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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
是2035远景目标的开局之年。在此时召
开的全国两会以及政府工作报告带给台海
关系未来的指向意义，也受到两岸学界的
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
院长李义虎：

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台
部分将近 120 字，是现场获得的 30 多次
掌声中非常响亮的一次。我对此有四点
解读：

第一，与往届相比，今年政府工作报
告对台部分的论述有不变的地方，有调整
的地方。不变的是“我们要坚持对台工作
大政方针”，这句话在近年来的政府工作
报告对台部分都有，是统领这一段落的主
轴。因此，需要注意的是“大政方针”与
一般对台政策的区别，二者的关系是统领
与被统领的关系。

第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大政方
针”后紧接着的一句是“坚持一个中国原
则和‘九二共识’，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和祖国统一”。大家也许还记得，去年
报告在现场宣读时，对台部分没有“九二
共识”、和平发展，一时引起注意和广泛
议论。但后来李克强总理吸收很多代表的
意见，在最后定稿，也就是公开发表稿上
又加进了“九二共识”、和平发展。

第三，对台部分还有一句话非常重
要、很有针对性，就是“高度警惕和坚决
遏制‘台独’分裂活动”。这句话针对目
前岛内政局演变和台海局势的演变。“警
惕”和“遏制”放在一起，表明既有政策
预警，又会有政策行动。

第四，在一个中国原则、“九二共
识”、祖国统一、反对“台独”等对台政
策基本意旨之下，大陆也会大力推动促进
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落实同等待遇
的制度和政策。对台工作的空间仍然很
大。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张文生：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台部分有一个
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把重点放在“操之在
我”，体现了我们对两岸关系发展的高度
自信。

第一，我们仍然强调坚持一个中国、
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我们的
基本立场是没有改变的。台湾当局如果不
承认“九二共识”、不改变“台独”立场
的话，我们不可能跟他恢复谈判、恢复协
商。

第二，我们仍然坚持保障台湾同胞的
权益和福祉，完善台湾同胞的同等待遇的
制度和政策，推动两岸交流交往，推动两
岸融合发展。我们对台湾人民仍然是一如
既往、一视同仁，把台湾人民当作自己的
同胞、当作自己一家人来看待。

第三，我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统一的基本方向没有改
变。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也是我们的最
终目标。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
李振广：

从 2020 年以来，两岸关系确实也面
临着很多的困难，许多人对两岸关系都有
很多的猜测，两岸关系受到了很大的冲
击。在这种情况下，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用
这100多个字把大陆2021年对台工作和政
策说得清清楚楚，展现了大陆对台政策问
题上的这种信心或者说是自信。

也就是说，大陆对台政策并没有受到
去年的两岸关系曲折变化的那种冲击那么
大的影响，意味着党中央认定两岸关系和
国家统一的时与势仍然在大陆一边，报告
中明显体现了这种战略自信和战略定力，
有一种“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气魄和高
度。

我 注 意 到 ， 针 对 今 年 报 告 涉 台 内
容，台湾陆委会主委邱太三则回应，称

“台湾民意长期主张维持现状，‘政府’
推动台海和平稳定的两岸政策立场一
贯，将持续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台
湾民主自由”。嘴巴很强硬，事实很窘
迫。大陆禁止台湾菠萝进口事件也是如
此。因大陆海关多次从台湾地区输入大
陆的菠萝中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大陆
暂停进口台湾菠萝，目前，岛内已经相
当狼狈。如果是那近 1000 亿美元的贸易
顺差“出事”，就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人
一年吞下 18 公斤菠萝就可将之消化掉
了”的事吧！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从根本上说，
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是祖国大陆
发展进步。我们要保持自身发展势头，同
时采取正确政策措施做好台湾工作。

对于大陆而言，保持自身发展势头，
实现祖国大陆发展进步，最终实现民族伟
大复兴才是当前的头等大事。而在两岸问
题上，时和势都在大陆一边。而且台湾是
中国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
法理事实，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
的！

（本报记者 修菁 采访整理）

没有人能阻挡
两岸春天如期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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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高度警惕和坚决遏制“台独”分裂活动，完善保障
台湾同胞福祉和在大陆享受同等待遇的制度和政策，促进海峡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两会期间，如何促进
祖国统一进程、如何进一步完善台胞同等待遇以及开拓两岸交流合作的新路径，也是台籍代表和委员展开热议、凝聚共识的热点话题。

“两岸融合发展不断加速，正成为不可阻挡的趋
势”“帮助台胞在大陆落地生根，我们愿做‘摆渡
人’”“同心同行，大道无垠，两岸同胞定能同心共创
民族复兴美好未来”……谈及两岸融合发展，多位在北
京出席全国两会的台籍代表委员受访时道出了心声。

近年来，两岸融合发展提速。这一议题成为今年两
会台籍代表委员的热门话题，他们的不少提案建议聚焦
于此。

“过去一年，我们不断就如何推动两岸交流合作、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进行深入调研，认真协商后，把调研
结果带到会议上来，通过参政议政方式，形成的许多提
案建议就可能成为政策措施，解决许多台胞关心的问
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台联副会长杨毅周介绍说。

在他看来，大陆方面一如既往地以“两岸一家亲”
为宗旨，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推动两岸交流
合作和两岸融合发展，持续出台为台湾同胞提供同等待
遇的政策措施，让广大台胞有获得感，也看到未来发展
希望。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变化世界瞩目，未来发
展前景可期，越来越多岛内青年为实现自身价值选择来
大陆打拼。”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台联会长邹振球
说，近年来，大陆不断推进落实同等待遇、出台惠及台
胞的政策措施，为台湾青年树立信心，让两岸融合发展
进程不断提速。

“尽管台湾当局限缩两岸交流，打压两岸合作，但
阻挡不了两岸融合发展的大趋势。众多岛内青年克服困
难和压力，坚持理性选择、用脚投票，就证明了这一趋
势。”邹振球期待更多岛内青年来大陆看看，多渠道、
多方位了解真实的大陆，融入大陆发展中来。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台联会长廖海鹰认为，两岸

深化融合发展需要增进彼此的沟通、交流、互信。“每个
来到大陆的台湾青年都怀揣着实现梦想的初心，他们看到
了真实的大陆，也感受到两岸交流的春风。”

他说，台湾的长远发展前景在大陆，“两岸一家亲”
不是一句空话。许多来大陆发展的台青，深入了解大陆
后，感受到大陆发展的真实状态、充沛的发展活力和巨大
的社会变迁，选择扎根大陆。两岸融合发展正成为不可阻
挡的趋势。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完善保障台湾同胞福祉
和在大陆享受同等待遇的制度和政策，促进海峡两岸交流
合作、融合发展，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对此，全
国政协委员、福建省台联会长江尔雄认为，这些承诺庄严
而郑重，从中充分感受到温情和善意。

江尔雄长期关心来大陆发展的台青，以实际行动促进
两岸融合发展。去年她提出的推动台湾青年搭上大陆直播
电商发展快车的提案，实现有效落地，促成海峡两岸（厦门）
直播电商产业合作园的设立，帮助许多台青抓住机遇。

“祖国大陆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对广大台湾同胞特
别是台湾青年来说，是一个巨大利好，也是时代赋予的机
遇。”江尔雄深信，越来越多台湾青年会主动地融入和参
与到大陆的新经济、新业态发展中来，这是大势所趋。

全国人大代表、台盟重庆市委会专职副主委许沛表
示，两岸融合发展将为两岸走向和平统一创造条件、奠定
基础。一系列惠台政策措施，充分体现大陆愿意同台湾同
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
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待遇。这些善意都是
两岸融合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相信随着两岸融合发展
不断深化，更多的台湾同胞会参与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进程中来，共享发展机遇，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
来。”许沛表示。

共言“两岸融合发展”

“帮助更多台湾青年更多走进，才会发现‘两岸一家亲’不是一句空话”

为两岸春暖花开 做好“谏言者”“摆渡人”
本报记者 修菁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统一”再度成为
台籍代表委员发言中的热词。他们纷纷展望
未来，表达期盼。

“从寒冬到暖春是季节变化，大自然的
规律无人可以抗拒，花开却需要具备许多条
件，不仅要播种、培育、浇灌，还需要有土
壤、阳光、水、养分和用心呵护。”全国人
大代表、北京市政协副主席陈军以“春暖花
开”比喻对两岸关系的期待。

在她看来，大陆接连出台“31条”“26
条”等一系列惠台措施，帮助台胞特别是台
湾青年在大陆学习、生活、就业和创业，就
如促使“花开”的条件。

“春暖花开是我们两岸同胞共同的心
愿。用共同真诚的心和相互融合的感情去培
育呵护，等到春暖，一定会开出最绚烂的
花。两岸一定会走向统一，希望这一天早点
到来。”陈军如是期许。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台联会长邹振球说，两
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不会改变，也绝不可能改
变。他长期从事对台工作，目睹大陆为追求统一持
续作出努力，也感受到坚定的意志和决心。

“两岸一家亲，大陆方面始终坚持为台胞
谋福祉，让台胞在大陆享受同等待遇，两岸不
断深化融合发展。我坚信，祖国统一一定会实
现。”邹振球说。

全国政协委员、台盟中央秘书长潘新洋介

绍，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有7万多台胞
留在大陆过春节，台盟中央举办了“两岸乡亲
云上围炉”等线上线下联欢活动，数百名台湾
乡亲共话欢乐喜庆的中国年。

“我们始终都有‘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底
气在，两岸关系也一定会迎来‘病树前头万木
春’的盛景。”他呼吁，两岸本是一家人，两
岸同胞应大力推动两岸融合发展，推动早日实
现祖国统一。

“在当前台海形势下，反‘台独’任务艰
巨，但我对祖国统一有坚定信心。”全国政协
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
胜表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台湾同
胞不应缺席，也不会缺席。

姚志胜表示，期盼两岸同胞一道推进和平
统一进程，在新时代携手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新篇章！

共话祖国统一：

“用共同真诚的心和相互融合的感情，静待两岸春暖花开”

全国两会期间，审查讨论的“十四
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受
到台籍代表委员高度关注。他们纷纷就

“十四五”对台湾的机遇、台胞台企如何抓
住机遇等议题发表看法，积极建言献策。

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台联会长江尔
雄表示，大陆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
的远景目标，描绘了祖国大陆发展广阔前
景和未来的巨大发展机遇，这对广大的台
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来说，是一个巨
大的利好，也是时代赋予的好机会，“比如
说‘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乡村振兴
是重点的发展战略，尤其是在农村人居环
境的改善上。那么意味着在乡村振兴领
域，未来会给台湾青年人带来广阔的发展
空间和施展才华的舞台。”

“亲望亲好！‘十四五’规划将带来广
阔机遇，为台胞在大陆追梦、筑梦、圆梦
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两岸可持续推进经
济文化交流合作，深化融合发展，增进同
胞亲情福祉。”谈及“十四五”规划，全国
人大代表、同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张雄满怀期待。

张雄认为，“十四五”规划期间，两岸
有机遇持续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增进两岸同胞亲情福
祉。“十四五”规划给台湾青年在大陆追
梦、筑梦、圆梦提供了平台。

2020年到2035年是大陆新的快速发展
期。大陆正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是一个拥有 14 亿人口、4 亿中等收入人
群、全球最具潜力的大市场，是距离台湾
最近、消费规模最大、消费种类最为齐备
的市场。台湾各个产业部门与行业都能在
大陆找到对接的消费群体。

张雄强调，台湾在半导体等领域有一
定的实力和优势，应当充分发挥自身在智
能制造、信息技术、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
的优势特长，顺势而为、乘势而上，紧紧
跟上大陆“新基建”和“内循环”发展潮
流。借助不断涌现的新技术、新产业、新
业态，拓展企业产品销售渠道，把握两岸
经济融合发展的新机遇。

“规划纲要草案掀开大陆高质量发展新
的一页，也充分体现了大陆坚定推进两岸
和平发展、融合发展、为台胞谋福祉的决
心。”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台联会长邹振
球说，台商台企有更多渠道参与到大陆发
展新格局中，更好地分享大陆发展机遇，
也有机会成为大陆现代化建设的参与者和

推动者。他建议，台商台胞全面深入了解“十四五”规划内容，找到
自身在其中的方向和定位，同时多了解当地出台的惠台政策措施，积
极主动融入大陆新发展阶段。

“未来五年，大陆将迈入更高级的发展‘快车道’，新基础设施建
设将带动更多产业崛起，希望广大台胞和台商更深入参与大陆双循
环。”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台联副会长蔡培辉认为，规划纲要草案
充分体现大陆始终重视台胞福祉，关心台胞发展。“台湾只有背靠大
陆才有发展前景，才能给台湾同胞带来真正的幸福。”

“规划纲要草案描绘了祖国大陆未来发展的广阔前景和巨大机
遇，这对广大的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利
好，也是时代赋予的好机会。”江尔雄举例说，草案中明确提出，
乡村振兴是重点发展战略，这一领域未来会给台湾青年带来广阔发
展空间。

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以两岸
同胞福祉为依归，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高度警惕和坚
决遏制“台独”分裂活动。

全国政协委员、台盟江西省委会主委曾鲁台对此表示高度赞同。
一直关注台资中小企业发展的曾鲁台建议，在进一步细化落实惠台政
策过程中，为中小台资企业发展提供更好支持和服务。

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南平市台联会长陈建华建议，继续加强两
岸产业合作、打造共同市场，不断将各项惠台措施落实落细，让广大
台胞更有获得感。同时，加强对台湾青年到大陆就学、就业、创业的
扶持力度，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荣誉研究员
凌友诗建议，在鼓励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方面，支持在大陆具有一定
规模的台企聘用一定数量的台湾青年，通过台企带动台湾青年，实现
两岸深度融合发展。

“规划纲要草案特别是涉台部分，通过各个渠道广泛听取和征求
了台胞台商的意见，体现了大陆对台胞的重视和关心。”全国政协委
员、广东省台联会长颜珂表示，“十四五”规划为广大台胞台企深度
参与祖国建设、共享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相信广大台胞能够参与其
中，与大陆同胞一道打拼，共创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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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场内外代表委员
建言两岸融合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