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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月18日起，台灣一些學生和民眾反對《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
議》的抗議活動。對此，馬曉光表示，大陸方面一直在密切關注

台灣社會發生的情況。這一段時間以來，圍繞服貿協議的具體問題，
台灣社會有很多討論。「只要我們以平靜的心態，認真讀一讀相關的
條文，道理是非常明白的。」

盼將心比心 體會陸民眾感受
「服貿協議是一個經濟協議。經濟的自由化、全球化，區域經濟整
合的一體化的進程，兩岸都不能置身於事外。」馬曉光稱，過去20多
年來的兩岸經濟合作的發展實踐證明，兩岸經濟發展是可以帶來互補
互利的實際功效，也是可以增進兩岸同胞福祉的。
針對有台灣記者提出「台灣現在有很多人都說看不出服貿協議對於
台灣的好處，擔心服貿協議是大陸牽制台灣的做法」，馬曉光回應說，
台灣社會對服貿協議的一些疑慮是不存在的，「比如說大陸勞工開放
以後就可以大舉入台，這是協議裡沒有的，因為包括在服貿協議裡，
台灣至今都沒有開放大陸勞工赴台工作。比如還有人說，花4.8萬元(人
民幣)就可以投資移民台灣，（服貿）協議裡也是沒有的。所以，這些
種種擔憂，如果大家能夠認真傾聽事實，是可以得到化解的。」
馬曉光還重申，放眼未來，大家都認同兩岸經濟「和則兩利，分則
兩害」。所以，兩岸同胞都不願意看到兩岸經濟合作的進程被干擾。
在新聞發佈會上，有台媒記者指大陸《環球時報》近日一篇文章
提出「大陸應公開表達不會與台灣二次談判服貿協議」的主張，並
詢問發言人「對大陸官媒的表達有何看法」。馬曉光表示，大陸輿
論也是多元化的，用一句「官媒」簡單地給一種輿論定性，是不科
學的。「大陸對台方針政策在大陸民眾中有很高的支持度，大陸民
眾從『兩岸一家親』的感情出發，是積極支持政府採取各種措施推
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實現兩岸互利雙贏的。我想，將心比心，推
己及人，希望台灣社會也能夠深切體會大陸民眾的感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田一涵、張聰北京報道）服貿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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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媒體同行日前轉發一條
facebook推文給我，內容大致是「服
貿不通過，讓大陸急死」。但究竟誰
更急？在「反服貿」聲音高彈數日
後，島內14個重要公會團體聯署發表
盼早日落實服貿聲明，指「撇開大陸
而往別處發展是不可能的」。

在美國、歐盟、日本三大經濟體
陷入長期不景的背景下，加強與大
陸的經貿關係，是台灣的最優出
路。近日與多位兩岸學者及業界人
士交流時，他們不約而同地提及台
灣在國際貿易競爭中的主要對
手—韓國。

「韓國廠商在世界各地享受開放
市場及優惠關稅，台商卻只能眼睜
睜看着自己的競爭力慢慢流失。」
台灣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楊開煌
教授指出，韓國的人均所得是全球
第七，但台灣的現實是：去年1-7
月平均薪資，扣除同期消費者物價
指數後只有46700元台幣（約1.18
萬港元），幾乎倒退回16年前的
水平，20至24歲青年的失業率高
達平均失業率的3倍。

台灣中山大學社科院副院長張其祿
教授稱，簽訂經濟協議其實是全球都
正在做的事情，台灣無法脫離全球經
濟體而獨立存在。「簽訂服貿等於是
把台灣的小池塘拓成兩岸的大海洋，
將2300萬人口的市場拓展為13億。」

今年是台灣的「拚經濟年」，可光
憑小池塘養不活台灣的經濟，真正攸關台灣整體經
濟表現的服貿協議卻在杯葛中停滯不前，更令人憂
心的是點滴積累中的兩岸互信，由此受到負面衝擊。
台大政治系教授張亞中直言：「服貿協議如果不過，
兩岸互信會完全瓦解。」他提及，若服貿不過，不
僅折損台灣在區域整合與兩岸整合的機會，在全球
化浪潮中，這一步跨不出去，下一
步會更加困難，「等大陸與韓國簽
FTA後，台灣落後的幅度會更大。」

小
池
塘
養
不
活
台
經
濟

論「佔院」：兩岸不願經合被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一涵、張聰北

京報道）近期部分台灣學生佔領「立法
院」，要求當局退回《兩岸服務貿易協
議》。國台辦新聞發言人馬曉光回應
稱，服貿協議是互利雙贏的好協議，兩
岸同胞都不願看到兩岸經濟合作、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的進程受到干擾。對於事
件會否會影響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訪台問
題，馬曉光表示，張志軍訪問台灣的時

間和具體安排，雙方尚在溝通協商。

回應港台藝人遭「封殺」
在國台辦新聞發佈會上，有媒體提

出，台灣反服貿群眾「佔院」已超過一
個星期，在台灣社會產生很大震盪，如
果兩岸服貿協議不通過的話，會給兩岸
經貿帶來什麼影響？馬曉光對此回應
稱，我們一直在密切關注發生的情況。

我想，我們推動兩岸經濟合作都是着眼
於為兩岸同胞謀福祉，特別是為台灣同
胞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兩岸經濟合作
20多年發展的各個歷史階段，都不同程
度的為兩岸經濟發展，為兩岸民眾福祉
做出了貢獻。放眼未來，我想大家都認
同八個字「和則兩利，分則兩害」。所
以，兩岸同胞都不願意看到兩岸經濟合
作的進程被干擾。

在被問及台灣反服貿運動以及是否會影
響張志軍主任訪台時，馬曉光表示，張志
軍訪問台灣的時間和具體安排，雙方尚在
溝通協商。對於港台藝人如張懸、五月天、
杜汶澤等因支持「反服貿」行動是否遭大
陸「封殺」問題，馬曉光指出，公眾人物
的言行自然會受到社會民意的檢驗，「希
望兩岸同胞特別是青年一代要多接觸、多
交流，消除誤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行政院長」江
宜樺昨日聽取有關「觀光承載力評估」及「國際市
場開拓規劃」的報告後，指出觀光應重質勝於量，
將力推優質團來台；明年開始，不管淡旺季，陸客
團客每天都是限制5000人。

明年取消「彈性放寬」
江宜樺特別提到陸客團客總額管制現在一日限制
5000人，3月至5月因為是旺季，彈性放寬至8000
人，10月旺季屆時也可能彈性放寬，但是會限制放
寬的部分必須為優質團，而從明年開始，不論淡季
或旺季都是限制5000人。
「觀光局長」謝謂君提醒，各旅行社將來申請旅客

許可時要先確定可以拿到許可，再來接團，才不會造
成糾紛。

台收緊陸客團 日限5000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學
生及民眾霸佔「立法院」進入
第九天。馬英九前日表示願意
在不預設任何前提下，邀請學
生代表到「總統府」會談，學
生隨後也召開記者會，同意不
設前提對話。沒想到學生出爾
反爾，前晚指馬英九缺乏邀約
善意，要求馬先承諾未來不能
動用黨紀，控制國民黨「立
委」表達是否支持「兩岸協議
監督條例」立法訴求。
「立法院」藍綠黨團協商前
日再度破局，學生質疑原因是

馬英九以黨紀脅迫「立委」，
才導致協商失敗，為此他們呼
籲馬不要再以黨紀約束「立
委」。府方人士對此回應指，
現在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立法
程序尚未啟動，就先提出黨紀
問題，難免讓人覺得學生是為
對談設下路障或找藉口。
就學生認為應在「公開平

台」對話，馬英九昨日再釋出
善意，承諾對談一定會在公開
透明的場合，也會全程開放媒
體採訪。目前正等待學生進一
步回應。

學生出爾反爾 為對話設前提

若重談服貿 台3年內邊緣化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中國時報》昨日刊載
署名「李訓民」的評論文章，稱代表沉默的大
多數民眾指出：「同學們，你們又被騙
了！」。文章質疑抗議行動中的學生代表拚命
醜化服貿，刻意操弄議題，呼籲靜坐的約1萬
名學生不要被牽着鼻子走，應有自己的主見，
決定去留。文章又說「趕快回家吧，才是台灣
公民之福」。
評論摘編如下：
其實同學們不必與其唱和，應有自己的主

見，決定去留，所以陳、林二人不斷以口號拉
住學生，讓學者、社會人士輪流上台，或以同
學唱歌，解救冷場，議題越拉越遠，牽扯到台
灣地區領導人的正當性、課綱微調賣台等，就

是要掌握麥克風，取得話語權，在彼等21日與
江宜樺院長對話中，一開始不願交出麥克風，
阻止江院長暢所欲言，未待院長講一半就請其
走路，可見端倪，其處心積慮，心思細膩般的
操弄其他同學，並無可取之處。所以，同學
們，起來吧，你們絕不是憤青，不要再被群賢
樓主席台的風雲學生，牽着鼻子走了。
最讓我擔心的是，現場除了反服貿以外，已

失焦於雞尾酒式的反對任何與大陸有關接觸與
事務，年輕世代的同學顯得毫無信心，在與大
陸的博弈、競爭、統合的過程中，似乎充滿失
敗主義，草莓族(形容人表面光鮮，卻受不起挫
折)與媽寶族(港稱「裙腳仔」)，宜再增加國際
視野，準備迎接來自全球及大陸的競爭。

台媒：同學你們又被騙了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聯合報》報道，Facebook近
日熱傳一段影片，一名嘉義地區警員到「立法院」執勤
時被學生阻止，學生怒罵「我已經8天沒睡覺了！」，
該名雙眼佈滿血絲、綽號「強哥」的警員則回嗆「8天沒
睡是你的事，你可以現在就回家睡覺！」
強哥前日表示，警察的職責就是維護治安，學生靜坐
他不反對，理性的抗議讓執政者重視民眾的聲音，他也
舉雙手贊成，但是當有人不理性衝入「行政院」、破壞
公物，就像有人到你家砸東西，警方一定要處置。強哥
無奈的表示，走到這一步沒有人願意。

警察嗆學生：想睡回家睡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媒報道，對學生反服貿行動的支
持與反對聲浪逐漸明朗化，雙方的抗爭也從校園延燒到
網絡，支持和反對者在網絡開戰，更出現因「道不同」
而「互刪好友」的情況。
據東森新聞網的「反服貿運動」網絡調查，截至昨

日，共有 44690 位網友投票，反對有關抗議的佔
49.23%；贊成的佔50.77%。兩個數據近日互有領先，不
相上下，反映即使在島內的年輕一代中，對此次的反服
貿運動也非一面倒支持。

支持反對「道不同」
網民「互刪好友」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台「經濟部長」張
家祝昨日向國民黨中常會發表書面報告，指兩岸經貿
協定屬於國際矚目，若重啟兩岸服貿協議談判，兩岸
貨貿、爭端解決協商勢必中止；與外地洽簽自由貿易
協定（FTA）、經濟合作協定（ECA）將停滯不前；
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
協定（RCEP）機會渺茫；3年內台灣必然被邊緣化。
張家祝書面報告指出，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是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與制度化的唯一途

徑；完成ECFA後續協議，包括服貿、貨貿與爭端解
決；與外地洽簽FTA、ECA充分條件；加入TPP、
RCEP必經之路。
至於「服貿協議」簽署後，內容可修改嗎？書面報
告指出，自由貿易協定生效程序，完成後就生效，未
完成就不生效；審議通過就生效，不通過就廢棄；內
容修改，是「不通過」的。萬一開放後有些產業受嚴
重衝擊怎麼辦？報告指出，生效後的調整機制，包括
有緊急磋商、承諾表修改、檢視與修正。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馬
英九昨日在國民黨中常會上反駁外界
質疑服貿協議黑箱作業的說法，稱服
貿協議審查的嚴格史無前例，辦過公
聽會、說明會，「立法院」正準備進
入逐條審查、逐條表決，反問「審查
的嚴格到這個地步，還有什麼黑箱可
言呢？」
馬英九強調，反對服貿協議的人

士常指這是「黑箱作業」，實際
上，在簽署協議前，「經濟部」與
其委託的單位已經就46種服務業，
和其中相關的協會或公會代表264

人，進行了 111 場的溝通，並在
「立法院」召開20次公聽會。簽署
後，也召開 144 次的說明會，有
7900多人參加。
馬英九表示，《兩岸服貿協議》目

前在「立法院」正準備逐條審查、逐
條表決。每一條逐字、逐句的審查，
最後表決，這大概已是最嚴格的方
式。在台灣「立法院」的歷史上，還
從來沒有一個法案辦過20次公聽會，
這在歷史上是第一次，前所未有，
「所以說審查的嚴格到這個地步，還
有什麼黑箱可言呢？」

■■馬英九馬英九。。
中央社中央社

馬駁黑箱質疑 強調審查嚴格

國台辦回應服貿：島內疑慮根本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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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沒開放陸勞入台 投資移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