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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束，
民进党将继续执政，能源议题成为关注
焦点。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政客日前
提到能源政策时称“台湾不缺电”，还说
节能比开发新电源更优先。民众质疑，
尊重事实有这么难吗，要节电不就是因
为缺电压力山大？

过去8年民进党当局执政，其作为与
民众期待之落差不可以道里计。如今民
进党主导的台湾“2025 非核家园”目标
进入实施倒计时，多名主事官员频繁强
调“供电无虞”。现实情况果真如此？

进退两难

民进党政客的言论引来岛内网民群
嘲：“当然不缺电，只是会跳电而已。”“‘台
湾不缺电’，可以用爱发电。”还有人改写
古诗称：“才下眉头，‘缺’上心头”。

民众之所以如此不给面子，因为事
实就摆在那里。过去几年全台各地大小
停电不断。据报道，高雄市去年5月和11
月发生多次大规模停电。2022年 3月，岛
内突发大规模无预警停电，总停电户数约
549 万户。电力供应不稳成顽疾，受到各
界高度关注。台湾《联合报》刊发社论指
出，民进党当局表态避重就轻，回避缺电
事实。台湾电力公司（以下简称“台电”）
债台高筑，更让这种谎言不攻自破。

台电截至 2023 年底累计亏损达 3820
亿元 （新台币，下同）。台经济部门给出
的理由是受到输入性通胀和物价上涨影
响。岛内学者对此并不认同。台湾清华
大学工程与系统科学系教授叶宗洸受访
时认为，如今国际能源价格已经回跌，
亏 损 还 那 么 大 ， 主 要 跟 民 进 党 坚 持

“2025非核家园”这一躁进的能源政策有
关。“非核家园”要求在2025年不再使用
核能，并达到再生能源20%、天然气50%
及燃煤30%的能源发电配比目标。

叶宗洸认为，台电发电成本飙涨，
比例过高的火力发电是主因。作为对
比，不能不提核电的成本优势。过去数
部核电机组都正常运转时，每年供电超
过400亿千瓦时，当时的成本每千瓦时仅
1 元。可民进党为了配合“2025 非核家
园”，在绿色能源跟不上的情况下，只能
不断提高火力发电占比。结果就是，台
湾电价根本无法反映不断上涨的发电成
本。巨亏的台电也是有苦说不出。

如果不大幅调高电价，庞大的财务
黑洞单靠民进党当局预算根本无力填
补，台电只有走上破产一途；而要完全反映成本，
电价至少涨五到六成，势必带动物价跟涨，民意强
烈反弹自在预料之中。面对台电这个烫手山芋，民
进党当局也陷入两难。

视而不见

台湾的核电建设起步很早，价格低廉且供应稳
定，多年来为岛内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民
进党对此视而不见，上台后一心废核。有岛内政治观
察人士对记者表示，民进党在“党纲”里面有两样东西
不能动，一个是政治上的“台独”神主牌，另一个就是
能源上的反核神主牌。当局现任领导人蔡英文曾主
导“废核大游行”，高喊“核电归零”。台电最早于1978
年首次提议建设第四座核电厂。但在民进党的强力
杯葛甚至绝食抗议下，该项目历经多次停建、复建、延

期，最终被“封存停工”。
有台媒刊文认为，废核代价太高，

且随着日后核电机组不断减少，发电成
本将不断增加，电价只会越来越贵。这
恰恰是民进党当局不愿意告诉民众的
事实。当局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大力发
展可再生能源即绿电。可选举时画下
的“绿能大饼”，发展规模远低于民进党和
外界预期。台湾绿电从 2016 年 4.8%仅增
加到 2022 年的 8.3%。在这过程中，还衍
生出政商勾结、牺牲农地、渔获减少等
后遗症。

新年伊始，台湾多家主流媒体刊发评
论，呼吁民进党当局检讨、调整现行能源政
策。作为回应，民进党政客祭出“节能优
先”的挡箭牌。但民众是有记忆的。此前，
蔡英文当局就曾在夏季用电高峰推出过

“公务员关空调”运动。在酷热的夏季为了
节能的姿态而无视基层公职人员挥汗如
雨，自然遭到集体抗议，最后不了了之。

事实就是，“非核”、减碳和电力稳定、
廉价，目前在岛内难以兼顾实现。多名台
湾学者明确指出，2025年如按当前目标硬
要实现“非核家园”，台湾的缺电危机只会
更严重。有舆论则直接批评，做不到就是
做不到，“非核”目标“跳票”即将成为事实。

望而却步

据报道，民进党当局将于3月举行电
价审议会议。台电近日发表的声明也暗
示，电价上涨已势在必行。有网民吐槽
批评称，“不是说不会缺电吗？为何还涨
电价？选前一套，选后又一套！”

中国国民党“立委”谢衣凤表示，
调涨电价，到时工业用电成本上升转嫁到
民生产业，电价、物价齐涨才是民众最关
心的。该如何解决“涨声一片”对民生
的冲击？硬拗“不缺电”的民进党政客
没有给出答案。

民生冲击外，错乱的能源政策还给
岛内的长远发展带来更大隐忧。2022 年

“九合一”选举时，高雄、桃园的民进党
籍候选人疯狂鼓吹台积电要在当地布局
建厂。且不论其他，单是半导体产业所
需的量级庞大、持续稳定的电力供应，
民进党当局就完全无法保障。相关统计
显示，台积电停电1小时，便可能造成约
90亿元的损失。

没有稳定的电力供应，不光台积电
无法扩厂，原本有意赴台投资的外商外
企也望而却步。近期一份调查显示，“发

电稳定”“绿能进度落后”都是令外商担忧的重要因
素。台《经济日报》近日一篇专栏文章直指，“非核
家园”魔笛吹奏，成为现今台湾经济增长的“紧箍
咒”。台湾地区去年全年经济成长率粗估仅 1.42％。
台媒表示，2024 年经济状况若能回温，首要工作是
确保今夏的供电稳定。

6月至 9月的夏季用电高峰很快临近。电价何时
涨，用电咋补缺，又要让台上的民进党当局一个头
两个大。有人问，继续执政的民进党，能承担就职
到任后短期内就遭遇大停电的风险吗？估计没人敢
打保票。当然，民进党上台执政以来，早就虱子多
了不怕咬。除了供电不足，岛内近些年接连出现缺
蛋、缺药、缺水、缺地、缺人力等一系列问题。硬
拗“台湾不缺电”不是第一次，肯定也不会是最后
一次。有岛内民众无奈地告诉记者，没有完成下架
民进党的目标，大家也只能共同承担这样的结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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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月31日电（记者柴逸扉） 国台办发言人
陈斌华31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大陆是希望的沃
土，是台青成长成才、事业发展的大舞台。希望更多台
湾青年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闯一闯，相信他们一定
能开阔视野、把握机遇，在亲身参与两岸融合发展、民
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找到自身更大价值，实现自身更大
梦想，成为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

他还表示，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在青年。我们
热忱欢迎台湾青年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将继续会
同各地区各部门不断完善台湾青年在大陆学习、实习、
就业、创业等方面的制度、政策和措施，支持两岸青年
开展各式各样的交流合作，为台湾青年参与两岸交流和
融合发展创造更好条件，提供更多支持。

对于台北市表示会依往年惯例邀请上海市参加“龙
跃光城 2024台北灯节”，陈斌华表示，台北市举办灯节
活动邀请上海市参加行之有年，今年上海市会继续应邀
组团参加。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一家人之间本来就应该
多走动、多交流。

台北宁夏夜市近日因举办“科目三”舞蹈竞赛引发
关注。对此，陈斌华表示，这种新颖的创意方式很好。
民进党担忧所谓“舞统台湾”，如同他们禁止大陆螺蛳
粉输入一样，非常可笑。在绿营政客、“台独”分子眼
里，吃螺蛳粉会被“统战”，跳“科目三”会被“舞
统”，完全是“反中”反到反智。

他表示，两岸同文同种、同风同俗，两岸同胞特别
是青年人有一样的美食爱好、一样的文化品位，在流行
文化和生活方式上互为影响，再正常不过。民进党一些
政客和“台独”分子，跟不上年轻人的节奏，为政治私
利一味进行操弄，只会被年轻人所抛弃。

民航局 30日宣布取消 M503航线自北向南飞行偏置
和启用 M503 航线 W122、W123 衔接航线由西向东运
行。陈斌华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M503 航线的运行优
化调整是为缓解相关空域航路拥堵、保障航空安全、满
足亚太地区航空运输发展需要，也有利于改善两岸航班
运营，进一步便利两岸人员往来，符合两岸同胞包括两
岸民航界的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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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香港1月 31日电 （记
者王茜）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1月31
日发布 2023 年第四季度及全年的本
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显示，2023
年本地生产总值实质同比上升3.2%。

根据预先估计数字，2023年第四
季度本地生产总值同比上升 4.3%。

私 人 消 费 开 支 第 四 季 度 同 比 上 升
3.5%，2023年全年同比上升 7.4%。服
务输出及服务输入 2023 年同比分别
上升21.2%及26%。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经济在
2023年第四季度继续恢复，访港旅游业
和私人消费仍然是主要动力。受惠于

访港旅客人数在香港与内地和国际全
面通关后有所恢复，服务输出展现强劲
反弹态势。在住户收入上升及特区政
府多项措施的支持下，私人消费开支在
防疫措施取消后转为显著上升。

发言人认为，外围环境在2024年
仍将给香港货物出口带来压力。与此
同时，访港旅客人数应会随接待能力继
续恢复而进一步上升，特区政府致力推
动举办盛事也会带来额外的提振作用。

新华社香港1月30日电（记者孟佳） 香港特区行政
长官李家超 30日在特区政府总部主持“维护国家安全：
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公众咨询”记者会时宣布，特区
政府即日起正式展开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的公众
咨询，至2月28日。

李家超说，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必须做、要
尽快做，这是香港特区的宪制责任。香港社会经历2019
年港版“颜色革命”，大家都体验和明白到国家安全的
重要性，明白到国家安全风险是严重的，是真实的，是
可以突如其来的。加上地缘政治日益复杂，必须尽快修
补这块“短板”，早一日，风险少一日。

李家超说，立法建议采取以下原则：第一，“一国
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第二，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护根据香港基本
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和 《经济、社会
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适用于香港特区的有关规定享

有的权利和自由；第三，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
动，应当按法治原则坚持积极预防和依法惩治。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保安局局长邓炳
强出席记者会。

林定国表示，没有国家安全，大家都无法享有或行使权
利和自由，人身安全、财产也会受到威胁。香港基本法第二
十三条立法，针对的是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的人，目的是要
对所有人的生命、财产、投资、权利和自由提供更好保障。

邓炳强对咨询文件的内容及立法建议作了介绍。他
表示，特区政府是考虑了外国相关法律、现行适用于香
港特区的法律以及香港特区实际情况而提出建议。特区
政府会适当借鉴其他国家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但不会
把外国的法律全盘照搬到香港特区的法制内。

李家超说，希望可以尽快完成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
条立法，让香港可以尽早全神贯注，聚焦拼经济、拼发
展，让市民分享更多经济红利。

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展开公众咨询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展开公众咨询

近日，香港城市大学 （东莞） 一期校园正式启用，2024年将迎来第一批新生。据悉，香港城市大学 （东
莞） 是广东省重点建设项目，该校的建成对支撑东莞打造大湾区先进制造业中心、建设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
中心先行启动区具有重要意义。图为近期拍摄的香港城市大学 （东莞） 校园。 闫兰勤摄 （人民视觉）

数九寒冬，地处中国西南腹地
的贵州月亮山区迎来了这个冬天的
第一场雪。

哈气成霜的季节，担任九德村
幼儿班老师的姚玉兰内心却无比温
暖。过完春节，她和孩子们就将从
老旧的教室里搬到新建的砖混结构
教学楼里，开启不一样的新学期。

走进九德小学，新建的幼儿园
紧邻小学教学楼，是一栋刚竣工不
久的三层楼建筑，由澳门红十字会
筹资210多万元捐建。

“澳门帮扶村里修建了新幼儿
园，不仅彻底结束了村里没有独立
幼儿园的历史，也让更多孩子能够
就近入园。”姚玉兰高兴地说。

姚玉兰所在的九德村位于贵州
省从江县东朗镇，全村共有 430 户
2237 人 ， 几 乎 全 是 苗 族 。 今 年 1
月，全村登记的2岁至5岁的学龄前
儿童有145人。

此前，村里只有一个开办在村
小老旧木楼里的幼儿班。“为此，相
当一部分村民不得不舍近求远把孩
子 送 到 7.5 公 里 外 的 集 镇 上 幼 儿
园。”东朗镇工作人员说，还有个别

孩子干脆就不上幼儿园了。
从江县曾是中国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
口的 95%。一直以来，教育基础设
施薄弱、人口受教育年限低等是制
约当地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2018 年 5 月，澳门特别行政区
政府、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
政区联络办公室与贵州省政府签署
了首批 9 项帮扶协议，正式开启了
澳门对口帮扶从江县。

山海携手，澳门与从江结对以
来，陆续集结不少力量参与帮扶。
从帮助摆脱贫困，到如今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作为主要帮扶力量之一
的澳门红十字会在从江县相继援建
了 8 所学校，不断改善从江县教育
基础设施，提升从江县教育水平。

除此之外，澳门红十字会还筹
资在从江县捐建了 7 个村级卫生
室。从江县红十字会主任科员杨通
顺介绍，这些年，澳门遵循“从江
所需、澳门所能”的帮扶理念，持
续关注民生领域，用心用情持续帮
扶从江，澳门红十字会累计投入教
育、医疗领域的帮扶资金达 1500

万元。
在澳门捐资修建的顶洞村卫生

室里，村医罗启花正在给村民看
病、开药。这是一栋功能分区完善
的 2 层小楼，2 年前正式投入使用。

“在村里担任村医 19 年，这是我工
作过的最好的村卫生室，之前澳门
每年还出资组织村医去省里培训，
提升专业技能。”罗启花说。

位于从江县西山镇的顶洞村是
一个侗族聚居的村寨，过去村里简
陋的医疗卫生条件很难满足村民的
看病需求。如今的村卫生室是村民
心中的“健康守护站”。当记者询问
相继来看病的村民关于卫生室的修
建情况时，他们都知道这是澳门帮
扶的成果。

去年 10月，澳门各行业、社区
人员组成了回访代表团来到从江
县，看到澳门多年帮扶的项目在从
江县产生了积极成效，大家都很欣
慰。他们表示，将不断融入祖国的
发展事业，持续为从江县提供多元
的帮助。

（据新华社贵阳电 记者骆飞、
吴箫剑）

澳门持续帮扶贵州从江播撒爱的种子

据新华社香港电（记者孟佳） 最
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合
办的“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民商事
判决相互认可和强制执行新机制”研
讨会1月29日在港举行。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公布《关于内
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

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自
2024 年 1 月 29 日起施行。香港特区
政府此前颁布《内地民商事判决 （相
互强制执行） 条例》（第645章），旨
在通过本地立法的方式在香港特区实
施本安排，亦于当日正式生效。研讨
会主要就上述安排及条例进行讲解，

包括适用规则和具体程序等内容。
在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民商事

判决相互认可和强制执行新机制下，
内地与香港法院可以相互认可和执行
对方就该安排所涵盖的民商事案件作
出的生效判决。

新机制让当事人可减少或免除就
同一争议在内地和香港的法院分别提
出诉讼的需要，降低重复诉讼可能导
致的法律风险、费用和时间成本。

近日在福建省福州市
鼓楼区的和谐苑闽菜非遗
传承示范基地，由福州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举 办 的 “ 我 是 小 小 传 承
人”2024 非遗冬令营启动
首场活动。当天，国家级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闽菜技
艺大师现场教授小学生制
作福州经典菜肴，讲述闽
菜非遗故事，让小学生感
受闽菜文化独特魅力。图
为小学生们观看闽菜技艺
大师烹饪荔枝肉。
谢贵明摄 （人民视觉）

内地与香港民商事安排正式生效内地与香港民商事安排正式生效

香港2023年本地生产总值上升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