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电 为协助台湾银行业
争取电子商务新商机，台湾金融
主管部门已加速研拟两岸跨境金
流业务的开放，预计最快明年农
历春节前定案。届时台湾消费者
将可直接使用新台币付款，购买
淘宝网商品。

据台湾 《经济日报》 报道，

目前台湾玉山银行及第一银行已
分别与大陆淘宝的支付宝和腾讯
的财付通合作，但只能让大陆消
费者通过网购购买台湾的商品；
而目前台湾消费者在淘宝网购买
大陆商品付款手续繁杂。为此，
台湾银行业者积极向主管机关沟
通，希望能开放台湾的银行担任

代收代付行，处理台湾消费者在
淘宝网上的支付行为，达成“双
向开放”的目标。

据估计，台湾电子商务的产
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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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将突破
#

万亿元新台
币。台湾金融主管部门对此持正
面看法，但因涉及新台币、人民
币的换汇问题，因此还有待该部
门的进一步审核。按目前进度预
估，台湾消费者最快明年农历春
节前可直接使用台湾的银行账
户，以汇款方式在淘宝网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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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

队，陆、海、空三军部分建制部队单位和

装备，顺利完成了进驻香港后的第十六次

正常轮换。轮换行动结束后，驻军在香港

特别行政区的部队员额和装备数量没有变

化。图为驻香港部队轮换交接仪式。

本报记者 李永宁摄

历经半年“集思广益”、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民进党对中政策总结报

告初稿”近日终于出炉，报告显示，民进党的核心价值没有改变。这让外

界对民进党两岸政策转型的步调大失所望，也让党主席苏贞昌暗暗捏

一把汗。

美丽岛电子报副董事长吴子嘉，最近发表一篇文章。吴先生指

出，老苏的“对中政策”，其实就是他口袋中的三包香烟，外加一支

电子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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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民进党举行初选，苏贞昌抛出了不痛不痒的“台湾共

识”，引起不少质疑。“台湾共识”看似头头是道，说穿了空洞无物，

就像一支电子烟，会冒烟也有点味道，但大家都知道是假的。

来年苏贞昌当选党主席后，就绝口不再拿出那包没人想抽的“台

湾共识”，改拿出
'

包还有人爱抽的香烟，分别是“台独党纲”、“台

湾前途决议文”及“正常国家决议文”。遇到有不同烟瘾的人，他就

拿出相应牌子的烟来待客。

口袋塞着“三包烟”的苏贞昌，在担任本届主席以来，最多拿出

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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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通过的“台湾前途决议文”这包烟，强调这是民进党目

前的两岸论述。依照“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目前民进党最具效力

的“主权定位主张”，应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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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经“全代会”通过的“正常国家

决议文”。但是为了打赢选战，老苏不敢拿出“台独党纲”和“正常国家

决议文”这两包烟。

在民进党召开的“中国事务委员会”上，谢长廷公开质疑“台独党

纲”、“台湾前途决议文”及“正常国家决议文”等文献，认为内容充满矛

盾，彼此不相兼容，应予以整合。主持会议的苏贞昌没有任何正面响应，

反而让游锡堃在会上完整地重申一次“正常国家决议文”的好处，在座

有人反问：“既然它是这么好的主张，为什么选举的时候不敢讲？”苏、

游两人顿时哑口无言。

吴先生不是民进党内的主流派，他算是位敢言之

士，或许他真的见到了民进党的危机。要相信台湾选

民的智慧。一个不敢面对自己、不敢面对对岸的政党，

口袋里揣着三包不同牌子的香烟，其实抽起来都是一

个味道，以招摇撞骗为业，能投他们一票吗？

（作者系岛内资深政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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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问题再次成为香
港的热门话题。一则因为
香港面临人口老龄化挑
战，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
的推算数据显示，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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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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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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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上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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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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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则，港府刚
刚公布的贫困线标准统计结
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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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港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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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
#$-!,+

，其中老年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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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占全部老年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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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
老，特别是贫困老人的养老，
已成为香港需要下更大工夫
的问题之一。

回广东，照领“生果金”

在香港，只有公务员退休有长
期退休金，其他老人退休时只能从
企业一次性领取一笔补偿金。香港
人的养老保障来自覆盖率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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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积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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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特
区政府主导建立了“强积金”制度，
即雇主和雇员各自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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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个
人户头中交给第三方基金公司打理，
并由雇员向其交纳管理费，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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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时雇员可以一次性支取自己的本金及
其收益。
特区政府也有专门针对老人群体发

放的“生果金”。“生果金”是高龄津
贴的俗称，取意为这笔钱是给长者用于
购买水果之用。政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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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至
*(

岁的
老人申请生果金设立了资产限额，资产
高过限额就不能领，

)%

岁以上，则可无
条件领取。目前生果金是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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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港币，下同），特区政府预计明年调整多
项社会福利保障金额，生果金可望至少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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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贫困老人还可以申请领取
“综援”。“综援”是“综合社会保障援助
计划”的简称，类似内地的“低保”。据
统计，目前约有

&$

万老人领取“综援”。
概而言之，香港退休人士的收入来源

主要包括私人储蓄投资、租金收入、子女
供养、强积金、高龄津贴和综援。

最初选择回内地养老者，意味着放弃
了“生果金”和“综援”，由于当时内地
生活成本相对较低，加上生活习惯接近或
是可以和亲人团聚等原因，还是有不少港
人选择到内地。但是，随着近年来内地房
价、物价不断上涨，特别是香港的社会福
利无法带到内地，内地养老的吸引力就远
不及从前，出现了港人回流养老的新趋
势。

针对仍留在内地养老的港人，港府今
年开始推行“生果金广东计划”，这意味
着在广东养老的老人不用再为保住领取资
格，每年回港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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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港府还承诺如
果计划推展顺利，希望一年内将计划扩展
至其他老人津贴。

“以房养老” 有人在试

从
$/

岁开始，香港的老年人可以开
始申请公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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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开始按排队先后租住公
屋，公屋的租金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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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到
'%%%

多元
不等，视屋子的面积与品质而定。如果可
以申请到综援、领到生果金，大概每月就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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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养老金，如果再能住上便宜
的公屋，困难老人也能维持基本生活。

比较尴尬的一群人是“有房的现金穷
人”———有房却收入一般的老人，因为
“综援”等一些福利政策都对资产和收入
有限制。如何解决他们的养老金缺口？港
府推出“以房养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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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港府推出安老按揭（又称“逆
向按揭”）计划，允许年龄在

$$

岁以上的
香港居民，将个人名义持有的楼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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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下的住宅物
业向银行提出按
揭。借款人可以
在固定年期内或终身每月取
得年金作为生活费。如果有
急需，借款人还可以提取一笔贷款，以应
付医疗费用等特别情况。“以房养老”提
供了另一种选择，但是计划推出至今，却
总共只接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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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申请。
“以房养老”并未受热捧，媒体分析认

为，有文化因素。把辛苦一生买来的房子抵
押出去，跟有些老人的传统思维相悖。另
外，也有经济方面的担忧。有老人怕逆按揭
会牺牲掉物业升值的机会，觉得没有卖掉
套现更踏实。当然，也有学者指出，这毕竟
给老人多提供了一种财务安排的选择，随
着“安老按揭”方案的不断优化，“以房养
老”渐获认可，会成为更多人的选择。

安老体系 两地互帮

除了养老金，老人衣食起居的照料是
更为现实的问题。无论是在内地养老，还
是在香港养老，都可以有两个选择———住
在家里或是到养老机构。在香港，行动不
便的老人可以申请政府资助的老人院，只
是公屋和老人院的床位都供不应求。

港府近年来着力
完善安老体系。打开
港府的相关网页，除
了广东计划，港府近
期还针对安老服务推出
了其他措施，包括长者
小区照顾服务券试验计划、
增加小区照顾服务名额以及
为长者及残疾人士提供的公
共交通优惠等。有学者认
为，港人回流养老潮的出现跟
这些措施不无关系。

内地与香港都迈入老龄社
会，如何兑现老有所养的社会需
求是共同需要面对的问题。互相借
鉴经验、共同携手安老，两地已经
有所作为。据香港媒体报道，《粤
港合作框架协议》支持香港服务提供
者到广东建设养老院等社会福利机
构，港府也在积极推动港人在内地建设
养老机构。这些养老机构既能服务香港老
人，也会提升当地养老理念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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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踪

香港破解养老难题有新招
本报记者 李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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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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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吴亚明、任成琦） 海峡
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德铭率领
海协会经贸交流团一行，于
"#

日午间抵达台北，开始上
任后首次访台行程。

陈德铭一行是应台湾海峡
交流基金会董事长林中森的邀
请来台参访的。此行旨在参观
考察台湾的企业、产业和园
区，特别是“六海一空自由经
济示范区”的规划与建设，探
寻进一步加强与深化两岸经济
合作的可行途径。

陈德铭
"#

日在台北会见
了林中森。陈德铭说，在稳步
推进两岸关系全面发展的过程
中，经济合作依然是当前两岸
关系迫切而重要的内容，也是
两会可以大有作为的领域。中
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大陆
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努
力方向，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以及两岸交流合作带来更大的
空间。我们应当抓住机遇，全
力提升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的
质量与水平。当前要着力完成
$%&'

（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
议）后续协商，加强两岸经济
合作制度化建设。未来要以更
加务实前瞻的态度，积极探索
深化两岸经济合作的各种有效
途径，更好地整合优势要素，
有效应对挑战，实现互利双
赢、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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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为期两个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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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年货大街

在江苏昆山开街，吸引不少人前来选购。本次

台湾年货大街占地约
&-$

万平方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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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来自台湾的品牌参展，涵盖化妆品、玩

具、食品、文化创意产品等。

图为顾客在年货大街选购商品。

李 响摄（新华社发）

台湾年货到昆山

房
价
高
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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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岛夜话

苏贞昌的三包香烟
唐 荒（台湾）

驻港部队完成轮换

淘宝网购有望使用新台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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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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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中国传统之香学

文化—品质生活”

系列活动在北京茹

古斋百年画廊举

行，两位来自台湾

的著名香学大师与

来宾分享香文化和

典雅生活。

张燕辉摄

台香学大师北京品香

内蒙风情“热”台北
本报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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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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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 （记者吴亚明、任
成琦）今天上午，内蒙古“草原情、宝岛行”交流合
作活动启动仪式在台北圆山大饭店举行，中国国
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
尔，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林中森，台湾贸易中
心董事长王志刚等出席。

在台期间，将举办两地旅游、金融合作研
讨恳谈活动，与台湾企业家座谈、交流，走访
在内蒙古投资的台资企业，并在台北、台中、
南投分别举办具有内蒙古民族特色的精彩文艺
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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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踪

香港破解养老难题有新招
本报记者 李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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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在线

港人移居台湾渐升温
木 曰

近日，香港集思会调研显
示，不少“港漂”并不愿意留在
香港长期发展。不仅如此，台
《联合报》

!$

日报道，台“移民
署”统计显示，去年港澳居民居留
许可案件共

'%%%

多人，比前年多
),%

人，而今年
(

月申请来台居留
人数是半年前的

*

倍，“显示港澳
移居台湾升温”。

内地人赴港读书或工作，留
港又未满

)

年的这些人被称作
“港漂”。统计显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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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今年
/

月，获批入境
“港漂”人数累积超过

&*

万。
据香港《文
汇报》 报

道 ，

调查发现，受访者在香港面对的主
要问题是“住房环境欠佳”，占
)'+

；不少受访者还表示“难以应
付香港的生活水平”。

生活压力和房价高企，对不少
港人来说，也同样是心中的痛。

星展银行首席经济师柯大任今
年早些时候接受媒体访问时，曾
作过这样的比较：“尽管亚洲房
价很高，但多数亚洲国家的资产
收益比率自

!%%%

年以来却在稳步
下降中。住房不再昂贵，人们的
负担能力有所改善。不过，中国
香港是个例外，其资产收益比率
自

!%%%

年以来增长了
)/+

。现阶
段，美国地区

&%%

平方米的房屋
价值为

/-$

万美元，美国居民平均
工作

&-)

年则可买下。然而，香港
&%%

平方米的房屋价值
&,%

万美
元，香港人平均工

作
'(

年才能承担。”
看准港人青睐移居台湾，香

港几家电视台都不约而同地推出
相关服务节目。对于港人移居台
湾升温的现象，有香港媒体分析
指出，港人向往台湾与台湾美
食、低廉物价及人情味有关，不
过，香港地狭人稠，台湾平均房
价只有香港的

&.'

，也是重要因
素。

按照“香港澳门居民进入台湾
地区及居留定居许可办法”，在台
湾有

$%%

万元新台币以上投资或汇
入

$%%

万元新台币以上，并存满一
年附有外汇银行证明者，即可透过
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申请在台居
留。至于要定居台湾，须向“陆委
会”申请，符合连续居留满一年，
或连续居留满

!

年且每年在台居住
!)%

日以上等条件。

当然，据香港媒体报道，移
居台湾的港人还是多以中产阶层
居多，多选择退休后去台湾，
享受生活步调的轻松，但年
轻港人考虑到工作环境、
薪资水平等的差距，
还是多选择留在
香港打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