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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缺工問題日趨嚴重，
業界表示 「有錢請不到
人」 。圖為島內店舖張貼招
聘啟示。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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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未來9年將有378萬人陸續退休，
「史上最大退休潮」 來襲，加上出生率下降，且
人才持續流失，台灣輿論驚呼 「大缺工時代來
臨」 ，業界抱怨 「有錢請不到人」 。台灣輿論指
出，民進黨當局曾推出政策試圖解決缺工問題，
但收效甚微。島內有民眾建議台灣當局應該擴大
吸引大陸企業和資金赴台投資，真正達到兩岸產
業雙向合作，不僅有助台灣產業轉型升級、改善
低薪環境，還可以解決缺工問題。

【大公報訊】據台媒報道：根據
台灣地區勞動部門統計，島內15歲至
29歲的青年勞動力人口近10年減少16
萬人，不但是就業人口短缺的隱憂，
更衝擊整體經濟表現。可以說，無論
製造、交通、建築、服務還是醫療行
業，幾乎全面缺工，尤其是俗稱
「3K」 （危險、辛苦、骯髒）的特定
產業， 「有錢請不到人」 早已不是新
鮮事。

台當局有關部門推估，台灣勞動
力缺口將在2030年達到40萬人。為解
決產業缺人才問題，賴清德2017年擔
任台 「行政院長」 時，曾提出 「留
才、攬才、育才」 三大政策方向，但
收效不大。許多僱主稱，7年過去了，
台灣缺工問題仍然相當嚴重。

島內學者認為，台灣缺工問題不
僅要從勞動供給端着手，而且更應在
需求端調整策略，包括產業轉型和技
術創新，以應對勞動力市場的挑戰。
台大學者辛炳隆認為，傳統產業搶不
到人就設法投入自動化或智能化轉
型，減少人力，否則需求端無法限
縮，一直有供給也不夠。

另據大公報記者蘇榕蓉報道：對
於台灣出現缺工問題，台灣青年聯合
會理事長何溢誠向大公報表示，老齡
化與少子化已經成為台灣社會嚴重的
安全問題。台灣目前經濟增長緩慢，
自然就會失去對人才的吸引。賴清德7
年前所謂的 「留才、攬才、育才」 的
「三才計劃」 ，如今看來儼然變成
「刪才計劃」 。要解決台灣人才荒的

問題，關鍵是要去除閉鎖的心態，否
則長此以往下去肯定無以為繼，失去
所有消費力與生產力。

台灣 「一帶一路」 經貿促進協會
理事長譚世坪表示，台灣 「五缺」
─缺電、缺水、缺地、缺工、缺人
才，就像沉重的枷鎖一樣，束縛着台
灣經濟發展的腳步。因兩岸關係緊張
造成台灣投資環境不穩定，也構成了
台灣產業發展的不利因素。民進黨當
局既沒有能力提前預判人力需求、超
前布局人才培養計劃，又沒有辦法抵
禦周邊地區的人才虹吸，只能讓大批
資本攜帶優質資源逃離台灣。

台民眾籲加強兩岸產業合作
台北青年羅鼎鈞認為，台灣產業

不思轉型升級，不重視台灣技術性人
才培養，只想靠外籍員工來彌補，使
缺工問題越來越嚴重。台灣必須從產
業結構、職業教育政策、人口政策等
方面通盤檢討。他建議台灣當局應該
改善兩岸關係，擴大吸引大陸企業和
資金來台投資，促進兩岸經貿合作和
產業交流，幫助台灣產業轉型升
級，也有助改善缺工問題。

台灣半導體企業林姓負責人表
示，島內未來總人口持續下降，明年
將邁入超高齡社會，台灣 「少子化」
「高齡化」 現象將更趨明顯。台灣未

來可能無可用之工，更無可用之兵。
而民進黨當局對此束手無策，只想着
搞 「台獨」 ，完全漠視台灣產業發展
與民眾福祉。

台進入大缺工時代
業界：有錢請不到人

出生率下降 人才持續流失

10月25日對
於台灣地區來說
是一個重要的紀

念日，但島內不少年輕人對此卻是 「一
問三不知」 ：有人說是 「萬聖節」 ，有
人說是 「重陽節」 ，還有人回答是 「孔
子生日」 、 「蔣介石生日」 。各種各樣
的答案令人哭笑不得。其實正確的答案
應該是 「光復節」 。對於光復節的由
來，有台灣年輕人竟然說 「光復節就是
孫中山從清朝的手上把台灣給收回來

了」 。這樣的回答真是讓人無語。由此
再次反映民進黨當局 「去中國化」 教育
對台灣年輕一代的 「獨」 害之深。

回顧歷史，1894年日本發動甲午戰
爭。1895年清朝政府戰敗，於4月17日被
迫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將台
灣割讓給日本。台灣從此進入日本殖民
統治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
美、英三國首腦在1943年舉行開羅會
議，中國政府提出戰後日本應將台灣歸
還中國。此內容被列入共同宣言，並於

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中重申日
本應予履行。同年8月15日日本戰敗，宣
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無條件投降。
同年10月25日上午10時，中國戰區台灣
省受降典禮在台北市區西部的台北公會
堂（今為中山堂）舉行。台灣省行政長官
兼警備司令陳儀代表中國政府正式宣
告：自即日起，台灣及澎湖列島正式重
入中國版圖。這標誌着日本在台長達半
個世紀的殖民統治正式結束。為了紀念
這個具有重要意義的日子，台灣省政府

於1946年明訂10月25日為「台灣光復節」。
台灣光復節再次證明兩岸同屬一個

中國，台灣地區已重回中國版圖，戳穿
了 「台獨」 分子所宣揚的 「台灣地位未
定論」 ，因此被民進黨政客視為「眼中
釘、肉中刺」。民進黨陳水扁政府於2001年
取消把光復節作為法定假日，2016年民
進黨蔡英文上台後更是大幅刪減舉辦紀
念含光復節的活動預算，不再主辦相關
的官方紀念活動。其算盤當然是要台灣
年輕一代忘記光復節，忘記光復節的由

來，忘記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民
進黨當局不僅掩飾史實、淡化光復歷史
意義，更包藏媚日 「謀獨」 的禍心。

然而，歷史不容抹煞。國民黨方面
及台灣民間團體這些年來都在10月25日
這一天自發舉辦紀念 「台灣光復節」 紀
念活動。最近台灣輿論就呼籲應該重新
把光復節定為島內法定假日。台灣光復
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華兒女共
同抗戰贏得的勝利成果，值得兩岸同胞
共同紀念和慶祝。

不能忘卻的日子
隔海觀瀾
朱穗怡

島內炸雞店月薪6萬台幣招不到長工
【大公報訊】據台媒報道：台灣缺

工問題令業界相當困擾。島內有炸雞店
員工表示，開出月薪6萬元新台幣（約
1.45萬港元）都很難招到人，就算有人
來上班，幾乎都待不長。

台中知名炸雞連鎖店老闆說，在炸
雞攤工作是個體力活，不但要耐得住高
溫，還要幫忙接單、外送等，因店內出
現人力荒，他自己無奈身兼多職，一人

當兩人用。該老闆說，現在島內一些年
輕人寧願當外賣員，工作自由；即使店
舖裏開空調、有高薪，仍然留不住人。

美髮行業的情況也一樣。有業內人
士說，因 「少子化」 影響，選讀高職
（大專）美容美髮的人越來越少，洗頭
助理難找，年輕人不願當學徒熬幾年變
師傅，大家搶當老闆，在流動率高的情
況下 「一師難求」 ，該人士稱自己身兼

剪燙髮、吹風、洗頭的工作。
《中國時報》提到，台當局逐年補

助危險、辛苦、骯髒的 「3K」 產業改
善工作環境及設施，每案最高400萬元
新台幣。但工程營造業老闆林某直言，
台灣年輕人不喜歡這類工作，他曾僱用
外來勞工，但沒幾天就跑了，產業僱主
飽受缺工所苦，人才斷層及年齡老化問
題迄今無解。

台外勞人數創新高 勞團憂管理不善損害治安

特朗普又叫囂收保護費台民眾稱該醒醒了
【大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美國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近日接受全美
最熱門播客節目《喬．羅根體驗》採訪
時再次提及，台灣若需要美國保護，就
應該支付 「保護費」 。

特朗普向節目主持人表示： 「台灣
希望我們提供保護，他們需要保護，但
他們沒有為這項保護付錢。黑幫可是會
收保護費的，對吧？」 此外，在節目
中，特朗普還指責台灣偷走了美國的芯
片生意，並批評美國總統拜登以補貼大
力扶植美國半導體製造業的做法。

這已非特朗普首次針對台灣問題作
出類似表態。他先前接受《彭博商業周
刊》專訪時，質疑美國是否應 「保衛」
台灣。他說： 「他們確實搶走了我們百
分之百的芯片生意。台灣應該付給我們
保護費。我們和保險公司沒有區別，但
台灣什麼都沒有給我們。」

台灣知名半導體分析師陸行之在社
交平台表示，台灣芯片製造之所以強大

是幾十萬台灣人用加班熬夜及爆肝換來
的，不是偷來的。他又說，過去數十
年，台灣花大錢持續買美國被淘汰及延
遲遞交的武器，應該算是另一方式的交
保護費。

島內有民眾表示，美國根本就是把
台灣當作 「提款機」 ，只會榨乾台灣，
禍害台灣。

大陸方面多次指出，美國永遠奉行
「美國利益優先」 ，台灣不會成為例
外。民進黨當局甘當 「棋子」 ，頑固
「倚美謀獨」 ，無原則、無底線貼靠迎
合外部勢力，在賣台、害台的邪路上一
條道走到黑， 「棋子」 最終只會變成
「棄子」 ，將台灣推入險境，給台灣同
胞帶來深重禍害。

台軍演未開始 戰車已拋錨
【大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台

軍南部陸軍 「機步333旅」 28日凌晨
出動大批裝甲車通過高雄市區，計劃
在日出前抵達台灣中部進行對抗。傳
出有一輛坦克出發不久，半路拋錨，
台軍則宣稱為演習一部分。

台陸軍 「機步333旅」 對決 「裝
甲586旅」 的 「長泰19號操演」 ，28
日將進行兩支部隊短兵相接的決戰。

位於台灣南部的台陸軍 「機步
333旅」 出動坦克車、 「雲豹」 裝甲
車及裝載各式武器的卡車陸續從台灣
鳳山某營區出發，上百輛車組成的車
隊通過高雄市鬧市區。

27日夜間，一輛CM-11坦克一
度拋錨停在路邊，經過維修後排除故
障，未造成事故或人員傷亡。但據報
道顯示，官兵為保障百餘公里長的機

動任務，已提前完成車輛檢查。對於
拋錨事件，台軍宣稱是演習一部分，
模擬戰場故障搶修科目之一。

台軍戰車妥善率堪憂，在 「漢光
40號」 演習中，就傳出一 「雲豹」 裝
甲車引擎故障，不得不停在民宅門口
維修。台輿論批，近年台軍操演頻頻
出事故，甚至造成傷亡，勞民傷財。

產業兩極化 台消費者信心指數轉降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據
台灣當局勞動事務主管部門近日統
計，截至今年9月，台灣移工（外勞）
總人數達80.5萬人，較去年同期增加5
萬餘人，創下歷史新高。台勞工團體
認為，不斷放寬標準、引進移工，不
能完全解決缺工難題，當局若不妥善
管理，會衍生更多問題。

每10名受僱者就有1名外勞
中時新聞網28日一篇聚焦移工問

題的文章指出，目前台灣有847萬餘名
受僱者，約每10名勞動者中就有1名移
工。由於台勞動事務主管部門近期仍
持續放寬申請移工資格，粗略估計

2028年將突破百萬移工大關。
台灣1989年引進第一批東南亞勞

工，拉開了移工來台序幕。30多年過
去，目前在台移工多來自印尼、越
南、泰國及菲律賓等國。觀察分布情
況，台灣移工多從事製造業、服務業
工作。

大量移工進入台灣也帶來諸多社
會問題。一方面，外籍勞工的基本權
益保障堪憂。《聯合報》文章指出，
遭遇黑中介、工作量超負荷、被無良
僱主剋扣工資甚至性騷擾等困境使赴
台移工境遇惡化。台灣一勞工協會成
員翁倩文也表示，看護行業的移工每
周平均工時是台灣勞工的1.8倍，但是

薪資卻不到1.2倍，移工的勞動條件與
權益難以得到保障。

另一方面，由於移工數量眾多、
台當局疏於管理，與之有關的治安事
件頻發。目前台失聯移工人數達8.8萬
人，台媒報道的交通肇事、毒品、詐
騙等案件中時見移工尤其是失聯移工
的身影。

台灣產業總工會理事長戴國榮
說，移工人數連年增加，其背後是台
灣缺工問題。積極應對少子化、提高
產業自動化程度等才是解決缺工的根
本之道，或是以彈性工時等方式增加
臨時員工數量，而不是靠引進移工解
決所有問題。

▲參與操演的台軍裝甲車28日通過高
雄市區。 網絡圖片

▲台灣民眾舉行集會，批評美國政府插
手台灣問題破壞台海和平。 資料圖片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台
灣 「中央大學」 台灣經濟發展研究中
心（下稱 「台經中心」 ）28日發布的
調查結果顯示，10月消費者信心指數
（CCI）總指數為77.06點，較上月下
跌0.78點，終止 「五連升」 。

「中央大學」 台經中心最新調查
顯示，六項分項指標中， 「物價水
準」 「家庭經濟狀況」 「經濟景氣」
「就業機會」 「購買耐久性財貨」 等
五項指標均呈現下跌，僅 「投資股票
時機」 一項指標上升。

分析本月CCI下跌原因， 「中央
大學」 台經中心執行長吳大任表示，
台灣因人工智能（AI）相關產業興旺
帶動了出口，但傳統產業仍面臨較大
經營壓力，產業兩極化現象更為明
顯，因而民眾整體信心下滑。

他認為，目前製造業等相關行業
企業在AI領域競爭愈發激烈，不斷加
大投入，致使經營成本增高。儘管無
法判斷AI何時泡沫化，但只要美國經
濟明顯走弱，泡沫風險就會升高。民
眾對此需密切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