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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进党
参选人赖清德发表参选政见，声称要“落实台
湾文化基本法”,意涵就是，一要推进为实现分
裂国家为目的民进党版台湾“文化基本法”草
案正式通过立法，二是要推进落实台湾“文化
基本法”的内容具体落实工作。赖清德以民进
党版的台湾“文化基本法”(草案)为基础，提出

“两个承诺”和由语言、艺术、法律、文化、思想、
经济、传播等方面组成的文化政策参选政见，
把近30年来的“文化台独”进一步升级，试图完
成“去中国化”“与中华文化并列的台湾文化主
体”的台湾“文化台独”以及台湾文化的“主体
化”和“法制化”建设，升级“文化基本法”成为

“文化宪法”。民进党版的台湾“文化基本法”如
果正式立法通过，就是台湾分裂势力向“法理
台独”迈出一大步，已经触及维护国家统一的
反分裂国家法,不能把它再归结为“柔性台独”,
反对和遏制“文化台独”任务更加艰巨和迫切。

台湾当局推动的“教育基本法”“原住民基
本法”和“文化基本法”都是超越部门立法，位
阶要高于部门法。2009 年，国民党籍 27 位民意
代表提出“文化基本法”草案，台湾立法机构
2011年11月10日通过该草案。它的要旨是，保
障台湾在地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设立文化
发展基金，以保护文化资产、扶持文化艺术、传
承传统文化、鼓励多元创新、促进文化交流，鼓
励在大专院校设立文化相关课程，在中小学设
立文化美学课程，落实文化扎根理念。“台独”
分裂势力采取各种办法极力阻止国民党版“文
化基本法”草案通过正式立法。2014 年马英九
当局在立法机构再次提交“文化基本法”草案，
受到当年台湾“太阳花学运”影响，直到马英九
任期结束，立法机构也没有通过“台湾文化基
本法”正式立法。

民进党2016年重新执政，为了加速和加深
“文化台独”,大力推进民进党版、充满“台独”分
裂意识和“台独”色彩的台湾“文化基本法”。

因为各种原因，民进党版的台湾“文化基
本法”由于岛内外的强烈反对至今也没有在民
意机构正式通过立法。近些年岛内不断有人大
肆鼓吹和宣扬“文化台独”,营造文化“台独”氛
围，有人宣称：“政治虽有底线，但教育文化则无
底线”“台湾的本土教育意识流，也应步爱尔兰
的后尘，先建立台湾的文化、历史、地理观，让台
湾中小学生沐浴在台湾意识流里，成为真正的
台湾国民”“政治权利可以透过政策、政府制度
以及资源分配，透过改变人民的日常生活，塑造
对政治权利有利对思想以及认同”。蔡英文执政
8年，在各个方面大力推进台湾文化“台独”,“文
化台独”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重大障碍。

赖清德号称“务实台独工作者”,顽固坚持
“台独”分裂立场，通过他近期的参选施政政见
“落实‘台湾文化基本法’”的文化政策可以看
到，他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会在“去中国化”
的基础上进一步“去中华化”,在建立台湾“主体
文化”的基础上建立“主权文化”,把台湾“文化
认同”推向“国家认同”,把“文化基本法”提升为

“文化宪法”,为走向“法理台独”打下文化认同
这件事基础。

赖清德延续蔡英文“文化台独”路线，打着
“保护”和“发展”台湾文化的旗号，“台独”史观
和“台独”文化政策相结合提出对“文化台独”
的文化政策政见：

一是强化“台独”史观。通过“推动系统性
文化保存奠定文化根基”“推动历史现场再造
历史现场 2.0”,达到全面恢复日据时期的历史
遗迹，宣扬日本带领台湾进入近代化和现代化
的历史观，取消所有不利于“日台”关系的历史
记载的目的。混淆台湾历史上的民族精神和民
族英雄与台湾现实中的“台独”和“台独”分裂
分子的区别，为“台独”分裂分子设立纪念场所
以表彰他们的“奋斗历史与精神”。

二是强化台湾语言的“主体性”。赖清德强
调，“复振国家语言，促进多元文化社会共融”,

“支持多元语言的不断创作与传播”,试图否定大
陆和台湾的“同语言”,建立台湾语言的“独立性”,
为两岸中华文化交流设立障碍，否定中华民族和
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发展。

三是强化台湾艺术的“主体性”。赖清德强调
要“重建台湾艺术史”,突出台湾艺术的“在地性”
与“主体性”，企图把“台湾艺术”从中国艺术中脱
离出去，完成艺术领域的“去中国化”。

四是强化台湾各种博物馆的台湾文化“主体
性”。赖清德企图通过博物馆再升级，展示台湾文
化视野,达到博物馆减少展示中华文化内容的目
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多年的升级改造已经达到了
不断“去中国化”“本土化”“亚洲化”的目的，赖清
德要将此扩大到台湾所有博物馆。

五是强化台湾基层文化的进一步“去中国化”。
多年来，部分“台独”分裂势力利用社区营造的手段
不断在社区尤其是台湾少数民族社区“去中国化”,
赖清德声称的“建构地方文化区域治理，发展地方文
化特色，深化社区营造4.0”,包含同样的目的。

六是强化台湾文化的独立和自治体系。赖清
德企图通过扩大投资规模，“壮大台湾文化内容”,
达到完全脱离中华文化、完全独立于中华文化，实
现所谓台湾人文化自治的目的。

七是强化台湾文化的国际传播。赖清德强调
“建构文化传播体系，让台湾文化走向世界”,建设
台湾成为“亚洲媒体中心”,岛内媒体强化国际传
播，企图通过文化传播达到“台独”分裂分子期望
的国际上对台湾地位的认同。

赖清德对文化政策政见，再一次暴露了“台
独”分裂势力企图通过文化“台独”达到分裂国
家的目的。赖清德的政见和民进党版的台湾“文
化基本法”是对中华民族的背叛。中华文化一万
年、中华文明五千年，这是海峡两岸同胞的共同
财富，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
海峡两岸同胞的共同使命。两岸命运共同体应
该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中国人特有的共同体意
识，是以共同认同的经典、礼仪制度、道德价值

观凝结起来的，中国心就是中国文化之心，两岸
同胞就是受中华文化养育、中华文明照耀的
亲人。

海峡两岸同文同种，台湾的发展史就是中华
文化在台湾发芽、生根和开花结果的历史。郑成功
收复台湾后系统地把中华文化中基于春秋大义的
道德情操、注重民族气节的民族精神、主张经世济
用的王道的大陆儒学带到台湾。郑成功去世后，后
人继续弘扬中华文化精神，在台湾建学校，教大家
读中国经典，中华文明开始照耀台湾。清朝政府统
一台湾，继续兴办学校，大力推崇朱子学，强调忠
孝节义，修身养性，在台湾的中国人感受到中华文
明的灿烂。日据时期，台湾同胞反抗殖民统治，保
护传承中华文化。从古至今，中国古陶文明、古玉
文明、龙文明、青铜文明和礼乐文明在台湾都得到
继承和发展。

中华文化从未中断更没有停止凝聚纳新。包
括台湾在内的中华大地尽管各地域人口密度不
同、生活方式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价值观念不同，
中华文化下的各个地域文化呈现不同特点和特
色，但是它们都是中华文化转化和创新的结果。中
华文化所包含的不同文化都有所长有所短，文化
多样性是中华文化的魅力所在。台湾文化的现代
化发展，也是中华文化的现代化发展，为中华文化
宝库增加了新的内容。马英九先生对台湾文化作
过这样的表达：“台湾人用台湾的空间，用台湾的
人力，发展出一个丰富中华文化的模式，这就是发
展了一个具有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这个表达代
表台湾大多数人的文化认同。

面对赖清德及其“台独”分裂分子在文化认同
方面的挑战及危害我们两岸同胞必须有共同的
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
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
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
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
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的核心，决定
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无论大陆还是台湾，失去中华文化，就将面对
惶惶不可终日的无根生活。我们应该承认两岸由
于生活方式和制度不同造成了文化的差异，我们
互相尊重文化的差异，但是应该同时承认是中华
文化下不同文化的差异。我们两岸同胞可以通过
沟通实现跨文化的交流合作，创造出共同认同的
中华新文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作者系中央台办全国对台干部培训中心
原主任）

民进党若推进“文化基本法”升级文化“台独”

未来反对和遏制“文化台独”任务或更加艰巨迫切
王杰

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还有正好一周
时间，从当前台湾多个民调机构公布的数据看，
民进党“赖萧（赖清德、萧美琴）配”的民调都领
先于国民党的“侯康（侯友宜、赵少康）配”及民
众党的“柯盈（柯文哲、吴欣盈）配”。1月13日
的这场选举最终将由台湾2300多万民众中有
选民资格的1800多万民众投票确定，其结果目
前还无法准确地做出判断。不过，两岸观察人士
认为，不管选举结果如何，大陆都有必要先从两
方面趋势做预案：一是如何应对民进党长期执
政下的两岸关系；二是如何处理一旦民进党继
续执政而可能出现的推动“法理台独”。

■赖清德“独”性已成两岸和平最大
隐患

无论赖清德是否会当选下一任台湾地区领
导人，但他的“独”性对于两岸和平发展和祖国
的完全统一来说，都是一个威胁。

在岛内民众眼里，赖清德作为政治人物，根
本无诚信可言。无论他在多年以来参与的民进
党各种竞选活动中，还是在担任民进党籍“立
委”或台南市长期间；也不论是担任台湾地区行
政部门负责人或是做蔡英文的副手，抑或是民
进党党主席和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参选人，
赖清德经常“昨天讲话今天摆手”，哪怕是在电
视镜头前面对全台湾民众信誓旦旦作出的承
诺，他也照样可以随时否认。但唯有在“台独”问
题上，他多年来的态度从未改变。

早在20世纪90年代，赖清德时任民进党
籍“立委”时，就在台立法机构高举“台独”标语，
宣扬“台独”理念。2015年时任台南市长的赖清
德，在接受台南市议员询问时数次声称“主张台
湾独立”。甚至在2014年参访上海复旦大学时，
赖清德居然还声称“‘台独’是台湾极大的共
识”，公然表示即使解决了民进党的“台独”党
纲，也“无法解决台湾人的独立主张”。

而自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赖清德更是罔
顾两岸同胞民生福祉，频频抛出“台独”言论，加
剧两岸对立的紧张局势。2017年赖清德担任台
湾地区行政部门负责人，首次接受“立委”质询
时就将自己描述为“主张‘台湾独立’的政治工
作者”形象，并且强调不管担任哪个职务都不会
改变这一身份。对于大陆与台湾的关系，赖清德
多次表示“我们已是主权独立国家，不需另行宣
布独立”。2018年在台湾YahooTV播出的专
访内容中，赖清德首次将“务实台独”与“台湾前
途决议文”画上等号。而所谓“台湾前途决议
文”，就是“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她的
名字叫‘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
属，台湾的前途只有两千三百万人民可以决
定”。

2019年 3月，赖清德与蔡英文竞争2020
台湾地区领导人，在入围民进党初选后，再次申
明他是个务实“台独”工作者，并主张“台湾已经
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字叫“中华民国”，“与
中国没有隶属关系”。2020年之后，赖清德又在
公开场合多次申明台湾“主权国家”的立场，声
称“台湾通过自己的选举决定自己的命运，已经
不存在统不统一的问题”。2023年6月，赖清德

在出席民进党会议时宣称自己的两岸路线与蔡
英文一致，“非常清楚，完全没有模糊，未来会继
续蔡英文两岸路线及所谓‘四个坚持’”；7月，
其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甚至宣称：“台湾通过
民主选举已经证明自己是‘主权国家’”；9月，
赖清德宣称“三不要”，不要两岸和平协议，不要
一个中国与“九二共识”，不要服贸协议；11月，
赖清德叫嚣“不锁进一个中国”。

即便在2024年1月2日下午新年第一个造
势活动，赴云林参拜关帝庙时还挑衅说，中国
（大陆）是“恶邻”。他还叫嚣“台湾不要天真
到以为接受中国（大陆）主张，他们（大陆）
就不会攻打；不要对（大陆）存有梦想幻想”。

两岸舆论认为，以上种种行为，足见赖清
德凭借激进的“台独”政治立场俨然已经成为
民进党内的“台独”急先锋。国台办发言人陈
斌华日前在回应赖清德“台独”言论时指出，
众所周知，“台独”与和平水火不容，“台独”
就意味着战争，赖清德的种种“台独”言论纯
属是给台湾民众灌“迷魂汤”，麻痹台湾民
众，从而谋求政治私利。

事实上，赖清德多年来不间断叫嚣“台
独”，在台湾地区尤其是在被“台独”教科书
洗脑的年轻人和民进党的支持者中造成了恶劣
影响，其“台独”言论已经严重冲击台湾民众
的国家和民族认同，对两岸关系造成极大的负
面影响，已经成为两岸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的
最大隐患。

■赖清德推动“法理台独”的风险在
增加

2023年12月25日，民进党2024副手萧美
琴到桃园市中坜区的南方庄园渡假饭店参加竞
选造势活动，会后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询问
她，“台湾是否要建设成亚洲的以色列？”外媒记
者采访台湾地区领导人副手参选人，却突然把
与台湾毫不相干的以色列做关联，不仅让台湾
舆论不解，就连自认为是“外事行家”的萧美琴
也一脸迷茫。

在两岸舆论看来，无论如何，将中国的一个
省与亚洲的一个独立国家放在一起作联结，风
马牛不相及。提这样的问题，不是这个美国记者
在“做球”给萧美琴，就是另有隐情。而这个美国
记者提出的这个奇怪问题，却让本报记者想起
几年前的另一件事来。

2019年8月，时任民进党某地方执政县市
相关部门负责人、现任民进党中央的一位幕僚，
就曾私下向本报记者透露，虽然赖清德早在20
世纪90年代就参加“台独”活动，但真正坚定他

“台独”思想的，是2016年在台南市长任上窜访
以色列期间，与以色列领导人的一次谈话。

巧合的是，本报记者在这位民进党现任幕
僚当时赠送的一本由台湾远见天下文化出版公
司2019年出版的赖清德自传——《用行动带动
希望》一书的第一节中，确实看到记录着赖清德
那次与以色列领导人的一次对话内容。

该节中，赖清德用了2个页码篇幅记载了
他2016年11月在任台南市长时，趁窜访以色
列参加“全球市长会议”时拜会以色列领导人并

与以色列领导人对话。其中，赖清德问了以色列领
导人一个问题：“以色列与台湾一样面临严重的

‘邻国’问题，以色列如何处理，可否提供经验给台
湾参考？”而这位以色列领导人的回答是：“关键就
在于‘独立自主’……”

在该节中，赖清德又用了13个页码篇幅自述
了自以色列回台后对“台独”的思考，他回忆20世
纪90年代和2000年陈水扁执政以后的“台独”运
动，以及“台独党纲”“台湾前途决议文”等问题。为
了为“台独”寻找所谓“法理依据”，他还以1951年
由美国主导，但排除了新中国政权和当时退踞台
湾的蒋介石集团参与，并且被海峡两岸一致反对
和否定的“旧金山和约”为所谓依据。赖清德还否
定了具有重要国际法性质的《开罗宣言》和《波茨
坦公告》中规定的台湾归属问题，其在书中大肆宣
扬“台湾主权无定论”思想，并提出了未来台湾应
积极推动所谓“修宪”“正名”等“法理台独”问题。

上述这位民进党幕僚表示，赖清德出书就是
为了向台湾选民宣示他的理念，向选民承诺将来
如果当选，当然也会以《用行动带动希望》这本书
里他自述的理念作为他的执政行动指南。但是，赖
清德在2020年那场选举中在党内初选中被蔡英
文打败，“不过，在前年台湾县市长换届选举民进
党惨败接任党主席后，赖清德在民进党内部会议
上却多次重提了台湾要学以色列，要走‘独立自
主’道路。”

上述民进党这位幕僚认为，也许是因为这样
的背景，才有《华盛顿邮报》记者日前提问萧美琴
时，将台湾与以色列作联结的问题。

台湾地区前驻外代表介文汲指出，两岸因为
政治分歧没有解决，所以才有了“九二共识”，而

“九二共识”最大的特点是其模糊性，“九二共识”
约定两岸双方以口头方式表达“两岸同属一个中
国”，而这个“中国”在大陆解释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在台湾解释为现在的名字。尽管两岸因为政治
分歧都不能承认对方，但两岸宪法却都一致将大
陆和台湾定义为同一个国家，而就目前国际社会
来说，182个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唯
一合法政府，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即
便在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下，大陆却依旧愿意坚持
以一个中国为原则的“九二共识”来与台湾地区交
往、交流与对话，除了在国际社会不承认台湾当局
的合法性外，在两岸交往中却采取了含糊态度，不
承认也不否认，这本身就考虑到台湾地区2300万
同胞的尊严了。因此，在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最
后一轮电视政见辩论中，才有国民党籍参选人侯
友宜说的台湾现行“宪法”是两岸关系的“护台神
山”，但这一说法却遭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讽刺是

“神话”，赖清德更称台湾当局政权现在的名号是
“灾难”。

介文汲表示，不仅如此，赖清德还否定台湾现
行“宪法”，而他否认“宪法”却是因为他不承认“宪
法”里的“一中两区（台澎金马地区和大陆地区）”，
这是典型的“两国论”。

而台湾东吴大学全球华商研究中心谘委施威
全认为，既不承认现在台湾的当局名称也不承认
台湾“宪法”，赖清德的语境昭告了他的愿景——
期待新“宪法”或“修宪”，将台湾当局名号只限于
台湾，其包含的领土、固有疆域、主权、人民都与大
陆地区无关，“赖清德其实就是要搞‘法理台独’。
而赖清德一旦当选，按照他的想法，如果真的推动

‘修宪’‘正名’搞‘法理台独’，两岸还会有和平而
言吗？”

■大陆可依法多措并举遏制“法理台独”

赖清德对两岸和平的威胁不仅引起了大陆各
界警惕，同样也遭到台湾岛内各界批评，而加强法
理斗争以促统反“独”将成为大陆遏制“法理台独”
重要形式。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副教授刘性仁近期投书台
媒指出，在2015年新《国家安全法》引领下，大陆
有20余部国家安全专门立法接连出台，其中有9
部法律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堪
称“九柄利剑”。

这九柄利剑有：《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反
分裂国家法》《反恐怖主义法》《反外国制裁法》《网
络安全法》《核安全法》《生物安全法》与《数据安全
法》等。

刘性仁认为，“台独”对国际、对两岸、对台湾
所带来的危害是立即且明确的，“台独”战场的杀
伤力与破坏力不容低估：对大陆来说，“台独”是违
法犯罪行为，已经祭出相关国家安全方面的“九把
剑”，这已是涉及国家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已
经逾越政权间的矛盾与历史的纠葛。

除了上述“九柄利剑”外，多位大陆学者表示，
如果赖清德在一周后当选台湾地区下一任领导
人，其在“台独”道路上不止步，大陆还将运用经
济、外交、军事等各种手段，削弱民进党执政基础，
进一步压缩台当局在国际上的活动空间，进一步
让其“邦交国”清零，解放军还可以以实际行动对
台湾宣示主权并对台湾实施有效实际管辖，多措
并举遏制“法理台独”。

警惕!赖清德可能推动“法理台独”
本报记者 高杨

离 2024 年 台 湾 地
区选举还有短短一周时
间，蓝、绿、白三党参选
人政见发表与辩论已经
结束，由于三对参选者
在两岸关系方面的论述
已经十分清楚，如果按
照参选者的政见，尤其
是最可能当选为台湾地
区下一任领导人赖清德
的论述，毫不夸张地讲，
本次选举结果不只关乎
台海未来“战与和”的问
题，还将关乎台湾的繁
荣与衰退。

关 于 本 次 选 举 结
果可能给两岸带来“战
与和”的问题，我们应该
不难理解。就如习近平
总 书 记 强 调 的 那 样 ，

“‘台独’分裂是祖国统
一的最大障碍，是民族
复兴的严重隐患”“‘台
独’是历史逆流，是绝
路，背离一个中国原则，
就会导致两岸关系紧张
动荡，损害台湾同胞切
身利益”“任何挑战一个
中国原则的法理基础，
诋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的历史事实的‘台独’分
裂行径，都只会给两岸
关系带来危机和灾难”。
事实上，当下无论台湾、
大陆，甚至包括那些长
期干涉中国内政，插手
台湾问题的美国战略界
精英们也不得不承认，

“台独”就意味着战争。
在 最 近 几 天 的 多

场选举造势期间，民进
党 人 从 蔡 英 文 、赖 清
德，到萧美琴和其他政
客，无不把台湾的“社会繁荣”和持续的经济增
长作为民进党对台湾社会和台湾民众的重要
贡献，蔡英文甚至吹嘘民进党执政近 8 年，经
济平均增长率超过 3%，2020 年疫情期间经济
增长率更是跃居世界第一。

然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数
据，其实 2020 年世界有 10 个经济体增长率高
于台湾，而接下来两年台湾经济增长率更是每
况愈下，2021 年排第 74 名，2022 年更后退到第
166 名，呈雪崩式下滑。根据台湾当局“主计总
处 ”公 布 的 数 据 ，2023 年 台 湾 经 济 增 长 率
1.42%，创 2008 年金融海啸以来台湾 14 年经济
增长率新低。而 2022 年台湾民众生活痛苦指
数（通膨率加失业率），一度超过 7%，创下 10
年新高。民进党的 8 年执政台湾经济变差、人
民生活变得更苦。即便这样一个 10 多年来最
差成绩，还是靠 40%产品出口到大陆（含港澳）
和每年从大陆获得 1500 亿美元左右的贸易顺
差来支撑的。

遗憾的是，让台湾保持多年经济增长背后
最大功臣的两岸经贸交流，在本次选举中不仅
没有得到民进党的肯定，反而被认为是政治风
险和大陆对台湾的“要挟”筹码。

台湾 2023 年之所以创下了 14 年来经济
最糟糕成绩，最主要原因是出口严重衰退，连
带投资跟着低迷。事实上，2023 年台湾出口及
投资对台湾经济增长贡献率分别为-2.63%
及-2.14%，要不是消费及出口撑住，台湾经济
恐难逃负增长。而出口为何严重衰退？关键就
是两岸关系恶化，导致台湾对大陆出口急速下
滑。仅 2023 年 1—11 月，台湾对大陆（含港澳）
出口相较2022年同期减少19.1%。

笔者注意到，几年来民进党“联美抗中”，
附和美西方国家对大陆搞“脱钩断链”，在芯片
等半导体领域产品方面跟随美西方限制对大
陆出售，加上两岸关系恶化，在客观上导致两
岸贸易降低，而由此给台湾经济发展带去的后
坐力正逐步增大。首先，台湾难以参与区域经
济整合的负面效果凸显。从台湾产业数据看，
塑料、化工、纺织品等传统产业表现极为惨淡，
最高降幅超过 30%，远高于电子零组件等高科
技产业。究其原因，除了外部市场降温，关键还
在于台湾难以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典型如《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但由于
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自然无法加
入 RCEP，无法享受 RCEP 成员之间的贸易零
关税。

其次，“脱钩断链”让岛内企业无法在两岸
统一大市场下优化布局，提高竞争性。

再次，“台独”引战，导致外部资本不敢投资
台湾，造成台湾经济非常需要的外部“活水”难
以被注入。高度依赖出口的台湾产业要发展，就
必须通过持续扩大民间投资、从境外购买设备
机器以保持持续产出，但“脱钩断链”和“台独引
战”让台湾不仅面临出口大幅衰退，进口也出现
严重问题。台湾前“经建会”副主委单骥近日撰
文指出，台湾经济压舱石是在大陆而不在美国
或其他地区。而原因就在于大陆是台湾最大贸
易伙伴与顺差来源地，短期根本无从替代。

日前，大陆公布贸易壁垒调查结果，确认
台湾违反 WTO 非歧视等相关原则，随后取消
ECFA(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早收清单中 12
项石化产品关税减让优惠，虽然台经济部门统
计指出，这类石化产品占整体对陆出口比重仅
约 1.3%，影响有限，但实际上这可能只是前
奏，而大陆取消减税的这些行业涉及就业人数
众多。单骥认为，如果下周选举结果真由绿营
继续执政，新政权坚持与大陆继续脱钩，接下
来大陆恐推出更多经贸反制措施，甚至直接中
止 ECFA 和进一步减少对台进口，台湾恐须付
出更惨痛的经济代价。不要说台当局制定的长
期 3%增长目标达不到，恐怕台湾更面临大量
失业的现实。那时，民进党人口中所谓台湾的
繁荣还会继续吗？台湾剩下的可能只有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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