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日前舉行的第37屆北京圖書訂貨會上，
台灣展商王方群收到一份大陸原創兩岸題材
「劇本殺」 作品《歸桑梓》，精美裝幀和紙張
細節讓他連連稱讚。 「最讓人 『上頭』 的還是
環環相扣的劇情，體驗感十足」 。他
考慮將這部講述眷村老兵故事的劇本
轉化成繁體中文版，引入台灣。紙本
書市場式微、傳統書店規模收縮，是
兩岸出版業共同面對的難題。本屆訂貨會
上，跨海而來的台灣展商表示，不少業者
正布局新賽道，風靡大陸的 「劇本殺」
提供了一種探索思路，期盼兩岸優勢互
補、共創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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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本殺風靡大陸
台出版界登陸取經

尋找優質劇本 盼兩岸優勢互補創雙贏

春節
燈會

兩 岸 經 貿
往來最新數據
昨天出爐。據

大陸海關總署統計數據顯示，2024年兩
岸貿易額為2929.71億美元。其中，大陸
從台灣進口約2177.82億美元，同比增長
9.3%；大陸向台灣出口約751.88億美
元，同比增長9.8%。2024年台灣方面在
兩岸貿易中獲得1425.94億美元的貿易順
差。而台當局財政事務主管部門日前公
布的數據顯示，台灣地區對美國、東盟
的 貿 易 順 差 分 別 為 648.82 億 美 元 、
385.15億美元，對日本、韓國、歐洲、

中東的貿易均呈現逆差。由此可見，大
陸仍是台灣最大的貿易順差來源地。這
無異於又重重地打了 「逢中必反」 的民
進黨當局一巴掌。這些年民進黨當局一
直叫囂 「疏遠兩岸經貿往來」 ，說 「雞
蛋不能都放在一個籃子裏」 ，但事實證
明兩岸經濟往來不可切割，台灣方面若
搞所謂 「脫鈎斷鏈」 ，無異於自毀長
城。

多年來，大陸都是台灣最重要的出
口地、最大的貿易夥伴。台灣對大陸的
出口佔台灣總出口約四成，兩岸貿易總
額約佔台灣對外貿易三成。大陸還是台

灣最大的貿易順差來源。
在兩岸經濟合作中，台灣方面享受

着巨額貿易順差。尤其自2014年後，台
灣對大陸的貿易順差就超過一千億美
元，在2021年更達到1700億美元、2022
年也有1565億美元。這些巨額貿易順差
為台灣方面發展經濟民生提供穩定而牢
固的動力來源。

然而，值得關注的是，相較於2021
年兩岸經貿總額達3083.4億美元和2022年
的3196.78億美元，2023年和2024年的兩
岸經貿總額有所下降，分別是2678.36億
美元和2929.71億美元。主要是因為台灣

對大陸出口減少。2021年和2022年台灣
對大陸的出口額分別為2499.8億美元和
2380.9億美元，而2023年和2024年分別降
至1993.49億美元和2177.82億美元。

台灣對大陸出口下降，除了國際產
業鏈重構和地緣政治的因素外，兩岸關
係惡化對台灣出口經濟的衝擊巨大。

民進黨當局奉行 「台獨」 路線，拒
不承認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 「九二共
識」 ，單方面破壞兩岸關係政治基礎，
違反了《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
（ECFA）相關規定，導致島內業界失去
了ECFA早收清單中146個稅目進口產品

的優惠關稅，原產於台灣地區的鮮水
果、蔬菜、水產品等34項農產品也不再
享有零關稅的優惠，從而增加了成本、
削弱了出口競爭力，長此以往，對台灣
經濟發展十分不利。此外，台灣方面累
計禁止大陸2455項貨物入島，製造貿易
壁壘，亦阻礙了兩岸經貿往來。

正如島內輿論指出，民進黨當局不
能放棄大陸市場，畢竟這個市場離台灣
最近，而且也是最有潛力。如果兩岸經
貿往來出現下滑的趨勢，對於台灣出口
的動能與經濟增長勢必造成重大的傷
害。

民進黨當局雞蛋論破產
隔海觀瀾
朱穗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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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鑒大灣區 閩政協委員倡建兩岸共同市場先行區
【大公報訊】記者蔣煌基福州報

道：福建省第十四屆人民代表大會第
三次會議13日在福州開幕，省長趙龍
在工作報告中對該省兩岸融合發展工
作進行了全面回顧與展望。報告顯
示，2025年福建將推行更多舉措推進
兩岸融合，加緊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
範區。有政協委員建議，福建可借鑒
「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模式，着力推
進建設平潭 「兩岸共同市場先行區
域」 的提案。

去年福建全力打造兩岸社會、經
貿、情感等全方位融合示範樣板和全
域融合發展的新格局。政府報告顯
示，已有28家中央和國家部委、金融
機構出台25份配套政策助力閩台融合

發展，福建省亦已推出45條融合舉
措，帶動首批121個閩台融合重點項
目投資超千億（人民幣，下同）。在
此期間，3859名台青赴閩實習、就
業、創業，28支台灣團隊參與福建鄉
創鄉建。

今年，福建將在兩岸融合的多領
域持續發力。報告稱，福建將完善台
胞在閩就業、就醫、住房等制度保
障，拓寬對台招生與職業資格採認範
圍，鼓勵台胞參與基層治理等事務，
共建共享第一家園。在推動兩岸物流
集散中心建設，支持廈門、平潭探索
兩岸共同市場先行區，打造廈台海運
快件集散中心，強化區域經濟聯繫的
同時，推進沿海與金門、馬祖水電氣

橋建設，加密閩台客貨運航線，構建
廈金、福馬 「同城生活圈」 ，促進兩
岸往來便捷化。

福建省政協委員陳乃龍提出加快
推動平潭作為兩岸共同市場先行區域
試點的建議。

陳乃龍表示，福建可適度超前開
展交通物流基礎設施建設，加強與金
門、馬祖、澎湖等縣市的聯繫，推動
平潭與台灣本島融合發展。他建言，
福建可學習借鑒 「粵港澳大灣區」 建
設模式，着力推進建設平潭 「兩岸共
同市場先行區域」 ，加快推進平潭申
報國際互聯網專用通道；加快推進台
海通道前期論證工作，加快構建 「海
鐵聯運」 物流體系等。

台軍賠錢退伍人數激增 4年漲4倍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台媒報

道：台軍人力情況持續亮紅燈。選擇
賠錢提前退伍的志願役軍士官人數，
由2020年的401人暴增至2024年的
1565人，數量約為四年前的四倍。

台防務部門指出，台軍人力流失
主要受少子化趨勢及社會企業爭才等
因素影響，軍方目前正從減少人力流
失、提高留營意願及強化招募成效等
三方面着手改進。

近年來兩岸關係緊張，台軍在強

化新興戰力與後備、恢復一年制徵兵
等政策下，須抽調人員成立新單位，
導致基層部隊編現比下降，部隊戰訓
壓力飆升，更多人員離開軍隊。

據2025年度台灣防務預算書透
露，台軍志願役人員「預算員額」創
2020年以來新低，為160749人。該數
字用於編列薪資預算，實際人數更
低。同時，近年來，台軍志願役「賠錢
退伍」人數快速上漲。其中，2022年
與 2024年增幅分別高達71%和

42%。
在志願役軍士官中，軍校正期班

的畢業生往往被視為核心骨幹，申請
提前退伍者同樣明顯上升。2020年軍
校畢業生申請提前退伍共110人，
2024年上升至234人。

資料顯示，台灣軍官、士官服役
享有退場機制，凡任官滿一年的志願
役軍官、士官，可申請提前賠款退
伍，軍方依據培育成本與已服役年限
等因素計算賠款金額。

台青少年性病感染人數12年增7倍

台
胞
心
聲

金
門
市
民
王
世
奇
：

﹁劇
本
殺
﹂
不
僅
是
年
輕
人

喜
愛
的
社
交
活
動
，
也
是
一
個
頗

具
市
場
前
景
的
行
業
，
兩
岸
可
以

通
過
分
工
協
作
形
成
﹁和
則
兩

利
﹂
的
產
業
鏈
，
通
過
有
溫
度
、

有
故
事
的
文
創
產
品
增
進
兩
岸
民

眾
的
情
感
聯
繫
與
共
鳴
。
台
灣
文

創
產
業
起
步
早
，
業
態
豐
富
，
大

陸
文
創
產
業
雖
然
起
步
晚
，
卻
發

展
迅
猛
。
兩
岸
文
創
各
有
專
場
，

但
守
住
的
都
是
同
一
個
傳
統
文

化
。

台
北
市
民
陳
佑
霖
：

通
過
﹁劇
本
殺
﹂
來
開
拓
兩

岸
文
創
市
場
是
非
常
好
的
方
式
，

可
以
讓
兩
岸
民
眾
在
玩
的
過
程
中

學
習
更
多
，
促
進
兩
岸
融
合
。
隨

着
文
創
IP
的
不
斷
創
作
出
新
，
以

及
盲
盒
、
手
辦
等
文
創
業
態
的
快

速
發
展
，
島
內
民
眾
尤
其
是
年
輕

人
群
體
也
被
中
華
文
化
的
魅
力

﹁圈
粉
﹂
，
希
望
未
來
兩
岸
年
輕

人
在
探
索
潮
流
與
傳
統
文
化
結
合

的
道
路
上
共
同
攜
手
，
讓
中
華
優

秀
傳
統
文
化
被
更
多
人
認
識
。

台
北
市
民
何
溢
誠
：

﹁劇
本
殺
﹂
很
受
兩
岸
年
輕

人
喜
愛
，
希
望
通
過
文
創
交
流
，

可
以
促
進
兩
岸
年
輕
人
交
流
，
加

深
彼
此
的
了
解
。
此
外
，
把
歷
史

融
入
文
創
，
也
有
助
於
台
灣
年
輕

人
了
解
中
華
文
化
和
歷
史
。

大
公
報
記
者
蘇
榕
蓉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王方
群是台灣華品文創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行
銷總監，曾在北京工作多年，適逢大陸
「劇本殺」 產業勃興。數次線下體驗
後，他認為這種綜合了文本理解、角色
扮演和邏輯推理的休閒方式充滿魅力。
2023年，他便開闢相關業務板塊、引入
大陸劇本，希望以沉浸式閱讀新方式吸
引台灣年輕群體關注紙本書。

王方群介紹，目前台灣有二三十家
「劇本殺」 線下店，市面上約95%的劇
本是對大陸原創本進行繁體字轉化。儘
管 「劇本殺」 尚屬小眾娛樂活動，也漸
成一種生活方式，無論年輕人還是長輩
都能從中找到樂趣。而大陸劇本以優質
的內容、嚴密的邏輯格外受到台灣玩家
青睞。也因此，尋找優質劇本、洽談合
作，成為王方群參加此次訂貨會的重要
原因。

「穀子」熱潮為文創注入新活力
「大陸 『劇本殺』 產業走在前面，

台灣有很不錯的小說家和編劇資源。」
王方群說，期望常來大陸 「取經」 ，扶
植、推出更多台灣原創劇本，讓大陸玩
家也能沉浸其中。

除了 「劇本殺」 ，由二次元手遊帶
動的 「穀子」 （ 「goods」 的諧音，指

以動漫、遊戲、偶像等流行文化元素為
主題的周邊商品）熱潮也在吹拂兩岸，
為文化創意產業注入新活力。在本屆圖
書訂貨會首次增設的文創展區，廈門外
圖集團有限公司所設攤位中的 「寶島雅
集」 區域格外熱鬧：翠玉白菜冰箱貼、
郎世寧仙萼長春紀念杯等各式取材自文
物、書畫傑作的文創產品琳琅滿目；
《間諜過家家》等動漫衍生品則吸引二
次元愛好者駐足 「打卡」 。

展區工作人員熊理國表示，該公司
此次參展的近500種文創展品中有300
件來自寶島。從歷史到二次元，台灣文
創產品取材豐富、主題多元。常常往來
兩岸，熊理國觀察到，近年大陸原創二
次元手遊頻頻出圈，周邊文創產品也備
受台灣玩家喜愛。吃 「穀子」 、逛 「穀
子」 店，不僅掀起大陸二次元消費市場
熱潮，也正在成為台灣年輕人熱衷的休
閒方式。

據說，在 「小紅書」 等社交平台，
有不少坐標為台灣的用戶分享台北、台
中等地的 「穀子」 店上新訊息；更多人
則展示出《原神》《崩壞：星穹鐵道》
等大陸遊戲相關IP的徽章、明信片及聯
名款悠遊卡、奶茶杯、Q版人物月餅
等，吸引大陸同道留言，連稱 「羨
慕」 。

【大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台灣
青少年淋病病例在過去12年間暴增7倍，
教育團體台灣 「教育行動聯盟」 13日呼
籲，當局衞福部門責無旁貸，正視青少
年性病日益嚴重問題。

據官方最新統計，2023年台灣10至
19歲青少年總人口數相比12年前大幅減
少46.26％，但同期間淋病感染人數卻驟
增6至7倍，每10萬人中有50.34人感染。

「教育行動聯盟」 理事長王瀚陽
說，台灣青少年淋病病例激增的情形，
近日引發家長熱烈討論，凸顯出台灣性
病防治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包括偏鄉
與都市間的防治落差及性健康教育普及
不足，亟需引起相關部門重視。

針對青少年性病激增的現象，郭綜
合醫院外科部長暨泌尿科主任吳建穎指
出，性病問題的根本解決需衞福部門帶
頭實施全面的預防與治療策略。他建
議，應加強青少年對性病的認識，包括
症狀、預防方式及潛在後遺症，並提供
隱私友好的篩檢與治療渠道。

台灣性教育學會也提出，當局在青
少年性健康促進方面的資源投入仍需大
幅提升。安全套僅是最後一道防線，預
防的關鍵在於讓青少年了解延遲性行為
的重要性，這是對自身健康負責的最佳
選擇。 「教育行動聯盟」 呼籲，應結合
學校及家庭資源，加強青少年安全性行
為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