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年以来，两岸关系历经风雨，
跌宕起伏。

●1979年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

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示
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
两岸关系发展由此揭开新的历史
篇章。

●1987年 1987年底，两岸同胞长期隔绝状
态被打破，两岸同胞交往日益密切，
两岸经济文化交流蓬勃发展。

●1992年 1992年，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
达成“九二共识”。翌年，双方在此
基础上举行首次“汪辜会谈”，成
为1949年以来两岸授权高层人士
首次会谈。

●1998年 1998年10月，“汪辜会晤”在上
海举行，拉开了两岸政治对话的
序幕。

●1999年 1999年7月，时任台湾当局领
导人李登辉抛出“两国论”的分裂
主张，致使两会商谈被迫中断。
2000年5月，奉行“台独党纲”的民
进党上台“执政”，陈水扁当局的

“台独”活动不断升级，使台湾局
势日趋严峻。

●2004年 陈水扁在争议声中赢得台湾
地区领导人选举。由于在选举期
间曾公开宣称将推动“法理台
独”，两岸关系再次趋于紧绷。

●2005年

●2008年 2008年5月28日，胡锦涛同时
任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举行新形势
下两党领导人首次会谈。半个月
后的6月12日，海协会和海基会领
导人在北京举行了会谈，中断9年
的两会制度化协商正式恢复。迄
今，两会已举行十一次领导人会
谈，签署23项协议，解决了关乎两
岸同胞切身利益的一系列问题。

●2008年
2008年12月15日，海、空运直

航和直接通邮同步实施，两岸同
胞翘首以待30年的“三通”基本得
以实现。由此，两岸迈入大交流、
大合作、大发展的崭新时代，各领
域往来蓬勃发展，持续热络。

●2014年 2014年2月11日，国台办主任张
志军与时任台湾方面陆委会主委王
郁琦在南京首次正式会面，并建立
了两部门常态化联系沟通机制。同
年6月，张志军访台，实现了双方两
岸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互访。

●2015年

后天，两岸领导人将实现66年来首次会面

““你你好好，，马马先先生生””““你你好好，，习习先先生生””

在两岸关系面临方向和道
路抉择的关键时刻，两岸领导
人勇担重任，实现首次会面，在
两岸关系发展史上具有不可磨
灭的里程碑意义。——— 新华社

综合新华社消息 中共中央台湾
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
任张志军4日宣布，经两岸有关方面协
商，两岸领导人习近平、马英九将于11
月7日在新加坡会面，就推进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交换意见。

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强调，此次会
面，双方以两岸领导人身份和名义举
行，是双方商定的。两岸领导人会面时
互称“先生”。这是在两岸政治分歧尚未
彻底解决的情况下，根据一个中国原则

作出的务实安排，体现了搁置争议、相
互尊重的精神。

张志军说，这是1949年以来两岸领
导人的首次会面，这次会面来之不易，
因为两岸之间长期存在一些政治分歧，
这种安排是在两岸一些政治分歧没有
解决的情况下，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做出
的务实安排，双方都可以接受。

张志军指出，当前两岸关系再度处
于重要节点，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两
岸同胞期望台海保持和平稳定，两岸

关系继续和平发展并结出更多惠民硕
果。两岸领导人在这个时候举行会面，
是两岸双方顺应两岸同胞心愿和时代
潮流共同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将开
启两岸领导人直接交流沟通的先河。
这将有利于两岸双方加强沟通、增进
互信、管控矛盾分歧，巩固共同政治基
础，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维护台海
和平稳定，也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相
信一定会得到两岸各界和国际社会的
广泛支持。

互称“先生”，凸显政治勇气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台
湾问题专家褚静涛说，这是66年来两
岸领导人第一次会面。“这样一次会
面，对于身份问题、称谓问题以及两岸
关系问题，或许过去探讨过几十年，如

今则必须要直面，这一点体现着两位
领导人的政治勇气”。不仅如此，褚静
涛说，这次“习马会”还显示出了政治
家的风范与两岸之间从未间断的“默
契”。

新加坡与两岸都有很深的渊源

为什么把会见的地点选在第三
方——— 新加坡呢？褚静涛说，虽然在新
加坡，两岸领导人谈的却是“家事”。

不过，之所以在新加坡会面，与新
加坡几十年来作为海峡两岸“意见交
换站”的历史有关。1993年4月27日在
新加坡举行的“汪辜会谈”，是1949年
后两岸高层人士以民间名义公开进行
的高层次会谈，是双方的首次正式接

触。在此过程中，时任新加坡内阁资政
的李光耀一直担任“信使”，为会谈的
顺利进行起到积极作用。

可见，新加坡过去就是发展两岸
关系的“福地”。今年恰逢中新建交
2 5周年，习近平访新期间与马英九
会面，有借“地利”传承“汪辜会谈”
精神，把两岸交流推向新高度的重
要意义。

11月7日在新加坡，“习马会”首先是
两位领导人握手，后正式会面。会面分两
个阶段，一是公开阶段，媒体可现场采
访；二是闭门阶段，两岸领导人就一些重
要问题交换看法。

会面结束后，由两岸双方各自召
开记者会。记者会后，两岸领导人将共
进晚餐。

会谈中，习近平、马英九将就巩固
“九二共识”政治基础，推进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等问题
进行深入沟通交流，管控矛盾分歧。

此外，在两岸经贸发展上，“习马
会”有望探讨福建自贸区的发展、“海上
丝绸之路”的实施如何与台湾对接，发
展的红利如何让两岸共享等议题。

张志军介绍，国台办和台湾方面
陆委会在2014年建立联系沟通机制
后，一直就两岸关系发展中的重大问
题保持沟通，努力促进两岸各领域各
层次人员的交流互动，其间曾提到两
岸领导人会面问题。

“前不久，我和陆委会主委夏立言
在广州会面时，再次谈到这个话题，就
此进行了初步沟通。双方都认为，两岸
领导人会面对于两岸关系长远发展具
有重要积极意义。此后，双方经过密切
协商，就举行两岸领导人会面达成一
致。”张志军表示。

1993年，在海峡两岸坚持一个中
国原则的共识基础上，第一次“汪辜会
谈”在新加坡举行，建立了在一个中国
原则基础上推进两岸制度化协商的机
制。2005年，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

“登陆”展开和平之旅，并与时任中共
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会面。这是1949年
之后国民党最高领导人首次踏上大陆
土地，被称为“破冰之旅”。2014年2月，
国台办和陆委会在“九二共识”基础上
建立两部门常态化联系沟通机制，开
辟了新的两岸沟通管道，妥善处理和
解决了两岸交往中的许多问题。

为今后两岸领导人交流奠定基础

此前，两岸的官方对话，都得经过
“中转站”。上世纪90年代，台湾海基会
与大陆海协会先后成立，成为两岸政
治与民间沟通的非政府“桥梁”。直至
2014年，大陆、台湾两岸事务主管部门
才有了“直通”渠道。

褚静涛认为，“习马会”不仅将巩
固“九二共识”，“很多的历史问题，通
过这次坐下来谈，慢慢才能解决，不见
面永远不可能解决。”褚静涛说。

据悉，“习马会”将闭门讨论重要
问题。褚静涛表示，这在两岸关系发
展史上将是载入里程碑的大事件，对
于解放思想，推动两岸发展，起到非
常重要的作用。两岸关系将迎来新的
发展期，不会受到岛内选举结果的冲
击和影响。“‘习马会’将会让台湾人
民看到两岸关系发展，这个趋势是不
可逆转的。”

本报记者 陈玮 实习生 李雪雁

3 两岸政治互动

已有哪些成果？

“习马会”如何成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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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马会”都聊些啥1

66年过去了，海峡两岸领导人第一次互称“先生”，坐下来“聊聊天”
了，而且还会一起吃顿晚餐。它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这这是是载载入入
里里程程碑碑的的大大事事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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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资料片） 马英九（资料片）

2015年5月4日在北京举行“习
朱会”，是2009年以来国共两党领
导人再度会面。 据新华社

2005年4月29日，时任中共中
央总书记胡锦涛与时任中国国民
党主席连战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
谈，并发布了“两岸和平发展共同
愿景”，郑重宣示：坚持“九二共
识”，反对“台独”，谋求台海和平
稳定，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维护两
岸同胞利益，是两党的共同主张。

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首先参加
了政协民革、台盟、台联联组会。

习近平强调坚持“九二共识”、反
对“台独”是政治基础，如果这个共同
政治基础动摇，两岸关系就会重新回
到动荡不安的老路上去，“就不可能有
和平，也不可能有发展。”同时，习近平
主张“扩大台湾基层民众受益面和获
得感”，让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

遇”，共同实现中国梦。
今年5月4日，习近平在北京与国

民党主席朱立伦的会面中，提出两岸
不仅要“求同存异”，更要努力“聚同化
异”。如何“聚同化异”？习近平认为，对
于长期存在的现实分歧，国共两党都
要勇于面对、积极行动，秉持“同胞情、
同理心”，汇聚两岸同胞智慧，就一定
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据新华社

习习近近平平对对两两岸岸关关系系释释放放过过哪哪些些信信号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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