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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对中国特色国家统一理论的贡献

李 琦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科研管理部，北京 西城 100017 )

【摘 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邓小

平对中国国家统一事业的理论贡献在于: 提出了“和平统一”的几条重要战略原则，完成了“一国两制”构想的几大

理论创新: 从“和平解放”转变为“和平统一”，是从对抗到非对抗、从解决敌我矛盾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大战

略性调整; 从“一纲四目”到“一国两制”，是从过渡性、阶段性政策安排到长期共存制度确立的重大性质转变; 将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 从国际视野进行战略决策，为世界和平发展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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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开启中国当代和平统

一道路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中国特色国家统一理论

的基本理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它成为邓

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

要内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在

深刻审视国际国内时代趋势，继承和发展中共第一

代领导人对国家统一战略思考的基础上形成的。在

世界上一些区域存在着民族分离、民族分裂倾向的

今天，这一构想更体现出其战略远见，不仅指导着我

国和平统一事业的进行，而且正在为世界和平发展

作出贡献。本文拟主要以邓小平对台湾问题的阐述

和思考为依据，适当参考他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思考

和实践，探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这一创新

成果对中国特色国家统一理论的奠基性贡献。
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

1979 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

书》，宣告中国当代国家统一之路正式启动，以“和

平统一、一国两制”实现国家统一的构想作为一种理

论形态，也从此开始形成。从公开文献看，该构想主

要经由《告台湾同胞书》、“叶九条”、“邓六条”等的

阐发，并结合解决香港问题的思考与实践，逐步酝

酿、发展成熟。
( 一) 《告台湾同胞书》正式提出了实现中国国

家统一这一现实政治命题，阐明了统一的必然性、时
机和方式

《告台湾同胞书》是对海峡两岸抛弃前嫌、共谋

统一的热情呼吁，它涉及对中国当代国家统一理论

如下方面的阐述:

其一，关于两岸统一的必然性。从国家民族历

史来看，台湾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海峡

两岸都属黄帝子孙。台湾同祖国的分离是人为的，

是违反我们民族的利益和愿望的。从政治文化传统

来看，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享有悠久的历史和优

秀的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尽管历史上

有过多次外族入侵和内部纷争，都不曾陷于民族长

久分裂。从现实情形来看，自从 1949 年台湾同祖国

不幸分离以来，两岸来往断绝，亲人无从团聚，民族、
国家和人民都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因此理应结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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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状态，早日实现统一。

邓小平曾多次强调中国人基于民族感情对于国

家统一的执着追求。他说过:“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

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1］59，否

则中国人就将“死不瞑目”。他也强调实现统一对

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稳定两岸局势的重要性。美国

记者华莱士曾尖锐地提出:“大陆现在的经济发展水

平大大低于台湾，为什么台湾要同大陆统一?”邓小

平回答: 第一，中国的统一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包括台

湾人民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第二，台湾不

实现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就没有保障，

“不知道哪一天会被别人拿去”。而如果统一了，

“哪怕它的制度等等一切都不变，但是形势就稳定

了”。［1］219 － 220

其二，关于两岸统一的时机和条件。从国际上

看，中国的世界地位已发生根本变化，国际作用越来

越得到重视。世界上普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最近

又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

化。世界对我们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都寄予

极大期望。这正是两岸中国人尽快结束分裂，形成

合力，为全人类作贡献的好时机。从国内来看，目前

形势安定团结，大陆人民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

积极奋斗。而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

反对台湾独立，这是两岸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

这些都奠定了双方趋向统一的政治条件和基础。因

此，邓小平反复强调，当前天时地利人和，种种条件

都对统一有利。

其三，关于统一方式。文告指出: “我们的国家

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

国统一的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

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

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这正是邓小平在中美建交

谈判期间及正式建交前后，向外界尤其是美国人多

次反复阐述的思想。文告并宣布立即采取实际行

动。一是提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商

谈结束军事对峙状态，为此决定从即日起停止对金

门等岛屿的炮击。二是提出启动两岸人员交流，希

望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探亲旅游，发展文化经贸

关系。
《告台湾同胞书》明确了对台方针的总依据、总

原则，提出了改善两岸关系的初步举措，其内容“实

际上构成了邓小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基

本思想”［2］。
( 二) 两岸统一政策“清单”: 从“叶九条”到“邓

六条”
1981 年 9 月 30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

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阐述了关于台湾回归祖

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政策［3］5，后来被称为“叶九

条”。它是在统一总方针确定后，对中国共产党的两

岸统一具体政策主张的详细阐述，涉及诸多台湾方

面及海内外关注的实质性问题。

其一，关于两岸正式谈判的对象。根据从台湾

方面反馈回来的意见，从原来设想的两岸当局商谈，

改为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同时鼓励台湾各族人民、

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

供建议。

其二，关于国家统一后台湾的政治地位及各项

制度安排。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

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

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

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

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

资不受侵犯。总之，除了台湾取消“国号”，变成特

别行政区这一政治地位变化外，台湾现状几乎完全

不动。这些都是邓小平在各种谈话中反复阐述过的

内容。

其三，关于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作为特别行政

区可额外享有的权利。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

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

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

其四，关于推动两岸交流的具体措施。提出实

现“通邮、通商、通航”的“三通”; 欢迎台湾各族人

民、各界人士回祖国大陆定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

歧视，来去自由; 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

资兴办企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
“叶九条”经过多位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反复斟

酌，既体现了邓小平的思想指导，又是集体智慧的结

晶。邓小平曾总结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

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4］797

1983 年 6 月 26 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学者杨力宇

时，对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和主张作了一次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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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鲜明的阐述，后来在海外公布，被人们概括为“邓

六条”［3］12 － 13。“邓六条”的内容与“叶九条”基本一

致，而又具有强烈的针对性，重点很突出，即关于两

岸统一后台湾的政治地位问题。这是两岸统一议题

中最要害的问题。

对于大陆方面提出的和平统一呼吁和政策主

张，台湾当局以“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

政策予以回应。对于中共方面列出的“统一条件清

单”，台湾及海外一些人还提出了种种“反要求”，很

多试图突破中共的底线。为此在“叶九条”内容的

基础上，邓小平着重强调了对于中国国家统一来说

最核心的几个要点:

其一，必须坚持“一个中国”的主权统一。两岸

统一必须以“一个中国”为前提和目标，不接受实质

是“两个中国”的所谓“完全自治”，并明确在国际上

只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后来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台湾当局提出一个“一国两府”方案，邓

小平也坚决予以驳斥，认为其要害是有两个中央政

府，实质还是“两个中国”，不能接受。［4］1315

其二，关于统一后台湾的地位和权利。统一后

台湾成为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并保留

现有各种制度。特别提出台湾司法独立，终审权不

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

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

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

湾自己来管。

其三，关于统一后的两岸关系。针对台湾当局

提出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邓小平特别强调: 和

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也不能是台湾把大陆

吃掉。后来他还说过，“一国两制”的方式，你不吃

掉我，我不吃掉你，这不很好吗?［1］86也就是两岸应是

和平共处、相互尊重的关系。

其四，关于两岸统一谈判。由国共两党进行平

等谈判，达成协议，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但外国人

不能插手。“叶九条”提出的“对等谈判”在这里改

成了“平等谈判”，减少因“不提中央与地方”而造成

“两个中央政府”即“一国两府”的误解和故意曲解。

至此，“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基本具备了

完整的理论形态。1987 年中共十三大报告指出: 按

“一国两制”实现国家统一的构想和实践，是中华民

族政治智慧的伟大创造。［5］1997 年中共十五大报告

正式将邓小平关于中国国家统一的思想概括为“和

平统一、一国两制”。
( 三) “一国两制”之“香港模式”的特点

“一国两制”的概念，是在 1984 年 6 月 22—23

日邓小平分别会见两批香港人士对中国的国家统一

方针政策进行阐述之后，变得更加广为人知的。他

说:“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

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

行社 会 主 义 制 度，香 港、台 湾 实 行 资 本 主 义 制

度。”［1］58这个为解决台湾问题所作的设想，在实践

中却先行运用到了解决香港问题上并获得成功。在

此过程中，“一国两制”设想也得到了丰富和补充，

形成了人们后来所称的“一国两制”之“香港模式”。

邓小平曾请英国人在考虑香港问题时“研究一

下我们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他对该立场的概略表

述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不变，也不降低台

湾人的生活水平和经济收入，甚至可以允许他们保

留自己 的 军 队; 要 求 他 们 取 消 的 只 是 国 号 和 国

旗。”［6］71而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他也有过明

确阐述: 解决香港问题，“就是一个原则，1997 年香

港一定要收回”，“同时宣布以后的政策”: “香港收

回后作为特别行政区，制度、生活方式等都不变，力

求保持现在的国际贸易中心、金融中心的地位。打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称为‘中国香港’。香港的管

理，北京不派人，香港自己找人管，香港必须由爱国

者为主体的香港人管理。”两相比较，除了对香港未

提军队驻防事宜外，对台和对港政策基本一致。后

来通过谈判斗争后确定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

这是一个大的差异。

邓小平非常重视并亲自指导了中英香港问题谈

判的全过程。他认为这可以为将来解决台湾问题作

一个试点，同时向世界展示“一国两制”的可行性。

在收回香港总方针的指导下，中英双方经过艰苦的

谈判，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解决香港问题的详尽具体

的政策方案，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宝贵经验。

二、邓小平关于“和平统一”决策的重要战略原则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为实现

中国国家统一事业而进行的“顶层设计”即宏观战

略思考的成果。在此过程中，他始终坚持如下几个

重要原则，既体现了他鲜明的政治个性，也展示了中

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风格，以及中国作为一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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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大国的国际政治战略特征。
( 一) 坚持国家统一必须独立自主完成，其中任

何一方都不能接受外力操纵和制约

台湾问题的始作俑者是美国，解决台湾问题绕

不开与美国打交道。邓小平多次指出，台湾问题的

症结在于“是美国侵占了中国的领土台湾”，“现在

的问题是，美国要控制台湾，使中国人民不能实现自

己祖国的统一。”［7］188 在两岸问题上，台湾方面不能

受美国的控制，大陆方面也不接受美国的无理要求。

他始终坚持台湾的统一问题必须在按废约、撤军、断
交三个条件实现中美建交以后，在没有美国参与的

条件下，由两岸中国人自行解决。他说: “中国人之

间自己会找到一个实现祖国统一的途径。”［7］339这表

明中国当时作为一个国力还不强的大国，其领导人

绝不受制于人、独立自主解决自己问题的立场和决

心。邓小平态度强硬到哪怕不能建交，无非就是继

续拖下去而已，中国不怕再拖几年。后来美国出于

全球战略调整考虑而改善对华关系，终于决定在接

受中国三原则条件下与中国建交。美国在关于中美

建交的声明中说，“美国继续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

决，并期望台湾问题将由中国人自己和平地加以解

决”［8］，表明美国接受将由两岸双方独立解决台湾问

题的态度。当然美国并不甘心，后来又使出各种招

数继续对台湾事务施加强力影响，阻碍着两岸统一

事业的完成，中国则始终对此进行坚决斗争。
( 二) 坚持实现国家主权完整统一是首要前提，

不容讨论

在对国家统一进行战略思考时，邓小平始终坚

持完全由中国行使主权是第一位的。邓小平曾对美

国客人表示: 台湾归还中国，实现祖国统一，在这个

前提下，我们将尊重台湾的现实来解决台湾问题。
1984 年 5 月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

作报告》的提法是“祖国统一之后可以实行‘一个国

家、两种制度’”［9］; 1997 年十五大报告对“和平统

一、一国两制”的正式表述为: “在祖国统一的前提

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在台湾、香

港、澳门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

不变。”［10］这个维护主权完整统一的基本前提，一直

是中方坚持的首要原则，后来被描述为我国不容侵

犯的“国家核心利益”，以彰显其重要性。

美国人在建交谈判中，总是声称“关心台湾的安

全”，要求中国明确承诺不对台湾使用武力; 总想在

台湾保留半官方、实际是官方的机构，企图搞什么

“倒联络处”; 英国人在谈判中要在香港政制规划中

作出体现英国意志的安排，或者提出“以主权换治

权”，等等，邓小平都认为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坚决

不能答应。他在中英香港问题谈判过程中对英国方

面多次强调“主权问题不容讨论”，曾让廖承志提

出: 如果英方再纠缠于想继续主导香港事务，中国方

面将重新考虑收回香港的方式和时间。

比如关于香港驻军问题的交涉，就不是小事，是

一个主权问题。邓小平就此向撒切尔夫人明确表

示:“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表现的形式主要是驻

军。”［4］1361为什么台湾可以保留军队，香港却必须由

人民解放军进驻? 香港原来驻防的是英国军队，既

然我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当然应换成我国军队;

而台湾军队本来也是中国军队，可以不换防。在这

一点上必须保持头脑清醒。
( 三) 制定实现统一的具体政策时，必须尊重现实

在主权收回、国家统一的前提下，邓小平强调，

在考虑实现和平统一的具体路径问题时，必须尊重

现实。在中美正式建交前后，邓小平多次对美国人

明确表示:“当然会考虑台湾的实际情况，采取恰当

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中国自己解决台湾问题时

会考虑到台湾的特殊条件”。［7］188，197后来他讲得比较

多的就是如何对待台湾的“实际情况”、“特殊条件”

的问题，表示会“尊重台湾现实”。“一国两制”构想

的主体内容，就是在思考如何尊重台湾现实的问题

时酝酿出来的。

为什么一定要尊重现实? 就是为了在避免冲

突、维护和平稳定的情况下实现国家统一。邓小平

多次说过: 如果有争端的各方不用尊重彼此现实的

办法，就会“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

至武力冲突”。如果想避免战争，就只能采取相互尊

重的办法，“这样能向人民交代，局势可以稳定，并且

是长期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1］49

那么如何做到尊重现实呢? 这对于台湾，对于

所谓关心台湾其实是关心自身利益的美国来说，意

味着什么? 邓小平的思路是不断丰富、细化的。最

初邓小平讲到的是尊重美日在台湾的经济投资。他

说: 如果台湾归回中国，中国对台湾的政策将根据台

湾的现实来处理。比如说，美国在台湾有大量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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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日本在那里也有大量的投资，这就是现实，我们

正视这个现实。［7］396 后来又说: 在解决台湾问题时，

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

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

方式可以不动。［7］430后来才明确指出: 台湾的社会制

度同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当然不同，在解决台湾问

题时，会照顾这个特殊问题，“中华民国”的名称要

取消，它可以成为地方政府。根据现实情况，可以保

留它的资本主义制度。［7］442 最后形成向外界公布的

具体政策主张。

从后来的两岸关系发展轨迹可以看出，在主权

统一即坚持“一个中国”的根本前提下，“尊重台湾

现实”是一个总的政策原则，而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具

体内涵，则是随着环境条件和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一

直在不断变化发展、拓宽加深的。
( 四) 在力争“和平方式”的同时，强调必须坚持

“两手”策略，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并将此明确为

实现国家统一的重大战略原则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

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思想，就具有明显的“两手”特

征。“一手”是政治和外交手段。一方面通过外交

努力，恢复联合国席位，同世界大多数国家建交; 一

方面阐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和诚意。“另一

手”，就是提高军事能力，特别是加紧研制核武器。

这当然并非直接为打台湾，而主要是谋求在台海地

区与美国的军事平衡，以此为筹码最终把美国逼出

台湾海峡，将台湾问题真正变成海峡两岸“自家的

事”。而台湾问题变成两岸内部事务之后，是否还运

用“两手”策略，当时还属于远景的问题。后来对这

个问题作出明确阐述的，是邓小平。

邓小平对毛泽东的“两手”策略有着深刻的领

会。他就这个问题对美国人作过十分坦率的阐释。

他说: 要我们声明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不可能。

就我们来说，要力争使用和平方式解决祖国的统一

问题。但正如 1973 年毛主席对基辛格说的，中国人

同你们一样有两只手。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两手，用

右手争取和平方式，用右手大概要力量大一点，实在

不行，还得用左手，即军事手段。［7］254 － 255

为什么在确定了和平统一方针的同时，还要不

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呢? 这正是中美谈判中长期纠缠

的一个问题。这里体现了邓小平关于国家统一战略

思考时的方法论原则，即要讲辩证法，必须坚持文武

“两手”的策略。根据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对以何种

方式为主可以灵活调整，但不能完全偏废一方，否则

会陷于被动。邓小平对美国记者直率地解释说:“我

们当然力求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

题，但是究竟可不可能，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

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承担这么一个义务: 除了和平

方式以外不能用其他方式来实现统一祖国的愿望。

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手

捆起来，反而会妨碍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个良好的

愿望。”［11］

邓小平将这个“两手”策略明确表述为“不承诺

放弃使用武力”，并确定为在筹谋中国统一事业时必

须坚持的一条战略原则。他在中顾委的一次重要会

议上郑重提醒说:“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

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

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

们谈判，怎么办? 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统一? 当

然，绝不能轻易使用武力，因为我们精力要花在经济

建设上，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但是，不能

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

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1］87

后来两岸关系的曲折发展，证明了这个战略考

虑的深刻远见。从战略上讲，坚持“两手”策略，是

中国大陆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的重要保证。

三、邓小平对“一国两制”构想的理论创新

邓小平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是在继

承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国家统一思想的基础上，顺应

时势而形成的创新性思想。邓小平在几个重大理论

问题上的突破和发展，使之成为中国特色国家统一

理论的基本理论，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

并为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提供了有益的路

径参考，作出了积极贡献。
( 一) 从“和平解放”转变为“和平统一”，是从对

抗到非对抗、从解决敌我矛盾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的重大战略性调整

“和平解放”与“和平统一”有什么重大差异呢?

一个着眼点还是战争，一个着眼点变成和平。前者

与“和平解放北平”、“和平解放西藏”式的以武力

“打”出来的、以军事威慑“逼”出来的和平解决，仍

大体属于同类，是想“不战而屈人之兵”; 后者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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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和平解决为宗旨，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是为了以

防万一。这一重大调整的前提是国内外时代环境和

条件的巨大变化。

从前，中国在国际上长期处于孤立无援的艰难

环境，美苏长期冷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以台湾为桥

头堡反共反华; 在美国的深度介入和军事干涉下，两

岸政治对立、军事对抗，实际长期处于“交战状态”;

毛泽东等对世界局势和国内形势均估计较为严重，

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没有探索出适合中国社会

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凡此种种，中共对于两岸关

系的改善抱有过高期望是不现实的。

邓小平转变对台方针之时，大陆正实行改革开

放，全国上下对国家发展、国力增强都有良好预期。

从国际上来看，邓小平判断世界局势总体趋于和缓，

近期可避免大的战争。特别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后，

美国与台湾废约、撤军、断交，两岸直接军事对抗或

对峙已无必要，客观上形成了能够由两岸“自己解

决”的空间; 两岸都拥有同是中国人的强烈认同，维

护着共同的民族立场和民族感情。

正如前文所论，在种种有利时代条件下，及时转

变政策，化阶级矛盾、敌我矛盾为内部矛盾、非对抗

性矛盾，变强调矛盾的斗争性为强调矛盾的统一性，

以双方商谈为途径、以尊重台湾现状为原则实现两

岸统一，是符合时代发展趋势、有利于国家未来发展

的积极战略抉择。
( 二) 国家统一政策从“一纲四目”到“一国两

制”，是从过渡性、阶段性政策安排到长期共存制度

确立的重大性质转变

中共中央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已形成一个和

平解决 台 湾 问 题 的 重 要 政 策 思 路，就 是“一 纲 四

目”。一纲就是“只要台湾归回祖国，其他一切问题

悉尊重总裁与兄( 指蒋介石和陈诚———引者注) 意

见妥善处理”;“四目”就是:“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

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

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 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

数，悉由中央拨付; 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比俟

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

行; 双 方 互 约 不 派 人 进 行 破 坏 对 方 团 结 之

事。”［12］1437 － 1438这些政策主张，确实已是“一国两制”
的雏形，但二者仍有着重大差异。
“一纲四目”是在“和平解放”政策框架下形成

的，它比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更宽，规定台湾自行处

理军政大权，但与对西藏的规定“西藏现行制度暂维

持现状”、“西藏的改革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

采取协商方式解决”类似，规定其“社会改革，可以

从缓，比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

定，然后进行”。因此，“一纲四目”虽已算“富有想

象力”，但仍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性的政策。对于

西藏来说，如果达赖不跑，不发生武装叛乱，毛泽东

设想的实行民主改革的时间应当至少会到第三个五

年计划之后［13］107，但总是要改革的。对于台湾，毛

泽东、周恩来曾设想台湾回归祖国后可以十年、二十

年、三十年不进行民主改革，也就是说，在“社会改

革”方面的要求仍是“可以从缓”和“协商决定”，但

并不是不进行改革。那么这也就类似于在建国初期

的大陆主要地区，中共并没有立刻进行社会主义改

造，曾有一段“利用资本主义”的时间，但几年后就

进行了全面改造，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社会主义制

度。毛泽东 1949 年 2 月在西柏坡对米高扬说有可

能对台湾采取“灵活”的“和平过渡”方式，很早就准

确地表达了中共当年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路实质。

而“一国两制”则是一个成熟的、稳定的、长期

性的理论构想，其中不再强调维持现行制度期限。

在酝酿收回香港办法时，邓小平曾指出“可以研究一

下我们对西藏的解决办法”［6］216。后来，与对台方针

有异，与解放西藏一样，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但解

决香港问题与解决西藏问题的不同，就在于香港特

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且长期保留现行制度不变。

有人担心以后会变，邓小平肯定地说: “他们的生活

方式、政治制度不变，这是我们的一项长期政策，而

非权宜之计。”［4］729“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

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

成百年。”［1］219“五十年不变。我们这一代不会变，下

一代也不会变。”［1］73

邓小平的战略构想突破了旧的思想藩篱，真正

做到了解放思想: 允许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

度在一个国家内部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共存。他

为什么能做到这样的思想突破呢? 其现实原因是，

西藏解放前实行封建农奴制，经济社会及生活方式

十分落后，进行民主改革给西藏社会带来的是翻天

覆地的发展和进步。而观之台湾，在 20 世纪五六十

年代，其社会发展程度和生活水平与大陆差距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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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但经过美国的扶持和台湾当局的经营，至 70 年

代末已实现腾飞，经济发达，人民生活富裕。台湾、

香港均入“亚洲四小龙”之列。在这样的情形下，不

突破“一纲四目”的过渡性、阶段性框框，提出的政

策目标就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从理论上看，“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与邓小平

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认识的突破紧密相关。

不论在东方西方的传统观念里，都认为社会主义与

资本主义是敌人，只能暂时维持“均势平衡”，绝不

可能长期共存，总会发生冲突甚至对抗。邓小平大

胆冲破了这个思想局限，认为在以大陆实行社会主

义为主体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长期允许台港澳保留

资本主义制度，谁也不会吃掉谁。当然，邓小平之所

以敢于超越“一纲四目”的阶段性特征，还与他对社

会主义制度具有高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必将战胜

资本主义充满信心，有着密切联系。
( 三) 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确定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

邓小平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

对香 港、澳 门、台 湾 问 题 的 处 理，就 是‘一 国 两

制’。”［1］218中共十五大报告也确认该构想是邓小平

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0］1982 年 12 月五届全国人

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

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

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

规定”，以“一国两制”实现国家统一在国家最高法

律层面获得了法理依据和制度保证。

对于“一国两制”构想，邓小平本人有着充分的

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他将实现祖国统

一列为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共产党三大历史任务之

一。当然他也曾颇有预见地指出: “‘一国两制’是

个新事物，有很多我们预料不到的事情。”［1］221果然，

香港问题按照“一国两制”原则顺利解决后，其间新

问题层出不穷，而台湾回归这一历史任务更是至今

还没有完成。后来的中共领导人相继对“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构想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创新，以顺应

新的时代、指导新的实践。邓小平说过，解决台湾问

题不能无限期拖延，但“晚一点收回也无妨大局”。

邓小平为什么这样有底气呢? 就在于他把“和平统

一、一国两制”构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

要内容。他说过: “我们为什么敢提‘一个国家，两

种制度’，就是因为我们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路子

走对了，人民赞成，变不了。”［4］982正是在中国共产党

寻找到了指导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这一正确道路，并

以全国之力满怀信心地奋斗的基础上，邓小平才能

提出以“一国两制”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的大胆办

法。只要始终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前进，社会主义

中国就一定能建设得越来越强大，以“一国两制”实

现国家统一的底气也就会更足。
( 四) 从国际视野进行战略决策，为世界和平发

展作贡献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确实是当代世界上国

家统一理论中从未出现过的新思想，独具“中国特

色”。撒切尔夫人曾称之为“天才的杰作”。邓小平

本人就讲:“‘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

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

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

的，这就叫中国特色。”［1］218 邓小平对这种独创性的

统一方式感到自豪:“‘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

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来的，而现在已经

成为国际上注意的问题了。”［1］59 他多次跟外宾谈

道: 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

法。比如“一国两制”，这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

来的，但是可以延伸到国际问题。［1］87

事实上，邓小平在思考解决台湾问题时，依据的

是中国实际情况，却有着广阔的全球视野。他说:

“我是把这个东西提高到国际上来考虑的。国际上

好多爆发点，都是‘一分为二’，不单中国有。”［6］232

“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能接受的方式，使

问题得到解决。过去，好多争端爆发了，引起武力冲

突。假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

发点，稳定国际局势。”［1］68

因此，“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也是邓小平

总结 20 世纪世界各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国际冲

突的经验教训而作出的创新性方案。与中国的台港

澳问题相似，20 世纪世界上许多民族问题、政治分

歧、领土争端、主权争端等都是因为国际因素造成

的，有一些和平解决了，但很多例子却是或长期僵持

或演变成冲突，甚至形成一股以民族分离、民族分裂

为主要特点的国际性民族主义浪潮，造成不稳定的

隐患，阻滞相关国家和平发展。中国独特的统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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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是一个极好的参考。邓小平说: “我很有信心，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能够行得通的。这件事情

会在国际上引起很好的反应，而且为世界各国提供

国家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1］68 在解决

香港问题过程中与邓小平交锋的撒切尔夫人，也感

慨地认为中英解决香港问题方式必将对世界产生积

极垂范意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无法解决的问题能

够通过对未来富有想象力的做法得到解决; 国际生

活中的分歧能够通过保持有关社会的自治和特权得

到解决。”［14］148因此，“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及

其成功实践，也将是对世界和平发展的积极贡献。

总之，中国的国家统一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邓

小平极其重视的我国重大战略问题，他对此作出了

卓越贡献。当然，历史证明，两岸统一之路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给后继者留下了巨大的实践发展和理论

创新空间。然而，之所以今天不管是大陆和台湾，还

是国外的学界，大多认为如果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

两岸最终会实现统一，时间将站在大陆一边。这个

预期的现实基础，首先就在于以邓小平“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构想奠基的中国特色国家统一理论指导

下的和平统一之路，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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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eng Xiaoping，s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National Reunifi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I Qi
( Department of Research Management，Party Literature Research Offic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Xicheng，Beijing 100017)

Abstract: The conception of " peaceful reunification; one country，two system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Deng
Xiaoping Theory an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eng＇s major contributions to the policy － making and
theory concerning China＇s unification lie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he put forward the strategic principles for " peace-
ful reunification"，which consists of some major innovations in the conception of " one country，two systems" ． For
instance，the strategic adjustment from " peaceful liberation" to " peaceful reunification" meant a shift from antago-
nism to non － antagonism"，from solving contradictions between ourselves and the enemy to the ones among the
people; the change from " one principle four contents" to " one country，two systems"meant an important shift from
a transitional，interim policy arrangement to a long － term coexistence system; he established " peaceful reunifi-
cation; one country，two systems" a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e made the
strategic decision with a global vision and contributed to the world peace．

Key Words: Deng Xiaoping Theory; national reunification; governance; strategic 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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