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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香港、澳门的相继回归祖国，台湾问题就成为实

现祖国统一大业的首要问题。在两岸统一之前，保持台湾

海峡的和平稳定符合两岸人民的利益，对亚太地区的和平

与稳定和中美台关系的发展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而本文

选择从 1954 年台海危机入手，意在通过考察 1954 年台海

危机及美国对华政策这一重大历史事实，充分认识 1954
年台海危机及美国对华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为我国

正确认识和处理中美关系、大陆和台湾关系以及解决台湾

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以期台湾能够早日回到祖国母亲的

怀抱，实现祖国统一。
一、1954 年台海危机的历史背景

1954 年台海危机是指从 1954 年 9 月 3 日至 1955 年

5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的围绕大陈岛等沿海

岛屿进行的几次炮战，最后以解放军解放大陈岛告终。在

此次危机中，美国的应对措施让我们看到美国国家利益的

价值取向，对研究中美关系及两岸关系具有借鉴意义。
（一）国际背景

1950 年 2 月 1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签订《中苏

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对美国产生了重大冲击，并促使其改

变“弃台”的立场。为了阻止共产主义势力在亚洲的扩张，

美国迅速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干涉大陆解放台

湾，并宣称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从此“台湾地位未定

论”就成为美国介入台湾海峡事务的“法理依据”。同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鉴于冷战的考虑和遏制社会

主义中国大陆的需要，决定改变对台湾国民党政权“袖手”
政策，恢复了对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二）国内背景

为了维持政治稳定以及发展生产，恢复国内经济，中

国政府一定会把解放台湾作为必须优先维护的重大国家

利益，尽管朝鲜战争推迟了解放台湾的时间，中国从来也

没有放弃对台湾的主权要求。
而台湾方面也迫切需要与美国缔约以对抗中国共产

党的进攻，实现反攻大陆的愿望，自 1953 年开始台湾派使

者与美国商讨缔约事宜。美台开始讨论“共同防御条约”
后，中国空军加强了对大陈岛的轰炸。1954 年 9 月 3 日，中

国人民解放军连续发炮 5000 余发对金门予以猛烈的炮

击，揭开了被称为“第一次台海危机”的帷幕。
二、1954 年台海危机时期美国对华政策选择

（一）美国对华政策的选择

1.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敌视中国

从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54 年台

海危机爆发，美国一直都对新中国实行政治上的孤立和经济

上的封锁，反对新中国政府取代国民党政府进入联合国。
2.由隐形牵制转向公开扶蒋协防

早在 1953 年 3 月 19 日，由于担心朝鲜半岛战争的结

束会让中国共产党加快收复台湾的步伐，台湾驻美大使顾

维钧就受命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正式提出了缔结共同防

御条约的建议，希望借此把美军拴在台湾和台湾海峡。对

此，杜勒斯当场就表示拒绝。因为美国刚结束朝鲜战争，此

时并不希望再背上新的防卫义务，开辟另一个战场。直到

1954 年 8 月以前，美国方面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
而让美国对台防御条约的签订态度发生变化的，是新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出现，例如 1954 年的日内瓦国际会

议，虽然美国并不承认新中国的外交，但对中国共产党来

说，能够出席这次会议是极具历史意义的。日内瓦协定签

订不久，毛泽东就掀起了解放台湾的政治宣传运动，并于同

年 9 月 3 日炮击金门和马祖。此举刺激了美国国会中的反

共议员，他们强烈呼吁总统艾森豪威尔要保护“自由中国”
的安全，这些声音使犹豫不决中的美国政府做出了批准就

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与国民党人进行谈判的决定，紧接着，美

摘 要：台湾问题虽然是历史形成的，但由于美国的介入却变得更为复杂。而通过分析 1954 年台海危机的背
景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选择，我们仍可看到在美国国家利益面前，台湾问题的变数。旨在从分析美国国家利益
出发，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给 21 世纪的中美处理台湾问题一些启示。
关键词：1954 年台海危机；美国对华政策；利益
中图分类号：E289.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 2589（2012）24- 0017- 02

Z h e n g Zh iYa n J i u
☆ 政 治 研 究 ☆

17



Th e o ry Re s e a rc h
学 论理★ ★ ★ ★

国与台湾方面于 12 月 2 日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的草案。
次年 1 月 24 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正式通过了这一条约。

（二）1954 年台海危机时期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原因

美国的对台政策取决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对台政

策制定的依据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主要是美国的战略利

益。上述美国对台政策表现为对蒋介石既支持又限制，只

有这样才能趋利避害，才能既有利于美国远东战略利益，

又避免损害其全球战略利益。
1.美国远东战略利益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 1950 年中美在朝鲜的交战，加

剧了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敌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在一份文件中说，“美国在远东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由于一

个与苏联结盟并得到苏联支持的侵略性的强大政权控制了

中国而对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安全造成威胁”[1]167。为此，美国

需要逐步构筑以遏制中国为重点的远东防御体系。诚如在

美国国会讨论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时参议员史密斯所言：台、
澎对“自由世界在全球范围抵御共产主义”是一“防御堡

垒”。参议员诺兰说，台湾是太平洋防线上的“关键部分”[2]。
2.避免损害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

二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是遏制苏联。但是国民党

极力要求美国协防沿海岛屿和参与反攻大陆，而使美国面

临着被国民党政权拉下水卷入与中国直接军事冲突的危

险中，这是与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背道而驰的。因此，美国

在防守台、澎，支持国民党政权的同时，又必须给其约束和

限制，以避免给美国的全球战略带来损害。
沿海岛屿问题是美国颇费心思、最为麻烦的一个问

题。在讨论《共同防御条约》时，美国国务院进退两难，如果

把沿海岛屿包括在防御范围内，有可能使美国卷入战争，

如果排除在外，又担心招致中共对沿海岛屿的袭击，最后

从美国的全球战略考虑，还是决定把沿海岛屿排除在条约

之外。在 1954 年 11 月美台谈判防御条约时，杜勒斯明确

表示，不能把沿海岛屿包括在条约之内，因为，如果要成功

防御沿海岛屿，就需对大陆采取措施，“这样做就会冒与中

国共产党进行全面战争的风险”[1]349- 350。“如果美国决定动

用军队参与金门的防御”，“必然导致与中国共产党全面开

战，而且会增加爆发全面战争的危险”[1]251。美国对蒋介石实

行既支持又限制的政策对于美国的远东战略和全球战略

是缺一不可的，在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上两者是统一的，

但是却是与现实相矛盾的。
三、中国应对台海危机的措施

（一）谴责美国行径，炮轰金门

1954 年 7 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对国际

形势作了重要分析。作出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定。在

强烈谴责美国侵略行径的同时，为了与政治上的攻势相配

合，决定炮击金门，以示惩戒。1954 年 9 月 3 日，福建前线

部队万炮齐鸣，炮弹纷纷落向金门，美国和国民党的军队

猝不及防，损失惨重，两名美国顾问当场毙命。
毛泽东通过炮击金门这种特殊方式，一方面沉重地打

击了国民党军队的嚣张气焰，另一方面把台湾问题突出地

提到全世界面前，表明了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心

和立场。

（二）发现并利用美国与中国台湾之间的矛盾，适时提

出和平解决方式

上文提过，美国有自己战略利益的考量，为了沿海岛

屿美台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矛盾。同时，由于苏联的阻

止，以及新中国政府当时也苦于恶劣的经济环境，不愿意

和美国产生军事冲突，因此，毛泽东、周恩来巧妙地利用敌

人营垒中的矛盾，不失时机地首次提出争取以和平方式解

放台湾的主张。1955 年 4 月 23 日，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

政府首脑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会上发表声明指出：“中国

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

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

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3]。这标志着

中国共产党人在解决台湾问题的态度上出现了一个微妙

的新的转变，即从“武力解放”历史性地转向“和平解放”。
这番讲话也引起了西方广泛的注意，为后来中美大使级会

谈铺设了道路。
最终，美国于 1955 年 7 月 13 日通过英国向中国建议

举行大使级会谈，周恩来 7 月 13 日代表中国政府回文表

示同意。8 月 1 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举行。
至此，1954 年台海危机得以解除。
四、防范台海危机的启示

历次台海危机的产生都源于台湾重要的战略地位，以

及中美意识形态的冲突。但时间的年轮流转到 21 世纪的

今天，这些诱因都有所动摇，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利益的博

弈。这在 1954 年台海危机中美较量中都有所体现。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我们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一个

全球化日益发展的国际社会，国家之间相互依赖已经渗透

到各个领域。其表现为经济相互依赖、政治和安全相互依

赖、环境和生态相互依赖、甚至军事相互依赖。中美两国同

为世界大国，美国为了自身全球利益的实现，肯定不能绕开

中国。这就给中国发展两国共同的利益领域提供了客观基

础。如果中美两国经济相互依赖深入发展，合作的平台就越

大，中国就可以利用这点限制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搞小动作。
不过，力量对比的根本，还是在于内部实力的积聚。想

要与美国合作大于分歧，归根结底还是要让中国提高综合

国力。对于解决台湾问题，中国也必须继续深化改革，更加

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缩小贫富差距，提高人民可支配

收入，国人才更有凝聚力。而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中国现在

势在必行的，逐步形成中国大陆有效的民主形式，才能让

两岸和平统一更有吸引力，提高国力的同时也让美国有所

顾忌，减少插手台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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