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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國務院 12 日發

布《關於支持福建探索海峽兩

岸融合發展新路 建設兩岸融

合發展示範區的意見》（以下

簡稱《意見》），為台海和平繁榮注入了

新動力。「《意見》的出台，將讓更多台

青更有信心和決心扎根福建發展。」台青

林毓峰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福建多年來

先行先試與政策創新，推動了兩岸深度融

合發展，也讓「福建作為台胞台企登陸第

一家園」走深走實。

《意見》的出台，在台青當中引起強烈

反響。林毓峰祖籍福建漳州，數年前跟隨

父親到大陸，並娶了漳州籍的妻子。「閩

台 融 合 ， 早 就 從 我 們 的 『 小 家 』 開 始

了。」林毓峰笑說，早在今年六月的第十

五屆海峽論壇大會上，國家領導人就宣布

中共中央、國務院制定了《意見》，很多

台胞也十分期待《意見》的出台。

林毓峰早就把漳州當成了家，婚後安心

扎根漳州發展。他注意到，今次《意見》

明確要「促進台灣農漁業和中小企業在閩

發展」，以及「發揮泉州、漳州閩南語地

區台胞主要祖籍地優勢」，這些讓他感到

很興奮。

「我和父親在漳州這些年，一直從事的

是農業相關的事務，也一直在幫助兩岸宗

親梳理姓氏源流和族譜對接。兩岸族譜一

對接，台灣姓氏、宗族的起源脈絡就非常

清晰了。」林毓峰說，這次《意見》讓我

們更有底氣和信心在福建發展，也帶動更

多的台灣年輕人回到福建認祖歸宗。

攜手盤活老廠房
福建廈門的台青呂易鴻是一名台商二

代。「我在大陸讀書，就是得益於大陸的

同等待遇政策。」此前，呂易鴻家族在大

陸主要從事實體製造業。他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因為近年來實體經濟及出口業受

困，自己計劃與大陸的朋友成立團隊，盤

活廈門的老廠房。

呂易鴻說，今次《意見》明確支持台灣

業者到福建從事電商、康養、物流、餐飲

等服務業，也鼓勵台灣的中小企業到福建

發展，但自己與大陸的夥伴則相中了「支

持福建創建海峽兩岸中小企業合作區」這

條政策。「我們計劃與大陸的小夥伴一

起，先從廈門湖里區的老舊廠房開始，盤

活這些場所。雖然當下大陸房地產承壓，

但拉長線來看，還是十分看好，也足夠支

撐我們扎根和追夢。」他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煌基 福建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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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勢下，祖國大陸的高
質量發展和高水平開放為廣大
台灣同胞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發
展空間，深化兩岸各領域融合
發展迎來全新機遇。」華僑大

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原執行主任、閩江學院
海峽兩岸產業融合發展研究院院長陳克明告
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今次《意見》出台，為
台海和平繁榮注入了新動力。
「習近平總書記對福建在深化兩岸融合發
展中扮演特殊角色，發揮特別作用寄予厚
望。」陳克明表示，《意見》既是對福建近
幾年來在兩岸融合發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的
肯定，也為進一步拓展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創
造了更有利的條件。
《意見》工作目標開宗明義：兩岸融合發展
示範區基本建成，福建作為台胞台企登陸第一
家園的效應充分顯現。「2019年初國家領導
首次提出『第一家園』概念，今次在《意見》

中以工作目標予以明確。」陳克明說。

和平發展是最大公約數
和平發展是兩岸同胞的最大公約數。陳克
明指，閩台兩地「五緣」深厚，尤其閩南地
區在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等方面與台灣存在諸
多共通之處，亦都嚮往美好生活，渴望更多
發展機遇，這是福建打造兩岸融合示範區的
先天優勢。
陳克明受訪時坦言，福建與台灣淵源深
厚，福建亦一直先行先試進行對台融合發展
探索，今次《意見》內不少措施，其實福建
早已有之。陳克明表示，與此前福建省內自
行先行先試不同，今次《意見》是從國家層
面對探索閩台融合發展進行的「頂層設
計」，尤其在兩岸關係冰凍的當下，透過發
揮福建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試點作用，可為
兩岸和平統一「搭橋」。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煌基 福建報道

為台海和平繁榮注入新動力
專家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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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報道，

《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支持福建探索海峽兩岸

融合發展新路 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的意

見》（以下簡稱《意見》）12日由新華社受權

發布。《意見》強調，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

國完全統一，是中國共產黨矢志不渝的歷史任

務，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是實現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福建在對台工作全

局中具有獨特地位和作用。文件提出，為深化

兩岸各領域融合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

程，支持福建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建

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

踐行「兩岸一家親」
建融合發展示範區

中共中央、國務院出台《意見》支持福建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

特稿特稿《意見》全文共4,500字。在「總體要
求」中提出，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黨的
二十大精神，堅持貫徹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
題的總體方略，踐行「兩岸一家親」理念，
突出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努力
在福建全域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

發揮福建先行示範作用
《意見》提出，充分發揮福建對台獨特優
勢和先行示範作用，善用各方資源，深化融
合發展；始終尊重、關愛、造福台灣同胞，
完善增進台灣同胞福祉和享受同等待遇的政
策制度；堅持問題導向，突出先行先試，擴
大授權賦能，持續推進政策和制度創新；堅
持先易後難、循序漸進、持續推進、久久為
功，因時因地制宜，支持條件好、優勢突出
的地區率先試點、以點帶面，引導其他地區
找準定位、協同增效。
《意見》提出的工作目標為：兩岸融合發
展示範區基本建成，福建作為台胞台企登陸
第一家園的效應充分顯現。融合發展的政策
制度體系更加完善，「兩岸一家親、閩台親
上親」的社會氛圍更加濃厚；閩台人員往來
更加便捷，貿易投資更加順暢，交流合作向
更寬領域、更深層次拓展；廈門與金門、福
州與馬祖融合發展示範效應不斷顯現，平潭
綜合實驗區對台融合作用充分發揮。
《意見》從建設台胞台企登陸第一家園、

促進閩台經貿深度融合、促進福建全域融合
發展、深化閩台社會人文交流、強化組織保
障五大方面，共提出了21條政策措施。

多舉措促台胞台企登陸發展
在建設台胞台企登陸第一家園方面，《意
見》提出，暢通台胞往來通道、促進台生來
閩求學研習、鼓勵台胞來閩就業、擴大台胞
社會參與、便利台胞在閩生活、完善涉台司
法服務。
在促進閩台經貿深度融合方面，《意見》
提出，優化涉台營商環境、深化產業合作、
促進台灣農漁業和中小企業在閩發展、加強
科技創新合作。
在促進福建全域融合發展方面，《意見》
提出，支持廈門與金門加快融合發展、支持
福州與馬祖深化融合發展、加快平潭綜合實
驗區開放發展、推進福建其他地區開展融合
實踐。
在深化閩台社會人文交流方面，《意見》
提出，擴大社會人文交流合作、鼓勵青少年
交流交往、促進文化領域融合發展。
在強化組織保障方面，《意見》提出中央
財政通過現有資金渠道，支持福建開展涉台
經濟合作、人文交流等。中央預算內投資相
關專項要加大對福建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
新路重大項目支持力度。

台企聯：實實在在的利好政策
「作為台胞台企登陸第一家園

的福建實至名歸，我周圍在福建
打拚的台青朋友都非常期待新政策
的落地，也更加堅信來祖國大陸追
夢的選擇是正確的。」在閩台灣青
年羅鼎鈞說，《意見》所提政策
措施令他深感溫暖和振奮。
「《意見》提出加強閩台產業

合作，還提出促進台灣農漁業和
中小企業在閩發展，給出了實實
在在的利好政策。」全國台企聯
常務副會長、廈門台商協會榮譽
會長吳家瑩說，「台企台商十分期
待政策落地，在閩發展空間更加廣
闊。」

《意見》重點摘要
建設台胞台企登陸第一家園
暢通台胞往來通道
◆構建立體式綜合性對台通道樞紐，暢通閩台與大陸

其他地區連接通道

◆加強物流樞紐等重大物流基礎設施布局建設，完善

區域物流集散體系

促進台生來閩赴學
◆支持福建高校和科研院所通過多種方式擴大招收台

灣學生規模

◆支持台灣優勢特色產業企業以多種形式在閩參與職

業學校股份制、混合制辦學

鼓勵台胞赴閩就業
◆進一步擴大直接採認台灣職業資格範圍

◆逐步擴大取得國家法律職業資格的台灣居民在閩從

事律師職業的執業範圍

◆大力發展包括台資機構在內的多元化人力資源服務

機構

擴大台胞社會參與
◆支持台胞深度參與福建當地社區建設、基層治理等

實踐活動

◆支持台胞加入相關行業性、學術性、專業性社會團

體

便利台胞在閩生活
◆取消台胞在閩暫住登記，努力實現台灣居民居住證

與大陸居民身份證社會面應用同等便利

◆鼓勵台胞在閩購房置業

促進閩台經貿深度融合
建設兩岸標準共通服務平台，鼓勵兩岸產學研企共同
制定行業共通標準，探索建立台企資質評估及認證體
系
深化產業合作
◆支持有條件的地區建設新型工業化產業示範基地

◆推動設立兩岸產業融合發展基金，支持海峽股權交

易中心「台資板」創新升級，鼓勵更多台企參與大

陸金融市場發展

促進台灣農漁業和中小企業在閩發展
鼓勵閩台企業和科研機構共建共性技術研發平台，推
動在閩台企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轉型

促進福建全域融合發展
打造廈金「同城生活圈」
◆以清單批量授權方式賦予廈門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

節改革上更大自主權

◆實施金門居民在廈門同等享受當地居民待遇

◆加快推進與金門通電、通氣、通橋，支持金門共用

廈門新機場

打造福州馬祖「同城生活圈」
◆支持馬祖居民在福州同等享受當地居民待遇

推進福州與馬祖通水、通電、通氣、通橋

加快平潭綜合實驗區開放發展
◆逐步構建對台投資貿易自由化便利化政策體系，擴

大對台跨境服務貿易開放，探索建設兩岸共同市場

先行區域

◆研究放開台灣信息服務等行業准入，研究探索加快

擴大教育開放相關舉措

深化閩台社會人文交流
支持閩台兩地各類民間組織開展常態化交流，鼓勵符
合條件的台灣民間組織在閩設立辦事機構
支持廈門大學等加強涉台研究機構建設、與台灣各類
智庫交流合作
鼓勵青少年交流交往，支持閩台各領域各行業青年團
體建立常態化交流渠道
支持閩台合作項目通過海外中國文化中心對外展示

來源：新華社

◆早前福州第七中學手球隊（白）與台灣逢甲手球俱樂部隊在兩岸手球交流賽
中對壘。 資料圖片

◆福建省廈門市鍾宅畲族社區瀾海宮舉行「送王船」活動，共同探尋兩岸同
源文化。 資料圖片

◆第十四屆海峽兩岸文化產業博覽會是參展台灣機構數量
最多、比例最高的一屆文博會。 資料圖片

◆第二十五屆海峽兩岸經貿交易會上，知名台企旺旺集團
展示投資大陸成果。 資料圖片

◆2023年3月25日，金廈小三通中轉恢復上路。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