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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月 谈

“这是过去即使两岸关系不佳也罕见的现
象！”这声惊呼来自近日的台湾《工商时报》。

到底怎么了？我们来看这样一组数据。台
当局经济事务主管部门日前公布统计显示：今
年前三季度核准陆资来台投 （增） 资金额为
3406.2 万美元，较去年同期减少 72.06%；前三
季度台湾方面核准陆资来台投资件数26件，较
去年同期减少 66.67%，9 月陆资来台投资件数
为零。这样的现象可谓极不寻常。

问题出在哪？岛内有识之士一针见血地指
出，民进党当局制造的人为障碍是主要因素，
他们态度的不友善及种种干扰，导致陆资入台
减少。

他们干了啥？我们稍稍来回顾下民进党当
局近年来对陆资陆企的做派，便能明白是非曲
直：为了限制陆资入台，民进党当局制定苛刻
条款，把“单层”陆资超过三成或陆资具实质
控制力的公司等算作陆资企业，严格控制其入
岛；同时，他们还修法禁止大陆OTT （网络串
流媒体） 业者透过代理形式登陆台湾。

在对陆资企业的打压上，民进党当局去年
先是根据新修订的“法条”禁止爱奇艺、腾讯
等影音平台在台落地，而后又对“淘宝台湾”
处以 41万元新台币罚款，并限期 6个月撤回投
资或“改正”，迫使淘宝台湾退出岛内市场。

此外，民进党当局所豢养的绿媒和网军还

齐刷刷地炒作海底捞台湾分店使用摄像头、意
图将“监视画面”传回大陆。他们疯狂渲染安
全威胁，叫嚣有关部门要“依法处置”。

陆资入台能增加岛内投资、提供税收、为
岛内业者提供合作和就业机会，同时也能丰富
台湾民众的消费选择，好处多多。但是民进党
当局“迫害妄想症”上身，胡诌陆资入台会导
致大陆掌控台湾经济命脉、威胁台湾安全，将
陆资陆企视为“炸药包”。也正是在这种意识形
态的驱使下，民进党当局近年来不断炮制恶
法，不择手段限制和阻挠大陆企业入台投资，
并且不遗余力地鼓吹“新南向”“台商回流”

“重组供应链”等概念，嚷嚷着要“分散经济风
险”，散布“两岸脱钩”论。

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只有想尽办法排斥
刁难陆资、封杀大陆产品、禁绝两岸交流，不
让台湾百姓从中获益，才方便自己制造“反中
仇陆”氛围，遂行“台独”图谋。

然而，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毕竟逆历史
潮流而动，违背时代大势和市场规律，影响不
了大局。统计显示，近 5 年来台湾对“新南
向”国家的出口成长率平均仅约0.52%，远落后
2008年至2016年的4.8%。民进党当局花了庞大
预算，成果却不增反减。另外，民进党当局一
次次乞求与西方国家签署 FTA，但迄今为止没
有下文；他们高喊着“欢迎台商回家”，但对于

投资者如何解决岛内的“五缺”问题束手无策。
相反，今年 1 月至 10 月，台湾对大陆 （含

香港，下同） 出口额达 1546.8 亿美元，为历年
同期最高，同比增长 26.5%。2020 年台湾对大
陆 （含香港） 出口额达1514.52亿美元，同比增
长 14.6%，占台湾总出口额的 43.9%。这些数据
都充分表明，两岸贸易依存度持续增强，两岸
经济融合发展持续深化。

在大陆有关部门的支持下，“31 条措施”
“26条措施”“农林22条措施”等涉及台胞台企
同等待遇的举措正不断落实落细，台商在大陆
的投资不断增加、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越来
越多的台企选择在大陆上市。从黑龙江的和牛
养殖到广西的火龙果种植，从江苏的科技产业
到四川的大健康产业，越来越多的台商台青选
择在大陆打拼，抓住发展机遇，实现人生价值。

两岸同胞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两岸
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大势不可阻挡。政治操弄终
究扭转不了历史规律、经济规律。若民进党当
局一味制造两岸对立，想靠“反中仇陆”获得
政治资本，只会加剧台湾经济“失血”，严重损
害岛内百姓的民生福祉，无异于“自寻短见”。

陆资入台大减七成，民进党还想推卸责任？
柴逸扉

近日，2021两岸 （川渝） 青年就业
创业发展交流会在四川成都举行。本次
活动以线上+线下的方式，邀请来自四
川、重庆、北京、上海、福建、广东、
江苏等省市的百余位青创基地负责人、
台青创客代表以及台北线上 50 余名岛
内青年代表，共同探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中的就业创业新机遇。

今年 10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规划纲要》正式发布，提出把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为具有全国影响
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
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交
流会期间，5个台青创业项目正式签约
入驻国家级海峡两岸双创平台——成都

（星点） 海峡两岸新经济创业园 （下称
“星点园区”），这正是台青看好成渝
“双城”发展机遇的注脚。

随着创业项目正式签约入驻成都星
点园区，小象赋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台青李永强实现了从“打工人”到

“创客”的身份转变。在他看来，台湾
青年要把握住成渝“双城”建设机遇，
用好各项惠台支持政策措施，积极融入
成渝双城经济圈发展。“我的创业项目
正是因为享受到成都高新区的金熊猫人
才政策以及在找资金、搭平台等方面的
积极协助，才实现了更好的发展。”李
永强说。

“唯有自己来实地考察过，才能真正

了解大陆发展的现状。”台青陈韵如此前
一直留在岛内发展，在星点园区台北离
岸基地的帮助下，她带着创业项目来到
成都，开启事业新起点。“在蓉申办企业
不仅效率高，工作人员还会耐心细致地
解答问题，让我们感受到政府和园区对
初创企业的关照与支持。”陈韵如表示，
自己虽落脚成都，却已通过成渝两地“两
岸青年创业伙伴计划”将事业拓展到了
重庆。“希望有更多台青来川渝发展，不
仅能找到事业发展的机会，也可以给自
己一个再次发光的人生舞台”。

台青郑明嘉是广州台湾青年之家创
办人，这次他带着 10 多名广州台青来
到成都寻找新的商机。“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的大背景下，这边的创业机遇、市
场机遇非常多。”郑明嘉表示，这些年来
他一直在搭建台湾与广州青年之间联系
的“桥梁”，现在应该鼓励更多在粤港澳
大湾区扎稳脚跟的台青到成渝地区寻求
新的发展。他希望能尽快建立起粤港澳
大湾区和成渝双城地区交流合作的大平
台，实现区域间更加高效的人才流动和
项目互通，助力台青拓展业务空间。

交流会上，由台资银行富邦华一银
行成都分行“助力台青在川渝地区就业
创业专案”正式发布。专案将向 40 名
川渝地区台籍高校学生提供学习在地金
融知识、了解金融就业市场的体验营和
研习营，并发放 5000 张川渝台胞信用

卡，全方位支持台青在大陆工作、生活
的金融支付需求。此外，专案还提出10
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用于满足
不同类型台商、台胞资金需求，解决融
资难、融资贵等问题。

“我们要让台湾的青年知道，祖国
大陆对于他们来大陆发展、就业、创业
是非常欢迎的”。星点园区负责人、台
商郭弘扬表示，今后将继续把园区品牌
活动“蓉漂茶叙（台北站）”做好，为岛内
青年与在川扎根的台青搭建交流互动的
平台，让还没有来过大陆的台青真切感

受祖国大陆的创业就业环境和“双城”
发展机遇。

交流会期间，主办方还举行了海峡
两岸青年创业就业示范基地经验交流座
谈会，并组织台湾青年在成都、德阳、
重庆考察青创基地与投资营商环境。全
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青委会主委周代
祥表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非常有
发展前景和活力的区位，很适合台湾青
年来参与。希望大家多了解这里的经济
布局、找准发展机遇，搭上快速列车，
融入到巴蜀大地的发展中来。

就业创业，台青演绎成渝“双城故事”
本报记者 金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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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香港西九文化区的亚洲首个全球性当代视觉文化M+博物馆近日向公众开放，所有访客首年可免费入场参观。M+博物馆设有33个展厅，展览空间约1.7万平方
米，规模与伦敦的泰特现代美术馆、巴黎的蓬皮杜艺术中心相当，也是香港最大的博物馆。图为开幕展传媒预览现场。 中新社记者 李志华摄

新华社香港11月22日电（记者
刘明洋）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
娥 22 日在出席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
谊会成立十五周年典礼时表示，香
港要保持繁荣稳定，港人要安居乐
业，离不开依靠中央。国家颁布香
港国安法、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奠定
了香港长治久安的基础。现在香港
可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
生，开创更美好未来。

林郑月娥说：“各位港区省级政
协委员爱国、爱港、有识见、有人
脉，希望各位为香港和内地开门搭
桥，寻找更多发展和合作机遇。”

12 月 19 日是完善香港选举制度
后特区立法会换届选举的投票日。
林郑月娥呼吁大家踊跃投票，积极
参与选举活动，选出热爱香港、有
抱负、有能力的爱国者，一起开创
美好未来。

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是在
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国务院港
澳办和香港中联办支持下，由全国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15 个副省级
城市政协的港区委员组成的爱国爱
港社团。自 2006 年 7 月在香港成立
后，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一直以

“服务国家、服务香港、服务委员”为
宗旨，现有会员近3000人。

香港中联办副主任谭铁牛、中央
驻港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署长郑雁雄、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刘光
源、解放军驻港部队副司令员郑国跃
等嘉宾出席了当日的庆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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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澳门 11 月 22 日电
（记者刘刚、李寒芳） 记者 22 日从
珠澳联防联控澳方工作组获悉，根
据当前疫情防控需要，经珠澳联防
联控机制协商一致，自 23 日 1 时
起，经珠澳口岸入境珠海人员须持
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现
有珠海出境疫情防控措施保持不变。

此前因应疫情变化，自10月19
日12时以来，经珠澳口岸入境珠海
人员须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结

果证明。
澳门特区政府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应变协调中心同日宣布，23 日 1
时起，所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前来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人士，须在登上
前来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交通工具
时，出示符合卫生当局要求的新型
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
证明有效时限由采样日后24小时内
调整为72小时内，未能出示的非澳
门居民可被拒绝入境。

第 21 届澳门美食节近日在当地举行。本届美食节共设 120 多个摊
位，参展商积极为游客和本地居民提供各式美食。图为摊位工作人员制
作美食。 香港中通社供图

据新华社厦门电（记者李慧颖） 第七届两岸学子
论坛近日在福建厦门开幕。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台湾师范大学、香港
中文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60余
所知名高校的290余名青年学子和台湾研究学者与会。

本届两岸学子论坛聚焦“传承与希望”，采取线下
会议与线上连线同步进行，由开幕仪式、专家学者及
研究生代表主题发言、两岸学子分论坛研讨会、微视
频展播和“两岸融合，你我共践”圆桌论坛等五个环
节组成，旨在通过青年学子间的前沿理论探讨及学术
观点碰撞，拓宽学术视野，激发思想创新，深化情感
友谊，共同致力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
任孙亚夫教授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致开幕词。孙亚夫表
示，青年是两岸关系的希望，两岸学子共同传承中华文化，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就有希望，两岸和平统一就有希望。

孙亚夫指出，“台独”分裂势力炮制“台独”文
化，要把台湾与大陆、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台湾同
胞与大陆同胞割裂开来，为其实现“台独”分裂目标
服务。只要两岸学子共同传承中华文化，就更能洞穿
和揭露“台独”文化是抹杀、割裂、歪曲历史的文化。

“两岸学子，血脉相连，同属中华民族，都受中华文化
哺育。中华文化在台湾根深叶茂，台湾文化丰富了中华文
化的宝库。中华文化把两岸同胞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
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维系两岸同胞共
同的精神纽带，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他说。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院特聘教授刘国深表示，两岸青年学子通过
两岸学子论坛这一平台共聚一堂，反思两岸关系在和
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更在博采众长的过程中共同成
长。经过点滴积累，两岸学子间的共鸣不断加深，涓
涓细流汇成大海。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表示，
尽管当前的两岸关系复杂严峻，但两岸青年学子始终
是两岸全方位交流合作的行动者，是两岸关系融合发
展的新血液，是两岸民众心灵契合的推动力。

本届两岸学子论坛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指
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海峡交流文化
中心主办，厦门大学研究生院、共青团厦门大学委员
会、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承办。

澳门调整相关进出境措施澳门调整相关进出境措施

两岸学子论坛聚焦传承与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