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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 日至 11 日，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
英九参访大陆，率领“大九学堂”青年学子走
访广东、陕西、北京等地，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与他在人民大会堂会面。这是马英九
继 2023 年以回湖南祭祖为名首度参访大陆
后再次访陆，也是2015年与习近平总书记在
新加坡会面后的第二次“习马会”。马英九此
行行程满满，意义重大。

维护民族大义

一是“习马会”共议振兴中华。第二次“习
马会”是此次马英九大陆之行的重中之重。

“习马会”的主旨是站在中华民族立场上，“从
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来把握两岸关
系大局”。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
子孙，需要“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坚定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携手前行，致力振兴中华。“习马会”
向正在举行美日菲峰会，纪念所谓“与台湾关
系法”45 周年，拿台湾说事的美西方反华势
力传递出重要政治信号，即中华民族有自己
的智慧解决民族内部事务，“中华民族的命运
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两岸自己解决
问题，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习马会”也向
台湾社会传递出明确的政治导向，只要认同
中华民族，不分裂国家，认同两岸都是中国
人、一家人，两岸同胞完全可以坐下来谈。

二是回溯中华儿女伟大的抗战精神。马

英九到访卢沟桥时，与曾亲历过1937年卢沟
桥事变的老人郑福来会面。马英九深有感触
称，纪念“七七事变”、纪念抗战胜利与台湾光
复的目的在于感念先烈先贤的奉献牺牲。马
英九认同郑福来所讲，“讲历史不是为了延续
仇恨，而是我们中华民族要独立、要复兴，铭
记这段历史不是延续仇恨，是要自信、自强”。
在长城上，马英九率青年学子高唱抗战歌曲

《长城谣》，数度眼眶泛红哽咽。
三是驳斥“台湾地位未定论”。马英九

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时，站在《开
罗宣言》的照片前严正批驳外国反华政客炮
制的“台湾地位未定论”。马英九称，《开罗
宣言》 出现在日本、美国和联合国的条约
集，是跑不掉的，那些试图否认的人完全没
有国际法常识。

彰显和平要义

一是传递岛内要和平不要战争的主流民
意。民进党侥幸延续执政，但赖清德得票率仅
有四成，绿营在台湾地区立法机构民意代表
席次又没有过半，属于“双少数执政”。民进党
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在“2·14 渔船撞
击事件”后不赔偿、不道歉，甚至刻意升高两
岸敌意对抗的做法让岛内民众担惊受怕干着
急。在两岸被预期有可能面临战争风险的局
面下，马英九主动扮演“两岸和平使者”的角
色。马英九行前表示，希望“在当前两岸情势
紧张时，传递台湾人民热爱和平，希望两岸交

流避免战争的心声”，传递台湾岛内不认同赖清
德，“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衰退、要交流
不要分离、要合作不要对抗”的多数主流民意。

二是彰显民族认同与和平发展的良性关
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维护两岸和平、促进两
岸共同发展、造福两岸同胞的正确道路。马英九
一行过程中，屡屡提到两岸中国人要有智慧避
免战争，追求和平。在广东参访孙中山先生故居
时表示，“深切期望两岸共同合作，避免战争，致
力和平奋斗，振兴中华，共创和平繁荣，这也是
我们这一辈中国人最大的愿望”。在北京，马英
九称，过去两岸有“九二共识”作为共同政治基
础，坚决反对“台独”，才能搁置争议、拥有互信、
共创双赢，任内两岸签署 23 个协议，实现三通
直航，让两岸人民都受惠。马英九返台后强调，
两岸都是炎黄子孙，同属中华民族，只要有共同
的政治基础“九二共识”，两岸就可以继续对话，
让台湾民众更平安，更幸福。

三是体会安定繁荣蓬勃发展的民族自豪
感。马英九一行先后参访大疆、腾讯、比亚迪、隆
基绿能等世界领先的科技及新能源企业，观赏
无人机表演，乘坐高铁前往北京，赴国家大剧院
参观，并观赏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国家大剧院
合唱团的表演，夜游国家体育场、国家速滑馆，
感受大陆科技和基础设施的全面进步，目睹大
陆发展的蓬勃生机，让全体参访人员惊叹连连，
感受到民族复兴的自豪感。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给台湾同胞带来了机遇，随行青年甚至获得了
高科技企业实习邀请。“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

议，即使是民进党上台也不敢贸然废止”，显现了
两岸人民在经贸、生活上的实际需要，是切割不
开的，也折射出大陆繁荣发展的强大引力。

传承血脉情谊

一是身体力行慎终追远的文化传承。“慎终
追远、饮水思源，是中华民族建立数千年优良传
统的重要根源”。清明节是祭祀黄帝最隆重的日
子。马英九率青年在陕西省黄陵县黄帝陵参加

“甲辰（2024）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是首次
实地祭拜中华人文始祖，在此之前他已 6 次在台
北主持“遥祭”典礼。马英九还到陕西马援祠寻
根，到扶风县马援墓祭拜，并和父亲马鹤凌亲自
种的树合影，“难掩心中的激动”。

二是深刻体会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马英九
一行先后参观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兵马俑、西安国
家版本馆、陕西历史博物馆、大慈恩寺、故宫博物
院、八达岭长城等名胜古迹，看到了《永乐大典》
以及 1534 年出版、最早记录钓鱼岛的史籍《使琉
球录》，感受到“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
断的古文明”所蕴藏的深厚历史底蕴。

三是携手青年共创未来的美好期望。青年是
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两岸青年好，两岸未来才
会好。马英九率领“大九学堂”青年学子全程同行，
感受到革命先烈为民族牺牲奉献的精神，感受到
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感受到中华民
族的蓬勃复兴，感受到大陆师生的亲切情谊，感受
到“习马会”对青年的寄予厚望，增强了两岸青年做
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两岸关系根基在民间，
动力在人民，希望在青年，马英九先生两次率台湾
青年来大陆参访交流，并邀请大陆高校师生赴台
交流，为推动两岸青年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综上，马英九访陆意义重大，为冷冻的两岸
关系带来春日暖意，为动荡的地缘形势注入些许
清平，既是祭祖之旅，也是和平之旅，更是阳光之
旅，希望之旅。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法律室
副主任、副研究员）

和平之旅 阳光之旅 希望之旅
——马英九参访大陆的重大意义

陈咏江

本期观察本期观察

4 月 10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中
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在北京实现他们自
2015年11月7日以来的第二次会面（也称第
二次“习马会”）。两岸舆论注意到，在会见马
英九先生一行时，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
讲话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中华民族”。而

“巧合”的是，纵观马英九先生一行本次11天
的大陆参访之旅，几乎所有活动遵循的也是
这样一个主线——“中华民族”。为此，两岸舆
论认为，第二次“习马会”必将在未来两岸间
汇聚起中华民族的磅礴力量。

■从中华民族的整体以及长远利
益把握两岸关系大局

“把两岸关系的大局和前景放到了中华民
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是
习近平总书记在对两岸关系的论述中最深入、
最聚焦、最全面系统地阐述两岸关系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一次重要讲话，通篇都非常聚焦
主题，从民族发展的高度来谈两岸关系。”

这是两岸舆论对于第二次“习马会”的一
个最直接的评价。

两岸舆论认为，近几年来，两岸关系处于
非常严峻复杂的形势，两岸关系面临着来自

“台独”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的双重挑衅，台
海的紧张局势不断推升，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第二次“习马会”的意义就显得更加重大。

从对台政策来说，第二次“习马会”释放
了大陆寄希望于台湾同胞能够从中华民族的
整体利益和全局利益出发，共同维护台海和
平的信号。同时，也向外部释放了一个信号
——只要外部势力不介入，两岸中国人可以
通过和平的方式，有能力也有智慧来自己解
决海峡两岸的分歧和冲突。

两岸舆论注意到，本次“习马会”双方都
谈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华民族共同的文
化，这些都是作为两岸关系走向好的方面的
共同根基，共同认知。因此，可以看得出，这次

“习马会”，双方的很多表述都是相向而行的，
对内外释放的信号是非常正面和积极的。

厦门大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
心主任刘国深表示，马英九在岛内面临的政
治环境严峻复杂，大陆理解并坚定本着求同
存异的理念和马英九打交道。

对于“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两岸同胞
都是中国人。两岸同胞有共同的血脉、共同的
文化、共同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我们对民族有
共同的责任、对未来有共同的期盼。”刘国深
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论述，讲的就是两
岸“同”的部分，只要我们能坚守住“同”，两岸
之间的差异都是可以化解的，没有什么是不
能商量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谈
到，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没有什么心结不能
化解，没有什么问题不能商量，没有什么势力
能把我们分开。海峡的距离，阻隔不断两岸同
胞的骨肉亲情。”

关于习近平总书记谈到的“四个坚定”，
即要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坚定共创
中华民族绵长福祉、坚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台湾舆

论认为，四个“坚定”，是围绕中华民族这样一个
主题来展开的，从四个层面阐述了中华民族与
两岸关系的深层次关系，为两岸同胞阐明了中
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根基。

■以“同属中华民族”来强化两岸共
同历史记忆

马英九先生选择在今年清明节前后带着
“大九学堂”20位青年再次参访大陆，时间选择
颇具深意，尤其是在陕西参加清明公祭轩辕黄
帝典礼，他以一个中华儿女用行动践行中华文
化传统美德之一的慎终追远，来证明两岸同属
中华民族，两岸同胞都是中华儿女，以此与岛内
的“台独”分裂势力数典忘祖形成鲜明的对比。

而从黄帝陵到兵马俑、万里长城，从黄花岗
七十二烈士墓到卢沟桥抗战纪念馆，马英九先
生一行本次参访所到之处，所纪念的人、事，都
充满着中华民族绵长流远的情怀及英勇斗争的
精神。而两岸舆论特别关注的是，在参观卢沟桥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时，马英九说，“现在
的年轻人多半不知道，当年中国到底为二战胜
利与世界和平作出了多大的贡献。但当年这些
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壮烈事迹，在 87 年后回
顾，仍然令人热血沸腾、肃然起敬。”在谈到激动
处，马英九先生还向随行的 20 位台湾青年说：

“中国人必须自立自强，才不会任人宰割。”“坚
持‘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自立自强，
振兴中华。”

不仅仅是北京，在广东、在陕西，事实上马
英九先生在不同场合同样多次强调突出“两岸
同属一中”的概念，多次以两岸同属中华民族来
强化两岸共同历史记忆，甚至直接喊话民进党，

“任何所谓‘去中国化’的行径都不会成功，因为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已经深植炎黄子孙血脉之
中。两岸唯有回归民族情感与中华文化，两岸才
能长长久久。”

■寄望两岸青年续写中华民族历史
新辉煌

在与马英九一行会见时，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两岸青年
好，两岸未来才会好。他并鼓励两岸青年要增强
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共创中华民族绵
长福祉，续写中华民族历史新辉煌。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重视两
岸青年的交流，多次就两岸青年交流作出指
示批示，并以给参加海峡论坛的台湾青年回
信和给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发贺信等形式，勉
励两岸青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携手打拼。

2022 年 7 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参加
海峡青年论坛的台湾青年回信时强调：“青年
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祖国和民族的
前途寄托在青年人身上。我们将一如既往为两
岸青年互学互鉴创造良好条件，为台湾青年在
大陆学习、就业、创业、生活提供更多便利。
希望你们多向台湾青年分享自己在大陆的经历
和感悟，让更多台湾青年了解大陆，同大陆青
年同心同行、携手打拼，锲而不舍、驰而不
息，让青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伟大进程中绽放异彩。”

2023年 9月 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第六
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所致的贺信中强调：

“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希望两岸
青年把握历史大势，坚守民族大义，维护国家统
一，勇担时代重任，坚定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正
确道路，把两岸关系发展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
在两岸中国人手中。”

据了解，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两岸开启交流
后，青年交流一直受到高度重视，除相互开放学
生就学、短期进修外，更举办了无数参访、主题
旅游、以球会友、科创互动等活动。2014年台湾
发生“太阳花”运动后，大陆先后提出“三中一
青”“一代一线”等对台政策指导方针。

在谈到本次马英九参访大陆时，台湾有媒
体刊文回顾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抵台的大陆
青年，对返回故乡有着强烈的渴望。称“乡愁”是
那个年代文艺作品中的重要主题。无论是诗人
余光中、席慕蓉，还是作家白先勇、齐邦媛，他们
在自己的诗歌和文章中，都借助意象抒发对大

陆故土的向往。20世纪 70年代，台湾年轻人又
掀起了一股对“故国”思念的创作热潮，一批经
典的校园民歌诞生，如胡德夫的《乡愁四韵》、费
玉清的《梦驼铃》等，都蕴含着时代感怀。

的确如此，那个年代两岸青年并无连接，唯
有的是台湾青年的“乡愁”。而这种“乡愁”在两
岸关系发展的历史中，最终被转化为一种积极
力量，数十年来，守护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近日，随着101岁的齐邦媛教授辞世，又一
位经历过战争与离散伤痛的所谓“外省一代”离
开。这似乎让人担心新一代台湾青年关于大陆
的印象会不会越来越模糊？

但诚如马英九先生所言，两岸青年的交流
“浑然天成，欲罢不能”。随着两岸青年交流的不
断深入，当代台湾青年群体虽不再有老一辈人
的“乡愁”，但文化理解和情感认同仍是一脉相
承。正因如此，台湾文艺界推出的与大陆有关的
小说《巨流河》、戏剧《宝岛一村》、电视剧《光阴
的故事》、电影《回到爱开始的地方》、流行音乐

《青花瓷》与《中国话》等，在当代两岸青年群体
中，都受到追捧。

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生长的新一代两岸
青年，又面临一些新的共性问题。比如，关于薪
资问题带来的个人经济压力、“不婚不育族”面
对的社会和家庭压力、科技发展引发的就业难
题等，也成为当前背景下，两岸青年互鉴交流新
的群体共鸣。

当然，两岸青年虽然有新共鸣，但目前交流
多停留在教育领域，且只有少量学位生和交换
生往来于两岸之间，造成这一现状的是因为民
进党 2016 年执政后，两岸失去政治互信，两
岸的隔阂在这 8 年里不断加深，两岸青年教育
交流规模亦随之锐减。

不过，在两岸民间单位推动下，一些以学生
青年群体为主的夏令营，围绕科创、体育赛事，
仍然给两岸青年留下了许多难忘的互动。

“交友比树敌困难”。台湾舆论批评民进党
当局，在当前两岸关系情境下，台当局正在实施
的限制台湾青年与大陆交流互动的政策，切断
了两岸青年的连接，民进党用对抗的方式处理
两岸关系，既是一种惰性，亦十分危险。

台湾舆论指出，两岸关系与中日关系性质
有本质不同，但不妨看看日本的做法。中日两国
之间多批次的青年交流项目，一直是双方关系
的重要推力。多年来，中日政治关系的冷淡，没
有阻碍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热情。很大程度上，
两国青年交流为之搭起了重要沟通渠道。有鉴
于此，未来台湾社会如何发展、两岸问题如何解
决，两岸青年交流无疑将在这些关键议题上发
挥更重要的作用。

而事实上，随着 X、TikTok、Instagram、
YouTube、Facebook、小红书等新媒体社交平
台的不断发展，台湾当局两岸青年双向互动即
便“挡得了一时，也挡不了永远”。青年交流
是两岸良性对话、善意沟通的重要引擎。台湾
当局应和大陆相向而行，多把目光放在两岸青
年交流上，让青年通过实实在在的交流交往，
减少内心误解和隔阂，让两岸青年成为共创中
华民族绵长福祉的主流与主力，续写中华民族
历史新辉煌。

汇聚中华民族磅礴力量
本报记者 高杨

日前，惠誉国际信用评级
公司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
望一事发生后，台湾岛内亲绿
媒体和长期为“台独”站台、十
数年如一日以唱衰大陆经济为
己任的岛内无良所谓学者，就
像打了鸡血一般高兴得手舞足
蹈，因为他们觉得“终于有唱衰
大陆经济的依据了”。于是，所
谓“大陆经济见顶论”“大陆经
济停滞论”“大陆经济衰退论”

“外资台资撤离论”等在台湾岛
内甚嚣尘上。然而，中国经济的
好坏从来不是某一个指标就能
决定的，也不是某个机构某个
媒体或某个人说不好就不好
的，关键是企业界的看法。而事
实上，无论外资，还是台资企
业，却依旧看好大陆，积极布局
大陆，他们用事实打脸岛内唱
衰大陆经济的媒体和无良学
者。

■■唱衰大陆经济，
岛内某些媒体某些人这些
年一直“在路上”

记者注意到，台湾岛内近
日之所以集中出现唱衰大陆经
济，除了受国际评级影响，更主
要是一段时间以来，部分美西
方国家政客和媒体轮番上阵，
拿中国经济短期波动数据大做
文章，肆意炒作“中国经济衰退
论”，片面夸大中国经济存在的
问题挑战，妄图通过虚假叙事
和错误言论误导市场预期，达
到削弱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信
心的目的。

也正是这样的国际背景，
让岛内一些绿营媒体借由西方
学者编造的所谓“中国经济见
顶论”，持续唱衰大陆经济，甚
至将经济话题与两岸问题挂钩，得出“大陆忙于处理
经济无暇解决台湾问题”的错误结论。

记者调查发现，炮制所谓“大陆经济见顶论”，只
不过是一些美国学者通过比较日本与美国经济实力
的竞争与消长，推导出“中国经济见顶论”，把中国看
作“下一个会与美国经济越拉越远的日本”。但西方
唱衰中国大陆经济的论调由来已久，他们自己可能
因为大陆经济被他们越唱越强而感到不适，但中国
大陆面对这样可笑的唱衰已然习惯了。

从最早的1990年《经济学人》说“中国经济已经
陷入停滞。”到1999年加拿大央行说“中国经济硬着
陆的可能性”；从2004年《经济学人》称“中国的伟大
衰落？”，到2012年《美国利益：来自中国的惨淡经济
消息：硬着陆》；再从 2015 福布斯，“恭喜你实现了
中国硬着陆”，到 2023 Business Insider：正式宣布

“中国主导全球的时代已经结束”……34年 35次唱
衰中国大陆经济，从“崩溃论”到“硬着陆”，再从“中
国面临经济危机”到“中国主导全球的时代已经结
束”，凡是能用在表述中国大陆经济最不堪的经济词
汇他们全用了，可中国大陆经济却最终让那些唱衰
者自己的精神先崩溃了。

■■全球资本依旧青睐中国大陆

不可否认，中国大陆经济前两年受疫情影响确
实碰到一些困难，但去年已经克服压力、回升向好，
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6万亿元人民币，增长5.2%，增
速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超过30%，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

而今年开年以来，大陆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
1 至 2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服务业
生产指数同比增长5.8%，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8.7%，其中出口增长 10.3%、进口增长 6.7%。在台商
投资部分，去年大陆新批准台资项目（含经第三地转
投资）、实际利用台资金额分别同比增长 31.7%、
37.1%。

近期闭幕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4年年会，近
百位大型跨国企业CEO踊跃参会，普遍认为中国是
一个发展快、活力强的市场，表示将持续加大在华研
发、制造、市场开拓等投入。

而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据汇丰控股最新资料
显示，超过90％的新兴市场基金开始增持中国大陆股
市。而统计至2日，2024年以来北向资金进入A股达
666.05亿元人民币，已超过去年全年净流入金额。

据台媒报道，曾出版关于企业管理和金融经济学
的知名著作《原则》（Principles：Life and Work）的美
国投资大师雷·达里欧（Ray Dalio），最近在社群平台
上表示，现在仍是投资中国的最佳时机。

当美国开始流行“中国经济见顶论”时，美国知
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罗迪日前在美国《外交事务》发
表题为“中国仍在崛起——不要低估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的文章，对中国经济提出了不同于当前美国外
交学界流行的判断。他说，中国名义 GDP 几乎肯定
会在今年恢复向美国靠拢，并可能在大约十年后超
过美国。未来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仍可能是美
国的两倍。中国可能会继续贡献世界经济增长的三
分之一左右，同时扩大其在全球特别是在亚洲的经
济足迹。

此外，美财长耶伦访华时，公开承认中国市场对
于美企极其重要。她的原话是“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
场，对华出口为美国提供了70多万个就业机会”。而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苹果公司每年约有 18%的营
收来自大中华区。上个月苹果刚宣布投资 10亿，在
深圳新设研究室。而且过去1年里，苹果CEO库克3
次访华，还与中国消费者亲密互动，可见对中国市场
的重视。

不只是美企，如今越来越多跨国企业，都在坚定
拥抱中国。比如全球著名的生物医药公司诺和诺德，
日前追加 40亿投资天津，打造无菌制剂扩建项目。
还有埃克森美孚今年 100 亿投资落地中国，在惠州
搞乙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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