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消息：身陷囹圄的台灣前領導人

陳水扁，近日透過綠營親信發起「救扁總動員」，要讓

社會接受阿扁重獲自由。國民黨近日重提「海角7

億」(實際是7.4億元，新台幣，下同)，批評阿扁

力求脫身是因為扁家仍有7億多元的貪污款項，

留在海外有待享用；最近更公開一卷扁嫂吳淑

珍的電話錄音帶，激發島內哄動。

■吳淑珍接受訪問時，毫不忌諱提到「海角7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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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通社23日電　台灣親民黨立委張曉
風22日一番「剩女論」引起輿論嘩然，甚
至引起島內婦女團體的反彈。不過根據台
灣內政部的統計，島內適齡未婚的「剩男」
數量遠高過「剩女」。內政部戶政司長謝愛
齡23日認為，受到歐美潮流影響，單身貴
族與晚婚族在島內已相當普遍。

張曉風22日在台灣「立法院」質詢台
上為台灣未婚女性請命，指台灣有46萬
個男性娶了外地配偶，讓台灣女性的婚
姻市場失去了46萬個，詢問當局有沒有
辦法幫助或補助「剩女」，讓她們有一
條出路。

然而，根據台灣「內政部」的歷年統
計，台灣的「剩男」遠遠多過剩女。2010
年度統計數字，適婚年齡的女性有偶比例
為50.9%，遠高於男性的44.3%。到2011年
底為止，未婚女性為217萬、男性270萬。
而以年齡層來檢視，35歲到49歲的未婚女
性為44萬5485人，同年齡層的未婚男性則
有57萬2074人，「剩男」比「剩女」多了
逾10萬人。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消息：島內打工仔的生活壓力越
來越大，大到認為住不下台北了！台灣「主計總處」22
日公佈，今年2月份的失業率為4.25%，較1月份回升0.7
個百分點。而同日公佈的1月份經常性薪酬中位數約為3
萬7064元(新台幣，下同)，較去年12月略增336元
(0.91%)，但若計入同期2.37%的通脹率，實際收入反跌
至約3.42萬元，等於1998年的薪酬水平。同日一項調查
發現，在台灣生活成本最貴的台北市，高達62%受訪市
民認為已住不起台北。

主計總處坦承，可見未來的通脹問題仍然嚴重，包括
電價、油價、健保費都持續喊漲，以家庭用電漲15%、
汽油價格漲10%估算，預期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至少還
會再增加0.64個百分點。

台北上班族張先生說，去年到現在薪水沒有調高，
「食物、奶粉、油價什麼都漲，每月能存下來的錢就

越來越少，面對未來還要繼續漲，只能咬牙過苦日
子。」

六成台北人住不起台北
而最令台北打工族頭痛的還是居高不下的房價，有島

內房地產網站日前公佈一項針對台北地區的居住意見調
查，顯示大台北地區的高房價，已迫使自住購屋族向都
會區外圍移動，有高達62%的民眾考慮在新北市與桃園
中壢購屋，因當地往返台北市中心的交通較為便利，又
可逃過台北市中心那高不可攀的房價。

據中國搜房網去年中公佈的全球主要城市預售屋房
價，台北市每坪（1坪約等如35.58平方呎）房價79萬
元，位居全球第四名，僅次於香港(141萬元/坪)、新加
坡(127萬元/坪)及倫敦(100萬元/坪)，台北的超高房價，
肥了投資者卻苦了小市民。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中國時報》報道，在台灣
有「製毒祖師爺」之稱的彭孟偉，4年前被醫生判定
口腔癌末期，僅剩1月壽命，仗 病情嚴重可免入監
執行，近年來在高雄、屏東、台東流竄製毒；除廣
收門徒外，還將製毒流程編列成冊，這本秘笈堪稱
製毒界「葵花寶典」在他落網後曝光，詳細程度令
人咋舌。

55歲綽號「蘋果」的彭孟偉，10多年前，曾赴海
外學習製毒，是台灣利用感冒藥提煉安非他命的先
驅，因此被喻為「祖師爺」。2008年他在家鄉台東製
毒被捕，遭判刑12年，但當時醫生診斷出罹患癌症
末期，法院因此判定延緩執行。

警方接獲線報發現，他又在台東重操故業，22日
循線逮捕並在房內起出大批製毒工具，及傳說中的
製毒秘笈，厚逾百頁。

香港文匯報訊 一首「院歌」花費10萬元(新台
幣，下同)會不會太超過？據台灣TVBS報道，台當局
教育部去年成立的台灣教育研究院為了宣傳出新
招，請來音樂創作人方文山免費填詞創作院歌《萬
股清泉》，不過卻花了10萬元找人譜曲製作，被批浪
費公帑。

但研究院澄清歌詞創作非常優美，還用清水祖師
廟、三峽老街，帶出研究院的地理位置，就連創新
卓越等核心價值，都寫入洋洋灑灑將近400字的歌詞
中。但花費是否失當？研究院的上級機關台灣教育
部門則表示，會再深入檢討。

「製毒祖師」
臨死都要收徒

10萬元譜院歌
「教育部」下屬機構挨批

兩岸貨幣清算 可望暑假前成事

島內薪金水平 「停留」在1998年

難道不用留點錢？
吳淑珍電話錄音曝光 揭民進黨內「有錢齊分」

國民黨台南市議員謝龍介日前爆料，稱扁
嫂接受媒體人汪笨湖電話訪問時，坦承

扁家「海角有7億」，更聲言要是全部匯回台灣
充公，「下半輩子要怎麼辦！」吳淑珍22日指
有關言論純屬抹黑，並要求謝龍介道歉，否則
要提告。不過，當晚謝龍介在一個電視政論節
目中公佈有關錄音資料，引起社會嘩然。

酒店內分錢 扁嫂均留記錄
從錄音中可清楚聽到，吳淑珍在接受汪笨湖

電話連線時表示：「那天有人Call-in(打電話)進
來，問美國有7億，為什麼不拿回來？」她又
說，阿扁變窮光蛋，「總統」還那麼少年(閩
南語：年輕)，他還要拚事業，「難道不用留
點錢？」

從電話中可知，吳淑珍提到錢可是中氣十
足：「捐給民進黨14億耶，14億耶，是『我們
拿的』兩倍，算少嗎？這都是財團自己要來給
我們的，要捐給民進黨，我當然說好。」

錄音資料中的吳淑珍越說越激動，竟直言：
「財團要給的，阿扁當然收得坦然，因為錢可
是有分給(民進)黨內同志呢！」吳淑珍說，阿
扁掌權8年，「很多參加選舉的(民進黨內同志)
都有來找他(扁)拿錢」，她直言，都是在酒店內

「分錢」，「都是用布袋背錢的，把大家叫去那
裡」，她又警告有關人等「不要讓我生氣」，她
說對一切黑金來往都有記錄，「我有一本簿

子，我還留 ，大家都有簽名啦！」
謝龍介說，從內容可見自己的言論與阿珍的

原話並無異樣，認為沒有道歉的需要，並促請
吳淑珍應盡快就「海角7億」事件面對公眾的
公開檢驗。

扁子急澄清 指「斷章取義」
陳水扁的代表律師鄭文龍23日表示，所謂的

「海角7億」早在2010年的時候就已經陸續匯
回，並由特偵組保管。同日扁子陳致中亦急為
母親開脫，強調錢都已經匯回台灣，認為媒體
及國民黨是在對母親的話做「斷章取義」的曲
解。

此外，台灣《中國時報》指出，綠營現在
「挾人權逼司法」，意圖使阿扁豁免法律制裁，
若此例一開，司法公信力、政府公權力都將成
紙老虎，後患無窮。

台媒：倘馬犯罪 綠能容否？
至於阿扁應否獲得「特赦」，政論人士指

出，綠營曾提出尼克松、盧武鉉等例子並不
恰當，因為這些人都是認罪並公開向社會道
歉才獲得特赦，質疑阿扁既不認罪，哪有特
赦之說？媒體指出，綠營為救阿扁而提出種
種「理由」，但若馬英九也有「海角7億」，綠
營的這些「理由」又是否能說服自己讓馬英
九無罪？

香港文匯報訊 根據台媒報道，國
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22日在北京與
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會面時，首度當
面提出「一國兩區」（台灣地區與大
陸地區）概念，指出這是台灣處理
兩岸關係的法理基礎。消息傳回台
灣，立時在社會引發廣泛迴響。

《中央日報網絡版》23日發表評
論指出，這是08年以來，國民黨首
度公開表述兩黨兩岸「彼此都堅持
一個中國」，意義重大。媒體並引述
一位中共涉台重量級智囊感慨說：

「北京等了4年，終於等到國民黨對
堅持一個中國的明白表態。」

報道指，08年國民黨勝選以來，
兩岸關係長足進步，ECFA(兩岸經
濟合作框架協議)簽訂是指標性分水
嶺，但兩岸關係如何朝更寬、更深
的領域推進，也面臨瓶頸。

此時，馬英九選擇在連任後的首
次國共高層會議，由吳伯雄之口拋
出「一國兩區」的話題，媒體認
為，這可能是間接代表，國民黨將
以這樣的立場，為兩岸政治協商鋪
路。

綠批「賣台」 藍嗆不要內耗
而藍綠陣營23日也就這話題在

「立法院」掀起攻防大戰。台聯立委
林世嘉痛批「一國兩區」就是出賣
台灣；又指馬英九「5．20」就職不
是做「總統」，而是做「區長」。

國民黨立委陳鎮湘則指，吳伯雄
講「一國兩區」就是台當局「憲法」
下的大陸地區與台灣地區，非常明

確，外界不應誤解、錯解、惡意破壞。
國民黨立委羅淑蕾指出，各政黨不需要在這

種議題上內耗。兩岸的任何協議，都是用大陸
地區跟台灣地區名稱簽訂，呼籲在野黨不要用
意識形態做文章。

據中通社23日電 兩岸商界關注
的「兩岸貨幣清算機制」何時落
成，曾透露「In the near future」
(不久的將來)的台灣「中央銀行」
總裁彭淮南，22日在記者追問下，
將自己的話說得更清楚，現在進行
得氣氛還算良好，「希望在上半
年，希望至少在暑假以前。」

據了解，兩岸銀行及金融管理部
門已就此議題多次交換意見，台灣
方面先前曾明確拒絕採取「香港清
算模式」(開放外匯指定分行(DBU)
辦理人民幣業務)，以至談判自今

年2月以來由冷轉熱。
財經界分析指出，從彭淮南的

為新說法可見，兩岸洽談已有突
破，預期若是能果真在第二季完
成簽署，包括台銀、兆豐、華
南、中信、匯豐等大型匯銀將受
惠最大。

彭淮南表示，由於大陸旅客在台
消費增多，因此在兩岸未簽定貨幣
清算機制下，目前先根據《兩岸人
民關係條例》第38條，先行允許部
分台灣銀行進行人民幣現鈔清算業
務，但強調這只是過渡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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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榮譽主席、世界客屬總會長吳伯雄，23日探訪位於鄭州的世界客

屬文化中心同根堂。門口掛 他親手寫的楹聯「躬身祭祖慰先靈、飲水思

源懷祖德」。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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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團體抗議張曉風的言論。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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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嫂談7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