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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約7時30分左右，有部分抗
議學生開始轉往「行政院」移

動，人潮聚集越來越多，由本來的
200人，逐增至估計至少有上千人。
有抗議者拉開路障，讓群眾進入「行
政院」，警方雖盡速抵達，但仍無法
阻止群眾進入。推擠衝突中，警民都
有人受傷，近晚上10時30分，台大
醫院已收治8人，有人呼吸不適，有
人手、腳受傷，頸部包護頸。
早上的記者會一開場，馬英九動之
以情表示，了解抗議學生的關注，也
肯定學生的熱情與出發點；但他對於
學生要求「行政院」撤回服貿協議的
要求明確拒絕，強調有關協議仍在
「立法院」審議階段，程序沒走完，
外界有任何意見，未來還有表達空
間。

連三問：這是我們要的民主？
馬英九說，服務業是台灣的產業主
力，台灣經濟成長七成要靠對外貿
易，故服貿協議完全是為了台灣經濟
的未來。服貿協議不通過，將影響台
灣的信用、兩岸關係與台灣經貿自由
化的努力。為了台灣的發展，真的沒
有選擇，台灣不能再等了。

對於部分學生因為不滿「立法院」
審查程序，就以違反法律的方式，佔
領「立法院」議場。馬英九連三問：
難道這就是我們要的民主嗎？一定要
用這樣的方式來犧牲法治嗎？我們不
是以台灣的民主法治自傲嗎？他強調
必須依法捍衛民主與堅持法治，因為
沒有法治，民主也將不保，這是當局
不能動搖的基本立場。

呼籲撤離強調未受北京壓力
馬英九希望學生撤出立法機構「議
場」，也期盼立法機構負責人王金平
與朝野黨團能夠盡速讓服貿協議回歸
正常議事程序，作最妥適的處理。
有媒體詢問是否前往立法機構與學

生溝通，馬英九表示他樂於溝通，但
學生設前提，這就缺乏意義。針對媒
體詢問服貿協議議題是否受到大陸壓
力？馬英九說：「完全沒有」。
對於馬英九的呼籲，反服貿的學生

團體並不接納。學生團體代表林飛帆
聲稱，現在活動已不是學運，而是全
民抗爭活動，接下來不排除任何和平
手段全面抗爭形式的可能，呼籲全民
加入，並呼籲全台高中及大學生全面
停課響應。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消息：台灣親綠團體及部分學生強佔「立法

院」至今進入第7日，台灣當局領導人馬英九昨日在「總統府」舉

行記者會，隔空回應學生訴求，強調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是為了台

灣的未來，應逐條審查、逐條表決；而民主法治得來不易，不要

輕易毀棄，呼籲學生早日撤離，讓「立法院」恢復正常運作。不

過，學生團體並不接納，更升級行動，昨晚上千人闖入台「行政

院」，又呼籲全民加入、全台高中及大學生全面停課。有大學學

系響應停課，但校方表明雖不制止，也不鼓勵。

香港文匯報訊 反服貿行動抗爭
持續擴大，今日假日結束正常上
課，除台北大學社會系、新竹清
華大學社會研究所宣布停課一周
外，台北醫學大學也宣布「先報
備、不算曠課」原則，只要上課
前報備，點名不到就不記曠課，成
為島內第一所默許學生至「立院」
參加學生行動的大專院校。對此，
台「教育部」和新竹清華校方明確
表達反對立場，認為大學系所主管
無權自行決定停課，嚴重影響學生
受教權，非常不妥。
據《聯合報》報道，對於反服

貿代表學生陳為廷及林飛帆呼籲
全台中學生及大學生一起集體罷
課，「教育部次長」陳德華也表
示「不妥」，指出表達立場有各
種方式，罷課只是傷害學生自己
的受教權。
截至目前為止，包含北大、清

大、台大等都有系所教師自主宣布

停課，「教育部高教司長」黃雯玲
表示，依「教育基本法」規定，學
生有受教權益，教師也有教學的義
務，參加活動就剝奪學生上課權
益，系所片面宣布停課並不妥當。
此外，對於反服貿學生代表呼

籲全台學生一起罷課，陳德華表
示，「並不適當」，大學生，尤其
中學生未成年，鼓動學生罷課並不
妥，是非常不好的行為。

台清大：除天災不應停課
針對清大社會學研究所宣布本

周全系所將停課一周，新竹清大
特別發出聲明稿，指校內任何一
個教學單位，除重大天災依既有
的規定停課之外，不應任意停
課。應經過教學單位全體教師的
正式同意，才適合考慮該教學單
位臨時性全面停課，並應經過學
校的同意，以免學生的受教權和
教育的完整性受到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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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學生昨日不接受馬英
九回應，指他「一意孤行」，搞錯了學
生的訴求，總指揮林飛帆提出32字箴
言，「政令宣導，罔顧民意，既不民
主，又無法治，先有條例，再來審議，
給我民主，其餘免談。」學生團體另還
提出4項最新的訴求，包括召開公民憲
政會議；退回服貿，本會期將兩岸監督
條例法制化，在法制化完成前，「立
院」應先退回兩岸服貿協議，不應審
議；本會期完成兩岸協議監督法制，在
法制化完成前，台灣政府不得與大陸簽
任何協定或協議；呼籲朝野響應民間訴

求，通過兩岸協議監督立法三讀。

學生內部鬧分歧
這次學生發起的反服貿行動，在

經過5天的抗議行動，昨日傳出學運
內部出現路線意見分歧的消息。據
今日新聞網報道，有部分學生認為
決策小組太溫和，在網路PTT募集
50人，想要衝入議場取代原本的決
策小組。對此部分人士和陳為廷進
行溝通，但黑島青公民1985行動聯
盟在昨日凌晨發表共同聲明，彼此
是相互支持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林舒婕廈
門報道）經過幾天「沉默」，馬
英九昨日親自對服貿協議釋疑，
但仍然未能緩和學生情緒。兩岸
問題學者指出，馬政府當務之
急，是盡快結束學生的「佔院」
行動，而未來服貿協議進入逐條
審查的程序，民進黨必然不會放
過任何一個「挑刺」機會，國民
黨必須做好「長期作戰」準備。

協議可能未能全案通過
廈大台研院政治所張文生所長

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國民黨重
新執政後，對於話語權未能給予
足夠重視，意識形態大旗實際上
長期被民進黨操縱。「由於服貿
協議專業性很強，寄望台灣民眾
理性分析、思考，是不切實際
的。民進黨正是利用這樣的背
景，將反服貿與『反中』搞在一
起，並且期望這個膠着過程拖得
越長越好。」
張文生認為，國民黨「立法

院」黨團已表態願意逐條討論表

決服貿協議，馬政府當務之急，
是盡快結束學生佔領「立法院」
的行動，使「立法院」回到朝野
協商的正常狀態。「但是我相
信，原本可以『一刀切』的服
貿，最後演變成『一刀一刀』來
的困頓局面，對於國民黨而言，
堪稱『凌遲』。」張文生表示，
一旦進入逐條實質審查，就增加
了變數和難度，最終無法全案通
過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民進
黨點燃了『反服貿』的大火，如
今還繼續火上澆油，達到火中取
栗的目的。」
淡江大學潘錫堂教授則認為，

無論服貿前景如何，台灣都必須
先回到合法狀態，即學生必須退
出「立法院」，回到衝破「立
院」圍牆前的狀態，再來討論服
貿協議該如何審查，「只要合乎
法律規定都是可以被接受的，但
必須恢復合法狀
態，因為在非法狀
態下的任何舉措都
是非法的。」

千人圍攻強闖路障千人圍攻強闖路障 推擠衝突警民受傷推擠衝突警民受傷
學生再學生再佔佔「「行政行政院院」」

馬籲堅守法治馬籲堅守法治

學生提四大訴求 決要退回服貿

盡快結束「佔院」是當務之急

■■馬英九召開記者會馬英九召開記者會，，回應大眾對兩岸服回應大眾對兩岸服
務貿易協議的質疑與意見務貿易協議的質疑與意見。。 中央社中央社

■■反服貿團體反服貿團體2323日晚間闖入日晚間闖入「「行政院行政院」，」，打破打破「「行行
政院政院」」建築物的玻璃爬窗進入建築物的玻璃爬窗進入，，包括包括「「院長室院長室」」和和
機房都被攻佔機房都被攻佔，，並有公物遭破壞並有公物遭破壞。。 中央社中央社

馬英九昨日在記者會上說，服務業是台灣的產業主力，
產值佔GDP將近70%、從事服務業的人口將近60%，但服
務業出口遠遠落在新加坡、香港與韓國之後。

台「經濟部」稱，世貿組織發布2012年全球貿易排名，
2012年台灣商品貿易值及進口值排名均維持第18名，出口
值排名則為第17名，較2011年第18名上升1名，緊追新加
坡（15名）、韓國（9名）及香港（8名），顯示台灣整體
貿易表現仍然持穩。

反觀台灣2012年服務貿易值及出口值排名分別由2011年
的第26及24名降為第27及26名，服貿貿易值27名遠遠落
後於新加坡（8名）、韓國（12名）及香港
（16名）之後，顯示台灣在服貿業有很大的
改 善 空 間 ， 必 須 採 取 更 積 極 作 為 。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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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服務業落後待衝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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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闖進

凌晨二時消息
凌晨二時消息 台當局清場

記者會譴責暴力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聯合報》網站報道，台灣警方集結部署驅離行動在今日

凌晨一時完成，在「行政院」前門鎮暴警力就緒，「行政院」後門北平東路也以
優勢警力搬離靜坐的抗議群眾，路面清空，鎮暴水車準備就緒，今天凌晨執行強
制驅離，部分民眾牽手躺在地上抵抗，被警方抬離。截至今天凌晨為止，警方已
逮捕超過20人。警方用擴音器呼籲民眾撤退，並將躺在地上的學生陸續抬離，警
方鎮暴水車已到場待命。
「行政院」凌晨舉行記者會，發言人孫立群今天凌晨舉行記者會說，江宜樺對

於群眾運動失控感到痛心，嚴厲譴責非法及暴力行為，並立即要求強制驅離、依
法處理。孫立群說，外傳有6人闖入「行政院」2樓的「院長」辦公室，事實上是
進到旁邊的辦公室，立刻被擋住、驅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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