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

訊 據台《經
濟日報》報道，大陸全國台灣同
胞投資企業聯誼會（台企聯）會
長郭山輝指出，馬英九這次能以
近80萬票的差距勝選，台商扮演
關鍵性角色。因此，期盼馬英

九在他第二個任期中，能繼續落
實ECFA後續協商，爭取大陸進
一步對台開放金融、醫療、教
育、文化創意等市場。
郭山輝表示，14日大選結果符

合多數台商期盼兩岸和平的願
望。他指出，由於先前選情陷入
膠 ，因此這次選舉大陸台商返
鄉投票的積極性相當高，估計回
台投票的台商人數超過20萬，影
響的選票數至少50萬張。
台企聯常務副會長葉惠德說，

他10日就回到台灣，積極向身邊
的親朋好友拜票，告訴他們，投
給馬英九就是幫葉惠德的忙。他

估計，自己成功動員的票數最少
200張。
中華兩岸連鎖經營協會理事長

王國安表示，很多台商都擔心馬
英九不能順利連任，因此專程回
台投票。他13日半夜趕回台灣，
15日就要再回到上海。和成（中
國）董事長邱士楷13日晚間回
台，14日投票完馬上回大陸。上
海永和豆漿則要求公司20多名台
幹，全部回台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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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經
濟日報》報道，馬英九

連任成功，開放陸資來台政策將開大門，最
快3月將會宣布「較大幅度開放」，包括擬開
放陸資參股LED產業，台經濟部對陸資來台
管理也有高度可能轉為正面表列。
相關官員透露，第三波陸資開放項目，橫

跨各部會，開放幅度很大，原先已完成評估
與規劃，因為選舉考量而暫時停住；而今馬
英九獲連任，兩岸重大政策中，陸資開放將
優先端上桌。
據透露，其中製造業開放項目最多，幅度

很大。目前經濟部對陸資來台管理係採負面
表列方式，經第三波開放，很可能改為正面
表列。官員指出，除了食品、傳統製藥等傳
產業者憂心一旦開放，將遭陸資併購，及部
分敏感產業如半導體、面板、石化等暫不開
放外，其餘製造業，經濟部將依其產業特
性，設定不同條件列入開放之列。
政府高層透露，去年底經濟部已啟動第三

階段開放陸資來台投資業別項目檢討，並告
知各部會朝「比較開放角度」檢討，開放陸
資來台投資二年多來，沒有負面影響，這次
開放幅度會「大一點」。

新一輪降稅談判下月啟動

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兩岸問題專家徐
博東向香港文匯報指出，馬英九獲勝「贏在三

點」，即「九二共識」打敗了「台灣共識」；ECFA的
開放理念打敗了綠營的「閉關鎖國」思想；馬英九清
廉形象打敗了民進黨因陳水扁團隊貪腐而給民眾留下
的負面印象。其中尤以堅持「九二共識」成為馬英九
成功連任的關鍵。

ECFA理念獲肯定 商家挺馬
「堅持『九二共識』，兩岸關係才能走上了和平發

展路線。」徐博東指出，正是因為台灣走上這條發展
之路，才破除了陳水扁時期兩岸關係緊張氛圍，遏
制住台灣經濟發展的頹勢。特別是兩岸簽署ECFA
後，兩岸在經貿合作領域更為廣泛、深入，為台灣

民眾帶來了「看得見、摸得 」的優惠。陸客入島
拉動台灣服務業，ECFA理念深入島內民心，連嚼
檳榔的民眾都能琅琅上口，九二共識成了真正的
「台灣共識」。

「九二共識」被多數民眾所認同，蔡英文卻逆勢而
為予以否認，以內容空洞的「台灣共識」取代，事關
台灣定位與兩岸關係，成為選戰焦點。選前一周，眾
多受益於馬英九兩岸融合政策的企業家和民眾公開挺
馬，數十萬台商回台投票以示支持。美國在台協會前
台北辦事處長包道格亦公開肯定「九二共識」。徐博
東稱，是次選舉實際變成了「九二共識」和「台灣共
識」的對決。他闡釋，選舉結果顯示「九二共識」已
經得到多數台灣民眾的肯定，馬英九贏，即是「九二
共識」在台灣的勝利。

民生問題待解決 連任挑戰大
雖然馬英九以近80萬張選票的優勢獲勝，然而這僅

比蔡英文領先約6個百分點，且相較於上次大選他領
先民進黨對手220萬票的高票，顯示他已流失了大量
選民。有專家分析，蔡英文高達600萬張的選票顯示
其主打的「民生牌」獲民眾一定程度的支持，未來如
何解決貧富差距及失業等問題，將成為馬英九未來四
年內的巨大挑戰。
徐博東指出，雖然馬英九連任成功，然而當前歐債

危機當頭，全球經濟復甦步伐難見起色，兩岸在經濟
發展方面均面臨挑戰。惟有繼續堅持兩岸融合的趨
勢，夯實ECFA框架內的各項協議，才是兩岸改善經
濟、應對困境的良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房廈 北京報道）馬

英九在大選中成功連任，顯示台灣民眾希望

延續現今經濟、兩岸關係穩定的態勢，北京

的台灣問題學者指出，馬英九獲勝「贏在三

點」，其中最重要的是「九二共識」在台灣

獲得了勝利，獲得民眾更廣泛的認同。未來

馬英九應更堅持兩岸融合趨勢，深化ECFA

（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內各項內容，才

是應對台灣經濟困境的良策。

香港文匯報訊 據
《經濟日報》報道，

馬英九勝選連任，兩岸經濟協議
（ECFA）簽署後新一回合的貨品貿易降
稅談判，最快下月啟動。包括聚氯乙烯
（PVC）等五大泛用塑膠、四大化纖原
料、面板、CNC數控工具機、切削中
心、汽車整車等，優先納入下一波零關
稅清單中。
兩岸新一回貨品貿易協商，涉及降稅

項目，台方多達5,824項，陸方涉及項目
更達6,727項，工程浩大，將一次談定，
不會有下一次降稅談判。一旦獲得協

議，兩岸經濟進一步整合。官員透露，
馬政府已承諾不會開放大陸農產品登
台，因此新一回合降稅談判，台方排除
農業項目。

部分關稅料降至零
兩岸新回合貨品貿易談判，兩岸透過

經合會貨品貿易分組進行，雙方已針對
降稅架構及原則討論，目前獲致共識
是，第一類是關稅直接降至零；第二類
是分階段降至零；第三類則是分階段降
稅，但最終沒有降至零。
新回合零關稅清單項目，業界高度要

求的項目都可望列入，包括汽車整車、
CNC數控工具機，以及石化業外銷大陸
量很大、被大陸視為敏感項目的五大泛
用塑膠及四大化纖原料。
另外，面板也是優先降稅項目，

ECFA早收清單只將玻璃基板列入，新
一回合談判將面板列入直接降至零關稅
清單中。官員表示，最近台面板業者憂
心大陸為保護自己產業，有意提高面板
關稅，這將嚴重影響台面板在中國大陸
市佔率。官員說，包括工具機、紡織、
石化等台方較有競爭力的項目，幾乎全
數爭取列入零關稅清單。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
灣《經濟日報》報

道，目前正值大陸「十二五」石化專區將
啟動，其中最賺錢也最具有產業主導地位
的輕油裂解廠和煉油廠，全球石化業者都
在搶，島內則有泛中油體系業者和台塑集
團在積極爭取。
由台灣區石化公會理事長、和桐化學創

辦人陳武雄領軍，帶領台聚、中石化、榮
化、和桐化學等泛中油企業，去年在北京
與大陸中石化集團和福建省簽署「合作建
設漳州古雷煉化一體化項目框架協議」，
計劃合資年產1,600萬公噸的煉油廠及120
萬公噸的乙烯輕油裂解廠及26座中下游石
化廠。
陳武雄曾表示，三方代表簽下合作投資

的框架後，就表示這個婚已經「訂」下來
了，下一步就要問雙方的公婆了。這個公
婆就是雙方的政府。隨 大陸官方提倡水
泥業整合政策，台泥、亞泥危機入市，衝
刺成為大陸前十大。未來大陸十年水泥市
場成長潛力可期，島內水泥雙雄紛紛喊出

2015年產能目標，台泥董事長辜成允喊出1億公
噸，亞泥董事長徐旭東也喊出5,000萬公噸，預期在
「十二五」規劃中，鼓勵現有水泥企業進行整併。

陸資3月大幅開放 製造業最多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
國時報》報道，台灣旅

行公會聯合會副理事長許禓哲日前指出，馬
英九連任成功，將使陸客觀光團來台人次今
年至少成長25％，達到150萬人次。旅館商
業同業公會理事長莊秀石說，馬英九承諾
2016年實現千萬觀光客來台，將因兩岸關係
穩定發展而實現，旅館業欣欣向榮。
中華兩岸旅遊資訊交流協會理事長王啟漢

認為，大陸應會再釋出善意，開放來台自由

行的省市應會從目前的3個，擴大為7個，今
年內開放城市還可能上看15個。許禓哲也
說，馬英九連任對兩岸旅遊絕對是正面的，
陸客來台自由行開放腳步應會加快。
王啟漢指出，馬英九當選後推動兩岸觀

光，開放來台觀光的陸客團，從每日3千人
次，逐漸增加到現在的每日4千人次，去年
來台的大陸觀光團已達近120萬人次，若再
加上參訪團，陸客來台一年已近170萬人
次。

赴台陸客料增25％ 達150萬人次商會盼大陸擴大開放投資領域

馬英九獲勝法寶：
九二共識贏民心

ECFA 投資

旅遊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
《經濟日報》報道，馬英

九勝出，兩岸政策可望大步向前行。台「中
央銀行」希望盡速完成「兩岸簽署貨幣清算
協定」；金融業期待加碼放寬陸銀參股上限
至20%及25%。
兩岸簽署貨幣清算協定後，台灣的銀行將

可開辦人民幣業務，九成人民幣業務將可從
目前的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BU）轉至島內
外匯指定銀行（DBU）承辦，台商也可直接

開立人民幣支票戶，可降低島內金融機構的
營運成本，也有利兩岸貿易貨幣交流。
台「央行」原本期待去年下半年，最遲去

年底，就能夠洽簽兩岸貨幣清算協定，但期
待落空。在馬英九連任後，大陸是否釋出善
意，洽簽兩岸貨幣清算協定，成為外界關注
焦點。本月初開放陸銀來台參股後，為提高
兩岸銀行參股合作意願，銀行公會已函請金
管會，將陸銀參股上限放寬到20%及25%。

兩岸貨幣清算協定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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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

石化台
塑
爭
取
數
千
億
大
陸
訂
單

九二共識九二共識九二共識九二共識九二共識九二共識九二共識九二共識九二共識九二共識九二共識九二共識九二共識九二共識九二共識九二共識九二共識九二共識九二共識九二共識九二共識九二共識九二共識九二共識九二共識九二共識 台灣共識台灣共識台灣共識台灣共識台灣共識台灣共識台灣共識台灣共識台灣共識台灣共識台灣共識台灣共識台灣共識台灣共識台灣共識台灣共識台灣共識台灣共識台灣共識台灣共識台灣共識台灣共識台灣共識台灣共識台灣共識台灣共識台灣共識台灣共識台灣共識台灣共識台灣共識

■大批台商返台投票挺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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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的支持者喜笑顏開。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