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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大陸第七屆「海峽論壇」於 6 月 13 日起在福建舉辦，為期 1 周。主會場設
在廈門，同時在有關設區市、平潭綜合實驗區分別舉辦活動。本屆「海峽論壇」

由兩岸 76 家單位（大陸 38 家、臺灣 38 家）共同主辦，繼續堅持「民間性、草
根性、廣泛性」的定位，以「關注青年、服務基層」為論壇大會主議題，突出

「兩岸一家親」的理念，突出基層群體的互動性，突出青年交流的生機活力，

打造「擴大民間交流、加強兩岸合作、促進共同發展」的載體和平臺，安排大

會活動、青年交流、基層交流、經貿交流 4 大板塊，共 17 項活動。
本次論壇圍繞三個方面設計活動：一是結合「一帶一路」、自貿區建設、

「互聯網 +」、生態文明等兩岸社會關注熱點策劃活動，活動形式上，嘗試將活
動與行業特點緊密結合，促進同業的交流。二是設計安排同名村交流、青年創

業競賽、共同家園論壇、兩岸殘障人士嘉年華、社區互動、民間宮廟敘緣、社

會公益、職業教育交流等活動，力求促進兩岸基層民眾和青年交流。三是，本

屆論壇的形式和內容更新穎，特色廟會安排「海峽論壇之夜」民間文藝匯演、

兩岸文創大超市和「童玩大遊園」等豐富多彩的互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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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第七屆「海峽論壇」的特色

本屆論壇更加關注兩岸青年的需求與交流，近萬名臺灣各界人士應邀出席。

本屆論壇更加貼近兩岸青年的關注和需求，舉行海峽兩岸大學生青年創意

創新創業大賽項目成果展示、青少年新媒體文創論壇等活動，包括微電影、健

康成長、創業與「互聯網＋」、藝術教育與新媒體融合發展主題峰會等多個項

目。還邀請臺灣青年至福建參加兩岸青年騎行最美福建活動。

「海峽論壇」的參與人士愈來愈多，今年參加兩岸特色廟會的臺灣商戶，

已由去年 5 個城市的 7 大夜市擴展到 15 個縣市，大陸商戶由閩南廈漳泉地區擴
展到福建 9 個地級市。此外，大會還安排「海峽論壇之夜」文藝表演、兩岸美
食大夜市、兩岸文創大超市和「童玩大遊園」等互動活動。今年並新增兩岸殘

障人士交流嘉年華，邀請臺灣二十多個民間助殘社會組織、慈善機構參與。

「海峽論壇」緊扣兩岸經濟發展趨勢，「兩岸自貿區創新與合作」成為今年

兩岸共同家園論壇主題，促進兩岸同業交流。

參、第七屆「海峽論壇」的重要活動安排與規劃

第七屆「海峽論壇」最重要的活動安排，即是 6 月 14 日上午在廈門的海峽
會議中心舉辦的論壇大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大陸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出

席論壇開幕式並致辭。

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大陸「全國婦聯」主席沈躍躍，大

陸「全國政協」副主席、大陸中華職教社副理事長馬培華，大陸十屆「全國人

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關工委（中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主任顧秀蓮

及大陸國臺辦主任張志軍、大陸海協會會長陳德銘、大陸國臺辦副主任龍明彪

及「中國工商聯」副主席周海江，中共福建省委書記尤權、省長蘇樹林、省政

協主席張昌平等人出席論壇開幕式。

俞正聲說，本屆論壇以「關注青年、服務基層」為主題，充分體現論壇面

向兩岸基層民眾的方向，彰顯「兩岸一家親」的理念。兩岸交流，歸根到底是

人與人的交流，最重要的是心靈溝通。六十多年來兩岸關係的發展歷程，就是

兩岸同胞衝破隔絕藩籬、走向交流合作的歷程，也是一家人由分離隔閡重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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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交融交心的歷程。兩岸同胞的交流，增進彼此理解，拉近心理距離，為臺海

擺脫動盪不安，推動兩岸關係向前發展提供強大動力，也拓展兩岸交流領域，

豐富交流內涵，給兩岸同胞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

ㄧ、俞正聲在論壇大會宣布「免簽及卡式臺胞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俞正聲在論壇大會中宣布將對臺胞施以免簽證，並適

時發行「卡式臺胞證」；國民黨副主席郝龍斌表示肯定，強調唯有兩岸民眾對和

平繁榮的持續努力，才能使兩岸關係行穩致遠。

俞正聲表示，目前基層民眾交流熱絡，兩岸同胞每年往來近千萬人次，

每週 840 個航班，兩岸婚姻近三十六萬對，這是兩岸發展堅實基礎；他話鋒一
轉，指臺獨別有用心挑起對立，阻撓兩岸交流。

他指出，近三分之二臺灣人從未到過大陸，去過臺灣的大陸人更少，交流

會發現距離，才會凸顯交流必要性，今年 5 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與國民黨
主席朱立倫會面時，強調兩岸是同根同源同文同種，兩岸同胞是割捨不斷命運

共同體。

俞正聲指出，大陸會創造優化平臺建立完善機制，為兩岸交流創造更好的

條件，包括對臺胞來往大陸免簽證，並適時發行「卡式臺胞證」。

出席論壇大會的兩岸嘉賓約一千七百人，有一千二百多人來自臺灣。臺灣

與會代表包括國民黨副主席郝龍斌、新黨主席郁慕明、親民黨秘書長秦金生、

無黨團結聯盟林炳坤及花蓮縣長傅崐萁、金門縣長陳福海、顏清標、趙守博、

李鍾桂、尹啟銘等人。

中共認為本屆「海峽論壇」推出的「惠臺」政策之「重中之重」應屬於 ﹣
卡式免簽臺胞證，將大大有助於兩岸交流交往。俞正聲致詞表示，為創造兩岸

交流更好條件，將對臺胞來往大陸免予簽註，並將臺胞證改為卡式。臺灣內部

有人認為實行卡式臺胞證有矮化國格之嫌，且卡式臺胞證晶片有利於陸方情

蒐。但卡式臺胞證准發與否決定權在陸方，而此舉可減輕往來大陸的金錢及時

間負擔。

根據我方交通部統計，去年臺灣民眾入境大陸多達五百三十六萬六千人

次，大陸官方每次簽註收費約新臺幣兩百元，免簽註後一年可省十億元以上，

加上登陸旅客尚須付給代辦旅行社手續費，則為數更為可觀。但除了省錢之

外，更重要的是大幅簡化簽註及通關手續，有了卡式臺胞證，說去就去、說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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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回，通關時輕輕一刷即可通行，往來兩岸更加便捷輕鬆。

所謂卡式臺胞證的晶片有利於蒐集個資，這種說法表面看來似乎有理，

因為可儲存個資的晶片卡始終讓人心存質疑，但事實上，晶片卡具有儲存資料

多、閱讀及連線快速等優點，廣泛使用已成時代所趨。在此趨勢下，晶片卡式

臺胞證之使用已難避免。如改用晶片卡式臺胞證，因個資翔實、連線快速，很

快可以決定放行與否，未必不利。

再就經濟面來看，免簽卡式臺胞證可讓民眾省下大量時間與金錢，大陸媒

體形容為「惠臺」新措施並不為過。

二、福建自貿區對臺開放幅度更大

除了卡式免簽臺胞證，大陸另外的重要安排與規劃，即為：福建自貿區對

臺開放幅度更大。福建省委書記尤權在「海峽論壇」大會致辭表示，福建自貿

區的最大特色就是對臺的投資開放幅度更大，未來將深入實施閩臺產業對接升

級計畫，支持臺灣基層民眾，如中小企業、農漁民、青年到福建發展。

尤權說，現在兩岸都在積極建設自由貿易園區，福建自貿試驗區已於今年

4 月掛牌運作，福建自貿區的最大特色就是對臺、對臺商的開放幅度更大。希望
臺灣民眾積極參與福建自貿區建設，開啟事業發展的新里程。

尤權指出，福建將全面推動改革，簡政放權，找到更加國際化、市場化

的環境、促進投資便利化和貿易自由化，未來將深入實施閩臺產業對接升級計

畫，支持臺灣基層民眾、中小企業、農漁民到福建發展。

尤權強調，閩臺將加強兩岸文化交流來往，特別是針對青年活動，為臺灣

青年提供更多的創業環境。他認為，當前不論是福建發展，或是閩臺合作，都

是難得的機遇。

尤權表示，大陸將福建作為第二批自貿試驗區的試點，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
之路的中心區，為兩岸提供更多的交流空間。

福建自貿試驗區辦公室統計，福建自貿試驗區今年前 5 月新設企業達 9,296
家，註冊資本總額達人民幣 1,258.43 元，平均每天新增 61 家企業。

這些新設企業的投資領域涵蓋跨境電子商務、融資租賃、商業保理、服務

外包、金融服務、高新技術等行業。

三、陸企捐資 助臺灣青年赴陸創業

中共的重要安排與規劃，還有：透過大陸企業家捐資，助臺灣青年到大陸

創業。自去年臺灣「太陽花學運」以來，大陸將「三中一青」，作為對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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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加強兩岸青年交流、為臺灣青年到大陸創業提供良好環境，逐漸成為大

陸對臺政策重要項目，並獲大陸商界支持。繼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百億（新臺

幣）基金支持臺灣青年創業後，大陸紅豆集團總裁周海江也跟進。

周海江出席第七屆「海峽論壇」大會上說，臺灣青年具有知識素養、學

習能力、國際視野，都是大陸歡迎的創業人群，將設立「連鎖品牌紅豆創業基

金」，扶植臺灣青年到大陸發展，斥資人民幣 1 億元，可以引進臺灣成熟的連鎖
品牌，也可以自創連鎖品牌，根據自己資源優勢來發展。

周海江指出，把握青年創業，可以加盟紅豆連鎖品牌，在臺灣作紅豆，也

可以在大陸經營紅豆，基金都會給予支持。如果入大陸的商場，也會給資源和

扶植政策。

紅豆集團是大陸前百大民營企業及知名服裝品牌，從最初的針織內衣起

家，目前集團版圖已橫跨服裝、橡膠輪胎、生物製藥、地產等四大領域，也是

上海證交所的上市公司。

周海江建議臺灣青年到大陸，從事連鎖品牌的創業發展。他表示，看好臺

灣青年到大陸創業有三大理由：首先，中國大陸正從製造業轉向服務業，推進

新型城鎮化建設，為服務業提供機遇。其次，連鎖品牌加盟發展，成功案子非

常多，據不完全統計，成功率達 90% 以上，所以能找好連鎖品牌的加盟發展。
第三，臺灣服務業比較發達，很多優秀標準化、連鎖化，進入大陸市場就能迅

速發展，因為兩岸有共同文化，有良好發展空間。這些都為臺灣青年到大陸創

業，提供良好的條件和基礎。

肆、第七屆「海峽論壇」與歷屆的異同比較

ㄧ、 更多的「青年元素」加入第七屆「海峽論壇」

第六屆「海峽論壇」涉及青年參加的活動，就有海峽青年論壇、海峽兩岸

青少年新媒體文創論壇、海峽兩岸關心下一代成長論壇等。除了以青年為主題

的分論壇外，青年交流在其他分論壇中也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共同創造中華民族復興，攜手共圓「中國夢」，成為論壇熱議的主題。時代

需要青年當好兩岸交流的生力軍，青年們彼此瞭解對岸，行「萬里路」，成為當

前兩岸青年交流的主要方式之一。

往後，如何讓兩岸青年更深入、更具體地交流與合作，成為推動兩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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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發展的新生力量。本屆論壇探討青年交流，問題更加細緻微觀，形式更加

自由活潑，讓「兩岸一家親」，更落實未來在青年上。

本次第七屆「海峽論壇」以「中國夢 海峽情」「新媒體新青年 新發展」為
主題，致力於兩岸青年的交流、溝通與合作，引導青年參與，凝聚共識，搭建

青年發展舞臺。

隨著「全國臺聯海峽兩岸青少年新媒體文創交流基地」設在集美，以及海

峽兩岸青年創新創業大賽的舉辦，必將有利於推動海峽兩岸新媒體文創產業的

發展，成為兩岸青少年加深瞭解、增進共識、攜手合作的又一重要平臺。

二、更趨多元化的兩岸基層聲音

每年的「海峽論壇」，除了廈門的主會場，還遍及福建各個設區市與平潭綜

合實驗區。論壇大會下設的分論壇，涵蓋青年、婦女、職工、科技、商會、海

洋、金融、紅十字、百姓、郵政、中醫藥等領域，集中探討兩岸民眾普遍關心

的民生議題。臺灣縣市簡介、兩岸鄉鎮對接等活動，都是論壇為配合臺灣基層

民眾前來參與的特別安排。

「基層」一直是「海峽論壇」的關鍵詞。僅民間信仰交流板塊，就有鄭成

功文化節、兩岸關帝文化旅遊節、媽祖文化活動周、兩岸大聖文化、客家風情

節、定光佛文化節、陳靖姑文化節與閩臺佛教文化交流周等，鄉土氣息十足，

拉近了兩岸基層同胞心靈的距離。

根基在民眾，動力在基層，依托在社區。第六屆「海峽論壇」新增的首屆

海峽兩岸社區治理論壇上，兩岸社區工作者、專家學者與社會組織代表齊聚廈

門，分享經驗與成果，共同探討社區治理新辦法、新理念、新體制。

第七屆「海峽論壇」中的第二屆海峽兩岸社區治理論壇，6 月 13 日在廈門
開幕；大陸民政部副部長顧朝曦、大陸國臺辦副主任龔清概，國民黨中央評議

委員會主席團主席趙守博等出席開幕式。

這兩年大陸注重兩岸基層交流，兩岸社區交往十分密切，雙方分享自己的

社區發展模式，汲取對方社區管理經驗。第二屆海峽兩岸社區治理論壇的主題

是「社區協商共治共建」，邀請兩岸專家學者、社區及社會組織負責人等兩百多

人出席。

第二屆海峽兩岸社區治理論壇大會包括：「有序參與，平等包容」。

（一）「創新形式，注重效果」兩個議題。本屆論壇有三大亮點：增加來

賓的廣泛性。邀請的來賓大多為基層代表，基本上都是首次參加論壇。臺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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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除延續上一屆論壇與臺北、新北、臺中、臺東、臺南和金門等地的交流

外，還特地邀請臺南市的村里長。大陸方面的來賓，則從去年的 18 個擴大到 30
個省市區代表。

（二）增加成果展示專案。首屆論壇的成功舉辦，為兩岸村居交流搭建了

溝通橋樑，目前廈臺兩地已經有 14 對社區、村里達成社區治理長期合作協議。
此次論壇有 6 對村里正式簽訂合作協議。

（三）增加交流互動環節。本次論壇分為會場經驗交流和實地參觀兩部

分，論壇來賓分為 6 組，到廈門市 6 個區實地參觀村居，與社區主幹、社會組
織負責人、社會工作者和居民面對面交流，參與社區社會組織的活動，切身感

受廈門社區發展的成果。

「海峽論壇」系列活動，今年首次將殘障人士納入主題。大陸國臺辦主任

張志軍 6 月 13 日表示，兩岸的殘障人士給大家展示全方位的職業技藝，很了不
起。他們的精神及意志給所有人塑造一個學習的榜樣。

「2015 年兩岸殘疾（障）人士交流嘉年華職業技能展示活動」6 月 13 日在
廈門舉行，展出兩岸殘障人精湛的手工技藝、書法畫作等作品。今年是首次將

殘障人士納入「海峽論壇」主題，以「提升技能，促進就業」為主題，展出兩

岸殘障人士書畫作品 80 幅，手工藝品 175 件。
除了社區交流，臺灣民眾引以為傲的志工團體，也「登陸」「海峽論壇」。

而媽祖文化活動周與兩岸婦女論壇、海峽茶會一起，都是「海峽論壇」持續時

間較長的活動。其中涵蓋的生活要素，充分體現「海峽論壇」貼近民生、貼近

基層民眾的特點。

三、加速及深化兩岸經貿的交流與合作

作為大陸自貿區的 2.0 版，福建自貿試驗區以深化兩岸經貿合作為首要任
務，大陸國臺辦副主任龍明彪 6 月 15 日表示，平潭片區以打造臺胞第二生活圈
為發展方向；國民黨智庫國政研究基金會執行長尹啟銘建議以「前店後廠」模

式，把平潭經濟規模做起來。

「海峽論壇」系列活動之第 4 屆共同家園論壇在福建平潭舉行，6 月 15 日
以「福建自貿區創新與發展」為主題的論壇上，平潭綜合實驗區黨工委書記、

管委會主任李德金強調，平潭作為福建自貿區的三大片區之一，凡是符合平潭

產業目錄要求的，全面向臺資和外資開放；創新對臺開放是福建自貿區平潭片

區的特色之一，平潭推出 128 項開放措施，其中對臺措施 65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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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顯示，平潭的臺灣免稅市場已簽約入駐商戶 212 家，臺資占 6 成，去
年 6 月開業以來，累計進出口臺灣商品 5084.5 萬美元。目前在平潭生活的臺灣
人，已達上千人。

伍、舉辦七屆以來陸方發布的「惠臺」措施

舉辦七年來，「海峽論壇」已累計發布一百多項促進兩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

施，被公認為兩岸交流合作新政策措施的重要發布平臺。

2009 年，首屆論壇發布 8 項促進兩岸交流合作新政，意味著陸資入臺將取
得實際進展，更多的臺灣產品可以進入大陸市場、臺企將得以分享大陸 4 兆元
經濟刺激計畫帶來的利多、大陸尤其將給臺灣帶來近 15 億美元的經濟效益。

2010 年，ECFA 黃金元年，臺灣各界都深感兩岸交流影響之重。第二屆
「海峽論壇」大會上，大陸出爐包括鼓勵臺資企業轉型升級、簡化審批手續、

幫助融資貸款等方面改進服務的政策，在擴大農產品採購和赴臺旅遊、擴大就

業、考證辦證、技能鑑定、方便就醫、支持置產、便捷往來等方面創造條件。

2011 年，第三屆論壇公布的促進兩岸交流合作措施更多，旅遊、航空、入
出境、海西和平潭規劃等諸多方面都有涉及；這一年，赴臺個人遊開放。

2012 年，第四屆論壇又發布 8 項促進兩岸交流合作新舉措，涵蓋臺胞在大
陸就業和大陸居民赴臺遊、便利臺胞來往大陸、進口臺灣大米以及促進兩岸教

育、科技合作等。 
2013 年，第五屆論壇發布 31 項惠及兩岸民眾新政策措施，內容涉及兩岸

人員往來、赴臺旅遊、文化交流等多個領域。　

2014 年，第六屆「海峽論壇」繼續推動落實一批促進閩臺交流合作的政策
措施，既有探索兩岸合作新領域新途徑的政策，又有扶持中小臺企、便利人員

往來等多方面的舉措。

 至於今年第七屆「海峽論壇」推動落實便利兩岸交流的最大亮點政策，即
是「先免簽、再卡式」臺胞證。

7 年來，「海峽論壇」「聚而論道」取得的共識，催生一系列惠及兩岸民眾的
政策與措施。而這些舉措的迅速落實與兌現，也讓更多臺灣民眾願意參加這樣

一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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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已經走到第 7 個年頭的「海峽論壇」，「民間性、草根性、廣泛性」的特色
更加鮮明。大陸當局期盼，透過「海峽論壇」的年年舉辦，「兩岸基層民間交流

第一品牌」的形象能廣植及深入臺灣民眾的心裏。

一、對臺灣基層的影響力及對臺效應

舉辦了 7 屆的「海峽論壇」，始終以「擴大民間交流、加強兩岸合作、促
進共同發展」為主題，設置大會活動、基層交流、文化交流、經貿交流等 4 大
板塊。雖然每年的活動都緊扣擴大兩岸民間交流來開展，但每 1 年的「海峽論
壇」都會有獨特的亮點閃耀。連續 7 年都受邀前來參加「海峽論壇」的臺灣基
層人士都普遍有這樣的感覺—「既有經典活動的傳承，又有新平臺的創造」。

尤其，參與「海峽論壇」的臺灣基層人士不斷增加，而且層面更廣、群體更

多；尤其是年輕世代，更多青年人的參與，當然會給「海峽論壇」帶來新的活

力與動力。

雖然已舉辦七屆，但「海峽論壇」每年都有新亮點，內容越趨豐富多元化、

生活化，聚焦於兩岸民眾關注的焦點，適切反映民眾的訴求。例如：論壇大會的

主議題不斷求新求變，從首屆的「聚焦基層，共享成果」，到本屆 ( 第七屆 ) 的
「關注青年，服務基層」，隨著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進程而不斷深化。兩岸關切

的民生議題也在不斷拓展。從兩岸公益論壇、海峽兩岸社區治理論壇、海峽青年

論壇、海峽兩岸青少年新媒體文創論壇、海峽兩岸關愛下一代成長論壇、海峽職

工論壇、海峽婦女論壇、兩岸殘障人士嘉年華、兩岸同名 ( 宗 ) 村交流活動、兩
岸特色鄉鎮對接交流活動，在在展現更多內容、更多話題。

「海峽論壇」在大陸當局的規劃安排下，每年吸引著很多臺灣的民眾與

會，前五屆「海峽論壇」吸引近五萬人次的臺灣民眾參與，其中大多數來自基

層。到了第六屆，主辦單位已增至兩岸 73 家，其中臺灣 37 家，有三十多個界
別代表與涵蓋北中南部的基層民眾一萬二千多人出席，團體規模、參與數量創

歷屆之最。今年的第七屆，主辦單位更增至兩岸各 38 家，合計共 76 家，參與
人數大約九千多人。

大陸當局 7 年來已把一年一次的「海峽論壇」，打造成兩岸民間基層大交流
大合作的一個平臺與品牌，堪稱兩岸同胞親情相聚的民間嘉年華活動，這是在臺

灣內部很難看得到。或多或少，已對臺灣逐步漸進式地爭取認同、消弭隔閡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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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大陸方面認為假以時日推動下去，要求分離分裂出去的情緒可能會下降。

二、中共未來籌辦「海峽論壇」之策略與政策

（一）仍然面向基層、面向民間、突出民生。

（二）仍然保持民間性、廣泛性、草根性特色。

（三）未來籌辦的策略，包括：邀請的對象，更民間、更基層、更草根對

象與範圍，既深入、又廣泛，全方位、多管道、多行業、多界別更聚焦於「三

中、一青」等基層。

此外，未來籌辦的策略與政策還包括：1. 爭取更多家的臺灣相關單位來共
同主辦；2. 規劃安排更多場分論壇在臺灣內部從北到南之不同縣市來舉辦，體
現這是兩岸雙向互惠交流之活動；3. 設法突破或說服綠營（尤其是民進黨）之
禁忌，促成邀請綠營人士能有更多人來參與「海峽論壇」，對消弭誤解、降低分

歧將有助益；4. 規劃設計將來有更多項的「三中、一青」基層交流活動，也有
更多項的經貿交流活動，也規劃安排更多項的「首次舉辦」。規劃更新穎的分論

壇活動項目，並吸引已參加過「海峽論壇」的臺灣民眾參與，旨在達成爭取拉

攏臺灣民心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