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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台辦：台當局製造國際挺台假象自欺欺人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國務

院台辦發言人馬曉光19日應詢表示，民
進黨當局用各種伎倆，拉攏一些組織謀
「獨」 和製造國際 「挺台」 假象，只能
是自欺欺人。其圖謀不會得逞。

有記者問，一個叫做世界醫學會
（WMA）的國際非政府組織近日通過所
謂 「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參與世界衞
生組織（WHO）及相關機制」 決議文修
正案。民進黨當局向該組織表示 「感
謝」 。對此有何評論？馬曉光作了上述

表示。
他還指出，中國台灣地區參加國際

組織及其活動必須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世界衞生組織涉台安排早有定論。世界
醫學會（WMA）的言論違背一個中國原
則和世衞組織涉台安排，是錯誤和無效
的。

民進黨謀「國際突破」必失敗
此外，中新社日前發表評論指出，

近段時間以來，民進黨當局部分人士老

調重彈，頻頻在國際媒體上發聲，稱聯
合國大會1971年第2758號決議 「未解決
台灣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 ，妄圖混
淆國際社會視聽。這已不是民進黨當局
第一次曲解聯大2758號決議。對於其任
意歪曲混淆2758號決議精神、欺騙國際
輿論的錯誤言行，國台辦、外交部已多
次作出回應，表示堅決反對。

民進黨當局曲解2758號決議的目
的，無非是想藉此再次炒作 「申請入
聯」 的事宜，為自己拓展所謂的 「國際

空間」 ，製造兩岸 「一邊一國」 。這一
行為並無法理依據。

事實上，1971年第26屆聯合國大會
第1976次全體會議通過的2758號決議中
已經明確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
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
表」 。而根據《開羅宣言》和《波茨坦
公告》中的內容，台灣及澎湖列島就在
中國主權管轄之下。

多年來，在處理涉及台灣問題時，
聯合國及相關機構都會向聯合國秘書處

法律事務廳尋求意見。該部門的意見已
明確指出，根據聯大2758號決議， 「聯
合國認為，台灣作為中國的一個省沒有
獨立地位」 「台灣當局不享有任何形式
的政府地位」 ，秘書處文件中對台稱謂
須 使 用 「 中 國 台 灣 省 」 （Taiwan，
Province of China）。

如今，民進黨既不承認一個中國原
則和 「九二共識」 ，卻又企圖單方面尋
求所謂 「國際突破」 ，注定會以失敗收
場。



台短命衛星報廢 太空計劃失敗

台耗198億向美購百套魚叉導彈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台灣
《聯合報》19日報道稱，台灣打造的兩
款衛星 「飛鼠」 和 「玉山」 在發射後不到
9個月即被宣布任務失敗。太空科技是民
進黨當局上台後宣示要發展的 「重要項
目」 ，台當局行政機構負責人蘇貞昌多次
聲稱其上任後簽署的首份公文，就是為期
10年、共編列251億元新台幣（約70億港
元）預算的 「第三期太空計劃」 。不料新
冠肺炎疫情延緩制程，今年僅發射 「飛
鼠」 和 「玉山」 兩枚立方衛星，低於預
期，最後還雙雙任務失敗。

台灣 「太空中心」 近日發表的《玉山
衛星正式退役》新聞稿表示， 「玉山」 衛
星發射後，地面科研人員接收過衛星信
號，通過有限的信息得知衛星通信發射器
功率偏低，太陽能板充電量不高， 「不知
何故， 『玉山』 衛星並沒有收到地面站上
傳的指令，因此沒能開啟衛星上的通訊接
收器」 。

台當局貿然求進注定失敗
《聯合報》還指出，由台灣民營火箭

公司研發的火箭 「飛鼠一號」 已接連失利
三次，第三次試射甚至起火燃燒，相關單
位評估後宣布不再試射。有民意代表呼籲
民進黨當局勿趕着通過 「太空法草案」 ，
而應 「待規劃完善再上路」 。

大公報記者蘇榕蓉報道：上海社科院
台灣研究中心主任盛九元教授向大公報表
示，任何科學事業發展都有規律，不可能
一蹴而就，航天事業發展需要長期積累，
民進黨當局提出10年投資新台幣251億元
的 「太空計劃」 ，展示所謂 「太空雄
心」 ，這和目前台灣在航天科技領域的實
際現狀相背離。

盛九元稱，台灣發展所謂 「航天事
業」 ，實際上有諸多客觀局限性，包括發
射場問題等，台灣缺乏發射的有效客觀條
件，難以達到預期目標。而大陸經過多年
積累，在航天科學發展上已形成巨大優
勢。如果兩岸關係好，大陸能給台灣地區
的航天事業發展提供技術裝備和測試支
撐。但台灣當局捨近求遠、緣木求魚，不
顧客觀條件仰外國鼻息、貿然求進，這就
是台灣當局所謂的 「航天雄心」 發展不斷
挫敗的根本原因所在。可見，台灣所謂
「航天雄心」 最終只是南柯一夢而已。

孫文學校北院院長林定芃說，台灣從
火箭到衛星發射都面臨重大的挫敗，還遑
論要 「登陸月球」 ，顯然民進黨當局當初
誇誇而談的 「發展太空計劃」 是痴人說
夢。民進黨當局在做計劃之前，並沒有做
好充分分析判斷就貿然行事，毫無章法，
顯然在浪費民脂民膏，只是滿足了部分政
黨人士的慾望，甚至圖利了部分廠商。

台當局科技部門打造的 「飛鼠」 、 「玉山」 衛星於今年1月
在美國發射升空，但不到9個月， 「飛鼠」 疑因元件不耐太空高
輻射、 「玉山」 無法接收信號和譯碼，而被宣告任務結束、正
式退役。太空科技是民進黨當局領導人蔡英文上台後宣示要發
展的 「重要項目」 ，但如今連接傳來衛星接收任務失敗的壞消
息。兩岸專家指出，台灣航天技術有待提高，發展 「太空計
劃」 是緣木求魚，近期一系列發射失敗事件是意料之中。

發射不到9個月即退役 專家批台當局緣木求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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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稱為 「鬼樓」
的高雄城中城大樓上周
發生嚴重火警，造成
46人死亡、41人受

傷，是台灣近30年來傷亡最慘重的火
災，尤其罹難者平均年齡約60歲，多為
經濟拮据的貧困老人，正如台媒慨嘆
「一把大火燒出弱勢族群的悲歌」 。雖
然起火原因初步懷疑是黃姓女子在城中
城1樓茶具行喝酒時燃起檀香驅蚊、隨意
丟棄餘燼而引爆周圍的易燃物和瓦斯
罐，但樓中缺乏完善的防火設備、原商

業使用樓層建材裝潢不符合防焰消防標
準及老舊建物梯間堆滿雜物等公共消防
安全問題也是導致傷亡人數眾多的一系
列原因。

樓齡40年的城中城大樓是商業、住
宅混合兩用大樓，地上12層樓、地下2層
樓，因大樓老舊、住戶複雜，被當地居
民稱為高雄 「第一鬼樓」 。然而，這幢
「鬼樓」 當年曾有風光的一面。據說，

上世紀80年代城中城大樓所在的鹽埕區
一帶非常熱鬧，而城中城大樓裏面有百
貨公司、電影院、餐廳，人潮川流不

息，熱鬧非凡。但 「花無百日紅，人無
千日好」 ，隨着高雄市政府搬走，加之
其他商圈開始興起，城中城大樓開始沒
落，在2001年就完全停止營業，逐漸變
成弱勢群體聚居的地方。因為沒有營業
事實，按規定無需進行公共安全申報，
從而逃過高雄市政府每年定期的清查。
此外，按島內規定，16層樓以下建築物
無需進行公共安全申報的規定，而城中
城大樓只有12層，又逃過了公共安全檢
查，以致相關部門沒有發現其7至11樓隔
成套房出租或售出的違規現象。可見，

台灣相關法規出現嚴重的漏洞，使高雄
城中城大樓成為 「無人管」 的安全隱
患。

其實，早有民眾向高雄市政府相關
部門舉報城中城大樓的消防安全問題，
但高雄市府並未採取有效改善措施，甚
至以 「城中城大樓設了柵欄而無法入內
進行消防檢查」 為由推卸責任。十年前
台中市阿拉夜店大火造成9人死亡，時任
立委的陳其邁曾批評台中市長胡志強
「要死幾個人才下台？」 如今高雄城中
城大火的死亡人數是台中市阿拉夜店大

火的5倍，成為高雄市長的陳其邁要不要
下台？

高雄長期是民進黨管治，但結果：
陳菊擔任高雄市長任內發生最慘重氣爆
案，造成32人死亡、321人受傷，高雄市
區主要道路嚴重毀損；當年高雄市副市
長、如今 「坐正」 的陳其邁任內則發生
高雄最嚴重火災，導致46人罹難。民進
黨根本就是把高雄當成囊中物，認為高
雄人必選民進黨人當市長，所以有恃無
恐，就算一再發生重大傷亡事件，民進
黨在高雄仍是穩坐 「釣魚台」 。

高雄鬼樓燒出弱勢族群悲歌
隔海觀瀾

朱穗怡

無法接收信號
●今年1月24日，台產

「玉山」 衛星升空後，
台灣 「中央大學」 學生
曾在2月10日收到信
號，但衛星並沒有收到
地面站上傳的指令，無
法執行自動識別系統與
自動封包回報系統的測
試任務。

零件不耐高輻射
●受限於研製期程等因
素，台產衛星 「飛鼠」
未進行具破壞性的輻射
測試就發射升空；後來
衛星組件疑因不耐太空
中的高輻射，導致 「飛
鼠」 提早退役。

土地問題未解決
●2019年6月，台灣晉陞
公司在台東縣達仁鄉南

田村興建火箭發射場，因土地及
相關法規未解決，致使火箭發射
卡關。

居民反對發射
●2020年6月，台當局完成 「短期
科研探空火箭發射場域安全規範
草案」 ，選在屏東縣旭海村牡丹
灣段國有地作為火箭發射場，但
因當地居民反對，台產火箭 「飛
鼠一號」 於是轉往澳洲發射。

天氣影響發射
●2021年9月10日，台產火箭 「飛
鼠一號」 獲澳洲政府批准，於9
月在南澳洲艾爾半島的 「威爾斯
灣」 發射平台，由澳洲太空企業
「南方發射」 發射，9月10日因
風勢強勁取消發射。

系統內部故障
●2021年9月15日， 「飛鼠一號」
第二次發射，但在發射倒數階段
有一個系統沒能順利聯機而宣告
放棄。

發生火警意外
●2021年9月15日， 「飛鼠一號」
第三次發射，在點火過程中，出
現內部故障，導致起火燃燒，當
地消防局緊急出動前往滅火，發
射再次取消。

▲台產火箭上月在澳洲發射三次均以失敗告終。資料圖片

▲台產衛星 「玉山」 無法接收信號和譯碼。
網絡圖片

台產火箭故障着火 三次升空失敗
新聞背景

【大公報
訊】據台媒報
道，台灣民營
公司自製商用

火箭 「飛鼠一號」 在多次試射失敗
後，上月宣布不再嘗試發射。據了
解，晉陞公司早在2019年6月就在
台東縣達仁鄉南田村興建火箭發射
場，去年2月13日試射失敗後，後
續因土地及相關法規未解決，致使
火箭發射卡關。台當局去年6月完成
「短期科研探空火箭發射場域安全
規範草案」 ，選在屏東縣旭海村牡
丹灣段國有地作為火箭發射場，但
因地方反彈，台產火箭 「飛鼠一
號」 於是轉往澳洲發射。不過，澳
洲發射基地附近的居民擔心，發射

基地將會破壞環境景觀，每逢發射
期間會封鎖附近區域，打擊當地觀
光產業；另外，發射基地也消耗當
地水源，影響民生需求。

直到今年8月台產火箭 「飛鼠
一號」 獲澳洲批准，於9月在南澳洲
在艾爾半島的 「威爾斯灣」 發射平
台，由澳洲太空企業 「南方發射」
發射。但9月10日風勢強勁取消發
射；15日在發射倒數階段有一個系
統沒能順利聯機而宣告放棄；16日
更在點火過程中，出現內部故障，
導致起火燃燒，當地消防局緊急出
動前往滅火。22日澳洲 「南方發
射」 發表聲明宣布，經評估後，他
們與晉陞太空公司得出結論，不會
再嘗試發射 「飛鼠一號」 。

【大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台灣
防務部門19日公布，透過軍事代表團對
美採購 「導彈一批」 ，決標價格高達新
台幣710億餘元（約198億港元），執行
時間從今年5月19日開始，至2029年12
月31日。台軍方證實，這批導彈正是美
方要求台灣 「一次買齊」 的岸置魚叉導
彈系統。

根據台防務部門當天公布的決標公
告，710億餘元是購買魚叉導彈系統部
分，包括400枚導彈。台軍方實際編列的
總採購預算達866億餘元，多出的150億
餘元為導彈庫與基地興建費用。這項預
算案目前仍在台立法機構審議當中。

據台媒報道，台軍對美採購的100
套岸置魚叉導彈系統，一度因預算緊
張，曾希望先買32套，其餘68套須視陣
地部署、人力編制、美方產製進度甚至
敵情威脅變化，再另行籌購。但在美方
國安高層強勢要求台灣必須 「一次買
齊」 的情況下，台軍方被迫提交新發價
書，一次編足866億餘元預算，採購百套
魚叉導彈及興建基地。

這項決標公告說明，此案原始發價
書金額是13億多美元，折合新台幣390
億元（約108億港元），修正後發價書金
額則為23億多美元，折合新台幣710億
餘元，顯示該項軍購前後的政策轉變。

▲台灣研製的立方衛
星「玉山」（上）和 「飛
鼠」（下）。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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