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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民解放军今年在福建省等与台湾海峡邻近的地区举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 74周年的庆典上，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再次强调“绝不放弃对台湾行

使武力，决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问题”。1 

自从 1995、1996年中国进行了导弹演习以来，日本一直十分关心台湾海峡的形势。台湾

问题对中国来说也许至今仍然被看作是内政问题，但日本这几年却是把台湾问题当作是与本

国乃至整个东亚的安全相关的问题来认识的。在 1996年 3月中国进行导弹演习的时候，桥本

龙太郎首相表示“十分担心事态的恶化”。2 在《台湾决议》（1996 年）中，日本表明了在台

湾问题上的立场：“台湾问题应当通过中台双方自主、和平的对话方式加以解决，一切有碍于

这种解决方式的做法都是不容许的”。 

日本非常重视自 1972 年所构建起来的中日关系，今后也不会改变。1998 年中日两国达

成协议，要建立“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这意味着中日关系不仅仅是两国间的关

系，而是站在有助于东亚的安全与繁荣的机制内进行了重新定义。因此在该机制中，中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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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制造出威胁东亚安全的局势负有义务，日本的立场是希望中国能够担负起这个责任。 

如果台湾海峡发生争端，根据以往的行动来推测，美国势必会介入。如果那样的话，日

本根据《日美安保条约》将不得不对美国的军事行动给予支援，其结果很有可能是与中国的

关系陷入对立。这样的事态将会使自 1972年发展起来的中日友好关系崩溃，这完全不是日本

所期望的。 

本文要强调这样的立场：在台湾海峡出现的武力争端是威胁到日本乃至东亚安全的问题，

应当避免提高武力争端可能性的事态出现，但本文并不打算论述台湾独立的是非。这始终是

由两岸的领导人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的事。本文所主张的观点有两个：第一，中国有责任

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第二，避免台湾海峡危机的做法是重要的。理解上述观点是本

文的目的所在。 

第一章  围绕“一个中国”原则的对立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恢复对台湾的主权、完成中国的统一是多年以来最大的政治任务。

江泽民从就任党总书记开始就继承了毛泽东、邓小平的任务，继续一贯的台湾政策。而在台

湾方面，到国民党的蒋介石、蒋经国政权为止一直主张“反攻大陆”，坚持了“一个中国的原

则”，但到了李登辉政权以及民进党的陈水扁政权时，则开始强调分裂分治的现状，并力图让

“中华民国”回到国际社会中去。两岸围绕“一个中国”的原则存在着深刻的对立。以下将

具体阐明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上，两岸在主张和行动方面的对立。 

第一节 中国的主张和行动 

江泽民政权的台湾政策继承了 1979 年《告台湾同胞书》中所公布的“和平统一、一国两

制”的基本方针。与过去中国共产党完全希望通过武力解决的时期不同，现在中国的台湾政

策是要摸索和平解决的方式。但是中国一直将“一个中国”的原则作为两岸政治对话的前提

要求台湾予以肯定。 

中国执行的是让“一个中国”的原则在国际社会中得到贯彻的外交政策，对和中国建交的

国家，要求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并表示不支持台湾的独立。2002 年 2 月发表了《新台湾

白皮书》，中国让步表示如果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就可以进行平等的对话。但是自 1993

年在新加坡实现了民间领导会谈以来，和中国的意图正相反，对话的机会至今仍然被中断着。 

第二节 台湾的主张和动向 

台湾要求中国大陆承认两种政治实体“分割统治”的现实，尽管还没有放弃中国统一的

目标，但台湾已经完全放弃了军事进攻大陆的意图，向中国共产党呼吁内战状态的结束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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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平等关系下的对话。李登辉政权从 1991年起，在通过修改宪法将国内的体制台湾化、民

主化的同时，从 1993年起开始了要求国际社会承认台湾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具体行动。在针对

1995年“江八点”的六条反提案（即“李六点”）中再次提出了“立足于现实，追求中国统一”、

“对等关系下的对话”、“放弃行使武力”等主张。也就是说，对于“一个中国”，台湾并不是

作为现状来认识的，而仅仅是把它看作将来通过和平的方式达成的一个目标。 

台湾的陈水扁政权现在返回到了在新加坡会谈中达成一致意见的“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的立场上，要求实现对等关系下的两岸对话。台湾的民意对中国提出的“一个中国”和“一

国两制”有 7成以上的人表示反对。3 只要中国通过武力威慑强行将“一个中国”的原则作为

前提，台湾就会一如既往地拒绝任何形式的政治谈判。 

第三节 小  结 

    以上对围绕“一个中国”原则的对立做了简要的概括。中国在原则问题上从毛泽东时代

至今，立场是一贯的，但是台湾从蒋经国政权的后半期开始就出现了变化的征兆，而到李登

辉政权则出现了巨大的政策转变，而且台湾的民意显示了维持现状的意向。 

在民主主义体制下的台湾领导人没有推行不反映人民意愿和期望的政策的权力。现在中

国必须理解的一点是：这是民主化的台湾的现实，顽固地坚持原则，两岸就不可能实现任何

形式的对话。 

第二章    围绕动用武力所出现的紧张关系 

    中国从邓小平时代起将台湾问题的方针从武力统一转变到了和平统一上来，但是明确表

示作为最终的手段不放弃动用武力。江泽民继承了这一点。因此在和平解决的基本方针的背

后，伴随的是近年来台湾问题的军事紧张化。本章节将概要地考察一下双方的军事情况。 

第一节 中国的主张与动向 

江泽民政权在 1993年发表了《台湾白皮书》，开始要动真格地解决台湾问题。从 1994年

起，以台湾进口武器、李登辉访美、总统大选等为借口，不断进行军事演习，给台湾的领导

人和人民施加压力。其背景是对台湾的李登辉政权从中国分裂的倾向，中国有危机感。 

作为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不放弃动用武力的理由，在 1995年的“江八点”中说“这不是针

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台湾独立’的阴谋”，认为这始终是为了和平统一。但是在 2000 年

发表的《新台湾白皮书》中，在中国对台湾动武的条件中增加了“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两岸的

统一问题不能无限期地拖下去”这一条。 

                                                   
3 中华民国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的舆论调查（http:/www.mac.gov.tw/Chines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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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不放弃动用武力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坚决反对美国对台湾出售武器。美国依照 1979

年的《对台湾关系法》向台湾出售武器，对此中国以违反同意削减出售武器数量的《八·一

七》公报为由，反复不断地进行批判。 

第二节    台湾的主张与动向 

台湾已经正式放弃了“反攻大陆”这个多年来的口号，在近几年中国的军事威胁不断提

高的同时，台湾在加强防卫能力方面十分地积极。 

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以来，台湾对防卫问题的关注再度提高。具体来说就是以美国

为中心，积极地从外国购买武器，推进军队的精锐化和现代化。台湾的民意也对中国的军事

压力决不屈服。在 1996年初的总统选举中，尽管有导弹演习，但李登辉还是获得了压倒性的

胜利。在 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尽管表示要动武，但是中国最不期望的候选人——民进党的

陈水扁还是获得了胜利。 

最近，中国的国防部长等人反复提到了通过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并进行了历史上最大规

模的军事演习。对此，台湾尤其是在提高导弹防卫能力和信息战的能力方面显示了极大的关

心。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通过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决议》，今年继续对台湾出售了武器。 

第三节   小  结 

    如上所述，台海两岸在对话长期中断的情况下招致了互不信任，出现了军备竞赛加速进

行的倾向。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能排除突发战争的可能性。要减少这样的军事紧张度，必须

恢复对话。但是只要将动武摆到台湾统一的谈判席上，台湾就会继续拒绝进行对话。 

结论    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台湾问题无庸置疑，最终是台海两岸通过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的问题。但是，日本与台

湾问题并不是完全没有关系，在具有一定立场的同时，日本也有发言权。最后，对有着多年

积累起来的友好关系的中国，本文想从日本的立场上来表明对解决台湾问题的见解。 

第一，在目前中日关系的范围内，日本对台湾问题拥有发言权。日本政府一直遵守 1972

年的《日中共同声明》中所表明的立场，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在中日两国恢复邦交后，与台湾的中华民国没有缔结

正式的外交关系。1998 年的《日中共同宣言》也继承了这一基本立场，不承认台湾的独立。

但是，这里更加重要的是，双方同意将中日关系从“睦邻友好关系”转变成“友好合作伙伴

关系”。这就是说，中日两国对亚洲地区的安全与发展肩负有共同的责任。 

中国始终把台湾问题看作是内政问题，表明了不容许外国干涉的立场。但另一方面，台

湾海峡与包括我国在内的亚洲地区周边国家的安全有着很深的关系。正如到目前为止所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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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样，中国并不仅仅是表明不放弃武力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最终手段，实际上通过进行大

规模的军事演习和装备导弹使军事紧张度不断升级。中国此举有可能与中日之间达成的共同

发挥亚洲地区负责任的国家的作用的协议相抵触，对日本而言，有权利要求中国克制地、和

平地解决问题。 

第二，日本的经济与海上航道的安全有着很深的关系。如果在台湾海峡发生了军事冲突，

南海被封锁了的话，石油姑且不论，就连利用原子能发电的原料钚的运输途径都会被切断，

这将会对日本的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日本不肯能对台湾海峡的局势无动于衷，对军

事事态紧张程度的提高也就不得不表示强烈的担忧。 

如果台湾海峡发生了军事冲突，而美国又进行了军事干预的话，日本出于保卫海上航线

安全的考虑，也不得不向美国提供军事支援。这样的话，中日关系必然会陷入对立的状态。

中日两国已经建立起了密切的经济关系，虽然这样的事态要尽可能地避免，但这始终是日本

的立场，这一点希望中国方面能够理解。 

第三，对中国的台湾政策的有效性不得不持有疑问。对于至今仍然坚持的“一个中国”

的原则，台湾是拒绝的，只要仍然坚持这一点，对话就是不能期望的。同样，不放弃动用武

力的做法也是妨碍举行对话的重要原因。台湾居民中约有 50%回答说“大陆对台湾的民众也

怀有敌意”，由军备竞赛导致的互不信任是不可能带来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的结果的。 

当然，日本对台湾拒绝对话的同时单方面宣布独立，策划扩大国际生存空间的做法并不支持。

同时，日本也不支持两岸不重开对话却加剧军事紧张程度的做法。因此对我们日本来说，为

了中日两国乃至亚洲地区的整体安定，强烈希望中国珍惜一切为实现基于台湾现状考虑的对

话所做的努力。我们相信，中国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正如邓小平以前所做的那样，果断地

改变一贯的台湾政策，打开到现在为止的僵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