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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美关系新态势下的台湾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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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特朗普上台后，尤其是在2018年以来，美国对中国实施的贸易措施导致双方贸易摩擦不断，如今，中美

关系已经开始进入一种新的发展态势。在这一态势下，中国的领土完整问题一度受到挑战，在面对中美关

系和台湾问题上，中国必须要综合分析和兼顾多方面问题，做好妥善处理，要展现我国维护国家统一的坚

定意志和决心，又要使用智慧和魄力来促进台湾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维护领土完整和和平，同时促进中美

关系和谐、长远、稳定发展，为国际和平事业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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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问题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中美

关系中最敏感、最重要的话题，涉及到我国的核心利益，

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而台湾本身有着重要战略地位，在二

战后的经济、政治转型时期、美台传统关系中，也牵扯到

美国的战略利益，所以台湾问题一直至今还没有得到妥善

解决。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台关系也是研究的重要方向和

热点话题，就特朗普时期的美台关系来看，一方面，特朗

普政府将台湾纳入到印泰战略中，美国通过继续加强台湾

的战略定位，开展以台制华的战略，将台湾当成挑起中国

内部争端的筹码[1]。学者在研究中指出，特朗普政府这样

做，是为了提升台湾对抗大陆的实力，以遏制中国的发展。

也有学者认为，美国将台湾纳入印泰战略，目的是壮大美

国的盟友网络，达到对中国发展的制衡效果。而美国政府

的一些言行实际上是在向台湾当局发送错误信号，让蔡英

文对抗大陆的信心倍增，这实际上是增加了中美矛盾，不

利于中美关系发展，也干扰了中国内政，导致两岸关系紧

张[2]。研究中美关系下的台湾问题，是为了更好地让台湾

当局认识到，美国的真正意图，而一味的和大陆对抗，最

后只能遂了美国的心愿，对自身和大陆是没有好处的。而

那些支持台独分子们，也应该认识到，和大陆对抗最后的

结果是注定失败的，这样做只会造成台湾居民的恐慌和不

安，应该停止台独，维护祖国统一[3]。 

1  中美关系新态势下美国对台政策调整分析 

在对新态势下的中美关系之台湾问题研究中，有学者

提出，特朗普政府在台海政策上，依然坚持分而不独，和

而不统，不会真正舍弃台湾，虽然也坚持了一个中国原则，

不会让台湾真正独立，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完全遵守一个中

国政策，也不希望中国尽快实现统一。美方基于自身的利

益考虑，他们不希望中国和台湾之间出现军事冲突，但是

还是要依靠台湾这一层关系，让中国政府保持对这一问题

的警惕，从而达到对中国发展的遏制效果。新态势下，美

国政府对于台海政策上的调整呈现几个重要特征： 
第一，将台湾问题作为对华政策筹码的意图十分明

显； 
第二，坚持美国优先原则来处理美台经济关系。 
自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在美台实质关系上更近一层，

其不断挑战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不断挑战中国的底线，

导致两岸关系更加紧张，导致诸多不利影响。而事实上，

中美关系并没有因此出现结构性的改变，美国对台政策也

一如既往。学者在研究中标识，美方所遵从的一个中国政

策实际上是流于形式的，其屡屡干预我国的主权内政问

题，触及中国的敏感话题，导致中国两岸关系紧张[4]。特

朗普上台后，美台关系急剧发展，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联

邦政府行政和立法系统之间的互动结果，另一方面是中美

战略竞争关系的进一步演进，以及两岸政治关系的紧张

化。 

2  中美关系发展态势 

通过对美国国会涉台立法的新发展动态研究来看，其

中的台湾交往法和与台湾关系法中的规定，实际上是有违

国际法规定的，也不符合双边条约中对台事实交往内容和

方式的规定。而从台湾当局对于美国的政策来看，蔡英文

在特朗普政府的印泰战略推出时机下，试图借助美国之力

来对抗大陆，联合美国来抗衡大陆，实现独立。就台湾当

局的这一举措来看，实际上是大错特错的，存在一定的政

策误区。台湾当局这样做，一方面会导致自身对美政策成

本上升，也会导致台海地区深陷政治军事的风险中[5]。而

且依靠美国是没有根据的，美国不会为了中国的一个区而

真正和中国翻脸，为他们提供军事援助，台湾当局听信美

国一些政府官员的挑唆，和大陆对抗，只会顺了美国的心

意，实则在真正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美国只会隔岸观火，

袖手旁观，坐收渔利，而最终受苦受难的还是台湾民众。 
这些研究结论和分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早的，他们对

于中美关系的新发展、新态势的分析以及对美国国会涉台

立法的研究还不够细致。我们所说的新态势实际上是美国

特朗普上台后出现的，此时中美两国已经步入全面竞争的

态势中，而美国政府一直揪着台湾问题不放，挑战中国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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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国会也出现频繁动作，导致美台实质关系进一步发展。

而台湾当局也出现了比较激烈的内政变动，民进党当局导

致两岸关系加剧紧张起来[6]。在 2020 年美国大选后，中

美竞争和冲突还有加剧倾向，所以对于未来中美关系在台

湾问题上的发展还是需要持续关注的。 

3  中美关系新态势下台湾问题走向 

2021 年 1 月，中美最高领导人举行了一次视频会晤，

在会晤中，习主席郑重阐述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

场。他指出，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中美关

系的政治基础。历届美国政府对此都有明确承诺。台湾问

题的真正现状和一个中国的核心内容是：世界上只有一个

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

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拜登表示，美国政府致力于奉行长

期一贯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希望台海地区

保持和平稳定。从中可以看到，美国对台湾问题保持一个

中国的原则态度，基于未来中美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政

治形态，中美关系发展前景也是可观的。 
3.1  美国对台政策基本稳定 
从目前的中美关系以及台湾问题发展来看，未来短期

内，美国对外政策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基本会维持稳定，

不过美台实质关系进展是肯定的。未来美国在形式上依然

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中国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停止美台关系实质性进展，他们在现

有的美台关系基础上，还会有进一步发展提升[7]。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美国对于台湾当局的接触可能会

升级，美国对于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的力度也会增强，

他们和台湾当局还可能加速合作，达成贸易协定，积极建

立和台湾的外交关系。此外，美国对台湾的军事销售也可

能进一步增强。 
可见，美国对台的议题活跃度不断提升，未来一段时

间内，美国对台的影响也会成为中美关系中的重要问题之

一。 
3.2  中美关系以及两岸关系将陷入消极互动 
中美关系新态势下，两岸关系更加紧张，2016 年后，

蔡英文推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中，“文化台独”“去中国化”

“隐形台独”等措施，导致两岸关系更加紧张，交流不断

减少。而在 2020 年台湾地区进行选举后，民进党和美国

政府互动加强，这些都导致两岸关系不断恶化。而台湾当

局加入到美国的印泰战略中，让美台实质关系更进一步，

也进一步加剧了两岸关系恶化，导致中美相互生疑[8]。所

以，目前中美之间、两岸之间都亟待走出消极互动的关系，

才能够实现长久和平的发展。 
3.3  意识形态对抗加剧 

意识形态冲突是最难调解的，在目前的中美关系新态

势下，美国支持台独的相关做法实际上就是在挑起意识形

态领域的对抗。而在中美竞争中，相关外交发言人也指出，

中美之间的竞争表现在社会制度、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领

域，美国将中国看作是影响他们发展的最大威胁，而中美

关系以及两岸关系的消极互动会进一步增强这种意识形

态冲突。而这种意识形态色彩越浓厚，中美关系以及两岸

关系的处理就会越艰难。 

4  结语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

不可撼动的国际关系准则。中国实现国家统一是不可阻挡

的历史潮流。台湾海峡阻隔不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 14
亿多中华儿女实现国家统一的浩荡洪流。少数“台独”分

子和外国政客的拙劣表演不过是中国统一进程中的几道

杂音，丝毫改变不了全世界 180 个国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的牢固格局。分析中美关系新态势下的台湾问题，能够看

出美国对外的基本态度，在中美关系中，这一问题将长期

影响双方的合作发展，既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解决，实

则又面临很多的困难。但是作为中国政府，也不能畏惧、

退缩，台湾问题不能退让，这是我们的基本原则和底线，

任何侵犯我国领土完整的国家和个人，我们都需要警惕，

同时要不断提升国力，在台湾问题上严正交涉，让不法分

子不敢随意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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