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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对台战略思想及其启示1

王 宁

【摘 要】：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形成了对台思想的科学体系。

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对台战略思想的理论架构主要包括：战略基础，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不移地开展反“台

独”斗争；战略动力，即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多渠道全方位地开展浙台交流与交往；战略任务，即“东引台资”

促进浙台经贸合作，作为浙江扩大开放的重要突破口；战略关键，即加强党的领导，不断增强对台工作的“四个意

识”；战略取向，即促进两岸共同繁荣和发展，不断丰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内涵。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的对台战

略思想及其重要举措，对于我们做好新时代的对台工作，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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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思维是关于实践活动的全局性思维。2002 年至 2007 年，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始终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

“九二共识”，在充分展示对两岸和平发展理论自信的基础上，结合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与时俱进地提出了一系列对台工

作的战略思想及举措，不仅科学合理地解决了当时浙江实践层面的问题，而且在宏观层面上，对于如何引导构建当前两岸关系，

也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

一、习近平主政浙江时期的两岸关系发展背景

2002 年至 2007 年，台湾正处于民进党执政时期。2000 年 3 月，以“台独”起家的民进党人陈水扁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

在此后的八年时间里两岸关系处于波诡云谲的状态。一方面，执政台湾的民进党走“渐进式台独”之路，抛出所谓的“一边一

国”论，拒绝与大陆对话，拒绝改善两岸关系，致使两岸官方对峙斗争不断。另一方面，国民党、亲民党等党团在连战、宋楚

瑜等人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反独促统的联盟阵线，围绕两岸关系和台湾的国计民生，与民进党陈水扁当局展

开了激烈的斗争。

面对当时台湾地区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大陆绕开陈水扁政权当局，努力扩大两岸民间交流和往来，有力地促进了两岸经

济交流合作，增进了两岸同胞特别是基层民众的福祉，得到了两岸大多数民众的欢迎和支持。与此同时，以国民党为主要力量

的台湾在野党也不断加强与大陆的联系和互动，壮大岛内反独促统的基层力量，在认同“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

主张发展两岸关系，致力于台海和平，并在实际行动上与大陆展开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合作。尤其是 2005年的连战大陆行及“胡

连会”的举行，被称为“破冰之旅”，加上随后江丙坤、连战的“寻亲之旅”，萧万长的“融冰之旅”，宋楚瑜的“搭桥之旅”，

吴伯雄的“雨过天晴之旅”、“双赢之旅”，共同推动两岸在经贸、文化、教育、科技、宗教等诸多领域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

交流，引领两岸关系发展在新世纪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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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理论是党的十六大以后，党中央提出并形成的关于通过和平发展方式最终达成国家统一目标的思想和理

论。①2002年至 2007年，习近平在浙江主政期间，面对当时错综复杂的台海局势，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担当精神，勇于实践，

善于创新，坚定不移地走党中央提出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坚持“九二共识”共同政治基础，坚定不移地为

浙台两地同胞谋福祉，形成了特色鲜明、行之有效的对台战略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充分发挥浙江的区域优势，基础坚实、

支撑有力，高瞻远瞩、放眼未来，不断增进了浙台两地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的深度融合以及两地同胞的情感融合，成为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和现实依据，充分展现了其卓越的战略思维和高超的指导艺术，成为

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有益探索。

民进党自 2016年 5月在台湾重新上台以来，顽固坚持“台独”立场，纵容支持各种形式的“去中国化”、“台独”分裂活

动，阻碍两岸交流合作，打破了过去八年来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同时蔡英文还大力推行所谓的“新南向政策”，企图挟洋自

重，通过强化台湾与东南亚和印度的整体关系，达到摆脱台湾与大陆的经济联系。蔡英文政权的这些政策，使得台海形势发生

重大变化，两岸关系日趋紧张，和平发展成果流失，同胞切身利益受损。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台工作也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台工作既具备更加有利的条件和更为强大的能力，也面临更加突出的风险和更加严峻的挑战。在这种新

形势下，重新全面、系统、深入地梳理和解读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对台战略重要思想和举措，对我们做好新时代的对台工作，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启示意义。

二、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对台战略思想的理论架构

习近平总书记曾长期在福建、浙江、上海等沿海省市工作，与台商、台胞多有接触，对台湾问题有长期的观察和深入的研

究。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的对台战略思想，是他在浙江主政的 5 年时间里亲自领导和参与对台工作实践中逐渐丰富并形成的，

既涉及“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的坚持，也涉及服务于祖国统一大业的各领域交流合作，既进一步打开浙江扩大开

放的重要突破口，又涉及浙台两地民众切身利益和福祉，既尊重历史，又尊重现实发展规律，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出发开辟了

浙台关系发展的新境界。具体来说，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对台战略思想的理论架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战略基础：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坚定不移地开展反“台独”斗争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基础，并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而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认为，在人类历

史上，国家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更不是唯心主义所断言的“伦理观念的现实”，它是社会

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②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发展史的主旋律，也是中国人民

根深蒂固的价值观。维护国家统一的人历来受到人民的尊崇，破坏国家统一的人历来受到人民的唾弃。
③2
五千多年的华夏文明史，

既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发展史，也是各民族共同致力于推动和维系国家统一的奋斗史。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基本方针“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核心，也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顺利实现祖国统一

的基础。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两岸同胞同属一个民族，这一历史事实和法理基础从

未改变，也不可能改变，因此，一个中国原则自然具有不可动摇的事实和法理依据。在浙江履职前，习近平曾在对台工作最前

沿的福建省工作和生活了长达 17年，对于台湾问题有着准确的理论认知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到浙江工作后，习近平同志充分发

挥这方面的优势，始终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以党的大政方针统揽浙江的对台工作，坚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

坚定不移地开展反“台独”斗争，确保浙江对台工作始终沿着党中央确定的正确方向往前推进。2004 年，习近平同志在调研浙

江省台办、台联等部门谈到对台工作时指出：“要坚持按照邓小平同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江泽民同志‘八

项主张’和胡锦涛同志关于做好新时期对台工作的四点意见，认真做好对台工作。认清形势，坚定目标，坚定不移地坚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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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立宪：《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理论是怎样形成的》，《统一论坛》，2009年第 3期。

②《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 225页。

③郭宗欣：《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光明日报》，2017年 11月 20日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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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中国’的原则，坚定不移地开展反‘台独’斗争，坚定不移地促进祖国的完全统一。”①2006年，习近平同志一年内两次会见

_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表示将切实践行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惠及台湾同胞的政策措施，热诚欢迎更多台湾朋友来浙江访问、

观光和投资，进一步密切两地交流和联系，增进同胞感情共谋和平发展，共同为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作出

新的贡献。
②
“两岸同胞血脉相连，情同手足，不管遇到什么曲折，两岸终究是要走在一起的。”

③
这些重要论述，反映出习近

平在主政浙江期间，始终从炎黄子孙不可割裂的同胞情感出发，从维护中华民族利益大局出发，去认识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振

兴的问题。这既能准确把握两岸关系发展现状和趋势，又能正确处理对台工作中的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清晰地传递了我们在事

关中华民族核心利益的重大原则问题上绝不妥协、绝不动摇的坚定信念，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局限，构成

了这个时期内浙江对台战略思想的重要基础，也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国家统一观。

（二）战略动力：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多渠道全方位地开展浙台交流与交往

战略动力是一个战略实施过程中的物质前提，也是一个战略能否顺利实现目标的重要支撑。台湾问题是一个中国历史遗留

问题，对于两岸长期的政治分歧问题，事关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因而问题的解决依靠的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从根本上说，

两岸关系就是两岸同胞的关系。两岸同胞是命运与共的骨肉兄弟，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基于这种客观历史的认识，习近平同

志认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利益在两岸同胞，动力也在两岸同胞。2004 年 4 月，他到浙江省台办和省台联等部门调研时强

调，“对台工作要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挥优势，形成合力，为加快浙江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服务，为促进祖国完全统一服务”。④3习近平同志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动力扩展为两岸同胞中的一切积极

因素，实际上就是要形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既体现了我们党坚定的底线意识，又展示了我们党不计前嫌、包容前瞻的广

阔胸襟，既立场鲜明、原则明确，又展现了极大的善意与诚意。这种思想的提出，为两岸问题的解决蓄积最坚实的力量奠定基

础。

从现实来看，两岸关系不断前行的最根本战略动力，还是在于引导两岸人民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两岸关系发展的进程中去，

而这必须以进一步密切两岸的交流联系，增进两岸同胞的了解与感情为前提。为此，习近平同志 2006年 4月在会见中国国民党

荣誉主席连战时表示，浙江将认真执行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惠及台湾同胞的政策措施，继续深化浙台两地经贸、文化、体育、卫

生、教育、科技、旅游、宗教等各领域的交流与交往。①后来，习近平同志履新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第一次见的台湾朋友正是连战。

连战当时对媒体表示，自己与习总书记很早就是朋友，并形容自己对习总书记的印象：非常亲切、很诚恳、有诚意，一位对两

岸事务有深入了解、充分掌握的领导人、老朋友。除了在 2006 年一年内两次会见连战外，习近平同志还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与台湾地区各界人士有着频繁的亲密接触，结交了许多台湾朋友。他先后亲自会见了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董事长萧万长、

台塑关系企业新任总裁王文渊、台湾成功大学荣誉教授吴京、台湾南仁湖育乐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清波、台湾国泰金控董事长蔡

宏图等岛内各个领域的知名人士，向他们大力宣传大陆改革开放的政策及巨大成就，宣传浙江社会稳定的形势和良好的投资环

境，并热情欢迎台湾企业家到浙江省各地考察，投资兴办实业，同时鼓励这些企业家们介绍更多的台湾客商到祖国大陆考察投

资，为推进两岸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三）战略任务：“东引台资”促进浙台经贸合作，作为浙江扩大开放的重要突破口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根本上说，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因素是祖国大陆发展进步。”②这是习近平

总书记在对台湾问题长期观察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准备把握两岸关系发展规律和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后作出的科学判断。实际

上，早在到浙江工作后不久，在领导对台工作方面有着丰富经验的习近平同志也结合浙江经济社会的具体发展实际和区位区域

优势，就对台工作探索性地作出了一些规律性的思考，创新性地提出了“东引台资”开放战略，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当时浙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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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咏南：《习近平强调为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服务》，《浙江日报》，2004年 4月 14日第 1版。

②周咏南：《习近平在会见连战时说共同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作贡献》，《浙江日报》，2006年 10月 14日第 1版。

③《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祝贺“两岸关系论坛”召开》，华夏经讳网，http：//www.huaxia.com/xw/dlxw/2004/07/240543.html.

④周咏南：《习近平强调为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服务》，《浙江日报》，2004年 4月 14日。

http://www.huaxia.com/xw/dlxw/2004/07/2405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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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工作的重大实践创新。

一直以来，长三角地区作为连接南北的枢纽，以其庞大的内需市场、高素质的劳动力以及较好的制造业基础的优势，承接

了台湾地区产业的辐射和转移。然而，曾几何时，在长三角地区中，浙江在吸引台资方面却表现平平，甚至一度远远落后于苏

南地区。2003年 5月，苏州市台资企业总投资额超过 155亿美元，而当时整个浙江省累计批准的台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 90亿美

元，还不到苏州的六成。③

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伊始就强调，要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对台经贸工作，促进浙台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交往，促进海峡两

岸共同繁荣和发展，为浙台两地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2003年 1月 16日，习近平同志在作省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提出，要

“扩大浙台两地交流，积极引进台资，为促进祖国统一作出贡献”。
④
在任浙江省委书记不久后，习近平同志就高瞻远瞩作出了

“北接上海、东引台资”战略。“北接上海、东引台资”战略使浙台经贸合作不断深化、融合发展的趋势更加明显，既加大浙

江吸引台资的力度，增强了浙江的经济活力，又为台商来浙投资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成功引领浙江对台工作取得了突破性、历

史性进展。“东引台资”这个扩大开放的战略突破口不断被打开，浙江省内企业与台商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加强，台资大企业

大项目落户浙江大地开始呈现加速趋势，积极稳妥地推进了浙台经贸合作和融合发展。到了 2004年，台资已成为浙江引进资金

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台资企业纷至沓来，不断涌向浙江投资兴业。截至 2007年第一季度，浙江省已累计批

准台资项目 6440 个，合同利用台资 193.6 亿美元，在江浙沪三省市中基本与上海持平，⑤4“北接上海、东引台资”战略任务的

显著成效进一步得到凸显。事实有力地说明，加强浙台两地经贸合作，形成相互促进、互补互利的局面，促进两地的人员往来

及双向交流活动，增进两地同胞之间的了解和感情，既有利于浙台两地的共同发展，又服从于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四）战略关键：加强党的领导，不断增强对台工作的“四个意识”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对台工作，不仅体现在时刻要求自己密切关注台海局势，从而积累领导处理对台事务的丰富经验上，

还体现在他对于从事对台工作相关部门的关心和高标准要求上。2004 年 4 月，习近平同志到浙江省台办和省台联等部门调研，

走访处室，看望干部，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在谈到台湾问题和对台工作时，他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工作部署，指

出：“在新形势下做好对台工作非常重要，各级党委、政府要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化认识，加强领导，关心支持有关部

门和团体开展工作。”①

对台工作部门是党委政府形象对台湾人民的重要展示窗口，其干部队伍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到台胞、台商对我们党和政府

的印象，关系到广大台湾人民对祖国大陆的直接观感。为此，调研中他还特别强调，省台办等部门要加强自身建设，抓班子，

带队伍，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不断提高工作水平。
②
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期间创新性地提出的

做好对台工作的这“四个意识”，既是他就浙江省对台工作部门正确认识和坚定维护党和国家大局、明确肩负的职责和使命、

加强自身建设提闻能力素质等方面提出的明确要求，也成为此后浙江省对台工作部门积极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和推进祖国和平统

一进程的一贯重要指引。

（五）战略取向：促进两岸共同繁荣和发展，不断丰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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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咏南、毛传来：《习近平会见连战时说进一步密切两地交流和联系增进同胞感情共谋和平发展》，《浙江日报》，2006年

4月 22日第 1版。

②《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革台盟台联委员时强调坚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促进共同发展造福两岸同胞》，《人民

日报》，2015年 3月 5日第 1版。

③刘群锋：《“东引台资”缘何能渐入佳境》，《浙江经济》，2008年第 5期。

④习近平：《政府工作报告（27)》，《浙江日报》，2003年 1月 27日第 1版。

⑤刘群锋：《“东引台资”缘何能渐入佳境》，《浙江经济》，2008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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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习近平同志出席在杭州召开的“两岸关系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指出：“加强两岸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两岸的

共同繁荣与发展，是每个炎黄子孙的共同责任。”③台湾同胞因特殊历史遭遇和不同社会环境形成的历史性格和复杂心态，以及

特殊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本来就需要大

陆予以充分的理解和尊重。然而，当时陈水扁当局掀起的滔天浪潮正一浪高过一浪，加剧了这种复杂性，“台独”成为当

时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威胁。如何越过激流，进入一个全新的高度，是当时摆在复杂的两岸关系面前的历史性难题。毛泽

东曾经说：“凡事要学会抓主要矛盾，切勿眉毛胡子一把抓。”④在看待两岸关系的问题上，习近平同志正是重点突出，抓住台

湾问题的要害，提出了“促进两岸共同繁荣和发展”的对台战略取向，这恰恰体现了辩证思维的特征。辩证思维就是承认矛盾、

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习近平同志辩证看待两岸之间的“同”和“异”，高度

重视两岸经济社会的融合在两岸求同存异、聚同化异中的作用，从而不断丰富祖国统一的思想内涵。

2006 年 4 月，习近平同志在会见连战时就表示：“浙江省十分重视发展两地经济文化交流，我们采取许多积极有效措施，

着力改善和优化投资环境，为台胞提供许多便利高效的服务，营造良好的投资和工作、生活氛围。⑤2006 年 10 月，习近平同志

在会见连战时再次表示：“浙江将切实践行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惠及台湾同胞的政策措施，加强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

不断增进两地同胞了解与感情，为广大台湾同胞投资创业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⑥5
这些重要论述，充分反映了习近平在主政

浙江期间，既从理论层面谋求促进两岸共同繁荣和发展的思路，又从实践层面探索创新两岸走向和平发展新路径和新举措。

三、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对台战略思想的重要启示

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的对台战略思想，与十八大习近平任党的总书记以来，党中央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理念新举措，

在精神上是契合的，在宗旨上是一致的。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战略思想体系所要解决的不仅是当时浙江实践层面的

问题，而且对于当前两岸关系来说也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

（一）提高政治站位，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高度把握未来两岸关系大局

古人说，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在浙江主政期间，习近平同志不但反复强调“浙江与台湾隔海相望，地缘接近、人缘

相亲、文化相同、经济相融”，而且还进一步指出“两岸同胞血脉相连，情同手足。加强两岸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两岸的

共同繁荣与发展，是每个炎黄子孙的共同责任”。继 2014年 2月在会见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时集中阐述了“两岸一家亲”的重

要理念之后，习近平总书记还在多次讲话中指出“两岸同胞是命运与共的骨肉兄弟，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2008 年以来，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秉持共同政治基础，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丰硕。2017年 5月 20日，吴敦义新当选为中国国民党

主席，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电中指出：“切望两党以两岸同胞福祉为念，坚持‘九二共识’，坚定反对‘台独’，把握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正确方向，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之。”①当前，尽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两岸官方沟通一再受阻，

但大陆和台湾早已是密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如何持续推动大陆与台湾民间交流交往显得尤为迫切，而继续保持进入新世纪以

来国共两党密切交往而形成积极有益的做法就显得格外重要，这样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才能稳步推进向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双方就能开展对话，协商解决两岸同

胞关心的问题，台湾任何政党和团体同大陆交往也不会存在障碍。”②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的要求表明，只有回到“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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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咏南：《习近平强调为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服务》，《浙江日报》，2004年 4月 14日第 1版。

②周咏南：《习近平强调为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服务》，《浙江日报》，2004年 4月 14日第 1版。

③《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祝贺“两岸关系论坛”召开》，华夏经讳网，http：//www.huaxia.com/xw/dlxw/2004/07/240543.html.

④毛泽东：《矛盾论》，人民出版社 1975年版，第 41页。

⑤周咏南、毛传来：《习近平会见连战时说进一步密切两地交流和联系增进同胞感情共谋和平发展》，《浙江日报》，2006 年

4月 22日。

⑥周咏南：《习近平在会见连战时说共同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作贡献》，《浙江日报》，2006年 10月 14日第 1版。

http://www.huaxia.com/xw/dlxw/2004/07/2405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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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识”政治基础上来，两岸关系的发展才能拨云见日、重回正轨，这是对两岸和平发展的经验总结，也是为扭转当前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受挫局面指明了根本出路。今天，对于两岸双方来说，谋全局就是要保持战略定力，在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

二共识”政治基础上，始终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共圆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正确认识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携手推动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二）以人民为中心，厚植台湾民意基础，继续把两岸交流融合作为争取民心的基本路径

为两岸同胞谋福祉、共同创造全体中国人的美好未来，是大陆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同志

主政浙江期间，坚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努力扩大两岸民众的受益面和获得感。他曾向来浙投资兴业的台商说：“浙

江作为内地发展势头最好、投资环境最佳的区域之一，将成为台湾企业界人士投资创业、施展才干、实现抱负的广阔舞台，我

们将共享祖国繁荣发展带来的历史机遇和丰厚利益。”③他准确把握两岸交流合作大势和两岸同胞加强交流合作的共同愿望，高

瞻远瞩作出的“东引台资”战略，积极稳妥地推进浙台经贸合作和融合发展，充分展现了大陆为台湾同胞谋福祉的诚意和善意。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主张“巩固和扩大两岸关系发展成果，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让广大

台湾同胞特别是基层民众都能更多享受到两岸关系发展带来的好处。”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我们

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尊重台湾现有的社会制度和台湾同胞生活方式，愿意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我们将

扩大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实现互惠互利……”⑤6为此，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增进两岸同胞福祉的理念，充分考虑双方社会

的心理感受，大力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深化两岸利益融合，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分享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成果，努力扩大两岸

民众的受益面和获得感，让两岸同胞参与越多受益越多，实现两岸的共同繁荣。而扩大两岸经济合作和利益融合，关键就是要

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扩展产业合作、加快扩大双向投资、深化金融服务业合作、维护在大陆投资的

台资企业合法权益、欢迎台湾同胞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等主张落到实处。

（三）推动两岸同胞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两岸同胞的情感融合和心灵契合

两岸交流，归根到底是人与人的交流，最重要的是心灵沟通。新时代两岸关系要和平发展，必须依靠两岸人民共同努力，

因此，我们要以前所未有的耐心推动“两岸一家亲”的民意争取工作。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曾多次向台湾同胞表示：“我

们真诚希望浙台两地更加密切经贸、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同时也热忱地邀请各位朋友常来浙江走走看看，不断

增加了解、增强信任、增进友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两岸同胞一家亲，两岸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

体，根植于同胞共同的血脉和精神，扎根于我们共同的历史和文化。2014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我们所追求的国家统

一不仅是形式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①7当前，为进一步密切两岸同胞感情，增进相互了解，我们必须加

强力度扩大和深化两岸全方位交流，特别是文化交流。而扩大两岸文化交流，关键就是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提出的要求，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增强同胞精神纽带，不断增强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推动两岸同胞

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在此过程中，我们还需要积极探索和加强两岸交流合作的新思路、新方式，特别是要充分

发挥新媒体在两岸关系发展中尤其是在促进两岸青年交流方面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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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键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电贺吴敦义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复电习近平表示感谢》，《人民日报》，2017年 5

月 21日第 1版。

②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17年 10月 18日）》，《人民日报》，2017年 10月 28日第 1版。

③周咏南：《习近平：加强两岸交流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发展》，《浙江日报》，2005年 I月 20日第 1版。

④习近平：《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014年 2月 18日）》，《人民日报》，2014年 2月 19日第 2版。

⑤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17年 10月 18日）》，《人民日报》，2017年 10月 28日第 1版。
7
①《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台湾和平统一团体联合参访团》，《人民日报》，2014年 9月 27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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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坚持和发展对台工作的“四个意识”，准确把握新时代的对台工作任务定位

对台工作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和国家工作中处于全局性、战略性的地位。2004 年，习近平同志调研浙江

省台办和省台联等部门，创新性地提出了做好对台工作要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这“四个意识”

对于我们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增强政治意识，就是要有清醒的政治头脑，敏锐的政治观察力和

鉴别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主张和活动，坚定地维护民族、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其中，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因为没有这个原则，就没有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任何背离这个原则的言行，都将不

利于两岸和平发展，都不利于增进两岸同胞福祉。其次，增强大局意识，就是要善于从全局高度、用全局眼光观察问题，分析

形势，站在民族伟大复兴以及共圆中国梦的历史高度，审视和谋划对台工作。而这就需要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把握

两岸同胞的血脉联系，汇聚两岸同胞的力量。再次，增强责任意识，就是要明确肩负的职责和使命，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自

觉把在党为党作为己任，不断提升准确把握形势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和团结台湾民众、争取台湾民心的能力，用实际行动为党

和人民的事业尽职尽责。最后，增强服务意识，就是要在加强自身建设和提高能力素质的基础上，理解台湾同胞因特殊历史遭

遇和不同社会环境而形成的心态，尊重台湾同胞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着力做好有利于增进两岸同胞亲情和福祉的

事情，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的安排，积极主动地为台胞台属办好事、解难事，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只有

这样，才能真正把对台工作做深做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