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下雜誌》表示，千大企業CEO
對藍、綠、橘黨的「兩岸政策」

及「經濟政策」支持度比例懸殊，呈現
一面倒挺馬的態勢；但民眾對於兩黨政策
的支持度，落差則相對縮小。
調查顯示，在企業營運的思考面向上，

超過6成的企業CEO，對於國民黨「總統」
候選人馬英九的「兩岸政策」，表示支持

（63.2%）；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及親
民黨「總統」候選人宋楚瑜，分別獲得5.8%
及1.3%的支持率。
在「經濟政策」的部分，馬英九以55.1%的

支持率，領先蔡英文（8 . 0%）及宋楚瑜
（0.6%）；千大企業CEO認為，兩岸的開放及和
平，將對台灣企業發展有正向幫助。

民間挺藍政策者倍挺綠
與此同時，調查也針對台灣地區20歲以上的民眾，進

行「經濟信心展望」民意調查。有別於企業家們的看
法，台灣人民對藍、綠兩黨「總統」候選人的支持度分

佈較平均、落差大幅縮小。

在「兩岸政
策 」 的 部
分，民眾
對馬英九
與蔡英文
的支持度為
3 6 . 5 % 比
1 8 . 3 %；在
「經濟政策」的
部分，馬英九仍
高於蔡英文，但差
距也拉近到30.7%比
18.0%。
《天下雜誌》表示，

民眾對馬、蔡兩人的兩岸與
經濟政策，支持度並不像CEO那樣懸
殊，最可能的原因是千大企業多數都
在中國大陸有投資，和一般民眾相
比，不但有更強烈的商業利益考量，
馬英九所架構的兩岸關係與經濟政
策，也符合企業發展的利益。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傳媒報道，
2011年將結束，根據台灣一項最新網路
調查，2011年最能代表上班族職場心聲
的字是「忍」（忍無可忍，不爽還是要
忍），其次是「悶」（職場路坎坷，對於
未來茫茫然）。
有近5成（48%）上班族自認2011年在

職場的表現為沒有進步，至於沒有進步
的主要原因，「心有餘而力不足」為最

多佔34%，
其次是「意
志力不足或
太 懶 惰 」
（27%）和
「受經濟因

素阻礙」（24%）。
而面對新一年

即將到來，由於
預期明年景氣仍
處陰霾不明，有
超過5成（54%）
受訪上班族對於
新一年到來，心

情感到有些鬱卒Blue。主要原因是預期
「物價上漲、加薪沒望」（42%），其次是
「感情上仍找不到穩定的另一半」（28%）
及「好想換工作，但苦無機會」
（26%）。

至於若要在陞官、發財、健康和婚姻
感情4大願望只能擇一情況下會如何抉
擇，70%上班族認為還是加薪，讓自己
荷包滿滿最實在。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台灣
宗教領袖、佛光
山開山宗長星雲
大師（圖中）傳
出兩度中風，26
日晚間緊急住進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目前病情穩定。
馬英九27日上午第一時間已親自致電星雲大師

的特助表示關心與慰問，待星雲大師病情穩定
後，馬不排除擇期親往探視。
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26日晚間，因左側手

腳無力，前往醫院治療。院方昨天證實，星雲大
師發現腦內血管硬化，且合併右側額葉缺血性的
腦中風。
據了解，這是星雲大師今年第二次中風。據信

眾透露，大師為籌建佛陀紀念館，從天未亮忙到
深夜才入睡，於本年10月第一次中風。弟子就多
次請求大師不要太操勞，但大師堅持得如期趕在
2011年底前完工啟用，結果2個月後又再次中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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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秋興發公開信：保馬才能保台

香港文匯報訊 老師明明說「A型父母應該生不出B型小孩」，但「我的
血型B型，爸媽都是A型，難道老師教錯？」台灣一名中學生上了生物課
血型與遺傳後，向父親提出疑問，意外讓王姓男子發現養了十多年的兒
女，都是老婆和一名外遇對象所生的，終於告上法庭並離婚收場。
據《聯合報》報道，台北地方法院並認為，王妻婚後不到二年就與外

遇對象發生性關係，其兒女年齡相差8歲，可見王妻與外遇對象起碼維持
近十年的不正常關係；王姓男子悉心呵護子女，卻在年過半百之際，發
現子女非其親生，情何以堪？判決妻子還須賠償他新台幣100萬元精神慰
撫金。

少年問血型 意外揭母外遇

據中新社27日電 台灣「陸委會」27日公佈的最新民
調顯示，逾七成民眾對於開放兩岸直航，持續增加航
班、航點的政策表示滿意；七成二民眾認為開放大陸
觀光客來台旅遊，對台灣經濟有幫助。
「陸委會」指出，今年6月兩岸客運定期航班由原先

每周370班增為558班，航點增至50個。根據台「交通
部」民航局統計，自2009年9月至今年11月30日，載運
旅客已經超過1,384萬人次，並且大幅提高往返兩岸的
便利性。

此外，自2008年7月台灣當局開放大陸民眾來台觀光
到今年11月30日，根據台「觀光局」的統計，大陸民
眾來台觀光已超過292萬人次，創造新台幣1,502億元
（約合48.4億美元）的外匯收入。

「陸委會」表示，本次民調結果顯示，推動兩岸直
航與開放陸客來台觀光兩項政策的成果與效益均獲民
眾高度肯定。

兩岸直航 開放陸客
島內七成人支持

台軍樂儀
隊與4歲小
禮兵Ryan

（前）27日
在自由廣場進
行元旦表演綵
排，Ryan耍起
槍 來 有 模 有
樣。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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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消息：馬英九27日上午
出席軍方「將官晉任布達授階典禮」時表
示，兩岸能夠擱置爭議、共創雙贏，基本理
念就是各說各話，但「相互尊重，相互不否
定」。馬英九強調，台灣不可能、也不必要與
大陸進行軍備競賽，台灣要做的就是從「不
統、不獨、不武」原則中，「在不武的部
分，愈制度化愈好」。
據台媒報道，民進黨主席蔡英文28日將赴

金門，預計將發表兩岸重要談話。馬英九則
搶在27日上午發表有關「不武」制度化的談
話，被解讀是對兩岸和平協議的意涵闡述。
馬英九指出，台灣方面近3年來努力改善兩

岸關係，已為台海防衛構築新的一道防線，
那就是兩岸關係的制度化，其中尤以兩岸經
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對台灣影響最大。
馬英九稱，不論兩岸協議怎麼定，根本的

原則，都是他在3年前就職演說中特別強調
的，維持台海「不統、不獨、不武」的現
狀，並在92共識、一中各表基礎上，推動兩
岸和平發展。

遺失啟事
本號遺失金銀業貿易場第004號
行員加富信貸有限公司金號行
員証書，特此聲明該証書作廢。

加富信貸有限公司金號
司理人：邱堅煒 李淵爵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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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訊 據台媒報
道，27日的佛
陀紀念館落成
典禮上，民進
黨主席蔡英文
受 邀 出 席 致
詞，馬英九夫
人周美青也坐
在台上，但兩個女人距離不到3公尺，卻完全零互
動。
當天活動上，原定台上出席的人員沒有周美

青，隨後被主辦單位邀請上台，坐在舞台左方，
不過周美青全程未能上台演說。另一方面，蔡英
文被邀請上台致詞，周美青身體還稍往前傾，轉
頭望了一下蔡英文。蔡英文在活動結束後受訪表
示，她事前不清楚周美青會不會來，她也沒看
到，但剛才聽說坐在舞台的另一邊。

佛光山相遇 馬嫂小英零互動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傳媒報道，過去有民進黨身份
的前高雄縣長楊秋興，27日上午在馬吳高雄三山競選
總部發表「支持台灣，我選擇馬英九」的公開信。楊
秋興說，以前他支持民進黨，但這次從世界看台灣，
台灣需要安定的社會、穩定的兩岸、國際化的經濟，
不能再繞 意識形態「鎖國」與內耗台灣發展絕對比
政黨前途重要，「保馬才能真正保台」
楊秋興說，他現在沒有政黨的包袱，看事情的角度

更開闊、更公允，更能站在台灣與人民的角度，平心
靜氣看待誰最適合當台灣領導人，答案是馬英九。
他表示，卸下高雄縣長職務後，走訪日本、美國、中

國大陸、加拿大，一路上思考，台灣明明是必須靠經貿
才活得下去的小島，為什麼還要自外於大陸市場？2300
萬人都住在台灣，為什麼還要分本土、外來，全球都在

拼經濟，為什麼台灣偏偏喜歡「瘋政治」。

斥綠營清廉勤政不再
他指出，民進黨「清廉、勤政、愛鄉土」的特質已

經消失，反而在馬英九身上看到了這些特質和價值。
楊秋興表示，台灣這3年多確實已經改變，沒有貪腐

弊案、兩岸不再交鋒、國際不再擔心惹麻煩、全球企
業也不再躲避台灣，這是良性的改變，無須被「現在
決定未來」等詞語誤導，台灣已經展現向上的力量，
台灣現在就走在正確的路上。
楊秋興分析選情，「總統」大選目前雖然是馬英九

領先的局面，但差距不大，他估計，這次大選結果差
距可能只在五十萬票，甚至三十萬票之內，選情緊
繃，呼籲大家一起支持馬英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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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台企多在陸有投資 馬兩岸政策合利益

年度職場代表字：

■周美青(左)和蔡英文(右)。

■楊秋興（左2）發表「支持台灣，我選擇馬英九」
公開信。 中央社

香港文匯報訊 台北消息：台灣《天下雜誌》以台灣1千大企業行政總裁（CEO）

為訪問對象，進行千大企業CEO對藍、綠、橘黨的「兩岸政策」及「經濟政策」支

持度調查，結果顯示超過5成的受訪者表態挺馬。分析指，這受訪的千大企業多在

大陸有投資，而馬英九所提出的兩岸政策，正符合企業的發展利益。

■有受訪的企業家認
為，馬所架構的兩岸
政策有利企業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