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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高峰会  
2015 年 11 ⽉ 5 ⽇ 

孔杰荣，纽约⼤学法学院教授 

 

＊英⽂原⽂发表于 2015 年 11 ⽉ 5 ⽇中参馆⽹站：

http://www.chinafile.com/conversation/china-taiwan-summit。亚美法研究所译。  

 

我同意黎安友（Andrew Nathan）教授对马习会的分析。此外，虽然可以理解这次会晤在
台湾引起的各种焦虑，我还是认同马习会有其可取之处。我不认为会晤的结果将会证实⽬
前台湾各⽅表达出的许多担忧。 

我认为马英九总统主要是想树⽴⼀个强调过程、具有象征意义的先例。他并不意在取得任
何实质性的结果，⽽且他现在也不在这样⼀个可以进⾏实质性谈判的政治位置上。我相信
马英九希望开拓⼀系列持续性的领导层会晤，借此加强海峡两岸的沟通，激发两⽅的政府
部门将注意⼒集中在合作上，并希望这些合作⽐他第⼆任期间的合作更具创造性。这次与
习近平的会晤是马英九继第⼀任期后在加强两岸交流合作⽅⾯成就的顶峰。马政府第⼀任
内通过创新的⽅式，使台湾在与其对⼿中国⼤陆谈判中不失平等和尊严，这是令⼈钦佩的

巨⼤成就，但台湾⼈民和国际社会给予马英九的赞许太少。这次会晤是否能成为⼀次真正
的先例，⽽不是昙花⼀现，甚⾄是个错误，将取决于马的继位者——不管是“他”还是“她” 
——能否在这次会晤的基础上有所建树。 

诚然，习近平可能基于不同的原因想要与马英九会⾯。⽏庸置疑，他意识到马英九之后的
台湾可能会脱离北京的轨道，为此他应该想将两岸沟通的程序制度化。许多⼈担⼼马英九
卸任之后中共将对台湾施加新的威胁和压⼒，习近平可能想借此⾼峰会对台湾展开“魅⼒
攻势”，⽽不是诉诸威胁和压⼒。 

当然，两岸⾼峰也可能有⼀些实质性的讨论。其中最有可能的是，习近平或许想确保台湾
坚定不移地⽀持中国⼤陆倍受争议的南海主张。中国因其模糊⽽范围庞⼤的南海九段线使
⾃⼰处于孤⽴⽆援的位置。在菲律宾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仲裁庭提出的仲裁案件中，中国
这些主张可能很快就会被驳斥。尽管南海九段线最初源于中华民国，在中华⼈民共和国成
⽴之前就已经提出，但如果台湾跟中国⼀样坚持“⽆所不包”，将是相当不智。事实上，中
华民国外交部 10 ⽉ 31 ⽇针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仲裁案发表的声明，显⽰出值得赞赏的审
慎，甚⾄可能是对其早期⽴场⼀个微妙的调整。 

不到四十八小时，马习会就要召开，届时我们就会知道更多详情。如英国诗人马修·阿诺
德（Matthew Arnold）所说，“只有时间会告诉我们。”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