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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将在5月20日选举第

20届党主席，此次竞选局面异常

复杂，共有 6 人宣布参选创下历

史记录，竞选过程中更是风波不

断，各大阵营之间攻防激烈。衡

诸 6 人之间票源重叠度大等因

素，此次选举很可能进入第二轮

投票。

一、“六抢一”局面前所未有

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前“副总

统”吴敦义、党副主席郝龙斌3位

重量级人选宣布参选后，国光生

技董事长詹启贤、台北农产公司

总经理韩国瑜、前“立委”潘维刚

又加入战局，形成了前所未有的

“六抢一”格局，引发外界高度关

注。

洪秀柱对国民党感情深厚，

在两岸政策上旗帜鲜明。洪的从

政经历主要在“立法院”，原来并

非领袖群伦的人物。2016年“总

统大选”时，党内大老纷纷避战，

洪秀柱意外跨过了“防砖门槛”而

成为国民党候选人。洪秀柱在两

岸关系上立场鲜明，认为现在的

国民党在不该妥协的地方妥协、

不该模糊的地方模糊，进而提出

了“一中同表”等主张。洪也因此

备受党内指责，最终被粗暴换

下。但洪对国民党不离不弃，党

内对洪也充满同情，最终洪在

2016年3月的补选中当选国民党

国民党主席选举选情观察

清 扬

台海观察

第十六届海峡论坛 6 月中旬在福建举办，

6 月 15 日上午举行论坛大会，集中活动为期一

周，主会场设在厦门，福建有关设区市和平潭综

合实验区举办相关活动。本届论坛由两岸 86 家

单位共同主办，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

定位，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

题，设置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

流四大板块，安排系列活动 50 场。台湾政党代

表、主办单位代表，行业代表、社团负责人，以及

工青妇、科教文卫、农渔水利、民间信仰等各界

嘉宾约 7000 人参加。

2009 年以来一年一度的海峡论坛，一直是

两岸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民间交流

盛会，历来是各界观察两岸关系未来走向的风

向标。在当前两岸关系日益复杂严峻的形势下，

本届海峡论坛传递了祖国大陆坚定不移贯彻新

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的强烈信号。

一、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自赖清德抛出“台独自白书”以来，岛内

担忧大陆通过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声音越

来越多，大陆舆论场“武统”声浪也日益高涨，

美西方势力更是趁机利用台湾问题大做文章，

变本加厉打“台湾牌”，妄图把台湾作为迟滞甚

至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棋子。

本届论坛不仅延续了“扩大民间交流 深

化融合发展”的主题，还于论坛前一天专门在

海峡论坛传递坚定贯彻总体方略的强烈信号

□ 徐晓全

厦门召开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

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在专题推进会上表示，要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从战略

和全局上谋划和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

设，引领和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王沪宁

指出，要深刻把握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意

义和部署要求，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在理念思路

上不断深化、在政策制度上不断完善、在实践探

索上不断突破。要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让台湾同胞分享中

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共享祖国大陆发展进步

成果。王沪宁在海峡论坛大会上强调，两岸同属

一个国家、两岸同胞同属一个民族的历史事实

和法理基础从未改变，也不可能改变。“台独”

分裂势力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损害台湾同胞利

益福祉，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导致台海兵

凶战危，最终只会给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灾难。国

家统一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

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强大的能力粉

碎任何“台独”分裂图谋。

在复杂的国际环境和严峻的两岸关系情势

下，大陆一如既往举办海峡论坛，充分展现了大

陆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坚定不移贯彻新

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在民族

复兴进程和祖国大陆发展进步基础上，坚持一

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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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党内指责，最终被粗暴换

下。但洪对国民党不离不弃，党

内对洪也充满同情，最终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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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推动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稳步、扎实推进祖国统一和民

族复兴的伟大进程。岛内舆论普遍认为，本届海

峡论坛再次展现两岸同胞要和平、要发展、要交

流、要合作的共同愿望，在台海形势紧张动荡之

际发出和平、理性的声音。台湾《中国时报》指

出，不管大陆用“统一”或“融统”表述，在战

略不动摇的前提下，更勤练战术，形塑两岸“心

灵契合”的方式、体制不断进阶，相较先前已更

灵动有序。

二、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为推进国家统一进程夯

实基础

1987 年两岸打破隔绝状态以来，两岸同胞

交流交往的路越走越宽。尽管民进党当局千方

百计阻挠，将海峡论坛污蔑为“统战工具”，禁

止在岛内举办与海峡论坛相关的任何活动，还

试图阻止台湾同胞赴大陆参与论坛活动，但这

种违背台湾同胞呼声的卑劣行为阻挡不了两岸

同胞交流合作的步伐。岛内 6 成民意支持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充分说明两岸和平发展、融合发

展深得台湾同胞民心。

祖国大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

念，对台工作充分考虑到台湾同胞的历史遭遇，

充分理解两岸制度、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王

沪宁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上

表示，要坚持把高质量发展要求贯穿两岸融合

发展全过程，深化两岸经济融合，始终尊重、关

爱、造福台湾同胞，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政

策制度，扩大两岸民众的受益面和获得感。要拓

宽两岸交流合作领域和渠道，为台湾同胞特别

是台湾青年来大陆学习生活、就业创业等提供

更多便利，推动在交流交往交融中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要探索

和创新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的经验做法，研究解

决政策实施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强化融合发展

工作统筹和责任落实。王沪宁在海峡论坛大会

上强调，我们始终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持

续增进台湾同胞利益福祉，欢迎更多台湾同胞

参与到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中来，参与到民

族复兴进程中来，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

共享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伟大荣光。

两岸同胞同根同源的血脉亲情，是任何势

力都切割不断的；两岸同胞走近走亲的共同愿

望，是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举办海峡论坛，

就是要坚持通过交流交往不断增进两岸同胞的

历史、文化、情感及利益联结，增进两岸同胞心

灵契合。16 年来，近 15 万台湾同胞通过海峡论

坛这一平台，率先享受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红

利及分享了祖国大陆的发展机遇。本届论坛上，

台胞们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讲述在大

陆追梦、筑梦、圆梦故事，为两岸融合发展写下

生动注脚。台湾《中国时报》评论称，争取民心

是统一的根本动力，实践方式即推动两岸关系

的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台湾《旺报》社评称，

无论胡歌来访或海峡论坛、双城论坛、企业家峰

会，都是借由民间力量维系沟通管道，为两岸关

系的未来创造突破的契机，陆委会不但应乐观

其成，更该尽力协助，促成更多、更深的交流，才

是民进党当局该做的事。台湾劳动党副主席王

娟萍表示，两岸在经济、文化各领域的融合发展

是历史大势，两岸同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命运共同体，两岸同胞应团结携手，为实现国家

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澳门台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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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谊会会长简廷表示，海峡论坛是点亮海峡两

岸意识型迷茫的明灯，是搭起海峡两岸连心桥、

同心梦，逐梦、铸梦、圆梦的交流助力平台，促进

两岸文化艺术交流及民间、民众交流。

三、两岸关系根基在人民，动力在人民，发展靠

人民

1979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

书》以来，祖国大陆逐渐形成“和平统一、一国

两制”的基本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两岸走

上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道路，两岸民间交流

持续热络、走深走实。截至 2008 年，台湾同胞来

大陆约 437 万人次，大陆居民赴台约 28 万人次，

海峡论坛应运而生。以海峡论坛为代表的民间

交流平台，对于促进两岸同胞携手推进祖国完

全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在海峡论坛大

会致辞中表示，两岸人民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

子，都是中国人，应共同面对各种挑战，为子孙

后代开创一个属于中华民族的和平盛世。连胜

文还表示，“我们要为了两岸多数人的福祉和

未来，积极诚恳地推动和发展两岸关系。”台

湾云林县长张丽善借孟子之言“虽千万人吾

往矣”抒发参与本届海峡论坛的坚定心情，并

表示两岸应基于对“九二共识”的认同与尊

重，携手运用智慧，推进两岸关系朝向和平稳

定的道路前进，共同努力为两岸的繁荣未来贡

献力量。张丽善回台湾后还表示，参加海峡论

坛主要是带着台湾的主流民意，希望两岸能够

和平、彼此互惠互利，不管农业、观光等各种

产业，都能透过这样的平台来互动，增加彼此

的商业经贸机会，希望海峡论坛这个平台不能

断，才能持续更加绵密两岸经贸交流。民众党

中央委员张凯钧在厦门参加海峡论坛期间，抨

击民进党“逢中必反”、激化两岸对抗，表示民

众党始终坚持“两岸一家亲”，将继续推动两

岸交流合作、共谋台海和平与民众福祉。台湾

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在海峡论坛大会上表示，两

岸人民齐心协力，融合的力量必将战胜“台独”

分裂的阴影，“我们将共同见证更加美好、更

加繁荣的两岸关系的未来”。

两岸关系根基在人民，动力在人民，发展靠

人民。海峡论坛从创办至今初心不改，就是要让

各界看到，在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国家统一

不仅是未来时，也是进行时。祖国大陆解决台湾

问题、实现国家统一的意志坚如磐石，顺应两岸

同胞共同愿望，不管岛内局势如何变化，无论

“台独”分裂势力如何兴风作浪，无论外部干涉

势力如何肆意妄为，都改变不了两岸关系的基

本格局和发展方向，阻挡不了两岸同胞走近走

亲、越走越亲的天然情感，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

一的历史大势。祖国完全统一，必将在两岸同胞

的携手奋斗中最终实现。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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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洪秀柱对国民党感情深厚，

在两岸政策上旗帜鲜明。洪的从

政经历主要在“立法院”，原来并

非领袖群伦的人物。2016年“总

统大选”时，党内大老纷纷避战，

洪秀柱意外跨过了“防砖门槛”而

成为国民党候选人。洪秀柱在两

岸关系上立场鲜明，认为现在的

国民党在不该妥协的地方妥协、

不该模糊的地方模糊，进而提出

了“一中同表”等主张。洪也因此

备受党内指责，最终被粗暴换

下。但洪对国民党不离不弃，党

内对洪也充满同情，最终洪在

2016年3月的补选中当选国民党

国民党主席选举选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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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海峡论坛基本情况

届别 论坛大会时间 主题 重要事件

第一届 2009 年 5 月 15 日
扩大民间交流、加强两岸合作、

促进共同发展

举办开幕式和论坛大会、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海峡文

化艺术周、两岸民间交流嘉年华等四大板块 18 场活动

第二届 2010 年 6 月 19 日 聚焦民生、惠泽两岸
举办开幕式暨综艺晚会和论坛大会、政策研讨、两岸文

化艺术交流、民间民众嘉年华四大板块 23 场活动

第三届 2011 年 6 月 10 日 聚焦基层、共享成果
活动主体突出民间性，安排 13 场交流活动，吸引逾万名

台湾乡亲参加

第四届 2012 年 6 月 16 日 汇聚民意、共谋福祉
举办大会活动、界别交流、基层交流、文化交流和经贸交

流等五大版块 29 项活动

第五届 2013 年 6 月 15 日 聚焦亲情、共圆梦想
以两岸基层民众为主角，安排大会活动、基层交流、文化

交流、经贸交流等四大板块 28 项活动

第六届 2014 年 6 月 15 日 和谐发展、幸福两岸
安排大会活动、基层交流、文化交流、经贸交流四大版块

18 项活动

第七届 2015 年 6 月 13 日 关注青年、服务基层
结合两岸社会关注热点，安排论坛大会和两岸青年、基

层、经贸交流等四大板块 17 项活动

第八届 2016 年 6 月 11 日 扩大民间交流、促进融合发展
突出青年和基层交流，安排论坛大会、青年交流、基层交

流、经贸交流四大板块 19 项活动

第九届 2017 年 7 月 11 日 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
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定位，精心筹划和设计

30 多项相关活动

第十届 2018 年 6 月 5 日 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

安排 69 场活动，涵盖青年创意大赛、职工技能、社会公

益、影视交流、关心下一代、经济金融、两岸婚姻传统文

化、社区治理、特色庙会等各个方面

第十一届 2019 年 6 月 14 日 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
继续重点关注并服务基层民众和青年群体，安排大会活

动以及四大版块共 33 项活动

第十二届 2020 年 9 月 19 日 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
安排论坛大会和青年交流、基层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

流四大版块 30 多场活动

第十三届 2021 年 12 月 10 日 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
安排论坛大会和青年交流、基层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

流四大版块 41 场活动，同期举办 15 场活动

第十四届 2022 年 7 月 12 日 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
安排论坛大会和青年交流、基层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

流四大板块 43 场活动，同期举办的有 12 场活动

第十五届 2023 年 6 月 16 日 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
安排论坛大会和青年交流、基层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

流四大板块，37 场活动

第十六届 2024 年 6 月 15 日 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

安排论坛大会和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

流四大板块 50 场多场活动，邀请了台湾政党代表、主办

单位代表，行业代表、社团负责人，以及工青妇、科教文

卫、农渔水利、民间信仰等各界嘉宾约 7000 人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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