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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电
据台湾《联合
报》 近 日 报
道，台湾人口
负增长将在 5
年后来临。台
当局最新人口
推计显示，台
湾人口零增长
的时间点再提
前 3 至 4 年 ，
估 计 2019 年
后 即 呈 负 增
长，若趋势不
变 ， 2061 年
时，台湾人口
可 能 仅 剩
1660 万 人 ，
减少到目前人
口的七成。

“ 银 发 海
啸”来袭，据
推估，台湾人
口结构正快速
老 化 ， 预 计
2018 年 迈 入

“高龄社会”，
届 时 65 岁 以
上 人 口 超 过
14%，2025 年
进入“超高龄
社会”，65 岁
以 上 人 口 逾
20%。

另 外 ，
15 到 64 岁 的
工 作 年 龄 人
口 预 估 明 年
达 到 高 峰 期 ， 但 之 后 即 逐 渐 降
低。再过 46 年，也就是 2060 年
时，台湾地区将与日本、韩国同
列工作年龄人口比率最低国家或
地区，工作年龄人口将不到总人
口数一半。

官员表示，这将严重影响台
湾竞争力和生产力，并且将衍生
各种社会问题，如老人照护和资
源分配。不过，因少子化趋势，
扶幼负担可能反而减轻，约与扶
老负担增加略同，整体扶养负担
不致变动太大。

官员说，整体人口政策将朝
“建构友善婚育环境”、“善用高
龄人力资源”、“提升劳动参与及
生产力”三大方向努力，特别是
民众平均寿命增加，健保医疗照
护费用将快速增加。让高龄者更
活跃且具备生产力，应是未来政
策重点。

参加台湾和平统一团体联合参
访团访问北京的部分成员，10月7
日在台北座谈，探讨“台湾的出路
在哪里”。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召集
人、劳动党主席吴荣元提出，这是当
前台湾社会发展的总课题之一，是
任何人，尤其是肩负开拓时代前进、
谋求实现自身理想的青年人更需要
认真面对、难以逃避的问题。习近平
在会见参访团时提及“台湾的前途
系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的福祉离
不开中华民族的强盛”，还指出“‘台
独’分裂势力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挑
动两岸对抗紧张，带来深重祸害。两
岸同胞对此记忆犹新。历史已经并
将继续证明‘台独’之路走不通”，这
具有重大的警示作用。

张麟征：不是“只要我
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台湾大学名誉教授张麟征在座
谈时说，台湾要往哪里去，要先看
世界潮流，认清楚利益方向，再看
区域形势，不能随心所欲，要怎么
样就怎么样，要认清自己的定位和
利益所在。但台湾社会在“台湾优
先”的塑造中，形成了先看自己、
再看两岸、再看国际的思维模式，“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
以”。但现实是身处区域经济和国际形势之中，有些事你再喜
欢也是不能做的，不能实现的。同理，有些事你必须面对。
现在中国大陆的和平崛起是个事实，对此，美国需要面对，
日本需要面对，台湾不管喜欢与不喜欢也要接受和面对。今
年“太阳花”运动后一系列事件，令两岸关系遇到一定程度
的困难，重新启动有一定难度，因为台湾内部的政治情况非
常特殊，执政党不像执政党，反对党更像执政党，执政党哪
怕是好的政策遇到反对就退缩。马英九任期内，两岸关系政
策最受肯定，有超过 50%的民意支持，结果也是没有坚持，
遇到反对就往后退。现在虽然“立法院”内国民党占多数，
但这是分裂的多数，民进党是少数，却是团结的少数，所
以，在马英九的任期内，服贸、货贸能否通过有很大的变数。

劳动党副秘书长臧汝兴在座谈会上谈到台湾政治现状时
说，“太阳花学运”的核心就是“台独”，不是一个进步的运动，可
是却在台湾社会获得“进步”的形象。台湾青年人不喜欢大的论
述，不喜欢谈经济，喜欢小确幸，所以对投身其中的“学运”并不
了解，以为是进步的。两岸和平与东亚和平才是进步运动，我们
应该去推动，不能失去促进进步的战场。

石佳音：“大义”决定“大利”

中国文化大学助理教授石佳音说，台湾的出路在哪里？
这个问题牵涉统独问题。统独的选择根本上是道德的选择，
不是利益的选择；是“大义”决定“大利”，不是“大利”决
定“大义”。义就是国家民族的认同。

他说，台湾的现实是法理“台独”不敢做，政治“台独”有风
险，经济“台独”不可能，文化“台独”大行其道。比如把日本侵
略、殖民的历史以客观中立的面貌美化和正当化，令历史是非
颠倒。在台湾，到处都能看到以“日治”代替“日据”，日本殖民统
治时代的遗迹被刻意保存并从殖民者的角度去纪念，甚至有中
学老师提出“侵略”这个词带有立场，不合中立，应该回避。“侵
略”在国际法上是有清楚定义的，绝对不是主观的概念。如果这
种趋势不扭转，日本在台湾烧杀掳掠的历史都会被捏造成“谣
言”。历史被扭曲就看不清现状，不少人以为台湾有一个脱离于
中国的利益。现在亚洲有两大势力，一是中国大陆引领的中华
民族的复兴，二是防堵复兴的美、日势力。在这两大势力之中，
台湾经济上无法自足，军事上无法自保，事实上无法保持中立，

不倒向这边就要倒向那边。但由于
政治的虚伪宣传，台湾人民认为有
第三条路可走，这第三条路就是拒
绝与大陆理顺两岸政治关系并走向
统一。其结果就是不断与大陆发生
摩擦，靠向敌视中国的美、日，陷入
经济上依赖大陆、军事上依赖美、日
的困境，进退维谷，内部认同错乱，
社会撕裂，政治动荡，人心不安。

石佳音的观点是，台湾必须面
对一个无可逃避的、带有道德性的
根本抉择：在中国复兴与美日安保
之间，到底站在哪一边？台湾当然
不能站在曾经侵略和殖民自己的国
家一边，要和自己的祖国站在一
起。所有关于两岸关系的主张、政
策，无论包装成什么，若不能清楚
回答这个选择，就都是避重就轻，
甚至是别有用心的“空心菜”。

纪欣：台湾越早讨论
“两制”越有利

《观察》 杂志发行人纪欣说，
习近平会见统派团体时谈了很多对
于两岸关系的看法，对“一国两
制”内涵做出三点论述：一是在台
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

现实情况，这指的是台湾现行社会制度及生活方式可以保
留，自然包括实施已久的政党政治及选举制度；二是会充分吸
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这表示“两制”将由两岸共同协商建
构，台湾社会展开研讨、形成共识越早，就会对自己越加有利；
三是能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的安排，这显示和平崛起的大
陆更有信心及能力，确保台湾民众在统一后，享有更大的经济
利益及国民荣誉。

纪欣说，这个谈话传回台湾后，对于“和平统一、一国两
制”，台湾朝野政党异口同声“不接受”，舆论焦点也专注于对

“动机”的议论，“这就有点装无知了”。其实，“和平统一、一国两
制”始终是大陆实现两岸统一的方针，可见之于历次重要谈话
及文件中。“一国两制”的核心问题在于“一国”，而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之锚在于“一中框架”。要从“一中框架”走向“一国”，当
然必须先化解两岸的政治歧异，最终解决两岸的政治对立，但
如果在台湾连“一中框架”都无法维护深化，大陆再不表明和平
发展是通向和平统一的道路，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和平发展走
向和平分裂吗？ （本报台北10月7日电）

上图自左至右分别为张麟征、石佳音和纪欣在座谈会上发
言。 陈晓星摄

台湾的社会现实是：有喊“独”的自由，没有说“统”的民主。近
日，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台湾和平统一团体联合参访团时，对“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的阐述，在台湾社会激起波澜。如何理解台湾的现实与未来的
出路？怎样看待“一国两制”？在种种曲解的纷扰里，参访团部分成员根
据自己的现场观察和思考，给出他们的分析。

台湾选择“大义”才有“大利”
本报记者 陈晓星 孙立极

据新华社香港10月8日电 （记者
牛琪）“占领中环”非法集会 8 日进入
第 11 天，一些受损商家也开始向“占
中”发起人索赔。当天，分别有一家
旅行社和一家餐厅入禀香港小额钱债
审裁处，控告“占中”发起人之一戴
耀廷，指“占中”影响他们的生意，
要求赔偿。

入禀法院的旅行社董事总经理马
轶超表示，“占中”令10月2日一项国庆
活动被迫取消，他有 3 辆旅游巴士的出
租服务受到影响，要求戴耀廷赔偿损失
450港元，案件将在下月26日审理。

旺角一家日式料理连锁店负责人

则指出，“占中”发动以来，其每日生
意额大幅下降，要求赔偿 23 万港元。
但因为超出小额钱债审裁处5万港元的
申索上限，所以未获受理。负责人打
算转为入禀区域法院。

香港“保普选、反‘占中’”大
联盟发言人吴秋北当天说，各行各业
已有很多人向大联盟表示受到“占
中”负面影响，大联盟也已组织律师
团队，研究他们提出的申诉。

大 联 盟 同 时 要 求 示 威 者 还 路 于
民，要求“占中”发起者、学联及学
民思潮停止呼吁市民上街，并珍惜与
特区政府对话的机会。

香港违法“占中”风暴仍在持续延
烧。但也有积极的消息传来，香港专上
学生联会 （学联） 与特区政府就政改的
对话终于敲定。特区政府与学联代表10
月 7 日晚举行会议达成共识，将于 10 日
进行首次公开对话。以政务司司长林郑
月娥为首的“政改三人组”，与学联秘书
长周永康等将会出席；政府提出的议题
有两个，包括政制发展的宪制基础及宪
制发展的法律规定，学联则要求特区政
府回应市民和学生的诉求。此外，会议将
以开放形式进行，并全程允许传媒采访。
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刘江华
说，实现对话是好的开始，希望双方首次
会议顺畅。

有人期盼，有人不满

对于特区政府与学联之间的对话，
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认为现实仍有空
间可让学联提出意见，也相信林郑月娥
领导的政改小组会诚心诚意听取意见。
香港中华厂商会会长施荣怀表示，“激
情过后应该回归理性、务实”，虽然现
阶段难以推测学联与特区政府的对话成

果，但希望双方都能抱着最大诚意，平
心静气地依据特区现实，在有关法制内
探讨特区政治制度的去向。

但学联代表却在当晚会见传媒时，
批评特区政府提出的两个议题为“模棱
两可”，对此感到“失望及愤怒”。有政
府消息人士指出，会上政府代表曾向学
联代表询问过，是否对这两个议题有其
他意见，学联代表当时并没有表示异
义。这位消息人士质疑学联是否有诚意
促成会面，也看不到互相尊重，认为这
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互信基础。

学联代表其后返回金钟集会现场汇
报开会成果，同场的学民思潮召集人黄
之锋表示，对话未有成果，会继续占领
金钟等地，希望给政府以压力。

坚持“理想”，还是务实争取

施荣怀直言，部分示威者坚持“公
民提名”及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撤回特
区 政 改 有 关 决 定 的 诉 求 是 “ 不 切 实
际”，也不可能实现。人大决定由全国
最高权力机关依据法律及香港实际情况
而做出，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怎么可

以随便说推翻就推翻？”
香港专业及资深行政人员协会创会

会长容永祺受访时表示，“香港普选的
持份者不单单是香港人，还有中央。香
港始终是一国两制，不是独立政体，所
以要考虑中央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作出的
安排，不能说话点就点 （想怎样就怎
样）。”

容永祺认为，正在抗争的学生是从
平面、横向的角度去看普选问题，期望低
门槛。但他指出，从国家的角度考虑政
改，则要更加全面，要考虑到既给香港民
主，但又不影响国家安全。他认为，年轻
学生需要在这次运动中学习如何从国家
的角度来看待普选问题，与其追求过于
理想化的诉求，不如务实地争取一些改
变。

“见好就收，知所进退”

容永祺举例说，学生可以积极讨论

在政改咨询的第二阶段，怎样争取入闸
门槛降低一点，因为争取政改迈向民
主、用普选产生特首，才是整个社会包
括学生的终极目标。学生与其阻塞道
路、瘫痪交通，不如“见好即收，知所
进退”，争取提名委员会有更大的民主
成分，甚至加入青年人代表等，“智取
比街头抗争要好”。“冲击政府总部，如
果换在白宫和唐宁街门口有什么后果？
有智慧都不应该这样做。”

特区政府发言人早前表示，只要学
联愿意，对话大门将一直开启。刘江华
也指出，在完成第一次会面后，再决定
第二次会面时间。

施荣怀表示，通过媒体连日不断的
跟踪报道及网络全天候的持续传播，学
生们和示威者的所有诉求及声音已经传
至社会每个角落。在民主的精神下，示
威者也应尊重其他人的诉求，顺应希望
香港回归正常秩序的主流意见，尽快和
平散去，让全港市民恢复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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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澳在线

主流民意渴望恢复秩序 务实对话胜过街头抗争

香港特区政府10日将与学联公开对话
王大可

据新华社香港10月8日电（记者牛琪） 保利香
港拍卖有限公司2014年秋季拍卖7日收槌。经过3日竞
投，本季共12场专场总成交额为8.22亿港元，7大部门
中共有10多件拍品以超过1000万港元成交，其中多件
拍品刷新艺术家个人纪录，再次体现亚洲艺术市场的强
劲势头。

据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赵旭介
绍，保利香港本次秋拍所创的佳绩包括：崔如琢的

《百开团扇》以近 1.3亿港元成交；曾梵志的《安迪·沃
霍尔肖像》经过多轮竞价以1947万港元成交；31.01
克拉鲜彩黄色钻石配钻石戒指以超过 2000万港元成
交；拍前就受追捧的铜鎏金观音菩萨像则以 1416万
港元成交。

本报电 台湾“对外贸易发展协会”近日研究
指出，大陆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可望带动婴儿奶
粉、尿布、推车及服饰等消费热潮，其中尤以二、
三、四线城市对婴幼儿产品的消费能力更强。因此
建议台商，应跳脱低价策略的泥淖，并以建立通
路、自创品牌等方式，立足中国大陆市场。

比方说，台湾婴儿推车深受大陆市场青睐，“外
贸协会”建议，目前大陆婴儿推车自创品牌崛起，
台湾业者应转向高端及中高端消费市场。在婴儿服
饰方面，台湾品牌可通过积极的营销推广、整合各
区域连锁据点、掌握市场通路等方式深耕。

依据相关部门统计，大陆可望在5年内新增750
万名新生儿，2015 年到 2019 年将拉动人民币 1 万亿
元 （约新台币5万亿元） 的市场消费。

保利香港2014年秋拍收槌保利香港2014年秋拍收槌

台“贸协”看好大陆婴幼市场

10月8日，奥运冠军孙杨、罗雪娟和叶诗文 （从左
至右） 与澳门培正中学学生互动。当日，孙杨、叶诗
文和罗雪娟参加了“奥运金牌运动员访澳系列活动”。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奥运冠军与澳门学生交流奥运冠军与澳门学生交流
香港受损商家向“占中”发起人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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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7
日中午，大批市民群情

汹涌，汇集铜锣湾，怒轰“占
中”示威者严重损坏香港经

济。 洪少葵摄

统派团体参访团成员热议“台湾的出路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