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承認「九二共識」是必須完成的「答卷」
南京大學台灣研究所所長劉相平

「太陽花」被告悉數撤控
「行政院長」上任三天即裁示 學者轟逾越司法意在政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 綜

合報道）台灣「行政院長」林全

23日批示，對2014年「太陽花運

動」佔領「行政院」的126位被告

撤告。台灣學者接受文匯報採訪時

稱，這是以「政治性決策」逾越司

法，具有「明顯的政治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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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上午，「行政院」發言人童振源舉行記者會宣
佈，林全20日上任後批出公文裁示，將對126名被

告撤回告訴乃論的刑事告訴。林全表示，「運動」是政
治事件，非單純法律事件，應在多一點和諧、少一點衝
突原則下盡量從寬處理，決定撤告。

收編「運動」世代換支持
台灣時事評論員、中國文化大學教授鈕則勳接受本報
採訪時表示，這是以「政治性決策」逾越司法。他認
為，民間質疑該做法的政治意圖明顯。民進黨執政團隊
不去實質性地針對民眾發展需求尋找解碼，只是想獲取
政治滿足，讓人懷疑其政治動機之一是想收編「運動」
世代，對這些甫成立且有企圖心的年輕世代釋出一定程
度的善意，可以換取「立法院」裡更多支持配合民進黨
的政策。
鈕則勳認為，結合之前「教育部長」潘文忠宣佈廢止

2014年通過的「課綱微調」事件，兩個動作「一定程度
等於意識形態上開始某種『去中國化』呼應」。這是蔡
英文在玩弄兩手策略，對藍綠和解並無實質幫助。
廈門大學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社會平台執
行長陳先才教授亦認為，民進黨這種做法是短視行為。
他稱，民進黨在「運動」發生發展過程中起到推波助瀾
的作用，「運動」領導人的政治光譜和政治訴求等與民
進黨更趨一致，挾「運動」以「令」國民黨，一定程度
上他們算是政治同盟。但是長久而言，二者的利益訴求
和政治盤算並不盡相同，因此政策考量上，民進黨如果
繼續玩弄政治，將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境之中。

國民黨批不尊重法治
中國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王鴻薇對此表示，《行政
院》將司法案件以政治方式解決，是縱容民眾入侵公
署、損害公物，認同民眾以違法手段達到政治目的。對
「行政院」不尊重法治的做法，國民黨深感遺憾。
「太陽花運動」源起「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宣佈完成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審查，引發反服貿學生團
體不滿，抗爭期間，大批民眾於2014年3月23日晚間闖
入「行政院」，造成公物毀損，當時的「行政院長」江
宜樺決定對其中126人提出刑事告訴。

民進黨已撤告「太陽花」百餘
人，為「盟友們」送上大禮；而台
灣教育主管部門新任負責人潘文忠
上任第二天也宣佈，近日將以行政
命令廢止2014年通過的微調課綱。

手握行政和立法雙軌絕對優勢的民進黨，必然要充
分利用好資源為自己盤算。尤其是「5．20」之前忽
然殺出的「公投法」修正草案初審通過一事，需要
兩岸密切關注和提高警惕。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11日審查「公民投票

法」修正草案，初步達成共識，將全台性「公民
投票」適用事項增列「領土變更案之複決」，並
新增兩岸政治協議事前、事後都必須經由「全民
公投」才能換文生效。這個由「時代力量」及民
進黨「立委」葉宜津等人拋出的修正提案初審通
過，算是闖過了第一關。
外界關注的一大焦點，就是「公投」的通過門

檻。針對現行規定「投票人數需超過選舉人口
50%、同意票需過50%」的雙1/2高門檻，台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達成下修為「同意票多於
不同意票，且同意票數達有投票權的人總數25%
以上」的「1/4制」共識。
根據「公投法」初審條文，兩岸之間的政治協

議，應先由「總統」經「行政院院會」決議，交
付「中選會」辦理「公投」，通過後才能開始進行協
商。直接控制並阻礙兩岸協商，便是民進黨為何
數次要求對「公投法」加以修改的原因。若使小人
得志，君子道消。蔡英文未明確承認「九二共
識」，「行政院」撤告「太陽花」，新政權剛「開
張」就動作頻頻，對於後續在「公投法」上的任
何動作，兩岸都要提高警惕。 ■記者林舒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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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當局玩弄政治舉動
撤告「太陽花」：「行政院長」林全對2014年「太

陽花運動」佔領「行政院」的126位被告撤告。

廢止「微調課綱」：台灣教育主管部門新任負責人
潘文忠上任第二天就宣佈，近日將以行政命令廢
止2014年通過的微調課綱。「微調課綱」是針對
李登輝、陳水扁時代的「去中國化」，對高中歷
史課綱進行微調。新課綱就一些名詞進行調整，
如將「日本統治」改為「日本殖民統治」。

不再堅持沖之鳥礁是「礁」：「行政院發言人」
童振源宣佈，對沖之鳥將不採取法律上的特定立
場。沖之鳥是「礁」還是「島」，將靜待聯合國島
嶼界限委員會作最後的裁定。 資料來源：綜合報道

「太陽花」事件簿
■2014年3月18日 由於17日中國國民黨「立法委員」張慶忠倉促宣佈完成《海峽兩岸服務
貿易協議》的委員會審查。18日晚，民眾進行「反服貿」集會。之後有400多名學生趁着警員
不備，進入「立法院」內靜坐抗議，接着於晚間21時突破警方的封鎖線佔領「立法院」議場。
■3月23日 晚間包括學生在內的大批民眾闖入「行政院」，造成公物毀損，次日凌晨遭警方驅離。
這是台灣行政主管部門首度遭外力大規模攻擊破壞的事件。
隨後，抗議者號召全台民眾3月30日至台北市凱達格蘭大道靜坐、遊行。數十萬以黑衫為標誌的
抗議者湧入博愛特區及「立法院」周邊。
■4月10日 抗議者決定晚上6時退出「立法院」，這一場「太陽花運動」造成民眾以及警察共
247人傷病。
■2015年2月10日 台北地檢署以妨害公務等罪名，起訴佔領「立法院」、攻佔「行政院」及相關衍
生事件的118人。5月5日，台北地檢署依侵入建築物罪，追加起訴39人，併案台北地院審理。
■2016年5月23日 「行政院長」林全對126名被告撤回告訴乃論的刑事告訴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中央社

台灣當局新領導人20日發表「就職
演說」。台灣方面稱，講話對兩岸關
係「釋出最大彈性與善意」。還有觀
察人士認為，台灣當局新領導人沒有

發表「兩國論」、「一邊一國」論等「台獨」言論，而
是在此前表態的基礎上，提出會根據台灣地區現行規定
和相關條例處理兩岸事務。因此台灣當局新領導人與以
往相比「又向前走了一步」，這一「善意」值得肯定。

事實果真如此嗎？且讓我們看看台灣當局新領導人的
「善意」。

若與此前的民進黨執政者相比，台灣當局新領導人確
實向前走了一小步；但若與2008年以來的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現狀相比，則是明明白白向後退了一步，而且是
關鍵的一步。其原因就在於她沒有承認、接受「九二共
識」及其「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核心意涵。

2000年至2008年，民進黨執政當局先後拋出和推動
「一邊一國」論、「公投」、「廢統」、「入聯」，將
兩岸關係搞得烏煙瘴氣、波譎雲詭，兩岸人民深受其
害，陳水扁本人也因此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2008年
國民黨上台執政後，海峽兩岸在承認「九二共識」的基
礎上，走上和平發展的正確軌道，取得了豐碩成果：兩
岸兩會通過11次正式會談簽署了23項協議；國台辦與
台灣陸委會建立了常態化聯繫溝通機制，舉行5次負責
人工作會面，建立了兩岸熱線；2015年11月7日，兩岸

領導人在新加坡實現了歷史性會面；兩岸經貿往來、兩
岸人民互動更加廣泛和密切，人民享受到了「和平紅
利」……

在此，我們要問問台灣當局新領導人：既然她宣稱
「20多年來雙方交流、協商所累積形成的現狀與成果，
兩岸都應該共同珍惜與維護」，那她到底想以哪個時期
的「成果」為基礎來維護和發展兩岸關係？是此前民進
黨執政的八年還是國民黨執政的八年？

承認「一中」是兩岸和平「總開關」
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因為歷史不容倒退，和平發展的

進程不容逆轉，和平發展的成果應該珍惜，兩岸同胞的
福祉不容受損，台灣的前途不容走入黑暗。「不要等到
路燈熄滅的時候，才感受到它的存在。不要當和平失去
的時候，才感受到它的可貴」！

毫無疑問，兩岸關係要想和平發展，其基石是承認
「九二共識」及其「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核心意涵。
這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總開關」。

為此，大陸方面及島內有識之士以極大的誠心和善
意，苦口婆心，再三提醒台灣當局新領導人「九二共
識」的重要性，希望她對此予以正面、積極的回應。但
她仍然遮遮掩掩，「猶抱琵琶半遮面」，迴避「九二共
識」及其核心意涵。

中台辦、國台辦負責人在20日的談話中明確指出：

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關鍵在於堅持「九二共識」政
治基礎。「九二共識」明確界定了兩岸關係的根本性
質，表明大陸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兩岸不是國與國關
係。「九二共識」經過兩岸雙方明確授權認可，得到兩
岸領導人共同確認，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基石。

不容台新領導人「以拖待變」
新華社21日的時評也明確指出：台灣當局新領導人

只有真正放下「台獨」的歷史包袱，放棄「打太極」、
「兜圈子」的做法，確實回到認同兩岸同屬一中的政治
基礎上來，兩岸雙方才可能保持良性互動，並繼續推動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更多造福兩岸同胞。

大陸方面的表態立場明確、意志堅定，表達了兩岸人
民的心聲：對「九二共識」及其「兩岸同屬一個中國」
的核心意涵的再確認，是台灣當局新領導人的「必答
題」，不容迴避也無法迴避。

台灣當局新領導人已經走完就職的「最後一里路」。
但在建構兩岸關係的共同政治基礎方面，她還有關鍵的
「一里路」沒走。就兩岸關係而言，她交出的是一份
「沒有完成的答卷」。

她何時才能完成這份「答卷」，交出令人滿意的答
案？揆諸兩岸關係形勢和島內政治經濟態勢，已是時不
我待，實在不容「以拖待變」！

■來源：新華社（內文小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文匯報訊 多位在大陸讀書的台灣學生近日受訪表
示，台灣當局新領導人蔡英文「5．20」就職演說未正面
回應「九二共識」，今後台海間不確定因素將如何影響
兩岸人員往來，又會否限制他們在大陸的學歷認證，都
讓他們深感擔憂。

擔心停止學位認證進程
據中新社報道，清華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博士生楊海
玲指出，2008年開始，台灣當局逐漸開放大陸部分高校
的學歷認證，但至今仍未全面認證大陸專業學歷。如

今，新當局上台執政，令人擔心兩岸學歷認證進程因此
停滯，台生不能繼續分享和平紅利。
17日，台灣當局教育主管部門發佈的「大陸地區高等學
校認可名冊」顯示，台灣方面擴大承認大陸學歷高校範圍
增至155所。大陸有關統計，截至2015年10月，正在大陸
高校就讀的台生總數為10,536人。而台灣青年聯合會秘書
長陳建維近日撰文表示，「民進黨切莫為了政治立場，讓
台灣在陸的台生、甚至台商成為被遺棄的孤兒！」
據報道，蔡英文發表就職演說當日，多位在大陸就學

的台灣學生及家長在台北參與集會，並表達希望新當局

放寬採認大陸學歷的訴求。台生王裕慶目前就讀於北京
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是兩岸婚姻的當事人。2012年，與
大陸籍的妻子相識、結婚後，王裕慶留在了北京學習、
生活。他說，「5．20」後兩岸兩會一旦停止協商，恐會
影響對於兩岸婚姻家庭權益的保障。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碩士黃宣瑋擔憂，兩岸文化、
經濟方面是否還能深化交流？雙方關係是否會走回頭
路？黃宣瑋說，如果大陸企業認為民進黨上台會改變現
有格局，或將造成就業、實習機會縮緊，阻礙台灣青年
在大陸發展，「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在陸台生憂難享兩岸和平紅利

香港文匯報訊 3月28日台北內湖區發生
隨機殺人慘案，4歲女童「小燈泡」遭兇嫌
王景玉當街砍殺不治。士林地檢署5月23日
依殺人罪嫌將王嫌起訴，並求處死刑。
據中通社報道，有吸毒前科的33歲王姓嫌

犯，當日持菜刀從後方朝正騎着兒童學步車
的「小燈泡」後頸部猛砍12刀，導致女童身
首異處，當場死亡，引發全民激憤，兇嫌隨
後遭警方逮捕。案發後將近2個月，士林地
檢署偵結，依殺人罪嫌將王嫌起訴，並求處
極刑。

「燈泡媽」質疑鄭捷之死
台灣近年來屢次發生隨機殺人事件，不僅

造成社會恐慌，也引起民眾對於廢除死刑與
否的討論。前「法務部長」羅瑩雪在卸任前
對捷運隨機殺人的鄭捷執行死刑，當時「小
燈泡」的母親還質疑，當局在執行死刑之
前，沒有分析了解事件的原因，並稱鄭捷被
執行死刑，失去一個研究與了解的對象。
就在王景玉遭求處死刑的當日，羅瑩雪接
受專訪時也表示，執行死刑前一定會再三檢
視受刑人有無精神喪失、非常上訴等狀況，
確定沒出錯後才慎重執行。王景玉的父親稱
王景玉精神異常，但警方調查發現，王景玉
並未持有殘障手冊。

「小燈泡」案兇嫌
遭求處死刑

■命案發生迄今已近兩個月，士林地檢署23
日偵結，依殺人罪嫌將王景玉起訴。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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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行政院長」林全23日批示，對2014年「太陽花運動」佔領「行政院」的126位被告撤告。2014年3
月23日晚，大批學生衝擊「行政院」。圖為警方與學生對峙場面。 網上圖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