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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职届满 6 周年的日子，台湾
地区领导人马英九选择5月20日上午搭

车到台中，在“中国医药大学”发表演
说，并与大学生举行座谈。台媒关注到，

有别于过去细数各项政绩的摆功旧章，这次
马英九演说直接聚焦于年轻世代的未来，坦承

当局有做得不够到位的地方，进而提出各项青
年扶助政策，化解部分年轻人的疑虑。

放下身段是明智的做法

根据“总统府”传出来的消息，马英九早就有意与学生
进行当面对话。回应岛内年轻人关心的重大议题，是今年
“反服贸”学运后马英九绕不开的功课。“5·20”之前，他已

接连参加由国民党举办的与青年座谈、接见社会企业
青年创业家等活动，多方倾听青年人的心声。

在题为“倾听青年心声实现世代正义”的演说
中，马英九一再向青年喊话，深入到教育、职场、住

房等与青年利益息息相关的层面，针对问题提
出解决方案，描绘了一个让青年们向往的美

好愿景。在稍后的座谈中，他还跟青年学生
交心表示，对任何的学运所抱的理想性都

予以肯定，只要不越
过法律红线。

在元大宝华综
合经济研究院院长
梁国源看来，整个台
湾社会此刻如此“闷
闷不乐”，其实就是

“信心”问题。岛内当
前的工作难找、薪资
偏低等结构性问题，
可能会愈演愈烈，影
响青年族群日后的

成家立业。还有一
种观点认为，台

湾面临的最大
问 题 是 当 局

与外界的沟通机制出了大毛病，一些重大议题囿于沟通不
畅，难以在社会上凝聚共识。如今马英九愿意放下身段拥抱
青年，不失为明智的做法。

问题是青年学生不见得买账。马英九抵达“中国医药大
学”教学大楼时，部分呛马学生在一楼静坐抗议，有学生举
起的抗议牌上写着：“自经区是毒药”。但在校方人员引导
下，马英九避开抗议人群，直接进入大礼堂发表演说。

年轻世代也要破除误解

从服贸协议到“自由经济示范区”，青年一代似乎在
关涉两岸经济的所有议题上跟当局杠上了。而马英九此次
演说的行程和主题也可以说是用心良苦。据透露，马英九
把演说地点敲定在“中国医药大学”，缘于该校具备自由
经济示范区国际医疗发展潜力。他希望在这里与学生对
话，增加岛内年轻世代对“自经区”的认同。

在回应媒体提问时，针对反对“自经区”者的种种诉
求，马英九反复强调，台湾唯有加入地区整合、让台湾成
为世界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才能确保台湾的经济安
全，那种“自我受限”的关门主义要不得。

由于诉求对象瞄准岛内年轻人，马英九的演说并没有
专门篇幅论及两岸关系。台湾《联合晚报》援引台湾高层
人士的看法认为，在马英九剩下的两年中，两岸关系仍然
可以“有所作为”。该高层人士评估，目前看来，ECFA（两
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后续协议，包括服务业贸易、货品
贸易与争端解决协议，都仍然有可能在这两年内签署、通过
并生效。但政治性较高的协议，譬如两岸互设办事处，有可
能遭到较大阻碍。此外，飞航安全合作、环境保护合作及租
税协议，都有可能签署并通过。

类似“反服贸”的学运活动会不会卷土重来，成为两
岸关系发展的一个变量。该高层人士透露，两岸目前都对
维系和平发展路线具有高度共识与默契。要说学运的真正
影响，就是两岸以后在签署协议前，步调会更为稳健，让
民众包括青年学生的参与度更深，而这并非坏事。

不能局限在青年议题上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山与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庞

建国认为，就职演说尽在青年议题打
转，“是一篇很好的作文”，但问题在于，

“这篇演说真的能让人民有感吗？”
台湾《经济日报》认为，马英九任期最

后两年倒计时，原本正是马英九最无包袱、
最能施展拳脚时刻，不料，历经两岸服贸协
议、学生运动与核四封存事件后，岛内社会出现
种种危机，让台湾经济重新陷入晦暗不明中。

曾任台北市议员、“立法委员”的庞建国表示，
其实包括政治纷扰、两岸关系、如何因应经济全球化
等议题，当局都该有对策，这些对策也该让民众知悉、
有所期待，而不是局限在青年议题上，“头痛医头、脚痛
医脚”！

岛内目前仍弥漫着针对经济自由化与两岸路线的
疑虑，使得台当局几项重大施政持续“卡关”。台

“立法院”尚未通过两岸服贸协议与两岸协议监督
条例，自由经济示范区能否赶在“立院”本会期
通过，也是未知数。此外，台当局宣布核四封
存后，未来电力供应、电价、替代能源等问
题如何拆解，更显刻不容缓。

或许真正 感 受 到 了 时 不 我 待 的 危
机，更记住了青年群体展现的民意力
量，马英九在演说中一方面提出多项
辅助青年的政策，表示要在“行政
院”成立青年顾问团，另一方面
努力剖白心迹，强调没有私心
只有诚心，呼吁青年朋友们卷
起袖子和当局共同努力，以
打造更公平、正义、美好
的台湾。

马 英 九 任 期 最 后
两年，将留给外界的
是 美 丽 的 惊 叹 号 ，
还 是 矛 盾 未 解 的
烂 摊 子 ？台 湾
人 ，包 括 岛 内
年 轻 人 都 在
看。

拥拥抱抱青青年年 马马英英九九能能否否找找回回光光环环？？
王大可

据 香 港
《文汇报》5 月 20

日报道，随着香港人口
老化，劳动力不足的情况愈

见严峻。劳工及福利局根据香港
人力推算发现，香港劳动人口 2022

年将有 367 万，但劳动力增长速度追不
上同期人力需求增长。2022年人力需求高达

379万，香港将缺工12万人。

金融服务建造业缺口最大

如今的香港，招工难的问题已经显现。根据万宝盛
华人力资源公司的统计，57%的雇主表示

招聘新员工存在困难。万宝盛华的区域总经
理徐玉珊表示，香港的公司普遍比全球同行

更感缺乏人才，80%的公司认为员工短缺将影响
自己的服务水平和竞争力。

从现实情况看，香港目前已经面临劳动力短缺
的行业是零售、餐饮、建筑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尤其是

目前香港正在加大基础建设投资，预计接下来几年内
还将投资超过700亿港元，这更使劳动力捉襟见肘。

根据相关部门分析推算，未来各行业中，以金融服
务业的人力需求年均增长率最高，达 2.2%，其次为专业
及商用服务业 （1.5%）、建造业与资讯及通讯业 （各为
1.4%）。至于电力、燃气、自来水及废弃物管理业；制造
业；农业、渔业及采石业的人力需求则分别录得 0.4%至
0.7%的跌幅。

相应的，以教育程度划分，学士学位或以上教育程
度的人力需求在10年间的年均增长率高达3.3%，但初中
或以下的需求却下跌2.1%。

延长工作时间优化输入外劳

去年底，洗碗工“红遍”香港，餐饮业招不到
工，餐馆老板每月花5万港元雇洗碗工包场的事并非

个案。事实上，目前一些建筑行业的高薪技术工人
的日薪已经接近 2000港元。洗碗工、建筑工人的

高薪“逆袭”折射出的是香港整个劳动力市场的
结构性“用工荒”。

香港特区劳工及福利局预计显示，2018
年，香港劳动力市场的老龄化程度将继续

增加，55岁以下劳动力的比例将出现下
降。香港人口政策督导委员会日前公

布的报告书指出，由于人口老化，人力供应失
衡，“潜在本地生产总值增长很可能受到严重掣

肘，因此我们必须补充本港的就业年龄人
口”。

人口老化是人力供求失衡的主
要因素。依推算，香港 65 岁

以上长者人口将由2012

年的 97.9 万升至 2041
年的 255 万，2029 年每名在职
人口需扶养1.25个非劳动人口。劳动
人口虽然将由2012年的351万增至2022年
的 367 万，但劳动人口参与率却因人口老化由
58.8%降至58%。根据香港政府的测算，香港社会将
加速老龄化，劳动人口在2018年后增速将会开始下降。

人口不断老化加上持续的低生育率，为香港的可持续
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为此，港府出台政策鼓励生育：在财政预
算中提高子女免税额，以减轻父母抚养子女的负担。增加本地劳
动力供应：提高退休年龄、鼓励本地及新移民女性就业，提升青年
就业能力。此外，在吸引人才方面，特区政府也一直维持开放政策吸
引人才：吸纳非本地学生毕业后在港工作，积极从海外寻找人才，以及
在不损害本地工人利益下，优化现有的输入外劳机制等。

“九合一”

台检方严查贿选
本报电 据台湾媒体报

道 ， 台 湾 地 区 年 底 将 举 行
“九合一”地方公职人员选
举，台检察机关5月20日成立

“查察贿选暴力督导小组”并
举行揭牌仪式，21 个地检署
也同步成立查贿执行小组，
以严防贿选及暴力介入选举。

台法务行政事务主管部
门负责人罗莹雪出席督导小
组揭牌仪式时表示，检警调
机关严查贿选及防制暴力的
决心不容挑战，一定会严加
查缉金钱、暴力介入选举的
犯罪，以维护选举公正。

新闻链接：

“七合一”增至“九合一”

定于今年 11月 29日举行
的台湾地区新一届地方公职人

员选举，原定选出六大城市（台
北、新北、桃园、台中、台南、高雄）

市长、议员，其余县市长、县市议员、
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与村里长，因

此俗称“七合一”选举。台湾地区立法机
构近日三读通过将“直辖市山地原住民区

民代表”及“区长”增列为地方公职人员，
“七合一”变为“九合一”。

“九合一”选举是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
选举后，台湾再次举行大规模选举，也是首次

将所有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合并举行，竞争十分激
烈，预估登记参选者超过2万人。

本报长沙 5 月 20 日电 （刘焕
溪） 5月19日上午，由中共湖南省委
宣传部、湖南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共同
主办的“港商入湘 30 年”集中采访
活动在长沙拉开帷幕。湖南省委副书
记孙金龙接见了由全国政协委员、香
港商报社长黄扬略率领的 20 多家媒
体的40多名记者。

孙金龙说，湖南与香港的确很有
缘。湖南的母亲河是“湘江”，香港
的 母 亲 河 叫 “ 香 江 ”； 湖 南 简 称

“湘”，香港简称“港”，合起来叫
“湘港”，与“香港”正好谐音。

今年是港商入湘 30 年。自 1984
年11月3日首家港商投资项目长宏乙

炔有限公司正式落户长沙以来，入湘
港资已由当年的 25 万美元，增长到
2013年的54.1亿美元，增长了2万多
倍，有力促进了湖南的经济社会发展
和对外开放。30 年来，湖南省共审
批香港来湘投资企业 7995 家，实际
引入投资320亿美元，占全省引进外
资总额的 59.43%，香港成为湖南利
用外资最主要的来源地。

采访团在后面4天内将到湖南常
德、株洲、衡阳、郴州等地深入了解湖
南与香港的交流合作成果，让包括广
大港商在内的海内外朋友更加了解湖
南、关注湖南，为湖南招商引资和企业

“走出去”牵线搭桥。

■ 热点追踪

■ 台岛脉动

港商入湘30年 投资增长2万倍港商入湘30年 投资增长2万倍

台湾诚品集团近日在台北举办“诚品苏州”品
牌新闻发布会，介绍诚品将在 2015 年开业的大陆

第一家分店“诚品苏州”。据悉，苏州店将不仅
限于书店、咖啡馆和商场，还将打造“城

市文化综合体”，成为融合苏州本
地精神的城市文化新地标。

新华社记者
何俊昌摄

诚品诚品
将在将在

苏州开店苏州开店

5 月 17 日，一位男士在台北
当代艺术馆里被一幅画吸引。当
日正逢周末，许多台湾市民来到
台北当代艺术馆里感受文化周
末。

新华社记者 何俊昌摄

在台北感受文化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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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化是人力供
求失衡的主要因素。依推

算，香港65岁以上长者人口
将由2012年的97.9万升至2041
年的 255 万，2029 年每名在
职人口需扶养1.25个非劳

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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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化
香港8年后
缺工1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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