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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走基層聽民意 為細化兩岸政策摸底
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將於周三（25日）起首

度訪台，這也是65年來大陸對台事務部門

最高級官員歷史性踏足寶島，象徵兩岸關係

進入一個新的里程碑。根據兩岸官方公布的

日程，張志軍有多場「走基

層」活動。媒體均認

為，張志軍此行意

在聽取意見，直面

問題，為細化兩岸

政策「摸底」。有

分析指，張志軍此行

不僅將進一步推進兩

岸和平發展，同時或

將影響紅（大陸）、藍

(國民黨)、綠(民進黨)三

黨關係。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張志軍預定25日上午搭機抵台，隨即於下午與陸
委會主委王郁琦進行第二次「兩岸事務首長會

議」（「張王二會」）。屆時雙方將就兩岸關係發展
等重要議題進行意見溝通，會後雙方將各自召開記者
會。

受累反服貿 行程曾延後
在為期四天的訪台行程中，張志軍還將到訪新北
市、台中市、高雄市與彰化縣，重點與社區民眾、
少數民族、中小企業者、農漁民、青年學生、大陸
配偶等各界基層民眾接觸交流，與新北市長朱立
倫、台中市長胡志強、高雄市長陳菊等會面，還將
參訪小林村、佛光山、義守大學、霧峰林家、鹿港
天后宮等。
此前，有消息稱張志軍原本打算於今年4月訪台。
但由於三、四月間，島內部分學生發起「反服貿」活
動，兩岸關係橫遭逆流，一度讓張志軍的訪台行程成
為懸念，如今終於撥雲見日。事實證明，當今台灣沒
有任何一股力量能承受對抗和平發展的代價，即使民
進黨也難以忤逆民意。

交流不停滯 發展惠大眾
對於兩岸關係，大陸方面始終強調，要積極創造條
件，擴大兩岸社會各界各階層民眾的接觸面，加深兩
岸同胞間的互相信任。第六屆海峽論壇6月如期舉
行，顯示兩岸交流並未停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論壇上發表「理解台灣民眾心
態，尊重台灣現行社會制度與價值觀」的致辭。有分
析稱，此舉不僅可化解台灣民眾顧慮，更為張志軍訪
台營造良好對話氛圍。
張志軍早前在廈門舉行的海峽論壇上表示，大陸方
面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方向不會變，步伐不會
停，信心不會減。「大陸方面將廣泛聽取兩岸民眾尤
其是台灣基層民眾的意見建議，進一步完善相關政策
措施，密切兩岸同胞的骨肉親情和共同命運紐帶，讓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的台灣民眾。」

綠態度轉變 願善意接待
據台灣島內民調顯示，超過半數民眾歡迎張志軍到
訪。陸委會發言人稱，此訪有助大陸兩岸事務主管官
員親身體驗台灣社會，希望台灣各界以正面、理性態
度看待雙方正常交流互動。
同時，民進黨方面態度亦有較大轉變。6年前大陸
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訪台時，民進黨發動大規模抗議遊
行，甚至包圍陳雲林下榻的圓山飯店，最後演變成流
血衝突。如今，當時帶頭鬧事的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則
表示，兩岸交流應正常化，且願意以善意接待張志
軍。
有分析認為，此次國民黨與民進黨在張志軍訪台難
得表現出一致態度，這對於國、民兩黨在兩岸政策上
的良性競爭與合作將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然而，一貫「逢中必反」，且至今不願廢棄「台獨

黨綱」的民進黨，僅僅口頭表達善意，還不足以讓民
眾相信其有能力處理兩岸事務。外界關注，民進黨在
兩岸政策與做法上，能否朝向更為務實、理想方向前
進。

兩岸關係大事記
1987年11月： 台灣開放民眾赴陸探親。是兩岸隔絕

30多年後民間關係重大突破
1992年11月： 兩岸兩會在香港達成「九二共識」
1993年4月： 首次汪辜會談在新加坡舉行
1998年10月： 第二次「汪辜會談」在上海舉行
2005年4月： 中共總書記胡錦濤與國民黨主席連戰

在北京會晤，國共領導人56年來首次
會談

2008年6月： 大陸海協會與台灣海基會重啟中斷近
10年的兩會協商

2008年7月： 首批大陸居民赴台旅遊
2008年11月： 兩岸實現大三通
2010年9月： 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生

效
2013年6月： 兩岸兩會簽署《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2014年2月： 台灣陸委會主委王郁琦訪問大陸，在

南京與張志軍會晤，是兩岸事務主管
部門負責人首次會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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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志軍，現年61歲，江
蘇人，1975年起長期在外
事部門工作。2000年起任
中聯部副部長，2009年任

外交部黨委書記、外交部副部長。2013年
起任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
2013年3月，甫上任的張志軍在福建

平潭舉辦的兩岸關係研討會上首次亮相
並發表講話。島內輿論普遍評價張志軍
是「精明幹練的務實型官員」。國民黨
大陸事務部主任高輝表示，張志軍在新
領導班子中是「非常有活力、非常有創
意的對台工作領導者」。
《聯合報》評論稱，張志軍的形象

「蘊斂而不張揚，真摯而不賣弄」，政
策觀點「善意而無霸氣，進取而不倒
退」，「穩健能幹又不失親和力，是精
明幹練的務實型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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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即將訪
台，內地涉台學者認為，此行意在
貫徹「習連會」、「習宋會」精
神，將為兩岸關係發展譜寫新的篇
章。北京聯合大學兩岸關係研究所
所長朱松嶺教授在接受本報訪問時
表示，作為首位訪台的國台辦主
任，此行代表着兩岸關係一次突
破。另一方面，由於這也是對今年2
月台灣陸委會主委王郁琦登陸的回
訪，顯示兩岸事務主管負責人互訪
制度已初步形成，為進一步解決兩
岸「深水區問題」提供了條件。

行程突出「三中一青」
「張志軍此時訪台，說明大陸沒

有因島內有反服貿聲音而止步，彰顯
了大陸對兩岸形勢的把握已日益精
準，也凸顯了大陸對台政策體系的成
熟。而訪台行程重點突出『三中一
青』內容，恰恰就是習近平在「習連
會」和「習宋會」中的講話精神。」
朱松嶺認為，值得關注的是，是次張
志軍的行程中超半數安排在台灣中南
部，75%的時間都在與基層民眾互
動、座談。反映出大陸方面愈加注重
加強與台灣中小企業、中下階層民
眾、中南部地區、青年這「三中一
青」的交流。傾聽心聲、化解疑慮、
尋求合作，必然吸引更多台灣民眾對
於和平發展的認同，積極投身於兩岸
關係，共同推進和平發展。

針對台灣民調顯示，有過半民眾
支持張志軍訪台。朱松嶺認為，這反
映了台灣民眾對兩岸關係發展的期
待，希望兩岸關係能夠經由過去數年
經濟交流、人員往來，逐步鞏固深化
發展，並提升兩岸交流的層次。

關於民進黨也歡迎張志軍到訪，
上海台研所常務副所長倪永傑稱，
民進黨試圖縮短「最後一里路」，
加大與大陸交流力度，塑造一種民
進黨也能與大陸交流的印象。「但
民進黨需要有更多實際行動證明其
言行一致、上下一致、內外一致，
而不是只為選舉、只
為黨利，不為民眾着
想。」

■本報記者 江鑫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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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台獨」是最大毒瘤

全國台研會副秘書長楊立憲在日前舉行的台灣政局與
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上表示，目前制約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的因素有六點，即「台獨」問題、兩岸關係定位問
題、國際活動空間問題、軍事安全互信問題、認同問題
和國際因素介入問題。其中「台獨」問題是制約兩岸關
係的最大毒瘤，兩岸關係定位則是決定兩岸關係何去何
從的根本問題。
楊立憲表示，「台獨」勢力不承認台灣人是中國人，
以及台灣是中國領土的組成部分，也不承認兩岸同屬
「一中架構」，企圖從歷史、法理上切除兩岸的連結。

「『台獨』一日不除，兩岸關係一日不能高枕無憂，
『台獨』問題將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中很大的隱憂。」
「兩岸關係定位的複雜性在於島內至今對此充滿爭

議，分歧嚴重。」楊立憲指出，綠營主張「一邊一
國」，互不隸屬，顯然超越了大陸的底線。如何兼顧法
理與現實，妥善處理問題，是鞏固深化和平發展必須面
對的重大課題。「由於存在六大問題，兩岸關係仍存在
不穩定因素。特別是島內年底的『九合一選舉』和2016
年大選，結果如何將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產生巨大影
響。」

台商盼落實服貿 免失良機
北京台商協會會長林清發在接受本

報訪問時表示，此次張志軍訪台多為
「下基層」活動，涉及「三中一青」
（中小企業、中南部、中下階層民
眾、青年），說明大陸方面是真心想
推進兩岸經濟及各領域的交流合作，
為兩岸民眾、特別是為台灣民眾增加
福祉。作為在大陸的台商，他希望張
志軍能深入了解中小企業主的心聲，
推出更多惠台經濟政策。

先解經濟問題 政治才有進展
林清發表示，此前大陸對台南的漁業

和商界已多有照顧，比如開放台灣虱目
魚及水果等登陸，完全是出於「讓
利」、「惠台」，是關注到台灣、特別
是中南部傳統產業的期望，而張志軍此
行也將與台灣中南部民眾接觸，掌握第
一手訊息，讓大陸方面更能切中問題，
將一系列優惠政策做得更細膩。

談及兩岸簽署已一年但至今台灣仍
未落實的服貿協議，林清發表示，多
數大陸台商都希望服貿協議能順利通
過。「目前台灣服務業仍領先大陸，
但如其他產業一樣，不會永遠領先。
服貿協議為台企提供了很好的發展機
會。現在是台灣的企業有需求，拒絕
服貿協議是把自己的機會給了別人，
是台灣吃虧。」林清發認為 ，只有把
經濟問題解決了，兩岸方可進入政治
深水區。
「服務貿易屬於第三產業，金融業
亦包含其中。台商比較關注金融這一
塊，如果金融領域開放的力度能夠再
大一點、再早一點的話，台商的機會
將更好更多。」林清發認為，如果開
放更多台資銀行進入大陸市場，可能
會促成大陸的金融產業的變革。如此
一來，無論對大陸的中小企業還是台
資銀行，都是一個互利共贏的機遇。

■■張志軍張志軍（（右右））與王郁琦與王郁琦（（左左））22月在南月在南
京紫金山莊舉行京紫金山莊舉行「「張王首會張王首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台獨台獨」」是制約兩岸關係最大毒瘤是制約兩岸關係最大毒瘤。。圖為圖為「「獨獨
派派」」組織台南組織台南「「一邊一國連線一邊一國連線」。」。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全國台研會副秘書長楊立
憲。 資料圖片

■北京台商協會會長林清發。
網上圖片

■■藍營方面藍營方面，，
張志軍此行將張志軍此行將
與新北市長朱與新北市長朱
立倫立倫((下下))、、台台
中市長胡志強中市長胡志強
會面會面。。

■■綠營方面綠營方面，，
高雄市長陳菊高雄市長陳菊
((左左))也在會面也在會面
之列之列。。民進黨民進黨
主席蔡英文則主席蔡英文則
未獲安排未獲安排。。

■■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周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周
三起首度訪台三起首度訪台，，料將為料將為
紅藍綠打開新局面紅藍綠打開新局面。。

張志軍首訪 拓紅藍綠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