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场：大政方针不变

台籍全国人大代表、台盟福建省委
副主委江尔雄对记者说，当前两岸关系
迎来一个很重要的节点，习总书记就两
岸关系发表重要讲话，是对岛内外及国际
社会关注的回应。她说：“习总书记的讲
话重申了一个立场，这个立场就是我们一
以贯之、坚如磐石的不可触碰的底线，即
坚持‘九二共识’政治基础，继续推进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坚决遏制任何形式的‘台
独’分裂行径。大陆对台方针不会因为台
湾政局变化而改变。”

台籍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台联会
长陈清海表示，习总书记的讲话表明，
不论台湾政局如何变化，我们都会坚持

“九二共识”，坚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
立场。台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台联会
长汪毅夫也认同这一点，他说，大陆对
台大政方针的主轴是不会改变的。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郑
建邦对记者分析，这次讲话是大陆在界
定两岸关系性质方面再次传递出的一个
清晰、明确的信号，大陆对推动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的决心不会动摇，坚持“九
二共识”的底线也不会动摇。

前景：“台独”没有出路

台籍全国人大代表、台湾同学会会长陈
云英告诉记者，岛内各界对习总书记的讲话
很关注，多数人还是认同和平发展的主旋
律。她希望民进党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
事实和核心意涵，希望两岸保持理性、智慧
的沟通，希望两岸合作共创美好前景。

郑建邦表示，当下岛内有人幻想一方面
用模糊化的概念来“维持现状”，获得在岛
内执政的好处，另一方面却偷换概念，抽掉

“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用一些定位不清
晰、不明确的说法来搪塞，实际要往“台
独”方向发展，这种想法不切实际。

汪毅夫也认为，民进党若想维持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不仅要尊重“九二共识”
的历史事实，更要认同其“一个中国”的
核心内涵，话应该说清楚讲明白，玩暧昧
是不好的。在处理两岸关系时，民进党的

“台独”党纲是个很大障碍，需要做一个切
割。汪毅夫认为，民进党不仅要和内部的

“台独”势力切割，还要和其他主张“台
独”的党派有所切割。“不管谁要搞‘台
独’，都是不可能成功的。《反分裂国家
法》 不是虚设的法律，国际社会也不会承
认‘台独’。”他说。

交流：给台胞“定心丸”

“习主席的讲话，还给两岸珍惜和平发展
的同胞吃了‘定心丸’，打消了部分两岸同胞
对大陆可能会收紧甚至停止有关领域交流合
作活动的焦虑。”列席两会的海外侨胞、俄罗
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秘书长吴昊表示。

“习总书记选择在上海代表团发表讲
话有深意，上海及周边地区，例如昆山、
苏州等地，台商及亲属分布十分集中，约
有 100 多万。对于台湾同胞尤其是台商来
说，吃到了这颗‘定心丸’，就能更加安
心在大陆经商、求学、置业。”郑建邦说。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台联副会长纪斌
的祖籍在台湾台中。他说，希望家乡人民
可以理解习总书记讲话中的深意。习总书
记讲到，两岸是命运共同体，两岸同胞应
该多交流、多合作，共同承担民族复兴的
责任，希望两岸同胞能够生活得越来越
好，这些话中充满了诚意和善意。

陈云英认为，两岸很多行业、产业合作
前景长远，这些交流不应该由于台湾发生政
党轮替而中断，像大陆的“十三五”“一带一
路”都希望台湾同胞的共同参与。只要两岸
携手合作，就能为中华民族创造一个很好的
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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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今日关关注注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上午

● 代表团全体会议，审查“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

下午

● 代表小组会议，审查“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

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

代表委员热议习近平对台讲话——

划清红线底线 释放诚意善意
本报记者 汪灵犀 柴逸扉

3月5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参加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就当前两岸关系发展发表看
法，引发代表委员们的热议。参加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海
外侨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此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时间节点，习总书
记对台讲话必将对今后两岸关系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当今，信息
科技正为国计民
生、经济发展和
个人生活带来巨
大 变 化 。 物 联
网、云计算、大
数据，这些新兴
的技术，正在以
加速度改变着中
国乃至整个世界

的运行模式和发展方向。无论在国家运行、产
业进步还是个人生活方面，信息技术应用带来
的力量，都已经从过去的助力转变为当前的核
心驱动力。

我们该怎样引导信息技术的力量，使全产
业实现创新转型，构建新的社会生活形态？从
当前的社会实践、技术发展和可预期的展望来
看，信息技术驱动社会发展将历经“互联网
化”、“数据化”和“数据社会化”三个阶段。

在数据经济时代下，政务、民生、金融、交通、
制造等方方面面都在逐步跨入大数据境界，各行

各业正在以数据为核心，主动地用数据的特征去
重塑自身的模式和形态。依据信息技术的新生
产模式、交付方式、生活体验和管理决策能力，我
们已经逐渐形成“数据社会化”的雏形。

要顺利实现“数据社会化”，我们有三步要走。
首先要在重点行业的带动下，提升整个社

会的基础架构水平，将数据“资源化”。政府应
加强构筑数据平台 （生产工具） 的构筑标准，
使全社会的基础架构达到统一的水平，提升全
社会数据使用能力 （生产力），从而全面提升社
会整体运营效率 （生产效率）。

第二步，要鼓励并实施政府数据公开，带
动产业和商业数据开放，实现“数据商品化”，
让数据在统一平台上实现高效运行、在数据市
场上进行交互和运营，最大化释放数据经济的
社会效能。

第三步，以数据为核心，利用云计算和大数
据的力量实现创新应用，持续引导社会各界更好
地运用数据进行生产生活，将社会运行引入一个
以数据为经济导向的全新生态范畴，授惠予更为
广泛的领域，最终实现“数据社会化”。

中国本身就是全球最大的数据产地，也是
最大的数据应用市场，继“人口大国”、“制造
大国”之后，中国还将成为全球领先的“数据
大国”。在我国重大的发展战略中，无论是“一
带一路”还是“中国制造2025”，无论是“互联
网+”还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都已经明
显地涵盖了“数据社会化”的特征和实践。

实现“数据社会化”，不仅需要相关企业发
挥在整合组织数据、融合互联网数据上积累的
技术、经验优势，还需要政府、企业、研究机
构、创新组织甚至个人携手合作，共同建设大
数据平台、制定开放数据标准、打造数据交易
市场，构建高效的“数据社会化”经济生态链。

（作者孙丕恕为全国人大代表、浪潮集团董
事长）

（本报记者 徐 蕾整理）

推动中国向“数据大国”迈进推动中国向“数据大国”迈进 两会好两会好声声音音
大家关心中国经济能不能维持

7％左右的增长率，应该有信心，7％
左右可以维持下去。当前中国经济

确实遇到困难，下行压力仍然存在，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继续推行结构性改
革。中国经济只有在同心协力的情况下，通过改革，才能“转”到新常态所需要
的增长上去。 ——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厉以宁

宪法是“母法”，基本法是“子法”，这是不容混淆的关系。基本法写得
很清楚，香港实行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是由宪法赋予的，遵守基本法和
遵守宪法之间不存在矛盾。作为“香港的中国人”，要不断深入学习宪法和基
本法的关系，唯此方能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走样、不变形。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谭惠珠

体育改革并不局限于体育，更是社会管理问题。如今，群众对体育的参
与热、需求高都对体育管理提出了更高需求。中国体育改革亟须“管办分
离”，管理部门和办理部门要很明确地划分职责，将体育推向市场化，为人民
群众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体育产品。 ——全国政协委员姚明

钢铁行业是典型的高碳行业，如何实现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和循环发展，已
成为亟待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要对所有钢铁企业执行统一硬性环保标准，让
环保约束真正成为治理钢铁产能过剩的“一把利剑”，毫不留情地“砍”掉不达标
的钢铁产能。 ——全国人大代表、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晓波

（本报记者 卢泽华整理）

上午

● 小组会议，分组讨论“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

下午

● 小组会议，分组讨论“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
两会两会瞬瞬间间

深入讨论深入讨论深入讨论

▲李玉环代表（左二）等认为，要推动多层
次的养老体系发展。 本报记者 李 舸摄

▲骆正明委员 （中） 等就继续实施中
西部高校综合能力提升工程展开讨论。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骆正明委员骆正明委员 （（中中）） 等就继续实施中等就继续实施中
西部高校综合能力提升工程展开讨论西部高校综合能力提升工程展开讨论。。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谢环驰摄摄

▲高拴平委员高拴平委员 （（左左）） 与徐向东委员在与徐向东委员在
小组讨论中交流小组讨论中交流。。宋健浩宋健浩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全 国 政 协
委员、中国农林
水利工会主席盛
明富 （右四） 希
望把强化职工技
能培训、培养一
代大国工匠上升
为国家战略。

本报记者
雷 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