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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月 谈

民进党“逢中必反”有多疯魔？从台当局最近
兴师动众排查大陆产品的例子可见一斑。岛内某
脸书“粉专”甫一爆料台北、新北一些隧道的区间
测速设备含大陆产品，民进党“立委”、台当局交
通部门便煞有介事，高喊“监控人民”“严重侵害
台湾资讯安全”等惊悚口号，下令“全面彻查”，
誓将出身“不清白”者全部下架！

先放风造舆论再下手是民进党惯用的套
路。疑似绿营网军的脸书“粉专”日前爆料
称，台北、新北、桃园、苗栗、台中等县市不
少隧道和道路的测速系统，都被岛内产商“东
山科技”标下，使用的灯头灰盒子和监控辅助
球形相机却是大陆“海康威视”所产。该“粉
专”声称，区间测速设备运作原理就是存档车
牌资料、行车时间等行踪记录来计算车速是否
超速，“有监控人民之嫌”。

民进党“立委”高嘉瑜随即借机博了一回
眼球，除了攻击岛内产商不当牟利，她把重点
放在了大陆产品对台湾的威胁上，声称“将进
一步造成台湾公务资料及民众个人资讯遭不当
窃取，甚至回传大陆”，严重侵害台湾所谓“资
讯安全”。

台当局交通部门负责人林佳龙如临大敌，
立即召集会议并拍板决定，厂商若无法证明产
地非大陆、并切结零组件非大陆制者，都须先

下架。交通部门所辖建置地点须在 2 个月内委
托第三方公证单位成立验证小组，通过验证前
暂停使用。

进口美国瘦肉精猪肉引来民众上街抗议
时，民进党当局老神在在，全然不当回事，怎
么碰到大陆产品，就立马精神百倍雷厉风行起
来了呢？毫无疑问，都是“反中思维”在作
怪。美猪有害民众健康，但民进党想挟洋自
重，民众健康自可置之度外；大陆产品物美价
廉，但大陆坚决遏制“台独”分裂，只要有

“大陆”二字就是原罪，“反中”瘾君子们一见
就得嗨起来。

民进党如此亢奋，岛内各县市也很紧张，
几乎在一两天内就将测速设备排查了一番，结
果各地都表示并未发现大陆制造的痕迹。台当
局大张旗鼓全力扑杀却扑了个空，画面颇具喜
感。但问题的实质在于，为何民进党当局不管
设备的价格、性能，却只在意是否大陆产？为
什么听到大陆两字就草木皆兵，大费周章劳民
伤财？为什么只要是大陆产品，就可以无限拔
高到“台湾安全”，拿不负责任的危言谎言吓唬
老百姓？

显然，民进党对大陆产品有严重的过敏
症，对操作“反中”“恐中”有严重的依赖
症。此前，民进党当局还曾配合美国贸易战禁

止岛内制造商进口大陆原材料，宣布禁用华
为，凡电子产品标识“中国台湾”就禁卖，
要求各级公务机关替换掉大陆品牌的通讯产
品，禁止公务使用的手机及计算器下载和连接
大陆社交网站及搜索引擎……凡此种种，其借
口无非是“台湾安全”，就连大陆的“双 11”
购物节在台受追捧，在民进党“立委”眼中也
是“安全问题”。

民进党的神经质令岛内网友啼笑皆非，有
人讽刺“我自首，我的拖鞋是大陆产的，它可
能有资安问题。”“那只要是大陆制造的行车记
录器，或者是大陆产手机拍的，是不是也有资
安问题呢？”“照这个标准，可能很多东西都不
能用了，难道说公务机关的电脑整部都台湾制
造，一个大陆制造的零件都没有吗？”

民进党猛力推动“两岸经济脱钩”，结果台
湾对大陆的贸易依存度不久前升到了 43.8％，
达到历史最高点。形势比人强，经济规律不可
逆，大陆产品好，台湾同胞就会用，岂是政治
操弄所能挡？民进党反大陆产品，终究只是骗
选票的拙劣表演、庸人自扰的一场闹剧而已。

在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经贸大幅衰退形
势下，两岸经贸逆势增长，显示两岸经济关系
强劲活力与动力。从两岸贸易看，据台有关部
门统计，2020 年台湾对大陆 （含香港，下同）
出口 1514.5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6%，占台湾
出口总额 43.9%，创两岸经济交流恢复以来新
高 ； 自 大 陆 进 口 647.79 亿 美 元 ， 同 比 增 长
10.8%，占台湾进口总额 22.6%，亦为历史高水
平。大陆持续成为台湾最大出口市场及进口来
源地，且所占份额不断提升。从两岸投资看，
2020 年台有关部门核准台商赴大陆投资 475
件，投资金额 59.06 亿美元，投资件数虽下降
22%，但投资金额同比大幅增长41.5%。

两岸贸易快速增长是拉动台湾经济成长的
主要动能。据台湾方面预估，2020年台GDP增
长2.54%，其中前3季度服务与商品贸易顺差贡
献 1.86 个百分点，贡献率超过 70%，简言之，
贸易顺差是台湾经济增长重要因素。2020年台
对外贸易顺差为587.9亿美元，其中对大陆贸易
顺差高达 866.73 亿美元。不难看出，若没有台
湾对大陆的贸易顺差支撑，台湾对岛外贸易将
出现巨额贸易逆差，台湾经济成长将成“无水
之源”，很难实现正增长。

大陆制度优势、市场优势与改革开放红利
是带动两岸经贸发展的主要动力。面对突如其
来的疫情，大陆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坚持贯彻
新发展理念，加大“六稳”“六保”工作力度，
有效控制疫情并快速实现复工复产、经济复
苏，2020年大陆 GDP首破 100万亿元，全年增
速达 2.3%，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
济体。大陆市场庞大、产业链完整、稳控疫
情，吸引全球订单向大陆转移，成为拉动两岸
贸易与投资的主要因素。

大陆深化同等待遇，投资环境更具吸引

力。近年来，大陆以“两岸一家亲”理念为指
引，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为台
湾同胞提供同等待遇，先后出台“31 条”“26
条”等惠台利民政策措施，使大陆对台经贸政
策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衔接更为紧密，让台
商台企切实分享大陆经济发展红利。疫情期
间，大陆又出台“11条”措施，帮扶台商复工
复产、稳外贸、拓内销、落实税费减免和予以
金融支持，确保台企同等享有中央和地方出台
的各类援企稳岗政策，促进台企参与“新基
建”，鼓励符合条件的台企上市融资，使台商更
多享受大陆改革开放成果。在大陆对台经贸政
策红利影响下，台商投资大陆步伐不断加快。
2020 年，台湾核准赴大陆投资前 5 大行业均呈
高增长态势，电子零组件制造业、批发与零售
业、金融与保险业、电力设备制造业、电脑电
子 产 品 及 光 学 制 品 制 造 业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155.3%、39.5%、118.1%、58.1%及7.7%。

大陆新经济发展和远程经济直接带动两岸
贸易发展。2020年，大陆加快5G网络、数据中
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有机构测算，到
2025年，大陆 5G 网络建设投资累计将达 1.2万
亿元；2020-2025 年，5G 商用直接带动的经济
总产出将达 10.6万亿元。同时，疫情全球蔓延
催生远程教育、视频会议等新经济方式，大陆
笔记本电脑、手机、网络通信产品需求激增，
带动台湾相关产品对大陆出口快速增长，两岸
产业链供应链联结愈加紧密稳固。如2020年以
芯片为主的台湾电子零组件产品，以及信息通
信与视听产品对大陆出口分别增长 24.5%及
20.2%，带动岛内电子信息类企业营收大幅增
长，甚至创新高。

展望未来，影响两岸经济关系的因素仍然
复杂，中美战略博弈对两岸关系影响仍会持

续，疫情对全球及两岸经济带来较大不确定
性，台当局干扰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政策不会
改变，政经因素叠加仍将干扰和影响两岸经济
关系发展。但是，两岸经贸交流也将面临新的
发展机遇，两岸融合发展格局有望进入加速
期，主要体现在：

第一，大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成为推
动两岸经济关系转型、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新
动力。大陆经济已进入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
发展的新阶段，巨大体量的内需和供给规模将
为畅通国内大循环、全面促进消费与拓展投资
空间提供强有力支撑，也将为台商拓展大陆市
场提供新的历史机遇与新的转型升级空间。

第二，“十四五”期间，大陆坚持创新驱
动，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升产业链供应
链现代化水平、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大陆
5G、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汽车等快速发
展为台商赴大陆投资布局提供巨大商机。台商
应利用自身竞争优势，深度参与大陆新经济发
展特别是补短板产业机会，嵌入大陆产业链供
应链以获得新的竞争优势。

第三，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 的签署与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完成，将对
两岸经济关系产生积极影响。RCEP 九成以上
的货物贸易零关税、服务贸易的大幅开放、非
关税障碍的降低、原产地累积规则等，意味着
占全球 1/3 贸易的亚洲将形成一体化大市场；
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如期完成，再次向世界昭示
大陆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及推行全球化的决心和
信心，这些都将加快形成以大陆市场为依托、
向RCEP及“一带一路”、欧洲市场推进的新格
局，台湾若不及时参与其中，其经济恐将加快
边缘化。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

祖国大陆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强力依托
张冠华

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中美战略博弈加剧、两岸关系严峻复杂等
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下，两岸经济交流合作克难前行，两岸融合发展继续深化，
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亮点，充分显示两岸经济命运与共，台湾经济发展离
不开祖国大陆的强力依托。

新华社北京1月 28日电 （记者
梅世雄、梅常伟）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吴谦 28 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就
台湾问题回答记者提问。他说，我们
正告那些“台独”分子：玩火者必自
焚，“台独”就意味着战争。

有记者问，据报道，台湾民进党
当局近期表示将深化台美关系。同
时，台防务部门持续炒作所谓大陆军
机进入台“西南防空识别区”。请问
有何回应？

吴谦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
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中国人民
解 放 军 在 台 海 地 区 开 展 的 军 事 活

动，是针对当前台海安全形势和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需要采取的必要行
动，是对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
势力挑衅的严正回应。

吴谦表示，民族复兴、国家统一
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上，一小撮

“台独”分裂分子的谋“独”行径，
就像是一个泡沫，又能翻得起几朵浪
花？我们正告那些“台独”分子：玩
火者必自焚，“台独”就意味着战
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采取一切必要
措施，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
分裂图谋，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整。

据新华社香港电（记者王茜） 中
国银行 （香港） 宣布，1月27日开始
以香港人民币业务参加行身份，启动
香港人民币央票回购做市机制，进一
步促进香港人民币央票二级市场交易
活跃度，扩大其使用范围。

离岸人民币央票为海外投资者提
供了稳定的、高质量投资渠道，市场
化发行机制更是受到投资者的认可和
欢迎，每次发行都能吸引国际金融组
织、各国央行、商业银行和基金投资
者参与，对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发挥了
重要作用。

中银香港作为最大离岸人民币业
务的银行，将利用自有人民币资金，

设立香港人民币央票回购做市机制，
按照市场价格为海外投资者提供香港
人民币央票的回购与逆回购服务，有
序推动离岸人民币债券回购市场发
展，积极提升人民币央票的使用范围
和二级市场流动性。

人民币央票回购做市机制启动
后，投资者可使用中国人民银行在
香 港 发 行 的 人 民 币 央 票 作 为 抵 押
品，与中银香港以市场价格开展回
购及逆回购业务，可叙做期限为：
隔夜；1 周；2 周；1 个月；2 个月；
3 个月，交易交割时间为 T+0，T+1
或 T+2。交易时段为每工作日 9:00
至17:00。

据新华社香港电（记者王茜） 香
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日前发表对外商品
贸易统计数字显示，2020 年 12 月香
港整体出口和进口货值同比分别上升
11.7%和14.1%。

按年来说，2020 年的商品整体
出口货值同比下跌 1.5%，商品进口
货值同比下跌 3.3%。经季节性调整
的数字显示，2020年第4季度商品整
体出口货值环比上升 5.5%，商品进
口货值环比上升8.9%。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由于

许多主要市场的进口需求进一步恢
复，2020年12月商品出口货值同比出
现双位数增长。输往内地的出口显著
加快，输往美国和欧盟的出口增幅也
见扩大，输往亚洲其他主要市场的出
口呈现不同程度的改善。然而，受上半
年出口表现疲弱拖累，2020年全年合
计商品出口货值进一步下跌1.5%。

发言人认为，未来内地经济预
期会持续增强，并为香港的出口提
供支持，其他主要市场的前景要看
疫情发展。

国防部：

“台独”就意味着战争

中银香港启动香港人民币央票回购做市机制

香港去年12月进出口货值现双位数增长

“开台王”颜思齐写入大陆历史教科书

禁大陆产品？！民进党又上演庸人自扰闹剧
王 平

近日，位于
广东省佛山市顺
德区陈村镇的佛
山地铁２号线石
洲 站 的 施 工 现
场，铁路建设者
正加速推进铁路
隧 道 隔 音 屏 安
装。佛山地铁 2
号线是佛山地铁
第二条线路、贯
穿佛山东西向的
骨干线，计划今
年开通运行。

邱新生摄
（人民视觉）

春节将近，山东省聊城市茌
平区杜郎口镇南李村的传统手工
挂面进入销售旺季。近年来，该
村采用“合作社加农户”的生产
经营模式将传统的挂面产业做大
做强，利用网络平台进行推广，
跟物流、快递公司合作，让人们
足不出户就能购买到“南李”手
工挂面。村民们凭借手工挂面这
门手艺走上了致富路，过上了幸
福生活。图为村民在忙着晾晒传
统手工挂面。

赵玉国摄 （人民视觉）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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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据新华社厦门电 （记者付敏、
褚萌萌） 2021 年适逢“开台王”颜
思齐拓台400周年，大陆统编初中历
史教科书收录了颜思齐率众开发台
湾的史实内容，将从 2021 年春季开
学后正式启用。

颜思齐出生于福建省漳州府海
澄县青礁村 （今属厦门市海沧区），
是明朝万历年间至天启年间东南沿
海一个海商集团的领袖。他较早招
徕闽南百姓拓垦台湾，率众纵横台
湾海峡，因而被尊为“开台王”。

在教育部审定的新版历史教科
书七年级下册中，“统一多民族国家
的 巩 固 和 发 展 ” 一 目 中 ， 增 加 了

“相关史事”栏目，其中就介绍了颜

思齐率众开发台湾的史实内容。
“长期以来，颜思齐在两岸尤其

是民间享有崇高地位。两岸现在还
有很多颜思齐开台纪念场所。”厦门
海沧区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林合安
介绍，通过海峡两岸专家、学者长
期研究考证，多次召开研讨会，对
颜思齐的史实进行了完整论证。

作为颜思齐故里，厦门市多年
来与台湾同胞一起，共同追思纪念
颜思齐，开展祭拜颜思齐、重修颜
氏族谱和修建颜思齐纪念设施场所
等活动。2019年6月，大陆第一座以
纪念颜思齐为主题的开台文化公园
——海沧开台文化公园在海沧区青
礁村正式开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