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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台北11月6日电（记者王连伟、孙
立极） 两岸领导人即将会面，引起岛内企业界
人士高度关注，他们看好“习马会”带给台湾的
后续动能。

台湾工业总会理事长许胜雄在受访时表
示，两岸领导人面对面交流，是一桩大好
事。“习马会”不仅有助于两岸关系稳定，更
有利于台湾企业在大陆经营及发展。台湾南
山人寿董事长杜英宗受访时指出，“习马会”
是极重要的里程碑，相信两岸交流能有更多
实质进展。台湾商业总会理事长赖正镒表
示，两岸领导人直接对话，岛内工商界乐观
其成，希望未来两岸领导人会面能成为常态。

“习马会”即将在新加坡登场，港澳各界
连日来都高度关注，并看好此次会面给两岸
关系带来的积极影响和重大意义。

香港《明报》社评说，“习马会”是1949
年以来两岸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面，是两岸
互动层级的一次跨越式提升。日后两岸领导
人会面如若能成为常态，相信这是许多人的
愿望。香港 《东方日报》 发表评论认为，这
无疑是两岸关系的里程碑。

香港《星岛日报》社论称，在一个中国的前
提下，习近平和马英九今次会面，只用两岸领
导人的名义，体现了互相尊重，求同存异，以务
实的态度改善两岸关系，向历史负责。

香港各区工商联在媒体发表公开声明
称，台湾问题是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十分关
心的议题。近年来，海峡两岸关系发展取得
了诸多成就，经贸交流及人员往来日益频
繁。保持台海和平不仅有利于两岸的经济发
展和社会稳定，亦对维护地区稳定、世界和
平作出贡献。

澳门 《新华澳报》 发表署名评论称，周
六 在 新 加 坡 举 行 的 两 岸 领 导 人 历 史 性 会
面，可以载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以至世界
和平发展的史册。

澳门地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席、澳门立
法会议员崔世昌认为，两岸领导人的会面是一件
大好事，非常乐见其成，此次会面也将有助于加
深彼此理解与沟通，尤其合乎社情民意。

港澳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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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企业家：

看好“习马会”后续动能

11月 7日举行“习马会”的消息一公布，
世界各大媒体纷纷用“出乎意料”、“令人惊
讶”、“震撼”等词来表达对其的高度关注。

开创历史

法新社 4 日的报道注意到，“习马会”是
“以两岸领导人身份和名义举行，见面时互称
‘你好，先生’”。正如英国《金融时报》5日
评论所言，以“你好，先生”互称，表明两
岸双方以平等的身份与对方会面，大陆在处
理台湾问题上具备灵活性。

“习马会”的举行具有非常重大意义，从
西方外媒所用的“里程碑”、“分水岭”等词可
见。法新社指出，此次会面是“两岸关系发展的
一个重大‘里程碑’”，不仅体现在这是两岸领
导人 66 年后的首次会面，更体现在中共与国
民党之间的化敌为友。美国 《华盛顿邮报》4
日指出，两岸领导人会面“在 10 年前是难以
想象的，标志着两岸关系进入了新的‘分水
岭’”，反应了两岸关系的快速改善。

勇于担当

日本NHK新闻网认为“习马会”开创了两
岸领导人直接会面的先河，“并借此建立起两
岸领导人沟通机制，以便在台湾更换执政党
时也能继续维持两岸对话”。

英国《金融时报》5日称，两岸领导人会
面“对海峡两岸的和平与稳定的重视，释放
出了积极信号”，表明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敢于担当”，积极推进两岸和平发展。美国
《华尔街日报》 4 日更是大胆直言，“习马会”
是“迄今为止有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于
两岸和平雄心壮志的最清晰信号”。

美国、日本等国家均对“习马会”表示了赞
赏与欢迎。法新社分析认为，美国欢迎“习马
会”，正是“因为此次两岸领导人会面将给两岸
的发展带来和平与稳定”。日本共同社4日报道，日本表示，两岸领导人会面有
利于推进两岸和平与稳定，而这对于“地区乃至全世界都极为重要”。

作为“习马会”的举行国家——新加坡一直以来积极推动两岸对话。据新
加坡《联合早报》5日报道，新加坡表示，“作为中国大陆和台湾长期的密友，新
加坡乐于协助促成海峡两岸领导人直接对话”，“习马会”有利于海峡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同时，新加坡《联合早报》还列举两岸关系缓和的重要历史时刻。

两岸融合

“习马会”的举行意味着两岸交流互动提升到新高度，两岸变得越来越亲
密。《日本经济新闻》网站4日刊文认为，“两岸融合是两岸领导人会面的目的，
同时使两岸交流定期化，避免两岸对立发展为阻碍双方经济往来等的导火索。”

美联社4日称，“习马会”是“展示两岸经济乃至政治关系越来越紧密
的机会”。通过举行“习马会”，两岸关系将变得更紧密。英国路透社持同
样的观点，认为“习马会”有利于加快两岸互动，促进两岸关系更进一
步，“有助提振金融市场的信心”。

美国《芝加哥论坛报》5日则从经济角度来说明“习马会”将让两岸关
系更紧密。它指出，“过去8年以来两岸经济纽带越来越稳固。2003年中国
大陆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贸易市场，之后大陆占据的台湾出口贸易市场份
额翻倍，达到40%。”最后该报得出结论，认为“习马会”的举行将给两岸
未来经济带来更多互动。

外界期待的“习马会”就要举行。一直以来，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不仅为两岸同胞所期待，也时刻牵
动着海外6000万华侨华人的心。对于这次极为重要
的会面，海外侨胞有惊喜，亦有期待。他们从世界各
地向本报记者发来消息，分享喜悦的心情。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我们早就期盼着两岸领导人能够坐下来，谈
谈自家的事。”谈及即将到来的“习马会”，中国
留日同学总会会长汪先恩兴奋地感叹：“这是今年
最令人激动的事！”在他看来，这次两岸领导人会
面“对于遏制‘台独’分裂势力、推动两岸和平
发展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后代联谊会 （澳大利亚）
会长孟京生特别关注到了习近平和马英九互称

“先生”的细节。“双方不再纠缠于某个称呼，而
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以平等互尊的态度
讨论。从长远来看，这将为大陆和台湾的和平稳
定奠定重要基础。”孟京生说。

北欧华人报社副社长续炳义也认为，这次
“习马会”将开启两岸领导人直接交流沟通的先
河，使得两岸和平稳定发展又迈出积极的一步，
这不仅有利于两岸增进互信，也将给大陆和台湾
人民带来红利，是“绝对的正能量”。

“香港、澳门都已回归，作为目前中国和平统
一大业的重中之重，台湾问题如今也让我们看到

解决的希望，我们非常高兴。两岸和平稳定是振
兴中华民族的必由之路。”新西兰中国和平统一促
进会常务理事郭宏直言，此次“习马会”堪称

“中华民族的一件大事”。

促进两岸共同发展

受访华侨华人普遍认为，“习马会”对于两岸经贸
往来的促进、两岸关系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教授李斧对比了本月初
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认为邻国之间尚能在经济
上互惠协作，同祖同宗的海峡两岸更可以全面协
作、共同发展。“两岸关系的进一步改善与缓
和，有助于经济的共同发展，有助于增进民众的
福祉。两岸的未来将受益于这次会面。”

对此，澳大利亚华人刘世伟也充满信心：“大
陆正在结构调整，台湾将从大陆的快速发展中得
到实实在在的利好和机遇。”

“‘习马会’对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未来
发展肯定会起到积极影响。”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
学国际关系学院高级研究员胡逸山看来，两岸经贸
往来其实已经非常密切，此次“习马会”或将带来新
的合作可能。

东部非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席韩军也认
为，两岸关系能够和平健康发展，符合两岸民众和
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巩固这来之不易的成果，深
化两岸之间的交往，将为两岸关系发展注入动力。”

提振海外同胞士气

对于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来说，一个团结的
中国，是他们强大的后盾。两岸和平发展，也让
他们在海外更有士气，腰杆儿更直。

美国美中经贸科技促进总会首任理事徐德清
告诉记者，近年来两岸关系的缓和及稳定，不仅推
动两岸经贸关系的深化发展，而且也极大促进了在
美国的两岸华侨华人之间的交流。“‘习马会’将大
大提升海外华侨华人促进两岸和平发展的士气，使
在美的两岸华侨华人减小分歧，更加团结，共同发
出代表华人利益的声音。”徐德清说。

加拿大加中文化发展协会会长高如东也深有
同感：“在海外华人社区，往往既有来自台湾的，
也有来自大陆的，但其实在外人看来，都是中国
人。如今，两岸关系向前发展，有重大突破，对
于海外华侨华人团结力量、增强在主流社会的影
响力具有深远的意义。”

“祖（籍）国是我们海外中华儿女的强大靠山，
中国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和日益上升的国际地位为
海外侨胞在住在国开辟了良好的发展空间。”加拿大
中国工商业协会副会长张菁说。

“‘习马会’提振了海外侨胞对祖国统一的
信心，我们相信，随着祖国越来越强大，我们在
海外的地位也会大大提升，我们为中国自豪！”巴
西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会长叶王永由衷地感慨。

海外华侨华人热议“习马会”——

“这是今年最令人激动的事！”
本报记者 严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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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6 日，在福建省福州
市投资兴业的多位老、中、青
三代台商盛赞即将举行的“习
马会”有利于增进互信，在两
岸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
意义。

中新社记者 刘可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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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马会习马会””

1993年 4月 29日，新加坡。汪辜会谈在这里举行，
海峡两岸授权民间团体的最高领导人首次会谈，两岸关
系揭开新的一页。

2015年11月7日，世界的目光再度聚焦新加坡，两
岸领导人会面将在这里举行，两岸高层政治互动往来踏
出关键性一步。

走过冰封隔绝，走过敌意对峙，走到和平发展。今
天，两岸同胞往来之频繁、经济联系之密切、共同利益
之广泛，前所未有。两岸迈入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
时代，成果丰硕，令人振奋。

高瞻远瞩 运筹帷幄

“两岸一家亲”“两岸是割舍不断的命运共同体”“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要大家一起来干”，“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保持
对台工作大政方针连续性基础上，准确把握两岸关系发展
大势，就台湾问题和对台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许
多富有创见的新理念新观点新要求，丰富发展了中央对台
方针政策，成为做好新形势下对台工作的行动指南。

2014年 2月 18日，习近平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
连战一行，发表《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重要
谈话，情真意切、一语中的：希望两岸双方秉持“两岸一家
亲”的理念，顺势而为，齐心协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取
得更多成果，造福两岸民众，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台湾同胞因自己的历史遭遇和社会环境，有着特定
的心态。我们完全理解台湾同胞的心情。熨平心里创伤需要
亲情，解决现实问题需要真情，我们有耐心，但更有信心。

谈话发表后，在海峡两岸引起强烈反响。中台办、
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习近平总书记
高度重视对台工作，密切关注台海形势发展变化，为推
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在对台湾问题
长期观察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两岸关系发展的新
形势、新特点，提出了一系列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
新理念、新主张，促进两岸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真情显露对台湾同胞的理解与关
爱，追求的是同胞间感情的融洽和心灵的契合，为新形
势下我们做台湾人民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直面两岸间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和难题，提出积极探
索解决之道。2015年5月4日，在会见来访的中国国民党主
席朱立伦时，习近平语重心长地说：两岸关系处于新的重
要节点上。两岸关系路应该如何走，是摆在两岸所有政党
和社会各界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攸关中华民族和国家未
来，攸关亿万民众福祉，需要我们大家认真思考……

中央台办指出：习总书记会见朱立伦的重要讲话，
站在民族复兴的高度和两岸关系发展历史与未来的交汇
点上，深刻总结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经验和启示，指

明了新形势下国共两党关系、两岸关系发展的方向和路
径，体现了对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的战略思考。

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

两岸同胞难以忘记，2008年6月12日，海协会和海基会
领导人在北京会谈，中断9年的两会制度化协商正式恢复。

2008年11月4日，台北。签字，互换文本……笔起
笔落之间，两岸间又一个重要时刻来临：两会就两岸海
运、空运、邮政和食品安全问题签署协议，两岸同胞渴
盼经年的两岸直接通航、通邮变为现实。

2015年6月14日，海峡论坛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宣布，大陆将进一步为两岸同
胞交流创造更好的条件，包括对台胞来往大陆免予签
注，并适时实行卡式台胞证。“说走就走”的大礼包一
出，两岸“朋友圈”瞬间就沸腾了。

从2008到2015，这样的“意外惊喜”接二连三。
2015年10月14日，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广州与台湾

方面陆委会主委夏立言会面，双方共同回顾了2008年以
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历程，一致认为：两岸在坚持“九
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走上和平发
展道路，维护了台海和平稳定，增进了两岸同胞的共同
利益，受到两岸民众的广泛支持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成果值得倍加珍惜，经验弥足珍贵。

两岸同胞感同身受，五项成果有目共睹：
——在“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

础上，两岸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双方两岸事务主管部门
建立常态化联系沟通机制，双方负责人实现互访。

——两岸协商取得积极成果，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
举行了 11次领导人会谈，签署了 23项协议，解决了许
多关系到两岸同胞切身利益的问题。

——两岸经济合作扩大深化，推动两岸经济关系朝

正常化、自由化及经济融合方向发展。实现两岸全面、
直接、双向“三通”，签署实施了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
议。7年来，两岸贸易额增加近700亿美元。

——两岸各领域交流蓬勃发展，两岸人员往来规模
7 年来翻了一番，2014 年达到 940 余万人次；2015 年 1
至8月达到655万人次，同比增长7％。

——两岸同胞务实沟通，妥善处理涉外事务，减少
了内耗。大陆欢迎台湾以适当名义加入亚投行，以适当
方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两岸同胞相向而行，四点经验“贵在坚持”：坚持
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
政治基础；坚持开展两岸协商谈判，推进各领域交流合
作；坚持为两岸民众谋利益。

“广大台湾同胞正是从2008年之前与之后两岸关系
不同道路的境遇对比中，更加清醒认识到‘台独’分裂的
祸害，更加深刻地感悟到和平发展才是正道。”张志军说。

中流击水 砥砺前行

“历史不能选择，但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
创。”当两岸关系进入“深水区”，两岸双方需要拿出更
大的政治勇气和担当精神，着眼未来、聚同化异，为

“解题”创造条件，寻求办法。
打破坚冰凸显智慧和勇气，蹚过“深水区”需要责

任与担当。
峰回路转，石破天惊。2015年11月4日，张志军宣布：经

两岸有关方面协商，两岸领导人习近平、马英九将于11月7
日在新加坡会面，就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交换意见。此次
会面将开启两岸领导人直接交流沟通的先河，踏出两岸高
层政治互动往来的关键一步，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

砥砺前行，务实安排。在两岸政治分歧尚未彻底解
决的情况下，两岸根据一个中国原则为双方领导人会面
作出了务实安排，两岸领导人得以实现面对面的直接交
流，这体现了搁置争议、相互尊重的精神，凸显了高瞻
远瞩的政治智慧和责任担当。

多位专家学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两岸领导人
会面是两岸关系的历史性突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这是两岸中国人给世界的惊喜。两岸领导人面对
面沟通，具有重要象征意义，必将在中国历史上写下重
要的一页。”全国台湾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杨幽燕说。

“此次会面标志着两岸双方在政治互信方面踏上了
新台阶。这是很不容易的，是一件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的事情。”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刘国深说。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在两岸领导人即将实现
历史性会面之际，我们真诚希望，两岸双方秉持诚意、
互释善意，相向而行、迎难而上， 携手迈向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征程。

把握现在 开创未来
——写在两岸领导人会面之际

本报记者 王 尧

11 月 6 日，中外记者在“习马会”的举办
地——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内“摆开阵势”等
候采访。 中新社记者 盛佳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