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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理论

第一节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第二节“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实践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理论

本章重点：

1、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 2、“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和发展
{ 3、“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成功实践
{ 4、新形势下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第一节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一、维护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二、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

三、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人民不可动摇的坚强意志

第九章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理论



一、维护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综观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始
终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反对分裂，坚持统一，
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的光荣传统。

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大家庭。从公元前
221年秦始皇统一到1911年辛亥革命，2千多年中统一的
封建王朝有：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共
计1874年，分裂时期的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只有
258年。

第一节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在中国历史上，出卖国家民
族利益、制造分裂的人，历来
被人民所唾弃。

审判汉奸

处死川岛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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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

Ø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和强烈期盼。

Ø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和基本

任务。

Ø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已经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启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征程

（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并一直在致力于推进祖国完全统一

的大业（在新时期党的三大历史任务之一）的历史任务。



三、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人民不可动摇的坚强意志

第一节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符合中

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符合中国社

会发展的历史潮流。实现祖国完

全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所

有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心愿。



三、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人民不可动摇的坚强意志

第一节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中国共产党在实现祖国统一问题上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毛泽东：台、澎、金、马整个地收复回来，完成祖国统一，这
是中国人民的神圣任务，这是中国内政。

邓小平：如果到1997年后中国还不能收回香港，人民就没有理
由信任我们。

江泽民：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这 是
中华儿女不可动摇的共同愿望和决心。

胡锦涛：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
是中国政府和人民不可动摇的意志和决心，符合包括2300万台湾同
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祖国统一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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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其实践

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和发展

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意义

三、“一国两制”构想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

四、新形势下对台湾工作方针

第九章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理论



1.从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解放台湾

（1）台湾问题的由来和实质：

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节“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其实践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中国的史籍记载中，台湾在战国时代称为

“岛夷”，前后汉和三国时代称“东鲲”、“夷
洲”，隋、唐以后称“流求”，明万历年间正式
在公文上使用“台湾”的名称。



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节“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其实践

•据载隋炀帝曾3次派人到台湾,访察异俗.

•由唐到宋的600年间，大陆沿海人民，为了躲避战乱兵祸，

纷纷流入澎湖或迁至台湾

•至南宋时，澎湖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并派有军民屯

戍。

•元朝正式在澎湖设“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民政.中

国在台湾设立专门政权机构，也自此开始。

•明朝永乐年间航海家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访问南洋各国，

曾在台湾停留。

（1）台湾问题的由来和实质：



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节“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其实践

（1）台湾问题的由来和实质：

• 1642年，荷兰人夺取了西
班牙人在台湾北部的据点，
台湾自此沦为荷兰的殖民
地。

• 1661年，郑成功率领2.5
万名将士及数百艘战船，
成功收复台湾。

郑成功收复台湾



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节“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其实践

（1）台湾问题的由来和实质：

1683年，郑克爽

率众归顺。自此台
湾在清政府直接统
治之下。清政府统
一台湾之后，翌年

在台湾设1府3县，
隶属福建省。

清时期全图



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节“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其实践

（1）台湾问题的由来和实质：

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 
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
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和澎
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台湾从而
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开始了长
达50年的日据时期。
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台湾

民众进行过多次武装起义,都被
残酷镇压 。



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节“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其实践

（1）台湾问题的由来和实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中、美、英三国共
同签署的《开罗宣言
》中规定：“日本所窃
取于中国之领土，例
如满洲、台湾、澎湖
列岛等，归还中国”。

蒋介石与罗斯福、丘吉尔在开
罗会议上。



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节“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其实践

（1）台湾问题的由来和实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
正是以台湾作为南进基
地，使中国南部和东南
亚人民备受蹂躏。 1945
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
条件投降。



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节“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其实践

（1）台湾问题的由来和实质：

台湾问题是中国国内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

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国民党统治集团

退踞中国的台湾省，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

与中央政府对峙，由此，产生了台湾问题。



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节“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其实践

（1）台湾问题的由来和实质：

台湾问题实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宣告成立，取代中华民国政府成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
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这是在同一国际法
主体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新政权取代旧政权，中国
的主权和固有领土疆域并未由此而改变，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

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



1.从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解放台湾

（2）武力解放台湾
Ø 1949年3月，新华社发表题为《中国人民

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时评。这是中国共产

党首次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

Ø 1949年12月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

全国同胞书》，明确提出1950年的任务就

是解放海南岛、台湾和西藏。

Ø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台湾当局加紧推动

与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

Ø 1954年7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再次

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表示不能承认美国

军事干涉和占领台湾。

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节“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其实践



（3）和平解放台湾

20世纪50年代中期，围绕台湾问题的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

化。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了对台政策，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主

张 。

“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

备进行第三次合作 ” 。“爱国一

家”、“爱国不分先后”。

1.从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解放台湾

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节“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其实践



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
人事安排由蒋介石决定

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由中央拨付

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协商解决

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一
纲
四
目

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提出“一纲四目”

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和发展



2.“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形成和确立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首次以“统一大业”代替“解放台湾”。
20世纪70年代联大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国内外形势

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对台政策。

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节“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其实践



1981年9月，叶剑英对新华社记者发表了被称为“叶九条”

的谈话，进一步阐明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

叶剑英

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节“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其实践



1983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

人学者时，进一步阐述了实现台湾和

祖国大陆和平统一的构想，后来被称

为“邓六条”。

1985年3月，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

议正式把“一国两制”确定为中国的

一项基本国策。

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节“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其实践



1.“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基本内容
（1）一个中国

（2）两制并存

（3）高度自治

（4）尽 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但不承诺放弃武力

（5）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寄希望与台湾人民。

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意义

第二节“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其实践



2.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重要意义

（1）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2）有利于争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所需要的和平的

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

（3）为解决国家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提供新思路。

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意义

第二节“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其实践



三、“一国两制”构想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

根据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我国政府先后分别和英
国政府、葡萄牙政府就香港、澳门主权回归问题进行了多轮

谈判并达成协议，香港、澳门成功地回到祖国怀抱，并在回

归后保持了繁荣稳定，使“一国两制”由科学构想变成了现实。

第二节“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其实践



三、“一国两制”构想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

第二节“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其实践

1、香港、澳门问题的由来；

2、香港、澳门问题的解决过程；

3、香港、澳门问题解决的示范效用。



三、“一国两制”构想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

第二节“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其实践

（1）、香港问题的由来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
割让香港岛给英国。

1860年10月24日：中英签订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割让
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地区给英国。

1898年6月9日：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
条》，租借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地区及附近262个岛屿，租期
99年（至1997年6月30日结束）。



三、“一国两制”构想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

第二节“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其实践

（2）澳门问题的由来
澳门地区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有文字可考的建制始于秦代，明清两代

广州府香山县管辖。

澳门古称濠镜澳，在葡萄牙人入据以前，已是一个对外贸易港口。
1553年葡人贿赂广东地主官吏而得以入据澳门，以后又向中国政府交

纳地租租居澳门半岛的一部分作为固定居留地。明清政府在澳门设置官吏，
驻扎军队，征收课税，有效地行使主权；但在葡人管辖范围也给予高度的自
治权。

19世纪中叶以后，在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和列强瓜分中国的背景下，葡
萄牙乘机拒交地租，驱赶驻扎在澳门的清朝官员和军队，又侵占澳门半岛全
部，强占仔、路环两岛，从而占领了整个澳门地区。

1887年，不平等条约《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签署，条约规定：葡国永
居管理澳门，但未经中国首肯，葡国永不得将澳门让与他国。

1987年，中葡在北京签署《中葡联合声明》，宣布中国将于1999年
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1997年7月1日,
香港回归，普天同庆。

在香港的成功实践
2、香港、澳门问题的解决过程

第二节“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其实践



1999年12月20日，
澳门回归，中华振兴。

在澳门的成功实践

三、“一国两制”构想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

第二节“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其实践



第二节“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其实践

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对于解决台湾

问题，最终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将会产

生强大的示范效应。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

出的，“解决香港问题为‘一国两制’率先垂
范，将使祖国统一大业展现非常美好的、

广阔的前景。

3、香港、澳门问题解决的示范效用



1.新形势下台湾问题的内外环境

（1）岛内政局演变简介

（2）两岸关系发展总趋势

四、新形势下对台湾工作方针

第二节“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其实践



四、新形势下对台湾工作方针

台湾政治的演变概况

第二节“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其实践

u蒋介石从1949在台连任“总统”至1975年去世。
u蒋经国连任至1988年去世。
u李登辉继任至2000年3月，国民党在台湾大选中失
败，李登辉被迫下台，由陈水扁继任。

u2004年选举中，陈水扁再次连任。
u2008年，马英九上台。



四、新形势下对台湾工作方针

当代台湾政局简介

第二节“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其实践

主流政治的两大阵营为以国亲两党为主的泛蓝阵营和
民进党为主的泛绿阵营。
泛蓝阵营：
1、国民党（1894年）
2、亲民党（2000年）
3、新党（1993年）
泛绿阵营：

1、民进党（1986年）
2、台湾团结联盟（2001年）
3、建国党（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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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关系发展的总趋势

{当前两岸关系总的发展趋势是在以和平、互利、共同发展
为主流的大背景下曲折前进。

{总的发展思路是用经济和文化层面交流来促进政治层面的
交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努力增强两岸双方政治互
信 。台湾不独，大陆不武的状态将继续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

四、新形势下对台湾工作方针

第二节“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其实践



国民党上台后两岸经济、文化和政党之间的交流合作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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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形势下对台湾工作方针



2.新形势下对台工作方针

（1）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

成而继续奋斗》

（2）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

求

（3）2005年，胡锦涛提出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的四点意

见

第二节“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其实践

四、新形势下对台湾工作方针



（4）十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通过了《反分裂

国家法》将中央对台

方针政策法律化。

全国人大高票通过《反国家分裂法》

第二节“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其实践

四、新形势下对台湾工作方针



（5）2008年12月胡锦涛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

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

思想。

第二节“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其实践

四、新形势下对台湾工作方针



（6）2013年习近平就坚定不移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的

四点意见：

第一，坚持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高度把握两岸关系大局

第二，坚持在认清历史发展趋势中把握两岸关系前途

第三，坚持增进互信、良性互动、求同存异、务实进取。

第四，坚持稳步推进两岸关系全面发展

第二节“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其实践

四、新形势下对台湾工作方针



3.两岸和平发展的标志性事件

第二节“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其实践

（1）、海协会和海基会复会
（2）、陈云林访台
（3）、“大三通”正式开启
（4）、陈江会
（5）、ECFA
（6）、习马会

四、新形势下对台湾工作方针



第二节“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其实践

1、海协会和海基会复会
第一次汪辜会谈
时间 1993年4月27日至30日
地点 新加坡
背景
1992年底大陆海协会与台湾海

基会达成共识：“海峡两岸均坚持
一个中国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的统
一。”为1993年的“汪辜会谈”
铺平了道路。不过台当局同意举行
汪辜会谈的本意，是想以发展两岸
关系为筹码，换取大陆承认台湾为
“对等政治实体”。

四、新形势下对台湾工作方针



第二节“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其实践

1、海协会和海基会复会
第二次汪辜会谈
时间 1998年10月14日
地点 上海
背景 1997年后，在“反分裂、
反台独”斗争取得重大成果，香
港顺利回归祖国，以及国际形势、
两岸关系形势出现新变化的情况
下，中国大陆方面采取主动，继
续推动第二次汪辜会谈。台当局
在岛内民众以及美国的促谈压力
下，为了逃脱破坏两岸关系发展
的责任，最终同意辜振甫参访大
陆。

四、新形势下对台湾工作方针



第二节“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其实践

1、海协会和海基会复会

两会复谈
时间 2008年6月11日至14日
地点 北京
背景 马英九5月就任台湾地
区领导人后，必须积极实现竞
选期间承诺的两岸融冰，藉此
恢复台湾经济竞争力的各项支
票。在四川大地震后，两岸同
胞同心救灾，加上国民党主席
吴伯雄成功访问大陆，大陆对
台思维获得外界高度评价。

四、新形势下对台湾工作方针



2、陈云林访台

11月3日（星期一）：从北京出发抵达桃园机场随即转往圆山
饭店。陈会长拜会辜严倬云女士，两会副会长进行相关协议预备
性磋商。

11月4日（星期二）：举行第二次“陈江会谈”。陈云林会见
赖幸媛，海基会酒会。

11月5日（星期三）：两岸工商及航运座谈会，两岸金融座
谈会。

11月6日（星期四）：两岸互赠珍稀动植物记者会。下午拜
访证严法师；陈云林会见马英九。

11月7日（星期五）：包机返回。



3、会晤成果与意义

四项协议的签署

大三通正式实现

实现两会制度化协商

象征意义十足





{ 2009. 2.27，马英九为降低蓝绿关于两
岸“综合性经济协议”(CECA)的对抗，
正式将其更名为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
议 ” (ECFA ，
Economic Cooperat ion FrameworkAg
reement)，但绿营仍表示强烈质疑。双
方就此展开激烈攻防，引发岛内高度
关注。

ECFA



第二节“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其实践

6、习马会

时间 2015年11月7日15:00
地点 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
背景 习近平在中新建交25周
年之际，应邀访问新加坡，为
“习马会”创造了先机。“汪

辜会谈”历史传承的意涵，新
加坡也就成了大陆对“习马会”
唯一认可的国际地点。以上为
“天时、地利”，也呼应了马
英九一再重申的“习马会”要
选择“适当时机、适当场合”
的原则。

四、新形势下对台湾工作方针



习马会重大意义
总结了两岸交往的历史经验，共同书写了两岸关系的最大公约

数。“习马会”上两岸领导人对两岸关系的政策主张阐述，不乏共
同点和相互呼应之处。两岸领导人都强调坚持“九二共识”、反对
“台独”是两岸的政治基础；两岸领导人视致力于中华民族复兴为
两岸的共同使命；两岸领导人都认为，双方应该相互尊重彼此的
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不应成为干扰两岸交流合作，
伤害同胞感情的因素。这三个共同点，实际上构成了两岸关系最
大公约数的主要内涵，由此也明确了巩固和发展两岸关系的基础。

{ 会议发出了台海事务作为中国内部事务，应当由两岸中国人
共同解决的信号。从1993年“汪辜会谈”以来，到2005年中国国民
党主席连战“登陆”，再到此次两岸 高领导人会面，尽管期间两
岸关系的发展曾经出现波折，但是从经济交流、人文交流到政治
商谈的发展轨迹没有改变，两岸和平发展的趋势已初步形成。



习马会重大意义
{ 开辟了两岸良性互动的新空间。

对于台湾方面建立两岸热线的呼吁，大陆方面积极予以

回应，双方两岸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之间有望建立起沟

通热线，从而推动两岸高层交往机制化、日常化。对于

台湾涉外活动问题，在不造成“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的前提下，大陆愿意通过务实协商，作出合情合理的安

排。同时，大陆方面欢迎台湾同胞积极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欢迎台湾以适当方式加入亚投行。这些主张不仅

有助于提振台湾经济，增进两岸的民心交流，也有助于

两岸关系进一步向命运共同体演变。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