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 !#日，山东台儿庄古城迎来大陆首个
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周年纪念日。台儿庄台北邮
局收到了来自台湾的纪念邮品，两岸集邮爱好者
通过鸿雁传书，纪念 !"月 !%日海峡两岸直接通
邮 &周年。

这些邮品包括 !""枚加盖台湾台北邮局邮戳
的 《海峡两岸开放探亲 "% 周年》 纪念封、台湾
邮政宝宝吉祥物以及从台湾中华集邮团体联合会
寄来的 $封信件。

今年 #$ 月 ! 日，为纪念“海峡两岸开放探
亲 "% 周年”，台儿庄邮政局专门创意印制了
“台儿庄古城”专用邮资图案的纪念封。次日，
%&& 枚纪念封寄至台湾各地邮局，由台湾各地
邮局收到后加贴邮票等回寄，现回收到 !&& 枚

纪念封。
现居住在台儿庄古城的台湾作家郁馥馨表

示，这是两岸两个同名邮局进行的一次非常有意
义的交流活动。透过这个良好的开端，两岸之间
的交流能够更密切，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交流活
动。

据了解，台儿庄是大陆二战遗存较多的抗战
名城之一。$'%( 年 ) 月，中国军队在台儿庄与
侵华日军浴血奋战，取得了台儿庄大捷。!&&(

年 ) 月枣庄市决定重建台儿庄古城。!&&' 年 #!

月，经国台办批准，大陆首个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在台儿庄设立。
（新华社济南 !" 月 !# 日电 记者王志、钱

荣）

据新华社青岛 !" 月 !# 日电 **" 箱大陆梨穗
$+ 日通过青岛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和台湾检验检疫部
门的联合检疫后运抵台湾。这是大陆方面配合台湾梨
农需求释放出的善意，售价比日韩梨穗输台便宜 !'$

以上，给台湾梨农带去实实在在的利益。
据悉，今年大陆共向台湾输出 $!""箱、约合 $,!

万公斤嫁接梨穗，分两批运抵台湾。首批 +*&箱嫁接
梨穗于 #!月 )日运抵台湾。近年来，日韩输台梨穗
价格一路攀升，使台湾梨农经营成本不断高企，台湾
梨农强烈渴盼从大陆进口梨穗。大陆方面高度重视台
湾梨农的呼声，积极促成大陆梨穗出口台湾。除提供
检验检疫便利外，大陆方面还主动为台湾基层农会和
两家青岛梨园合作牵线搭桥。

本报澳门 !" 月 !# 日电 澳门特区第十二届全
国人大代表选举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月#-日在澳门
举行，选举产生#!名澳门特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会议由选举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崔世安主持。出
席会议的 %*'位选举会议成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
出了 #!名澳门特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他们是李
沛霖、何雪卿（女）、林笑云（女）、姚鸿明、高开贤、容永
恩（女）、陆波、崔世平、梁玉华（女）、梁维特、贺一诚、刘
艺良。会议还根据选举办法的规定，确定了 !名得票数
不少于选票 !'$的未当选为代表的候选人（陈振豪、唐
晓晴），在代表因故出缺时递补顺序。

陈水扁再次以“语不惊人死不休”
吸引了台湾人的注意力。正戒护就医的
他 !#日对探视者表示，“宁可给共产党
管，也不要给马英九管”。而探视他的是
一位美国人，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
荣，曾是马英九的哈佛老师。

再关下去要发疯？

陈水扁已在台北荣总医院住了近 $

个月，但戒护就医的期限本周将满，院
方表示，正准备向“法务部”提交医疗
报告，让当局决定陈水扁的去留。

今年以来，陈水扁频繁出入监狱与医
院，扁家人说，陈水扁已被“关出一身病”。
$月，陈水扁被检查出罹患冠心症与前列
腺血块；(月，又查出睡眠呼吸中止症，以
及“被迫害妄想症”。最新的说法是，陈水
扁罹患重度抑郁症，精神出现异常。

据台湾媒体报道，陈水扁近日行为
怪异，他被牢房中的蚂蚁咬伤手臂，竟
称蚂蚁是“坏人派来的”；他一向口齿伶
俐，最近却出现口吃现象，连上庭自辩
都结结巴巴；挺扁大将、高雄议员郑新
助说，陈水扁见了他连名字都叫不出，
直说“郑、郑、郑……”若一直关下去，
可能变“康仔（疯子）”。

马英九表示不特赦

在陈水扁昔日副手吕秀莲的安排下，
马英九老师孔杰荣 !# 日探望了陈水扁。
扁家人与民进党一直为扁争取保外就医，
但苦于医疗诊断结果不符条件。邀请孔
杰荣前来，一是以国际人权组织的身份
来做一个评判，另一个就是用他的老师
身份给马英九施加压力。

据陪同前往的民进党“立委”高志

鹏转述，孔杰荣详细问了陈水扁的各种
情况，陈水扁在此过程中感慨：“宁可
给共产党管，也不要给马英九管。”

孔杰荣探视后表示，问题过于复杂，
他尚未有定论。马英九 !#日立刻对媒体
作出回应，他说，对于特赦陈水扁或保外
就医的看法仍没改变，因为陈水扁仍有许
多诉讼案件未解决，谈特赦太早，而“保外
就医基本上就是获释”，同样行不通。

美国牌和悲情牌

这已是陈水扁近期第 $ 次打美国
牌。) 月，$ 名美籍私人医疗人员探扁，
之后提出“长期囚禁对陈水扁身心状况
影响”的报告；* 月，前美国司法部长
克拉克受邀赴台探监。尽管挺扁势力随
之起舞，但总的说来美国牌收效甚微。
陈水扁当年作为“麻烦制造者”，并没

能与美国建立过硬的关系，而美国也早
已认定他贪污的事实，冻结了他在美国
的财产。

针对陈水扁是否符合保外就医条件，
国民党“立委”苏清泉说，若陈水扁能
保外就医，那监狱“大概有 !+++人都符
合资格”。

他举例说，同样在监狱服刑的前
“立委”吴德美每周有 $ 天要出来洗肾、
前“立委”郭廷才装了 # 个支架，这些
人都不能保外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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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调整难 调整更难
本报记者 李炜娜

民进党

大陆政策

陈水扁又出惊人之语———

给共产党管也不给马英九管
本报特约记者 闵 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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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交流基地设立 $周年

台儿庄与台湾鸿雁传书
澳门选举产生十二名
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大陆梨穗逾万公斤输台

香港首座零碳建筑———“零碳天地”，采用太阳

能以及较环保的生物柴油发电，其产生的可再生能

源比营运时所需能源更多。

该建筑 !" 月 !# 日宣布，将于 "+!$ 年 ! 月 %

日正式向公众开放。、

上图：建筑外景。右图：建筑内景。

新华社记者 吕小炜摄

香港首座零碳建筑

据新华社厦门 !" 月 !# 日电 （记者项开来） #-

日晚间，涉嫌集资诈骗 ',!亿元人民币的两名犯罪嫌
疑人，由台湾遣返回大陆。这是大陆首次由台湾遣返经
济犯罪嫌疑人，是两岸携手打击犯罪的又一成功案例。

今年 ##月，有多人向厦门市公安局报案称：厦
门捷通达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叶某荣、何某
等人，通过虚构所谓合作开展电信增值业务的名义，
向多人非法集资诈骗共计人民币 ',!亿元人民币，后
携款潜逃。##月 !#日，厦门市公安局掌握到叶、何
"人以旅游名义从澳门潜逃至台湾。最终台湾有关部
门将 "人成功抓获。#!月 #-日，台湾警方在台北松
山机场将 "人移交厦门警方。

台首次向大陆遣返嫌疑人

大陆政策要调整，这样的呼声 & 年前
已经在民进党内响起。"++* 年台湾“大
选”，民进党惨败告终。从执政党的权力之
巅跌落，在民进党的反省中，党内出现要
求全面检讨大陆政策的呼声。& 年后的
"+!" 年，民进党再次在“大选”中败选，
大陆政策更是被视为败选的主因。

过去的 "+!"，大陆政策要不要调整？
民进党内部仍有不同声音。但不可否认的
是，认为需要调整的声音越来越大。从年
头到年尾，民进党高层有关大陆政策的论
述五花八门，由此引发的民进党会否转型，
会否实质调整两岸政策、寻求与大陆接触
对话，都频频成为岛内焦点。过去的
"+!"，无论是回顾岛内政局还是梳理两岸
关系，民进党大陆政策之争都不得不提。

问题一

不调整，难！难在哪？

"+!"年，一方面，民进党内“天王”、
大佬高声喊出要调整；另一方面，不少民
进党党员甚至党内大佬，不时传出“登陆”

信息，这些都被解读为想要调整两岸政策
的“试水”之举。较之陈水扁执行时期激
进的“台独”路线、强力杯葛两岸交流的
状况，党内出现希望理性、务实调整大陆
政策的声音，其本身颇为值得关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大陆政策调
整又为什么成了民进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陈淞山，台湾著名时事评论员、曾是
陈水扁办公室主任，近日他到大陆参加研
讨会。他从绿营内部观察得出的结论是：
选举因素无疑是民进党大陆政策调整背后
的重要原因。民进党内部日益有共识，大
陆政策只有转型，才能破解民进党的执政
困境和执政障碍。大陆政策不调整，“民
共互信与对话交流”就不会有实质进展，
而这恰恰是民众检验民进党是否有能力执
政的首要课题。施政无感，可马英九最后
为什么还是成功连任？因为民众更担心民
进党一旦执政，无法处理好两岸关系，极
有可能造成台湾政治动荡。

陈星，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
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他认为应该把民进党
的这种变化放到两岸关系的大背景中。陈

星说，自 "++*年以来，两岸关系进入到和
平发展的快车道，两岸交流与合作已经形
成了浩浩大潮，台湾民众从中获益良多。
民进党如果在两岸冰封僵冻的时代尚能保
持对抗性大陆政策论述对民众的欺骗性，
但是，在两岸和平发展局面逐渐深化的背
景下，希望两岸继续对抗的民众数量会越
来越少，民进党在两岸政策论述问题上体
现出的对抗性逻辑难以为继。因此，民进
党大陆政策不调整，难！

厦门大学台研院副教授陈先才分析指
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经成为岛内主流
民意，民进党执政县市与大陆交流互动的
实际需求压力也在增长，这些都使得民进
党不得不加以面对。

问题二

调整更难！为什么？

每当选举来临，为了讨好中间选民，
民进党多会喊出一些理性问政的口号，选
举招数民众早已了然于心。可在 "+!" 年，
民众还是对民进党大陆政策的实质转型给

予了更多的乐观期待，这种判断多少跟苏
贞昌接棒民进党主席有关。苏贞昌以党主
席一职为跳板，是想进军 "+!)年“大选”，
既然过去两次“大选”民进党皆因死抱
“台独党纲”败北，那么依常理，为 "+!)

计，苏贞昌应该有调整大陆政策的心意。
然而，苏贞昌却让人们困惑了。千呼

万唤始出来的民进党处理两岸事务的委员
会，最终被定名为“中国事务委员会”，而
不是党员提议的“两岸事务委员会”或是
“大陆事务委员会”。对此，陈淞山分析说，
苏贞昌此举有“卡谢 （谢长廷） 堵蔡 （蔡
英文）”的选举布局考量，遗憾的是也释放
出了对大陆相当程度的“恶意与敌对”，封
杀了原本已露出曙光的民共交流契机，使
得好棋变坏棋。

到目前为止，民进党大陆政策不是端
出“空心菜”，就是泼上一盆冷水。大陆政
策不调整难，调整似乎更难。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所所长严
安林认为，大陆政策调整更难，难在民进
党大陆政策仍然保守有余、突破不足，特
别是在“台独党纲”及“九二共识”等重
大议题上，仍然原地踏步。不愿放弃“台
独”立场，两岸政策的调整只可能是一种
策略考量。

陈先才分析指出，目前，民进党大陆
政策的调整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独”
派势力是一个牵制因素。 "++* 年后，
“独”派对民进党的控制力减弱，党内主张
走温和稳健路线的声音渐强，但是，一旦
触碰到要不要放弃“台独党纲”，就会因为
担心基本盘反弹，流失选票而丧失勇气。
另外，在大陆政策的调整上，目前意愿不
足，也受到派系政治生态的牵制。大陆政
策调整直接涉及发展方向、价值取向等重
大而敏感的议题，自然会引发党内各派政
治势力的博弈与攻防。因此，民进党为争
夺政治资源的内斗，对推动大陆政策调整
有很大的牵制。

问题三

有无时间表？或许在 !"#$

民进党能否放弃“台独党纲”，在大陆
政策上迈出实质调整的步伐，无论是岛内
民众，还是大陆，都始终乐见其成。

全国台研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周志
怀认为，"+!"年，“红绿对话”是亮点之
一。谢长廷“登陆”，充分体现了大陆对台
政策更加灵活、务实、自信的一面；但从
另一方面看，谢长廷大陆行在民进党内引
发的效应显示其受“台独”基本教义派的
影响，民进党在短时间内无法找到第三条
路线，民进党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仍然只能
在黑暗中摸索与徘徊。

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所长朱卫东认为，
谢长廷参访大陆时提出的一些主张，在党
内未获得广泛采纳，甚至遭到打压，这主
要由于民进党内派系利益超过党的整体利
益。但谢长廷此行向外界发出民进党必须
和大陆友好交往的积极信号，仍具有相当
的意义。可以预见，民进党路线调整尽管
力度有限，但却是必然趋势。

大陆政策是否为民进党在 "+!)年台湾
“大选”前必须突破的关键，民进党内部存
在很大争议。那么，调整有没有时间表？
陈淞山的预测是：或许在 "+!&年。陈淞山
认为，"+!& 年，民进党要举行党主席选
举，还有“五都”市长提名，处于政治上
的卡位和布局考量，政治人物不得不思考
在大陆政策的调整上自己能端出什么样的
菜，届时，民进党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民进党代表性人物如谢长廷、高雄市

长陈菊等人明年如能再度‘登陆’，将为民
进党转型创造更大机会。而大陆方面既然
坚持‘九二共识’是两岸交流交往的政治
基础，那就要在这个基础上拓展更多的新
动力，让这一论述在岛内获得更多的认
同。”陈淞山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