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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通社报道，美国智库布
鲁金斯研究院一份最新民调指出，
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台湾
民众对美国的信任度下降，近半受
访者认为美国“不可能”或“非常不
可能”协助台湾，凸显现在美国被
台湾民众视为较不可靠的国家。

布鲁金斯研究院于 2024年 7
月美国总统大选期间，针对台湾及
韩国民众进行调查，了解他们对于
美国及其领袖的看法。该机构在
2025年 2月至 5月再度针对台韩
民众展开调查，重问原有问题，并
且新增有关特朗普的题目。

调查发现，美国几乎在所有指
标上均被视为较不可靠的国家。
台湾方面，有15.9%受访者认为美
国是“非常不值得信任”的“盟友”，
相较去年 7月的 8.2%增加接近一
倍；有22%认为“不值得信任”；“非

常值得信任”或“值得信任”约
23.1%。事实上，台湾对美国的信
任度逐年下降，根据多位学者追
踪，俄乌冲突尤其加深台湾的悲观
情绪。

针对美国在台海战争下提供
支援的可能性，仅有37.5%受访者
认为“可能”或“非常可能”，低于去
年 7月的 44.5%。认为美国“不可
能”或“非常不可能”协助台湾者则
有46.7%。

除伙伴关系与军事支援的观
感外，台湾整体对美国的态度也出
现下滑。认为美国“非常正面”或

“正面”的受访者比例从 54.3%下
降至 33.5%，较前次调查减少 20.8
个百分点。

此外，台湾高达 65.1%受访者
“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特朗普
上任后，台湾变得更安全。

台智库“美丽岛电子报”28日
公布最新民调显示，台湾当局领导
人赖清德“执政”表现满意度相较3
月暴跌 8.5个百分点，出现“死亡交
叉”。对此，台湾舆论指出，赖清德
上任近一年，“执政”成绩单可谓

“满江红”，批评其将注意力放在追
杀在野党，在处理两岸关系方面，

也很糟糕。
“美丽岛电子报”最新民调

显示，赖清德“执政“表现满意度相
较 3月暴跌 8.5个百分点，出现“死
亡交叉”。同时以 47.8%不满意度
超过 47.1%满意度，為其自去年 5
月20日上任以来，首次不满意度大
于满意度。

另外，针对赖清德信任度部
分，有 48.6％表示信任、43％不信
任，若和3月调查相比，赖信任度跌
8.1个百分点，不信任则飆升6个百
分点。

日前，台湾文化大学讲座教授
杨永明在一个政论节目上指出，赖
清德民调现“死亡交叉”或与三个
因素有关，包括民进党内部问题、
因应美国关税战方式以及处理两
岸关系问题。

杨永明表示，民进党近年来在
政策层面可谓“乏善可陈”，却将注
意力用于追杀在野党。民进党从
年初开始发起针对中国国民党“立
委”的大罢免，近期又动用包括行
政、司法、媒体等多种资源配合打
压在野势力。

杨永明提到前“立委”蔡正元
被台湾法院要求戴电子脚镣一事，
直言民进党当局显然是在利用司
法来建构“独裁”之路，简直“不可
思议”。

蔡正元 25日在其社交平台脸
书专页自曝，当日他因三中案（中
视、中影、中广股权）出庭，原本是

没什麼重要的证人詰问庭，检方突
然提出要法官裁定对他实施：限制
出境、提高保释金、戴电子脚镣不
准出境。法官说依法不能再限制
出境，所以裁定戴电子脚镣。蔡正
元还说，此前有一位日本前高官曾
跟他警告，赖清德要整他和前“立
委”郭正亮，法官的裁定随后证明
赖清德人马钻法律漏洞整他。

杨永明又指，从民调结果看，
赖清德信任度和满意度在3月曾有
短暂的攀高，认為主要是台积电宣
布扩大对美投资后，绿媒热炒此举
或促进“台美关系”，换来友好对
待，并藉此将赖清德捧得很高。“结
果现在呢？”杨永明说，“丢了 1650
亿（投资），还被课了 32%（关税），
完全没有任何谈判空间，现在人家
理都不理你。”

至于处理两岸关系方面，杨永
明批评“更糟糕了”。他提到，不久
前台北第一女子中学老师区桂芝
因批评“赖 17条”遭检举、约谈，当
局陆委会建议台北市教育局、北一
女中判断，区桂芝是否适合继续教
书，可见现在台湾的社会氛围到了

何种地步。他预料这样下去，赖清
德民调的“死亡交叉”会更严重。

台湾民众党团副总召张启楷
亦说，赖清德上任近一年时间，“执
政”成绩单却是“满江红”。同时，
超过半数的台湾人都认為，政治力
有介入媒体和司法，直言民众是

“愤怒又不安的”。
“他（赖清德）本来答应大家急

着要解决的低薪、高房价的问题以
及‘五缺’的问题，一个都没有解
决，每天都在搞政治性的问题。”

张启楷批评，民进党当局不倾
听民意也不好好解决问题，“无能、
无心又无感的执政下，离民众的距
离越来越远，当然会出现民众对赖
清德投下不信任、不满意票（的情
况）”。

台军退将栗正杰则担忧，赖清
德或在接下来的“520讲话”中出现
更激烈的言论，以巩固其“台独”基
本盘。他批评，赖清德為了政治私
利，不惜令全体台湾老百姓承受兵
兄战危的风险，“可是老百姓不愿
意跟你去赌”。

赖清德民调现“死亡交叉”
台舆论揭背后原因

综合新华社、香港大公报报道，
为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东盟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与东
盟区域合作，中国─东盟联合合作
委员会代表团 4月 23日至 24日访
问香港。“东盟与香港经贸关系深
厚，东南亚国家的华侨与大湾区的
关系千丝万缕。”中国全国政协常
委、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这
样描绘香港“左手湾区右手东盟”的
独特位置，“大湾区其他城市的企业
可以携手港商一起‘走出去’。”

4月初以来，美国挥舞关税大
棒，作为自由港的香港也受到无理
攻击。因应国际贸易形势日趋复
杂，香港在过去几年未雨绸缪，一
方面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另一方面加强与东
盟等海外市场的经贸联系，利用自
身独特优势化解危机，开拓发展新
空间。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用好香
港最大机遇

面对美国关税大棒，香港特区
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粤港澳大湾

区约8700万人口，生产总值超过14
万亿元人民币，“国家是香港的最
大机遇，也是最大的确定性”。

就在一个月前，《关于修订＜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
关系的安排》（CEPA）服务贸易协
议＞的协议二》开始正式实施，在
香港多个特别具有优势的服务领
域增添了开放措施，进一步便利香
港服务提供者及专业人士在内地
设立企业和发展业务。

截至去年底，CEPA下的累计
货物关税优惠已突破102亿元人民
币。去年，内地与香港的货物贸易
总额超过 4.8 万亿港元，是实施
CEPA前的三倍多，平均每年增长
5.6%。内地对香港服务业作全面
或部分开放的部门已增至 153个，
占全部 160 个服务贸易部门的
96%。

去年11月，在广州举行的粤港
深化经贸投资合作交流会上，粤港
企业签署 126项、总值超过 1000亿
元人民币的经贸合作项目。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

国基表示，特区政府积极支持香港
企业和人才拥抱大湾区的无限商
机，更鼓励广东企业利用香港多元
优势和专业服务加快“走出去”。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
金荣表示，约九成厂商会会员企业
在内地设厂，其中近八成集中在大
湾区内地城市，这里不仅是香港企
业的重要生产基地，更是进入内销
市场的关键门户。

扩大东盟贸易份额 开拓新
伙伴新市场

除了积极融入大湾区，香港也
积极开拓东盟市场，凭借“一国两
制”独特优势、自由开放的经济环
境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在全球供应
链重组中扮演重要角色。“香港跟
东盟国家的合作范围广阔，大家有
共同利益。”李家超说。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公布的数
字，从 2018年到 2024年，东盟在香
港 市 场 份 额 已 由 7.4% 上 升 至
8.7%，排名仅次于内地。自2019年
东盟已超越美国成为香港第二大
货物出口市场。

“通过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
作，加强与大湾区的创科联动，香
港定必能够在全球经济格局重整
中找到新定位，开创更广阔的发展
空间。”香港经民联副主席、特区立
法会议员林健锋说。

李家超说，香港会进一步扩大
香港经贸的“朋友圈”。5月初，李
家超即将出访中东，谋求拓展新兴
市场，帮助本地中小企“走出去”。

去年 7月底，香港工业总会主
席庄子雄随特区政府代表团访问
老挝、柬埔寨和越南，为更多港商
进军东盟市场做好部署。“香港作
为外向型经济体，必须努力寻找新
伙伴，开拓新市场，巩固提升国际
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担当好‘超
级联系人’的角色。”庄子雄说。

加快采取多种措施 拓宽未
来发展空间

除了加强与内地和东盟的贸
易关系以外，香港还采取多种措
施，包括坚持自由贸易政策、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加大发展科技创
新、推动国际金融合作等，进一步

稳固香港“三中心、一高地”的地
位。

过去几年，香港已与21个经济
体签订 9份自由贸易协定，与 33个
经济体签订 24份促进和保护投资
协定。遍布全球的投资贸易伙伴
网络使得香港有充足的回旋余地
应对外部挑战。

自2022年底公布《香港创新科
技发展蓝图》以来，香港因地制宜
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产
业升级转型，积极培育新兴产业。
数据显示，2024年香港初创企业数
量较上年增加 10%，雇员总数增长
7%，双双创历史新高。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
茂波近日表示，众多跨国企业投资
香港，正是看中香港内联外通的优
势、坚如磐石的法治、国际化和友
善的营商环境、海纳百川的包容文
化，以及联通内地这个全球最具活
力的消费和创科市场。

“香港正充分发挥‘超级联系
人’的关键作用，为全球企业和资
金提供新的发展机遇。”陈茂波说。

左手湾区右手东盟 香港开拓发展新空间

美智库民调：

台湾民众疑美情绪加剧
台湾最后一座尚在运转的核

能发电机组核三厂2号机将于5月
17日停止运转。今年夏天，将是台
湾自 1979年、将近半世纪以来，第
一个没有核电可用的夏天。比起
电价涨不涨、空污严重等问题，如
何安然度过用电量最高峰的夏季，
确保不停电、不限电，对当局而言，
是更为重大考验。

近年来，台湾核能发电机组陆
续停机，其中核一厂、核二厂共 4
部机组先后除役，核三厂 1号机去
年 7月 27日停机，结束 40年的运
转任务。目前仅剩的核三厂 2号
机也将于今年 5月 17日停机。届
时，台湾核能发电将正式归零。

由于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產业
日益增加的电力需求，台湾电力公
司预估 2025年电力尖峰负载将达
到 4206万千瓦，较 2024年增长逾
2%，而夜间尖峰负载则为 3831万

千万，双双创下新高。
对于核电今年退出供电行列，

台湾正式进入“非核家园”后的供
电压力，台电表示，白天尖峰时段
电力备转容量率仍可维持在 10%
以上，夜间则可维持7%以上，符合
稳定供电的标准。且今年新增天
然气、再生能源等多个发电机组，
可确保稳定供电。台行政机构负
责人卓荣泰则称，到 2032年前，台
湾发电量足够。

不过台媒报道，台电以新增燃
气机组作为填补发电缺口的主力，
新增燃气机组需要增建天然气接
收站作为配套才能运作。台湾目
前只有两座天气然接收站，接收站
的兴建速度严重延宕。第三座天
然气接收站要等到今年 6月才能
正式供气。原本按计划 2032年完
工的第四天然气接收站，环评迟至
今年 2月才通过，通气时间要进一

步延期至2037年。
在各种火力发电中，天然气安

全存量是最低的，只有 13天，煤有
40天，油有 3个月。有学者指出，
民进党当局能源政策将燃气发电
佔比提高至50%，是台湾能源安全
的脆弱点。因为天然气接收及储
存设施常会受到环团及居民的反
对，同时，以台湾的地质条件来看，
也不像欧洲那样适合地底储存。

台湾《经济日报》此前发表社
论示警，核能的低成本高效能优势
十分明显。因此，未来核电厂全数
除役后，台湾未来必须大幅增加核
能之外的发电装置容量，每度发电
成本也会大幅增加，故电价势必会
再大幅调高。台湾《联合报》则质
疑，当全球拥抱核能之际，民进党
当局更应好好思考，“非核家园”除
了没有核能，又为台湾带来了什
么？

台湾将正式进入“非核家园”能源困境未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