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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王會」二月中南京首度登場
兩岸事務官員歷史性會談 官方今公布詳情

國台辦：不應被其他因素干擾
台灣《經濟日報》報道稱，「張王會」將圍繞「兩會
互設辦事處之人道探視」、「兩岸新聞媒體長駐」、
「兩岸經濟整合」三大議題展開，並指「張王會」有三
個「不能說」：不談政治議題；不能提「中華民國」；
不能提「人權、民主、法治」和「總統」。台灣中央社
引述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稱，「雙方兩岸事務主管部門
負責人會面，直接交換意見和看法，有利於推動兩岸關
係向前發展。我們不願看到被其他因素干擾。」馬曉光
並表示：「對台灣方面大陸事務主管部門負責人來訪，
雙方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正在進行溝通和規劃。」
另一方面，台灣「行政院長」江宜樺昨日在「立法

院」接受質詢時強調，王郁琦是以「陸委會主委」身份
前往南京。對於「3個不能說」，江宜樺說，他與王郁
琦討論過程中，沒聽過這種說法或有任何承諾。

會談內容料不涉及「習馬會」
對於「張王會」會否涉及「習（近平）馬（英九）

會」議題，台灣《經濟日報》引述消息人士稱，「張王
會」不會只談枱面上會談的主題，而王郁琦也曾在「立
法院」說過，若大陸主動談起他會有所響應。
報道並稱，王郁琦一行自南京進、上海出，前後四

天。行程包括舉行「張王會」、王郁琦赴中山陵拜祭孫
中山、在南京大學發表演講、赴上海與大陸學者座談等

（見另表）。台灣「陸委會副主委」兼發言人吳美紅昨
日表示，王郁琦這次訪陸行程，會在相關原則下，進行
規劃。這次訪問的目的在增進彼此了解，促進相關業務
推動。

張王去年印尼APEC首見面
報道並稱，針對近日台灣「立法院」決議，要求王郁

琦此行不可和大陸談「一個中國框架」，大陸官員表
示，既然雙方都不談政治，應該不會談到。「陸方希望
王此行成功，也能奠定雙方負責人互訪制度化的基
礎。」而張志軍此前也表示，「王郁琦今年要來，我今
年也可能實現赴台訪問，相信今年兩岸人員會有更多交
流往來，會對兩岸關係進一步發展，注入一些新的動
力。」

張志軍和王郁琦去年10月初在印尼峇里島APEC會議
上已曾會面，雙方當時除互稱官銜外，也呼籲建立常態
溝通機制，增加了解及溝通。該次會面為雙方兩岸政策
主管60年來首次直接會見，被外界稱為「歷史性突
破」。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針
對王郁琦將赴大陸與張志軍會談，正
出訪海外的馬英九接受媒體提問時表
示，王郁琦到訪大陸進行「張王
會」，並沒有賦予推動「習(近平)馬
(英九)會」的任務。而「張王會」主
要是兩岸提升關係重要的一步，這也
是兩岸交往必走的路，否則兩岸關係
很難走下去。

「習馬會」為保存兩岸成果
針對兩岸領導人會面一事，馬英九

表示，兩岸關係過去這5年來的發
展，獲致了利大於弊的成果，他不希

望這些成果，因為情況變化或決策錯
誤而失去「保存」效果，兩岸領導人
會面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妥善保存
這5年來的耕耘成果。
至於今年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

年會將在北京舉行，屆時是否可能
「習馬會」？馬英九表示，他說過多
次，不排除與大陸領導人會面，但要
創造有利條件，目前條件仍在創造
中，如果條件能創造出來，也希望有
機會與大陸領導人碰面，主要目的就
是希望把過去5年來，兩岸關係、大
陸政策上耕耘的成果，持續的往前推
動並妥善保存。

台媒披露「張王會」安排
日期：2014年2月16日
地點：南京
行程：
16日 王郁琦一行上午抵達南京 下午舉行「張王會」
17日 上午赴中山陵拜祭孫中山 下午在南京大學演講
18日 轉赴上海，看望台商弟子 下午與大陸涉台學者

座談
19日 參觀顧維鈞紀念館（或汪道涵紀念圖書館）；下

午返回台北
議題：「兩會互設辦事處之人道探視」、「兩岸新聞媒體

長駐」、「兩岸經濟整合」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日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孟慶舒 綜合報道）大

陸與台灣負責兩岸事務的最高官員極有可能於

下月在江蘇南京舉行歷史性會談。據台灣媒體

報道，台灣「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將於下月

16日赴南京與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舉行「張王

會」。據悉，兩岸官方將於今日公布有關消

息。國台辦官員昨日對本報表示，張王會的具

體時間、地點、商討事宜已初步確定，具體事

宜將在今天（28日）發佈。而台灣「陸委

會」亦將於今日召開記者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孟慶舒北京
報道）談及「張王會」的意義，社科
院台研所學者褚靜濤對本報表示，這
次會面是兩岸直接交流的第一步，打
破了兩岸官方「老死不相往來」的局
面。而王郁琦的到訪，也使到張志軍
訪問台灣的可能性進一步加強。
褚靜濤認為，一方面這將起到突破

性的作用，另一方面有利於兩岸負責
人直接坐下來進行交流，實時了解台
灣的最新想法。「今年雙方的交流、
合作、以及官方的交流溝通開了個好
頭。很多問題需要突破，不突破的話
就是老死不相往來。」

「海協海基具交流瓶頸」
以往兩岸官方交流一般通過海協會

和海基會這兩個民間組織，褚靜濤表
示，「雖然『兩會』背後是國台辦和
『陸委會』的身影，但終歸是間接的
接觸。現在由『陸委會主委』親自訪
大陸，在兩岸關係交流上是一個重要
的突破」。
褚靜濤認為，兩岸長期積累了許多

待解決事項，光靠海協會和海基會的
交流模式無法解決這些矛盾：「目前
的機制是有交流瓶頸的，兩岸通過
『兩會』來交流必然要多一個程序，
『兩會』是被委託的機構，最終還是
需要兩岸對口部門直接坐下來談」。

張志軍料最快3月回訪
至於張王第一次直接交流會產生哪

些成果，褚靜濤表示，雙方第一次接
觸的象徵性意義更大，但還是會涉及
具體議題，如今年兩會交流、服貿協
議盡早在台灣立法機關通過，這些議
題都會對兩岸交流起到正面的促進作
用。
「張志軍訪台的時機已經成熟，要
趁熱打鐵，到3、4月就可以去了。王
主委若是能來的話，按照回訪慣例，
張主任若能到台灣去探訪，又是一個
新的突破。」褚靜濤說，國台辦主任
沒去過台灣將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這怎麼去感受台灣人民心裡的想法
呢？獲得第一手的感性的認識，才能
體會到台灣人民的真正情感和想法，
這非常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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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志軍陳德銘向台胞拜年馬英九：兩岸交往必走之路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馬年新春來
臨之際，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與海協會會長陳德
銘昨日同日發表新春賀辭，向廣大台灣同胞拜
年。

張：提升兩岸經濟合作水平
張志軍在賀辭中說，剛剛過去的2013年，是

兩岸關係穩步推進、全面發展的一年。兩岸政
治互信持續增強，協商談判穩步推進，經濟合
作日益深化，人員往來持續熱絡，各領域交流
異彩紛呈。
賀辭說，在新的一年裡，將秉持「兩岸一家
親」的理念，繼續保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良
好態勢，進一步提升兩岸經濟合作水平，進一
步為擴大兩岸同胞往來和深化交流提供便利條
件，進一步採取措施增進兩岸同胞福祉，讓更

多的台灣同胞共享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成果。

陳：盼台業界自信面對開放
陳德銘在2014年第1期《兩岸關係》雜誌發

表新春賀辭，指台灣服務業發展具有獨到優
勢，台灣業界應有自信面對兩岸相互開放，善
用大陸正在迅速成長的服務業市場，加強自身
發展，在雙方良性競爭下實現自我提升。陳德
銘希望服貿協議早日生效實施，早日造福台灣
同胞，也為後續貨物貿易等商談提供良好氣氛
和正面示範。
展望新一年，陳德銘指海協會將積極推進兩

會互設綜合性辦事機構，並加強與台灣社會各
界的聯繫，廣泛團結台灣同胞，共同維護和促
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鼓舞兩岸同胞團結攜
手，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紫金山莊成「張王會」會址大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許娣聞）雖然台媒透露
二月中的「張王會」在南京舉行，但並未透露
會談的具體地點，但一般預料，這次歷史性的
「張王會」地點，極可能選擇在曾經舉行「兩
會」（大陸海協會與台灣海基會）領導人第三
次會談的「紫金山莊」。
紫金山莊位於南京市東郊，距離市區12公

里。其所屬的紫金山，又名鍾山，是南京名勝

古跡薈萃之地，著名的中山陵就位於鍾山南
麓。而紫金山莊也經常舉行一些涉及兩岸事務
的會議。其中，2009年4月舉行的「兩會領導人
第三次會談」就在紫金山莊舉行。近年來，兩
岸企業家也在此舉行「紫金山峰會」。在2012
年9月的紫金山峰會上，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會見了國民黨榮譽主
席連戰。 ■南京紫金山莊極可能是「張王會」的地點。 網上圖片

■馬英九（前中）日前抵達洪都拉斯，與當地官
員握手致意。 中央社

■王郁琦（左）與張志軍（右）去年10月在APEC「習蕭會」後首度見面。 資料圖片

■ 江 宜 樺
（左）稱沒聽
說過「張王
會」有「3 個
不能說」。右
為「內政部
長」李鴻源。

中央社

今年 61 歲的張志軍
1970 年於北京大學畢
業，後赴英國留學。
1975年進入中共中央對

外聯絡部，升任中聯部美大北歐局處
長。1991年轉任中國駐英國使館一等
秘書。1994年起任中聯部美大北歐局
副局長、研究室主任、美大北歐局局
長、副秘書長、副部長等職。2009年
調任外交部常務副部長，2010年任外
交部黨委書記。2012年11月當選中
共十八屆中央委員。2013年3月起，
接替王毅任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
室主任。

張志軍
1969年出生，台灣大學法

律學士，及美國印第安那大

學布魯明頓分校法學碩士及

博士。1997年返台後任元智大學、世

新大學助理教授，後升任世新大學法律

系副教授。2007年起，先後出任參加大

選的馬英九幕僚及競選總部發言人；

2008年馬英九當選後，出任「總統府」

發言人。2012年10月，接替賴

幸 媛 任 「 陸 委 會 主

委」，成為「陸委會」

歷來最年輕的主委。

王郁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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