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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舆论]

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
果16日揭晓，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
获胜。多位大陆专家学者在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台湾选举结果
主要由其内部因素决定，支持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仍是
台湾主流民意。台湾新领导人应就

“九二共识”尽快做出清晰表态，避免
两岸关系倒退。

“蔡英文的胜选不能说明民进党
做得多好，而是这些年国民党做得太
差，更不能说明台湾民众支持民进党
的‘台独’主张和分离主义政策。”南
京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刘相平说，大
多数台湾民众还是希望两岸关系保
持和平发展，以增进两岸同胞福祉。

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李义
虎表示，国民党执政期间，台湾经济
低迷、民生改善不彰，同时无力化解
层层交织的各类社会矛盾，一些问题
处理不当，不善化解棘手局面。国民
党的执政表现多遭诟病，形成了于民
进党有利的政治氛围，后者充分利
用、迎合了民众对国民党的不满情
绪，从而造成了最终的选举结果。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
朱松岭认为，选举是台湾内部事务，
其结果主要由内因决定，和两岸关
系、大陆对台政策没有直接联系。他
举例分析说，国民党当局推行的系列
改革措施损害了“军公教”等传统支
持者利益，使其失去了许多选票；近
年来国际经济大环境不景气，岛内经
济低迷，薪资上涨缓慢，马英九的执
政目标多未实现；国民党已执政八
年，受选举文化影响，许多选民抱着

“换人做做看”的心理，希望更换执政

党能为岛内政经困局“解套”。
多位专家都对记者表示，2008年

以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实践是成
功的，得到台湾社会主流民意的支
持。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值得两岸
同胞珍惜、维护。民进党赢得了选
举，但切莫误判了民意，而应看清形
势，承担责任，维护使台湾民众受益、
受台湾民众支持的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局面。

朱松岭认为，八年来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对岛内政治演变产生了深刻
影响，导引各政党在理念上出现新的
转向。台湾主流民意不愿看到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成果得而复失，即使是
竞选中声势一路遥遥领先的民进党
及其候选人，也不敢公开否认“九二
共识”，反而在两岸关系问题表述上
收起“台独”旗帜，向中间靠拢，试图
以“维持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的现状”
争取民意支持。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李
鹏表示，作为在两岸关系上有过不良
记录的政党，民进党上台的确给未来
两岸关系带来新的变数。但无论哪
个党上台执政，绝大多数台湾民众都
希望其担负起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局面的责任，不要让陈水扁执政时
期台海紧张动荡的情势重演。

“两岸关系是台湾任何政党、政
治人物都绕不过去的问题。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八年间取得了很大成就，
开辟了半个多世纪来最好的局面。
这承载了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需要
倍加珍惜。”全国台湾研究会常务副
秘书长杨幽燕说。

据新华社电

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投票结果
出炉后，岛内舆论指出，蔡英文、民进
党在胜选的同时也要负起责任，应妥
善处理两岸议题，努力避免造成两岸
对立，并以互利双赢的思考带动台湾
经济发展。

《联合报》17日社论说，目前横
在眼前最大的挑战，是台湾的经济前
景欠佳。这些都是民进党长期指责
国民党失职之处；而今蔡英文赢得

“大选”，所有责任立刻就会转移到民
进党身上，蔡英文有没有能力解决，
很快就会见真章。

《工商时报》17日社论说，蔡英
文面对的是极为严峻的局面：她必须
妥善处理两岸政策，避免两岸关系

“地动山摇”。同时，如何提振投资意
愿、促进经济发展以及推动创新创
业、调整产业结构、增强国际竞争力
等，都是等待着手的重点工作。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王业立投
书《联合报》说，蔡英文刚当选，民众
对她的期望会很高，但如果没有实际
作为，期望很快就会成为失望。

就蔡英文上任后如何处理两岸
关系，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张亚中在
接受《中国时报》采访时表示，两岸关
系的核心是“九二共识”，民进党从未
对此明确表态，不明白民进党与蔡英
文如何能做到“确保没有挑衅，也没
有意外”的两岸稳定互动。该报还援
引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展望中心主

任孙明德的话说，国民党已经完成的
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还有接近完成协
商的货贸协议，如果民进党没有通
过，会对出口40%到大陆市场的台湾
造成不利影响。

《旺报》17日刊文指出，蔡英文
非常清楚，依两岸交流及经贸往来密
切程度，台湾绝对不可能自外于大
陆，这就是为什么她的两岸政策主轴
是“维持现状”，这个现状正是基于两
岸关系的和平稳定。蔡英文胜选后，
两岸关系将面临几大挑战：首先，和
平稳定能否“维持”？其次，不论是百
万台商或台湾产业，几乎都离不开大
陆市场，如果大陆因为对民进党政权
的不信任，降低两岸经贸的往来或紧
缩市场，由此带来的经济冲击恐怕是
全台湾难以承受的。

上海台协会长李政宏在接受《旺
报》采访时表示，希望蔡英文尽快将
两岸政策说清楚，不能一直含糊不
清，像是求同存异的“同”在哪里，要
用怎样的共识维持两岸继续沟通
等。他表示，台商期待服贸协议赶快
通过、货贸谈判加快，两岸两会会谈
能持续、深入，各项新的协议能发展
进行。

《旺报》17日社论表示，面对产
业竞合全球化、新兴经济体崛起与新
科技发展的大趋势，新当局绝对不能
忽视两岸和平发展，应秉持以合作互
利代替对抗思维。 据新华社电

蔡英文与民进党
须妥善处理两岸、经济问题

16日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
“执行日”。当天，国际原子能机构发
布报告，证实伊朗完成开始执行全面
协议的必要准备步骤。美国和欧盟
随即宣布，鉴于伊朗履行全面协议承
诺，解除与伊核问题相关的多国和一
国经济和金融制裁。

伊朗总统鲁哈尼当天在推特上
欢迎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西方国家的
决定，称这对“耐心的伊朗民族”来说
是个“辉煌的胜利”。

各方称赞伊朗“履行承诺”
经过前后18个月的马拉松式谈

判，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美国、英
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于去
年 7 月 14 日达成伊核问题全面协
议。

去年 10 月 18 日，协议正式生
效。此后伊朗政府着手拆除大部分
铀浓缩离心机，削减浓缩铀储量，并
改造阿拉克重水反应堆。去年12月
15日，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决议，结
束对伊朗是否秘密研发过核武器等
问题长达12年的调查。

按照日程，国际原子能机构16
日发布最新报告，证实伊朗切实履行
了协议规定的相关承诺，这意味着西
方国家也应践行其诺言，取消对伊朗
相关制裁。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
弥说：“伊朗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关
系今天进入新阶段。今天对于国际
社会来说是重要的日子。我向各方
表示祝贺。”

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美国国务
卿克里、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
表莫盖里尼当天在维也纳见证了这
一历史时刻。

在随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克
里称赞伊朗“完全履行了承诺”。他
说：“伊朗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这点
应该得到承认，许多人此前怀疑这一
切能否发生。不过，只有确保今后几
年（伊朗）继续完全遵守协议，全面成
果才能达成。”

盖里尼评价说，伊核问题的解决
表明“只要有政治意愿和坚持不懈的

精神，通过多边外交渠道，我们可以
解决最困难的事情”。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通过发言
人发表声明说，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的
正式执行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体现
各方为履行承诺作出了积极努力。
伊核全面协议执行表明对话和耐心
的外交努力是防止核武器扩散最好
的办法。

美国总统奥巴马当天签署行政
命令，宣布解除对伊朗的部分制裁。
盖里尼也宣布，欧盟开始解除对伊朗
相关制裁。

中国将继续推动伊核问题解决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7日就伊核

协议“执行日”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
中国一直主张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
决伊核问题，中方的着眼点和出发点
始终是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
巩固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维护国际和
地区和平与稳定。

王毅说，中方建设性参与了全面
协议谈判全过程，为推动解决铀浓缩
和制裁解除等难点问题提出了有益
的方案和思路。全面协议达成后，中
方又同各方一道，积极开展协议执行
准备。特别是在阿拉克重水堆改造
问题上，中方同美、伊等各方开展了
卓有成效的合作，推动达成“官方文
件”和“谅解备忘录”，为“执行日”顺
利到来创造了条件。中国政府还为
国际原子能机构2015 年和 2016 年
度执行全面协议相关对伊核查任务
捐款400万元人民币。

王毅提醒，全面协议执行任重道
远。从“执行日”起，六国及欧盟与伊
朗将开启一段长达10年的“航程”。
协议执行不是在“真空”下进行的，不
可避免会遇到困难和挑战。

王毅表示：“在‘执行日’到来之
际，我愿重申，中方维护国际和平与
稳定的庄严承诺不会改变，推进全面
协议执行的政治意愿不会动摇，寻求
和平解决伊核问题的外交努力不会
放松。我们将继续同各方一道，共同
为推动伊核问题的全面、长期和妥善
解决做出新贡献。” 据新华社电

解除制裁！伊朗终于等来这天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仍是台湾主流民意

民进党赢了选举 切莫误判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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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6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前）出席记者会。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