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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据台湾媒体报道，2012年至
2016年期间，全台公务员的离职人数
已从每年约 2500 人增加到约 3000 人，
离职率从0.72%上升至0.86%，其中以
年轻、高学历人员居多。曾几何时，

“军公教”是台湾民众最羡慕、尊崇
的群体之一。工作稳定、薪水福利中
等偏上、社会地位高且受尊敬……在
不少台湾人眼里，公务员职业就是这
样一个带着光环的“铁饭碗”。可是
如今，这样的“铁饭碗”却生了锈，
不再被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人看好。

“年金改革”大砍薪资福利

“十几年前，我爸临退休的工资
是 4.6万元 （新台币，下同），退休工
资也接近这个数，而且还可以享受年
利率 18%的优惠存款 （俗称‘18 趴’，
优惠存款额度根据公务员层级、工作
年限由几十万元到几百万元不等），
每个月加上利息就 5 万多了呢！这比
我现在赚得多。”谈起自己父亲作为
公务员的待遇，来自基隆的小杨一脸
羡慕地说道。

但是，民进党2016年上台后开始
推动“年金改革”。公务员的退休优
惠存款额度和利率逐渐降低直至取
消，退休后领取的工资也比过去少一
大截，退休年龄也将被延至 65 周岁。
这就意味着，像小杨父亲这样，40多
岁就从公务员岗位上退休，领着不错
的薪资来养老的好日子恐怕是一去不
复返了。年轻的公务员更是没有机会
享受。

“年金改革”影响了台湾公务员
尤其是年轻群体的工作意愿，而平时
收入低、长期没调薪的情况也让不少
人选择离开体制内。去年底，台当局

“行政院长”赖清德拍板公务员 2018
年加薪 3%，但对于月薪3万元的基层

公务员来说，实际上一个月也就只增加
了不到1000元而已，根本赶不上这几年
物价上涨的速度。在此之前，台湾公务
员的收入已经有7年没有涨过。

任务加重“失落感”增强

薪水待遇变差是“铁饭碗”生锈
的原因之一，工作任务加重、受尊重
程度降低同样导致岛内公务员的失落
感增强。

由于选举的影响，每一次的政党
轮替，都会让基层和中层的公务员重
新适应一遍新政党和新任主管领导的
主政理念、办事风格和行政流程，一
些原先倾注很多心血的专案、规划等
很可能一夕之间就全部作废，另起炉
灶。比如台北市长柯文哲刚上任不
久，就因为难以捉摸的作风和迥异前
任的要求让不少市府公务员无法适
应，最终出走。

同时，有的主政者为了博政绩或
满足一己之私，无端地给公务人员加
重业务。比如赖清德担任台南市长
时，就曾要求消防员去做捕蜂捉蛇等
额外工作；桃园慈湖发生“泼漆”事
件后，台当局就曾派大批警力保护蔡
英文父亲的墓园，增加了警员的工作
强度。就连民进党当局“能源政策”
失误，造成台湾夏季缺电，也让全台
公务员一起为之买单——当局要求公
家机关夏季限开空调来省电，让大家
热到无心工作、甚至中暑送医。

此外，近年来岛内民粹氛围日益
严重，社会上塑造着一种“把公务员
当敌人”的氛围，这让不少公务人员
不再有荣誉感。台北市议员王鸿薇表
示，台湾公务员本身就存在劳逸不均
的问题，很多公务员平时工作业务繁
重，但稍有不慎时，不是被善意提
醒，而是被民众投诉，被媒体恶意曝

光，甚至被检调或监察部门约谈，压
力非常大。

年轻世代更敢闯荡天涯

数据显示，2016年，全台30岁以
下公务员离职率高达 2.71%，其他年
龄层离职率则在 0.21%至 1.37%之间。
再就学历来看，2016年台湾高中与大
专学历公务员离职率均为 0.28%，本
科生和硕士生为1%左右，博士生则达
1.89%。这相当于每百位博士公务员就
有2人离职。

全台公务人员协会理事长李来希
认为，年资越浅、学历越高的公务
员，由于包袱小，择业空间大，当他
们发现进入公务系统后的待遇不如预
期时，转头就走是可以理解的。

曾经在台当局“文化部”任职的
博尧表示，做了两年公务员后，发现
待遇和事业发展方面都不如人意，于
是就离开台湾到中国大陆、印度等地

发展，几年下来不论是工作历练还是
收入都有不少斩获。他认为台湾年轻
人不必被传统体制所框限，外面的世
界很广阔。

但是，台“立法院”预算中心
认为，公务员离职率逐年增长将使
当局难以更好地服务民众，负责人
事行政的相关单位应该要重点关注
并寻找对策。对此，台当局在今年
把“提升整体待遇管理及福利之运
用价值”“增进人力资源管理功绩
化”“提升人事人员服务效能”列为
年度目标。“人事行政之政策规划执
行及发展”业务计划编列 2 亿元，改
善人才出走的状况。

不过，仅仅编列为数不多的预
算，就想长远解决公务员系统的人才
危机，恐怕只是杯水车薪。不整体提
升台湾的发展空间和竞争力，改善台
湾公务员的薪资待遇、晋升体系、专
业发挥空间，岛内公务员仍将会不断
流失，进而影响台湾的长远发展。

公务员离职率不断攀升

台湾年轻人为何不再看好“铁饭碗”？
本报记者 柴逸扉

图为台军公教团体走上街头，抗议当局的不公对待。 资料图片

5月22日，澳门迎来
传统节日佛诞节，当地
鲜鱼行总会举行传统舞
醉龙巡游活动，吸引大
批市民和游客参观。图
为舞狮队伍在澳门营地
街市表演。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澳门
舞醉龙
澳门澳门

舞醉龙舞醉龙

本报北京5月22日电 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 5月 22日就世
卫大会决定不将邀请台湾地区参会问题纳入今年大会补充议程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世
卫组织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按照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
会 25.1号决议所确立的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涉台问题，我们对此
高度赞赏。

“华侨”一词小学生都能准确理解，
无论你出生在大陆还是台湾，在国外定
居但未放弃原有身份，都会被所在国和
家乡称为华侨。

然而，民进党当局最近却又标新立
异，一本正经发了公文，废了“华侨”
一词。台湾侨务部门证实，已发文将

“华侨”改为“侨民”，理由是“华侨”
一词不能提示“台侨”身份。照此逻
辑，“侨民”能提示“台侨”身份吗？任
何民族、国家的人定居境外，都是“侨
民”，“侨民”不仅不能提示“台侨”，连
是黄皮肤还是蓝眼睛都标示不清。“华
侨”这个称呼到底怎么惹着民进党了，
非要取而代之？

这当然不是语义的问题，而是要紧
的政治问题。民进党如果想把两岸民众
情感割裂得越伤越好，当然见到“中”、

“华”这样的字就会神经过敏、昏聩无
明。前有“孙中山是外国人”的怪论，
现有废掉“华侨”的昏招，也就不足为
奇了。

就此而言，民进党简直就是“段子
手”。台湾外事部门规定以“中国”的称
谓代替“大陆”，给出的理由是全世界都
称“中国”。这个解释太喜感了。说到全
世界，几乎都认同一个中国，这个“中
国”当然是包含台湾在内的。不称“大
陆”称中国，民进党当然有“一中一
台”的盘算。

大陆、中国，改来改去，岛内公务
员、媒体人都得跟着改。但是，血缘、
历史、文化、亲情改得了吗？就算指着“大陆”叫“中
国”，仿佛自己不是中国人似的，但不还是姓张王李赵、过
清明端午吗？走出台湾，不还是被叫作“中国人”“华侨”
吗？这种字眼里翻筋斗的功夫，有用吗？

不知台湾民众对此作何感想，盛夏在即，台湾用电告
急；经济不景，发展没有方向；退休制度，纷争至今无解；
两岸僵持，人民心中不安……随便一件，都比废掉“华侨”重
大，是岛内当政者只会纸上改字，还是在他们眼里兹事体大，
民生经济都是小事？！

民进党当局再次执政以来，虽然念着“谦卑”、“善
意”，但废掉遥祭南京中山陵和黄
帝陵典礼，去孙（中山）、去孔（夫
子）、去郑（成功），“去中国化”唯恐
不及，毫不在意历史事实、社会纷
争和大陆观感，此番连“华侨”都
看不顺眼了，是要在“反中”的额
上再写上“反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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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公布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共计1082人上榜，其中香港和
澳门地区各有 1人和 4人。香港特区此次入选的传承人是
古琴艺术的刘昌寿。澳门特区入选的4名传承人，分别是
南音说唱项目的区均祥，澳门妈祖信俗项目的陈键铨，澳
门哪吒信俗项目的郑权光和叶达。

据报道，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于2015年开始推动澳门3
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共4名申报者的申报，
并得到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澳门
文化遗产委员会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的支持和协助。目前
澳门共有7人获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
性传承人，包括南音说唱的吴咏梅、木雕—神像雕刻的曾德
衡、道教科仪音乐的吴炳志及此次获选的4名传承人。

澳门共有6项“非遗”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分别为粤、港、澳三地联合申报的粤剧和凉茶配
制，澳门单独申报的木雕—澳门神像雕刻、澳门道教科仪
音乐、南音说唱、鱼行醉龙节。作为东西方文化交融地，
澳门拥有丰富多彩的民风习俗，这也是小小地界能有较多
项目入选的原因。

香港现有10个项目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包括：粤剧、凉茶、长洲太平清醮、大澳端午龙舟
游涌、香港潮人盂兰胜会、大坑舞火龙、古琴艺术（斲琴技
艺）、全真道堂科仪音乐、西贡坑口客家舞麒麟、黄大仙信
俗。目前香港共有3人入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名单。

“这十大项目是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杰出‘代表’，

这也仅仅是香港非遗文化的一个缩影。”香港城市大学教
授郑培凯说，“香港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和地理位置，吸
引了各地的移民，延续了从各地带来的传统习俗和文化。
比如粤剧、咏春武术等，这些文化遗产不少从内地传入，
而在香港得到发展传承，形成体系。”

“纳入国家项目有助于增进香港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了解与重视。”香港康文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馆长
邹兴华说，“非遗”文化虽然是传统，但一定会随着社会进步
产生变化，这也符合事物发展规律。香港作为内地面向世
界的窗口，在推广“非遗”全球化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港澳又添“非遗”传承人
俞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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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台办发言人表示

高度赞赏世卫组织按照
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涉台问题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

高度赞赏世卫组织按照
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涉台问题

据新华社上海5月22日电（记者潘清） 已过不惑之年的台
胞陈哲彬是北京一家台资眼科医院的行政管理人员。过去的 13
天里，他和18位伙伴一起，用自行车轮丈量了从北京到上海的
1421公里距离，并于22日抵达终点——位于上海世博园区的中
华艺术宫。陈哲彬是“京彩骑迹·公益前行”2018京津冀两岸青
年京沪公益骑行活动的参与者之一。这个团队的 19 人中，7 位
是在北京工作、生活的台胞。

此次活动由北京台资企业协会联合北京交通广播共同主
办，10日从北京鸟巢出发。通过京沪骑行的方式，两岸年轻人
亲身感受沿途秀美风景、体验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了解各地
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也加深了彼此的情感交流。

两岸青年公益骑行1421公里

据新华社福州 5月 22 日电
（记者王朝、林凯） 以“创新数
字经济发展，促进两岸青创融
合”为主题的首届两岸数字产业
创新创业大赛 22 日在福州启动。
赛事旨在推进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产业技
术应用与企业生产方式、管理方
式、商业模式的深度融合，汇聚
两岸人才、项目以及资本。

本次大赛以“政府引导、公
益支持、市场运作、基金投资”

的方式进行，赛区包括福建、广
东、台湾、香港等地。各个赛区
选出30个项目进入初赛，再决出
10个项目进入决赛，从所有赛区
的决赛项目中最终决出10个获奖
项目，10个优秀奖。

本次大赛由海峡股权交易中
心、台湾中华全球华侨总会等联
合主办，决赛及颁奖仪式将于11
月在福州举行。

两岸数字产业创业大赛福州启动

新华社太原5月22日电（记
者王学涛、陈昊佺） 戊戌年海峡
两岸同胞神农炎帝民间拜祖典礼
22 日在山西高平炎帝陵举行。
8000余名当地各界民众与2000余
名 台 湾 同 胞 、 300 余 名 海 外 侨
胞，同拜人文始祖，共祈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

22日是农历四月初八，相传
这一天是炎帝的诞生之日。炎帝
开创农耕文明先河的事迹在民间
一直广为流传。高平市境内留有
许多有关神农炎帝的遗址遗迹、
碑记石刻和民俗传说，其中与炎
帝有关的文物遗迹共41处，碑刻
120 余块，因炎帝活动而得名的
村、地名约有20处。

22日上午9时50分，击鼓九
通，鸣钟九响后，恭启圣门，祭
祖典礼正式开始。拜祖人员向神
农炎帝敬献花篮，净手上香，恭
读拜祖文，行施拜礼，向神农炎
帝深深三鞠躬。

接着，台湾信众举行了祭拜
神农炎帝的传统仪式“敬十献
礼”，64 名学生身着古代礼服敬
献“八佾舞”。最后，伴随着《炎帝
颂》嘹亮的歌声，和平鸽和红色气
球一齐腾空而起，拜祖礼成。

65岁的台商陈明飞在台湾屏
东县富田五谷宫已经担任了17年
主任委员。他告诉记者，五谷宫
每年有两次祭祖活动，其中之一
就在神农炎帝诞辰。今年，他带

领 115 名台湾信众到山西高平祭
拜神农炎帝。

陈明飞说：“我们的根在大
陆，咱们的心是在一起的。”

东莞台商子弟学校小学部校
长温明正带着40名中小学生前来
祭祖。温明正介绍说，除了祭
祖，两岸青少年一起走访当地多
处名胜古迹，进行文艺表演，诵
读经典。

11岁的小学五年级学生王心
彤说，东莞台商子弟学校里有个
思源堂，里面供奉着神农炎帝，
经常有学生去祭拜。这次来高平
让她大开眼界，不仅人多，而且
仪式完整。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中华炎
黄文化研究会、台湾中华神农大
帝协进会、台湾中华海峡两岸炎
帝神农文化交流协会主办，高平
市炎帝文化研究会承办。

两千余台湾信众山西拜神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