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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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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日前由

新华社受权发布。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14日在北京举行新闻发

布会，邀请中央台办副主任潘贤

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丛

亮、福建省委副书记罗东川介绍

《意见》出台背景、重要意义和主

要内容，并答记者问。

顺应两岸要和平、要
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
流民意

潘贤掌指出，福建与台湾隔

海相望，地相近、人相亲，对台工

作具有独特优势和良好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

视发挥福建在对台工作全局中

的独特作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将支持福建探索海峡

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

合发展示范区作为“深化两岸融

合发展、夯实和平统一基础”的

重大举措。

他表示，《意见》的制定明确

了福建在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

问题的总体方略中的定位、使命

和任务，顺应了两岸要和平、要发

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

目标是在福建全省域基本建成两

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充分显现福

建作为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的

效应。重点是支持福建充分发挥

对台独特优势和先行先试作用，

不断完善促进闽台融合发展政策

措施，率先落实台胞台企同等待

遇，持续增进台湾同胞福祉，让台

湾同胞充分感受到“融合有好处、

闽台亲上亲”。

潘贤掌指出，支持福建探索

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

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是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的具体举

措。《意见》最大亮点，就是突出

“融”这个目标，为台胞台企全面

融入福建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

支持，推进厦金、福马等重点区

域融合，推动闽台两地应通尽

通、能融尽融。

潘贤掌说，《意见》在推动闽

台应通尽通、落实惠台利民、深

化民间交流等方面迈出更大步

伐。有媒体评论《意见》“情谊满

满、干货满满、信心满满”。《意

见》的贯彻实施，将为广大台胞

在福建学习、工作、生活尽可能

提供最大空间、最好条件、最强

保障，让大家在最熟悉、最亲切

的环境中投资兴业、安居乐业，

享受主人翁一般的参与感、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持续推进政策和制度
创新，释放更多政策红利

丛亮说，《意见》践行“两岸

一家亲”的理念，始终尊重、关

爱、造福台湾同胞，充分发挥福

建对台独特优势和先行示范作

用，突出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

情促融，善用各方资源，完善增

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

努力在福建全域建设两岸融合

发展示范区。

他表示，下一步将结合两岸

关系发展和闽台融合发展实际，

坚持问题导向，先易后难、循序

渐进、持续推进、久久为功，逐步

推动出台实施系列配套的文件，

突出先行先试，扩大授权赋能，

持续推进政策和制度创新，释放

更多政策红利。

丛亮从经贸合作畅通、基础

设施联通、能源资源互通、行业

标准共通四方面，介绍《意见》关

于推进闽台应通尽通、畅通台胞

往来通道的考虑。

谈到基础设施联通，他说，近

年来积极推动福建交通基础设施

规划和建设，建成了综合立体的

交通网络，已具备连接闽台两地

高速通道的工程技术能力，为提

升海峡两岸基础设施联通水平打

下了良好基础。两岸各界对两岸

基础设施直接联通期盼已久，我

们要共同努力，争取早日实现两

岸民众坐着高铁轻松跨过台湾海

峡的梦想，促进更多台湾地区的

商品搭乘中欧班列等畅达欧亚市

场，更好惠及两岸同胞。

关于能源资源互通，他说，

大陆已建成世界上最大的能源

体系，能源绿色转型成就举世瞩

目，水电、风电、光伏发电规模多

年居世界第一，具备全球最先进

风电光伏生产能力和远距离输

变电能力，特别是福建省清洁能

源发展迅速，闽南外海滩的浅滩

适宜海上风电发展，具备向台湾

地区大规模输送绿色电力的条

件。我们愿意加强两岸能源领

域合作，共同推动两岸能源绿色

转型发展。

丛亮表示，将按照《意见》要

求，支持通过配套制造、技术共

研、品牌共建、市场共拓、资本合

作等方式，进一步深化闽台产业

链供应链创新链融合发展。希

望台胞台企积极参与，在深度融

入中国式现代化以及福建全方

位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共同建设

两岸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壮大

中华民族经济，不断实现自身更

大发展。

先行先试，推动两岸
融合发展示范区取得更多
实质性进展

罗东川表示，福建与台湾隔

海相望、一水相连，是台胞最主

要的祖籍地，闽台民众有着十分

紧密的血脉联系和天然的亲近

感。近年来，福建省扎实深入推

进两岸民间交流，建设台胞台企

登陆第一家园，为建设两岸融合

发展示范区奠定坚实基础。福

建将强化责任担当，勇于先行先

试，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取

得更多实质性进展，为探索两岸

融合发展新路发挥福建优势、贡

献福建力量、展现福建担当。

——福建已成为两岸民间

交流最活跃区域，每年常态化举

办以宗亲、乡亲、姻亲和民间信

仰及历史文化为纽带的基层民

间交流活动200多场，两岸最大

的民间基层交流平台海峡论坛

已举办15届，累计吸引34万人

次线下参与。

——福建正成为两岸同胞

最温馨家园，发布225项台胞台

企同等待遇清单，构建起较为系

统完备的惠台利民政策体系，数

万名台胞在闽创业、学习、生活、

定居，5年向金门供水近3000万

吨，厦金融合发展的美好前景在

金门民众中越发深入人心，平潭

着力建设两岸同胞幸福宜居的

共同家园。

——福建已构建两岸人员

往来最便捷通道，率先实现与台

湾地区主要港口、海上直航全覆

盖，常态化开通17条海空航线，

每周往返高峰时达430个航班，

建立了由“小三通”海上航班、

“大三通”客滚航线、空中直航航

线组成的两岸最便捷最经济的

海空立体通道。

——福建正夯实两岸经贸

紧密合作基础，现有台企超1万

家，实际利用台资超 320 亿美

元，闽台贸易额累计超1.4万亿

元人民币，每年实际利用台资、

新设台资企业数量均居大陆各

省份前列，18个国家级两岸产业

合作园区遍布全省，电子信息、

石油化工、精密机械等闽台产业

链供应链融合进一步深化。

罗东川表示，将持续引导台

胞台企共同参与市场化、法治

化、便利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建

设，完善台胞台企权益保障协调

联动机制，建立健全政企沟通渠

道。衷心希望更多台胞台企放

心来福建、安心谋发展。

罗东川表示，《意见》高度重

视完善台胞来闽求学、就业、生

活等方面的政策安排，福建要采

取更有效、更务实举措来落实。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夯实和平统一基础
国新办发布会解读中央支持福建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重大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