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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话说台湾学者在两岸关系领域著述颇多，且观点各有不同，更重要的是，他们说了很多大实话，
就算大陆这边不一定认可，但总归有了观点和依据，可以提供讨论，总比千篇一律来的有价值。邵宗
海教授是台湾两岸关系研究领域的大家之一，他的著作相对来说比较中立，既承认两岸双方各自的主
张及其合理性，也能够认识到其中存在的问题，当然，苛求他一点儿都不向着台湾也不现实，可在岛
内政治生态日趋偏独的情况下，邵教授的立场已经难能可贵了。作者首先对两岸协商与谈判的历史做
了一番回顾，鉴于1949年之后两岸两党长期敌对且互不往来，在长达近40年的时间里，所谓“两岸协
商与谈判”的问题是不存在的。直到台湾开放大陆探亲之后两岸人员开始往来并产生了诸多需要解决
的问题，两岸才真正开始实质接触，于是两岸协商应始于1986年。之后两岸开启事务性的协商与谈判
，为了避免官方的接触，在经历了华航和中国民航就劫机之事达成协议之后，台湾和大陆先后成立海
基会和海协会，作为两岸协商谈判的主要组织，但两会的协商也仅限于事务性，但大陆方面始终希望
加入政治议题，可一旦涉及到政治问题时，海基会就采回避态度。尽管两会的协商谈判波折不断，但
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除了多次会谈之外，还签订了文书查证、挂号信函查询等事项的协议，并展开
关于偷渡犯、劫机犯的遣返等事项的协商，而最有意义的事件无疑是1993年新加坡举行的“汪辜会谈
”，同时，1992年两会在事务性协商的过程还达成了各自口头表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尽管随后两岸解释不同，台湾认为的一中各表，大陆认为是一中原则，但无论如何，这一模糊性的
策略排除了两岸协商谈判中的重大障碍，为以后的两岸协商谈判打开了方便之门。而此后，特别是陈
水扁上台后，因为不承认这一共识，遂导致两会交流互动的中断，直到2008年马英九上台之后才得以
恢复。当然，除了上述事务性协商以外，两岸并非完全回避政治议题，但大部分时间仍然停留在“喊
话”阶段，一方面是大陆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则是台湾的政治主张，但在1996年台湾领导
人选举前后，上述喊话实际上并无交集。香港回归后，一方面台湾面临台港关系的新形势，另一方面
大陆也逐渐将重心转移到与台湾的统一问题，这就使得大陆热衷于政治谈判的号召，而台湾方面也要
求恢复协商，可悬在二者中间的“一中原则”仍然是两岸互信的障碍，使得两岸仍然话不投机，无法
实现关系的根本好转。在此基础上，作者讨论了台湾学界就两岸谈判问题所应用的理论，包括整合理
论、分裂国家模式、博弈论、大小政治实体、智猪论等，并认为博弈论对两岸谈判问题有现实的指导
意义，相应的，作者探讨了两岸在政治谈判上的攻防策略，他认为从智猪论的角度，无论如何安排，
体量巨大的大陆都是受益者，这也使得台湾方面不愿意接受一中前提，也不想采取主动措施，因为这
样自己就很难获益，体现在政策层面，就是大陆多次主动性的提出两岸谈判，并承诺只要坚持一中原
则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但台湾恰恰是在这一前提上始终无法做出承诺，并采取回避措施，还希望将台
湾问题国际化，以达到牵制大陆的目的。进而，这就涉及到两岸谈判的障碍问题，作者将其归纳为三
点，即两岸政治定位问题、一中原则，和台湾本土意识。首先，早期两岸经历了先是死亡政权与叛乱
团体的对峙时期，又改为地方政府与叛乱政权的和缓时期，但都是采敌对立场。后来李登辉上台以后
，台湾主动承认大陆为中共政权，是一个政治实体，并要求对方也承认自己亦是如此，但并未得到大
陆的响应。这样，两岸在政治定位问题上的立场越发南辕北辙，直到李提出两国论，更将两岸关系搞
得不可收拾，后来陈水扁提出“一边一国论”，尽管民进党辩解说是对现实的描述，但仍然无法得到
大陆的谅解，毕竟大陆始终坚持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将其视为地方政府。但是，大陆的立场也开始有
所松动，除了回应台湾的“对等”要求以“平等谈判”视之，还改变旧三段论为新三段论（前者是世
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后者则认为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主权领土不容分割），可以看到，后者刻意回
避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坚持，但这也被学者指出大陆在这方面是内外有别，在国际社会仍然坚持旧
三段论。不过话说回来，一个政府自然有其立场，中共做出这种主张也无可厚非，而面对台湾时做出
让步也是可以理解的。作者进一步指出，在定位问题上，台湾要对等之实，而北京要一中之名，看来
，两岸还需要继续加强沟通，方能真正的理解对方的需求。接着上面的讨论，“一个中国原则”与定
位问题紧密相关，并且大陆也相应的实行内外有别的策略，并且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刻意将其模糊化，
而台湾在一中原则的态度上则经历了变化，从过去承认到后来的刻意回避，显见这一问题已在岛内出
现争议，并且成为牵制大陆要求的筹码，也就成为两岸谈判的重大障碍。相应的，台湾岛内对统独问
题和国家认同的态度也不断变化，本土意识不断发展，也成为一大障碍。至于谈判议题，也经历了变
化的过程，但无非包括了签订和平协议、三通、互访之类，但共识最多的是就两岸和平问题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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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世事难料，最先实现的还是三通问题，可见经济议题最容易实现，而军事互信和结束敌对状态还
需要两岸更多的凝聚共识才行。至于谈判机制，两岸经历了密使机制、民间机制、民间对官方机制和
两会协商机制的演变过程，而两岸先后加入WTO之后，本来双方都认为可以促进两岸的交流交往，特
别是台湾希望借此机会使两岸协商放在这个国际平台上，但被大陆以内政为由拒绝，使得WTO没能成
为改善两岸经贸往来的有效平台。最后作者讨论了两岸谈判的发展趋向问题。面对政治谈判短期内无
法实现的问题，1998年辜汪会谈后两岸以政治对话取代政治谈判，但在2000年以后陈水扁上台，却提
出政治性谈判的主张，大陆亦有类似的表示，但因为立场差异巨大，始终停留在喊话阶段，但这不意
味着相互间没有丝毫的影响。对此，作者总结说，两岸在政治谈判问题上采取了各自的攻防策略，大
陆采取“以战逼谈”和“以外逼内”策略，一方面不放弃使用武力，使得台湾不敢过分往台独道路上
走，另一方面也在国际上施加压力，使得美国对台独的倾向施加警告，而台湾方面则采取“以闪应逼
”的策略，面对大陆的谈判呼吁，始终要求“从哪里中断从哪里回复”，在明知道大陆无法满足要求
的情况下，推脱自己破坏谈判的责任，可以看到，除了形势上的不确定以及议题差异以外，两岸最大
的分歧就在于政治分歧，即大陆主张设置一中前提，而台湾则要求不武作为前提，并否定一中作为前
提，这就无法展开有效的两岸对话与谈判。刚刚也提到，美国在两岸谈判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
美国不愿充当调停人，但因为其对台湾的有力影响，美国仍然充当了限制台独行动的角色。但美国的
利益始终还是在于维持现状，两岸不统一但也不出现战争最有利于美国，所以美国既不会帮助大陆实
现统一，面对台独的挑衅，又需要加以限制，从而充当了维持两岸和平的平衡者角色。可以看到，在
这种情况下，寄希望于美国实现统一是不可能的，但也需要发挥美国的作用来防止台独引发两岸的军
事冲突。可以看到，发展两岸关系，特别是实现两岸的协商与谈判，面临着许多的障碍，并且形势也
一直在发生着变化，不能以老眼光看待新问题，也不能顽固的坚持原有的立场，需要作出灵活的调整
，大陆是这样，台湾亦是如此，这才是推动两岸良性互动的真诚态度。可惜的是，台湾方面尽管多次
表达自己的委屈，但实际上，其真实的行动也往往无法让大陆信任，使其无法对此作出满足台湾要求
的承诺。而大陆方面，由于底线的坚持，虽然在枝节问题上做了许多让步，但也无法让台湾满意。说
起来，两岸的对峙都无益于两岸关系的改善，大陆不能只是坚持立场，也应该思考如何在不影响根本
利益的情况下，作出合理的安排，既能照顾到台湾的需求，又能防止台湾背弃承诺时导致的恶果。显
然，一味的指责没有多少实际价值，想想应对之道方是正途。《两岸协商与谈判》作者：邵宗海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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