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台灣人口快速老化，勞動力短缺危機近

在眼前。然而在家庭與職場難以兼顧情況下，台灣「主計總處」人力運用

調查顯示，今年工作年齡人口中，仍有198.4萬名婦女因「料理家務」，

成為非勞動力。

調查：台200萬婦女成非勞動力
多因「料理家務」被困家中 專家籲當局需砸資源促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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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當局曾指出台灣人口問題已成為影響
安全的大問題，「國發會」最新人口

推估報告也顯示，台灣15歲至64歲的工作
年齡人口早在2015年達到最高峰，並自
2016年開始下降，而人口紅利將在2027年
消失。換言之，2027年的工作年齡人口佔總
人口比重將低於66.7%。如何刺激更多人投
入勞動市場、提升勞動參與率，是當局相當
重視的議題。
與此同時，島內卻有一群正值15歲至64
歲工作年齡的人因不同的個人因素，沒工
作、也沒打算找工作，被歸為非勞動力。
「主計總處」調查顯示，今年5月15歲至64
歲的非勞動力達524.4萬人。探究這些人未
參與經濟活動的原因，以「料理家務」為最
主要因素，有203.5萬人；其次是「求學及
準備升學」，有202.6萬人；另外也有5萬
人是因為「高齡、身心障礙」。許多女性面

臨家庭和就業二選一的局面，「主計總處」
官員也指出，因帶小孩、照顧老人、打理家
事等家務因素不投入勞動市場的203.5萬人
中，有198.4萬人是女性。

籲跨部會協調處理
台大國發所副教授辛炳隆表示，這些女

性當中，有些人是自願待在家中，但也有
些人是「不得不」留在家，扛起料理家務
的責任。他直指，如果政府只從提高女性
勞參率的角度來擬訂政策，當女性勞參率
提高，很大機率是生育率隨之降低，人口
結構轉變帶來的勞動力短缺問題依舊存
在。因此，把女性因生育、照顧長輩等家
務因素而無法投入職場視為就業議題，是
抓錯方向。
過去當局多把提升婦女勞參率歸於台灣勞

動部門的業務，但辛炳隆指出，勞動部門只

能協助女性就業，無法改善女性家務負擔、
解決家中老人或小孩的照顧問題。這些託
育、長照等相關政策涉及教育部門、衛福部
門的權責，必須由更上位層級來跨部會協調
處理。
至於未來的政策方向，他表示，應從改

善人口結構、促進勞動力的角度思考，除
了鼓勵育嬰婦女可以兼職，或協助調整成

部分工時的工作形態，補助方面也要加大
力道。
辛炳隆強調，政府必須體認，鼓勵生育、
鼓勵婦女投入職場，不是一個月補貼幾千元
（新台幣，下同）可以解決的事情，託育、
教育、照護等費用，一個月花上2萬元都算
合理，「如果真的覺得是事關台灣安全的大
問題，政府資源就要砸下去。」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第一屆
「兩岸和平統一進程」研討會16日在台北
舉辦，逾百位專家、學者及相關機構負責
人、代表等出席活動。為宣揚兩岸和平統一
的理念，台灣中華民族團結協會等民間團體
共同舉辦此次學術研討會，探討「兩岸統合
模式」、「兩岸統一前的謀合機制」和「兩
岸統一的互利條件設計」三個主題。
台灣中華民族團結協會名譽理事長夏瀛

洲致辭時指出，回顧兩岸開放交流30年來
的現狀和成果，就會明白兩岸發展態勢不
可阻擋，更不可逆轉。不管民進黨怎樣進
行政治操弄，如何走「漸進式台獨」路
線，歷史已經昭示了兩岸關係的最終走向
一定是統一。
中國國民黨前主席、台灣中華青雁和平教

育基金會董事長洪秀柱表示，「九二共識」
精神就是一個中國，希望2020年選舉中每

一位要代表中國國民黨參選的人都能把兩岸
關係講清楚、作個交代，不能再模糊。

兩岸融合發展受台青歡迎
台灣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主任楊開煌認

為，推動兩岸和平統一，要讓台灣民眾到大
陸有回鄉的安定感、安全感。目前，兩岸融
合發展已受到台灣年輕人的歡迎，期盼未來
兩岸和平統一是水到渠成。

台灣大學教授黃光國在研討會上提出，兩
岸應共同建構「文化中國」的概念，進行漸
進式的統合。
台灣中華財金研究發展協會理事長林定芃

認為，此次台灣「九合一」選舉結果顯示，
多數台灣民眾要的是更好的經濟發展，而不
是政治鬥爭。兩岸應在此基礎上，增進經
濟、文化、學術等各方面的交流，共同邁向
和平繁榮。

逾百專家台北研「兩岸和平統一進程」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通社
報道，民進黨在 2018年
「九合一」選舉中慘敗，
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為
此辭去民進黨主席一職，
黨內備受期望的中生代經
過各派系透過「協調飯
局」後，推舉台灣地區行
政管理機構秘書長卓榮泰
登記參選黨主席補選，卻
引發新潮流創系大老吳乃
仁退黨。針對此事，資深
媒體人彭文正15日發「藏
頭文」，抱怨蔡英文「主
席性格，毀了全黨」。
民進黨主席究竟誰來

當？自敗選後，桃園市長
鄭文燦、新竹市長林智
堅、台中市長林佳龍、台
灣地區行政管理機構前負
責人蘇貞昌，甚至台灣立
法機構負責人蘇嘉全都被
認為可出面「承擔」，但
相關人士卻一一拒絕，讓
黨魁補選呈現無人應戰的
尷尬情況。到12月中旬，
開始傳出黨內中生代要角
鄭文燦、林智堅、陳其邁
等人在台北市的火鍋店聚
會，會中也與不在場的林
佳龍等人通電話，才確定
共推卓榮泰參選。但卓榮
泰的參選，卻惹來吳乃仁
不滿，直接在內部群組嗆
退黨、退新潮流，造成黨
內動盪。
彭文正於 15日在 face-

book上貼出一張圖片，內
容稱「自作主張黃鐘毀棄
瓦釜雷鳴，沒剩幾席還想
私了瞞天過海，兵臨城下
性命交關全力以赴，高高
在上格格不入朋黨比
周」，還「故意」用紅筆圈
出8字「主席性格，毀了全
黨」，顯示出對蔡英文的
不滿。對此，網友在彭文
正facebook留言回應，「成

也小英，敗也小英！」、「只要有私心
就不會是好領導人」、「撈混騙出
包」、「支持你狠狠的撕掉那張懦弱、
自私、獨裁的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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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總處主計總處」」調查顯示調查顯示，，台灣今年仍有台灣今年仍有198198..44萬名婦女因萬名婦女因「「料理家務料理家務」」而成為非勞動力而成為非勞動力。。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六旬夫婦重溫初識眼神

在湖南長沙機械轟鳴的一

個建築工地臨時搭建的攝影棚裡，年

輕女攝影師羅嫻為60對民工夫婦拍完他們

的第一張、也可能是唯一一張婚紗照。羅嫻

說：鏡頭捕捉的不是美麗容顏，而是夫婦真

情。她說：「他們的愛埋在心底，關於愛的

邏輯簡單而淳樸，這是最有力量的東

西。」網友的一致好評稱：「暖

心！」 ■北青網

拍照前，羅嫻會先和被拍夫婦聊一聊工作、感情、過往
的生活；不僅讓她更了解夫婦二人，也能讓他們完成一次
有儀式感的「交心」。
羅嫻回憶起一對年輕夫婦談論起他們結婚故事的樣子。

男方家在臘月初九發生意外事故，準備用於結婚的房子被
燒毀。當人們都默認女方將推遲婚約時，婚禮卻於臘月十
二如期舉行。羅嫻問妻子為什麼，妻子看了丈夫一眼，滿

臉幸福地答道：「就是想嫁，沒有什麼為什麼。」
羅嫻說，在很多人有所顧慮的問題面前，
這些拍攝對象的答案卻很簡單——

「『我願意』，就夠了。」

一組民工婚紗照拍攝現場的照片近日走紅網
絡。這是攝影師羅嫻和她的團隊發起的公

益攝影項目：他們要為60對民工夫婦免費拍攝
婚紗照和工裝照。
羅嫻說，今年6月為其工作室裝修的一名工人
的話是她發起該項目的初衷。她表示：「裝修
隊裡有個特別瘦的青年，他和我聊天時說，對
他而言，花錢拍婚紗照是一種奢望……而實際
上，除去為生計奔波，（民工）這個群體對情
感的需求和所有的同齡人一樣強烈。」

工地搭攝影棚 年長民工圓夢
羅嫻繼而發現，不僅是年輕人，年長的民工
對於愛情的渴望也依然根植心底。「他們操勞
一輩子大多是為兒女，很少關注自己的情感需
求。年輕的時候沒有經濟能力，年紀大了後更
不好意思走進影樓。對於很多民工夫婦而言，
不僅沒有婚紗照，連一張像樣的合影都沒有，
他們實際上卻對此充滿期待。」
經過籌備，羅嫻最終選擇了一處位於湖南長
沙的建築工地。40平方米的攝影棚臨時搭建在
工地的項目部旁邊，腳手架當樑作柱，外面覆
蓋彩條布遮光擋風，在攝影棚內能清晰地聽見

攪拌車和塔吊的轟鳴聲。羅嫻解釋，在熟悉的
環境裡，民工夫婦們會減少一些被拍攝的緊張
感。而純色的攝影背景，燈光的角度和位置都
經過了精心的設計。羅嫻說：「攝影背景的顏
色是純色，就像他們純粹的愛情，這也是對他
們的尊重。」
出於好奇，一些附近的工友也來攝影棚參

觀。羅嫻說，即使攝影棚簡陋，也與塵土飛揚
的工地形成鮮明反差；藝術創作把民工們從現
實生活中剝離出來，給了他們一個真心交流、
欣賞自己的機會。

拍攝機會難得「90後」夫婦忐忑
參加拍攝的「90後」夫婦袁紅貴、陽桂珍於
2012年領證，但他由於經濟原因，並未舉行婚
禮；袁紅貴一直遺憾沒能讓妻子穿上婚紗。而
患有小兒麻痹症、自幼雙腿癱瘓的陽桂珍還因
為自己的身體對拍婚紗照有些障礙。
11月，在得知免費拍攝婚紗照的機會後，夫

婦二人積極報名。陽桂珍說：「我沒化過妝，
而且這一年胖了20斤，很擔心自己穿婚紗不好
看。拍照頭一天晚上，我還問我老公。他讓我
放心，說應該會挺美的。」

攝影師免費拍婚紗照攝影師免費拍婚紗照
圓圓6600對民工夫婦對民工夫婦

「『我願意』，就夠了。」

今年63歲的呂友道是一位工地項目經理，他和妻子張大
芬在上世紀70年代經人介紹相識、結婚。在此次拍攝前，
夫婦二人從未進影樓照過一張合影。他說：「那個時候，
結婚證上是不需要照片的。」
呂友道說，夫妻在鏡頭前四目相對的一剎，感覺回到了
40年前剛剛認識彼此的時候。
他說：「我去考中專那一年，回家路上得了急性口腔

病；路過她家時，她叫來醫生給我看病、還照顧
我。我一直躺在床上，她就在旁邊看着我，彼此都
不說話。我至今記得她含情脈脈的眼神。而
在拍婚紗照的那一刻我又看到了（那種

眼神），感覺一下子回到
了40年前。我相信她也是
一樣的感覺。」

願願心心

■■湖南長沙湖南長沙，，中建三局的項目工地上中建三局的項目工地上，，3030
歲的爬架工溫健將妻子王英的手握過來歲的爬架工溫健將妻子王英的手握過來，，合合
在自己的掌心捂熱在自己的掌心捂熱。。這是他第一次見到她穿這是他第一次見到她穿
上潔白婚紗上潔白婚紗。。攝影師羅嫻端着相機攝影師羅嫻端着相機，，盡力捕盡力捕
捉他們每一個動人瞬間捉他們每一個動人瞬間。。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羅嫻在拍攝前和民工夫婦聊天羅嫻在拍攝前和民工夫婦聊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攝影師羅嫻在工
攝影師羅嫻在工地上搭建的臨時攝

地上搭建的臨時攝影棚內指導民工夫
影棚內指導民工夫婦擺姿勢婦擺姿勢。。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拍下民工夫婦真情
拍下民工夫婦真情

一刻一刻。。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