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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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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炜娜

拼经济最大一盘菜———

台湾经济

低迷，高失业

率引发民怨。

如果要盘点 !"#$ 年岛内经济事
件，“自由经济示范区”不能不提。

建立“自由经济示范区”是马英
九竞选时的重要政见，在“黄金十
年”规划中提出，马当选后由台“经
建会”主导推动。马当局期望在示范
区内率先采取更加自由开放的经济政
策，促进岛内产业转型、提振经济成
长，帮助台湾加速朝向“自由经济
岛”目标迈进。自由经济示范区的建
设被视为台当局 !%&$ 年拼经济端出
的最大一盘菜。

最关键的第二步

自由经济示范区要建成什么样？
其方案经过两年多的规划与多次调
整，于今年 $ 月 !' 日获台行政部门
批准，正式出台。

依照台当局的规划，自由经济示
范区的建设大致分两步走，第一阶段
是在相关法规尚未修改与建立的情况
下，先将原来“四海一空”的 ( 个
“自由贸易港区”直接转型升级为自
由经济示范区。台经济部门预测，相
关建设可以在 !%#) 年吸引民间投资
!%% 亿元新台币、创造 #*$ 万个就业
机会。

第二阶段的重点是明确“自由经
济示范区”的优惠政策和措施，也被
视为最关键和难度最大的一环。#!

月 !+ 日，台当局“行政院”通过
“自由经济示范区特别条例”。这是第
二阶段，“行政院”端出的“料”。
该草案共 !个章节，包括了示范区的
申设与管理、租税措施、海外股利或
盈余汇回实质投资免营所税、产业发
展、教育及专业服务业、罚则等，其

中还包括了大陆居民来台商务居留等
相关规定。台“经济部”表示，示范
区重点在“自由、开放”，并没有排
除任何产业，几乎所有行业都可望受
到正面激励。把“自由经济示范区特
别条例”称作“料”而不是“菜”，
这是因为，该条例草案需获立法机构
通过后才能正式启动。

“解闷”台湾经济

台“经建会”于近日举行年终记
者会，揭示明年重要施政方向，规划
推动自由经济示范区也是重中之重。
自由经济示范区方案出台后，岛内各
县市摩拳擦掌，兴奋期待。自由经济
示范区获得掌声的背后是民众对破解
“闷经济”的期待。

近年来，台湾经济陷入停滞困
局。资金、人才、市场是 $大制约因
素，岛内产业又面临转型升级的关键
机遇期。有岛内媒体发表评论分析指
出，台湾经济开放不足，尤其是对两
岸经贸往来有严格的管制，制约了台
湾经济的发展。台当局希望加快开放
步伐，但实施更加自由开放的经济政
策却受到岛内政治经济多种因素的限
制，无法一步到位，便决定采取建立
自由经济示范区这种经济特区的办
法，在局部率先开放，希望以此打破
现有经济领域“闭锁”格局，“解
闷”台湾经济。

示范区的吸引力在于更大程度的
市场开放与更多优惠措施的实施。因
此，政策能不能松绑，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这盘“菜”是不是中看也好
吃。示范区的意义还在于“示范”二
字。特别是 ,-./签订及后续谈判的

推进，两岸经济一体化加速推
进，无疑为台湾当局推动示范
区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
件。如果可以先行先试两岸区
对区的合作机制，最终真正实
现两岸物流、金流、人流的自
由流动，两岸经济合作新局面
自是可期。

掌声背后有挑战

然而，掌声背后也有挑战。第二
阶段制定“特别法”与相关法规配套
措施，需要“在野党”的配合。可
是，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在春节过后
立法院的新会期里提出的优先法案并
没有自由经济示范区，并表示要强力
监督。民进党立法机构党团召集人柯
建铭更不看好自由经济示范区，强调
“松绑资金、外籍劳工与租税优惠”，
是“配合中国大陆资金”。另一方面，
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自由经济示范
区也成了民进党“打马”、“绊马”
的重要选项。有岛内媒体发表评论指

出，台湾要实施自由经济政策，恐怕
首先要对大陆资金、人才“除罪化”，
不然怎么奢谈两岸进一步合作？

自由经济示范区的方案以及规划
出台的过程中，还有岛内媒体看到了
执政当局的举棋不定。对此，台《经
济日报》发表了题为《从自经区到自
经岛不要再瞻前顾后》的社论。社论
认为，自由经济示范区的最大卖点应
该是“解除管制”，如若未将重心置
于管制的松绑，与相关业者的期待不
符，则难以“示范”出重大商机。另
外，该方案是江宜桦执掌行政部门后
正式推动的首个重大经济发展方案，
能否有效推动与落实，对马
当局的影响也不容小觑。

以快节奏闻名的香港，工作
压力究竟有多大？新近一项调查
显示，香港超过七成的“打工
仔”，因为工时过长以及老板的
无理要求，压力指数濒临爆表。

保险、地产业压力最大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香
港工联会在 )月至 0 月访问 0+'

名在职人士，了解他们工作压
力，结果显示，逾七成受访者感

受到很大的工作压力，原因包括工时长、担心因出错
而影响日后的职业保障以及被要求做本分以外的事
等。

调查发现，保险业、地产业等追求生意额的“打
工仔”，工作压力最大。香港工联会职业安全健康委
员会副主任叶伟明表示，这些人就算遇到客人的无理
要求，都只有“死忍”。工作时间与压力指数直接相
关。叶伟明表示，受访者工作 0小时，感受到工作压
力比率为 +&*+1；受访者工作 ## 小时或以上，感受
到工作压力比率高达 2+1，上升幅度达 $)*)1，反映
受访者工时愈长，受压情况愈严重。

家庭关系也会影响工作压力。临床心理辅导学家
李粤闽表示，“打工仔”遇到工作压力在职场上往往
是无法宣泄的，所以当家人也都无法理解或包容
时，压力随时爆表，一时想歪了就会酿成惨剧。

!"岁到 #$岁最不快乐

心理学家指出，工作压力的可怕之处，在于杀
人于“无形”，“打工仔”一般都没法察
觉到工作压力已超出自己的承受能力。

李粤闽举例说，自己曾接到一宗个
案，“事主一直不知道自己工作压力太
大，直到他出现烟酒及家暴的情况才懂得

来求助”。李粤闽说，失眠、情绪低落、与家人和朋
友关系变差等都有可能是工作压力过大的警号。他呼
吁“打工仔”要及早为自己找出一个宣泄压力的渠
道，若有上述征状应及早求医。

较早的调查显示，香港“打工仔”平均每周工时
近 ("小时，所以 !( 至 $) 岁的港人，受到工作和家
庭的夹击，成为各年龄层中最不快乐的一群。

香港工联会认为，若工作压力过大的情况持续的
话，对员工身心有长远负面影响，促请港府正视工时
过长问题，立法制订家庭友善政策和标准工时，并规定
超时补水，不少于工资一倍半。工联会又呼吁各大企业
要履行社会责任，把员工视为公司的最大的资产。

有压力要放低身段求助

在金融海啸最严重的 !""0 年，香港岭南大学以
问卷形式对香港、台湾及北京的在职人士做了一次访
问，结果显示香港人的压力居于大中华区之首，而在
工作表现和自信心方面，香港员工都差于台湾员工和
北京员工。

香港心理专家建议，在职人士应该懂得运用均衡
生活法，“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同时，无论多忙也要花时间与家人、朋友相处，多一
些支持系统。有挫折的时候，有人支持，抵抗挫折的
能力也会增强。

实际上，香港社会早已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心理健
康系统。香港有很多 !)小时热线，有社工、义工或
专业人士来倾听和解决心理问题。同时，香港有各类
的社区组织，定期举行各类讲座、课程，为在职人士
提供心理健康知识。

香港心理卫生会教育主任黄南辉表示，职场人士
要懂得求助的重要性，“因为人不是全能的，承受压
力太大人就会垮。出现问题的时候，就要放低身段，
向身边信任的人或专业人士求助。一个成熟的社会也
应该提供多样的求助渠道，令在职人士的压力可以有
效释放。”

香港“打工仔”压力爆表
闵 喆

香港

打工者控

诉“有限

时间，无

限工作”。

由荷兰艺术家霍夫曼设计

的“大黄鸭”目前正在台湾基

隆港展出。

&!月 $" 日，一只黑鸢飞

过大黄鸭眼睛上方，仿佛是大

黄鸭长出的“眼睫毛”。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

出生于 !"&$年 '月 +日的大熊猫“圆仔”体重已达

&$*+公斤，开始学习啃竹子。图为&!月 !2日，在台北市

动物园，“圆仔”在妈妈“圆圆”的陪伴下学习啃竹子。

新华社发（台北市动物园提供）

“圆仔”学啃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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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在世界范围内都享有盛誉。2 月

以来，笔者作为中美富布赖特项目公派访问学者，充分感受到中华文

化在美国的影响；同时，作为一名台湾研究学者，在同来自海峡两

岸的美国华侨华人的交流中，更深刻感受到两岸共同合作，携手扩

大中华文化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

今年底，由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中国文化院主办，中国华

艺广播公司承办了“中华文化发展方略———两岸四地文化沙

龙”。两岸四地的文化名家在此次沙龙上形成了传承弘扬、创新

发展中华文化的八条共识，即“福州共识”。其中有多条共识

提到两岸要“共同应对国际文化的竞争挑战”、“广泛吸收世

界文化的优秀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扩大中

华文化国际话语权”、“共同建构分工合作的中华文化国际

传播体系”等等。

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两岸在文化领域尚存在某些

误解，在国际社会进行文化合作还不够充分，甚至在很

多时候存在着竞争。比如大陆和台湾分别在海外举办

的“孔子学院”和“台湾书院”，本身都带有传播中

华文化的重任，但目前二者之间的合作还比较少，有

时候还会有互别苗头的意味，有学者就形容他们之

间“存在着台海两岸无声的文化角力”，而没有形

成“分进合击”的合力。这种状况如果不加改善，

对扩大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影响不仅没有正面的助

益，反而会削弱中华文化的海外话语权。

目前两岸联合在海外推展和进行文化活动

还非常少，不仅让海外华侨华人感到失望和

难过，也让外国人很难了解到中华文化的方

方面面。前几天，就有一位从大陆赴美的

华侨找到笔者，表示他们正在筹划今年大

华府地区的春节联欢晚会，但往年的晚会

都没有来自台湾的节目，他们非常希望

能够有台湾的艺人、台湾的节目加盟到

这样的晚会之中，让两岸同胞在同一

个文化舞台上表演，让在美国的华侨

华人在晚会中感受两岸关系的缓和

与改善。

随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断深入，两岸之间文化

领域的合作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密切，这种合作理应

延伸到国际社会之中。两岸要补台不要拆台。台湾

的中华文化根深叶茂，大陆随着经济的发展，也越

来越重视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不断扩大中华文

化的国际影响。如果两岸能够取长补短，就有机

会在国际社会中充分展示中华文化的魅力，形成

“一加一大于二”的合力。

（作者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

本报电 据台湾《旺报》报道，
台当局“移民署”!2日表示，!"&)

年元旦起，大陆人士赴台停留“)

法”整并为“& 法”，简化申请流
程，强化安全管理，未来只要备齐
文件，$个工作日就可发证。

现行 ) 个停留办法包括“大陆
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
“大陆地区专业人士来台从事专业活
动许可办法”、“大陆地区人民来台
从事商务活动许可办法”、“跨国企
业内部调动之大陆地区人民申请来
台服务许可办法”，明年 &月 &日整
并为“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
许可办法”统一运作。

新法将现行专业或商务交流赴

台在 $"天期间以下者，统合律定为
“短期专业或商务活动交流”，配合
网络在线申请作业程序，文件备齐
者，可在 $个工作日内发证。

不过，参访行程或人员身份涉
及敏感、邀请单位资格有疑虑或有
其他特殊情形者，仍应提送“联审
会”审查；跨境企业内部调动进入
台湾服务，其母公司或本公司设在
港澳，且在台湾设有子公司或分公
司者，也要提送“联审会”审查。

需注意的是，新法针对旅行业、
邀请单位及代申请人赋予担保责任，
若申请案件有隐匿或填写不实及假
冒、顶替邀请等事项，依违规情节
将不予受理。

新华社香港 !" 月 #! 日电 香港科
技大学 "#日表示，$%&'年度内地本科招
生工作已全面展开，将在内地招收约 &(%

名本科生。
香港科大表示，在内地招收本科生采

取独立招生方式。有意入读香港科大的内
地高考生，现可通过网上申请系统，直接
向大学提交入学申请。近年来，申请入读
香港科大的人数持续上升，$%)" 年的内
地申请人数近 *+,%名。

此外，香港科大将于 -%&' 年 & 月 -(

日在校园举行内地及台湾本科招生开放
日。明年 "至 '月期间，香港科大还将在
内地多个城市举行招生说明会。

香港科大创立于 &++& 年，以优秀的
教学研究、国际多元的校园文化，吸引越
来越多海外优秀学子入读。-%&" 年入读
香港科大的近 '%% 名非香港本地新生当
中，一半来自世界各地，另一半来自中国
内地。

台简化赴台大陆人士申请流程
"

个工作日可发证

大黄鸭
的

“眼睫毛”

香港科大2014年将招150名内地本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