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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前景 台鋼塑產業看法兩極
彰化民眾排隊12小時買口罩

中方斥美眾議院西藏法案干涉中國內政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29日
就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所謂 「
2019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 答
記者問。她表示，此舉嚴重違反
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粗
暴干涉中國內政，向 「藏獨」 勢
力發出嚴重錯誤信號。中方對此
表示強烈憤慨、堅決反對。

華春瑩指出，西藏自古以來
就是中國領土。西藏事務純屬中
國內政，不容任何外部勢力干涉
。過去60多年來，西藏經濟社會
文化生態等各領域都取得了歷史
性發展變化。當前，西藏經濟持
續健康發展，社會大局和諧穩定
，各族人民團結互助，宗教和睦
佛事和順，文化繁榮發展，生態

環境良好，人民生活不斷改善。
西藏各族人民衷心擁護中國政府
和西藏自治區政府的各項政策，
正在同全國人民一道，為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而努力奮鬥。近年來
，國際社會越來越了解西藏的真
實情況，也越來越理解支持中國
的涉藏政策。

華春瑩強調，涉藏問題不是

民族問題和宗教問題，也不是人
權問題，而是涉及中國主權和領
土完整的重大原則問題。我們敦
促美方客觀看待西藏經濟社會發
展成就，充分認清涉藏問題的高
度敏感性，立即糾正錯誤，停止
利用涉藏問題干涉中國內政，多
做有利於中美互信與合作的事，
而不是相反。

大公報記者 蘇榕蓉

口罩貴4倍 台當局激民怨

近日台灣市面上口罩供應緊張，多
個購物網站都出現 「口罩售罄無法購買
」 的狀況，一般超市也陷入供不應求的
局面。

為了讓民眾買到口罩，台當局宣布
，28、29、30日這3天，每天向超市、
藥局、藥妝店等提供政府庫存的600萬
個口罩，但每個人只能買3個，每個8元
，並呼籲民眾不要囤貨。然而仍有不少
民眾買不到口罩，也有人排隊12個小時
才買到口罩。島內輿論指出，政府限購
每人買3個口罩，那一家四口、五口人
的怎麼辦？難道這麼冷的天要全家人出
來排隊買口罩嗎？如果買不到口罩，是
不是政府要負責？

蔡政府自打嘴巴
國民黨孫文學校北院院長林定芃向

大公報表示，蔡政府的限購政策造成台
灣老百姓尤其老人幾乎天天都要去排隊
購買。最近適逢寒流，台灣已經是高齡
社會，老人佔比相當高，排隊買口罩有
可能讓這些抵抗力弱的老人感染另一波
流感，或造成台灣更多人感染新型肺炎
。林定芃表示， 「經濟部」 的政策不夠
人性化，只會帶來更多問題。他希望台
當局應該多體恤民意。

漳州台協會會長林伯彥說， 「行政

院長」 蘇貞昌春節前就在臉書上說，口
罩管夠，根本不用搶買，但現實卻大相
逕庭， 「政府定價高，而且限制每人只
能購買三個口罩」 ，這是自打嘴巴。

台商龐聿廷表示，台灣有許多人習
慣戴口罩，在不同的場所，經常可以見
到佩戴口罩的民眾。新型肺炎疫情發生
後，台灣老百姓紛紛搶購各種防疫物品
，口罩一時間奇貨可居。蔡政府限制每
個人只能買三個口罩，這給台灣老百姓
在生活上帶來極大不便。

台灣《聯合報》指出，蔡政府之前
對口罩供應的牛皮吹得太過火，民眾買
不到口罩的怨氣正在累積，政府若只是
靠小編在網路上吹噓口罩供應無虞，只
會讓口罩之亂繼續延燒。

由於新型肺炎疫情持續，島內口罩供不應求。民進黨蔡政府
連續3天每天向台灣市場提供庫存的600萬個口罩，但每個口罩的
價格從平時的新台幣2元（約港幣5角）提升為8元（約港幣4元）
，被批評發災難財。有台灣民眾表示，政府定價這麼高，遑論商
家了。島內輿論指出，這段期間不見蔡政府強勢執法追查廠商囤
積口罩或哄抬價格，苦了民眾買不到口罩，或是買得到口罩，卻
得付出比過去更多的錢。

官方定價2元變8元 限購令增加不便

蔡政府不發口罩卻發口罩財
由於大陸爆發新型肺

炎（俗稱 「武漢肺炎」 ）
，迄今已超過6000宗確診
病例、累計死亡病例132
例，以致口罩成了兩岸各

地最搶手的防疫用品。許多地方 「一罩
難求」 。正是 「洛陽紙貴」 ，口罩頓時
身價倍增。一些不肖業者趁機抬價，口
罩的價格比平時高了兩、三倍。台灣地
區也有8起新型肺炎確診病例，口罩供
不應求，價格亦貴了好幾倍。只是這 「

抬價者」 不是別人，正是民進黨蔡英文
政府。島內輿論痛批台當局發 「災難財
」 。

近日島內新型肺炎確診病例持續
增加，許多民眾搶購口罩，甚至有人提
前一晚在廠家門口排隊。台當局 「疾管
署」 28日宣布，即日起連續3天每天釋
出政府積存的600萬個口罩給各個超市
，每個口罩定價新台幣8元（約港幣2
元），每人限購3個，呼籲消費者不要
囤貨。蔡政府此舉原本是為了平息坊間

恐慌，但卻引發更大的爭議。
據說，島內平時的普通口罩是每

個新台幣2元（約港幣5角）至6元（約
港幣1.5元），但如今政府竟然定價新
台幣8元，比平時最低的價格高了足足
4倍。台當局堂堂政府部門，不免費發
口罩也就算了，竟然還要發 「口罩財」
、趁火打劫。這與哄抬物價、發災難財
的奸商有何不同？難怪島內輿論一片嘩
然。

此外，台當局還規定每人只能限

購三個口罩。這條規定也被罵翻天。不
少家庭有老有小，三個口罩根本不夠。
最近天氣寒冷，難道還要老人家和小孩
每天冒着嚴寒外出排隊買口罩嗎？屆時
就算買到了口罩，只怕在買口罩時着涼
生病，抵抗力下降，大大增加感染新型
肺炎的機率。

台當局春節前言之鑿鑿地說 「口
罩供應充足」 、 「政府庫存4500萬個
一般外科口罩、193萬個N95口罩」 云
云，但如今卻規定 「限購三個」 ，還把

每個口罩的價格提升為8元，遠高於疫
情爆發前一盒50個口罩不到120元（約
港幣30元）的價格。

有台媒指出，蔡政府帶頭讓口罩
價格出現定錨效應，後續民眾還能指望
買到平價的口罩嗎？此言非虛。在島內
購物網站上，一盒20個的N95口罩被哄
抬到新台幣8999元（約港幣2250元）
的價格，平均一個450元（約港幣112
元）。

上樑不正下樑歪，莫過於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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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子監控居家隔離者 違者罰7.5萬元

【大公報訊】據中央社報道：彰化
縣民眾到華新醫材口罩工廠搶買口罩，
一天比一天熱烈，有民眾28日晚間約8
時30分就來排隊，等候廠方29日上午9
時營業，業者29日發1000張號碼牌，
每人1張限購1盒，額度很快售罄。

位於彰化縣田中鎮的華新醫材集團
口罩觀光工廠27日開始營業，廠方當天
準備12萬個口罩販售，不到半天就被消
費者掃走一半庫存，28日開館一樣熱銷
，由於民眾預期心理，28日晚間就有人
排隊，等候超過12個小時待29日上午開
館。

華新醫材集團董事長鄭永柱說，工

廠出貨是裸裝1盒50個或小包5個裝，若
由零售商重新包裝為1包3個恐有污染疑
慮，建議政府放寬為5個。

【大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台
灣28日出現首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
肺炎本土病例，為了加強隔離，台灣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29日起將發給2000
名居家隔離者每人一部手機，進行全
天候電子監控。指揮中心提醒，居家
隔離者配合防疫，若拒拿定位手機，
或嚴重違規行為，最高可依法開罰新
台幣30萬元（約港幣7.5萬元）。

台灣出現首例家庭群聚感染，有
台商確診後在家隔離卻被發現未戴口
罩搭乘高捷、至診所看病，還曾到舞
廳消費，形成防疫漏洞。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強調，因發現

相關監控者到處跑，29日起共2000名
居家隔離14天的人，也就是被列為密
切接觸的對象，都會發1部手機，內含
定位系統及通報視頻功能。

一旦居家隔離者出現異常行為，
離開家中或太久沒有動靜都會立即連
線轉到警察勤務中心，立即到宅查看
，找不到人就開始協尋。

另外，從湖北省回來的台灣民眾
就醫時，醫師的電腦畫面會主動跳出
該患者14天內的武漢旅遊史，資料可
回溯至1月13日，目前從湖北返台者，
共有1848人，未來檢測對象不排除列
入所有自大陸返台者。

【大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受
到中美貿易爭端衝擊，2019年台灣鋼
鐵、塑化兩大產業受影響。展望2020
年，島內鋼塑兩大巨頭看法不同調，
鋼鐵以中鋼為首轉向審慎樂觀，塑化
龍頭台塑今年營運恐陷入連續2年衰退
格局。

2019年對台灣鋼鐵業可謂是 「上
平下跌」 走勢，上半年獲利持平、下
半年逐季探底，許多鋼鐵廠撐不住，
開始出現虧損。悲觀氣氛同樣在塑化

產業上演，下半年情勢尤其嚴峻，台
塑集團總裁王文淵提到2019年市況為
「有量無價」 ，儘管有基本需求，但

是價格持續下探，毫無反彈跡象，反
映在台塑與東南亞都有部分產品線被
迫停車止血。

展望2020年表現，塑化業依舊深
陷泥沼，台化副董事長洪福源認為，
在中美貿易談判進度遲緩的干擾因素
下，造成市場高度不確定性，導致客
戶採購保守。此外，其他地方新增產

能，同樣會抑制塑化報價上漲力道。
塑化業在雙重打擊之下，上游塑化龍
頭看淡2020年營運，市場更是預期，
台塑今年營運恐有下探空間。

至於鋼鐵業展望相對樂觀，中鋼
認為，在美國鋼鐵廠領漲格局下，
2020年整體鋼價有望止跌回升；至於
鐵礦砂原料走勢則是易跌難漲，在供
給量逐步恢復情況下，2020年鐵礦砂
行情將對鋼鐵業相對有利。總體來說
，2020年營運將優於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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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一家商店內的酒精消毒用品被搶
購一空 中央社

▲台當局發布口罩限購令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