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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家台湾地区企业，近日进入海峡股权交
易中心“台资板”展示。对此，福建省地方金
融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近日受访时表示，福
建省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实现了台湾地区企业
展示零突破。

由两岸业界发起成立于福建的海峡股权交
易中心2013年开业以来，立足闽台金融先行先
试，助推福建建设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

来自福建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的统计数
据显示，从2018年12月迎来首批台资企业挂牌
到2019年底，海峡股权交易中心“台资板”已
实现展示台资企业403家，挂牌台资企业6家，累
计帮助台资企业融资21.34亿元（人民币，下同）。

海峡股权交易中心“台资板”建设的新突
破，只是闽台金融合作不断拓展的一个具体体
现。2019年，闽台金融合作突破前行尤见于：

2019 年 7 月，福建品尚征信有限公司和台
湾中华征信所签约，两岸民间征信机构首次实
现全面合作。

2019 年 3 月，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

选取平潭综合实验区为试点，创新推出“台商
台胞金融信用证书”。同年8月，该举措在漳州
推广落地，首次将台资企业纳入颁证范围。目
前，对台金融产品从个人信用贷款扩展至企业
信用贷款及信用卡等领域，在金融服务领域为
台胞台企实现“同等待遇”。

2019年9月，《福建省台资企业资本项目管
理便利化试点实施细则》 下发，向台资企业释
放资金结汇使用更便捷、境内股权投资更自
由、外资外汇登记更灵活、外债开户选择更多
元、外债注销登记更简便等五大政策红利。

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副行长时东表
示，将积极申请在惠台创新政策出台上有更新
突破，同时最大限度地让台胞台企了解政策、
用好政策，支持台资企业和台资金融机构在闽
扎根发展，促进台胞在闽兴业生活更加便利。

福建最近又从“推进闽台金融政策先行先试”
“支持闽台金融机构协同发展”“加强台胞台企金
融服务保障”“优化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等四个方
面提出18条具体措施，深化闽台金融交流合作。

据福建省金融工作办公室介绍，福建将进
一步把台资企业资本项目管理便利化试点范围
扩大至全省；对符合条件的台湾投资者在闽设
立或参股金融机构，按照注册地扶持政策，给
予新设机构入驻奖励、自用办公用房租金补助
等支持；支持在闽开发性、政策性银行与台湾
银行业机构开展转贷业务合作。

此外，福建鼓励台湾金融人才来闽实习就
业，支持在闽金融机构完善台胞信用卡业务，
实现台胞与大陆居民享受同等待遇；对符合条
件的台湾农民创业园企业向金融机构贷款的，
提供财政贴息支持；对在“新三板”或海峡股
权交易中心挂牌交易的台资小微企业，提供福
建省财政不超过30万元的补助。

业界认为，大陆惠及台胞的“31 条措施”
“26条措施”，以及福建省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的
一系列政策举措等的落地实施，其中涉及为台
胞台企提供同等待遇、加快对台金融合作先行
先试、扩大闽台经贸合作等相关内容，为进一
步推进两岸金融交流合作带来新的契机。

闽 台 金 融 合 作 突 破 前 行
闫 旭

本报北京1月 12日电 （毛莉）
1 月 12 日，2020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
选举结果揭晓翌日，人民日报海外
网第29期金台沙龙在京举行，与会
专家围绕选举后的岛内局势、两岸
关系前景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与会专家认为，蔡英文和民进
党过去四年的政绩乏善可陈，但在
选前转移社会批判焦点，利用各种
内外因素，煽动岛内对大陆的恐惧
和敌意，从而蛊惑选民骗取了选
票。岛内民众对蔡英文投下的不是

“信任票”，而是在民进党制造的恐
怖效应下的无奈选择。

与会专家认为，蔡英文连任对
台海形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增添

了不确定因素，但两岸统一的历史
大势无法阻挡，不会因为台湾地区
的一场选举改变。要用历史的长远眼
光看待两岸统一进程，对前进道路的
曲折性和复杂性既要有清醒认知，也
要保持高度战略定力和自信。今天，
两岸交往领域之广、社会联系之密、
利益交融之深前所未有，两岸交流往
来的大门是任何人都关不住的。

在谈到未来如何做好对台工作
时，与会专家建议，一方面要加强
对两岸关系风险因素的管控；另一
方面要继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进
一步精细化惠台利民政策举措，增
强岛内民众尤其是台湾青年对大陆
的向心力和认同感。

专家学者研讨时指出

两岸统一大势不会因一场选举改变

台湾地区领导人和台湾地区民意代表两项
选举 1月 11日晚尘埃落定。对于选举结果以及
它对两岸关系将产生何种影响，不同的人们有
着不同的解读。在这里，岛叔不揣谫陋，也试
说一二。

先来探究一下原因。在岛叔看来，大概涉
及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民进党掌握了执政资源，为了胜选穷
尽一切手段。比如政策性买票，国民党对此曾
经罗列过明细：秋冬旅游补贴、计程车换车补
贴、婚育补贴、提高老农补贴、夜市消费补
贴、旅游车燃油补贴、高铁延伸线费用……凡
此种种，不一而足；比如利用党、政、军、
特、宪等机器打击对手；比如收养网军和绿色
媒体，抹黑栽赃。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这是一
次肮脏的选举，没有任何公正性可言。

其次是蓝营内耗。“内斗内行、外斗外
行”，是蓝营痼疾。这次选举从一开始，蓝营内
部争议不断，外部缺乏奥援，让广大支持者为
之心寒。

再一个是外部因素的干扰。美国和西方的
一些反华势力，公然介入选举。特别是美国，
为了“直接帮助台湾来强化应对能力”，推出一
系列涉台法案，纵容民进党对抗大陆。

还有就是民进党为了捞取选举利益，在香

港修例风波中兴风作浪，他们指鹿为马、颠倒
是非，在岛内制造恐怖效应。

从这次的二合一选举结果中可以看出：“韩
流”崛起在岛内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发出了要
求改善经济、发展民生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的强烈呼声，这股力量将在牵制蔡英文和民
进党方面继续发挥作用。民进党继续执政，依
旧解决不了岛内的深层次问题，台湾民众要继
续准备过苦日子。

对于台湾这次选举的结果，不少关心两岸
关系发展的人士不免有些疑惑，也有几分忧
虑，认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平统一“道阻
且长”。这些疑惑和忧虑都可以理解。不过，在
岛叔看来，大陆已经牢牢掌握两岸关系的主导
权和主动权，过去几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两
岸实力对比“我强台弱”优势将进一步扩大，
大陆完全有能力遏制“台独”分裂活动、有信
心保持台海形势总体稳定，引领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扎实推进国家统一进程。大陆对台
湾的影响力、塑造力、吸引力日益增强。过去
几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岛内“不敢独、不能
独”“终将被统一”的集体认知日益强化。随着
大陆国际地位的提升、影响力的扩大，国际社
会坚持一个中国的格局日趋巩固，“台独”分裂
没有任何空间。虽然美国为了遏制中国，不会

放弃“打台湾牌”，但美国绝不会为了台湾“铤
而走险”。

这次选举结果，一定程度上也反映部分
台湾 民 众 在 两 岸 关 系 发 展 进 程 中 的 复 杂 心
态 。 这 种 复 杂 心 态 其 来 有 自 ，“ 非 一 日 之
寒”。几年前岛叔就做过分析，这里简述如
下 ： 首 先 ， 经 历 不 同 历 史 遭 遇 和 社 会 发 展
变 迁 的 台 湾 民 众 ， 在 思 想 情 感 、 价 值 取
向 、 思 维 方 式 等 方 面 ， 与 广 大 大 陆 同 胞 有
着不小的差异，对一些攸关国家、民族重大
利益的问题上看法也不一。其次，“台独”分
裂势力的“去中国化”，造成严重的认同危
机。特别是岛内教科书的刻意扭曲，直接导
致青少年对国家、民族、文化认同错乱，以
至于在很多年轻人的认知里，“台湾是台湾、
中国是中国”，两岸没有关系。第三、大陆崛
起、台湾走衰，两岸综合实力此消彼长，让
一些台湾民众产生了失落感、焦虑感和危机
感。面对日益强大的大陆，少数台湾民众生
怕失去政治、经济的自主权，更惧怕两岸统
一。这给了民进党见缝插针、挑拨离间的机
会。从这个层面来说，岛叔认为，大陆同胞
应该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用精卫填
海的毅力填平台胞的心壑，用春风化雨的善
意化解台胞的心结。

侠 客 岛

蔡英文当选连任，怎么看？
吴下阿蒙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耿爽12日就台湾选举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台湾地区领导人选
举结果出炉，你对此有何评论？对
未来涉台外交形势有何展望？

耿爽说，中共中央台办、国务
院台办发言人已就台湾地区选举结
果发表谈话。

他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
政。无论台湾岛内局势怎样变化，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
一部分的基本事实不会改变，中国
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
独”、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
台”的立场不会改变，国际社会坚
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普遍共识不会改
变。我们希望并相信国际社会将继
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理解和支持
中国人民反对“台独”分裂活动、
争取完成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

外交部发言人就台湾选举答记者问

本报台北1月11日电（记者陈
晓星、孙立极） 2020年台湾地区领
导人选举投票11日下午4时结束。当晚
出炉的计票结果显示，民进党候选人蔡
英文、赖清德当选台湾地区正、副领导
人，得票817万余张，得票率为57.1%。

另两组候选人中，中国国民党
候选人韩国瑜、张善政得票 552 万
余张，得票率为 38.6%；亲民党候

选人宋楚瑜、余湘得票 60 万余张，
得票率为4.3%。

同时举行的台湾地区民意代表
选举结果也于当晚揭晓。在台湾地
区立法机构总共 113 个席次中，民
进党获得 61 席，国民党获得 38 席，
台湾民众党获得 5 席，“时代力量”
获得 3 席，“台湾基进”获得 1 席，
无党籍及未经政党推荐者获得5席。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耿爽12日就有关国家高官
祝贺台湾地区选举事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台湾地区领导人选
举结果揭晓后，美、英、日本等一
些中国建交国的高级官员向蔡英文
表示祝贺，中方对此持何态度？

耿爽说，台湾地区选举是中国
的一个地方事务。有关国家的做法
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表示
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有关国
家提出严正交涉。

他说，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
心利益。我们反对中国的建交国同
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
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希望有
关国家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
与台湾地区发展任何官方关系和进
行任何官方性质的往来，慎重妥善
处理涉台问题，不向“台独”势力
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支
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维护与中国
双边关系的大局。

外交部发言人就有关国家高官
祝贺台湾地区选举事答记者问

本报北京1月11日电（记者任
成琦、金晨）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
院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1 月 11 日就台
湾地区选举结果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们的对台大政方针是明确
的、一贯的。我们坚持“和平统
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坚持一
个中国原则，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

“台独”分裂图谋和行径，坚决增进

台湾同胞利益福祉。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促进两

岸共同发展、造福两岸同胞的正
确道路，需要两岸同胞共同努力
和 推 动 。 我 们 愿 在 坚 持“九 二 共
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
上，与台湾同胞一道推动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
进程，共同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光明前景。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发言人
就 台 湾 地 区 选 举 结 果 发 表 谈 话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发言人
就 台 湾 地 区 选 举 结 果 发 表 谈 话

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果揭晓 1月10日，台胞往来
大陆的“黄金水道”——
厦门至金门航线正式开启
春运模式。为期 40 天的
春运期间，厦金航线预计
将有 1470 班船班出入厦
门五通码头，运送旅客
20 万人次，台胞占比将
达到七成。图为厦门边检
总站同益边检站民警向返
乡旅客赠送春联、福帖。

中新社记者
李思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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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福州 1月 11日电 （记者王成、陈弘
毅） 与宝岛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省积极探索闽台
融合发展新路，落实惠台利民政策，闽台交流合
作不断深化。2019 年，福建实际使用台资增长
8.1%，入闽台胞逾387万人次，来闽实习就业创业
台湾青年超过3万人。

福建省省长唐登杰 11 日在省十三届人大三次
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公布上述数字。他说，
2019 年闽台在推进经贸合作畅通、基础设施联
通、行业标准共通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福建省全面推开台资企业资本项目便利化试

点政策，实际使用台资增长 8.1%；向金门地区供
水稳定运行，向马祖近期供水工程启用，与金马
通电通气通桥前期工作有序推进；平潭与台北、
台中、高雄三大港口实现客货并行，马尾琅岐对
台客运码头建成投用；深化行业标准共通，4500
多名在闽台胞取得国家职业技能资格。厦门长庚
医院成为大陆首家台资三甲医院。

2019年5月，福建省出台《关于探索海峡两岸
融合发展新路的实施意见》，就加快两岸应通尽
通、为台胞台企提供同等待遇和加大文化交流力
度等出台 42条措施，努力把福建建成台胞台企登

陆的第一家园。
唐登杰表示，福建将认真落实、持续完善推

动两岸融合发展的政策措施，包括：
以“通”促融。推进经贸合作畅通，促进优

势产业融合发展，加快对台金融合作先行先试，
推动对台农业合作持续走在前头，提升对台贸易
便利化水平。持续推进金门、马祖同福建沿海地
区通水通电通气通桥，促进厦金、福马率先融合
发展。加快平潭开放开发和国际旅游岛建设。

以“惠”促融。贴近台胞需求，推进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发挥各类闽台
交流基地、台青就业创业基地等作用，支持台湾
各类人才来闽实习就业创业，扩大对台招生规模。

以“情”促融。办好海峡论坛、海峡青年节等活
动，加强基层民众交流交往。办好“福建文化宝岛
行”、文博会、旅博会等，促进心灵契合。

闽台深化交流

2019 年入闽台胞逾 387 万

据新华社台北电 （记者傅双
琪、吴济海） 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
盟 近 日 发 布 2019 年 台 湾 各 县 市
PM10 浓度排名，台南市以年均值
每立方米48.35微克居首位；嘉义县
次之，为每立方米48.27微克；台东
县最低，为每立方米20.5微克。

据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发布
的数据，台澎金马地区 PM10 年均
值为每立方米34.44微克。以区域区
分，花莲、台东地区最低，为 21.1
微克；云林、嘉义、台南地区最
高，为47.2微克。

台湾现行 PM10 标准为年均值
不超过每立方米65微克、日均值不
超过每立方米 125 微克。台湾健康
空气行动联盟多次呼吁，标准制定
于1999年，过于宽松，应修订相关
法规，改为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标
准，即 PM10 年均值不超过每立方
米20微克、日均值不超过每立方米
50微克。

该组织此前公布台湾各县市
PM2.5 年报显示，污染严重地区集
中 在 中 南 部 ， 高 雄 市 连 续 3 年
PM2.5年均值全台最高。

台环保组织公布各县市PM10排名

据中新社台北1月11日电 综
合台湾《经济日报》《工商时报》等
财经媒体11日报道，2019年全台税
收 2.4497 万亿元 （新台币，下同）、
同比增 2.6%，12 月税收 1238 亿元、
同比减少2.6%。

台当局“财政部”统计处有关
负责人指出，赋税收入净额比原先
预算目标多出 621 亿元，为 2014 年
以来超出金额最低的一年，前五年
超出金额分别为1088亿元、1878亿
元、1278亿元、960亿元及897亿元。

台湾2019年税收超出预算为近年新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