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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逼利诱

当天的移机典礼上，美国总统
拜登当场宣布“美国制造业回归”

“台积电将帮助美国赢得21世纪的
经济竞争”。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则发言称“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几乎
已死，不大可能起死回生”，表态
令人寻味。

仪式之前，台积电宣布将原本
计划的 120 亿美元投资额提高至
400亿美元，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
建造两座工厂，计划分别于 2024
年和2026年投产生产4纳米和3纳
米芯片。这是台积电创办以来最大
的对外投资，其发生过程充满威逼
利诱和无奈就范的味道。

美国 2020 年就宣布台积电将
赴美国设厂。2021 年，美国商务
部强制要求台积电交出客户资讯、
库存及订单信息。今年8月，美国
通过 《2022 年芯片和科技法案》，
许诺为台积电提供补贴。

而台积电方面原本一直对赴美
设厂持保留意见。张忠谋多次在公
开场合中表示在美国造芯片成本高
昂，且美国缺乏芯片制造业人才，
供应链方面也没有优势。今年 4
月，张忠谋在美演讲时还表示，在
美 国 制 造 芯 片 成 本 比 台 湾 要 贵
50%，直言台积电是在美国政府敦
促下才赴美投资设厂。

显然，台积电赴美跟“全球化和
自由贸易”无关，这一逆市场规律而
动的投资不仅不会给台积电带来利
多，还将造成原应留在台湾的就业
机会、外汇收入、税收、人才等流向
美国。台积电赴美设厂，说穿了是某
种政治压力下的无奈之举。

仰人鼻息

从美国军方提出“炸毁台积
电”以“吓阻”中国大陆，到台积
电一再宣布在美加码先进制程，美
国对台积电安的什么心，可谓路人
皆知。岛内舆论担忧，台积电变

“美积电”将让台湾产业面临被掏
空的困境，“民进党成功卖掉台积
电”的质疑声不绝于耳。

一名台湾工程师 12 月 21 日投
书台湾《中国时报》表示，台积电
先进制程赴美将给台湾带来8个显
著伤害，包括巨额资金流出、人才
流失、相关供应链厂商外移、台积
电商业机密不保、台湾安全地位受
损等，“美国巧夺台积电，无论说
辞如何润饰，都是一个世代的、天
文数字的资产掏空”。

台湾地区经济主管部门前负责
人尹启铭发文表示，美国将先进半
导体视为攸关经济与安全的策略性
项目。为了自身经济安全，美国迫
使台积电前往设厂；相对地，台湾
地区把最重要的产业支柱移往美

国，交出台湾的供应链，请问是谁
在出卖台湾地区的安全？

岛内知名社交媒体 PTT上，网
民直呼“在美国多盖一座晶圆厂，就
是在台湾少盖一座晶圆厂”“台积电
是要被搬到连门都没有了”……

据台湾媒体报道，11 月 1 日，
近300名台积电员工及家属搭包机
前往凤凰城。未来数月还有6架包
机，将总计逾千名工程师及其家人
陆续送至美国。台湾时事评论员陈
凤馨就此评论，这批人是岛内最顶
尖的工程师，包机将岛内顶尖人才
送 往 美 国 让 民 众 “ 感 受 特 别 强
烈”，台湾人才正在被“掏空”，未
来恐将造成岛内人才“慢性失血”。

唾面自干

最爱将“爱台、保台”挂在嘴
上，动辄质疑技术人才“外流”到
大陆的民进党当局，面对“护台神
山”台积电被美国“端走”，却是
一副乐观其成的嘴脸。据台湾媒体
报道，蔡英文今年 9 月和 12 月与

“美国客人”见面时多次宣称，台
湾要与美国“携手产制‘民主芯
片’，打造永续供应链”。

在回应民意代表关于台湾半导
体人才外流等质询时，台经济事务
主管部门负责人王美花轻描淡写地
说，台企国际布局“是很正常现
象”。“常规操作”“正常现象”“过

去也有类似情况”……类似的说辞
成为民进党当局面对质疑时的统一
答案。岛内网友质问，这样的表态
是假装不在意还是压根不在乎？

民进党当局和绿营媒体强辩
称，半导体“‘去台化’系无效炒
作”。台湾 《中国时报》 就此发表
短评《台积电被抢走了》表示，全
世界都知道半导体重要性。美日欧
把原先倚赖台湾生产的尖端半导体
拿 去 本 国 生 产 ， 这 不 叫 “ 去 台
化”，什么才是“去台化”？民进党
当局百依百顺、配合行事，简直是

“被卖了还帮忙数钞票”。
针对民进党当局信誓旦旦称

“台积电最先进制程一定留在台
湾”，岛内资深媒体人赵少康在社
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国先进制程
只比台湾晚一两年，等于是先在台
湾测试完后再搬到美国去复制，台
湾变成别人的先期试验厂。台积电
赴美设厂，就是民进党跟美国联手
掏空台湾。然而民进党还一副得意
洋洋的样子，到底在高兴什么？

“蔡英文拿台湾优势产业换取美国
的支持，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台媒评论道，美国想吞下台积
电，民进党当局不仅不反抗，反而
拿台积电当“投名状”。有台媒盘
点，美国售台的是过期军火和瘦肉
精猪肉，民进党当局送上门的却是
台积电最先进的 3 纳米制程，“媚
美卖台”，莫此为甚！

本报香港12月22日电（记者陈
然）“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第一届全港青少年中国文化和旅游知
识竞赛”近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
行颁奖典礼。比赛吸引了全港近160所
大、中、小学校超过6000名学生参与，
分别产生团体赛和个人赛的冠、亚、季
军，并有60多名同学获得优异奖。

据主办方介绍，此次知识竞赛初
赛于 10 月至 11 月通过线上答题方式
举行，决赛于12月17日至18日举行。
竞赛聚焦祖国各地的自然地理、人文
历史等文旅知识，旨在加强对香港青
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提升其文化认
同感及民族自豪感。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视频
致辞中表示，特区政府积极推动文化
和旅游融合发展，此次知识竞赛能鼓
励年轻人通过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和文明，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他
指出，希望参与活动的各位把握机会

“走出去”，向世界讲好中华文化故
事，为国家和香港的发展作出贡献。

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副董事

长、副总编辑王凯波致辞时表示，如
何让香港青少年更好地理解和亲近中
华文化，既是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也
是社会各界共同的课题。希望参赛同
学在此次知识竞赛中，不仅能够获得
优异的成绩，更要擦亮发现美的眼
睛，增添爱的熏陶，注入行的动力。

中国文化传媒集团监事会主席刘
苹在视频致辞时表示，今年是香港回
归祖国 25 周年，活动以“文旅庆回
归”为主题，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及当代中国发
展的强劲脉搏，增进了香港青少年的
文化自信及爱国精神。

参赛学生代表拔萃女书院郭紫柔
发言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
长，整个参赛过程令她深刻感受到中
华文化的深厚底蕴，认识到年轻人肩
负文化传承的重任。

此次活动由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
团主办，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联合主办，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
流与合作局 （港澳台办公室） 等担任
特别支持机构。

台积电赴美设厂引岛内舆论忧虑——

“民进党跟美国联手掏空台湾”
本报记者 王 平

台积电赴美设厂引岛内舆论忧虑——

“民进党跟美国联手掏空台湾”
本报记者 王 平

台湾地区集成电路龙头企业台积电日前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新厂举行移机典礼，首

批设备从台湾运至新厂。此前，数百名台积电技术人才已乘坐包机飞往美国。台积电大

动作赴美，这一令白宫官员盛赞的“美国史上规模最大外来直接投资之一”，给台湾社会

带来的却是“台积电变美积电”“台湾被掏空”的强烈不安。

首届全港青少年中国文旅知识竞赛落幕

“小香港·大节日”微型艺术展近日在香港荃湾如心广场开幕，该展览以
圣诞及农历新年为主题，展出约 60件展品，作品包括中环兰桂坊、石板街、
西环码头等香港传统地标和长洲抢包山、大坑舞火龙等香港非遗项目。

图为市民在观赏微型作品《俊男茶楼》。 中新社记者 李志华摄

充满创意的灯饰，缤纷闪烁；色
彩丰富的光雕，演绎故事；光影勾勒
出的英国钟、巴黎塔，穿越时空……
冬日的澳门夜晚，“2022 幻彩耀濠江”
活动吸引着市民和游客，为全城增添
光影魅力，格外温馨迷人。

熠熠生辉的澳门离不开分秒涌动
的电流。一条条跨越马骝洲、十字门
等水道的电力动脉，稳定持续地传输
38 年，未曾中断地讲述着粤电输澳走
过的“电故事”。

始于 1984 年的粤澳电力联网，最
初向澳门输送电量仅 0.47 亿千瓦时，
到2021年已达到51.92亿千瓦时，约占
澳门全社会用电量的九成。截至 2022
年10月30日，南方电网公司累计对澳
门输送电量达到644亿千瓦时，为澳门
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供坚强能源保障。

粤电输澳，实现与澳门电力联
网，从上世纪 80 年代至今经历了三个
重要阶段，可谓“三级跳”。

上世纪 80 年代初，澳门出口加工
业迅猛发展，却只有两座柴油发电
厂，用电高峰期供电能力不足，工业
发展受到掣肘。时任澳门中华总商会
理事长的何贤出面，与广东省委省政
府协商，促成珠海变电站到澳北变电
站 2 回 110 千伏珠澳 A、B 架空线路，
1984 年 6 月正式投产，实现粤澳电力
联网，结束了“澳电孤岛”的历史。

也就是从那时起，来自广东的电
力，为澳门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
断的强劲动能。

澳门回归祖国后，经济快速增
长，用电需求随之大幅提升。南方电
网公司进一步加大对澳门供电通道工
程的建设力度。2006 年至 2008 年间，
先后投运珠海南屏站到澳门氹仔站2回
110千伏南澳A、B线以及粤澳联网220
千伏第一通道。到 2012 年，粤澳联网
第二通道也建成投运，形成了南北两
条通道输澳的格局，基本满足澳门发
展所需电力。

“近年来，澳门的经济适度多元发
展，填海区加快推进，最高用电负荷
达到110万千瓦左右，电力需求持续增
长。”澳门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澳电”） 电力系统调度部总监刘
筱驹介绍。

2018 年 2 月，电力输澳第三通道
开工建设。克服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影
响，历时 4 年，2022 年 11 月 25 日粤澳
联网220千伏第三通道投产。至此，粤
澳 电 力 联 网 通 道 发 展 为 “ 北 、 中 、
南”3条通道的网架格局，对澳门输电
能力再提升三成，达到170万千瓦。

“3 条通道实现了‘N-1’输电可

靠性的要求。”南方电网国际公司总经
理陈盛燃介绍，即便遇到台风、地震
灾害等极端侵袭，任一条输电通道出
现故障中断，另外两条通道仍然可以
保障对澳门的稳定供电。

条条银线相连，不仅让电力互通
有无，更加深了粤澳两地电力技术、
机制、人才合作。

“澳电的电网架构、设备水平等都
很值得我们学习。”珠海供电局第二任
局长段光辉说，这保障了澳门电力平
稳运行，故障率极低。

据刘筱驹介绍，澳电持续优化城
市电网建设，供电可靠性已持续多年
处于世界顶尖水平，2021 年这个指标
再度达到99.9999%。

曾经多次到澳门取经的珠海供电
局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总经理黄培专
感慨说：“现在两地的技术各有所长，
我们在智能巡检、在线监测、大数据
应用等方面逐步具备领先优势。”

粤澳互学互促已融入到双方的日
常工作机制中。南方电网公司与澳电
建立了粤澳联网工作、联网通报协
调、应急抢修联动、调度运行应急等
高效的沟通协调机制。双方还定期召
开联网运行管理委员会联席会议和工
作小组会议，及时协调解决联网运行
中的各类管理和技术问题，共同保障
对澳门供电安全稳定。

濠江流彩，莲花盛放。电线相
连，点亮千家万户，让这朵摇曳在海
上的莲花始终灿烂绽放；粤澳同心，
共创美好未来，推动伶仃洋畔的世界
第四大湾区加速崛起。

下图：“2022幻彩耀濠江”活动吸
引市民游客参观。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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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砥砺奋进廿五

载，携手再上新征程”巡回展近日亮相河北石
家庄。据介绍，展览涵盖法治、经贸、教育、
民生等多个领域，以详细的图文资料、生动丰

富的视频及充满动感的互动游戏，让民众在展
览中感受香港回归祖国以来取得的卓越成就。

图为市民在参观巡回展。
中新社记者 翟羽佳摄

据新华社台北电（记者黄扬、赵
博） 台当局经济事务主管部门近日发
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台湾地区 11
月外销订单 501.4 亿美元，同比减少
153.6亿美元，下降 23.4%，连续 3个
月负增长。

台当局经济事务主管部门统计处
长黄于玲表示，11、12 月平均订单金
额要超过 549 亿美元，才能守住全年

正增长，而11月外销订单量是关键。
数据显示，11 月台湾企业销往

大陆 （含香港） 的订单 100.8 亿美
元，同比减少 37.3%；今年前 11 个
月，台湾地区外销订单总计6146.1亿
美元，其中销往大陆 （含香港） 的订
单 为 1349.2 亿 美 元 ， 同 比 下 降
14.8%，占比22%。

台 湾 11 月 出 口 数 据 同 样 遭 遇

“三连黑”。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
近日公布数据显示，台湾地区 11 月
出 口 361.3 亿 美 元 ， 进 口 327 亿 美
元，分别同比下降 13.1%和 8.6%，单
月出口额连续3个月同比负增长，降
至近 19 个月以来最低点。今年前 11
个月，大陆仍为台湾地区最大出口市
场和最大顺差来源地。

淡江大学财金系教授李沃墙日前
发文分析今年两岸经贸数据指出，台
湾对大陆经贸的依赖程度有增无减。
他认为，若两岸关系一直无法修补，未
来对台湾经贸的影响只会越来越大。

台湾外销出口“三连黑”台湾外销出口“三连黑”

据新华社澳门电（记者刘刚、李
寒芳）“澳门之味巡礼——五都荟
萃”近日在澳门金光大道公园开锣，
一连 11 天呈献成都、顺德、澳门、
扬州和淮安5个“美食之都”的特色
美食，深化“旅游＋美食”联动融
合，提高澳门作为旅游城市的吸引
力，全力扩大客源。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绮华

表示，澳门美食与旅游紧密相连，美
食担当传承文化的角色，让澳门中西
荟萃的独特文化以更丰富多元的方式
不断延续。

本次活动由澳门新口岸区工商联
会主办、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协办。
主办方邀请内地4个获得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美食之都”称
号的城市，成都、顺德、扬州和淮安

的餐饮业界代表会聚澳门，以美食为
载体，结合旅游、购物、文创、会
展、娱乐等元素，打造别具特色的美
食文化节庆活动。

活动共设106个展位，以参展城
市划分多个主题区，并邀请 31 位来
自5个城市的知名厨师现场进行23场
厨艺展示。

活动还将发挥澳门的优势，在各
方面积极融入中葡文化艺术元素，如
特设中葡文化相关特装展位，展销具
中葡文化特色的商品与食品，期望借
此展现中国与葡语系国家的多元文化。

澳门举办大型会展呈献特色美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