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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瑞士音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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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香港率先为传媒

演奏
#

米长的乐

器。

$%&'(' )*+,&

将于圣诞节期间

演奏被喻为世界

最长的乐器———

阿尔卑斯长号，

它一般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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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而最长的则

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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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可

媲美奥林匹克游

泳池。

谭达明摄
（中新社发）

抗战胜利不久，曾流行一句顺口溜：

“国民政府三大害：立委、监委、国大

代”。目前台湾的“国大代表”已不存在，

“监察委员”具体而微，作用不彰，惟有

“立法委员”独大，共
!!-

名，这些人呼

风唤雨，能见度高。如果做一个民调，问

“立委”尽到了监督行政单位的责任吗？

或是在“为害”台湾的社会？结果大概不

会太好看。

数十年来台湾的“立委”们多数巧言

善辩，有“言论豁免权”，便尽情地在媒

体前大放厥词，强词夺理，什么脏话都出

笼，以侮辱人为快事，逮住歪理硬抝，争

相出风头打知名度，以利连任。他们真正

花费了多少时间精力去立法、监督、为民

请命，只有天知道。简单来说，民众对

“立委”的综合印象不佳，评价偏低。

“立委”的待遇和福利好极了。一年

的薪水
"/1

万元（新台币，下同），还有

!0"

万的不法津贴，迫于舆论压力删了

#/2

。台湾实施“公费选举”，不管有没

有选上，得一票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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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补助，当选者

补助更多，连任者荷包满满，身家上亿。

“立委”可以兼职，收取报酬，至于能赚

到多少，要看自己的本事。

比如不久前他们说退休军公教的年终

慰问金没有法源，说砍就一举砍光。面对

自己的不法津贴，便温柔体贴之至，扭扭

捏捏勉强删一半还不到。

曾任“立委”的苏起说，“立院”有

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制度：“朝野协

商”，或“党团协商”。参与“朝野协商”

的“立法院院长”及政党代表一直掌握大

部分法案的生杀大权，其中任何一人都有

法案的实质否决权。最荒谬的是，每个政党不论“立委”席次多

寡，一律平等参与，都只有两名代表，扭曲了多数决的原则，阉割

了多数党的权力，许多不为人知的暗盘交易，于焉产生。许多法

案，尤其是个别“立委”的提案，常常没有经过全体投票，甚至在

他们不尽知情的情况下，就在“朝野协商”的密室中通过。

民进党去年
!!

月底通过“立法院”改造决议，要求废除朝野

协商；被阉割若干年的国民党却不赞成，似乎对现行的“朝野协

商”十分满意。让人想不通。

有人指出，国民党内派系林立，“立法院”这个大山头，以王

金平为首，多年来他是“朝野协商”的操盘者，乐此不疲。于是有

人建议；在“立法院”中无所作为的人一定得走开。

可没那么简单，“立法院”盘根错节关系复杂，像一棵从根部

腐烂起的大树，在许多不合理的积习、恶习中陷得很深，病入膏

肓，砍除一些废枝残叶没有用处，非将它大刀阔斧地连根拔起不

可，当今谁有这个魄力去剃“立法院”的胡子？

（作者曾任台湾美商美林证券公司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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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港澳

新党主席郁慕明
"#

日表示
4

若马英
九愿意宣布“民族复兴，国家统一”，
新党愿回归国民党。上个月，他公开表
示“新党不再是蓝军一员”，震惊台湾
政坛。年初“大选”时，亲民党就已与
国民党公开决裂。泛蓝三大政党分道扬
镳，有政治利益分配问题，也有理念分
歧无法弥合。台湾经济不振，连蓝营民
众都对当局怨声不绝，国民党陷入四面
楚歌之困。

铁杆马迷在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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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顶着明星光环的“小马
哥”以

""!

万票大胜谢长廷，而今年
“大选”仅胜蔡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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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票，许多蓝
营支持者还表示，自己是无从选择才
“含泪投票”。民调发现，民众不选民
进党最大原因是害怕两岸重陷动荡。
但在理政方面，许多台湾人相信民进
党强于国民党。马英九上一任期，台
当局许多政务被批“低效”，一些政策
一经批评便朝令夕改，魄力与执行力
齐遭质疑。

眼下台湾经济低迷，万物皆涨唯工
资不涨，民众怨气郁积。公平地说，国
际经济大环境不佳是主因，台湾经济结
构性的弱点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近年来台当局开放大陆民众赴台旅游，
与大陆签署

$678

等一系列协议，都给
台湾经济注入了活水。尽管如此，台湾
媒体上依然充斥“无感”二字。

台当局陷入“有功无人称赞，出错
大家喊打”的窘境，背后有许多原因，
其中之一是马英九疏离了铁杆支持者。
"331

年马英九当选后，沿用了一批陈水
扁任内的基层官员，许多辛苦助选的人
未得回报，蓝营团体也因而得不到行政
支持。铁杆支持者伤了心，喝彩声随之
散去。不久前的“军工教年终津贴”也
是一例，台湾军工教群体享有优厚的津
贴补助，是

#3

年前国民党定下的政策，
在民进党的批评下，当局毅然大幅削减
了军工教的年终慰问金，让

-1

万军工
教人员心寒。

不格外照顾自己人是马英九的特质
之一。他号称“不粘锅”，拒绝拉帮结
派，誓言改革国民党的裙带关系和黑金
政治，要做人人喜欢的“全民领导人”。
理念值得称道，现实中却屡屡碰壁。

“笨”还是大巧若拙

年初，“没有连任压力”的马英九
展现了不同以往的强势作风，不顾社会
反对，强推“美牛案”过关。大半年过
去了，台湾除了拿到入境美国免签证待
遇外，美国声称美牛之后就可以谈的
798

（自由贸易协定）却踪影不见。
今年

:

月，马英九提出油电双涨政
策，引爆一波民众怒潮。在外人看来，
台湾的油价与电价“便宜得叫人吃惊”，
因为历届当局者怕得罪选民不敢提价，
台电不得不每年亏损数十亿美元苦捱至

今。面对民意反弹，马英九宣布年底的
第二波电价调涨延后，明年再说。

今年，马英九因推动“证所税”得
罪了台湾股民，因推房地产实价登录得
罪了房地产投资人。国际知名杂志 《经
济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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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一篇文章给马贴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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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媒体译作笨蛋）”标签，
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则认为应该译作
“拙”，勉励马英九做到“大巧若拙”。
支持者认为，马的“拙”正显示了他的
改革决心，因为没有哪个政治人物会
“笨”到得罪选民，让铁票流失。

换个角度看，马英九动辄得咎还与
台湾的民粹风气有关。一位台商表示：
“这两年回台湾，看到的还是骂马英九，
骂经济不景气，看不到有太多的进步。”
台湾媒体评论指出，今天的台湾充斥太
多空洞、泄愤、不具建设性的批评，骂
街成为显学和职业，负面的声音令整个
社会气氛低迷。

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王建民撰
文指出，台湾经济低迷是结构性原因，
而台湾的对立政治，注定反对党要一味
攻击马英九，拖当局后腿以便翻身。而
外媒无视马英九在两岸关系上的重大成
就，给马英九扣上“笨蛋”和“无能”
的帽子，并不公平。

泛蓝政党各奔东西

今年，台当局的一些两岸政策仍受
制于绿营而收效不佳。台湾第二年招收

大陆学生，其中硕博招生缺额率超过四
成，因为对大陆学生的“三限六不”仍
在施行。陆资入台已经启动

-

年，今年
尽管有不少新的松绑政策，但仍被工商
界批为“裹着小脚开放”，

-

年来，台湾
仅吸引到陆资约

#/

亿元新台币，而岛
内主要

/

家晶片企业
/

年亏损累计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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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新台币。
台当局易被反对党动摇，对内部

意见却态度强硬。连战之子连胜文因
说经济不好，当选台北市长也是“丐
帮帮主”，国民党发言人随即严厉反
击，表示某些人不愿与人民同甘共苦，
只想坐享其成，过激态度引发连家不
满。

另一位劳苦功高的国民党荣誉主席
吴伯雄也有类似遭遇。他曾直言马英九
用人圈子太小，却引发国民党“请指控
者拿出证据”的强硬反驳。

!!

月底，新党主席郁慕明公开表示
“新党不再是蓝军的一分子”，表示将汇
聚“红、蓝、绿”力量，全面开放、全
面结盟。至此，蓝军三大政党彻底宣告
分道扬镳。郁慕明主张早日签署两岸和
平协议，台当局则一再表示和平协议非
施政优先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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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受困于两岸政策的民进党
未能动摇国民党的根本，但台当局在推
动政策时的执行力与沟通力仍有待加
强，对恶意中伤者未拿出应有魄力，对
善意劝谏者没展现足够胸怀，泛蓝势力
进一步分化却是不争的事实。

记
者
观
察

本报电（佛安、净儒、银河）台湾中华华夏文化交
流协会理事长沈智慧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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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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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一个两岸学术论
坛上发出叹惜：“法轮功”丢了台湾人的脸。沈博士
说，台湾民众素有热情待客的传统，台湾各界人士，即
使政见不同，信仰各异，但对于“法轮功”的做法颇不
以为然，以各种方式表示不满与不屑，认为“法轮功”
的所作所为“丢了台湾人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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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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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

日，上海台湾研究所、上海东亚
研究所联合举办“两岸民间互信”论坛，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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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
专家学者就两岸民间互信现状、增进互信路径等畅所欲
言、深入交流研讨。

与会台湾学者认为，目前两岸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
变化，和平发展已成为两岸主流民意，获得多数台湾同
胞的肯定。但两岸交流中时常遭遇各种非正常因素干
扰。比如，大陆赴台交流团组以及陆客、陆生、陆资、
陆媒、陆配等在台期间，时常遭遇“法轮功”人员的无
理纠缠取闹、滋扰，影响了他们的正常学习、工作和生
活，理应引起台湾当局有关方面的高度关切。

还有与会台湾学者质疑有些“法轮功”滋事者是拿
着别人给的薪水办事。

台湾真理大学教授张家麟认为，不应回避台湾和大
陆对“法轮功”问题有分歧，台湾有关方面应该换位思
考。还有学者呼吁，应重视大陆方面的关切，通过海基
会或其他渠道，采取适当方式，将台湾的真实全貌展现
给大陆民众，而不是任由“法轮功”破坏岛内形象。

两岸学者建议，双方应充分认识增进两岸民间互信
的重要性，激发两岸民间活力，增进两岸民间团体、机
构及人员的交流交往及合作，从总体上创造性地、积极
地维护并持续发展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良好
局面，顺应两岸民意，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断上
升、不可逆转。

新华社上海
!"

月
"#

日电 （记者许晓青） 由上海
台湾研究所、上海东亚研究所联合举办的两岸民间互信
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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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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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上海举行。与会两岸学者呼吁：增
进两岸民间互信有赖于进一步深化“三通”。

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章念驰说，实现两岸“三通”
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三通”的全面实现，是在
!$$%

年
"!

月
"&

日两岸真正意义上的海空直航启动，
到今年

"!

月是
#

周年。事实证明，只有在“互通”的
环境下，才能进一步增加两岸民间的共同经历和共同的
历史记忆。
“在‘三通’实现后，还要进一步深化、深入，只

有两岸交流互通的时间足够长，彼此的尊重、体谅足够
充分，才能使互信的基础更加稳固。”章念驰说。

台湾《旺报》总主笔戎抚天认为，“三通”实现以
后，两岸还有很多事要做，在增进了解、互信、融合的
过程中，“路上当然有石头，要一一搬开”，这需要两
岸共同的智慧。他建议，两岸应集思广益，在奥运会和
世博会后，以文化为主题，共同参与举办世界性的大型
活动，携手创造新的共同记忆。

上海台研所副所长倪永杰建议，从维护和深化“三
通”的角度出发，在确保大陆赴台人员人身财产安全和
免受滋扰，确保大陆配偶在台获得应有权益等方面，台
湾相关主管部门应高度重视，并有所行动。

与会两岸学者认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大势所
趋，增进民间互信是和平发展的题中之意，需两岸各层
面、各领域的共同努力，才能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创造
更好的条件。

增进两岸民间互信
有赖于深化“三通”

台湾学者叹惜

“法轮功”丢了台湾人的脸

剖
析
台
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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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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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淑
静
︵
台
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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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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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晚，台湾新北市举行圣诞演唱会，
!"

万人齐聚现

场，共同点亮圣诞树顶端的希望之星许愿祈福。图为台湾新秀歌唱

组合
>?>*%'@A

在演唱。 辛 北摄

大学生延期毕业成风潮
本报特约记者 木 曰

都是经济惹的祸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经济不景
气，依据一项最新调查显示，高达九
成三的上班族想要做兼职，其中六成
六主要是因“年关近、缺钱用”而想兼
职，五成四则因“正职薪水不够用”。

台湾
!!!!

人力银行于
!"

月对岛
内上班族进行了一个“上班族兼职意
愿”网络问卷调查，根据调查，有意
兼职的上班族期望每月平均兼职时数
为

":.51

小时、希望增加
!":##

元（新
台币，下同）的收入，较今年

/

月兼职
调查高出

#-00

元。
!!!!

人力银行发

言人张旭岚分析，台湾薪资水平持续
倒退，越来越多民众选择兼职增加收
入。

上班族忙着做兼职补贴年关花
销，而另一项统计却显示，台湾大学
生延期毕业情况仍在持续。台湾“教
育部”公布的延期毕业统计，

"33!

学年延期毕业生约
-

万人，
"335

学
年破

/

万人，
"3!!

学年达到
/.#

万
人，

!3

年内成长
052

。其中台湾大
学近

:

年大学部的延期毕业生都占该
届毕业生的两成以上，连续

-

年超过
!333

人延期毕业。
大学生延期毕业成风潮，台湾师

范大学名誉教授吴武典分析，确实有

延期毕业生把学校当成避风港。台湾
大学注册组主任洪泰雄分析认为，失
业率提高、工作生活压力大等是主要
因素。

眼光瞄向大陆

经济不景气民众感受到的是就业
市场的低迷和薪资的减少。台“行政
院主计处”公布的调查显示，去年未
满

-3

岁劳动者的平均收入甚至不如
!/

年前的水平，台湾出现了“青贫
族”。

经济不景气，造成上班族、特别是
刚进入社会的新鲜人压力大，薪水不

涨，房价却一路高涨。据台湾媒体
"#

日报道，台湾薪水冻涨
!-

年，房价
#

年却涨了
-#2

。英国广播公司（
))6

）
近日以专题报道许多台湾人买不起房
子的现况，报道称，月收入

5

万元的家
庭也买不起房子，并引用最新数字指
出，台北房价

#

年涨五成，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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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的房价，是中等收入家庭年收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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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
经济问题成为台当局面临的最大

问题，岛内舆论普遍关注当局会端出
怎样的“牛肉”。马英九也力拼“有
感经济”，承诺未来会在改造产业结
构、提高薪资水平、排除投资障碍、
扩大就业机会等方面重点多做努力。

台湾经济如何度过“寒冬”、台
湾年轻人如何破解就业难的困境？有
调查显示，台湾民众赴大陆就业的意
愿，近两年持续增温，其中约有四成
年轻人想西进大陆创业。不少岛内民
众认为大陆就业机会多、市场广阔，
不但能给年轻人提供更多成长空间，
更紧密的两岸经贸往来也是未来台湾
经济走出“寒冬”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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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电 近日，北京台资企业九鼎轩项目管
理有限公司及关联企业北京小牛津双语幼儿园、长
城—京台绿色建筑示范园区、大圆百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大圆百购物中心等，组织企业干部、教职员工一
起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大精神专题讲座。讲座由北京台
资企业协会副会长、公司董事长李元发主持，特别邀
请到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副校长为大家主讲十八大精神
及两岸关系发展。

李元发表示，台资企业的发展与两岸关系和国家的
政策密切相关，只有了解党的方针政策，企业才能与国
家同步发展；只有立足工作实际，经营者才能做到内化
于心，外在于行；只有紧跟形势变化，台企才能经营得
更好，从而更好地服务北京、服务社会。

北京台企学习十八大精神

世界最长乐器在港奏响

泛蓝阵营为何出现裂痕
本报记者 王 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