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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5日，特区

政府“政改三
人组”及30多名

官员坐敞篷巴士
巡游，向市民宣传刚

刚公布的政改方案。有
激进反对派发起所谓“狙

击行动”，与支持政改的人士
对峙，发生肢体冲突甚至袭警。
连日来，香港舆论批评反对派阻

碍官员与市民良好沟通，其过激行为
明显不是“对话”与“辩论”，而是“反对”

没底线。更有舆论担心，反对派的激进行为
会使香港社会陷入动荡。人们质问：动辄操动

“阻街”行为，要把香港带向何方！

反对派阻街扰民反政改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报道说，港府方案充分考虑了

各个方面的原则和因素，其结果合宪、合法、合情、
合理。香港《信报》报道，政改方案公布后，41名建制

派议员联署发表声明，支持政改方案。
然而，反对派并不买账。自特区政府公布政改方案开

始，反对派就漠视民意，扬言“必定否决”，港府巴士巡游与
市民沟通，反对派又阻街扰民。反对派仍然打着民意的旗
号。事实上多个民调显示，多数香港民众支持立法会通过政
改方案。中华总商会及中华厂商联合会最新公布的民调显
示，超过九成半受访会员认同应依照 《基本法》及人大决定
如期落实特首普选。香港社会各界近日更直言，反对派倘坚
持逆民意而行，在明年立法会选举势必“票债票偿”。

财政司司长曾俊华指出，方案若未能通过，社会的撕裂
或变本加厉，没有一个香港人会因而得益；而现时市民希望
落实普选的愿望愈来愈强烈，反对派为何不“成人之美”？

《星岛日报》称，港府打出新的宣传口号“一定要得”，高调
彰显决心，并将开展长达两个月的宣传与沟通活动。而反对派
也摆明要无休止地阻挠。政制发展已经到了关键时刻，香港媒
体预计，一场声势浩大的“民意战”即将展开。《东方日报》22日
评论说，立法会内唇枪舌剑，立法会外街头对垒，未来两个月政
治气氛之炽热，可能是回归17年来所罕见。

政改不过，每个港人都是输家

政改方案需要立法会 2/3 以上票数才能通过。香港 《大
公报》文章说，香港政改进入最紧张的关键时刻，之所以举
步维艰，正是因为立法会的反对派议员自恃拥有 1/3 的关键
少数票，“开天杀价，落地还钱”。

香港 《明报》 22 日发表社评说，由于泛民议员不接受
“831框架”的规定，声言将否决方案，因此普选梦有可能仍

然会停留在梦境，无情剥夺市民的权利。香港 《经济日报》
援引香港首富李嘉诚的话说，若政改不通过，每个香港人都
是大输家。

香港特首梁振英 22 日呼吁立法会议员通过方案。他表
示，如果这次的政改方案被少数立法会议员否决，不知道什
么时候可以落实特首普选。

有香港媒体发表评论称，一如既往，反对派连方案内容
都不听就拉开架势反对、阻街、发动“反政改”宣传，表面
上是争取所谓“真普选”，实际上是为一党一己之私，妄图篡
夺特区管治权。

舆论指出，反对派浪费时间演“重复又重复的政治秀”，
甘愿赔上延滞香港民主进程、破坏香港法治基础、撕裂香港
社会、伤害香港经济的代价，香港市民务必看清其本质。

责编：李炜娜 邮箱：gtbhwb@people.cn

2015年4月28日 星期二2015年4月28日 星期二台港澳

刺激台股持续看涨

姜洋此言一出，台湾资本市场立刻视为利
多。连接大陆的可能性带动市场乐观情绪，原
本犹豫不前的台股连续上涨，4月24日收盘时
创15年新高，27日更一度冲上万点。

有证券业界经济学家表示，“本轮涨势主
要是受‘沪台通’讨论的影响。”岛内资深的
一些外资券商也不掩对“沪台通”的正面看
法。野村证券指出，若“沪台通”成真，可增
加台股的流动性和比价效应。而大摩则表示，

“沪台通”对台股是潜在的正面触媒，若在年
底前落实，则可以带动台股冲击年度新高，比
如对科技股就是典型的利多，目前台湾的科技
股估值就低于大陆。另一方面，沪台交易所若
实现互联互通，对于有意投资大陆的台湾投资
者来说也是件好事，投资更加方便。最近沪深
股市热络非常，好多台湾投资者就只能看在眼

里急在心上。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沪港通于去年 11月

17日开通，开通初期资金多从香港北上投资沪
市，但近一个月来情势逆转，大量内地资金南下
投资港股，也推升港股成交量不断创新高。市场
人士预估深港通今年年底前开通，两地资本市
场连结将更紧密。不温不火的台湾市场看在眼
里，自然高度关注“台沪通”何时能启动。

岛内媒体开始讨论，一旦“沪台通”成真，台
股会聚焦哪些族群和个股？闻名的“中国大妈”
可能会关注哪些个股？业界普遍的看法是，证券
股、大型绩优股以及环保、物联网、再生能源、医
药等小型股都会有不错的机会。

但熟知岛内政经走向的券商并没有过度乐
观，野村证券承认，这也是一个“高度政治敏感
性”的议题，大摩更是进一步指出，“沪台通”的
运行时间点可能也会牵动明年初的选举。

当局主管部门泼冷水

其实在姜洋来台放话前，证监会国际部主
任祁斌就借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的场合透露，
大陆资本市场将不断开放，继沪港通和深港通
之后，下一步则是“沪台通”或“陆台通”。
这次姜洋更强调，只要两岸交易所之间的合
作，“我们都支持”。大陆业界对“沪台通”一
直持正面积极看法。

但一个巴掌拍不响，关键还要看台湾社会
尤其是金融管理部门的态度。对于姜洋的说
法，台湾“金管会”决策官员回应说，支持台
湾证交所强化与大陆各交易所之间的合作，但

“台沪通”牵涉层面广，必须台湾内部有共识
后，才能进一步推动。有台媒报道，“金
管会主委”曾铭宗强调，“沪台通”都还
没开始研究，“连影子都没有”。“金管会
证期局”也说，近期台股上涨“主要是
反映公司基本面，不宜过度连结”。

其实官员的回应里面还有更丰富
的内容，即台湾目前正推动与各国和
各地区的资本市场加强连结，比如与
新加坡交易所的“台星通”预计六七
月开通。“台星通”开通后，台湾的
券商可以直接投资一批选定的新加
坡交易所上市股票，新加坡的券商
同样可以这样投资台湾股票。台湾

证交所还在同东京证交所商议类似互通机制
“台日通”，同伦敦证交所也在商谈扩大市场准
入等举措。

所有这一切，归根结底一句话，台当局
经管部门认清了一点，“资本市场国际化是全
球的趋势”。而这，正是两岸间最大的共识。
大陆证监会 2015年对外开放举措，包括深化
沪港通，推动深港通，推动 A 股纳入 MSCI
和 FTSE 指数，扩展 QFII、QDII、RQFII，
建立健全外资进出市场的风险监控等，无一
不是要顺应这种趋势。

两岸通不通，背后考量多

两岸间所不同的，是大陆更有融入全
球主流甚至引领风潮的格局和勇气。从近
期全球热议的“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就可
见一斑。就金融领域而言，目前大陆 GDP
是 美 国 的 60% ， 股 市 市 值 只 有 美 国 的
25%；大陆 A 股证券化率为 49%，加上 B
股、H 股为 81%，美国、印度这一比率都接
近 150%。大陆一直就有成为全球第一大资
本市场的潜力，从近期的一系列动作来看，
不但有潜力，还有清晰的梦想和追求。

而台湾岛内，则出于种种顾虑，更愿
意把“台沪通”向后搁置，最少要放在

“台星通”后面，甚至在时间表上，更渴
望八字还没有一撇的“台日通”、“台英
通”先成行。这种顾虑是啥？有岛内媒
体鼓吹说，两岸资本市场连通，最终台
湾经济会彻底跟大陆缠绕在一起而失去
主体性云云。此类思潮的眼光和格局有
多大，从岛内对是否加入亚投行的激烈
争论中就不难得出结论。

深圳大金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董
事长丁元恒表示，开通“沪台通”在两
岸服务贸易协议中已有规定。问题
是，如今服贸协议还卡在“立法院”
沉睡。台交所董事长李述德曾在去年
博鳌亚洲论坛公开表示，期待两岸服
务贸易协议尽快通过，以推进包括两
岸股市互通、发展人民币产品等一系
列金融合作。

在今年博鳌论坛上，李述德也曾
提及“沪台通”，甚至还提到“深台
通”。目前，台湾证券市场的日成交
在 200亿元左右，而大陆市场最近的
日成交量超过 1 万亿元。有人担心，
交易规模如此悬殊的两个市场，是
否存在融通和互动的可能？李述德
表示，这和市场体量的大小没有关
系，而和市场的质量有关系。“如果
投资者到台湾市场上能赚到钱，他
们为什么不愿意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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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姜洋
近日在台湾表示，正积极研
究“沪台通”，即两岸投资人
在当地买卖在上海交易所与
台湾证交所挂牌的股票。敏
感的台湾媒体关注到，这是
大陆证监会首度证实正在研
究备受市场关注的两岸金融
证券直通车，有望为台股注
入新资金。

偌大一个民进党，从上到下一直在逃避其两岸政
策。千呼万唤才听见党主席蔡英文的一句“两岸维持
现状”之说，语焉不详。人们不免追问这个维持现状
的定义是什么，有何内容？大陆已亮出底线，九二共
识是两岸关系的基石，若基石不存在，便有地动山摇的
危险。舆论要民进党端出牛肉来，不能老拿“空心菜”
来搪塞，民进党方面对此也不回应，其发言人只说了
句：会按部就班来做。

民进党内弃“独”声浪此起彼落，许信良、洪奇昌
都主张民进党应该修正党内的“台独”路线，如果不愿
意接受九二共识，那么是否有实质上与九二共识相等或
接近的说法？

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提出“‘台独’从来就不是民进
党建党初衷”等语，是根据民进党当年建党时的实际情况
追述。因为民进党最初成立时，建党成员包括费希平等，
费老等人反对国民党，却赞成中国统一。这段真实的史实
回顾却引发了民进党内“独派大老”的咒骂，这些人不愿
意面对那段历史。

最近许信良接受媒体专访时直言，随着民进党在台当政的
机会升高，民进党内开始出现两岸政策可以不用动的声音。许信
良说：“现在情势真的好到让我们可不理大陆吗？相信民进党内任
何有识之士，都不会有这种过分的乐观。”许信良继续以实际发生
过的例子来引申他的看法。当年陈水扁就是不了解两岸，外加没做
好准备，搞不清楚严重性，才让自己成为“麻烦制造者”。

有记者问：2016若换到民进党“执政”，情况会否改善？许
信良回答，蔡英文的第一项动作，就是不去挑战大陆对台湾的立
场。当全世界都不会挑战一中的时候，请问你想挑战什么？有了
这种基本态度之后，才可能往上思考如何与大陆互动。虽然两岸
互有立场矛盾，但是双方有继续维持两岸和平稳定的共识。蔡英文
想要负起未来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责任，就该对外宣示，民进党一

旦执政，不会走阿扁当年“麻烦制造者”的老路，承诺民进党不会
去实现“台独党纲”上面的主张。

据说许信良与蔡英文的私交甚笃，老许的主张相信蔡很清楚，可能
也同意。然而蔡英文或任何人当这个党的主席，都不敢触动有关“台独”主

张的任何一个人、事、物。不久前民进党内有人提议冻结“台独党纲”，也只
是在该党内部的某刊物上有人撰文讲了几次，在他们讨论两岸政策的“华

山会议”上提出，结果不了了之，连会议记录中都没怎么提它。
“台独”是民进党最老最原始的神主牌，特别是有意要争取“大位”的

候选人，深怕在选举中失去任何一张“台独基本教义派”群众的选票，所以
根本就不敢去碰这块神主牌。

坊间有一说法，蔡英文基本上同意许信良的看法，倘若当政也会严守不
做“麻烦制造者”的承诺，只是在现阶段或未来，这些话她不方便明说，云

云。但是，不肯明白地说出来，只是暗地里保证可以做得到，有
人会相信吗？为什么民进党专门喜欢搞说一套做一套的事？
如果认定自己是个“台独”党，为何不敢向全世界实话
实说！绿营又出来个说法，如果接受了九二共识，
会被大陆瞧不起。问题是，现在弄这种“说一
套做一套”的勾当，就有人瞧得起吗？

（作者为台湾资深政论
家）

民进党也就
许信良说了实话

唐 荒

4 月 25 日，湖南郴
州 举 办 台 湾 风 情 美 食
节，来自宝岛台湾的美
食和民俗歌舞表演让游
人既饱口福，也饱眼
福、耳福。“电音三
太子”是台湾本土
特有文化，可爱的
形象吸引众多民
众拍照留念。
（人民图片）

湖南刮起台湾风湖南刮起台湾风

主题为“精致淮北·绿色食品·合作共赢”的
“2015 中国淮北食品工业博览会”，近日在安徽省淮
北市举办。400余家国内外及港台食品企业参加本届
食博会。食博会期间，还举行了招商推介暨项目签
约仪式，同时举办了多场论坛等活动。

图为台湾特色农产品展区一角。 韩 惠摄

反对派阻挠政改 街头再现肢体冲突

“阻街”要把香港带向何方
木 曰

反对派阻挠政改 街头再现肢体冲突

“阻街”要把香港带向何方
木 曰

港府官员25日宣传政改，遭反对派阻挠。图为搅事者
冲撞警察。 转自香港媒体

据新华社台北4月27日电（记者李寒
芳、曹典） 台股27日盘中重新站上万点大
关，最高达 10002点，这是台股自 2000年
4 月以来，再度站上万点，也是台股第四
度突破万点。

台股当日在金融股与高价股等多头行

情带领下，开高走高，八大类股均呈现
上涨走势，其中以金融类股涨 2.4％
最多，营建股涨 1.2％居次。但随
即震荡拉回，终场收于 9973
点 ， 上 涨 0.6％ ， 成 交 量
1301.59亿元新台币。

内地人到香港开户炒股升温
据新华社香港4月27日电（记者苏晓）“从早上到现在几乎

没有停过手上的工作。”记者27日中午来到位于湾仔轩尼诗道上
的耀才证券门市部，接待处的职员告诉记者，现在每天最少要
处理约20个新开户的申请，而其中一半的申请人来自内地。

据香港媒体报道，不少内地投资者组团来港开
新的证券户口，目的为避开“港股通”额度限
制以及购股名单的规限。对此，六福金融主席
兼行政总裁许照中表示，内地股民组团来港
开户的消息有些夸张，他认为有能力的内
地股民，其实一直在参与港股买卖。

台股暌违15年重上万点

看盘的老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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