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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內人均負債27.4萬元創新高 藍委憂財政惡化
【大公報訊】據台媒報道：台當局

行政機構主計總處最新統計顯示，截至
今年6月底，台當局及地方政府潛藏負
債合計高達18.78萬億元（新台幣，下
同），其中勞工保險（勞保）潛藏負債
高達11.86萬億元，雙雙創下新高，凸
顯島內下一代沉重負擔。

「潛藏債務」 是指台當局未來或有
給付責任，其性質屬於當局未來應負擔
的法定給付義務，未來可能借保險費率
調升、給付調整等方式應對，而最後手
段就是由台當局編列預算撥補。島內
《經濟日報》稱，台當局主計總處自
2009年起公布台當局潛藏債務統計，

從13.7萬億元一路飆升，2014年突破
18萬億元，之後因軍人、公務員和教師
年金改革而回降至17萬億元的水平，但
隨着人口少子化及老齡化趨勢，2019
年起又回升至18萬億元，其中涵蓋千萬
勞工的勞保，潛藏負債增加最多。

台當局主計總處稱，勞保局以
2023年12月底為基準日，投保人數為
1016萬人，結果精算未來50年應給付
約13.47萬億元，和前一年6月底相比，
增加了4894億元。有官員坦言，近年
來勞保只要重新精算，潛藏負債一路都
是有增無減，未來仍將持續擴大。其他
像公教人員保險潛藏負債為772億元，

軍人保險285億元，農民健康保險為
1203億元等。

國民黨批台當局「債留子孫」
此前在8月，民進黨當局2025年度

總預算草案出爐，歲入3.15萬億元、歲
出3.13萬億元，雙雙創新高。國民黨主
席朱立倫直言，民進黨不必玩數字遊
戲，一再粉飾太平，過去幾年浮編的特
別預算，將導致未來6年財政狀況相當
惡劣。 「立委」 李彥秀批評稱，現在平
均每名台灣民眾負債27.4萬元，創歷史
新高， 「而債留子孫的苦果，才剛開
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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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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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月發布以
來，福建省着眼在閩台胞需求，立足增進台胞福祉，分別於
2023年11月發布了首批15條惠台利民措施、今年4月出台第
二批13條政策措施。

10月29日，福建省發布第三批四方面17條惠台利民政策
措施，包括實施在閩台企跨境融資便利化政策、提供開立證
券賬戶便利服務等，旨在進一步深化閩台各領域融合發展，
讓台灣同胞在共建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中利益更多。福建再
次推出惠及台胞的 「大禮包」 受到在閩台胞台商稱讚，紛紛
表示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建設駛上了 「快車道」 ，廣大在閩
台胞從中受益。

大公報記者 蘇榕蓉福州報道

四方面17條政策措施 台胞：在陸發展更有歸屬感

民進黨當局
當初許下的一個
又一個承諾接連

「跳票」 ：搞 「非核家園」 時信誓旦旦
地說 「不缺電、不漲電價」 ，結果這些
年島內大大小小的停電事故不計其數，
工業電價在三年內調升了四次，累計漲
幅高達68%；觀光旅遊方面的業績亦是慘
不忍睹，當初承諾 「陸客赴台人數不
變」 ，結果上台後破壞兩岸關係，導致
赴台旅遊的陸客人數銳減。

根據台當局最新數據顯示，台灣旅
遊出現兩個逆差，一是今年1至8月有497

萬境外旅客赴台，卻有多達1138萬台灣
旅客出境，逆差達641萬人次，未到年底
已打破歷年紀錄；二是去年境外旅客在
島內人均消費41590元（新台幣，下
同），所創造的觀光產值約3120億元，
而台灣民眾出境平均每趟花費60481元，
總花費約1.05萬億元，這意味着，台灣民
眾出境消費額比境外旅客赴台多花7380
億元。

在全球旅遊市場當中，台灣地區本
來並不是一個熱門旅遊地，所以出境遊
人數總是多於入境遊客，也導致台灣旅
遊業收支長期處於逆差的狀態，直至開

放陸客入島後才有所改變。2008年5月國
民黨馬英九上台後，堅持 「九二共
識」 ，改善兩岸關係，兩岸兩會恢復了
事務性協商，簽署了陸客赴台遊、兩岸
直航等協議，自此台島成為大陸民眾喜
愛的旅遊地之一，而且消費力強勁的大
陸遊客也為台灣旅遊業注入了活水。
2015年陸客赴台人數達到高峰，突破400
萬人次，為台灣帶來新台幣2186億元的
觀光外匯收入。

陸客帶旺台灣旅遊業，也使得台灣
旅遊業收支逆差逐漸縮小，直至2011年
首度轉為順差，一直持續至2015年。

2016年5月民進黨蔡英文上台後奉行 「台
獨」 路線，破壞兩岸關係，升高台海局
勢，大大降低了陸客赴台的意願，加之
2020年爆發新冠疫情，民進黨當局遂以
「防疫」 為由限制大陸民眾赴台，雖然

後來疫情已經平緩，但相關限制仍然持
續。由於赴台旅遊的陸客人數大幅減
少，島內旅遊業收入隨之減少，又再出
現逆差。其實，早前大陸方面已經釋出
善意，恢復開放福建居民赴金門和馬祖
旅遊，但人數不如預期，主要是因為台
當局大幅增加入境程序難度，不但撤銷
「落地簽」 ，還須經旅行社申辦 「金馬

證」 ，由多個部門層層審批，拒簽率很
高。

據統計，台灣近4000家旅遊業者
中，近九成直接或間接從事與大陸往來
的相關業務，多個行業都曾享受過大陸
遊客赴台灣旅遊觀光的經濟紅利。但自
民進黨上台後陸客劇減，台灣旅遊業生
意一落千丈。今年上半年酒店旅館業者
財報，約有一半出現虧損，如果下半年
還是沒起色，恐將掀起倒閉潮。俗話說
「擋人財路如殺人父母」 ，民進黨當局

若繼續限制兩岸旅遊交流，必激起更大
的民怨。

民進黨是跳票王觀光業績又泡湯
隔海觀瀾
朱穗怡

漳州每年向台護理員供240個崗位

在閩台資企業跨境融資
便利化

•福建省內符合條件的台資
企業借用外債，可直接在
銀行辦理相關外匯登記手
續，無需到當地外匯管理
部門辦理。

做好台資企業上市培育
服務

•依託廈門兩岸股權交易中
心，面向台資企業開展融
資路演、股權激勵等37
項資本市場專項對接，為
擬上新三板的台資企業提
供一對一服務。

優化台胞在閩職稱服務

•在福建高等學校、科研機
構、醫院等企事業單位從
事專業技術工作的台胞，
參加相應系列（專業）職
稱評審、認定或直接聘任
相應專業技術職務時，其
在台灣地區參加的項目、
取得的成果等視同對應等
級的專業工作業績，在台
灣地區從事技術工作的年
限視同專業技術工作年
限。

推出數字 「第一家園」
服務平台

•該平台有 「我來看」 「我
來查」 「我來辦」 三個板
塊，共設有15個服務欄
目。設置電腦端和手機端
兩個登錄渠道，併入駐
「閩政通」 台胞專區，使
用台胞證或台灣居民居住
證即可註冊登錄。

台胞在閩臨時機動車駕
駛許可線上申領

•台胞通過 「福建交警微發
布」 微信公眾號 「台胞臨
駕申領」 專區，只需一次
性上傳台胞身份證件和台
灣駕駛證，即可領取臨時
駕駛許可。

大公報記者蘇榕蓉整理

福建惠台利民
新措摘要

閩再推大禮包便利台企跨境融資

台胞享更多同等待遇 兩岸融合發展
【大公報訊】記者蘇榕蓉福州報

道：作為兩岸交流合作的先行區，福
建在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
展的進程中，具有獨特的重要作用。
福建省台辦副主任陳志勇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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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一年來，兩岸融
合發展示範區建設已形成一批先行先
試經驗，取得一批階段性成果，福建
正日益成為台胞台企 「登陸」 的第一
家園。

據陳志勇介紹，在社會融合方
面，台胞往來通道更加暢通， 「小三
通」 航線持續加密，從復航之初每周
26航次增至最多182航次。上半年從
福建口岸入境台胞43.4萬人次，同比
增長1.65倍。台胞在閩生活更加便
利，台灣居民居住證社會面應用與大
陸居民身份證同等便利。上半年簽發
五年期台胞證同比增長46.6%；制發
台灣居民居住證同比增長2.63倍。

在經濟融合方面，閩台貿易穩步

增長，上半年閩台貿易額464.6億元，
比增4.9%，福建省新設台企1121家，
比增27.4%，農業利用台資繼續位居
大陸第一。上線兩岸標準共通平台，
累計研製兩岸共通標準226項。

在情感融合方面，民間交流日趨
熱絡，上半年閩省舉辦第十六屆海峽
論壇等重要涉台交流活動100多場，累
計參與台胞超1.5萬人次。現有省級以
上台青就業創業基地49家，累計4.8萬
多名台青來閩實習、就業、創業。在
全域融合方面，廈金、福馬 「同城生
活圈」 深入推進，廈門出台大陸首部
鼓勵台青就業創業的地方性法規《廈
門經濟特區鼓勵台灣青年來廈就業創
業若干規定》；福州發布福馬 「同城
生活圈」 首批10條政策舉措。

此外，示範區建設得到了中央和
國家部委的大力支持，相關國家部委
陸續出台配套政策文件。比如，文化
和旅遊部出台《文化和旅遊領域支持
福建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若干
措施》等。

▲福建這一年來多次推出促進兩岸融合發展的新措施。圖為去年福州舉辦 「探索
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福建文旅實踐成果圖片展」 。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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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發布的第三批惠台利民政策
措施，共有四個方面17條。在推進對
台金融合作方面，實施在閩台企跨境
融資便利化政策；便利在閩台胞徵信
查詢；服務台胞享受便利移動支付；
設立一批重點服務台胞台企銀行保險
機構；提供開立證券賬戶便利服務；
做好台企上市培育服務。

在支持台胞來閩發展方面，優化
台胞在閩職稱服務，支持在閩台胞參
加國家醫師資格考試，鼓勵台灣護理
人員就業。

在擴大對台司法服務方面，設立
「涉台公共法律服務中心」 ；設立司
法服務新平台；支持台灣地區仲裁機
構在廈門設立業務機構；開展 「檢察
護企．送法進台企」 活動。

在進一步便利台胞在閩生活旅遊
方面，推出數字 「第一家園」 服務平
台；推廣台胞在閩臨時機動車駕駛許
可線上申領；提供台灣居民居住證
「上門辦」 服務；歡迎台胞來福建旅
遊。

不斷優化台企營商環境
全國台企聯常務副會長吳家瑩表

示，跨境融資便利化及徵信查詢服務
政策將極大提升台企的運營效率，移
動支付的推廣和證券賬戶開立便利化
也為台胞創造良好的金融環境，增強
在閩發展的信心。而設立法律服務中
心，可以為台企提供及時有效的法律
保障。此外，如數字 「第一家園」 服

務平台等進一步便利台胞生活旅遊的
措施，將直接提升台胞通過福建往返
兩岸的意願，常來常往，閩台融合發
展也將更進一步。這些政策舉措從各
個維度不斷優化廣大在閩台商台企的
營商環境，給廣大台胞帶來真真切切
的便利和實實在在的服務，讓台商台
胞在福建安居樂業，更好地與大陸發
展同頻共振、共享機遇。

為台胞上門辦證更便利
福建理工大學交通運輸研究所所

長呂英志教授很看好 「優化台胞在閩
職稱服務」 這項政策， 「福建持續出
台實施惠台政策措施，推動台胞同等
待遇落實到位，讓我們工作生活更有
歸屬感、獲得感，看到了確定且可以
為之奮鬥的未來。」

呂英志亦點讚 「提供台灣居民居
住證 『上門辦』 服務」 。呂英志介
紹，今年 「十一」 假期期間，他網上
申請更新居住證，僅僅兩日就郵寄到
家。 「效率之快，加之居住證使用範
圍進一步的擴大，相信可以有效增加
台胞申領居住證的意願，更好地融入
當地環境。相信兩岸融合發展新路一
定能越走越好。」

在閩南師範大學台籍教授施沛琳
看來，在兩岸關係複雜嚴峻的形勢
下，大陸依然堅持推動兩岸融合發
展，出台系列政策措施建設兩岸融合
發展示範區，這讓台胞深切感受到大
陸方面的善意和誠意。

【大公報訊】記者蘇榕蓉福州報
道：福建發布第三批17條惠台利民政策
措施，其中在支持在閩台胞參加國家醫
師資格考試方面，政策明確在台灣地區
尚未取得行醫資質，其學歷經過國家教
育部留學服務中心認證的，在福建省符
合條件的醫院工作實踐滿一年並考核合
格的，可以在福建報名參加國家醫師資
格考試。

據福建省衞健委副主任張國安介
紹，這部分台灣同胞根據自身需求，既
可以選擇在福州大學附屬省立醫院、三
明市第一醫院、漳浦縣醫院等省、市、
縣級公立三級醫院進行工作實踐，也可
以選擇在廈門長庚醫院等三級醫院進行
工作實踐。政策亦鼓勵台灣護理人員就
業。漳州市5年內面向台灣護理人員每年
提供240個崗位。入職的台灣護理人

員，可根據在台灣地區獲得學歷情況享
受3000至4000元（人民幣，下同）的入
職獎補；可根據在台灣地區養老服務機
構工作年限、技能等級享受每年1000至
10000元的在職獎補。

福州市第一總醫院皮膚病防治院副
主任醫師陳柏叡對此樂見其成。他表
示，當年他通過福建先行先試推行事業
單位招收台胞的政策進入了事業編制，
獲得了廣闊的發展空間，還得到了民眾
的好口碑。大陸公立醫院是敞開雙臂、
提供各種支持歡迎台籍醫生前來就業。

陳柏叡認為，台灣地區有較豐富的
醫療資源及較先進的醫療技術與服務水
平支持台灣護理、藥學等衞生專業技術
人員來閩就業，可以更大力度地引入台
灣醫療技術和服務理念，擴大兩岸醫學
交流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