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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 日至 3 日，由两岸 20 家民间
团体共同主办的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在北
京举行，约 280 位来自两岸的社会各界
代表性人士出席论坛，围绕两岸关系发
展中的重要问题开展交流对话。

汇聚两岸民意和智慧

今年 5 月份民进党当局上台后，迄
今拒不承认既有的“九二共识”政治基础
及其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核心意涵，导
致在和平发展轨道上稳健运行的两岸关
系骤然陷入僵局，两岸和平发展论坛举
行是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民意、智
慧和力量的一次不同寻常的汇聚。

自 2006 年以来，国共两党有关方
面共同主办的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已经成
功举办了 10 届，是国共两党交流对话
的一个重要平台，为促进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两岸经贸
文化论坛升级为两岸和平发展论坛，继
续致力于推动民间直接沟通，创造和平
发展的契机。本次论坛围绕“政治互信
与良性互动”“新经济发展与两岸合
作”“文化传承与创新”“深化两岸民间
交流”，以及“探索新愿景、开辟新路
径”等五大议题展开。“参加此次论坛
的团体更多，与以往相比更具多元性和
代表性。论坛设置了政治组、经济组、
社会组、文化组和青年组五个专题讨
论，其中政治组和青年组是第一次独立
设组，相信论坛将为两岸关系问题解决
找到更多新的可能。”台湾世新大学传
播学院院长游梓翔说。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张志
军为论坛提出五点建议：一是要为维护

“九二共识”政治基础凝心聚力；二是要为
深化两岸经济融合发展提供动力；三是要
为推动两岸同胞交流献计献策；四是要为
加强两岸文教合作多作贡献；五是要为促
进两岸青年共同成长发挥作用。

中国文化院院长许嘉璐表示，此次
论坛是两岸有识之士智慧的体现。论坛
形式改了，包容性更大了，而其内涵并没
有变，依旧是为了加强两岸交流，维护两
岸和平，增进两岸人民的福祉。为此，我
们必须坚持“九二共识”，坚持一个中国，
反对“台独”。

“两岸不能没有沟通的管道。希望
各方通过论坛上的讨论，找出新思维，代
替旧思维，为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铺出
一条更坚实更宽广的康庄大道。”国政研
究基金会董事长特聘顾问、中国国民党
副主席詹启贤说。

共同把握发展机遇

经济发展直接关系两岸同胞的福
祉，两岸和平发展论坛上经济组的讨论
格外引人注目。“目前两岸经贸关系面临
政治与经济的叠加冲击，出现很多新问
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如何为两岸
经济融合发展注入新内容新动能，如何
促进两岸产业的结合，如何增强两岸基
层民众的获得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
义。”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张冠
华说。

大陆经济快速崛起，台湾面临成长
不足，两岸经济加强合作、互促共长成为
与会者的共识。

国政研究基金会经发财政组资深顾
问韦伯韬指出，大陆的经济增长率超过

10%有 16 年，如果以 7%的成长继续走
下去，估计10年之内经济总量会超过美
国。台湾10年年均增长2.3%，近2年平
均不到1%，明年经济展望也只有1%，所
以台湾经济面临成长不足。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表
示，随着“十三五”规划的实施，创新
驱动正成为大陆经济发展的巨大内生
力，新的经济增长点正加速形成，将释
放出巨大的潜力。希望台湾工商业界意
识到大陆的巨大机会，积极参与，不要
错失时机。

台湾工商建研会第一副理事长郭国
圣认为，大陆推出了很多优秀的经济战
略，“一带一路”更是蕴含了巨大的经济
发展空间，台湾应抓住这一机遇，发挥自
身优势积极参与。“随着大陆经济的崛
起，两岸经济发展已经分别进入了不同
的阶段，台湾工商业界应尽快适应这种
改变，作出新的布局。”郭国圣说。

中 国 工 业 经 济 联 合 会 主 席 团 主
席 、 中 国 建 材 集 团 董 事 长 宋 志 平 表
示 ， 两 岸 经 济 已 进 入 更 高 层 面 的 合
作，都在面临转型升级的问题，两岸
企业要携手促进整体经济的转型。他
认为，未来在智能化等新兴经济方面
两岸有很多合作机会，“一带一路”建
设开发出的巨大国际市场为两岸企业
提供更大舞台，在创新创业方面两岸
双方也可以互相促进。

两岸交流步伐不可阻挡

王宠惠 1959 年生于台湾，2007 年
加入四川航空公司任飞行员，一家 5 口
在成都已经生活了9年。“飞行员这个职

业每半年就要进行一次证照考核，但由
于经济不景气，我的一些台湾飞行员同
行甚至找不到工作。作为一名普通百
姓，我由衷希望两岸交流热络、共同发
展，更多台湾同胞能到大陆来实地看看，
更多普通人能在两岸广阔的空间里发现
成长机会。”王宠惠说。

两岸和平发展是两岸同胞最大的福
祉，论坛上许多与会者都表达了和王宠
惠同样的呼声。汪小菲是土生土长的北
京人，6 年前与台湾女星徐熙媛结婚，因
而常参与到两岸交流活动当中。6 年
里，从“工作在大陆，家庭在台北”到“在
台湾创业，并且提供了 120 个就业机
会”，汪小菲说他发自内心地希望两岸之
间越来越好。

中国国民党青年团总团长吕謦炜认
为，两岸不应只关注差异，而忽视体会求
同。两岸青年需要持续加强交流，不局
限于走马观花地看风景。他建议通过实
习、就业或参加返乡服务队等方式建立
连结。“这样可以加深人与人的情感，毕
竟人的关键在于心，所以要从心开始。”

郭利泉是台湾农会主任，从 2005
年开始和大陆的各种农业组织开展交流
合作，这些年带着台湾的农产品和农业
合作意愿到大陆参加过水果论坛、精致
农业交流、农业产业化交流活动、农业
基层合作社发展研讨会、茶博会等，足
迹遍布福建、安徽、北京、海南、江
苏、黑龙江等很多地方。“虽然两岸现
在面临一些障碍，但两岸交流的步伐是
不可阻挡的，共同实现中国梦的愿望是
不可阻挡的。我们会继续加强与大陆农
业组织和企业的交流与合作。”郭利
泉说。

为两岸和平发展凝心聚力
——两岸和平发展论坛成功举办

本报记者 廉 丹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会见中国国民党大陆访问团一行时
指出，两岸开展经济合作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秉持互利双
赢，促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符合两岸同胞共同利益。
在目前 2008 年以来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良好势头受到严重
冲击情况下，习总书记的讲话对于继续推动两岸经贸交流合
作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008 年以来，两岸经济通过交流合作，优势互补，互
利双赢，给两岸同胞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仅 2015 年，
大陆与台湾地区贸易额就达到 1885.6 亿美元，大陆成为台
湾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但是今年 5 月以后，由于台湾新
执政当局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不认同两岸同属一中，
片面破坏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国台办与台湾
陆委会、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联系沟通和商谈机制停摆，
两岸交流合作受到影响，两岸同胞尤其是台湾同胞的利益
因此严重受损。今年 1 月至 9 月份，大陆与台湾贸易额为
1275.5 亿美元，同比下降 7%。其中，大陆对台湾出口为
291.4 亿美元，同比下降 13%；自台湾进口为 984.1 亿美
元，同比下降 5.1%。

促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符合两岸同胞共同利益。
我们坚持“两岸一家亲”，就要着眼于两岸同胞长远利益，
继续推动两岸经贸交流合作，继续推动深化两岸经济融合发
展。虽然目前两岸经济合作面临新形势新问题，但更蕴含着
新机遇新空间。大陆正着力实施“十三五”规划，深入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
实施方案、西部大开发，以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
将为台商投资布局、台湾青年就业创业、两岸产业合作提供
新机遇。

两岸同胞都对持续开展经贸交流合作表现出强烈愿望和
积极参与的热情。据商务部统计，今年前九个月，大陆共批
准台商投资项目2716个，同比上升30.5%，实际使用台资金
额 15.5 亿美元，同比上升 28.6%。各具特色的民间经贸交流
合作平台依然好戏连台：津台会、鲁台会、浙江台湾周、赣
台会、重庆台湾周、皖台投资合作对接会、江苏淮安台商论
坛等相继举办，包括台湾工商团体和企业负责人、青年和基
层民众代表等在内的两岸社会各界踊跃参与，并达成了许多
具体成果。

深化两岸经济融合发展，两岸各界就要积极发挥交流管
道作用，推动扩大两岸经贸往来，加强两岸产业合作，支持
两岸企业合作创新、共创品牌、共拓市场，扩大两岸中小企
业和农渔业合作，扩大基层民众参与面和获益面，让两岸民
众得到更多的福祉。

深化两岸经济融合发展
毛 铁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日前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
洪秀柱，并发表重要讲话。对此，南开大学台湾经济研究所
教授朱磊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今年5月民
进党执政后，迄今拒不承认既有的“九二共识”政治基础及
其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核心意涵，导致两岸制度化协商、沟
通和联系机制停摆，两岸民生福祉的交流合作深受影响。在
这种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在会晤中发表对台讲话，高瞻远
瞩，语重心长，为两岸和平发展、实现全民族复兴指明了
方向。

朱磊指出，对于国共两党今后的合作与发展，习总书记
的讲话着重强调了三个“需要”。

一是需要明确国共两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
应该扮演的角色。习总书记回顾历史时指出：“2005 年，
两党冲破历史藩篱，开启新的交往。两党领导人共同发布

‘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揭示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方
向。”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责任担当有共同之处，
均以中华民族的复兴为己任。正如总书记所说，虽然国共
两党有过恩怨，但在中华民族发展的紧要关头，为了民族
大义，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2016 年台
湾岛内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面
临“台独”势力的严重挑战，制造政治分歧与对立、破坏
两岸和平与统一绝不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以，国
共两党应该继续深化合作，推动实践最符合中华民族利益
的发展路线。

二是需要明确两岸关系发展中政党方针路线所依归
的民意究竟是什么。政党制定方针路线需要以民意为依
归，但真正的民意一定是绝大多数人民的意愿，是两岸
同胞与全体中华儿女的主流意愿。因此，习总书记强调

“两岸是割舍不断的命运共同体，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
的‘九二共识’政治基础，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维护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两岸同胞的民意主流。确保国家完
整不被分裂，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是全体中华儿女
共同意志”。如果视野只局限在谋求小部分民众的利益层
面，缺乏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格局与胸怀，就背离了真
正的主流民意。

三是需要明确政党面向未来怎样选择才能在历史潮流
中立于不败之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历史发展
进程中，只有能够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才能具
备长久的生命力。习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实现民族复
兴、再创中华盛世荣景，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如何
顺应历史潮流是摆在两岸各政党面前不可回避的选择题。
习总书记以“公道自在人心”来评价国共两党的历史贡
献，充分表明国共两党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作出的贡献已
写入历史，不容抹杀，更不能看不清方向。只有坚定维护

“九二共识”这一政治基础，坚决反对“台独”，持续推动
各领域的合作，才能增进两岸同胞福祉和亲情，才是实现
中华民族复兴的有效途径。

破坏两岸和平统一违背

中 华 民 族 根 本 利 益
——访南开大学台研所教授朱磊

本报记者 朱 琳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1日在北京
会见了洪秀柱主席率领的中国国民党大
陆访问团，并就两岸关系发展提出六点
意见。在2日开幕的两岸和平发展论坛
举办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成为与
会嘉宾们热议的话题。大家纷纷表示，
坚定原则，释放善意，对深化两岸社会
交流，推进两岸各领域合作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习总书记的讲话，方向明确，立
场坚定。在坚定维护‘九二共识’，坚
决反对‘台独’这一点上，国共两党其
实是一致的。”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经济
研究所教授丁仁方对习总书记讲话中所
提到的“两岸关系形势越是复杂严峻，
国共两党越是要为民谋利，准确把握两
岸社情民意脉动，开好解决两岸同胞尤
其是基层民众需求的方子”颇为感触，

“如何深化两岸交流，如何让两岸和平
发展红利充分地在基层民众中显现，这
需要我们透过论坛这一交流平台认真地
讨论，以寻得突破。”

台湾总工会理事长蔡明镇认为，两
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两岸交流越多越
好，基层交流不能也不会中断。此次论
坛强调民间性，与会代表来自两岸各
界，基层代表众多，为大家交流经验提
供了很好的平台。两岸在社会保障、职
工教育等方面可以互相学习，取长补
短。他说，“习总书记讲话中多次提到
基层，提出增进两岸同胞福祉，让我十
分感动”。

北京海峡两岸社区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刘俊华说，两岸同胞的交流，目的就
是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互信。互信的建立
对于海峡两岸和平发展意义重大。“两

岸一家亲，根基在社区，活力在基层，
根本还在交流。两岸和平发展，深化交
流与合作就是民心所向，是任何人或势
力阻断不了的。”

吉林大学校长李元元认为，当前，
因为台湾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
政治基础受到冲击，制度化沟通渠道已
经停摆，这个时候，民间交流就显得尤
为重要。“充分发挥两岸各个渠道、各种
社会组织的作用，积极行动起来才能为
青年学子，为更多的两岸同胞谋福利。”

“习总书记说，‘促进两岸经济社会
融合发展，符合两岸同胞共同利益’，
非常实在。两岸的农业合作与交流空间
宽广，台湾在农业技术、管理和物流方
面可以补充大陆缺口，大陆在资源、市
场上又能弥补台湾的不足，农业条件具
有互补性，合作才有互利双赢的空间。

良性的农业领域互动交流，一定可以对
两岸政治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发挥积极的
作用。”台湾农会理事长肖景田这样说。

“习总书记提到两岸是割不断的命
运共同体，我觉得特别感动。多年来，
两岸各层次的互动以及基层的交流早已
化解诸多的不解与分歧。所以我希望，
持续扩大两岸基层间彼此互相信赖、相
互尊重的交流。”台湾村里长联谊总会
荣誉总会长郭云辉说。

醒吾科技大学教授周添城说，“台湾
政局的变化影响到台湾社会经济发展，
也影响到两岸和平发展。习总书记讲话
指出了两岸之间目前存在的问题，需要
有一个合适的渠道来处理。和平、共荣，
实现民族复兴，是两岸人民共同的愿望，
这次国共两党领导人会晤，以及两岸和
平发展论坛就是一个很好的管道”。

两岸交流合作是民心所向
——与会嘉宾热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岸关系的讲话

本报记者 朱 琳

两岸和平发展论坛 11
月2日至3日在北京举行，约
280 位来自两岸的社会各界
代表性人士分政治组、经济
组、社会组、文化组和青年组
五个组就两岸各领域问题进
行讨论。

右图 11 月 2 日，两岸
和平发展论坛在北京开幕。

（新华社发）
左下 两 岸 和 平 发 展

论坛上，经济组在进行专题
讨论。

本报记者 廉 丹摄
右下 嘉宾们在论坛上

踊跃发言。
本报记者 朱 琳摄

本报讯 记者朱琳报道：两岸和平发
展论坛3日在北京闭幕。在为期两天的会
期中，来自海峡两岸的与会者们在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和青年五个组别的分组
研讨时积极建言献策，凝聚广泛共识。在
论坛闭幕式上还公布了 2017 年两岸交
流项目 41 个，主要针对学生和青年人
群，涵盖实习交流、创新创业、文化体育
等众多领域。

在研讨情况小结汇报中，政治组总
结指出，与会者一致认为需要高度重视
两岸政治互信在发展两岸关系中的重要
作用，两岸政治互信的基础就是“九二共
识”。两岸共同珍惜与维护来之不易的

“九二共识”，国共两党先行巩固政治基
础，在两岸政治协商对话机制停摆的情
况下，民间交流更应持续推进。

经济组就“新经济发展与两岸合作”
提出建议，应加强两岸在“一带一路”建设
中的合作；积极参与“中国制造2025“计
划；在新经济领域，创新两岸企业合作的
模式和途径，充分发挥台企联等工商团体
的作用，积极开展民间交流，搭建更多平
台。在“九二共识”基础上，维持并增强大
陆赴台采购、民众赴台观光持续推动解决
服贸货贸投资保障等。

青年组的建议包括，面向未来应扩
大台湾青年视野，强化两岸命运共同体
意识；推动两岸青年访学、实习、就业平
台建设，开创青年创新、创业新局面；增
进两岸青年的共通性，凝聚情感力量，进
一步深化交流合作。

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公布

明年两岸交流项目41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