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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机遇现在已客观地摆在我们面前。
要切实把握和用好这一机遇，还应客观地界定机遇期的时间段。
从时间角度解读，机遇当然是有时间跨度限制的，但两岸关系目前出现的机遇期，恐不能过于狭隘地
理解为稍纵即逝，只有数月或一两年的时间。
新时期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历史机遇应该同两个因素相联系：一是与大陆提出的本世纪头二十年是一
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相关联。
二是同国民党重新执政密切相关。
2000年前国民党执政期间，我们抓住机遇，推动“三通”，推动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实现了第一次
“汪辜会谈”，但我们也因李登辉当局推行分裂分治政策而丧失过一些机遇。
国民党重新执政后，两岸在“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已恢复协商谈判。
如果马英九能实现连任，国民党将可在台湾执政8年乃至更长时间。
而这样一个时间段恰恰是与大陆2020年前的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是相吻合的。
因此，从机遇期的周期性特征考虑，我们如把两岸关系发展的这一波历史机遇界定为8年乃至更长的
时间段应是比较合理的。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机遇管理>>

书籍目录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历史机遇与机遇管理把握机遇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机遇管
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机遇和路径两岸和平发展的机遇管理刍议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时期的机遇管理
抓住两岸和平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之理解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若干看法和平发展
进程中“内部”的演进和“外部”的处理试论和平发展背景下的两岸共同治理海峡两岸和平发展的态
势与前景研究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论两岸和平发展形势下的台湾民意分析试论新世纪中国共产
党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建构主义与中国政府对台政策的调整关于两岸政治关系问题的若干思考析
海峡两岸政治互动的开启两岸关系新局面之特点、影响与问题新时期的两岸关系及其特征岛内统“独
”矛盾的历史变迁与发展新态势政党轮替对国民党大陆政策及两岸关系的影响和平发展主题下台海安
全新思维的表征与内涵两岸军事互信机制：理论建构与实现路径试论两岸和平发展中民进党的角色与
作用民进党发展的瓶颈民进党的发展动向及其两岸政策走向国民党重新执政后的美国对台政策：旧思
维与新困境对台湾对外政策调整的看法台湾非政府组织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可行性“非主权实体”：台
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的一个可行定位两岸经济合作现状与走向研究海峡西岸经济区对台先行先试政策
研究加快海西建设，推进台湾海峡经济区的形成与发展“两岸族”台胞的社会身份认同与两岸命运共
同体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机遇管理>>

章节摘录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场场风波，大陆对于台湾的政治生态、特别是选举操作，已有了一定程
度的了解。
在过去两岸关系发展过程中大陆所采取的危机预防与管控虽然不成熟，但自觉性已日趋增强。
从危机管理到机遇管理，两岸决策者能否转变思维，在机遇期内做出影响未来十数年乃至更长时间内
两岸关系走向的重大政策选择，值得关注。
　　三、两岸关系发展机遇期的时间跨度解读　　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机遇现在已客观地摆在我们面
前。
要切实把握和用好这一机遇，还应客观地界定机遇期的时间段。
从时间角度解读，机遇当然是有时间跨度限制的，但两岸关系目前出现的机遇期，恐不能过于狭隘地
理解为稍纵即逝，只有数月或一两年的时间。
新时期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历史机遇应该同两个因素相联系：一是与大陆提出的本世纪头二十年是一
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相关联。
二是同国民党重新执政密切相关。
2000年前国民党执政期间，我们抓住机遇，推动“三通”，推动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实现了第一次
“汪辜会谈”，但我们也因李登辉当局推行分裂分治政策而丧失过一些机遇。
国民党重新执政后，两岸在“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已恢复协商谈判。
如果马英九能实现连任，国民党将可在台湾执政8年乃至更长时间。
而这样一个时间段恰恰是与大陆2020年前的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是相吻合的。
因此，从机遇期的周期性特征考虑，我们如把两岸关系发展的这一波历史机遇界定为8年乃至更长的
时间段应是比较合理的。
　　从另一角度阐释，机遇又是自始至终存在于两岸关系发展的全过程中的，并非此政党执政就存在
机遇，彼政党执政就不存在机遇。
2000年台湾政局发生重大变化，民进党从“渐进式台独”发展到“激进式台独”，将“国统会”与“
国统纲领”束之高阁，与两岸交流相关的政策建议一律“列档存查”。
民进党并未体会“台湾民众给了他们八年，是多么重要的历史契机，历史机遇就此而逝”。
①即使民进党将来重新执政，两岸之间仍会面临着不同的历史机遇。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善于把握。
”一方面，机遇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可以创造，两岸双方可以通过良性互动，审时度势，引导形势发展
，催生机遇；另一方面还在于我们面对机会之窗时，是将其拒之于千里之外，还是毫不犹豫地将之捕
获并将其发挥至极致。
四、、机遇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恰当设定　　两岸关系发展的阶段性目标　　关心台海局势的有关
各方对于两岸关系出现和平发展新机遇并无异议，但在机遇期内，对于到底要争取实现什么目标的看
法并不一致。
患“急性病”者不顾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能审时度势，似乎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一夜之间就可
解决60年所累积的所有问题。
患上“恐政治病”者则闻政治议题色变，唯恐避之不及，似乎只要坐上政治议题谈判桌就必输无疑、
就会拱手交出执政权。
这两种倾向都需要我们妥为应对。
　　应该特别指出，在现阶段，即在两岸关系发展机遇期的初期，我们并不可能要求什么问题都要在
这个时间段内获得解决，如果设定过高目标，脱离实际环境，霸王硬上弓，将会破坏或缩短机遇期。
两岸关系的发展并不是百米冲刺，而应是一场马拉松比赛。
当前，把握两岸关系发展的应有节奏，防止井喷式发展，对于维护机遇期，对于实现两岸关系的可持
续发展尤为重要。
　　另一方面，两岸既然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我们当然有责任加速历史的发展，不能总是回避敏
感问题，在经济议题上绕圈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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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段时期以来，大陆在讨论新世纪以来关于“20年战略机遇期”的种种设想时，也总是围绕GDP
总量、人均GDP、城镇和农村年人均收入、恩格尔系数、平均住房等等经济的指标。
“对未来的政治、未来的文化以及未来的亚洲区域格局和世界图景”，“似乎完全缺少想象和预期”
，这种视野的缺乏是“由于缺乏历史观的支撑”。
①如果用这一现象观察目前的两岸关系发展，似乎也很相像。
两岸间总要面对某些政治议题的，虽然目前解决高政治议题的时机尚未成熟，条件并不具备，但我们
完全可以为逐步破解两岸政治难题不断创造和累积条件，正因如此，笔者才提出应以“边经济、边政
治”的发展模式来处理现阶段的两岸关系。
　　在机遇期内，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努力方向，应是通过政治互信的逐步建立，不断增加两岸关系
的透明度，减少不确定性，使两岸关系的未来变得更加可测与稳定。
卜睿哲在谈及两岸关系发展的目标时曾明确表示，“两岸重新交往要成功，必须设定一个目标”。
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目标绝不会是统一”。
②卜氏的这一看法表明了他的“远虑”与多虑。
统一的目标中国当然绝不会放弃，但那并非现在。
在“透明”、“可测”和“稳健”的努力方向下，海峡两岸一方面应努力维护并设法延长难得的机遇
期，另一方面则应步步为营，在尽早实现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的情况下，逐步破解政治难题，力求就
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取得具体成果，并最终达成一个使两岸都可获得双赢的和平发展框
架。
　　五、机遇期内仍应注重危机管理　　从危机管理到机遇管理的转变，导因于两岸主客观环境的变
换。
李登辉、陈水扁执政期间，台海危机频频，人们当然会更多地求助于危机管理的模式，去寻找危机爆
发前、危机发生期间以及危机解决后的各种应对措施。
有些学者曾从台湾的角度观察，认为危机管理模式并不太适用于台海冲突。
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加里施米特和蒂姆沙利文，曾在该所《国家安全展望》月刊2008年1月号发表文
章讨论危机管理理论的局限性，他们认为，由于力量悬殊太大，这一模式并不适用于非对称的台海冲
突，而且中国总是“把危机看作实现政策目标的机遇而不是应当予以避免的东西”。
因而，机遇管理对台湾来说或许更具积极意义。
　　把握和用好机遇期，两岸一定要搁置争议，以互谅、互让和妥协求团结、求发展。
从危机管理到机遇管理，虽展现了大陆对台政策思维的重要转变，但两岸之间也不可能一讲到历史机
遇，就一定是一团和气，似乎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波动甚至矛盾、斗争，机遇期就
丧失了，就不存在了。
机遇期并不是双方一味无原则地妥协与让步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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