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凝聚血脉亲情
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对大陆的访问

,

带来两岸关系柳暗花明的又一春
。

两岸

政党领袖的大智大勇
,

促成沟通之势、 和平之势
、

反独之势与复兴之势
,

此是民族之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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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同文同种
,

同脉同根
。

连宋大陆之行
,

凝聚两岸血脉亲情
,

展现民族美好愿景
。

振奋之下
,

两岸

民心所向
,

势不可当
。

展望末来 虽

然还将有种种阻碍
,

两岸合作具体内

容也有轻重缓急
,

而大势渐成
。

两岸政党展现互动前景

20 05 年 5 月 5 日至 5 月 13 日
,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率亲民党访 问团到

访大陆
,

在九天八夜的时间里
,

宋楚

喻访 问 了西 安
、

南京
、

上海
、

长沙
、

北 京等五地
。

5 月 12 日下 午
,

宋楚

喻主席与中共 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进行

会谈
,

会后 两党达成六点共识
。

此前的 4 月 2 6 日至 5 月 3 日
,

国民党主席连战率国民党访 问团
,

对

大陆进行 了为期八 天七夜的
“

和平之

旅
”

访 问
。

其间
,

连战到访 南京
、

西

安
、

北京
、

上 海等四地
,

并于 4 月

2 9 日在 北京与胡锦涛总 书记进行 了

历 史性会谈
,

这是 国共 两 党最高领导

人 60 年来 的首次会晤
。

当 日
,

两 党

共同发布公报
,

达成五点愿 景
。

祭祖
、

拜渴 中山 陵
、

大学演讲
、

与 中共会谈达成共识
,

是连 宋大陆行

的 关键词 这使海峡 两 岸和 风劲吹
,

开创 了两岸沟通新机制
,

引发台湾岛

内民意热烈响应
,

国际社会也纷纷表

示肯定
。

《瞪望新闻周刊》
:

国 民党和亲民

党领导人的大陆之行有哪些共同点 ?

刘震涛
:

首先
,

国亲两党都认

同
“

九二共识
’ , ,

承认一个中国的原

则
,

反对
“

台独
” ,

赞同发展两岸关

系
·

其次 宋楚瑜祭拜黄帝陵
,

认祖

归宗
,

连宋两人都回到自己的家乡和

长辈的坟前祭祖
,

这表明他们都认为

大陆是中华民族的根
,

有浓重的民族

认同感
,

这一点都表现得非常充分
。

此外
,

连宋两人都充满着对孙中山先

生的缅怀和崇敬
。

孙中山先生主张对

外抵抗歹J强
,

对内推行国家统一
,

为

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奋斗的这个理

念
,

连宋都是认同的
。

《缭望新闻周刊》
;

国亲 两 党的

大险之行有哪些不同的诉求呢 ?

刘震涛
:

国亲两党大陆行只在

细微之处有所不同
。

亲民党对
“

两岸统一
”

这个概

念表达得更强烈
、

更坚定
。

宋楚瑜反

复强调
,

亲民党从来没有认可过
“

台

独
’ , , “

台独
”

从来就不是亲民党的

选项
。

在反独促统的问题上
,

亲民党

人士的总体反应更加激烈一些
。

亲民党成 立于 2 000 年
,

人员组

成主要分为二大部分
,

一是国民党
、

新党及部分无党籍的拥宋
“

立委
,

爪

二是宋楚瑜当
“

台湾省长
’ ,

时的
“

省

府团队
”

班底
;
三是国民党

、

新党的

地方
“

民意代表
’ , 。

因此亲民党与国

民党有着比较多的情结 两党在大的

政策方向上是一致的
,

但在具体利益

方面存在着一些差异
。

而国民党主席连战来大陆访问的

目的是
`

啄口平之旅
,

实现国共两党

最高领导人 60 年来的第一次握手
,

结束了两党长期以来的敌对状态
,

建

立了两党定期沟通机制
,

开辟了两岸

沟通的新途径
,

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
。

《燎望新闻周刊》
:

胡连 会谈公

报中
“

建立党对党定期 沟通 平台
”

的

前景如何 ?

李义虎
:

连宋访问大陆 使国亲

两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形成了一种党

际良险互动的模式
·

这种两岸政党互

动模式
,

将会比较稳定地发展下去
,

在两岸关系发展中起到良性
、

正面的

作用
。

在台湾当局不接受
“

一中
”

原

则和
` 。

九二共识
, ,

的情况下
,

这种党

际构通的方式是非常现实的
,

类似经

济合作
、

农产品贸易
、

台商权益保

护
、

国际空间等方面的问题
,

都可以

通过这种方式来推动和落实
。

刘震涛
:

党对党的沟通机制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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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 2日
,
,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常了不起的提法
。

国共两党长期以来

是敌对状态
,

现在能够从中国人民的

福社出发
,

抛却夙怨
,

化干戈为玉帛
,

建立党对党的协商机制
,

可以说是促

进经济合作机制建立的前提和基础
。

两岸党际沟通的模式已经基本确

立
,

但影响未来两岸政党互动前景的

因素很多
。

从中共与国民党的沟通来

看
,

首先要看连战的继任者表现如

何
。

目前
,

两党所签订公报有约束

力
,

岛内民意走向也要求连战的继任

者须遵循与中共之间的共识
。

此外
,

近期岛内民众
“

两岸加强

交流
’ · “

两岸要和平
’ ,

等以前被压抑

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

这种民意推动可

能产生两种结果
,

一是当局严厉打压
,

二是当局顺应时代潮流
,

使两岸关系

得到实质性发展
。

如果是后者
,

两岸

的党际沟通将会更为顺利地发展下去
。

《燎望新闻周刊》
:

宋楚瑜主席

到访 大陆期间提 出
, “

在 用对话代替

对抗
,

重新建立和平架构 的时刻
,

两

岸经 贸需要加 强合作
。 ”
而在胡连会

的五点愿 景中
“

两 岸经 济合作机

制
”

和
“

两岸共 同市场
”

的提法则非

常引人注 目
,

那么 两 岸经济合作的发

展空间有多大 ?

刘震涛
:

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提

法确实非常有前瞻性和战略性
,

有提

纲掣领的作用
。

我们希望按照五点愿

景所说
,

优先讨论两岸共同市场问

题
,

达成相关协议
,

实现市场的一致

性
。

目前两岸经济 民间性的交往居

多
。

台湾的一些企业在岛内发展有困

难
,

需要大陆的市场
;

还有一些企业

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

需要扩大市

场
,

他们都将大陆视为自己的经济腹

地 首选到大陆投资
。

但是两岸之间

没有协商机制
,

这种投资只能是民间

和自发的
,

这影响了台商的投资效益
。

在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化的趋势越

来越明显的形势下
,

商品交易更加注

重知识产权和标准协议
。

如果建立了

两岸经济合作机制
,

那么两岸三地就

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如何建立中国自

己的标准
。

中国的市场很大
,

如果外

国投资者到两岸三地投资都必须按照

我们中国的标准
,

两岸企业的竞争能

力势必会得到增强
·

两岸经济发展需要互补互利
,

发

展产业链
。

如果有一个经济协商机

制
,

就可以协调这些问题
,

优化产业

布局
,

求得利益的最大化
。

实现真正

意义上的互补互利
。

另一方面
,

目前大陆企业不能到

台湾投资
,

这种单向投资是一种不平

衡的状态
,

将会影响两岸竞争力的提

升
。

台湾需要大陆的市场和劳动力
,

同时也需要大陆的资金和技术
。

如果

双方能够双向发展则能实现经济的融

合
。

两岸经济发展由一个轮子变为两

个轮子来转
,

就会发展得更快
,

可以

赢得更多的机会
。

两岸的经济合作机制的建立
,

应

该由双方具有行政权力的部门来有效

推动
,

但是现在看来
, “

政治挂帅
”

的台湾当局不一定配合
。

目前台湾当

局仍然不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和
“

九

二共识
” ,

人为地制造两岸的对立
,

仍然千方百计地制定政策制裁台商到

大陆投资
。

所以
,

目前台湾当局的态

度和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的愿景还

相去甚远
。

既然这样
,

民间就可以先

做起来
,

两岸的交流不能被阻断
,

经

济先行
,

定能取得成功
。

《燎望新闻周刊》
:

与胡连会的五

点愿景相比
,

胡宋会公报 的
“

六项共

识
”

有哪 些特
,

汽?

李义虎
:

首先
, “

六项共识
”

中

有一些新的概念和新的说法
,

比如
“

两岸一中
”

就是等同
`·

九二共识
”

的

新的表达方式
。

这符合胡锦涛总书记

四点讲话中提到的
“

大陆和台湾同属

一个中国
”

的基本精神
,

同时又是一

种更加灵活的表述
。

另一方面
,

这也

有利于与台湾方面寻找最大公约数
。

共识将海基会和海协
“

九二共

识
”

的原话照抄出来
,

可以说这是对
“

一个中国
”

的原版表述
。

共识提出
“

两岸一中
”

的概念
,

将
“

九二共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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鬓李墩川

用文字化的形式加以记载
,

这对于双

方深化对
“

九二共识
”

的认识
,

以及

在
“

九二共识
”

方面找到共同基础非

常有意义
,

是重要的政治成果
。

其次
,

促进推动的方面比胡连会

达成的五点愿景更加具体
,

这是会谈

新的成果
·

比如两岸经贸
、

文教交

流
,

人员往来
,

台湾学生同等待遇和

设立奖学金等九个间题进二步阜体

化
。

而且还提出了推
;

动 20 06 年实现

直航 为两岸三通设定了一个时间

表
,

这对推动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和推

动两岸三通非常有意义
。

第三
,

胡连会曾提到
“

建立党对

党定期沟通平台
’

而此次胡宋会将

其范围进一步扩大了
。 ` ·

六项共识
’ ,

提出了两岸民间的蓄英论坛和台商服

务机制
,

这一蓄英论坛将由两党共同

来推动
,

两党也必然参与其中
,

因此

两党的沟通机制融人了两岸民间的著

英论坛之中了
二

此外
, _

关于台湾国际空间的间

题
,

大致的内容与胡连会相同
」

只不

过是台湾民众非常关心这个问题
,

所

以又对这一主张再次加以重申
。

胡锦涛的
“

四点讲话
, ,

里曾提

到
,

希望台湾当局领导人切实履行 2

月 2 4 日重申的
“

四不一没有
”

的承

诺
,

不要违反这个框架
,

在
“
六项共

识
’ ,

中再次提到这个问题
,

是大陆方

面对这一问题的重申
。

岛内局势可有理性预期

就在台湾 两大在野党国民党和亲

民党的领导人相继访 问大险的短拉十

几天内
,

岛内政局 发生了尉烈 变化
。

《燎望新闻周刊》
:

连宋相 继访

问大陆的 同时
,

岛内民意也出现 了变

化
,

其发展趋势如何 ?

李义虎
:

连宋的访问对台湾民意

有很大影响厂带动了希望两岸关系发

展和希望两岸对话
、

合作的潮流
。

5

月 3 日民进党公布了最新民调结果显

示
,

在连战启程到术陆前后的短短九

天内
,

民进党的支持度下跌 7 个百分

点 从 4 月 20 日的 40 3%最高点下滑

至 33 % ; 反观国民党支持度则一路攀

升
,

从 30 %蹿升至 34 %, 令民进党的

支持度已落后于国民党 1个百分点
。

民调数字说明了岛内主流民意是

求和平
、

求稳定
、

求发展
,

反对
“

台

独
’ 1 ,

并希望能够出现实质性的举动

来促进两岸关系缓解
。

这是一个比较

积极的趋势
。

而且这一趋势还将有一

个持续的发酵过程
·

可以预见 今后

一段时间
,

岛内反
“

台独
” 、

求和平

的呼声将会持续高涨
。

虽然在这个过

程电 台湾良意也有可能在
“

台独
”

势力的影响下出现些许波动
,

但可以

肯定地说
,

总的趋势难以逆转
·

一

《瞪望新闻周刊》
:

陈水扁最 近

的表态变化无常
j

其原因在哪里?

李义虎
:

陈水扁可谓是一个多变

的政治人物
,

他比较急功近利
,

是实

用主义和扒会主义的典型人物
。

连宋

访问大陆过程中 他的表态与连战访

问大陆之前他送出的
` 1

祝福
”

相比

又有所变化
·

据台湾媒体报道
1

陈水

扁 5 月 6 日晚间
,

对于宋楚瑜 5 日在

西安发表
`

台独
’

不是台湾选项的

说剧表参年以为然; 他轰示
、

朱楚
瑜要求

“

二中原则
,

回到
“

九二共

识
’ , 、 “

宪法一中 他都役答应
。

陈

水扁说 他并没有说连战和宋楚瑜两

人
“

未违法
` 。

也没有发表肯定 胡

连会
”
的任何说法

。

陈水扁进一步

称
, “

胡连会
` ’

达成的五大愿景
,

很

多部分台当局无法接受
。

他还说
,

就

是因连宋和他的主张不同
,

所以连宋

可 以和 士除骊异 人棍丰 不日昆弓井常本

席苏贞 昌和他都不能 ~ 而对宋楚瑜在

清华大学的演讲中
,

两次提到 ~ 台

独
,

是走不通的路
’

民进党主席苏

贞昌也表示
一

,宋楚瑜不该剥夺台湾人

民的选择权
” d

据香港媒体报道
,

陈

水扁 日前接受德国媒体专访时表示
,

只要 23 00 万台湾人民同意
,

未来两

岸要建立怎么样的政治关系
,

不排除

任何可能
,

换言之
,

统一及
“

独立
’ ,

均是未来台湾前途及两岸关系的可能

选项
。

他还重提
“

一边一国
”

,

声称

两岸不但分立
、

分治
,

且互不隶属
,

均是
“

主权独立国家卜 就像德国在

统一前分成东
、

西德
。

这里面有几个因素
。

其一是 5 月

14 日
“

任务型国代
”

选举来临之际
·

为了稳定民进党的选情
,

稳住民进党的

选举盘
,

陈水扁拆。主义和机会主义的

特点凸现出来
,

开始对连宋进行批评
。

其二
,

泛绿阵营内部的尸些矛盾

瞪望熬闻脚剥」卯05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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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加深
,

并且越来越表面化
。

陈水

扁和李登辉相互攻击
,

台联党宣布暂

时不再配合民进党等举动
,

都说明二

者之间的矛盾已经进一步扩大化
,

且

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
,

这是目前值得

注意的一个势态
。

其三
,

民进党内部对陈水扁的压

力加大
。

陈水扁在大陆政策上非常矛

盾而且变化无常
,

这让 民进党内部摸

不到他的
“

主脉
”

民进党内部的一

些
“

深绿
’ ,

人士又向陈水扁施加了一

定的压力
,

迫使他向着原来的
“

深

绿
’ ,

主张回靠
。

同时
,

陈水扁和苏贞

昌
、

吕秀莲等人的矛盾逐渐加深
。

在

近日的言论中
,

陈水扁既攻击连宋
,

又批评李登辉 还对苏贞昌表示不

满
。

可以看出
,

目前他的对立面比较

多
,

民进党内部与陈水扁意见相左的

势力正在逐渐成长
。

这种情势暴露出
,

在连宋相继访

问大陆的社会民意压力之下
,

陈水扁

在与大陆的关系上的无所作为 处境

尴尬
,

已经陷入他执政以来最为被动

的一个时期
。

《燎望新闻周刊 》
:

连 宋带着沟

通成果回 到台湾之后
,

陈水扁的态度

还会有所改变吗 ?

李义虎
:

连宋大陆之行的成果都

是符合台湾民众利益的
,

并要求台湾当

局作出努力加以落实
。

这些成果被带回

台湾后
,

将会给台湾当局形成巨大的压

力
。

现在
,

陈水扁有几种选择
,

一种是

采取抵制态度
,

封杀两岸之间的交流和

交往
。

第二种是识时务地接受这些成

果
,

并采取措施向
“

九二共识
’ ,

方向靠

拢
。

第三种是所谓的
“

新中间路线
” ,

采取渐进的
·

模糊的做法处理两岸关

系
。

这三种情况都有可能出现
·

今年的 5 月 2 0 日
,

在陈水扁就

任一周年的时候 他很可能对其大陆

政策作出比较系统的阐述
。

让我们拭

目以待
。

《缭望新闻周刊》
: “

台独
。

分裂

势力为何对连 宋访 问大陆激烈反弹 ?

李义虎
: “

台独
”

分裂势力面对

连宋到访大陆
,

有着比较强烈的反

弹
。

从连战大陆行中正机场送机和接

机时出现的流血冲突和紧张状况
,

可

以看出
“

深绿
’ ,

势力不甘心两岸关系

向前发展
,

试图阻挡两岸交流的趋

势
。

可以预计 连宋回到台湾后
,

他

们还会采取一些措施
,

尽可能地压缩

连宋大陆之行的成果
。

这也反映出
“

台独
”

分裂势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

台 将继续逆历史潮流而动
。

可以预

见的是
,

在台湾主流民意推动之下
,

“

台独
”

分裂势力将会采取一些比较

极端的做法
,

这些恰恰说明了这部分

人在台湾只是一少部分人
,

不可能逆

转民意积极的发展方向
。

此夕卜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动

向
。

现在
,

民进党和台联党之间
,

以

及民进党内部的矛盾逐渐扩大化
,

岛

内的
“

台独
’ ,

分裂势力很有可能发生

分化
,

在本来就有分歧的
“

渐进 台

独
’ ,

主张和
“

急进台独
’ ,

主张之间将

会产生更大的裂痕
,

连宋访问大陆的

成果也将加剧这种分化的态势
。

《燎望新闻周刊》
:

综 合 以 上这

些 因素
,

连 宋回 到 台湾之后
,

主流民

意能否主导岛内政局走势 ?

李义虎
:

目前台湾主流民意支持

两岸关系缓解和两岸交流
。

连宋大陆

行的成果将会反映在
“

任务型国代
”

选举和岛内日常的政治运作之中
,

我

们还要观察这些成果将对岛内政局将

会产生哪些实质性的影响
。

虽然台湾岛内局势一向比较纷繁

复杂
,

但是从近日的形势发展来分

析
,

在野党对两岸关系发展作出的努

力比较明确
,

主流民意越来越凝聚到

反
“

台独
’ , 、

促交流上来
,

主流民意

正在发酵
,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对岛内

形势作出一些比较理性的预期了
。

国际社会乐享和平红利

“

胡锦涛 与连战的会谈具有划时

代的 意义
,

营造 了两 岸良险互动的有

利气氛
。 ”

—
台湾 《民生报》

“ `

两岸热
’

由两岸民众 自发
、

自

动
、

自然所形成
,

这股
`

热
’

来 自两

岸的亲情联系和割不断的历 史文化联

系
。 ”

— 香港 《大公报》
“

出于一 些显 而 易见和 一些不那

么 明 显的原 因
,

应为 国民党主席连 战

的大 陆之行 叫好
。 ”

— 美国 《波士

顿环球报》
“

从民众 的情绪来看
,

陈水扁支

持独立 的政策似乎越来越 不得人心
。

岛内的民意调 查显示
,

许 多民众支持

连战对 北京作 出的和解姿态
。 ”

—
美国 《洛杉矶时报 》

连战和 宋楚谕的大陆之旅
,

不仅

在 台湾岛内掀起持续 不 断 的
“

大 陆

热
”

也使包括 两岸三地
、

东南亚在

内的世界各国
、

各地 区
,

将 目光集中

在海峡两岸
。

国
、

亲两党领导人此次

到访 大陆
,

使 两岸关系春风拂 面
。

国

际社会也普遍对连 宋大陆行给予 了高

度评价
。

《缭望新闻周刊》
:

连战和 宋楚瑜

先生先后 到访 大陆
,

两岸三地
、

东南

亚
、

欧洲绝大多数政府
、

人民和媒体
,

都表示 乐观和 支持 的原因是什么 ?

陶文钊
:

香港和澳门的民众
,

绝

大部分都是中国人
,

大家都是炎黄子

孙
,

希望看到中国的强大和祖国的统

一
,

希望两岸关系可以消除紧张
、

得

到改善
,

因此正面反应居多是非常自

然的事
。

对东南亚国家来说
,

台海地区的

和平
、

稳定最符合他们的利益
,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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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普遍对连宋大}法之行表示善意
。

不要说两岸发生冲突
,

就算是两岸发

生紧张状况
,

对他们来说也是不利

的 因为到那时 他们就必须被迫地
“

站队
”

比如去年 7 月
,

即将就任新

加坡总理的李显龙到台湾访问
,

就曾

引发了中新之间的外交风波
。

如果海

峡两岸可以保持和平稳定的关系
,

东

南亚各国就可以和两岸进行正常的经

贸往来
,

没有一个国家会拒绝这样 良

好的地区局势
。

海峡两岸关系毕竟是中国内部的

事务
,

台海地区能够和平稳定
,

也符

合欧洲各国的经济利益
,

因此各国的

反应还是比较乐观的
、 。

牛军
:

虽然国际社会大多数是比

较善意地来看待连宋大陆行的 但是

我们也看到 有人存在着一些疑虑
,

主要是担心中共和台湾在野党之间达

成的共识和愿景
,

究竟能在多大程度

上变为现实
。

毕竟像建立军事互信这

样的事
,

还是需要执政当局的努力
。

此外
,

现在有的国家的态度比较暖昧
。

《燎望新闻周刊》
:

美国对连 宋

大陆之 行的基本态度如何 ?

陶文钊
:

2 003 年 10 月 9 日
,

布

什总统在与温家宝总理联合举行的记

者招待会上
,

表示反对单方面改变台

海现状
,

并批评陈水扁的言行是要单

方面改变现状
。

从那时开始
,

美国台

湾政策的重点就是要维持台海地区的

稳定
。

此后
,

美国的一系列表态都票

承这一方向
。

去年 4 月
,

美国助理国

务卿匆l利在国会作证时说
,

美国政府

促请陈水扁要
“

自我克制
” 。

去年 10

月 2 5 日
,

时任美国国务卿的鲍威尔

在接受凤凰卫视和 C N N 的电视采访

时
,

连续两次提到
“

台湾不是一个主

权独立的国家
’ , ,

甚至提到并重复了
“

和平统一
’ ,

一词
。

20 04 年 12 月 20

日
,

日寸任美国副国务卿的阿米蒂奇表

示
,

台湾问题已经成 为中美关系上
“

最大的地雷
” ,

《与台湾关系法》 并

没有规定美国必须要去防卫台湾
。

此

外 在 2 004 年底 12 月 10 日
,

在立

法院选举之前
,

陈水扁又一次地要搞
“ 公投

’ , 、 “

正名
’ ,

的时候
,

美国白宫

和国务院的发言人提出表示反对
、

这

一系列的表态都证明
,

维持台海地区

稳定是 目前美国的基本态度
。

而且
,

美国也提出鼓励海峡两岸通过和平方

式对台湾问题进行对话
,

因此台湾的

在野党领导人相继访问大陆
,

也符合

美国政策
。

因此
」

在连战访问大陆之

后 布什总统表示认同
,

这是正常的
。

可以说
,

美国目前维持台海地区稳定

的政策
,

与其对中国的一贯政策是相

符的
,

都是符合其本国的根本利益的
。

《燎望新 闻周刊 》
:

美国 上述 政

策的出发 点是什么 ?

牛军
:

其一
,

美国目前的战略重

点是大中东地区
,

集中在反恐方面
,

目前在伊拉克还有十几万美国军队深

陷其中不能自拔
,

再加上还有中亚地

区和东亚地区朝鲜半岛问题
,

美国不

希望台湾地区再出现新的热点
。

其二
,

对美国来说
,

中美两国的

关系非常重要
,

美国不希望因为台湾

问题引起中美关系的动荡和摩擦
。

其三
,

亚太地区的稳定对美国经

济发展至关重要
。

目前
,

美国与整个

亚太地区的经济交往规模已经远远超

过它与欧洲的经济交往规模
。

这一地

区的稳定是经济繁荣的前提和保障
,

对美国经济发展也非常重要
。

如果台

海地区出现紧张局势
,

则将不利于美

国的经济贸易利益
。

基于对本国核心利益的维护
,

美

国对连宋到访大陆所形成的海峡两岸比

较积极正面的发展
,

是持肯定态度的
。

《燎望新闻周刊 》
:

布什 总统在

与胡锦涛主席的 电话中表示
,

对 两岸

关 系因为 连战的访 问而 改善表 示 乐

见
,

同时希望大陆能够与台湾岛内的

执政 党进行接触
。

这里面 深意何在 ?

陶文钊
:

这是美国国内的一些政

治人物观点的集中体现
,

其中的情绪

比较复杂
。

今年 3 月 13 日我国通过

《反分裂国家法》 之后
,

我曾到美国

访问
,

当地的一些政府官员对这部

法律的出台反应比较温和
。

但是仅

仅一个月之后
,

当连宋两人相继决

定前往大陆访问的时候
,

这些政府

官员对 《反分裂国家法》 的态度逐

渐强硬起来
。

由此可 以看 出
,

美国

仍然希望将台海地 区的主导权掌握

在自己的手中
。

在胡锦涛主席和布什总统的电话

中
,

也表示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改善海

峡两岸关系的措施
,

海峡两岸开始了

一种良睦互动
。

可以很明确地说
,

目

前台海地区
、

两岸关系的主导权是掌

握在大陆手中
。

由于担心主导权的失

落
,

海峡两岸关系的明显改善也令美

国感到不快
。

而且
,

在美国一些人
,

特别是在一些新保守派眼中
,

中国是

一个威胁或是潜在的威胁
,

如果海峡

两岸的关系向着和平统一的方向发展

得很好
,

势必会增强中国的综合国

力
,

这与美国牵制中国的战略是不相

符的
。

我们可以看出
,

美国的态度有

些矛盾
,

海峡两岸的关系太恶劣或者

太友好 它都不满意
,

都不符合它的

根本利益
。

牛军
:

一方面美国的一 些人士认

为两岸关系的好转不利于美国继续利

用台湾牵制中国发展 ; 另一方面美国

国内确实有一部分人
,

担心两岸关系

的发展会引起在野党和执政党尖锐对

立
,

在台湾内部造成政治动荡
口

两方

面的这种意见合在一起
,

导致美国出

现一种声音
,

就是希望大陆与台湾岛

内执政党进行接触
,

恢复谈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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