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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美應明確反對台獨支持中國和平統一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外交

部發言人毛寧12日說，美國領導人多次
表示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不支持 「台
獨」 ，不支持 「兩個中國」 「一中一
台」 ，不尋求把台灣問題作為工具遏制
中國。希望美方恪守承諾，慎重、妥善
處理涉台問題。

當日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日
前，美國白宮國安會就中國台灣地區選
舉問題舉行專題媒體電話簡報會。白宮
不具名官員表示，美方堅持一個中國政
策，不支持 「台獨」 ，支持兩岸對話。
只要以和平方式解決兩岸分歧，美方對

最終解決方案不持立場。發言人對此有
何評論？

「我們注意到美方有關表態。」 毛
寧說，一個中國原則是國際社會的普遍
共識，也是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 「台
獨」 是台海和平穩定的最大威脅，是一
條注定失敗的不歸路。

毛寧表示，美國領導人多次表示堅
持一個中國政策，不支持 「台獨」 ，不
支持 「兩個中國」 「一中一台」 ，不尋
求把台灣問題作為工具遏制中國。 「我
們希望美方恪守承諾，慎重、妥善處理
涉台問題，停止美台官方往來，停止向

『台獨』 分裂勢力發出任何錯誤信號，
不得以任何形式介入台灣地區選舉。」

她說： 「如果美方真心希望維護台
海和平穩定，那就應該明確反對 『台
獨』 、支持中國和平統一。」

另外，中國駐日本使館發言人12日
就日本政要涉台消極言論答記者問。

有記者問，日本前首相、自民黨副
總裁麻生太郎日前在美國演講時表示，
武力統一台灣將擾亂國際秩序，對此不
可接受。請問你對此有何評論？

發言人說，解決台灣問題完全是中
國人自己的事，不需要任何其他人接

受，也不容任何外部勢力干涉。發言人
表示，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方針是
實現兩岸統一的最佳方式。我們堅持以
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
前景。同時，針對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
數 「台獨」 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我
們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
切必要措施的選項。

國防部：堅決粉碎「台獨」圖謀
另據國防部網報道，1月12日下午，

中國國防部新聞局副局長、國防部新聞
發言人張曉剛大校就近期涉軍問題發布

消息。
會上有記者問，據報道，台灣現役

140架F-16V block 20戰機已全部升
級，2026年前還要向美採購66架F-16V
block 70戰機。請問對此有何評論？

張曉剛回應指出，民進黨當局為一
己私利，花台灣老百姓血汗錢買美國武
器，無法阻擋祖國完全統一大勢，只會
將台灣推向兵兇戰危的險境。中國人民
解放軍時刻保持高度戒備，將採取一切
必要措施，堅決粉碎任何形式的 「台
獨」 分裂圖謀，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和領
土完整。

綜合中新社、大公報記者蘇榕蓉報
道：9日晚，一艘台灣活水漁船裝載
23.96噸鮮活石斑魚從高雄出發，經過19
個小時的海上航行，於10日中午順利抵
達東山港台輪停靠點。11日，經廈門海
關檢驗檢疫合格，該批鮮活石斑魚順利辦
結通關手續。

每周五航次主銷一線城市
目前，經過東山口岸聯檢部門的及時

服務，這批台灣鮮活石斑魚已快速裝上有
氧水車，運往當地水產暫養場，並發往各
地市場。 「現在預估是每周有五個航次左
右，一個月大概二十航次，主要銷往一線
城市。」 東山縣新發貿易有限公司總經理
林水春說。

「石斑魚重返大陸市場，能夠得到大
陸同胞的肯定，台灣業界都非常開心。」
台灣兩岸農漁業交流發展投資協會理事長
黃一成向大公報表示，台灣的石斑魚
80%輸入大陸市場，年關之際，台灣石
斑魚能恢復輸入大陸，給台灣漁民帶來了
新的商機和發展機遇。

因多次從台灣地區輸大陸石斑魚中檢
出孔雀石綠、結晶紫禁用藥物及土黴素超
標，基於保障食品安全和大陸消費者健康
安全的考慮，海關總署自2022年6月13日
起暫停台灣石斑魚輸入。在綜合評估了相
關的整改措施後，海關總署決定自2023
年12月22日起恢復台灣地區石斑魚輸
入。

專家表示，因台灣和大陸在養殖品種
有所差異（大陸以龍虎斑為主，台灣以青

斑和龍膽石斑為
主）且盛產期不
同，兩岸養殖石斑產業完全
可以互補。不過，專家同時提醒台灣業
者，產業要持續發展，不能處處依賴補貼
或要求讓利，須提高產業競爭力。

專家籲台業界做好質量管控
「我們一定保證台灣漁民帶來的產品

都能夠讓大陸同胞買得安心，吃得放
心。」 黃一成表示，接下來，協會將密切
關注大陸市場需求，督促島內石斑魚從業
者繼續努力提高養殖規模和質量，希望有
更多符合要求的台灣石斑魚養殖企業能夠
受惠。他強調，打通大陸市場才是島內農
漁業發展的長遠之計。

國民黨孫文學校北院院長林定芃向
大公報表示，大陸對於兩岸貿易往來始
終懷有善意，但這並不意味着大陸對經
貿過程出現的一些不良問題視而不見。
台灣農漁產品出口大陸受阻，都是品質
出現問題，只要台灣方面針對具體缺陷
進行整改，問題並不難解決。今後台灣
如果要繼續對大陸輸出農漁產品，必須
要做好質量管控。

廈門大學李非教授向大公報表示，石
斑魚恢復輸入大陸，充分證明，大陸為台
灣民眾着想、為台灣同胞謀福祉的理念始
終如一，在堅持 「九二共識」 的政治基礎
上，台灣各界正當合理的民生訴求，均可
以得到大陸方面的理解和支持。兩岸真誠
對話、務實協商，就沒有什麼問題解決不
了。

【大公報訊】11日，經廈門海關檢驗檢疫合
格，23.96噸台灣地區鮮活石斑魚順利辦結通關
手續，運往當地水產暫養場。這是海關總
署去年12月底恢復台灣地區石斑魚
輸入大陸後，首批輸入大陸
的台灣地區鮮活石斑
魚。福建省漳州市
東山縣委台港澳辦
11日表示，隨着首
批台灣活魚運抵東
山港台輪停靠點，停
航一年半的兩岸鮮活水
產品航線現已正式復航。
台灣業界表示，打通大陸市場
才是島內農漁業發展的長遠之計。

水產品航線復航 台首批鮮活石斑抵閩

責任編輯：嚴允通 美術編輯：徐家寶

從求學於清華大
學，到任職大連銀行
北京分行投行資管部
總經理，來自台灣新
竹的張鴻文已在北京
生活十餘年。 「結交

很多朋友，也愛上了這座城市。」 近
日，他在受訪時如是說。

早年間，張鴻文常聽父母講起在
上海經商時的故事，於是產生興趣。

2012年開啟 「北漂」 生活，張鴻
文回憶， 「那時總能感受到大陸同學
的關心和包容，很快就能融入大
家。」 不論是學術交流，還是各種文

娛活動，同學常邀他一起參加， 「這
份善意是我願意留下的原因之一。」

畢業後，張鴻文決心在北京從事
金融業。如今，回顧這些年的經歷，
他笑言， 「一路走來，我和客戶們一
起迎接挑戰、把握機遇，共同成長、
相互成就。」

投行業務是張鴻文在大連銀行北
京分行負責的主要部分。憑藉對大陸
金融市場的深入了解，他在2017年確
定一家互聯網金融平台為目標客戶，
抓住了雙方共贏的機會，獲得了銀行
的認可。新冠疫情期間，金融業受到
一定衝擊，銀行投資趨於保守，但經

過張鴻文的思考和爭取，大連銀行對
這一平台的投資維持了原有額度。他
說，此後，雙方均從中獲益。

組籃球隊助台青適應「北漂」
工作上的成就使張鴻文對未來保

持樂觀，對北京這座城市的感情也越
來越深。作為北京台協青年會副會
長，張鴻文開始思考，如何幫助更多
台灣青年朋友盡快適應 「北漂」 生
活。

為此，張鴻文參與組建了一支籃
球隊。 「想把歸屬感傳遞給大家。」
他告訴記者，隊員們每周末相聚打

球，已持續約兩年，還參加過多場兩
岸籃球交流賽，既鍛煉了身體，又積
累了人脈。張鴻文還注意到，去年出
台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支持福
建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 建設
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的意見》，除在
就業、生活等方面為台胞提供同等待
遇，對金融領域也有所涉及。

「大到政策出台，小到生活細
節，都體現出大陸歡迎我們台灣同胞
在各自領域實現夢想。」 張鴻文表
示，新的一年裏，希望兩岸金融人多
多溝通、互相學習，共同推動兩岸金
融業合作與發展。 中新社

台青投身北京金融業 在磨煉中收穫歸屬感

情牽兩岸

▲張鴻文（前排左二）與台青籃球隊部分隊
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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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日，台灣地區活魚運抵福
建東山港台輪停靠點。

中新網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9日
公布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台灣僱主
面臨徵才困難，73%的僱主反映合適
人才難尋；在企業最需員工具備的五
項技能中，資訊科技與數據技能居首
位。

當天，島內人力資源公司萬寶華
發布 「2024全球人才短缺調查」 結
果，630名台灣企業僱主受訪反映，運

輸、物流和汽車業人才短缺排名第
一；最為短缺的五項員工技能分別為
資訊科技與數據技能、工程技能、製
造與生產技能、人力資源技能和永續
與環境技能。

調查指出，全球正處數字轉型浪
潮，具備先進數據技能的專業人才需
求急劇攀升。萬寶華台灣人才派遣事
業總經理葉朝蒂說，此類人才在解決

複雜的數據分析、人工智能應用及資
訊安全等方面扮演關鍵角色，因此也
成為台灣企業競相爭取的核心人員。

至於影響2024年人力資源策略的
關鍵因素，調查顯示，70%的受訪僱
主最擔心經濟衰退。葉朝蒂分析，經
濟衰退或將導致職位空缺凍結、人力
無法補足，預算緊縮則影響人才培養
和發展計劃，使員工難獲必要技能。

台業者心聲

台灣兩岸農漁業交流發展投資協會
理事長黃一成

我們非常感謝廈門市漁業協
會的鼎力支持，促成了這次首批
台灣石斑魚輸入大陸。感謝大陸
在協助恢復台灣農漁產品輸入上
釋出的善意。

中華太陽能養殖發展協會
理事鄭昭源

台灣農漁業是受益於大陸惠
台政策最大的產業之一，呼籲島
內養殖業者一定要修正用藥習
慣，改善產品品質，推動兩岸漁
業互利共贏。

台灣高雄石斑魚
林姓養殖戶

雖然我的養殖企業並未獲批
首批允許石斑魚恢復輸陸企業名
錄，但我看到了希望。

台73%僱主招才困難 數據技能居首

◀◀屏東縣養殖業者在捕屏東縣養殖業者在捕
撈石斑魚撈石斑魚。。

▲1月9日，台灣業界將石斑魚裝船後合
照。 網絡圖片

台業界：打通大陸市場才是發展長遠之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