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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巩固与深化:全国台湾研究会2012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选编》为全国台湾研究
会2012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选编，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巩固与深化为主题，收入了著名台湾问题专家
如李逸舟、刘国深、杨立宪等人的论文50余篇，是有关两岸关系、台湾问题最新的研究成果，内容全
面，涉及台湾政治、经济、大陆政策及两岸关系发展前景探讨等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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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志怀，1956年6月生，安徽淮南人，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
现任全国台湾研究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研究员。
历任全国台湾研究会联络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所长助理、副所长。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理事，海峡两岸经贸交流协会理事。
1998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2000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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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重返亚太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马英九执政后的台湾政局演变趋势 国民党转型分析 民进党社会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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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会化为视角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巩固与深�>>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和平统一台湾是我们在本世纪的重要任务，而在对台工作中，民心向背无疑是最终的决定
性力量。
随着台湾岛内政治体制的急剧变化以及选举制度的确立并逐渐完善，从目前台湾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结
构来观察，台湾政党的发展完全要以民意为依归，但它又反作用于民意，这应是台湾政党政治发展中
基本明确的方向。
也就是说随着台湾政治的发展，民意已成为影响和决定台湾政治发展的关键力量。
因此，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着眼点和落脚点必须以争取台湾民心为主要方向，所有对台工作都
要服务于并服从于它。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争取民心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必然要求，也是从根本上解决台湾问题的内在
要求，正是基于此种认识，从20世纪90年代到进入21世纪，我们党和政府就一直在不断强化争取台湾
民心工作的力度。
 其次，我们及时把握住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机遇期，积极推动一系列惠台政策的出台与实施。
 2008年5月以后，随着国民党重返执政位置，两岸关系迎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期，在这种情势下，大
陆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对台政策，主动宣布了一系列惠台政策，大幅度提升争取台湾民心工作的力度
。
例如，2008年12月21日在第四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闭幕式上，中台办、国台办主任王毅宣布10项惠台
政策措施，内容包括支持因陷入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下的大陆台资企业在融资转型升级、双向投资
、产业合作，以及支持两岸开展农业合作，扩大台湾农产品在大陆销售等方面给予台商及相关业者实
际的支持。
《大陆10项惠台政策提供逾千亿融资服务》，参见中国新闻网。
此后，随着两岸关系的快速升温，大陆在开放游客赴台旅游的基础上，继续组织各省市的参访团赴台
采购以及洽谈投资等事项，有效地帮助台湾经济摆脱金融危机的冲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此后，大陆继续开放陆客自由行，以及在两岸ECFA协议中让利台湾等动作都是大陆积极推动惠台政
策，争取台湾民心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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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巩固与深化:全国台湾研究会2012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选编》由九州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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