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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问题”的概念一枝两叶，有广义和狭义之

分。前者涵盖与台湾相关的所有问题，是关乎台湾

一切事务的代名词；后者指 194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

战遗留并延续的两岸政治对立及其相关问题。随着

坚持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台湾问题

越发令人瞩目，但不可否认，这是一个常用却很少被

深究的概念，所以有必要从学理层面对“台湾问题”

一词的使用及其含义的演变加以梳理。

一、“台湾问题”概念的提出和早期使用

中国和西方早就知晓台湾，但“台湾”的名称到

明代才在文书中出现。1857年，美国驻华代办彼得·

巴驾(Peter Parker)在致美国国务院的函中首次使用

了“台湾问题”一词，他把“事关台湾方面”所谓的“人

道、文明、航行和商业关系所系的行动”统统称为“台

湾问题”。① 70年后的 1927年，创刊于日本东京、当

时尚未迁入台湾的《台湾民报》刊登时事新闻《台湾

问题讲演被解散》，则视讲演的内容为台湾问题：

“一、要望无视生产者的台湾青果组合的解散，一、官

有地拂下问题与农民的穷状，一、〇〇的竹林问题，

一、检米员的暴状，一、农民组合的发达与糖业者的

觉悟，一、在京留学生的动静等。”②信函、新闻中使用

的“台湾问题”一词，显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只是就

事论事、“信口”提及的，用得也不多，指的是与台湾

相关的各种事务。

抗战爆发前夕，对台湾问题的认知发生了转

向。1930年，袁著的《中国之亚洛——台湾问题》开

了“台湾问题”一词狭义理解多于广义理解的先河。

他借鉴普法战争后法国被迫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两

州，后历经49年艰辛抗争，两州重回法国的史实，基

于“台湾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价值，和台湾最近的革

命运动”，呼吁“注意中国的亚洛”台湾，“负起责任，

援救我们受辱的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台湾人时

时不忘祖国，中国人更应当时时不忘台湾”。③但他

的呼吁没有产生多大影响。1942年前后，随着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曙光的初现，就美方“台湾国际共

管”的论调，重庆《大公报》1943年 1月 7日和 5月 15
日的社评《中国必收复台湾——台湾是中国的老沦

陷区》《读〈美国的战后设计〉——再论关于台湾问

题》，强烈反对“台湾国际共管”，坚持“不应把台湾与

中国强迫分离”。④社评得到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响

应，如徐家驹在《热流》《南洋研究》等刊数次发表《台

湾问题之检讨》一文，从历史、血统、地理、经济、整个

台湾问题：概念形成与认知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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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角度检讨台湾问题，结论是绝不容许日寇长

久占领台湾，绝不容许“台湾国际共管”，并鉴于“台

湾关系中国的复兴和太平洋的安全”，认为“中国必

须收复台湾”。⑤如果说台湾问题含义的转向发生在

1930年前后的话，那么，此时的台湾问题概念虽还带

有相关台湾其他事务的烙印，如《台湾财政的透视》⑥

一文就把财政问题归于其中，但在抗战的炮火中，因

应举国上下“台湾作为中国固有领土理应归还中国”

的呼声，更多地则聚焦在对台湾的收复上，概念的内

涵越来越“狭义化”。

相对于以上认知，1948年后的“台湾问题”一词

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内含着对未来的期待，即主要

指收复后的何去何从，尤其是由谁来决定它的未

来。李秋生《台湾问题的症结》已经注意到，在“完全

由祖国负起责任，予以特殊的救济”的前提下，国民

党当局显然不足以代表祖国，因为其“既没有充分的

力量予以支持和协助，国内的官僚积习和贪污弊窦

又乘虚而入，制造出许多罪恶”。⑦稍后，王中杰的

《严重的台湾问题》进一步把国民党即将退踞台湾岛

内看作是台湾灾难的开始。⑧当然，同期也不乏对国

民党抱有幻想的论点，如《陈诚对台湾问题的态度》

等文。⑨既然“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革命是中

国革命的一部分”是不争的事实，邓初民在《把台湾

问题提到全中国人民面前来》中提出，台湾问题就是

不应让台湾沦为“美帝国主义企图奴役全中国进而

反苏反共的重要基地”。由于“蒋政权反对全中国人

民，坚持独裁、卖国、内战，企图把台湾变成练兵筹

饷、补给资源的重要基地”，所以，台湾问题应由“全

中国人民”来解决，由“全中国人民”来决定台湾的命

运及其未来。⑩

综上，“台湾问题”一词，早期是一个围绕时事变

化做出的概括性称谓，还没有从学术层面界定它是

什么，具体包括哪些含义，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概

念。而且，该词使用率不高，目前所见标题中含“台

湾问题”一词的各类文章仅十多篇，但该词内涵在经

历了从广义到狭义的转变后，其指代、范围基本明

确，就是对台湾的收复问题。

二、对“台湾问题”概念的使用

如前所述，“台湾问题”一词早在近代就已开始

使用，主要指对台湾的收复问题，且为主流观点。今

天所说的狭义的台湾问题与此有一定联系，但含义

不尽相同，更因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叠加影响，不同主

体在不同时期对其含义有不同认知，对概念本身的

内涵和外延也有不同理解。

(一)政府层面使用“台湾问题”概念

1949年前后，“台湾问题”一词的使用已很常

见。1949年 2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苏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米高扬时使用了该词。他说：“现在估计国

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

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

这样，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

间。”这段话的内容或含义，基本就相当于今天的台

湾问题。笔者目前所见这一时期最早公开使用“台

湾问题”一词的，是《人民日报》时评《打到台湾去，解

放台湾同胞!》。文中称“一九四三年开罗宣言和波

茨坦协定中关于台湾问题的条文，已经被这些冒险

家及其走狗丢到九霄云外了”，故应采取“解放”的方

式，粉碎美帝国主义通过援助国民党残余匪帮“加紧

进行吞并我中国领土的台湾省的阴谋活动”。11
月，《光明日报》资料室辑录了当时刊登在各种报刊

上的17篇文章(内含4篇补编)，作为《新华时事丛刊》

之一，以“台湾问题”为书名，由新华书店两次公开

发行，基本上明确了它是“人民解放军去解放台湾

同胞”与“美帝”“通过美帝走狗”“企图垂手而得台

湾”之间正在形成的两岸政治对立、军事对峙。随

后，外交部的《美国侵占台湾问题》、人民出版社的

《关于解放台湾问题》等均有类似的阐述，即：武力

解放台湾、结束两岸政治对立，“纯粹是中国主权内

政问题”。

在国民党败退台湾以前，台湾问题及其称谓已

经存在，但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形成的两岸政治对立，

以及美国的介入，显然是标志性事件，成为中国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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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人专门思考对台工作的出发点。学界一般将此作

为台湾问题由来的标志，也意味着此概念的正式形

成。围绕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党和政

府进行了不懈的探索，适时提出并形成了一系列重

大政策主张，如毛泽东的武力解放台湾与和平解决

台湾问题的两手方针，邓小平确立的“和平统一、一

国两制”方针，习近平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

一的基本方略等，成为不同时期大陆对台工作的行

动指南和根本遵循。相应地，“台湾问题”一词已经

成为不可替代的概念或符号，在持续的使用中不断

被注入时代的内容和意义。

在政府层面对“台湾问题”一词的使用中，以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

《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两个白皮书最具代表

性。前者首次以政府公告的形式，全面系统阐述台

湾问题所涵盖的“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的由来”“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

方针”“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及其阻力”“国际事

务中涉及台湾的几个问题”等含义，指出“台湾问题

的产生与发展”与中国近代“被侵略、被宰割、被凌辱

的历史”“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

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而英勇奋斗的历史”有着紧密

的联系，与“中国国民党发动的反人民内战有关，但

更重要的是外国势力的介入”。“台湾问题纯属中国

的内政，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国际协议而形

成的德国问题和朝鲜问题。”“台湾问题应该也完全

可以通过两岸的协商，在一个中国的架构内求得合

理的解决。”后者着重突出中国政府坚决捍卫一个

中国原则的立场和政策，阐述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

遗留下来的问题”，以何种方式解决是“中国的内

政”。台湾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主要是外国势力

干涉和台湾分裂势力阻挠的结果”，是“中美关系中

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此外，《反分裂国家法》以

法律形式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的内部事务，

不受任何外国势力的干涉”。

因政府层面在对台工作中的频繁使用，在 1949
年后的70多年间，“台湾问题”这一概念不仅由政府

层面向社会传播开来，逐步地“大众化”，而且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认知。

(二)社会层面使用“台湾问题”概念

政府层面的认知和使用，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

“台湾问题”概念的大众化或社会化?作为这一概念

由政府层面向社会传播的渠道，不同时代的媒体、培

训教材、简明读本、辞典等传播介质，提供了重要的

素材。

1.媒体对“台湾问题”概念的使用。在网络出

现前，党和政府对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

探索，主要通过报纸这一渠道进行传播。从中央到

地方的众多报纸中，《人民日报》是使用“台湾问题”

一词最多的，如 1950年代的报道中有《印度尼西亚

外交部发言人说印度尼西亚完全支持我国对台湾

问题立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东南亚集团无权

干涉》等。报纸对“台湾问题”概念的使用，基本上

都是为党和政府对台工作的方针、政策服务的，与

政府层面相呼应，也最大程度地推进了这一概念的

大众化。

网络上搜索“台湾问题”的条目，以百度百科的

释义较为详细，具体包括三个内涵：“台湾问题是中

国内战的遗留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台湾问题

首先就是：首都在北京的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

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台湾当局的关

系问题，应该由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台湾问题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维护民族尊严、反对外来干涉的问

题。”“台湾问题的本质是分裂与反分裂、‘台独’与

反‘台独’的斗争，焦点是一个中国与‘两个中国’

的斗争。”

2.培训教材对“台湾问题”概念的使用。各类培

训教材的内容经专门审定，面向不同受众，传播的都

是党和政府对台工作的声音及对台湾问题的认知。

1998年，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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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编写的《中国台湾问题(干部读本)》中多次使

用“台湾问题”一词，并对此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台

湾问题的出现，是国民党发动反人民内战的结果，其

本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台湾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

且迄今尚未解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等西方反

华势力插手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阻碍中国统

一。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

问题。虽然台湾问题尚未最终解决，海峡两岸尚未

统一，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

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不容分割。”以此为蓝

本，中台办、国台办分别与中共中央党校、外交部编

写了《台湾问题读本(试用本)》《中国台湾问题外事人

员读本》两书，又在上述三本书的基础上，重新出版

了《中国台湾问题(干部读本)》修订版。

福建省旅游局导游考试办公室、中共福建省委

台湾工作办公室宣传处编写的《新编中国台湾问题

导游读本》，是较早的涉台导游培训教材。它由《台

湾问题简明知识》《中国台湾问题导游读本》两书修

订而来，明确指出：“台湾问题是国民党政权发动反

共、反人民内战遭到失败后退踞台湾，在外国势力的

支持下，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而产生的。”“台湾问

题是中国内战遗留问题，属于中国内政，与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产生的德国问题、朝鲜问题具有本质区别，

没有可比性。”

大学生读本中，《中国台湾问题(大学生读本)》对
此概念的表述是：“台湾问题的出现，是国民党发动

反共反人民内战的结果，本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台

湾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且迄今尚未解决，最重要的

原因是美国等西方反华势力插手、干涉，阻碍中国的

统一。”《大学生台湾问题读本》《思想政治理论课实

践实训教程》《大学生形势与政策》等也有专门论述

或相关素材。

3.简明读本对“台湾问题”概念的使用。《台湾问

题一百问》《台湾问题ABC》《台湾问题简明读本》《解

读台湾问题》等图书集中出现在21世纪初，是紧紧

围绕反对和遏制“台独”这一首要任务专门编写的，

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其中《台湾问题一百问》特别

指出：“台湾问题的出现，是国民党发动反人民内战

的结果，其本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台湾问题之所

以长期存在且迄今尚未解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美

国等西方反华势力插手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阻

碍中国统一。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

感的核心问题。”此外，《社区居民法律知识读本》

《新时代统一战线知识简明读本》等书均有专门章

节多次使用“台湾问题”概念，相关论述大同小异。

4.辞典对“台湾问题”概念的使用。据笔者所

见，目前各类辞典均未设置“台湾问题”条目，仅收录

了相关词条，如《辞海》的“海峡两岸”、《大辞海》的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两岸

三通”“九二共识”、《台湾历史辞典》的“一国两制”

“告台湾同胞书”等。这意味着与前述三种推进“台

湾问题”概念大众化的传播渠道略有不同，辞典因更

注重概念的权威性，进而谨慎面对学界相关研究成

果，尚未对此进行释义。

(三)学术层面使用“台湾问题”概念

相对于政府层面、社会层面，学界对台湾问题的

研究要稍微滞后一些。在1980年刊发第一篇较有学

术性的论文《谈谈台湾问题》、1981年厦门大学台湾

研究所第一次举办台湾问题学术讨论会后，1980年
代末、1990年代初迎来研究的第一波高峰，出现《浅

析解决台湾问题的几种模式》《国家主权的完整性与

台湾问题》《当前台湾形势与两岸关系》《“一国两制”

与台湾前途：中国海峡两岸关系探讨》《台湾问题研

究》《中美建交中的台湾问题》《海峡季风：多棱镜下

两岸关系透视》等论著。这些论著认为台湾问题

“是中国内战和帝国主义干涉的结果”。解决台湾问

题，“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是中国的内政”。而且，“唯

有‘一国两制’的设想是现实的、合理的、切实可行

的，是中国和平统一的最佳模式和必由之路”。

21世纪以来，基于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如何界定

这一概念，学界进行了艰苦的摸索，有关研究成果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在这些学术著作中，《中日关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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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台湾问题》提出了“台湾问题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

释”的命题，强调“广义的台湾问题，是指与台湾有关

的一切事件，如台湾的历史、现状、风土、人情等等，

凡与台湾相关的所有问题，都属此列。狭义的台湾

问题，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

党在与中国共产党的内战中败北，退踞台湾。自 20
世纪50年代起，以美国为主的外国势力，出于东亚战

略的考虑及本国利益的需要，利用台湾与大陆的分

离状态，极力插手台湾事务，使台湾问题复杂化，成

为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之一”。

《台湾问题面面观》《台湾问题的由来和实质》《激荡

中的台湾问题》等也有相关界定。

这一时期对台湾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与

祖国统一、民族复兴和世界格局的关系三方面，其概

念内涵也在这三个方面进一步推演。台湾问题与祖

国统一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开辟解决台湾问题的新

思路》《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与台湾问题》《和平统一

与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与统一之路》《“一国两制”与

台湾问题》《和平发展视角下的台湾问题》等论著，

要言不烦地指出，台湾问题“是新世纪中国面临的最

重要的政治问题之一，已经属于中国最高国家战略

利益层次上的课题”；台湾问题与民族复兴方面的

研究，有《处理好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中美关系和台湾

问题》《“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与中国“和平崛起”进

程中的台湾问题》《解决台湾问题是实现中华民族复

兴的应有之义》《台湾问题与中国崛起》《台湾问题与

中华复兴》等论著，认为台湾问题“涉及中国主权领

土完整，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系海峡两岸中国

人21世纪的和平发展，也直接关联中国在国际社会

的形象和声望”，“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应有之

义”；台湾问题与世界格局方面的研究成果，有《美

国全球战略与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对中美发展新型

大国关系的影响》《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四十

余年的回顾与思考》《世界格局中的台湾问题：变化

和挑战》《国际形势与台湾问题预测》《大国格局变动

中的两岸关系》《海权-陆权关系与台湾问题》《中美

棋局中的台湾问题(1969.1-1999.12)》《台湾问题与中

美关系》《冷战以来的美国与海峡两岸关系》《中美关

系正常化与台湾问题》等论著，重点结合中美关系，

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

题”，也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台湾问题“关系到

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关系

到世界格局的变化和调整”。“其实质是美国出于

其全球战略和对华政策的需要而对中国内政进行长

期干涉，以及中国为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与美国

进行斗争的问题”。

三、“台湾问题”概念的扩展及其影响的扩大

随着两岸关系的演进和学术研究的深入，“台湾

问题”概念的影响不断扩展，在台湾地区及美国、日

本等国得到了使用和一定的认同。

(一)“台湾问题”概念的扩展

随着台湾问题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其概念内涵

也在不断扩展或充实。笔者以“台湾问题”为主题

词，检索了读秀、知网两个数据库，在读秀得到10个
共现词，知网则有14个关键词，经比较可推断，作为

描述两岸尚未统一及其相关问题的词语，“台海问

题”“海峡两岸”“两岸关系”最接近“台湾问题”的本

义。也就是说，在“台湾问题”一词被政府层面认知

并逐步“大众化”的过程中，还存在“台海问题”“海峡

两岸”“两岸关系”等概念。

“台海问题”一词集中出现于 1990年代，但仅仅

是使用而已。金勇的《客观与偏见：美国主流报纸台

海问题报道研究》第一次对其进行定义。台海问题

作为“台湾海峡问题的简称，是台湾海峡两岸的统一

问题。它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也是国际势力干

涉的产物。台海问题尽管被国际化，但它纯属中国

内政，解决台海问题不容他国干涉”。它具体包括三

个内涵：“它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纯属中国内

政”；“台海问题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

权和领土完整、维护民族尊严、反对外来干涉的问

题”；“台海问题的本质是分裂与反分裂、‘台独’与反

‘台独’的斗争，焦点是‘一个中国’与‘两个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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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之所以有“台海问题”与“台湾问题”的区

别，作者特别强调这是基于理论、实践、两岸不同表

述的考虑，但“台海问题”概念使用得不多。

1979年 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

访问日本时首提“海峡两岸三通交流”，“海峡两岸”

一词逐渐被使用。其含义如李非《海峡两岸经贸关

系》所解释的：“就狭义的地理概念而言，仅是指台湾

海峡东岸的台湾和西岸的福建——两个隔海相望的

省份，但是，如果从政治、经济等广义的角度考量，则

是指以台湾海峡为纽带，连接台湾与大陆的两个区

域。”这里的“海峡两岸”虽只是一个地理概念，但已

关注以经济贸易为主的各种交流，也开始赋予“统

一”的含义，反映了海峡两岸交流初期的情景。

1986年《国际问题资料》的刊文中出现了“海峡

两岸关系”一词，且有了经过“首次直接接触”改变

“海峡两岸分隔”的含义。几年后，王科华的《美国

对两岸关系政策的回顾与展望》专门对此做了界定：

“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问题，即人们经常谈论的台湾

问题，尽管有其历史和现实多种因素，问题相当复

杂，归根结底是台湾与中国大陆分离还是统一的问

题，是如何结束分离状态，实行统一的问题。”这一

“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问题”就是多年以来长期使用

的“台湾问题”概念的完整称谓，而“台湾海峡两岸关

系”则被相应简化为“两岸关系”。从此，“台湾问题”

“两岸关系”两个概念交叉使用，很多时候后者的使

用率甚至超过了前者。两岸关系被注入“和平稳定

发展”“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命运共同体”等与时

俱进的新内涵后，渐成政府、社会、学界各层面的正

式用语，而其含义的丰富和充实，正是坚持推进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的历史见证。

(二)“台湾问题”概念在中国大陆以外的使用

对于“台湾问题”一词的认知，在我国台湾地区，

以及美国、日本等国则有不同的声音，完全赞同者、

有限支持者、不以为然者均有之，更有借此挑起事

端者。

1.“台湾问题”概念在台湾地区的使用。“自从上

海公报发布以来，台湾问题逐渐受到舆论界、学术界

的重视”，但经检索台湾地区图书馆之台湾书目整

合查询系统(SMRT)、期刊文献资讯网发现，相对大陆

而言，台湾地区的研究成果要少得多。1973年发表

的《台湾问题的症结》一文，是笔者查阅到的最早以

“台湾问题”一词运用于标题的文章，后续《台湾问

题》《台湾问题的视点》等著作，把台湾地区面临的

各种危机都视为台湾问题，“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同

步恶化，显示台湾已踏上”“全面性的衰退之路”。

岛内对大陆的对台政策、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

力干涉两方面的研究不多。前一议题的文献有《从

大陆看台湾：揭开中共研究台湾问题的神秘面纱》《评

析中共〈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白皮书》《从胡锦涛

在“两会”期间对台湾问题谈话探中共宣传策略——

自拉斯威尔传播模式分析》《中国大陆将“台湾问题”

提升为“国际安全战略”议题之意涵》等。其中《从

大陆看台湾：揭开中共研究台湾问题的神秘面纱》共

计三册，内含政治、经贸、军事、法案、社会五方面的

18篇论文来自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出版的期刊《台

湾研究集刊》。该书序言中“台湾问题”一词仅出现

一次，也未作相应界定，但把它归于统一问题，认为

“已是我们思索统一问题的时候了”。后一议题的

相关研究，如不满美国对中美关系中关键性问题的

干涉，提出“政治冷处理、经济大交流、军事不久战”

的基本思维。值得警惕的是，《台湾问题讨论集》

《举世关注台湾问题国际化》《台湾问题是国内法、还

是国际法问题?》等充斥“台独”论调，其中《台湾问

题讨论集》最初由在美国的台湾出版社出版，又作为

“新台湾文库”之一，由岛内的前卫出版社再版，其居

心在于通过所谓台湾“知识分子及政治家对台湾问

题的看法”，“与国共出版物分庭抗礼”。

2.“台湾问题”概念在美国的使用。美国“长期存

在一种政学交流的机制”，但无论是何种身份，都充

分肯定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最重要的问题。美方

主要从“台海安全”“中国统一”两个特定的情境来关

注台湾问题，导致美国对台的“双轨政策”。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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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是美国重要的安全与经济合作伙伴，美国

将继续维持一个中国政策及美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的承诺”，强调台湾问题与台海安全的相伴相生，也

就是把台湾问题视同台海安全。另一方面，美方又

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角度来把握台湾问题，但诚

如邓小平指出的，“美国的当权人士从未放弃搞‘两

个中国’或‘一个半中国’”。而且，美方一直把台湾

问题理解为“有争议的问题或事务”，普遍使用 Tai⁃
wan issue来指称台湾问题，或夸大台湾地区的不安

全，使用 Taiwan problem，这与我国围绕解决台湾问

题而使用Taiwan question的情况大相径庭。

3.“台湾问题”概念在日本的使用。日本方面一

般把台湾海峡两岸关系问题简称为台湾问题。作

为美国的追随者，日本对这一既是中美关系也是中

日关系中重要问题的认知，几乎没有自主过。一方

面，受美日同盟影响，无论冷战前的“远东条款”“台

湾条款”还是冷战后的“周边事态”“台湾海峡有事”，

都可称作台湾问题与台海安全问题的结合。另一

方面，“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一直持两面的态度”，

且以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为分界。此前，日本“执

行敌视中国大陆、支持台湾当局反共的政策”，“又设

法同中国大陆发展经贸关系和人员往来，同美、蒋保

持着一定的距离”；此后，“在台湾问题上的两面态度

没有改变，只是主次作了颠倒”，在愿意遵守《日中

联合声明》、支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同时，又散布

“台湾归属未定论”、鼓吹“修复日台关系”和发展与

台湾地区的实质性关系等。比如，日文维基百科对

“台湾问题”一词的释义：“台湾问题是指中华人民共

和国(PRC)和‘中华民国’(ROC)之间的政治问题，涉

及‘中华民国’有效控制下的台湾地区(以台湾为中

心的广义区域概念)的主权或政治地位。”对此，中

国政府应坚决反对，且予以高度警惕。

四、结语

本文从学理层面梳理了“台湾问题”概念的形

成、使用及其含义的演变和扩展后，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作为美国驻华代办的彼得·巴驾，尤为重

视美国在台湾地区的利益，“台湾问题”一词即由他

在 1857年提出，是对与台湾相关的各种事务的概

括。但是，直到七八十年后，该词的使用才多起来，

而且完成了内涵从广义到狭义的转变，专指对台湾

的收复问题。它与今天所说的狭义的台湾问题具有

一定联系，但含义却今非昔比。

第二，1949年前后，“台湾问题”一词的称谓和含

义已经基本明确，此时出现并延续的两岸政治对立

及其相关问题，既是中国共产党人专门思考对台工

作的出发点，也是学界将此作为台湾问题由来及其

概念正式形成的标志。这一概念在政府顶层设计、

社会倡言传播、学界研究推动下，逐步地“大众化”。

显然，如果说“台湾问题”概念的含义转变发生在

1949年前后的话，那么，自1950年代起，这一概念便

逐步“大众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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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问题的概念动态演变，是坚持推进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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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aiwan Question: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a Concept
Xiang Wenhui

Abstract：The term "the Taiwan question" was first coined by Peter Parker, the US diplomatic representative to
China in 1857. The concept has undergone semantic narrowing, coming eventually to stand for the issues about recov⁃
ering Taiwan.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is marked by the 1949 split between China's mainland and Taiwan region
after the defeat of Guomindang, as well as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Subsequently, this concept spread
from the official use to the society and academia, which amounts to a gradual "popularization". Not only does the no⁃
tion affect people's perception, but it also has gained new meanings, concurrent with other notions such as "the Taihai
problem","cross-Straits", and "relations across the Straits", etc.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reflect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advancing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s relations and national reunification.

Key words：the Taiwan question; 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Chinese perception; evolution of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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