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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习近平同志在纪念会上进行了主题为《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

共同奋斗》的重要讲话。讲话内容是指引新时代对台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新时代对台工作方向更加明确,特点更加鲜明,措施

更有保障,需要不断领悟与践行。 

[关键词] 新时代；对台工作；思考 

 

由于历史和政治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台湾问题已存在近

七十年之久,这七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

始终在为维护国家主权完整,促成两岸统一,妥善解决台湾

问题不懈努力。时值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七十周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的现实背

景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上,进行了主题为《为

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的重要讲

话。习总书记全面总结了七十年来对台工作的重要成果,指

明了台湾问题的发展趋势,做出了新时代对台工作的决策和

要求。 

习总书记的讲话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

民妥善解决台湾问题,维护中华民族统一的充分决心和现实

努力,是指引新时代对台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新时代对台工

作方向更加明确,特点更加鲜明,措施更有保障,需要不断领

悟与践行。 

1 早日实现两岸统一的信心和决心更加坚定 

两岸早日统一,两岸同胞共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有着深刻的历史与现实的必然性,同时都关乎两岸同胞的

根本福祉,关乎到台湾问题的根本出路,随着新时代的方向

全面明确,对台的工作和努力都将更加凸显信心和决心。 

两岸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是民心所向。事实证

明,台湾自古以来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是近

代以来,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两岸尚未能实现统一。但是,

两岸必然统一的历史发展客观趋势不会改变,中国共产党对

维护国家主权完整的决心不会改变,中华民族渴望民族统一

的迫切愿望不会改变,中国人民对早日实现两岸统一的强烈

要求也绝不会改变。通过新时代全面对台工作的不断努力,

从而妥善解决台湾问题,早日实现两岸统一,这更加顺应历

史大势,更加符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更能满足中国

人民的对两岸统一的热烈期盼。这是正确的方向,也是中华

民族的历史选择,这样的信心和决心更加充分和坚定。 

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早日实现两岸全面统

一大业。台湾问题始于国家病弱,民族衰微。多年来,中国共

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一

步一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今之中华民族,已不再任人

凌辱,任人宰割,任人妄为,那样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我

们早已走上一条独立自主的富强之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

人民进行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经过多年建设和发展,创造了

诸多奇迹,积累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强大了综合国力,并持续

释放着无与伦比的潜力和吸引力,如今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实现民族统一,需要坚定的领导核心和强大的综合

实力。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敢于自我革命的政党,有充分

的智慧,坚定的决心,足够的能力领导中国人民早日完成两

岸统一大业。 

早日实现民族统一同样是台湾自身实现更好发展的需

要。中华民族是有机整体,台湾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部分离

不开整体,部分只有在整体中才能充分发展,部分的功能也

只有在整体中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唯有早日实现两岸统一,

台湾早日回归到中华民族整体之中来,台湾才能更好地吸收

和利用国家的改革红利,两岸的发展机遇,台湾的前途和命

运才会更有保障,才会实现更好的发展。两岸早日统一,才是

台湾的唯一归宿,更是台湾的根本利益所在。更多的台湾先

进政党、爱国人士、台湾民众等会全面正确认识到这一命运

关键,形成积极促进两岸统一的先进力量。 

2 夯实共同的民族意识,促进统一的国家意识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需要两岸民众努力强化共同的民族

意识,积极促成统一的国家意识。大陆和台湾,同根同源,同

属一个中国；大陆民众和台湾民众,同属中华民族,炎黄子

孙。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维护和促进两岸早日统一,是两岸民

众共同的责任担当,也是中华民族的福祉所在。一切负面的

做法,分裂一个中国,便是分裂共同的中华民族,都是忘祖叛

宗,逆历史潮流,终会不得人心。两岸的问题,是自家的问题,

两岸同胞有责任坚守底线,绝不能允许外部势力插手干涉。

新时代一切对台的工作与努力势必立足于强化两岸一个民

族、一个国家、血浓于水的意识情怀与责任担当,强化和夯

实两岸共同的民族意识,促进促成统一的国家意识,这也是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维护和平统一前景下的新时代对台工作

的重要特征和策略。 

强化两岸民众获得感,提升共同的国家认同感。两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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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现实获得感,这是促进两岸早日和平统一的现实基础,

是对国家认同感提升的根本保证。一直以来,我们党都极为

重视和保障台湾同胞的根本利益和获得,对台政策持续利好,

两岸交流与来往日益密切并深入,台湾地区同样共享到大陆

地区改革开放持续发展的红利,诸多现实表明,阶段性成果

非常丰富。随着不断的发展,新时代一切对台工作将会更多

地向台湾同胞输送政策利好,让其更好地共享改革与发展红

利,强化两岸民众的获得感和共同国家的认同感。 

一个中国根本原则底线不可触碰。尽管海峡两岸尚未完

全统一,但中国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

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

新时代对台的工作和努力,在不断向台湾同胞输送获得感的

同时,还特别传递了一个中国原则的底线思维意识。两岸统

一,首选和平方式,但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中国人民绝不

会向任何破坏两岸统一的行径和势力妥协,将会斗争到底,

甚至是武力将其挫败。新时代的一切对台工作和努力,更是

要体现坚定的维护一个中国不动摇,早日统一两岸的政治决

心,更要表明一个中国原则底线,任何势力不可触碰。 

3 新时代对台工作更有保障和措施 

两岸早日实现统一是历史必然,积极对台工作和努力,

促成两岸早日统一,更有决心和信心,新时代对台的工作更

有方向和特点,新时代对台的工作和努力更有保障和措施。 

积极努力对台工作,加速两岸统一进程。习总书记在主

题为《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

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

岸同胞的家里事,当然也应该由家里人商量着办。和平统一,

是平等协商、共议统一。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是影

响两岸关系行稳致远的总根子,总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这

表明,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是两岸同胞自己的问题,问题

的主要矛盾根源就在于两岸的政治分歧,不能将两岸的问题

无限期拖延下去,这明确了促进两岸和平统一,需要更为积

极的对台工作和努力,更实惠的政策,同时也指明了,对台更

为积极的工作和努力的着力点。 

探索创新更能妥善解决台湾问题,早日实现两岸和平统

一的“两制”方案。习总书记明确指出,“和平统一、一国

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

乃大的中华智慧,既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又有利于统一

后台湾长治久安。“一国两制”已经在香港和澳门地区成功

实践,但台湾地区问题较为复杂,新时代对台的工作更要激

发两岸同胞智慧,共守底线,共化分歧,共同寻找实现两岸早

日和平统一的最佳“两制”方案,成为两岸早日和平统一的

根本保障。 

全面提升加强两岸政治互动与合作,是突破妥善解决台

湾问题的关键。习总书记已经指出,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

歧问题是影响两岸关系行稳致远的总根子,总不能一代一代

传下去。要化解分歧,就要加强两岸政治交流与合作。新时

代对台的工作与努力,更会积极实现两岸核心政治破冰,加

强推进两岸政治对话,加强与台湾地区党派的合作,积极培

育更多的促进早日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政治力量和基础,同

样是加速两岸早日和平统一的关键点。 

更加激发和突出全面爱国统一战线的积极补充作用。早

日实现两岸和平统一,不仅需要强化两岸之间的政治交流与

合作,为更好地实现这种交流合作,还需要各民主党派、爱国

进步对台社会组织等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实现两岸之间多

层次、多领域、多维度的全面交流与互动,强化民族向心力

和凝聚力,新时代对台工作和努力,势必会加强各民主党派

党派、爱国进步对台社会组织等更为积极作用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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