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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立法院”近日通过所谓的“公投
法”修改方案，将“公投”门槛大幅降低，包
括提案、联署及通过的比例都大幅下降。岛内
舆论指出，这次“修法”打开了“潘多拉魔
盒”，不但将让台湾深陷民粹深渊和政治漩涡，
还给两岸关系埋下暗雷，留下后患。

少数裹挟多数“公投”变成“暴投”

过去，岛内曾发起6次“公投”，但都被投
票人数或通过率等门槛卡住，未能遂行。从陈
水扁时代开始，民进党就心心念念要改“公投
法”，将其门槛降低。

占“立法院”多数的民进党，这次终于如
愿以偿。此次“修法”后，所谓的“公投”门
槛一下降了一大截。究竟“公投”变得有多容
易？提案门槛从台湾地区领导人、副领导人选
举人总数的5/1000，调降到1/10000；联署门槛
则从5%降到1.5%，并且新增电子联署；通过门
槛则从选举人总人数 1/2，降为选举人数中 1/4
有效同意票。

按这个规则，1/4 投票人赞成，就可能让
沉默的多数吞下苦果。也就是说，即便“公
投”议题再荒谬，也可能因少数人赞成而获通
过。难怪岛内舆论担忧，大幅降低门槛，犹如
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将来台湾社会恐“公
投”常态化，一天到晚在“公投”，“公投”变

“暴投”，社会更动荡。
台湾 《中国时报》 评论指出，原来台湾

“公投”的门槛在世界范围内已不算高，这一调
降，更是荒腔走板。加上台湾民众政治热度远
高于一般欧美国家或地区，且还存在国家、民
族认同的问题，过低的门槛无异鼓励“公投”

的发动，势将使政局与社会更加纷扰。
台湾《联合报》刊文表示，“公投”门槛降

低后，过半未出席投票的“沉默者”将被视为
同意的一方，这种少数意见替沉默多数做决定
的结果，就是点燃冲突引信，使社会更对立。

民粹操控民意 乱象愈演愈烈

“公投法”没有降低门槛前，“公投”就已
经让台湾政治乱成一团，如今民粹操控民意，
乱象越演越烈。

有岛内媒体一针见血地指出，民进党此时
操弄“公投法”，无非是想骗取选票而已。台湾

《中央日报》 网络报撰文称，“公投法”修正草
案早在去年 12 月就完成初审，却被放置一边，
停摆一整年，这是为哪桩？要不是这次岛内

“劳基法”修法挨批，从“总统”到“行政院”
再到“立法会”，民进党方方面面的支持度都
急转直下，恐危及执政基础，民进党怎么会把
放到快发霉的“公投法”急送“立法院”三
读？不客气地说，这不过是围魏救赵，掩饰执
政不力的伎俩而已。

高雄大学法学院院长廖义铭则认为，“公
投”门槛降低后，将来各方都可能通过“公
投”提案的文字游戏操纵政治，“越投越政治
化，被政治所操控。”对此，《中国时报》 预
言，近期台湾“一例一休”“劳基法”“美猪”

“电力供给”等议题，不久后都极可能被其他政
治目的假借诉诸“公投”。这不仅会造成政策朝
令夕改，徒增社会成本，还会激化民众对立，
撕裂社会。

连民进党内部都出现了质疑的声音。相较
蔡英文“打破鸟笼、还权于民，这是人民作主

的历史时刻”的亢奋宣示，不少民进党“立
委”忧心此举将使台当局负担庞大的“公投”
成本，当前的政治结构也将遭到破坏，民进党

“立委”郭正亮甚至预言，低门槛“公投”将是
“民进党当局新灾难的开始”。

打开方便之门 投下“隐形炸弹”

与此同时，过去可以否决“公投”提案的
“公投审议委员会”，在这次修法中被废除。可
以想见，少了这个关键性的制衡因素，多少无
稽之谈将假“公投”之名而行？

尤其是关于国家、民族认同的议题，十分
敏感。过去陈水扁当局发起的“强化国防公
投”“对等谈判公投”“台湾入联公投”等，都
快速挑动两岸的敏感神经，将两岸关系推向未
知的风险。这次“修法”，虽然相关议题在蓝绿
共识下搁置不提，但并不意味着民进党已“改
头换面”。

大陆虽然力求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但绝没
有任何容忍“台独”的可能性。正如国台办发
言人日前所说，坚决反对任何势力以任何方式
包括以所谓“公投”的方式来进行“台独”分裂活
动，或者为“台独”分裂活动打开方便之门。

迫于当前形势，蔡当局选择“缩头”。然
而，此次“修法”并没有负面列表，换言之，
这次相关议题没被纳入，不意味着下次也不会
纳入。《中央日报》 网络报指出，这次“公投
法”虽然没有纳入“明独”“激独”“急独”“法
理台独”内容，但却为各种“暗独”“阴独”

“隐独”“小独”大开方便之门。“独”派人士还
可借由“公投”推动教科书“去中”、文化“去
中”等，给两岸投下大量“隐形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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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比”“美”“盼”“融”……大屏幕上，几
个汉字不断滚动出现，让现场嘉宾既紧张又期待；随
着台湾中华书学会会长张炳煌缓缓打开手中的卷轴，

“创”字跃然而出，大家纷纷用相机、手机拍下这有
纪念意义的时刻。

近日，由台湾《旺报》和厦门《海西晨报》共同
主办的 2017 海峡两岸年度汉字评选在台北揭晓。

“创”字当选2017海峡两岸年度汉字。

两岸追求创意

今年的海峡两岸年度汉字评选活动启动于 10 月
26 日，评选由两岸读者和网友共同参与，通过互联
网、手机客户端、微信公号等平台推荐和投票。网友
踊跃参与，共推荐了180多个年度汉字。主办方通过
组织投票精选出 40个汉字，再从中票选 10个作为候
选汉字。最终，在 500 多万投票总数中，“创”字获
得最高票48万票。

“创”字作何解读？《海西晨报》副社长潘兴军介
绍，如果音调念第四声，则为 chuàng；根据 《广
雅》 释义：“创，始也。”“创”意即开创、创新、创
造。但如果念第一声，则为 chuāng，“创”有损害、
伤害的意思，比如“创伤”“创痛”。

台北书院山长林谷芳表示，“创”字很好地反映
了 2017 年两岸的民意，在 2017 年，两岸人民追求创
新、创意，不断有开创性的事件发生；尤其是创新的

互联网思维正在改变着世界，并创造出无数的奇迹。
同时，在 2017 年，在我们这个世界也留下了许多创
伤。未来，只有创造创新，才会有生存的空间，才会
有回春妙手，治愈创伤，抚平伤痕，阔步向前。

“只有创新、创造才可以抚平创伤，阔步向前；
只有向前，才有未来。”潘兴军说。

连续十年举办

海峡两岸年度汉字评选活动始于 2008 年，今年
已是第 10 届。台湾 《中国时报》 发行人暨 《旺报》
社长黄清龙说，10年当中，每一年的评选都记录了当
年两岸民众所关心的事情，反映他们在那一年的心情
和感受以及对过去的检讨和对未来的想象。

海峡两岸年度汉字评选活动不仅是全球七大汉字
评选活动之一，并已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品
牌活动，年年都在海内外引发热烈回响，被誉为“海
峡两岸参与民众最多、影响最广泛”的文化交流活动
之一。

在之前举办的 9 次海峡两岸年度汉字评选活动
中，“震”“生”“涨”“微”“平”“进”“转”“和”

“变”等字先后当选，每年都在海内外引起热烈反响。

共传中华文化

今年入围的 10 个汉字，除“创”字外，还有

“起”“比”“美”“盼”“融”“续”“梦”
“复”“金”。评选结果揭晓之后，来自两岸
的书法家即兴挥毫，现场写下不同字体、
不同风格的“创”字。同时，现场还有武
术表演、歌曲演唱，以艺术的形式展现中
华文化的魅力。

林谷芳说，作为一项已经举办了 10 年
的活动，两岸汉字评选的意义已不仅在于记录当年两
岸民众的心声，也凸显两岸以汉字作为情感联结和文
化交流内容的意义。“对一个民族、一种文化而言，
语言的特性界定了思考的模式。只要两岸继续使用中
国字、说中国话，我们就有共同的文化沿袭。”

黄清龙表示，汉字、书法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而文化交流在两岸交流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不论当前两岸关系面临什么困难，我们都希望把两
岸同胞共同拥有的祖先资产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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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为迎接圣诞节 （台湾称为“耶诞节”） 的到
来，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在新北市市民广场连续三天举
办“2017新北市欢乐耶诞城——巨星耶诞演唱会”。图为演
唱会现场。 本报记者 柴逸扉摄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会
议于2017年12月17日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选举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的规定，会议选出了12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澳
门特别行政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确定了 3名未当选为代表的
候选人在代表因故出缺时的递补顺序。现将选举结果予以公布：

一、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的名单 （12名，按繁体字姓名笔划排列）

吴小丽 （女） 何雪卿 （女） 林笑云 （女） 施家伦 高开贤
容永恩 （女） 陆 波 崔世平 贺一诚 黎世祺
刘艺良 萧志伟
二、未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的候选人递补名单 （3名，按得票多少排列）
何敬麟 冯家辉 黄仁民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的办法》的规定，主席团已将以上选举结果报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进行代表资格审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将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确认代表资格，公布代表名单。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
会议主席团

2017年12月17日
（新华社澳门12月17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会议主席团公告

（第三号）

新华社澳门12月 17日电（记者
郭鑫、王晨曦）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十三
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会议主席团第三
次会议17日在澳门举行。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王晨出席会
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崔世安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发布关于澳门特别行政
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结果的

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
别行政区选举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的办法》的规定，由主席团
将选举结果的报告报送全国人大常委
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进行代表资格
审查。

会后，主席团发布第三号公告
（全文另发）。

澳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选举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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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台北 12 月 16 日电
（记者赵丹平、刘刚） 为纪念两岸交
流30周年，由台湾中华两岸婚姻协
调促进会联合岛内40多家团体共同
发起并参与的“两岸交流30年踩街
嘉年华”16日在台北市热闹登场。

活动以“两岸一家亲，牵手心
连心，深化交流，融合发展”为主
轴，吸引来自岛内各地的大陆配偶
及其家人逾千人参加。

中午过后，天空不时飘落细
雨，但前来参加嘉年华的民众热情
高涨。他们在主持人的带领下，不
断高呼“两岸一家亲，牵手心连
心”“深化交流，融合发展”的口
号。在震天的锣鼓声中，舞狮表演首
先登场，接下来，一曲女高音独唱《好
日子》引来阵阵掌声和叫好声。

记者在现场看到，踩街队伍由
宣传车和旗队引导，舞狮队、腰鼓
队和各个社团的队伍随后，七辆彩
车穿插在队伍中缓慢行进。人们举
着写有活动主题的旗帜，拉着各自
社团的横幅，很多人身穿色彩艳丽
的少数民族服装，还有人推着儿童
车、兴高采烈全家出行。

1949 年以后，海峡两岸陷入长
期隔绝状态。1979年，大陆方面首

先倡导开启两岸交流，在岛内产生
巨大反响，众多在台大陆籍老兵在
台北街头奔走呼号，发出“我要回
家”的呐喊。在巨大的民意压力
下，台湾当局终于在1987年10月宣
布开放部分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

据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理事长
徐春莺介绍，这次嘉年华踩街活动
是以特殊的方式纪念两岸交流 30
年，参加表演的团体有醒狮团、锣
鼓队、腰鼓队，演出中有闽南语歌
曲、民族声乐的演唱，还有民族舞
蹈表演，演出形式丰富多彩。

活动主要发起人、中华两岸婚
姻协调促进会理事长黄江南说，这
个活动在三个月以前就开始筹备。
大陆配偶是为了家庭、为了爱来到
台湾，所以活动就是以“两岸一家
亲”为主轴，呼吁大家不分党派、
不分族群、不分颜色，踊跃参加。

来自贵州的刘茜是侗族姑娘。
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台湾的
大陆配偶除了汉族，还有侗族、苗
族、土家族、蒙古族等不同少数民
族。许多陆配得知这是一场嘉年华活
动，都非常高兴，积极报名，大家把这
个活动当成自己的节日，特地穿上了
民族服装。

图为书法家书写2017海峡两岸年度汉字“创”。

第四届亚洲玩具展
近日在香港九龙湾国际
展贸中心举行，展出多
款 潮 流 玩 具 、 插 画 创
作、电子游戏及周边商
品等。

图为模特在第四届
亚洲玩具展传媒预览活
动上展示玩具模型。

新华社记者
刘 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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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台北12月17日电（记者柴逸扉、冯学知） 中国台
湾致公党16日在台北举行17周年党庆活动，并正式宣布修
改党徽和党名，改称“中华民族致公党”，以致力于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致公党创建于 2000 年 1 月，前身是华侨社团
洪门发起的海外组织。该党于11月26日召开的党代会上表
决通过了更名决议。中华民族致公党主席陈柏光表示，此
次改名考量了当前政治生态，有利于专注于提升社会福
利、环境保护及民生经济等议题，也是为了呼应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同时，中华民族致公党将全面提名本党候选
人，参与明年台湾地方公职人员选举。

据陈柏光介绍，中华民族致公党一直以来都在推动两
岸交流与和平发展，每个月都举办台湾青年学习营，带领
岛内年轻人到大陆参访交流。

“两岸交流30年踩街嘉年华”台北登场

中国台湾致公党更名为“中华民族致公党”

新北市连办三天演唱会迎圣诞新北市连办三天演唱会迎圣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