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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優厚 台灣博士赴大陸執教
【大公報訊】記者蘇榕蓉報道：在

2015年赴大陸高校發展之前，南寧師範大
學環境與生命科學學院台灣教授梁洲輔任
教於屏東科技大學。他向大公報表示，近
年來，大陸多個省市出台相對應的台灣省
籍博士人才引入政策，平均薪資都優於台
灣高校教師。這項福利政策吸引了島內不
少初出茅廬的年輕博士、因高校退場轉職
的高校教師或是在海外留學的博士人才，
他們選擇大陸實現個人的理想抱負。

梁洲輔認為，深化兩岸融合發展是大
勢所趨，高校是兩岸學術交流的主體，兩
岸高等教育人才要加強溝通交流。

來自台灣的韶關學院政法學院副教授
趙任民表示，台灣教改30年來，台灣的教

育問題層出迭見。台灣教改廣設大學和少
子化，造成如今台灣不少高校都面臨招不
到學生而倒閉的危機。大陸人口雖然也有
少子化問題，但年輕學子赴台灣高校就
讀，可以解決台灣高校無學生可教的問
題，增進兩岸年輕人進一步的交流與認
識。若兩岸高校能密切合作，也不至於台
灣私立高校陸續退場。趙任民建議，推動
兩岸高等教育領域深度合作，創新兩岸人
才聯合培養模式，是新時代下兩岸高校的
明智之舉，有利於共同發展、實現雙贏。

任職於福建陽光學院的台灣教授黃柏
欽認為，得益於先行先試的政策，閩台高
等教育融合發展取得了長足發展，閩台高
校聯合辦學、校際交流合作等方面走在了

大陸前列。他希望兩岸高校可以多做一些
實質性的交流互訪，兩岸相關單位能夠繼
續推動陸生赴台就學，在兩地高等教育領
域實現進一步的融合發展。

台教改30年積弊多 業者盼兩岸高教融合
少子化衝擊 私校退場教師漂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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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總書記
習近平上周在北京

會見到訪的馬英九一
行，並發表重要涉台講話，當中有不少
新提法、新信息，值得兩岸各界仔細研
讀。

習近平在講話中指出，兩岸同胞都
盼望家園和平安寧、家人和諧相處，為
此就必須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關鍵
是堅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
核心是對兩岸同屬一個國家、一個民族
的基本事實有共同的認知。只要不分裂
國家，只要認同兩岸都是中國人、一家
人，兩岸同胞完全可以坐下來，就家裏
人的事先接觸交流起來，增進了解，累
積互信，化解矛盾，尋求共識。

以往大陸方面一直強調 「九二共
識」 的核心意涵是 「兩岸同屬一個國
家」 ，如今還增加了 「兩岸同屬一個民
族」 ，使 「九二共識」 的核心意涵更為
豐富。 「九二共識」 是兩岸關係的重要
政治基礎，兩岸進行對話、協商都必須
在 「九二共識」 的前提下才能進行，如
果沒有了 「九二共識」 這個前提，則會
給外界造成 「兩個中國」 或 「一中一
台」 的錯誤觀感，而這正是民進黨當局
的陰險圖謀，所以它迄今拒絕承認 「九
二共識」 ，目的就是要營造 「台灣是一
個國家」 的氛圍。此外，民進黨當局還
妖魔化 「九二共識」 ，說 「九二共識已
經過時」 、 「九二共識只是國共共識」
云云，使島內一些民眾對 「九二共識」

產生誤解和牴觸。現在大陸方面在 「九
二共識」 的核心意涵中增加了 「兩岸同
屬一個民族」 的內容，使得台灣民眾更
容易理解和接受 「九二共識」 。在台
灣， 「兩岸同胞同屬中華民族」 的認同
度較高。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島內信奉媽
祖的民眾眾多，據說平均每4個人就有3
個信仰媽祖。媽祖是兩岸共同的宗教信
仰、共同的文化淵源，若兩岸同胞不是
同屬一個民族，為何島內會有這麼多人
信奉媽祖？

習近平在講話中還指出，我們將採
取更有力措施積極推動兩岸交流交往交
融，讓兩岸同胞在交流中交心，在交往
中增信，促進心靈契合。

這番話透露了重要的利好消息：雖

然兩岸關係持續緊張，但大陸方面仍繼
續推出 「更有力」 的措施促進兩岸交流
和融合，給在大陸發展的台胞提供更多
便利。這些年，從 「31條措施」 、 「26
條措施」 、 「11條措施」 、 「農林22條
措施」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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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方
面公布了一系列措施給台企台胞提供與
大陸企業、大陸民眾的同等待遇，不僅
解決了台企台胞遇到的難題，還增加了
發展機遇。今後大陸將推出含金量更高
的措施，在大陸的台企台胞獲得的便利
和優惠也更多。

對於兩岸民眾往來，習近平在講話
中指出， 「我們熱誠邀請廣大台灣同胞

多來大陸走一走，也樂見大陸民眾多去
祖國寶島看一看。」 這是大陸方面對台
灣方面釋出的善意。兩岸旅遊是兩岸民
眾往來的重要途徑。尤其陸客赴台遊給
台灣業界帶來龐大的收益，但自民進黨
蔡英文上台後，破壞兩岸關係，打着
「防疫」 的旗號阻撓兩岸民眾往來，至
今仍未正常恢復兩岸旅遊，島內業界叫
苦連天。現在大陸方面釋出積極信號，
台方應把握契機，推動兩岸旅遊。

習近平最近的涉台重要講話蘊含了
豐富的意涵，飽含着對台灣同胞的深情
厚意，為當前複雜嚴峻的台海形勢注入
了穩定性和正能量，為發展兩岸關係指
明了前進方向，必將激勵兩岸同胞同心
共創祖國統一、民族復興的光明前景。

大陸再遞橄欖枝 台當局不應錯失良機
隔海觀瀾
朱穗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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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台灣方面實施的教改未能有
效減輕學生壓力。 網絡圖片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台立法機
構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日前召開公聽會。有關
人士在會上介紹，據台教育部門統計，2017
年至2022年，台灣小學、初中、高中及大專
院校的校園自殺通報件數大幅增長。

數據顯示，2017年，台灣小學、初中、

高中及大專院校的校園自殺通報件數分
別為114件、470件、626件、378件。
2022年，對應數字分別增至1183件、
4204件、2996件、3280件。5年增長到
5至10倍，其中小學生自殺通報件數增幅
最大。台灣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副教
授詹昭能分析，學生想自殺與心理健康有
密切關係。當他們覺得未來沒有希望或徬
徨無助，找不到別人幫忙，就會有自殺的
想法。現在的學生花大量時間使用網絡及
數碼產品，如果心理不成熟加之在現實及
網絡上受挫，就會想不開。

另據台當局生福利主管部門統計，台
灣15至24歲自殺死亡率近10年大幅上升，從
2012年的6.0/10萬人，增至2022年的10.7/
10萬人，增幅近八成。

藍委將組團訪陸 史上最大規模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
據台當局教育事務主管部門的數據
顯示，2023學年各學制共有112個
系所註冊率為零，多所大專院校因
招生困難面臨 「退場」 。

「教改後，台灣的大學數量變
多、門檻變低，這看似良善美意，實
則降低了教育質量，讓校方、教師和
學生處境尷尬。」 台灣世新大學校長
陳清河說，檢視教改這30年，就當時
現狀作出的改革舉措卻越來越不適應如
今社會， 「教育是百年事業，應該長遠
考慮。」

台北市立大學教授董德輝表示，私
校經營困難、教職一缺難求、生師比居高
不下、兩極分化日趨嚴重……台灣高教近
年困境不斷加劇。 「當學校經營難以為
繼，台當局少量的撥款對學校而言就格外
『珍貴』 ，給不給還要 『看你學校表

態』 。」

兩岸合作優化台高教生態
要交流、要合作是交流會上兩岸高校負

責人的共同觀點。 「兩岸師生的盼望是一致
的，就是要多走動。」 台灣藝術大學原校長謝
顒丞說。

謝顒丞提到，大陸高教優勢清晰：一是學
生人數、經費投入非常龐大；二是良好的工業
和製造業基礎為學生就業和校企合作提供較成
熟的場域。 「兩岸高教領域如能加深良性互動，

對優化台灣高教生態是很有助益的，招生不足、資
金匱乏、人才浪費等現象也能得以改善。」

台灣世新大學副校長李功勤回憶陸生赴該校交
流時的場景。 「十幾年前，我擔任主任秘書一職，
負責照顧來世新大學的陸生。我們清明節一起包潤
餅，中秋節一起剝柚子，大家和諧友愛。」 李功勤
介紹，2011年台灣正式開放陸生赴台就讀，陸生
數量迅速增長，在台參加短期研修的陸生一度超過
三萬名，盛況空前。

不少校方負責人表示，受兩岸關係影響，如今
交換生規模與全盛時期相比不可同日而語，學位生
數量更是 「簡直要歸零」 。台當局近年出台的相關
限制性措施，更加劇了兩岸學生互訪、教師互聘的
阻力。

「象牙塔外兩岸青年有諸多共鳴點」
「我們如今談融合發展，其實兩岸一直以來都

在融合，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 陳清河已在
世新大學任教42年，多年執教生涯讓他認識到，教
育不僅在課堂上，象牙塔外更有一番天地。 「要讓
學生自己感受和了解真實的世界，用健康理性的態
度看待事物，他們的很多觀點自然會有改變。」

「兩岸文化的交流合作可能暫存一些阻礙，但
文化本身是完全沒有障礙的。」 謝顒丞說，從中華
傳統文化，到年輕人時興的娛樂生活方式，兩岸青
年有着諸多共鳴。大陸影視劇、遊戲、綜藝和短視
頻等，得到了許多台灣受眾的歡迎，小紅書等大陸
社交軟件，也有不少台灣年輕人在使用。 「當超越
意識形態藩籬，兩岸民眾的情感共通點一定比想像
的還要多。」

徬徨無助 島內學生自殺5年增逾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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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間團體和學者1994年提出 「廣設高
中大學」 「教育現代化」 等訴求，一場

影響深遠的教育改革就此開始。30年過去，面對 「少子化」 等因素的衝擊，
反思這場教改的聲音愈強， 「短視」 「一開始就錯了」 等批評聲不斷。第61
屆中國高等教育博覽會15日至17日在福建福州舉辦。會上一場學術交流活動
中，多位來自台灣高校的負責人分析了台灣高等教育現狀，並表達了兩岸高等
教育熱絡互動、加深合作，兩岸師生有來有往、常來常往的期盼。

▲台灣校園自殺案近年有上升的趨勢。圖為
台灣學生在校園參加活動。 資料圖片

【大公報訊】據中通社報
道：中國國民黨立法機構黨團總
召傅崐萁16日證實，將在5月20
日前率國民黨 「立委」 訪問大
陸，推動兩岸對話與和平， 「讓
大陸觀光客走進台灣，讓台灣農
漁產品行銷大陸」 。受訪學者表
示，史上規模最大的 「立委」 訪
陸團若成行，能夠向大陸傳達
「希望兩岸和平、交流」 的台灣
主流民意。

台灣地區前領導人馬英九赴
陸後，國民黨內掀起 「訪陸
潮」 ，前副主席郝龍斌10日前往
河南參加黃帝祭典，前主席洪秀

柱7月將率台青赴浙江參訪，包
括傅崐萁、王金平在內多位藍營
政治人物也接連傳出訪陸規劃。

由於傅崐萁為國民黨黨團領
軍人物，適逢2024年台灣大選當
選人賴清德上任前夕，其率藍委
訪陸的計劃備受外界關注。

「兩岸交流斷線的情況下，
台灣民眾只能自救」 ，傅崐萁
指，民進黨當局將兩岸推向兵兇
戰危，導致兩岸無法良善溝通，
台灣大量農漁產品無法行銷大
陸，觀光產業也進入寒冬，全台
百工百業都迫切希望兩岸交流，
民眾共享和平紅利。

▲中國高等教育博覽會日前在福州開幕，
並設立兩岸融合發展成果展專區。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