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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

发表就职演说，其内容罔顾事实，大肆

宣扬“台独”立场，并继续一意孤行地

重申“四个坚持”方针，抛出两岸互不

隶属的言论，而就在此后，美国国会议

员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配合赖清德抛

出所谓联合国 2758 号决议没有涉及台

湾归属问题，严重挑战了“两岸同属一

个中国”的历史事实和法理基础。

从历史事实的角度看，台湾自古以

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事

实不仅体现在地理上的相连，更在于历

史文化的深厚联系。据 《三国志·吴

书·孙权传》 记载，三国时期东吴黄龙

二年 （公元 230 年） 孙权就派遣将领卫

温、诸葛直率万人船队抵达夷洲 （今台

湾）。这是中国历史上大陆和台湾大规

模交往的最早记录，也是中原王朝第一

次以政府名义出航台湾，并在台湾行使

国家权力的最早证明。

隋唐时期，大陆与台湾之间的交往

日益频繁，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加深。宋

元时期，中央政府已在台湾地区设置澎

湖巡检司，对澎湖、台湾地区形成管

辖。明清时期，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

收复台湾，更是彰显了中华民族一贯捍

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这

些历史事实无不证明，台湾自古以来从

未与大陆分割，两岸自始至终都同属一

个中国。

近代以来，由于列强的侵略和干

涉，台湾几经波折，先后在不同时期沦

为列强的殖民地，但台湾人民始终未曾

放 弃 抗 争 。 1895 年 《马 关 条 约》 签

订，台湾人民闻知割台消息后义愤填

膺，发出“桑梓之地，义与存亡”的誓

言。在此后日本统治台湾的五十年时间

里，台湾各族人民一直坚持反抗侵略，

并自发组织了多次抗日斗争，坚持要求

台湾回归祖国。展现了台湾人民对祖国

的 深 深 眷 恋 和 坚 决 捍 卫 国家主权的决

心。

由此可以看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的事实是无可争辩的。无论是从历史地

理的脉络，还是从文化传统的传承，两

岸都紧密相连，不可分割。而任何试图

割裂这种联系、挑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事实和法理

基础的言论和行为，都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扭曲和否定。

从法理基础来看，“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仅是历史事

实，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1945 年，台湾重归祖国怀抱，这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取得

全面胜利的重要标志。战后，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台湾作为中

国领土的一部分，并通过一系列国际文件确认了这一点。

1943 年 11 月 22 日至 26 日，中国、美国和英国三国政府

首脑在埃及首都开罗签署 《开罗宣言》，其中明确要求，日

本所霸占的中国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

随 后 在 1945 年 7 月 26 日 ， 由 中 国 、 美 国 和 英 国 三 国 发 表

《波茨坦公告》 中，进一步提出 《开罗宣言》 条款必将实

施。日本在其 1945 年 《日本投降条款》 及 1972 年 《中日联

合声明》 中均承诺遵循 《波茨坦公告》 前述规定。由此进一

步确认了战后台湾归属于中国的事实。

1971 年 10 月 25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 2758 号决议，恢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该决议

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的代表

权问题，明确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

分，而不是一个国家，明确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

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唯一合法代表，不存在

“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等问题。这一决议是国际社会

对“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明确确认和广泛认可。

历史是公正的裁判，不会因为个别人的罔顾事实

而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是任何“台

独”分子都无法改变的历史经纬和法理基础。

（张家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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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1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福建考察平潭综合实验区时提出：“两岸

同胞同祖同根，血脉相连，文化相通，没

有任何理由不携手发展、融合发展。”这

是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公开使用“融合发

展”概念。

2016 年 3 月全国两会期间，他在参加

上海团审议时，首次提出两岸经济社会融

合发展的命题，指出“我们将继续推进两岸

各领域交流合作，深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

发展。”同年 11 月，他会见国民党新任主席

洪秀柱时提出六点意见，其中第三点专论

“推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问题。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

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民革、科技界、

环境资源界委员时强调，“要积极推动两

岸科技、农业、人文、青年发展等领域交

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

近年来，两岸融合发展不仅成为两岸

和平发展和促进国家统一进程中的高频

词。也被应用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推

进两岸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为什么要强调

融合发展？当前，两岸融合发展亮点和难

点是什么？本报就此采访了长期从事这一

问题研究并多次递交相关提案的全国政协

委员、全国台联副会长杨毅周。

记者：近年来，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不

仅成为两岸和平发展和促进国家统一进程

中的高频词，也被应用于社会发展的方方

面面。您长期从事两岸融合发展的研究，

到底什么是两岸融合发展？它有哪些特

征？请您解析一下。

杨毅周：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就是在

两岸交流合作、全面互通的基础上，通过

给予台湾同胞同等待遇政策，使两岸同胞

能够在各个领域都进行深度的融合，在共

同发展、共享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两岸同胞

共同的国家认同。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最重要的特征，就

是给予台胞同等待遇政策；深化两岸融合

发展最根本的目标就是建立共同的国家认

同；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最重要的路径就是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记者：推进两岸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

进程中，为什么要强调两岸融合发展？两岸

融合发展与国家统一之间，有什么联系？

杨毅周：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是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来的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的重大

战略举措。在 2019 年 1 月 2 日 《告台湾同

胞书》 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提出：“深化

两岸融合发展，夯实和平统一基础”。之

后，习近平总书记反复表示“要勇于探索

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实际上，探索两岸

融合发展之路就是探索两岸和平统一之

路。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是祖国和平统一的

必由之路，具有极为关键的重要意义。

1979 年 《告 台 湾 同 胞 书》 发 表 后 ，

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成为我对台方

针政策。促进和平统一的路径，就是两岸

交流合作与平等谈判。为此，制定了“两

个寄希望”的工作方针：寄希望于台湾当

局，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一方面是促进

交流合作，达成两岸直接三通，形成两岸

命运共同体，密切两岸的关系，为两岸和

平统一谈判创造基础。另一方面是促进两

岸当局 （或是国共两党） 进行谈判，实现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经过 40 多年的努力，两岸交流合作

取得积极成果。两岸实现了直接三通，两

岸的人员往来十分密集。两岸经贸十分密

切，两岸当局接触谈判也取得了积极成

果，签订了 20 多项协议，特别是 2010 年

两岸 ECFA 的签订，2015 年两岸领导人举

行了会谈。

然而，我们也非常遗憾地看到，在两

岸交流与谈判取得积极成果的同时，台湾

社会的国家认同并没有发生同步积极的变

化趋势，而是出现了相反的变化方向。近

40 年 来 ， 台 湾 社 会 的 国 家 认 同 与 统

“独”心态却越走越远。出现了两岸关系

在不断地发展，台湾社会的国家认同感反

而在疏离的现象，最终导致 2014 年“太

阳花学运”的爆发，两岸服务贸易和货物

贸易被终止，两岸经济一体化过程受阻，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受到严重挫折。之后的

2016 年 台 湾 两 项 选 举 ， 蔡 英 文 上 台 执

政，民进党全面执政。台湾社会也从“蓝

大于绿”变成了“绿大于蓝”，台湾政局

被翻转。民进党当局执政之后，拒不放弃

“台独”立场，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

失去了和平统一谈判的政治基础，两岸关

系进入严峻复杂的阶段。

因此，要继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实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目

标，就不能再寄希望于台湾当局，而必须

更加坚定地希望于台湾人民。要寄希望于

台湾人民，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目标，就

要首先解决、克服台湾同胞的“国家认同

疏离”问题。显然，单靠以前单纯的交流

合作路径是不可能解决的，因此必须寻找

新 的 路 径 。“ 深 化 两 岸 融 合 发 展 ” 的 提

出，其目的就是要解决台湾同胞国家认同

的疏离，实现两岸同胞共同的中国认同，

以此作为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

记者：当前，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亮

点和难点是什么？

杨毅周：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目的在

于解决台湾同胞的国家认同疏离问题。这

个问题不解决，台湾就很难摆脱“台独”

对台湾政权的掌控，也将导致美国有插手

台湾的空间和条件，和平统一也将面临着

巨大的挑战。事关两岸和平统一的进程和

前景，两岸融合发展意义重大，而且一定

要取得实效。

但深化两岸融合发展面临着许多障

碍，是一条需要探索的新路，需要克服许

多困难和挑战。

首先，最大的困难就在于两岸仍处于

敌对状态。长期以来，海峡两岸处于内战状

态并没有被消除。同时，台湾海峡也曾经是

冷战的前沿。内战加冷战的双重结构性矛

盾深深地影响着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影

响着两岸同胞的感情交融，是阻碍两岸融

合发展、建构共同国家认同最大的客观障

碍。

其次，“台独”分裂势力与美国等西

方势力以“去中国化”刻意塑造台湾同胞

的“台独认同”，解构“中国认同”，以此

作为其推行“台独”、阻碍两岸和平统一

的主要路径。因此，民进党当局对两岸融

合发展进行刻意阻挠，设置了许多障碍。

如 制 订 了 “ 反 渗 透 法 ”、 修 订 “ 国 安 五

法”，在台湾实行“绿色恐怖”，对参与两

岸融合发展的台胞从法律上的打击。民进

党当局的一系列倒行逆施，增加了两岸融

合发展的难度。

再次，两岸融合是新路，需要新思

维。长期以来，“交流合作”是推进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的主要路径，使我们长期停

留 在 两 岸 的 “ 交 流 思 维 ” 上 。“ 融 合 发

展”与“交流合作”在现实中相互促进互

为基础，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在实践方式

和实践目标上却有着很大的不同。深化两

岸融合发展需要在“同等待遇”上下功

夫，这种两岸的“融合思维”需要有一套

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模式。因此需

要克服我们以前的思维惯性，重新探索两

岸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新思维。

最后，还有其他一些具体问题。如两

岸信息不对称、同等待遇政策还不够完

善、落实政策还存在“最后一里路”现象

等。这些问题的解决还需要时间和过程。

福建作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将在

解决这些问题上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面临的挑战是严峻

复杂的，使得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必然是一

条不会平坦的道路，是一条艰辛曲折的道

路，需要做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对

此，我们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以迎接

更大的困难和挑战。

记者：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台湾同胞的

桥梁和纽带，全国台联在推进两岸经济社

会融合发展过程中，能发挥什么样的作

用，如何发挥好这些作用？

杨毅周：全国台联作为党领导下的、

居住在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组成的爱国人

民团体，是海峡两岸的桥梁纽带，是台胞

之家。早在 2007 年，全国台联就修改章

程中设立专条要求采取措施加强与常住大

陆台胞的联系。2022 年最新的章程修改

第四条明确指出，台联要“团结凝聚常住

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帮助他们了解和理

解祖国大陆的法律法规和有关方针政策，

协助他们在祖国大陆投资、求学、就业、

兴办公益慈善事业，认真听取和反映他们

的意见和建议，为他们排忧解难，维护他

们的合法权益，推动逐步实现台湾同胞在

祖国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与大陆

同胞同等待遇。团结和动员他们与祖国大

陆同胞和衷共济、共同奋斗，共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美好未来”。这些年来，台联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台重要论述

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按

照中央对台决策部署和台联章程要求，积

极配合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工作，把常住

大陆台胞作为台联工作的重点，为深化两

岸融合发展做出台联的贡献。

一是在扩大两岸的交流合作中，增加

融合发展的因素。通过举办各种交流活

动，吸引台胞到祖国大陆来交流访问。如

持续扩大举办台联青年千人夏令营、冬令

营、和平小天使、台胞社团论坛等品牌项

目，在活动中增强对台胞的引领，介绍大

陆对台胞的同等待遇政策，引导台胞正确

认识祖国大陆，使更多的台胞能够正确认

识大陆，愿意到祖国大陆来发展学习生

活，引导台胞积极参与两岸融合发展。

二是协助常住大陆台胞更加顺利融入

祖国大陆。根据不同领域常住大陆台胞的

特点，举办形式多样的研习班、主题交流

营等，学习在大陆就业创业的方式方法，

协助他们能够更加深入地认识大陆的发展

成绩、历史文化、政治社会制度，使他们

能够更好地融入祖国大陆，不断增强他们

的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伟大祖

国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中国共

产党认同。

三是组织常住台胞参与台联的制度化

建设。通过台联的机制化渠道，让常住台

胞能够在祖国大陆深度开展参政议政，在

政治参与中更好地实现两岸同胞的融合发

展。在常住台胞集中区域设立“台胞之

家”，在各方的支持下指导常住台胞积极

开展活动、建言献策。

四是积极为常住大陆台胞排忧解难。

常住台胞在融入大陆的过程中，总会面临

着许多问题和困难。台联平常积极联系常

住台胞，努力解决他们反映的实际困难和

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听取常住台胞的意

见和建议，反映其心声。对于较为成熟

的 意 见 和 建 议 ， 由 台 联 的 全 国 人 大 代

表、全国政协委员转化为代表意见或政

协提案，努力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为建

立完善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同等待遇政

策制度体系作出贡献。

打通两岸融合发展打通两岸融合发展““最后一里路最后一里路””
———访全国政协委员—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台联副会长杨毅周全国台联副会长杨毅周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修修 菁菁 高高 杨杨

近日，台北中国科技大学的 20 余名

学生前往厦门后浦社研学。后浦社是厦门

推进城中村试点社区，在推进社区改造期

间，后浦社积极引入台湾夜市，还将打造

两岸文创文旅创新创业企业集群基地，鼓

励台商、台青来此创业发展，推动两岸青

年生产生活融合。

研学期间，台北中国科技大学学生们

实地走访、参观湖里区城中村建设发展成

果，了解台胞、台青在这里的创业、就业

情况。

“ 这 里 的 惠 台 政 策 、 城 市 环 境 都 很

好，我已经计划这个暑假到这里实习，今

后毕业一定也会来这里发展。”在实地看

完后浦社城区环境，了解厦门各项惠台政

策、人才政策后，台北中国科技大学的学

生杨雅筑真诚地说。

“我们昨天迷路了，一个阿伯很热情

地帮我们带路，我们之间用闽南话交流感

觉 非 常 亲 切 。” 第 一 次 到 厦 门 的 张 晶 晶

说，在厦门几天感觉内心很亲切很熟悉，

希望自己毕业后能来这里圆梦。

“我们要把热爱和工作相结合，在这

里都能够实现。”“对台政策非常优厚，大

家毕业后很值得来”……当天，湖里台青

创客家负责人虞慧芳和在厦门创业、就

业、生活多年的台胞、台青们也分享了在

厦门的工作生活，鼓励台北中国科技大学

学生们毕业后到大陆就业、创业。

“这种研学方式让我真正地看到了一

个社区的发展，同时也直观地让我了解在

大陆的台青的收获和成长，我很期待未来

能在这里就业、生活。”杨雅筑说。

“研学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我们是

大陆首个对台研学旅行基地，自 2017 年

率先开展研学旅行工作以来，期间虽经历

了 3 年特殊时间，但基地仍接待了超 42 万

人次两岸研学生，超 1.14 万名台湾青少年

及家长到福建研学，两岸青少年相互交流

的意愿是很强烈的。”厦门 （集美） 闽台

研学旅行基地公关总监严丽芳介绍，2019

年厦门 （集美） 闽台研学旅行基地挂牌成

为 国 家 级 “ 海 峡 两 岸 交 流 基 地 ”， 近 年

来，基地不断创新两岸研学内容和形式，

推出体验传统文化、寻找闽台共同记忆、

AI 科技创新等不同类型的研学主题吸引

两岸青少年参与。

“我们今年针对金门地区 9-12 岁及

12-15 岁不同年龄段少年，分别举办了厦

金好少年——两岸青少年独立成长营及勇

闯鹭岛少年行——青少年领袖成长营两大

营队，其中的‘寻根环节’，让参与研学

的金门少年深入了解两岸不能割舍的深厚

情缘。”厦门聚融壹家台湾青年双创基地

执行长左星星说，两岸研学不是单纯的游

玩也不是单纯的交流方式，而是通过各种

不同主题，让两岸青少年携手欢聚一堂，

通过实地参与、共同体验、共同挑战的合

作模式，让大家更深入地感受两岸一家亲

的血脉之情，感受两岸同胞的向心力和感

召力。

“两岸青少年同命运共担当。随着福

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

融合发展示范区，发展红利不断加码，厦

门也在不断为台湾青少年来这里研学、实

习、创业、就业提供各种政策支持。”厦

门市台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台湾的青

少年朋友们来这里放飞梦想，让梦想的种

子在这里落地生根。

厦门创新研学模式促两岸青少年融合交流
本报记者 照 宁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的提出，其目的是要解决台湾

同胞国家认同的疏离，实现两

岸同胞共同的国族认同，以此

作为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

●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最

重要的特征就是给予台胞同等

待遇政策；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的最根本目标就是建立共同的

国家认同；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最重要的路径就是“以通促融、

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 深 化 两 岸 融 合 发 展 需

要 在“ 同 等 待 遇 ”上 下 功 夫 ，

需要打通“最后一里路”。福建

作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示范

区，将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发挥

着独特的作用。

核 心 观 点

日前，由 27 家美国国防承包商组成的代表团，以参加防务产业

论坛的名义，再次窜访台湾，兜售军火。对此，由台湾数十个统派政

党和团体所组成的反“台独”反介入联合行动发表声明，抗议台湾地

区领导人赖清德“倚美谋独”“以武谋独”。上述声明指出，其目的在

于拱火台海，将台湾民众卷入战争。美国的军火及其所谓的承诺都不

能保证台湾的安全，只会为台湾带来危险。

声明表示，我们看到，任何成为美国战争代理人的国家和地区，

终会使民众残肢断臂，使美好的家园沦为废墟。美国为巩固自身霸

权，“以台制华”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必将遭到唾弃、自食恶果。

声明强调，要和平不要战争，是台湾民众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党

派的最大公约数。任何使台湾陷入战争危机的政客，都是站在全体台

湾民众的对立面。台湾是中国的台湾，绝不是美国的“第一岛链”；

台湾民众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坚决不当美国的棋子和弃子。

“‘台独’分裂势力正在把台湾引向险境，拿大陆让利和台湾民

众辛苦赚来的血汗钱，购买对民生、对和平毫无意义的美国军火。”

声明呼吁，台湾同胞要擦亮眼睛，看破他们的阴谋。社会各界要勇敢

站出来，用最坚强的声音、最坚定的立场、最坚决的态度联合抵制美

国军火商，表明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衰退、要统一不要“台

独”的意愿。

(高杨)

台岛内统派团体发表反“台独”反介入声明

谴责赖清德“倚美谋独”“以武谋独”

岛内万象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