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告台灣同

胞書》發表以來，每逢10年，大陸方面都

會舉辦中央層級的紀念座談會，總結對台工

作大政方針的工作實踐、基本經驗和歷史成

就，並對下一步工作提出進一步主張。

1988年12月30日
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10周年座談會

■時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央對台工作領導
小組副組長吳學謙發表題為《中國必須
統一，國家不應分裂》的講話。

■吳學謙指出，兩岸長期軍事對峙的緊張局
勢趨向平靜，台灣海峽出現了緩和氣氛。
他強調堅決反對任何可能導致「台灣獨
立」和分離的言論和行動。

1999年1月28日
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20周年座談會

■時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
組副組長錢其琛發表題為《為推動祖國和
平統一大業而努力奮鬥》的講話。這次座
談會亦是紀念江澤民對台八項主張發表4
周年。

■錢其琛希望與台灣當局進行政治談判，
早日實現兩岸直接「三通」，在一個中
國原則下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

2008年12月31日
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30周年座談會

■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
軍委主席胡錦濤發表題為《攜手推動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 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重要講話。

■講話根據新形勢，首次全面系統闡述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思想，提出了推動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六點意見，科學回答
為什麼要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怎樣
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大問題，強
調要把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貫徹到
各項對台工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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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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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外力煽獨 不承諾棄武
習近平：不留任何分裂活動空間 不容外來干涉台灣問題

習近平在講話中提出，堅持一個中國原
則，維護和平統一前景。儘管海峽兩岸

尚未完全統一，但中國主權和領土從未分割，
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一
個中國原則是兩岸關係的政治基礎。堅持一個
中國原則，兩岸關係就能改善和發展，台灣同
胞就能受益。背離一個中國原則，就會導致兩
岸關係緊張動盪，損害台灣同胞切身利益。

「台獨」是逆流是絕路
習近平強調，統一是歷史大勢，是正

道。「台獨」是歷史逆流，是絕路。廣大
台灣同胞具有光榮的愛國主義傳統，是我
們的骨肉天親。我們堅持寄希望於台灣人
民的方針，一如既往尊重台灣同胞、關愛
台灣同胞、團結台灣同胞、依靠台灣同
胞，全心全意為台灣同胞辦實事、做好

事、解難事。廣大台灣同胞不分黨派、不
分宗教、不分階層、不分軍民、不分地
域，都要認清「台獨」只會給台灣帶來深
重禍害，堅決反對「台獨」分裂，共同追
求和平統一的光明前景。我們願意為和平
統一創造廣闊空間，但絕不為各種形式的
「台獨」分裂活動留下任何空間。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習近平說，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我們願意

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
景，因為以和平方式實現統一，對兩岸同胞
和全民族最有利。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
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針對的
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
及其分裂活動，絕非針對台灣同胞。兩岸同
胞要共謀和平、共護和平、共享和平。

一中原則國際共識
習近平又指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堅

持一個中國原則是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是
國際社會普遍共識。國際社會廣泛理解和支
持中國人民反對「台獨」分裂活動、爭取完
成國家統一的正義事業。中國政府對此表示
讚賞和感謝。中國人的事要由中國人來決
定。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事關中國核心
利益和中國人民民族感情，不容任何外來干
涉。
習近平表示，中國的統一，不會損害任何

國家的正當利益包括其在台灣的經濟利益，
只會給各國帶來更多發展機遇，只會給亞太
地區和世界繁榮穩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只會
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世界和平發展和
人類進步事業作出更大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報道，《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昨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會上強調，我們願意為和平統一創造廣闊空間，但絕不為各種形

式的「台獨」分裂活動留下任何空間。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針對的是外部勢力

干涉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絕非針對台灣同胞。兩岸同胞要共謀和平、共護和平、共享和平。

■ 1979年1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鄭重宣示爭取
祖國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揭開了兩岸關係發展新的歷史篇章。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新華社昨日播發《人
民日報》3日社論《推進祖國和平統一
進程的重大宣示》，文章指出，中央隆
重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
年，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這是
指引新時代對台工作的綱領性講話，是
做好新時代對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動
指南，對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
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具有重大指導意義，
必將產生深遠影響。

為今後對台工作指明方向
回顧歷史，啟迪今天、昭示明天。文章
指出，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科學回答了
在民族復興新征程中如何推進祖國和平統
一的時代命題，鄭重宣示了新時代堅持
「一國兩制」和推進祖國和平統一的五項
重大主張：攜手推動民族復興，實現和平
統一目標；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
和平統一實踐；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維護
和平統一前景；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夯實

和平統一基礎；實現同胞心靈契合，增進
和平統一認同。五項重大主張系統闡釋了
實現國家統一的目標內涵、基本方針、路
徑模式，指明了今後一個時期對台工作的
基本思路、重點任務和前進方向，既有原
則的堅定性又有極強的針對性和極大的包
容性，展現了非凡的政治勇氣和政治智
慧。

劃紅線反「獨」形成強大震懾
文章強調，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

宣示了堅決反對「台獨」分裂、外來干
涉的嚴正立場，重申中國政府、中國人
民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定決心
和強大能力。「統一是歷史大勢，是正
道。『台獨』是歷史逆流，是絕路。」
「我們願意為和平統一創造廣闊空間，
但絕不為各種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
留下任何空間。」總書記的重要講話，
為「台獨」勢力劃出了不可逾越的紅
線，形成強大震懾。

推進和平統一
指導意義重大人民日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李
摯）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
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發表重要講
話，強調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
並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
平統一實踐。香港各界人士昨日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紛紛表示，習主席的講
話充分展現了大陸的胸襟和氣度，尤其
是提出探索「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
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照顧台灣同胞
利益和感情，為推進祖國和平統一指明
方向。他們並指，港澳成功落實「一國
兩制」經驗可作借鑒，港澳應繼續發揮
積極作用，為早日實現祖國和平統一作
出貢獻。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長陳勇
表示，港澳回歸後，在國家的大力支持
下，發揮「一國兩制」優勢，成功應對多

場金融風暴、沙士等外圍環境的衝擊，與
祖國同發展共繁榮。實踐證明，港澳經驗
可供借鑒，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積極
探索「兩制」的台灣方案。台灣當局若固
步自封，只會讓機會白白流走。

「台獨」不得人心 統一符合利益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認為，港澳

回歸並成功落實「一國兩制」，台灣這
個歷史問題也須早日解決。對於維護國
家領土完整，沒有半點退讓空間。習主
席的講話已經清楚明確說出，中央在兩
岸議題上的立場及誠意。奉勸「台獨」
勢力或蔡英文等人，不要依着外國勢
力，明目張膽地推動「台獨」，任何分
裂勢力都不得人心、圖謀不會得逞。
行政會議成員、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

國健認為，習主席講話已發出明確信

息，探索「兩制」台灣方案提上議事日
程，台灣問題不能再拖下去。港澳回歸
以來，「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和平統
一符合全體中國人民的利益，台灣當局
不應再抗拒「一國兩制」。

制度不是障礙 更非分裂藉口
行政會議成員、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

指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實現
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從香港回歸多年
來「一國兩制」的成功經驗可以證明，
制度不同不是統一的障礙，更不是分裂
的藉口。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

盧文端表示，習主席的講話，不僅宣示
祖國統一是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必然要求，而且全面闡述新時代推進祖
國和平統一的重大政策主張，清晰描繪

了和平統一的方略和藍圖，讓我們對實
現祖國和平統一更有信心。

港應積極思考 貢獻祖國統一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姚

志勝表示，習主席的重要講話，為新時
代推進祖國和平統一指明方向，開啟了
推進和平統一的新征程。我們港澳同胞
要積極思考，如何為祖國的和平統一作
出新貢獻。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榮譽主席林廣兆表

示，習主席的講話表達了對台灣人民的
關懷、釋出善意。現時台灣經濟停滯、
民生得不到改善，台灣未來的發展必須
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才能改變現狀。
台灣必須承認一個中國、九二共識，兩
岸才能進行經濟、貿易、文化交流，才
能共享國家發展機遇。

港各界：「兩制」台灣方案 港澳可供借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德花 福州報道）廈門
大學台灣研究院副院長
張文生接受香港文匯報
記者採訪時表示，習近

平主席在《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紀
念大會上提到的「和平統一、一國兩
制」是實現祖國統一的最佳方式，在
這方面習主席的講話充滿了善意與誠
意，希望兩岸人民共同努力，兩岸同
胞要共謀和平、共護和平、共享和
平。但是在台灣問題上大陸有底線思
維，如果外國勢力干涉、如果少數
「台獨」分子鋌而走險，大陸別無選
擇，只能使用武力。張文生表示，大
陸也是目標明確，武力不是對着台灣
人民。可以說和平是大陸的主動選
項，武力是大陸的被動選項。

民主協商建議具體
張文生認為，習主席提議兩岸各黨
各界民主協商、達成制度性安排，這是
非常具體的建議，也是開啟兩岸政治性

協議談判的重要提議，是推進兩岸和平
統一路線圖的重要一步，這也說明大陸
是採取開放包容的心態，願意傾聽各方
面的意見和建議，體現了共同努力、共
議統一的民主作風。

鼓勵台胞樹立信心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主

任、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劉國深教授則
指出，習近平在講話中提出「要做堂堂
正正的中國人，認真思考台灣在民族復
興中的地位和作用」。這句話對於台灣
各界人士來說特別值得認真領會。劉國
深認為，這句話正中台灣政治和社會問
題要害，台灣人心裡都清楚自己就是中
國人，卻因為不敢面對兩岸政治現實而
出現國家認同危機。總書記請台灣同胞
「認真思考台灣在民族復興中的地位和
作用」，就是鼓勵台灣同胞樹立信心，
發現自己的重要價值，勇於在民族復興
過程中充分展現自己的地位和作用，在
這個問題上昭告同胞是平等的，是骨肉
天親。

講話充滿善意 用武純屬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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