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馬英九17
日晚間前往台南市永康區掃街拜票，並參加
造勢晚會。
國民黨立法委員參選人李全教晚間在永康

市復華夜市舉辦造勢活動，馬英九前往站
台。入場前與李全教在夜市外的街道掃街拜
票，與在路旁等候的支持者一一擊掌、握
手。馬英九說，去年台灣的經濟成長率
10.72%，是世界第4、亞洲第2；通貨膨脹率
小於1.5%，也比中國大陸、新加坡、韓國等
鄰近地區低，證明國民黨知道如何解決經濟
問題。

他說，民進黨執政做不到的成績，國民黨
做到了。現在房子蓋了一半，好的師傅絕對
不能換，要讓台灣持續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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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選舉台灣選舉台灣選舉

據中通社17日電 台灣地區2012領導人選舉的最後一場候選

人電視辯論會昨日下午登場，雖然這次辯論主題是民生議題，

但馬英九、蔡英文仍在宇昌案上糾纏不休，成為傳媒報道焦

點，以致現場觀戰的公民團體慨嘆，候選人應提願景、談

政見，但馬蔡不斷就宇昌案「對打」，令辯論格局變低。

辯論會由6家傳媒共同主辦，3位候選人
進行申論後，由公民團體代表提問，

再進行交互詰問、結論。

宋：藍綠爭吵 人民非常累
宋楚瑜在申論時強打「安全」牌，批評

馬、蔡兩人領導的政黨，最近不斷的在爭
吵，台灣人民感覺到非常累；12年來藍綠對
決吵了太久，心裡想的就是如何保住政權；
他當選後將組成跨黨派「大聯合政府」，不
分藍綠，照顧中產階級、中小企業和中低收
入戶等「三中」。

馬否認指示辦宇昌案
馬英九在申論前先提到宇昌案，表示蔡英

文周五（16日）在沒有任何證據之下，嚴厲
指控他為了選舉，指示特偵組偵辦宇昌案，
對蔡進行政治追殺，這是對他人格最嚴重的
抹黑與污辱，他絕對不能接受；他要在此鄭
重宣示，他絕對沒有，也永遠不會這樣做，
如果有就立刻退出選舉。
宇昌公司是蔡英文在陳水扁時代出任「副

行政院長」時，其家族設立的一個公司，而
蔡英文在2008年退任後則出任該公司董事
長，外界質疑蔡英文當年假公濟私，有利益
輸送之嫌。
馬英九說，領導人要拚經濟、拚外交與社

會正義，更重要的要善於傾聽民意，要有反
省力，也要重視政績數字，光靠直覺是不能
治台的。未來他要協助青年就業，照顧婦女
權益，照顧兒童，並宣布下一步要爭取申辦
2024年奧運。

蔡批評馬承諾跳票
蔡英文則接 反駁，指國民黨不擇手段的

用負面選舉來攻擊她，司法機關也配合發動
偵查，這些事情違反了行政中立，也違反司
法獨立。她並批評馬英九的承諾跳票，這樣
的情況要改變，必須要換一個政黨來執政。
最後結論時，馬英九批評民進黨兩岸政策

講不清，經濟政策搖擺，貪腐政權不切割，
對ECFA政策反覆，讓中小企業不安，核能
政策躁進。他強調，台灣已經改變，他要找
回台灣核心價值，讓台灣有脫胎換骨的機
會。
蔡英文在結論時表示，她執政後將以「廣

納人才、穩定施政、絕對清廉」三原則來籌
組執政團隊，未來重大政策的變革，包括兩
岸政策的推動，都要符合民主程序、以多數
民意為基礎，尋求朝野的溝通和社會的共
識，不會魯莽躁進、更不能少數決斷。　

雙英糾纏 宋漁人得利
由於馬蔡雙方再就宇昌案廝殺，宋楚瑜在

辯論中總算找到機會大談政策，呼籲藍綠
「稍息」。讓他在觀眾眼中成為吵架中的異
數。有網民回應說，「宋談的真的跟藍綠的
層次不一樣」。至於馬英九一開頭就提「宇
昌案」，許多網民對於這樣的開場白相當不
滿，「莫名其妙，當自己記者會喔」。也有
網友認為蔡英文花太多時間在打馬，應該直
接進入政見申論。
辯論會結束後，公民團體共同召開記者

會，普遍對候選人的表現不滿。公平稅改聯
盟召集人王榮璋指出，公民團體事先約定都
不會問宇昌案，但是辯論進行中，新聞媒體
的評論焦點大部分卻集中在宇昌案。台灣環
境保護聯盟會長王俊秀說，候選人應提願
景、談政見，但候選人拚命談宇昌案，格局
就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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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舒婕 廈門報
道）台灣「總統」候選人第二次辯論
登場，由12個公民團體參與提問，問
題涉及教育、住房、稅改、農業等不
同領域。台灣資深評論人、中國文化
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蔡瑋教授認為，
公民團體的提問，讓馬有了主動展示
政績的機會，剩下一個月時間，馬英
九無需再低調示人。

蔡瑋接受本報採訪時分析說，公民
團體的提問覆蓋面很廣，三位候選人
雖然嘗試針對問題作答，但仍有「散
槍打鳥」，心有餘力不足的感覺。但對
於馬英九來說，恰恰是作為執政一
方，全面展示政績和宣示政見的良

機。
梳理下來，馬英九上台伊始就碰上

八八風災，焦頭爛額之餘又迎頭撞上
了金融風暴。在這種不利局面下，馬
主導推動「三通」與ECFA等的實現，
同時提出「外交休兵」，不僅節約了大
量行政資源，保住了「邦交國」，還在
APEC和世衛等國際組織博得了一席之
地。

「馬英九很好地把握住了這一次機
會，言之確鑿有根有據，同時也釋出
包括調高最低時薪、推進公共托嬰機
構設置等未來政見，內容是比較充實
的。」但是，蔡瑋也指出，馬英九一
直以少言多做自律，但是在選戰中，

過於低調並不會贏得更多欣賞，反而
給了對手更多的操作空間。

打「宇昌」牌 藍營需謹慎
另一個引起各方關注的焦點就是宇

昌案，馬英九在申論一開始就重炮反
擊蔡英文指控他介入宇昌案，在三方
詰問階段對此同樣緊追不捨。

但是這張牌是一把雙刃劍。蔡瑋指
出，在全案尚未水落石出之前，不是
一句「選舉操作」就能平息外界疑慮
的。但藍營若批判過猛，也可能遭到
反傷。他認為最基本的是，政府不能
再犯類似日期錯植這一類技術性的錯
誤，否則只會給人倒打一耙的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時報》報道，新黨主席郁慕明16日表
示，雖然有人認為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當選後，兩岸關係
不會改變，蔡也不會搞台獨；但大陸已對兩岸關係拉出一條紅線，
「九二共識」就是底線，蔡既然否認「九二共識」，難道是要大陸退
讓底線？他認為，一旦蔡英文當選，兩岸的經貿互動一定會減弱，
民生會受到重大衝擊。

民生將受重大衝擊
郁慕明指出，從2008年馬英九執政後，兩岸透過「九二共識」互

動頻繁，經貿往來密切，這都是因為兩岸都是中國人、同文同種、
使用共同語言、有共同風俗習慣，「是同胞」所致；「九二共識」
是大陸的底線，不可能退讓。
對於蔡英文聲稱要關切民生問題，郁慕明頗不以為然地說，蔡英

文否認「九二共識」，「等於不要大陸認我們這個親」，兩岸互動會
減少，影響最大的就是民生問題；例如，大陸省長、書記不來台，
他們與其向台灣企業採購，不如與韓國在商言商比價錢；陸客也不
來，如此兩岸航班減少，航空業、觀光業、旅遊業、飯店業、夜市
小攤販的生意都必定會受到影響，「難道這些行業的人，以為蔡當
選後，大陸還會繼續派人來嗎？」
他說，這個問題茲事體大，但國民黨不敢講，怕點出來後又被批

評是與對岸勾結；共產黨也不敢說，因怕被外界解讀為介入台灣選
舉，所以只有讓新黨說實話，「蔡當選，兩岸關係怎麼可能不變？」

據 中 通 社 1 7 日 電

台灣「大選」最後一
場電視辯論會17日下
午在公共電視登場，
場外衝突不斷，政黨
「台灣國民會議」不分
區立委被提名人、紅
衫軍總指揮施明德的

妻子陳嘉君中午搭乘綠色廂型車直闖辯論會現場，和警方發生激烈
衝突。
上周六的辯論會前，有1位穿綠色外套的女子近身衝向前來探視

吳敦義的馬英九，因而今天的維安格外森嚴，由台灣「國安局長」
蔡得勝領軍，場外有近2,000名警員戒備，但仍百密一疏。

施明德妻子座車衝撞警察
1輛綠色廂型車在中午左右駛近公視門前，參選立委的陳嘉君半

個身子探出車外，舉出布條要求辯論，造成場面一度相當混亂。眾
多維安人員趕緊趨向前推車，警方一度想把車內的人拉下車，陳嘉
君見狀高分貝叫喊，並和警方發生推擠。
該廂型車遭到大量警察和媒體包圍後，開始衝撞人行道旁邊的拒

馬和警察，幸無人員受傷。在一陣推擠後，警方將司機帶出，改由
維安人員駕駛，將車子駛離現場。
當天到公視辯論會場外抗議的團體和民眾不少，包括反核、電磁

波協會、原民團體等，將近百人，但只能在警方的警戒線外高喊口
號。其中1個少數民族權利促進聯盟，因不滿未被列入向候選人的
提問名單中，接近中午時在人行道和警方爆發激烈衝突，造成雙方
拉扯，1位抗議者在激烈拉扯下，手臂受傷送醫。

據中新社17日電　台報17日紛紛聚焦海協會
成立20周年大會和賈慶林講話，並發表評論，
呼籲別低估「九二共識」維繫兩岸關係的重要
性。

攸關台灣人民實際利益
《中國時報》的頭版頭題為《賈慶林：否定

九二共識 兩岸協商難以為繼》。該報發表的社
論稱，這是繼國台辦主任王毅強調「九二共識
不容否認，兩岸關係不容倒退」後，大陸更高
層的領導人對兩岸走向再一次明確表態。
社論指出，值此2012年「大選」不到一個月

的關鍵時刻，台灣朝野候選人都不能不正視唯
有維護「九二共識」這個兩岸互信基礎，才是
最符合台灣利益的做法。
社論說，這三年多來，全球經濟局勢在金融

海嘯重創後，始終復原無力，台灣相對受創有

限，除了當局各種措施之外，很大部分得歸功
於兩岸關係的穩定發展。展望未來，如果兩岸
關係持續和平穩健發展，可預期的，包括ECFA
早收清單94%的項目在一個月後的明年元旦即
可實施零關稅，未來台灣民眾赴大陸更便捷，
大陸甚至開始思考進口台灣稻米，並建立常態
化、市場化的對台採購機制。凡此種種，無一
不攸關台灣人民的實際利益。
社論強調，沒有「九二共識」，兩會已簽署的

16項協議還能繼續執行嗎？更不要提已經恢復
三年多、成果豐碩的兩會領導人定期會談與協
商，還能如何進行下去？海協會副會長李亞飛
在賈慶林談話前與台灣媒體會面，感慨直言：
「那肯定是要停了！」重點不是在兩岸兩會領導
人的會談終止，重點在於這意味 兩岸關係勢
將重挫，與兩岸人民利益相關的各種工作都將
面臨停擺，這個重大變量，不只攸關兩岸關

係，更攸關台灣經濟形勢。

為兩岸協商不可動搖基礎
《旺報》17日從頭版起一連用數個版面，報

道海協會20歲生日。該報發表的社評強調，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態勢無可逆轉，兩岸議題也
不能迴避。只要兩岸雙方既有的政治互信基礎
繼續得到鞏固和增強，兩岸協商就能開闢更廣
闊的領域，不斷取得更大成就，更好地造福兩
岸同胞，而「九二共識」是不可動搖的基礎。
《聯合報》當日在A17版用兩文一圖報道海協

會20周年。台灣主流財經日報《工商時報》的
內頁大字標題為《賈慶林：否認九二共識 陷動
蕩》。中央日報網路報17日的首頁頭條，題為
《賈慶林：否定九二共識 協商難以為繼》。中廣
新聞網的首頁頭條也很相似，題為《賈慶林說
九二共識內涵稱無九二共識兩岸難以為繼》。

台報籲別低估「九二共識」重要性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消
息：據台灣聯合新聞網報
道，台灣2012「大選」最
後一場電視辯論會17日下
午舉行。當天馬英九及蔡
英文在詰問時仍把宋楚瑜
邊緣化，仍偶有炮火交
鋒。令人「驚喜」的是，
馬蔡宋當天說出了不少讓
人發笑的「名言」。
據報道，宋楚瑜答題時

說，選舉變調，「藍綠通通可以稍息，讓宋楚瑜來執政。」
接 要答題的蔡英文也笑了出來。
其他辯論「名言」還有，蔡英文說，「國民黨黨產愈歸

零，零愈來愈多。」宋楚瑜批馬、蔡，「一個從台灣尾走
到台灣頭，一個從台灣頭睡到台灣尾」。
馬英九回應對手，「你說我們小圈圈決策，我們決策圈

子滿大的，可能蔡主席不知道。」

網民評表現 馬暫居第三
另據台灣今日新聞網報道，台灣「大選」候選人辯論會

最終回17日登場，各候選人皆全力應戰爭取選票。根據
Yahoo!奇摩針對候選人辯論會表現所進行的最新民調數據
指出，截至下午5時半為止，共湧進超過萬名網友進行投
票，蔡英文不受近日宇昌案風波影響，以66%的投票率，
暫居第一；宋楚瑜積極應戰以17%位居次位；馬英九則緊
追在後以16%的網友支持率位居第三。

馬蔡宋惹笑「名言」頻出

馬英九台南掃街搶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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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全面展示政績 無須再低調
即時點評即時點評

馬批民進黨兩岸政策講不清 貪腐政權不切割

台「大選」辯論聚焦宇昌案

■馬英九17日晚間在台南市永康區掃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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