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国务院任免国家
工作人员。任命李刚为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
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

本报香港 !" 月 !# 日电 香港特区第十二届
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 !" 日在香
港举行，选举产生了 !"名香港特区第十二届全国
人大代表。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前来香港主持选
举工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李建国
出席会议。

会议由选举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梁振英主持。
出席会议的 #$%%位选举会议成员以无记名投票方
式，选出了 !"名香港特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他们是王庭聪、王敏刚、田北辰、史美伦 （女）、
李少光、李引泉、吴秋北、吴亮星、林顺潮、范徐
丽泰 （女）、胡晓明、马逢国、马豪辉、姚祖辉、
陈勇、陈振彬、陈智思、张明敏、张铁夫、黄友
嘉、黄玉山、叶国谦、杨耀忠、雷添良、廖长江、
郑耀棠、蔡素玉（女）、蔡毅、刘佩琼（女）、刘柔
芬（女）、刘健仪（女）、霍震寰、卢瑞安、颜宝铃
（女）、罗范椒芬（女）、谭惠珠（女）。会议还根据
选举办法的规定，按得票多少的顺序，确定了 &名
得票数不少于选票 !#$的未当选为代表的候选人在
代表因故出缺时的递补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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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怨无感 “涨”声四起

当局无奈用“保1”交卷
本报记者 任成琦 文#图

今年台湾选出的年度字是“忧”。当局
拼了一年的经济，民众有感没感，“忧”
字就是答案。油电价格双涨、劳保破产危
机、调整年终慰问金、推动开征证所税
……岁末盘点，一桩桩一件件加起来，如
同台北冬日的寒流，让民众多了一丝凉意。
马英九连任伊始就遭逢全球性不景气，在
经济政策上有时难免左支右绌，这一年的
复苏提振之路走得并不平顺。固然有“不
当家不知柴米贵”的苦衷，但回首 %&!%，
撙节有方，开源何在？面对内忧外困，台
湾经济如何克难前行？

出口依旧不容乐观

台湾“行政院主计处”公布最新数字，
今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预估为 !'&%(，
较 )月预测的 !'""(降低近半。“主计处”
之前曾连续 "次下调全年经济增长预估值，
由最初的 *(以上至 !'&+(，被舆论形容为
“九降风”。

台湾“中央社”援引“国泰金控”经
济研究团队的预估，今年岛内经济增长率
仅 !'!"(。自 %&&& 年以来，台湾经济年增
长平均保持在 $')(左右，今年不仅民众所
得大幅倒退，守住 !(增长率下限竟然成了
首要课题，马团队因而被绿营称为“保一
总队”（保安警察第一总队的简称）。讽刺

意味颇浓。
受欧债危机、美国经济复苏乏力等因

素拖累，%&!% 年台湾经济下行压力都很
大。“经建会”经济信号灯自去年 !!月起
连续亮出 !&个代表经济低迷的蓝灯。台湾
综研院院长吴再益说，台股成交量已长期
呈现低迷，现在要创造全年 !(的经济增长
率“何等不易”。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
所研究员周雨田也表示，以出口为导向的
台湾经济“今年很有可能难保 !(”。
“台湾经济正陷入有气无力、动能不足

的‘贫血式增长’。”台湾统计部门专门委
员梅家瑗说。“出口失血”是台湾经济前
景低迷的主因。虽然 " 月台湾出口、外销
订单皆终止衰退、由负转正，但前 " 月整
体出口额同比下降 $'"(，在“亚洲四小
龙”中敬陪末座。据台湾经济部门的预估，
%&!%年外需对台湾经济的贡献率只有 &'))

个百分点，较上年大幅减少 %',个百分点。
体现岛内出口竞争力优势的面板、内存、
-./、太阳光伏等产业，亏损局面仍未改
变，被岛内媒体冠之为“四大惨业”。有反
思声音认为，在全球化的竞争格局里，台
湾出口替代的低价优势不再，又乏品牌创
新或专利优势，若情势不变，在垂直分工
中实难力争上游。

面对如此不利局面，台湾行政机构负责
人陈冲亲自上阵信心喊话，表示将针对

0/1增长的几个元素一项一项努力，希望
半年之内会有效果，“景气会完全不一样”。

删减公费“共体时艰”

根据台当局公布的资料显示，今年元
旦起，不仅劳保、公保费率双涨，加上二
代健保上路，民众领到超过 +&&&元（新台
币，下同） 以上的年终奖金不仅要扣所得
税，还要被课征一笔健保补充保费，上千
万劳工、公务员通通躲不掉。一名官员忧
心忡忡地说：“很多人实质薪水倒退，要
防止油电双涨的民怨再来一次。”

受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岛内诸多攸关民
生的经济指标也开始出现恶化迹象。!&月消
费者信心指数为,%',$点，是%&!&年%月以来
新低；物价水平)月份在“油电双涨”及台风
等影响下增长$'*%(，创近*年来的新高；失
业方面，,月岛内失业率上升至*'$!(，在“亚
洲四小龙”中最高；第三季度民间消费增长
&'$,(，是%&&"年以来同比最低。

除了继续抱紧“拼经济”主轴，当局
近期持续删减开支，以应对经济不景气，
纾缓民怨。从删除军公教年终慰问金、
“立委”自砍年度津贴每人 )& 多万元，到
!! 月初马英九和陈冲宣布删减 !#* 机要
费、特支费，台北市长郝龙斌、新北市长
朱立伦也表态跟进，岛内政坛流行“共体

时艰”，“删、砍”声响成一片。倒是台中
市长胡志强有些异议，表示省钱是美德，
但“国家的前途不是靠撙节而进步的”，重
点是要扩大财富。

除了开源做大蛋糕，分配好蛋糕扩大内
需也是不错的一招。对于市井小民来说，百
物飞涨就是薪水不涨。除了“删”声一片，还
要“涨”声四起才好，只是这个涨，是涨薪水，
不是涨物价。回首 %&!%年，内需方面，预计
对岛内经济贡献率为 &'%+个百分点，较上
年减少 &'%*个百分点。其中岛内民间消费
在物价上涨、股市低迷等影响下增速明显放
缓，预计全年小幅增长 &'))(。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经济无感的抱怨，
马英九依旧表示了坚定的改革和担当决心。
他说，台当局推动建设会尽量让人民有感，
但也“不要陷入有感、无感的陷阱”，关键
在于政策是否对台湾长远利益有好处。

岛内荣景系于两岸

%&!%年岛内经济的亮点不多，但有两
条特别引人关注。一是台商资本的“鲑鱼
返乡”，二是陆资入台创造了逾 +&&& 个就
业机会。虽然看似位置不多，但联想到两
岸经贸的发展前景和陆资入岛的巨大潜力，
仍然令人期待。

台湾行政机构之前宣布了“加强推动

台商回台投资方案”，希望达到两年内促进
台商回台投资 %&&&亿元的目标。预估将创
造整体产值 $&&& 多亿元，使 %&!$ 年及
%&!*年经济增长平均提高 &'$!(。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李非指
出，“鲑鱼返乡”有其必然性。因为大陆
的很多成本，尤其是沿海地区和台湾的成
本已经接近，“有些在大陆能够做的，在
台湾现在也能做。”

此外，台当局还着手松绑陆资来台投资
限制等，以期排除投资障碍，引入“陆资活
水”。岛内舆论对此表示肯定，认为强化陆资
赴台是提振投资、创造就业机会的良策。但
是，“远水难解近渴”，台当局开出的这些药
方，能否对陷入低迷中的台湾经济有效“输
血”，促进景气好转，有待进一步观察。

可见经济越是不景气，两岸红利对台
湾就越是个绕不开的诱惑。中国社科院台
研所助理研究员王敏认为，要应对岛内经
济的近忧与远虑，面对后国际金融危机时
期全球需求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大势，台湾
唯有善用 .234 这一宝贵资产，为未来经
济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近日，台湾经济研究机构已开始预测
明年岛内经济形势。分析乐观指出，整体
而言，台湾地区明年经济可用“外患已缓，
成长恢复在即；内忧仍在，荣景尚待努力”
来形容。

%&!% 年初的大陆台商联谊会上，马英九在致辞时，

对龙年的岛内经济表达了谨慎乐观之意。如今的答卷不但

民众有看法，可能也出乎当局的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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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国务院宣布任命 *" 岁的张
晓明为中央驻港联络办主任。张晓明的
名字对港人并不陌生，他 !")5 年进入
国务院港澳办工作，%&&*年任港澳办副
主任，多年从事港澳工作。!"日的香港
媒体报道说，张晓明是一位法律专家，
“对香港事务了如指掌”，这一任命体现
了中央对港的重视和关心。

香港舆论：

会给港带来新气象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 !" 日发
表声明，欢迎张晓明主任出任新职。声
明说，张主任从事港澳事务多年，对香
港的情况非常熟悉。我深信中联办在张
晓明主任的领导下，可进一步推动内地
与香港的交流与联系，并会继续按照
《基本法》及“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
积极支持特区政府的工作，维护和促进
香港的繁荣安定。

香港主流媒体对张晓明多有赞誉之
词。《大公报》社评说，张晓明曾参与

香港回归的筹备工作，年轻有为。社评
提到，张晓明不久前发表的文章《丰富
“一国两制”实践》，已尽显其对香港事
务的深刻了解认知和理论水平。相信张
晓明履新，会给中联办的工作带来新的
思路和新的作风，也会给中央对港工作
带来新面貌。
《明报》关注到了张晓明 !)日的讲

话，“这次对中联办领导班子的调整，
体现了中央对香港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充
分肯定”。会“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对港
方针政策，坚定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
政，推进‘一国两制’成功实践”。

熟悉人士：

张平易近人能力强

《星岛日报》 报道说，认识张晓明
的政界人士皆称他熟悉香港事务，认为
是出任中联办主任的合适人选，“他会
以更开放的态度接触香港社会各界”。
报道介绍，张晓明毕业于西南政法学
院，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法学硕士。

*!岁时当上港澳办副主任，已是当时国
家机关里最年轻的副部级官员。

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吴康民表示，
张晓明接替彭清华出任中联办主任，属
正常人事调动，并无特殊意义。工联会立
法会议员陈婉娴形容张晓明时，以“平易
近人，熟悉香港事务”做了归纳。民建联
主席谭耀宗说，民建联成立初时每年均
访京，所以已认识张晓明 %& 年，他认为
张分析能力强，有政策水平，做事认真。

彭清华：

走到哪都会记挂香港

梁振英及香港媒体也向前中联办主
任彭清华表达了感谢之情。彭清华自
%&&$年执掌中联办，在香港整整工作了
"年。彭清华 !)日发表“致各界人士的
辞行信”，向香港表示感谢，也表达不
舍和祝福。

彭清华信中透露，他即将调往内地
工作，由于时间仓促，将不举行离任酒
会，仅以信作别。彭清华说，再过 !&

天，他到香港工作就整整 "年了，“这
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岁月”。能够
亲身参与“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并
为促进香港繁荣稳定贡献绵薄之力，
“是我一生的荣幸”。

“九年风雨路，一世香江情”，彭清
华说，今后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记挂香
港，与香港同胞忧乐与共。信尾，他衷
心祝愿香港明天会更加美好。

香港对中联办新主任寄予厚望
本报特约记者 闵 喆

张晓明（左）和彭清华

“海上图书馆”停泊香港

!% 月 !) 日，海上图书馆船

“望道号”首度访问香港。该船由

德国非盈利慈善机构营运，旨在透

过海上书展向各地民众展示多元化

文化。图为市民在“望道号”上翻

阅图书。小图为望道号。

新华社记者 吕小炜摄

!%月!,日，涉嫌卷款潜逃的大陆人

叶彦荣在台落网，被移交大陆公安部门。

岛内媒体评论称，叶彦荣是首名从台湾

遣返大陆的经济嫌犯，两岸司法合作范

围逐步扩大，台湾不再是“逃亡天堂”。

一个“不再”背后能读出些许变

化。两岸司法互助从无到有，从个案合

作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经历了一个漫长

的过程，而此前，制度的缺失的确给犯

罪分子留下了灰色空间。两岸很多制度

化建设的完成，都无一例外有民意需求

的推动。

自两岸民间交往始，已有司法互助

的需求，然而两岸共同打击犯罪长期依

据的是由双方红字会 !""& 年签署的

“金门协议”。该协议只针对刑事犯罪嫌

疑人，且实施遣返必须通过民间机构。

两岸司法部门没有建立直接联系，造成

取证难、执行难等问题，许多案件因此

一拖再拖，悬而不决。

两岸司法互助制度化建设的呼声直

到%&&"年才得到回应———两会在南京签

署了“司法互助协议”，这才有了今天叶彦荣的落网和遣返。

既有民意的推动，为何还要漫长的等待？李登辉、陈

水扁执政时，在“去中国化”、“文化台独”的扭曲思维

下，包括两岸司法互助在内的任何一项有关两岸的协议，

又如何能有实质进展？

%&&) 年以后，两岸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紧接着才

有了 .234、司法互助协议、投保协议的相继签署，也才

有了叶彦荣的落网遣返，这无疑都是两岸

“和平红利”的具体成果。从回望中展望未

来，欣喜和信心之外，念兹在兹的还应该有

对这些协议来之不易的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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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台北 !"月 !#日电（记者
连锦添）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
王求为团长、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
陈俊宏为副团长的大陆“中央媒体
访问团”圆满结束访台行程，今日
乘机离台返京。临行前，访问团成
员与台湾媒体代表均表示希望两岸
媒体常驻早日实现。

应台湾联合报系邀请，大陆
“中央媒体访问团”#' 月 #( 日至
)* 日在台湾访问交流。在台期间，
访问团走访台北、台中、南投、台
南、高雄、台东、花莲等地，拜访
了联合报系、旺旺中时媒体集团、
“中央通讯社”、公共电视集团、
+,-. 电视台、东森电视台、三立
电视台、年代电视台、中国广播公
司、台中“全国广播公司”、台南
中华日报、高雄大众广播公司、花
莲更生日报以及慈济基金会等。

在 #% 日晚的答谢晚宴上，访
问团团长王求与联合报社长项国宁
在致辞中一致表示，希望推动两岸
媒体常驻早日实现，从而为两岸新
闻交流创造更好的条件和环境，让

两岸新闻媒体为推动两岸各领域交
流合作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在
晚宴上表示，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的道路上，两岸媒体肩负着重要职
责。他期许两岸媒体人继续努力，
通过客观、公正、积极的报道，为
融洽两岸同胞感情、推动两岸关系
稳步向前做出新贡献。

访问团顾问，中共中央宣传部
副部长孙志军和中共中央台办副主
任叶克冬也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正由开创期进入巩固深
化的新阶段，需要不断夯实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和
社会基础。作为推动时代车轮的排
头兵，两岸媒体应以两岸同胞福祉
为念，积极引导民意，为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这是中央媒体负责人第四次组
团访台。本次访问团规格高、代表
性广，成员主要来自人民日报、新
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
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新社
和中国日报等。

中央媒体访问团结束访台
呼吁两岸媒体常驻早日实现

香港选举产生三十六名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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