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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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

湾同胞书》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指

出：“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中华文化是

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两岸同胞要共

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其实现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①。2024 年 4 月 10 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会见马英九一行时，站在中华民族

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高度把握两岸关系大局，

强调“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两

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

文化自信，自觉做中华文化的守护者、传承者、

弘扬者，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

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②福建与台湾

具有独特的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

缘相连、法缘相循“五缘”优势，在长期的闽台

海防一体化实践中形成的海防文化③，是中华民

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平潭与台湾岛隔海相望，是祖国大陆距离

台湾岛最近的地方，深处闽台海防合作的最前

沿，具有深厚的海防文化底蕴。在平潭建设“一

岛两窗三区”国家发展战略的时代背景下，弘

扬闽台海防文化，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对于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推进祖国完全统一

进程及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一、平潭弘扬闽台海防文化的优势

在中国海防史上，平潭是一个重要的海疆

地理坐标，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与台湾澎湖、

广东南澳并称为海上“三山之目”，扼控江、浙、

闽、粤。平潭自古以来就具有巩固海防、发展海

运的天然优势，海防文化是平潭极具地方特色

的文化标识。

清康熙年间，设海坛镇水师，初为中、左、右

三营，后改制为左右两营，设官兵 2400 人，并开

启了 200 余年的海坛水师戍台史。有清一代，

“海坛水师、戍海御敌，缉盗安民，海疆铸魂，不

负英名，厥功至伟”。

清咸丰年间，平潭成为福建对台贸易的五

个主要港口之一。改革开放初期，平潭又是全国

最早被批准设立台轮停泊点、台胞接待站和对

台小额贸易县之一，是台湾同胞走进大陆的一

个特殊“窗口”。

在推进祖国完全统一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历

史进程中，平潭昔日是防御海外强敌的前沿主

阵地，今天更多成为打造台湾同胞“登陆第一

家园”及扩大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的桥头堡，迎

来弘扬闽台海防文化的发展机遇。2009 年 7 月，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福建省委决定

设立平潭综合实验区。2011 年 11 月，国务院批

平潭弘扬闽台海防文化的前景与构想

□ 徐晓全

①习近平：《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

共同奋斗——在 < 告台湾同胞书 > 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

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19 年。

②《习近平会见马英九一行》，新华网，2024 年 4 月 10 日。

③关于“海防文化”的内涵，本文采取厦门大学黄顺力

教授的定义：“海防文化是各个国家与民族为保卫国际海

洋的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在认识海洋、开发海洋、利用

海洋，乃至争胜海洋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思想和实践。它

既是濒海国家、民族与其他濒海国家、民族的历史互动，

也是濒海国家、民族以海洋为历史舞台，对保卫国家海洋

的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的认识和实践从物质层面、制度

层面到思想意识层面的衍变发展过程”。参见黄顺力：《闽

台海防文化论纲·绪论》，载于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等主

编《海洋文化与福建发展》，鹭江出版社，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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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发展规划》，平潭开放

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2014 年 7 月，平潭实现

全岛封关运作，成为大陆面积最大、政策最优的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2014 年 11 月 1 日，习近平

总书记第 21 次视察平潭，亲自为平潭擘画“一

岛两窗三区”战略蓝图，平潭由此迎来了“千

年一遇”的发展机遇。2015 年 4 月，国务院批

复《福建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平潭片区挂牌

成立。2016 年 8 月，国务院批复《平潭国际旅

游岛建设方案》，平潭成为全国第二个国际旅游

岛。至此，平潭具备了独特的“试验区 + 自贸试

验区 + 国际旅游岛”“三区叠加”政策优势。这

是站在两岸和平统一高度和改革开放新起点而

赋予平潭发展的重要历史使命。2023 年 9 月

12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

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

范区的意见》正式发布，平潭进一步获得两岸

融合发展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

二、平潭弘扬闽台海防文化的前景

“一岛两窗三区”战略蓝图和“三区叠加”

政策优势，给平潭推动闽台海防文化在新时代

焕全新光彩带来千载难逢历史机遇。

（一）探索闽台人文历史渊源，增强中华民

族的向心力

建设综合实验区的定位是发挥在两岸交流

合作和对外开放中的先行先试作用，“促进两

岸经济全面对接、文化深度交流、社会融合发

展”，把平潭建成两岸同胞合作建设、先行先试、

科学发展的共同家园，打造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的新载体，为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和

平统一大业发挥更大作用等。

挖掘两岸同胞共同抵御外侮、捍卫国家主权

的海防历史及两岸在海防联防中交流交往的故

事，对于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增进台湾同胞

对和平统一的认同具有多重意义：一是揭示闽台

海防文化同根同源的内在关系，展现两岸是血脉

相连、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增强台湾同胞对

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二是揭示两岸同属

一个中国的历史事实，反制“台独”势力和民进

党当局炮制的“台独”史观，帮助台湾同胞树立

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强化台

湾同胞对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正确认知。三是揭

示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激发两岸同胞共

同应对外部势力危害国家主权安全、侵犯中华民

族海洋权益的责任感、使命感。

（二）探索闽台区域合作新模式，增强中华

民族的凝聚力

建设综合实验区要求探索两岸区域合作新

模式，在两岸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社会管理等

方面先行先试，探索两岸同胞建设共同家园的

新模式和扩大两岸交流合作的新机制。建设自

由贸易试验区要求探索闽台产业合作新模式，

促进闽台产业链深度融合。建设国际旅游岛要

求构建以旅游业为支柱的特色产业体系，促进

两岸经济文化社会深度融合，以及发展海洋旅

游、文体旅游及创意文化产业等。

闽台海防文化及相关文化资源丰富，探索

闽台文化合作机制，既可以促进闽台文化产业

合作，又可以为两岸深度融合发挥示范作用：一

是两岸文化产业资源共享、取长补短、合作共

赢，推动两岸文化融合全面深化。二是闽台海防

文化产业合作与两岸经济合作对接、与社会融

合有机统一，为经济社会融合提供更多文化能

量，促进两岸各领域的深度合作。三是建设国际

旅游岛和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给闽台文化产业

化、国际化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有助率先同台

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增强台湾同胞参与

两岸融合发展的主动性。

（三）探索国家对外开放新途径，增强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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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影响力

“三区叠加”政策优势要求平潭探索两岸

区域合作新模式，促进两岸经济文化社会深度

融合，为加强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的交流合作拓展新途径，为全面深化改

革和扩大开放积累经验，积极融入“一带一路”

战略，构建对外开放新体制。

闽台海防文化与海丝文化、海洋文化一脉

相承，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

着中华文明深层次的文化基因和最深沉的精神

特质。弘扬闽台海防文化，探索中华民族经略海

洋的新机制、新模式，推动海防文化转化为全面

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优势：一是挖掘闽台

海防文化精神特质，强化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交流融合，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三是挖掘

中华海洋文化蕴含的文化理念和民族精神，弘

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三是推动闽台海防文

化与打造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相结

合，助力台湾同胞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机遇，

融入国家对外开放大局。

三、平潭弘扬闽台海防文化的战略构想

弘扬闽台海防文化是平潭深入推进两岸融

合发展及建设国际旅游岛的重要任务。新时代弘

扬闽台海防文化，要融合一脉相承的海洋文化、

海丝文化等历史文化，以及各放异彩的流行文

化、时尚文化等当代文化，统筹谋划、一体推进。

总的工作思路是，要面向台湾，面向世界，以服务

国家统一大业和国家对外开放战略为核心，用好

用足先行先试政策优势，讲好闽台海防文化故

事，创新闽台文化合作机制，打造闽台特色产业

体系，推动闽台海防文化转化为构建与巩固两岸

情感连接、利益连接、制度连接及建设国际旅游

岛、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的强大动能。

（一）讲好闽台海防文化故事，增进两岸情

感融合

舆论宣传是争取岛内民心的主战场之一。

闽台海防文化是增进两岸连接的重要纽带，在

对台宣传中具有天然优势。要以打造精品和实

现入岛传播为重点，以增进两岸情感融合为目

标，讲好海防文化故事。

一是创新传播形式。加大制作动画、图解、

短视频等新媒体产品，设计台湾同胞感兴趣的

文化类交流议题，用台湾不同群体易于接受的

话语体系和表达风格传播，在潜移默化中增进

台湾同胞对两岸关系历史的正确认知。运用元

宇宙、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加强数字化产品制

作，形成虚拟与现实、线上与线下融为一体的传

播方式。打造精品纪录片、影视剧、动画片等影

视作品。制作台青视角的新媒体产品，创新以台

青教育台青的传播形式。强化专业权威史料的

通俗化、可视化、大众化转化与传播。

二是拓展传播渠道。加强与中央和地方媒

体的合作，充分发挥其全媒体传播矩阵的作用。

培育和扶持能够有效发挥入岛影响力的在陆台

湾网红、借力岛内真正有影响力的网红，支持其

制作的相关短视频在岛内主流社交平台传播。

加强与岛内友我报纸、电视等媒体合作，探索台

湾媒体在平潭设置制作基地，创造更开放自由

的网络环境，打造“网络自由岛”，在平潭直接

实现无障碍入岛传播，把平潭打造成两岸媒体

合作的主要基地。加强举办两岸媒体采风活动，

针对闽台海防文化、海丝文化、海洋文化的历史

渊源与时代内涵，开展深度采访与集中传播。

三是寓宣传于交流。用好中国海坛海防博

物馆、南岛语族基地等，针对岛内青年尤其是首

来族，举办两岸海防文化主题交流活动，从触动

心灵共鸣着手策划交流议题与环节，综合运用

体验式、沉浸式、互动式交流方式，破除岛内青

年对大陆的误解和疑虑，增进其对中华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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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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同。加大两岸闽台海防历史与文化研究的交

流，促进两岸共同诠释海防文化，推动两岸携手

弘扬海防文化。发挥民间媒体平台在扩大两岸

交流中的作用，淡化政治色彩，破除交流障碍，

吸引更多台湾同胞参与两岸交流活动。

（二）创新闽台文化合作机制，推动两岸深

度融合

加强闽台产业合作，扩大两岸利益联结，是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必由之路。创新闽台文化

产业合作机制，实现闽台文化融合发展，同时为

两岸各领域深度融合提供示范。

一是整合闽台文化资源。挖掘和传承地方

特色文化，推动海防文化与海洋文化、海丝文

化、妈祖文化、闽南文化融合，与流行文化、时尚

文化融合，与音乐、艺术、运动等元素融合，以遗

址公园、体验中心、文化研究院建设为平台，实

现考古、研学、教育、旅游等一体化发展。

二是实现闽台优势互补。发挥两岸各自在

历史文化底蕴和文化产业营销、创意等方面的

优势，打造两岸“共同规划、共同开发、共同经

营、共同管理、共同受益”的文化产业体系，扩

大两岸利益连接，吸引台湾同胞积极参与两岸

文化产业合作。推动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合作与

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携手

发展现代传媒、动漫游戏等前沿性文化产业，延

长文化创意产业链。

三是加大体制机制创新。充分利用政策红

利与改革红利叠加优势，在制度创新方面大胆

试验，着力解决在文化产业合作中遇到的体制

机制障碍，着力破解两岸不同制度的衔接问题。

探索闽台产学研融合发展新路径，全面深化文

化融合。解决台湾企业融入两岸文化产业园、两

岸文化创意产业合作基地的政策问题，实现两

种制度有效衔接，使台企台胞有机融入大陆文

化产业体系，形成两岸合作新局面，为两岸经济

社会深度融合探索经验。加强闽台各领域合作

的法治化建设，增强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为

吸引台湾同胞融入创造良好法治环境。

（三）打造闽台特色产业体系，服务国家发

展战略

以国际旅游岛建设为契机，融合国家对外

开放与“一带一路”战略打造特色文旅产业体

系，探索两岸携手推动对外开放战略和国际旅

游岛建设的新模式。

一是开发海洋特色文旅产业体系。立足闽

台文化资源优势，充分借鉴国际旅游岛经验，两

岸文化资源与海丝沿线国家文化资源有机融

合，打造系列海洋文化、科技旅游产品，构建以

旅游业为支柱的特色产业体系，全面建设具有

国际化水平的旅游休闲度假海岛。

二是打造国际特色交流基地。依托南岛语

族基地在开展国际社会南岛语族寻根溯源交流

中的作用，利用水下考古展览馆、特色影视文化

基地等具有突出特色的博物馆、展览馆开展国

际文化交流活动，不断构建南岛语族起源地的

国际话语权，探索“一带一路”战略的文化基

因，传播中华民族的海洋思想和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理念，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华民族的文

化底蕴和文明贡献，不断增强国家软实力。

三是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助力台胞台企以

两岸文化产业融合发展为起点，抓住国家对外开

放机遇，加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加

快推动产业国际化，积极融入大陆发展进程，促

进两岸携手推动国家对外开放迈向新阶段。

总之，海防文化是平潭独特的文化标识，是

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岸携手推动

闽台海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平潭

发挥“三区叠加”政策优势，建设“一岛两窗

三区”，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及服务国家对外开

放战略先行先试探索经验的重要抓手。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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