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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台湾总统蔡英文途经美国外访中美洲国
家，前总统马英九去大陆祭祖与参观。这两位政治人
物的活动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本文对这两个外访
活动作简单介绍，分析美中台三方的反应，以及讨论
三方关系的微妙变化。

外访活动
台湾总统蔡英文于3月29日启程访问邦交国——

中美洲的危地马拉和伯利兹。她途经美国时在纽约停
留三天两晚，受到亲台团体的欢迎、亲中团体的抗
议。蔡英文在此期间参加了700人参加的侨宴，小型座
谈会，接受了哈德逊研究所颁发的“全球领导力奖”
并发表演讲。蔡英文称，台湾将继续与美国及其他理
念相同的国家合作，守护台湾现有的生活方式，呼
吁民主国家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4月4日在返台途
中，蔡英文在洛杉矶停留两天，和美国第三号人物、
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谈。这是中美建交以来，台湾领
导人在美国本土与美国国会领袖的首次会面，是台湾
在外交上的一个突破。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于3月27日访问中国大陆。这
是自1949年以来首位访问大陆的台湾最高前领导人，
也被称为历史性的突破。马英九此行包括访问上海、
南京、武汉、长沙、重庆以及回乡祭祖。大陆媒体称
马英九为国民党前主席而非台湾前总统。与大陆国台
办主任会面交谈时双方强调，坚持“九二共识”的原
则，维持两岸交流与合作，避免军事冲突，致力振兴
中华。马英九公开表示，根据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宪
法，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国家，虽然双方有各自的制
度和政策，但应当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

各方反应
蔡英文途经美国的外访被外界称为台湾打出的一

张“过境外交”牌。蔡英文与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的会晤改变了以往的常规，引起了大陆的强烈反应。
中国警告这将导致中美关系的严重对抗。中国外交部
称此举“过境是假，谋求突破、宣传台独是真”。中
国为此举行了为期三天的环岛军事演习。据报道，这
次军演为海陆空多军种联合行动。新建的山东号航母
首次参加，意图是控制和争夺海空权。与以往相比，
本次军演更迫近台湾，有71架军机和9艘军舰越过台海
中线。白宫发言人表示，蔡过境美国是“例行公事”
而非正式访问，中国无需过度反应。根据台湾文化基
金会民调显示，62%台湾民众认为蔡过境美国有助提
升台湾国际地位与台美关系，27%则不同意。

大陆国台办为马英九回乡祭祖、参拜中山陵、参

观历史纪念馆以及举办青年交流活动提供了精心的安
排，并喊出“两岸一家亲，和平发展”的口号。台湾
陆委会表示，此行应当“反映台湾坚持民主自由和国
家主权的民意”，批评马英九关于双方宪法的说话；
指出大陆宪法中有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矮化台湾、严重悖离“台湾从未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的事实；表示中华民国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不互相隶属。陆委会的观点代表
目前执政的民进党的立场。民进党拒绝承认“九二共
识”的说法，提出“一边一国”的概念。对台湾的未
来，民调显示54%的任认为台湾应当独立、16%支持统
一、20%同意维持现状。

分析讨论
美中关系的恶化：近几年美中关系呈现恶化趋

势。美中贸易战、美中经济选择性脱钩、高科技及芯
片出口限制、中国高空气球侵入美国领空被击落等各
种冲突不断涌现。美中互相视对方为最大战略竞争对
手，有学者认为新的冷战正在开始。美国政府、国会
两党和民众对中国立场几乎保持一致。最近众议院成
立中国委员会，专门处理对华关系及问题。美国最新
民调显示，83%的美国人对中国持有负面看法，44%的
人视中国为敌人而非竞争对手。美国及西方承认，过
去数十年采用经济及外交接触，试图让中共遵循美国
主导的国际规则、制度及价值的策略已基本失败。美
国现在的目标是与西方国家结盟，限制共产党领导下
的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并遏制中国的挑衅行为。美
国政府重申，无意侵犯中国领土和主权，但反对任何
使用武力改变台海的现状。美中最大可能的军事冲突
在台湾问题上。近年来美英澳及日本在亚太地区举行
多次军事演习，其目标剑指中国。美国军舰也多次通
过被中国称为“领海”的南海地区及台湾海峡，试探
中国的反应。在中国的民调中，64%的人认为在拜登执
政后美中关系变差，45%认为美国政策对中国经济影
响较大。中国政府认为，中美关系应该互相尊重、和
平共处、合作双赢；批评美国现行的竞争、对抗与合
作的三分政策是冷战思维。虽然美中官方继续保持接
触，但美中关系无法恢复到从前的状态了。

美台关系的加强：自1979年1月美中建交后，美
国与台湾的中华民国便没有了正式的外交关系。美国
根据《台湾关系法》设立美国在台协会，保持双边关
系。最近美国政府改变了过去对台的模糊战略。拜登
总统先后4次强调，美国将会在大陆武统侵台时出兵
保卫台湾。美国国会领袖及议员多次访问台湾并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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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本土与途经的台湾总统会谈。去年底美国参议院通过
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计划在未来五年里向台湾提
供价值100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有报道称，美
国已派遣数百名军人去台湾训练台湾军队。去年9月，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高票通过《2022年台湾政策法
案》，在外交和军事领域提升美台关系。今年初，有多
名共和党众议员推出恢复美台外交关系的议案。美国与
台湾的关系比以往更加紧密。

大陆与台湾紧张关系加剧：台湾目前执政的民进
党和在野的国民党在两岸关系上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国民党认同“九二共识”中“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
观点。民进党称两岸关系实为“一边一国”或“一中一
台”，并否认九二共识。在近两届台湾总统和立法委员
选举中，民进党候选人均以压倒性的多数获胜，这表明
民进党的政策受到多数台湾人的支持。在去年10月召开
的中共二十大会议上，首次将“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
写入党章，这反映中共领导人对台湾未来局势的忧虑和
不承诺放弃武统台湾的策略。大陆提出的“一国两制”
的政策并不被台湾各党派及民众所接受，特别是在香港
推行“国安法”后。去年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
湾，大陆除了在台湾海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外，还
采取了停止进口台湾农副水产品等制裁措施。明年1月
13日，台湾将举行四年一度的总统及立法委员选举。反
对两岸统一的民进党已推出现任副总统赖清德参加总统
大选。而泛蓝联盟的国民党、民众党和亲民党至今为止
未能协调一致共同推荐一名候选人参选。民调显示，民
进党总统候选人保持较明显优势。围绕着2024年大选，
大陆采取了多项打压民进党和支持国民党重新执政的行
动，包括多次的台海军事演习、高调接待访问大陆的国
民党高层，最近又开展对台2455项商品贸易壁垒的调查
等经济手段压制台湾。然而，大陆的这些军事恫吓和经
济制裁几乎很难改变大多数台湾民众的政治选择，只能
加剧两岸的紧张关系。

由美、英、德、法、意、日本和加拿大组成的七国
集团外长会议于4月18日在日本长野结束，会后的联合
声明强调台湾海峡的安全对全球的重要性，敦促中国不
要对台湾实行武力，批评中国在南海的军事活动。从这
次七国外长会议可以看出，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在台湾问
题上立场一致。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关系到全世界的
安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