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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告台湾同胞书》
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新时代推进祖
国和平统一进程的五项重大政策主张，其中深刻阐述了坚
持一个中国原则与维护和平统一前景的辩证关系。1949 年
以来，我们党和政府始终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最终
完全统一作为矢志不渝的目标。1979 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
会 《告台湾同胞书》 的发表，标志着祖国大陆正式确立了
和平统一的基本方针，并延续至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
景，因为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对两岸同胞和全民族最有
利”。一个中国原则是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前提和
保证。四十年两岸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只有坚定维护一
个中国原则，台海局势才能实现和平稳定，两岸关系才能
实现和平发展，两岸同胞的福祉才能够得到保证。在新时
代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中，如何维护和平统一的前
景，习近平总书记同样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那就是要继续
毫不动摇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就是要维护“两
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法理和事实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尽管海峡两岸尚未完
全统一，但中国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大陆和台湾同属一
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这句话点出了一个中国原则的
核心内涵，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
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未分割也不容分割。这既
是基于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和法理基础，也是对当前两岸
现状的客观描述。1949 年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海峡
两岸的中国人在“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
的一部分”这一根本问题上并没有分歧。上世纪 90 年代
以来，岛内背离和破坏一个中国原则的“台独”分裂活动
猖獗，中国政府和人民同“台独”分裂势力进行了坚决斗
争，使分裂势力企图搞“法理台独”的图谋始终未 能 得
逞。世界上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无一例外地都要与台
湾当局“断交”，绝大多数国家都明确无误地承认台湾
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 联 合 国 或 其 他 需 要 主 权
国 家 身 份 的 国 际 组 织 中 ， 台 湾 当 局 都 没 有 资 格 参
与 。 连 美 国 政 府 也 多 次 公 开 表 示 “ 台 湾 并 不是一个
国家”“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以及
其他需要主权国家身份的国际组织。一个中国原则的历
史、现实、法理和国际地位是任何“台独”分裂活动都无
法撼动的。

二、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实现两岸关系
改善、发展的前提条件，是推动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的根本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的政治
基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关系就能改善和发展，台湾
同胞就能受益”。1993 年 4月，在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
二共识”基础上，海协会和台湾海基会成功举行“汪辜会
谈”，并签署了多项涉及保护两岸同胞正当权益的协议。
1998 年 10 月，两会领导人再次在上海会晤，达成了四点共
识。2005年4月，在坚持“九二共识”和反对“台独”的政
治基础上，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两党共同发
布“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在坚
持“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两岸两会迅速恢复协商谈判并在
几年间达成了 23 项协议，国台办和台湾方面陆委会也建立
起常态化联系沟通机制。2015 年 11 月，两岸领导人在新加
坡实现历史性会晤。以上两岸关系发展的实践已经反复证
明，只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两
岸双方可以实现不同形式的协商对话和谈判，从而实现台海
地区和平稳定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三、“台独”分裂活动背离一个中国原则，
就是破坏两岸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的前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台独’是历史逆流，
是绝路”，“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就会导致两岸关系紧张动
荡，损害台湾同胞切身利益”。任何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法
理基础，诋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事实的“台独”分裂
行径，都只会给两岸关系带来危机和灾难。近 30 年来，李
登辉、陈水扁、蔡英文当局不断背离和破坏一个中国原则，
提出“两国论”“一边一国”等各种分裂主张，公然“访问
美国”，进行“公投制宪”“公投入联”和“去中国化”各种
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企图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这
一时期，除了马英九执政的8年外，两岸关系绝大多数时候
都处于僵持、紧张和动荡之中，甚至一度走到危险的边缘。
2005年，全国人大通过 《反分裂国家法》，这是一个坚决维
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活动、维
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法律。“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是
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是两岸关系出现紧张、动荡
和危机的总根源。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呼吁“广
大台湾同胞不分党派、不分宗教、不分阶层、不分军民、不

分地域，都要认清‘台独’只会给台湾带来深重祸害，坚决反对
‘台独’分裂，共同追求和平统一的光明前景”。他也严正指出，
“我们愿意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但绝不为各种形式的
‘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
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台湾同胞”。

四、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必须继续贯彻寄
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和平须由两岸同胞
共谋、共护、共享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表示，“广大台湾同胞具有光荣
的爱国主义传统，是我们的骨肉天亲。我们坚持寄希望于台
湾人民的方针，一如既往尊重台湾同胞、关爱台湾同胞、团
结台湾同胞、依靠台湾同胞，全心全意为台湾同胞办实事、
做好事、解难事”。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两岸和平统一的最
终受益者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两岸同胞。对于如何实现两
岸和平，如何推进国家和平统一进程，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
历史使命和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回顾过去几十年两岸关系
发展的历史，无论是在两岸关系困难时期还是改善时期，

“求和平、谋发展”一直是台湾的主流民意，绝大多数台湾
同胞都期盼台海能够和平，希望两岸关系能够发展。他们反
对“台独”分裂势力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激进行为，积极参
与到两岸经济社会文化交流的大潮中来，越来越多的台湾同
胞能够认清国家强大的大势、民族复兴的大势和两岸统一的
大势，这些都是我们能够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坚实民意基
础。祖国大陆也对台湾同胞展现了最大的善意和关爱，这些
年出台惠台利民的“31条措施”和“26条措施”，率先同台
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为台湾同胞台湾企业提供同等待
遇，就是希望台湾同胞能够在大陆的发展和两岸交流中有更
多的获得感，得到更多实实在在的“和平红利”，从而更有意
愿、更有信心、更有办法投入到维护两岸和平的事业中来。

当前台海形势更加复杂严峻，台湾地区两项选举无论结
果如何，当权者都必须要面对如何回应一个中国原则和“九
二共识”的问题。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关系就能够改
善，台湾同胞的福祉就能够得到保障，也能够为两岸某些政
治难题的解决创造机会。反之，背离和否认一个中国原则、
拒绝接受“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就会持续紧张。如果台湾
当局在外部势力的支持下，进行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
动，祖国大陆为维护一个中国原则与祖国和平统一的前景，
必将进行坚决斗争。

（作者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教授）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才能维护和平统一前景
李 鹏

据新华社济南电 （记者魏
圣曜） 记者从山东省台港澳办
了解到，《山东省贯彻落实“26
条措施”办事指南》 日前正式
发布，将切实为台胞台企提供
更多发展机遇、同等待遇。

据山东省台港澳办介绍，
2019 年 11 月 4 日 ， 国 务 院 台
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经商中央
组织部等 20 个有关部门，出台

《关于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
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简称

“26 条措施”）。山东省台港澳
办、山东省发展改革委协调 20
多个有关部门和单位结合各自
职责，反复研究、量身定做，
出台 《山东省贯彻落实“26 条
措施”办事指南》。

据介绍，《办事指南》 对
“26 条措施”逐条逐项细化落
实 ， 明 确 责 任 部 门 、 政 策 依
据、标准条件、办事流程和咨
询 窗 口 ， 让 台 胞 台 企 看 得 清
楚、用得明白。《办事指南》 的
发布将切实增强台胞台企获得
感，按照指南的指引，在鲁台
胞 台 企 可 轻 松 享 受 “26 条 措
施”的便利和实惠。

《办事指南》 紧紧围绕山东
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加快实现高质量发
展目标任务，为台胞台企提供更多发展机
遇、同等待遇。山东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扶持民营企业成长，防风险、保稳定、促发
展、惠民生和鼓励人才创新创业等方面的政
策措施，台胞台企均应享尽享。

山东省台港澳办统计显示，2019年1月至
11月，山东省新批台资项目142个，同比增长
40%，合同使用台资 15.3 亿美元，同比增长
72%，实际使用台资 5.6 亿美元，历年累计批
准台商投资273亿美元。

山
东
发
布
惠
台
措
施
办
事
指
南

本报台北1月6日电（记者陈晓星、孙立
极） 最新出版的台湾 《天下》 杂志比对自
2000年起 20年的调查数字，指出台湾社会十
大变化，包括贫富差距、养老压力、心理健
康、产妇高龄化、极端天气来袭、上班族低
薪、政府负债、中小企业萎缩、课外补习班
增长、大学生休学退学比例升高。

杂志分析指出，中小企业一直是台湾的
经济命脉，但往昔“皮箱走天下”的气势已
逐渐削弱，中小企业急速萎缩。反而是少数
大企业控制逾八成五的出口。中小企业弱化
导致薪资停涨，当局也收不到税，举债逐年
上升。

连锁反应是，人们的生活和经济压力的
增加，使用抗忧郁药物人数逐年增长，女性
生育年龄也延后，高龄产妇的比率增加。此
外，台湾已迈入高龄社会，再加上人的平均
寿命延长，不健康存活人数增加，养老成为
家庭和社会的最大挑战。

调查数字显示，台湾的课外补习班已近2
万个，历经多次教育改革，课外补习班不减
反增，大学休学退学的学生也增多，显示教
改和新课纲并不成功。

数字比对也概括了台湾 20年的十大进步
变化，包括女性参政提升、犯罪率降低、男
女薪资差缩小、癌症死亡率降低、污染改
善、留学人数增加等。

一年一度的香港国际授权展又开幕了。
1月6日至8日，约有320家来自世界各地的
企业汇聚香港会展中心，带着逾 700个品牌
及授权项目前来参展。其中，由中国文化和
旅游部组织的“中国内地馆”共有 112家文
化机构和企业参展，涵盖文博、艺术、动漫

等领域。

内地成授权业发展火车头

授权业是知识产权贸易一种，某种商品
的版权可以经过贸易，成为合法制作商品的
来源和基础。香港国际授权展则由香港贸易

发展局于 2003 年创办，是亚洲地区内少数
以授权为主题的展览会，也是规模最大的授
权业展览会。展会的主要目标即协助全球授
权商和授权代理商寻找合作伙伴，扩展亚洲
地区尤其是中国市场的授权网络，为授权
商、广告代理商、品牌推广商、法律顾问、
专业设计师等提供一站式服务平台。前来参
展的企业行业领域多元，涵盖卡通人物、动
漫、教育娱乐、艺术文化、时尚生活与服
饰、餐饮授权等类别。

“香港拥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和大量专业人才，能协助全球顶尖品牌和
国际授权代理商进入亚洲市场。”香港贸
发局总裁方舜文表示，全球授权业业务正
在持续快速增长，2017 年亚洲的授权产品
销售额按年升 5.8%至 316 亿美元，占全球
总量的 11.6%。内地的增长速度更是居全
球之冠，按年升 10.3%，成为授权业发展
的火车头。

突出内地文化和旅游特色

今年是文化和旅游部第六次组织内地馆
参展，参展机构和企业来自北京、上海、山
东、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陕
西、宁夏等省区市，在策展上着力突出文化

和旅游特色。在“中国内地馆”中，观众可
以看到很多内地独特的文化元素，比如故宫
博物院主推具有故宫元素的文化产品，成都
华珍藏羌文化博物馆则以藏羌织绣艺术品作
为吸引买家的卖点。

香港贸易发展局服务业拓展高级经理张
诗慧介绍，受香港现时社会活动影响，参展
商和买家数量稍有下调，参展商减少约一
成，整体影响不大。买家方面，预计将吸引
约2万名买家到场参观采购。

连续 6年参展的华强方特动漫有限公司
代表蓝小姐表示，香港是内地公司品牌推广
的重要平台，公司推出具有中国文化魅力的
文化产品，希望通过香港与国际授权商和国
际品牌对接，在发行和授权方面加强合作，
拓展国际商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国际授权展还
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注入经济活
力。去年有 78%的参展商和 88%的参观人士
来自“一带一路”国家及地区，虽然这些国
家和地区的授权产品销售额在全球占比不
高，但市场发展迅速，潜力很大，香港作为

“一带一路”的重要联系人，可协助有关国
家和地区加快发展授权业，同时也可为内地
企业创造商机。

香港国际授权展开幕

内地企业赴港觅“走出去”商机
雷 蕾

香港国际授权展开幕

内地企业赴港觅“走出去”商机
雷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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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天下》杂志评台湾20年变化

据新华社广州电 （记者丁乐、孟宜霏）
持续三天的2020澳门·广州缤纷产品展近日落
下帷幕。在四季如春的花城广州，100余家穗
澳企业共同参展，除传统老字号外，文创及
青创展区吸睛无数，花样迭出的产品内容和
贸易形式，折射出粤澳经贸合作的一派繁花
似锦。

围绕澳门饮食文化，维京影业 （澳门）
公司带来主打产品“澳门食神”IP，通过系
列旅行视频和文具包袋等周边产品，使消费
者跟随主角 M 先生，如临其境在澳门边逛边
吃，以此提高澳门餐饮业知名度并带来更多
效益。

“粤港澳大湾区的内涵之一是文化湾区，
澳门文化资源丰富，服务业发达，产业融合
有很大空间可挖掘。”维京影业负责人杜之
说，“再加上内地技术和人才，还有湾区政策
支持，这片沃土将盛开‘文化+’繁花。”

文化创意同样助推着传统制造变花样、
谋转型。源自乳木果、薰衣草、艾草等植物
的手工皂，不仅赏心悦目，也有花果清香，这
些是澳门制皂有限公司推出的洗护品，由其在
广州的所属工厂制造，年产量达10万多块。

澳门制皂有限公司联合创办人何文滔介
绍，自己做国际订单代加工差不多 10 年，
2016 年才自创品牌，“我们想卖的不只是产
品，而是关于澳门的故事。”就像包装盒上印
有澳门建筑图案和葡萄牙装饰花纹，代表着
澳门本土品牌，传递着澳门生活美学。

研发在澳门，生产在广州，公司当前瞄
准内地作为主要市场。去年一年，何文滔跑
了十几个内地城市展销，效果远超预想。

两地不断推出的便民惠企政策也是“护
花”的“春泥”。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行政管
理委员会执行委员李藻森说，他们与广州市
商务局联合举办过八届该展会，此类展览
外，商务考察、会议研讨等双向交流愈加频
繁。相信未来与广东省各部门深入合作，将
进一步创新推动企业间的多样化合作。

粤澳经贸合作锦上更添“花”

1 月 4 日，第 39 届新光
摩天大楼登高大赛在台北
鸣枪开跑，3000 余名参赛
者“为健康而跑”，先后登
上 46 层约 200 米高的新光
人寿保险大楼，迎接即将
到来的农历新年。在完成
1006 级台阶攀登后，不同
年龄组的参赛选手在终点
汇合，合影庆祝完赛。

中新社记者
史元丰摄

登 高
迎 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