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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上海
!

月
"

日电 （记者潘
清、许晓青） 台北市市长郝龙斌

!

日在上
海表示，作为台湾经济中心，台北正利用
政府政策带动民间投资，推动台湾经济再
创荣景。在推介台北产业商机的同时，郝
龙斌盛邀大陆资本前往台北参与重大建设
投资。

郝龙斌是在当日举行的“
"#$!

台北市
产业商机论坛”上作上述表示的。作为
“

"%&!

上海·台北城市论坛”的重要组成部
分，此次论坛由台北市政府主办。

郝龙斌向与会代表介绍了都市发展方面
的“台北双核心”建设规划。其中，位于台
北火车站附近的陆路转运站，功能与上海虹
桥交通枢纽十分相似。而松山机场未来不仅

是交通枢纽，还将是会议、会展、商业、休
闲等相关产业的重要聚集地。

郝龙斌透露，未来在云端产业领域，台
北将具备非常强的竞争力。“我们非常欢迎
大陆高科技企业进驻投资，来台北共襄盛
举。”郝龙斌说。

在建设文化创意产业最有活力城市的同
时，台北正积极争取成为“世界设计之都”。
郝龙斌希望对音乐、戏剧、影视等有兴趣，
以及对文化创意产业投资有兴趣的大陆客
商，能共同参与台北文创产业的发展。

在当天的论坛上，两岸产业界、金融界
人士分享了投资经验，也共同展望了新近签
署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给两岸相关
产业带来的机会。

香港设委员会

研究完善奶粉供应
本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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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电 （记者李
永宁）香港特区政府今天宣布成立委
员会，研究和向政府提交完善配方奶
粉供应链的建议。委员会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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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非
官方人士组成，成员包括主要配方奶
粉供应商、零售商、家长、物流业
界、学术界和消费者。

香港食物及卫生局表示，特区政
府已承诺今年

!#

月进行检讨奶粉“限购
令”，委员会成立后，将检视评估由业界
提出的供应链改善措施是否有效及是
否能经受需求高峰期的考验。

港多数中学

开设中国历史科
据新华社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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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电 （记
者高路）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吴
克俭

!

日表示，教育局要求所有提供
主流课程的中学，都要在初中教授中
国历史。本学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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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中学在初中
提供主流课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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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设独立中
国历史科，占

(*+*,

。
吴克俭当天在答复立法会议员的

提问时指出，教育局认为国家历史知
识对建构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有十分
重要的贡献。

港澳人士

可在粤办养老院
据新华社广州电 （记者杨春雪）

记者从广东省政府获悉，港澳服务提
供者将可在广东以民办非企业单位形
式举办养老服务机构、开展居家养老
服务。

该信息是在广东省政府近日发布
的《民政部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推进
珠江三角洲地区民政事业改革发展工
作会议纪要》中披露的。

文件显示，民政部支持广东省社
会养老服务体系“五个一工程”建
设，允许港澳服务提供者在广东以民
办非企业单位形式举办养老服务机
构、开展居家养老服务，并将审批权
限下放至广东省民政厅。

港澳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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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日籍面包花手雕艺术大师大泽贤

子在台北举行“冻艳面包花特展”。

面包花又叫磁土花或树脂粘土花，是近年来

国外流行的一种手工制作新产品，使用高科技材

料面包粘土制作而成。 吴景腾摄（新华社发）

“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展”日前在台北开幕。
展览精选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反映上海海派文化特色、体现城市文化品位。除现场作品展示之外，工艺大师们还与观众互动，向市民展现精湛技艺。图为前来参观展览的女士们不约而同地以海派旗袍装扮亮相。

路梅摄（中新社发）

郝龙斌在沪盛邀大陆资本
欢迎大陆高科技企业台北投资

海派旗袍炫台北

两岸合推跨境网购
据新华社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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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电 （记者叶锋）
"

日，内地快递企业圆通速递与台湾地区快递公司
统一速达在此间签署合作协议，将共同推进海峡
两岸跨境网购快递业务的发展。

淘宝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台湾地区买家通
过淘宝购物的订单平均每天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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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票。其中，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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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票订单是通过集运公司合并、由货代中转
到台湾，其余

&

万票则是通过快递公司运输。
据介绍，由于此前没有快递公司提供直接便

捷的寄递渠道，所购物品往往要经历多次转寄，
才能到达用户手中，且时效较长。建立合作关系
后，两家快递企业的网络资源将进行共享，系统
也将进行实时对接，大陆客户可在圆通官网查询
货物全部流程，台湾地区的收件人也可在统一速
达官网查询大陆至台湾寄递的全程。

台北观赏“面包花”

大陆驻台记者近日在台北乘坐出租车时
被司机问及：“你们知道服务贸易协议吗？”
“知道啊，你对此怎么看？”记者乘机反问。
司机用闽南味的普通话回答道：“反正都是
来抢饭碗的啦……”

出租车司机的回答，代表了两岸互动中
一种典型性“误判”。大陆与台湾

&

月
%!

日签
署《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之后，民进党就
在岛内制造了诸如“洗头小妹要失业啦”之类
的离奇传言。这种不讲逻辑的恐慌符合民进
党“惯例”，过去几年，不论是“三通”还是
'()*

，哪怕事后证明对台湾多么有利，事前
岛内总不乏民进党的危言耸听。

比
!"#

还优惠三成

服贸协议是 《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
'()*

）》的后续协议，
'()*

早收清单实施
近

+

年来，已被证明对台湾经济很有助益。
今年

!

至
"

月，两岸贸易额约为
$##

亿美
元，其中台湾出口额就占了

,&$

亿美元，同
比增长逾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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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收清单的谈判过程中，大陆对
台湾给予充分优惠，这一精神同样体现在本
次服贸协议里。专业人士指出，大陆此次向
台湾开放的

-#

个项目，“比
./0

还要优
惠

+#1

”，这样的待遇，全世界只有台湾享
有。而且，大陆对台湾开放的电子商务、文
创、运输、金融、医疗、电信、旅游等项目
市场前景都相当可观，对于服务业占经济总
量约七成的台湾来说可谓是大放利多。

相反，台湾此次开放对大陆投资项目限
制多多，远低于

./0

待遇。台湾海基会副董
事长高孔廉表示，如果仔细去看特定承诺表
就能发现，台湾开放的都只是“低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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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项
目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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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早就该开放，低于或等于
./0

标准的，“这是因为在谈
'()*

时就与大陆谈
好，必须要考虑到两岸经济量体有差距”。

实际上，服贸协议和“大陆人来台抢饭
碗”的传说相差十万八千里。台湾海基会副
秘书长马绍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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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表示，服贸协议中有自然
人移动条款，造成岛内是否开放大陆人赴台
就业的疑虑，但事实上，除了来台陆资所必
要的投资人及高阶管理人员外，当局没有开

放大陆劳工来台，开放陆资不仅不会冲击岛
内就业市场，反而会因陆资雇用台湾人，增
加就业机会。

数据显示，台湾开放陆资至今两年多，
来台的

,##

多名大陆投资者及白领，为台湾
创造了

&###

多个工作机会。

马英九出面“信心喊话”

这几天，包括马英九本人，台湾各级官员
及一些企业家都不约而同地对台湾社会进行
“信心喊话”。台湾服务业发展成熟，水准远超
大陆，且岛内市场早已饱和，大陆企业来台还
需面对重重限制，台湾业者没理由害怕竞争。

台湾理烫发美容业职业工会秘书长赖正
浩表示，如果财力雄厚的大陆企业来台开理
发美容连锁店，必将压缩传统小店的生存空
间。但更多业者不同意他的观点，如全台拥有
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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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分店的快乐发型营销部经理许博亮
就说，连锁体系多有完整教育训练，也有一定
的技术门槛，不担心低价竞争。发型设计师
'345

说：“熟客约占七成，对消费者而言，哪个
设计师为自己服务，远比店老板是谁重要。”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
./0

中心副执行
长李淳博士表示，以近年学术研究做验证，
台湾社会对服贸协议持反对、迟疑态度的说
法中，夹杂较多政治语言。他举例说，有人
认为街头巷尾小理发店会受冲击，实际上，
理发店服务街坊邻居，有其方便、便宜及伴
随情感联系等特征；即使台湾本地美发连锁
机构进入街巷，也不一定能胜过它们。

李淳说，所谓会受冲击的台湾产业，服
贸协议充其量只是给予陆资“等同于其他外
资”的待遇，这些产业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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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已经
历各种挑战和洗礼，今天仍站稳脚跟，不会
因为开放陆资就产生翻天覆地的冲击。

民进党借机挑拨生事

更多台湾业者看到的是巨大商机。服贸

协议中，大陆向台湾开放电子商务市场，允
许其在福建设立合资企业，台资股权比例可
达

,,1

。消息传出，多家台湾业者已表达了
登陆意愿。

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近日透露，鸿海
未来的电子商务平台定名为“富连网”，最
近已在大陆注册。网路家庭董事长詹宏志则
表示，服贸为台湾电子商务产业争到全世界
少有的待遇，“台湾企业是舞台小，并非志
气小”。他说，反对服贸协议者都太小看台
湾的竞争优势。

服贸协议也针对游戏业开放。曾以游戏
产品“金庸群侠传”风靡大陆的台湾智冠科
技表示，以往大陆将台湾游戏业者视为外
资，审查时间动辄半年至

!

年，今后审查时
间缩短为两个月，有助台湾游戏在大陆发
展。

台湾旅行同业公会理事长姚大光更直
言，服贸协议将带来岛内旅行社业者的“第
二春”。他说，大陆开放台湾业者赴大陆经
营境内旅游业务，两年后进一步开放离港业
务，等于让岛内市场扩张数十倍；相较台湾
方面仅开放

+

家陆资旅行社在台设点，加上
不得接待大陆客，台湾显然得大于失。

一个有利于两岸互利双赢的经济协议，
却被民进党炒作成了政治议题。他们在“立
法院”上演全武行，强迫服贸协议“逐条审
议”，苏贞昌放话“全民自救”，党团干事长
潘孟安说协议“对台湾服务业充满毁灭性”，
种种言行是引发业界恐慌情绪的根源之一。
这让人不禁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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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时，民进党也曾
在“立法院”大打“杯葛战”，并被绿营泼
以“大陆廉价农产品向岛内倾销”“台湾
,##

多万人将失业”各种脏水。民进党前
“立委”郭正亮撰文指出，民进党又一次落
入“事前总是说不，事后概括承受”的恶性
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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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之前，民进党同样
极尽危言耸听之能事，等到谎言被事实戳
破，又表示“概括承受国民党政策”，如此
这般，最终只能越来越失信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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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传真

绿营又拿服贸协议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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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台“气定神闲”
憋屈“心里吃味”

本报记者 王 昭

距离上一次登陆“调酒”不过
6

个
月，民进党前主席谢长廷再次率一票绿
军，“千里莺啼绿映红”地浩浩荡荡赴港
出席研讨论，赚足了各界眼球。这次，他
的台湾维新基金会不但成为红绿论坛的
东道主，与大陆重要涉台智库中国社科
院台研所“零距离”接触，会议结束后，谢
长廷本人也得以在深圳面见国台办主任
张志军。

未引起强烈反弹

回到台湾后，谢长廷自己信心满
满。一下飞机，他就对媒体强调，已经
“替民进党争取到一条路与另一个可
能”。问题是，他的努力在民进党内部

能够引起多少共鸣，他力推民进党两岸
政策转型的努力，又能被代表党内发声
的苏贞昌接纳多少？

有句话叫形势比人强。无论蓝绿都要
承认，当前，两岸及岛内形势都已确定，“台
独”是一条不能再走的死路，与大陆保持交
往是必然的选项。民进党大佬们成立“中国
事务委员会”、青壮派拱出的“华山会议”，
都是其党内面对“两岸”议题压力的表现。
大背景如此，反对推开“两岸大门”的声音
势必越来越弱。于是，人们不难发现，与去
年的“调酒”相比，谢长廷此次“香港做东”
并未受到党内的强烈反弹。

有人气愤要其退党

有媒体报道，“独派”大佬姚嘉文
没好气，对谢长廷一通批，还说如果谢
退党，他会高兴地去“放鞭炮”；还有
报道讲，民进党中央党部不断接到电
话，要求“清党”，要谢说清楚。但这
不过是媒体借题发挥。无论姚嘉文的气

愤抑或部分人的“清党”要求，针对的
都是谢长廷对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谈
话，而非香港会议。

党内两大“天王”苏贞昌和蔡英文的
态度更是有趣。蔡英文本人至今三缄其
口，苏贞昌则在“沉潜”多日后，大体肯定
了谢长廷的香港之行。

而谢长廷更是乖巧，他吸取上次登
陆被党内

7

到满头包的教训，在香港一
个劲儿地强调两岸“差异”，在一定程
度上，也泄掉了“独派”激烈反弹的压
力。

一个“拖”字露心态

不过，即便如此，也不代表谢长廷
的努力会顺利成为民进党的共识。

苏贞昌说得明白，他肯定谢用积极
自信的态度面对两岸交流，但他也强
调，谢长廷一些有关两岸的说法，是
“个人的主张”。

苏系“绿委”吴秉叡面对媒体说，“民

进党没有授权给他”，“谢的看法只是党
内一种，不是党的决议，他不是代表全部
在野阵营，也没有得到这样的授权和肯
定。”

此外，民进党内部山头林立，“独派”
掌握铁票，苏、蔡就是想在两岸政策上大
步前进也不可能。逼在眼前的不过是明
年的党主席改选和“七合一”选举，这两
项选举和候选人两岸政策关系不大。真
正要在两岸政策上亮出态度的是

%#!&

年
的“大选”，到那时毕竟还有一段时间。于
是，无论苏、蔡都施展“拖”字诀。无论谢
如何努力，均不正面回应，顶多肯定他勇
气可嘉态度积极，却不提出结论和后果。

不过苏贞昌比蔡英文会多一层“吃
味”。虽然是党主席，但苏贞昌在两岸
议题上的掌控显然被谢抢了风头。所
以，苏在肯定谢长廷
香港会谈的同时，也
撂下另外一句话：
谢的个人主张，
党内有不同
意见，希望
不同意见都
在 党 内 讨
论。这样的
放话表明，
他 心 里 憋
屈，还是要
把两岸话语
权抓在自己
的手里。

谢长廷

苏贞昌

诬称大陆抢饭碗 闭口不谈得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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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 平 孙立极

台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