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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学者：两岸关係不佳影响台经济

林郑月娥：香港动
荡最大责任在港府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站立者）昨晚在政制及内
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林郑背后左起）、民政事务
局局长刘江华、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以及商
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的陪同下出席了首场社
区对话。（彭博社）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召开了首场社区对话会，并
说香港当前这场动荡，最大的责任在推出《逃犯条例》
修订草案的政府，政府有责任找到化解动荡局势的
出路。
　　林郑坦言，自己关心香港年轻人，但承认没有
充分聆听年轻人的心声，不清楚他们关注的是政策
问题，还是追求其他的事。她希望港青能静下来，
停止暴力，才能直接沟通。过去三个月的事很令大
家伤心，也希望快些过去。
　　昨晚的社区对话会有超过 2 万人报名，最后抽
中 130 人登记入场，会上获抽中发言的 30 名港人，
大部分是支持反修例运动的“黄丝”，他们在会上
狠批警方，并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林郑回应说，已预期独立调查委员会的问题是
对话的焦点，但希望公众让现有的监警会先完成工
作，这是较务实做法。她强调，支持警队不等于纵
容违规。
　　一名“蓝丝”发言时坦言担心香港的前景，尤
其是香港机场会否被深圳机场取代，林郑听后表示
深受感动，强调只要全面准确实行一国两制，香港
还是有前景的。
　　会上有发言者表明是下了决心才会去参加对话，
因为担心离场时会遇上警察清场。林郑当场苦笑说：
“请放心，会确保（大家）安全离开。”
　　虽然发言者大多批评警方，林郑强调，警队是
香港维持治安的很重要支柱，因此，须尊重法治机
制的制衡，才能保证香港核心价值。
　　她承认，现阶段大家看到的前景都不同，希望
透过努力，可部分重建市民对政府的信任。而对话
是很好的一步，但这不会是很平坦的路。
　　昨晚的对话在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举行，事前
该区已如临大敌，警力明显加强，路边车辆被拖走，
垃圾桶被清走，周边学校、店铺、公共诊所纷纷提
早关门。对话期间，馆外则一直有示威者聚集，组
成人链高唱反修例歌曲，并向在场戒备的警员照射
激光笔和烧冥纸，警方没有阻止。附近一度出现警
民对峙的场面，但没有出事，人群在深夜逐渐散去。
　　香港中大公共政策研究所副主任黄伟豪认为，

　　【大公报讯】记者朱瑞宜报道：台湾方面陆委
会前副主委、台湾政大经济系特聘教授林祖嘉 23 日
在亚太台商联合总会举办的“世纪论坛”上则对过
去数十年“两岸经贸与台湾经济发展”作了详细回顾。
他指出，两岸经贸关係密切，两岸关係不佳，势必
影响台湾经济。明年大选不论谁上台，都应改善两
岸关係。
　　对於有人说“台商登陆投资，使台湾产业空洞
化”，林祖嘉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他说，上世纪九十
年代，台湾掀起登陆投资潮，有人担心资金流失影
响台湾经济，但事实恰恰相反。台商投资大陆越多，
从台湾购买的设备、原材料就越多。这就是互补互利：
大陆赚世界的钱，台商赚大陆的钱。而且台商当年
转移到大陆的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当这些低附加

值的产业外移后，
台湾岛内的技术
密集型产业增加，
有利产业升级。
　　中美贸易战
升级，岛内一些人
幸灾乐祸，认为
大陆经济会受重
创，而台湾则会
得益。林祖嘉说，
自贸易战发生以
来，台湾对美国
的出口确实上升
了 21%，但美国
係台湾出口比重
只有 11%，而台
湾对大陆出口虽
然下降了 8%，但
大陆係台湾出口
比重高达 40%，
所以台湾对美国
出口增加并不能
填补对大陆出口
的损失。数据显
示，台湾今年连
续七个月的出口

都呈现负增长。
　　林祖嘉还指出，经济增长缓慢，薪资停滞不前，
是当前台湾经济发展的最大问题。1995 年至 1999 年
台湾实质人均薪资每月新台币 48313 万元（约 12221
港元），2018年仅微升至51389元（约12999港元），
20 年来薪资的增幅仅 1.55%。
　　此外，林祖嘉说，台湾经济面临的其他问题还
包括：所得分配恶化，财富分配不均；无法与国际
经济整合，无法与其他经济体洽签自由贸易协议；
两岸关係不佳，影响台湾经济；“五缺六失”影响
企业投资意愿；数位化新兴科技投资创新动能不足；
要才高出低进，不利产业升级；企业转型升级太慢，
产业结构调整不易。

型世界经济，严格践履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加速贸
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建立平等包容、互利共赢、
透明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解决发展失衡、治理困境、
数字鸿沟、公平赤字等问题，既把蛋糕做大又把蛋
糕分好。
　　第四，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各种文明
只有交流互鉴，才能充满生命力，只有开放包容，
才能发展创新。每种文明都是劳动和智慧的结晶，
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
都为人类的发展进步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都值
得被尊重和珍惜。尺有所长、寸有所短，不同文明
要扬优去劣、共同进步，各个国家和人民要有宽广
的胸怀，秉持开放包容的文明精神，促文明差异为
文明和谐、变文明冲突为文明共生，以交流互鉴实
现人类社会发展，以取长补短、创新创造为维护世
界和平的纽带。
　　第五，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
界。世界各国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把本国
命运与世界命运融为一体，把当代人命运与后代人
命运结合起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规律，“构
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走永续发展
之路，不能以牺牲生态为代价用破坏性方式搞发展，
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各个国家要把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放在首要位置，坚持“绿
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平衡推
进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
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中国坚持环
境友好，百分之百承担自己的义务，继续采取行动

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
园。

世界历史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决心：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打造伙伴关系、支持多边主义

　　世界历史进入新时代，世界好，中国才能好；
中国好，世界才更好。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
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与世
界各国一道担负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神圣职责，
中国决不会让世界失望！
　　第一，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不会改变。从
古至今，中国一贯维护世界和平、调停世界争端、
斡旋世界谈判、化解世界危机、应对世界挑战，为
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中
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国人
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
反对以强凌弱。”“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
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不管中国怎么
发展怎么强大，都不称王称霸、都不侵略扩张、都
不谋取势力范围，过去已经证明、未来将继续证明。
　　第二，中国促进共同发展的决心不会改变。世
界历史进入新时代，中国立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促进共同发展的决心不会改变。“落其实思其
树，饮其流怀其源。”中国始终树立世界眼光，实
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
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实行互利共赢的开
放战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打开国门搞建设。
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把自己的梦想、发展、

利益同各国的梦想、发展、利益连通起来、联系起来、
结合起来，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积
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
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努力为
全球共同发展作贡献。
　　第三，中国打造伙伴关系的决心不会改变。中
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率先把建立
伙伴关系确立为国际交往的指导原则，同所有国家
进行友好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已经与 90 多个国家
和区域组织建立了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遍布全球
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
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
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
同美国、俄罗斯、欧洲、金砖国家发展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
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实现同呼吸、
共命运、齐发展。“加强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
交流合作，推进人大、政协、军队、地方、人民团
体等的对外交往。”
　　第四，中国支持多边主义的决心不会改变。中
国持续发展与支持多边主义并肩前行，70 多年来，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机构为维护世界总体和平、
持续发展的态势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中国秉
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
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
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
权。”

（来源：人民论坛网）

类似昨晚的社区对话的作用不大，预计出现重大政
策改变的机会很小，只是一场“和理非”港人和港
府的对话，也是港府最后争取和解的机会。
　　香港下周二将迎来“十一”国庆，北京当天将
盛大庆祝建政 70 周年；明天则是占中运动五周年的

日子，民间人权阵线举行集会的申请已获得警方批
准。香港内外均关注这两个敏感日子可能出现的动
荡。

（记者是《联合早报》香港特派员）

图：台湾学者林祖嘉表示，两岸关係好坏攸关台湾经济发展 朱瑞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