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04 2016年12月26日 星期一

责编：任成琦 王 平 邮箱：gtbhwb@people.cn

要闻·台港澳要闻·台港澳

台湾经济在经历了连续几个季度不
到 1％的增长之后，今年全年有望达到
1％以上的增速，令岛内不少人松了一口
气。然而，即使“保 1”，台湾经济仍是

“内虚”，外热内冷，痼疾未去又添新
病，民众生活难有改观。

受到全球经济景气低迷影响，台湾
经济 2015 年仅增长 0.72％，从去年第三
季度起甚至出现连续三个季度的负增
长。今年7月，在低基数效应、电子出口
增长等因素的影响下，台湾经济的第一
大支柱——出口结束了连续 17 个月的负
增长，开始反弹。

出口反弹意味着工业生产、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等一系列主要经济指标
的好转。在此背景下，台湾统计部门将
2016年经济增速预计上调至1.35％。与此
同时，台湾岛内多家研究机构也将今年
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1％以上。

然而，在岛内许多分析人士看来，
“保 1”只能说明台湾经济暂时走出持续
低迷，但是复苏力道仍显有气无力。要
想让民众切身感受到景气回暖，3％以上
的增长必不可少。

未来几年，台湾仍将面临不确定的
外部经济环境、岛内产业转型仍然任重
道远等不利因素。而更大的危机是，民
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经
贸往来不如从前热络，台湾经济要想迈
上增长新台阶可谓困难重重。

在台湾综合研究院院长吴再益看
来，台湾经济面临的短期挑战包括：出
口附加值逐年减少、民间消费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进一步下降、民间投资信心
大幅衰退使得经济成长欠缺投资活水注
入、经济复苏的果实未能妥善分配导致
贫富差距拉大、高房价等经济负担使民
众不婚、晚育、少子化等。

统计数据显示，尽管前 10 月台湾居
民平均薪资上涨至 4.94 万元 （新台币，
下同），然而扣除同期消费者物价指数上
涨，实质薪资则减少1.03％，预示消费者
信心将遭受新的打击。

记者采访期间，时常能听到台湾老
百姓抱怨经济景气差，生活质量大不如
前。一位林姓计程车司机对记者说，现
在的经济是他从业 20 多年来最差的，许
多上班族都尽量减少乘坐计程车，选择
公共交通以节省开支。

“再加上陆客减少，我每个月的收入
至少下降了三四千块。老话说‘一个铜
板压死一条好汉’，更何况是在经济不好
的时候。”他说。

岁末年终，岛内企业裁员、缩编的
消息越来越多，其中不少属于旅游观光
或相关行业：复兴航空解散导致超过
1700 名员工失业，花莲元本红艺品店解

雇 88 人，宝得利公司高雄分公司将解雇
100人……

台湾旅游观光部门预估，今年陆客
赴台人数将减少 65 万人次，台湾的外汇
收入将减少355亿元新台币。旅游业者感
慨，今年是“台湾观光史上最冷的冬
天”，而且“明年可能比今年更惨”。

台财政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11 月
台湾对大陆与香港出口 107.1亿美元，占
出口总额的42.3％。

台湾 《中国时报》 发表社评强调，
大陆经济对台湾的影响不容忽视，台湾
经济要重新找回成长动能，内与外缺一
不可。对内，服务业的升级转型是重中
之重；对外，大陆市场仍是关键所在。

展望 2017 年，岛内智库分析，台湾
经济要想实现当局所期许的“保 2”目
标，难度绝对不小，而普通百姓对经济
增长仍会是“无感”。

分析人士指出，相较台湾经济这口
“冷灶”，岛内政治野火却呈燎原之势。台
当局不应只知道炒作与己有利的政治议
题，而应将更多精力转回改善民生、改善
与大陆关系的正题上。否则，再多的政治

“兴奋剂”也治不了台湾经济的“虚寒”。
（据新华社台北12月25日电）

“希望台湾记者把这样的信息带回
去：要想创业就赶紧来，你可能还有两
年的优势。现在听到台湾二字，人们还
有好奇感，想尝尝、试试。只要你能做
好 的 东 西 ， 一 定 会 被 这 里 的 市 场 接
受。”站在海南省海口市热闹的商业区

“泰龙城”，海口市台资企业协会名誉会
长吴锦琼对来此采访的两岸记者说。

小吃创业

吴锦琼是“泰龙城小吃街”的创办
者，作为随夫落户海口的台商太太，她
在品尝海南小吃时看到了商机。“海口
的外来人口越来越多，不可能都去餐厅
点菜，如果有一条像台湾夜市那样的小
吃街，不是很好吗”？这么简单的概念
却没轻易被接受，刚开始连她的丈夫都
嫌弃小吃烟薰火燎，不愿意开在自己经
营的“泰龙城”。千言不如一动，吴锦
琼利用“泰龙城”一个空出来的商铺自
己抡勺炒菜，“老板娘卖饭”倒成了最
猛的广告，大家都来看，现在已经有
100多家食摊的小吃街由此“走起”！

在“泰龙城”创业，现在又做小吃
又做服装的梁腾驹告诉记者：“过去是
要靠服装带动小吃，现在服装受网店冲
击，要靠小吃来带动服装。”

“泰龙城”是两岸青年就业创业基
地，在这里起步创业门槛较低，在小吃
城经营着 4个摊档的台北青年廖信翰告
诉记者：“老板娘对我们很照顾，刚起
步时会给租金优惠，而且她会平衡小吃
类别，以免恶性竞争。”廖信翰曾留学
新西兰，专业是英语，问他为何选择在
海口做起了小吃，他说：“毕业回台湾
后工作一直不顺利，本来是到海口来玩
玩的，结果就留下来做起了小吃。你问
我会不会做？我士林夜市边上长大的，
从小吃到大，看都看会了。”看着廖信
翰乐呵呵地交待员工、招呼客人，虽然
要工作到深夜，早起还要选购最新鲜的
水果，但还是一派温和斯文的学生样
貌，颠覆了人们对小摊商的印象。

记者问吴锦琼对台湾青年在大陆创
业有何建议，她说：“关键是心态，只
要做了就要一直往前走，除了做好不想
别的，不要觉得我是留学生、我是台湾
人，我在异乡不适应。创业就是孤单
的、艰苦的，在哪里都一样，我还是那
句话，如果你有好吃的东西，想创业，
到海口来，只要肯拼，会赢。”

大业共享

小吃能创业，大项目可合作。在占
地 3.6万亩、投资近 30亿元的三亚凤凰
谷乡村文化旅游区建设工地，台湾花店
协会理事长陈清钰头戴工程帽，在烈日
和尘土中向采访记者描绘他工作的前
景：这里将呈现热带雨林的花海，花海
中有山景、树景、水景、夜景，包括音
乐走廊、喷泉、烟花，花海中既有台湾
引入品种，天使花和四季海棠组合的

“天堂花园”，也有本地三角梅和龙眼树
组合的“梅开眼笑”。除了花景，这里
也是花卉生产基地，海南得天独厚，这
里的冬天就像台湾的春天，可让台湾花
卉生产不间断，比如台湾火鹤，在台湾
的 冬 天 因 为 温 度 低 是 个 生 产 “ 空 窗
期”，而在这里可持续生产出口；还有
台湾百香果、果苗，在台湾出口东南亚
一些国家关税已高达40%，而在这里可
享受东盟自贸区免关税。

台湾知名花卉企业芊卉公司已进入
“凤凰谷”，将在此设立石斛兰、文心
兰、蝴蝶兰、红掌、草花工厂、神农草
药等产区。在已经投入生产的兰花组培
车间，有台湾“兰花大王”之称的芊卉
公司董事长景文德告诉记者：“这里有
气候的优势，也有劳动成本的优势。”
景文德实干少言、清瘦黝黑，看起来更
像一名花农，但他在云南、广东都已经
成功建立了兰花生产基地，这次投身三
亚“凤凰谷”，听说连今年春节都是在
工地过的。

“爱拼才会赢”的精神在海天椰风
的海南落地，会结出甜美的果实。

南海聚集

“想了解南海，到海南来。”这是12
月 18 日至 21 日两岸记者在海南联合采
访期间令记者印象深刻的一句话。

海南拥有悠久的海洋开发历史，是
海上丝绸之路的补给站，是郑和七下西
洋的必经之地。海南省三沙市辖西沙群
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
域，市政府驻地永兴岛。记者在采访中了
解到，当下，海南正打造南海资源开发服
务基地和海上救援基地，打造“一带一
路”战略支点，并积极融入中国——东
盟自贸区和环北部湾经济区。

海南也是南海研究基地。海口的冬
雨中，两岸记者来到中国南海研究院深
入采访。绿树掩映的红砖楼古朴深遂，
图书馆、报告厅设施一流。这里既有南
海水文、地形、地质、资源的数据，也
有政治、外交、军事的信息。图书馆陈
列着研究人员的著作：《南沙争端的由
来与发展》《南海问题面临的挑战与应
对思考》《民国时期的南海诸岛问题》。

当记者翻阅列成一排的《南海地区
形势评估报告》时，看到了台湾学者的
名字，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

“这是两岸学者的研究成果，自 2011年
起，两岸南海问题学者就合作撰写每年
出版的报告。”研究院自 2002年起设立

“海峡两岸南海问题民间学术论坛”，论
坛轮流在大陆和台湾举办年度学术会
议，这既能促进两岸深化南海合作，也
能为两岸协调南海立场提供学术支持。

“在这方面两岸学者可以合作的议题很
多，比如推翻太平岛是礁而不是岛的

‘仲裁’。”研究院院长吴士存说。
吴士存接受了两岸记者的采访，他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我们注意到台
湾当局已经调整了南海政策，在南海问
题上刻意与大陆切割，迎合美、日，如果
在美国的压力下，未来台湾当局以太平
岛‘人道救援基地’的名义，服务于在南
海针对中国的行动，这是一条不能触踫
的红线。在中国核心利益上，如果台湾甘
愿成为牵制中国的筹码，付出代价的是
台湾。民进党当局应该把握好分寸，不要
为人利用，让台湾人民付出代价。”

本报北京12月25日电（记者
吴亚明） 国共两党 23 日在北京举
行为期一天的对话交流活动，开
启两党对话交流机制。这是双方
适应新形势改进和创新两党交流
平台的重要举措。本次活动重点
就两党基层党际交流、两岸青年
和基层交流与两岸民众权益保障
三项议题开展对话交流。

双方回顾了国共两党共同推
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历程，强
调在两岸关系新形势下，要认真
落实两党领导人会面达成的重要
共识，积极发挥两党交流机制的
作用，努力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增进两岸同胞福祉。双方表
示：

——继续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
加强交流互动，促进两岸各领域
交流合作，努力维护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和台海和平稳定。

—— 深 化 两 党 基 层 党 际 交
流。总结推广基层党际交流的成
功经验，改进创新交流形式，拓
宽领域、丰富内容，深入基层，
注重实效。

——采取积极措施，为扩大
两岸青年和基层民众交流提供更
多便利条件。促进更多青年和基
层民众成为两岸交流合作的参与
者、受益者。

——建立两党青年组织联系
沟通机制，促进两岸青年深入交
流，增进了解和亲情。

——研究完善相关政策，为
台湾青年来大陆学习、实习、就
业、创业创造更多机会，提供更
为有效协助。

——积极支持认同“九二共
识”的台湾有关县市、乡镇和基
层社团开展两岸交流合作，发挥
两党交流平台作用，增进民众福
祉。

——推动两岸农渔业、中小
企业、旅游业等交流合作，为行
销农渔产品及推广旅游产品等提
供服务。

——改进强化国共两党维护
两岸民众权益工作机制，加强中共中央台办与中国国民
党大陆事务部的定期沟通交流，积极维护两岸投资者的
正当权益，协助解决台资企业、陆资企业在生产经营中
遇到的困难，维护两岸婚姻家庭的正当权益，妥善处理
两岸同胞往来及工作、生活、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本次对话交流活动由中共中央台办主任张志军和中
国国民党副主席陈镇湘共同主持。

国
共
两
党
对
话
交
流
活
动
在
京
举
办

共沐海天椰风 琼台合作广阔
本报记者 陈晓星 文/图

共沐海天椰风 琼台合作广阔
本报记者 陈晓星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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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8县市农特产品展销在京举办
本报北京12月25日电（记者王平） 台湾 8 县市农特

产品展销暨旅游推介洽谈会 24 日在北京展览馆举行。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张志军、北京市人民
政府副市长王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陈镇湘、台湾新
北、新竹、苗栗、花莲、南投、台东、金门及连江等
县市负责人共同出席开幕式等活动。来自上述 8 县市的
近 130 家展商携当地特色农特产品参展，近 60 名旅游
业者与来自京津冀的旅游业界代表进行了对接洽谈。
大陆企业将与台湾 8 县市签订产品供销合作意向，探讨
以市场化原则开展常态化合作。

今年9月，国台办宣布了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推动
与台湾8县市交流合作的措施，举办此项活动是其中重要
内容。洽谈会将于26日下午闭幕。

12月 25日，台湾 8县市农特产品展销暨旅游推介洽
谈会在北京展览馆举行，吸引了众多北京市民前来选购。

陈晓根摄 （人民视觉）

光碟承载着人们关于音乐、电影的回忆，随着科技发
展却逐渐走出日常生活，甚至在家中一隅蒙尘。位于基隆
拥恒文创园区的地景艺术“星空草原”新造型日前正式亮
相，4万多平方米的草地上，300万片回收光碟仿照梵高名
画《星夜》的图案铺展开来，随风摆动，恍若星河。

图为模特介绍“星空草原”。 本报记者 张 盼摄

光碟打造地景“星空”
政治“兴奋剂”治不了台湾经济“虚寒”

刘 劼

政治“兴奋剂”治不了台湾经济“虚寒”
刘 劼

12 月 24 日 “ 平 安
夜”，大批游客及市民到
澳门议事亭前地观赏圣
诞灯饰，感受节日气氛。

图为游客在澳门圣
诞装饰前自拍留念。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澳门
圣诞气氛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