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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針對

台灣未能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帶來的島內輿論擔心，國台辦新聞

發言人朱鳳蓮再次重申，歡迎台灣同胞、台

灣企業到大陸投資、創業、生活，參與和融

入大陸經濟發展，共享大陸發展的戰略機

遇。她強調，台資企業在大陸上市沒有任何

政策障礙，他們享受和大陸企業完全一樣的

同等待遇。

1 問：台灣與美國日前舉行了所謂「經濟繁
榮夥伴對話」，雙方簽署了所謂「經濟合作
備忘錄」。

◆我們反對美國與中國台灣地區以經貿為由發展
官方往來。敦促美方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
三個聯合公報規定。民進黨當局以「經濟對
話」為由倚美謀「獨」，不會得逞。

2 謠傳台灣空軍F-16戰機17日失聯後向
大陸方面投誠，已在廈門降落。

◆第一，大陸的互聯網是開放的，也是依法管理
的。第二，民進黨當局和島內個別勢力趁機煽
風點火，惡意炒作，企圖轉移焦點，藉機挑動
兩岸敵意和對抗，實屬別有用心。

3 對制定「台獨」頑固分子清單目前有哪些
規劃。

◆極少數「台獨」頑固分子公然挑釁國家主權和
領土完整的行徑絕不能容忍。我們將持續採取
精準打擊措施，依法嚴懲「台獨」頑固分子及

其金主等主要支持者。那些涉「獨」言論囂
張，謀「獨」行徑惡劣的「台獨」頑固分子，
包括在島內外組織、策劃、實施分裂國家活動
的首要分子及其金主等主要支持者，都必將依
法受到人民的審判和歷史的懲罰。

4 施正屏間諜案已經作出判決。
◆據了解，11月24日安徽省馬鞍山市中級人民法
院依法對施正屏間諜案作出一審宣判，認定施
正屏犯間諜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剝奪政治
權利二年，並處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二萬元。
人民法院嚴格依法審理案件，充分保障了施正
屏的各項訴訟權利。

5 22日台灣舉行「秋鬥」遊行，多個島內
民間團體痛批民進黨當局罔顧人民福
祉。

◆民進黨當局出於一黨之私，完全置台灣人民利益
福祉於不顧，已經引起公憤。公道自在人心，得
道多助，失道寡助。

國台辦：歡迎台胞共享陸發展機遇
回應島內各界憂未入RCEP衝擊台經濟

島內業界及輿論普遍擔心，未加入RCEP將使台灣
傳統產業陷入嚴重危機，並陷入對外經貿孤立的

狀態。朱鳳蓮表示，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的簽署是大家非常關注的一件事情，這是
一個現代、自由、高質量、互惠的大型區域自貿協
定，它的簽署標誌着當前世界人口最多、經貿規模最
大、最具發展潛力的自由貿易區正式啟航，意味着成
員之間在貿易、投資等方面都將實現高水平的自由化
和便利化，也必將為區域和全球經濟復甦增長注入強
勁動力。

堅持一中 才能共享尊嚴
「我們注意到，當前島內各界對於台灣經濟未來的發
展，尤其是傳統產業可能因此遭受的衝擊感到擔憂。」
她再次重申，歡迎台灣同胞、台灣企業到大陸投資、創
業、生活，參與和融入大陸經濟發展，共享大陸發展的
戰略機遇。
在台灣各界對於台灣未能加入RCEP表示擔憂和憂慮
的同時，民進黨當局卻宣稱台灣未能加入RCEP的原因
是因為大陸設下了要求台灣接受「一國兩制」的障礙。
對此，朱鳳蓮回應指出，一個中國原則是中國台灣地區

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前提，只有回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的正確道路上來，兩岸才能共享發展和繁榮，台灣才能
在國際上共享偉大祖國的尊嚴和榮耀。

民進黨謀私利損台胞利益
她稱，關於台灣地區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問題，以往在
兩岸雙方堅持「九二共識」基礎上，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的大背景下，兩岸雙方曾就此展開過接觸，台灣方面是有
過機遇的。但是，大家看到了，民進黨當局拒不承認
「九二共識」，一手破壞了這樣的局面。「一個中國原
則不能得到維護，兩岸政治互信不復存在，民進黨當局
破壞兩岸關係、損害台灣經濟的惡果就會一步一步顯
現。」

台灣地區被RCEP排除在外，島內有學者建議深化海
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才是關鍵，希望進一
步達成ECFA相關貨貿、服貿協定。朱鳳蓮指出，十年
前，兩岸是在堅持「九二共識」的共同政治基礎上簽署
ECFA，為兩岸企業和民眾帶來巨大利益。她續指，民進
黨為謀求政治私利，以種種手段干擾限制兩岸經貿交流
合作，號稱要與大陸經濟「脫鈎」。他們蓄意阻撓兩岸
服貿協議生效，結果就是導致台胞台企直接喪失了本應
享有的發展先機，嚴重損害台胞台企的發展利益。
她再次強調，「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

治基礎，也是兩岸協議簽署和執行的基礎和前提條件。
「如果民進黨當局執迷不悟，一意孤行，只會給台灣經
濟帶來更多障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朱燁北京報
道）台灣陸委會近日宣稱，禁止大陸
駐台媒體在台租借使用攝影棚錄製製
作談話性節目。對此，國台辦發言人
朱鳳蓮回應指出，兩岸媒體是增進兩
岸同胞相互了解的橋樑和紐帶，在當
前新冠疫情影響下，更需要發揮媒體
溝通兩岸的作用。「民進黨當局應當
停止無理刁難大陸在台駐點媒體和記
者，盡早恢復大陸在台駐點記者的正
常輪換，保障他們的正當權益。」
她表示，我們一貫是支持兩岸媒

體新聞交流與合作，結合疫情防控
常態化的需求，切實保障台灣媒
體、記者在大陸採訪的權益，提供
相應服務和保障。民進黨當局找借
口，搞「雙標」，不斷阻撓限制大
陸媒體記者在台駐點輪換，多數大
陸在台駐點記者現在已經連續工作
將近一年時間，對相關媒體記者本
人以及他們的家庭造成嚴重困擾。
「這種做法極不負責任，也極不人
道。」她說，「現在民進黨當局還
威脅要處理大陸駐點媒體，我們對
此強烈譴責。」

陸不會「拆橋毀路」作反制
有記者指出，若大陸在台駐點媒

體記者年後返台無法入境，國台辦
會否考慮對大陸駐點台灣媒體也作
出同樣的反制措施。對此，朱鳳蓮
回應稱，兩岸媒體是增進兩岸同胞
了解的橋樑和紐帶，在當前兩岸形
勢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背景下，更
需要發揮媒體溝通兩岸的作用。
「我們是不會做 『拆橋毀路』的事
情。」

「83 年了，我還來給你老人家送鮮
花。明年我恐怕不行了，不能來了。」
91歲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夏淑琴，望着
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名單牆上7位遇難親
人的姓名喃喃說道。

在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前夕，夏淑琴、葛
道榮、石秀英、馬庭寶、路洪才、艾義英、余昌祥等
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及死難者遺屬家庭代表，與已經去
世的倖存者梅秀英、梅壽蘭的家屬，來到位於侵華日
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內的遇難者名單牆舉行
家祭，祭奠83年前慘遭殺戮的親人。

「我一家9口人就被殺死7個，我自己也被捅了3
刀，日本人怎麼這麼狠心呢？」回憶起當年的慘痛經
歷，夏淑琴忍不住熱淚盈眶。她強調自己沒有別的要
求，只要求日本政府能為當年犯下的罪行正式道歉，
「這不光是為了我們一家，也是為了死去的 30 萬
人。」

今年94歲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葛道榮說，每次前來
祭奠親人，內心都非常痛苦，因為總是會想起親人慘
死的情形。他希望年輕一代銘記南京大屠殺的慘痛歷
史，珍惜如今的和平生活。

歷史需代代傳承
「我們身邊名單牆上密密麻麻、一個個的名字彷彿

一直在訴說，提醒我們不要迴避、不要遺忘曾經鮮血
淋漓的傷痛。」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館長張建軍表示，83年過去了，時光流逝，但我們永
遠不會忘記曾經的慘痛記憶。對於侵略者犯下的罪
惡，我們永遠不會寬恕。如果對罪惡還能寬恕，就是
對人性的踐踏和蹂躪。

張建軍認為，歷史，需要一代一代的傳承，即便這
種傳承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一個缺少痛感的民族注定
是沒有凝聚力的。對於今天的人，特別是青年人來
說，知道我們的過去的經歷十分重要。他說，在深切
緬懷、沉痛悼念遇難同胞的同時，紀念館將繼續通過
多樣化教育功能的實現，告訴人們團結一致的重要
性，奮發圖強的重要性，勇敢鬥爭的重要性，珍愛和
平的重要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 賀鵬飛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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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殺死難者親屬家祭亡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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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鳳蓮強調，台資企業在大陸上市沒有任何政策障礙，他們享受和大陸企業完全一樣的同等待遇。圖為早前百餘漳
台青年齊聚福建省漳州市共啟第十五屆兩岸青年聯歡節之2020漳台青年「汽車後備箱」夜市文化節。 資料圖片

■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後代祭奠親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賀鵬飛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