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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独”与 “台独”合流的
动向、原因及影响

□ 郑英琴

摘 要: “港独”作为一种极端思潮与政治破坏运动已然存在，其并不具备基本的现实可能

性，但对香港社会的稳定和 “一国两制”在港实践带来了严峻挑战。“台独”问题由来已久，随

着民进党上台，“台独”势力有所膨胀。近年来 “港独”与 “台独”出现合流趋势，在价值观上

试图联合构建反国家的意识形态共同体，在抗争方式上互仿以破坏当地正常的社会和政治秩序，

在人员动员上均将青年视为分裂运动的主力军。“两独”合流的种种行径对维护中国国家主权以及

增进两地民众福祉的危害不可低估。造成“两独”合流的主要原因包括: 两地相似的经济发展困

境导致社会心理的变化、两地青年相似的激进思想倾向、外部势力的插手干预以及两地的殖民遗

毒未消除等。须采取有力手段从根本上遏制 “港独”“台独”以及“两独”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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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独”是一种谋求“香港独立”的社会

思潮，其作为一种极端思潮与政治破坏运动已

然存在。2017 年 3 月 5 日召开的第十二届全

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首次在政府工

作报告中谈及 “港独”问题，并指出 “‘港

独’是没有出路的”。①目前来看，“港独”并

不具备基本的现实可能性，但 “港独”从一

种思潮和议题走入公众的日常生活中，特别是

“港独”势力通过政治动员、街头运动、组党

参政等方式，甚至诉诸街头暴力，试图从根本

上动摇 “一国两制”的宪制基础，这对香港

社会的稳定、对 “一国两制”在港实践带来

了严峻挑战。
“港独”的一个明显特点和趋势是与 “台

独”势力勾连互动。 “台独”问题由来已久，

随着民进党上台，“台独”势力有所膨胀。近

年港台两地的激进势力和分裂势力出现加紧勾

结的趋势。“台独”与“港独”的合流，对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对 “一国两制”

在港实践、对两地的社会治理都造成了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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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影响。因此，有必要对 “港独”与 “台

独”的发展态势、二者合流的动向及影响进

行观察与研判，以采取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

遏制“港独”势力以及“两独”合流。

一、“港独”与“台独”的发展态势分析

( 一) “港独”的发展动向

近年来，香港社会政治化、政治两极化的

趋势日益明显，激进“本土”思潮和 “港独”

在这一背景下冒起，既有历史因素，也有新的

原因所致，特别是周边环境的变化以及香港与

内地互动的深入所带来的矛盾。“港独”从一

种极端思潮演变到政治破坏现象，是近几年的

事; ② “港独”不再仅仅是活跃于香港青年和

反对派中间的极端思潮，同时也成为现实冲击

“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的政治势力和分裂

活动。③就目前来看， “港独”只是一种工具，

并不具备基本的现实可能性。不过，近年来各

种名义的“港独”组织仍陆续出现， “港独”

势力在“不断分裂中继续激进”，呈现如下发

展趋势:

一是以 “本土”为名做包装，以 “香港

学”等本土研究为路径，重兴港人的本土意

识以排斥国家认同。2017 年以来，“港独”活

动有所退潮，但本土意识却进一步崛起，香港

学界悄然兴起“地方志”、 “香港学”等研究

风潮，包括对市井街道的重命名等。香港对

“本土”的关注热忱再次兴起，背后反映的是

港人本土意识的重兴。本土意识虽不完全等同

于“港独”思潮，但带有 “主体意识”的本

土论述往往容易被 “港独”势力所利用，或

者成为“港独”思想的外包装。

二是与民粹主义结合，重兴街头抗争，对

政府发难并试图寻求更多的社会支持和社会同

情。民粹主义的兴起是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后果

之一，民粹主义在香港的影响表现为: 香港年

轻一代的政治参与热情与自主性明显提升，但

活动形式却更为激进和非理性。香港青年在追

求对权威的反抗、追求民主正义方面显现出非

理性及焦躁的情绪。“港独”组织利用社会上

这种民粹情绪的蔓延，试图将民生问题与民主

问题捆绑，进行社会动员，诉诸社会抗争和街

头运动，把香港社会对民生的不满矛头对准中

央。

三是加强与外部势力勾连，特别是争取美

国、英国等外部势力的支持，并试图与 “台

独”“藏独”等分裂势力勾结，构建 “反共”

“反中”的意识形态共同体，煽动民间的反国

家情绪。“港独”分子曾多次赴美、英等国以

及台湾地区拜会所谓的 “友港”人士，宣扬

“港独”，寻求海外支援。美、英等国利用民

间往来，特别是通过某些非政府组织在资金方

面给予“港独”势力不少支持。特别是美国，

透过非政府组织等不同渠道，渗透香港各行各

业，以提供活动资金、顾问帮助、研究经费等

方式，操控反对派政党、政客、大学师生，④

支持 “港独”组织的相关活动。对激进分子

和分裂分子而言，以 “港独”为名募集海内

外资金已被发展成一种赚钱的工具。

四是利用社交网络平台进行 “港独”理

念宣传、社会动员、寻求外部支援等活动。激

进反对派不仅通过互联网宣扬 “港独”言论，

还培养了一批 “网军”，在网络上专门攻击支

持爱国爱港的人。这种网络暴力越来越激进，

导致大多数人不敢或不愿发声，成为 “沉默

的大多数”。⑤互联网的社交平台已然成为 “港

独”分子动员社会、勾结外力的活动舞台。

“港独”势力的活动花样繁多，但总的来

看，“港独”内部存在明显的利益分歧，组织

性不强，在资金方面也遇到难题。特别是全国

人大对 《香港基本法》第 104 条进行释法、

司法裁决非法 “占中”分子、以及林郑特首

上任之后，“港独”势力被大幅度弱化。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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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派和 “港独”分子很可能被边缘化，不

过，“港独”势力尚未被根除，其恶性影响仍

在发酵。

( 二) “台独”的发展态势简析

“台独”问题由来已久。最开始的时候，

“台独”被 视 为 实 现 所 谓 台 湾 民 主 的 手 段，

“民主独立”是 “台独”的主要方式。这是

“台独”发展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有学者指

出，台湾追求 “民主独立”经历了如下步骤

和过程: ⑥ 第一步，提出 “台湾人”的概念，

塑造“台湾民族”，为“民主独立”提供 “主

体话语”; 第二步，树立一个 “不 民 主”的

“外来政权”，以之作为民主化的目标指向;

第三步，用权利话语包装 “民主化”和 “本

土化”的 诉 求，进 而 以 “民 主”为 名 颠 覆

“宪制”。通过颠覆 “宪制”实现民主，成为

台湾民主化的一大特色。

“台独”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与台湾的本

土化紧密相连。上世纪 70、80 年代，台湾曾

出现过较热烈的保护环境和保护社区运动。这

些运动，起初都是以反对国民党官僚破坏环境

的个别发展项目这一形式出现，运动的组织者

多只关心单一议题。但这些反公害运动，体现

出浓厚的爱乡、保乡意识，后来便慢慢与民进

党等本土政治力量合流，成为台湾本土意识的

一个泉源。⑦ “本土意识”后来逐渐异化和激

化，并被民 进 党 所 利 用，渐 渐 成 为 “台 独”

的一个理论基础和论述依据，“本土化”也成

为“去中国化”的工具。

随着台湾民主的发展与岛内政局的演变，

“台独”思潮与理论已然经历了很大的变迁。

现阶段，“台独”俨然已经沦为岛内政治斗争

的工具，成为民进党对国民党口诛笔伐、以长

保民进党执政地位的竞选工具。⑧目前， “台

独”发展呈现如下明显态势:

一是民进党上台后，“台独”成为台当局

巩固 “政权”、整合内部势力的工具。作为

“法理台独”的拥泵者，蔡英文当局拒不承认

“九二共识”和 “一个中国”原则; 为迎合

“深绿”人士的需求，屡屡制造两岸交流的恶

性事件，严重破坏两岸关系的稳定与和平发

展。此外，台当局进一步拉拢美国、日本等国

的“亲台”势力，企图借助外部势力对抗中

国大陆、挑战大陆对台政策的底线。即便如

此，由于 “台独”并非台湾的主流民意，且

受制于两岸关系的现实，“激进台独”不具任

何可能性，民进党也不敢公然宣称 “法理台

独”，但转而用 “柔性台独”“文化台独”等

手段行分裂国家之实。

二是激进青年组党参政，各类 “独”派

组织沉渣泛起，成为 “台独”势力的重要社

会基础和来源。⑨特别是以 “时代力量”为代

表的 “台独”新政党迅速发展，其支持基础

主要来自年轻人，这是现阶段 “台独”发展

有别于传统 “台独”的一大特点。原因在于，

“时代力量”主张追求直接民主、扩大 “公民

参与”的空间、压 缩 政 党 政 治 运 作 的 空 间，

在蓝绿政治恶斗持续数十年的台湾社会，这些

主张和诉求策略具有一定的吸引力，⑩特别是

对台湾年轻一代。这与 “港独”组织的发展

相近，“时代力量”也成为与 “港独”勾连最

为积极的“台独”组织。

尽管“台独”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和经

营，在两岸政治中兴风作浪，在政治话语中抢

占了 “一席之地”。但据 《联合报》2016 年

民调显示，台湾岛内希望尽快 “独立”的仅

有 19%，瑏瑡台湾竞争力论坛 2016 年 11 月公布

的民调显示，高达 86% 的台湾民众认为自己

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瑏瑢可见，“台独”不是台

湾社会的主流。台湾学者认为，台湾是一个开

放的社会，当局对塑造文化的指导功能不强，

民进党的任何政策都无法引发 “台独”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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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文化。更重要的是，随着大陆日益发展壮

大及国际影响力的不断上升，“一个中国”原

则在国际上得到进一步巩固，“台独”的边缘

化趋势更为明显。

二、“港独”与“台独”的合流动向

近两年随着青年参政在香港的兴起，既是

激进分子也是政治 “素人”的港青迫切需要

学习民主政治斗争及社会抗争经验，台湾在这

些方面为其提供了借鉴。建团组党、街头运

动、社会抗争、参政议政等成为 “港独”与

“台独”互动的主要内容和核心议题。

“港独”与 “台独”联动经历了一个历

程，一开始以 “港独”向 “台独” “取经”

为主要趋向; 随着 “港独”势力的发展，特

别是激进本土议员进入香港立法会参政议政

后，以及民进党的上台，港台两地的激进势力

和分裂势力出现加紧勾结的趋势。目前 “两

独”合流的主要动向如下:

一是在价值理念层面，两地 “独派”势

力沆瀣一气，试图构建 “反共”“去中国化”

的意识形态共同体。港台两地的激进势力和分

裂势力在“反共”“反中”等分裂议题上联动

密切，煽动民间 “反大陆”的情绪; 并试图

借助民 主、自 由、人 权 等 所 谓 的 “价 值 共

享”，抱团取暖。2016 年 11 月，被褫夺香港

立法会议员资格的 “港独”人士写信给台湾

地区领导人蔡英文，要求其干预香港事务，也

有民进党 “立委”提出建议，让台当局多关

心香港事务，以增加台湾谈判的筹码。2017

年 6 月，由黄国昌发起、台湾 “时代力量”

以及部分深绿的民进党 “立委”共 18 人组织

成立所谓的 “台湾国会关注香港本土连线”，

宣称要表达“台湾社会关注香港民主化”，促

进民主经验交流等。瑏瑣港台两地的激进人士甚

至参 加 海 外 各 种 激 进 论 坛，与 来 自 全 球 的

“分离 主 义”组 织 “交 流 培 训”，宣 扬 港 台

“独立”的分裂主张，试图以此共同排斥、抵

制内地 ( 大陆) 对两地的影响力。

二是在抗争方式层面，两地 “独派”势

力“行为互仿”，试图破坏正常的社会和政治

秩序。“台独”势力在 “反政府”、政治抗争

方面的经验较香港丰富，于是香港的激进人士

屡次从台湾“取经”，效仿“台独”的抗争模

式。2014 年非法 “占中”期间，香港的 “学

联”“学民思潮”的核心成员就曾专程到台湾

学习。在 参 政 模 式 上，香 港 激 进 派 也 效 仿

“台独”势力的做法，在立法会上演撕票、拉

布等各种闹剧，香港的激进本土议员甚至公然

侮辱国家。 “港独”组织的核心成员一直与

“台独”势力保持联系，多次邀请 “台独”人

士到港演讲，等等。台湾激进人士亦通过专人

定点、帮助培训香港的学运领袖。2017 年，

名为“香港等前途关注组”的 “港独”组织，

写信给台湾 “关注香港民主连线”，就所谓

“香港人权”和所谓香港所受的 “政治打压”

等问题发表谬论，要求台湾 “友党”对其进

行支持与声援; 还提出六点荒谬的对港台两地

爱国力量的限制性措施。瑏瑤两地 “独派”的勾

连方式可谓花样百出，无所不用其极。

三是在人员组成层面，两地 “独派”势

力均将年轻一代视为可争取的对象及开展分裂

运动的主力军。港台两地面临的经济发展瓶颈

和社会民生困境，更催生了两地年轻一代的焦

躁情绪，集中体现为内地 ( 大陆) 崛起后引

发两地发展的危机感、对内地 ( 大陆) 的不

信任感及对内地 ( 大陆) 民众文化素养低下

的反感，以此产生与内地 ( 大陆) 的隔膜不

断扩大的现象。两地 “独派”势力看到了两

地年轻一代发展的这一苗头，于是将两地青少

年特别是高校和中学学生视为重点动员、利用

和培养的对象，以校园为活动阵地。两地青年

激进势力的互动途径包括: 网络交流、观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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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所谓学术论坛交流等。其中，通过社交工

具在网络上相互支持、相互呼应是当前港台两

地激进青年互动的主要形式，这在两地街头

“占领”运动中尤为凸显。两地校园成为 “两

独”合流的主要舞台，学术交流、学术论坛

等则成为“两独”合流行径的“外包装”。

在可预见的未来，“港独”与 “台独”合

流的趋势仍会继续，两地激进势力与分裂势力

的勾连互动及破坏行为仍会恶化。从香港方面

看，林郑月娥上任后， “港独”活动有所收

敛，但“港独”势力将目标重新转移到高校，

仍不时掀起一些激进事端。从台湾方面看，蔡

英文当局至今仍不承认 “九二共识”，其施政

深受深绿势力的影响，未来台方或许会通过民

主议题干预香港事务，寻求时机制造议题，毒

化香港的政治氛围。而且，美国等西方外部敌

对势力并未放弃在香港进行 “颜色革命”的

意图，未来西方国家用于支持香港激进 “本

土”“港独”的资金、人才等很可能经过台湾

进入香港。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特区政府应该

更守紧 “一国”的原则，使台湾方面无法利

用香港来展现“两国”，也使香港不能随台湾

滑向“港独”，这是关键。

三、“港独”与“台独”合流的主要原因

( 一) 经济困境引发社会心理变化是造成

“两独”合流的根本原因

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港台两

地的经济发展相比周围地区，增速较小，发展

较为逊色，这加剧了两地原本存在的民生问

题，如就业难、薪资低、房价太高、社会公正

赤字等等，两地本来在经济上的优越地位丧

失，使得两地民众在情感上发生微妙变化: 经

济上不得不依赖内地 ( 大陆) ，但政治体制上

的自我优越感又使其不甘心就此归附于内地

( 大陆) 。瑏瑥心理的优越感与现实的无力感交织

导致民众不满当局施政，不满经济状况及发展

前景，也不满两地与内地 ( 大陆) 的联系日

益紧密的现实，很多人便将社会运动视为发泄

不满的出路。这种经济上的相似困境导致两地

类似的社会心理变化是近几年两地社运频发及

联动的原因。

( 二) 两地青年相似的激进倾向为 “两

独”合流提供了社会力量

两地“独派”的新兴力量来自两地的年轻

一代。两地青年以组党参政等形式，鼓吹民主

政治，进行社会抗争和政治运动。而两地青年

普遍缺乏国家和民族观念。从台湾来看，在长

达 20 多年“去中国化”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台

湾青年，在面对全球化过程中台湾的经济与社

会被资本垄断、失业率高、薪资低的结构性困

境，以及两岸长期分离的现实环境，形成了自

身独特的思想倾向: 一是青年一代的“天然独”

倾向日益发展; 二是对政党认同不断在弱化，

自主参政的意识不断在增强; 三是追寻“后发

展主义”价值观，即不患寡而患不均。而香港

年轻一代在价值观和政治参与上也有相似的情

况，参政热情和自主性明显提升，关注的议题

更具社会化和多元化，形式则更为激进和非理

性。两地青年的这些共同特征为两地 “独派”

势力所利用，极易被动员加入激进组织。

( 三) 外部势力的插手干预助长了 “两

独”合流的趋势

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两独”的暗中

支持和扶助助长了“港独”与“台独”的合流

和嚣张气焰。美国将香港高校作为主要的渗透

对象之一，试图将香港高校打造为 “反中乱

港”的大本营。自 1995 年起，美国 “国家民

主基 金 会 ( NED ) ”和 “国 际 民 主 研 究 院

( NDI) ”以非政府组织名义共投入 3000 多万港

元，在香港高校启动多个青年项目，资助香港

高校从事民主运动。瑏瑦由钟庭耀主理的香港大学

民意研究，多次被揭发收取外国资金，扭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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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这种民调的可信度不得而知。瑏瑧又如，香港

中文大学“香港美国中心”不仅垄断了香港 8

所大学的通识教材，而且成为反对派和激进学

生抗争培训的基地。瑏瑨美国有心在香港开展“颜

色革命”以遏制中国大陆的崛起，其对香港事

务的插手及对 “港独”势力的支持，为 “港

独”势力的扩张提供了外部资源，也制造了一

种错觉———让“港独”势力误以为他们在国际

社会是有一定的“生存空间”的。

( 四) 殖民统治的后遗症是促成 “两独”

合流的历史根源

港台两地都曾经受过殖民统治，且两地被

殖民统治所留下来的历史遗毒均未被根除。日

据时期，日本极力在台湾推行 “皇民化”教

育，并培养一大批所谓亲日 “皇民”，这成为

滋生“台独”的社会土壤。香港在回归以后，

也未能及时彻底消除英国殖民统治的影响，仍

有不少港人“迷恋”、甚至“推崇”英国的殖

民统治。而且，殖民政府在两地进行的 “去

中国化”教育及西方价值观在两地的传播更

助长了两地分裂势力的产生和发展，使得两地

在“反共”、抗拒内地 ( 大陆) 等意识形态上

找到了“共鸣”。这也是“两独”勾连互动的

根源之一。

四、“港独”与“台独”合流的影响

“港独”与“台独”合流对两岸关系的和

平稳定、“一国两制”在港实践、港台两地社

会秩序与民众福祉均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总

的来看，“两独”合流对香港的危害甚于对台

湾的影响。

首先，从两岸关系和祖国统一的层面看，

“两独”合流破坏了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其

勾结外部势力的行径更危害了国家安全和国家

统一。

一直以来，“台独”势力严重危害着两岸

关系的正常发展，而 “新兴”的 “港独”则

严重破坏了国家利益和香港的繁荣稳定，两股

谋求分裂的势力同流合污，影响恶劣: 其一，

两地分离势力企图构建 “反国家” “去中国

化”的意识形态共同体，特别是两地分裂势

力收拢了一波年轻人，分裂国家的理念在青年

之间传播，对未来国家统一事业的危害更为严

峻。其二，两地的分裂势力为了扩展 “生存

空间”，往往试图寻求西方国家在声势上与物

质上的支援，企图将中国内部事务国际化。海

外一些对中国别有所图的敌对势力更是借机插

手、干扰港台事务，通过对两地分裂势力进行

资金支持和理念声援，为其提供海外活动渠道

和平台，制造于我不利的话题，破坏中国的国

家形象。两地分裂势力的行径给了外部势力干

预中 国 内 部 事 务 提 供 了 一 个 所 谓 的 “突 破

口”。特别是目前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 “九二

共识”、否定“两岸同属一中”的基本事实和

原则; 美 国 等 西 方 国 家 试 图 利 用 台 湾 这 一

“基地”对香港进行 “颜色革命”，这加大了

“两独”合流的可能性和危害性。

其次，从两地关系和社会治理的层面看，

“两独”合流制造了两地交流与互动的负面障

碍，加大了两地的治理难度。

“两独”合流现象反映出两地在民粹主义

和激进主义的发展与交织下，社会治理环境日

趋恶化。两地社会管治中出现的贫富分化严

峻、青年就业困难等民生问题为民粹主义提供

了社会土壤; 而社会政治化、政治两极化、政

治体制改革停滞、当局执政困境等种种现象为

激进主义提供了社会背景。民粹主义与激进主

义的交织给两地的社会治理增加了更多的不确

定性。在此情境下，两地 “独派”的勾结无

疑会进一步助长 “港独” “台独”的嚣张气

焰，让港台两地继续陷入政治困境，破坏社会

稳定，影响两地民间的正常往来及两地关系的

正常发展。从两地的施政来看，两地激进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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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政，一方面开始改变固化的政治生态，另

一方面则造成了两地政治力量的不稳定。香港

激进派在立法会上的行径，则可能造成小议题

放大、大议题缩小、轻重缓急失衡的社会治理

困境。

再次，从台湾方面看，“两独”合流为民

进党、特别是深绿人士插手香港事务、对抗大

陆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议题和空间。

民进党屡次企图借助 “民主” “选举”

“人权”等议题干预香港事务，丑化中国大陆

的治港实践，破坏台湾民众对大陆的观感。特

别是借机丑化“一国两制”，强调其无法适用

于台湾的“民主体制”。台湾“陆委会”强调

台港情况完全不同，称 “大陆所设置的政治

前提均为地方化、矮化台湾的企图”。瑏瑩但香港

回归以来保持繁荣稳定发展的现实表明，“一

国两制”实践总体上是成功的; 虽然实践过

程中暴露出一些问题，但任何体制在运行过程

中都难免会出现一些难题和挑战，重点是从整

体上看，香港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确实是在向

前进步的。其实，对台湾社会而言， “台独”

与“港独”一样，不仅从法理和实践上都不

可行，而且已经给民众带来了众多负面影响。

“台独”思潮的泛起及其引起的社会内斗，严

重影响了台湾经济的发展; 而如今民进党仍迷

途不归，拒不放弃 “台独”主张和立场，导

致两岸关系再度陷入紧张和僵局，进一步恶化

了台湾的发展环境。 “台独”势力对 “港独”

的支持，更加深了两岸之间的隔阂。

最后，从香港方面看，“两独”合流对香

港的繁荣稳定、“一国两制”在港实践造成了

严重的冲击和破坏。

“两独”合流的联动效应对香港的破坏较

对台湾的影响大，最直接的表现有两方面: 一

是对香港政治生态产生负面效益。在 “港独”

对“台独”亦步亦趋式的刻意模仿下，香港

政治生态日趋 “台湾化”，似乎有 “昨日台

湾、今日香港”的趋势。“占领潮”与 “素人

政治”成为香港政治潜在的表现形式。占领

潮催生反党反政府反国家的新意识与新势力;

素人引领占领潮，占领又催生政治素人，瑐瑠两

者均给香港的政治生态制造了更多不确定、不

稳定因素。特别是对香港年轻一代的理念带来

了明显的负面影响。香港青年逐渐表现出把自

由、民主置于法治之上的倾向，直接冲击了香

港的法治传统和核心价值。二是对 “一国两

制”在港实践构成危害和挑战。“两独”合流

严重损害了内地和香港的关系，制造了更多矛

盾，引发不必要的冲突和混乱，导致香港的情

况变得更加复杂。现实已经表明，“两独”合

流给香港社会造成极大的撕裂和伤害，破坏了

香港向来良好的营商环境，给特区施政平添了

许多困难，给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制造了更多矛

盾，也破坏了国际社会对香港发展的信心。

五、结语

目前来看，“港独”与 “台独”的发展阶

段和目标有所不同，但本质上都是一种分离主

义，这两股力量的合流无疑会危害国家利益和

港台两地人民的福祉。对于这种不正常的现

象，国家必须采取明确遏制的态度，运用法制

和政治等手段给予严厉遏制和打击。此外，采

取有效手段进一步培育港台两地青年对中国的

国家认同也势在必行。

在民进党执政期间，港台之间未来的发展，

能够改善的空间其实是相对有限的。经济往来

是推动两地关系发展的正面领域，而大陆 ( 内

地) 的“一带一路”则为两地经济合作提供了

一个良好的契机和平台。台湾可通过与香港合

作，共同参与“一带一路”的项目投融资，通

过参与国家大型项目完成区域经济整合、解决

两地自身经济发展瓶颈，以共同发展解决社会

民生问题，这才是两地民众的福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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