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032016年4月4日 星期一2020年10月22日 星期四 要闻·台港澳责编：王 平 金 晨 邮箱：gtbhwb@people.cn

发展空间广阔

“大陆已经将5G+大数据成功用于
疫情精准防控，5G 和互联网、云计
算、区块链等也有很多结合，在服务
业、工业制造、社会民生等方面都有
广阔应用。”在日前举办的第 23届京台
科技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对
大陆5G发展及前景的专题演讲引人入
胜，座下台商眼界大开。全国台企联常
务副会长、威盛电子副总裁徐涛告诉记
者，他对参与新基建兴趣浓厚，希望产
业界都来共襄盛举。“未来5G一定会融
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这条产
业链中包括 5G 的基础建设、应用场景
开发，甚至只是做零配件，台商都有广
阔参与空间。”徐涛说。

北京台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
晶华宝岛眼镜董事长陈文錧则在本届
京台科技论坛上关注到另一个重要信
息。“北京 9月份刚刚获批设立‘自由
贸易试验区’和‘国家服务业扩大开
放综合示范区’，这为京台双方的产业
合作，铺设了一个更为开阔、更高层
次的发展平台。”他认为大陆支持台商
稳定外贸业务和引导台商拓展内需市
场的系列政策措施，给台商转型升级
以重要助力。

“北京是世界历史文化名城，也是
国际化大都市，在两岸交流合作中具
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两岸企业

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指出，
北京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
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在推动投资
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等 7 个方面推出
110多项高含金量的创新举措，这些独
特资源和优势为台企台胞提供了发展
壮大的广阔空间。

产业融合加深

今年1月至9月，台湾对大陆出口
同 比 增 长 13.3% ， 占 台 湾 出 口 总 值
43.6%。“大陆市场对台湾的重要性与
日俱增，两岸经贸互赖程度也越来越
紧密。”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理事
长萧万长通过视频参与京台科技论
坛，期盼两岸企业家不畏民进党当局
阻挠破坏，加深产业融合合作。

恰好，今年京台科技论坛的主题
呼应了萧万长的期盼——“打造两岸
产业链 共创发展新局面”。徐涛对此
深有感受，他说：“从大陆改革开放
起，台商就在这里投资深耕，与大陆
各个产业进行了深度融合。全国台企
联 8 万家会员台企与大陆同业共同努
力，花几十年建立起完备的产业链，
实现互利双赢，这不是说某些人喊喊
口号、几家公司离开就能改变的。”

除了传统的科技高端产业，北京
与台湾在精准农业、休闲旅游等产业
的合作也日益紧密。前来参加“京台
美丽乡村论坛”的台湾中华农业创新

学会会长徐进发，趁此机会一览深秋
十月北京市郊怀柔万山红遍、层林尽
染美景，觉得这里休闲旅游产业大有
潜力可挖。

“台湾在 SARS 过去之后，休闲旅
游产业曾迎来井喷式发展。我认为，
随着大陆疫情防控得当，社会恢复活
力，休闲旅游产业会迎来非常大的商
机，台湾的人才、经验与大陆市场有
很多可以结合的地方。”徐进发呼吁京
台在农业相关产业加强交流融合，不
仅局限于农业生产技术的合作，还包
括加工技术、经营理念、品牌行销
等，这对两岸农业携手发展会有非常
大的帮助。

携手实现梦想

“我在长城等着你，等待你来赴心
灵之约……”在两岸青年共同唱响的

《请到长城来滑雪》歌声中，来自台湾
彰化的陈文成作为台湾青年代表，从
中国花样滑冰运动员佟健的手中接过
了参与 2022年北京冬奥会志愿者服务
的旗帜。

“能够参与冬奥会，对所有学体育
的孩子来说都是一件梦寐以求、充满
荣誉感的大事，我本科、硕士、博士

学的都是体育产业，也一直在从事志
愿服务的工作。接过这面旗帜，我倍
感荣光。”陈文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难
掩心中兴奋和激动，他说，奥运是全
体中国人的共同梦想，他会鼓励更多
台湾青年加入到北京冬奥会志愿服务
队伍中来，见证祖国的强大和美好，
实现更大价值。

“每个年轻人都希望有更大的舞
台，而我们在台湾从事农业技术，看
不到多少发展空间。于是我跟着学长
学姐的脚步，3年前来大陆发展。”从
台湾屏东农业科技大学毕业的何耀
顺，现在在怀柔当起地道农民，充分
释放自己对“种地”的热情，也在身
体力行参与大陆乡村振兴计划。他希望
将来有更多的学弟学妹来大陆服务农
业，脚踏泥土，真正融入，有所成就。

“近几个月来，两岸交流活动接连
不断，台湾各界同胞冲破民进党当局阻
挠，以多种形式踊跃参与。事实充分证
明，两岸同胞走近走亲的愿望压制不
住，两岸同胞交流合作的势头无法阻
挡。”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刘
结一的这番致辞，许多台胞台商有切身
感受。刘结一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能够与
我们携手，共谋、共创祖国和平统一、民
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我在长城等着你，等待你来赴心灵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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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长城等着你，等待你来赴心灵之约”

京 台 交 流 好 戏 连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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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同桌是来台湾交换的大陆学生，毕业时他告
诉我，未来的新兴市场在中国大陆，北京中关村比美国硅
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劝我一定要来看看。我本来打算待
10天，结果一来就是3年，到现在也没有回去。”说起在北
京创业的经历，1993年出生的台湾小伙徐韬幽默风趣，信
心坚定，满怀憧憬。

过去一周，北京与台湾举办多项精彩纷呈的交流活
动，多名像徐韬一样扎根北京的台胞台商向记者分享了他
们的奋斗故事。在新基建、互联网、文创、休闲旅游以及
2022北京冬季奥运会志愿服务等领域，处处都有台胞台商
的身影和贡献，他们也在这片更大的舞台上成就自我。

两岸青年共同唱响2022北京冬奥主题歌曲《请到长城来滑雪》。

日 月 谈

距 离 “ 双 11” 已 不 到 一 个
月，正当大陆的电商、消费者都在
摩拳擦掌时，“淘宝台湾”却在近
日关闭平台下单、商家进驻及商品
上架功能，做退出岛内市场的最后
准备。出现这一结果，正是民进党
当局打压所造成的。

从下架爱奇艺、腾讯视频到逼
退“淘宝台湾”，民进党当局视陆资
企业为洪水猛兽，挖空心思阻挠它
们在岛内的正常运营。他们这样做，
既破坏了两岸经济融合发展，也伤
害了台湾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

淘宝在台湾的业务，不仅方便
了千万岛内老百姓，更给当地的中
小电商提供了进货渠道和良性竞争
机会，繁荣了台湾电商业，提升了
岛内服务业水平和经济活力。去年
10 月，“淘宝台湾”在岛内开站，
当年“双 11”网页总浏览人数就突
破了1000万人次。在不到一年的时
间里，“淘宝台湾”有3000万多种商

品上架，软件下载量在岛内达 300
多万，积累了数十万卖家。

民进党当局活生生地把这一繁
荣局面扼杀了。如今，数百位“淘
宝台湾”的员工正在等待劳务遣散
的安排，数十万家店铺正在遭受失
去平台的冲击，千万台湾民众也不
再拥有方便、接地气的售后服务。
今年“双 11”怎么办，岛内消费
者很发愁。

逼退“淘宝台湾”只是民进党
当局打压陆资企业、破坏两岸经济
融合发展的劣迹之一。今年以来，
民进党当局紧跟某些西方国家的脚
步，下令限制岛内企业从大陆进口
原材料，禁止显示“中国台湾”的
大陆手机在台销售，封杀在台拥有
大量活跃用户的爱奇艺及腾讯视
频，严格对陆资的认定范围，高喊
要将小米、华为等大陆品牌列入制
裁清单……动作接连不断。

有岛内专家指出，陆资赴台投

资项目的扩大与开放，资金动能的增
加，可以为台湾产业及金融市场注入
新的活水，创造不少就业机会，同时
也强化两岸产业的合作与互补关系；
台湾公私部门及消费者采购大陆电
子产品及原材料性价比往往较高。这
些，都是对台湾有利的好事。

况且，台湾是典型的外向型经
济。每每有外资入岛或台资回流
时，民进党当局总会大肆宣传一
番，把它们作为重大政绩。这种情
况下，实力雄厚又有意愿到台湾发
展的陆资，本该成为台湾经济最合
宜的源头活水。可是，民进党当局
想问题、看事情，从来不考虑是否
对台湾整体有利，是否对台湾百姓
有利，而只看是否能蒙骗民众。他
们一心拥抱“台独”神主牌，搞

“反中仇中”，用意就是煽动对抗、
制造仇恨，获得选举利益。这就是
为什么民进党当局始终选择在两岸
关系上持续断路、挖坑、筑墙，不

让台湾老百姓从两岸交流中获益的
原因。

但是，这种小鼻子小眼的卑劣
做法，改变不了两岸经济社会融合
发展的大势。数据显示，台湾对大
陆的贸易依存度高达41%，大陆是
台湾最大、最对口的市场，也是水
土最合的发展腹地。今年 1 至 8
月 ， 两 岸 贸 易 额 达 1589.28 亿 美
元，同比增长10%。台湾所获顺差
超过800亿美元。目前，大陆企业
在台聘用员工近 2.5 万人，每年纳
税超过12亿元新台币。

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只会
压缩台湾的发展空间，断送台湾的
发展机遇，让岛内商家承受“倒店
潮”，给民众捣乱添堵。到处挖坑
的人，迟早掉进自己挖的坑里。

逼退“淘宝台湾”，民进党打压陆资不择手段
柴逸扉

福厦高铁湄洲湾跨海大桥主墩承台零号块施
工近日正式完成，标志着大桥顺利进入上部结构
施工阶段。湄洲湾跨海大桥是福厦高铁的重要组
成部分，全长14.7公里，其中10公里位于海上。

左图：建设中的湄洲湾跨海大桥。
下图：工人正在使用焊割枪切割钢管。

金 伟摄 （人民图片）

跨海大桥建设忙跨海大桥建设忙

新华社重庆 10月 21日电 （记者伍鲲
鹏） 第十二届“重庆·台湾周”21日在重庆
开幕，600余名海峡两岸嘉宾通过线上和线
下参会的方式，共同探讨两岸经贸合作与
文化交流。

本届台湾周以“携手创新·融合发展”
为主题，共包括了 4 个板块和 13 个分项活
动，涉及经贸交流、文化体育学术交流、
基层交流等系列活动。

据介绍，在今年的台湾周上，两岸
嘉宾将参加两岸信息通信合作发展研讨
会、台企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暨台资
西移考察对接，以及 2020 海峡两岸 （重
庆） 青 年 创 业 发 展 交 流 会 等 一 系 列 活
动，就两岸信息通信领域合作、青年创
业等主题进行对接考察和交流，为两岸
和平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渝台产业合
作开拓新的发展空间。

“大陆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大，
经济稳定转好，长期向好，在当前世界经
济低迷的大背景下，仍然是台商台企投资
兴业的最佳选择和最佳机遇。”国务院台湾
事务办公室副主任裴金佳在致辞中表示，
广大台商台企只要把握运用机遇，积极转
型升级，定能在新起点上获得新发展。

数据显示，从 2009 年至今，“重庆·台
湾周”活动已连续举办了十一届，前十一
届 活 动 共 签 约 项 目 161 个 ， 签 约 金 额
197.392亿美元，实际落地项目97个，项目
合同金额 67.83亿美元。合作领域涉及电子
信息产业、IT 配套产业、汽摩零部件、金
属冶炼、制造业、现代农业、商业、金
融、服务业、基础设施建设等。

“重庆区位优势明显，产业技术雄厚，
政策支持突出，必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台商
台企看好重庆、落户重庆。全国台企联愿
进一步加强与重庆市的联系与合作，为促
进两岸交流与发展携手努力。”全国台企联
荣誉会长王屏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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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9月外销大陆订单同比增长31%
据新华社台北电（记者傅双琪、吴济海） 台湾当局经

济事务主管部门10月20日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9月台
湾企业外销到大陆 （含香港） 的订单达143.6亿美元，比上
月增长11.4%，比去年同期增长31%。

统计数据显示，9月台湾企业大陆订单以电子产品增加
最多，同比增加57.8%；光学器材次之，同比增加22.3%。

此外，台湾企业来自美国、日本和东盟的外销订单9月
也都实现同比增长，分别增长 11.1%、10.1%和 8.8%；来自
欧洲的外销订单则同比减少12.2%。

据统计，今年 9 月台湾外销订单总金额为 500.3 亿美
元，比上月增加 10%，比去年同期增加 9.9%。按主要货品
类别统计，外销订单金额前三名为电子产品、信息通信产
品和光学器材。

台 湾 再 现 新 冠 肺 炎 输 出 病 例
新华社台北10月21日电（记者傅双琪、吴济海） 台湾

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21日举行记者会介绍，台湾近日接
获日本通报，检出 3 例自台湾入境的新冠病毒抗原阳性个
案，目前已启动疫情调查。

据指挥中心介绍，这3个案例都是台湾人，都在入境日本
时在机场检验出新冠病毒抗原阳性。其中一位是未满周岁的
男婴，与家人在日本生活，今年1月返回台湾，10月12日再次
入境日本；第二位为30多岁女性，10月14日赴日，这两个案例
目前均无症状。第三位是1岁男童，今年1月从日本返回台湾，
9月28日曾因发烧和呼吸道症状就医，此后症状缓解，10月14
日赴日。

目前台湾方面已确定155位在台接触者，其中114人进
行核酸检验，结果为阴性，另有33人进行核酸和血清抗体
检验也都为阴性。

指挥中心同时通报，台湾 21 日新增 1 例境外输入新冠
肺炎确诊患者，为来台就学的印度尼西亚籍男性，10 月 5
日抵达台湾，在防疫旅馆隔离期间出现咳嗽和喉咙痛等症
状但未通报防疫单位，10 月 20 日隔离期满后自费采检确
诊，目前住院隔离中。

这是台湾连续第三天出现新冠肺炎新增病例，截至目
前，台湾累计544人确诊。

本报香港10月 21日电 （记者
陈然） 今年适逢中国与意大利建交
50周年，香港艺术馆首次与意大利
乌菲兹美术馆合办“波提切利与他
的非凡时空”专题展览，作为庆祝
中意文化交流的项目之一。展览于
本月23日起向公众开放，展示15世
纪至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特
色和文化，展期至明年2月。

本次展览由意大利乌菲兹美术
馆借出42件展柜馆藏，透过人物肖
像和宗教题材的描绘，反映出文艺

复兴时期艺术家所追求的人文主义
精神。展览以桑德罗·波提切利的作
品为主轴，同场亦展出菲利普·利皮
及其他大师的重要作品，重现他们
携手推动历史上新时代序幕的历史
故事。

本次展览由特区政府康乐及文
化事务署和意大利文化遗产、活动
和旅游部联合主办。因疫情影响，
香港艺术馆限制馆内人数，所有参
观人士进场前须接受体温检测并全
程佩戴口罩。

香港展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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