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岸领导人习近平、马英九于
7日下午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
会面。这是1949年以来两岸领导
人的首次会面，堪称两岸关系发展
史上的新里程碑，受到海内外高度
关注。

据悉，报名参加采访的共有海
内外媒体 195 家、记者 629 人。其
中，大陆媒体59家、226人，台湾媒
体51家、158人，港澳媒体23家、84
人，外国媒体62家、161人。

虽然会面7日下午3时才开始
正式举行，现场在中午 12 时 30 分
对采访记者开放安检，但大批记者
为了抢占最佳拍摄位置，当天上午
即在香格里拉大酒店大堂里排起
长龙，进行连线报道演练。一场全
球所有重要媒体参与的新闻大战
已提前打响。

美联社记者克里斯托弗·博丁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这
次会面是两岸关系的一个重要时
刻，让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两岸
关系问题上来。对两位领导人来
说，今天的会面也无疑是一个历史
性的时刻。

台湾东森新闻大陆中心副理
杨钊提前几天就带领报道团队抵
达新加坡。他说，这次两岸领导
人会面“非常的重要”，是两岸关
系的里程碑，也是“非常大的突
破”。消息传出后，岛内民调支
持度接近 80%，台北股市应声上
涨 100 多点，可以看出台湾民众
对于此次会面都持乐观其成、高
度肯定的态度，都期待两位领导
人能良性互动，给台湾带来好消
息，“所以这真是开创历史新机
的好事情”。

台湾中天新闻部政治中心主
任林于乔表示，台湾民众对两岸领
导人会面是喜闻乐见的，因为“两
岸关系越来越好的话，大家可以生
活得更好一些”。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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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英九
两岸要巩固“九
二共识”，扩大
深化交流合作

马英九表示，2008 年以来，两
岸共同创造和平稳定 的 台 海 局
势，获得两岸及国际社会普遍赞
扬，要善加珍惜。“九二共识”是实
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共同政治
基础，两岸要巩固“九二共识”，扩
大深化交流合作，增进互利双赢，
拉近两岸心理距离，对外展现两
岸关系可以由海峡两岸和平处
理，同心协力，为两岸下一代创造
更美好的未来。

习近平提出4点意见

因为7年积累，两岸双方才能迈出历史性一步

习近平指出，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
子。两岸领导人见面，翻开了两岸关系历史
性的一页。历史将会记住今天。曾几何时，
台海阴云密布，两岸军事对峙，同胞隔海相
望，亲人音讯断绝，给无数家庭留下了刻骨

铭心的伤痛，甚至是无法弥补的遗憾。然
而，海峡隔不断兄弟亲情，挡不住同胞对家
乡故土的思念和对家人团聚的渴望。同胞
亲情的力量，终于在上世纪 80 年代冲开了
两岸封锁的大门。2008 年以来，两岸关系

走上和平发展道路。过去7年，台海局势安
定祥和，两岸关系发展成果丰硕。两岸双方
和广大同胞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正因为
有了这7年的积累，两岸双方才能迈出今天
这历史性的一步。

习近平指出，两岸关系 66 年的发展历
程表明，不管两岸同胞经历过多少风雨、
有过多长时间的隔绝，没有任何力量能把
我们分开。当前，两岸关系发展面临方向
和道路的抉择。两岸双方应该从两岸关
系发展历程中得到启迪，以对民族负责、

对历史负责的担当，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
的正确选择。

习近平强调，我们今天坐在一起，是
为了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让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成果不得而复失，让两岸同胞继续
开创和平安宁的生活，让我们的子孙后代

共享美好的未来。面对新形势，站在两岸
关系发展的新起点上，两岸双方应该胸怀
民族整体利益、紧跟时代前进步伐，携手
巩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格局，共同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
意见。

虽未统一，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从未分裂

第一，坚持两岸共同政治基础不动
摇。7 年来两岸关系能够实现和平发展，
关键在于双方确立了坚持“九二共识”、反
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没有这个定海
神针，和平发展之舟就会遭遇惊涛骇浪，甚
至彻底倾覆。

“九二共识”经过两岸有关方面明确的
授权认可，得到两岸民意广泛支持。“九二共

识”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体现了一个中国原
则，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根本性质。它表
明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不是
国与国关系，也不是“一中一台”。虽然两岸
迄今尚未统一，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从
未分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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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台湾各党派、各团体能正视“九二
共识”。无论哪个党派、团体，无论其过去主
张过什么，只要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
实，认同其核心意涵，我们都愿意同其交
往。对任何分裂国家的行为，两岸同胞绝不
会答应。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
原则问题上，我们的意志坚如磐石，态度始
终如一。

第二，坚持巩固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近 30 多年来，两岸关系总体面貌发生
了历史性变化。2008 年后，两岸关系走上
和平发展道路，处于 1949 年以来最好的时
期。要和平不要冲突、要交流不要隔绝、要
协商合作不要零和对抗，成为两岸同胞的共
同心声。两岸关系已经不再处于以前那种
激烈冲突、尖锐对抗的敌对状态。

两岸关系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台海动荡紧
张，两岸冲突对抗，民众深受其害；走和平发展
之路，谋互利双赢之道，利在两岸当下，功在民
族千秋。两岸同胞应该倍加珍惜和平发展成

果，彻底化解两岸敌意，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努力构建稳定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制度框架。

两岸双方应该加强交流对话，增进政治
互信，通过平等协商、积极探讨，推动解决两
岸之间长期存在的各种难题，同时管控好矛
盾和分歧。设立两岸热线，有助于双方及时
沟通，避免误判，处理紧急问题。双方两岸
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可以先建立起来。

60多年来，两岸走上不同发展道路，实行不
同社会制度。道路和制度效果如何，要由历史去
检验，让人民来评判。两岸双方应该相互尊重彼
此对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选择，避免让这类

分歧干扰两岸交流合作，伤害同胞感情。
我们了解台湾同胞对参与国际活动问

题的想法和感受，重视并推动解决了许多与
之相关的问题。只要不造成“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两岸双方可以通过务实协商作
出合情合理的安排。

当前，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现实
威胁是“台独”势力及其分裂活动。“台独”煽
动两岸同胞敌意和对立，损害国家主权和领
土完整，破坏台海和平稳定，阻挠两岸关系
发展，只会给两岸同胞带来深重祸害。对
此，两岸同胞要团结一致、坚决反对。

分享发展机遇，欢迎台湾以适当方式加入亚投行

第三，坚持为两岸同胞多谋福祉。两岸
一家亲，家和万事兴。我们推动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着眼点和落脚点是要增进同胞的亲
情和福祉，让两岸同胞过上更加美好的生
活。只要是有利于增进两岸同胞的亲情和
福祉的事，只要是有利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的事，只要是有利于维护中华民族整体
利益的事，两岸双方都应该尽最大努力去
做，并把好事办好。

我们愿意首先与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
展机遇。两岸可以加强宏观政策沟通，发挥
好各自优势，拓展经济合作空间，做大共同利
益蛋糕，增加两岸同胞的受益面和获得感。
对货物贸易、两会互设办事机构等问题，双方
可以抓紧商谈，争取早日达成一致。我们欢
迎台湾同胞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也欢
迎台湾以适当方式加入亚投行。

要加强两岸文化和教育交流合作，传承

和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增强同胞精神纽
带，为民族未来培养优秀人才。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根基在基层、希望
在青年。现在还有很多台湾乡亲从未来过大
陆，我们热诚欢迎他们来大陆走走看看，参与
到两岸交流大潮中来。要为两岸青年学习、
就业、创业、交流提供更多机遇、创造更好条
件，使两岸基层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成为推
动两岸关系发展、实现民族振兴的重要力量。

实现伟大复兴，台湾同胞定然不会缺席

第四，坚持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华民族有延绵 5000 多年的灿烂文
明，但近代以来却屡遭列强欺凌。120 年
前，台湾惨遭外族侵占，成为全民族的剜心
之痛。1945 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才洗刷
了半个世纪的民族耻辱。透过历史风云变
幻，可以深切体会到，两岸是不可分割的命

运共同体。民族强盛，是两岸同胞之福；民
族弱乱，是两岸同胞之祸。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与两岸同胞前途命运息息相关。

当前，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
近、更有能力实现这个伟大梦想。我们在几
十年的时间内走完了世界上很多国家几百
年的发展历程。我相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台湾同胞定然不会缺席。
今年是全民族抗战胜利70周年，这是付出

巨大民族牺牲才赢得的胜利。两岸双方应该
支持鼓励两岸史学界携起手来，共享史料、共写
史书，共同弘扬抗战精神，共同捍卫民族尊严和
荣誉。两岸同胞应牢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
平、团结一心，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