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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普遍奉行
“一中”政策

马晓光表示，奥巴马在“习奥会”期间
的表态受到各方的高度关注。他应询介绍
道，9月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同
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了会谈。习近平强调，
中华民族对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
高度敏感，希望美方恪守有关承诺，不支持
任何旨在损害中国统一和稳定的行动。奥
巴马总统重申，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恪
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这一立场不会
改变。他还强调，美国不支持“台独”。

马晓光说，中美两国元首重新确认双
方在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上的有关立场和
态度，有助于国际社会巩固和强化一个中
国的格局，也说明了“台独”在国际上没
有任何活动的空间。国际社会普遍奉行一
个中国的政策，以一中原则来处理涉台事
务，同时也不允许“台独”势力以任何形
式破坏和割裂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

有记者指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计划
于 10 月上旬访问日本。对此，马晓光回
应，我们坚决反对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在国
际上从事“台独”分裂活动、破坏和挑衅
两岸关系。

卡式台胞证受欢迎
已签发23.8万张

有台湾记者提问，大陆全面启用卡式

台胞证在台湾引起很大的争议，陆委会称
事前没有被充分告知，国台办对此如何回
应？

马晓光回答说，从 6月下旬以来，有
关主管部门和国台办已通过多种方式，对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免签注及实施卡式台胞
证这项举措作出详细、充分的说明。实施
卡式台胞证是大陆应广大台湾同胞的愿望
和要求，依据台湾居民往来大陆的相关管
理规定而采取的进一步便利台湾同胞的积
极措施，受到台湾民众的普遍欢迎。试点
工作于 7 月 6 日启动至今，有关部门已签
发卡式台胞证23.8万张。对此，广大台胞
的反映都是积极正面的。

他重申，卡式台胞证是对目前5年有效
纸质台胞证的电子化改版，“台湾居民来往
大陆通行证”这一证件名称没有改变，出入
境证件的功能没有改变，个人信息登记没有
扩大，有效期依然是5年。台湾居民凭借卡
式证可以实现自助出入境，进一步方便了持
证者携带，日常的管理也更加便捷。对于这
样一项便民、利民的积极举措，两岸双方都
应该乐观其成。

马晓光强调，我们推进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为两岸同胞谋福祉的方针政策是一
贯的、明确的，没有改变。至于个别势力出
于阻挠两岸民众交流的目的，对此进行负
面炒作，是不得人心的，也是难以得逞的。

大陆将纪念
台湾光复70周年

有记者问，下月25日是台湾光复70周
年，大陆是否会举办有关纪念活动？

马晓光介绍说，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也
是台湾光复 70 周年。70 年前，包括台湾同
胞在内的两岸同胞和广大中华儿女经过浴
血奋战，不仅赢得了抗战的胜利，也使台湾
摆脱了日本殖民统治，重新回到祖国的怀
抱。届时大陆有关部门会举行纪念台湾光
复70周年的相关活动。

在应询介绍第八届海峡两岸文博会的
筹备情况时，他说，今年的文博会定于 10
月30日至11月2日在厦门国际会议展览中
心举办。有关筹备工作，厦门市方面正在紧
锣密鼓地进行。我们乐见本届文博会在两
岸文化产业的交流合作方面取得新成果。

马晓光还对台风“杜鹃”给台湾造成的
损失表达了慰问。

（本报北京9月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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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台办发言人表示

“习奥会”成果表明“台独”没有国际空间
个别势力负面炒作卡式台胞证不得人心

本报记者 汪灵犀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9月30日上午举行例行记者会。针对奥巴马在“习奥会”期间重申一个中国政策的表态，国台办发
言人马晓光表示，中美两国元首重新确认双方在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上的有关立场和态度，有助于国际社会巩固和强化一个中
国的格局，也说明了“台独”在国际上没有任何空间。发言人还就备受关注的卡式台胞证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作为港人生活必需品的八达通，早
在 1997 年便已在香港推广并广泛使用，
不仅适用于大众交通，更可用于日常小
额消费，在开通信用卡自动储值之后，
更免去了排队充值的烦恼。

在香港，只要随身携带一张八达
通，便可维持日常生活。香港八达通从
18年前诞生到现在，已经成为全球多个
国家发展电子收费系统的典范及参考对
象，不仅在香港本地大获成功，更走出
香港，将推广至内地乃至荷兰等地。

可以说，八达通是香港这座城市的
代表之一，取得过辉煌成就。但若将八
达通放置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相比全
球飞速发展的电子收费系统，八达通却
始终停滞在实体卡的阶段。

18 年过去了，八达通实际上已经
远远落后于内地支付宝、微信支付等
世界其他先进的电子收费系统。停滞
不前即是落后，这便是八达通现时所

面临的危机。
“八达通式”危机正是香港

社会的缩影。近 20 年来，香港
始 终 保 持 世 界 金 融 中 心 的 地
位，但优势已经慢慢地被全球
化浪潮给冲淡，单一的产业模
式也致使社会问题逐渐爆发，
产业转型刻不容缓。

虽然香港社会各界都意识
到发展科技的重要性，但由于
种种原因，香港的科技发展之
路命途多舛，时至今日仍原地
踏步，经济增长仍依赖于传统
模式，表面的繁荣早已不能掩饰背后的
危机。

这些问题早已引起香港各界的重
视，各界要求推动创新科技发展的呼
声日益强烈，港府也决意成立创新及
科技局，以政府牵头，推动香港科技
发 展 ， 保 持 香 港 的 全 球 竞 争 力 。 然
而，受近年香港政治环境持续恶化的
影响，不少议题都被抹上政治色彩，
创新及科技局的成立亦未能幸免，在
立法会几经波折，耽搁了许多宝贵时
间，实在令人惋惜。

笔者不久前率领青年专业联盟应邀
前往美国硅谷考察，参观了谷歌、脸
书、亚马逊等全球知名企业。其间最让
笔者深有感触的并非各大企业全球领先
的科学技术或宏伟超前的办公环境，而
是美国社会各界从不止步于对某项技术
领先的满足、不断追求创新的精神。全
球公认的领头羊尚且如此，弹丸之地的
香港有何理由还在原地踏步呢？

笔者认为，政府在推动科技发展进
程中任重道远，仅仅是成立创新及科技
局，远远未能触及根本；政府也需要重
视回顾历史，深刻反思过往科技政策的
不足，以免重蹈覆辙；更需要立足全
港，不能将香港科技发展的希望完全寄
托于创新及科技局。

如何全面布局，充分发挥各界别的
优势，将各界别人士全方位纳入创新科
技发展的轨道中，以社会的力量推动香
港创新科技的发展，才是政府下阶段需

要面对的最大挑战，也是香港创新科技
之路是否能够成功的关键。

古语有云：“生于忧患，死于安
乐。”在全球化的时代，一切优势都有
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冲淡，即便是18年前
全球领先的八达通，若一直原地踏步，
也会渐渐被更先进的支付方式超越。香
港只有持续保持忧患意识，奋起直追，
社会各界携手努力，以创新及科技局为
支点，撬动香港科技发展的全面起飞，
才能够在世界和未来立足。

（作者为香港青年联会常务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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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江论坛

本报台北9月 30日电
（记者王连伟、陈原） 为纪
念台湾光复 70 周年，由台
海出版社与华品文创出版
公司联合出版发行的 《台
湾抗日丛书》 新书发布会
今 天 在 此 间 诚 品 书 店 举
办，岛内学者及抗日后代
等出席。

据介绍，《台湾抗日丛
书》 全套包括 《台湾抗日
人物集》3本及《台湾抗日
团体》《台湾共产党抗日史
实》《台湾光复》 共 6 本。
这套丛书从不同角度展示
了 “ 中 华 民 族 的 抗 日 战
争，台湾人没有缺席”的
历史事实。在空前惨烈的8
年抗战岁月中，台湾人民
始终以各种方式参加和支

援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据悉，《台湾抗日丛书》由研究台湾

抗日历史的专家学者联合撰稿，书中许
多史料是首次对外披露，具有极高的史
学价值。

本 报 电 据 台 湾
《经济日报》报道，今年
十一黄金周陆客赴台
将相当踊跃。台当
局 “ 观 光 局 ” 预
估，赴台人数将较
去年成长一成，平
均每天约有9000至
9400 人，可为台湾
带来约5亿元 （新台
币，下同） 的观光收
益。

“观光局”去年调查
赴台旅客消费情况，陆
客赴台平均每人每日消
费金额达 241.9 美元，
仅 次 于 日 本 旅 客 。
以今年大陆十一黄
金 周 赴 台 每 日 平
均 9200 人 估 算 ，
7天就可为台湾带
来约 5亿元的观光
收 入 ， 航 空 、 饭
店、旅行社、名特
产品等业者是最大的
受益者。

“观光局”官员指出，每
年十一长假是大陆民众出游的旺季，
台湾是大陆民众喜爱旅游的地点之
一。去年十一黄金周期间，赴台大陆
团客总人数为 3 万人，平均每天约
4285 人；今年旅行社提报给“观光
局”的黄金周赴台陆客团旅客数为3.3

万余人，平均 1天有
4700 多 人 ， 较 去 年
成长一成，但未达

每 日 5000 人 限
额。

自 由 行 部
分 ， 台 当 局

“ 内 政 部 ” 统
计，今年 1 月至
7 月平均每天赴

台人数约 3670 人，
在长假期或有重要节
庆时，自由行人数会
激增，如今年春节，
单 日 最 多 就 有 5600
多人赴台旅游；9

月 21 日提高每日
限 额 至 5000 人
后，官员预估
十一期间赴台
旅客量会较去
年 同 期 增 加 ，
约 可 达 4300 人

至4500人。
官员指出，去

年陆客赴台总人数达
398 万人次，但今年在提高

自由行人数上限，透过金门、马祖、澎
湖等离岛“小三通”赴台旅游人数也从
每日 500 人增加至 1000 人，加上高端
团与参加部落观光的人数不列入每日
配额中，预估今年赴台陆客人数可达
420万人次，蝉联赴台旅客量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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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澳 各 界 举 行 活 动
共庆祖国66周年华诞

据新华社香港9月30日电 （记者谢希语）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6周年、纪念抗战
胜利 70周年，香港各界近日举行多场活动，为
祖国庆生并缅怀先烈。

香港工商界 14日举行国庆酒会，特区行政
长官梁振英、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杨
健、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佟晓玲
及500多位各界人士出席。

香港青年联会 14日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66周年暨香港青年联会23届会庆及会董
会就职典礼，梁振英、中联办主任张晓明等出
席，与各青年社团代表一起共贺国庆。

香港潮属各界 21日举办国庆酒会，特区政
府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等数千名嘉宾出席。

香港宗教界人士 22日举行国庆大会，林郑
月娥、中联办副主任殷晓静等出席。香港佛教
联合会会长智慧长老、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博
士、中华回教博爱社主席萨智生先生、基督教
协进会主席袁天佑牧师，以及香港道教联合会
主席梁德华等宗教领袖联合致贺词。

香港东区各界联会、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
荃湾各界、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进会、科技界、工
商界妇女、工联会等组织和团体也通过音乐会、
酒会、书画展等方式举行了国庆活动。

据悉，10月1日当天，香港将举行升旗仪式、
国庆酒会、文艺晚会及烟花汇演等一系列活动。

据新华社澳门9月30日电（记者杨懿） 澳
门中华总商会 30日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66周年酒会。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铧、澳门
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
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陈斯喜、外交部驻澳门特
区特派员公署特派员胡正跃等，与350多位澳门
工商界人士一道，共贺新中国66周年华诞。

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有礼在致辞中表示，
今年是中国不平凡的一年，随着“一带一路”愿景
与行动的明确、冬奥会成功申办及抗战胜利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大型纪念活动的举
行，中国进一步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敬和信任。
澳门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通过特区政府和全澳
居民的团结奋斗，迎来了经济稳健发展、社会安
定祥和、民生水准稳步提升的良好局面。展望未
来，马有礼表示，中华总商会将会始终遵循习近
平主席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15周年大会上提出
的“四点希望”，努力配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力促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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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记者中新社记者 任海霞任海霞摄摄

阿里山阿里山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日月潭日月潭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上接第一版） 实现这个心愿和目标，
离不开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我
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
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
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
各民族大家的梦，也是我们各民族自己
的梦。中国共产党就是团结和带领各族
人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着人民
更加美好的生活。民族团结就是各族人
民的生命线。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
量在心上。做民族团结重在交心，要将
心比心、以心换心。各民族同胞要手足
相亲、守望相助，共同维护民族团结、
国家统一。大家要行动起来，一起做交
流、培养、融洽感情的工作，努力创造
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
会条件，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
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向着伟大理想去
奋斗。

13名民族团结优秀代表分别是：来
自内蒙古的蒙古族代表乌云苏依拉；来
自广西的壮族代表杜丽群；来自西藏的
藏族代表格桑旺久、格桑卓嘎、边巴、
白玛央金和汉族代表宋玉刚；来自宁夏
的回族代表秦文博；来自新疆的维吾尔
族代表哈那依先·艾尼瓦尔、米热古丽·
艾尼瓦尔、麦麦提图如普·穆萨克，哈
萨克族代表居马泰·俄白克和汉族代表
尤良英。他们以实际行动为促进民族团
结、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有的带领和帮助乡亲脱贫致富，有的长
年在艰苦地区立足本职、无私奉献，有
的在抗震救灾中表现突出。

受到接见又聆听了总书记讲话，代
表们心情激动、欢欣鼓舞。大家表示，在
庆祝祖国生日之际，总书记惦记着全国
各族人民特别是少数民族同胞。自治区
是祖国大家庭的一员，全国各族人民是
一家。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家
乡建设得更好，把祖国建设得更好。

位于台湾台
东县池上乡的池
上金色丰收馆是
岛内唯一结合精
致碾米加工与稻
米教育的观光工
厂，其前身为池
上乡农会碾米加
工厂。参观者可
以在这里亲手参
加稻草编织、米
食 DIY 等 体 验
活动，更可品尝
地道客家合菜、
池上风味餐等。
图 为 工 厂 内 一
角。

中新社记者
任海霞摄

到台湾参观稻米教育工厂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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