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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台湾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 

“美国与台湾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 

肖 蓉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从１９９２年布什政府批准向台湾出售Ｆ－１６作战飞机到１９９４年１１月克林顿政府宣布将

美台关系升级，美国对台湾政策实际上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调整。美国对台湾政策的变化、美国与

台湾的关系的发展趋势及其对海峡两岸关系的影响，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严重问题。１９９５

年４月１７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举办“美国与台湾关系学术研讨会”。外交部、国务

院台办、中联部、统战部、国务院外办、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现代国际

关系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解放军报社、国际战略基金会、中央文献研

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总参及总政有关单位等等４０余人参加了讨论会。与会者主要围绕以下

几个问题展开了讨论： 

（一）美国政府调整对台湾政策的原因 

与会者一致认为，自布什执政后期以来，美国对台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至于导致这种变化的

原因，与会者提出了以下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１９７９年中美建交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作出让步，主要是基于对抗苏联的战

略考虑。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调整对台政策主要是美国国内政治斗争引起的。国会的压力和党派

斗争在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调整对台政策中均起了主要作用。此外中国大陆发生的天安门事件

和台湾岛内的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在美国内造成了不利于中美关系发展的气氛，从而间接地

影响到美国的对台政策。 

第二种观点认为，美国近来的政策调整是其以往政策发展的结果。中美建交后，美国的方针一直

是在两岸间搞平衡外交，企图维持两岸“和而不统”、台湾“独而不立”的局面。美国口头上支

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实际上阻止中国的统一。冷战后基于对华战略的考虑，企图打“台湾

牌”，利用台湾问题遏制中国。例如美对台出售武器就是要加强台湾在军事上的防御能力，以达

到延长海峡两岸不独不统的局面。 

第三种观点认为，近年来台湾岛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经济的发展也是促使美国重新考虑对台关系

的一个原因。美国认为台湾的政治改革符合美国一贯倡导的民主化。特别是台湾经济获得了很大

的发展，去年台湾已成为美国的第六大贸易伙伴。这种情况使美国一部分人认为，需要提升美台

关系状况，以便于处理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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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上三种观点，与会者并不是各执一端的，他们的分歧主要是侧重点各有不同。 

  （二）美国对台政策及美台关系的发展趋势 

美国对台政策的变化及其引起的美台关系变化的方向和趋势是什么？这种变化是否有其限度？如

果有限度，那么限度是什么？这些是此次会议比较集中讨论的问题之一。 

一种观点认为，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不会突破中美建交时的基本政策框架，即

维持现状。美国既不愿意看到中国统一，也不愿因两岸关系恶化而使亚太地区出现紧张局势，甚

至导致美国在军事上卷入。冷战结束后，中美之间共同反对苏联的战略关系不复存在了，但中国

经济的飞速发展已使大陆超过台湾，成为美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而且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扩

大，在维持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方面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在许多重要的安全问题上仍需

要中国的合作。这是遏制美国对台政策逆转的关键因素。在这种形势下，美国还是要维持不统不

独的局面，时而利用台湾问题遏制中国，时而利用大陆的压力从台湾获取好处，这最符合美国的

利益。 

与上述观点相联系的看法是，去年美国会选举后，国会中亲台派势力上升。 

这将会对美对台政策产生重要的影响，对此要有足够的估计。另一方面也应作具 

体分析。美国会中的亲台派势力加强，并不能简单地说是支持台独的势力加强。国会中的亲台派

准确地说更“亲”国民党。总之，不论是从美国的实际利益考虑，还是从美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

看，都可以肯定地说，美对台政策的调整是有限度的，不可能根本突破中美建交后的政策框架。 

一些学者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首先，“维持现状”的“现状”的含义是什么？因为美对台政策

并没有长期固定在一种状态上，而是在不断调整变化的。其次，如果说美国政府要“维持现

状”，那么它是否能维持下去？在解放战争时期，杜鲁门政府就曾想从中国的内战中“脱身”，

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也未能达到目的。现在的美国政府要在对台政策上“维持现状”，能否达

到目的是需要认真考虑的。第三，美国调整对台政策有可能引起中美之间的严重对抗。另外美国

的行动很有可能在国际上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其他国家将起而效法。这两方面的情况如果

发生，其后果是难以控制的。 

（三）美国调整对台政策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美国调整对台政策将对两岸关系产生什么影响？与此相关，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目前起着多大的作

用？这两个问题也是会议讨论的一个焦点。 

一种观点认为，从历史上看，美国以武力介入台湾海峡，是造成今天中国仍不能统一的重要原

因。目前美国仍然是中国统一的重要障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个关键因素。台湾的经济发展和

军事实力的增强均是美国支持和援助的结果。在政治上，美国甚至直接参预台湾岛内的政治人事

安排，并支持民进党及台独势力。 

与上述不同的观点是，台湾问题的历史根源在美国，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解决台

湾问题的关键已经不是美国了，认为解决台湾问题只要找美国就可以的看法是不客观的。当前台

湾当局推行的一些政策是受４０多年来台湾岛内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影响的结果。而且近年来

两岸关系发展迅速，特别是经贸关系越来越密切。这些都超出了美国的预想和控制，以致美国在

两岸关系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小。与此有关的一种看法是，即使将来海峡两岸发生军事冲突，美

国也不会从军事上介入，它更有可能的是采取其他方式，例如增加对台军售、加强对我经济制裁

等等。因为：（１）美国以往在亚洲的军事干涉失败的历史教训使美国不愿过深地卷入亚洲的冲

突；（２）冷战结束后，美国卷入与大国的冲突对美国不利。 

除以上所述几种有争论的观点外，与会者还指出了这一领域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研究中较

多地注意台湾方面的资料，对美国的第一手资料挖掘得不够等等。此外与会者还提出了一些有关

的政策建议和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