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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月 14日电 （记者金
晨） 针对 1 月 14 日美常驻联合国代
表克拉夫特与蔡英文视频通话，国
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当日应询表示，
我们坚决反对台美图谋借官方往来
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行径。世界上

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
分。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
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正告
民进党当局立即停止任何形式的与
美勾连。“倚美谋独”只会自取其
辱，必遭严惩。

据新华社香港电（记者周文其、丁梓懿） 针对
香港特区政府要求现职公务员宣誓或签署声明拥护
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香港社会各界纷纷表示支
持，认为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和对特区政府
负责，是公务员应当遵守的政治伦理，通过宣誓或
签署声明的形式加以明确，有助于进一步规范公务
员的行为。

为加强公务员对其公职身份期望和责任的认
知，特区政府公务员事务局决定要求所有现职公务
员宣誓或签署声明，并将在1月的通告中向现职公务
员交代有关签署声明的安排。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理事长卢文端
说，特区政府公务员团队是贯彻落实“一国两制”、
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具体操作者，拥护基本法、效
忠香港特区和对特区政府负责是他们最基本的履职
条件。“通过宣誓或签署声明，有助于确保管治不会
出现原则性的问题，维护好香港的繁荣稳定和长治
久安。”

“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副秘书长黄英豪律师说，
根据香港国安法，香港特区居民在就任公职时应当
依法签署文件确认或者宣誓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
特区。这一要求与香港基本法第 99 条、第 104 条等
条文的精神是相辅相成的。由此可见，公务员宣誓
或签署声明属于法定责任，不容回避。

香港执业大律师吴英鹏说，2019 年开始的“修
例风波”对香港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造成了破坏，
这一过程中个别公职人员参与了违法活动。因此有
必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保证公务员效忠特区和
拥护基本法，进而确保特区政府有效运作及维护国
家安全。

有反对派妄称宣誓是禁锢公务员的思想及扼杀
言论自由，受访人士对此极不认同。他们表示，有
关要求是公务员必须遵守的政治伦理和必须承担的
法律责任，与言论自由无关。

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副主席傅健慈说，公务员
属于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特殊职业，宣誓不仅是
公务员的法律责任，也是重要的政治伦理。放眼全
球，许多国家都有关于公务员宣誓的制度安排。若
连这样的基本政治伦理都不愿意遵守，那就很难成
为一名合格的公务员。

特区立法会议员梁美芬说，德国、日本等许多
国家都对公务员宣誓有相关规定和要求，可见公职
人员宣誓以示对国家和社会负责是国际惯例，香港
特区政府的公务员也不应例外。只要出任特区政府
公务员，就必须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

卢文端说，少数人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反对公
务员宣誓，目的是给日后有人以公务员名义组织、
参与各种反政府活动大开方便之门。他们所谓的言
论自由违背政治伦理和法律要求，广大市民都不会
接受和认可。

据特区政府介绍，已有超过 3000名公务员完成
宣誓或签署声明的程序。多位受访人士对此予以肯
定，认为这是香港社会正本清源的重要一步。

吴英鹏说，数千名公务员完成宣誓或签署声
明，反映香港国安法第 6 条在特区得到有效执行，
也反映香港基本法第 99 条和第 104 条所体现的法律

精神得到充分尊重。这是香港社会正本清源重要的一步。
傅健慈说，特区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表明，明确公务员团队政治责任

和规范公务员行为的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希望未来能加快进展，确保公务员
的行为符合基本法要求和广大市民的期盼。

就未来如何更好地确保公务员遵守誓言、忠诚履职，香港高等教育评议
会秘书长周文港指出，公职人员宣誓不仅是一种形式，更具有法律效力，包
括公务员事务局在内的各相关部门，需要时刻检视公务员宣誓履职及执行相
关公务员规例的情况，令宣誓的效果得以彰显。

黄英豪强调，特区政府在完成公务员宣誓或签署声明的工作后，应及早
订立计划、做好安排，对所有公务员进行宪法、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的教育
培训，保证公务员更好地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促进“一国两制”在
香港的实践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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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反对台美图谋借官方往来挑战一中原则

落户上海松江区 21 年后，台资
企业达丰 （上海） 电脑有限公司有了
新的“身份”——东华大学学生校外
实习实践基地、华东政法大学教育基
地、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产学合作教育
基地。

达丰 （上海） 电脑有限公司董事
长黄健堂代表公司近日与三所高校签
署了合作框架协议。这位 75 岁的资
深台商当年曾为台湾广达集团拓展大
陆市场落下“第一子”，如今又带领
企业助力在沪台生迈好职业生涯“第
一步”。

“企业发展离不开人才，与高校

签约让更多学子到企业实习、学以致
用，对企业来讲也是莫大的帮助。”
黄健堂说。

除了达丰电脑，台积电 （中国）
有限公司、海昌隐形眼镜有限公司、
上海永大电梯设备有限公司、上纬新
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合晶硅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落户松江区的知
名台企当日也与三所高校“牵手”。

根据协议，台企将作为高校学
生实习实践基地为学生修读实践类
课程提供方便，接受一定数量的学
生并优先考虑台籍学生进行毕业实
习、专业见习。高校也将根据自身

办学特色、学科和人才优势，为台
企提供智力支持。

素有“上海之根”美称的松江区，
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策源地、上海
先进制造业高地，也是上海打造具有
全球影响力科创中心的重要承载区。
这里拥有汇聚众多知名高校的松江大
学城，也成为不少台资企业特别是高
端制造业台企“登陆”的首选之地。

近年来，越来越多台湾青年学子
选择在大陆求学、就业。目前，约有
300 位台湾大学生在松江大学城就
读。如何助力台生职业生涯“开好
头”，成了松江区政府、松江大学城

和台企共同探讨的课题。
2019年，松江区人民政府台湾事

务办公室在松江大学城启动“首届台
湾学生暑期研习营”。7位台生分赴各
大台企，完成了为期一个月的暑期实
践，也收获了难得的“职场初体验”。

上海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副主任王立新表示，近年来出台的一
系列惠台政策，为台湾青年来大陆、来
上海学习、生活、发展事业提供了有力
支持。高校与台企联手建立大学生实
习基地，将为两岸大学生与台企互融
互通搭建全新平台，也为台湾青年分
享大陆经济发展红利提供更多机遇。

荒腔走板

教育“新南向”是蔡英文当局所谓“新南
向政策”的重要一环。

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为了摆脱对大陆的
依赖，在李登辉和陈水扁的基础上推出“新南
向政策”，为此设立“新南向办公室”这个专门
机构，同时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政策协调及推
动执行。

按照台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2019至 2020
学年有 5.8万名“新南向”地区学生赴台念书。
看似成绩不错，但教育“新南向政策”却陆续
遭到各种打脸，被质疑挂羊头卖狗肉，已沦为
非法中介业者操作的一门“生意”。除了打黑工
和人身安全问题，中间依旧骗很大。

有越南高中毕业生通过中介赴台，在某科
技大学电子系产学班就读。为此她交了1500美
元手续费，并自备 1500 美元生活费，合计约 9
万多元新台币。但就读一年后，她发现学校安
排的实习与所学不符，竟然要当搬运工，与当
初想象有很大落差。

在沈阳台青会副执行长罗鼎钧看来，用
“新南向”将学生骗来，加上中介代办，背后是
否有“高人”指点迷津和利益输送，都值得好
好深挖。毕竟，政策操作不透明早已引发外界
疑虑。以“新南向办公室”为例，它直接对蔡

英文报告负责，不必接受任何机关的监督。
教育“新南向”效果如何，作为主要生源

地的印尼和越南最有发言权。越南女生不愿做
搬运工，最后无奈辍学回家。而印尼有关部门
已经明确发文表示，“不建议”学生赴台就
读。台湾私校工会理事长尤荣辉说，这其实就
是“禁止”的委婉说法。政策“踢到铁板”，谁
之责？

缘木求鱼

岛内高校也是有苦难言。
台湾预估 2020年新生儿仅为 16.4万人，创

史上新低，年度人口负增长成定局。而岛内有
12 所大专院校注册率未达六成，濒临“淹水
线”，校数之多，创近几年来最高。因为少子化
和老龄化严重，入学儿童年年减少，教师尤其
是高校教师过剩，他们的薪资与台湾其他军公
教人员一样，长年停滞不增。

前些年为解决高校招生“吃不饱”，台曾欢
迎大陆学生赴台就读。陆生的到来增添了人
气，也给部分学校增加了财务收入，维持了办
学资金。如今民进党当局在台上小动作不断，
种种“台独”作祟导致两岸关系趋冷，陆生赴
台人数持续下滑也就在所难免。

招生不足甚至面临倒闭的窘境，让岛内
高校不得不瞅向“新南向政策”的“大饼”。

但 饼 好 看 却 不 实 际 ， 很 难 一 口 吃 下 去 。 有
“侨生建教专班”花钱找海外中介招生，帮忙
寻觅东南亚学生入境就读。更有中介业者直
接到台高校，要求进行赴东南亚代办招生培
训。种种猫腻和乱象由此而生，也就见怪不
怪了。

说到底，想依靠东南亚生源填补陆生的空
白，无异于缘木求鱼。只是这一切的始作俑
者，到底是谁？

处处碰壁

实践大学前校长陈振贵认为，如要纾解高
校招生困境，还是得守住大陆这个最大的境外
生招生市场。两岸同根同源，没有语言障碍。
陆生人数众多，非东南亚可比。可民进党当局
却不这么想。在陆生纳入健保问题上反复算
计，丝毫不见诚意。就拿近期来说，持续将防
疫当“反中”操作，陆生返台就读行程历经千
辛万苦。

如今陆生与家长难免对台湾社会心生恐
惧，将赴台求学视为畏途。可在“抗中”“反
中”道路上一路狂奔的民进党，根本听不进去
逆耳忠言。要不怎么会对“新南向政策”心心
念念，甚至处处碰壁也不愿意回头呢？

被民进党当局视为“新南向政策”重中之
重的台商和台企，已经在越南、印度等多个国
家接连被坑；“新南向”力拼观光，推出“百万
东南亚游客游台湾”的优惠方案，应者寥寥，
业者更直言短期内无法弥补失去的大陆客团。
回首当初，民进党当局可是胃口很大，信心满
满声称，“新南向政策”将与 18 个目标国创造
互利共赢的新合作模式，建立“经济共同体意
识 ” 云 云 。 如 今 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协 定

（RCEP） 都签署了，台湾地区想入无门，“新南
向”更是难逃被持续边缘化的宿命。

台当局“新南向政策”在教育方面，无非
又是一个再失败不过的例子。如果一定要硬
拗，说“新南向”有所收获，那应该是收获了
个寂寞吧。在罗鼎钧看来，这无疑是台湾继诈
骗犯输出形成产业链后，另一个让别人瞧不起
的事情。

近年来，台湾岛内陆续传出东南亚学生充当廉价学徒工、中介买
卖学生等新闻。典型的如位于新北市的醒吾科技大学30名印尼学生到
隐形眼镜包装工厂打工，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控诉起来可用“血泪
斑斑”形容。还有马来西亚女生怀抱留学梦赴台读大学，结果却被歹
徒掳走杀害，震撼岛内外。

乱象的根源在民进党当局推出的教育“新南向政策”。这些年岛内
高校不断面向东南亚和南亚扩大招生，力图填补大陆招生的缺额，但
中间漏洞百出，有人总结概括为：大学拿补助款，中介抽人头费，台

“教育部”拼绩效，作为主体的境外生却成为“新南向”的牺牲品。

上海台企“牵手”高校

助台生迈好职业生涯“第一步”
新华社记者 潘 清

隆冬时节，福建省永春县桃城镇的果园里一派生机盎然。近年来，永春县立足生态、资源和人文优势，在致力于美丽乡村建设的基
础上，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进一步丰富乡村旅游发展内涵，有效助推乡村振兴。图为近日游客在当地网红果园休闲娱乐。

康庆平摄 （人民视觉）

1月 12日，广东中山，在做好防疫的同时，深中通道建设者冒着寒风
奋战在一线，开足马力抢工期。深中通道是连接深圳市和中山市的跨海大
桥，集“隧、岛、桥、水下互通”四位一体的世界级跨海通道工程。项目建
成通车后，由深圳到中山的车程时间将从2小时缩短为20分钟左右。图为建
设现场。 邱新生摄 （人民视觉）

开足马力抢工期开足马力抢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