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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中美关于台湾问题的斗争

王堃

【字号 大 中 小】【论坛】【打印】【关闭】 

  1980年是美国大选年。每逢大选年，美国党派斗争就更加激烈。对华政策是两党政策斗争的一个焦点。在中美正式

建交、而美国又与台湾保持着非官方关系的情况下，美国对华政策呈现出比以往更加复杂的情形。美国对华政策又将一

次一次地经受大选政治的考验。 

  竞选初期，里根比任何候选人更努力攻击卡特的对华政策。他在讲话中提到，如果他当选，他将支持重建与台湾的

“官方关系”，继续称台湾为“中华民国”。5月，里根稍微改变了一点调子，他说，如果当选，就会把“非官方”的

美国在台湾协会改为“官方性质的联络处”，他将使美台之间的关系回到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此外，他认为美国应

该能够向台湾出售台湾所需要的所有武器。 

  中国政府密切注视着美国大选中出现的种种可能导致中美关系倒退的言论和行动。 

  1979年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倒车开不得》的社论，对上述里根的讲话提出严厉批评。指出：“如果按照

里根声称的政策，美国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这就意味着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原则基础被彻底破坏，中美关系将

倒退到两国人民都不愿看到的状态。至于那种主张恢复美国驻军、恢复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荒谬言论，那更是对中

国内政明目张胆的干涉。” 

  1980年5月1日，布什宣布自己为总统候选人。但后来竞选形势对布什不利，7月，布什放弃竞选总统。在共和党全

国代表大会上，里根与布什成了共和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搭档，合力同民主党的在任总统卡特争夺选票。 

  事实表明里根的选择是正确的。在以后长达8年的合作期间，布什成为里根忠实的合作伙伴，在内政外交上鼎力相

助，受到里根的信赖和器重。根据美国宪法规定，里根执政八年已无资格参加总统选举。布什早就严阵以待，1987年秋

正式宣布竞选总统。 

  里根的对外政策首席顾问理查德·艾伦感到，如果里根要想在大选中获胜，必须向共和党的主流靠拢，而不能再走

极端。8月初，艾伦建议里根要与他最初发表的关于对华政策的极端的竞选言论拉开距离，并派布什访华，向中国领导

人进行解释。由于布什曾任驻华联络处主任，与中国领导人有着良好的关系，他相信布什之行能够消除里根那些言论的

负面影响。里根要布什向北京转达他强有力的信息：他不会为了得到新朋友而丢弃老朋友，他可以放弃与台湾重建外交

关系的主张，但他将显示美国对台湾的友谊。 

  8月3日，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就其竞选伙伴乔治·布什8月中旬访中、日发表声明时称，“美国除了同中华民

国（台湾）和其他国家加强关系外，还要同中国、日本加强关系，这是极其重要的”。 

  就在布什启程前往中国之前，8月16日在洛杉矶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共和党是否还倾向于与台湾建立

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布什没有回答这个问题。里根说，他将与北京保持完全的外交关系，同时，将把与台湾的“非官方”的美国在台湾

协会，变为美国政府的运作，他将在台湾建立官方的联络处，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外交承认。他主张同台湾建立“官方关

系”，与此同时继续保持同中国的友好关系。 

  记者招待会结束后，布什立即要曾在驻华联络处工作过的前中央情报局官员李洁明给华盛顿中国大使馆打电话，希

望中国政府不要批评里根的这番言论，否则会给他的中国之行蒙上阴影。 

  但对里根的这种言论，中国政府是不能置若罔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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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布什到达北京的前一天，即8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不要错打算盘》的评论员文章。文章指出，里根

在8月16日的讲话中“力图使人们相信，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是可以与‘继续保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好关系’

并行不悖的。这完全是欺人之谈……在中美建交后的今天，如果美国同台湾恢复所谓‘官方关系’，实际上就是使早已

破产的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复活，这就根本破坏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原则基础，必然要影响到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

化，这是显而易见的”。 

  文章最后警告说：“历史已经证明，搞‘两个中国’是绝不能得逞的，今天谁要想使时针倒转，都将证明是错打了

算盘。” 

  对里根的这种言论，很多美国国内的人持不同看法。8月20日，美参议院民主党领袖伯德说，“美国不可能在维持

同台湾有官方关系的同时，继续同中国进行关系正常化，并建立牢固的关系”。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说，“如果美国

在台湾设立联络处，那就会在这个地区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将对中美关系产生不利影响”。 

  8月20日至23日，布什与里根的两位对外政策顾问艾伦和李洁明访问中国。 

  21日，黄华会见了布什一行。黄华外长对作为政治家和老朋友的布什访华表示欢迎，赞扬布什曾参与发展中美关系

的工作。 

  黄华指出，任何从中美关系现状倒退的言行，都将损害建立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损害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布什说，“我们同现政府一样，怀有强烈愿望加强并继续改善同中国的关系”，里根既不打算重建与台湾的外交关

系，也不想承认两个中国政府。 

  22日，布什在北京的一次午餐会上说，“根据《与台湾关系法》，美台之间不可能有外交意义上的政府间关系，美

不可能在台设立联络处”。 

  同日，邓小平会见了布什一行。 

  布什向邓小平保证，里根将继续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他没想在台湾问题上倒转时针。他又解释说，里根与台湾的老

朋友有私人间的感情。 

  艾伦觉得布什说得还不够清楚，插话说，中国政府要理解美国在其朋友圈子中给台湾一个较高的地位。 

  邓小平对里根在竞选中的言论给予了严厉的批评，说：“我们对里根先生在最近一个时期发表的一些政见和共和党

的执政纲领感到不安。不管你们哪个党执政，都涉及中美关系是停滞、前进还是后退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历来

阐述的观点是，中美关系是全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其他问题不能代替。” 

  他请布什向里根转达中国政府的以下四点正式立场： 

  （一）中国政府希望中美关系发展，不应该停滞，更不应该后退。任何从中美建交公报后退的言论和行动，都是中

国政府坚决反对的。 

  （二）不管美国大选后哪个党执政，中国政府评价和判断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都将把对中国的政策视为最重要的标

志之一。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性战略问题，不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 

  （三）如果共和党竞选纲领中的对华政策和里根最近发表的有关言论真的付诸实施，只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连

停滞都不可能。 

  （四）如果以为中国怕苏联，有求于美国，以至于一旦上述反华言论成为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并付诸实行，中国也

只好吞下，别无选择，那完全是妄想。 

  “这不只是对共和党执政而言，即使民主党这样搞，也一样。因为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所以，我把话说清楚，

把这几点写成文字交给你，请转告里根先生。” 

  小平认为：“我们不相信破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人会有一个明智的对外政策，一个明确的、正确的战略观

点。”关于台湾问题，小平说，“对台湾，我们在保留武力解放的权利的同时，力求和平解决。要真正加强中美关系，

《与台湾关系法》必须去掉，因为它已成为发展中美关系的障碍。” 



  小平同志的这番话，把中国政府的立场表达得十分清楚，既表明了中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的重视，又表明中国绝对不

会拿原则作交换，美国方面是不应该有任何误解的。 

  小平还表示，中国理解里根不一定在执政后将竞选中的承诺付诸实施，中国重视的是里根先生就任后将采取什么行

动。 

  布什在解释里根的对外政策时，强调里根对苏强硬的一面，想以此取得中国政府的谅解。而小平提出的四条针锋相

对，指出靠对苏强硬来压中国妥协是办不到的，中国判断美国态度的最重要标准是美国的对华政策，而不是对苏问题。

小平的警告，使布什对中国的坚定立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的解释不但中方听不进去，而且里根也不配合，竟在布什

尚在北京并承诺里根将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时，又公开在美国发表亲台言论，使布什下不了台。 

  后来小平评论布什访华时说，“布什这次访华是代人受过”。意思是说，里根做了错事，派布什来做说客，中国的

不满只能发泄在布什身上，但并不是针对布什个人，而是针对已经竞选取胜，即将上台的里根的言行。 

  有的美国学者把这次会见称作是“一次紧张得令人眩晕、冷若冰霜的会见”。 

  布什回国后，私下劝说里根，艾伦也与里根进行单独交谈，要求他在大选中让台湾问题消失。于是里根自己起草了

一项声明。 

  8月25日，里根和布什在洛杉矶举行记者招待会。布什说，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是坦率、真挚和富有成果的，尽管

双方对《与台湾关系法》存在分歧。里根宣读了对华关系五项原则的声明。他一方面表示，“美中关系无论对中国的利

益还是对美国的利益来说，都是重要的，美中的合作关系应是全球性的和战略性的”。“保证同日本、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韩民国和台湾合作，为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经济发展而努力”。美国“将同该地区的所有国家合作和磋

商，共同坚决对付威胁该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侵略和谋求霸权的行径”。 

  另一方面又表示，《与台湾关系法》为维护美台关系提供了一个官方的充分的基础。美台关系将依照《与台湾关系

法》得到发展，“不允许任何外国在我们保护美国利益和执行我国法律时进行干涉”。 

  他还说：“虽然我觉得中美关系正常化本身是一个合理的政策选择，但正常化的一个条件应当是保留在台湾的联络

处，其地位等同于我们早先在北京建立的联络处。” 

  在布什访问中国之后，里根又一次做出这样的表态，这不能不令中国政府愤慨。中国立即对里根的这个新的讲话做

出反应。 

  8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里根想把中美关系引向哪里》。文章指出，《与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

国内立法，不能作为处理中美关系的法律基础。里根的主张，“已经比《与台湾关系法》走得更远。里根坚持要恢复美

国同台湾的‘官方关系’。允许台湾‘官员’可以在美国政府机构内同美国当局进行官方接触。这决不是什么‘语义

学’的问题，而是公开鼓吹搞‘两个中国’。里根的错误主张如果付诸实施，必然导致中美关系的大倒退”。 

  里根在对华政策上的不负责任的言论，也引起卡特政府的不安。 

  8月25日当天，蒙代尔副总统发表讲话，反对在对华政策上倒拨时针。 

  8月26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美国

同台湾之间的关系是“非官方的、非政府的”关系。同时，还指责里根的建议将使目前已存在的关系复杂化。 

  面对国内和中国的一片反对声浪，里根尽管打心眼里对台湾情有独钟，也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 

  （摘自《布什与中国》，华夏出版社2007年9月版，定价:38.00元 

  来源：光明网——《书摘》杂志 

（责任编辑：李彦增(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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