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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台媒报道，受一路下滑的人口出
生率影响，台湾地区2015学年度小学生
人数仅有121.4万人，比2001学年度减少
71.1万人，减少的人数相当于云林、连江
两县总人口。另有数据显示，全校人数在
50人以下的“迷你小校”数量较2001学年
度增加1.8倍，创历年新高。

小规模学校比例增

据统计，2015学年度台湾小学班级
数仅有5.2万班，少子化致使小规模学校
比率逐年上升，2015学年度全台有374所
小学生人数少于 50 人，占小学总数的
14.2％，小学班级数在6班以下的学校比
率近四成。

少子化对小学招生带来冲击，今年8
月，澎湖县一连裁撤3所小学、苗栗县则
有3所小学缩编成其他小学的分校；台东
县崁顶小学红石分校等部分县市的小学
分校、分班同样被裁并。

多校新生人数挂零

今年开学时，全台小学一年级新生
人数存在仅余个位数甚至“挂零”的情

况。苗栗县有3所学校
新生数挂零，南投县因
未达3人不开班，使全
县 3 所学校无新生入
学。台中2校招不到新
生，新北福连、基隆太
平、澎湖竹湾小学也首
度无新生入学。

新北市贡寮福连
小学新生首度挂零，属
于新北首例，全校也仅
有11名学生。校长施智
元说，今年虽无小学一
年级新生，但有从其他
学校转来的四年级学
生，算是难得的新面
孔。而竹湾小学所遇到

的“零新生”情况，去年便已在澎湖3所小
学中发生。由于出生率持续走低，不少偏
远地区的小学未来恐因收生不足，而不
得不面对整并的命运。

努力确保小校生存

据台媒报道，随着年轻一代外出打
工，澎湖当地人口不断减少。竹湾小学今
年本来有1名新生，但后因其家长在澎湖
找不到工作，带其前往桃园就读，使竹湾
小学招生数为零。

据澎湖大池小学校长许有志介绍，
该校仅有19名学生，而学生人数恐怕将
来还会持续减少。洪佳强是大池小学今
年招收的唯一一名新学生，上课时就只
有老师和他两人。

台湾教育部门称，小校裁并会影响
学生受教权，希望以改变教学方式取代
裁并，日前已公布“偏远地区学校振兴
条例草案”，裁并废校须经一定程序，
确保小校生存。另外，教育部门从2014
学年度时开始推动混龄教学，也鼓励学
校申请学校型态实验教育，让小校重获
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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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的军公教大游行现场。 本报记者 任成琦摄

台湾监督年金改革行动联盟10
月16日前往“立法院”，举行“程
序不正义，何来共识？坚决反对民
进党所提出之65岁延退方案”记者
会，要求当局领导人蔡英文考虑
“年金改革委员会执行长”林万亿
是否适任，避免影响年金改革。早
在9月3日，台湾逾10万名军公教
（军人、公务人员、教师）数十年
来首次走上街头，抗议在退休年金
改革中被民进党当局抹黑。

台湾的年金制度到底是怎样的
架构？改革希望实现什么目标？为
什么改革措施尚未出台就引发了10
万军公教人员“反污名、要尊严”
的抗议游行？

年金制度

不堪重负濒临破产

对于现代社会而言，保障劳动
者退休之后的经济安全，是社会保
障的重要一环。因此，构建一套符合
社会实际的退休金制度，使之能持
续、高效发挥保障作用，也成为政府
治理能力的重要考量。在台湾，这项
制度即为“年金制度”。

台湾从1950年开始构建年金制
度框架，但限于财力无法一步到位，
只能按照职业分类先后实施，导致
年金名目极为繁琐。据统计，台湾现
有公保、军保、劳保、农保等各种保
险，以及军公教人员退休金、私立学
校教员退抚制度等至少13种年金制
度。这些制度领取资格、保费分摊、
政府拨补等都大不相同。

制度架构云里雾里，现实危机
也一触即发，原因就在于台湾社会
快速老龄化、现行缴费比例过低等
导致保费入不敷出。据台湾“劳动
部”劳工保险局预计，到2026年，65
岁以上老人将占台湾总人口的
20%。保险费收入日益减少，给付人
数却逐年快速增加。台湾年金制度
中最早出现赤字危机的是军人退抚
基金。由于军职人员退役早、役期短
的特性，台湾军人退抚基金2011年
首次发生收支失衡赤字，其支收比
从 2005 年的 70.72％迅速攀升至
139.86％。如果按照现行制度，军人
退抚基金最快将于2019年破产。

2008年才施行的“国民年金”制
度也不乐观。这项制度是针对300多
万没有参加任何社会保险的民众设
计的。按照制度框架，以一般被保险
人月投保金额1.8万元新台币（以下
均为新台币）计算，每月仅需缴纳
878元，缴满 20年即可每月领年金
6005元。据台“卫生福利部”统计，
2008年，“国民年金”制度中的老年
年金申领人数仅为1.5万余人，2015

年迅速增加至67万余人，总金额从
0.7亿元猛增至273亿元。与此同时，
由于这部分人群中很多是家庭主妇
或无工作者，缴费率一直不高，平均
保费收缴率仅为56%。

根据台湾“行政院”主计总处统
计，按照现行年金制度，未来20年，
台湾年金将累积高达17万亿元的潜
藏债务，其中军公教有8.3万亿元，
劳保有8.1万亿元。到2024年前后，
军、劳、教、公等各基金都将相继破
产。一旦年金破产，非但现在的老年
人将深受其害，还会祸延下一代。年
轻人每月缴纳的保险费都将化为乌
有，退休后什么都领不到，彻底成为
“失掉保障的一代”。

年金危机

差别对待激起民怨

台湾年金制度的问题还不仅仅
出在经济上，由于制度繁杂、名目繁
多，由此衍生出各种职业之间的不
对等，影响了全社会的公平正义。

以台湾社会争论最多也是最激
烈的“18%”为例。这项出台于 1983
年的制度规定，军公教人员可按任
职年资存入相应金额，这部分存款
享受每年至少18%的利息。
“我在职时月薪6.8万多元，退

休后能领7.2万元，退休反而比在职
领得多。”台北市成功高中退休教师
张祯贤说，他担任教职 30年，1999
年退休后，每月退休金4.8万元，而
“18%”的优惠存款利息每月大概有
2.3万元。

像张祯贤这样，退休收入比在
职还要高的情况并不少见。桃园县
新峰小学退休教师刘鸿水说，他退
休时领取一次退休金600多万元，其
中有421万元能够享受“18％”的优

惠存款利息，每月光利息收入就有6
万多元。

据台湾“财政部”统计，台湾每
年为“18%”的支出迅速增长：2000
年，“18％”优存户数32.9万户，当年
度利息支出597.75亿元；到2013年，
存款户数增至44.1万户，当年度利
息支出达815.64亿元。

从优惠利率到缴费负担，台湾
的年金制度为不同职业设置了不同
的门槛和条件，而且没有因应时间
背景的更改而予以调整。这导致整
个年金制度设计与现代台湾社会的
实际情况严重脱节，不同职业之间
的年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台湾“年
金改革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公
立学校教师退休后月领6.8万元，公
务员能领5.6万元，军人为4.9万元，
而劳工仅有 1.6 万元，农民为 7256
元，差距竟然高达近10倍。

经济压力巨大、前景一片黯
淡、社会不公加剧……现行年金制
度中的问题从经济蔓延到社会、政
治，台湾的年金改革到了不得不改
的最后关头。

年金改革

陷于政争失焦变味

年金制度必须改革，这是台湾
社会的共识。有民意调查显示，高
达八成的台湾民众赞成年金改革，
而且即使是在享受优渥福利待遇的
军公教人员中，也有高达六成的支
持率。
“我退休后每年退休金大概84

万元，可我教过的学生每月却只能
领到2万多元薪资。这样的社会发
展是不正常的。”台北市介寿中学
退休教师陈彩仁多年来始终呼吁
“军公教年金改革”。而新北市板桥

新埔中学退休老师刘明新注销每月
近万元新台币利息的“18%”优惠
存款的举动，更是让台湾民众为之
赞赏。

在如此庞大的民意支持下，为
何年金改革政策尚未出炉，就惹来
10万人游行抗议？“台湾的年金制
度改革立意良好，但实施困难。”
台湾前海基会顾问、台湾竞争力论
坛执行长谢明辉坦言，年金制度将
民众按照职业分成了三六九等，平
均差距近10倍，在这种情况下，如
果要强制拉平，势必引发既得利益
者的强烈不满。“更何况，民进党
当局为了争夺选票，在选举中竭尽
所能抹黑污蔑军公教人员，将军公
教塑造成坐享特权、贪得无厌的
‘肥猫’，刻意煽动劳工阶层仇视军
公教，由此也埋下了军公教大游行
的伏笔。”谢明辉说。
“改革年金没什么问题，但前

提是要把真相呈现出来。我们要的
是‘全面性的改革’，不是‘针对
性、差别性’的改革。”军公教大
游行的发起人之一、台湾“公务人
员协会理事长”李来希强烈抗议当
局的年金改革方式不公：“大砍军
公教退休所得，难道劳工所得会提
高？”

在民进党的政治操弄下，年金
改革也成为向国民党开刀的政治工
具。对此，国民党主席洪秀柱表
示，制度设计如果不够健全，“问
题是出于制度本身，而不是那些依
循制度的人”，国民党反对民进党
当局贴标签式的政治恶斗。

从今年6月到 9月，台湾“年
金改革委员会”先后召开 15次会
议，每次会议都在吵闹声中不欢而
散，每次会议场外都有抗议行动，
甚至还有代表中途愤而离席。蔡英
文上任之初，信誓旦旦要在一年内
形成年金改革总体方案。但现在离
最基本的社会共识都还非常遥远，
台湾社会各界对于一年期限无不感
到悲观失望，认为这是“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

年金改革的背后牵扯着经济、
社会、政治等多项议题，既要促进
经济增长、改革财务架构，又要弥
平社会差异、保障弱势群体，这需
要极高的治理智慧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然而，从民进党当局目前
的表现来看，要么没兴趣弥合被撕
裂的社会，要么没能力走出经济困
境，看似要解决问题，背后又打着
选举的小算盘。

只不过，年金破产的问题已经
火烧眉毛，并不是装看不见就不存
在。台湾年金制度将何去何从？整
个台湾社会都在拭目以待。

民进党把“军公教”当替罪羊

年金改革，正义还是私利
本报记者 彭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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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10月19日电（记者
颜昊、周雪婷）香港立法会19日上
午举行全体会议，爱国爱港议员以集
体退场的方式，阻止了个别在首次宣
誓中发表侮辱国家和民族言论的候任
议员重新宣誓。

当天上午，在两名候任议员完成重
新宣誓后，爱国爱港议员集体离开立法
会议事厅。15分钟后，立法会主席梁君
彦根据议事规则宣布会议因法定人数
不足休会，另3名候任议员未能宣誓。

这3名未能重新宣誓的候任议员
在 10月 12日首次宣读就职誓词时，
有的刻意使用侮辱国家和民族的言
辞，有的宣扬“港独”主张，有的以

默哀的形式宣读誓词。
包括该3名候任议员在内的5名

候任议员被裁定宣誓无效，须于19
日重新宣誓。

廖长江议员表示，几名候任议员
在庄严的宣誓仪式上发表侮辱性言论
至今仍未道歉，安排再次宣誓并不恰
当，因此建制派议员一致作出这样的
决定。

田北辰议员认为，即使两名侮辱
国家和民族的候任议员道歉，立法会
也不应允许他们再次宣誓，因为他们
的行为已经超出立法会议员的底线。

梁美芬议员表示，建制派议员听
到了香港市民的声音，所以才以这样

的方式阻止侮辱国家的候任议员再次
宣誓。他们必须收回侮辱性的言论。

个别候任议员的言行连日来遭到
香港各界的严厉谴责。香港岛各界联
合会、全港各区工商联、香港18区
区议会等组织和团体，连日来通过游
行、发布声明等方式抗议其侮辱国家
的言行。

由香港城市大学学生在互联网上
发起的“要求公开道歉并收回侮辱及
歧视中国人言论”联署，已经收集到
超过40万人的签名支持。

来自多个社会团体的上千民众
19日在立法会外集会，抗议并声讨个
别候任议员侮辱国家和民族的言行。

香港立法会爱国爱港议员集体退场
阻止个别辱国候任议员重新宣誓

本报台北10月19日电（记者
赵珊）由台湾中华新闻记者协会和
台北孙中山纪念馆联合主办的“华
人新闻界艺术创作联展暨两岸名家
邀请展”，日前在台北孙中山纪念
馆开展。展览汇集两岸新闻界及书
画名家的300余件作品，内容包括
国画、西洋画、书法、摄影、漫画
等品种。

图为观众在欣赏书画作品。

赵 珊摄

翰墨丹青
两岸情

花莲县丰滨乡静浦小学仅有1人入学。图为老师与唯

一的一年级新生上课。 杨汉声摄

据新华社北京电 搭载航天员景海鹏和陈冬的神舟
十一号载人飞船10月17日顺利升空。连日来，香港、澳门
和台湾多家主要报纸对此大篇幅报道，积极评价此次载人
航天任务为海内外华人带来鼓舞。

18日，香港多份报章均以大篇幅报道神舟十一号成功
升空，相关的消息、特写、花絮等占据多个版面。
《大公报》头版头条以“神舟出征 明看‘天神’合体”

为大标题、以3个整版的篇幅进行报道，不仅详细描述了
神舟十一号成功发射的全过程，还对神舟十一号即将与天
宫二号的交会对接进行了解读。报道还大篇幅介绍了此次
神舟十一号发射任务的“香港元素”，包括香港学生设计的
3项太空实验，以及前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香港师生亲
眼目睹自己的实验装置升空的激动时刻。

英文《南华早报》在头版显要位置以“中国最长太
空停留时间的载人航天任务”为题刊登报道，并配发航
天员景海鹏、陈冬在发射点火瞬间于舱内敬礼的大幅照
片，特别提到两位航天员将通过新华社与受众分享此次
任务的细节。该报还配发即将在太空迎来50岁生日的景
海鹏的长篇人物特写。

香港《明报》《经济日报》《星岛日报》等报章也在
头版或重要版面大篇幅报道神舟十一号的成功发射，对
神舟十一号与天宫二号交会对接任务以及中国载人航天
“三步走”计划进行解读。

18日出版的《澳门日报》头版以“神舟十一，赴天宫之
约”为主题，报道了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成功升空的消息，
并辟出3个专版介绍本次载人航天的主要任务以及航天
员在太空的生活情况等，多幅记录发射瞬间的彩色图片非
常吸引眼球。该报当日还发表题为《中国太空家园梦不远
矣》的社评说，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60周年。60年来，
一代代航天人自强不息、接续奋斗，创造了以“两弹一星”、
载人航天、探月工程为代表的辉煌成就，实现了空间技术、
空间应用、空间科学的长足发展。中国人正续写航天传奇，
为增进人类的福祉作出更大贡献。

连日来，台湾主要报纸也以大篇幅对神舟十一号载
人飞船顺利升空进行了报道。17日出版的《联合报》在
头版显著位置（下图）和A2焦点新闻版面，刊载了一组
5篇关于神舟飞天的现场报道，并配发“大陆太空人历次
飞天与任务”图表，详细介绍了此次发射值得关注的精
彩看点。报道特别提及景海鹏将在太空中度过50岁生
日，并专门报道了两位航天员将首次以“新华社太空特
约记者”身份持续发回“太空日记”。《联合报》18日继续
在两岸版面刊发该报记者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现场报
道，介绍航天员在太空的饮食穿着以及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的历史沿革。报道盛赞“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再度写下‘万
无一失’纪录，是一部大陆60年航天发展史”。

《中国时报》从16日就开始报道相关内容，介绍两位航天员的遴选过
程；17日、18日继续在两岸版面显著位置刊载报道，突出介绍了此次任务总
飞行时间达到33天，是大陆航天员迄今为止在太空驻留和飞行时间最长的
一次。此外，台湾《旺报》等媒体都对神舟十一号升空进行了详细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