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五」規劃，首次設專篇闡釋港澳
台問題，並以「深化合作建設中華民族共
同家園」為基調，尋求兩岸價值認同的

「最大公約數」。圖為即將登上福州首航台
灣基隆客輪的遊客興奮異常。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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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是海峽兩岸難得的歷史機遇。
各界如何展開有關紀念活動，是「兩會」期間最易引
起共鳴的熱門話題。在當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形
勢下，緬懷這段歷史、指引未來，頗具現實意義。
清華大學台灣研究所所長、國台辦經濟局原局長劉

震濤指出，孫中山先生是中國革命先驅者，他推翻滿
清，建立共和，功不可沒。對於孫中山先生與辛亥革
命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定位，兩岸具有很多共識，應藉
此共同紐帶與橋樑，按照孫中山先生的遺志，將振興
中華作為最高使命，不斷增進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
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王建民表示，孫中山

先生的「和平」思想學說，是其完整思想體系中的有
機組成部分。弘揚這一重要思想，詮釋他對中華民族
復興等價值觀念的認知，有利於化解兩岸歧見，推動
祖國和平統一進程。他還建議，應設立兩岸中山獎學
金，推動加強兩岸青年互動。

藉辛亥百年機遇
推和平統一進程

最近，民進黨政治領袖紛
紛拋出兩岸論述、在島內掀
起一波兩岸討論熱。對此，
清華大學台灣研究所所長劉
震濤向香港文匯報表示，民
進黨人士的言論，基本上是
從爭取選票出發，而並非改
變政治方向。他認為民進黨
正處在轉型之中，但這一轉
變僅表現在策略上，而並非
根本性政策與宏觀方向。

民進黨爭選票 拋兩岸新論
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委員、全國台聯理

事楊慧珠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兩岸大交流
蔚然成勢，台灣民心所向將影響台灣政治
走向。民進黨的表態模糊、定位被動，事
實上為選情需要爭取台灣民心，卻未出台
能夠贏取民眾支持的兩岸政策。至於未來
民進黨是否會改變「台獨」政治立場，擺
脫尷尬處境，仍需要進一步觀察。
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王建民

也指出，民進黨「四大天王」所提出的

論述，一改以往陳水扁時期「法理台獨」
的強硬色彩，轉而採取模糊、抽象的言
辭，對中間選民具有較大的欺騙性，須
加以關注。
王建民表示，島內兩大選舉在即，藍綠

陣營在兩岸議題上的較量將成為今年台灣
政界熱點。隨㠥選舉季節的到來，民進黨
的「十年政綱」終將浮出水面，屆時是否
有對兩岸政策清晰、完整、綱領性的新論
述，將是各界關注的焦點。他認為，「民
進黨內部出現兩岸論述熱是一件好事，證
明兩岸議題是民進黨必須面對的問題，是
無法迴避的大是大非問題。」

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委員、全國台聯理事楊慧珠
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在「十二五」規劃助推下，未
來五年兩岸經貿有望在產業合作、陸資入台等方面
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帶動台灣經濟持續向好，並
進一步惠及台灣民生。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研究
員王建民（見圖）表示，預計推進兩岸產業合作勢
必成為今年兩岸經濟合作的「重頭戲」。根據當前
各自產業發展優勢，兩岸近來已陸續啟動多個產業

具體項目的試點性合作，包括兩岸LED的首度合作在廈門落戶，兩岸無
線通信合作在寧波、成都試水等。
王建民向香港文匯報指出，兩岸經濟合作重點，將逐漸從宏觀的框架

轉向具體產業。除了較敏感的農業領域外，產業合作將是全面性的，幾
乎可延伸涵蓋製造業、服務業的所有領域。由兩年前未與大陸協商的
「兩岸產業搭橋」項目，到即將成立「兩岸產業佈局策略小組」尋求與大
陸產業鏈互補，台灣方面已意識到與大陸產業對接的重要性，特別是在
兩岸經合會產業合作小組的支持下，今年該領域的兩岸合作有望更合
拍，更順暢。清華大學台灣研究所所長、國台辦經濟局原局長劉震濤表
示，兩岸產業合作須由初級的「結合」，走向更深更廣的「整合」，形成
新的產業合作佈局，實現兩岸共同價值最大化。

投保協定年內有望簽署
對於ECFA後續商談的走向，王建民指出，從目前進展看，投保協議

很可能是今年兩岸盡全力簽署的最重要協議。他表示，商簽此協定應盡
量避免單向利益的思維，將投資保護與促進一併納入，而不是另案處
理。「為達成兩岸經濟雙贏目標，既要考慮加強對兩岸企業權益的保
護，也要注重投資促進、政策透明化及市場開放等。」
劉震濤表示，該協議若能達成，將有助於增強雙方投資信心，完善更

公平、有序、合理的投資環境。這還需雙方本㠥理解、包容、互讓的態
度協商。不過，他認為，ECFA後續商談的難度較此前有所增加，涉及
到很多直接利益，需要兩岸以最大誠意進一步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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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兩岸首個共同組成的合作機制「經合會」
的有力運轉，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活動的接

力展開，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為佈局明年大選的全
力籌劃⋯⋯這些交錯貫穿於全年的兩岸重大情勢，也
為今年兩會的兩岸命題，注入了新的內涵和視角。
多位權威台灣問題專家、兩會代表委員向香港文匯

報表示，大陸在保持對台方針政策連貫性的同時，首
次將「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寫入五年發展規
劃。這一重要指導思想是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告台
灣同胞書》發表重要講話的落腳點，也將是未來一段
時期處理兩岸事務的出發點。

「十二五」專章論述
作為兩岸間交流互動的主軸，經貿與文教合作，仍

將成為緊貼兩岸民生、帶動關係穩定正向發展的「雙
核」，推進兩岸關係的全面機制化建設，為實現「建設
中華民族共同家園」目標持續鋪墊。專家指出，ECFA
的落實及四項後續商談，是今年兩岸經貿合作的重中
之重。其中的兩岸投資保障協定商談，最有希望在年
內取得實質性成果。兩岸經貿交流亦將於上半年出現
新一波高峰。
清華大學台灣研究所所長、國台辦經濟局原局長劉

震濤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指出，大陸將ECFA寫
入「十二五」規劃這一五年戰略框架體系，不僅證明
ECFA本身對於兩岸的重要性，也折射出中央對繼續推
進兩岸經貿關係機制化、制度化的支持態度。

台商迎來重大商機
劉震濤表示，這體現出大陸將落實ECFA定為一個硬

性任務，鄭重承諾其必須貫徹實現。他說，「面對當
前複雜的國內外形勢，在中國發展戰略機遇期的一個
新起點上，將落實ECFA納入今後五年的階段性目標，
列入我們努力促進兩岸共同發展的願景中，具有重大
意義。」
專家普遍認為，「十二五」規劃疊加ECFA效應，將

為台商提供重要商機，且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比
如，大陸將在「十二五」時期重點發展的七大戰略性
新興產業，便與台灣提出的六大新興產業有較大的契
合面。

ECFA首納
「雙核」助建共同家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北京報道）進入

ECFA（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元年，歷來牽

動人心的台海局勢話題，在本屆全國兩會吸引了

更多視線與熱絡討論。大陸訂定經濟社會發展綱

領的「十二五」規劃，首次設專篇

闡釋港澳台問題，闢單章專述推進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張，並以

「深化合作建設中華民族共同家

園」為基調，尋求兩岸價值認

同的「最大公約數」，為兩岸交流從

經濟領域向更高的人文精神層面漸

進融合，鋪設出更開闊的空間。

經貿文教合作成互動主軸 大陸續推兩岸經貿關係制度化

專家表示，兩岸經貿合作當前處在「由易向難」的轉化過程，彼此經濟

交流合作中的利益分配問題日漸突出，需要兩岸均給予高度重視。他認

為，另外三項ECFA後續商談都不容樂觀，「成熟一項簽署一項」是務實良

策。在貨物貿易方面，是否選擇達成具有時間表的、一攬子實現80-90%實

質性降稅目標的協定，事關ECFA商談的整體推進進程；服務貿易方面，台

灣方面期望大陸積極開放更多領域，提供更多優惠，卻對大陸企業的開放

持保守態度；至於爭端處理機制，目前也未確定是由兩岸直接協商或是按

國際模式解決。

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王建民指出，受島內選舉季節與大陸省級

採購團訪台時機日益頻密的影響，今年兩岸經貿高層次、較重大的合作將

主要在上半年展開，並有望形成一輪熱潮。下半年，島內有「立法委員」

選舉，各黨派參選台灣地區領導人的人選也將基本確定，宣告台灣進入選

戰一觸即發的敏感期。屆時，兩岸經貿互動仍將正常持續，不過大陸方面

將避免為「好事」的民進黨留下政治操作的「話柄」。

經貿高峰料上半年出現

兩岸交流勢強 影響台政治走向
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王建民向香港文匯報指出，

由於美國「以台遏華」的戰略並未改變，今年美國因素對兩
岸關係的影響不會減少，美台之間在軍事安全與經濟領域的
合作均可能強化。美再度對台軍售、重啟TIFA(台美貿易投資
架構協議)談判，可能對大陸形成新壓力，須給予密切關注。
王建民表示，一些意外事件可能對今年兩岸互動產生微妙

影響，可高度關注兩大領域：一是對於台灣積極迫切參與涉
外事務的願望，如何在務實協商後、保證兩岸在「一個中國」
框架下在國際社會共同發展。特別在涉及第三方的國際事務
時，比如最近的菲律賓遣送嫌犯一事及台灣與新加坡今年可
能簽署經濟合作協定等，需要兩岸雙方相互理解，良性互
動；二是在兩岸大交流的新格局中，須妥善安排好人員安
全、利益分配等重點工作，將可能出現的負面影響降至最
低。
王建民指出，在大陸赴台遊「自由行」啟動試點的利好

影響下，今年兩岸人員往來總量有望突破700萬，千萬人
的目標有可能在兩三年內實現。處理好上述問題，將有助
於進一步凝聚兩岸民眾共識。他還強調，須準確把握國際
國內形勢變化可能帶來的機遇與挑戰，提防民進黨在台灣
選舉關鍵期製造、操縱議題，對兩岸關係造成不利影響，
警惕「台獨」分裂勢力對兩岸關係的伺機破壞，保障兩岸
關係不停滯、不倒退。

美續「以台遏華」
專家籲密切關注■第2屆天津台灣名品博覽會將於今年7月在天津舉行，

台北世貿中心副秘書長黃文榮（右）7 日和天津市簽約。

■台灣水果在上海暢銷。圖為上海市民在超市內選購台灣水果。 資料圖片

■兩岸經濟交流合作為大勢所趨，亦為台灣民心所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