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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九二共识”的内涵和实质在 1992 年海协、海基会商谈中就得以确立，事实不容否认。
“九二共识”的核心是“一个中国”原则，精髓是求同存异。20 多年来，“九二共识”历经考验，为两

岸关系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同时又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后盾和广

阔的空间。中国大陆和中国共产党以此作为海峡两岸“两会”接触和商谈、两岸政党交流、两岸经

贸制度性往来的政治基础，也是台湾对外交往必须遵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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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共识”，是指在 1992 年 11 月大陆的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的海峡交流基金会就解决两会事

务性商谈中如何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问题所达成的以口头方式表达的“海峡两岸均坚持一

个中国原则”的共识。“九二共识”从开展两岸协商的必要前提，发展成为两岸双方建立政治互信、推
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政治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为 20 多年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已经做出而且将继续做

出十分重要的贡献。
2012 年 3 月，“九二共识”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此后，又写入中共十八大报告。十八大报告明

确指出:“两岸双方应恪守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立场，增进维护一个中国框架的共同

认知，在此基础上求同存异。”［1］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党代会报告中首次写入“九二共识”，表明了

对坚持“九二共识”重要性的高度重视，肯定了“九二共识”在两岸关系发展中的历史贡献，并提出了

今后一个时期大陆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在在显示“九二共识”已经成为大陆对台的重要

政策主张。
然而，在台湾，民进党、“台湾团结联盟”等政党并不承认“九二共识”，他们不断质疑、否认和反对

“九二共识”; 一些“绿色”学者则从所谓“学理”着手，将这种质疑和否定“学术化”，［2］对台湾民众具有

一定的欺骗性。按照台湾政治态势的发展，“政党轮替”成为常态，民进党再次上台的可能性依然存

在。果如此，民进党对“九二共识”的质疑和否认将对两岸关系的发展造成巨大的伤害。因此，从学理

上厘清“九二共识”的客观存在、历史作用，不但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九二共识”固然为大陆学者普遍使用，但大多用以阐释两岸关系的发展，真正针对“九二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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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开展研究的论著不多，主要有许世铨的《1992 年共识———海协海基两会协商之回顾与评析》［3］、
黄嘉树的《“九二共识”的意义与作用》［4］、张文生的《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是海峡两岸的共

同政治基础》［5］、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编写的《“九二共识”历史存证》［6］、许世铨与台湾学者杨开煌共同

主编的《“九二共识”文集》［7］等，这些成果对本文的撰写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此外，台湾学者陈锡

蕃、郑安国主编的《“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共识的史实》［8］以及其他相关的回忆文章、媒体报道文章也

给本文提供了权威和详实的资料。不过，这些成果尚未全面、系统地总结 20 年来“九二共识”在两岸关

系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也未完全凸显“九二共识”与中国大陆、中国共产党制订和实施对台政策的关系。
本文冀图在上述权威史料、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论述 20 多年来“九二共识”与大陆对台政策的关

系以及中国共产党对“九二共识”的坚持与实践，以彰显中国大陆坚持“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的贡献，祈请方家指正。

一、“九二共识”的概念、内涵与核心

关于“九二共识”形成的过程，在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编的《“九二共识”历史存证》，陈锡蕃、郑安国

主编的《“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共识的史实》，许世铨、杨开煌共同主编的《“九二共识”文集》等论著中

已有详细的记载，而许世铨的《1992 年共识———海协海基两会协商之回顾与评析》、郑安国的《“一个

中国，各自表述”的历史真相》［9］两篇文章对两岸两会香港会谈的记载尤为详细，事实很清楚，即: 两岸

两会通过北京会谈、香港会谈以及函件往来，在 1992 年 11 月，两岸两会都确定: 关于两岸如何表述坚

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业已达成。
1．“九二共识”概念的来源

两岸两会 1992 年达成的共识，当时并没有特定的名称。1994 年 1 月 12 日，海协会理事会会务工

作报告中，把 1992 年达成的共识归纳为“双方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

则’”。［10］

台湾方面，则在媒体报道的基础上将其概括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1992 年 11 月 17、18 日，台

湾媒体对两岸达成的共识做了广泛的报道( 见下表) :

报道时间 媒体名称 标题名称

11 月 17 日
《“中央”日报》 海协会同意以口头方式表述“一个中国”原则

《中时晚报》 两岸各自口头表述“一个中国”涵义

11 月 18 日

《“中央”日报》 口头表述“一个中国” 我表示欢迎

《中国时报》 两岸同意各以口头表述一个中国原则

《联合报》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两岸求同存异

《工商时报》 一个中国 各说各话 海基会点头

资料来源: 本文作者根据台湾媒体报道整理。

可以说，“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直接来源或变形于《联合报》的报道。
2000 年 3 月 18 日，奉行“台独”党纲的民进党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获胜，陈水扁、吕秀莲上

台，这使得关心两岸关系发展的各界人士普遍存在忧虑感。“一个中国”原则与“台独”路线格格不入

的关系，必然会导致两者之间出现严重的对抗，甚至可能引发两岸之间战争的爆发。
为了避免这种民族悲剧的出现，一些学者、官员尝试着寻找替代用语，这个替代用语可以不出现

“一个中国”的文字，但又包涵了“一个中国”的实质内涵。
大陆方面，时任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许世铨提出了“1992 年共识”［11］、时任北京联合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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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研究所所长的徐博东提出了“两会‘九二年共识’”［12］的概念; 台湾方面，资深记者王铭义曾提出

“香港共识”、海基会首任董事长辜振甫则建议把 1992 年的 consensus，看做 consent( 承诺、默许) 或 ac-
cord( 相同见解) 。［13］2000 年 4 月 2 日，台湾政治大学副教授罗致政在《中国时报》发表《“一个中国，各

自表述”的迷思》一文中，多次用“九二共识”一词来指涉两岸两会 1992 年达成的共识。［14］4 月 28 日，

时任台“陆委会”主委的苏起在台湾政治大学举办的“二十一世纪的台湾发展与两岸关系”研讨会上，

提出“以‘回到九二共识’取代有关‘一个中国’的争执，至于九二共识的内容则各自解释”。［15］此后，

“九二共识”一词逐渐为两岸所普遍接受和广为流行，苏起也成为“九二共识”的“正式提出者”，但从

上文可见，“九二共识”一词的提出，确实是凝聚了两岸专家学者的智慧，是大家的思想结晶。
2．“九二共识”的内涵与核心

两岸两会 1992 年达成的共识，海协会的表述是:“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

家的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海基会则以“国统纲领”、
“国统会”1992 年 8 月 1 日对于“一个中国”的含义的决议为基础，具体表述为:“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

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从

这两段话中可以看出，双方的共同点是: 1) 双方各自向对方承诺: 要共同谋求国家统一; 2) 双方各自向

对方承诺: 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同时，双方在对“一个中国”政治含义的看法上，海基会是“认知各有

不同”，海协会则提出“在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双方的两段话表明: 双方求“追求国家统一”和“坚

持一个中国原则”之“同”，存“一个中国政治含义”之“异”。［16］正如前海协会长陈云林所说: “九二共

识”的核心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精髓是求同存异。［17］

“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共识的达成，确立了两岸协商的政治基础，从原则上排除了事务

商谈中的主要障碍，两会商谈迅速取得突破性进展。

二、“九二共识”是大陆检视台湾当局大陆政策的“试金石”

1992 年 11 月以来，大陆一直坚定地将以“一个中国”原则为核心的“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关系的

发展，并两次实现“汪辜会谈”，但面对李登辉等人歪曲、陈水扁等人否认“九二共识”的行径，大陆则

予以了坚决的反对和批判。可以说，“九二共识”成为了大陆检视台湾当局大陆政策的“试金石”，成

为了检视李登辉、陈水扁及台湾当局统、“独”色彩的光谱仪。
1． 坚决反对李登辉等人对“九二共识”的歪曲

如前文所述，台湾方面将两岸两会 1992 年达成的共识简化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直接脱胎于

1992 年 11 月 18 日《联合报》题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两岸求同存异”的报道。事实上，该报道分

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报道了时任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庆平代表台“陆委会”、海基会针对 16 日海协

会来函发表的三点声明: 1) “对海协会建议签署协议及各自以口头表达‘一个中国’的方式表示欢

迎”。2) “重申我方认为事务性协商不应涉及政治议题的一贯立场”。3) “回应海协会的建议，认为我

方已授权海基会处长许惠祐在香港以口头表达了我方对‘一个中国’的八种方案，而对方也在香港提

出了五种方案，加上前天的来函，共有六种表达方式，已符合各自表述的立场”。第二部分则进行了深

度分析，并透露了台方幕后决策策略，称:

从海协会来函列举双方对“一个中国”表达方案来看，已经存在许多共通语汇。例如“海峡两

岸”、“一个中国”、“政治涵义”、“谋求国家的统一”等，明显透露出双方互相修正妥协的痕迹，“海

峡两岸”、“一个中国”是我方回避，而又必然出现在海协会每个方案中的用语; 而“政治涵义”及

“谋求国家的统一”，则是我方意欲强调而海协会在此次修改方案中才加入的文字。［18］

该报道可以印证，1) 海协会、海基会在“一个中国”、“谋求国家的统一”有共识，台湾方面甚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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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强调“谋求国家的统一”; 2) 双方有分歧，但在默契中求同存异，良性互动; 3) “各自表述”，是针对

“一个中国”的涵义，而非其他。
但是，如果仅仅从字面上看待“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比如: 1) 海峡两岸同属

獉獉
于
獉

一个中国，但对“一个中国”的涵义可以各自表述; 2) 海峡两岸是否同属于
獉獉獉獉獉

一个中国，可以各自表述。
如果说前者接近于“九二共识”本意的话，后者则与“九二共识”本意大相径庭，而直接给台湾某些势

力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提供基础和平台。因此，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为了避免歧

义，大陆各界一直没有接受“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随着李登辉逐步摆脱一个中国原则、制造“两个中国”分裂活动的加剧，台湾方面开始歪曲两会共

识。从 1993 年底开始，海基会领导人和“陆委会”负责人公然在媒体上将两会共识歪曲为“就搁置一

个中国原则达成共识”、“意味着双方搁置中国主权问题的争议”。1995 年 6 月李登辉以所谓私人名

义访美后，大陆方面展开了反分裂反“台独”斗争，要求台湾当局停止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

活动，回到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上来。这时，台湾当局尚不敢公然完全地放弃一个中国原则，只能借

助于歪曲两会共识，谎称两会达成过“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共识或“一个中国涵义、各自表述”的共

识，为李登辉制造“两个中国”的分裂活动辩护。对此，海协负责人多次驳斥道:“近一个时期，台湾当

局为替自己的分裂立场辩护，公然将海协与海基会 1992 年达成的在两会事务性商谈中‘海峡两岸均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口头共识歪曲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并把一个中国表述为历史的中国，而现

在是‘阶段性两个中国’。这与两会当时达成的口头共识根本是背道而驰的”。“台湾当局已不是在

遵循一个中国原则，而是搞‘两个中国’”。［19］

1999 年 7 月 9 日李登辉公然抛出“两国论”，受到海内外所有中国人的坚决反对和同声谴责，国际

社会普遍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四面碰壁之际，台湾当局再次祭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说法，

为李登辉的“两国论”狡辩。8 月 1 日，台“陆委会”发表一份两千多字题为“对等、和平与双赢———‘中

华民国’对‘特殊国与国关系’的立场”的书面说明，在坚持不收回“两国论”的前提下，提出“两岸应该

回到‘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共识上来”，进而把两会共识歪曲为海协同意“双方自此就一个中国可

以各说各话”，歪曲为“该项共识适用于国际关系”。［20］显然，此“说明书”中的“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已经严重被扭曲为“海峡两岸是否同属于
獉獉獉獉獉

一个中国，可以各自表述”，直接为“两国论”张目。
针对李登辉等人利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对“九二共识”的严重扭曲，大陆予以了坚决反对和

批判，两岸关系也陷入动荡之中。
2． 坚决反对陈水扁否定“九二共识”的行径，反对“台独”
陈水扁及民进党上台后，为了两岸关系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综合台湾岛内外形势，大陆

提出要对陈水扁及民进党当局“听其言、观其行”。显然，陈水扁等人是否承认“九二共识”、是否承认

“一个中国”原则，是一个根本性的考察指标。
2000 年 5 月 20 日，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受权就两岸关系发表声明，表示只要台湾当局明确

承诺不搞“两国论”，明确承诺坚持“九二共识”，我们愿意授权海协与台湾方面授权的团体或人士接

触对话。［21］11 月 29 日，海协官员也明确表示，“台湾方面必须明确承认‘九二共识’，不要玩弄文字游

戏”。［22］此后，大陆政府及官员多次要求陈水扁及台湾当局接受“九二共识”、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据《海峡两岸关系日志》( 1999—2008． 5) 统计，在 2000 年 11 月至 2002 年 8 月间，大陆就此发表讲话

和呼吁达 15 次之多，几乎是每月一次。
但是，陈水扁上台后，每次谈两岸问题必称“善意”、“和平”，在“口水泛滥”之后，其两岸政策不但

没有丝毫寸进，反而在出尔反尔、反复多变中不断倒退。陈水扁刻意回避、模糊“一个中国”原则，不肯

承认和接受“九二共识”。他一会儿说“一个中国不是前提，一个中国是议题”，一会儿说“一个中国是

未来的”; 对于“九二共识”，陈水扁先是矢口否认“九二共识”的存在，诡称两岸两会 1992 年没有共

识，“惟一共识就是没有共识”，然后企图用“九二过程或精神”、“九二香港会谈”等名词取代“九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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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以达到否定“一个中国”原则的目的。
对此，大陆再三强调:“九二共识”确实存在，其核心是“一个中国”原则，不容否认和扭曲。2001

年 4 月 28 日，海协会长汪道涵在为纪念汪辜会谈八周年发表的专文《历史的昭示与未来的选择》中明

确指出，“汪辜会谈之所以成功举行，取决于双方以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历史责任感，以诚意和善

意构建了两会交往与商谈的共同基础，这就是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的共识。没有这一共识，双方是不可能坐到一起的”。［23］9 月 12 日，国台办副主任王在希接受东南亚

华文媒体访华团的采访时指出，我们要求台湾当局明确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明确承认“九二共识”，在

一个中国原则下，什么都可以谈。10 月 31 日，国台办发言人张铭清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重申，“一个

中国原则在事实和法理上都是无可争辩的，‘九二共识’的基本内容也是无可争辩的”。2002 年 1 月

20 日，时任海协常务副会长的唐树备出席南非召开的“全非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成立大会指出，

虽然海协与海基会在 1992 年是以各自口头表述的方式达成“九二共识”，但达成共识的过程及各自表

述的内容，都有白纸黑字的记录。［24］这期间，大陆以“杜鹃夜半犹啼血，不信春风唤不回”的高度，苦心

孤诣，希望陈水扁当局悬崖勒马，先后由国台办发言人张铭清、海协常务副会长李炳才、海协会长汪道

涵、钱其琛副总理发表讲话或文章，呼吁其回到“九二共识”。
但陈水扁置若罔闻。2002 年 8 月 3 日，陈水扁抛出“一边一国”论，严重破坏两岸关系的发展，毒

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氛围，此后，他变本加厉，先后推动“公投”、“正名”、“废统”、“制宪”、“入联”
等活动，完全抛弃其所宣称的“四不一没有”，走向“急独”，海峡两岸关系进入反对“台独”、遏制“台

独”斗争最激烈、最艰苦的阶段。
针对陈水扁一轮又一轮的“台独”挑衅，大陆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制措施，并最终取得了遏制“台

独”的阶段性胜利。
3． 马英九承认和接受“九二共识”，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期

2005 年 7 月，马英九接任国民党主席后，即主张和主导将“九二共识”列入国民党“党纲”。此后，

他多次公开表示承认和接受“九二共识”，愿意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发展两岸关系。虽然，他也将

“九二共识”简化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一中各表”) ，但是他将其内涵界定为“双方都接受‘一个

中国’的原则，但对‘一个中国’的含义，可以各自口头表述”。“对北京而言，‘一中’是指中华人民共

和国; 对我们而言，‘一中’则是指中华民国。双方立场、认知都不同，但双方都不否定对方的存在，也

不否定各自表述的方式”。［25］

或许，海峡两岸对“各自表述”还存在不同看法，但由于马英九愿意尊重历史事实，承认以“一个中

国”原则为核心的“九二共识”，因此，当 2008 年 5 月马英九及国民党重新上台后，两岸关系的发展迎

来重大历史机遇。中国共产党抓住机遇，以“求同存异”的心胸气度，以“九二共识”为基础，以“建立

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为指导精神，以“先易后难，先经后政，循序渐进”为路径，积极推

进两岸关系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平稳前进。

三、“九二共识”是大陆制订和落实对台政策的核心理念

在“九二共识”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大陆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

远利益，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在面对否认、否定“九二共识”的杂音和逆流时，毫

不退缩，毫不让步。同时，以“九二共识”为政治基础，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向前发展，因此，“九二共识”
是大陆制订和落实对台政策的核心理念。主要表现在以下多个方面:

1．“九二共识”是两岸对话、两会会谈的基础和前提

海协会、海基会分别是两岸官方授权处理两岸关系的民间组织，两岸两会为促进两岸关系发展做

了大量的工作，但是，1999 年 7 月 9 日，李登辉抛出的“两国论”，严重破坏了两岸关系，两岸两会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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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与会谈被迫中断，两岸对话的渠道也被迫切断。
为了推进两岸关系的发展，大陆方面包括海协、国台办以及时任副总理钱其琛多次表示，愿意恢

复两岸对话、两会会谈，但基础和前提是台湾当局必须明确承认和接受“九二共识”。
2000 年 11 月 29 日，海协官员明确指出，台湾方面必须明确承认“九二共识”，表明坚持一个中国

原则、谋求国家统一的态度，两会复谈与两岸关系改善才有稳定发展的基础。［26］2002 年 11 月 19 日，

海协常务副会长李炳才在《两岸关系》杂志上发表纪念“九二共识”十周年的专文，希望台湾当局务实

承认“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在此基础上求同存异，重开两岸对话和谈判。［27］

2003 年 5 月 1 日，李炳才在《求是》杂志( 2003 年第 9 期) 上发表文章，呼吁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恢

复海协会与海基会的对话与谈判。［28］

海协会长汪道涵多次发表谈话，呼吁两会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复谈。2001 年 4 月 27 日，在第一

次“汪辜会谈”8 周年纪念日上，海协会长汪道涵发表谈话表示，大陆珍惜 1992 年两会共识，并要求在

此基础上重开谈判。汪道涵指出，台湾当局新领导人始终不承认“一中原则”，一再否认“九二共识”，

在此情况下，两岸对话与商谈难以在“汪辜会谈”的框架内继续进行。［29］2003 年 4 月 26 日，汪道涵在

《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两岸对话与谈判是和平解决问题的惟一途径》的文章，以纪念“辜汪会谈”十

周年。文章呼吁，在“九二共识”基础上，两岸恢复谈判。［30］

国台办希望台湾当局承认“九二共识”，两会复谈。2000 年 5 月 20 日，国台办针对陈水扁就职发

表声明，特别指出:“当前，只要台湾当局明确承诺不搞‘两国论’，明确承诺坚持海协与台湾海基会

1992 年达成的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我们愿意授权海协与台

湾方面授权的团体或人士接触对话。”［31］

2001 年 4 月 28 日，国台办发言人张铭清再次明确指出，“九二共识”是一个客观存在，“台湾当局

如果真有对话的诚意，就应该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一九九二年两会共识，在实际行动上为重开两

会对话做出务实的努力”。［32］12 月 26 日，张铭清在记者招待会重申，“只要台湾承认‘九二共识’及一

个中国原则，两岸随时可以进行对话”。［33］

钱其琛副总理也多次呼吁和敦促台湾当局承认“九二共识”，两会复谈。2002 年 1 月 28 日，他在

纪念江泽民八项主张发表七周年座谈会上，呼吁在“九二共识”基础上重开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的对

话与谈判。［34］2003 年 2 月 20 日，钱其琛在中南海会见台湾“无党籍联盟访问团”时明确表示，“希望台

当局明确承认各自以口头方式表示‘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以使两岸对话与谈判早

日恢复”，再次呼吁台湾当局以“汪辜会谈”十周年为契机，明确承认“九二共识”，恢复两岸谈判。［35］

对大陆苦心孤诣、仁至义尽的呼吁和喊话，陈水扁及民进党当局置若罔闻，一直拒绝承认“九二共

识”的存在。民进党人把持的海基会也一再谎称“九二共识不存在”，如 2005 年 6 月 3 日，民进党人张

俊雄在接任海基会董事长之前，明确表示两岸间“并没有九二共识的存在”。2007 年 11 月 2 日，时任

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的游盈隆说，“两岸两会于一九九二年并未达成任何形式的共识”，并表示，

“将承认‘九二共识’作为两岸复谈的条件是两岸关系良性发展的实质障碍”。［36］

因此，两岸两会复谈毫无基础，两会接触、商谈工作，自李登辉 1999 年抛出“两国论”中断后，一直

持续到 2008 年。
2008 年 5 月，国民党在台湾重新执政。5 月 26 日，海基会致函海协会，明确提出“期盼贵我两会

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尽早恢复制度化协商”。［37］5 月 29 日，海协会复函海基会，表示“我会同意贵

会来函意见，尽速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恢复两岸联系往来与协商谈判”。［38］正是在相互致函重新确认

“九二共识”之后，2008 年 6 月 12 日，两会才得以恢复中断近 10 年的协商，解决了诸多事关两岸同胞

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推动两岸关系不断改善发展。
2． 否认“九二共识”，两岸协商难以为继，两岸关系将严重倒退

“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和基石，大陆方面因而特别强调“九二共识”的地位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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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再三强调“如果否认九二共识，两岸协商难以为继，两岸关系将严重倒退”。这一点在 2011 年表现

得尤为明显，因为 2012 年台湾将举行新一届地区领导人选举，2011 年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关键年。
如 2011 年初，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 2011 年对台工作会议中，要求各地各部门按照中央的要求

扎实做好对台工作，“在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增进两岸互信，保持良性互

动”。［39］中台办、国台办王毅主任在《两岸关系》杂志第 1 期发表的新年寄语中指出:“2011 年，我们希

望成为两岸关系稳定、有序和良性发展的一年。为此，两岸双方应当巩固政治基础。这个基础，最重

要的就是共同反对‘台独’，认可和坚持‘九二共识’。”5 月 7 日，在成都召开的第七届两岸经贸文化论

坛会上，中台办主任王毅指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之所以能形成目前良好局面，关键是两岸在反对“台

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建立了基本互信。贾庆林则明确指出，要努力保持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的正确方向，“关键是两岸双方应继续在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

增进互信，保持良性互动，营造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良好环境”。［40］

2011 年 11 月 17 日，王毅在重庆台湾周开幕式致词时强调“四个不容”( “九二共识”不容否认、两
岸关系不容倒退、台海和平不容得而复失、两岸同胞福祉不容遭到破坏) ，并重申“‘九二共识’是两岸

开展对话协商的必要前提，也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础”。［41］11 月 20 日，海协会会长陈云林明

确指出，“否认‘九二共识’，海协会与海基会的协商将难以为继，两会签署的协议将难以顺利实施，两

岸关系势必出现停滞甚至倒退，将直接损害两岸同胞尤其是台湾同胞的利益”。［42］随后，全国政协主

席贾庆林也表达了“否认九二共识，两岸协商难以为继，已有的协商成果也难以落实”的观点。［43］

3．“九二共识”是两岸政党党际交流的基础

大陆方面再三强调，对台湾而言，不管什么人，不管任何政党，不管他们曾经说过什么或者做过什

么，只要他们承认“九二共识”、接受“一个中国”原则，都可以与中国共产党开展平等的党际交流。正

如前国台办主任王毅所说，“20 年来，无论台湾政治情势发生什么变化，我们始终把坚持‘九二共识’
作为与台湾当局和各政党交往的基础和条件，核心在于认同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做到了这一

点，台湾任何政党与大陆交往都不会存在障碍”。［44］

2005 年 3 月 14 日，全国人大颁布《反分裂国家法》，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先后邀请中国国

民党、亲民党、新党代表团来大陆参访，并在所发表的“新闻公报”中明确了“九二共识”在两岸关系发

展中的基础地位。在此基础上，大陆与台湾“泛蓝”政党展开了密切而卓有成效的交流，为两岸关系发

展带来了新的活力。2005 年 7 月，马英九接任国民党主席后，即主张和主导将“九二共识”列入国民

党“党纲”。“九二共识”因而成为了国民党处理两岸关系的核心理念。
基于此，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亲民党、新党等台湾政党展开了密切的党际交流，并形成了

“海峡两岸经贸( 文化) 交流论坛”等品牌性交流平台，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2011 年 5 月 10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时指出:“国共

两党、两岸双方要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继续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巩固了这

一共同政治基础，双方就可以继续营造两岸交流合作、协商谈判的必要环境，就可以携手开辟两岸关

系发展新局面。”吴伯雄也表示:“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础，需

要双方共同巩固。”［45］

中共十八大后，2013 年 2 月 25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

席连战及随访的台湾各界人士时强调，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两岸和平统一，是新一届中

共中央领导集体的责任。他强调，“只要两岸双方都秉持民族大义，巩固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

识’的基础，增进共同维护一个中国框架的认知，两岸各领域合作的前景就是宽广和光明的”。对此，

连战回应说，“双方应在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基础上‘求一中架构之同，存一中内涵之异’。
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是受中华文化熏陶的中国人，理所当然应增进同胞情谊，互助互谅，拒绝分

裂，走向融合”。［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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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正是因为有“九二共识”作为基础，国共之间的党际交流将稳定、持续发展下去。
不过，由于民进党拒绝接受“九二共识”，因此，民进党与大陆之间的党际交流迟迟无法展开。即

使这样，大陆方面还是再三表达了愿意与民进党交流的诚意，希望民进党接受“九二共识”，促使民进

党与大陆政党的党际交流正常化。
2001 年 6 月 28 日，国台办发言人张铭清表示，“大陆不会拒绝和民进党打交道，只要民进党接受

一个中国原则及‘九二共识’，双方马上可以接触”，但是民进党拒绝接受“九二共识”，因此，“是民进

党自己关闭了接触的大门”。［47］

可惜，大陆的呼吁一直没有得到民进党的正面回应。2011 年 1 月 21 日，时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

副会长的张铭清仍在呼吁，“大陆方面和国民党有这么多的交往和发展，因为双方有共同的政治基础，

‘就是认同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而“认同九二共识是大陆一贯的立场，这是大陆方面与台湾方面

政党打交道的政治基础。到现在为止，民进党并没有认同( 九二共识) ，因此( 民进党) 若真的要与大

陆对话，要在这方面有正面的响应，双方才可能有真正的对话”。［48］

2011 年 9 月，时任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及其他民进党人曾发表“九二共识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一

个共识”的论调，鉴于此，9 月 14 日，国台办发言人范丽青在新闻发布会上严正指出，“九二共识”是

“由两岸分别正式授权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和海峡两岸交流基金会达成的，而不是由国共两党达成

的，代表的是两岸双方的共识”。她同时明确指出，“事实证明，民进党否定‘九二共识’、坚持‘一边一

国’的‘台独’立场并没有改变。如果坚持这样的立场，事实上很多所谓的‘善意’将无从谈起”。［49］

由此可见，如果民进党想参与两岸政党交流，必须承认和接受“九二共识”。
此外，大陆方面还坚持，“九二共识”是两岸“三通”和制度性经贸交流的基础，也是台湾方面发展

对外关系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

四、结语: 坚持“九二共识”，持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20 年的实践充分表明，坚持“九二共识”，认同一个中国，两岸就可以展开平等协商，取得丰硕成

果，造福两岸同胞。否定“九二共识”，不认同一个中国，两岸协商就难以进行，台海和平就会受到严重

冲击，已有的协商成果也可能付之东流。［50］

20 年来，“九二共识”经受了数度考验，逐渐得到两岸主流民意支持，日益具备了更广泛的社会基

础。两岸同胞从两岸关系曲折发展中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九二共识”的实质内涵和重要意义，从共

同享有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中越来越直接地感受到“九二共识”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2008 年 5 月以来，大陆与台湾支持“九二共识”的政党和民众，共同努力，抓住两岸关系发展过程

中重大的历史机遇，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在和平发展的轨道上运转。两岸两会顺利复谈，在 6 年来 10
次协商中，共签署了 21 项协议，另达成多项共识。毋庸置疑，“九二共识”已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

基石，给两岸带来了相当多的“和平红利”。
对此，台湾媒体评论说:“( 如果) 将两岸关系喻为一座华丽的大厅堂; 此刻正是华灯初上之际，一

盏盏灯具绽放出熠熠光华; 这些灯具，如 ECFA、陆客来台、直航、外交休兵、一二四国免签证、凤梨酥产

值逾二五○亿、虱目鱼狂卖、台日投资协议、台港新航约、取得世界大学运动会主办权等等，将这一座

厅堂映照得光灿夺目。此一晶莹璀璨的场景，一切皆因‘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而生; 亦即，‘九二共

识’是这所有灯具的总开关。”［51］

可以说，“九二共识”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打下了基础，同时，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成果又巩固了

“九二共识”的地位。“九二共识”已经成为两岸关系中不可动摇的柱石，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提供了

坚强的后盾和广阔的空间。
当然，两岸关系的发展，不会是一马平川，还可能出现各种曲折和困难，但“任何政治势力、任何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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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人物试图否定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坚持‘台独’分裂活动，破坏两岸业已形成的共同

政治基础，而又想维系或延续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既有果实，都是不现实的”。［52］2016 年，台湾将举行

新一轮地区领导人选举，鹿死谁手，尚未可知。民进党要想问鼎“大位”，必须正确处理“九二共识”的

问题，才有可能走完“最后一哩路”; 倘若民进党胜选，再次夺得“执政权”，则必须以“九二共识”为基

础才能处理好两岸关系，否则，两岸关系必将再次陷入动荡不安的泥潭。
总之，只要两岸以“九二共识”为基础，坚决反对“台独”，以“求同存异”的精神，以“包容”、“互谅

互信”的态度，排除障碍，“求同化异”，继续按照“先易后难、先经后政”的思路，循序渐进地做好各项

工作，就一定能营造出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良好环境，推动两岸关系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健

康、稳定地运行，共创两岸和平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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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ritical Ｒeview of the Ｒelationship between the“92 Consensus”:
and the Mainland's Taiwan Policy

———An Additional Study of the Adherence to and the Practice of the“92 Consensus”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iu Xiangping

Abstract: Both of the connotations and essence of the“92 Consensus”established in the negotiation between Association
of Ｒelations across the Strait ( AＲATS) and Strait Exchange Foundation ( SEF) in 1992 is，in fact，the fact that cannot be de-
nied． The core of the“92 Consensus”is“One China”principle and its essence is to seek common ground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the“92 Consensus”has stood the test of time，making irreplaceable contributions to
th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On the other hand，the consensus provides a strong backing and vast
space for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e Chinese mainland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take it as the
political basis of contacts and discussions between AＲATS and SEF，the communications between the political Parties as well as
the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This is also the principle that Taiwan should abide by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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