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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传真

!" 日，来自台湾各地的渔

民代表齐聚台北，抗议菲律宾公

务船暴行。 陈晓星摄

# 月 !" 日，香港

小姐朱晨丽出席“$%!"

香港小姐竞选”本地招

募记者会，分享参选港姐

心路历程。今年港姐候选

佳丽将前赴 &个国家地区拍

摄外景，让参赛佳丽亲身体

验各国风土人情。

洪少葵摄（中新社发）

香港小姐
开始甄选

香港报摊
变潮“求生”
本报电 香港 《明报》

近日关注报摊多种手段“求
生”的话题。报道采访了 #%

多岁的的香港报贩协会副主
席林长富。林长富于 '(()年
与朋友开报摊，近 $%年来见
尽行业盛衰。便利店愈开愈
多、网上及免费报数量急增，
现时光顾报摊的多是年长一
代，持牌小贩报摊已由 #年
前的 &%% 多间减少至约 )"%

间。香港食环署不再发新报
贩牌，人人慨叹报摊“步向夕
阳”，林长富却愈战愈勇，他
说报摊死穴是“旧”，故须“够
潮”吸引新客源。

林长富年初主动致电两
间电讯商，花尽唇舌 " 个
月，成功游说香港宽带，在
全港逾 &%% 间报档及书报
社，免费装*+,-+，希望吸引
旅客及市民聚集。铜锣湾的
一家报摊是首个试点，上周
率先启用*+,-+，顾客可使
用免费*+,-+./ 分钟。“旅
客来港要上网，介绍他们认
识报摊，而非便利店，帮衬嘅
机会就多咗（做生意的机会
就多了）。”林长富说。

林长富亦慨叹“好多年
轻人已经唔（不）去报摊”，
协会下半年会举办以报摊为
题的“路边一段情”微电影
拍摄比赛，让青年了解报贩
辛酸。另会举办“报摊设计
比赛”，邀请市民设计报摊
“大变身”。

本报香港 !月 "#日电（记者李永宁） 香
港终审法院今天裁定，变性人* 指控香港现
行婚姻法律禁止变性人结婚违宪成立，变性人
有权在变性手术后以新的性别与异性结婚。法
院同时建议，今次判决暂缓 !. 个月执行，以
便特区政府有时间考虑修改法律。

这是香港首宗变性人争取结婚权的案件。
现年 "0 岁的变性人* 自 .%%# 年起分阶段在
香港一家公立医院完成变形手术后申请与男友
结婚，但特区政府婚姻登记处以其出生证上的
性别是男性为理由拒绝。

*对上诉判决结果感到高兴。*说，胜诉
后可以与男友结婚，自己也可以抬头做人，终审
法院的裁决为减少社会对变性人的歧视起正面
作用。她期望特区政府可以立法保障变性人免
受歧视，变性人也不会因身份而被拒绝聘用。

终审 法
院判词中说，香港《婚
姻条例》中所使用的“女”
及“女方”等字词应该包括“由
男变女的变性人”。判词还说，香
港《基本法》和《香港人权法案》都保
护结婚的权利，《婚姻条例》完全禁止
* 一类由男变女的变性人结婚是违
宪，*可与男性结婚。

香港高等法院 .%!% 年曾裁定 * 败
诉，她其后申请上诉，上诉庭驳回 * 的
上诉。*最后上诉至终审法院，案件在上
月审结，今天宣判。

据香港医院管理局数字显示，.%%&年至
今，香港共有 !1人接受变性手术及相关的辅
导服务。

香港终审法院裁定

变性人有权以新性别结婚

“菲”常
轻佻

武力护
渔

本报

电 据 台
湾 《中国时
报》报道，菲
律宾公务船枪
杀台湾渔民又
不愿道歉赔偿，
让在台的菲籍外
劳连日来处境尴
尬，有菲劳坦言菲
国杀人有错在先，本
来就应该道歉。

在台南市永康区
一家传统工厂上班的
菲律宾籍 .1 岁妮娜，这
几天心情并不好受。她说，
虽然雇主对她很好，也承诺
对事不对人，但她认为，毕竟
她来自菲律宾，“身边所有的
人都在骂你的国家，很难受”！妮
娜坦言，杀人毕竟不对，本来就应
该先低头道歉。

在台湾一家科技公司担任作业员
的菲律宾籍女子罗娜表示，如果真如媒体
所报道的，菲律宾的舰艇对毫无武装的渔船

开枪扫射，那当然是要公开道歉和赔偿，否则台湾地区和菲律宾如果
因此交恶，最倒霉的恐怕会是她们这些菲律宾赴台的劳工。

据台湾“中央社”!.日报道，根据台“行政院”劳
工委员会职业训练局统计，目前台湾有菲律宾劳
工约有 &20 万人，每年能为菲律宾创造
.%&亿元新台币外汇。

!" 日，台
湾的新闻电视

台打出“菲道歉倒
数”计时牌，马英九表

示菲不回应就制裁，台湾
各地渔民代表齐聚台北表达愤

怒，台湾当局派出 #艘舰艇和一
架直升机护渔，马尼拉在台经济文
化办事处代表白熙礼悄然离台……
台湾渔民被菲律宾公务船射杀掀

起的风暴远未平息。

台湾渔会 !" 日组织抗议活动表达渔民
之怒，从各地抵达台北的近 )%% 位渔民头绑
“抗议”布条，打出“还我命来”、“流氓行
为”、“滥杀无辜”的标语。被射杀的渔民洪
石成所在的屏东县琉球乡乡长和 "%多名乡亲
走在抗议人群中，代替正在料理后事不能北
上的洪石成的家属声讨菲律宾公务船的暴
行。

渔民们于下午 . 时在台“立法院”前
表达要求“渔民作业安全”的诉求后，派
代表面见“立法院长”王金平，王金平
表示 !) 日“立法院”会不分蓝绿共同
发表声明，谴责菲律宾残暴行为，支
持当局采取最强硬手段，诉求没达
成前绝不罢休。

下午 " 时，渔民们冒雨到
马尼拉驻台代表处递交抗议
书，代表处派出代表下楼
接下抗议书，但一言
未发。在抗议的口

号声中，

愤怒的情绪不断升高，有渔民以扔鸡蛋、砸
鞋子、焚烧菲律宾国旗泄愤！

台“海巡署”官员 !"日表示，派出的护
渔舰船队正前往南海，“台南”舰 !"日抵达
鹅銮鼻东南方 !"( 海里处，海域情况正常。
“海巡署”将常态性派遣 "艘舰艇与海军协同
前往南海护渔，“界线不变，但武力增强”。

台湾当局 !.日展示武力护渔的决心，台
“行政院”发言人郑丽文介绍，“海巡署”与
海军共派出 # 艘舰艇护渔，为了避免再发生
船员海上受伤来不及救援的情况，!. 日出海
的“康定”舰还部署一架 3,0%4 直升机。台
海军发言人表示，海巡在第一线、海军在第
二线，海军对于配合执行护渔任务的立场是
“海巡护渔民，海军挺海巡”。

现在正是黑鲔鱼捕捞季节，虽然发生惨
案，但大多数渔民仍然没有返航，近年来黑
鲔鱼产量逐年减少，价格升高到 5#%% 元新台
币 ! 公斤。琉球区渔会总干事介绍，登记在
案的琉球籍渔船有 !() 艘，但港口内几乎看
不到返港渔船，即使返航卸货、整补，顶多
停留一天就再出海。台湾媒体用卫星电话与
正在出事海域捕鱼的一位船长通话，据他介
绍，他的周围就有 #%多艘船，虽然家人很不
放心，但黑鲔鱼季很短，没有渔民愿意回港，
大家尽可能靠在一起，过去大家为避免绞网，
都会保持距离，这两天尽量靠得近些，彼此
以无线电联系，一旦有不明船只接近，互相
提醒，“团结就是力量，这样对方也会怕吧？
渔民要自己先硬起来，让对方知道我们不是
好惹的。”

这位船长从电台里听到武装护渔的消息，
电台还通报护渔舰的经纬度，“看到军舰显
示在船上雷达屏幕中，令人比较安心。”

台湾的新闻节目反
复播送菲律宾政府一名女
性发言人在回答台湾渔民被射
杀问题时面带笑容的画面，引发
台湾媒体和民众的极度反感。马英
九办公室发言人认为菲律宾态度“轻
佻”，台湾不能接受。台湾媒体 !"日纷
纷引用“菲轻佻”的说法，表示菲律宾
不正式道歉，台湾决不接受，“菲律宾政
府将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马英九向菲律宾下的最后通牒进入倒
数，通牒谈到如菲律宾不在0.小时内道歉、赔
偿、惩凶等，将“请回”马尼拉在台经济文化办
事处代表白熙礼。时限未到，白熙礼!"日早晨
悄然离台，返回菲律宾，引发多种猜测。台外事
部门回应白事前已说明只是回去参加会议，但
菲律宾是否回应最后通牒尚待观察。

台湾各方已启动反制手段，继台北市、
台中市宣布中止与菲律宾的城市交流后，台
“劳委会”表示如过最后期限，冻结输入菲
律宾劳工，新申请案不予核准，已取得许
可尚未入境者不准入境，"年期满出境者
不准再入境。台“农委会”表示将暂停
与菲律宾的农业合作。

通牒仍在倒数，愤怒的画面滚
动播出，台湾舆论指出：“台湾渔
民出洋讨海，往往要付出倍于
常人的辛酸和血泪。‘广大
兴 .&号’老渔民之死，希
望能为其他渔民换得
更广袤而安全的海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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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民之死风暴难平

台湾不接受菲“轻佻”态度
本报记者 陈晓星 孙立极

台湾经济低

迷，高失业率引发

民怨。

（图片来源：
台湾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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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腰斩”

不能想吃又怕烫

“还
我命
来！”

台湾第一
季度经济增长

速度“腰斩”，)月
进出口也不理想，用

“闷”来形容岛内经济停
滞不前，难以突破眼前困境

很恰切。近日，马英九表示，
为台湾经济“解闷”，台当局要尽
可能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接下来
就是分散出口市场、增加出口。
如何拼出口、求解“闷经济”？中

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经济室副主任朱磊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指出，一定是“借由
大陆走向世界”。

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台湾经济同
比增速仅为 !2"#$，不到预测值 %2&'$的一
半。经济增长和出口增长下滑导致岛内生
产和消费意愿不振。今年第一季度，台湾
工业生产指数年增长率仅 (2)*+，远低于
原预测年增 %$的目标；商业营业额同比
微增 ,2-$，增速连续两个月下滑。

统计数字的背后是活生生的现实。
台湾属于浅碟经济，岛内市场有限，
严重依赖国际市场。.%%& 年金融危
机过后，国际景气连年不振，台湾
经济也停滞不前：经济增长率不
如竞争对手，去年甚至在亚洲
排名垫底；实际工资水平甚
至低于 .%%%年。

人才外流不止，
更是民众对岛内发
展前景缺乏信

心的重

要表现。有媒体统计显示，近年来，岛内人
才纷纷选择落脚大陆、香港或是美国；去年
年中以来，“台湾如何留住人才”再度成为
岛内媒体热门话题。台当局急在心头，突破、
求解努力多时，到了民众身上还是“无感”。最
近，台“行政院长”江宜桦也公开用“闷”来形
容台湾混沌的经济景气，媒体趁势跟进，将
“闷经济”一时炒成岛内热词。

“解闷”绕不开大陆

如何“解闷”，走出困境？朱磊指出：
“台湾 0%6对外投资在大陆，大约 )%6贸易
出口以大陆为市场。大陆和台湾经济联系密
切，这注定台湾要摆脱‘闷经济’，势必要
走‘通过大陆走向世界’这条路。”

利用或者开发大陆市场，是台湾“闷经
济”求解绕不开的路径。可以说，这样的观
点在岛内产、官、学界成为主流认知。江宜
桦提出“自由经济示范区”和企业转型升级
两项“解闷”主张虽未明说，但都绕不开大
陆。
“自由经济示范区”号称从全球招商引

资，创造就业机会，如果不是看重台湾对大
陆的“跳板”地位，哪些外商肯再顾念台
湾？在岛内举行的一场高端经济论坛上，欧
盟、美国和日本驻台湾商会的代表都说得十
分明白，他们愿意和台湾企业合作，因为两
岸签署了 74-8，通过台湾进军大陆市场是
跨国企业的兴趣所在。此外，大部分台企都
在大陆发展，因此“鼓励企业转型创新”一
说，实质上就是鼓励台商在大陆转型升级。

台湾“经济部长”张家祝近日也直白指
出，目前台湾主要出口市场是欧美和大陆，
但是出口到大陆的产品大约一半是中间产
品，在大陆加工后再出口到欧美。这表明台
湾并未充分利用大陆市场，未来要积极拓销
大陆市场。

然则，取道大陆前进
世界，不少台湾人也有担忧。

台湾经济研究院中国产业
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庄朝荣对本
报记者表示：“大陆市场有自己
的通路和渠道，很多台湾产品打不
进去……”

针对这些担忧，朱磊认为都能通过
协商方式解决。他说：“大陆某些地区
某些行业，通路限制确实存在。但是在
74-8 后续商谈中，这些壁垒性的问题有
协商解决的空间。”至于两岸之间的竞合关
系，他也强调应该通过 74-8 后续协商解
决：“74-8的终极目标正是协调两岸产业
安排，避免重复建设和投资。”

74-8是台湾面对韩国、东盟等有力对
手的最大优势。朱磊表示，已经协商完成、
只待签署的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将对台湾助
益良多。“物流、信息和金融业都能从中
受益。特别是金融业，它们的主要客户
台商都在大陆，和大陆达成协议对台湾
金融业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朱磊强调，台湾希图通过大陆为
“闷经济”解套，不能在74-8后续谈
判中一味要求大陆让利，在市场准
入方面也该扩大开放，想吃又怕
烫是不行的：“就算不能给大
陆企业像欧美企业那样的
待遇，至少也要达到一
般 的 待 遇 标 准
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