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友沙龙第十期 两岸关系发展的现状与趋势解析 

 

 

2016年 4月 23 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第十期院友沙龙在学院二楼咖啡厅举办。本

次活动的主讲人李义虎老师是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演讲主题为两岸关系发展的现状与趋势。来自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银行财务管理部、《求是》杂志社、北京发

行集团、保利集团、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公安部文联、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神

化恒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近 30余位院友参与了本期沙龙。 

 

在活动一开始，李寒梅书记代表学院对到来的院友表示真诚的感谢。李寒梅书记表示，

院友沙龙的成功举办离不开各位院友的大力支持，正是大家的帮助与鼓励，使得我们这样一

个服务于国关院友的精神交流平台得以搭建起来，并为广大院友的需求提供切实的帮助。今

年是国关学院成立的 20 周年纪念，届时希望各位院友能够重回母校，参与到院庆筹备活动

当中，参与到属于咱们国关人自己的庆典当中。此外，在学院的努力和院友们的支持之下，

学院在云南大理州弥渡县扶贫的各项工作也已经有了初步的策划，希望在后续的活动中能够



有更多的院友参与其中，为弥渡县的发展提供切实的帮助，展现我们国关人“爱国关天下”

的情怀。 

本次沙龙由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研究部主任姚遥院友主持。姚遥院友风趣地回忆了自己求

学时期与李义虎老师的不解之缘，对李老师在学习和工作阶段给予自己的帮助表示由衷感

激，并赞扬李老师不仅在台湾问题研究领域颇具影响力，而且在推动我国议会外交方面颇有

贡献。 

 

本期沙龙中，李义虎老师与院友就蔡英文 5.20演说、“九二共识”重要性及处理方式、

“和平发展”的可能性、“维持现状”含义之辩、台湾民意复杂流变及大陆对台政策调整等

重大议题进行了探讨。在长达 3个小时的时间里，李义虎教授详解了两岸关系现状与未来发

展趋势，引起与会者的热烈反响和讨论。 

沙龙开始，李义虎老师从“时间节点”这一概念入手，对近期两岸关系发展进行了概括

性梳理。李义虎老师讲到，从时下看，现在正处于 1.16台湾选举和 5.20蔡英文上台之间，

是两岸关系重要的时间节点。但是，更需要看到，大陆已处于强势崛起的过程。2010年中国

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已稳居这个位置 5年。2014年和 2015 年中国经济总量



均在 10 万亿美元以上，进入世界第一量级俱乐部。现在大陆综合实力是台湾的 22 倍，已有

5个省 GDP超过台湾，6个省逼近台湾，今后 2年左右将有 10 来个省超过台湾。两岸关系发

展要看到“势”，“势”就是客观进程和历史趋势。这种“势”，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大环境，

将决定两岸关系发展的方向和终局。 

 

  针对“九二共识”，李义虎老师表示，“九二共识”是大陆的基本立场和底线，也是检

验蔡英文 5.20讲话的核心指标。“九二共识”问题是蔡英文的必答题，而不是选择题。习

近平主席今年两会对台讲话使用了“核心意涵”这样的表述，这与之前说得较多的“核心内

涵”有一字之差，需要细细品味。无论是“核心内涵”还是“核心意涵”，似乎为蔡英文预

留了灵活表述空间。“其实，对蔡英文和民进党而言，接受‘九二共识’是维持现状成本最

低的选择。”当然，由于受到“台独”势力制约，包括时代力量在背后的牵制，指望 5.20

讲话承认“九二共识”是不现实的。客观地说，蔡英文的两岸政策论述空间不大。对此，大

陆并不抱有幻想，甚至可能“丢掉幻想”。李义虎老师讲到，按照两岸良性互动的要求，对

于“九二共识”，蔡英文本应尊前明后，即表示尊重“九二会谈的历史事实”及“求同存异

的共同认知”，但仍须明确“核心内涵”或“核心意涵”，也就是“明后”。李义虎老师认



为，结合前一段的情况，蔡英文在“九二共识”问题上，可能有两种做法：一是尊前扬后；

二是尊前抑后，这是蔡英文最有可能实际做的。 

  至于怎么解决表述的问题？多年前李义虎老师就主张“一中原表”，就是一个中国，原

版表述。他指出，汉语习惯用简约方法概括某种政策或概念，但两岸关系中处理“九二共

识”问题，越简化越容易引起争议。苏起用“九二共识”概括 1992年两会达成的关于一个

中国的共识结果，本是好意，也确有简捷功效。但民进党不接受，国民党还有“一中各表”

的说法。“所以最好的方法，不如先复杂后简单，也就是先摆出 1992 年两会达成的版本，

即原版文本。” 

  针对“维持现状”，李义虎老师指出，蔡英文两岸政策的基调是“维持现状”。“但与

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合起来用，与一般理解的维持现状不同，隐有特别含义。”第一，所谓现

状，与岛内宪改的结果有联系。从 90 年代初以来，李、扁都推动宪政改革。宪改虽然没有

完全触动宪法中的疆域条款，而且是以增修条文形式修宪，但在操作层面，发生了从大中国

架构向台澎金马架构的萎缩。第二，宪改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台湾内部的本土化和去中国

化。第三，基于以上两点，维持现状与宪改结果和宪政体制结合，预留了以后用“一边一国”

论诠释现状的空间。 

  针对“今后和平发展可能性”的问题，李义虎老师指出，“现在我们更多判断，蔡英文

在演说中不会承认‘九二共识’。‘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也是两岸和平发展

的基础。基础没有了，两岸和平发展还能存在吗？”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冷和平，弱发

展”，二是也不排除发生动荡和对抗的可能。他进一步解释，即使就交流来说，两岸过去坚

持“九二共识”，形成了一个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局面，未来这样的局面会转向一般

性的交流，在规模、数量、质量上都可能呈现萎缩。“如果 5.20 后发生这样的转变也会告

诉两岸民众，和平发展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凭空就有的，而是有条件、有基础的。” 

  在沙龙中，李义虎老师特别强调，台湾民意具有复杂性、多元性和流变性。“李登辉主

政 12 年，陈水扁主政 8 年，他们接续推进‘去中国化’，整整 20 年足以改变一代人的观

念。因此，台湾民意很复杂，这种复杂不仅在成分上体现为多元，而且在过程上体现为流变

和多变。”李义虎老师分析说，就现在而言，主要有三种民意：一是和平发展，这是一种显

性的、外层的民意。二是台湾主体意识，其中有很大的“反中”成分。台湾主体意识是一种



不断膨胀、也处于流变状态的民意。三是被统一意识。虽然第二种意识近年来在膨胀，但台

湾不少民众也具有被统一意识。按照中研院的民调，有 49.7%的人有这种意识；还有一种民

调，是表示早晚要统一的民意，也是有不少人。可能在长期民粹压抑下，这种意识不太彰显，

存在“沉默的多数”，但遇到适当时机就会有所显露或表示。这种意识是隐性的、内层的民

意。针对大家所关心的最近大陆对台政策的一些调整，李义虎老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

为，对台政策的具体做法确实有调整，有三个特点：“从无感到有感”、“从让利、照顾回

归常态”和“建立奖惩机制”。 

  在讨论环节中，各位院友各抒己见，对当下两岸关系发表自己的看法，也在政策设计、

外交问题和军事政策等方面同李老师进行了深入交流。 

 香港中评社、环球时报和台湾中时（旺报）记者旁听了沙龙，并对本期沙龙的内容进行报

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