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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1两岸青年骑行美丽乡村活动两岸青年骑行美丽乡村活动””在京举办在京举办

今年3月份，台湾对大陆出口继续
增长，创历年新高。怎样看待这一情况？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北
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
夫4月2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
会期间表示，台湾对大陆出口继续增
长，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复苏作出了贡
献，同样也对台湾地区的经济复苏作出
了贡献。

据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部门公布
的数据显示，3月份，台湾对大陆(含香
港)出口额达 159.1 亿美元，创历年新
高，同比大增35.5%，占台湾总出口额的
44.3%。

台湾一季度累计对大陆(含香港)出
口额为420.1亿美元，亦创历年新高。大
陆(含香港)持续位列台湾地区最大出
口市场和最大顺差来源地。

(本报记者 修菁)

台湾对大陆出口创新高

“工业4.0时代以数字化为基础，如
果不能驾驭数字化技术，那么我们就会落
后于时代。”4月12日，在厦门台资企业
建霖集团召开的数字化转型规划项目启动
大会上，该公司常务副总裁涂序斌提出，
从事传统制造业的台商应当主动探索数字
化转型之路，转型升级刻不容缓。

当天，作为厦门市台商协会的会员企
业之一，厦门建霖健康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与IBM公司签约，开展数字化转型项目
合作。此次数字化转型项目合作，更是为
全体在厦台商进行数字化升级的一次“投
石问路”。

顺势而动 共同分享转型经验

两岸经贸关系发展30余年来，在陆
台商的运营结构并未发生很大的变化，长
期主打代工和外销市场。面对疫情冲击，
全球经济形势出现新变化，厦门作为台商
投资区，在厦台商台企尤其需要突破困
境，寻找新机遇。

“数字化的转型不是单指运营端，是
整个企业链，包括从消费者到企业到供应
商，整个链是串起来的。”厦门建霖家居
总裁、台商陈岱桦表示，在大陆改革开放
过程当中，台企享受到了大陆的人口红利
与改革红利，不断成长同时也对大陆经济
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对广大在厦台企来
说，要把实业做好，首先必须具备更好的

竞争力，适应时代变迁，推动新的商业模
式。而数字化转型正是必经之路。

据悉，此次建霖集团举行的数字化转型
项目包括数字化设计、智能制造赋能、数字
化供应链、数字化营销等，将从战略、研产
销运营及支撑平台，分层构建数字化经营体
系。此外，建霖集团还将利用在数字化转型
上的先行优势与经验，通过厦门市台商协会
与全体台商会员分享，“抱团取暖”，合力探
索台企“智造”之路。

创新“智造”方案 将数字化融入供应链

在“智造”道路上的在厦台企先行者，
还有从事服装设计制造业的在厦台企欣贺股
份有限公司。为摸索新的转型升级之路，该
公司创新应用智能数字化解决方案，在厦门
市同安区建设“智能化工厂”，用自动化和
智能化的物流体系解决服装供应链中的“个
性化”和“碎片化”难题。

欣贺股份董事长特别助理孙柏豪表示，
由于公司部分原料需要进口，恰逢疫情国际
物流遭遇停摆，供应链受阻。另一方面，

“碎片化”和“个性化”的服装设计生产需
求，也为供应链管理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对此，欣贺公司选择从物流端进行数字
化升级，采用全渠道库存管理模式，并且新
建了物流中心，希望通过自动化和智能化来
完成效率和成本的管理目标。除了硬件层面
的创新外，公司通过软件平台实现智能任务

分配，由机器人根据订单智能拣选、搬运、
存储，实现新货入库、新货出库等业务多线
程处理，每台机器人作业效率达35箱/时。

谈及未来的发展，孙柏豪表示，仓储端
的智能化将倒逼公司供应链整体的变革和优
化，将把更多智能技术融入供应链，进一步
为全渠道和新零售做保障。

紧跟“十四五”规划 深耕大陆未来可期

“在厦台企在数字化转型方面一直不遗余
力，我们早在2017年便成立了‘转型升级科
技委员会’，运用科技创新、政府支持政策等
协助会员企业布局产业调整与数字化升级，
但面临着当下全球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与

‘十四五’规划的新部署，我们台商必须加快
这一步伐。”厦门市台商协会会长吴家莹表
示，深入配合大陆“十四五”规划，继续生
根厦门深耕大陆，除了传统的制造能力，还
需要更多的数字化能力。

“如今国际国内双循环是接下来台企转型
的重要机遇。”吴家莹指出，改革开放40多年
来，大陆人均GDP从1978年的156美元提升
至如今的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大陆已蜕变
为资本和技术密集的市场。在厦台企也正加紧
从劳动力密集型的传统制造企业逐步转变为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而借助科技手段，发
展数字化能力、进行数字化运营，正是当前台
企转型的方向，在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
环下更加努力，台商未来发展定大有可为。

在厦台企抢抓数字化转型机遇 合力探索“智造”之路
本报记者 照宁

今年以来，台湾地区面临半个多世纪以
来最严重的旱情，全台21个水库水量全部
告急，一些县市居民用水间歇性停供，上百
万户受影响。

台湾当下的缺水困境，是天灾还是人祸？
“台湾年降水量是世界均值的 2.6 倍，

所以造成今年的缺水困境，还是因由多年来
极度浪费水资源，雨水未能善尽其用造成。”

“水资源利用不能‘临时抱佛脚’。蔡英
文当局上台以来，曾提出‘前瞻基础建设计
划’，目标是让台湾不缺水、有水喝、不淹
水，但如今民生用水却还要‘供五停二’。
但愿未来台湾能提高各级产业的用水效率，
开发多元化的备用水源，严格执行对天然水
资源开发利用的总量管制，才能让数百年来
缺水的宝岛台湾真正‘解渴’，而不是搞什
么‘祈雨大会’。”

“福建向金门供水体现了两岸融合优
势。希望台湾同胞认真考虑两岸关系发展的
正确道路。只有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
展，才能带给两岸民众更多福祉。”

……
近日多位台海问题学者专家接受人民政

协报记者连线，从各自视角解读了今年台湾
旱灾成因。

■台内旱灾成因：民进党当局缺
乏水资源利用长期规划，没能超前部
署，故而导致目前供水只能“听天由
命”

据台湾水利部门4月初的监测数据显
示，位于中南部的曾文水库、鲤鱼潭水库、
明德水库蓄水率仅为10%上下，德基水库
更是下探至5.5%。台湾《联合报》日前也
报道，未安装自来水管线的高雄美浓地区上
千户居民近期发现水井枯竭，无水可用，有
人被迫到河里洗澡，或是在蚊虫丛生的香蕉
园如厕。苗栗、台中及彰化县部分区域近期
实行每周“供5停2”民生限水。

“台湾地区的水、电等资源要素都比较
有限。在供水方面，民进党当局缺乏水资源

利用长期规划，没能超前部署，导致供水只
能‘听天由命’，遇到今年缺少降雨，就造
成‘水荒’，给居民用水带来困扰，也严重
影响农作物生产和高科技产业等工业用
水。”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唐永红
分析目前岛内的“水荒”原因时表示。

台湾地区前民意代表孙大千也表示，民
进党上台以来心存侥幸，毫无作为，对水资
源既没开源，也未节流，才造成今日部分县
市陆续将推行限水措施。“当局经济部门的
水利单位明明清楚去年至今已创下最低降雨
量纪录，也掌握各水库蓄水量已创下新低信
息，为何没早在去年下半年就超前部署，及
早安排备用水源，全面落实节水措施？”孙
大千同时道出自己的疑问。

“水资源利用不能‘临时抱佛脚’。民进党
当局的集体‘求神赐雨’只是政治作秀，解决
不了问题。”谈及面对岛内旱情，民进党当局
一边采取救急措施“凿井取水”，一边大办“祈
雨法会”试图感动神明，闽南师范大学两岸一

家亲研究院执行院长陈丽丽认为，台湾地区
今年缺水严重，并非单一偶然现象，“长期以
来，台湾地区就陷入经常性缺水困境，今年只
是特别严重而已。这一现象充分显示台湾所
谓‘民主政治’的严重弊端。”

“今年岛内出现的用水荒，反映的实则是
民进党当局并没有把岛内民生问题、基础设
施规划布局问题和经济建设问题放在执政主
业，而是主要精力放在选举上，放在争权夺利
上，这是问题根本所在。”在上海社会科学院
台湾研究中心主任盛九元看来，今年岛内旱
灾从某种意义上是场天灾，但也是人祸。

■台岛缺水金门无忧的启示：只
有两岸关系好，才可能从中获得实实
在在的红利福祉

在台湾岛内为水所困时，与福建泉州一
水之隔的台湾金门县，却是另一番景象。今
年来，应金门水厂提出春季增加供水的要

求，福建向金门日均供水由1.4万吨提高到
1.71万吨，累计供水148.9万吨，占到金门
民生及工业需水量的68%。受益于大陆这
一供水工程，金门民众的生活用水丝毫不用
发愁。

“今年的旱情又快又猛，两岸都有旱
情。面对自身困难，福建仍不遗余力向金门
供水，患难见真情。”常住大陆的金门同
胞、两岸金桥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孟宪
霆见证了金水供水工程带给金门同胞的实际
获得感。

据孟宪霆介绍，历史上，金门百姓长期
遭受缺水之苦。金门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
1000立方米，远低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金门曾尝试从台湾本岛运水以及海水淡化工
程，但成本高、效果差。2018年 8月，福
建正式向金门供水，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困
扰金门的缺水问题。

台湾金门同乡会总会监事长蔡少雄在受
访时也表示，正是由于缺水缺电，投资不敢
到金门来，“每当夜幕降临时，厦门灯火通
明，而不远处的金门却是黑灯瞎火。”

“福建向金门供水，使得‘两岸一家
亲、共饮一江水’从愿景变成现实。这是事
关金门百姓民生的大好事，我所接触到的金
门乡亲无不为之拍手叫好。可以说，金门人
从两岸和平发展中获得实实在在的红利。”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日前接受记者时应询时
表示。

“台湾同胞应该深度思考，两岸关系发
展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如果任凭民进党当局
继续走‘台独’分裂道路，推行‘抗中去中
反中’路线，持续恶化两岸关系，台湾未来发
展面临的，将不仅是严重的缺水问题，而且是
对整个台湾经济民生难以估计的冲击。只有
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充分实现两岸产
业合作、经济融合，台湾才能真正走出困境，
走向繁荣富强。”在陈丽丽看来，今年岛内遭
遇的严重用水荒，是时候提醒广大台湾同胞
好好思考，自己的未来应归属谁？如何做，
才是对自己有利、对整个台湾有利的。

台湾岛“缺水”与金门“丰水”的启示
本报记者 修菁

本报讯 （记者 修菁）
“2021 两岸青年骑行美丽乡村
活动”4月17日在京举办，70
余名在京两岸青年活动当日环
绕海淀北部地区阳台山、北清
路、稻香湖沿线骑行。

“ 这 是 一 次 非 常 棒 的 活
动，以后还会来参加。”北京
市海淀区台协会副会长吴明勋
在抵达终点时对记者表示，一
路所看，让他感叹于北京的春
色迷人，海淀的旅游规划和基
础设施越来越完备，他期待未
来可以扩大骑行活动的规模，
让更多台胞一起参与进来。

北京海淀区台办主任王
锋表示，创设两岸青年骑行
活动，就是为了让台湾青年
多了解海淀、多增进两岸青
年间的友谊，骑行活动未来
还将继续举办，让台湾青年
融入海淀，与大陆青年一起
共筑美丽家园。

本报讯 （记者 修菁） 4月 13日，由四川省
台办、建设银行四川省分行联合主办的建设银行四
川省分行服务台胞台企专场对接会暨“四川台资企
业名品馆”开馆仪式在成都举行。

据悉，此次活动是继今年 1 月 14 日举行的
“台企拓内销·两岸一起来”线上推介对接（四川
专场） 活动后，四川省落实落细“助力台企 11
条”“四川支持台企12条”“农林22条措施”助力
台企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又一务实举措，
旨在通过强化政银企对接服务长效机制，增强四川
省建设银行系统服务台胞台企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主动为台胞台企提供金融服务，有效解决融资难、
融资贵和市场拓展难等问题。

四川举办服务台胞台企专场对接会

本报讯（记者 照宁）最近，在福建省漳平市
永福镇，12位台胞承担起了“河长”的新角色。
记者 4月 15日从福建省漳平市河长制办公室获
悉，该办与漳平台湾农民创业园联合创新举措，在
福建省率先选聘12名台胞热心人担任河长，让台
胞参与到当地的生态保护中。

永福镇是漳平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核心区，
这里因为纬度、气候、产业与台湾阿里山相近，被
台商台农誉为“大陆阿里山”，辖区内主要有永福
溪、赤水溪永福段、拱桥溪永福段等溪流。目前漳
平台湾农民创业园入驻台企 76家、台农 600多
人，是台商个体在大陆投资最密集的区域。

漳平台湾农民创业园从3月中旬起推出的这一
举措，发挥台胞河长巡河员、监督员、宣传员、劝
导员、守护员的作用，为受聘台商代表颁发聘书，
明确每位台胞河长各挂钩一段河流。通过示范带
动，进一步强化当地民众爱水、护水、治水意识，
保护碧水青山，共建美丽家园。

“我在永福已经25年了，现在多了河长的身
份，让我更有了认同感和归属感，我们也有义务管
理好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永福的山更绿、水更
清。”台胞河长谢东庆说。

台胞河长李志鸿也表示，“这里是我们的第二
故乡，我们台商很乐意参与整个永福镇的河道管
理、清理，让整个环境更宜居、更优美。”

漳平市永福镇副镇长唐建青介绍，镇河长办组
建了台胞河长工作群，台胞河长巡河时发现问题反
馈至群里，镇河长办根据反馈的问题进行分类处
理，通知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置，并将办结情况反馈
到群里，形成闭环。

此外，台胞河长还在辖区开展环保、节水宣讲
活动，并在河道开展鱼类资源增殖放流等活动，同
时向周边群众广泛宣传台湾保护河道的好做法，提
高全民参与河湖保护的意识，共同维护绿水青山。

福建漳平首聘12名“台胞河长”

（上接5版）
1968 年，联合国亚洲暨远东经济委员会勘

察中国东海、台湾海峡北方的海底资源，证实钓
鱼岛附近海域蕴藏着堪称“第二个中东”的丰富
石油。

尽管钓鱼岛自古就是中国领土，并作为与域
外分界点。然而，由于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和清
朝政府腐败无能，甲午战争后，在割让台湾的遮
掩下，钓鱼岛被日本顺带抢走。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钓鱼岛本该随台湾一起归还中国，但却被美
国占领，后来让日本托管，企图以此作为日本牵
制中国的祭品。

得知钓鱼岛附近海域藏着个“第二个中东”，
这让正在做着“资源大国”梦的日本很兴奋。但日
本知道，中国政府指明钓鱼岛属于台湾省宜兰县，
而中国主张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按此
推，钓鱼岛自然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除了将钓鱼岛“国有化”，日本觉得要保有钓
鱼岛，台海最好曝出永久分裂状态。因为台湾岛内

“哈日”“舔日”氛围日盛，加上“皇民化”思潮高
涨，“台独”势力越做越大，中国和平统一的可能
性越来越小，武力统一可能成为最终手段，因此，
联合美国加入干涉台海问题最符合日本利益。

此外，除了觊觎钓鱼岛附近海域丰富油气资
源外，台湾海峡还是日本的“经济生命线”。从海
湾经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海和台湾海峡到日
本的这条海上航线，被称为日本经济的“生命
线”。日本3/4的货船都要经过这条航线，基本上
每 10分钟就有一条日本物资运输船通过台湾海
峡。仅经过台湾海峡运往日本的石油、原料以及
其他货物，每年就达7亿吨左右。日本有关方面
认为，这条海上航线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到日本
的生死存亡”。

在日本方面看来，两岸统一将影响到日本重
大国家利益，甚至是海上生命线的安全，但对于
美国而言，中国的台湾海峡两岸统一与否，对美
国的影响远没有日本大，因此，即便大陆对台动
武，美国也未必就像台日人士认为的那样，必然
会武力介入。倒是日本，为了保住生命线可能比
美国更积极。

不过，在历史大势面前，日本必须认清，台湾
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任何势力都无法阻碍中国
统一，日本不要试图螳臂当车，应该记取二战教
训，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日本干涉中国统一
为何比美国更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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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至18日，厦门市台商协会
组织 100 多名台胞台商来到福建省古
田县、长汀县，探寻红色文化，重温红色
精神。

厦门市台商协会副会长高青卿说，
这是他第一次系统地学习、感受革命历
史，“身临其境才真正体会到先辈们是
如何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开展革命事
业，也切身领悟到了共产党人艰苦奋
斗，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真谛，这种感
受比在任何地方听到、看到的都要更加
真切。”

厦门市台商协会常务理事林泓杰
表示，“了解中国共产党的这段历史，
让我们台胞台商的信心更加饱满，国
家从当年的筚路蓝缕到现在的繁荣昌
盛，我感到特别自豪。相信我们国家的
未来会更好，两岸同胞今后也将迎来更
好的发展。”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很多在厦台胞台商主动要求组织活
动学习党史，重温红色精神，这让我非
常感动。”厦门市台商协会会长吴家莹
说，活动发起后，大家报名积极性非常
高，原定100人的名额，报名人数却远
远超过，还有不少台胞台商带着自己的
孩子，一同来接受红色教育。“接下来
我们还将计划组织第二次红色之旅，让
更多台胞台商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让我
们两岸同胞更加团结，牢记历史，不忘
初心。”

（曾天泰 本报记者 照宁）

厦门市台协组织在厦台商
开展红色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