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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节上，海峡两岸并不完全一致。一些节
日在台湾有，大陆却没有，如农民节；有的节日
两岸过的日期不一致，如儿童节、教师节。

“立春日”是台湾农民的节日

台湾真正的农民目前大概只有 !"万人，他们
却有着自己的节日，为每年的立春日 （一般是 #

月 $日）。

台湾青年节是为纪念黄花岗起义

在大陆，青年节是在 ! 月 $ 日，为纪念“五
四运动”。而台湾的青年节则是 % 月 #& 日，这是
为纪念 '&'' 年 $ 月 () 日 （农历三月廿九） 黄花

岗起义的殉难烈士，而他们中大部分是青年人。

台湾儿童不过“六一”过“四四”

大陆的儿童节在“六一”，但台湾的儿童节是
在 $月 $日，其来历可追溯到 '&%'年。当时中华
慈幼协济会呈请国民政府响应“国际儿童宣言”，
以重视儿童权利、反对虐杀儿童，提议每年 $ 月
$日为儿童节。

台湾民众流行过“八八父亲节”

大陆民众所熟知的父亲节是每年 * 月的第三
个星期日，源于美国。台湾的父亲节是 +月 +日。
'&$!年的 +月 +日，在上海的爱国人士发起“父亲

节”，来纪念抗战中为国捐躯的父亲
们。抗战胜利后，当时的国民政府批
准了杜月笙等社会名流的呈请，定
“爸爸”谐音的 +月 +日为父亲节。
时至今日，台湾民众依然流行过“八
八父亲节”。

台湾教师节：孔子诞辰日

与大陆教师节相比，台湾的这个节日更有
“古早味”。早在 '&%&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便规定
孔子的诞辰日农历八月廿七为教师节。后经测算，
孔诞换算成公历为 &月 (+日。'&!(年，台当局正
式将当地的教师节定为 &月 (+日。

!月 !"日也放假一天

在台湾还有个“和平纪念日”，是在 (月 (+日，
为纪念“二·二八事件”而设。'&&*年，时任台北市
长的陈水扁宣布将 (月 (+日定为纪念假日，借此
话题加深族群的对立，以达到政治目的。之后台当
局“行政院”于同年定 ( 月 (+ 日为“和平纪念日”，
且为法定假日，放假一天。 （据《海峡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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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人力资源机构的调查显示，近七成企业
感受到人才断层，并认为此现象已经存在 % 年
多。人才优势曾是台湾经济腾飞的动力，如今却
可能成为滞缓因素。人才流失严重，好人才留不
住、进不来，已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重大议题。

人才流失成反面教材

人才够不够，企业界的感受最直接。近年
来，台湾人才不断出走，去往大陆、香港、新
加坡等地，领域包含大学科研教育以及金融、
证券、创投高手，如今热点转向服务业。

根据岛内相关部门统计，过去 ',年来，台
湾外籍白领阶层及技术人员仅约 ( 万人左右，
而每年自台湾流出的人才则达 ( 至 % 万。台湾
成为人才的“净输出地区”。新加坡甚至把台湾
作为其人才政策的一个反面教材。台湾人才外
流、人才断层的问题开始凸显，已经被台当局
视为亟待解决的急迫性问题之一。台湾“中研
院”发表“人才宣言”，呼吁相关部门正视台湾
人才流失的现状。台“行政院”也多次召开相
关研讨会，让产经学界共同建言献策。

岛内最新公布的针对“+" 后”的调查显示，
高达 !*-的人想离开台湾工作，其中 %%-的年轻
人认为大陆是首选。例如陈博明在海外留学后
选择“海归”大陆，而没有回台，严宁妤在台湾念
完大学选择到上海工作。金融业中高层、“+,后”
年轻人等群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西进大陆。直
接动因是什么？严宁妤说：“薪资一定是个因素。
受经济景气的影响，台湾薪水 .,年未涨，而大陆
经济越来越发展。”在陈博明看来，大陆未来的
市场和发展空间都是吸引因素。

台湾人才流向大陆，年薪比较高是最重要因
素。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指出，经济和人才是“鸡
生蛋”的问题，台湾目前经济增长缓慢，自然失去
吸引力；大陆的经济增长快，机会多了，就产生人
才磁吸效果。

博士为何找不到工作

在讨论人才流失的同时，有一则消息见诸
台媒。日前，大陆知名企业娃哈哈看到媒体报

道“台湾 &/., 的生技博士找不到工作”，立即
急找台湾的人力银行，希望能将这些生技博士
引至娃哈哈。

其实，博士找不到工作并不是新闻。魏小
姐从美国取得社会学博士，回来找工作递了几
十份简历，也没有回信。她说，之前听说台湾
博士找工作需要五要件———“一命、二运、三
风水、四积德、五人脉”，现在明白了其中的
无奈和尴尬。“台湾目前一年产出 %),, 名博
士，造成就业市场无法容纳，供过于求。”台
湾宏碁集团创办人施振荣认为，岛内舞台及创
造价值的环境不足，也是人才外流的原因。

一方面，企业大呼“人才荒”；另一方面，
大量博士找不到工作。一少一多之间，台湾人
才荒的深层次原因值得思考。

台湾工业总会常务理事何语表示，除了薪
资、创业空间之外，台湾教育结构与社会需求
不一致、供需人才出现落差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当局应当更多关注教育和产业的对接。

有岛内学者进一步指出，产业空洞化也是重
要原因。近年来，台湾高等教育急速扩张，博士
教育“普及化”。高学历化却也造成高失业率。另
外，在岛内生产成本大幅升高的背景下，许多企
业纷纷将生产基地外移，这必然带来一定程度

的人才流失。

台湾锁闭心态应深思

台“科学技术发展咨议会”主委朱敬一指

出，台湾已经进入“人才断层”期，如果再无
作为，早年台湾经济腾飞的优势也会流失掉。
台湾应该扭转错误的保护观念，不能把所有的
外籍人才都看成要抢大学毕业生的饭碗。现在
外籍毕业生就业条件严格、限制多，他们毕业
后找不到工作，当然会离开台湾，看起来好像
是“训练出来请他走路”。改变这一现状，“要
提供更好的就业条件和行政协助。”

连日来， 《联合报》 开辟专版介绍大陆如
何留住人才和培养人才。报道称，(. 世纪初，
大陆以最大的开放尺度，全面争取人才，吸引
来自全世界的精华，成就了大陆近 .,年的跳跃
式起飞。台湾人才断层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对
大陆人才来台设下许多“关卡”。由于岛内政治
生态影响，对大陆抱有防范心态，如不允许陆
生打工、就业等，实际上限制了大陆人才的流
入，造成台湾在两岸人才交流合作中“净流出”
的局面难以改善。

还有岛内学者指出，要解决台湾人才荒的
问题，闭锁心态应深思。留住人才和引进人才
同样重要。而扩大招收陆生、开放陆生就业，
还有利于改善岛内人才竞争环境，提升人才竞
争力。

企业高喊招不到人 大把博士难觅工作

台湾为啥闹起了“人才荒”？
本报记者 李炜娜 吴亚明

!"岁的史丹力台大毕业后到美国念企

管研究所，毕业后曾在台湾的银行工作。

#$$% 年金融海啸后转到香港，目前在香

港花旗银行工作。

史丹力说，香港是金融重镇，需要从

全球募集资金，位于香港中环的全球性大

型投资机构，会从各地挖角，粗估任职中

环金融圈的台湾人超过千人。

他形容，台湾金融业是“孤岛求生”，什么

资源都没有，大家只想着要存活下来。反观香

港金融业是“军备竞赛”，各银行把资源全都

赌上，要凭实力轰轰烈烈干一场。“在这里，没

有年薪千万元新台币都称不上是高薪。”

他身边不乏从台湾到香港金融圈发展

者，他们会离乡背井，说穿了还是薪资吸

引。史丹力说，台湾的金融政策与环境若

再不松绑，只会愈做愈小。

是否会回台湾？史丹力直言难度很高，

“回不去了。”如果真有机会回台湾，大概

就是在外赚够退休金后，回台湾去养老。

他计划在香港再工作二三年，拿到香港居

民身份之后，就去上海工作。

他为啥不想回台湾？
钟 时

香港特区终审法院裁决

外佣没有居港权
本报记者 葛瑜玮

本报电 香港教育学院语言信息科
研中心于今年初公布的“ (,.( 年
01234 泛华地区中文新词榜”中，香
港有颇多新鲜的词汇入围。据香港《文
汇报》近日介绍，较有代表性的有下面
几个新词：

“港人港地”

“港人港地”是针对内地人到香港买
楼问题而推出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特区
政府有选择地批出一些地块建造房屋，
只供拥有香港永久身份的居民购买，这
些房子在一定时期内只能出售给香港永
久居民，且不能用公司名义购买。

“拉布”与“剪布”

在香港立法会，“拉布”指议员在议
会里利用议事程序，通过冗长演说、冗长
辩论，合法延迟或阻扰其反对的议案获
得通过。“剪布”则与之相反，会议主持者
限制每名议员就每项议题的发言及辩论
时间，以免会议没完没了。

“海鲜的”

去年香港闹市中出现了“海鲜的”，
意指出租车如卖海鲜一样，按“时价”

收费。“海鲜的”多出现于娱乐场所附近，司机会锁住车
门，沉默不做反应，等乘客提出吸引的去处及价钱才会让
上车。“的士”本为香港叫法，后传入内地而衍生出如
“黑的”、“的哥”、“的嫂”等说法。而“海鲜的”是香
港词语进入内地后，回流到香港的用语与构词法。

“清水版”

教科书的“清水版”是指参考书的有关材料及设计有
如“清水”般简洁，售价比其它教科书低三成至四成，主
要以黑白版为主，是“豪华版”的相对。

台湾儿童不过“六一” 教师节是孔子诞辰

海峡两岸节日有差异
薛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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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恒生指数回升

% 月 #! 日，香港特区终审法院
就外籍家佣居留权案颁布终审判决，
驳回外佣一方的上诉，意味着香港的
外佣不会享有居港权。

“通常居住”有不同涵义

案件中，两名上诉人均为菲律宾
籍，受雇为外来家庭佣工进入香港，并
连续居住远超过七年。根据《基本法》
第 #$5(65$6条，香港永久性居民包括持
有效旅行证件进入香港、在香港通常
居住连续七年以上并以香港为永久居
住地的非中国籍的人。然而，香港《入
境条例》第 (5$65786条列明，受雇为外
来家庭佣工（指来自香港以外地方者）
的人不得被视为“通常居于”香港，因
而不能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

香港高等法院 (,.. 年 & 月就首
例外佣争取居港权司法复核案做出裁
决，法官认为香港现行 《入境条例》
违反基本法有关规定。特区政府其后
提出上诉。高等法院于上诉法庭去年
%月裁定特区政府胜诉。外佣遂上诉
至终审法院。

终审法院颁布的终极裁定指出，
“通常居住”一词在不同的情况中可
具有不同的涵义，两名上诉人所主张
的涵义并非唯一的涵义。有关当局仍
需要对提出通常居住声
称的人进行核实，以查
看有否任何特点影响了
其居住的性质及特质。

因此，法院认为，在决定有关人士是
否符合七年通常居住规定时，必须考
虑其出入境身份。

没有需要提请人大释法

判词指出，外佣在港居留的性质
极具限制性，必须根据与雇主所签订
的指明合约、纯粹受雇为家庭佣工并
居于该特定雇主的居所才可获准进入
香港。而外佣在合约完结后，必须返回
原居地。外佣从一开始已获告知其进
入香港境内的目的，并非为在香港定
居，也不得将受养人带到香港居住。因
此，其居住的特质已远离传统上获承
认的“通常居住”范围。基于以上考虑
裁定，驳回外佣居港权案的上诉。

另外，对于律政司要求终审法院
就《基本法》第 .!+条人大对《基本
法》解释权寻求人大释法，终审法院
认为，由于这次裁决没有参照 .&&&

年吴嘉玲案首次释法的内容，所以没
有需要提请人大释法。

至此，扰攘多时的外佣居港权案
终于尘埃落定。代表外佣的律师表
示，虽然感到失望但尊重裁决。有外
佣团体形容，今天对外佣来说是“伤
感”的一天。

香港保安局局长黎栋国对裁决表
示欢迎，表示政府会根据裁
决处理外佣核实永久居民
资格的申请。

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
院副教授朱国斌指出，此
次判决对 《基本法》 的理
解符合逻辑，有理有据。
“从法律角度来讲，

判决澄清、明确了 《入境
条例》 的意义、合宪性。
对香港社会而言，终院从
移民法角度解释案件令这
宗备受各界关注的案件，
最终回归法律途径解决，
避免了话题政治化，相信
香港社会对在港外佣群体
继续滚大带来的忧虑也可
以得到缓解。”
（本报香港 !月 "#日电）

台湾少数民族能歌善舞，今年 $月到 ..月，来自

全台湾 $, 个不同族群的原住民族文艺团体将推出 .,(

场次的精彩演出。

图为 %月 ($日，花莲原舞者团体成员在台北市花

博公园舞蝶馆演出经典剧。

吴景腾摄（新华社发）

我 们 爱 跳 舞

% 月 (! 日，香港恒生指数收

报 (((!.9'!点，回升 '%!9+!点。

新华社记者 黄本强摄

两岸关系创新中心揭牌
厦大创建“台湾学”硕博学科

本报厦门 ! 月 "# 日电 （记者
蒋升阳） % 月 (! 日，“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揭牌仪式
在厦门大学举行。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

中心”是厦门大学响应国家“(,''

计划”、整合校内外优质学术资源
牵头组建的，参建单位为厦门大
学、复旦大学和中国社科院台湾研
究所。

该中心组建培育以来，在组织
架构、人员聘任、人才培养、科研
管理、资源配置等方面全面实行创
新机制。在科学研究方面，以国家
重大需求为导向，优化配置人财物
资源，建立三个单位一体化的学术
资源共享平台；在人才培养方面，
共享三个单位优质教学资源，联合
招生，跨校多导师联合培养，学分
互认；在学科建设方面，创建“台
湾学”硕、博二级学科，打造“台
湾学”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学科
建设的国际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