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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天团”访问澳门，与市民分享夺冠喜悦，共抒爱国情怀—

给 澳 门 发 展 增 添 新 动 力
本报记者 李万祥

台 湾 当 局 遭 遇 能 源 困 境台 湾 当 局 遭 遇 能 源 困 境
王子旗王子旗

2016 年民进党宣布推动能源转型，以

“减煤、增气、展绿、非核”为能源发展方向，

谋求在 2025 年建构“燃气 50%、燃煤 27%、

再生能源 20%、核电 1%、其他 2%”的发电结

构。但是，蔡英文当局的能源政策多服务

于其“政治目标”，无助于改善台湾能源困

境，岛内电力系统脆弱性持续凸显。岛内

长期政治恶斗导致能源议题“政治化”，能

源政策制定偏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

正常轨道，绑桩选举，加深社会分裂。

再生能源发展挑战多

据台湾能源主管部门统计，再生能源

占台湾电力供给比重由 2016 年的 4.82%增

至 2020 年的 5.47%，远低于原定 2020 年 9％

的占比目标，这反映出蔡英文当局推动能

源转型以来，再生能源发展明显落后，面临

多重挑战。

其一，普及推广不力。再生能源推广

涉及土地、运输、储存、产业等多

重因素。太阳光电面临土

地 不 易 整 合 、电 网

容量不足等问题；风力发电面临渔业协商、

生态保护及噪声等问题。此外，岛内新能

源汽车、绿色公共交通等产业发展滞后，也

影响着再生能源产业链的塑造拓展与韧性

提升。

其二，发电限制条件多。再生能源受

到天气、季节、日夜的影响，发电不稳定且

配合调度难度高。河流逢枯水期，惯常水

力电厂的发电量就会大幅降低；风力发电

更是“靠天吃饭”，风太小发不了电，台风

来了则需停止运转。同时，再生能源的间

歇性、不易预测性是再生能源并网与电力

调度的最大挑战。如出现大量且集中的

再生能源发电并入电网，会对电力系统的

稳定运转产生冲击，造成输电系统壅塞、

系统频率及区域电压变动加剧，影响供电

可靠性。

其三，产业本土化挑战大。台湾离岸

风电产业起步较晚，本土产业链不成熟，缺

乏巨型风力机及自主风电系统维修技术，

同时融资、保险、法律保障等配套不足。蔡

英文当局要求外商采用台湾制风机及相关

零件，引发欧洲风电大厂不满，欧盟官方多

次提出抗议。此外，趸购费率调降引发业

者不满。2018 年蔡英文当局试图大幅调降

趸购费率，沃旭能源等业者发表联合声明

表示反对。

碳减排压力大

蔡英文当局为拓展“国际空间”、嵌入

全球低碳供应链，积极推动减碳，但成效有

限，这与其经济战略和碳减排制度设计缺

失高度相关。

一方面，经济发展战略与碳减排背道

而驰。根据台湾环境主管部门统计，当前

台湾二氧化碳排放大户主要为制造业龙头

厂商，若蔡英文当局强力推进碳减排，势必

冲击相关产业发展。同时，蔡英文当局实

施“投资台湾三大方案”，吸引制造业回流

岛内，发展半导体等高耗能产业，进一步加

剧岛内的能源困境及减碳难度。

另 一 方 面 ，碳 减 排 制 度 设 计 流 于 形

式。蔡英文当局制定碳减排计划缺乏前瞻

性，多为被动应对，且未形成集中高效的管

理机制，碳定价机制建立遥遥无期。

突发大停电将成常态

蔡英文当局在缺乏有效评估的基础

上，欲完全放弃核能发电，大幅减少燃煤机

组，用燃气发电及再生能源替代，基载电力

面临不足。一方面，再生能源发电规模较

小且储能、传输等相关技术不成熟，难当基

载电力。另一方面，岛内目前的天然气储

槽容量是 15 天、安全储量 7 天，而每年 7 月

至 9 月为台湾的台风季和夏季用电高峰期，

若连续遭遇极端天气，运输船无法靠岸或

离岸，岛内天然气存量将出现不足。

基载电力长期不足将导致备用容量率

持续较低。一般而言，备用容量率越高，电

力系统供电可靠度就越高。目前，台湾地区

核准的备用容量率仅为 15%，作为孤岛电力

系统的台湾，夏季用电高峰期间备用容量率

长期不足 10%，其断电风险性陡升。2017 年

“8·15”、2021 年“5·13”及“5·17”三次大停电

都在发电机组出现故障或检修期间。备用

容量率严重不足，导致大范围断电，给岛内

民众的生产生活造成巨大损失。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

究所）

近日，香港立法会首次悬挂国徽，为新

一届议员宣誓做准备。新一届立法会的任

期自 2022 年 1 月 1 日开始，为期四年。根

据香港特区 2021 年修订生效的《国旗及国

徽条例》，举行立法会议员宣誓的场地必须

悬挂国徽。

相信议员们在面对庄严神圣的国徽宣

誓时一定会感慨良多，知重负重，激发起心

中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曾几何时，香港的立法机构长期将华

人排除在外，华人既没有选举权，也没有被

选举权，回归祖国后才开始品尝到民主的

滋味。乱港分子一度在立法会公然污损国

旗国徽，肆意阻挠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正是

中央果断出手完善选举制度，促使香港民

主回归正轨。在香港遭受自然灾害、金融

危机、社会动荡时，祖国更是其坚强后盾，

一次次力保香港安然无恙。能够肩负香港

市民的信任，面对国徽宣誓效忠伟大祖国，

是一份无上的荣耀。

在履职尽责中落实“爱国者治港”，新

一届当选议员需要牢固树立“一国”意识，

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

防范和遏制外部敌对势力干预香港事务。

要准确把握“一国”和“两制”的关系，国家

主体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与特别行政区资

本主义制度并行不悖，但主次关系不能颠

倒。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把宪法

和基本法作为处理特别行政区事务的最高

准则。正确处理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关

系，坚持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别行政区高

度自治权相统一，并在行使高度自治权时

接受中央政府的监督和问责。科学审视香

港的优势短板，在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中提升城市竞争力。

悬挂国徽与特别行政区的城市定位完

全吻合。澳门早已在立法会办公场所长期

悬挂国徽，置于区徽之上。从国际上来看，很多国家规定国徽要悬

挂在地方自治代议机关会议厅里，这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惯例。

对香港市民而言，见证新一届立法会议员在国徽下宣誓就职，

也会强化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在今天的香港，学校定期举行升

国旗、奏唱国歌仪式，特区政府纪律部队改用中式步操训练，香港

国安法列入公务员考试内容，全社会的国家观念都在升温，这样的

局面来之不易。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元素在香港的公务机构、公共

设施体现，当香港市民目之所视、耳之所闻，都是爱国爱港之正色、

正音，对伟大祖国的向心力、归属感也就自然增强。

正本清源才能行稳致远，胸怀祖

国 自 然 无 惧 无 惑 。 践 行“ 爱 国 者 治

港”，新一届立法会议员一定能为香港

带来满满的正能量，助力香港开启良

政善治新局面。

立法会首挂国徽强化国民意识

12 月 19 日至 21 日，短短三天，内地奥

运健儿代表团在澳门访问交流行程满满，收

获也满满。从金莲花广场、大三巴牌坊到体

育馆、社区街坊，“奥运天团”带给澳门的喜

悦，弥漫在濠江之畔。

在第 32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中国体

育代表团取得 38 枚金牌、32 枚银牌、18 枚铜

牌的优异成绩，实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

双丰收。奥运健儿拼搏奋斗、为国争光的体

育精神激发澳门市民浓浓爱国情，为澳门体

育事业发展增添活力，也为澳门未来经济社

会发展注入精神动力，激励澳门在“一国两

制”康庄大道上谱写新篇章。

共抒浓浓家国情

12 月 20 日，澳门金莲花广场，庆祝澳门

回归 22 周年升旗仪式隆重举行。在这个值

得纪念的日子，内地奥运健儿代表团出席了

升旗仪式。

当日晚，内地奥运健儿代表团在澳门东

亚运动会体育馆参加“我们的骄傲——国家

奥运精英运动员澳门联欢会”活动，讲述精

彩的奥运故事，激起观众阵阵掌声。互动交

流后，奥运健儿与现场 3000 多名澳门市民

齐声高唱《歌唱祖国》，将联欢会推向高潮。

近两年来，澳门特区政府带领澳门同胞

在防疫取得成效的基础上，加快推进澳门经

济适度多元发展，持续改善民生，爱国爱澳

核心价值深入人心。

12 月 21 日，农历冬至，澳门街总石排湾

家庭及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的活动室内充满

欢声笑语。奥运健儿许昕、刘诗颖、汤慕涵、

汪周雨、王懿律等与小朋友们玩着“运送乒

乓球”互动游戏，还一起搓汤圆。

“奥运冠军们都很随和，小朋友能近距离

感受他们的风采，挺开心的！”到场市民表示，

带着孩子一早就赶过来了，与奥运冠军们现

场交流，度过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冬至。

澳门市民冬至日有吃汤圆的习俗，寓意

团团圆圆。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理事长陈

家良激动地说：“今天冬至虽然天气有点寒

冷，但是奥运健儿的到来让我们感到很温

暖。奥运健儿来了，就是家人来了，一家人

坐在一起搓汤圆、吃汤圆，就是团团圆圆。”

“内地奥运健儿代表团来澳门访问，适

逢庆祝澳门特区成立 22 周年之际，充分体

现祖国对澳门特区的关怀和支持。”澳门特

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欧阳瑜说。

内地奥运健儿代表团团长、国家体育总

局副局长杨宁表示，国家“十四五”规划、粤

港澳大湾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等重大利

好的推进实施，必将有力推动澳门更好融入

国家发展大局，促进澳门与祖国内地共同发

展、共同繁荣。

“代表团来到澳门，与澳门同胞一起分

享胜利喜悦，感受国家荣耀，充分体现了中

央政府对澳门的关心和重视。”澳门中联办

副主任严植婵表示，奥运健儿摘金夺银的精

彩表现和奋勇顽强的拼搏精神，将一如既往

地与澳门同胞浓烈的爱国爱澳之情同频共

振，增强澳门同胞强烈的祖国认同感和民族

自豪感，为进一步夯实爱国爱澳社会政治基

础、开创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新局面注入动

力、增添活力。

“参加升旗仪式时，我非常激动，也很

震撼。”东京奥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

速赛冠军钟天使说，澳门是一个让人觉得

非常亲近的城市，近年来，在与内地的持续

交 流 互 动 中 ，澳 门 的 体 育 竞 技 实 力 逐 步

提升。

展示风采共奋斗

在澳门奥体中心，乒乓球运动员马龙、

许昕向现场青少年运动员做乒乓球示

范，羽毛球运动员王懿律、黄东萍

做羽毛球示范。

男女混双、多拍对拉、精彩扣杀⋯⋯运

动员们大秀球技，令观众大饱眼福。内地奥

运 健 儿 还 与 澳 门 青 少 年 运 动 员 展 开 真 情

对话。

“人一定要有梦想，坚持下去，说不定哪

一天梦想就实现了呢！”东京奥运会女子铅

球金牌获得者巩立姣再次提起她夺冠后的

感言，引发 500多名当地青少年运动员共鸣。

巩立姣说：“我练习铅球快 22 年了，奥

运会参加了四届，终于在东京拿下了我的第

一枚奥运金牌。”

“作为职业运动员，不管是在巅峰还是

低谷，正是因为热爱，才会努力挑战自我、挑

战历史。”东京奥运会乒乓球男单冠军马龙

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勉励澳门年轻运动员坚

持不懈、勇于拼搏。

东京奥运会女子个人重剑金牌获得者

孙一文表示：“能不能赢，这取决于求胜的决

心，所以在比赛中，要做到坚决、自信、果断、

勇敢。”

现场有澳门自行车运动员提问“如何面

对低潮”，对此，东京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

冠军许昕回答：“每个人都有低谷的时刻，对

我来说，信念和梦想就是支撑！”

短短一个多小时的互动，奥运健儿与

500 名澳门集训队青少年运动员和青少年

体育学院学员一起，分享了各自的比赛经验

和拼搏故事，展示了新时代中华体育健儿

“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风采。

奥运健儿坚持到底、永不放弃的精神，

激励澳门青少年运动员继续奋斗，为梦想加

油。澳门青少年运动员表示，之前都是在电

视上看奥运健儿比赛，今天有机会和奥运冠

军近距离接触，听他们分享自己的拼搏故

事，这是莫大的鼓舞。

推动体育大发展

近年来，澳门积极推动市民参加体育运

动，举办大众体育健身兴趣班，开展“体育健

康资讯站”“大众康体日”等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的活动，提高市民健康生活素质。

“澳门体育事业不断发展，在竞技体育

和大众体育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

不仅是特区政府及体育界的共同努力，更是

国家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的成果。”欧阳瑜

表示，期望澳门运动员和青少年以内地奥运

健儿崇高的爱国精神为学习榜样，坚持不懈

地奋力拼搏，建立积极的人生观，在未来路

上砥砺前行，奋斗不息。

为配合澳门竞技体育专业化发展，位于

路氹城区的“运动员培训及集训中心”于

2019 年 12 月正式投入使用。

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局长潘永权表示，

运动员培训及集训中心为澳门运动员创设

更佳的平台和训练空间，为运动员、教练及

技术团队营造更好的训练氛围。

2025 年，粤港澳将联合承办第十五届

全国运动会。杨宁表示，这是中央支持港澳

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

大举措，国家体育总局将全力支持粤港澳成

功举办一届具有标志性的全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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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街总石排湾家庭及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澳门街总石排湾家庭及社区综合服务中心里里，，奥运奥运

健儿与小朋友一起搓汤圆健儿与小朋友一起搓汤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万祥李万祥摄摄内地奥运健儿代表团在澳内地奥运健儿代表团在澳

门大三巴牌坊合影留念门大三巴牌坊合影留念，，感受感受

澳门的文化气息澳门的文化气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万祥李万祥摄摄

1212 月月 1919 日日，，逾逾 100100 名澳门学生在港珠澳大桥澳门口名澳门学生在港珠澳大桥澳门口

岸热烈欢迎内地奥运健儿代表团到访岸热烈欢迎内地奥运健儿代表团到访。。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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