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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王伟男 周文星 

摘要：台湾问题是 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 的核心问题，其重要性一直未变， 

但其紧迫性时高时低。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但并未改变台湾 

问题在中美关系中 “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 的定位。相反，由于 中美关系的竞 

争性 日益增强，台湾问题作为美国制衡 中国大陆的战略筹码，在特定情况下仍将被 

美国拿出来使用。在可预见的未来，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不可能被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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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唐纳德 ·特朗普于2016年 1 1月当选美国总统以来，关于特朗普时代中美关系将如何 

发展一直是学界和舆论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台湾问题作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 

2008年 5月国民党在台湾重新执政后，呈现出日益淡出中美关系核心议程的趋势，以至于 

许多学者认为台湾问题 已经被 “边缘化”了。但特朗普候任期 间在台湾问题上搞 的一些 

“小动作”，一度引起舆论哗然 ，把台湾问题再次拉人中美关系的核心视野。特朗普上任后 

不久，中美两国元首于 2017年4月在美国举行首次会晤，大大缓解了此前的紧张气氛。由 

于在此次会晤中双方并没有公开谈及台湾问题，导致关于 “台湾问题被边缘化”的讨论再 

次充斥相关媒体。2017年 11月特朗普总统访华，在这次元首会晤中，虽然提到了台湾问 

题 ，但由于所用篇幅不长，“台湾问题被边缘化”的声音再次升高。这些讨论的本质是：台 

湾问题在中美关系大局中到底是什么样的定位?特朗普上任以来 ，这种定位有没有实质性 

改变? 

一

、 台湾 问题在 中美关 系中的定位 

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定位，实际上存在两层含义。一层是逻辑定位 ，即从辩证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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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逻辑视 角，探讨 “台湾 问题”与 

“中美关系”这两个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 

另一层是事实定位 ，即从历史与现实出发， 

考察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实际处于什么样 

的位置。 

在美国的战略文献中，对台政策常常被 

置于对华政策的框架中，或者紧接着对华政 

策的论述段落，而对华政策又常常被置于其 

亚太或东亚战略框架中，其亚太或东亚战略 

则是其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 

美国的对台政策服务并服从于其对华政策， 

其对华政策又服务并服从于其亚太或东亚战 

略，其亚太或东亚战略则服务并服从于其全 

球战略。这样的论述安排完全符合整体决定 

局部、局部服从整体的基本原理，也决定了 

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大局中的逻辑定位。 

然而，美国的台海政策反过来会对其对 

华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台湾问题同样也会对 

中美关系大局产生重要影响，1949年 以来 

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准确地说，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产生于 

1950年6月27日，当时的美国杜鲁门政府 

通过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放弃此前 

对中 国内战的 “脱身”政 策，改 采武力 

“保台”政策 ，其大背景就是当时的美国决 

策层 “尤其注重从远东全局的观点 ，结合 

其对华政策和对苏战略，把朝鲜、台湾和印 

度支那并列在一起，做通盘分析”①。 

朝鲜战争结束后 ，中美之间的博弈主要 

就是围绕台湾问题展开的，台湾问题是这一 

时期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的主要原因。1950 

年代的两次台海危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越 

陷越深。从 日内瓦会谈 (1955～1957年 ) 

到华沙会谈 (1958～1970年)，台湾问题是 

中美交锋的首要问题，“有关台湾问题的争 

论贯穿了整个华沙会谈”②。尼克松上台后 

欲缓和中美关系，也是从台湾问题人手，借 

助减少对台军事援助和在台海巡逻的次数等 

行为，向中方发出和解信号。在 1972年尼 

克松访华和 “上海公报”谈判过程中，最 

大的难点就是台湾问题。正是双方最后在台 

湾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该公报才得以发表。 

在 1978年的中美建交谈判中，台湾问 

题仍然是最大障碍。最后美方接受中方提出 

的 “断交 、撤军、废约”三原则，并暂时 

搁置对台军售问题 ，才达成建交公报。中美 

建交后，先因 “与台湾关系法”、后因里根 

上台并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方利益 ，导致双 

边关系发生动荡，后经谈判达成 “八一七 

公报”，中美关系才再次趋缓。1992年美国 

售台 150架 F一16战机，1995年李登辉访 

美和 1996年台海危机 ，导致中美关系持续 

动荡。在这几次摩擦与冲突中，台湾问题仍 

然是主要原 因。 

正是由于这些摩擦与冲突，使得中方对 

台湾问题在 中美关系中的地位有了深刻认 

知。1995年 10月，时任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 

民在参加联合国成立 5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 

的一次公开讲话中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 

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③ 这绝 

非应景式外交辞令 ，而是中方从 自身立场出 

发 ，对 1949年以来 中美关系历史经验和基 

本规律的深刻总结。此后 ，“台湾问题是中 

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作为 
一 个经典表述，开始频繁出现在中国领导人 

的谈话和相关部门的正式发言中，有时还会 

加上 “始终”“历来” “一直”这样的修饰 

词。也就是说，无论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否顺 

利，都不影响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 “最 

① 林利民： 《遏制中国：朝鲜战争与中美关 

系》，131页，北京 ，时事出版社，2000。 

② 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 (修订本)》，第 

2卷，22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③ 北京市台湾事务办公室等编：《台湾问题重 

要文献资料汇编》，57—58页，北京，红旗出版社，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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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地位。 

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至少 

来自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涉及中国的 

领土主权完整，二是涉及大半个中国的战略 

安全 ，三是涉及中国的重大海洋权益 (包 

括海洋主权、海洋资源 、海上通道等)，四 

是涉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五是美国对 

台湾问题直接、长期和全方位的战略干预。 

特别是第五个原因，正是由于美国基于其对 

华政策和亚太战略考量，通过一系列 (仍 

在 “扩容”)国内法对台湾问题进行的战略 

干预，才 使得前 四个原 因的重要意义 被 

“激活”和凸显，才使得台湾问题成为中美 

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只要这五 

个、特别是第五个重要原因继续存在，也就 

是美国继续依据其国内法保持干预台湾问题 

的 “权力”，继续坚持其 “以台制华”的战 

略思维，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和 

敏感性就不会有实质性下降。 

进入新世纪以来，“台湾问题在中美关 

系中被边缘化”的观点多次被提出，但都 

不过是昙花一现，提出不久就很快被新的事 

实 (主要是美国对台军售 )所推翻。2010 

年后，虽然美方大力推进针对 中国的 “亚 

太再平衡”战略，但一直刻意 回避台湾在 

这个战略布局中的作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基于 “九二共识”的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这些都造成 “台湾问题被边缘化”的 

假象。但在特朗普当选后，美方在台湾问题 

上不断出招，使得 “台湾问题被边缘化” 

的观点不攻 自破。而美方之所以在台湾问题 

上不断出招 ，根本原因就在于中美关系的历 

史性剧变。 

二 、特 朗 普 时 代 的 中 美 

关 系 

2017年 l2月18日，特朗普政府发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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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以来的首份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 

份报告与以前的报告一样，既有全球战略的 

论述 ，也有区域战略的论述。其全球战略被 

概括为 “美国优先”，其实质与冷战后的历 

届美国政府一样 ，致力于维护美国在全球的 

唯一超级大国地位。这个全球战略由以下四 

大支柱作支撑：一是保卫美国的人民、国土 

和生活方式的安全，二是促进美国的繁荣， 

三是以实力维护和平 ，四是提升美国的影响 

力。在区域战略上，该报告分别论述了特朗 

普政府对印太、欧洲 、中东、南亚及 中亚、 

西半 球、非洲 等地 区的主观认 知和战 略 

构想。 

在谈到美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非国家 

行为体的关系时，该报告与以往美国政府一 

样，交替使用如下词汇 ：盟 国 (ally)、朋 

友 (friend)、伙 伴 (partner)、竞 争 者 

(competitor)、对手 (riva1)、挑战者 (chal— 

lenger)、敌 手 (adversary)和敌 人 (ene— 

nay)。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以往的报告在提 

到中国时会根据不同的议题而对中国有不同 

的定位。例如，奥巴马政府于 2015年发布 

的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提到气候、反 

恐、防扩散、伊核、朝核等议题时，把中国 

称为伙伴甚至朋友 ，在经济议题上把中国称 

为竞争者，在南海等具体的地缘政治议题上 

把中国称为挑战者，在更宏观的地缘政治议 

题上称中国为竞争对手。④ 但特朗普政府的 

这份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无论在哪个议 

题上，都不再把中国视为朋友或伙伴，而更 

多地把中国视为竞争者、对手或挑战者，在 

某些议 题上甚 至还隐晦地视 中国为 “敌 

手”。这些标签完全契合该报告对中国的整 

① 参 见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the White 

House， Washington， DC， February 2015． http：／／ 

ww ．bits．de／NRANEU／others／strategy／NSS一2015．pdf． 

访问时间：2018—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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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定位：修正主义者 (revisionist)和战略 

竞争者 (strategic competitor)。④ 

该报告对中国的这种定位，来自于特朗 

普的国安 团队对冷战后美 国对 华政策 的 

“反思”。该报告认为，美国要反思过去 20 

年的政策，这些政策基于这样一种假设 ：与 

竞争对手的接触以及将其纳人国际机制和全 

球贸易体系，将使他们成为良陛的参与者和 

可信赖的合作伙伴；支持中国崛起和融人战 

后国际秩序有助于实现中国的开放。然而， 

“这个假设在很大程度上被证明是错误 的。 
⋯ ⋯ 竞争对手通过宣传及其他手段推进反西 

方的观点，并在美国与盟国和合作伙伴之间 

制造分歧。⋯⋯中国还试图在印太地区取代 

美国，扩大其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的势力范 

围，并以对它有利的方式改写地区秩序；正 

在建立仅次于美国的实力最强大、资金最充 

裕的军事力量，其核武库不断增长，而且呈 

现多样化趋势。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经济增 

长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利用了美国的经济 

创新，包括美国的一流大学⋯⋯”② 

除 《国家安全战略》 报告外，后续公 

布的 《国防战略报告》直言：“中国推动的 

政策与美 国的国家利益和价值观相抵触。” 

《核态势评估报告》则宣称： “美国不仅要 

在常规武器上与中国竞争，在核武器的现代 

化上也要与中国竞争。”以上认知不仅是特 

朗普国安团队的认知，更是整个美国战略界 

的认知。在冷战后的克林顿政府时期，对华 

接触是美国战略界的基本共识，他们希望通 

过 “接触”来引导中国的发展，最终使中 

国接受西方式 自由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体 

制。小布什政府上任初期曾有意放弃对华接 

触政策 ，改采更为强硬的对华威慑政策，但 

由于 “9·11”事件的发生，恐怖主义很快 

被美国战略界认定为最大的安全威胁，应对 

与恐怖主义相关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中亚和南亚地区的稳定、伊朗和朝鲜两个核 

问题 ，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危 

机、粮食危机、非洲局势、推进经济全球化 

等重要议题，都需要中国的战略合作。于 

是，美国战略界曾经臆想的 “中国威胁” 

退居次要位置 ，“接触”重新成为美国对华 

政策的主轴。 

奥巴马总统上任后，美国在阿富汗和中 

东的反恐战争已经告一段落 ，美国本土安全 

得到了有效加强。与此同时，中国在东亚海 

域的维权行动、在气候问题上坚持发展中国 

家的基本立场、在其他重大国际问题上越来 

越自信的表现，都使得美国战略界开始对中 

国初具规模且仍在增长的实力地位产生警 

觉。奥巴马政府 自 2010年起高调推动 的 

“亚太再平衡” 战略，就是这种警觉 的产 

物。这个战略在美国国内造成的严重后果之 
一

， 就是逐步恶化了美国战略界的对华认 

知，从而恶化了中美关系的整体氛围，特朗 

普也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当选的。《华尔街 日 

报》刊文声称，“数十年来，西方政客们愚 

弄自己说，中国最终会像他们一样”，而现 

在 “西方政客们终于开始以中国的本来面 

目、而非他们希望的样子来看待中国。这种 

新的清晰感正在西方蔓延”。⑧更有评论者 

指出，美国国内有关 中国的共识 已从 “鼓 

励与中国进行接触”转向 “对 中国进行报 

① 参见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the White House，Washington，DC， 

December 2017，p25，45．https：／／www．whitehouse． 

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 

18—2017—0905—2．pdf．访问时间：2018—03—06。 

②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the White House，Washington，DC，De— 

cember 2017，p2—3，25。 

③ The West Faces Up to Reality：China Won’ t 

Become‘More Like Us’，https：／／www．wsj．com／arti— 

cles／the west gets real about china，访问时间：2017一 

l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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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与抵制” 。 

在这种 日趋严峻的氛围下，特朗普国安 

团队在其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对中国 

的定位，实际上也是对中美关系的定调，这 

意味着两国关系即将迎来一个更多摩擦与频 

繁动荡的特朗普时代。特朗普时代中美关系 

的一个基本特征 ，是两国关系中的积极因素 

持续减少，消极因素持续增多。曾经的积极 

因素或者以积极面为主的因素，开始转变为 

消极因素或者以消极面为主的因素，如经 

贸、气候 、朝核等议题；或者其积极作用大 

幅下降甚至消失 ，如反恐 、防扩散等议题。 

原有的消极因素或者以消极面为主的因素 ， 

其负面影响持续增强 ，如南海、台湾等议 

题。中美关系中这些影响因素的性质转变， 

表面看是因特朗普政府对这些议题利益认知 

的转变，根本原因却是近年来美国战略界对 

中国和中美关系整体认知的转变 ，是他们对 

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 “反思”的结果。 

这就意味着，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关系将在持 

续紧张与频繁动荡的轨道上运行，振荡的幅 

度也可能加大，对亚太区域和全球局势的负 

面影响也将增加。而台湾问题作为美国牵制 

中国的传统战略工具，也必将发挥其应有的 

作用 

三、 特 朗 普 时 代 的 台 湾 

问题 

正如前文所述，无论是从逻辑还是从事 

实角度来看，台湾问题一直都是中美关系中 

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这个定位是中方 

从 自身立场出发，对 1949年以来 中美关系 

历史经验和基本规律的深刻总结。“台湾问 

题被边缘化”的观点脱胎于 21世纪初 “台 

湾经济被边缘化”的观点②，其历史背景是 

当时美国以全球反恐为最高战略，当时的中 

美关系以合作为主轴。故此，当时的陈水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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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被美方称为 “麻烦制造者”，中美在管 

控 “台独”这个具体议题上存在高度共识。 

在特朗普时代，中美在台湾问题上还有那样 

的高度共识吗?从特朗普上任以来中美两国 

在台湾问题上的互动来看，这种共识毫无存 

在迹象。 

截至 2018年 6月底 ，习近平主席与特 

朗普总统已有过两次会面和十余次通话。在 

这些会面和通话里，台湾问题确实不是他们 

讨论的重点。除了在 2017年2月 10日的通 

话中特朗普表示 “美国政府坚持奉行一个 

中国政策”外，在其他会面和通话后的官 

方新闻稿里，对于双方 “是否谈到台湾问 

题”都很难看出一致性。例如，美 国白宫 

于2017年 11月 11日发布特朗普访华成果 

的新闻稿 ，其中既未提到 “一中政策”，也 

未提到台湾问题。而中方的官方报道称 ：中 

方向美方表明：“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 

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也事关中美关系的 

政治基础。希望美方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 

则，防止中美关系大局受到干扰。”随后即 

有台湾媒体做出 “不只边缘化 ，台湾问题 

在习川会上只剩一句话”⑧的评论。但换一 

个角度来看：既然双方在 “是否谈到台湾 

问题”这个基本事实的表述上都不一致， 

那就可能说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存在重大分 

歧，以至于对会谈情况的通报只能 “各说 

① 《美对华政策趋强硬， “华盛顿共识”不复 

存在》，美中时报网站：http：／／www．sinoustimes．coin 

／contents／22／22996．hlm1．访问时间：2O17—11—25。 

② 根据笔者考证 ，大陆学者刘国深最早提 出 

“台湾经济被边缘化”的观点。参见刘国深：《两岸 

关系：回顾、评析、展望》，载 《两岸关系》，2003 

(1)，l0页。 

③ 参见卢柏华：《不只边缘化 台湾问题在习 

川会上只剩一句话》，(台湾)中时电子报网站：ht． 

tp：／／~,1ww．chinatimes．conr／ci~／realtimenews／2017 1 1 10 

000019—260408，访问时间：2017一ll—l2。 



王伟男 周文星 ：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 

各话 ”。 

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久，美方在台湾问 

题上就密集出招。2017年 12月 12日，特朗 

普签署 (2o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第 

1259条专门提及美台关系，主要包括：强 

化美台合作伙伴关系；继续对台军售 ；支持 

扩大台湾人员在美受训或与美军共同受训的 

交流计划；邀请台湾军队参与相关军演；执 

行美台资深军官与资深官员互相交流计划 ； 

美国政府应考虑美台军舰重新相互停靠的适 

当性与可行性；等等。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 

于 2018年 1月 24日和 3月 1日通过 《与台 

湾交往法》，特朗普也在 3月 16 13签署通 

过。该法案要求 “美国的政策应该允许各 

级官员到台湾旅行 ，会见台湾对口官员 ，并 

允许台湾高级官员 ‘在受尊重的条件下 ’ 

进入美国会见美国官员，同时鼓励台湾经济 

和文化代表在美国开展工作”。虽然该法案 

对美国行政部门没有强制力，但它实际上等 

于给了行政部门一个便宜行事的授权，使得 

美方在台湾问题上制造新的麻烦时多了一项 

选择。 

2018年 4月，美 国国务院批准对台湾 

“潜舰国造”的行销许可证，允许美国军工 

厂商透过商业管道与台湾官方洽谈潜艇技 

术，美 国军 工厂商 因此 可 以直接 与 台湾 

“国防”单位和厂商接触。这是台湾当局期 

待多年的 目标。而美台 “防务工业会议” 

于5月 10日首次在台湾召开 ，也得益于美 

国国务院的上述解禁行为。④ 此外，美国副 

助理国务卿黄之瀚 3月 20日访问台湾，公 

开申明台湾对美国 “印太战略” 的重要性。 

6月 12日，“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举 

行新址落成仪式，美国务院负责教育文化事 

务的助理国务卿玛丽 ·罗伊斯代表美方出席 

并致辞 ，中方对此提出严正交涉。② 8月 l3 

日经特朗普总统签署成法的 ~2019财年国 

防授权法》提出：“美国要加强与台湾的防 

务与安全合作，并支持台湾发展现代化的国 

防军力 ，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强烈支持台 

湾获得防御性武器；及时评估和回应台湾的 

采购需求，改善对台军售的可预测性；美防 

长应当推动提升台湾安全的交流政策，包括 

适当参与台湾军演 ，如年度汉光演习，以及 

让台湾适当参与美国军演等 ，并根据 《台 

湾旅行法》促进美 台高层国防官员和一般 

官员交流等；美台应扩大人道救援及灾难救 

助合作 ；支持美国海军医疗船只访台。”⑧ 

美国国内在涉台议题上的整体氛围也不 

容乐观。近年来，美国战略界有一种 “对 

台亏欠论” 的声音 ，意思是说美 国没有对 

台湾提供足够的政治和外交支持，导致台湾 

在 中国大 陆的 “压迫”下处境 “日益艰 

难”。因此，美国国内要求 “反思”一中政 

策 、特别是在一中政策框架下向台湾方面更 

多倾斜的声音非常普遍。也就是说，特朗普 

有可能在这种声音的鼓动下拿台湾问题要挟 

中国：要么美国将改变现行政策，朝不利于 

中方的方向调整；要么中国在其他问题上让 

步，以换取美国维持现行政策。④ 而前述 自 

2017年下半年以来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密 

集出招，实际上就是对这种 “反思”声音 

的政策回应。我们从上述动向还可以看出， 

安全与战略是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对台政策 

① 参见史书华 ：《台湾与美国建立更紧密国防 

合作》，英 国 《金融 时报》中文网站：http：／／ 

www．flehinese．com／story／O010775347 full=y&archive． 

访问时间：2018—05—14。 

② 参见 ((2018年6月 12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主持例行记者会》，中华人民共 和国外交部网站： 

http：／／www．fmprc．gov．cn／web／fyrbt
一

673021／t1568 

094．shtml，访问时间：2018—06—15。 

③ 《中方强烈谴责美国防授权法》，载 《参考 

消息》，2018—08—15(1)。 

④ 参见达魏： 《美国对华战略逻辑的演进与 

“特朗普冲击”》，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 

(5)，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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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议题。而特朗普政府在 《国家安全 

战略》报告中对台湾的讨论，也被置于印 

太区域战略的 “军事与安全”条 目下。这 

再次印证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本质属 

性，即两个大国围绕东亚地区地缘政治和地 

缘战略而展开的较量。 “大国关系的最核心 

部分 ，无论在何种条件下都是 、也只能是军 

事或安全战略关系，中美之间也不例外。”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得 出 “台湾问题 

被边缘化”的结论? 

四、台湾 问题 不 可 能 被 边 

缘化 

纵观学界关于台湾或台湾问题 “被边 

缘化”的讨论，其实是两个不 同维度的概 

念被 混淆在 一起。一个 是 “台湾被边 缘 

化”，另一个是 “台湾问题被边缘化”。“台 

湾被边缘化 ”主要是个地缘经济的概念， 

它更多地以台湾的经济困境为背景，意味着 

台湾在亚太经济版图和全球产业链中地位的 

下降。在大陆经济不断壮大、台湾经济持续 

疲软的大背景下，台湾作为一个经济体被边 

缘化是有可能的。而 “台湾问题被边缘化” 

是一个涉及国际政治的地缘战略概念，其是 

否成立主要取决于台湾的地理位置和中美关 

系 (未来或许还有中日关系)的基本态势， 

与台湾经济产出的质量高低和数量多少关系 

不大。东海钓鱼岛和南海太平岛都是基本没 

有任何经济产出的弹丸之地，但它们在东亚 

海洋战略博弈中的重要性却不言而喻，根本 

原因就在于其天然的地理位置和所处的国际 

政治环境。台湾在东亚海域所处 的枢纽位 

置 、中国与美 日之间长期的战略博弈、台湾 

当局对美 日的战略依赖关系，都决定了台湾 

问题不可能被边缘化。 

那么，为何近年来总有 “台湾 问题被 

边缘化”的讨论呢?除了前面提到的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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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被边缘化”和 “台湾问题被边缘化”这 

两个概念经常被混淆外，还有就是台湾问题 

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两个概念 

也经常被混淆。“重要性”体现的是台湾问 

题影响中美关系全局的最大可能程度，由于 

它 “事关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所以一直 

是中美关 系中 “最重要最敏 感 的核 心 问 

题”。“紧迫性”体现的是台湾问题的实时 

状况是否需要尽快处理或应对。这两个概念 

之间也有内在联系：当台湾问题的紧迫性较 

高时，它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就容易凸显 

出来；当紧迫性不高时，其重要性就容易被 

“埋没”，但 “埋没”不等于消除。 

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不可能被边缘化 

的最根本原因，还在于美国以 《与 台湾关 

系法》等国内法为依据，保留对台湾问题 

随时进行战略干预的 “权力”。对台 “六项 

保证”、包含涉台条款的多个年度 《国防授 

权法》、2018年 3月生效的 《与台湾交往 

法》 以及未来还可能出现的其他涉台法案， 

都是美国对台干预 “工具箱”的组成部分， 

都为台湾地区的分裂势力提供了重要的心理 

凭借。这只会鼓励执政的民进党继续坚持 

“台独”党纲 、继续排斥体现一 中原则的 

“九二共识”，甚至也可能诱使岛内其他政 

党朝分离主义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两 

岸政治对立的本质仍然是统一与拒统 、分裂 

与反分裂之间的零和博弈。在中美战略竞争 

和两岸政治对立共存的条件下，台湾问题只 

可能是美国在需要时牵制中国大陆的战略利 

器。这些都意味着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不 

可能被边缘化。 

特朗普上任以来，中美关系总体上延续 

着 2010年以来积极 因素持续减少、消极因 

① 张曙光：《美国对华战略考虑与决策 (1949 
— 1972)》，I页，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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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持续增加的发展轨迹，两 国在经贸、朝 

核、南海等重大议题的博弈同时展开，实际 

上是大国之间的综合博弈。美方为了在这种 

综合博弈中取得优势，完全有可能在台湾问 

题上做出不利于中国利益的举动。事实上， 

美方 自2017年下半年以来在台湾问题上的 

密集出招，已经表明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国会 

无意在台湾问题上保持克制，而有更大的冲 

动把台湾问题作为与中国进行综合博弈的战 

略工具，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议程中的紧迫 

性 日益上升。因此 ，如果未来美方在台湾问 

题上做出更出格的举动——比如提高美台官 

方互动的层级和 “透明度”，或者在军事和 

安全领域有更张扬的合作——我们不必感到 

惊讶 ，尽管这将引发台海局势和中美关系的 

大幅振荡。 

笔者认为，如果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大 

局中真的被边缘化了，可能只有两种情景： 

一 种是美国主动或被动地放弃对台湾问题的 

战略干预，特别是冻结甚至废除相关涉台法 

案。这必将对中美关系产生极大的积极推动 

作用，也是中方强烈期待的愿景。但在中美 

大国博弈持续升温、美方不仅无意放弃对台 

湾问题的战略干预，反而在为进一步干预创 

造更多有利条件的背景下，任何对美国放弃 

干预的期待，都是不切实际的美好愿望而 

已。另一种情景是中国大陆把 “两岸和平” 

与 “中美友好”视为比 “国家统一”更重 

要的目标 ，对 “台独”势力和美国干预保 

持最大程度的克制——站在一个中国人的立 

场来看，笔者坚信这种情景永远也不可能 

发生。 

_Til、结语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 

的核心问题”作为中方对台湾问题在中美 

关系中定位的经典表述，绝非应景式外交辞 

令 ，而是中方从 自身立场出发，对 1949年 

以来中美关系历史经验和基本规律的深刻总 

结，特朗普的上台并没有改变这个基本规 

律。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关系难以令人乐观， 

甚至有持续恶化的趋势。从本质上说 ，这种 

发展态势并不是因为特朗普上台而产生的， 

更多的是一种历史趋势，是长期以来中美关 

系结构性矛盾逐步积累的结果。不管美国总 

统是不是特朗普，这些问题都会爆发出来 ， 

只是爆发的时间和方式会有所不同而已。在 

台湾，自2016年 民进党重新执政以来，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陷入停滞。蔡英文当局不但 

不承认体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 “九二共 

识”，还在教育、文化、社会等领域一波接 
一 波地搞 “去中国化”。如此下去，随着 

“台独”能量的持续积累，未来两岸关系再 

次出现剧烈动荡将是大概率事件。如果中美 

关系和两岸关系同时趋向恶化，就很容易激 

发美国利用台湾问题制衡中国大陆的战略冲 

动，届时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紧迫性将 

会上升到一个新高度，其重要性也将再次凸 

显，“台湾问题被边缘化”的论调也将再次 

被证伪。 

(责任编辑：张增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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