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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选热情大爆发

虽然这次国民党主席补选的任期只
到明年 8 月，时间不长，但各方人马的
竞选热情都非常高涨，前前后后喊话表
态要参选的多达近10人，最后领表的也
有 6 人，创下历年来国民党主席参选人
数最多的纪录。

此情此景与国民党的一贯作风大相
径庭。国民党一向很注重“和谐”，讲
究“同额竞选”，很多事情都是私底下
关起门来“乔”（大意为暗中操作），

“乔”好一个人选、安排妥帖之后，真
正选举时就只是走个形式，敲定的人
必定以八九成的投票率当选，众星拱
月以示“团结”。但这次补选，很多对
党主席有意愿的人都冒出来，站到台
面上，代表不同的理念路线来争这个
位置。这也折射出国民党内部一团乱
麻的现状。

第一个站出来报名的就是“立法
院”前副院长洪秀柱。去年，在国民党
最艰困的时候，洪秀柱挺身而出，代表
国民党出马竞选下一届台湾地区领导
人，但是最终却以遗憾收场。自去年10
月经历“换柱”风波后，外界纷纷预测
洪秀柱会参与本次国民党主席角逐，因
此她是准备最充分的。果不其然，1 月
20日洪即宣布参选。

紧接着，国民党前副主席郝龙斌也
公开表示“愿意参选”，台北市议员钟
小平和李新、桃园市“立委”陈学圣、

新北市前议员陈明义、国民党中常委林
荣德等一众中壮世代随后纷纷喊话要报
名，甚至新党主席郁慕明都为整合泛蓝
而一度放话要参选，唯独被称为党内

“最大公约数”的“副总统”吴敦义迟
迟按兵不动。

吴敦义兼具地方经营能力和“中
央”执政经验，本是国民党中南部地方
派系力拱的人物，但因其犹豫不决的性
格使然，在面对洪秀柱、没有必胜把握
的情况下，最后放弃参选。“本土派”
于是改支持同样持本土路线的国民党代
理主席黄敏惠出马竞逐，对抗洪秀柱的
深蓝路线。

谁会站到最后

近 10 人先后登上竞选舞台，着实让
寒风中的国民党热闹了一番。无怪有台
媒戏称，这回国民党是主席候选人“一牛
车”，党魁之位究竟“花落哪家”，让人一
头雾水。但随着有人不断退场，形势渐渐
拨云见日。

没有国民党籍的郁慕明自不必说，
得到的回应肯定是不符合参选资格。台
北市议员钟小平由于没担任过“中央委
员”，也无法领表。而郝龙斌因黄敏惠
的出马被重重一击——她分流了郝的本
土选票，权衡再三觉得胜利把握不大之
后，郝龙斌宣布弃选。陈明义则在领表
24 小时后，也宣布退出国民党主席补
选。一来二去，剩下 5 人角逐。根据规
定，这 5 人必须在 1 月 28 日至 2 月 21 日

内，跨过 3%的“连署门槛”。按照国民党
现有 32 万党员来计算，也就是需要至少
争取 9600 名国民党党员的联合署名，才
能符合参选资格。这一项洪、黄二人明显
更具优势，其余3人能否顺利连署还有待
观察。所以，在 3月 26日的最后投票时
刻，很可能形成“二女对决”。

对洪秀柱来说，这是她第二次参选
国民党主席，第一次是2007年，竞选对
手为吴伯雄。她说，第一次参选是希望
帮国民党建立竞争文化，而这次参选则
是希望在党走到倾覆悬崖边上之际，找
回人心，赢回信赖。自从经历“换柱”
风波，整个国民党都觉得欠她一个公
道，加之她有“立法院副院长”的经
历，又是孤家寡人、没有牵绊，支持呼
声一路走高。但由于已经被贴上“深
蓝”“急统”标签，“本土派”对她疑虑
颇重，有部分国民党“立委”甚至扬
言，如果洪秀柱当选党主席，不排除退
党。

代表“本土派”的黄敏惠曾 8 年两
任嘉义市长，政绩非常好，是传统的
地方型政治人物。但她的缺点是没有
在“中央”纵观全局的经验，同时缺
乏论述能力，不能提出一个明晰的理
念、路线，政治魅力不强。要对抗洪
秀柱，可能还有一定的差距。即使有

“本土派”的力挺，以黄目前的威望、
资 历 ， 当 选 后 能 否 整 合 党 内 也 有 疑
虑。国民党内政治生态复杂，若非拥
有丰富的经验与辈份，要撑起这艘百
年大船确实不容易。

能否辟出新天地

几十年来，国民党围绕“要放眼两
岸还是深耕本土”的议题拉扯不定，这
场党主席之争也演变成“本土”与“非
本土”、“防洪”与“挺柱”的对决。不
管是谁当选，要想在这次补选的短短 1
年多任期内做出成绩，回应党内和社会
的各种改革呼声，难！

洪秀柱在参选宣言里提出三大努力
方向：1、找回核心价值；2、大力整顿
改革；3、重用中生代，培养新生代。
她说，这次参选的初心，是帮助国民党建
立接班团队，完成世代交替，在中生代中
挑选优秀人才，积极培育青年，把这些年
轻人“扶上马、送一程”之后，自己就可以
功成身退。她说，愿意成为第一个弯下
腰、卷起袖子，拾起第一块砖，一寸一寸
把这个建筑重建回来的人。

黄敏惠也随即表态。她说，台湾需
要一个融和的力量，自己希望做个“桶
箍”，把大家团结起来，保持中国国民
党多元、理性、中道的政党特色。

国民党经不起再一次的分裂。因此，
各方都呼吁借补选首次举办政见会的契
机，安排路线及理念的大辩论，让参选人
辩一辩党的路线、党的缺失、党的改革，
说清楚“你希望把国民党带到哪里去”，
让各方针对相关议题来进行沟通，降低
冲突可能性，寻求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人
选，带领国民党走出一条民心所向的新路
线。能否成功，人们只有拭目以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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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月16日的“二合一”选举中遭遇惨败后，国民党陷入“四大皆空”的困境：丢失执政权、丢失“立法院”

最大党地位、少有“地方诸侯”（只在一市五县执政）、没有“明日之星”。为承担败选责任，朱立伦请辞党主席，造

成“权力真空”。如何在这一片“废墟”中浴火重生？人们将目光集中在国民党党主席的补选上。

日前有台湾媒体报道说，台湾电力公司原
本预期若“核四”电厂不运转，7年后台湾将开
始缺电，但最新预估是7年后不会缺电。由于消
息刚好在“大选”之后传出，外界解读，身为
公营事业的台电公司，因绿色执政而“路线转
弯”。实际上，台电并没错：台湾投资变少了，
经济增长下滑，用电需求变少了，当然不缺电。

台湾“经济部”公布的数据表明，2015 年
外资、陆资来台投资金额双创4年新低，减幅分
别约17%、27%。这显示无论外资还是陆商，来
台投资意愿皆降低。这其中的外商部分尤其吊
诡，投资金额减少，投资件数却增加。这意味
着外商来台投资并非相中这里的生产制造环
境，而是转向平均投资金额较小的服务业，自
然对带动投资与就业贡献就相形变少。

台北美国商会也公布了“2016 商业景气调
查”结果：对未来5年台湾商业景气展望，受访
在台美商中仅 47%表示乐观，创下 2011 年调查
以来的最低纪录。

以上各种数据收罗起来，不难发现，人们
对台湾传统制造业的未来悲观，缺乏信心，没
有期待，生产活动、消费活动趋于保守，相对
的电力需求也就变少了。电力需求少了，现有

电厂就可以满足了。换言之，不缺电不是台电
“转弯”，而是电力需求减少了。不过，台湾如
果因经济不好而顺利迈向“非核家园”，实在不
是件好事。

台湾的能源政策攸关经济走向，不缺电意
味着各界都对未来经济没信心。为什么对台湾
的投资环境缺少信心呢？一是蓝绿恶斗，再者
是商人短视近利。

国民党主张台商回台、外商加码投资，政
府要尽其可能满足企业的需求，以营造完善的
投资环境，进而带动就业，所以电力需求持续
增长，目前电厂所发的电不够用。但民众却批
评国民党的政策只图利大财团、罔顾基层民众
需求，最终变成反商、仇富。

相对于国民党一直讨好大型企业，认为企
业主过得好，增加就业也就能带动经济，民进
党却认为，台当局不一定要满足企业所有的需
求，政策也不能无止境地耗用天然资源，或是
盖更多电厂；台湾产业要迈向低碳、环保、高
附加值，摒弃大量的制造业，改为精致，小而
美的产业。

民进党的美好愿景，相信没有人会反对。
但现实是，台湾面对过去失落的 16年，经济发
展走下坡的结果就是企业紧缩薪资成本，“买香
蕉的钱只够请猴子”，优秀的人才也都外流到岛
外了，拿什么条件和欧美竞才、揽才？民进党
的政策再好，但躁进的结果却让人民信心丧失
殆尽。

当然，没有人应该唱衰台湾，发展低耗电
产业是正确的方向，但台湾因为政权摇摆，政
策更迭，无法凝聚向心力，以致内部共识都难
以整合。内部意见摆不平，对外意见不一致，
想要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谈何容易！

如此看来，现在就可大胆预测：只要投资
不增加，未来的蔡英文将尝到比马英九更糟的
苦果。 （作者系台湾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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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2月 2日电 美国
传统基金会日前发表2016年《经济
自由度指数》报告，香港连续22年
获评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对此，特
区政府发言人称，自由市场原则是
香港经济持续发展和繁荣的基石，
政府维护经济自由的决心毋庸置疑。

据了解，香港自该指数在 1995
年开始编制以来，已连续22年名列
榜首。根据报告，香港今年的总分
为 88.6分 （100分为满分），较上个
报告低 1 分，但依然远高于全球平
均的60.7分。

在 《经济自由度指数》 报告用
以评估的10项因素中，香港在其中
7 项取得 90 分或以上的佳绩，并在

“营商自由”“贸易自由”“金融自
由”方面，继续获评为全球首位。
传统基金会亦赞扬香港执行稳健的
经济政策、市场高度对外开放、恪
守财政纪律、拥有稳定和透明的司
法制度，以及对产权的充分保障，
令香港能够保持国际商业枢纽和金

融中心的领先地位。
今年，香港的总分较上一份报

告略低，与排名第二的新加坡相比
的领先幅度在连续 5 年收窄后轻微
拉阔。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随着
区内其他经济体不断进步，香港必
须紧跟环球经济发展步伐，致力提
升国际竞争力。

发言人强调，特区政府将继续
奉行自由市场经济原则，致力提供
良好的营商环境、保障公平竞争和
贸易自由开放，沿用简单的税制和
低税率，并且维持高效的公营部
门。特区政府亦会继续致力拥护法
治及司法独立。

“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每年由
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联
合发布，是全球权威的经济自由度评
价指标之一。该指数通过 10 项指标
评定经济自由度，分别是营商自由、
贸易自由、财政自由、政府开支、货币
自由、投资自由、金融自由、产权保
障、廉洁程度和劳工自由。

新华社澳门电 澳门特区政府
金融管理局日前公布，截至去年
底，澳门财政储备总规模初步统计
为3450.5亿元 （澳门元，下同），较
上年增长 40％；外汇储备 1508 亿
元，同比增加14％。

据统计，截止到2015年12月底，
澳门财政储备中基本储备为 1318.8
亿元，超额储备为2131.7亿元。

受全球股市波动、人民币汇价
下调等因素影响，2015年度澳门财
政储备年投资回报率仅为0.7％，录
得净收益 24.1 亿元；外汇储备年度
回报率约0.3％，净利润2.7亿元。

澳门金融管理局日前发表声明
称 ， 未 来 将 继 续 秉 持 安 全 、 稳
健、审慎的投资管理理念，按照
财 政 储 备 的 法 定 要 求 及 政 策 功
能，在充分评估及合理平衡风险
的基础上，对财政储备进行有效
的投资管理。

澳门特区政府于2012年初建立
财政储备制度，旨在妥善管理财政
盈余，获得有关资源的最大效益、
防范财政风险。4 年来，储备资产
由设立之初的 900 余亿元不断增
加。目前，相关投资资产配置分布
于债券、股票及货币市场。

第 35 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1 月 29
日公布提名名单，香港“四大天
王”中的郭富城、刘德华和张学友
将共同角逐“最佳男主角”宝座，
张家辉、梁家辉获提名，电影 《踏
血寻梅》《智取威虎山》因分获13项
和11项提名而备受瞩目。

《踏血寻梅》一路领跑

电影《踏血寻梅》《智取威虎山》
《叶问 3》《五个小孩的校长》及《十
年》，入围“最佳电影”提名。其中，《踏
血寻梅》坐拥本届金像奖 13 项提名，
几乎囊括所有重头奖项。《踏血寻梅》
去年在台湾金马奖一举拿下 9 项提
名，今年更在有“金像奖风向标”之称
的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中表现亮
眼，因而最受外界看好。由幕后人员转
型导演的翁子光，为此片筹备多年，让

《踏血寻梅》充满文艺气息，并兼具香
港市井情怀。郭富城也凭借该片警察
一角，获得“最佳男主角”提名。

“最佳女主角”入围演员包括汤
唯（《三城记》）、杨千嬅（《五个小孩的
校长》）、张艾嘉（《华丽上班族》）、林
嘉欣（《暗色天堂》）和春夏（《踏血寻
梅》）。除了杨千嬅是熟面孔，并曾摘

得影后桂冠，汤唯也连续5年入围该
奖项。而刚因 《踏血寻梅》 中的首
秀在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中获

“最佳女演员”肯定的春夏，被视为
本届金像奖黑马，将与其他金像奖
老面孔共同竞争。

提名又见“老人”扎堆

有影评人评论道，“四大天王三

缺一，两个家辉
来补局”，5 名影
帝候选人中，最
年 轻 的 张 家 辉
也接近 50岁，香
港 电 影 演 员 后
继无人，确实无
从辩白。而本届
金 像 奖 提 名 电
影较为集中，似
乎 也 显 示 出 港
片 精 良 之 作 较
为有限。

凭借《暗色
天堂》角逐影帝
的张学友说，很
开 心 见 到 很 多
熟朋友提名，无

论是否得奖，能出席见朋友已是开
心。对于金像奖老面孔扎堆的情况，
影评人“肥罗大电影”评论道，合拍片
大势之下，资本都愿意将机会交给有
把握的演员，结果新人更难有出头机
会。如今香港男演员方面，依旧是刘
德华、张家辉、刘青云、古天乐等“大
叔”的天下。

张学友说，新人难出头，不能归
罪于香港电影的困境。对于真正有潜

质的好演员来说，任何时代都是盛
世。在华语电影产业和明星产业蓬勃
发展的今天，如果真的有新一代“四
大天王”出现，又怎会被观众错过？

港片需要再找出路

在影片方面，相比往年，本届
金像奖提名电影更为集中，似乎也
昭示着好片更少的事实。在华语商
业大制作中，《智取威虎山》《叶问
3》 都算精良之作，提名正是表彰以
扎实剧本、合理创新求变的商业大
制作。无论从大华语电影的角度思
考还是香港电影自身的角度判断，
这两部电影都在为港产味道的华语
电影找路，也为之后港产风味大片
探清方向。

而在“小片”中，相对于剑走
偏锋的 《十年》、感动港人但格局偏
小的 《可爱的你》，《踏血寻梅》 才
是接续老港片“尽皆过火，尽是癫
狂”风格的“纯正”港片。强烈的
鲜明特性、闪回的叙事手法和成熟
的结构技巧，让它在 2015 年的华语
电影中独树一帜。如果它获奖，那
将会是又一次“小刀砍大树”、如

《打擂台》般的胜利。

香港电影金像奖提名“老人”扎堆
俞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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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连续22年获评全球最自由经济体

2015年度财政储备达3450亿澳门元2015年度财政储备达3450亿澳门元
澳门：

由“创意香港”赞助的“香港漫画星光大道二期”日
前在九龙公园揭幕，新增6个本地原创漫画角色的彩色雕
塑亮相。 中新社记者 谭达明摄

由“创意香港”赞助的“香港漫画星光大道二期”日
前在九龙公园揭幕，新增6个本地原创漫画角色的彩色雕
塑亮相。 中新社记者 谭达明摄

图为漫画角色森巴。

香港漫画星光大道

新增角色雕塑亮相

图为漫画角色丁丁企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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