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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台湾媒体援引英国牛津经济研
究院报告指出，到 2021 年，台湾人
才外流比率将达到世界第一。根据台
当局“主计总处”公布数据，2005 年
到 2015年，十年间台湾人才外流数量
从 34万人增至 72.4万人。这几年问题
更 加 严 重 。 外 流 的 人 才 当 中 ， 有
72.52%为大专以上学历，84.69%为青
壮年。

他们是岛内各界精英，也是消费
主力，一出走，连知识与技术也带走
了，对岛内经济和产业竞争力的影响
可想而知。这些台当局看在眼里也急
在心上，只可惜因应得进退失据，让
人直摇头。

外流出口
不止大陆一个方向

人才出走，肯定与待遇的吸引力
直接相关。这些年岛内经济不振，薪
资低迷。有年轻人在讨论“出走潮”
时说，作为青贫族、穷茫族，我们存
钱难、生活难，不敢结婚生子，更不
敢想以后怎么反哺年迈父母。如果外
面有更好的薪资和机会，还有什么好
犹豫的？

另一方面，岛外对台湾人才求贤
若渴。比如大陆，一个流传很广的说
法是，某些重点行业的人才，在台
湾拿多少新台币的薪资，到大陆直
接换成多少人民币。台塑集团掌门
人王文渊自己爆料说，旗下南亚科
及华亚科两家半导体公司，两年来
跳槽到大陆的就有 500 名专业人才。
除了忧虑，他还抱有一种同情的理
解，如果台湾有足够多机会，“吃得饱
为什么要去大陆？”

对此台当局很少实事求是去反
思，反而指责大陆恶意挖角，动辄以

“统战”视之。然而即使没有这些优惠
方案，大陆的薪资与市场前景还是足
以吸引人才过去。再说，台湾人才外
流，也不是只有大陆一个方向。

新加坡与澳门等地，就拿出高额
研究经费，吸引台湾青年学术人才前

往，其中南洋理工大学生医电子研究
启动经费逾 3000万元新台币，澳门大
学教授薪水更是岛内高校的 4 倍。相
较之下，台湾的研究经费不仅使用少
了弹性，还可能逐年递减。澳门大学
健康科学学院副教授刘子铭说，他一
周只上 2 门课，重点时间都放在科研
上，这是台湾比不上的。

岛内岛外
有比较才有鉴别

台当局对岛内人才赴大陆格外忌
惮，是因为数量庞大影响深远，却难
以拿出有效应对之策。当局有关部门
统计显示，台湾 1100万劳动力中，有
72 万离开台湾谋职，其中超过半数去
了大陆。专家说，实际数字更高。

对此扣上“统战”的帽子，试图
污名化来处理，并不能掩盖人才上演

“西游记”背后的主因——市场磁吸和
政策诚意。大陆的经济发展比台湾
好，去年大陆的经济增长率接近 7%，
远高于台湾的 2.8%。大陆经济成长更
快、市场更大，所以能创造更多工作
机会，升迁也比较快。

从最初的台商工业园区到如今的
惠台 31 条，大陆有足够的政策持续
性。前不久 31条惠台合作措施，涵盖
台湾民众关心利益的方方面面。国台
办发言人安峰山表示，各地各有关部
门正在积极推动各项落实工作，努力
把好事办好，让台湾同胞切实受益。

反观岛内，大量专业人才出走，
引进的却多是蓝领低阶外劳，形成人
才逆差。当局也多次出招揽才固本。
之前当局通过“外国专业人才延揽及
雇用法”，试图吸引外籍专业人士，但
效果不彰。为招揽海外科研人才回台
发展，当局“教育部”推出“玉山计
划”，“科技部”推出“爱因斯坦培植
计划”和“哥伦布计划”。看似纷纷扰
扰很热闹，但雷声大雨点小，大家用
脚投票，并不十分买账。

究其原因，薪资不够，诚意不
够，自然吸引力也不够。

病根在哪
大家心里都清楚

说到底，民进党当局做事，处处
政治操作在先，民生发展靠后，导致
政策持续性不够，对人才缺少必要的
同情心和理解。

例如，“青年玉山学者”祭出重金招
才，但海外青年学者批评，当局不顾实
际贴政绩，因为能释放的教职额没有宣
传的那么多，再说几年后恐面临政党轮
替，“当朝不认前朝的账”。万一萧规曹
不随，政策持续性会大打折扣。

对岛内年轻世代来说，迎合民进
党的鼓动起来搞学运很容易，但政治理
念是一回事，日常柴米油盐是另一回事。
如果当局连他们希望的“小确幸”都不能
提供经济担保，梦醒时分一到，西进大陆
寻求出路就不是什么稀罕事。

道理很简单，鼓动民众或可收获
选票，要提供有尊严的薪资才能留住
人才，这是两码事。加薪需要做大经
济蛋糕，要发展经济，首要是要聚天
下英才而用之。可惜台当局胸襟太
小。本来两岸可以实现人才的双向交

流，取长补短。但当局却采取歧视性
就业政策，把来台就读的优秀陆生拒
于门外。两岸文字语言相同，文化民
俗风情相亲，加上历史情怀，台湾对
大陆人才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比照

“外国专业人才延揽及雇用法”的大陆
人才延揽法案，连提都没人提。

问题是发展经济、落实岛内产业
结构升级，怎么能绕开两岸关系？大
陆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台湾
产业全球布局及贸易的重要环节，维
持稳定的两岸关系，更攸关台湾经济
命脉。王文渊前些天接任“工总”理
事长时，曾当面向“行政院长”赖清
德提出两岸关系不好的忧思。但直到
赖驱车离去，也没有给他一个说法。

其实跟王文渊一样，台工商业界
从蔡当局上台以来就不断建言。毕竟
事情明摆着，两岸关系再不改善，不
但台湾企业将丧失发展契机，台湾人
才的外流也将愈演愈烈。有人说王文
渊不懂政治，所以言者谆谆听者藐
藐。怕就怕，有人太懂政治，一心操
弄民粹议题谋“大位”，践踏两岸和平
利基，只是苦了台湾！

台湾人才外流，谁之过？
本报记者 任成琦

台湾青年徐国峰以机器人作为早教工具叩开了大陆早教市场的大门。
图为徐国峰 （右） 教学生设计机器人运动程序。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台湾青年徐国峰以机器人作为早教工具叩开了大陆早教市场的大门。
图为徐国峰 （右） 教学生设计机器人运动程序。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5月 20日是民进党当局执政满 2周年，台湾
不同机构的民调纷纷揭晓，结果连最“抹粉”的民
调都不敢明显注水，对蔡英文的满意度都未过
半。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显示，受访者给蔡英
文2年施政的平均成绩为52.61分，不及格！

打分的科目包括两岸关系，并且有过半受
访者希望蔡英文改善两岸关系。2 年前，蔡英
文在就职演说中承诺台湾民众维持两岸和平稳
定现状，但却拒不承认维持现状的政治基础“九
二共识”，致使两岸关系受挫，两岸协商停摆。

当政策与民意出现巨大落差，号称“民主
进步”的民进党当局如何取舍？结果揭晓，蔡
英文老调重弹，故伎再施。她在20日接受网络
媒体采访时的两岸论述重复了 2 年前的就职演
说，并且把话挑明：两岸关系是发生了一些变
化，但两岸政策还是一样，没有改变。

施政不吝“发夹弯”的蔡英文，坚持不在

两岸政策上转弯和调整，也并不是她“不会在压
力底下屈服”，而是在维持民进党基本盘的选票。
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显示，受访者中支持民进
党的36.7%，与不反对现行两岸政策者重合，这意
味着台当局只与三成多的支持者玩平衡。但若稍
有前瞻格局，就会看到如果民生不振，最终平衡
难以维持，基本盘也难保住。最近已有深绿团体
传出不再支持民进党的声音，网言网语更是不分
蓝绿出言表达对民进党当局的不满。一幅“你想
对蔡英文说……”的网络漫画在20日前后爆红，
画中的高雄人说：“咦，上星期这家饭店还在，怎
么现在就不见了……”影射高雄经济萧条。

蔡英文一方面表示她的两岸政策不变，一
方面又说不变的就是“维持现状”，已将政策沦
为话术。不承认“九二共识”就是不维持现状
了——围剿“两岸一家亲”主张、打压学者教
授赴大陆交流合作、严审大陆出版物入台、散

布“间谍”恐怖气氛……在在显示民进党当局
的“维持现状”欺世而已。

两岸决策部门协商的可能性不再，民间和
政党间的交流平台更显珍贵，如果真想消弭误
解，如蔡英文自己所言“维持和平稳定”，积极
看待海峡论坛、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才合情理。
但台湾媒体曝光中国国民党副主席曾永权率团
参加海峡论坛的申请已被驳回，媒体分析，照
此思路，吴敦义申请到大陆参加两岸经贸文化
论坛也难获放行。民进党当局口不对心又添恶
例一桩。

大陆对台湾当局听其
言、观其行的态度已成定
势，如果言是话术、行是恶
行，凭什么一味要善意呢？
又如何取信于人呢？无信不
立。期中已过，期末如何？

民进党“两岸维持现状”骗人骗己
陈晓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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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日内瓦电 （记者聂晓
阳、施建国）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主任马晓伟 5 月 20 日在日内瓦
表示，中国大陆一贯高度重视台湾
同胞的健康福祉，为台湾同胞在大
陆看病就医、学习、生活、工作提
供便利，同时采取多项措施促进两
岸卫生领域合作交流，支持台湾医
学专家参与全球卫生相关工作。

第 71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 21日
在日内瓦开幕。中国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 20 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情况。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马晓伟表示，
中国政府在符合一个中国原则的前
提下，对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
务做出了妥善安排。

他说，中国中央政府与世卫组
织 协 商 ， 就 《 国 际 卫 生 条 例

（2005）》 适用于台湾地区做出了相
关安排。台湾地区设立了 《国际卫
生条例》 联络点，拥有登录世界卫
生组织事件信息网站的账号，可登
录该网站及时获取世卫组织发布的
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台湾
地区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情况
下，通过 《国际卫生条例》 联络点
能够及时向世卫组织通报并在事件
信息网站中发布。

他说，据不完全统计，自 2013
年至2017年，台湾地区共有34批58
人参加了世卫组织的相关技术会
议。台湾地区专家以适当身份参加
世卫组织技术性活动是不存在障碍
的。少数台方人员与会申请被拒，
或因台方与会人员不是医疗和公共
卫生专家，或提交申请过晚，或会
议性质为非技术性会议，都是台方
的原因。

马 晓 伟 表 示 ， 2009 年 至 2016
年，台湾地区连续 8 年以“中华台
北”名义和观察员身份参加了世界
卫生大会。这是在两岸均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
识”基础上，通过两岸协商做出的特殊安排。由于民进党当
局迄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破坏了台湾地
区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政治基础。今年台湾地区收不到参会
邀请，责任完全在民进党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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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兰婷婷） 海峡（福州）渔业周·中国（福州）国际渔
业博览会将于6月1日至3日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本届渔业周·渔博会由福州市政府、福建省海洋与渔业
厅、福建省台办以及中国渔业协会等共同主办。据悉，该活
动至今已成功举办了 9 届，规模逐年扩大，影响日渐提升，
目前已发展成为全球第三、中国大陆顶级的渔业专业展会。
活动期间将举办重点项目签约、全球渔业交流合作会议、全
球水产养殖论坛、海峡两岸渔业资源增殖放流以及“金奖产
品·金奖企业”评选系列活动。预计今年展会将有来自欧
美、东盟、日韩、台湾等 20 多个国家及地区的上万名采购
商及经销商与会，签约金额将超过200亿元。

海峡渔业周暨渔博会将举办

初夏，中国大熊猫保护
研究中心神树坪基地被苍翠
的群山环抱，2017 年新生的
19 只熊猫宝宝在这里健康快
乐地成长着。

2016 年 5 月 11 日，在香
港特区政府的援建下，总投
资逾 2 亿元人民币、占地约
150 公顷的神树坪基地开园。
目前，该基地共有大熊猫 50
余只。

图为在中国大熊猫保护
研究中心神树坪基地，两位
饲养员在照料熊猫宝宝。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摄

香港援建熊猫幼儿园香港援建熊猫幼儿园
迎来新宝宝迎来新宝宝

新华社澳门5月21日电 （记者
郭鑫） 以“一带一路”与传媒创新
合作发展为主题的“澳门全球传媒
产业发展大会2018”，21日上午在澳
门开幕。来自内地、澳门和海外的
传媒、学界、产业界嘉宾200余人汇
聚一堂，聚焦热点，深入探讨传媒
技术、内容和产业创新等话题，携
手促进传媒产业的合作与发展。

本次大会由中国新闻社、澳门
日报社联合主办。澳门特区行政长
官崔世安、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
公室主任郑晓松、中央统战部副部
长谭天星等出席开幕仪式。

本 次 大 会 聚 焦 视 觉 传 播 、 直
播、区块链等热点，深入探讨传媒
技术革新、传媒内容创新、视觉产
业发展等话题。大会现场举行的

“一带一路”主题图片展，用视觉的
语言、摄影的艺术，从政策沟通、
资金融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

民心相通等角度，以 60 余幅图片展
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年来各个
方面的交流合作成果。

谭天星在致辞时表示，在“一
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在国际社会
影响日甚，全世界越来越希望了解
中国，这为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传媒
产业机构以及与之有友好交流合作
关系的传媒产业机构发展带来重要
机遇，但媒体业态的深刻变革也为
传媒产业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传
统媒体与新媒体加速融合，彼此渗
透，行业形态在重塑，产业格局在
重构。

本次大会邀请了学界专家、业
界同仁，深入探讨传媒产业热点、
焦点，致力推动传媒行业创新，加
强中外媒体的交流合作，助力全球
传媒产业的发展。

澳门全球传媒产业发展大会于
2013年首次举办，已成功举办两届。

全球传媒人澳门论发展

据新华社南京电（记者刘巍巍）“以青年进步推动城市进
步，让青年对城市发展更有为。”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5月20
日发布“青年城市”建设行动计划方案，将借力昆山深化两
岸产业合作试验区综合性支持政策，及两岸青年创业园等载
体优势，点燃两岸青年创新创业热情，打造活力、时尚、向
上的“青年城市”。

昆山花桥国际商务城紧靠上海，有“江苏东大门，苏沪
大陆桥”之称。位于此间的两岸青年创业园近年通过项目引
进、孵化成长、扶持引导等方式，成为台湾青年在大陆创业
逐梦的热土。

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理事、昆山两岸青创园形象大使、
花桥“青年城市”代言人汪小菲说，作为一名台湾女婿，这7
年来，他往返两岸 400 多趟，深切感受到加强两岸青年交
流、交往、交融的迫切需求。希望通过花桥“青年城市”建
设契机，吸引更多台湾青年来这里创业，实现自身价值和人
生梦想。

根据花桥“青年城市”建设规划，到2025年，这里将实
现青年发展和城市发展相得益彰，形成青年和城市相融合、
互促进、同成长、共成就的良好局面，“青年城市”成为花桥
新时代的闪亮“名片”。

昆山花桥与台青共建“青年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