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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 是一个现代、自由、高质量、
互惠的大型区域自贸协定，标志着当前世
界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
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国台办发
言人朱凤莲日前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在大陆的台资企业可充分享受RCEP
成员方关税及原产地规则优惠，打开更广
阔市场。

RCEP 正式生效后，大陆台企即刻享
受关税优惠利好。

1 月 1 日当天，南京海关下属常州海
关、南通海关等 16 个隶属海关共签发
RCEP 项下原产地证书 36 份，证书金额
548.35 万美元。凭借这些原产地证明，预
计货物可享受进口成员方关税优惠 34.96
万元人民币。近期，不少在厦门台资企业
也踊跃申领 RCEP项下原产地证书。台商
形容 RCEP关税优惠利好是“实实在在的
真金白银”。

RCEP 生效后，昆山台协会在官方微
信号上专门推送了一篇解读文章，详细分
析 RCEP释放的利好和重要意义，在台商
群体引发关注。会长孙德聪说，在大陆的
台企可享受 RCEP成员方关税及原产地规
则优惠，这是大陆落实台胞台企同等待遇
政策的具体体现，为大陆台商创造更多机
会进入更广阔国际市场。

厦门台商协会会长吴家莹认为，RCEP
生 效 不 仅 有 利 于 岛 内 台 企 台 商 “ 走 进
来”，到大陆投资兴业，更有利于大陆台
商“走出去”，立足大陆走向区域和全球
市场。广大台商台企将进一步融入大陆全
面深化改革与扩大对外开放的大格局。

RCEP现有 15个成员，包括中国、日
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东盟10
国，从人口数量、经济体量、贸易总额等
三个方面看，均占全球总量约 30%。货物
贸易零关税产品数整体上超过 90%，服务

贸易和投资开放水平显著高于成员国间原
有双边自贸协定。

台湾地区未加入 RCEP，台商担忧将
对岛内出口导向型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吴 家 莹 认 为 ， 短 期 影 响 在 于 台 湾 对
RCEP 成员的出口贸易将受到冲击；中
长期影响是对台湾产业升级、企业海外布
局等造成影响。

如何破解台湾地区未加入 RCEP 的
冲击？

孙德聪向岛内业界支招：“台商要用
好在大陆的优势，还没来大陆投资的可以
赶快来。因为产品自大陆销往各成员方市
场比自岛内出去更便捷且成本更低。”

台陆委会日前对 RCEP 说三道四，称
大陆投资环境面临很多挑战，向台商发出
所谓“风险提示”。对此，吴家莹直言，
民进党当局的说法明显是自欺欺人。

他认为，实际上，RCEP 生效有利于

推动大陆消费升级和新业态发展、吸引外
商直接投资，推动大陆对外直接投资，带
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并为大陆新发展
格局提供巨大助力，为台商带来的是更多
机遇。

“到任何地方投资都会有风险挑战，
相比世界其他地方，对台商而言，大陆拥
有最佳的投资环境。”孙德聪说，两岸语
言文化相通，大陆营商环境优良、法律法
规健全。“这里是世界工厂，且拥有潜力
巨大的消费市场，这一切都将吸引更多台
商到大陆投资。”

“大陆仍是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
内，台商台企投资兴业的最佳选择和最大
机遇，也是台湾经济繁荣和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有力支撑和坚强后盾。”全国台企联
会长李政宏认为，两岸经济合作既是客观
需要，也是大势所趋。

在他看来，大陆疫情防控得当，经济
率先恢复，成为世界经济增长重要引擎，
也对台湾经济形成强有力拉动作用。“十
四五”规划实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不断形成、RCEP 生效以及一系列惠台利
民政策措施出台落实，都为广大台胞台企
在大陆发展创造了更广阔空间。

民进党当局近年不断抛出所谓与大陆
经济“脱钩”论调，推行所谓“新南向政
策”，吴家莹认为，这只是其博眼球的伎
俩。台湾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体，要想改
善发展经济，必须倚靠大陆市场。台湾的
要素资源结构决定了其经济发展必然与大
陆紧密联结，试图与大陆“脱钩”无异于
自杀。

（据新华社北京电）

RCEP生效有何利好？大陆台商这么说
新华社记者 石龙洪 付 敏 陆华东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1月1日正式生效，受到台商台企高度关
注。多位大陆台商受访指出，大陆台企可充分享受关税优惠等重大利好，将助力其更
好开拓区域和世界市场。对此，大陆台商深感振奋。

徐 骏作 （新华社发）

在立陶宛方面近日对设立“驻立
陶宛台湾代表处”表露悔意后，民进
党当局加大了“金元外交”攻势，表示要
为立陶宛和台湾企业合作提供10亿美
元基金。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哪怕
民进党当局耗尽家底，也撼不动作为
国际社会普遍共识的一个中国原则。

从陈水扁主政开始，民进党当局
就格外热衷于“金元外交”。用纳税人
的血汗钱买所谓的“国际支持”，既能为

“台独”撑门面，还能打着“外交机密”的
幌子不受监督地花钱，民进党无良政客
当然食髓知味。过去，岛内“金元外
交”弊案频发，但曝出的真相不过是
冰山一角，岛内民众始终搞不清民进
党当局究竟花了多少钱，钱流向何
处，又买到了什么？

立陶宛政府去年底不顾中方严正
交涉，允许民进党当局设立“驻立陶宛
台湾代表处”。中国政府将中立两国外
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后，立陶宛因此付出
了方方面面的代价。这可以为外界提供
一个观测视角，看清民进党当局“金元外
交”的实质，不过是败台湾的家，把他人
拉上“反中”贼船，害人害己。

立陶宛政府泥足深陷、内外交

困，支持率直线下跌至17%。2/3立陶
宛民众表示反对该国目前的对华政
策，仅有 13%表示支持。立陶宛总统
不得不承认允许设立“驻立陶宛台湾
代表处”是个错误。立陶宛外交部副
部长曾叫嚣“就算支持台湾也能活得
好好的”，如今表示错误估计了惹怒中
国的后果，“没想到能造成如此大的经
济损失”。立陶宛影子内阁也发表声明，
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希望立政府纠正错误，将“台湾驻立
陶宛代表处”改名为“台北代表处”。

立陶宛的例子充分证明，民进党
当局给出的“金元”看似诱人，实则
有毒。经济账已毋庸细算，民进党当
局早前曾称将设立 2 亿美元投资基金
支持立陶宛企业，后又表示再拿10亿
美元发展双方企业合作，即便这些承
诺能兑现，也远远弥补不了立陶宛失
去中国大陆市场的损失，充其量是牺
牲老百姓利益肥了政客腰包。更大的
账，还是道义、公理和人心的账。世
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为了眼前蝇头小利而背信弃义，挑战

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上制造“一中
一台”，侵犯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损害中国核心利益，违背国际社
会基本准则，是逆大势而行、逆人心
而动，岂能有好下场？

“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设立之
初，岛内绿营一片欢腾。立陶宛总统
表露悔意后，绿营支持者又纷纷叫骂。
民进党当局常年搞“金元外交”，买回的
只是仅供“自嗨”和宣泄情绪的精神致
幻剂，却实实在在地伤害了两岸关系，
升高了两岸对抗，其结果只是让台湾
在国际上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让其
所谓的“邦交国”日趋归零。

正告民进党当局，“台独”是条绝
路，“金元外交”没有出路，任何逆历
史潮流、挟洋自重的图谋注定将以失
败告终。同时也要正告某些对民进党
当局抱有幻想的国家和政客，不要误
判形势、见利忘义、因小失大，被当
成“反中”棋子而不自知。“金元”
有毒，不要靠近！

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绝没有好下场
王 平

据新华社福州1月16日电
（记者许雪毅） 记者从福建晋金
供水有限公司获悉，2021 年福
建向金门供水 633 万吨，日均
供水约 1.73 万吨。目前，金门
民生用水逾七成来自福建供水。

据福建晋金供水有限公司
总经理洪佳兴介绍，2021 年供

水 比 2020 年 增 幅 达 16.15% 。
2021 年 11 月以来日均供水达 2
万吨，创下日均供水量新高。

2021 年春天，台湾地区遭
遇几十年来最严峻的缺水问
题。与福建一水之隔的金门虽
然也面临同样旱情，但受益于
两岸供水工程，金门乡亲的生

活用水得到充分保障。
洪佳兴说，目前福建向金门

供水占金门县自来水厂日常供
水总量的 73%，金门民生用水依
靠地下水占比从68%降至14.3%。

“金门百姓既喝上了‘放心水’，又
保育了‘地下水’。”他说。

福 建 向 金 门 供 水 工 程 自
2018 年 8 月 5 日正式通水以来，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已累计
安全供水1245天。

本报北京1月16日电 （记
者汪灵犀） 记者近日从广铁集
团获悉，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中
欧班列开行数量实现大幅增长，
创下历史新高，全年开行 385
列、同比增长46.9%，开行线路累
计达 19条，共运送防疫、民生和
产业链物资 20.3 万吨，辐射亚
欧15个国家20余个城市。

2021年12月31日下午，随
着一声响亮的长鸣，首列满载
着 100 个 标 准 集 装 箱 货 物 的
X8428 次中欧班列从新建成的
广州国际港缓缓驶出，预计 15

天后将抵达波兰马拉舍维奇。
这是粤港澳大湾区 2021 年开出
的第 385 趟中欧班列。至此，
2021 年大湾区中欧班列开行数
量创下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23
列、增幅 46.9%，日均开行 1趟
以上；全年共计运送物资 20.3
万吨，其中口罩、药品、消毒
用品等防疫物资 3524 万件，共
计14.67万吨。

据广铁集团货运部相关负
责人介绍，今年粤港澳大湾区
中欧班列新增了“广州—波兰
马拉舍维奇”“广州—乌克兰敖

德萨”“东莞—乌兹别克斯坦塔
什干”“深圳—老挝万象”等多条
线路，“朋友圈”队伍不断扩大。

粤港澳大湾区中欧班列自
2013 年首开以来，开行频率从
最初的每周 1 趟提升到如今的
日均 1 趟以上；货物种类从最
初主要服务电子产业到目前涵
盖数码产品、家用电器、纺织
服饰等上千种产品，开行线路
越来越多，班次越来越密，覆
盖城市越来越广，助力大湾区
及周边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走向世界。

开行线路累计达19条 辐射亚欧15个国家

粤港澳大湾区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创新高
开行线路累计达19条 辐射亚欧15个国家

粤港澳大湾区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创新高

1月15日凌晨，中交
一航局施工的深中通道
E16管节沉管在珠江口伶
仃洋海底成功实现毫米级
对接。深中通道海底隧道
全长 6845 米，目前建成
沉 管 隧 道 已 超 3000 米 。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
联通工程，深中通道正在
加紧建设中。图为1月14
日，“一航津安 1”号沉
管运输安装一体船搭载
E16管节准备浮运前往珠
江口伶仃洋安装现场。

卢志华摄
（新华社发）

深中通道建成沉管隧道超深中通道建成沉管隧道超30003000米米

大湾区首趟跨境电商年货专列。 （广铁集团供图）

1月15日，安徽省合肥
市庐江县台湾农民创业园
1.2 万平方米国际标准化智
能联栋大棚内，10 万株蝴
蝶兰艳丽绽放，工人们正
抓紧时间定型、修整蝴蝶
兰，投放春节市场。图为
工人正在给盛开的蝴蝶兰
修整、定型。

左学长摄
（人民视觉）

花开迎新年

金门民生用水逾七成来自福建金门民生用水逾七成来自福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