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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2 月 28 日是中美《上海公

报》发表 40 周年。40 年前，

中美两国领导人以非凡的政治智慧

和远见卓识，抓住机遇，作出决断，

实现了尼克松对中国的破冰之旅，

发表了中美《上海公报》，打开了

两国关系的大门。40 年后，在世界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我们

能更深入地理解这次历史性访问和

这个公报的深远意义，尤其是对台

湾问题的影响。

一 

尼克松成功访华和公报的发表

是中美关系的转折点，两国关系从

此结束了 20 年的对抗和隔绝，向

着解冻、正常化转变，中美关系揭

开了新的篇章。此前的 20 多年中，

美国对中国实行遏制政策，两国之

间不仅没有外交关系，连经济和贸

易关系都没有，也无人员往来。在

《上海公报》中双方确认虽然两国

的社会制度不同，但同意在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实现国家关系正

常化，扩大两国各个方面的交流，

发展双边贸易，为两国关系开辟了

新的前景。虽然由于两国国内政治

和其他种种原因，中美关系正常化

经历了几乎整整 7 年，但正常化的

进程正是《上海公报》开启的，中

美《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

都可以说是《上海公报》的延续和

发展。

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是

台湾问题。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

国政府一方面以对台湾的经济和军

事援助重新介入中国内战，把台湾

作为遏制中国的桥头堡，甚至订立

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另一方面

公开提出和坚持“台湾地位未定

论”，在国际上制造了许多有关台

湾问题的迷雾。美国是国际上“台

◎ 陶文钊

中美《上海公报》与台湾问题

1972年2月21日下午，毛泽东会见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共同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美国方面在公

报中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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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地位未定论”的发源地和大本营。

在长达 16 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

台湾问题是核心问题。中国政府坚

持的一个基本立场就是美国停止干

涉中国内政，首先是美军撤出台湾。

但美国从它的全球战略出发不仅

拒绝这样做，而且还一直在联合国

支持台湾当局霸占席位，拒绝中华

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

席位。

到了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

美国的这一僵硬立场再也维持不

下去了。首先，美国与苏联的争夺

越来越激烈，到 60 年代末苏联拥

有的战略核武器在数量上已经超

过了美国，美国感受到了苏联对其

霸权地位的威胁 ；其次，美国在越

南战争中越陷越深，而美国决策者

早已感觉到，美国无法赢得这场战

争，美国想从越南脱身，而中国是

支持越南抗美斗争最坚决的国家，

美国希望通过缓和与中国的关系

来通过中国向越南施加影响 ；同

时，在中国于 1964 年 10 月爆炸

第一颗原子弹之后，美国越来越意

识到，中国不应该被继续孤立在国

际社会之外，没有中国的参与，要

建立稳定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

能的。同时，由于中苏关系破裂，

美国决策者也看到了改善与中国

关系的现实可能性。

二

1971 年 7 月基辛格第一次秘

密访问中国。早在 1970 年 11 月，

周恩来就通过巴基斯坦和罗马尼

亚渠道传话给美方 ：美国武装力量

占领中国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

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中国和美国

之间没有别的问题，关键问题就是

台湾问题，因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领土。如果尼克松总统

真有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和办法，

欢迎他派特使来北京商谈。于是基

辛格在 1971 年 7 月 9 日与周恩来

的第一次会谈中就表示，关于台湾

的政治前景，美国政府不支持‘两

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解决方案。

周恩来问：贵国政府对所谓“台独”

运动持什么态度？基辛格说 ：美国

政府不支持“台独”。 基辛格用

明确的语言就美国对台政策向周

恩来交了底，这十分重要。这使中

国领导人在关系到中国核心利益

的问题上心中有数，中美两国最初

的互信正是在这一问题上建立起

来的。没有这个最基本的共识和互

信，往后的事情无从谈起，尼克松

的访问也是不可能的。

在尼克松与周恩来的会谈中，

尼克松进一步阐明了美国在台湾

问题上的立场 ：

——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

国的一部分，美国不再发表类似

“台湾地位未定”的声明；

——美国不曾也不会支持任何

台湾“独立”运动；

——在美国逐渐撤出台湾时，

会竭尽所能运用影响力，阻止日本

进入台湾；

——美国支持任何和平解决台

湾问题的办法；

——不支持台湾方面“反攻大

陆”；

——谋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立外交关系。

上面第四点是关于和平解决台

湾问题的。周恩来清楚表示，如果

放弃使用武力，就会妨碍中国行使

主权，中国政府是不会接受对中国

内政的干涉的。

三

尽管美方作了上述表示，但公

报的谈判仍然是艰难的事情。经过

双方的努力，美方终于在《上海公

报》中作出了这样的声明 ：“美国

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

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

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

当地时间3月7日，美国和平研究所、尼克松基金会、基辛格中美研究所联合举办

尼克松总统访华和中美《上海公报》发表40周年研讨会。图为尼克松的长女帕特里

夏·尼克松·考克斯在研讨会上发言。（吴庆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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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不提出异议。”这一声明确认了

“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

部分”的事实，解决了台湾的归

属问题，是对“台湾地位未定论”

的根本否定。这对于在国际上确立

一个中国的原则无疑具有极其重

要的意义。原先在国际上鼓吹“台

湾地位未定论”的大本营是美国，

如今美国表示不再这样做 ；日本也

是与台湾具有密切关系的，尼克松

又表示要把日本看好了。可以说，

从那时以来，“台湾地位未定论”

在国际上就失去了势头，不管台

湾岛内有人怎么闹腾，也不管美

国还有极少数人明里暗里支持“台

独”，但台湾“独立”、“一中一台”、

“两个中国”以及各种变相的方案

在国际上再也掀不起风浪了。可

见，《上海公报》对于在国际上确

立一个中国的共识至关重要。

上面引述的那段话成为美国一

个中国政策的经典表述。直到现

在，美国政府和学者要讲一个中

国的政策仍然要回到《上海公报》

来，而一中政策是中美关系的政

治基础。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上海公报》奠定了两国关系的政

治基础。虽然前几年美国有一种一

中政策过时论，少数极端保守的

政界和学界人士认为，一个中国

政策在 70 年代是必要的，当基辛

格和尼克松去中国访问时，美国

在越南战败，正处在软弱的地位 ；

又面临着苏联扩张的威胁 ；美国

国内对美国制度、对自由的信心

趋于低潮。而台湾也是集权统治，

台湾的统治者可以越过台湾人民

去和大陆达成某种协定，从此一

劳永逸地解决台湾问题。现在情

况不同了，一个中国的政策过时

了，如此等等。但这种声音毕竟

是极少数，美国政界和学界的多

数人对此嗤之以鼻。

四

尼克松访华和公报的发表表

明，“形势比人强”。就是说，观察

什么问题都离不开国际形势的大

背景，离不开世界战略的大格局，

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要从全

局、从战略高度来看待问题。尼克

松总统是共和党的保守派，在 50

年代当参议员和副总统时曾经是

坚决反共的。但形势变了，他的看

法也必须得跟着变。如今，中国的

崛起，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

增强是可能对 21 世纪国际格局产

生深远影响的大事，国际上借助于

中国的地方将越来越多。中国向国

际社会说得很清楚，台湾问题事关

中国的核心利益。国际社会需要中

国的合作，自然也就不会在这个问

题上冲撞中国。所以国际上一个中

国的共识的不断巩固和加强是由

大形势决定的，不可阻挡，不可逆

转。

尼克松访华和公报的发表还表

明，决定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驱动

力是国家利益，而不是别的。在谈

判公报的过程中，美方在台湾问

题上仍然坚持“不能放弃老朋友”，

不愿同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和

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军事力量。周

恩来指出，还是那句老话，不愿意

丢掉“老朋友”， 其实老朋友已

经丢了一大堆了。老朋友有好的，

有不好的，应该有选择嘛。在尼克

松访华时没有做到的事情，后来在

1978 年下半年建交谈判时做到了。

这些都表明，决定美国外交政策的

是美国自己的国家利益，只要国家

利益有需求，美国就会去做。今天，

美国仍然要在对华关系中打台湾

牌，在美国对台政策中还留了一条

尾巴，那就是《与台湾关系法》及

美国对台售武。有朝一日美国国家

利益需要的时候，这个美国的国内

法与这个政策同样是可以改变的。

现在在美国的战略界和学界已经

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了。

今天的国际形势与 40 年前大

不相同了，大国之间的战争越来越

难以想象。近来，美国的一些智者

不断就未来的中美关系发表评论。

基辛格撰文说，中美关系不是零和

游戏，一个繁荣强大的中国的出现

本身也不应当被假设为美国的战

略失败，两国应该建立太平洋共

同体来避免冲突。布热津斯基也认

为，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力和

作用越来越大是一个事实。美国人

将必须适应这一事实，而不是将其

妖魔化，或是幻想中国会失败。美

国应当默默接受中国在亚洲大陆

上的地缘政治中心地位。他们都在

探求中美关系的新模式，不管他们

的说法有多少不同之处，但有一点

是共同的，都不主张美国与中国在

亚太地区迎头相撞。在陈水扁企图

搞“法理台独”的时候，美国政府

和民间都已经表示得很清楚，美国

不会为“台独”背书。而海峡两岸

关系的和平发展则符合有关各方

的利益。

从《上海公报》发表以来 40

年过去了，虽然中美关系从来都不

是一帆风顺的，但两国关系的发展

是当初最乐观的观察家也估计不

到的。海峡两岸应该在过去几年和

平发展的基础上，乘势而上，再努

一把力， 把两岸关系继续推向前

进。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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