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大會
13日在香港舉行。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中央政
府駐港聯絡辦主任王志民、全國台聯會長黃
志賢、中央台辦副主任陳元豐、國務院港澳
辦副主任黃柳權、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特
派員謝鋒、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副主任楊建
平、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港部隊副政委陳亞丁
、全國僑聯副主席李波、余國春和盧文端等
出席大會。新黨主席郁慕明、無黨團結聯盟
主席林炳坤等台灣嘉賓應邀與會。

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
台灣同胞書》，鄭重宣示了爭取祖國和平統
一的大政方針。

台灣問題不容外部干涉
董建華說，40年來兩岸關係發展歷程證

明，兩岸關係好，台灣才有前途，廣大台灣
同胞才有光明未來。兩岸關係向前推進、向
上提升、走近走好，始終是兩岸同胞的主流
民意。國家統一，民心所向。經過幾十年的
團結奮鬥，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
、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目標，也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國家統一。董
建華還指出，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台灣問題

絕不容許外部勢力干涉。他呼籲走錯路的人
能盡快回頭。

香港在兩岸扮演重要角色
林鄭月娥表示，香港回歸以來，特

區政府高度重視並務實推動港台關係穩
定發展，對促進兩岸關係發展發揮了積
極的作用。未來，特區政府將繼續根
據基本法、一個中國原則以及按照中
央人民政府處理香港涉台問題的基
本原則和政策，穩步推進港台關係
。香港的實踐證明，「一國兩制」
是香港回歸後保持繁榮穩定的最
佳制度。香港將繼續當好 「一
國兩制」的先行者，為推動完
成祖國統一大業、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作出新的貢獻。

陳元豐指出，40年來的
實踐告訴我們：堅持一個
中國原則、堅決反對 「台
獨」，是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的重要前提。大陸
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
設，是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的堅實保障。

今年是全國人大常務委員
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40周
年。為紀念這個重大歷史舉措
，展現香港在其中的重要地位
和角色，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香港總會於13日在香港灣仔會
議展覽中心舉行《告台灣同胞
書》發表40周年紀念大會。全
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在會上發
表講話指出，兩岸關係好，台
灣才有前途。香港特別行政區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會上致辭
時表示，香港是兩岸交流的重
要參與者和推動者，在兩岸關
係中一直扮演重要而特殊的角
色。

和統會：兩岸關係好 台才有前途
董建華林鄭王志民出席《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大會

明年1月是大陸方面發表《告台灣同
胞書》40周年。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簡
稱統促會）香港總會昨天舉行紀念大會，
與兩岸三地各界人士共同回顧兩岸40年
和平發展的歷史。1979年1月1日，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表《告台灣
同胞書》，標誌着大陸對台方針政策由
「武力解放」向 「和平統一」的重大轉變

。今天重溫這篇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告
，仍清晰感受到它那振聾發聵的召喚力
和震撼力。而香港回歸祖國，為和平解

決台灣問題提供了有益的探索，邁出完
成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重大步伐。香港
各界共同紀念《告台灣同胞書》，表達支
持統一、反對「台獨」的堅定立場，對推
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自1949年台灣問題形成以來，大陸
方面始終把解決台灣問題、完成祖國統
一大業作為神聖職責，進行了長期不懈
的努力。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
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
1979年中美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
告台灣同胞書》就是在這樣重要歷史背
景下發表的。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
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鄭重宣布

關於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國家統一的大
政方針，提出 「在解決統一問題時尊重
台灣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見，採取
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不使台灣人民
蒙受損失」，並宣告自當日起停止對金
門等島嶼的炮擊，呼籲通過商談結束台
灣海峽軍事對峙狀態。

《告台灣同胞書》也體現了鄧小平
關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決策和思
想，包含了和平統一的主要政策。鄧小
平進一步提出了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的偉大構想。198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
委員長葉劍英提出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
九條方針政策。鄧小平同志於1982年1月
說：九條方針 「實際上是一個國家、兩

種制度」。根據鄧小平、葉劍英等領導
人的一系列重要論述，經過解決香港問
題、澳門問題的實踐，大陸對台政策確
立了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
針和基本政策。這一方針政策既考慮到
國家統一的民族利益，又照顧到台灣同
胞的實際利益，宣告了兩岸關係一個新
時代的來臨。

多年來，香港在兩岸關係發展中扮
演了重要的角色。70年代末，大陸提出
「和平統一」對台方針後，兩岸關係開

始緩和，不僅經過香港的間接經貿交流
增加，而且台灣同胞通過香港與海外返
回大陸的人士迅速增加，香港成為兩岸
互動的重要場所。1992年，大陸海協會

與台灣海基會在香港會談達成的以口頭
方式表示堅持一個中國的 「九二共識」
，成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
回歸後，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
踐，有助於台灣同胞具體了解 「一國兩
制」的實際內涵。這將對台灣問題的最
終解決產生積極的影響。

這兩年民進黨政府拒不承認體現一
中原則的 「九二共識」，破壞兩岸關係
，還與 「港獨」激進分子沆瀣一氣，意
圖擾亂香港秩序和社會繁榮。統促會香
港總會隆重紀念《告台灣同胞書》40周
年，旗幟鮮明地與 「台獨」、 「港獨」
分子作鬥爭，以實際行動支持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和祖國和平統一大業。

絕不容台獨港獨合流作亂
隔 海 觀 瀾

朱穗怡

7要聞
2018年11月14日 星期三

責任編輯：朱瑞宜 美術編輯：郭家樂

大公報記者 朱瑞宜報道

1978 年 中
共召開十一屆三
中全會後，中國
大陸的對台政策

開始進行重大調整。1979
年1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
會發表的《告台灣同胞書》是
這一轉變的重要標誌。

《告台灣同胞書》提出
了 「希望雙方盡快實現通航
通郵，以利雙方同胞直接接
觸，互通訊息，探親訪友，
旅遊參觀，進行學術文化體
育工藝觀摩」 ；提出兩岸之
間 「應當發展貿易，互通有
無，進行經濟交流」 ；提出
了 「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也
寄希望於台灣當局」 等重要
思想與口號。

《告台灣同胞書》的
發表，標誌着中國大陸對
台政策的重大調整與轉變
，為結束兩岸軍事對峙和
實現雙方的交往接觸創造
了必要的前提和安全環境
，也成為祖國大陸日後對
台基本方針和政策， 「和
平統一中國」 成為解決兩
岸分裂問題的主旋律。

【大公報訊】記者朱瑞宜
報道：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
港總會13日在香港舉行《告台
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大
會。來自台灣的新黨主席郁慕
明在會上發表演講時指出，自
己從台灣來，參加《告台灣同
胞書》紀念大會，具有重要意
義。對他個人而言，人生的前
一半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
之前，那時兩岸處於戰爭狀態
；而他人生的另一半，則在《
告台灣同胞書》發表之後40年
，兩岸關係處於和平發展。所
以，和平是最重要的，沒有和
平，就沒有各領域的發展。正
因為有了和平，才有了兩岸 「
三通」。這是和平交流第一個
階段，而第二個階段就是和平
發展，必然走向和平統一。

新黨主席郁慕明：
和平發展必走向統一

• 1978年12月26日，大陸方
面通過了《告台灣同胞書》
，鄭重宣示在新的歷史條件
下爭取祖國和平統一的大政
方針及一系列政策主張。

• 1987年10月15日兩岸開
放探親，許多台灣老兵在和
家裏失去聯繫後重回故鄉。

• 1992年10月27日至29日
，大陸海協會與台灣海基會
在香港舉行工作商談，最後
達成 「九二共識」 。

• 1993年4月27日至29日，
在 「九二共識」 的基礎上，
在海協會的倡議和積極推動
下，第一次 「汪辜會談」 在
新加坡舉行。

• 2005年4月29日，中共
總書記胡錦濤和中國國民黨
主席連戰在北京舉行會談，是60年來國共兩黨領導人
首次舉行會談。

• 2008年12月15日兩岸全面啟動海空直航及直接通郵
，基本實現歷史性 「大三通」 。

• 2015年11月7日，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
與台灣方面領導人馬英九在新加坡會面，是1949年
以來兩岸領導人首次會面。

• 2018年2月，國台辦頒布 「惠及台胞31條」 ，給
予台企台胞與大陸企業、大
陸居民同等待遇。

• 2018年8月5日，兩岸實現
「通水」 。來自大陸龍湖水
庫的清澈晉江水源源不斷流
入金門田埔水庫。

• 2018年9月1日，港澳台居
民住證政策正式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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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台灣同胞書》
確立和平統一

回顧兩岸關係發展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王志民等嘉賓13日出席《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大會 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攝

◀林鄭月娥、王志
民與和統會香港總
會新一屆理事長盧
文端、監事長林建
岳、會長姚志勝、
執行會長陳亨利等
合影 大公報記者

麥潤田攝

▲董建華表示，國家統一，民心所向
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攝

▲新黨主席郁慕明出席紀念大
會 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攝

▲林鄭月娥說，香港是兩岸交流的重要
參與者和推動者 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