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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年内台湾不涨电价”，这张民进党 6 年
前上台时开出的“空头支票”，近日宣告跳票。
民进党当局经济主管部门日前决定，7 月起全
台平均电价上调 8.4%，其中高压、特高压的产
业用电大户调涨 15%。从“台湾绝不会缺电”
到全台频繁大停电，从“不涨电价”到涨价没
商量，民进党牛皮一再吹破，“发夹弯”一再出
现，令岛内舆论哗然。

去核电代价高昂

调涨电价会得罪选民，然则民进党当局为
何非涨电价不可？火烧眉毛，不得不尔。据岛
内媒体报道，公营的台湾电力公司 （以下简称

“台电”） 今年可能会亏 1500 亿元到 2000 亿元
（新台币，下同），电价不涨，台电挺不住了。

民进党当局称，涨电价是因为国际燃料价
格上涨，但岛内舆论指出，真正原因是民进党
的“非核家园”政策导致发电成本增加。台湾
能源专家陈立诚表示，民进党当局新能源政策
的两大重点，就是“以绿电取代核电”“以气电
取代煤电”，都是用昂贵的发电方式，取代便宜
的发电方式。过去，当核电六部机组正常运转
时，每年可发400亿度的电，每度发电成本仅1
元。而民进党当局规划以同样无碳的绿电取代
核电，例如离岸风电和太阳能每度电的平均成
本是 5 元，用这种“绿电”取代核电，每年发
电成本就要增加1600亿元。

台湾清华大学工程与系统科学系教授叶
宗洸说，台电今年的发电成本飙涨，火力发
电 （包含燃煤与燃气） 比例过高是主因。台
湾整体火力发电占比已连续两年上升，去年

的火电占比更高达 83.4%。在核二 1 号机于去
年 7 月停止运转后，今年全年的火电占比一
定 还 会 增 加 ， 导 致 发 电 成 本 “ 完 全 没 有 下
降”的可能性。

台湾 《远见》 杂志发文表示，就算国际燃
料价格不变，台湾还是要涨电价，原因很简
单，就是失衡、不切实际的能源政策所致。涨
电价只能给台电增加 290 亿元营收，亏损仍然
超过千亿元，未来几年发电成本还会增加，至
少都是“千亿”起跳。所以台湾还会迎来第二
次、第三次的涨价，恐要迎来“电费涨不停”
的时代。

如此“非核家园”

除了补亏空，民进党当局涨电价恐怕还有
另一层用意，就是减少用电量以缓解缺电危
机。民进党上台以来，岛内包括缺电在内的

“五缺”问题日益严重。近几年来，台湾各地频
频发生停电事故，去年 5 月甚至两度发生全台
大停电，今年入夏以来，台北市大同区和信义
区已接连于用电高峰时段停电。有岛内民众自
嘲，缺电、停电在台湾已成为一种常态。

今年夏季用电高峰还没到来，台湾的供电
警讯已经屡屡响起。台电近日表示，尖峰负载
连续4天刷新历年6月份纪录、连续2天创历史
用电量新高；6 月 23 日，供电信号灯橘灯一度
亮起，发出“供电警戒”。台电预估，7月份用
电量尖峰负载将突破4000万瓦。

民进党提出2025年将能源结构调整为天然
气发电占 50%、燃煤占 30%、绿色能源占 20%。
然而现实很骨感，一方面台湾天然气只能依赖

进口，价格和供应都有不确定性，另一方面
“绿电”增长缓慢，填补不了核电缺口，只能依
赖高污染的燃煤发电，最后造出缺电、高电
价、高污染的“非核家园”，和民进党当初描绘
的美好画面大不同。

岛内民众被迫埋单

民进党上台前将“非核”口号作为选战利
器，迫使花巨资盖好的核四电厂还未来得及发
电就被“封停”，当时岛内有识之士就指出，台
湾可以选择“非核”，但也必须承受电价上涨的
后果。果不其然，民进党错误的能源政策，如
今要所有台湾民众一起埋单。

为避免影响年底选举，民进党此次涨电价
暗藏小九九，不调涨代表选票绝大多数的住宅
民生电价，调涨负担几乎全落在工商界。台湾

《经济日报》社论指出，这一做法只会让原本就
脆弱的能源政策更加左支右绌，不仅进一步增
加缺电危机，更形成下波调涨电费的压力。

台湾 《联合报》 发表评论表示，民进党当
局选在通胀压力沉重的时候调高电价，定会让
已不断上涨的物价雪上加霜。虽然仅调整用电
大户的电价看起来未直接冲击民生，可仍会反
映到终端消费物价上，民众还是要承受电价上
涨的压力。

台湾资深媒体人赵少康认为，民进党因为
选举不敢涨民生用电，只涨工业大户，但工业
大户也生气，表示将来会出走。他痛批，民进
党的能源政策彻底失败，“错误的政策比贪污还
可怕，而且这个问题以后会不断发生，像梦魇
不断缠着我们。”

新华社香港电（记者陆芸、李柏涛） 一项
新政策的出台，让法国人卢俊义强烈地感到
把公司设立在中国香港是一个“再正确不过
的选择”。

去年10月，由法国与比利时公司合资的新
曦资产管理公司在香港拿到营业牌照，卢俊义
担任首席执行官。公司通过“沪港通”“债券
通”等互联互通机制购买内地的股票和债券，
帮助欧洲的投资者分享中国发展机遇。

“进入中国市场太重要了，这也是我们为什
么选择在香港成立公司的原因。通过互联互通
制度安排，我们可以每天购买中国的债券和股
票，流动性大大增加。”卢俊义说。

近日，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机制
再扩容。内地与香港利率互换市场互联互通

（简称“互换通”） 将于6个月后启动。这意味
着境外投资者可以通过该机制购买中国市场的
金融衍生品，满足其管理利率风险的需求。

“‘互换通’可以帮助我们对冲风险，我
们也计划在未来推出衍生品产品供投资者选
择。”卢俊义说。

在“互换通”发布当日，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基金 （ETF） 也正式纳入内地与香港股票市
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从股票到债券再到衍生

品，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不断深入，
越来越多的外资机构搭上了中国发展的快车。
而境外机构的差异化需求也加速了内地金融市
场的创新和发展，提升了市场流动性，形成良
性循环。

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5 月，境外机构透
过“债券通”等渠道持有债券的数量约3.7万亿
元，比“债券通”开通时的数量上升超过 3
倍；总交易额也由 2017 年 7 月的 310 亿元增加
至2022年5月的6750亿元。

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吸
引了越来越多的外资金融机构在这里设立全球
或区域总部。中国持续的扩大开放也增强了它
们长期扎根香港的信心。

全球投资管理公司景顺固定收益亚太区主
管黄嘉诚告诉记者，随着市场准入的便利化，
投资中国资产的机构类型也不断增加，从传统
的零售基金扩大到外国央行或货币当局、主权
财富基金、商业银行和养老基金等。

黄嘉诚说，在岸人民币债券与中国股票市
场、其他主要债券市场的相关性都较低，这为
全球投资者提供了良好的多元化投资机会；且
在岸人民币债券的历史违约率远低于全球其他
市场，这也为投资者提供了独特的价值。

“事实上，海外投资者对于在岸人民币债券
还是低配的。我们长期看好人民币国际化带来
的全球资金流入。”黄嘉诚说。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债券市场。央行数据显
示，截至2021年年末，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
债券规模达到 4 万亿元，约占全市场总托管量
的3.5%。

对国际投资者来说，这意味着广阔的市场
空间。卢俊义说，欧洲投资者对人民币资产的
需求非常大，随着人民币持续国际化，公司将
在未来几年增持人民币债券，特别是绿色债
券。“中国注重环境保护和节能减碳，这和我们
的投资理念非常契合。我们会购买更多的绿色
债券。”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此前指出，
借着与内地的紧密联系，香港可带动全球资金流
入内地碳市场。特区政府将把握国家“十四五”
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和“一带一路”等机遇，
推动香港成为绿色和可持续金融枢纽。

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互换通”将
与“债券通”产生良好的协同效应，进一步提
升内地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深度及广度，也会
为香港金融机构创造更大机遇，提升香港作为
国际风险管理中心的地位。

“非核家园”政策导致电荒难解

民进党不涨电价的牛皮吹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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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上午，香港警察学院举行结业会操，这是警察学院首次全面以中式步操进行的结业会操。图为国旗护卫方队以中式步操步入会场。
中新社记者 李志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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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厦门电 （记者付敏、
洪雁） 作为第十四届海峡论坛的重
要项目之一，“共同家园 共同记忆
——闽台关系档案文献展”7月9日
在厦门集美塔开展。

展览以“闽台两地建设共同家
园、两岸人民留存共同记忆”为主
题，分为隶属与共、开发同功、文
韵联芳、共御外敌、交流融合等几
个部分，包括150余份档案，100余
份历史图片，200 余张照片档案。
展览再现自明清以来闽台间真实历
史面貌，深化两岸同胞对闽台历史
渊源的正确认识，进一步增强中华
文化认同，助推两岸同胞心灵契
合、海峡两岸融合发展。

开展仪式上，全国台联会长黄志
贤致辞表示，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
同根同源，是 2300 万台胞的主要祖
籍地，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命运与共，
两岸文化祖同宗、语同音、曲同调、俗
同风、食同味，福建在探索两岸融合
发展新路上具有天然优势。

“本次展览是‘迁台记忆’档案文

献工作成果的集中展现。全国台联
将一如既往地支持福建推进两岸融
合发展，支持加大两岸有关资源抢救
保护和开发研究等工作。”他说。

参观完展览后，厦门台商协会
会长吴家莹说：“1987 年台湾开放
对大陆探亲、厦门设立杏林台商投
资区、2002年的湄洲妈祖金身首次
巡安台湾、2018年福建向金门供水
等等，这些事件都是两岸融合发展
的具体体现。作为‘台胞台企登陆
的第一家园’，福建是大陆台资企业
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也是两岸各领
域交流合作最密切的地区之一。推
动两岸融合发展，夯实两岸和平统
一基础，是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
内的两岸同胞的福祉的。”

本次展览由国家档案局、全国
台联指导，福建省台港澳办、福建
省档案局、厦门市台港澳办、厦门
市档案局支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馆、福建省档案馆、福建省台联、
厦门市档案馆主办，厦门市集美区
人民政府承办。

闽台关系档案文献展在厦门开展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苏万
明）“笔墨丹青绘湾区——庆祝香港
回归祖国25周年美术作品展”7月9
日在香港中央图书馆启动。展览共
展出 116 件美术精品，旨在借助内
地及港澳美术家们的画笔，记录描
绘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实践，展望香
港美好未来。

展 出 的 116 件 美 术 精 品 选 自
2000 多件全国各地美术家新作，其
中包括12位香港美术家、8位澳门美

术家的作品。重点题材涵盖“中央援
港，同心抗疫”“建党百年在港澳”“香
港国安法正式颁布”“驻澳部队官兵
携手澳门市民共同抵抗风灾”“港珠
澳大桥建成通车”“香港高铁通车”等
丰富内容，承载了 25 年来发生在大
湾区的历史性事件及重要发展变革。

展览以四城巡展方式举行，继
6 月 24 日北京展在国家博物馆揭开
帷幕后，还依次在香港、澳门、深
圳进行展览。

笔墨丹青绘湾区

116件美术精品亮相香港庆回归

“我们从长江走来——第十二届台湾学生天府夏令营暨长江生态研习
营”活动近日走进四川阿坝卧龙中华大熊猫苑。海峡两岸学子除近距离观
察大熊猫外，还亲自“下厨”为大熊猫制作口粮。图为海峡两岸学子展示
为大熊猫制作的窝窝头。 中新社记者 刘忠俊摄

本报北京电（记者柴逸扉） 国
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7 月 8 日应询表
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
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会一些议员有
关错误言行干涉中国内政，纵容支
持“台独”分裂活动，十分危险。

民进党当局企图拉拢外部反华势力
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有记者问，美国联邦参议员斯
科特7月7日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并
鼓吹与台加强合作。对此有何评
论？朱凤莲作上述回答。

国台办发言人：

美国会议员纵容支持“台独”，十分危险

近年来，福建省厦门市依托山、海、溪流等资源，持续推进健康步道
建设，为市民提供健康休闲、亲近自然、通山连海的线性步行空间，展现
山、水、城的自然之美。图为游客在厦门山海健康步道云海线东渡段休闲
漫步。 曾德猛摄 （人民视觉）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黄茜
恬） 香港贸易发展局近日举行记者
会宣布，第 32 届香港书展将于 7 月
20日至26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
行，书展期间将举办超过 600 场讲
座及文化活动。

据介绍，今年书展的年度主题
为“历史文化·城市书写”，并以

“从香港阅读世界：忆·写香港故
事”点题，体现香港独有魅力。

香港贸发局副总裁张淑芬在记

者会上表示，本届书展主题别具
意义，香港从小渔村发展至国际
大都会，无数精彩书籍及隽永文
字记录了沿途的点滴，引领读者
穿梭历史文化长廊，细细品味香
港城市足迹。

今年书展将与香港运动消闲博
览、零食世界同期举行，预计三大
展览可吸引逾 700 家展商参与，入
场人士只需手持一票便可畅游三场
展览。

第32届香港书展将于7月下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