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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立法院”24 天后，台湾的
“太阳花学运”于 4月 10日退场。与民进
党关系密切的学运领袖们，如英雄般被
抬出场外。表面上，学生和民进党赢
了，马当局输了，两岸服贸协议成了牺
牲品。但从长远看，这场运动没有赢
家。不仅台湾经济距离全球化又远了一
步，而且可预见的是，在民粹之风继续
抬头、政治内耗愈发严重的大环境下，
台湾的未来将面临更多难题。

“碰不得”的学生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日前接受采访时
表示，学生攻占“立法院”，甚至冲进

“行政院”，在民主地区都是不正常的行
为；学生必须透过既有法律途径表达意
见。他还说，“服贸”是个好协议，不签

“可惜了”。这是来自第三方的客观意见。
学生占领“立法院”违法，“立法院”和

台当局本来可以动用警力驱散。但“立
法院长”王金平基于政治考量不愿做，
台当局则是“不敢”做。最重要的原因
之一，是台湾近年日益浓重的民粹气
氛，让凡是打着“民意”、“人权”、“保
护台湾”等旗号的行为都有了天然不可
挑战的正当性，尤其当这些旗号由“天
之骄子”大学生们扛着时，就更是如此。

近两年，台湾当局所推的所有重大政
策几乎都遭到猛批，包括继续兴建核四电
站、调升油电价格、调高证券税等，这些政
策几乎都有不得不出台的理由，但却因侵
犯民众的短期利益而被痛骂。这种氛围
下，骂当局、骂马英九成了显学。“太阳花
学运”虽然以“反服贸”为名，但反马、反两
岸交流才是真正潜台词。

台湾民粹风气的形成，固然是民进
党多年来努力煽动的结果，也跟马英九

“不统、不独、不武”的两岸政策密切相
关。以“不统”打头的政策宣示，似乎
暗合了民进党强调的所谓“台湾主体
性”概念。相关调查显示，马英九执政
数年间，岛内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而
不是中国人”的比

例持续升高。

国民党权争又激化

“太阳花学运”除了重挫马英九当局
的执政威信，还让国民党内部的权力之
争进一步激化。台“立法院长”王金平
在“学运”最后关头突然出面喊出“先
立法，再协商”，这一事先未经国民党内
部商议的表态，让国民党彻底陷入被
动，也让服贸协议的通过变得遥遥无期。

王金平所谓的“先立法”，指的是先通
过《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法案。且不论这一
法案有无存在必要，光是目前提出的讨论
版本就有10个之多，民进党提出的版本更
是开宗明义以“两国论”打头，如若通过，
则意味着以“一中框架”为前提的两岸协
议从此不必再提。

台湾“立法院”国民党占多数席
位，按正常程序，所有国民党提出的方
案都将过关。但是，台“立法院”有其
特殊行事逻辑，实行的是“朝野协商
制”，每遇重大问题，两党要先坐下来协
商，达成协议后再去“立法院”，该抗争
该打架照演不误，最后再通过事先协商
好的结果。

去年，马英九发动奇袭，开除“立
法院长”王金平党籍，用意即在于让

“立法院”能够更顺畅地贯彻国民党意
志。王金平跟绿营关系良好，他坚持不
动用警察权，以至民进党在“立法院”
的暴力抗争，变成足以跟国民党多数席
位长期抗衡的利器。

此次王金平“掀桌”反击，把马英
九再次逼到了墙角。学运退场的同一
天，国民党表示对王金平党籍案继续提
起上诉。岛内媒体指出，没人相信这只
是个巧合，马英九要巩固领导中心、避
免党内分裂进而避免权力跛脚，只能选
择上诉一途。

民进党也在丢分

学运表面上看好像对民进党有利，
但其实不然。学运领袖无不是民进党的
党员与党工，学运成了民进党街头暴力
的延续。民进党的“台独”图谋在学运
中暴露无疑。这也让两岸更进一步地看
清民进党的本来面目。民进党调整两岸
政策看来只是喊喊口号，混淆视听，糊
弄民众，骗取选票。过去的反 ECFA、

“逢中必反”已让民进党尝到了“大选”
败于“最后一里路”的苦果，此次的暗
中操弄，对民进党的 2016 选举而言，同
样是减分而非加分。

岛内媒体评论，学运的本质，其实是
被政治集团操纵的运动，它只是台湾政
治恶斗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撕裂社
会，制造新的对立，造成台湾动荡，对
经济社会发展毫无益处。民粹、恶斗、
分裂和内耗，将导致台湾持续空转，造
成更长远的损失。

国台办：

两岸协议
没有重谈
的先例
本报电 国台办发言

人范丽青 11 日晚针对是否
同意重新谈判两岸服务贸
易协议事应询表示：

张志军主任在博鳌回
答台湾记者提问时，有众
多记者在场，并有录音。
所谓大陆方面同意重新谈
判的报道是无中生有，别
有用心的。

两岸协商中，没有已
签协议重新谈判的先例。
海协会与海基会是两岸双
方协商谈判的授权单位，
他们一直是以认真负责的
态度进行平等协商，所达
成的相关协议促进了两岸
交流合作，为两岸同胞带
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两会授权协商和所达
成的协议的权威性应该得
到维护。

台湾内斗加剧 签约遥遥无期

“反服贸”给台湾留下烂摊子
本报记者 王 平

■记者观察

4 月 10 日下午，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海南
省博鳌会见了前来出席
博鳌亚洲论坛 2014 年年
会的台湾两岸共同市场
基金会荣誉董事长萧万
长一行。

李克强表示，当前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良
好局面来之不易，值得
我们倍加珍惜。只要我
们坚持在共同的政治基
础上良性互动，共同努
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的 道 路 就 会 越 走 越 宽
广，两岸同胞就会越走
越近，越走越亲。李克
强还表示，两岸应从一
家人的角度考虑，为了
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共同
利益，不断扩大和深化
两岸经济合作，共同壮
大中华民族经济，造福
两岸同胞。我们愿意首
先与台湾同胞分享大陆
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
在两岸经济合作中照顾
台湾同胞的利益，在对外
开放的时候先一步对台
湾开放，或者对台湾开放
的幅度更大一些，促进两
岸经济融合与共同发展。
当前经济全球化和区域
经济整合的势头不减，两
岸进一步扩大经济合作，
促进经济融合，也有利于
为台湾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创造更好的条件。我们真诚
希望台湾同胞能够把握住这些机遇。

对此，大陆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
副所长朱卫东认为，李克强会见萧万长的讲话，重
申了大陆发展两岸关系的基本态度，特别是对新形
势下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两岸经贸合作的重要性和紧
迫性作了更明确的表态，同时也强调了大陆始终从
两岸一家亲的角度考虑两岸经贸合作。

对于“李萧会”，岛内各界也多持正面态度。台
湾大陆事务主管机关 10日表示，这次会面有利于促
进两岸相互理解与合作以及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
当局对此持正面立场。

台湾竞争力论坛执行长谢明辉称，这不难看出
大陆是很有胸怀的，李克强所提恰恰是台湾走出目
前困局最需要的“筹码”。萧万长在会面中表示，两
岸应本着相互谅解、相互扶持、相互信任的民族情
感，携手合作，共同克服挑战，共创未来愿景。
两岸关系不能再走回头路，这是台湾有识之士

的共识。
台湾两岸统合学会理事长、台湾政治大

学张亚中教授表示，李克强此番讲话，使其
它经济体都能对是否和台湾经贸往来做

纯经济上的考虑，这点很重要；北京用
“一家人”的态度看待，实为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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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百度网）

4 月 11 日，国际特殊奥林匹克全
球形象大使姚明、杨扬以及前日本球
星中田英寿来到台湾新北特殊教育学
校，与 50 名特奥运动员互动，推广特
奥体育运动。图为姚明 （中） 与中田
英寿 （右前） 观看比赛。

新华社记者 黄晓勇摄

姚明访台

4月11日，“活力澳门推广周”大型综合展览在杭州的
浙江世贸国际展览中心举行，为期三天的展览将举办主题
展览、产品展销、商贸推介、行业对接、特色表演等系列
经贸文化交流活动。上百家澳门特区企业携千余种商品在
本次推广周活动中亮相。 施建学摄

活力澳门

位于台北市北投的圣德幼儿园，常能看到这样的景象：蓝天白云
下，绿草草坪中，一群可爱的孩子在嬉戏玩耍。而抬头一望，不超过
一公里，就是北投垃圾焚化厂的大烟囱。

把孩子送到与垃圾堆比邻的地方上学，幼稚园的家长对此“淡
定”得很。焚化厂门口的空气质量“公示牌”也清楚标明了当天的
PM2.5，不到40。

然而二三十年前，遑论垃圾焚化厂，在室外活动对于不少的台北
人来说都是一种奢望。地处盆地的台北市，工厂曾经主要聚集在东
部。早期由于使用煤作为燃料，排污设施不完善，燃料燃烧不充分，进
入冬季在东北季风影响下，废气就会聚集在台北。

1975年，台湾制定了首部空气污染防治法，首当其冲就是控制工厂
废气的排放。台湾前“环保署副署长”陈龙吉回忆说，那时候的台北有
时看不到晴天，松山工业区一带更甚，烟囱成天冒着黑烟，附近松山小
学的学生上课时都要戴着口罩。当地的里长实在受不了，送了一面“请
勿冒烟”的锦旗给厂长。

傅达仁是时任台湾“中华电视台”跑环保新闻的记者，他回忆说，
不少工厂为了躲避被执法，“白天休息，晚上开工”。他经常拉上时任台
北市环保局工作人员的陈龙吉在零点后“潜伏”，一旦发现夜里浓烟冒
起，就直接开罚单。

当时，台湾环保部门对治理空气污染采取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措
施，既重金罚款，又对于迁出都市区，到排污设施完善的新区企业给予一
定补贴。1999年，台湾将征收空气污染费纳入法律。

摩托车是台湾一道独特风景线，全台保有量1400万，人均占有率世界
第一。由于摩托车每公里所排放的废气是普通汽车的2.7到4倍，摩托车尾
气排放也是影响空气质量一大要素。

台北市环保局局长吴盛忠介绍，台湾早期的二行程、四行程摩托车，尾
气排放量远远超过标准。2004年后，台北市管控停产旧型车，补贴鼓励市民
购买更加节能环保的电动车。同时规定只有尾气排放符合标准的机动车才允
许行驶上路，并不定期展开抽查。

近年来，PM2.5 议题备受关注。2005 年，台湾在 57 个空气品质测站加设
PM2.5自动监测设施。2012年5月，台湾将PM2.5纳入空气品质标准。

陈龙吉介绍，台湾 PM2.5去年平均值为 22.7。上世纪 80年代末期，根据台湾
环保部门的监测数据，空气质量不合格的天数占了50％。经过多年治理，空气质量
不合格的天数已经降到2013年的不到1％。但是台湾各界认为，狙击不良空气，台
湾无论如何也“不能松一口气”。

“空气污染是两岸共同要挑战的棘手议题。”现任环境永续发展基金会董事长
的陈龙吉说，两岸两会今年达成未来将探讨两岸环境保护合作框架性协议。他所
在的协会今年将在两岸举办一系列交流活动，希望未来两岸能加速推动这方面的合
作。 （据新华社台北电）

看台北如何狙击雾霾
李寒芳 吴济海

环保人员零点潜伏
发现浓烟即开罚单

■宝岛万象

■新闻图说

4 月 10 日，台湾退役将领组团在南京拜谒中山
陵，并祭拜了南京抗日航空烈士墓。图为台湾退役
将领团成员在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前鞠躬拜祭。

新华社记者 韩瑜庆摄

南京拜祭

新华社香港4月13日电（记者
姜婷婷） 第3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13
日晚在香港文化中心揭晓。《一代宗
师》 成为本届金像奖最大赢家，共
斩获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
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等在内的 12
项大奖，也成为金像奖创办以来获
奖最多的影片。

本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花
落《一代宗师》，章子怡凭借本片“封

后”，该片导演王家卫也一举夺得最佳
导演奖，最佳男配角则由张晋获得。

《一代宗师》获得的其他奖项还
包括：最佳动作设计、最佳原创电
影音乐、最佳摄影、最佳服装造型
设计、最佳美术指导、最佳编剧、
最佳音响效果、最佳剪辑。

香港电影金像奖创立于 1982
年。此前，《甜蜜蜜》和《寒战》各
曾获得9个奖项。

香港电影金像奖揭晓
《一代宗师》斩获12项大奖成最大赢家

本报电 面对近期物价年增率创
13 个月以来新高，台湾年轻上班族该
怎么办？据岛内媒体 11日报道，岛内
求职网调查结果显示，年轻一辈的上
班族有 14.5%自认，生活痛苦指数达
100 分，平均落在 67.3 分；同时，有
35%入不敷出，81%无力购屋，而这
群薪贫族，目前承担的经济压力指
数平均为65.9分。

调查还显示，其中属于 20到
35 岁的上班族与劳工朋友，有
35.7%表示目前每个月的财务状
况是“入不敷出”，但也有

35.5%指出，自己是“收支平衡”，自
认“收入大于支出”，仅占28.8%。

对于有没有能力购屋这件事情，
调查结果指出，有 18.3%表示“有买
房子”，其余 81.7%无力置产：包括
51.9%是“与家人同住”，29.8%选择

“以租代买”的方式。不过，租屋族
的负担也不轻，平均每月房租为 8036
元 （新台币，下同）；少数拥屋的，
房贷压力更沉重，平均一个月要缴
17173 元。整体而言，薪贫族自认，
目前承担的经济压力指数，平均为
65.9 分。

台湾出现年轻薪贫族
调查显示逾八成人无力买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