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經不政」難持續
「一中」之下化分歧

首屆兩岸和平論壇上海舉辦 民間試水政治對話

論壇為期兩天，來自兩岸的120多位學者與各
界代表出席，就兩岸政治關係、涉外事務、

安全互信、和平架構等四個議題展開討論，旨在
為兩岸政治難題「破冰」。
不少民進黨重量級人士亦紛紛與會，其中包括

以「新台灣國策智庫」董事長身份出席的前「行
政院副院長」吳榮義、前海基會董事長洪奇昌、
「前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江春男、「前外交部
次長」高英茂、「前總統」陳水扁辦公室主任陳
淞山等人，皆以「專研大陸問題」的學者身份出
席。

「紅藍綠」專家同台論政

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致辭中指出，是次論壇開
創了多項「第一」。除了是「首屆」兩岸和平論
壇，在兩岸是「第一次」外，論壇由兩岸不同背
景的民間團體和學術機構共同舉辦，邀請各方專
家學者與會，具有廣泛的代表性，這也是「第一

次」。　
「對於政治問題的處理，在兩岸關係中歷來起
『方向盤』的引領作用。」張志軍說，雖然這

些年來兩岸雙方本 「先急後緩」、「先易後
難」、「先經後政」的步驟推進兩岸協商，取得積
極成果，但是「易」與「難」總是相對的，「經」
與「政」也並非截然分割，「在兩岸關係發展進
程中，一些政治爭議儘管可以暫時擱置，但不可
能完全和長期迴避，『只經不政』的做法無法持
續。」

政治分歧「久旱須耐心灌溉」

「人們常說解決兩岸政治分歧問題要水到渠
成，不能拔苗助長，這與我們的想法是一致的，
同時久旱之地也要開渠引水、鬆土施肥，禾苗才
能茁壯成長，一分耕耘才會有一分收穫。」張志
軍坦言，就兩岸政治對話協商而言，指望一談即
成，一舉解決長期積累的全部難題，那是不切實

際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融冰總要有個
過程，但雙方不溝通對話協商，問題有可能會結
得更厚。
他希望論壇能發揮重要的平台作用，促進兩岸

智庫、學者為破解兩岸政治問題作出積極貢獻。

兩岸事務部門建交流機制

張志軍透露本月6日他在印尼峇里島與台灣「陸
委會主委」王郁琦見面的情況，稱雙方就開展互
訪、建立兩個部門溝通交流機制達成共識，相信
將有助於及時有效處理兩岸關係事務、增進相互
了解和互信、推動兩岸關係全面發展。
張志軍同時強調，堅持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

國，是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共同政治基礎，
也是商討解決兩岸政治分歧問題應有的根本立足
點，兩岸之間無論有多大政治分歧，都不能動搖
和損害一個中國框架，這是一條不可鬆動的底
線。

紅藍綠閉門會
記者瘋狂圍堵

大會倡建常設機構 下屆或移師台北

學者建言
■二十一世紀基金會董事長高育仁：兩岸政治上「合情

合理的安排」，須以中華民族及兩岸人民邁進民主共和

百年來的「共同史觀」為基礎，重新研討並進行完整

歷史論述。

■台灣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童振源：兩岸政治

定位是非常敏感而複雜的，但是兩岸終究要坦率與誠

實地面對彼此的差異、民意與法理，才能建構穩固的

兩岸和平發展架構。

■中華兩岸經貿投資文化教育協會理事長張京育：對於

兩岸和平，我們需給出更廣闊的定義，真正的和平並

不取決於物質上的利益，不僅在於通商、通郵、通航

甚至通「人」，它更在於通資訊、通思維、通價值觀。

■全國台灣研究會副秘書長楊立憲：兩岸在兩岸關係政

治定位上存在 分歧，但也存在 程度不同的共識，

探討和解決問題應先從尋找各方共識暨共同認知入

手，共識越多，共同語言就越多，公約數就越大，就

越有可能坐在一起討論和解決問題。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劉國深：解決兩岸之間懸而

未決的政治問題必須審時度勢，不可能一蹴而就，更

不可與兩岸和平統一的戰略目標背道而馳。海峽兩岸

不是國與國關係，這一點各方都必須明確了解，這也

是看待、處理和解決兩岸政治分歧問題的邏輯起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沈夢珊整理

連續兩日的首屆兩岸和平論壇因「紅藍綠紛呈」，吸
引近60家中外媒體逾百位記者到場採訪。由於一些「綠
營」重量級人士的發言，被安排為閉門研討，不對外開
放，令早間的公開會議，成為新聞大戰的主戰場。
今次論壇有四項議程對外開放，除了昨日上午的論壇

開幕式、大會主題演講外，還有今日下午的專題研討和
閉幕式。昨日下午和今天早間的研討，均未安排媒體旁
聽或採訪。而「前行政院」副院長吳榮義、「前外交部」
次長高英茂、前海基會董事長洪奇昌等的發言，都在閉
門研討會期間發表。其中，吳榮義在昨日下午的首場專
題研討會中登場，與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所長余克禮
共同擔任研討會主持人。

氣氛融洽 火藥味欠奉

由於和嘉賓「親密接觸」的時間十分有限，致使昨日
早間的會場「硝煙瀰漫」。一有大老出現，即刻被裡三
層、外三層團團圍住，記者們圍追堵截的勁頭，絲毫不
亞於全國兩會。開幕式尚未開始，一些嘉賓們就已被
「困」記者群，寸步難行。直至現場司儀發話，請求記
者們暫緩採訪，嘉賓們才被「放行」。
雖然不同「顏色」的嘉賓濟濟一堂，但會場氣氛卻十

分融洽，隨處可見嘉賓互相寒暄，談笑風生，沒有絲毫
「火藥味」。

■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夢珊、章

蘿蘭 上海報道）兩岸領導人何時能
舉行「習馬會」是這次論壇的一個熱
門話題。與會的國台辦副主任孫亞夫
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坊間對兩岸領導
人見面比較熱議，也有期待，這個氣
氛是好的。他建議兩岸可以進一步創
造條件，例如先由兩岸事務負責人直
接接觸交往。
以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身份

與會的孫亞夫說，兩岸領導人會見、
會談是大陸主張30多年的政策，大陸
方面會為此努力，而兩岸關係發展至
今仍未實現兩岸領導人會見，說明兩
岸關係的發展水平，還需要解決很多
事情。

余克禮：見面是必然

社科院台研所所長余克禮在接受採
訪時亦表示，兩岸領導人見面是兩岸
關係發展的必然結果和趨勢，早在
1995年在「江八點」中就提出，兩岸
領導人可相互見面，相互訪問。談及
兩岸領導人見面的稱謂，余克禮認
為，若雙方真有見面誠意，有化解兩
岸分歧、推動兩岸關係發展的誠意，
技術性的問題總會通過雙方溝通，找
到解決如何稱呼的好方法。
「兩岸領導人見面這一步總是要跨

出，不過至於何時跨，則要看時機和
條件。」但余克禮亦認為，現在談兩
岸領導人接不接觸還為時過早，因為
兩岸根本沒有針對這個問題溝通過，
「是不是能見面？在什麼場合下以什
麼身份見面等問題，都應該通過誠意
溝通才能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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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論壇
主辦單位之一、台灣二
十一世紀基金會董事長
高育仁建議，兩岸和平
論壇能設立常設機構，
並依據此次的四大議
題，召集兩岸專家成立

研究小組，研商兩岸人民可接受的方案，逐項
解決兩岸政治問題。他此前稱，雙方都希望論
壇持續辦下去，直到問題解決為止。

高育仁在大會發言上表示，首屆兩岸和平論
壇由台灣研究會、二十一世紀基金會共計14個
機構發起，象徵 兩岸的對話和合作進入了新
階段。他認為，今次兩岸專家學者齊聚上海，
雖有歧見，但相信開誠布公的探討，能找到解
決之道。
另據消息人士透露，台灣二十一世紀基金會

正與大陸相關機構商議，讓兩岸和平論壇未來
成為每年定期舉辦的論壇，且在大陸、台灣兩
地輪流舉行。若依此原則，明年第二屆論壇將
可能在台北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全國
台灣研究會會長，第
九、十屆全國人大常委
會副委員長成思危在首
屆兩岸和平論壇上指
出，儘管現在兩岸交流
的頻繁程度和密切程度

是30多年前不可比擬的，但對一些深層次的敏
感政治議題，兩岸交流還很少觸及。而在他看
來，政治定位問題是所有兩岸政治議題的關鍵
和首要。
成思危表示，至少有四方面的政治議題，是

兩岸共同關心的，首先是兩岸政治關係議題。
在國家尚未統一的特殊情況下，兩岸之間到底

是一種什麼樣的政治關係？對兩岸政治關係合
情合理的安排具體應該包括哪些內容？
二是兩岸涉外事務議題。包括兩岸在國際場

合中互動的規則問題，特別是台灣在有關國際
組織中的參與程度、參加身份與名義問題等。
三是兩岸安全互信議題。兩岸安全互信機制

具體內容是什麼？該機制的建立需要什麼前提
及程序，有關外部勢力對兩岸安全互信的影響
與作用如何評估？面對東海、南海爭端，兩岸
如何進一步開展海事合作？
四是兩岸和平架構議題。兩岸和平架構的主

要體現形式除了簽署兩岸和平協議，還可能包
括哪些形式？具體內容應該包括什麼？它的談
判需要什麼啟動前提？其批准和監督程序又該
如何規定？

■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左)與孫亞夫(右)

出席兩岸和平論壇。 中央社

■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首

屆兩岸和平論壇開幕式上

致辭。 新華社

■出席首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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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的學者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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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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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首屆兩岸和平論壇

昨日在上海登場，開啟兩岸民

間政治對話的序幕。國台辦主

任張志軍在開幕致辭中指出，

兩岸一些政治爭議儘管可暫時

擱置，但不可長期迴避，「只

經不政」的做法是不現實的，

無法持續，兩岸應在堅持「一

個中國」框架不動搖的底線

下，努力化解矛盾分歧，不斷

增進政治互信，實現兩岸和

平、共同發展的願景。張志軍

並說，開展民間政治對話，有

助開啟兩岸政治對話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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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思危：政治定位 議題之首

■首屆兩岸和平論壇昨日

在上海開幕。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