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談及兩
岸民間各領域交流合作
以及人員往來的發展，
中央台辦新聞發言人朱
鳳蓮21日表示，兩岸關
係發展的內在動力是來
自於民間和青年。展望
未來，大陸將出台更多
的惠台利民政策措施，
突出以通促融、以惠促
融、以情促融，持續為
兩岸各界交流合作創造
有力條件，促進兩岸同
胞加深相互了解，增進互
信認同，共同推動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統
一進程。
她指出，過去十年，主

要有四個方面的體現。

越來越多台胞
在陸找到舞台
第一，兩岸同胞要交

流、要合作、要發展的理
念深入人心，兩岸大交流
格局堅實穩固。兩岸人員
往來和各領域交流不斷擴
大，已經形成了全方位、
多層次的交流格局。

第二，同等待遇政策不斷深化細化，助力
更多台灣同胞來大陸追夢、築夢、圓夢。
2015年實施台胞來往大陸免簽註政策，全面
實施卡式台胞證，進一步方便了台胞往來兩
岸，當年達到985萬人次峰值。現在越來越
多的台灣同胞在大陸找到了發展舞台，大陸
累計設立了78家海峽兩岸青年就業創業基地
和示範點，服務和入駐台灣青年創業項目企
業220多個，有兩千多名台灣青年學者在大
陸高等院校任教。
第三，兩岸社會文化融合發展不斷深化，新

時代新征程帶來兩岸同胞心靈契合新氣象。
第四，基層民眾和青年群體已經成為兩岸交

流的主力軍，厚植兩岸關係發展的社會基礎和
前進動力。

20222022年年99月月2222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22年9月22日（星期四）

2022年9月22日（星期四）

◆責任編輯：鄭慧欣 ◆版面設計：余天麟
中共二十大中共二十大迎迎 接接

兩岸貿易額十年翻一番
台商對陸投資顯著增長在陸台商：如留台不會有今天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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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蔣煌基 北京、福建報道）「這十年，我們公

司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全國台企聯常務副會長、廈門台協會長吳家瑩

激動地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2002年他在廈門創辦佳好集團，受益於大陸良

好的營商環境和各項政策扶持，集團近十年進入快車道，發展突飛猛進。吳

家瑩的感受只是這十年來在內地投資的台商的一個縮影。中央台辦副主任陳

元豐21日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就黨的十八大以來對台工作和兩岸關係發展情況

舉行的發布會上表示，十年來，兩岸貿易和台商對大陸投資顯著增長。2011

年兩岸貿易額為1,600.3億美元，2021年兩岸貿易額增至3,283.4億美元，十

年間翻了一番。截至2011年，台商投資大陸項目累計85,772個，到2021年

底，台商投資大陸項目累計達到124,142個，十年間增長44.7%。大陸穩居台

灣地區最大出口市場、最大貿易順差來源地、台商島外投資第一大目的地。

兩岸政治交往取得歷史性突破，大陸推動實現1949年以來
兩岸領導人首次會晤、直接對話溝通，將兩岸交流互動提
升到新高度，成為兩岸關係發展道路上一座新的里程碑。

2011年兩岸貿易額為1,600.3億美元，2021年兩岸貿易
額增至3,283.4億美元，十年間翻了一番。

截至2011年，台商投資大陸項目累計85,772個，到
2021年底，台商投資大陸項目累計達到124,142個，
十年間增長44.7%。

2011年兩岸人員往來710萬人次，其中台灣同胞來
大陸526萬人次；2019年兩岸人員往來約900萬人
次，其中台灣同胞來大陸超過600萬人次。

大陸累計設立了78家海峽兩岸青年就業創業基地
和示範點，服務和入駐台灣青年創業項目企業
220多個，有兩千多名台灣青年學者在大陸高等
院校任教。

每年有近三千名台灣大學生在大陸高等院校獲
得獎學金，近千名台胞已經考取了大陸各類熱
門行業的職業資格證書，上千人次的台灣演藝
人員參與大陸廣電視聽節目和影視製作。

截至2022年6月，有41家台資金融機構獲批
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資格，有53家台
企在大陸上市。

截至2021年，5個海峽兩岸產業合作區共有台資
項目350多個，總投資額超1,000億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

對台工作和兩岸關係發展
十年成就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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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995年進入大陸的吳家瑩在2002年創辦佳
好集團。前十年公司主做建材，後十年經

營業務日漸多元，橫跨電子零配件、電器、食品
等的銷售和代理等，一、二、三產業全兼容。

受惠龐大市場及惠台政策
受惠於祖國大陸的人口紅利和龐大市場，以
及大陸持續對台釋放善意，出台各類惠台政
策，吳家瑩公司這些年享受了祖國大陸的稅收
減免和進出口貿易扶持，得以迅速發展壯大。
「如果公司留在台灣或者響應台灣當局的『新
南向政策』去東南亞，不會取得今天的發展成
就。」吳家瑩說。
北京台資企業常務副會長、台商江藍對香港
文匯報記者表示，過去十年來，大陸源源不斷
地對台商釋放出誠意和善意，都是為了幫助台
商台企實現更好更快的發展。「比如台商投資
法治環境的改善，更透明有序，覺得做事情更
方便了，此外，鼓勵台商來大陸共享高端製造
紅利的政策也很有吸引力。」在大陸已有二十
餘年的江藍，企業投資遍布北京、福建、吉林
等多個省市。「台商投資大陸項目增長44.7%
等一系列數字充分體現，兩岸共享發展機遇，
經貿合作實現了互惠雙贏。」她說，「不斷釋
放的政策紅利，給了我和眾多台商持續在大陸
投資建設的底氣和動力。」
中央台辦宣傳局局長、新聞發言人馬曉光21
日在發布會上表示，十年來大陸持續擴大兩岸

經濟交流合作，推動兩岸經貿合
作取得豐碩成果，「兩岸的貿易
金額十年翻了一番，台灣對大陸
貿易依存度居高不下。台商投資大
陸保持增長的勢頭，呈現大項目
多、科技含量提升的積極變化。」

兩岸經濟融合發展走深走實
此外，兩岸經濟融合發展走深走

實。2018年以來，先後出台促進兩岸
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31條措施」、
「26條措施」，助力台胞台企發展的
「11條措施」、「農林22條措施」，
以及擴大開放台灣居民在大陸申設個體
工商戶的政策，助力台胞台企分享更多
大陸發展機遇、享受更多同等待遇。支持
台胞台企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國家區
域重大戰略和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江蘇、
浙江、福建等地上千家台企享受各類稅收優
惠，數百家台企獲得工業轉型升級、綠色製
造、智能製造等專項資金支持。
還有兩岸經貿合作平台增多，成效顯

著。在安徽合肥、福建廈門與泉州設立海峽
兩岸集成電路產業合作試驗區；在山東設立
海峽兩岸新舊動能轉換產業合作區；在廣
西、湖北、四川、江西和湖南設立5個海峽
兩岸產業合作區，截至2021年，共有台資項
目350多個，總投資額超1,000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朱燁北京報道）中央台辦
副主任陳元豐表示，過去十年，兩岸政治交往取得
歷史性突破、兩岸對話協商形成新局面、在大陸台
胞逐步享受同等待遇和發展機遇、兩岸貿易和台商
對大陸投資顯著增長、兩岸人員往來和各界交流持
續擴大、反「獨」促統大勢不斷增強。他強調，新
時代我們反對「台獨」分裂和外來干涉的力量更
強，實現祖國統一的意志和決心更加堅定。任何勢
力的阻撓破壞，都無法改變祖國統一的歷史大勢。

實現兩岸領導人首次會晤
陳元豐指出，十年中，我們推動實現1949年
以來兩岸領導人首次會晤、直接對話溝通，將

兩岸交流互動提升到新高度，成為兩岸關係發
展道路上一座新的里程碑。雙方兩岸事務主管
部門在共同政治基礎上建立常態化聯繫溝通機
制，兩部門負責人實現互訪、開通熱線。兩岸
對話協商亦形成新局面。我們堅持一個中國原
則和「九二共識」，推進兩岸政黨黨際交流，
與台灣有關政黨、團體和人士就兩岸關係與民
族未來開展對話協商，達成多項共識並發表共
同倡議，與台灣社會各界共同努力探索「兩
制」台灣方案。
他還說，反「獨」促統大勢不斷增強。我們堅定

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堅決反對「台獨」分裂
和外部勢力干涉，有力維護台海和平穩定和中華民

族根本利益。依法打擊「台獨」頑固分子，有力震
懾「台獨」分裂勢力。妥善處理台灣對外交往問
題，鞏固發展國際社會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格局。

統一後 台可實行不同於陸的社會制度
中央台辦宣傳局局長、新聞發言人馬曉光也

在會上強調，中國的統一，不會損害任何國家
的正當利益包括其在台灣的經濟利益，只會給
各國帶來更多發展機遇，只會給亞太地區和世
界繁榮穩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只會為構建人類
命運共同體、為世界和平發展和人類進步事業
作出更大貢獻。
他稱「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我們解決台灣

問題的基本方針，也是實現國家
統一的最佳方式，台灣可以實行不同
於祖國大陸的社會制度。台灣同胞可以
在和平安寧的狀態下生活和工作。祖國大
陸將更有條件、更好地照顧台灣同胞。在確
保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前提下，台灣
同胞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將得到充分尊
重，台灣同胞的私人財產、宗教信仰、合法權
益將得到充分保障。所有擁護祖國統一、民族復
興的台灣同胞將在台灣真正當家作主，參與祖國
建設，盡享發展紅利。按照「一國兩制」實現兩
岸和平統一，將給台灣經濟社會發展和廣大台灣
同胞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

小包智工聯合創始人兼
COO徐韜在京創業已經
5年，他喜歡說，「不跨

過這灣海峽，你永遠不知道世界有多大。」作
為一家互聯網行業的企業，徐韜對國家出台的
惠台政策深有感觸。「以前只能做互聯網本
身，沒辦法融入技術，現在有了政策支持，終
於可以擴大經營範圍。」憑藉大陸給與的政策
支持與自己的努力，徐韜在 2020 年登上了
「2020福布斯中國30歲以下精英榜」。

正如中央台辦副主任陳元豐在發布會上所
說，十年來，在大陸台胞逐步享受同等待遇和
發展機遇，逐步為台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
業、就業、生活提供同等待遇，持續率先同台
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機遇。

台灣阿美族歌手楊品驊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
示，十五年前剛來大陸時，很多體制內的工
作，比如國企、銀行系統等，都是台胞無法參

與的，近十年來變化很大，從實習單位的開放
到正式就職的開放，不少台灣同胞都參與其
中。「五險一金的繳納也讓我們感到很溫暖，
台胞跟大陸同事一樣，都能享有一樣的保險，
一樣有對這片土地的權利和義務，是落地的家
人。」

2018年大陸出台了「31條措施」，台青陳
文成第一時間辦理了台灣居民居住證。「這讓
我對於大陸的認識也從早期的不了解變得更認
同。」

台灣女星劉樂妍也認同大陸的同等待遇給她
帶來的便利，「沒有居住證連網吧都進不
去。」她說，「大陸真的有認真傾聽台胞的需
求，這都是六年來實實在在發生的變化，感謝
祖國，能讓我們快樂地生活在大陸，有種回家
的感覺。」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煌基、朱燁
福建、北京報道

在陸台青享同等待遇：

有種回家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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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女大學生參加騎行活動。 資料圖片

◆◆十年來十年來，，兩岸貿易和台商對大陸投資顯著增兩岸貿易和台商對大陸投資顯著增
長長。。圖為去年圖為去年55月在福州舉行的月在福州舉行的2121世紀海上絲綢世紀海上絲綢
之路博覽會上之路博覽會上，，台灣展區人氣高漲台灣展區人氣高漲。。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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