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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三年，台灣經濟在新
冠疫情影響下仍保持增長。然
而，2022年第四季以來，受通
脹壓力籠罩、全球主要央行持
續緊縮等因素夾擊，國際需求
降溫，令該季商品出口預計較
2021年同期減少3.89%，台灣
經濟情勢正急轉直下。

台灣一般被稱作出口導向
型經濟體，出口佔整體GDP比
重達六成以上。期望新的一年
以潛力較有限的內需增長抵擋
出口衰退、支撐整體經濟，顯
然難度太大。況且，台灣 「中
央大學」 台灣經濟發展研究中
心執行的台灣消費者信心指數
（CCI）調查顯示，去年12月
份，該指數已連續第4個月下滑
（降至59.12），為2009年10
月以來新低。

台積電首季營收將減15%
台灣當局 「發展委員會」

去年12月27日發布的11月景氣
燈號，也從 「景氣趨弱」 的黃
藍燈轉為 「景氣低迷」 的藍
燈，綜合分數為2009年5月以
來新低。

目前看，對於國際經濟情
勢調整的衝擊力度與持續時
間，台當局及民間企業顯然估
計不足。高科技產業如半導體
行業去年年中進入下行周期，
庫存周轉天數保持在高位，芯
片價格下滑， 「龍頭」 台積電
也未能幸免、今年第一季營收
將季減15%，行業庫存調整或
持續至今年下半年。傳統製造
業方面，擁有 「捷安特」 品牌
的全球自行車 「龍頭」 台灣巨
大集團庫存 「爆倉」 ，去年12

月中旬一紙展延支付供應商貨
款的公告震動市場，讓公眾注
意到 「績優生」 面對市場快速
緊縮的窘況。

尤其引發焦慮的是，台產
業結構多為垂直分工，供應鏈
中的廠商彼此交易非常頻繁，
如有一兩家爆發嚴重財務危
機，會在其他廠商之中產生連
鎖反應，有可能轉成系統性金
融問題。

學者籲當局補貼中小企
景氣循環何時見底，會否

「先蹲後跳」 ，在2023年下半
年迎來春暖花開？這是當前台
灣財經界討論最多的問題。

多位專家呼籲，台灣仍有
舉債空間，當局應優先將財政
預算投向中小企業及從業員工
等弱勢群體，提供一些補助，
紓解財務、利息方面負擔。衰
退危險當前，救經濟 「急如星
火」 ，台當局如何應對值得觀
察。

另據大公報記者蘇榕蓉報
道：廈門大學港澳台研究中心
主任李非教授向大公報表示，
後疫情時代，受到世界局勢不
穩定、原材料短缺、供應鏈斷
裂等因素影響，全球經濟發展
速度都在放緩，但這並不是台
灣經濟衰退低迷的主要原因。
事實上，民進黨當局拒不承認
「九二共識」 ，讓兩岸關係從

穩定一步步走向高度不確定
性，為台灣經濟帶來了巨大變
數和風險，如果民進黨當局繼
續在政治上、經濟上採取「反
中」「排中」的政策，台灣經濟將
會持續動能不足、獲利缺失。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新年伊始，台灣工商、
財經界卻瀰漫一股 「低氣壓」 。島內出口正在衰退，相關
製造業企業經營壓力大，裁員已經開始。島內學者指出，
春節後訂單若未回溫，失業率有可能出現惡化。目前不少
中小企業已凍結人力招聘， 「不要輕易辭職」 「不要貿然
理財」 是民眾時常聽到的忠告。也就是說，2023是應當
「優先保飯碗」 的一年。

台出口衰退 春節後恐現失業潮
製造業開始裁員 中小企業凍結人力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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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很會玩
「語言偽術」 ，政治
口號一個接一個，

「抗中保台」 不奏效，於是又拋出 「和
平保台」 ，似乎想釋出改善兩岸緊張關
係的信號。然而，這不過是民進黨的一
記虛招而已。因為兩岸對話和溝通必須
建立在 「九二共識」 的政治基礎上，如
果民進黨當局仍不承認 「九二共識」 、
不承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仍奉行 「台
獨」 黨綱，即使舌燦蓮花也沒有用。

去年 「九合一」 地方選舉期間，民

進黨當局為了掩飾政績不彰的焦點，故
伎重演，再次操弄 「反中牌」 ，炮製
「抗中保台」 的選舉主軸，結果適得其

反。因為 「抗中」 與 「保台」 根本就是
自相矛盾： 「抗中」 只會升高台海局
勢，增加爆發衝突的風險，如何 「保
台」 ？國民黨一句 「票投民進黨，青年
上戰場」 就戳穿了民進黨 「抗中保台」
的假象。民進黨事後雖然檢討選舉慘敗
的原因，但卻 「換湯不換藥」 ，以為把
激進的字眼 「抗中」 換成較溫和的字眼
「和平」 就能蒙混過關。事實是，民進

黨當局不斷向美國購買武器，還延長兵
役時間，甚至還要幼兒園進行防務教
育、教小朋友辨識炮聲，這就是所謂的
「和平」 ？

眾所周知， 「台獨」 是導致兩岸關
係惡化的毒瘤。民進黨當局堅持 「台
獨」 分裂立場，勾連外部勢力不斷進行
謀 「獨」 挑釁。他們拒不接受一個中國
原則，歪曲否定 「九二共識」 ，妄稱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
屬」 ，公然拋出 「新兩國論」 ；在島內
推行 「去中國化」 、 「漸進台獨」 ，縱

容 「急獨」 勢力鼓噪推動 「修憲修
法」 ，欺騙台灣民眾，煽動仇視大陸，
阻撓破壞兩岸交流合作和融合發展，加
緊 「以武謀獨」 、 「以武拒統」 ；勾結
外部勢力，在國際上竭力製造 「兩個中
國」 、 「一中一台」 。民進黨當局的謀
「獨」 行徑導致兩岸關係緊張，危害台
海和平穩定，破壞和平統一前景、擠壓
和平統一空間，是爭取和平統一進程中
必須清除的障礙。所以，不論是 「抗中
保台」 ，還是 「和平保台」 ，民進黨若
不放棄 「台獨」 路線，就無法 「保

台」 。
這些年，民進黨經常在選舉中大打

「反中牌」 ，通過抹黑、唱衰大陸誤導
台灣民眾，從而騙取選票，但在去年
「九合一」 地方選舉，民進黨的 「反中
牌」 失靈了，說明台灣民眾已經識破了
民進黨的種種謊言，也感受到了民進黨
破壞兩岸關係帶來的害處，認識到 「台
獨」 對台灣百害而無一利。

民進黨若不徹底調整兩岸政策，若
仍在 「台獨」 死路上狂奔，必被選民唾
棄。

民進黨和平保台是語言偽術
隔海觀瀾
朱穗怡

台投資騙案 民眾損失增七成

【大公報訊】據中通社報
道：為打擊炒房，台灣立法機
構10日三讀通過 「平均地權條
例」 修正草案，明定不得散播
不實信息影響不動產交易價
格，炒作行為最高可罰5000萬
元新台幣（約1280萬港元）。

為遏止投資客揪團炒房、
利用換約轉售哄抬獲利，台行
政機構研擬 「平均地權條例」
修正草案。草案經審查後10日
在立法機構獲得三讀通過，內
容包括限制換約轉售、重罰炒
作行為、建立檢舉獎金制度、
建立私法人購買住宅許可制、
解約申報登錄等5個重點。

三讀通過的新條文重罰炒
作行為，明定任何人不得散播
不實信息影響不動產交易價
格，或通過虛偽交易、違規銷
售，影響市場交易秩序或壟斷

轉售牟利；違者將可按交易戶
數，處最高5000萬元罰款，並
可連續處罰。

有購房族認為此次修法
「打到囤房者痛點」 ，但有房

地產市場專家指出，近期台灣
房地產市場逐漸降溫，炒房已
無利可圖，此時打擊時機不
佳，且高房價才是引發炒作的
根源，從根本上抑制高房價方
能杜絕炒作行為。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
道：台灣當局 「警政署刑事警察
局」 9日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
2022年第四季度全台虛假投資
詐騙案件共造成民眾財產損失逾
12億元（新台幣，下同），金
額同比增加約七成。

據中央社報道，臨近春節，
島內詐騙集團利用股票、虛擬貨
幣或其他投資工具開展詐騙活
動。2022年第四季度該類型詐
騙案件共造成民眾12.27億元財

產損失，相較2021年同期的
7.25億元增加約七成，較2022
年第三季度的8.7億元也增加約
四成。

台灣當局 「警政署刑事警察
局」 稱，相關虛假投資詐騙的主
要手段包括利用社交媒體群組圈
套、誘騙購買特定股票等，使民
眾產生低風險、高獲利的錯覺，
以開展進一步詐騙。該機構提醒
民眾，應通過合法渠道賺取合理
利潤。

台電累計虧損料1400億元
【大公報訊】據中通社報

道：受國際能源價格大漲影響，
台灣電力公司去年累積虧損達新
台幣2675億元。公司10日表
示，今年預計再虧2785億元，
至年底恐累虧逾5460億元（約
1400億港元），除當局1500億
元增資，也會向電價審議委員會
爭取電價調整空間。

台電當天舉行年終記者會，
各界關注台電虧損情況，代理董
事長曾文生作上述表示。他說虧
損主要原因為國際能源價格大

漲，目前除了當局1500億元增
資協助，台電也會發行特別股籌
集資金。

台電曾在去年7月調整電
費，對象以高壓以上產業用電大
戶為主，民生電價維持 「凍
漲」 。曾文生稱，電價和物價有
很大聯動關係。在全球通脹壓力
下，台電、中油這兩家公營事業
單位為穩定台灣總體物價作出貢
獻，希望未來能得到一定程度支
持。最重要的當然是根據能源價
格合理調整電價。

台灣青年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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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蘇榕蓉

「台灣失出口市場」
台北市民許陳品：
台灣出口貿易沒
有回溫，光憑台
灣內部的內需市
場根本無力回天。民進黨
當局敵視大陸，使台灣喪
失廣大的出口市場。

「勒緊褲帶過日子」
台北市民何溢誠：
台灣疫後經濟復
甦欲振乏力，今
年預估出口量能
緊縮，台灣民眾未來一年
甚至數年都只能勒緊褲帶
過日子。

「物價明顯飆升」
高雄市民周池春：
明顯感覺到物價
飆升。萬物皆漲
只有荷包不漲，
基層民眾對現實生活很不
滿。

「須推動兩岸經合」
台南市民李東憲：
台灣出口衰退、
物價上升都因台
當局無能。現在
只有推動兩岸經貿合作才
能解決台灣經濟問題。

島內打擊炒樓 最高罰1280萬元

▲台當局修法打擊炒樓。
資料圖片

▲台灣經濟復甦緩慢，不少商家叫苦連天。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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