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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占中”已被清场，但至 12 月 29
日，香港立法会大楼对面的添美道行人路两
侧还摆着120多个帐篷，高峰时期还有数百人
在此地聚集。香港媒体调查发现，少数激进
分子盘踞不去，准备随时对政府总部和立法
会大楼发起围攻。

激进组织伺机“再占领”

香港 《文汇报》 记者连日在添美道调查
发现，行人路两侧约有 120 多个帐篷，白天

“占领”者较多，高峰时有数百人出没；到了
晚上则人丁稀少，通常只有30多人留宿。

知情者透露，现在的添美道是群龙无
首，“占中”组织者“双学”（学联、“学民思
潮”） 已经销声匿迹，转由社民连、“人民力
量”等激进组织在幕后支持，社民连还在政
总外行人路帐篷处插上旗帜。

这些“占领”人士一部分是从金钟和旺
角转移过来的，属于社民连、“人民力量”等
激进组织旗下；另一部分则是 2011年起参与

“占领汇丰”行动的“艺术公民”成员。他们
企图长期盘踞此地，在特区政府于明年初展
开第二轮政改咨询后，随时围攻政府总部和
立法会大楼，延续其“占领”之梦。

反对派组织在此处设立了物资站，将从
金钟转移过来的物资，包括瓶装水、被服、
头盔、雨伞等，都堆放在这里，供“占领”
者随时使用。另外，激进组织还利用这里作
为培训暴力冲击警方防线的“课堂”。

盘踞者中还有一些以“艺术家”自称的
人，多数是“艺术公民”的成员，该团体是
由一些声称搞“行为艺术”或自认“艺术
家”的人所组成，曾于 2011 年起参与“占
领”汇丰银行总行地下，时间长达 11个月之
久。据知情者透露，这批人是以搞“艺术”

为名，实际上是倾向于
“反政府、反资本制度及
反权力”，多数都是“无
政府主义者”，部分人无
正 当 职 业 ， 靠 综 援 为
生。知情者透露，这些
人由于没有职业，不用
上班，自由自在，又有
长期“占领汇丰”的经
验，故成为反对派刻意
拉拢的对象，游说他们
到添美道“长期留守”。

据悉，这些人之所
以能够继续占领添美道
行人路，是因为香港高
等法院之前颁布的禁制
令，范围并不包括添美道行人路。香港立法
会秘书处指出，由于该位置是行人路，立法
会没有权力跟进，除非有关物资堆放以及

“占领”者构成议员或其他人员出入不便，则
会要求警方跟进。有法律界人士指出，这些
占领者已经涉嫌触犯“霸占公共地方”、“阻
街”、“游荡”、“非法集结”等罪行，呼吁警
方应果断执法，维持政府总部和立法会大楼
周边的正常秩序。

已拘捕千人不排除抓更多

除了摆帐篷，激进组织还有不少小动
作。以购物为名滋扰游客的“鸠呜团”26日
凌晨突然由旺角街头转移到旺角警署，试图
包围警署。当时，部分蒙面、戴口罩及头
盔、站在人群最前排的示威者突然发难，向
警方投掷物件，试图拆开及推倒警方铁马。
警方随即举红旗警告，但示威者继续冲击，
迫使警方以胡椒喷雾和警棍驱散示威者，多

名示威者头破血流，也有警员受伤。超过 30
名示威者被捕。

此前的平安夜晚上，旺角聚集大量群
众，其中一部分是响应“鸠呜团”的流动购
物活动，直至凌晨时间，警方以包括涉嫌

“袭警”和“在公众地方行为不检”等罪名进
行拘捕。

28 日，港铁为开通新的线路举行庆祝仪
式，特首梁振英出席。社民连、学联及“人
民力量”等多个反对派团体，在仪式期间举黄
伞和“真普选”等标语示威叫嚣。现场有不少街
坊对反对派的滋扰忍无可忍，当场怒斥示威人
士。有市民表示，示威者我行我素、漠视民生，
任何场合都只知道举黄伞抗议，“只知道倒香
港米（意指败家），不知所谓”。

香港警务处助理处长张德强 27 日表示，
警方在整个占领行动中拘捕近千人，不排除
将来会拘捕更多人。警方会仔细研究每宗个
案，尽快整合调查所得，征询律政司意见，
并会聚焦于占领行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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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眼中的台海新局

两岸将进入平缓渐进的“新常态”
本报记者 任成琦

2014年台湾政局发生重大变化，两岸关系下一步面临新的形势。有知名台湾问题专家日前接受采访时表

示，虽然两岸关系大格局和发展趋势没变，但受岛内政治因素干扰，一年来两岸关系发展节奏放慢、阻力增

大。未来两岸关系发展将呈现一种新常态，也就是从快速发展的“高温期”向平缓渐进的“常温期”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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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所
长朱卫东表示，以“九合一”选
举为标志，岛内政治发生了深刻
的变化，政局发展的变数在增
大。当局领导人马英九为缓解内
外困境，多手并举，强化施政绩
效、巩固领导地位，一年来虽然
岛内经济有所增长，但是执政困
境并未好转。另一方面，卷土重
来的民进党斗志旺盛、信心大增。

他说，在此前的“太阳花学
运”中，民进党通过蓄意操弄学
运、煽起民粹、暴力抗争，收割
了政治果实。以“太阳花学运”
为号召的“反服贸运动”只是一
个导火索，背后是民进党等“台
独”势力蓄意“反马反中”。其结
果，不仅服贸协议难以生效实
施，而且台还将制订“两岸协议
监督条例”，使两岸关系发展面临
制度性障碍。此前积极和谐的氛
围迅速降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自2008年以来第一次遭遇急刹车。

朱卫东指出，“九合一”选举
结果震撼，影响深远。它不仅大
幅改写岛内政治版图，严重冲击
下届“大选”形势，影响政局发
展走向，而且将对今后一个时期
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带来更
为复杂的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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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气势正盛的蔡英文和民
进党，在其发展“短板”两岸路线方
面，会不会对“台独”进行实质调
整，还是只会摆出姿态而已？

社科院台研所资深研究员李
家泉认为，民进党在“九合一”
选举中已经大胜了，下一步会怎
么走有三种可能：一是被胜利冲
昏了头脑，不但不冻结“台独党
纲”，而且想进一步谋求实践。这
样，两岸关系必将趋于紧张，和
平发展的大局和方向亦必受干
扰；二是被胜利吓晕了头脑，不
知如何是好，大有手忙脚乱之
势；三是既不宣布冻结“台独党
纲”，也不谋求其实践，不但不去
强调或强化“台独”，而且适当调
缓现行政策，以求暂维两岸关系
现状，待 2016 年“大选”后看形
势变化再作计较。现在看来，第
三种可能性最大。

台湾中山大学社会科学院院
长林文程发表观点认为，民进党
的大陆政策有历史的包袱。目前
民进党了解其大陆政策必须与时
俱进，但是民进党精英对如何调
整大陆政策仍然没有共识。台湾
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周志杰也进
而认为，巩固与推进两岸和平发
展制度化，首先是民进党“以自
己的方式”正视“九二共识”，尝
试面对真实而非自己妖魔化的中
国大陆，如此方能取得两岸互动
的实质话语权。稍早民进党内谢
长廷派系提出“宪法各表”的

“创造性模糊”，具有积极性与建
设性，但如何与“台湾前途决议
文”区隔仍然是个难题。

朱卫东认为情况不容乐观。
在“九合一”选举大胜，国民党
的困境越陷越深情况下，民进党
实质调整两岸政策的动因已越来
越弱。今后，大家会看到一个

“不弃独、不言独、暗搞独”的民
进党，以及“姿态百变、本质不
变”的蔡氏“柔性台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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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铭传大学两岸研究中
心主任杨开煌注意到，由于台湾
政治生态的变化，两岸关系互动
中加入了新的变数。他说的“变
数”，主要是借助“太阳花”学运
走上舞台的台湾青年，他们的网
络化组织、现场鼓动力和对两岸
关系发展的态度，给外界留下了
深刻印象。他们和“柯文哲”现
象，被岛内称为第三势力，即超
越蓝绿的“白色”力量。

台湾空中大学公共行政系
教授兼主任、海基会顾问李允杰
对此表示认同。他说，随着越来
越多青年关心公共事务的现象
发展，台湾民意板块出现结构性
变化，不再是传统的北蓝南绿。
青年族群“恐中拒统”的政治态
度以及反对两岸经济一体化的
倾向，短期内恐难以改变。

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章念
驰则认为没有那么悬。对于台湾
的“白色”力量究竟会不会改变
蓝绿，“第三势力”的空间会有多
大，不要寄予太大希望，毕竟台
湾蓝绿两大政党政治格局还没
有根本变化。

章念驰说，“太阳花学运”
的青年人，因为长期的分离让
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中国，不知
当中国人的荣耀与责任，加上
民进党长期“去中国化”的教
育，让他们闭塞迷失、短视迷
茫，他们只是一批“小确幸”
而已，两岸关系岂能由他们主
宰？所以问题不是出在台湾青
年人身上，还是出在民进党长
期“民粹主义”操弄的结果。

台湾“中央研究院”副研究
员黄伟峰表示，“柯文哲现象”所
创造出来的第三势力空间尚未
达到坊间所指的“政党解组”效
应。即使“柯文哲现象”的确有超
越蓝绿的气势，但是台湾选民在
单一选举行政首长时，仍倾向
于支持两大政党的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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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民党和民进党调整两岸
政策，两岸关系的变数在增大。

朱卫东分析说，岛内“朝小野
大”、“蓝消绿长”态势正在发展，马当
局推动两岸关系的意愿和能力进一
步弱化。但为了应对 2016 年“大选”，
国民党不会轻易放弃它的长处，一定
会打“两岸牌”。未来一年半的时间，
马英九和国民党当局也会在两会互
设办事机构、推动服贸协议审查生效
等方面展示某种积极性。

他继续表示，蔡英文和民进党
为了胜选也会摆出调整两岸政策的
姿态以争取中间选民，但又根本不
愿放弃“台独”。两岸关系发展的难
度与变数显著增大，两岸关系发展
将呈现出一种新常态，从快速发展
的“高潮期”向平缓渐进的“常温
期”转化，从“两会协议拉动型”
的发展模式向“民间交流内驱型”
的自然模式过渡，从互补性的经贸
合作向竞合性的经贸互动发展，两
岸关系良好的发展势头与热度势将
减弱和降温。

就此章念驰发表观点认为，面对
两岸发展新局，需要拿出“顶层设
计”。“九合一”之后大陆没有必要惊
慌失措，而是要进一步健全大陆的理
论和政策，尤其是对“一国两制”与

“和平发展”要有新的论述，需要研究
出一个新的共识。过去大陆认为是

“九二共识”，现在两岸需要在“九二
共识”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发展，来应
对两岸关系发展的新局面。

台湾“九合一”选举造势现场。
（资料图片）

台湾“太阳花学运”令两岸服
贸协议搁浅。 （资料图片）

据新华社北京12
月 29日电 （记者查
文晔、白田田） 中共
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
室主任张志军在2015
年第一期《两岸关系》
杂志发表了题为《保持
势头 克难前行》的新
年贺词 ， 代 表 中 台
办、国台办向台湾乡
亲们致以节日的问候
和新春的祝福。

张志军回顾说，
一年来，习近平总书
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多
次会见台湾党派、团
体和各界人士。习总
书记面向广大台湾民
众，深刻阐述了两岸
一家亲、共圆中国梦
的理念，表达继续推
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的信心和决心，强调
遏制“台独”分裂活动
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的必然要求，重
申“和平统一、一国两
制”基本方针并丰富
其内涵，呼吁两岸同
胞共同珍惜来之不易
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成果，在海内外产生
广泛积极影响。

一年来，两岸双
方保持良性互动，两岸协商继续推进并
取得新成果，两岸经贸交流合作稳步发
展，两岸人民往来与基层交流更趋热络。
一年来，双方两岸事务主管部门交往取
得重要进展，他和台湾方面陆委会主委
王郁琦实现互访，建立了常态化联系沟
通机制。一年来，两岸关系也出现了一些
新情况和新问题，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的方向没有改变，两岸关系这艘大船
沿着正确的航向，继续破浪前行。

对于新一年的两岸关系，张志军提
出三点希望：稳定、发展与利民。

稳定，就是保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
正确方向。两岸双方要继续坚持“九二共
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进一步
增进政治互信，维护一个中国框架，遏制

“台独”分裂图谋，保持台海局势稳定。
发展，就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取得新成果。我们将继续贯彻两岸一家
亲理念，努力推进两岸协商对话，不断扩
大和深化两岸经济合作，加强两岸社会
各界、各阶层民众沟通交流，增进相互理
解信任，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理距离。

利民，就是采取更具针对性的政策
措施，让更多台湾基层民众分享两岸关
系发展成果。我们将继续便利台湾同胞
往来大陆，进一步推出有利于台湾青年
来大陆求学、就业的政策措施，为台湾同
胞在大陆创业发展提供更好条件。切实
保护台湾同胞合法权益，热心为台湾同
胞排忧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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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帐篷占据行人路 零碎捣乱动作仍不断

香港激进势力还在做香港激进势力还在做““占领占领””梦梦

香港立法会大楼对面的添美道行人路两侧被百余个
帐篷占据。 （图片来源：中评社）

新华社香港12月29日电（记
者姜婷婷）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
处 29 日确认，失联的亚航客机上
有一名乘客持有外国护照同时拥有
香港居民身份。

入境事务处传讯及公共事务组
负责人黎永鸿表示，入境处已与相
关领事馆联络，确认当事人于海外
的家属已得到有关方面的协助。入

境处至今尚未接获港人求助。入境
处会继续与公署、大使馆、总领馆
及航空公司等方面保持密切联系，
留意事态发展。

28 日 上 午 ， 亚 洲 航 空 公 司
QZ8501 客机由印度尼西亚泗水飞
往新加坡途中与空管人员失去联
络，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 162人下
落不明。

亚航失联航班中确认有香港居民

12 月 29 日，随着广深港高铁益田路隧道全线贯通，京港 （北
京－香港） 高铁在内地最后一段土建工程顺利完工。预计到 2017
年，京港高铁香港－深圳福田段贯通后，高铁列车从香港九龙西站
驶出15分钟即可抵达深圳。 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摄

京港高铁内地段工程贯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