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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島內主流民意對民進黨謀獨對抗路線說不
【大公報訊】1月20日，新華社發

表 「新華時評」 ，題為《島內主流民
意對民進黨謀 「獨 」 對抗路線說
「不」 ─評2024年台灣地區兩項選
舉結果》。文章指出，2024年台灣地
區領導人及民意代表兩項選舉日前落
幕。選舉結果表明，經過近8年施政，
特別是遂行 「台獨」 路線、對抗路線
導致台海形勢緊張動盪，民進黨大失
民心，終遭反噬。島內主流民意對民
進黨頑固堅持謀 「獨」 對抗路線說
「不」 。

文章說，台灣地區選舉事務主管
機構13日晚公布的計票結果顯示，民

進黨候選人賴清德組合得票率僅有
40.05%，可謂 「慘勝」 ；民意代表席
次由62席銳減至51席，喪失在台立
法機構第一大黨、過半席次的主導
權。台灣社會要求 「下架民進黨」 的
六成民意，真實、客觀體現在選票
上。

緣何如此？民進黨上台近8年，施
政無能、貪腐萬能，醜聞弊案層出不
窮；經濟指標華而不實，民生艱困、
缺上加缺；大搞 「綠色恐怖」 ，打壓
異己、撕裂社會。種種亂象頻發，導
致民怨沸騰。在兩岸關係上，民進黨
當局拒不承認 「九二共識」 ，製造販

賣 「兩國論」 ，勾連外部勢力不斷進
行謀 「獨」 挑釁，導致台海形勢緊張
動盪，兩岸交流合作嚴重受阻，廣大
台胞切身利益嚴重受損。相較2008年
至2016年兩岸大交流、大合作、大發
展，廣大台胞深切體認到，兩岸關係
好，台灣才會好。民進黨所推行的政
策路線就是 「台獨」 路線、對抗路
線、害台路線。

文章指出，選舉結果顯示，有836
萬選民將票投給了國民黨、民眾黨候
選人，這兩個政黨和無黨籍民意代表
也在台立法機構席次過半。數字會說
話，選舉結果充分說明，無論民進黨

如何欺騙操弄， 「下架民進黨」 ，反
對 「台獨」 ，要和平不要戰爭、要發
展不要衰退、要交流不要分離，仍然
是島內主流民意。正如《中國時報》
社論指出： 「四成選票即意味着，賴
清德所聲言的 『台獨』 路線不被大多
數台灣人認同。」 民進黨如果不思悔
改，接着走謀 「獨」 挑釁的邪路、對
立對抗的老路，只會遭遇台灣同胞更
大教訓乃至唾棄。

大陸推動兩岸融合決心不動搖
文章指出，兩岸同胞血脈相連，

親望親好。不管島內政局如何變化，

大陸方面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
合發展的決心不會動搖，促進兩岸交
流合作、增進同胞利益福祉的初心不
會改變，捍衛一個中國原則、反對
「台獨」 分裂和外部干涉的底線不會
退讓。解決台灣問題、完成國家統一
的時、勢、義，始終在大陸這一邊，
始終在歷史正確的這一邊，始終在主
張統一的正義力量這一邊。

文章最後強調，民族復興、國家
統一是大勢所趨、大義所在、民心所
向。衷心希望兩岸同胞堅定信心，相
向而行，攜手並進，共創民族偉大復
興、國家完全統一的美好未來！



【大公報訊】據外媒報道，台灣芯片代工企業台積電18日表示，
將推遲其在美國亞利桑那州建設的兩家半導體工廠中第二座工廠的投
產時間。此外，該工廠能夠生產的芯片類型也存在不確定性。這意味
着在美生產3納米芯片遙遙無期。分析認為，這與當地熟練工人短
缺，以及獲得美國政府資金補助數額的談判艱難密切相關。受訪專家
對大公報表示，台積電的市場主要在大陸，投資大陸才是台灣資本最
好出路。

台積電美廠缺工 3納米芯投產無期
華府補貼仍無下文 專家：投資大陸最佳出路

責任編輯：嚴允通 美術編輯：葉錦秋

台電累虧3800億 電價恐三連漲
【大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台灣電力公

司截至2023年累計虧損超過3800億元（新台
幣，下同），當局將於今年3月舉行電價審議
會議，電價是否連續三年上漲，成為當局行政
團隊的燙手山芋。

財報顯示，台電2022年虧損2675億元；
2023年即使有當局補貼的500億元，仍虧損
1985億元，累計虧損高達3820億元。但由於目
前國際燃料價格仍居高不下，外界預計，即使今
年電價平均漲3%，台電虧損金額仍將超過
1850億元。

台電近期會將發電成本、燃料價格走勢、
建議電價漲幅等提報給電價費率審議工作小
組。小組討論後，春節後提報方案至電價費率
審議委員會，3月召開電價審議會議，決定電
價是否上漲。

台電19日發聲明稱，若要完全反映燃料成
本，目前電價至少要上漲五到六成。電價調整
會盡可能做到細緻，降低對民生影響。似乎暗
示漲電價已勢在必行。

有學者質疑，台電虧損根源主要來自廢核
代價。且隨着日後發電成本低的核能機組不斷
減少，發電成本將不斷增加，電價只會越來越
貴。這是當局不願意告訴人民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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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電18日表示，將
推遲美國亞利桑那州第二

座工廠的投產時間。美國彭博社稱，這是
對拜登政府推動在美國本土製造關鍵零部
件計劃的又一打擊。對此，專家表示，台
積電的經歷顯示出，華盛頓試圖使芯片產
業鏈重返美國本土的計劃成本比預想中更
加高昂。

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李海東

19日表示，隨着華盛頓將使產業鏈重心重
回美國視作一個戰略任務， 「產業鏈」 一
詞的全球性和經濟性含義正在被日益削
弱，而其被武器化的趨勢則越來越明顯。
在美國決策者的眼中，全球產業鏈布局的
本質已不再是經濟互惠，而是 「你輸我
贏」 。

李海東表示，美國要推動這一戰略也
意味着巨大的成本，台積電就是一個典型

案例。事實上，讓產業鏈重
回美國本土的成本可能比華
盛頓此前預想的還要高得
多。但從目前情況看，美國
政府在此方向上的動作不會
停。李海東認為，從另一個
角度來看，美國此舉也在為
中國大陸等其他地區培育出
台積電的競爭者創造土壤。
這將刺激中國在芯片和其他
高科技領域進一步加強自主
研發能力。 環球時報

台積電在美營運頻頻受挫



▼

國
民
黨
召
開
記
者
會
，
痛
批
民
進
黨
當

局
在
台
積
電
被
美
國
掏
空
的
問
題
上
態
度

軟
弱
。

資
料
圖
片

▲台積電18日宣布，推遲其在美國亞利桑那州的第二座工廠投產時間至2027年。圖為位
於亞利桑那州的台積電廠房。

美產業鏈本土化 損人不利己
專家解讀

被迫交出商業機密
•2021年9月，美國政府要
求台積電、三星等交出被視
為商業機密的庫存量、訂
單、銷售紀錄等數據。台積
電最終被迫屈服。

美廠興建時程延遲
•2022年2月，受當地嚴重
疫情及工人短缺等影響，台
積電宣布亞利桑那州5納米
廠的興建時程延遲，相較原
定計劃延後3至6個月。

文化差異員工摩擦
•2023年6月，多位曾任職
台積電美國廠的美籍人士在
社群平台發文抱怨台積電管
理層，讓台積電美國廠的管
理問題迅速放大，其中尤以
台員工與美籍員工的摩擦為
重。

首座廠房延遲量產
•2023年7月，台積電宣
布，由於缺乏高技能工人且
成本走高，其在亞利桑那州
第一座工廠延遲量產，量產
時間從原計劃的2024年延
至2025年。

募工進度嚴重落後
•2023年8月，台積電從台
引進500名勞工赴美的計劃
引起亞利桑那州工會不滿。
台積電原本計劃在美國招募
4500名當地員工，但卻因
美國員工不適應，導致招募
進度落後。

第二座廠推遲量產
•2024年1月，台積電將推
遲其在亞利桑那州建設的兩
家半導體工廠中第二座工廠
的投產時間。此外，該工廠
能夠生產的芯片類型也存在
不確定性。

大公報記者蘇榕蓉整理

美國《華爾街日報》19日援引台
積電董事長劉德音本周四在一場新聞
發布會上的話稱，台積電耗資約400億
美元的亞利桑那州項目在實現其量產
時間表等目標上遇到了挑戰。2022年
12月，台積電曾稱其在該州的第二座
工廠計劃於2026年開始生產3納米芯
片。但劉德音稱，現在該工廠的量產
時間表預計將延後至2027年或2028
年，且具體的芯片類型尚未確定，將
受到客戶需求和政府激勵措施的影
響。

美國彭博社稱，這是對拜登政府
推動在美國本土製造關鍵零部件計劃
的又一打擊。台積電去年7月曾宣布，
由於缺乏高技能工人且成本走高，其
在美國亞利桑那州的第一座工廠延遲
量產，如今預計2025年上半年才開始
量產4納米芯片，比原計劃的2024年
要晚。

美國彭博社報道稱，此前台積電
曾表示，將在亞利桑那州二廠生產更
為先進的3納米製程芯片。但在18日的
法人說明會上，台積電強調，美國政
府的激勵措施將決定製程技術的先進
程度。這番說法為該投資計劃的最終
結果帶來不確定性。劉德音說，公司
正持續與美國政府討論激勵措施和稅
收減免等，他並重申台積電在亞利桑
那州招聘方面所面臨的挑戰，公司正
為此持續與當地工會溝通。報道稱，
台積電第二座芯片廠量產可能因上述
問題推遲長達兩年，而兩年時間足以
讓半導體技術升級換代。

在美投資充滿不確定性
美國總統拜登簽署通過 「芯片與

科學法案」 已超過一年。這項法案旨
在為在美國投資設廠的半導體製造商
提供數以百億美元的補貼。不過，美
國政府迄今未向台積電或英特爾等芯
片巨頭發放任何補貼。相較之下，台

積電宣布計劃在日本興建一家規模較
小的工廠後，目前已獲得日本政府的
資金。據悉，這座工廠有望在今年稍
晚投入生產。

另據大公報記者蘇榕蓉報道：廈
門大學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
心經濟平台主任李非教授向大公報表
示，台積電赴美建廠面臨的困境主要
包括商業機密問題、人才緊缺和工作
制度衝突等問題。這些困境使得台積
電在美國建廠的過程中面臨諸多挑戰
和不確定性。

李非表示，台積電的市場主要在
大陸，台積電為了配合美國的政策需
要，犧牲自身利益來圍堵大陸，此舉
不符合企業的市場效益，必然會讓自
身陷入困境。他指出，投資大陸是台
灣資本最好的出路。當前，大陸自主
產業鏈的發展是台積電需要面對的挑
戰之一。大陸鼓勵本土芯片產業的發
展，台積電應該要重新審視自己的戰
略，與大陸企業合作，實現市場技術
和份額的雙重整合，以在大陸市場拓
展中獲得更多的支持和機會。

島內學者李正圻也認為，台積電
必須尋找新的市場機會並回到大陸市
場尋求發展，和大陸市場保持緊密聯
繫也是給公司在未來創造一個另外的
選項，可以讓台積電獲得市場機遇，
重新獲得自主控制權和話語權。

▲去年7月在上海舉辦的2023世界人工
智能大會期間，一個機器人在展會現場
進行投籃表演。 新華社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連日來，多個國家
通過發表新聞公報和聲明、答記者問等形式，就2024
年台灣地區兩項選舉結果表明立場，重申恪守一個中
國原則，堅決反對 「台獨」 。這些國家包括巴基斯
坦、馬爾代夫、柬埔寨、老撾、斯里蘭卡、敘利亞、
巴勒斯坦、伊朗、南非、中非、赤道幾內亞、科摩
羅、津巴布韋、吉布提、俄羅斯、白俄羅斯、吉爾吉
斯、烏茲別克斯坦、塞爾維亞、古巴、委內瑞拉、尼
加拉瓜、多米尼克、玻利維亞、所羅門群島、瓦努阿
圖、巴布亞新幾內亞等。

國際社會堅定支持中國統一大業
這些國家表示，堅定支持中國維護國家主權和領

土完整，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涉中國內政，堅定支持
中國為實現國家統一所作的一切努力。

另外，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通過發表新聞公報和
聲明、答記者問等形式，就2024年台灣地區兩項選舉
結果作出表態，強調堅定支持中國統一大業，堅決反
對任何外部勢力干涉中國內政。這些國家和國際組織
包括東帝汶、緬甸、斯里蘭卡、孟加拉國、突尼斯、
尼日爾、厄立特里亞、烏干達、肯尼亞、剛果（布）
參議院剛中友好小組、埃塞俄比亞、塔吉克斯坦、土
庫曼斯坦、古共中央、安提瓜和巴布達、人文哥倫比
亞黨、哥倫比亞共產黨、巴西國會巴中議員陣線、多
米尼加左派團結運動、智利參議院智中友好小組、基
里巴斯、湯加、非洲聯盟委員會、阿拉伯國家聯盟
等。

這些國家和國際組織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

多國重申恪守一中 反對台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