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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委堵門 審服貿再流會
藍批民進黨頻阻攔 無法討論讓人遺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沈清麗）香江文化交流基
金會昨日在港舉行論壇，兩岸紅、藍、綠專家學
者針對近日台灣反服貿事件各抒己見。中國社科
院台研所副所長朱衛東指「佔院」是「一場以學
生為先鋒，以反服貿為借口，由民進黨操控的反
對馬英九運動」，是島內不成熟的選舉制度造成
的。民進黨前中常委洪奇昌則指民進黨雖然也反
服貿，但沒有這樣的實力去動員這麼多人參與。

基層未受惠經貿整合
洪奇昌認為，台灣社會對服貿協議的理解既有

年輕世代的差距，也有階級利益取向的差距。兩
岸關係經貿整合的最大獲利者是企業，基層民眾
沒有從中得益。「這次反服貿的學生75%至80%
約為25歲，他們利用網絡動員學生、地下樂團、
文藝工作者、公民團體。以最短時間動員到最大
量的人數。」他指民進黨雖然也反服貿，但沒有
這樣的實力去動員這麼多人參與。

對於未來的兩岸關係何去何從，洪奇昌認為，
台灣已是多元社會，公民力量、學生世代等對兩
岸關係的看法，都必須列入兩岸和平發展過程中
的思考。「不只是國民黨和共產黨、民進黨和共
產黨。」

島內民意與陸差距大
朱衛東指出，反服貿事件可為兩岸關係帶來兩

點啟示，一是台灣民心民意認同方面還有很多偏
差，與大陸想法有很大差距，要扭轉認同上的偏
差任重道遠。「2008年至今6年，大陸只將台灣
這條大船從『獨』的方向扭過來，還未到『統』
的方向走，雖然台獨走不通，但要認同統一，路
還很長。」
「大家都在水裡互插，誰也別想活，為反對而反
對。」朱衛東表示，台灣的選舉制度促使朝野對抗
變成「逆水式沉淪」，兩岸關係受島內選舉的影響
很大，此次反服貿事件正是受到民進黨5月底的黨主

席選舉及年底的「七合一」選舉影響。

兩岸發展需納青年聲音
香江文化交流基金會主席江素惠認為，反服貿已

經不能再標籤為藍綠之爭，年輕人對未來有擔憂，
反服貿事件是年輕人反馬英九情緒的大爆發，她亦
認同未來兩岸關係發展除政黨溝通外，也需要加入
青年聲音。
曾任台灣海基會秘書長的台灣「中美文化經濟

協會」理事長邱進益認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要
避免台灣選舉政黨輪替帶來的影響，需要尋求更
穩固的基礎，建議充實「一中框架」的實際內
容，同時兩岸各自成立「兩岸和平發展委員
會」，融入各黨各派的人士進行討論達成共識。
有關「習馬會」方面，邱進益倡議兩岸領導人可
於今年北京舉行的亞太經合會議中，以「非政治
領袖人物」的身份見面。
這次香江論壇正值台灣反服貿事件爆發之機，加

之論壇主題是「馬習會及兩岸新形勢」，吸引了香
港各界逾百人與會。會議舉行的地點陽明山莊會所
會議廳座無虛席，發言者觀點鮮明，交鋒激烈；台
下聽眾提問踴躍，大聲表達意見，氣氛熱烈。

陸學者：綠借口反服貿 操控反馬運動

國民黨政策委員會執行長林鴻池隨後在記者會上
指責民進黨已經被學生綁架，原想利用學生替

它打天下，但最後已無法掌控學生。

藍斥「民主最壞示範」
林鴻池說，國民黨已表示希望也願意按朝野協商
逐條討論、逐條表決「服貿協議」，但民進黨「立
委」依然霸佔主席台，依然想方設法不讓會開成，
這次連門也不給進。國民黨團批評民進黨團在本屆
會期已杯葛37次，為台灣民主做出最壞示範；張慶
忠決定變更議程，將於明日(3日)下午的委員會改審
選舉罷免法、政治獻金法。
林鴻池指出，去年6月兩岸簽署「服貿協議」，
一直到今年3月17日，已經過去了270天、6480個
小時，但「兩岸服貿協議」至今依然躺在「立法
院」聯席會，由於民進黨的杯葛，根本就無法逐條
討論，逐條表決，實在讓人遺憾。
林鴻池強調，國民黨希望回歸議會機制，民進黨

若對部分條文有意見，可提出修正動議或附帶決
議，但「立法院長」王金平至今已邀集5次朝野協
商，民進黨連不霸佔主席台都不敢承諾，原本要求
逐條審服貿，但現在根本是一直用不同手段反服
貿，根本沒有審查服貿協議的誠意。張慶忠受訪時
說，如果當日不審服貿，就得再等10天才能輪到國
民黨當「召委」。

陳為廷欲衝擊張慶忠被阻
雖然佔院學生代表號召50萬民眾再度包圍「立法
院」，但響應者稀，上午有一群學生赴中興大樓的
「立委」出入車道靜坐，「公投護台灣聯盟」等
「獨派」團體則召集百多人佔據「立法院」正門，
拒絕任何人從正門進出。
學生代表林飛帆表示：「張慶忠30秒事件之後，
我們還會讓他審查嗎？我們要告訴張慶忠，你沒資
格，張慶忠再一次到『內政委員會』審查服貿，這
不是執迷不悟，什麼才是執迷不悟？這不是一意孤
行，什麼才是一意孤行？」
另一位代表陳為廷，趁張慶忠在受訪時意圖靠

近，問他要不要簽承諾書？欲對張慶忠抗議，員警
發現後趕緊攔阻，將其架離現場。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兩岸服務貿

易協議由「立法院」院會退回「內政委員

會」重啟審議，原定昨日由國民黨籍「召

委」張慶忠排定審查的議程。但因內有綠

委守在會議室門口，阻擋藍委和相關官員

進入，外有「佔院」的學生號召群眾包圍

「立法院」，學生總指揮陳為廷一度欲衝

擊張慶忠被阻。朝野審議再次流會。

美查貿易障礙 指台限陸資過多

兒留守未歸 父強拉回家
香港文匯報訊 據今日新聞網報道，不少大學

生留守「立法院」，好幾天沒回家。家人打手
機、聯絡不上，乾脆到現場找人。一位着急的父
親前日在「立院」周邊總算找到兒子，一把扯掉
其頭上的毛巾，在「立院」門口拉扯。一個開
罵、一個邊擦眼淚，父子倆都情緒失控。父親怒
嗆：「你夠了，走啦！」兒子雖堅持不離開，最
後仍被父親強行拉走。

警員身心疲 創戰歌打氣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時電子報》報道，學生

「佔院」逾兩周，警方每天都派出至少2千名警
力維持「立法院」、「行政院」與「總統府」等
機關秩序。警民對立，警員身心俱疲。台北市保
安大隊長陳文智作詞，創作戰歌《英勇的波麗
士》激勵士氣。歌詞詮釋警察的辛勞，以及對抗
爭早日和平落幕的期盼。部分歌詞如下：「波麗
士、波麗士、英勇的波麗士，為了社會安定，流
汗何足惜，為了民主法治，辱罵何足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臻瑜 廈門報
道）台灣「立法院」昨日原本排定審查兩
岸服貿協議，卻因綠營人士阻擋藍營「立
委」入內而未能開議。台灣時事評論員、
美麗島電子報副董事長吳子嘉直言，綠營
其實深知服貿協議對台灣經濟帶來的好
處，原本想利用學生「霸院事件」來討價
還價，以蘇貞昌為首的黨團內部還未恢復
理性，才落得如此進退不得的尷尬境地。

「民進黨對服貿的好處心知肚明，這一
點也很肯定。」吳子嘉表示，民進黨黨內
對服貿內容肯定是支持的，反對的是程序
問題。「其實當年的ECFA（兩岸經濟合
作框架協議）民進黨是概括承受，現在的
服貿自然也一樣。」他認為，這場風波的
轉折點可能是在6月1日，因為蔡英文極可
能重新當選民進黨主席，因為蔡英文所採
取的做法，將同現任主席蘇貞昌有很大的
區別，她勢必會將服貿問題回歸中間理
性。「以台灣目前所處的國際環境來看，
退回服貿顯然是不合理的。但是蘇貞昌為
了鞏固自己的反服貿教主地位，甘心陷民
進黨於尷尬地位。」

鑒於近日綠營不再「悶聲鐵齒」，包括
高雄市長陳菊在內的多位民進黨縣市長也
紛紛表態「有條件地支持服貿協議」，台
灣「財經立法促進院」副院長張五嶽對此
並不感到奇怪，「在民進黨執政的縣市
中，高雄服務業所佔比重是最大的。綠營
並非不明白服貿利弊，而是有策略性考
量。」他說，目前的「學生霸院」事件是
爭取中間選民的最好時間，
所以民進黨一定不會放棄這
個機會，只能拖延時間，哪
怕深知服貿利大於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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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代表涉妨害公務挨告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學生佔據「立法

院」踏入第16日，有台媒指警方日前已依妨害公務、
侵入住宅等罪嫌，將總指揮林飛帆、陳為廷2人函送
台北地檢署，北檢已分案偵辦。台北地檢署昨日表
示，警方並未函送佔領「立法院」議場的反服貿學生
代表林飛帆及陳為廷，不過有4名民眾告發兩人，檢
方會依法處理。
北檢說，後續仍有多名民眾告發林飛帆及陳為廷，

目前進入核對發查階段，尚未分案，相關告發案件，
均依法處理。
檢方表示，目前有兩位處理群眾運動專責檢察官偵辦
反服貿學運相關案件，一人偵辦「立法院」遭攻佔等相
關犯罪，包括林飛帆及陳為廷遭告發案件，一人則偵辦
群眾闖入「行政院」等相關犯罪，其中被告魏揚無保請
回、被告許立限制住居、被告陳廷豪新台幣5萬元交保。
另據中廣新聞網報道，根據檢警統計，從學生佔據

「立法院」至今，包括林飛帆、陳為廷在內被檢方列
為被告的學生、民眾至少43人。

馬晤博鰲代表 重申不退服貿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今年博

鰲亞洲論壇將於8日至11日在海南
省舉行，馬英九前晚會見由前「副
總統」蕭萬長帶領的台方代表團
時，提到博鰲論壇在兩岸協商中扮
演重要角色，能傳達台當局推動兩
岸關係帶來海峽和平的訊息；他同
時指出，代表團屆時一定會被問到
此次「反服貿」學運，馬英九希望
代表團能如實告知，抗議學生的訴
求，台當局能做的都做了，但要退
回服貿沒辦法同意，因為這對台灣
傷害太大了。
馬英九昨日表示，台灣與大陸簽

訂ECFA後，累計關稅已省下新台幣
420億元(約108億港元)；這只是早收
清單的539項，將來若簽署貨貿協
議，應會節省更多。

龍應台批學生思想薄弱
據台灣《聯合報》報道，「文化
部長」龍應台昨日指出，在行動層
面上，反服貿年輕人的組織分工、
宣傳，讓她覺得嘆為觀止，可說是
台灣60年來社會運動經驗累積的成
果，她為這樣的行動打100分，她

「愛死了這批年輕人」。
但她同時批評，這些年輕人思想上

非常薄弱，有太多矛盾，要求學生們
應該退出議場。龍應台批評，法治支
撐了民主，但學生們的行動以破壞法
治為手段。很想知道他們到底反對服
貿協議的哪一條、對知名經濟學家的
看法有什麼反駁等等。

■(左起)朱衛東、江素惠、洪奇昌、邱進益在論壇上合照。
本報記者沈清麗 攝

香港文匯報訊 據《旺報》報道，美國貿易代表署前
日公布2014各地貿易障礙報告，特別點名台灣對陸資
限制多，還採取比WTO還嚴格的規範限制，指「台灣
已對WTO開放承諾，卻仍對陸資設限」。面對島內服
貿陷入恐陸爭議，美這項報告，頗有暗喻台灣要與國際
接軌，還未做好準備之意味。

倡對陸資外資一視同仁
報告指出，台灣對外資開放的行業如航空、貨運承
攬等，卻禁止陸資投資，港埠設施，台灣對外資開
放，但陸資持股，卻有49.99%限制，且還限定在BOT
案件。
據了解，美方關切陸資來台遭嚴格限制，早在去年就

首度提出，主要是針對台灣對WTO開放承諾，美方認

為對陸資、外資應一視同仁。有趣的是，其實大陸對
WTO的開放承諾並沒有台灣多，美方計較的其實並不
在開放程度高低，而是關切有否履行承諾。
台「經濟部」官員解釋，美方關切是台灣對陸投資是

否「正常化」，不只因為美國關心台灣是否遵循國際經
貿遊戲規則，更重要的理由在於美跨國企業在陸布局越
來越多，需要分散風險；無論是藉台灣為跳板入陸，或
是將在陸營運轉移部分至台灣，都需要台灣對外資與陸
資進一步開放及正常化。
台「經濟部次長」卓士昭前日回應指出，美方在意重

點在於台灣對陸是否能遵守WTO承諾，一視同仁；台
方已對美解釋兩岸關係特殊，「但一直都有循序漸進在
開放」。不過經貿官員也指出，台灣從去年服貿爭議開
啟後，投資開放措施與法規鬆綁就幾乎停滯。

■■前往開會的國民前往開會的國民
黨黨「「立委立委」，」，被民被民
進黨進黨「「立委立委」」擋擋
路路，，雙方激烈推雙方激烈推
擠擠。。 中央社中央社

■■反服貿學生在國反服貿學生在國
民黨中央黨部與警民黨中央黨部與警
方推擠方推擠。。 中央社中央社

■張慶忠(右二)一步入「立院」就遭柯建銘（左二)攔
阻。 中央社

■陳為廷（中）未及接近張慶忠，已被警員拉走。
中央社

■馬英九（右）接見蕭萬長。中央社 ■龍應台。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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