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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四十週年講話的意涵 
 

李華球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外交及國防組特約研究員 

 

 

習近平今年（2019）1 月 2 日在《告台灣同胞書》四十週年，以題為

《為實現民族偉大復興推進祖國和平統一而共同奮鬥》1對台重要講話。習

近平這份對台的重要講話（全篇講話四千多字），第一部份臚列了五個「70

年來，．．．．．．」2這 568 字的重要談話，極為值得研究或關心兩岸關

係的各界人士探究，惟限於篇幅，本文不予討論。僅就以下所謂「習五條

（共 2244 字，因這部份在台灣引起極大的關注與議論。）」3部分內容臚列

探討如後： 

「回顧歷史，是為了啟迪今天、昭示明天。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

一。這是 70 載兩岸關係發展歷程的歷史定論，也是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必然要求。兩岸中國人、海內外中華兒女理應共擔民族大義、順應

歷史大勢，共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4所謂

「習五條」一開始就強調「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這是 70 載兩岸

關係發展歷程的歷史定論，也是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

也就是習近平很堅定、很清楚地將統一歷史責任定調、定性，祖國必須統

一是所有中國人的期望與歷史責任，責無旁貸，無庸置疑。 

接續前述，習近平提出五點對台重要論述，也就是所謂的「習五條」。

本文將依序解讀「習五條」的意涵，提供各界做為研究或關注，習近平對

台重要論述的參考。 

「第一，攜手推動民族復興，實現和平統一目標。民族復興、國家統

一是大勢所趨、大義所在、民心所向。一水之隔、咫尺天涯，兩岸迄今尚

                                                       
1  習近平，「為實現民族偉大復興推進祖國和平統一而共同奮鬥」，《新華社》，2019 年 1 月 2

日。檢索日期：2019 年 1 月 2 日。

http://www.taihainet.com/news/txnews/cnnews/sh/2019-01-02/2220769.html 
2 有關習近平五個「70 年來」，請參閱註 1 新華社的報導。 
3 所謂「習五條」如附錄。 
4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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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全統一是歷史遺留給中華民族的創傷。．．．．．．。廣大臺灣同胞

都是中華民族一分子，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認真思考臺灣在民族復興

中的地位和作用，把促進國家完全統一、共謀民族偉大復興作為無上光榮

的事業。」5習近平在這部份呼籲台灣人民「認真思考臺灣在民族復興中的

地位和作用」這是拉近台灣人民的情感面與有感面的重要呼籲，對支持統

一者而言，有感於自己在兩岸統一的歷史責任上是有義務與責任的；對支

持獨立者而言，有警示與遏制的作用，具有避免、遏阻往獨一面前進的偏

激行動之功，也就是可以達到促統遏獨的積極作用。 

「臺灣前途在於國家統一，．．．．．．。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要兩岸

同胞共同推動，靠兩岸同胞共同維護，由兩岸同胞共同分享。．．．．．．。

在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進程中，臺灣同胞定然不會缺席。．．．．．．。

臺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產生，必將隨著民族復興而終結！」6習近平這段談

話主要目的在於，將台灣前途與中國統一連結在一起，讓台灣人民有感於

在統一的歷史責任上是一份子，不是外人，不要置身事外。也就是讓台灣

支持統一的人有統一的參與感與責任感，也讓還未支持統一的台灣人至少

先不排斥統一，對統一漸次理解了解之後，對統一不再害怕，漸漸有認同

感，進而共同為統一大業盡一份心力。這是慢工出細活的工作，要有耐心

與同理心來等候轉化後的認同，急不來，也急不得。 

「第二，探索“兩制”臺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體現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中

華智慧，既充分考慮臺灣現實情況，又有利於統一後臺灣長治久安。」針

對習近平「探索“兩制”臺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7這個論調，蔡

英文今年 1 月 2 日當天即刻親自舉行記者會回應，蔡指出，台灣絕

不會接受「一國兩制」，絕大多數民意也堅決反對「一國兩制」，

這也是「台灣共識」。民主國家涉及兩岸政治協商、談判，都必須

經過人民授權與監督，並以政府對政府的模式進行。 8蔡英文還指

出，「我們始終未接受『九二共識』，根本的原因就是北京當局所

定義的『九二共識』，其實就是『一個中國』、『一國兩制』。對
                                                       
5 同上註。 
6 同註 1。 
7 同註 1。 
8 許依晨、林敬殷，「習提探索兩制台灣 蔡不接受一國兩制、九二共識」，《聯合報》，2019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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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領導人的談話，證實了我們的疑慮。」 9 

上述蔡英文對習近平前述論調的反駁與回應，在台灣引起了許

多的討論，滿足了獨派堅拒九二共識的口實與不接受一國兩制的堅

持；引起了統派的撻伐與批評，認為就是民進黨不承認九二共識，

讓兩岸關係陷入困境，嚴峻複雜，不利台灣的發展與安危。除了獨

統兩派意見之外，台灣多數的意見認為，當前以維持兩岸穩定發展

狀態最重要，統獨之議仍不是主流意見。大陸應正視此一情勢的發

展，讓台灣多數人對大陸有好感、有信任感，才是正道。  

「制度不同，不是統一的障礙，更不是分裂的藉口。“一國兩制”的

提出，本來就是為了照顧臺灣現實情況，維護臺灣同胞利益福祉。“一國

兩制”在臺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臺灣現實情況，會充分吸收兩岸

各界意見和建議，會充分照顧到臺灣同胞利益和感情。在確保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統一後，臺灣同胞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

等將得到充分尊重，臺灣同胞的私人財產、宗教信仰、合法權益將得到充

分保障。」10 

習近平上述這段話一開始便指出「制度不同，不是統一的障礙，更不

是分裂的藉口。」然而，大多數的台灣人會害怕大陸的「統戰」和「一國

兩制」，就是因為兩岸的制度不同，許多法令規章就不同；對民主、自由、

人權的認知與做法確實不同；社會價值觀、生活觀自然不同，這三方面的

不同都是因制度的不同所造成的。 

所以對台灣人民而言，其實極為關心與擔憂制度不同所產生的上述三

方面的不同，因而內心害怕、憂慮、懷疑、不信等問題，久久不能釋懷。

自然對一國兩制就有很大的認識不清、信任不足、好壞不解等問題一直存

在，這就是一國兩制長久讓台灣人害怕與不信的原因所在。 

上述問題若不能解決，疑慮就不能澄清，接受度就低，憂慮度就高，

對一國兩制的推動，豈會有助益？這是大陸務宜深思精進的關鍵之處。若

制度問題拉近了，彼此互信夠了，台灣人自然對一國兩制就可能因了解理

解之後，產生認同感與信任感，就可能對「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有接

受度，也有信任度，就不再太害怕，也可能會接受。這是大陸應該努力與

                                                       
9 同上註。 
10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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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實推動的地方，唯有提出將心比心、台灣制度在地化、不變化、民主化、

自由化、安全化等五不變，也許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就有可能被台灣人慢

慢不排斥而認同了。  

「兩岸同胞是一家人，兩岸的事是兩岸同胞的家裡事，當然也應該由

家裡人商量著辦。和平統一，是平等協商、共議統一。兩岸長期存在的政

治分歧問題是影響兩岸關係行穩致遠的總根子，總不能一代一代傳下

去。．．．．．．。」11 

「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臺灣任何政黨、團體同我們的交往都不存

在障礙。．．．．．．。我們願意同臺灣各黨派、團體和人士就兩岸政治

問題和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有關問題開展對話溝通，廣泛交換意見，

尋求社會共識，推進政治談判。我們鄭重倡議，在堅持“九二共識”、反

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推舉代表性人士，就

兩岸關係和民族未來開展廣泛深入的民主協商，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達成制度性安排。」12 

習近平上述這段談話，會讓台灣人士深思難以前往探討的問題在於

「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在堅持“九二共識”的共同政治基礎上。」這

兩個政治基礎是大陸單方面提出的，也就是民進黨常拿來當兩岸談判擋箭

牌的所謂「大陸設此前提，民進黨不可能同意，就不可能有交流談判的機

會。」而這個問題也是台灣許多人士和團體難以前往談判的關鍵原因，大

陸應正視此問題。若能解決則兩岸進入政治談判的機會與空間就有，兩岸

複雜嚴峻的情勢，應有緩解的機會，水到渠成共議自然統一，也許將有見

天日的一天。 

「第三，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維護和平統一前景。儘管海峽兩岸尚未

完全統一，但中國主權和領土從未分割，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

從未改變。一個中國原則是兩岸關係的政治基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兩

岸關係就能改善和發展，臺灣同胞就能受益。背離一個中國原則，就會導

致兩岸關係緊張動盪，損害臺灣同胞切身利益。．．．．．．我們願意為

和平統一創造廣闊空間，但絕不為各種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留下任何

空間。」13 

                                                       
11 同註 1。 
12 同上註。 
13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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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乃是習近平同前強調「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此乃我前述所論「這

個政治基礎」是當前許多台灣人士到大陸政治談判卻步的障礙。大陸可以

再思更好的說詞與基調，大破大立地創造新基調，突出新機會，有利兩岸

困境的突破，開展全新的兩岸新局面，這應是值得一試的大格局的展現，

也許就能破民進黨所謂的「前提」，創兩岸的新天地，似乎值得一試！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我們願意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

一的前景，因為以和平方式實現統一，對兩岸同胞和全民族最有利。我們

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針對的是外部勢力

干涉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絕非針對臺灣同胞。兩岸

同胞要共謀和平、共護和平、共用和平。」14 

習近平上述這段談話中的「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

必要措施的選項，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及其

分裂活動，絕非針對臺灣同胞。」雖然區隔了台獨和一般台灣人士，但這

種強硬堅決的談話，還是會嚇到一般台灣民眾，更會讓民進黨和台獨人

士，拿來操作抹黑，因而利弊得失都有。但總是會引發憂慮與被操做為更

讓人憂慮的梗，這就應思考其優劣，再行計議，是為上策。 

「第四，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夯實和平統一基礎。兩岸同胞血脈相連。

親望親好，中國人要幫中國人。．．．．．．和平統一之後，臺灣將永保

太平，民眾將安居樂業。．．．．．．。我們要積極推進兩岸經濟合作制

度化，打造兩岸共同市場，為發展增動力，為合作添活力，壯大中華民族

經濟。兩岸要應通盡通，提升經貿合作暢通、基礎設施聯通、能源資源互

通、行業標準共通，可以率先實現金門、馬祖同福建沿海地區通水、通電、

通氣、通橋。．．．．．．。」15 

習近平前述「五通」看得出，的確是想幫助台灣經濟再振，讓台灣人

民有錢賺，生活安定，工作安穩，這是可以拉近兩岸關係良性發展的舉措。

大陸如果持續朝此前進，台灣人民將會感念大陸的協助，對改善大陸的態

度將有一定程度的作用，極為值得積極務實推動，有助兩岸和平發展。 

「第五，實現同胞心靈契合，增進和平統一認同。國家之魂，文以化

之，文以鑄之。兩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種，中華文化是兩岸同胞心靈

                                                       
14 同註 1。 
15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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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脈和歸屬。人之相交，貴在知心。不管遭遇多少干擾阻礙，兩岸同胞

交流合作不能停、不能斷、不能少。」16習近平這段話，將可能讓一些台

灣人感動，因而會改變對大陸錯誤的認知，像這樣溫馨的談話，大陸要多

講、時講、真講，久而久之，兩岸的情誼就會靠近，距離就會縮短，彼此

好感上升，情誼漸濃，兩岸一家親就不是口號了，而是具體務實的昇華劑

了。   

「兩岸同胞要共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岸同胞

要交流互鑒、對話包容，推己及人、將心比心，加深相互理解，增進互信

認同。．．．．．．。親人之間，沒有解不開的心結。久久為功，必定能

達到兩岸同胞心靈契合。」   

「我們真誠希望所有臺灣同胞，像珍視自己的眼睛一樣珍視和平，像

追求人生的幸福一樣追求統一，積極參與到推進祖國和平統一的正義事業

中來。國家的希望、民族的未來在青年。兩岸青年要勇擔重任、團結友愛、

攜手打拼。我們熱忱歡迎臺灣青年來祖國大陸追夢、築夢、圓夢。兩岸中

國人要精誠團結，攜手同心，為同胞謀福祉，為民族創未來！」17 

習近平上述這段話，溫馨親切，大陸要不斷地說這樣的話，做這樣的

事，兩岸的敵對，自然就可能漸漸減少。相議統一的可能性就有存在的空

間與機會，這正是大陸要正視以對的事。 

值得注意的是，針對上述習近平提出的所謂「習五條」，國際媒體紛

紛表示意見，美國《紐約時報》寫道：蔡英文總統不願接受北京統

治，但「習近平說，中國崛起，統一勢不可擋」。紐約時報說，習

近平的談話軟硬兼施，包括「絕不承諾放棄動武」。紐時指出，習

的談話與蔡的回應，說明了兩岸之間的分歧依然存在很大風險，「如

果一方誤判另一方的意圖，或者誤判了美國的意圖，就可能導致危

機。」 18 

另外，《彭博社》指出，習近平這次談話比他在 2013 年的說法

更進一步。2013 年，習說台灣議題不能一代代的傳下去而不解決；

這回則是具體提出經由政治協商來解決，而習顯然是希望經由各黨

                                                       
16 同上註。 
17 同註 1。 
18 劉屏，「外媒分析習近平談話 分歧依然存在」，《台灣醒報》，2019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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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組成的政治協商繞過蔡英文政府。 19 

《芝加哥論壇報》表示，這是習近平掌握最高權力之後最重要

的演說之一，重申了他對「台灣這個民主島嶼的 2300 萬人民」的

訴求，即一國兩制。在習看來，體制不同，不應成為統一的障礙，

也不應成為分離的藉口。  

習在提出種種惠台態度之際，也「使用了他歷來對台灣最強悍

的用語」，包括絕不承諾放棄動武，絕不容許外國干預等等。 20 

《英國廣播公司》指出，習近平的說法反映了北京當局多年來

的一貫政策，即台灣是叛離的一省，中國必須統一。英廣指出，習

重申一國兩制，這有點像是香港在 1997 年回歸中國後的安排，繼

續保有司法體系，言論、集會等自由也繼續受到保障，「然而，大

家愈來愈擔心香港這些自由正在逐漸流失」。英廣分析說，習近平

如今已經沒有任期限制，而渡海入侵台灣又是風險很大的賭博，「遠

不能保證成功」，因此習近平未來究竟會怎麼做，仍待繼續觀察。

21 

最後要指出的是，就上述國際媒體的報導與評論而言，習近平

的談話軟硬兼施，是未來大陸對台政策，至為重要的基調與準據。

我方相關部門，允宜正面研析，妥為應對，不能為了 2020 大選，

而討好某些選民的喜好，忽視、輕蔑「習五條」對台的嚴厲性與重

要性。  

但我要嚴肅特別再次指出的是，習近平「絕不承諾放棄使用武

力」這句話已讓多數台灣人民感到憂慮與不悅，讓習近平許多軟性

溫馨的談話，打了折扣，實在不智。這就是大陸對台工作，還是不

能體認「時間與耐性」的關鍵與奧妙的要害所在！  

 

 

 

 

                                                       
19 同上註。 
20 同註 18。 
21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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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19 年 1 月 2 日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四十周年發表題為：「為實現

民族偉大復興推進祖國和平統一而共同奮鬥」講話，其中所謂習五條如下： 

第一，攜手推動民族復興，實現和平統一目標。民族復興、國家統一

是大勢所趨、大義所在、民心所向。一水之隔、咫尺天涯，兩岸迄今尚未

完全統一是歷史遺留給中華民族的創傷。兩岸中國人應該共同努力謀求國

家統一，撫平歷史創傷。廣大臺灣同胞都是中華民族一分子，要做堂堂正

正的中國人，認真思考臺灣在民族復興中的地位和作用，把促進國家完全

統一、共謀民族偉大復興作為無上光榮的事業。 

臺灣前途在於國家統一，臺灣同胞福祉系于民族復興。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是維護兩岸和平、促進兩岸共同發展、造福兩岸同胞的正確道路。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要兩岸同胞共同推動，靠兩岸同胞共同維護，由兩岸同胞

共同分享。中國夢是兩岸同胞共同的夢，民族復興、國家強盛，兩岸中國

人才能過上富足美好的生活。在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進程中，臺灣同

胞定然不會缺席。兩岸同胞要攜手同心，共圓中國夢，共擔民族復興的責

任，共用民族復興的榮耀。臺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產生，必將隨著民族復

興而終結！ 

第二，探索“兩制”臺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和平統一、一

國兩制”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體現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中華

智慧，既充分考慮臺灣現實情況，又有利於統一後臺灣長治久安。 

制度不同，不是統一的障礙，更不是分裂的藉口。“一國兩制”的提

出，本來就是為了照顧臺灣現實情況，維護臺灣同胞利益福祉。“一國兩

制”在臺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臺灣現實情況，會充分吸收兩岸各

界意見和建議，會充分照顧到臺灣同胞利益和感情。在確保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統一後，臺灣同胞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等

將得到充分尊重，臺灣同胞的私人財產、宗教信仰、合法權益將得到充分

保障。 

兩岸同胞是一家人，兩岸的事是兩岸同胞的家裡事，當然也應該由家

裡人商量著辦。和平統一，是平等協商、共議統一。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

分歧問題是影響兩岸關係行穩致遠的總根子，總不能一代一代傳下去。兩

岸雙方應該本著對民族、對後世負責的態度，凝聚智慧，發揮創意，聚同



9 
 

化異，爭取早日解決政治對立，實現台海持久和平，達成國家統一願景，

讓我們的子孫後代在祥和、安寧、繁榮、尊嚴的共同家園中生活成長。 

  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臺灣任何政黨、團體同我們的交往都不存在

障礙。以對話取代對抗、以合作取代爭鬥、以雙贏取代零和，兩岸關係才

能行穩致遠。我們願意同臺灣各黨派、團體和人士就兩岸政治問題和推進

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有關問題開展對話溝通，廣泛交換意見，尋求社會共

識，推進政治談判。 

  我們鄭重倡議，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

上，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推舉代表性人士，就兩岸關係和民族未來開展廣

泛深入的民主協商，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 

  第三，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維護和平統一前景。儘管海峽兩岸尚未完

全統一，但中國主權和領土從未分割，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

未改變。一個中國原則是兩岸關係的政治基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兩岸

關係就能改善和發展，臺灣同胞就能受益。背離一個中國原則，就會導致

兩岸關係緊張動盪，損害臺灣同胞切身利益。 

  統一是歷史大勢，是正道。“台獨”是歷史逆流，是絕路。廣大臺灣

同胞具有光榮的愛國主義傳統，是我們的骨肉天親。我們堅持寄希望於臺

灣人民的方針，一如既往尊重臺灣同胞、關愛臺灣同胞、團結臺灣同胞、

依靠臺灣同胞，全心全意為臺灣同胞辦實事、做好事、解難事。廣大臺灣

同胞不分黨派、不分宗教、不分階層、不分軍民、不分地域，都要認清“台

獨”只會給臺灣帶來深重禍害，堅決反對“台獨”分裂，共同追求和平統

一的光明前景。我們願意為和平統一創造廣闊空間，但絕不為各種形式的

“台獨”分裂活動留下任何空間。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我們願意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

的前景，因為以和平方式實現統一，對兩岸同胞和全民族最有利。我們不

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

涉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絕非針對臺灣同胞。兩岸同

胞要共謀和平、共護和平、共用和平。 

  第四，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夯實和平統一基礎。兩岸同胞血脈相連。

親望親好，中國人要幫中國人。我們對臺灣同胞一視同仁，將繼續率先同

臺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機遇，為臺灣同胞臺灣企業提供同等待遇，讓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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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多獲得感。和平統一之後，臺灣將永保太平，民眾將安居樂業。有強

大祖國做依靠，臺灣同胞的民生福祉會更好，發展空間會更大，在國際上

腰杆會更硬、底氣會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嚴。 

  我們要積極推進兩岸經濟合作制度化，打造兩岸共同市場，為發展增

動力，為合作添活力，壯大中華民族經濟。兩岸要應通盡通，提升經貿合

作暢通、基礎設施聯通、能源資源互通、行業標準共通，可以率先實現金

門、馬祖同福建沿海地區通水、通電、通氣、通橋。要推動兩岸文化教育、

醫療衛生合作，社會保障和公共資源分享，支持兩岸鄰近或條件相當地區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 

  第五，實現同胞心靈契合，增進和平統一認同。國家之魂，文以化之，

文以鑄之。兩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種，中華文化是兩岸同胞心靈的根

脈和歸屬。人之相交，貴在知心。不管遭遇多少干擾阻礙，兩岸同胞交流

合作不能停、不能斷、不能少。 

  兩岸同胞要共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動其實現創造性轉化、創

新性發展。兩岸同胞要交流互鑒、對話包容，推己及人、將心比心，加深

相互理解，增進互信認同。要秉持同胞情、同理心，以正確的歷史觀、民

族觀、國家觀化育後人，弘揚偉大民族精神。親人之間，沒有解不開的心

結。久久為功，必定能達到兩岸同胞心靈契合。 

  支持和追求國家統一是民族大義，應該得到全民族肯定。偉大祖國永

遠是所有愛國統一力量的堅強後盾！我們真誠希望所有臺灣同胞，像珍視

自己的眼睛一樣珍視和平，像追求人生的幸福一樣追求統一，積極參與到

推進祖國和平統一的正義事業中來。 

  國家的希望、民族的未來在青年。兩岸青年要勇擔重任、團結友愛、

攜手打拼。我們熱忱歡迎臺灣青年來祖國大陸追夢、築夢、圓夢。兩岸中

國人要精誠團結，攜手同心，為同胞謀福祉，為民族創未來！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