想的深化 , 是在理论和思想上的重

大创新 ,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 对一个中国的认识大大深化。

“胡六点 ” 的第一点开宗明义地指出 , “恪

守一个中国 , 增进政治互信。维护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是国家核心利益。世界上只有一

个中国 , 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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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话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上升到国家核心利

益的高度 , 同时也将之作为发展两岸关系 、

增进两岸双方政治互信的基础。这种表述比

过去所使用的语言更加鲜明地表明了我们的

基本立场和政策要点 , 更容易让人理解。不

仅如此 , 在这一段话里 , 还包含着这样的意

思 , 即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 , 很有

智慧地对一个中国的内涵做了更加精准 、 包

容性更大和更有弹性的论述。所谓 “更加

精准 ” , 是把事实上的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

国 ” 与法理上的 “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

容分割 ” 紧密结合起来 , 同时以 “大陆和

台湾尚未统一 ” 取代了过去长期使用的

“两岸分离状态 ” 的说法。这就使得我们可

以更加精准地认识两岸关系和台湾问题的性

质和定位 , 即它是中国内战所造成的两岸政

治对立 , 而不是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分裂。所

谓 “包容性更大 ”, 是以一个中国框架来进

一步解释一个中国原则 , 扩大了该项原则的

容量和解释力。具体说就是在一个中国原

则 、 一个中国内涵之外 , 又增加了一个中国

框架 (即 “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 的

框架), 以便使对方更容易接受。这实际上

考虑和兼顾到台湾和海外有关各方所提出的

两岸整合模式 、 统一方案中的合理部分 , 也

包括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台湾执政当局提

出过的一些政治主张和建议 。所谓 “更加

有弹性 ”, 是指继续延续了将一个中国的

“原则 ” 与 “内涵 ” 分开处理的做法 , 在坚

持 “原则 ” 和固守底线的同时 , 并未在内

涵上做过死过严的界定 , 而是留下了探讨和

协商的空间。我们知道 , “92共识 ” 的要旨

是将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内涵分别处理 , 原则

要讲清楚 , 双方需要明确表态 , 但从认知到

内涵方面双方存有争议 , 如果延伸这种争

议 , 可能会造成双方的根本性对立。历史经

验和现实情势说明 , 不管是两蒋时期跟我们

争中国的法统 , 还是李登辉 、 陈水扁时期要

分裂中国的主权 , 在内涵问题上的争执均有

可能造成两岸关系的紧张和双方政治对立的

持续。因此 , “胡六点 ” 既把握原则 , 以

“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 框架堵住了

“台独 ” 分裂的可能 , 又以相互区隔和 “战

略模糊” 的做法对待内涵问题 , 争取能够在

认同 “92共识” 的基础上进行两岸合作 , 其

精妙之处是给内涵的解释注入了新的活力。

这样 , 以一个中国内涵的灵活解释和预留空

间 , 可以为着手解决台湾定位问题做重要的

铺垫;而且用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 说明台

湾的定位 , 台湾与大陆一样都是中国的一部

分 , 会大大增加台湾方面的接受度。总之 ,

“胡六点 ” 的很多观点和论述是对一个中国

认识的极大深化 , 既坚持了原则 , 又照顾了

两岸关系的历史和现实 , 富有新意和创意。

另外 , 从比较的角度分析 , 也可以看到

“胡六点 ” 的新意和创意。例如 , “胡六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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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些观点和这种认识相比于 1995年初发

表的 “江八点 ”, 有了思想和理论上的深化

和发展。 “江八点 ” 也是在第一点指出 “坚

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 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

和前提。中国的主权和领土绝不容许分割。

任何制造 `台湾独立 ' 的言论和行动 , 都

应坚决反对;主张 `分裂分治 ' 、 `阶段性

两个中国 ' 等等 , 违背一个中国的原则 ,

也应坚决反对 ”。但 “江八点 ” 对一个中国

原则的论述着重于基本立场的宣示 , 并以正

负相克的观点来加以论述。 “胡六点 ” 则着

重于阐述双方如何建立政治互信 , 将双方视

为平等与可以融合的两个方面来看待 , 并以

更加具有开放性 、 包容性的态度和展开式的

论证方式说明我们的基本观点的内容及其根

据。换言之 , “胡六点 ” 的基本特点是正面

包容 , 而非正负相克或诉诸批判 。这样做 ,

并不是无原则的妥协 , 而是以更大的政治智

慧包容 、 化解岛内的不同观点和见解。

第二 , “胡六点 ” 对两岸关系的历史与

现状进行了客观的描述 , 对两岸关系的性质

与定位进行了权威的论证 , 有力地回应了两

岸理论界和政界在此问题上的讨论和争论。

“胡六点 ” 着重指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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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对

两岸关系基本性质 、 基本定位和基本现状的

有力说明。其之所以值得重视 , 是因为在

“统独 ” 问题十分尖锐 , 岛内各种 “台独 ”

分裂主张滥觞 , 因而引起不少人思想混乱的

情况下 , “胡六点 ” 抓住历史的真相 , 把握

问题的实质 , 揭示争论的根源 , 将自 20世

纪 40年代末所形成并延续的中国尚未统一

状态 , 精确地界定为中国内战所造成的两岸

双方的政治对立 , 而不是某些人所理解的两

岸对立是简单的 “统独之争 ”, 也不是某些

人理解的台湾问题是孤立的 “回归问题 ”

等。而与此类似 , 某些人在界定 “台独 ”

问题时将它说成是 “二二八事件阴影造成

的 ” 等都是经不住历史检验的片面观点。

所谓 “政治对立 ” 实际上是一个比 “统独

之争 ” 或 “回归与反回归 ” 等在内涵上更

大 、 在范畴上更宽的概念 , 它可以包括

“统独之争 ” 和 “回归与反回归 ”, 但又不

仅仅限于此;它还包括其他很多内容 , 如两

岸的 “法统之争 ”、 “制度之争 ” 和人心取

向问题等等。按照这一思想思考和解读两岸

问题 , 很多事情可以迎刃而解 , 我们与李登

辉 “两国论 ” 的斗争 (当然背后还有所谓

“制度之争 ”), 我们与陈水扁 “一边一国

论 ” 和 “法理台独 ” 的斗争 (背后也不排

除存有制度对立和价值观的因素), 甚至我

们与现在执政的马英九当局在 “一中各表 ”

上的矛盾 (当然背后有 “民主化 ” 问题),

都可纳入两岸政治对立的范畴来理解 , 只不

过它们是两岸政治对立的不同表现形式。也

正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来理解 , 我们对台湾问

题和两岸对立的起始 、 来由和演变 , 才可以

看得更加清楚 , 进而对问题的性质和定位才

可以有更加符合实际的判断和说明。

第三 , “胡六点 ” 揭示了新形势下两岸

关系的走向和出路。 “胡六点 ” 在第一点里

指出 , “两岸复归统一 , 不是主权和领土再

造 , 而是结束政治对立。两岸在事关维护一

个中国框架这一原则问题上形成共同认知和

一致立场 , 就有了构筑政治互信的基石 , 什

么事情都好商量。” 这句话恰好是与第六点

里的一句话相呼应的 , 就是 “为有利于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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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协商谈判 、 对彼此往来做出安排 , 两岸可

以就在国家尚未统一的特殊情况下的政治关

系展开务实探讨 ”。可以说 , “胡六点 ” 很

有智慧地指出了摆脱两岸政治僵局和困境的

基本方向和路径。一方面既要想办法结束双

方的政治对立 , 这一状况实际上早就存在且

长期以来就是问题的实质 , 却被一些人歪曲

了;另一方面 , 现在及今后一段时间 , 两岸

双方可以着手探讨和协商 “国家尚未统一

的特殊情况下的政治关系 ”。这样它逻辑性

很强地对应着 “结束双方的政治对立 ” 的

目标 , 也意味着探讨和协商的双方均可以对

“国家尚未统一的特殊情况下的政治关系 ”

发表意见 , 提供解决方案 , 这样就同样逻辑

性很强地对应着解决问题的出路。因为

“国家尚未统一的特殊情况下的政治关系 ”,

实际上恰恰是长期以来两岸发生争执的所

在。如果双方不就解决此问题达成共识 , 而

是去争执其他的问题 , 便可能找不到解决问

题的出路 , 反而会在假命题上做无谓的碰

撞 , 陷入 “云里雾里 ”。而一旦找到问题的

所在 、 问题的实质 , 双方可以在真问题上寻

求真解决。

第四 , “胡六点 ” 对和平发展与和平统

一的关系有崭新的辩证论述。 “胡六点 ” 指

出 , “首先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 这有利

于两岸同胞加强交流合作 、 融合感情 , 有利

于两岸累积互信 、 解决争议 , 有利于两岸经

济共同发展 、 共同繁荣 , 有利于维护国家主

权和领土完整 、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

“为此 , 我们要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的主题 , 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 实现

全民族的团结 、 和谐 、 昌盛。我们应该把坚

持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作为推动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 , 把深化交流合作 、

推进协商谈判作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

重要途径 , 把促进两岸同胞团结奋斗作为推

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动力 , 携手共

进 , 戮力同心 , 努力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新局面 ”。这段重要讲话对和平发展与和平

统一的关系做了极为富有创意和新意的论

述。应该说 , 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是辨证的

关系 , 是互相紧密衔接 、 有效递进的关系 ,

而不是其中一个取代另一个的替代关系。和

平统一是我们国家战略的重要目标 , 和平发

展是和平统一必然要经过的阶段。只要我们

坚持的是和平统一的目标 , 而不是简单地树

立武力统一的目标 , 那么和平发展是和平统

一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阶段 , 也是不可避免

要发生的一个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讲 , 和平

统一是我们在国家战略上的终极目标 , 而和

平发展是实现这一终极目标的基本过程。不

能不要过程 , 而只要结果 。事实上 , 恰恰是

和平发展提供了两岸进行有效整合的历史机

遇 , 会给和平统一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 创造

更多更好的条件。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

越好 , 离和平统一的目标就会越近 , 而不是

相反。另一方面 , 我们还应看到 , 胡锦涛总

书记和党中央之所以把和平发展放到了

“主题 ” 这样高的位置上 , 并把构建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框架放到了两岸双方重要的战略

性任务的层次上 , 是因为和平发展在两岸关

系的意义上还有着更深的战略含义 。这就

是 , 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都是为了两岸人民

的根本利益和最大福祉 , 都是为了实现中华

民族的振兴。我们并不是为了统一而统一 ,

而是为了实现比统一更高的目标。因为在实

现和平统一后 , 我们仍然要保障两岸人民的

幸福 , 促进两岸社会的发展 , 将国家发展提

升到更高的境界。因此 , 和平发展与和平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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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又是一对重叠性的概念 , 具有相互促进、

相互提升的关系 , 而不是具有相互排斥的关

系。在某种意义上讲 , 和平发展是为了和平

统一 , 而和平统一又是为了在统一后促进两

岸间更好的和平发展 , 也就是促进两岸通过

有效整合达到建设一个富强发达 、社会进步 ,

具有高度文明和政治清明的强大国家的目的。

这样 , 和平统一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过程 ,

和平统一才是一种有质量的统一。毋宁说 ,

和平发展提升了和平统一的境界 , 丰富了它

的内涵 , 提高了它的质量;在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的基础上 , 和平统一才会顺利实现。

第五 , “胡六点 ” 对两岸文化关系和两

岸同胞的精神联系也有开创性的重要论述 ,

不仅从政治 、 法理方面阐明两岸同属一中的

立场和观点 , 而且从文化 、 精神方面阐明两

岸双方的深厚历史渊源和紧密的现实关系。

这对争取台湾同胞的认同和文化归属感 , 对

争取岛内民心 , 扭转民意向背 , 是大有好处

的。 “胡六点 ” 在其第三点即指出 “弘扬中

华文化 , 加强精神纽带。中华文化源远流

长 、 瑰丽灿烂 , 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宝贵财

富 , 是维系两岸同胞民族感情的重要纽带。

中华文化在台湾根深叶茂 , 台湾文化丰富了

中华文化内涵。台湾同胞爱乡爱土的台湾意

识不等于 `台独意识 ' 。两岸同胞要共同继

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 , 开展各种形式

的文化交流 , 使中华文化薪火相传 、 发扬光

大 , 以增强民族意识 、 凝聚共同意志 , 形成

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尤其要

坚持两岸青少年交流 , 不断为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增添蓬勃活力。我们将继续采取积极措

施 , 包括愿意协商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协议 ,

推动两岸文化教育合作迈上范围更广 、 层次

更高的新台阶 ”。

“胡六点 ” 继承了 “江八点 ” 关于中华

文化是两岸中国人的 “精神纽带 ” 的说法 ,

同时对两岸文化关系的论述做了很多发挥。

与 “江八点 ” 相比 , “胡六点 ” 更加重视文

化问题 , 更加重视精神联系 , 实际上是更加

重视这些问题在岛内民心向背 、 民意结构和

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 当然也更加重视

它们在整个两岸关系中的分量。这主要体现

在 “胡六点 ” 对文化问题的论述大大靠前 ,

处于十分显著的位置。 “江八点 ” 是在其第

六点才对文化问题进行论述的 , 它指出

“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

化 , 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 , 也

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两岸同胞

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 ”。

与 “江八点 ” 相比 , “胡六点 ” 对文化问题

的论述是放在了第三点 , 大大靠前了。而

且 , “胡六点 ” 在论述中华文化 “是两岸同

胞共同的宝贵财富 , 是维系两岸同胞民族感

情的重要纽带 ” 的同时 , 着重指出了台湾

文化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和在中华文化中的地

位 , 也准确和有力地否定了将台湾意识视同

于 “台独 ” 意识的偏颇观点 , 而将两者做

了严格的区分 , 强调 “中华文化在台湾根

深叶茂 , 台湾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内涵。台

湾同胞爱乡爱土的台湾意识不等于 `台独 '

意识 ”。这对争取台湾民心 , 改变岛内民

意 , 特别是争取台湾意识较强的那一部分民

心 , 改变对台湾意识和 “台独 ” 意识有模

糊认识的那一部分民意 , 会起到四两拨千斤

的作用。实际上 , 解决两岸文化问题也是与

解决两岸政治问题紧密相关的 , 两者互为表

里 、 相互影响。从大战略的角度看 , 应该综

合看待 、 统筹解决 。

(责任编辑　任　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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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HusSixPointsFurtherDeepeningChinasStrategicThought
onNationalReunification

LiYihu, JiangYize

　SinceMarchof2003, PresidentHuhasmadeseveralimportantspeechesontheTaiwanissueand
ChinasTaiwanpolicy, advocatingmainlandsnewpolicyandnewpolicyreasoningtowardsTaiwan.
PresidentHupointsoutthatthereunificationisnotamatterofreclamationofsovereigntyand
territorybuttheendofpoliticalconfrontation, thusindicatingthedirectionformoreopenand
inclusivepracticaldiscussionacrosstheStraitsoastoensurethatbothsidesoftheStraitjoinhands
indevelopingpeacefulrelationsandbringingabouttherenascenceofthegreatChinesenation.

GlobalReformandAdjustmentCatalyzedbytheGreat
InternationalFinancialCrisis

GaoZugui, LiuYu

　In2009, againstthebackdropofinternationalfinancialcrisis, themulti-polarfeatureoftheworld
patternisunfoldingintheformofthechangeofinternationalpowerconfigurationandrelationsof
majorstrategicpowersaswellasstrategicadjustmentofbigpowers.Correspondingly, thegradual
andpeacefulevolutionofinternationalsystemhasmadenewprogress.Withthechangeofworld
patternandsystemsaccelerating, powervacuumanddisorderwillinevitablybetheoutcome.

SomeReflectionsonChinasRelationswiththeDevelopingCountries
GongShaopeng

　SincetheendoftheColdWar, peaceanddevelopmenthavebecomethenewthemeof
internationalrelations.Consolidationanddevelopmentofourrelationswiththedevelopingcountries
isthebaseofChinasoverallforeignpolicy.Ourdevelopmentofrelationswiththedeveloping
countriescallsfornewforeignpolicyreasoning.

DPRKsPolicyTrendRevealedfromitsNewYearsEditorialof2010
GuoRui, WangXiaoke

　Contrastingwiththepreviousones, DPRKsNewYearsEditorialof2010 revealedmorenew
information, givingguidancetoitsinternalandexternalpolicies.Fromthiseditorial, onecansee
DPRKisstrivingtoengageineconomicconstructionandraisethelivingstandardofitspeople.It
willtrytoimprovetherelationsbetweentheSouthandtheNorth, promotethereunificationofthe
KoreanPeninsular, andhopetoendthehostilitieswiththeUSandestablishlastingpeace
mechanism.

ImprovementofUS-BurmaRelations, itsDrivingforceanditsProspect
SongQingrun

　US-Burmarelationsiswarmingupinspitethatithadlongbeentenseinthepast.Suchan
improvementresultedfrompracticalconsiderationsofbothsides.TheUShasrealizedthatthe
sanctionsarehardlyworkedandpushedBurmatoChinaandotherAsiancountriesinstead, while
BurmawantedtomakethebestuseofthechangeofgovernmentintheUStomakeitrelaxthe
sanctionsandreducethepressureonBurmaandrecognizeBurmas2010 election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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