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放军驻港部队军营开放日活动再受热

捧。!月 "#日上午开始派发的 "!$万张开放日

门票，不到两个小时便全部派发完毕。驻港部队

定于 !月 #%日开放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月

'日开放昂船洲军营。周汉青摄（新华社发）

参加第七届黄埔论坛的两岸黄埔人及黄埔

后人近百人，! 月 () 日来到四川汶川县映秀

镇漩口中学遗址，悼念大地震遇难同胞。两岸

黄埔人在纪念表盘前献上了黄色菊花。台湾退

役上将夏瀛洲是第二次来到这里，“看到成为

废墟的校园，心情还是很沉重。不过我们看

到，由广东对口援建的映秀已恢复了生机”。

图为两岸黄埔人悼念地震遇难者。

本报记者 李炜娜摄影报道

本报香港 !月 "#日电（记者尹世昌） 香
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日就斯诺登事件发表声
明，证实斯诺登今日已自行循合法和正常途
径，离开香港前往第三国。

声明说，美国政府早前曾向特区政府要求
向斯诺登发出临时拘捕令。由于美国政府的文
件并不全面符合香港法律上所需的要求，特区
政府已向美方要求提供进一步资料，以供律政
司考虑美方要求能否符合相关法律条件。特区
政府在没有获得足够资料处理临时拘捕令的情
况下，并没有法律依据限制斯诺登离境。

特区政府已就斯诺登离港一事，通知美国政
府。此外，此前有报道称香港有电脑系统被美国
政府机构入侵，特区政府已向美方致函正式要求
解释，并会继续跟进事件，保障港人的合法权利。

好事一定能办好吗？那可不见得。处
理不得当，照样会被外界 * 到满头包。台
湾义务教育政策就是一例。

才一个月时间，本来当局信誓旦旦要推
出的 (+ 年义务教育却加入高中排富条款，
不但引起“反对歧视”的意见反弹，更引发当
局政策变来变去，缺乏公信力的危机。

免费承诺“跳票”了

台当局最近推行 (" 年免费义务教育，
预计明年 ,月上路。但今年 -月学界、家长
团体、教师团体、部分民意代表提出，应该适
当引入“排富”条款，以便缓解教育经费紧
张，兼顾教育质量。针对外界关切，马英九 $

月 , 日接受电台访问，明确表示不会“排
富”，义务教育方针不变。

然而到了 !月 (+日，既定政策突然逆

转。“行政院”放出消息：高中教育将部
分引入“排富”条款，年收入在 ((- 万元
（新台币，下同）以上的家庭需支付高中教
育费用，高职学生学费依然全免。突然出
现的“双轨制”令外界一片哗然。! 月 ()

日“排富”条件又变，从 ((-万调高到 (-,

万元。按照估算，若此标准执行，台湾官
方教育经费支出每年可节省 +$.+亿元。

哪边都不讨好

“排富”条款一石激起千层浪，台“行
政院长”江宜桦为政策多变公开道歉，也
挡不住骂声一片。

有学生家长反弹，在“高中排富、高
职不排富”的双轨制下，如果儿女都选择
念高中，经济负担会很重；也有家长大骂
这是歧视，简直是在给部分学生和家庭

“贴标签”。
国民党内部也意见不断。“立委”徐

欣莹指出，推动 (+年义务教育，就是为了
免试与免学费，“执政党应贯彻承诺，否
则民众为何要支持？”“立委”蒋乃辛也坚
持不应该“排富”，义务教育政策讨论多
年，为何到这些天“国库”才突然没钱？
说明当局政策思考不周延。

绿营“立委”段宜康直批，马英九一再保
证财务没问题，一定会推行高中职免学费，
如今政策急转弯，应该公开说明、道歉。

学费全免的高职学生家长也不领情。
有家长代表说，虽然学费上得到优惠，但
是教育政策并没为高职学生提供升学保障，
高职生升入公立大学依然困难，最后大家
还不是要挤回上高中那条路上？

更多批评是，教育政策涉及千家万户
非常重要，讨论多年还变来变去，当局考

虑政策真是欠周详，面对民众威信何在！

主事者有苦说不出

(+ 年义务教育政策何以变来变去？马
当局行政手法固然需要商榷，台湾社会
“民意”的左右也值得关注。

马英九第二任期开始，便不断推出以
“实现公平”为目标的政策改革，如证券交
易所得税、油电调价、年金改革等。只要
是改革就会触及既得者利益，引发“民意”
反对声浪。鉴于台湾民主的特质，民意很
容易被“民粹”和民进党等反对阵营操纵，
政策内容常常被上升为政治对错。“民意”
直接关乎选票，当局为此常常乱了阵脚，
几乎没有一项政策能够得到理想执行。

义务教育政策变出双轨制，背后不无
“民意”作用。台“行政院”官员曾透露，
因教育经费紧张，常有重要项目缺钱不能执
行，有学界、家长代表呼吁高中“排富”，以便
省下部分资金援助重要项目，当局表示已经
“听到这样的声音”；至于高职教育免费，江
宜桦听到产业界反应“缺工严重”，因而决心
强化技术教育，才会决定 (+年义务教育高
职不“排富”，以此宣示当局重视技术职业教
育的决心。

在台湾，民意是政策前进的鞭子，可
是有时一旦陷入“民意”，政策就被套上镣
铐。能否搞清楚哪是多数“民意”，哪是部
分民意，检验主事者的智慧和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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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参与“北京会谈”的最大感受，作为主
办机构之一的两岸统合学会秘书长谢大宁说，
“大家对彼此的理解越来越深刻，倾听对方的意愿
也越来越强烈，我们也越来越靠近核心。尤其是
参加次数比较多的专家学者，越来越能够在自己
的思想里去吸收别人的意见。”

谢大宁发现，这次“北京会谈”，已经不用
再向大家解释台湾岛内的情况，因为大家都已
经很清楚了解，而在过去刚开始举办类似会议
的时候，大陆的朋友对台湾岛内的感受却不是
那么深切。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研究员吴东野则认为，

“北京会谈”比过去几次的探讨都更
深、更广。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余
克礼说，从去年“台北会谈”到这
次“北京会谈”，再到明年“香港会
谈”，把认同议题作为主要议题，是
非常重要的。这次探索政治安排，
似乎又回到上世纪 ,/ 年代探讨主题
一样，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迈出第
一步。期待两岸学者共同努力，让
探讨两岸政治安排这个议题走下去，
一步一步往前走，应该有信心走出
一条光明路。

“北京会谈”是由两岸智库机构共同主办的“两岸
和平发展路径”系列研讨会之一。从 "%%) 年中迄今，
已连续举办多次。这次“北京会谈”的主办方之一———
两岸统合学会，是一个由台湾关心两岸前途人士所组成
的民间政治社会团体，关注两岸认同，主张两岸应和平
发展，并共同为整个中华民族创造最大的利益。

一系列会谈虽然是民间机构主持，内容却都是围绕
两岸最核心的政治问题，包括认同、互信、史观、政治
定位、和平协议等重要议题，出席者均为两岸的智库与
学者，富有包容性，可以说是两岸民间政治性议题对话
中极具代表性的渠道。

更值得注意的是，民间政治对话热络的背后，不
乏岛内的民意基础。台湾竞争力论坛 $ 月 ) 日的民调
结果显示，$&.$0的民众认同自己是中国人，,)1#0认
同自己属于中华民族，-$0支持两岸签署和平协议。

参加“北京会谈”的许信良首度提出两岸比照欧盟
模式共组“中国议会”的构想，表示相关两岸的任何议
题，未来都可以在这个架构下讨论，也确保台湾在“一
中框架”下的空间。这种表态，对于在两岸政治对话中
乏善可陈的民进党来说，是一种新的声音。

许信良说，谢长廷到香港去跟中国大陆交流，
是民共的一种对话形式，是民进党与大陆交流的一
种突破，对于民进党两岸政策的未来发展有重大意
义。过去民进党一直没有办法跟中国大陆进行正式
交往，是没有解决大陆所认定的障碍，即民进党
的“台湾前途决议文”一直不承认 “一中”前
提。谢长廷此次率团到香港去与大陆方面交流，
表明谢基本上解决了民共之间交流的障碍。关键
就看绿营内部是否认可了。

对正在台上的蓝营来说，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
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吴东野认为，两岸目前或无政治
谈判的环境与条件，但应该要有创造谈判环境与条
件的意愿和努力，专家学者尽心尽力，只是为两岸
铺设政治对话的路径；两岸能否和平发展，中国梦
与台湾梦是否皆能实现，并共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往往就在执政者一念之间。

智库机构频办
活动 话及政治关系安排

两岸民间政治对话氛围愈浓
本报记者 任成琦

“北京会谈”两岸关系研讨会 ! 月 "# 日在北京落

下帷幕。这是又一次两岸专家学者探讨重要政治议题的

民间会议。台湾方面有数十位专家学者出席，其中不乏

民进党人士，包括前民进党主席许信良。在台湾，绿营

内的前“行政院长”谢长廷也宣布，他所设立的基金会

将于 !月 "$日和 %&日在香港与大陆学术机构联合举办

主题为“两岸关系发展与创新”的研讨会，主动积极地

以民间交流的模式，开启两岸对话与互动。出席“北京

会谈”的许信良对此评价颇高。

道路越走越宽 不乏民意基础

蓝绿皆受启迪

经费不足政出多变 按下葫芦又起了瓢

台湾义务教育为什么要“排富”？
本报特约记者 乐 天

!

记者观察

!

台湾在线

本报天津 !月 "$日电 （记者王连伟） 为
实现海峡两岸皮肤医学领域的全面合作，促进
两岸皮肤医学深度沟通与交流，继北京祥云京
城皮肤病医院开业之后，天津祥云皮肤病医院
今天开业。国家卫计委、天津市卫生局相关负
责人等出席开业典礼，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
伯雄和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等发来贺词。

海峡两岸皮肤医学暨医学美容委员会同时
在天津成立。该专家委员会将致力搭建学术交
流和科普平台，每年举办两岸皮肤医学暨医学
美容合作与交流论坛；开通“专家2患者预约就
诊直通车”和面向两岸患者的“疑难病征集和远
程会诊系统”；组建两岸医疗专家爱心联盟平
台，并推动中医皮肤病特色诊疗康复平台。

两岸医学美容委员会成立

斯诺登已循合法
途 径 自 行 离 港

香港特区政府发表声明证实

在众所瞩目的“习吴会”上，习总书

记指出：“大陆和台湾虽然尚未统一，但

同属一个中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国共

两党理应坚持一个中国立场、共同维护一

个中国框架。”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说：

“两岸各自的法律、体制都实行一个中国

原则，都用一个中国框架定位两岸关系，

而不是‘国与国’的关系。”

这是吴伯雄代表台湾主政的国民党在

此次会谈中首度公开宣示“两岸都用一个

中国框架定位两岸关系”。“习吴会”形

成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治共识。

在这个良好开端的基础上，两岸何时

可以进入政治对话议程，很大程度上仍取

决于台湾方面的态度。在“习吴会”后举

行的记者会上，吴伯雄表示：国民党很有

诚意推动两岸和平发展，但做任何事情都

会受到很多的质疑、挑战、戴帽子。在台

湾有些敏感问题若要谈，必须得到民意的

支持，目前两岸间正式开启政治对话还不

具备条件。从吴伯雄的表态可看出，他此

行达成“一中框架”的政治共识，虽属可

喜可贺，但指望马当局在短期内着手推动

两岸政治谈判则恐不切实际。

近来有迹象显示，由于马英九连任后

施政不断失分，民调滑至谷底，无形中威

胁到国民党的选情，为挽狂澜，马当局可

能重新找回两岸关系这个强项。到底马英

九能不能实现人们的期待，则还要看他是

否真正认知到启动两岸政治对话对台湾发

展的好处并真心采取强有力的后续行动；

还要看其是否能以推动 3456的魄力和勇

气，调动力量去影响并引导民意；更要看

其是否能顶得住各种压力和责难，为了中

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与大陆方面共谋振兴

中华之大业。

人民的选票就是最精准、最真实的民

意。马英九作为台湾前途的引路领航人，

不仅有责任、有义务，也有权利、有条

件，更要有担当、有魄力，站到历史潮流

的前头，引领民意，勇开新局。

（作者为清华大学两岸法政问题研究
中心特约研究员）

“一中”共识
两岸新机

陈勤浩

两岸黄埔人重访汶川

毕业啦

! 月 +# 日，台湾大学管理

学院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共同

开设的“台大2复旦 3786 境

外专班”诞生第一届 !/ 名毕业

生。图为毕业生们在台大毕业

典礼上。

新华社记者 陶 明摄

“澳门情缘”作品展揭幕
! 月 +' 日，“澳门情缘———潘鹤雕

塑作品展”在澳门金碧文娱中心揭幕，展

出国内著名雕塑家潘鹤的约 )/幅作品。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军营开放日”受热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