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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台北电 据台湾 《联合报》 报
道，台北有潜水爱好者经常结伴到基隆
市、新北市潜水，近日他们在基隆海域
瑞芳番仔澳附近海底发现了遍布的刺
网，这些网把珊瑚刮得遍体鳞伤，还
有很多鱼、虾等挂在网上死去，令美
丽的海底变成了“坟场”。

日前，8 名潜水爱好者相约清
除刺网，他们带着氧气瓶轮流下

海，用刀子割除刺网。上岸休息的潜水者
表示，刺网破坏力非常强，海底都是腐烂
鱼尸，而且完全扼杀了珊瑚的生长，“真
的是生态大杀手”，如果潜水员不小心被
刺网缠住恐会丧命。他们希望管理部门加
强管理，不要再有这样的海底生态浩劫。

“为了网鱼，却要 10 倍以上的海洋生物枉
死 ， 乱 丢 烟 蒂 都 可 以 罚 3600 元 （新 台
币），这些放网的人受到处罚了吗？”

本报台北电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中启
聪学校已退休的廖姓老师，2年前因认为王姓
学生说谎，打了对方三巴掌，日前他被台中
地院依伤害罪判刑5个月，同时判校方赔偿20
万元 （新台币）。

判决书指出，廖姓老师大力掌掴王姓左
脸颊3次，造成被害人反复性流鼻血、外伤性
中隔弯曲。学生母亲表示，这并非偶发事
件，廖老师常打骂学生，造成被害人心灵受
损，在校因精神焦虑而尿失禁，事发后更拒
绝上学，最后只好转校。而校方放任廖老师

不当体罚，未尽到监督教学的义务，所以应
负赔偿责任。

校方辩解当时学生未流鼻血，脸部、眼
部也无任何伤害，案发前学生曾在校内诊疗16
次，其中5次为流鼻血，与被打无关。法官认为，
学生的伤势的确无法证明是掌掴引起，但身为
特教人员，需具备爱心、耐心及辅导技能，廖姓
老师怀疑学生说谎竟出手打人，伤害学生身体
与自尊，校方应赔偿被害人。

台中启聪学校表示，尊重司法不会再上诉，
校方将通过此案加强避免再发生类似情形。

中国大陆与韩国上周正式签署FTA （自
由贸易协定），台当局经济机构评估认为对台
湾冲击不小，中长期看，台湾许多产品在大陆
市场可能被韩国取代。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
九再次喊话“要诚实面对困境，台湾不能再落
后”。岛内学者指出，台湾的问题卡在政治，两
岸关系的结没有解开，经济难以回春。

中韩FTA跑到了服贸前面

两年前的 6月，两岸签署了服务贸易协
议，但由于绿营不断杯葛，这一协议至今躺
在“立法院”无法通过。而就在上周，中韩
FTA后来居上签署完成，预计今年内就可生
效。

台湾和韩国一样都是外向型经济体，两
者最大的出口市场和贸易顺差来源地都是大
陆，从出口商品的构成来看，两者出口商品
的前五位有 60%重合，最大宗都是机电产
品。不同的是，台湾经济出口依存度高过七
成，而韩国只有五成多。可以说，韩国是台
湾在大陆市场上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而

今，中韩FTA却跑到了两岸服贸协议之前。
台“行政院”日前表示，中韩FTA对台

湾“冲击影响大”。“行政院”发言人孙立群
说，台湾的许多产品可被韩国取代，供应链
一旦断掉，要再衔接可能会有困难，中韩
FTA对台冲击影响大，盼加速与大陆及其他
国家签订双边FTA，也盼“立委”支持加速
审查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台“经济部”则公布评估报告指出，中国
大陆对韩国降税集中在 5 至 10 年及 15 至 20
年税项，因此中韩 FTA 对台湾产业之影响
短期相对较小，而于中长期才显现冲击。但
韩国可能为抢占大陆市场，加速扩大在大
陆投资规模。若台湾无积极因应措施，在中
国大陆的面板市场将大幅被韩国取代。

台“经济部”国贸局委托智库分析指
出，若 ECFA （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后
续协议始终未生效，则中韩 FTA 生效后一
年，台湾实质GDP将下降约0.04%；至生效
10 年时，台湾实质 GDP 将较生效一年时下
降约0.13%；至20年时，实质GDP将比生效
第一年下降约0.15%。

经济问题需从政治入手

马英九日前表示，5年前两岸签署 EC-
FA 的时候，韩国评估台湾加大陆会形成两
岸效应，可是到现在为止，作为ECFA后续
协议的服贸还在“立法院”。美国华尔街日
报去年就以“台湾自甘落后”为题发表评
论，“所以大家真的要提高警觉，这对台湾
的竞争力是很大的警讯，希望大家诚实面对
困境”。

上海浦东台湾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盛九
元分析，中韩FTA的签署给台湾经济带来的

“有感冲击”并不止于大企业，也同样清晰
存在于普通民众的生活中。食品、餐饮、旅
游、工艺品、化妆品等行业都会发生一定的
变化，甚至赴台旅游的大陆游客也会被韩国
分流。过去相关产品台湾的价格要相对低一
些，在大陆的市场占有率相对较高，但在两
岸服贸协议、货贸协议仍在岛内悬空未实、
中韩FTA已正式签署后，这种优势将会随着
中韩FTA中降税等措施的逐渐落实而渐渐流

逝。
台湾淡江大学经

济系副教授林金源接
受媒体访问时说，台湾
的问题卡在政治、两岸
关系的结没有解开，经济
难以回春。他认为，如果
不是因为政治、两岸关系
的结，两岸签服贸、货贸协
议都会过。韩国人就不会有
这种政治上的结，会懂得要怎
么走进中国大陆、怎么利用中
国大陆去发展韩国本身的经济。
要解决台湾的经济问题，一定要
从政治着手。

林金源说，绿营的经济逻辑完
全被政治逻辑给框住了，民进党主席
蔡英文到处宣称台湾经济不能单一依
赖大陆，台湾要走出去等等，其实是非
常政治思考的讲话，因为走向大陆与走
向世界是没有冲突的，想要跳过大陆走向
世界是不可能的。

作为台湾 2016 年“大选”参选人，民进党主
席蔡英文访美行程受到多方关注，她投书 《华尔
街日报》、举办中英文演讲、与美国官员和参议员
多场见面……都讲了些什么？除了闭门“闪躲”的行
程，公开的文章与演说给人的总体印象也是这两个
字：闪躲。比如她谈到“现行宪政体制”，美国的两岸
问题专家可不是吃素的，马上追问她“现行宪政体
制”指什么，她答：“这个词组涵盖宪法条文本身、后
续修正、解读、法院决定和在台湾政府和民众各部
分实施的状况，任何关于宪法的解读和实践都是

‘宪法体制’的一部分。”
有人听懂吗？台湾一位资深媒体人回答笔

者：“她 （指蔡） 学问太大，英文太好，小的们实
在听不懂。”

其实，现代传播手段已经令政治人物“无死
角”，无论你道行多深，大家还是懂的。

民主——讨好美国

民主是蔡英文此次访美谈的最多的词之一，
她的第一场亮相即在侨界晚宴上发表中文演讲
时，便表明访美要传达两个信息，第一个信息就
是台湾人永远坚持民主的生活方式，美国支持民
主、自由、人权，从来不会改变。

这番话美国人是否受用尚无答案，但传达出
来的意思大家都懂了，即台湾和美国一样是民主
的，看在民主的份上，美国是要支持台湾的，永
远不会改变。这样的信心在成年人眼里实在是一
个美丽的肥皂泡。美国永远不会变的是维护自身
的利益，台湾不过是其中的一枚棋子，美国不会
因为一枚棋子而放弃中美关系整盘棋局，这个道
理蔡英文心知肚明。

港台舆论马上指出，这只是蔡英文在用美
国人最爱听的话开启自己的访美行程，以“伸
手不打笑脸人”的期待，讨好主人以换得更多
的选举造势资本。虽然“山姆大叔”在台湾仍
有影响力，但媚美言辞能否给选情加分仍待评
估。

果然，这番话传回台湾后，不少人笑了：“动
不动霸占主席台、瘫痪议事，好意思讲民主？问

问美国国会，有民进党这样的民主吗？”登记参选
的国民党籍候选人洪秀柱批蔡英文“消费”民
主，她表示，没有两岸和平，就不会有安定，没
有安定，就不会有民主，民主不是民粹，“蔡英文
在以‘民主’来回避问题”。

现状——刻意模糊

蔡英文很清楚美国人最想摸底的是她的两岸
路线，因此，她在美国的公开行程言必谈两岸关
系，而“确保台海局势稳定”和“维持现状”是
她阐述两岸路线的“金句”。

金句闪光，但经不住推敲。目前两岸关系的
确是 1949 年以来最好的，台海局势也呈稳定状
态，但这建立在台湾当局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

“九二共识”基础之上。蔡英文到目前为止只字不
提“九二共识”，也不见任何“两岸一中”的表
态，作为以“台独”为党纲的民进党主席，如果
执政，用什么来“确保台海局势稳定”？目标重
要，达成的路径更重要，只谈目标不谈路径，不
是自欺就是欺人。

关于现状，如果两岸和平发展是现状，那也
是建立在“一中”的基础之上的，蔡英文从来没
有表态承认过这样的现状。洪秀柱曾经把话讲
明：“现状？蔡英文敢讲‘不独’吗？”蔡英文在
美国“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发表演讲
后，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单刀直入问蔡英
文：中国、美国和台湾理解的“现状”是否一
样？蔡英文照样耍太极：有不同的解读，但维持
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符合每个人的利益，必须是
解读的一部分。

当天的演讲，开放听众提问的 6个问题，有 5
个是问两岸关系的，但蔡英文一概未作进一步说
明，都让提问者回顾她的演讲找答案。

既然要确保稳定，如何确保？既然要维持现
状，何为现状？美国的“台湾通”包道格在演讲
后对媒体表示：“我不觉得她想回答这些问题”，
他认为美方想了解蔡英文对“九二共识”和坚
持“一中”的必要性到底是什么态度，但她“还
有许多问题没有回答”。

创新——堆砌词藻

蔡英文参选的毕竟是台湾地区领导人，不是美
国的州长，英文再好，也要谈谈台湾内部的问题，期
望有些话出口转内销产生更大影响。蔡英文对台湾
的施政目标是“壮大台湾”，具体内容是“充实民主、
创新经济、建立公义”，“要建立新经济模式，重启产
业动能，摆脱过去价格取向的产业模式，建立以技
术、创意为取向的产业形态……”

对此，台湾 《中国时报》 的评论是口号太
“空洞”，词藻太“美丽”。评论指出，经济曾经是台湾
的优势，但现在优势已经消失，在国际格局变化中，
台湾愈来愈陷入被动地位。不管是蓝营的“和中亲
美友日”，还是绿营的“追随美国定义的两岸现状
维持”，都越来越显消极，尤其是蔡英文的“维持
现状”论终将成为自陷台湾于被动窘境中的错
误政策。至于台湾经济的结构改造，更在蓝绿
对立的硝烟中被模糊、被忽视，始终无法成为
台湾全民共同思考面对的课题。

台湾经济学专家尹启铭投书报纸指
出，创新也需要市场作前导，大陆是当前
成长最快、对企业最具吸引力的市场。台
湾经济的未来绝对离不开推动自由化、
加入区域经济合作等，包括完成ECFA
相关协议、自由经济示范区条例等，
阻挡这些政策就是在抽掉台湾经济
发展的根基。遗憾的是，这些法案
已被民进党等耽搁多时，台湾的
机会一点一滴流失。

现任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
任高孔廉亲历两岸服贸协议
签署，他表示，两岸服贸协
议仍卡在那里动弹不得，
连为服贸解套的“两岸协
议监督条例”都无法排
入审查程序，其中最大
的 障 碍 就 是 民 进 党 ，

“蔡英文如今的说法又
岂能取信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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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政治卡住的台湾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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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在线

“民歌 40——再唱一段思想起”演唱会
于 6月 5日晚间在台北小巨蛋举行，李宗盛、

李建复、齐豫和潘越云等 68 位歌手齐聚，接
力热唱 4.5 小时，带领约 1.2 万名老歌迷回到青

春的时光。图为李宗盛和当年“木吉他合唱团”
的民歌手一起献唱。

本报记者 任成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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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街头健身赛香港：街头健身赛

本报台北6月7日电（记者吴
亚明、任成琦） 共祭炎帝神农，延

续血眿亲情。由湖南省人民政府台
湾事务办公室主办的神农大帝祖庙圣

驾台湾巡境赐福活动 6 日晚在新北市
先啬宫启动。在 10 天时间内，炎帝圣

驾将巡境台湾北、中、南 41 座神农宫
庙，为两岸民众赐福。

主办单位表示，此活动旨在进一步深
化两岸神农文化交流，促进两岸神农信众
往来，凝聚民族情感，弘扬中华传统文
化。

在台湾，作为主神奉祀的神农宫庙有
198 座之多，配祀的更是不计其数。2010
年以来，海峡两岸炎帝神农文化祭吸引数
万民众参与。

神农大帝祖庙圣驾巡境台湾

台湾特教老师打学生赔20万

基隆海底刺网被潜水者曝光

据新华社澳门电 （记者刘畅） 中国舍得拍卖
国际 （澳门） 有限公司 6 日在澳门举行艺术品拍
卖会，一件宋代定窑“美人枕”以 3.5 亿港元高
价落槌，加佣金后最终成交价近4亿港元，约合
人民币3亿多元。

这件“美人枕”，长 43厘米，宽 15.5厘米，质
地细腻，釉色白润如玉，工艺精巧。定窑瓷器以
清雅脱俗、色泽莹润为特色，而“睡枕”在定窑
白瓷中是较为典型的器型。本件拍品以 1000
万港元价格起拍，买家纷纷应价，价格很快
就突破了亿元大关。经过60余口叫价，最终
贵州一家民营企业主以天价竞得拍品。

台北：国际电脑展

“美人枕”拍了近4亿

2015 台北国际电脑展 6月 6日落幕。据介绍，本届电脑展最大亮点是物联
网，超过 700家厂商展出了与物联网相关的产品或技术。其中工业计算机、穿
戴式产品、3D产品、存储器及手机零配件等采购项目广受青睐。

图为主办方通过美女吸睛来推广电子产品。 本报记者 任成琦摄

6月5日，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在台北领取了
台湾师范大学颁发的名誉教育学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位获
颁台师大名誉博士的大陆人士。

图为在台北市台湾师范大学，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
席马云在领取学位后致谢。 新华社记者 才 扬摄

马云获颁台湾师大名誉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