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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九二共识”历史存证》对“九二共识”而言，是彰显而非终结。
一方面，两岸政党间基于“九二共识”的交流活动以及落实胡锦涛总书记与连战主席、宋楚瑜主席会
谈公报共识的各种努力持续深入；另一方面，台湾当局迟迟不愿承认体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
共识”，不断推动“台独”分裂活动，甚至终止运作、适用追求两岸最终统一的“国统会”、“国统
纲领”，导致两岸对话与商谈始终难以恢复。
这提供了两种不同的道路和选择。
哪一种是以两岸同胞的福祉为依归，哪一种是以一己之私而损害台湾人民利益，自会受到民意和民心
的检验。
　　“两岸之道，唯和与合，势之所趋，事之必至”，实现两岸和平发展与合作双赢的关键取决于对
“九二共识”的态度与认知。
2005年6月，我们将“九二共识”的相关文献资料汇编成册。
此次再版，并重序前言，以资见证并纪念辜、汪二老对改善与发展两岸关系所做的努力和贡献，同时
旨在以事实还原历史真相，昭示两岸谈判陷入僵局的真正症结，揭橥两岸和平发展与双赢的要义，供
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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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 何谓“九二共识”为历史留下公正的注脚——1992年两会达成共识始末“九二共识”的历史真相海
协有关人士讲述1992年两会达成共识情况海协负责人就所谓“九二香港会谈基础”问题发表谈话：“
九二香港会谈”的基础就是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二 达成“二九共识”的过程（一）两岸事务
性商谈中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问题的提出我有关方面负责人就台湾当局“国家统一纲领”发表
谈话附：台湾“国家统一纲领”中共中央台办负责人受权就海峡两岸关系与和平统一问题提出三点建
议（节录）唐树备会见陈长文时提出处理海峡两岸交往中具体问题应遵循的五项原则唐树备在新闻发
布会上指出“一个中国”原则已是两岸的共识，不应成为事务性商谈困扰唐树备在致陈长文信中提出
，在两会事务性商谈中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表述方式，可以充分协商海协负责人就台湾当局关于两岸事
务性商谈中“一个中国”涵义的文件发表谈话附：台湾“国统会”通过关于“一个中国”的涵义（二
）香港会谈及达成共识的情况海协及海基会就“海峡两岸公证书使用”问题在香港进行工作性商谈海
协及海基会在香港工作性商谈中就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所提表述方案海协就海峡两岸公证书使用问题商
谈至函海基会附一：海基会11月3日立新闻稿附二：海基会12月3日“关于两岸文书查证”等事函海协
负责人就两岸公证书使用的香港工作性商谈发表谈谈话三 “九二共识”的历史地位中共中央台办、国
务院台办受权就两岸关系问题发表声明，表示只要台湾当局明确承诺不搞“两国论”，明确承诺坚持
“九二共识”，我们愿意授权海协与台湾方面授权的团体或人士接触对话钱其琛在纪念江泽民八项主
张发表七周年座谈会上，呼吁在“九二共识”基础上重开海协与台湾海基会的对话与谈判（节录）唐
家璇在纪念汪辜会谈十周年之际呼吁，只要双方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谈起来，议题是开放的，谈判
空间是广阔的汪道涵为纪念汪辜会谈八周年发表专文：历史的昭示与未来的抉择汪道涵在海协成立十
周年招待会上发表书面讲话指出，在1992年两会共识的基础上重开对话与谈判，仍然是政治僵局能否
打破、两岸关系能否改善的关键（节录）汪道涵在纪念汪辜会谈十周年时指出，两岸对话与谈判是和
平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陈云林在海协成立十周年招待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改善与发展
两岸关系的重要基础（节录）陈云林在纪念江泽民八项主张发表八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对话与谈判能
否恢复，关键取决于台湾当局对“九二共识”的态度（节录）陈云林在纪念汪辜会谈十周年之际呼吁
：积极促进两岸对话与谈判，开创两岸关系发展新局面李炳才发表专文纪念“九二共识”十周年：坚
持“九二共识”，早日重开对话李亚飞在香港《文汇报》举办的两岸关系研讨会上的发言：坚持一个
中国原则方能恢复对话海协人士驳斥台当局欺骗言论，指出协商谈判要有基础和目标尊重历史才能彰
显诚信将“九二共识”议题化就是拒绝重开两岸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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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历史留下公正的注脚——1992年两会达成共识始末　　1992年11月，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
的海峡交流基金会就解决两会事务性商谈中如何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问题，找到了解决办法
。
两会达成了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但是，台湾方面这些年来
把两会的共识说成了“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历史是不可更改的。
共识究竟是什么？
历史的真实又是什么？
回顾这段历史，真相即可大白。
　　事务性商谈中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态度问题的提出　　1987年底，长达30多年的两岸隔绝状态
被打破后，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等各项交流随之发展起来，同时也衍生出种种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当局不得不调整“不接触、不妥协、不谈判”的“三不政策”，成立得到官方授
权的与大陆方面联系与协商的民间性中介机构，出面处理自己“不便与不能出面的两岸事务”。
1990年11月21日，体现这一意图的海基会成立，1991年3月9日开始运作。
海基会成立时，自我规定以“中国的、善意的、服务的”为宗旨。
为了发展两岸关系，尤其是逐步推进两岸谈判，并且注意到海基会的上述态度，大陆方面在确定以适
当方式与海基会接触、商谈时，就认为两会商谈应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使之在一个健康的轨道上进行
。
　　1991年4月28日，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陈长文率团来北京访问。
4月29日，国台办副主任唐树备在会见陈长文时，受权提出了处理海峡两岸交往中的具体问题应遵循的
五条原则，其中第二条是：“在处理海峡两岸交往事务中，应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
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也反对‘一国两府’以及其他类似的主张和行为。
”11月3日至7日，陈长文再次率团来北京，就合作打击台湾海峡海上走私、抢劫犯罪活动问题进行程
序性商谈。
商谈中，唐树备再次提出希望海基会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争取双方达成共识。
双方首次讨论了在事务性商谈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但未能达成共识。
此后，台“陆委会”一再强调台湾方面对一个中国涵义的理解与大陆方面不同，而表达对一个中国的
态度是政策性的问题，与事务性商谈无关，海基会在事务性商谈中不得谈这个问题。
　　为便于与海基会接触、商谈，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推动成立海峡两岸关系协会。
1991年12月16日，海协成立，开始与海基会接触、商谈。
海协根据国台办授权，继续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两会交往和事务性商谈的基础。
　　1992年3月23日至26日，两会在北京就“海峡两岸公证书使用”和“开办海峡两岸挂号函件查询、
补偿”问题进行第一次工作性商谈。
商谈期间，海基会人员按台“陆委会”的要求，一再表示“没有受权谈一个中国问题”。
同时，他们在商谈中提出的主张，则明显违反了一个中国的原则。
例如，在解决两岸公证书使用问题中，海基会起初用比照国家间驻外使领馆认证的做法来处理大陆公
证书在台湾的使用；在解决开办两岸挂号函件业务问题中，援引国家间通邮的做法。
实践再次说明，在商谈中确立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是必要的，而如何达成这一共识的方式是可以
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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