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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周恩来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考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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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1949年至1976年，毛泽东、周恩来倾注大量心血，思考如何解决台湾问题，他们始

终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高度统一，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周恩来

一致认为：台湾问题很复杂，既是中国内政问题又涉及国际问题，这是两个性质不同而又互相关联的

问题，二者不能混淆。作为中国内政问题，存在和平解放或武力解放两种方式。作为国际问题，应该

用和平方式解决。 

  从1949年至1976年的20多年时间里，毛泽东、周恩来始终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高

度统一，为我们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直到最后岁月，台湾问题仍然是这两位伟人的共

同牵挂。毛泽东、周恩来一致认为：台湾问题复杂，既是中国内政问题又涉及国际问题，是两个性质

不同而又互相关联的问题，二者不能混淆。作为中国内政问题，有和平解决或武力解决两种方式；作

为国际问题，只能用和平方式解决。本文拟从中国内政问题和国际问题两个方面、分3个部分,就毛泽

东、周恩来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考和决策作一历史考察，以此作为今天我们思考、研究和解决台湾问题

的参考。 

  一、以战争方式与和平方式解放台湾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在法律和事实两方面都从

日本手中收回了对台湾的主权，这已经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因此在国内和国际上并不存在台湾归属问

题。后来，由于1949年失败的国民党军队退守台湾，造成海峡两岸的阻隔，才产生了台湾问题。1950

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武力介入中国内战，最终形成了需要新中国解决的本来只涉及中国内政、

现又加入国际因素并相互作用的台湾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开始是沿着用战争的方式解放台湾、实现

国家统一的思路去着手解决台湾问题的，并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实践；接着，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

化，开始探索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一）以战争方式，一次性解放台湾 

  1949年初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毛泽东、周恩来等正确把握政治、军事形势的

迅速变化，为尽早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作出了在1950年以武力解放台湾的决策，即用战争方式一次

性解放台湾，并且开始全面准备工作。 

  一是开展解放台湾的政治动员。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发表了在毛泽东亲自过问下起草的《中

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时评。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9月4日，《人民日



 

报》发表《打到台湾去，解放台湾同胞》的时评。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

书》，更加明确地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50年的光荣战斗任务就是解放台湾 、海南岛和西

藏”，“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 

  二是争取苏联的军事援助，建立一支较强的海军、空军力量。1949年7月10日，毛泽东同朱德商

讨后，致信周恩来，要他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 六个月至八个月，同时购买飞机100架左右，连同

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 7月25日、26日，毛泽东又两

次致电在苏联访问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并转斯大林，请求苏联为中国培训更多的飞行员、地勤人员，卖

给更多的战斗机、轰炸机，“做为明年下半年我军进攻台湾之用”。三是配备称职的军事指挥员，周密

进行各项战前准备。1949年6月，毛泽东两次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

副司令员粟裕等电，责成其注意认真研究解放台湾问题。据此，粟裕立即着手进行解放台湾的各项准

备工作。他几次到北京，向毛泽东和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汇报。 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

七届三中全会上了重申“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的决心。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8月26日，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主持的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准备

工作会议，正式作出“支援朝鲜人民，推迟解放台湾”的决定。 这样，原定在1950年发动的以战争方式

解放台湾、实现国家统一的军事行动被迫推迟。 

  （二）以战争方式，有步骤地解放台湾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台湾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庇护下生存下来，逐步强化了同大陆的对峙局面。

1953年2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从反共的现实需要出发，开始明目张胆地实行“放蒋出笼” 政策，并

积极拼凑以新中国为主要遏制对象的包括台湾在内的亚太地区反共军事集团，对中国大陆形成威胁。

毛泽东、周恩来清醒地认识到：由于解放台湾难度的进一步增大，方针政策也要随之改变。 

  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一年后，毛泽东经过极其慎重的思考，重新提出了武力解放台湾的问题。毛

泽东、周恩来根据美国政府既定政策和各种新动向，作出准确判断：中国政府如果解放沿海岛屿，美

国政府干涉的可能性不大；如果要渡过台湾海峡攻打台湾，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则是要阻挠的。 “因为

中国海军还未锻炼好，各方面的准备还需要时间”，解放台湾“要有步骤地进行”，“要从沿海岛屿开始

打击敌人”。 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周恩来主持修改定稿的《关于解放台湾宣传方针的指示》指出：

解放台湾是“我国的既定方针”，但“斗争是长期的，因为我们没有强大的海、空军，就要有时间去把它

建设起来”，最后达到解放台湾。 

  在解放台湾“要有步骤地进行”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指示华东军区在近期解放大陈岛国民党军的

前哨据点一江山岛。在一举攻克该岛后，1月20日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

只对大陈岛发起空中打击，迫使国民党军从大陈、渔山、披山诸岛撤退。在其撤退中，毛泽东批示彭

德怀：“在蒋军撤退时，无论有无美（舰）均不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带射击，即是说，让敌人安全撤

走，不要贪这点小便宜。” 毛泽东这个批示清楚显示，当前军事行动的目标是不使战争的范围扩大，

不使战事升级。2月23日，人民解放军全部解放了浙江东南沿海岛屿。 

  （三）以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提出 

  根据中央军委1954年8月13日制定的沿海作战计划 ，在大陈岛解放后，马祖、金门将是人民解放

军的下一个进攻目标。这时，毛泽东敏锐观察到：一方面， 1955年1月25日，美国众议院、参议院通

 



过《防御福摩萨联合决议》，明确授权美国总统可以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使用美国部队阻止对澎湖列

岛和台湾进攻。 这样，如果攻打澎湖列岛、台湾，美国势必军事干预，中国则在必然爆发的不对称的

中美海上军事冲突中遭受巨大损失。另一方面，如果中国夺取马祖、金门，则正是美国所企望的，势

必造成台湾和大陆的完全隔离，形成海峡两岸的长期分裂，将有利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

台”。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考虑、权衡利弊后，毛泽东、周恩来从国际战略全局出发，毅然决定停止

解放马祖和金门的军事行动，并于1955年初明确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把工作重点放到促成

同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和平谈判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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