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義祥被拍到在事發現場往列車方向看去，現場
不止一人。 網上圖片

●李義祥（右一）事發後和其他人在坡上觀望。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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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負責人被曝事發現場旁觀
李義祥未幫忙救援 在場至少5人觀望 律師稱或涉故意殺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煌基 福

建報道）台鐵「太魯閣號」出軌釀

重大傷亡事故進入第四日。義祥工

程社負責人李義祥供稱，事發時只

有自己在場，但5日台灣檢方卻查

出事實上並不只他一人，一時間引

發眾怒。多家台媒今日消息指，李

義祥被發現事發後和其他人站在山

坡旁觀，未幫忙救援，還低頭看手

機。對此，台灣法律界人士認為，

如果李親眼看火車撞上工程車，又

沒有任何作為就離開現場，已經不

是過失殺人罪，可能構成故意殺人

罪，可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有路過民眾晒出相片，事發當日上午9時19分，拍攝到李義祥駕駛的工
程車停放在邊坡轉角處的鐵皮屋前，車頭對着鐵路方向。9時21分拍

攝的另一張照片顯示，工程仍維持原樣。有台鐵內部人員透露，李義祥負
責的工地已接近完工，僅剩收尾，不僅連假期間要求停工，平時亦被要求
只能夜間施工。懷疑李案前工程車是否進行物品吊掛導致滑落邊坡。
「太魯閣號」脫困乘客4日出示的照片顯示，李義祥在山坡上觀望「太魯

閣號」事故現場表情凝重。5日凌晨，又有更多張照片被公布，顯示除了李
義祥外，當時山坡上還有一群人看着出軌的列車。網友對比第一時間脫困乘
客拍攝的視頻，更驚訝地發現照片中的那群人混在乘客中查看現場後一起離
開。
該名脫困乘客接受台媒採訪時還表示，他們被撤離時，還看到一旁有4、

5位工人對着他們點頭示意。而在5日凌晨，有其他網友也在相關新聞下曝
出當時山坡上至少有5人的照片，但那些人看起來並沒有報警，也沒有下
來幫忙，就只是盯着「太魯閣號」看。

混在脫困乘客中離開
其他人對比臉書上脫困民眾第一時間公布出的求救視頻，驚訝地發現山坡

上那群人當時就下山混在脫困乘客中，不斷查看「太魯閣號」列車與肇事的
工程車，似乎是在確認到底造成了什麼傷害，接着便與眾人一起離開。

李曾說「我的人生到此結束」
不過，當時脫困乘客沒人知道隧道中的慘況，這也可以說明為何李義祥

遭到警方逮捕時有問必答，但在得知傷亡人數不斷攀升後，會說「我的人
生到此結束」。
後經證實，腰綁羽絨服者為當班列車第二車廂乘客，另一被誤認為李義

祥員工男子亦拿出車票證明自己為第一車廂乘客。台交通部門負責人王國
祥昨日下午在記者會表示，相片中有一人為「聯合大地」工程勞安人員，
詳細情況仍在調查中。

最後一具遺體移出
另悉，「太魯閣號」事故最
後一具遺體，昨日下午3時許
從隧道移出，在大批警力維護
下，由黑色廂型車送往花蓮市
立殯儀館。經檢方對比，最後
一具遺體，為21歲莊姓軍人
遺體殘肢。該遺體被壓在隧道
內的第6節車廂約15噸重的火
車轉向架下方。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
道，國民黨民代機構黨團5日舉
行記者會，提出台鐵「太魯閣
號」出軌事故的多個疑點，指責
是一個「政府殺人事件」，要求
交通部門負責人林佳龍立即下台
受查，台灣地區行政主管部門負
責人蘇貞昌也應下台負責。國民
黨團又宣布捐出100萬新台幣，
下同，約合港幣27萬元賑災。

要求蔡道歉 一併調查承建商
國民黨團書記長鄭麗文指，

2018年普悠瑪列車事故後，台灣
地區行政主管部門曾成立台鐵總
體檢專案小組，但蘇貞昌上任後
不聞不問，這份報告並沒有完
成。她要求蔡英文必須道歉，而
林佳龍、蘇貞昌立即下台，並接
受行政調查。她又質疑，涉事工
程車是因人為操作不當，失控導
致事故，要求要一併調查承建
商，不要逃避責任。

台灣網絡媒體以「『太魯閣
號』出軌釀嚴重傷亡，台鐵、
肇事工程車該如何負責？」發
起投票，關於此次「太魯閣
號」事故最大肇事原因，民調
顯示，近三成網民認為是承攬
廠商監督未落實；約一成網民
認為是工程進度延宕，兩成半
網民認為是台鐵對工地管理有
疏失，有近四成網民認為以上
皆是重大原因。
「太魯閣號」事故成為半世紀
以來最嚴重的鐵路意外，台交通
部門負責人林佳龍傳出已口頭請
辭，並稱會負起政治責任。對
此，有70.73%網民認為林佳龍應
該下台，以示負責。
此外，往返花東地區的火車一

位難求，故「太魯閣號」會開放
部分站票，被質疑恐與此次事故
傷亡有關，有53.66%網民認為火
車速度快，站票的危險性高，基
於安全考量不應再販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煌基 福建
報道）針對「太魯閣號」列車事故，大
陸科普作家吳京平錄製科普視頻稱，事
故列車「太魯閣號」車廂寬2.9米，但
輪距僅為1米，容易導致火車頭重腳
輕、重心不穩。
吳京平稱，大陸動車車寬3.1米，採
用1.435米標準軌距。「台灣普遍使用
窄軌，這是與大陸鐵路最大的不一
樣。」吳京平表示，目前島內窄軌鐵路
是為主流，達到了1,100公里，而標準

的1.435米軌距鐵路僅為350公里，甚
至還有少量的阿里山觀光小火車，採用
的是0.762米軌距。
吳京平表示，窄軌鐵路造價低，轉彎
半徑小，爬坡半徑小，爬坡坡度可以更
大，因此更適宜山區蜿蜒曲折的山體環
境，亦適合台灣島地理環境。「尤其窄
軌列車更輕，動力也比標準軌距列車要
求更低。」吳京平說，但窄軌鐵路缺點
亦十分明顯，「速度上不來，軌道窄，
速度往上提走起來不穩。」

陸科普作家：窄軌列車高速易重心不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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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太魯閣號太魯閣號」」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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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業務齊頭並進 風險抵禦能力較強

中國再保險誕生於建國之初，目前是中國境內唯一的本土再保險集
團，再保險保費規模位列亞洲第一，全球第七。其業務板塊涵蓋了

再保險、直接保險、資產管理、保險經紀等完整的保險產業鏈條，同時還
直接或間接控股境外多家子公司，2019年完成收購英國橋社保險集團，全
面提升了集團全球化競爭能力。
2020年中再集團總保費收入繼續保持較快增長，增速達 11.5%至

1615.74億元（人民幣，下同）。重點業務領域保費增速明顯，財產再保險
境內臨分業務分保費收入增速達38.5%；財產再保險境內新興業務分保費
收入增速達29.0%；人身再保險境內保障型業務分保費收入增速達
21.3%。公司全年實現歸母淨利潤57.11億元人民幣，剔除上述疫情損失
後，稅前利潤同比增長7.0%。
分板塊看，各業務板塊齊頭並進，均取得了不俗的業績。其中，境內財
產再保險業務分保費收入為333.51億元，同比增長16.1%，保費收入自上
市以來再創新高；人身再保險業務保費收入快速增長，實現分保費收入
665.18億元，同比增長20.0%。其中：境內保障型業務規模突破200億
元，實現分保費收入為206.88億元；中再香港實現分保費收入59.29億
元，開業首年即實現盈利；財產險直保業務原保費收入為477.51億元，業
務結構不斷優化，風險防控持續加強；投資大幅跑贏市場，總投資收益為
171.22億元，同比增長31.7%；總投資收益率為6.01%，同比提升0.71個
百分點。
與此同時，風險管理水平繼續提升。2020年集團整體及各子公司系統整
體風險偏好執行情況良好，各經營主體綜合償付能力充足。截至2020年，
中再集團已連續11年保持貝氏評級公司（A.M.Best Co.）「A」（優秀）評
級，連續7年保持標準普爾「A+」、「A」評級。

力推數字化轉型 科技賦能成效顯著
近三年來，中再集團積極推動數字化轉型，利用科技賦能業務成果顯著。
2020年，「數字中再1.0」實現落地，基本實現「基礎設施雲化、業務
線上化、數據標準化」。其中，中再產險數據+業務雙中台建設，實現

90%業務線上化，80%數據集中在線；中再壽險數據+業務中台建設，首
創保單數據平台，首次實現精算預估線上化；大地保險數據中台建設扎實
推進，數據應用在客戶洞察、理賠欺詐等領域發揮效用。
此外，中再產險與大地保險建立基於區塊鏈平台的賬單解決方案；中再
壽險與客戶開發首個壽險區塊鏈再保交易平台；跨界數據融合安全計算平
台服務客戶銀保業務發展。在平台創新助力業務發展方面，「再．瞰」平
台實現對直保公司的商業化輸出；「再．醫」平台為7家保險公司提供健
康管理服務；打造內地首個核電廠數據線上化管理平台；「中國大地超級
APP」上線首年即觸達220萬客戶，家用車續保率達61.4%。
進入2021年，中再集團將發布「數字中再2.0」發展規劃，繼續堅持創

新驅動，定位「內部智能化、再保直保化、平台生態化」，加快構建面向
行業的技術輸出能力，力推集團向平台型、科技型公司邁進。

積極服務國計民生 特色扶貧模式獲點讚
作為中國唯一的國有再保險集團，中再集團積極履行再保險「國家隊」
的責任擔當，充分發揮再保險的核心優勢，積極服務國家戰略，服務國計
民生。
在落實「六穩」「六保」方面，推出近千款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相關產

品，覆蓋萬餘家企業、惠及一億人次；加大向農業、「一帶一路」等領域
的保險再保險承保能力投放；資產板塊增加國債和地方債投資，與央企及

地方國企合作融資放款支持區域經濟發展等。在助力「精準脫貧」戰略方
面，中再集團的「防返貧保險」方案在全國27個省、108個縣市落地，以
「防返貧保險」和拉麵產業經濟為核心的「1+1+N」的特色扶貧模式也獲
得廣泛認可。
作為服務「一帶一路」的重要舉措，2020年7月，由中再集團擔任主席

單位，中再產險擔任管理機構的中國「一帶一路」再保險共同體正式成
立。截至2020年，集團累計簽訂「一帶一路」合作備忘錄32個，合作網
絡覆蓋136個國家和地區，並與中國紅十字總會及12個省市衞健委合作，
簽署「一帶一路」專屬產品承保協議，覆蓋40%的援外醫療隊員。
值得注意的是，中再集團深度融入國家應急管理體系，完善巨災風險模

型等行業基礎設施，探索多樣化風險分散工具，持續完善巨災風險保障供
給。2020年，集團與中國地震局聯合發布「中國地震巨災模型3.0」，與17
家保險機構簽署了使用協議，加速推進其商業化應用；同時，還開發完成
了「中國颱風巨災模型2.0」，深度參與了全國16個省市地區巨災保險試
點，在八成以上的項目中擔任首席再保人。
「十四五」期間，我國保險業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在服務「國內大循
環」方面，保險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空間廣闊；在暢通「國內國際雙循
環」方面，再保險服務「一帶一路」建設更是大有作為。中再集團將全力
服務國家戰略落地，打造行業基礎設施，推動行業創新升級，護航人民美
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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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疫市向好 高質量發展再上新台階

●中再集團2020年度業績發布會現場。

大戰大考顯擔當，奮楫揚帆開新局。

2020年是「十三五」規劃收官之年，在這承前啟後的關

鍵時點，作為內地再保險行業的龍頭，中國再保險集團砥礪

前行，於極不平凡的一年交出令市場矚目的成績單。2020

年，中國再保險保費規模穩健增長，業務創新優勢持續增

強，戰略成果加速落地，集團高質量發展再上新台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