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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过境美国旧金山，数百名来自大陆
和台湾的侨胞自发前往其所住酒店
抗议，高喊“一个中国，反对台
独”“和平统一救台湾”等口号，群
情激愤。这“待遇”，当年陈水扁过
境时常有，没人抗议才是新闻。此
后多年未见这样的消息，此番蔡英
文过境被侨胞抗议的消息又成了

“热门”，让人不禁生出“此一时彼
一时”的感叹。

“这并不是一条铺满鲜花的大
道。但当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我
们一定会站出来。”一位海外“反独
促统”运动的老前辈曾经这样说。
上世纪 90 年代，台海风云乍起，海
外华侨华人就吹响了“反独促统”
的集结号。2000 年以来，海外华侨
华人在9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立了200
多个“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或类
似组织，推动召开了 20 余次全球性
或洲际性“反独促统”大会，掀起
一场声势浩大的“反独促统”运
动。有感于“台独”势力日益猖
獗，海外华侨华人提出“以法制
独”的倡议。正是基于包括华侨华
人在内的广泛民意，2005 年 3 月 14
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高票通
过《反分裂国家法》，给“台独”分
子以极大震慑。

海外“反独促统”运动一路走
来，一个可喜的变化是，越来越多
来自台湾的侨胞加入进来并发挥重
要作用。想当年，两岸之间的对
峙，也延伸到海外华侨华人之间，
两岸侨社之间楚河汉界泾渭分明，
甚至相互拆台、对抗。随着两岸关
系的逐渐改善，两岸侨界也进入了
良性互动的快车道。两岸侨界由不相往来到频繁互动，
由心存疑虑到畅所欲言，交往越来越频繁、合作越来越
广泛、沟通越来越顺畅、感情越来越深厚。

在“第六届海峡论坛·2014两岸侨联和平发展论坛”
上，中国侨联主席林军提出深化两岸侨界交流、助推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加强两岸侨界合作，共促海外侨社和
谐发展等期望，得到了海内外侨界与会人士的高度赞
同。一个共识愈加坚定：两岸统一、中国崛起、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都需要海内外中华儿女和衷共济、团结奋
斗。不管台湾岛内政治生态如何变化，海外侨胞良性互
动、合作共赢的模式应该持续下去。

侨界无“两岸”，是侨胞的心愿；奔走为“一中”，是侨胞
的使命。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之时，海外“反
独促统”力量如何因应？中国侨务部门为海外侨胞指明了
努力的方向和愿景：一是牢牢把握反对“台独”、坚持“一
中”的基本原则。海外侨胞不分地域、不分新老、不分先后，
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凝聚一切可以凝聚的力量，推动两岸
的不断融合和最终统一。二是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参与
和推动两岸经贸、人文交流，促进两岸同胞特别是年轻一
代心相通、情相融。三是讲好中国故事，营造有利于“反独
促统”的舆论环境。

“华侨是革命之母”。巧合的是，当蔡英文过境美国
时，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也赴美拜会侨胞，为国民党
筹款。“当年中山先生如果没有侨界的声援和支持，革命
很难成功。当下中国国民党面临最大困境，希望得到你
们的最大支持。”洪秀柱一席话，仿佛将人带回那个风云
激荡的年代。时光流转，世事变迁，不变的，是海外华
侨华人那颗炽热的“中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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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一位知名企业家日前宣布，因为
台当局强推“一例一休”劳工政策，他将把
今年扩充50%产能的计划移至大陆。此前，
岛内劳工已多次上街抗议这一政策。而据
台媒报道，台湾物价也因该政策而上涨了
约10%。那么问题来了，民进党究竟为什么
非要“一例一休”不可？

适得其反

所谓“一例一休”，就是一周必须有
一天休息 （例假日），不得加班，而另一
天是休息日，只要劳工同意就可加班，
但加班费比平日要高。

这政策乍一听对劳工有利。民进党
推它的初衷，原本也是为讨好劳工。去
年“大选”中，不少基层劳工票投民进
党，就是因为民进党作了相关承诺。然
而现实是，这个承诺在兑现时掺了水，
且起了反效果。

企业主们自然不喜欢“一例一休”，
因为它会造成人手不足和人力成本增
加。为了安抚资方，民进党在推行“一
例一休”时，顺手砍掉了劳工原本享有
的“法定 7 天假”。而在选举时，民进党
曾承诺不会动7天假。

更糟糕的是，资方不会乖乖吞下成
本上涨的苦果，而会采取转嫁手段。所
以台湾的劳工待遇不但没变好，反而可
能变坏了。由于休息日加班费比平时高
得多，不少企业就采取换补休、隐形工
时、雇佣实习生等方式规避，使加班费
制度形同虚设。一些本来指望靠加班费
养家的人，反而落得无班可加。

与此同时，消费者也遭了池鱼之
殃，因为岛内物价跟着涨起来了。据台
湾媒体报道，岛内餐饮业从今年元旦起
价格已涨了一成。比如卖锅贴、饺子的

连锁餐饮企业“八方云集”，平均一个饺
子涨价 0.5 元 （新台币，下同），汤品一
碗从 25元调到 30元，涨幅二成，豆浆一
杯从15元调至17元，涨幅约13%。

三输局面

“一例一休”实施不到一个月，岛内
各行各业都已经备感压力。最新调查显
示，“一例一休”元旦上路后，岛内七成
三餐饮住宿业者表示受到影响，六成七
的业者因此增加人事成本。

台湾电电公会理事长、光耀科技董事
长郭台强近日表示，因为“一例一休”元旦
上路，旗下镜头厂光耀科技今年 50%的产
能将转赴大陆扩充。光耀科技是台湾手机
镜头的生产大厂，原来主要生产据点在江
苏盐城。2014 年为企业发展，光耀科技回
流台湾，在台中投资新厂，今年因应订单

需求，企业需再加码扩增50%产能，现又已
决定转回盐城扩产。

郭台强说，据他所知，“一例一休”
的加班规定让成本增加不少，可能对企
业有相当大的压力。尤其对于全年无休
生产、一天 24 小时生产的产业，是有必
要保持加班的弹性。

台湾工业总会蔡练生表示，大企业
还能自我调整，小型企业面对人力不足
问题，只有往外订单，这样对台湾总体
经济来讲有负面影响。他直言，“一例一
休”政策本身就是错误的，不是靠辅导
就可以解决。

中国国民党的民意调查显示，有近
七成台湾民众认为“一例一休”时机不
成熟、配套不周全；高达六成民众同意

“一例一休”造成劳工薪资减少、雇主成
本增加与物价上涨的三输局面。国民党
文传会副主委洪孟楷表示，希望台当局

领导人蔡英文尽快修正错误政策，若还
执意不改，蔡英文将会是逼人民拍桌子
的无能领导人。

空头支票

面对滔滔批评，民进党再次显示了
过硬的“心理素质”和辩论技巧。台行
政部门负责人林全早前表示，天下没有
白吃的午餐，“一例一休”导致工时减
少，就只好多雇劳工、多付加班费，“最
后涨价也是必然结果”。他呼吁，台湾民
众“就认了吧，因为这是走向现代化社
会必须付出的代价”。

蔡英文更“犀利”，直接指责劳工方
自己不作为，反而把事情推给当局。她
说：“台湾就是这样，劳方不自己去跟资
方说，都跟‘政府’抗议，‘政府’公亲
变事主，你们要自立自强啊。”

对此，国民党“立委”杨镇浯办公室主
任黄子哲表示，如果劳工自己就能争取到
权益，那何必要台当局帮忙；如果人民自
己就能过得好，那要当局做什么？他说，从
陆委会主委张小月的“生命会自己找到出
口”、“交通部长”贺陈旦不愿背春节疏运
的十字架，到蔡英文要劳工自立自强，都
可看出民进党在推卸责任。

其实，增加劳工休息时间的政策，
一定会伤及经济。如果台湾经济今天是
高附加值高利润的产业为主，倒是不妨
推个“几例几休”。问题是台湾经济本来
就冷飕飕，企业利润微薄生存维艰，为
什么非得这时候推“一例一休”呢？

归根结底，还得怪民进党选举时乱
开空头支票。又增加工资又增加休息日
当然好，问题是以台湾的条件可能吗？
票投民进党的人们也得反省，当初为什
么就信了呢？

“一例一休”导致三输局面

民进党乱开空头支票恶果显现
本报记者 王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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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当局掀开底牌公布年金改革
方案，台湾数万军公教人员 1 月 22 日走
上街头，抗议民进党当局抹黑军公教人
员，以“转型正义”之名，蓄意制造社
会对立、行业对立、世代对立。这也是
去年 9月 3日的大游行之后，台湾军公教
人员的又一次大型集会抗议行动。

“执政无能，全民遭殃！”“假改革，
真斗争！”下午 2 时，来自全台各地的军
公教人员，齐聚台湾当局领导人蔡英文
办公室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他们头绑布
条、手持标语、高呼口号。

当日，台湾当局所谓“年金改革国
是会议”在蔡英文办公室举行。面对军
公教人员抗议，台北市警方不敢大意，
要求 14个分局全部停休，动员 2000名警
力，进行周遭管制、维安，保安大队第
一总队数百名员警也集结待命。而在 21
日晚上，凯达格兰大道周遭各个路口都
已经架设层层拒马、蛇笼。

提起民进党的粗暴蛮横，退役中将
刘湘滨怒不可遏。他说，年金改革目标
正确、师出有名，不代表可以不择手
段。但民进党当局所主导的年金改革，
却是先利用媒体与舆论，把退休军公教
丑化成贪婪的既得利益者和被改革的对
象，再制造劳工与军公教的对立，挑起

年轻族群与退休军公教的对立，制造职
业的对立，阶级的对立，世代的对立。

“改革年金没什么问题，但前提是要
把真相呈现出来”，台湾公务人员协会理
事长李来希表示，“我们要的是全面性的
改革，不是针对性、差别性的改革。”

全台教育产业总工会理事长黄耀南
表示，蔡英文号称是“最会沟通的政
府”，但自去年 6 月开始至今，台湾的

“年金改革委员会”先后开了 20 次会
议，军公教代表的意见丝毫没被采纳，
还不断被污名、被抹黑，这让我们情何
以堪？

“军公教不反改革，而是反污名、反
斗争，更反不正确的信息。军公教只为
了一个说话的机会，所以才走上街头，
请民进党政府还他们一个公道。”国民党
主席洪秀柱当日下午也参加了抗议集
会。她表示，民进党的年金改革造成了
社会对立、行业对立与世代对抗。蔡英
文自己讲过，人民上街头必定是忍无可
忍，为何她不愿谦卑地倾听人民的声音？

1月19日，民进党当局公布年金改革
方案，一下子引爆社会热点，不只军公
教人员反弹，连劳工都怨声连连。连日
来，台湾当局副领导人陈建仁亲上火
线，又是开记者会，又是接受专访，试

图以温情喊话息事宁人，但社会舆论就
是不买账。在 《新新闻》 前总编辑黄创
夏看来，劳工根本就是小英心中最可以

“软土深掘”的一块。民进党当局表面上
看似终结军公教的 18％优惠利率，实际
上却是继续压榨全台逾千万名劳工，要
他们多缴、少领、晚退。黄创夏表示，
按照年金改革方案，每个月约1/4的收入
得被“变相征税”，如此一来，许多仅领
22K （2.2 万元新台币） 的年轻人，恐怕

每餐都只能吃吐司配开水。
台湾 《联合报》 社论表示，台湾年

金需要改革，是全民的共识，多数军公
教人员其实也都同意这点。但从最近的
发展看，当局的决策行动日益粗暴，公
教团体的反弹愈发激烈，社会的意见则
更趋分歧。年金改革极可能重蹈“一例
一休”的覆辙，演成“三输”结局，令
人忧心。

（本报台北1月22日电）

年金改革底牌掀开 社会热点瞬间引爆

台湾军公教人员再上街头抗议
本报记者 吴亚明文/图

陕西武财神赴台巡安赐财
本报电（霍朝伟、霍占华） 中国农历春节前夕，应

台湾中华经贸科技文教暨农业发展促进会理事长魏金雄
邀请，陕西省周至县财神庙住持杜宗真赴台举行天官武
财神赵公明元帅祖庭祖灵巡安赐财活动，赐福台湾民众。

访问期间，杜宗真住持走访了台北、花莲、高雄、
嘉义、台中、桃园等16个市县。沿途还前往北港朝天宫
等上百余个宫庙进香交流，受到台湾信众的热烈欢迎。
在台湾，武财神信众很多。

近日，海峡两岸
青少年在福州参加足
球邀请赛。图为揭幕
战中，厦门人民小学
队和台湾桃园同德前
锋队在拼抢。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两岸青少年两岸青少年
赛足球赛足球

据新华社香港电 香港特区政府1月
20 日公布 《香港气候行动蓝图 2030＋》，
把 2030 年减排目标设定为碳强度比 2005
年下降约七成。

根据这份行动蓝图，特区政府计划
在 2030年实现碳强度比 2005年的水平降
低 65％至 70％，相当于绝对碳排放量减
少26％至36％，人均碳排放量减少至3.3
至3.8吨之间。

特区政府环境局局长黄锦星说，上
述目标与《巴黎协定》的倡议相吻合。

为实现减排目标，香港将以能源结
构调整为重点，逐步降低燃煤发电比
例，增加可再生能源比例。根据行动蓝
图，到 2030 年，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
能源在香港发电用能源中所占比例将达
到3％至4％。

行动蓝图还建议，提高建筑物和
基 础 设 施 能 效 ， 大 力 推 广 绿 色 建 筑 ；
改善公共交通，提倡以步当车；透过
风环境及园境设计等为城市“降温”；
增强各界合作，提高社会对气候变化
的应对能力。

此外，特区政府建议加强关于气候
变化的公众宣传和教育，包括建议环境
及自然保育基金预留 1000 万港元，以资
助非盈利团体进行气候变化的宣传教育
活动及示范项目。

黄锦星说，气候变化是一项跨界
别、跨范畴的议题。因此，特区政府
成立高层次气候变化督导委员会，全
面督导和统筹各部门在应对气候变化
和落实减排目标方面的努力，同时也
鼓 励 社 会 各 阶 层 积 极 参 与 节 能 减 废 ，
投入低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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