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岸條例》曾在2009年修正，讓大陸配偶
取得台灣身份證年限，由8年縮短為6

年，目前已有9萬多人取得身份證。但仍有大陸配
偶陳情，要求將取得身份證的居住年限從6年縮短
為4年，與其他新移民配偶一視同仁。

若立法最快4年獲身份證
馬英九曾表示，台灣是移民社會，不論先來後

到，所有族群都應享有平等地位。他也向大陸來台
新住民表示，「行政院」已通過《兩岸條例》第17
條修正案，未來最快4年，最慢8年大陸配偶就可以
取得身份證。
不過，「行政院」通過的修正案，送進立法院之

後，分別在11月23日、11月30日、12月7日及12月14
日，連續4次被在野的民進黨及台聯黨團退回程序
委員會，以致至今無法交付委員會審查，更別提三

讀通過立法。
「行政院」這次修法將陸配取得身份證的年限調

整與外配一致，「行政院長」陳沖曾表示，這是展
現政府保障移民人權，維護「憲法」平等權的決
心。

兩岸婚姻正常化發展
根據台灣「內政部」統計，截至今年9月底，台

灣民眾的外籍及大陸籍配偶人數累計已有46萬餘
人，其中陸配逾30萬人。最近5年申請在台居留的

大陸配偶每年維持約1萬2千人，已經相對穩定，其
中年齡20至40歲者約佔八成，顯示兩岸婚姻已朝正
常化發展。
行政院會通過的《兩岸條例》修正草案規定，將

大陸配偶申請定居年限由6年修正為4年至8年，規
定依親居留連續居留滿3年，且每年在台灣地區合
法居留期間183天以上者，得申請長期居留。長期
居留滿1年且居住335天以上，或連續居留滿2年且
每年居住270天以上，或連續居留滿5年且每年居住
183天以上者，得申請在台灣地區定居。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消息：國民黨「立委」
給台灣「行政院長」陳沖「內閣」的施政「3
個月有感」觀察期25日屆滿，府院雖未規劃
任何政績記者會，但台灣指標民調公司當天
發布的民調結果指出，相較於9月下旬有
46.4%認為該撤換陳沖，最新民調顯示趨勢逆
轉，現在有47.9%受訪民眾認為沒必要換；對
陳沖施政的滿意度增加7.2%，不滿意比率則
減少4.1%。
過去3個月來「陳內閣」頻頻釋出台商回

流、雙港計劃、黃金廊道、台北六本木等利多
政策；台灣「總統府」發言人范姜泰基指出，
馬英九日前已肯定陳沖在這段期間提升經濟，
台灣經濟情況確實緩步改善，雖然還受到島內
外諸多因素的影響，無法立即復甦，但已經看
到隧道口的一線光明。

對馬英九施政滿意度微升
台灣指標民調公司25日發布的最新民調結果

也顯示，雖然對陳沖施政滿意的有20.8%、不

滿意有57.5%，與12月上旬相較，正向評價增
1.6%，負面評價增0.3%；但當詢及以「閣揆」
近3個月施政表現而言有無必要撤換時，有
28.2%表示要撤換，47.9%認為沒必要，與9月
下旬調查46.4%認為該撤換、28.2%認為沒必
要換，民意呈現逆轉。
不過認為該撤換財經首長的比例，仍然高達

41.5%左右。
此外，民眾對馬英九政府的滿意度從10月的

谷底漸漸翻身。民調指出，對馬英九執政滿意
有17.5%、不滿意有69.6%，與12月上旬相較，
正向評價增0.3個百分點，負面評價降3.9個百
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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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案4度被退回 立法遙遙無期
陸配4年「轉證」頻遭綠營阻撓

台今年查獲246軍人涉毒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旺報》報道，

台灣行政院會在11月8日通過《台灣地區與

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簡稱《兩岸條例》）

修正草案，大陸配偶最快4年可取得身份

證，預估2萬餘人受益。但此案送進「立法

院」之後，至今已經4度遭到民進黨及台聯

黨團退回程序委員會，無法交付委員會審

查，完成立法遙遙無期。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時電子報》報道，台灣「五都」
市長從昨天起已跨越過半任期，意味他們將來的職務異
動已不必改選，繼任者由「中央」直接派代；包括台北
市長郝龍斌、新北市長朱立倫、台中市長胡志強3名藍
營明星級縣市首長，已有待命「組閣」的條件，也被視
為接任「閣揆」的熱門人選。

「內閣」改組壓力未減緩
高層人士透露，馬英九對於延攬縣市首長「入閣」或

「組閣」維持彈性立場，但仍得評估主客觀因素，目前
尚未作出最後決定。
陳沖「內閣」上路至今滿意度始終在低檔徘徊，不僅

馬英九多次公開提及「內閣有改進的空間」、「閣員隨
時隨地都在考核」。府院高層也積極思考另一波「內閣」
改組，時間點可能落在「立法院」本會期結束後，藍營
內部甚至傳出「陳沖做滿一年就下台」的聲音。
此外，「立法院」今年9月推出「倒閣案」，國民黨

「立委」提出「陳內閣」3個月拚有政績期限已屆，「內
閣」改組壓力至今仍未有效減緩。「立委」廖正井24日
表示，「內閣」應優先補強財經人才，未來也要考量陳
沖的接替人選，胡志強、朱立倫、郝龍斌都是合適人
選。

王金平：有需要就有機會
對於以上3位「直轄市」首長是否有機會「更上一層

樓」？「立法院長」王金平25日在受訪時說：「國民黨
裡面還是人才濟濟，他們都是人才，一旦有需要的時
候，當然他們就有機會；沒有需要的話，他們就是繼續
擔任自己的市長。」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中央社報道，
據台灣「國防部」統計，今年查獲軍
人涉毒246人，其中有3名軍官（空軍2
名、陸軍1名），最高官階為少校，相
較去年查獲306人，數字呈現下降。
台灣軍法司檢察事務處副處長廖文

盟上校表示，台軍毒品防制小組在過
去一年已對54萬餘人次進行尿液篩檢
機制，第一階段中若疑有涉嫌施用毒
品者，「憲兵」會主動追溯毒品源

頭，去年溯毒成功有19件。
他說，有些案件若在第一階段無法

溯源，會移交由軍事檢察署判斷，若
查到線索再交由「憲兵」處理，去年
有43件類似案例，其中有12件溯毒成
功。
「國防部」軍事發言人羅紹和強

調，台軍從2006年開始宣導毒品防
制、勒戒與處置作為，一直以來都採
取積極作為。

近五成民眾：無須撤換陳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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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設援助中心
解困殘疾人就業

在港資企業廈門宏泰集團的廠房裡，一條特別
「慢速」的生產線引起了記者的注意：從品檢到包
裝，這條生產線的速度都較其他流水線慢，不過
產品質量卻不差。「他們是聾啞、智障和身體有
殘疾的員工，公司分配相對簡單的工作，對他們
的生產速度也不做要求。」宏泰集團董事長曾琦
介紹說，公司目前有殘疾人員工20餘名，佔員工
總數的3％，「我們就是要給殘疾人一個機會，這
是我們的社會責任。」
按照相關規定，廈門市用人單位必須按照單位職

工總數0.8%的比例安排殘疾人就業。「像宏泰這樣
『超額』的企業，每年政府還要給予一定獎勵和補
貼。」廈門市殘疾人就業管理中心主任楊柄祥接受
文匯報採訪時介紹說，2009年，廈門市殘聯和市財
政聯合出台政策規定，超比例安置殘疾人員就業

的，每超一名，政府按企業所在區最低工資標準的
80%，給予用人單位工資性補貼；月均安排殘疾人
數量超過10名、20名的，政府支持其配備一名殘疾
人員管理員，並按照單位所在區最低工資標準的
100%、150%比例，給予用人單位工資性補貼。對
於自主創業的殘疾人，殘聯將一次性給予5,000元
—15,000元的創業補貼，並連續三年給予3,000元/
年的經營性補貼。其中個體工商戶的養老保險醫療
保險單位繳交部分，殘聯也給予全額報銷。
為了更詳細掌握當地殘疾人就業和失業狀況，

廈門市政府於2009年初全面啟動了殘疾人失業登
記工作。凡是符合法定年齡，有就業能力和要
求，目前尚處於無業狀態的殘疾人到指定部門登
記後，就能享受免費的職業介紹、職業指導、政
策諮詢和推薦就業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舒婕 廈門報道）上午8點，黃庭
燕在媽媽的幫助下收拾好隨身物品，開開心心從家中出
發，步行20多分鐘，到達位於深田路的廈門市思明區開元
街道殘疾人職業援助中心。「陳老師好，管老師好。」先
天性智力二級殘疾的庭燕，從今年5月開始和30多名殘疾人
一道，在這裡學習簡單的手工勞作，進行社交練習。
廈門市從2011年開始計劃兩年在全市37個街（鎮）推動

殘疾人職業援助中心的建設，並於2011年12月陸續投用。
目前已投用的援助中心共有18個，服務對象為本轄區內就
業年齡段、有勞動能力而未實現就業的各類殘疾人。援助
中心服務的內容包括職業技能評估、社會適應能力訓練、
職業技能訓練、職業指導及就業諮詢、推薦就業及就業後
的跟蹤服務、設立工場組織簡單來料加工、體能康復訓
練、文體活動、開展思想教育和心理輔導等。
廈門市殘疾人就業管理中心主任楊柄祥接受文匯報採訪

時介紹，廈門市現有持證殘疾人3萬多人。由於身心障礙和
客觀環境的影響，許多具有一定勞動能力，具有就業意願
的殘疾人無法進入競爭性就業崗位，也難以自主創業、自
謀職業。建立援助中心，讓就業年齡段未實現就業的殘疾
人走出家門，就近參加職業技能培訓、體能康復訓練和庇
護性簡易勞動，幫助他們發揮潛能、提高技能、提升社會
適應能力，通過訓練實現就業或輔助性就業，增加家庭收
入，提高生活水平。「目前已經投用的18個中心，共接納
了471名殘疾人就業。」楊柄祥說。
據了解，殘疾人職業援助中心分為基本型和標準型兩

種。基本型場地面積按200平方米控制，服務人數20人以上
40人以下。標準型場地面積按350平方米控制，服務人數40
人以上。

18中心投用接納近500人就業
在開元街道的這個援助中心裡，5名工作人員分別負責康

復、文體、來料加工和考勤等幾個方面，平日與學員間以
師生相稱。中心負責人陳錦繡主任告訴記者，中心裡的學
員涵蓋了肢體、智力殘疾、輕度自閉、精神障礙等多種殘
疾類型。「半年來，學員們的精神狀態有了很大的改變。」
這一點，黃庭燕的母親伍慧戀深有感觸。「孩子出生38

年來，這半年是她最開心的日子。」儘管智力水平僅相當
於6歲兒童，但庭燕一直十分渴望與人交流，渴望自食其
力。「以前沒有地方去，孩子只能呆在家裡看電視，性格

越來越內向。」現在，除了每月可以領取470餘元的廈門市
低保，同時按照每個工作日20元發放補貼，庇護工廠的手
工產品還能按件計費。「這樣一來，庭燕每月有將近一千
元的收入，最重要的是，每天的生活都過得十分充實。」
庭燕家中的飯桌上，鋪㠥她每晚練字的冊子，上面寫滿

了「援助中心」。「這是我看㠥學的，就在我背後。」庭燕
和同桌小丹（音）的座位，就在援助中心的背景牆前。每
天上下午各有一個小時是學員們進行庇護工廠工作的時
間，由中心的老師們與相關企業聯絡，工作的內容包括簡
單的串珠、集成電路板加工等。
「每個人能做多少，完全視各人的能力而定，中心不會

強制要求，如果不想做，老師也會安排其他的訓練課程。」
陳錦繡告訴記者，為了保證學員們的休息時間，中心裡專
門配備一名負責文體的老師，在工作結束後指導學員進行
眼保健操和廣播體操的鍛煉，並安排一定的社交遊戲。
「就像一個大家庭，每個人在這裡都有事做，有一定與人溝
通的機會。」
在援助中心的一角，學員們製作的串珠娃娃、紙雕、絲

帶花擺滿了整個展示櫃，手工精巧又別具創意。據記者了
解，廈門市殘聯與廈門市旅遊局正㠥手推動在當地景區內
設立殘疾人手工作品純公益銷售處，銷售所得都將直接由
製作作品的殘疾人獲得。
記者從廈門市殘聯獲悉，至明年年底援助中心全部投用

後，廈門將形成以各區福樂家園為骨幹，「一街一鎮」殘
疾人職業援助中心為主體，有一定專業服務水平的殘疾人
就業援助和職業培訓服務網絡。

■廈門宏泰集團殘疾人員工正在流水線上工作。 資料圖片

■在廈門市思明區開元街道殘疾人職
業援助中心裡，黃庭燕和30多位殘疾
人一道在手工工場進行簡單的產品加
工。 香港文匯報記者林舒婕攝

■廈門市殘聯與廈門市旅遊局正㠥手
推動在當地景區內設立殘疾人手工作
品純公益銷售處，銷售所得都將直接
由製作作品的殘疾人獲得。

香港文匯報記者林舒婕攝

政府做推手港企樹典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