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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有段时间两岸没有这么大的
交流活动了，而且今天大家讨论的话题
都很接地气，实在难得的。”在首届两
岸民间圆桌论坛采访现场，记者遇到一
位台湾同行，台湾中天电视台大陆新闻
中心记者金蜀卿。她不时在本上记着笔
记，说起采访感受，她兴奋地作出上述
表述。

首届两岸民间圆桌论坛，是由中华
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台湾两岸圆桌论
坛协会于 10月 29日和 30日在北京共同
主办的。来自台湾工商、文化、青年等
社团负责人，各界民间代表人士和大陆
有关机构团体负责人、相关专家学者等
150余人参加，大家就推动落实“31项
惠及台湾同胞措施”，加强两岸产业、
经贸、文化、青年合作等议题展开深入
探讨。

搭建沟通对话平台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根基在民、动
力在民。两岸民间圆桌论坛旨在搭建具
有突出民间性的两岸交流新平台，广纳
众智、汇集良策，促进重点难点问题的
解决。”全国台联会长黄志贤在开幕式
上致辞时说，希望以论坛为平台，让两
岸各民间团体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
团结合作，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聚民
意、集民力、培动力，书写增进两岸民
间交流的新篇章。

论坛上，台湾嘉宾表达的也是相同
心愿。台湾两岸圆桌论坛协会理事长张
显耀在开幕式上表示：“台湾民间的声
音普遍认为两岸关系不能停，更不能
断。两岸唇齿相依、休戚与共，而对话
的关键在坚持‘九二共识’。”他认为，
两岸民间圆桌论坛要搭起两岸沟通、对
话、合作的新平台，“让两岸双方的产
业界、学术界、文化界借这一平台进行
沟通对话及合作，牵起两岸交流合作的
线，促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

论坛还发布了共同倡议，提出坚定
不移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两岸
各领域融合发展、加强两岸经济交流合
作、深化两岸产业合作创新、传承弘扬
中华文化、聚焦两岸青年共同发展等 6
方面内容。

30日，部分台湾代表拜访了工信部、
国家发改委、广电总局等部委，并赴北京
中关村创客小镇交流。“我们这个论坛不
是‘谈完就拜拜’的学术研讨会，各小组
直接与相关部委对口，可反映和解决问
题。”张显耀表示，圆桌论坛是很好的平
台，今后会追踪并落实倡议内容。

把脉两岸产业合作

“融合发展、互利共赢”的是本届论坛
的主题，两岸产业合作发展自然成为重要
议题之一。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南
开大学台湾经济研究所教授朱磊认为，两
岸产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台资企业
正面临有利的、与大陆企业享受同等待遇

地参与大陆经济发展的历史机遇，两岸将
有机会共同打造新兴产业链。

“有人质疑两岸经贸关系已经走向
竞 争 ， 合 作 空 间 消 减 ， 这 完 全 是 误
导。”台湾展腾投资集团执行长韦伯韬
说，事实上，两岸经济产业合作正进入

“深水区”，恰恰需要建立长效机制。大
陆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惠台措施，为台企
台胞提供同等待遇、创造发展机遇，切
合了广大台湾民众的需求，必将促进两
岸产业交流从合作走向融合。

“加强两岸产业合作，提升中华民
族核心技术竞争力，对我们应对挑战非
常重要，对台湾提升发展空间也非常有
益。”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仇开
明表示。

台湾两岸圆桌论坛协会总召集人尹
启铭则发表了题为《关键时刻两岸产业
融合发展共创未来》 的主旨演讲。他
说，台商在大陆发展已进入成熟期，
77%的台湾上市柜公司都在大陆有投
资。从一开始将大陆作为外销订单生产

基地，到眼下伴随投资环境变化和企业
升级转型，大陆正逐渐成为越来越多台
商的创新及内销基地。“增强定力，加
强合作，两岸一起赚全世界的钱。”

聚焦青年发展议题

“产业是两岸骨干，经济是两岸基
础，文化是两岸根本，青年是两岸希
望。”与会嘉宾认为，目前大陆企业有
转型升级需求，这对于到大陆发展的台
湾青年是不可多得的机遇。网易公司创
始人、北京创业公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丁磊表示，愿提供平台，将有关
大陆市场、政策的信息更有效地传达给
台湾青年，帮助他们更好地在大陆发展。

而除了出台惠台政策，文化影响也
发挥着重要作用。台湾中天电视台董事
长兼总经理潘祖荫告诉记者，两岸交流
合作的基础就是中华文化，无论两岸局
势如何变化，联结两岸的“根”不会
断。他认为，在新的发展情况下，两岸
可以考虑共同拍摄品牌影视剧，亦增进
两岸民众之间的理解与认同。

记者在论坛现场看到，两岸合作编
剧、共同出资金拍摄的电视剧 《早安，
机长先生》和《云水谣》举行了签约仪
式，预计明年6月拍完后在两岸上映。

在 今 年 大 陆 释 出 惠 台 31 项 措 施
后，越来越多台湾青年艺人希望能西进
打入大陆市场，圆桌论坛现场也出现了
台湾“小鲜肉”的身影。台湾金钟影帝
吴慷仁、台湾知名男艺人李国毅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台湾戏剧在题材上受
限，而大陆的剧本丰富多元，尤其是宫
廷剧、战争剧非常棒，比如近来的大型
古装剧 《延禧攻略》 在台湾十分走红，
可惜的是台湾演员基本上没机会参与。

“期盼两岸互相合作，大家把各自的优
点相加，发挥1+1>2的效果，让更多华
人 影 视 项 目 走 向 国 际 ， 让 全 世 界 看
到。”李国毅说。

首届两岸民间圆桌论坛举行

“牵起两岸交流合作的线”
本报记者 汪灵犀 文/图

本报澳门10月30日电（记者苏宁） 为
纪念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澳门邮电联同
中国邮政、香港邮政今天正式联合发行以
港珠澳大桥为题的纪念邮品。这是第十次
三地邮政同时发行邮品。

澳门本次发行包括一套三枚邮票及一
枚小型张，邮票的图案等均由本地邮电局
设计撰写。三枚邮品面值分别为 2澳门元、
3 澳门元、5.5 澳门元。因应港珠澳大桥主
体工程采用桥、岛、隧集群方案，三地邮
政的三枚邮票均采用桥、岛、隧来展现大
桥特色，分别是青州航道桥、东面的海中
人工岛和海底隧道。小型张则展示了青州
航道桥“中国结”造型桥塔的标志性景
观，并衬以洋紫荆、簕 （音同勒） 杜鹃

（也称三角梅）、莲花，分别代表香港、珠
海、澳门，象征港珠澳三地连成一体。

港珠澳大桥纪念邮品发行港珠澳大桥纪念邮品发行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共
同主办的“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世界意义及香港角
色”研讨会 10 月 29 日在香港隆重举行，吸引来自中、
美、英、法、日、印尼等国家前政要、知名专家学者、
外国驻港总领事、外国驻港商会负责人及香港青年代表
等逾 300 名嘉宾参会，共同探讨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意
义。

“改革开放开创了崭新的中国道路”

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谢锋在致欢迎辞时
表示，改革开放开创了崭新的中国道路，也联通了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各国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世界
梦。他形容，中国人民通过辛勤汗水和艰苦奋斗，用 40
年时间走完了不少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现代化历程，创造
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

谢锋强调，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表明，开放比
封闭好，合作比对抗好，多边比单边好，修路比筑墙好。

法国前总理多明尼克·德维尔潘在主旨演讲中表示，

改革开放 40年来，中国已在经济、社会及全球领导力等
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成功经验影响着整个世
界，“务实及渐进的长期计划才能带来改变，其中开放及
合作是全面发展的关键部分”。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
国改革开放的 40 年极具意义，“沿海及城市地区优先发
展、再带动全国各地不断发展”的模式非常成功，同时
更给周边国家带来不少积极影响。他期望中日继续在

“一带一路”等相关议题中保持友好合作，促进两国经济
及贸易发展。

英国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资深研究员马
丁·雅克也对记者说，中国改革开放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
事件之一，其进程不仅改变中国，更改变世界。对比数
十年前，当今世界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中国正是
推动世界变革的最重要引擎之一。

“香港将继续为改革开放提供试验田”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主旨演讲中表示，改

革开放 40 年来，香港分别扮演着“贡献者”和“受惠
者”的角色，在为内地提供资金、人才和管理经验的同
时，更成为连接内地与全球市场的重要桥梁。

谈及香港在新时代下的新角色，林郑月娥坦言香港
会继续善用“一国两制”优势助力国家发展，“作为自由
贸易及多边主义的支持者，香港将继续在贸易、投资及
金融服务等方面，为新时代国家改革开放提供试验田”。

谢锋在会见媒体时特别表示，香港为中国改革开放作
出了历史性贡献，谱下举世瞩目的“香江传奇”，而新时代
国家改革开放包括香港、需要香港，也将进一步成就香港。
他寄语香港在国家新一轮改革开放、“一带一路”及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中找准国家所需，发挥香港所长。

马丁·雅克向记者阐述香港角色表示，因着“一国两
制”的独特优势和其战略枢纽地位，香港可将中国内地
与世界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创造更大的经济增长动力。

据介绍，这是外交公署首次在香港举办大型国际研
讨会，也是通过香港平台、国际表达，讲好中国故事的
一次创新实践。

（本报香港10月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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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澳门10月30日电（记者
郭鑫） 以“创新与服务”为主题的
第七届海峡两岸暨港澳经贸论坛 30
日在澳门开幕。

本届论坛由中国工业经济联合
会、澳门中华总商会、台湾工商协
进会、香港中华总商会联合举办，
设置了“大数据时代的产业发展及
对话”和“现代服务业如何推动两
岸暨港澳的经济发展”两个议题，
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数十位
工商界人士参加了论坛开幕式。

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
梁维特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近年
来，澳门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
始终坚持提升自身发展素质能力和
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两条腿
走路”方式。要推动澳门经济稳定
提质发展，优化产业结构，离不开
创新发展；而澳门要乘上国家发展
快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也
必须配合新时代发展需要，不断开
拓创新。梁维特说，“一个中心、一
个平台”是国家赋予澳门的发展定
位，也是澳门推动自身经济适度多
元可持续发展，服务国家所需、大
湾区所需的主要特点和长处。澳门
参与国家建设，区域合作，除了产
业对接外，还在于发挥“一个中
心、一个平台”的功能，也就是发
挥精准联系的服务功能。

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有礼表
示，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后，人
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都会快
速流通，两岸暨港澳地区的工商界
可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充分合作，加速经济融合，共
同投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中。

台湾工商协进会理事长林伯丰表示，港珠澳大桥正
式通车标志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跨出历史性的一大步。
广东是最多台商聚集的省份之一，台商可发挥生产制造
及研发创新的专长，结合港澳金融和物流服务，相信粤
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将是两岸及港澳经贸合作的新热点。

新华社郑州10月30日电（记者桂娟）《河南省促
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实施意见》 29日发布，为
台湾同胞在河南投资、创业、就业、学习和生活提供
便利条件。

河南省新出台的60条惠台政策中，有33条具体措
施积极推动豫台经贸合作交流。如着力引导台资企业
参与河南省“三区一群”国家战略平台建设，加快融
入河南省4条“丝绸之路”建设，加大扶持台商投资园
区建设和台资企业转型升级等。

在文化领域，河南支持和鼓励台胞参与华夏历史
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
表性传承人评选活动和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对台湾图
书进口业务建立“绿色”通道，放宽台湾影视和图书
等市场准入限制等。

此外，持续扩大“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河南省两
岸青年交流月”等知名品牌活动的影响力，鼓励豫台
文化机构开展姓氏文化、武术文化、戏曲文化等领域
研究和成果应用，推动两岸同胞共同弘扬中华文化。

河南还提出，台胞尤其是青年同胞来豫实习、就
业、创业，享受河南省人才引进、培养和服务保障同
等待遇，鼓励省内企事业单位为台湾青年来豫实习就
业创造便利条件，推动河南省对台湾相关职业从业资
格认可准入机制。

为方便台湾同胞在豫学习、生活，河南还明确在
豫台胞在教育、医疗、劳动和住房保障等方面享受的
平等权利，鼓励台胞加入专业性社团组织和行业协
会、参与大陆基层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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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出台60条惠台政策

10月 30日，由文化和旅游部、香港特别
行政区政府民政事务局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
府社会文化司共同主办的“城市触觉—2018
港澳视觉艺术双年展”在浙江杭州巡展。

本届双年展以“城市触觉”为主题，共
展出8位香港青年建筑设计师、6位澳门艺术
家及 6 位内地青年艺术家的 38 件作品，通过
与城市相关的建筑设计、空间设计、公共艺
术项目以及个人艺术创作等内容，呈现香
港、澳门及内地近年在艺术设计领域的创作
新成果与发展现状，侧重发现港澳与内地青
年一代为艺术与设计领域注入的新鲜活力。

巡展期间还设有港澳及内地青年艺术家
驻留工作坊，通过艺术设计界及与公众的相
互分享、深入交流，共同探索视觉艺术发展
的未来之路。

图为参观者正在拍摄香港设计师王建明
的参展作品。 李 忠摄 （人民视觉）

图为中国邮政即将发行的《港珠澳大桥》纪念邮票。 贾敏杰摄 （人民视觉）

图为两岸民间圆桌论坛现场。

港澳视觉艺术双年展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