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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两岸关系学

术研讨会上，来自海峡两岸、港澳及海外的学者们虽然时

有交锋，但也经常出语幽默。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

授刘红说：“两岸关系曾经的许多‘深水区’已变为‘浅

水区’，在现在的‘浅水区’面前，又有了新的‘深水

区’，如两岸政治协商与签署和平协议……”

不断面临“深水区”，两岸之间还有多远？

民进党执政时期曾任“陆委会副主委”、现任台湾亚

洲大学财经法律系主任的邱太三说：“两岸关系过去是在

游泳池里，后来到了海边，现在又要潜水，不同阶段需要

不同的条件与能力……”

进入“深水区”的条件，两岸有不同的解读，但有一

点是交叉的，即台湾方面强调“民意”，大陆继续秉持

“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那么，台湾人民到底是怎

么想的？两岸在认同方面，从官方到民间的现状如何？前

景在哪里？记者专访了出席研讨会的台湾成功大学两岸统

合研究中心执行长黄清贤。

在台湾，有“台（台湾大学）清（台湾清华大学）交

（台湾交通大学）成（成功大学）”的大学排序，因为成大

位于台南，也有“北台大南成大”的说法。成功大学近年

成立两岸统合研究中心，黄清贤说：“志在两岸的了解与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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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成功大学两岸统合研究中心执行长黄清贤

本报记者 陈晓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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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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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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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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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 （记者
查文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
政协主席俞正声

!"

日在北京会见了
台湾少数民族民意代表访京团。

俞正声表示，两岸同胞同根同
源，台湾少数民族同胞是中华民族大
家庭的重要成员。长期以来，你们是
抗御外来侵略斗争中民族尊严的坚定
捍卫者，是宝岛开发的重要建设者，是
两岸交流的积极促进者。台湾少数民
族同胞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两岸同胞
齐心协力，携手合作，就一定能开创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实现国家统
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台湾少数民族民意代表访京团团
长廖国栋先生等表示，两岸同胞是一
家人，大陆近年来发展成就举世瞩
目，为两岸同胞提供了广阔的合作空
间。台湾少数民族同胞愿为推动和促
进两岸交流继续贡献力量。

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民委主任
王正伟参加会见。

俞正声会见台湾少数
民族民意代表访京团

针对日欲驻军与那国岛

台军方将进行导弹射击演习
王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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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台湾气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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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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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表示，最新资料显示，“潭美”
台风中心目前在台北东北方海面，暴
风圈已进入台湾中部以北、东北部及
东部陆地，各地风雨正持续增强。

台湾各地风雨加大，包括桃园、新
竹、苗栗、宜兰都宣布中午起停班停
课。连同今日全天停班停课的台北、新
北、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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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起，北台湾全部停
班停课。同时，台湾中部地区县市也宣
布从晚间

#

时起停班停课。

“潭美”台风强势来袭
北台湾停班停课

香港手机上网率冠居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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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台北动物园的赠台大熊猫“圆圆”细心照顾“圆仔”。
!

月
#

日，出生后一直由保育员人工哺育的“圆仔”和它的妈妈———赠台

大熊猫“圆圆”相会，并于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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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晚母女首次一起过夜。刚当妈妈时

曾经不小心弄伤宝宝的“圆圆”经过保育员的一系列培训，已经成为熟

练的熊猫妈妈，耐心细心地照顾着“圆仔”。

新华社发（台北市动物园提供）

母
女
情
深

新华社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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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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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 （记者
姜婷婷）一项调查显示，逾九成香港
人每天使用手机上网，流动上网率位
列亚洲第一。

由谷歌和益普索媒介研究发起的
调查显示，港人每天使用智能手机上
网的比率达

$#%

，高于日本的
$&%

以
及新加坡的

$'%

，为亚洲第一。
调查亦发现，香港智能手机普及

率持续稳定增长。今年第一季度，智
能手机渗透率达

#'%

，较去年的
&$%

以及前年的
'(%

有显著上升。
至于习惯与行为方面，智能手机

用户的主要活动包括浏览互联网、玩
游戏、使用应用程序、进行流动搜寻
和观看影视片断等。大部分智能手机
用户会同时使用不同媒体进行多项活
动，其中有

)(%

的人会在使用手机时
做其他事情，例如看电视和阅读报纸
或杂志。

此外，调查显示，智能手机亦会
改变消费者购物模式，

&'%

的用户曾
使用智能手机购买产品或服务。

#

据台湾“今日新闻网”报道，针对日本自
卫队即将在靠近台湾岛的与那国岛驻军，台湾
军方

#

月将在东部海空域进行极为敏感的导弹
射击演训，以验证台海军部队能否击退来犯之
敌的军舰、战机。

驻军成台安全隐忧

与那国岛这个面积只有
%!

平方公里的弹
丸之地，为何能够牵动台湾军方的神经？该
岛距台湾岛仅

""&

公里，与中国钓鱼岛相距
约

"'&

公里，因为在地理上的特殊性，一旦
实现军事化，就会成为西太平洋地区一枚举
足轻重的战略棋子。

有专家表示，日本增强与那国岛驻军将成
台安全隐忧。拥有机场和天然良港的与那国
岛，是进入台湾的天然门户。

""&

公里的直线
距离，日军舰

(

小时即可抵达花莲港外海，战
机

)&

分钟即可飞临台岛上空。一旦日自卫队
进驻，在雷达扫描下，台岛东部花莲、左营、
佳山等重要海空基地将一览无余。

中国民间智库“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军事学者周晨鸣认为，日本逐步武装与那国
岛，也是希望把台湾捆绑到自己的防务利益中
去，因为无论哪方战机要飞抵与那国岛上空，
势必会先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这样可以同
时搅浑台海关系。

军演或有反制意味

据报道，此次台军方演习时间为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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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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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实弹射击的项目包括海军纪德舰
“标准二型”防空导弹、“雄风三型”长程反
舰导弹等。

台军近些年每年都会举行
(

到
*

次大规模
无预警海军操演，以验证台军水面舰艇与空中
兵力的反潜能力，其演习区往往十分靠近与那
国岛。过去因为鞭长莫及，日本方面对台军方
在与那国岛附近海域的演习反应比较平淡。

日方在与那国岛驻军后，台军的演习与
活动范围必将受到严格的限制，恐怕再难接
近与那国岛附近海域。特别是随着两岸关系
的缓和，日本军方已经对台军方抱有警惕之
心。未来以与那国岛基地为依托，日军的舰
艇恐怕会更多地出现在台湾岛附近。与那国
岛目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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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的民用机场跑道。日本航空
自卫队只要将机场跑道转为军民两用，就可
以把军事触角直接伸到台湾腋下。此次军演，
不无反制意味在里面。

岛民担忧受驻军牵连

有国民党“立委”认为，日本驻军之举将严
重打压台湾渔民作业空间。以后台日舰艇因渔

业纠纷以及钓鱼岛
问题，在与那国岛附
近海域发生冲突甚至
海上对峙事件，并非杞
人忧天。早在

'

月
(#

日，日本水产厅巡逻船就
在与那国岛附近扣押一艘
台湾渔船并抓扣船长，那
是“台日渔业协定”生效不
到一个月来，日本扣押的第

+

艘台湾渔船。
台军方的演习，或许还有

威慑的考虑。据说与那国岛渔
协的窗口，常贴着台海军将在附
近海域举行演习的布告。周晨鸣
解释说，此前与那国岛民众曾反对
日自卫队驻军，也是担忧一旦建立
雷达等军事设施，有可能引发其他
国家或地区对该岛进行军事打击，生
活受到威胁。

何况在与那国岛岛民看来，台湾
反而比日本本土更亲近。与那国岛在二
战以前就与台湾来往频繁，如同一个生
活圈，居民常赴台就医、就学。此外，
与那国町曾在

(&&'

年发表“独立”宣言，
希望能够“自立自治”，并与台湾发展经贸
关系。

不 能 简 单

刻板看南部

记者：您在研讨会上引用了不少民调

数字，但台湾的民调很多，数字相差很大，

如何看这些数据？

黄清贤：这要看问题设置是否客观，
数据是客观的，但如果设计问题的人把自
己的主观意念、意识形态放入问题，答者
就可能在不自知的情况下被引导，落入窠
臼。比如问题是：“你是中国人还是台湾
人”，问题本身就将“中国人”和“台湾
人”排斥定位，答者只能二选一，如果加
入“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的选项，相
信会得出不同的数据，由数据又导出不同
的结论。

记者：那如何通过民调了解台湾的民

意？

黄清贤：了解民意，民调只是一个方
式，建议还是要真正和台湾民众接触，多
思考，得出结论。我在台南市工作，很多
大陆朋友说南部是“绿营”，而且“绿营”
就“仇中”，这是一种刻板简单的看法。要
了解为什么南部就“绿”，就要想想国民党
长期以来对南部是不是比较忽略？在人才
培养、资源注入方面做得都不够。如果说
南部“仇中”，那近几年南部的县市长们纷
纷到大陆参访、寻求合作，连县市长都到
大陆了，普通民众有什么仇呢？民进党籍
的市长到大陆，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是
因为这些县市长们看到与大陆交流、合作
会带来利益，情况不同了，情势会变化。
当然，他们不会马上放下意识形态，因为
仍然要靠此凝聚一群人，凝聚支持者。

过半数台湾人

认同是中国人

记者：就您的观察，您认为台湾民众

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有多高？

黄清贤：还是那句话，数据最客观，
我用数据说话。台湾竞争力论坛在今年的
(

月、
+

月、
-

月进行的民调显示，受访的
台湾民众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一份子”
的比例分别是

#&*+.

、
!#**.

、
!+*!.

，平
均八成八以上；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
比例分别是

-/*".

、
'0*'.

、
'+*/.

，平均
近五成八。

我要说明的是，这组数据是在没有把
“台湾人”和“中国人”排斥开来得出的，
比如问题是“台湾人和中国人的关系”时，
选项为：“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台湾人
也可以是中国人”、“台湾人但不否认是中
国人”。

因此，我认为两岸的认同有其乐观方
面。台湾人对“中华民族”与“中国人”
的概念与定位有认同基础。

大陆推动两岸

认同较积极

记者：民意是可以塑造的，台湾民众

的“中国人”认同，是否会受到当局政策

的影响？

黄清贤：从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
心的重要政治态度分布趋势图来看，台湾
民众认同“中国人”和“台湾人”的比例
在李登辉执政时期发生反转，认同“中国
人”的开始低于“台湾人”，这与李登辉
/##*

年开始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等政
治活动有关，而

/##+

年的《台海两岸关系
说明书》更是将两岸主权合一的“一个中
国”，逐渐异化成历史、地理、文化、血缘
的“一个中国”。接下来

/##'

年台海危机、
/##-

年“大选”凝聚对抗大陆的投票意向
到

/###

年的“两国论”，都是这种异化后
的产物。

(&&&

年陈水扁执政后，又激进地走入
“一边一国”、“终统”、“正名”、 《正常
国家决议文》。虽然

(&&!

年后两岸积极互
动，已签署了

/#

项协议，可是只能在“九

二共识”搁置“主权”争议的权宜下展开
协商，“一个中国”能否回到两岸主权统
一的内涵，答案很难肯定。

记者：那两岸官方对此就无能为力了

吗？

黄清贤：大陆呈现出增进两岸认同的
积极取向，相对而言，台湾执政党较为消
极。因此，两岸关系要迈上新台阶，要走
向政治对话，台湾民众的支持、对两岸命
运共同体的认知，是关键之一。

利益增加不

等于认同提升

记者：现在大陆是台湾最大的经济伙

伴，“两岸携手赚世界的钱”这句话曾经

赢得热烈掌声，但为何经济热没有破解

“经热政冷”呢？

黄清贤：如果经济利益能转化为认同
提升，那么美国、日本都曾经是台湾最大
的经济伙伴，但台湾人没有认同自己是
“美国人”或“日本人”啊。

的确，
(&&!

年开放大陆游客后，仅团
体游客就给台湾带来了

(&&&

多亿元新台币
的收入。台湾出口到大陆的

1234

早收计
划全部产品从

(,/*

年起已降为零关税。但
是为什么台湾人对大陆的认同没有明显增
加呢？

我认为一是这些数字不代表普通台湾
人都利益均沾；二是利益增加不代表能转
化成认同提升。

认同有本质性认同，即先天给定的，
通过共有的象征符号、集体记忆、语言、
文字、习俗、神话等形成，从文化认同发
展出政治认同，形成了意识形态、政治、
宗教等。也有后天形成的建构性认同，即
从政治认同动员出文化认同。

两岸有本质性认同的优势，纵使经历
日据时代和

/#+#

年后的两岸分离，双方仍
因同文同种存在相当程度的本质性认同。
但在建构性认同方面，台湾在

/##,

年后强

调的民主与本土的政治认同一次次在选举
动员中被深化，这种认同的深化令“本质
性认同”被异化，甚至出现“反认同”的
现象。

建构两岸共同

经验与命运

记者：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历史的、

政治的都有，部分台湾民众对大陆还有误

解或者说不信任，两岸之间还有认同的距

离，既然厚植经济利益也解决不了所有的

问题，那么，您认为，下一步两岸应该向

哪个方向努力？

黄清贤：两岸若要深化认同，除了已
经有的经济合作、各界交流之外，必须建
构起共同命运，即自己的生存、健康、幸
福取决于整个群体的情况，这体现在共同
利益上，也体现在遭受共同威胁上，比如
两岸现在可以从共同面临全球经济不景气
风险、东海与南海冲突等问题着手，走向
共同参与国际事务、军事止戈立信、签署
和平协议。当两岸拥有了共同的奋斗目标，
尤其是携手解除威胁时，两岸休戚与共的
共同经验和共同命运就建立起来，这才是
凝聚认同的坚实基础，这样的两岸关系将
可缔造两岸人民的幸福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