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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美国对遏制“台独”发挥了一定作用  

学习时报 第320期 2006年1月 

李晓岗  

2005年，两岸关系出现明显缓和迹象。大陆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对台政策展现灵活和诚

意，台湾岛内谋和平、促发展的呼声上升是主要原因，而美国的对台政策客观上也对遏制“台独”势

力挑衅台海和平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  

表面上看，与2004年相比，美国在2005年，尤其是在12月岛内“三合一”选举前在对台政策方面并没

有什么突出的举动。但没有“动作”不等于没有发挥作用，2005年美国在两岸关系方面发挥的影响更

多的是潜在的。  

首先，美国2004年的对台“阻独”举动在2005年仍在发挥作用。2004年，为了年底的“立法院”选举

拉选票，“台独”势力通过所谓护照加注“台湾”、鼓吹改“国号”、“公投修宪”等做法，在岛内

煽动反大陆情绪。对此，美国先是在该年4月通过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凯利在国会作证，全面阐

述美国的反“台独”政策。接着，鲍威尔、阿米蒂奇等美国政要又接连说“重话”，对“台独”进行

打压。应当说，美方的举措为“泛蓝”夺回“立法院”多数起到了有益作用。2005年，在“蓝”、

“绿”双方倾全力争夺的“三合一”选举前，美国之所以没有出台新的举措，主要是美方认为其2004

年的上述对台举措仍在发挥作用，出台的政策已经够用，不需再有新的动作。而“台独”势力未敢利

用两岸议题大做文章，与对美方2004年的打压心有余悸有很大关系。  

近年来，有三种因素对“台独”势力起着制衡作用。一是大陆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反“台独”

措施，二是岛内的民众主要是“泛蓝”的牵制，三是美国因素。2004年美国直接出手制“独”，与台

海局势高度紧张，军事冲突危险增加，而“泛蓝”在“总统”选举后一度消沉，对台独势力的牵制力

下降有关。  

但在台湾“立院”选举后，“泛绿”企图掌握“立院”多数的图谋没有得逞，陈水扁的“急独”政策

遭受重挫。一方面由于美看到“泛蓝”继续保持多数席位，能够对“台独”起到一定牵制作用，而在

连战、宋楚瑜访问大陆后，“泛蓝”在岛内影响力显著回升，“台独”逐渐失去主流民意支持，两岸

紧张局势进一步升高的可能性有所降低。另一方面，美国的“阻独”立场逼迫陈水扁当局重新审视其



 

对大陆的政策和策略，陈不得不收敛“台独”举动，希望重新争取美同情，美台关系有所缓和。因

此，美打压“台独”主要是反应式的，既然台湾当局没有明显的挑衅举动，两岸关系没有出现危机，

美国就认为没有干预的紧迫性。  

第二，通过对我《反分裂国家法》的谨慎表态，使“台独”势力利用该法通过之机在两岸关系上进行

反扑的企图落空。“台独”分子在《反分裂国家法》尚未公布时就大肆造舆论，污蔑这是“战争

法”。法案公布后，他们又极力歪曲法案内容，试图通过发动游行示威激化两岸关系。美国一方面对

我《反分裂国家法》做出低调反应，无论是国务卿赖斯的表态还是众议院的决议，都只是表示关注，

而并没有说该法将改变台海现状，也没有表示坚决反对。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公开和私下渠道，要求台

湾当局收敛，避免破坏两岸刚刚出现的缓和苗头。同时，美国也通过各种方式告诫台湾当局，美国关

注台湾对《反分裂国家法》的反应，如果台反应过激，为避免引发台海局势新一轮紧张，美国将对台

湾的行为做出强烈反应。  

第三，在对台言论方面，美国发出的错误信号和混乱信息明显减少。长期以来，美国国务院、国防部

等政府部门以及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等涉台机构在台湾问题上各说各话，表态相互矛盾。例如，200

3年在“台独”势力加紧推动分裂进程之际，台北办事处主任包道格告诫台不要采取挑衅行动，而在台

协会理事主席夏馨则声称布什是台湾的“守护天使”。美方在“台独”问题上发出的不同声音纵容了

陈水扁对大陆的挑衅行为，使其得寸进尺，一步步试探大陆底线。2005年，美对台政策缺乏协调的情

况有明显改变，国务院成为协调美各部门机构对台政策言论的主要部门。例如，2005年9月，在陈水扁

过境美国时，国务院对其活动和媒体采访进行了严格限制，使其利用过境外交抬拉岛内支持的愿望没

有实现。在2005年10月美向台提供的基德舰交接仪式上，美军方代表发表了措辞严肃的“不支持‘台

独’”的正式讲话，并警告“改变现状可能会为两岸人民、整个区域及美国带来灾难”。美混乱信号

的减少使“台独”势力无法利用美政府内部分歧夸大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和抬拉岛内挺独民意，有利于

阻独。  

2005年美国的“阻独”立场从外部对台独势力形成了震慑，事实上形成了中美两国共同遏制台独的局

面。正是由于双方在对待台独问题上逐渐减少了分歧，形成共识，2005年中美第二轮战略对话没有涉

及台湾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