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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月 16日电 （记者柴
逸扉） 国务院台办 16 日在北京举行
今年首场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马晓光
表示，尽管两岸关系不会一帆风顺，

“台独”势力还会挑衅生事，但我们
完全有能力战胜各种风险挑战。相信
在新的一年里，两岸同胞交流会更加
热络，合作会更加密切，亲情会更加
增进。两岸同胞携手同心，继续推动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
一进程。

马晓光指出，2018 年是两岸同
胞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克难前行的一
年。马晓光从三个方面具体回顾过去
一年：

——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
“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和遏制形形色色
的“台独”分裂行径。加强与岛内认同

“九二共识”、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
政党和团体交流对话，团结两岸同胞共
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民进党当局在教
育文化等领域推动“去中国化”的倒行
逆施遭到岛内有识之士普遍反对，所谓

“奥运正名公投”案遭到挫败。我们在国
际上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一个中国原则
越来越得到国际认同。

——我们心系广大台湾同胞利益
福祉，采取一系列惠及广大台湾同胞
的政策措施，为台胞办实事、做好事、
解难事。出台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
合作的“31条措施”，制发台湾居民居
住证、取消台湾居民就业许可证、实现
向金门供水等，在率先同台湾同胞分
享大陆发展机遇、逐步为台胞台企提
供同等待遇方面迈出新步伐。随着24
个省区市及所辖市县共 65 个地方推
出具体落实举措，已有2000多家台企
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等各类税收优惠，
100 多家台企获得工业转型升级、绿
色制造、智能制造等专项资金的支持，
一批优质台企中标若干大型政府采购
项目，800 多名台胞考取大陆诸多热
门行业职业资格，100 多名台胞获得
各类荣誉称号。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
业基地和示范点新增23个、累计达到
76 个，共入驻或服务台企及团队约

2000 个，逾万名台湾青年在此逐梦、
圆梦。各类企事业单位共为台湾青年
提供超过2.5万个就业实习机会。

——我们持续深化两岸经济合作
和各项交流。两岸贸易往来再创历史
新高，全年贸易额为 2262 亿美元，同
比增长 13.2%。台商投资稳步增长，全
年共批准台商投资项目4911个，同比
增长41.8%。截至2018年底，累计批准
台资项目107190个，占实际使用外资
项目总数的 11.2%。73 家台企参加首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台湾工商界
参加两岸企业家峰会年会人数超过往
年。全年两岸人员往来超过 905 万人
次，同比增长 3.2%。其中台湾同胞来
往大陆首次突破 600 万人次，“首来
族”达 40 万人，均创历史新高。截至
2018年底，台湾居民来大陆累计超过
1 亿人次。8000 多名台湾基层民众热
情参与第十届海峡论坛。1800多人参
与了两岸青年运动会，第二届两岸学
生棒球联赛继续掀起新热潮。报考大
陆高校的台生也成倍增长。

本报北京1月 16日电 （记者柴
逸扉）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16 日在
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表示，习近平
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 周
年纪念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了
我们立足新时代、在民族复兴伟大征
程中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重大政策主
张，具有划时代意义，是指引新时代对
台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是做好新时代
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他说，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全
面回顾了对台工作和两岸关系的重大
成就，深刻揭示台湾前途命运与民族
伟大复兴的内在联系，深刻昭示了两
岸关系发展和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
势。讲话提出的五大重大政策主张，
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如何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团结台湾同胞共同致力于

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和祖国和平统一的
时代命题，丰富了新时代坚持“一国两
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基本方略的重要
内涵，鲜明表达了坚决反对“台独”分
裂、反对外来势力干涉的严正立场，清
晰划出了不容逾越的红线，既充分表
明我们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决心和诚
意，也充分考虑和回应了台湾同胞的
需求和关切，充分体现了对台湾同胞
利益福祉的关心和关怀，为新时代两
岸关系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马晓光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对我们进一步坚定信心，继续
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
女共同致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
业，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必将产生深
远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郑重倡
议，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
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两岸各政
党、各界别推举代表性人士，就两岸
关系和民族未来开展广泛深入的民主
协商，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
制度性安排。有记者在发布会上提
及，新党主席郁慕明日前表示愿率先
与大陆进行协商。马晓光答问表示，
新党一直主张两岸和平统一，坚定支
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我们对
此高度赞赏。我们愿意在一个中国原
则基础上，同包括新党在内的台湾各
党派、团体和人士就两岸政治问题和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有关问题开
展对话沟通，共同推进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共谋祖国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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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共同努力
谋求国家统一，是‘九二共识’的
应有之义。”在1月16日举行的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台办发言人
马晓光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这样表
示。同时，马晓光还就近期涉及两
岸关系的其他热点议题回答了媒体
的提问。

混淆“九二共识”和“一
国两制”是刻意误导

马晓光指出，1992 年 11 月，海协
会与台湾海基会经由香港会谈及其
后函电往来，达成了各自以口头方式
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
则”的共识。海基会的表述是：“在海
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
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
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
有不同。”海协会的表述是：“海峡两
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
国家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
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由
此可以看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共
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就是“九二共
识”的应有之义。

有 记 者 问 ： 蔡 英 文 拒 绝 承 认
“九二共识”，且希望岛内其他人也
不要承认“九二共识”，还称“九二
共识”就是“一国两制”。请问发言
人有何评论？

马晓光在答问时表示，“九二共
识”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共同政治基
础，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性质，
表明双方在努力谋求国家统一进程
中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一国两
制”是实现国家统一后的制度安
排。民进党当局领导人故意将二者
混为一谈，是刻意误导台湾民众。

他表示，两岸关系好，台湾同
胞才会好。但对于那些开历史倒
车、倒行逆施的人和势力来说，两
岸关系好，他们的日子就不一定好
过。因此他们肆意否定“九二共
识”、诬蔑“一国两制”，进一步暴
露了他们的分裂立场，进一步暴露
了他们企图通过升高两岸对抗和敌
意来破坏两岸关系以谋取个人私利的目的。相信两
岸同胞特别是广大台湾同胞不会上当。

台胞在大陆工作经商无“较高风险”
一说

发布会上，有记者问：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1
月1日起施行。台有关方面称，大陆在新税法中纳入
反避税规定，若台胞以在大陆有合法稳定住所申请

台湾居民居住证，可能会被认定为
“税收居民”，这将使大陆台商具有
较高风险。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

马 晓 光 表 示 ， 台 胞 在 大 陆 工
作、经商，与港澳同胞享有相同税
收义务和权利，不存在所谓“较高
风险”一说。据了解，个人所得税
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增加反避税的条
款，是一项普适性的税收政策，这
些规则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包括
在台湾地区的税收立法中普遍存在。

关于台胞台商关心的新税法相
关问题，马晓光还作了三点说明：
一是台胞在申请居民居住证时的

“合法稳定住所”，并不等同于个人
所得税法上所说的“有住所”，台胞
在大陆有合法稳定住所，但因学
习、工作、探亲等原因消除后返回
台湾的，原则上视为“无住所”的
个人，不据此认定为大陆的税收居
民。二是此次个人所得税改革，延
续并优化了原税法实施条例中的优
惠政策，对无住所个人来大陆境内
短于6年者，对其境外支付的境外所
得免予征税。三是此次改革全面实
施了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提
高了起征点，调整了税率表，增加
了专项的附加扣除，进一步减轻了
台胞在大陆就业和生活的税负。

民进党当局不应向大
陆“甩锅”

有记者提及，台湾一些政客不断
炒作非洲猪瘟疫情议题，甚至称疫情
是大陆对台湾发起的攻击。

针对这一说法，马晓光应询指
出，大陆农业主管部门有关负责人日
前已就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工作情况
再次向社会作了说明。大陆方面始终
按照“及时、公开、透明”的原则进行
疫情发布，及时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等国际区域组织进行通报。中国政府
防控疫情的措施和成效，得到联合国
粮农组织等国际专业组织及国际社
会充分肯定。台湾作为世界动物卫生
组织成员，可通过既有渠道获得相关
信息，不存在任何障碍和限制。

马晓光还介绍说，福建省严格落实疫情的报告、
检测排查、检疫监督、限制疫区生猪及其产品调运、生
猪屠宰监管等各项防控措施，果断处置疫情，严防疫
情扩散。莆田市城厢区、三明市尤溪县、南平市延平区
等地疫情都得到有效处置。同时，福建省还组织全面
排查，对未发生疫情地区加大检测力度，并未在上述
区域外发现非洲猪瘟疫情。“在防控疫情方面，民进党
当局应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而不是借题发挥，向大
陆‘甩锅’，做政治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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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80后”台湾青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时我尚未出生，但是这份文告的深刻影响却伴随着我
从出生、成长、毕业到就业的每一个重要时刻。

小时候我家住在台南公寓的一楼，左邻右舍住
了非常多户的外省老兵。我常常看到那些老兵们拿
着毛笔在报纸上写书法，他们也常跟我讲起抗战时
期烽火下的险象环生，就像说故事一样。老兵们的
脸上没有太多激动的表情，但我从他们讲述的战乱
生活中感受到了和平的可贵。

上世纪 80年代，在我小学的时候，两岸可以互
相通信了。公寓的信箱一整排都设在一楼门口，老
兵们陆续收到从大陆寄来的家书。在网络不普及、
没有智能手机的上世纪 80 年代，这一封封迟来的
信，跨越台湾海峡，寄托着骨肉分离说不尽的思念
和眼泪。当时我的年龄还不足以理解两岸关系，有
时也不太理解，为什么老兵们在报纸上写的书法都
是繁体字，但是信箱里收到的来自大陆的信字体不
太一样。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是简体字，是两岸相

隔日久后开始有的差异。
2000 年以后，往返大陆的班机增加许多。在我

读大学时，在寒暑假期间，有许多机会可以通过各
种两岸民间基金会或是学校办的参访团到大陆交流
学习。上大学的第一个暑假，我跟着学生参访团走
访了北京、南京、苏州、上海，第一次见到了小时
候老兵们形容的故土，第一次参观北京大学的宿
舍，跟北大的同学交流，第一次到复旦大学，看到
在课本上形容过的这所学校的原貌。

2010 年以后，台湾学子能参加的两岸交流活动
形式更多了。读博士班期间，我有非常多的机会到
大陆参访，参加研讨会、发表论文。大陆赴台的交
换生人数也很多，我们在台湾的每堂课都有大陆同
学一起上课，台湾同学到大陆出席研讨会，也都建
立了微信群组，会前会后大家玩成一团，我们之间
几乎已经感受不到时空地域的藩篱。

2017 年毕业的前一个月，我赴厦门大学参加
“第四届两岸学子论坛”，认识了同一场论坛里广西

师范大学的研究生，我们留下了联系方式。就这样
的因缘际会，我毕业后来到广西师大任教，成为广
西师大的第一位台籍教师。2017 年人社部扩大台胞
在大陆事业单位就业试点地域时，将广西纳入试点地
区，2018年“惠台31条”政策的出台，更是改善了我在
大陆任教的环境，让我有了稳定的同等待遇。

回首 《告台湾同胞书》 的 40年，也是改革开放
的 40年。如今我们两岸同胞一起共享改革开放的果
实，台湾的经济正进一步与大陆联结在一起，台湾
同胞在大陆求学就业生活，都得到稳定的保障。《告
台湾同胞书》 传递给台湾同胞的关怀情谊，一直延
续了 40年不曾间断。在这份文告的基础之上，大陆
制定了越来越多的促融合政策，让我们在生活与心
灵上都不断靠近。展望未来，希望两岸同胞珍惜这
弥足珍贵的相遇，继续搭起更多促进两岸各领域交
流的桥梁。

（作者为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
学系台湾籍教师）

一封“家书”抵万金
王孟筠

“郑和下西洋”图片展 1 月 15 日在
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总部开幕。此
次图片展由欧洲议会欧中友好小组、中
国航海博物馆、中国艺术摄影学会共同
主办，将持续到18日。

图为欧洲议会议员在观展。
新华社记者 叶平凡摄

由香港特区政府和
香 港 贸 易 发 展 局 主 办
的第 12 届亚洲金融论
坛 日 前 在 香 港 举 行 。
金 融 科 技 成 为 讨 论 的
重 点 议 题 ， 与 会 者 探
讨 科 技 对 金 融 生 态 的
促 进 ， 也 期 待 通 过 金
融 科 技 推 动 粤 港 澳 大
湾区高质量发展。

图为两位与会者在
交谈。

新华社记者
吴晓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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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

港澳高校科研人员可申报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记者王昆） 记者从科技部了
解到，科技部将推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对港澳开放，港澳高
校科研人员可以以项目负责人身份申报项目。

2018年，科技部出台关于中央财政科技计划 （专项、基
金等） 支持港澳地区创新发展的若干规定，签署内地与香港
关于加强创新科技合作的安排和联合资助研发项目的协议。
试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对港澳开放，实现中央财政经费过境
港澳，完成港澳国家重点实验室更名，在澳门新建2家国家
重点实验室，在香港建设智能视觉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
平台。

科技部有关负责人表示，2019年，科技部将推进建立科
研经费跨境使用的长效机制，执行内地与香港联合资助计
划，完善内地与澳门联合资助计划，实施 2019 年度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港澳台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

欧洲展出“郑和下西洋”欧洲展出“郑和下西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