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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院长”稳操胜券 “立委”席位单独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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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与“立法”尽在蔡英文掌握

2月1日是台“立法院”新会期第一天，将选出
正副“立法院长”。在“立法院”113 席“立委”
中，民进党占68席，国民党仅35席，此外还有时代
力量 5席和亲民党 4席，无党籍 1席。实力悬殊，民
进党籍候选人夺得“院长”之位已成必然。国民党
籍的王金平在当了 17 年“院长”后，终将黯然退
场，“立法院”进入了民进党“一党独大”的时代。

此前一周，民进党内上演了“三强争霸”戏
码，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民进党前秘书长苏嘉全
和资深“立委”陈明文都有意争夺“院长”宝座，
互不相让。但蔡英文挟高票当选和“绿营共主”之
威，轻松化解难题，很快就让柯、陈二人知难而
退，民进党随后推出苏嘉全和“立委”蔡其昌的

“苏蔡配”。
从个人实力来说，担任总召 15年之久的柯建铭

无疑最为突出，台湾媒体形容，柯跟另外两位相比
就像“职业棒球手和少棒队员”。但柯的短板也恰恰
在于浸淫太久。台湾“立法院”被外界戏称为“乔
家大院”，意指里头有太多的内幕交易和利益交换，
而王金平、柯建铭二人并称“乔王”。

“乔”大意为“暗中运作”，据说“立法院”有
“四常乔”是“票 （火车票）、床 （病床）、兵 （兵役
关切及调动）、监 （监狱探监增见） ”，还有“四不
乔”则是“官 （官司）、罚 （罚单）、刑 （刑案）、试

（全台级考试、联招或入学试务） ”。
不过，王金平因为关说司法案差点被开除党

籍，说明“四不乔”不过是虚词点缀，而他所要
“乔”的，正是柯建铭的官司。民进党号称要全面改
革，第一个便要拿“立法院”开刀。所以，蔡英文
更属意面孔较新的苏嘉全，而非形象不佳的柯建铭。

蔡英文能够兵不血刃地让元老级的柯建铭退
下，显示她目前在民进党内“一姐”地位稳固，无
人敢撄其锋。而“苏蔡配”出线，可预见新“立法
院”将贯彻蔡英文的执政意志，马英九时代“行
政”与“立法”的对立将不复见，“府院”党尽在蔡
英文掌握之中。

会有“绿皮蓝骨”的“院长”吗？

不甘不战而降的国民党也推出了自己的候选
人：由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赖士葆、“金管会主委”
曾铭宗参选竞逐正副“院长”。赖士葆表示，由于国
民党席次仅有 35席，若跟其他政党没有合作空间的
话，“推不推结果是一样的”。但既然受到党团托
付，还是会尽力去拉票。

“合作空间”还是有的，就是亲民党在“立法
院”的 4位“立委”，其中包括日前刚宣布加入亲民
党团的无党籍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虽然宋楚
瑜此次“大选”又分了蓝营的票，但一来无关胜
负，二来国民党患难之际，自当尽力团结旧盟友。
不过，考虑到民进党加深绿的时代力量再加上亲民
党是77席，刚好迈过“立法院”2/3席次门槛，亲民
党在某些情况下就会成为民进党大力争取的“关键
少数”，所以，国民党要在“立法院”寻求“国亲
和”，也会碰到障碍。

正副“院长”是蓝是绿，对“立法院”的蓝绿
平衡会有多少影响？过去 17年间在王金平治下，绿
营“立委”虽然一直是少数派，却能一再使用霸占
主席台、抢夺麦克风、反锁“立法院”大门等无赖
招数制胜，而王金平从来不动用“警察权”将捣乱
者拖走。可见，“立法院长”是什么党籍无关紧要，
其个人政治倾向和管理思路才重要。

蔡英文日前提出了“立法院长中立化”三原

则。对此，苏嘉全表示，他与蔡其昌若当选将即刻
辞去民进党中常委党职，除了民进党党庆、国民党
党庆，或党团邀请“院长”去祝贺之类的人情活动
之外，不介入任何党内活动。

当然，“中立化”听起来更像是“政治理想”或
宣传口号。正如国民党失去多数席位，号称蓝绿通
吃的王金平也只能黯然下台，“院长”能否站稳脚
跟，跟本党的支持密不可分，两者本是共生关系。
因各种历史原因，国民党出产“蓝皮绿骨”人士并
不稀奇，要求绿营也贡献出“绿皮蓝骨”的“立法
院长”，恐怕有点痴人说梦。

台湾会二次“闭关自锁”吗

“穿皮鞋”的国民党想来轻易不会上阵肉搏，台
湾“立法院”的武斗场面往后估计将大为减少。然
则国民党要靠什么制衡民进党？这得看新“立法
院”会不会继承王金平的遗产：党团协商制度。

过去，在“立法院”审议重大法案之前，蓝绿
党团会先派要角关门开会，就将审议的问题商量、
谈判出个结果，然后再在正式会议上按商量好的剧
本行动，这就是党团协商制度。其中有多少利益交
换和复杂内幕，外界不得而知，所以多称之为“密
室协商”。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协商制度，民进党才能
够以小博大。否则，按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
在蓝绿对抗如此激烈的台湾，少数党在“立法院”
本应毫无作为。

“党团协商制度”会不会成为改革对象？成了多数
派的民进党团会不会愿意和国民党团继续“协商”下
去？目前外界还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今后国民
党团的影响力将远不及之前的民进党团。

台湾东海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邱师仪近日在
《中国时报》投书指出，新“立法院”在民进党占六
成、时代力量“立委”与民进党友好、国民党“立
委”无法积极抵抗，再加上如果蔡英文在就任领导
人之后续任党主席，则一部形式上“行政”“立法”
分权、实质上“行政”“立法”合一的执政机器即将
启动。如此运作，好处是“行政”效率将出奇的
高，但隐忧则是“行政”与“立法”部门是否会在
某些关键时刻，将台湾带往与对岸强烈对抗的零和
博弈之中？会不会将台湾带入二次的“闭关自锁”？

“完全执政完全负责，民众都拭目以待”。

台湾新一届“立法院”2月1日开始运作，将选出新的正副“院长”。对

于在“立法院”占六成席位的民进党来说，“院长”之位是煮熟的鸭子。过

去17年，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凭借“政党协商”和“肢体对抗”两样法

宝，常能“以小博大”，令国民党团徒呼奈何。现在强弱之势颠倒，国民党

能否发挥制衡作用，却成了大大的问号。

谁来制衡坐大的民进党？谁来制衡坐大的民进党？

台湾当局领导人马英九近
日前往南沙太平岛视察，本想
邀请将要执政的民进党派员参
加，结果热脸贴上了冷屁股。
绿营人士不仅拒绝同行，连存
在感都懒得刷，还趁机反咬了
两口。这个谴责说， 登上“中
华 民 国 固 有 疆 域 ” 的 马 英 九

“违反国际游戏规则”。那个质
疑 ， 跑 去 就 能 宣 示 “ 主 权 ”
吗？别骗人，太平岛太远，根
本“守不住”啦！

袖手旁观加风言风语，果
然还是那个熟悉的民进党。别
忘了，在“大选”跟蓝营较劲
的关键时刻，民进党党主席蔡
英文可是拍着胸脯保证，“不放
弃太平岛主权”的。虽然大家
都明白，不少选举语言都是听
听就好，当不得真。但总不能
选票到手，就白云苍狗，面目
全非了吧？

其 实 绿 营 不 待 见 南 海 问
题，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往远
了说，民进党一度连金门、马
祖都不想要，遑论南海诸岛。
之后为能博取岛内主流民意支
持，才予以“修正”。往近了
说 ， 有 美 国 智 库 学 者 发 文 揭
露，民进党曾向美国表示，取
得 政 权 后 将 放 弃 南 海 “U 形
线”主张，在南海的领土主张
仅限于太平岛。

回头来看，不得不表态的
蔡英文果然留了一条狡猾的退
路，只说不放弃太平岛，避而
不谈整个南海“主权”的事。

在笔者看来，错综复杂的
南海问题，越发彰显出“九二共识”作为政治智慧的典范和
价值。换言之，在南海问题上有“两岸同属一中”的政治默
契——两岸对南海主权具有高度相似的共同认知，都认为是
中国领土不容分割的一部分。马当局虽没配合大陆的南海行
动，但也从未弃守大陆九段线主张的最重要依据——如今这
些原始资料依旧尘封在台湾的档案馆里。面对外界杂音，两
岸一直互为战略犄角。外交部发言人就马英九登岛表示，两
岸中国人都有责任维护中华民族祖产，“祖产”二字，就是

“九二共识”具象化的最好阐释。
南海诸岛在民进党内本来就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两岸

同属一中”的默契，更是让其如眼里揉沙子般不适，所以不
出面跳脚反对才怪。

两岸最大的疑虑是，迄今不承认“九二共识”的民进
党，上台后会不会把“南海主权”甚至太平岛作为一个筹码
给卖掉呢？毕竟要拼经济让民众有感，加入由美国主导的
TPP是台湾渴盼已久的捷径。有传言说，蔡英文赴美时开出
的第一个价码就是开放美猪，太平岛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再
细化分析，民进党这么做，“一石四鸟”。一是迎合美国；二是削
弱“中华民国”的法理基础；三是与中国大陆切割；四是向南海
周边国家示好，为以后“台独大业”攒人品。

当然，如今这个节骨眼上，最重要的还是听其言观其
行。如果在南海议题上真的出现动摇，蔡英文口是心非尊崇
的所谓“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就真成了一句空话。一旦共守

“祖产”的默契全消，大陆将少一个重要奥援甚至陷入单线作
战。同时，绿营暗度陈仓，
变相在“台独”的道路上又
急急向前迈了一步。所以，
在南海问题上如何发声，也
成为民进党赢得“大选”后，
大陆对蔡英文上台执政紧
盯观望的一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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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30 日，“两岸文创生活节”在江苏
南通1895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幕，来自两岸的
百余个文创品牌集中亮相，为台湾与南通两
地的文创青年、手工艺达人等提供展示与交
流平台。活动将持续到 4 月 3 日。图为展出
的文化创意产品。 许丛军摄 （新华社发）

两岸青年“拼”文创

快刀斩乱麻 拨款获通过

1月 30日是周六，但香港立法会内却是一片忙碌——
财委会正在审议港珠澳大桥工程 54.6 亿元 （港币，下同）
的追加拨款申请。一众反对派议员提出 746 项临时动议，
企图以“拉布”瘫痪议会运作。主席陈健波则手起刀落

“剪布”，限制议员发言时间、大幅删减重复无谓的议案修
订，只表决当中的82项动议。终于，经过8个小时的会议
后，财委会以29票赞成、13票反对，大比数通过港珠澳大
桥工程的追加拨款申请。

这已经是财委会连续第四个星期审议港珠澳大桥工程
54.6 亿元的追加拨款。会议一开始，陈健波即开门见山：

“身为主席，我既要考虑议员的问责权利，也要考虑过期不
表决的公帑损失后果。”面对反对派议员“滥权”的指控，
以及试图以“规程问题”为名阻挠会议进展，陈健波反驳
说，“如果大家真的关心议题，应留待时间让政府解释，而
不是在此拖延。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见到‘拉布’
也摇头叹息。”会议中，有反对派议员一度冲向主席台，被
陈健波裁定“行为不检点”，还有议员向主席扔东西，最后
被保安人员抬离会议室。

运输及房屋局副局长邱诚武在会后感谢支持拨款的议
员，重申通过拨款十分重要，否则工程就没有足够资金应
急，也要额外删除其他口岸设施。

怒批反对派 “拉布”误民生

多位立法会议员批评反对派议员发言重复，混淆视听，
含血喷人，将拨款问题复杂化。民建联议员谭耀宗表示，反对
派议员的发言，“问题是重复的，官员回答也是重复的。”

旅游界议员姚思荣指出，审议拨款花了几十个小时，
应尽快“剪布”，期望反对派议员尊重议事规则及主席裁
决，“市民看到一个如此庄严的议事堂，乱得连一个课室都

不如，我觉得很丢议员的脸！”
经民联议员梁美芬展示了一张

早前为市民写的春联照片，上有 4 个
字“记得剪布”。她说，这是不少市民
的新年愿望，“无论反对派说得如何
天花乱坠，但市民眼睛都是雪亮的！”

针对有反对派议员在输入外劳
等问题上的纠缠，工联会议员黄国

健指出，工联会一直关注劳工问题，但负责大桥拨款申请
的运房局并不是处理劳工问题的政策局，而在财委会上关
注外劳更是“牛头不对马嘴”。“他们只是善于捞取政治资
本，却不懂做事。”

基础设施建设 任重而道远

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认为，立法会“塞车”导致工程无
法按序推出，影响建造业界生计，担心工人们会“一时饱
死，一时饿死”。建造业不景气，也将造成涟漪反应，影响
消费及其他行业。陈茂波说，政府会尽力节省工程成本，
但工作需要立法会支持。政府在本立法年度向立法会提交
了72项工程，涉及675亿元，但是，连同1月30日审批的
港珠澳大桥追加拨款，仅批出2项工程，只涉及56亿元。

针对反对派议员把改善民生与大型工程对立的宣传，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说：“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港珠澳
大桥和机场三跑道系统等大型基建工程，对香港有长远的
经济和社会裨益，除巩固香港的交通和航空枢纽地位外，
还为各行各业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促进商贸文化交流，惠
及民生。”发言人解释，如被迫叫停部分基建项目，将无可
避免令市民无法享受到该等项目带来的效益，对香港长远
的经济增长、工程和建造业从业员的生计以及其他相关行
业，均会造成不良后果。

“剪布”！港珠澳大桥追加拨款终通过
本报记者 尹世昌

“剪布”！港珠澳大桥追加拨款终通过
本报记者 尹世昌

港珠澳大桥施工现场。 新华社记者 魏 蒙摄港珠澳大桥施工现场。 新华社记者 魏 蒙摄

本报香港电 （记者连锦添）
“2015 香港商界最关注的十件大
事”评选结果 1 月 29 日揭晓。该
活动由 《香港商报》 联同香港中
华总商会、香港总商会、香港中
华厂商联合会及香港工业总会等
24 个商会社团举办。香港特区财
政司司长曾俊华、立法会主席曾
钰成及商界代表300多人出席颁奖
典礼。

当天揭晓的港商最关注 10 件
大事依次为：

1、政改方案未获通过。2、
人 民 币 加 入 SDR。 3、“ 一 签 多
行”改为“一周一行”。4、习马
握手翻开历史新页。5、57个创始
国签亚投行协定。6、区议会选举
投票创纪录。7、美充分就业12月
加息。8、“十三五”规划出台涉
及多个范畴。9、香港楼价见顶开
始调整。10、香港投资移民叫停。

据悉，这是“香港商界最关
注的十件 大 事 ” 评 选 第 十 次 举
行，评选活动反映了香港商界
的所思所想和心声诉求。今次
评选主办单位共收到 6.8 万多份
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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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月 31日电 （记者汪灵犀）
由台盟中央、全国台联共同主办的“2016
年在京台胞新春同乐会”日前在北京台湾
会馆举行。中央和北京市有关部门领导，
在京台商、台生代表等 200 余人欢聚一堂，
共迎新春佳节。

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林文
漪，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台盟中央原主席
张克辉出席活动。

台盟中央常务副主席黄志贤代表台盟
中央和全国台联致辞，向与会来宾和台湾
乡亲致以新春问候和良好祝愿。他表示，
台盟、台联作为居住在祖国大陆的台湾省
人士组成的参政党和人民团体，秉持“两
岸一家亲”的理念，不断深化与岛内台
胞、社团交流交往，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作出了积极贡献。新的一年，台盟、台联
将坚持贯彻中央对台方针政策，以心灵契
合、情感融合为主线，着力打造两岸专业
交流精品。

在京台胞共迎2016年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