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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难上路

私校退场其实并非无法可依。早在 2017 年，台
教育主管部门就开始研究拟定“私校退场条例草
案”并提交立法机构审议，但由于各方争议不断，
该草案的审议过程不断延宕，何时才能通过目前仍
是未知数。

根据草案，相关部门可根据私校教学品质、财
务状况等，将出现问题的学校分列为预警或专辅。
被列为专辅的学校可在3年内尝试转型、改办，如若
未完成则可令其停招，停招一年后停办。草案还另
设退场基金 50亿元新台币，用于补助学生、垫付教
师薪资等。

台湾高教工会组织部主任林柏仪对此批评称，
“退场草案”设置的预警和专辅门槛太高，刻意制
造漏洞给私校，纵容学校近五成系所师资违规，即
使大量清空师生也不必遭预警、专辅、解散归公，
因此有可能让一些经费充足的学校出于利益考量而
恶性退场或图谋改制。“一校被列为专辅后，就应
禁止改制、合并、停办、改办其他事业，全面改派
公益董事及公益校长，以退场基金借贷协助学校正
常经营。”

在退场基金的使用方面，台湾私校工会理事长
尤荣辉认为，“退场草案”只要求向退场时的教职工
发放慰助金，未能照顾到学校因改制、合并或改办
而失业的教职工。草案应参照相关劳动法规，对非
自愿失业的教职工给予解雇预告期、有薪谋职假、
失业给付等保障措施。

此外，有私校董事会代表在接受台媒采访时表
示，私校一般由董事捐资办学，“退场草案”在私校

资产清算方面过于严苛，要求私校退场后将财产依
法清算充公，遭致校方强烈反对，“退场草案”也因
此难以上路。

危机恐延烧

面对来势汹汹的退场浪潮，台湾私校的好日子
一去不复返。而随着少子化冲击日趋严峻，私校的
生存危机恐将在岛内持续延烧。

台湾教育主管部门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
学年岛内 12所高校注册率 （即实际招生人数与计划
招生人数的比值） 未达六成，濒临“退场淹水线”，
未达标校数创近3年来新高。外界估计，在未来5到
10年内，岛内每年退场的高校数量将达3到5所。

作为高校生源的输出地，私立高中职学校也
同样陷入因生源减少、财务崩盘而被迫退场的境
地。据台媒报道，目前岛内已有 30 多所私立高中
职被教育主管部门列为预警学校，数量远超大专
院校。台湾私校工会预估，未来 5 年内高中学生人
数将减少 5.7 万人，超过 1/4 的私立高中职学校将
面临退场危机。

为此，新版“私校退场条例草案”将适用对象从
高校下放至高中职，但却有学校靠借款死撑也不愿接
受退场。据台中教育部门统计，过去两年台中有6所
私立高中职借款办学，本学年已收到4所私校申请借
款，其中一所学校申请额高达2.7亿元新台币。

有私立高中职校长对此表示，若按照草案规
定，一旦学校解散清算，校产就会被政府接收，哪
会有私校愿收手停办？在如此政策下，教师薪资打
折、借钱办学恐将成为常态，这对私校长远办学发
展而言绝非好事。

一把辛酸泪

“学生转学后被歧视、霸凌，老师找不到工作甚
至去工地当建筑工，这些都是教育主管部门的官员
们看不到的。”提起学校停办后的悲惨经历，南荣科
技大学前应用日语系副教授许金彦难掩沮丧。

私校退场浪潮下，攸关师生权益的“退场草
案”一再难产，遭到恶意退场和粗暴“清理”的师
生群体成为最大牺牲品。“南荣科大地处偏乡，原本
经营就不易，如今又遭受少子化浪潮袭击，学校想
不关门都难。”在许金彦看来，学校经营不佳固然要
负部分责任，但当年教育主管部门“广设大学”造
成文凭贬值是政策性错误，如今退场潮下却让私校
师生自行承担后果，显然是不负责任。

南荣科技大学原企管系助理教授沈哲宇表示，部分
退场校的教职工选择到大陆发展，开启事业新起点。但
大多老师失业后很难再找到同等待遇的教职工作，一些
教师则被迫转行，甚至沦为“流浪教师”四处代课，还
要兼顾处理学校欠薪官司，辛酸苦恼一言难尽。

教师被迫走上再就业的辛酸路，学生则面临着无
法完成学业的危机。沈哲宇说，南荣科大退场后，企
管系学生在相关部门协助下转到邻近学校，但没多久
该系也停招，“从一艘沉船转到另一艘沉船”。还有学
生抱怨被转到离家很远的学校，更有甚者在新校遭到
歧视、霸凌，最后不得不放弃学业。

“学生必须捍卫自己‘原校毕业’的权利。”林
柏仪表示，如遇私校恶性退场，不管老师或学生都
应加入工会、学生会或组织联盟对抗，展现群体力
量。一旦师生组成工会、学生会引发关注，教育主
管部门就有望重新审视校方停办计划。

少子化引发学校退场危机——

台湾私校师生很苦恼
本报记者 金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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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 者丁梓
懿） 家喻户晓的旋律、精美华丽的
服装、别出心裁的舞台装置……5月
14 日晚，由香港歌剧院制作的经典
剧目《卡门》在香港文化中心上演。

这部四幕歌剧是继 2019年 10月
的《弄臣》后，香港歌剧院再次举办
的大型演出。此前，由于疫情关系，
香港多个表演场地关闭，歌剧院的大
型表演一度搁置。如今疫情放缓，歌
剧院下半年的演出计划都已排好。

香港已连续多日无新增本地源
头不明个案。随着疫情缓和，5月起
香港举办多项国际艺术盛事，如巴
塞尔艺术展、Art Central 中心艺术
博览会、法国五月艺术节等，加上
本地其他艺术活动，香港艺术氛围
逐渐恢复热度。

作为全球大型艺术展会，巴塞
尔艺术展实体展会时隔2年后重临香
港。来自 23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4 家
国际艺廊的艺术作品于 5 月 19 日至
23 日亮相香港会展中心，涵盖绘
画、雕塑、大型艺术装置等品类。

去年受疫情影响，巴塞尔艺术
展香港展会改设首届网上展厅。“很
高兴今年能复办实体展会，推出的
数字平台让更广泛的全球观众参与
其中。”巴塞尔艺术展亚洲总监黄雅
君说，首个全新数字项目“香港现
场”和实体展会平行举行，呈献网
上展厅和一系列直播、虚拟体验活
动等。

同 为 国 际 级 艺 术 活 动 的 Art
Central中心艺术博览会，也于5月20
日至 23 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20
多家知名艺廊带来博物馆展品级作
品，现场同时设立全新商业群展展
区，并推出多场网上直播讲座。

担当法国与中国香港间文化桥
梁的法国五月艺术节，会在 5月至 6
月期间举办约 80 场文化活动，500
多名表演者参与其中。从传统艺术
到当代艺术、从绘画到设计、从古
典音乐到嘻哈街舞，内容包罗万象。

“今年法国五月邀请人们来一场
艺术享受，通过艺术家的不同艺术
形式，探索他们之间的交流、影响
和灵感启发。”法国五月董事会主席
阮伟文说。

为支持这些国际艺术活动，凸
显香港亚洲艺术枢纽地位，香港旅
游发展局专门推出“艺术文化·就在
香港”活动。通过加入线上形式让市民足不出户
体验香港艺术氛围，推介6大主题路线，推出艺术
美食餐饮优惠等多种方式，鼓励市民发掘和体验
香港艺术文化。同时，香港街头艺术和壁画节、
盐田梓艺术节、大馆表演艺术季、元创方“慢活·
乐”等香港本地艺术活动也正在进行中。

由特区政府旅游事务署主办的盐田梓艺术节
已于 4 月开幕，展出 31 件由香港和外地艺术家创
作的艺术作品。特区政府旅游事务专员沈凤君表
示，今年参展的艺术作品数目为历届之最，涵盖
不同艺术类别，“艺术节是各方通力合作、共同
努力的成果，通过艺术节，盐田梓小岛得以活化
并带动了社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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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举办的“江苏澳门周”活动
上，南京夫子庙步行街汇聚了多家来自
澳门的特色手信店，他们为内地游客带
来丰富多样且具有澳门特色的各种美
食——杏仁酥、海苔卷、马拉盏酱等，
不少展台都围满了前来选购的游客。“看
来‘特色店计划’的推广对游客有很强
吸引力。”一位商家负责人感慨。

“特色店计划”，即澳门经济及科技
发展局自去年7月起推出的“澳门特色店
计划”。该计划是为推动澳门经济复苏，
支持中小企业开拓商机而设。在疫情防
控常态化的背景下，迅速恢复中小企业
元气，实现“扩客源、兴经济、保就业”
的目标，是特区政府当前的重要工作。

“特色店计划”正是特区政府为提振中小
企业经济活力推出的一项重要措施。能
够遴选参与计划的，都是富有多元文化
特色或独特技艺传承的餐饮及零售中小
企业，澳门经科局为该计划挹注资源，
以多媒体、多渠道的宣传方式，协助特
色店提升经营管理、生产和服务质量，
提高吸引力和知名度，打造良好口碑，
丰富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内涵。

在宣传方面，澳门经科局不仅为
“特色店计划”建立网上专页，同时还为
特色店制作宣传片，并在人流量较大的
关闸等出入境口岸及特区政府多个网点
播放，加深旅客印象。“我们已协助澳门
特色店入驻内地知名生活消费平台，数
据显示，特色店的曝光及点击率均倍
增，知名度及关注度也显著上升。不少
旅客根据平台评价，专程到店消费，可
见计划有效地把顾客从在线引流至线下
实体店，支持商户经营。”经科局局长戴

建业表示，计划成效良好，正好迎合时
下游客喜爱“打卡”探店的潮流，推动
了特色店周边社区的游览和消费。

第一批入选的41家特色店位于澳门
人文历史丰富的十月初五街区，澳门特
区政府以壁画的形式，为十月初五街区
重塑了特色形象，营造“打卡”热点，
让特色店变成人气景点，受到商家普遍
欢迎。去年10月“特色店计划”从澳门
半岛扩展至氹仔和路环离岛，今年 4 月
再度“扩容”，增加 32 家东南亚美食商
户，现时特色店已增至132家。

“澳门的东南亚归侨侨眷众多，为澳
门带来了当地各式各样的特色美食，并
已经成为澳门的一张城市名片，增加了
对游客的吸引力。”戴建业说，希望透过

聚焦“东南亚美食”，糅合“特色店”品
牌，协助相关企业提升服务水平和品牌
形象，吸引居民及游客消费，提振经
济。下一步他们将与澳门旅游局加强合
作，配合其重点旅游活动与特色店结合
进行联动宣传，进一步向外展现澳门特
色店品牌及多元美食文化。

经科局还与澳门生产力暨科技转移
中心合作，为特色店量身定制合适的升
级方案，包括由顾问导师为每家特色店
经营者提供咨询指导及优化建议。“未
来，经科局将持续落实‘特色店计划’
的各项支持措施，协助企业运用科技手
段，革新经营提质发展。不断提升产品
和服务的质量，迎接未来经济复苏及适
度多元发展的新机遇。”戴建业表示。

彰显中西文化荟萃魅力

澳门“特色店”变身人气景点
本报记者 汪灵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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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少子化浪潮席卷
台湾全岛，生源减少令不少私
校面临愈发严峻的“生存危
机”。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过
去 4 年间岛内已有 6 所私立大
学宣布停招或停办，而规范学
校退场程序、保障师生权益的

“私校退场条例草案”却至今
仍未获立法机构审议通过。

退场学校如何“善终”？
师生员工又何去何从？退场阴
影下，私校师生们有着说不尽
的苦恼，他们的权益保障问题
也成为岛内舆论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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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香港湾仔
海滨长廊正式向公众
开放。新开放的海滨
长廊面积约 7800 平
方米，连接金钟添马
和香港会议展览中
心，提供多款凉亭、
桌椅和观景小丘，让
市民和游客在漫步休
闲的同时饱览维多利
亚港的景致。

▲ 放置于滨江长

廊的文创艺术品。

◀ 利用台风中倒

塌的树木建造的公共艺
术座椅。

▼ 市民陪小朋友

在海滨长廊“童乐园”
玩耍。

（图片来源：香港特
区政府新闻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