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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大陆、台湾、美国三方互动

引子
近来不断传出大陆、台湾和美国之间互动的消息，

众说纷纭，各有其说。5月4日美国《纽约时报》刊出一
文，标题是：“拜登对台政策充满风险”。作者是在纽
约市立大学执教的新闻学和政治学教授彼得·贝纳特。
我很关心大陆、台湾和美国的动态，那是我出生、成长
和移居之所。现就此一话题一申己见。

议论观点
贝纳特教授认为，1、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已默默

而渐进地加强了美台关系，这是可能触发世界战争的危
险之举。2、“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是
美国持有的立场。这安抚了北京，中国统一是迟早，而
非不可实现的目标。这一模糊战略产生作用，维护了台
海地区的和平，理当继续存在。美台双方如加紧行动关
闭“中国统一”之门，助长台独走向，北京越可能冒风
险进行武统。3、拜登表示要加强台湾的协防。但美国远
隔重洋，武力护台的军事力量鞭长莫及，难以到位，美
国主流民调也不支持美国护台要付出血溅台海的沉重代
价。再者，中国就近出兵，其军事力量可以对美国援台
部队造成致命重创，使美国护台的承诺无法兑现。4、
台湾数十年来建设有成，获得国际赞许和同情支持，要
维持现状。贝纳特的结论是，美国应恢复模糊战略的立
场，让美国、大陆和台湾三方受益，各得其所。

客观事实
美国、台湾、大陆的现况是如何呢？它们的主要利

益何在？
一、美国
拜登入主白宫后，倡言要完成四大任务：整治疫

情、复苏经济、种族和谐和气候变化。这是内政优先，
外务次之。

拜登施政百日以来，先后推动了三组六万亿美金大
手笔的美国全面重建计划。如今，疫情获得控制，经济
复苏可望，防范种族歧视和进行警务革新等要事都在积
极进行。拜登也宣布要调整国际战略，世卫组织归队，
巴黎气候协议加盟，阿富汗撤军，支持豁免新冠疫苗知
识产权。（此举不会短期内对疫苗增产和普及分配产生
实质效果，但如此表态，立意良好，是令人称赞的。这
是世卫总干事的评语。）

美国也正针对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朝鲜拟定
策略，逐步实施。当前，中国国力全面增长，在国际舞
台上的作用日益加强，和美国存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
之别，便也引起了美国朝野的关注和疑虑，要对中国加
强防范和采取对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不久前说，美中
之间在科技、金融和人权等领域里会有长期的竞争和纠
缠，但是双方绝不会彼此“脱钩”，造成两败俱伤。

全球化的结果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面对和

解决世界性的问题，无论是气候变化、公共卫生、防恐
止战、经贸发展、削减贫穷等，都需要世界各国同舟共
济，共奔前程。其中，美中两国的责任和投入都是重中
之重，不可偏废。往远处看，美中两国会求同存异，合
作优先，冲突渐减。

二、台湾
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前后在大陆和台湾执政59年。

二人过世，台湾进入民主制度初级阶段。在民主和民生
建设方面都卓有成就，有目共睹。国民党和民进党也形
成政权轮替，和平交接的稳定局面。如今台湾的要务有
三。1、在民主的进程里继续前进。不可倒退形成一党
专政的局面。在野党对执政党进行有效监督，促其为民
服务。执政不良，普选失败，就鞠躬下台。竞争上岗执
政，要以获得民心的政绩和政见去争取，不可玩弄族群
纠纷，或颠倒是非，巧取强夺政权。

2、要和大陆保持良好关系，增加交流，互惠互
补。不要做无益无助的小把戏，小动作，发泄情绪，刺
激大陆。要尽量使用和配合大陆的善意、资源和条件，
去发挥台湾的潜力和能量。在经贸、民生、文教和科技
等领域里稳步前进，长足发展。也要维持“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的基本立场。让两岸和平统一今后水到渠
成，自然实现。

3、在美台关系方面，美国对台湾示好，欣然接
受，避免张扬。这样做也减少了美中摩擦的源头和话
题。要知道，美中和好，台湾问题就不会突出，成为美
中较力的热点，这也增强加固了台湾稳定发展的好局
面。反之，美中交恶，会增添台湾的不利和风险。试
问，美中全盘决裂，美国宣布支持台湾独立，台湾会落
得什么下场？

三、大陆
大陆当前的局势是紧锣密鼓，多方考验。因全国上

下通力合作国内疫情已良好控制，但尚未隐患尽除。大
陆生产的疫苗免费赠送海外弱小国家，或平价出售，不
求谋利，是对世界平复疫情做出了重大贡献。5月7日世
卫组织批准中国国药新冠疫苗全球紧急使用权也是重大
突破。这将缓解全球疫苗供应不足的困境。

国际上许多国家关注和批评大陆人权情况，论及香
港、新疆和西藏，和大陆整治了一些观察敏锐，发言坦
率的人士。这一举措不能统统戴上“干涉中国内政”的
黑帽子。例如，有一人家闭门痛打子女，声传户外，有
邻居关心提醒，此举是善意的，是难得的。中国受到批
评，要自我检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维权是维稳的
先决条件。中国人权改善，便也造福全民和提高了政府
在人民心中和国际社会的声望。

没有钱，充阔，迟早被揭穿。有了钱，装穷，大可
不必。中国大陆接近全面脱贫，渐入富足之乡。便要谨
言慎行，自谦自律，不可妄自夸大，或展现暴发户的丑
态。在参加国际事务的广大平台上，要敦亲睦邻，高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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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要促进和平，救死扶伤，以正面贡献者和负责
参与者的面貌出现。

大陆也要重视体制改革及加强科学和教育的发
展，改善国人品质，培育和重用人才。不断提升国人
对经济、社会前景的信心和对政府施政的满意度。

与台湾隔海并存，大陆不要加强武力威胁，宣称
武统在即。大陆要以诚心、爱意和行动去展现“两岸
一家亲”的实质和成效。今年2月，大陆停止了采购台
湾凤梨（去年大陆是台湾外销凤梨90%的买主），理由
是，台湾凤梨品质有问题，这也是对台湾加压的一种
手段。

在国际上和外国关系变动下滑时，不要轻易发
扬国粹，媒体普传，鼓动提高仇外敌外情绪，倡议实
行游行示威和抵制外货。和美国闹翻了，就不喝可口
可乐；和日本开斗了，就不买日制产品；和德国交恶
了，就拒乘大众牌汽车……

结论
国家的力量和信心来自人民自我力量和信心的总

和。这要努力付出，实质建立，没有捷径可寻。不要
盼望对手“死条条”，要争取自己“硬梆梆“。此文
落笔完成时，”五四运动“纪念日刚过。102年（1919
年）前的5月4日，北平学生风起云涌，走上街头，呼
吁要朝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方向大步
迈进。时至今日，这一目标仍待实现。

正所谓：
美中合作是良策，台湾发展莫失措。
两岸相亲获双赢，普天同庆增和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