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03责编：任成琦 邮箱：gtbhwb@people.cn

2014年11月19日 星期三台港澳

不久前，台“教育部长”吴思华在“立法院”
表示，计划 5年内把现有的 162所大学减少到 100所
以内，最快后年开始辅导大学转型或退场。如果实
现，5年内撤并1/3高校，台湾高校将现关门潮，此
举再次引发舆论对台湾高校发展状况的关注。

台湾高校多，生存不易，主要是缺生源，生育
率下降、少子化连带影响学校招不到足够学生；经
费不足，更让不少台湾高校陷入苦撑。

上大学“十分”容易

台湾 2014 学年度大学考试入学录取率 95.73%，
创近5年来的新高。大学招生不满的情况也是近3年
来最严重的，显示台湾教育界已面临少子化的冲击。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台湾实施教育改革推动
“广设大学”政策后，全台大专院校从58所，吹气泡
似地扩增为目前的162所，大学录取率也从之前的长
期低于 30%一发不可收拾地跃升至目前的接近百分
之百。

补习班的林老师告诉记者，以前考大学不容
易，上补习班的学生很多，现在应届毕业生平均可以
填写54个志愿，如果只是想有个大学可以读，成绩再
低都不怕。“2010 年的时候，考生三科总分超过 10 分
就能申请上大学，考18分的也被录取了，我们私底下
都觉得很无奈，在台湾上大学还真是‘十分容易’。”

上大学容易了，但是由此带来教育产业的泡沫
化后果。有岛内学者把港台的高校比例做了对比，
香港目前的大学入学录取比例仍然仅有 20%左右，

高等教育仍然是开“窄门”。而台
湾高达 90%以上的录取比例，带来
的是高等教育的产能过剩。

不仅是大学生，有台湾学者估
算，过去10年内，台湾博士生都增
加了三倍，估计市场需要 20 年时
间，来消化这批数目庞大的“库存
博士”。高校扩增，增加了高等人
才的培养，但是紧接着带来的就是
文凭泡沫化、就业难等社会问题。
加上少子化的冲击，高校的生存运
营问题一并显现。

台湾高教贫穷化？

上大学的人越来越多，可是台湾却闹起了“人
才荒”。门槛低拉低了人才素质，已经是台湾社会讨论
多时的话题。然而，为了抢夺生源，还是有不少大学几
乎是来者不拒，希望可以尽可能填补招生缺额。

对于高校来说，学生人数不足并不仅仅是面子
不好看的问题，特别是对于资源短缺的私立大学，
没有学生，就意味着要承受巨大的财务压力。台湾
高校的收入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官方的教育拨款、
社会各界的资助以及学生的学费。

台湾各高校的教育拨款年年降低，就连排名前
四位的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台湾交通大学、
成功大学3年来办学经费都平均减少了25%。教育拨
款、社会各界资助毫无疑问都会更加倾向于知名高
校，那么对于普通高校来说，学生的学费就成了最
基础和最有保障的一笔收入。学费收多少也是由教
育部门管控，每年只有极少数学校被允许小幅调
涨。目前，台湾公立大学的学杂费每学期约 3 万元

（新台币，下同）、私立大学5.5万元。
台湾高等教育贫穷化是近 10年来的大问题，物

价、水电上涨，教师薪资也涨，但学费没涨。台湾
政治大学教务长詹志宇透露说，因为学杂费冻涨多
年，学校3年来师资零成长。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
引进优秀的师资还是开展更多的学术交流，资金短
板对台湾高校竞争力的制约因素已显现。根据英国
最新公布的亚洲百名大学排行榜，台湾13所高校上
榜，比去年的17所又有减少，而且一些高校已处在

“掉榜”的边缘。
台“教育部长”吴思华接受岛内媒体访问时表示，

若大学能财务透明及取得校内共识，应让他们适度涨
学杂费，但以不超过前一年物价上涨率为原则。以去
年物价上涨 1.5％计算，公立大学学生一年要多负担
900元学杂费，私立大学学生要多缴1650元。

多招陆生又如何

涨不涨学费，高校一方多是希望可以自主决定
学费调涨，而反对一方则担心会加剧教育商品化。
因此，当吴思华提出“学生应承担一点教育成本”，
舆论的关注点是他会不会成为一个“涨学杂费部
长”。

应对经费短缺，虽然台湾各高校也在绞尽脑汁
另辟财路，有些也成功开发了校园美食或与学校有
关联名人的文创产品。可这毕竟不是高等教育的主
业，有好的生源、有被社会认可的人才培养，才是
良性循环。

这个时候，很多台湾高校把目光投向了对岸。
吸引大陆的生源来读书，成为台湾教育界的普遍期
待。

黄诗梦，是位于台中的亚洲大学管理学院二年
级的学生。黄诗梦来自广西桂林，她告诉记者，包
含住宿费每学期缴6万多元学杂费。“学费虽然比大
陆稍贵一点，可是我对台湾的文化很感兴趣。”

以前，大陆学生到台湾，只能选择像亚洲大学
这样的私立大学。如今，台湾公立大学也对陆生开
放，总共录取了1804人。

想留下来的黄诗梦告诉记者，她还是有很多顾
虑，“工作的问题就是个大问题，我主修的是休闲游
憩系，如果可以念书期间做个兼职，也可以累积工
作经验，但是现在我们还是不能打工，不能留下来
工作。”

对此，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所长张五岳说，“三
限六不”会影响顶尖学生来台意愿，也救不了办学
不佳的学校；大陆现在也面对就业困难等问题，如
果不能有助陆生解决就业问题，未来两三年会影响
陆生来台意愿。

如此，台湾高校一本经济账，还是难以盘算下去。
（本报台北11月18日电）

金钟附近开始行动

据香港媒体报道，11月 18日晨当地警方
协同有关方面在金钟中信大厦外围执行清除
障碍物行动，进行约两个小时后完成。在清
理过程中，有占领人士不满工作人员将立法
会大楼外回旋处的铁马也搬走，一度与负责
人理论，并要求解释清楚清理障碍物的具体
范围，但并无大的冲突。

有人评判说，这将是各界猜测已久的清
场的前奏。“占中”者们总体反应比较平淡。
当然也有例外，晚上有人前往金钟现场呼
吁，示威者可以参与包围英国领事馆的行
动。该名人士表示，若前往包围英国驻港总
领馆，香港警方无权执法，港府亦无计可
施，英国方面亦不敢驱赶，因此，示威者无
须担心被清场。他还强调，不应用“占领”
一词，应改用“包围”云云。该人士还呼吁
示威者随身携带“BN （O） ”，即英国国民

（海外） 护照，以削弱英国领事馆自行“清
场”的正义性。

随着学联上京闹剧落幕，法庭又颁下清
场禁制令，民心均趋向支持“还路于民”，恢
复正常生活。“占中”者们对行动的“下一步
棋”进退失据，金钟、铜锣湾及旺角占领区
也几近沦为空城。面对当前形势，不少占领
人士感到迷惘，有大学生在占领区的调查也
发现，大部分占领者对未来不知如何做为
好。中文大学最新民调亦印证，不支持占领
的比率急升，67%人认为占领人士应全面撤离
占领区。

反对派介入谋拖延

从下一步来看，如今“占领行动”日薄

西山，打头的学联陷入进退失据的狼狈状
态，参与者人数比以前少多了，估计大多数
无意留守，正好借坡下驴，“自行收拾物品离
开”。若非别有用心者横生阻隔，清人也问题
不大。

倒是后“占中”时代，学联和反对派可
能会延长战线，把他们喊出的政治要价变现
成一种长期的抗争。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清
场呼之欲出的时候，香港反对派各政党按捺
不住不再避嫌，从幕后走到前台，纷纷插旗
图谋施展拖延战术。

有人说，这是反对派因应“占领”形势
的新变化而采取的“高调介入”策略，企图
在“后占领时期”发挥主导作用，否则民心
散了，“占中”队伍就不好带了。

反对派打的又是什么算盘？他们明知清
场在即，也试图继续打国际影响牌加以抗
衡。反对派元老李柱铭就带了大约 50名来自
英国、芬兰、菲律宾、泰国等多个国家的自
由国际联盟成员到金钟“占领区”视察，企
图扩大国际影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何俊仁
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以二战时纳粹德国的
法制类比香港现行法制，试图从道德上给香
港社会泼污水。因为如果法院禁止令遭污名
化被推翻了，清场自然也就师出无名了。问
题是，为个人和政党私利不惜否定整个香港
百年来法治社会的底蕴和积累，这就是他们
标榜的爱香港吗？

自称“爱香港”的反对派们应该算算这
么一笔账——香港地区去年的 GDP仅为内地
的3%左右，因此万一香港爆发动荡，会对本
地中短期经济造成不小损害，但对整个中国
的经济却无关痛痒。有人引用一句俗语“敬
酒不吃吃罚酒”，劝告示威人士及泛民阵营，
如果想以强硬方式行事或者继续纠缠不休，
最终或会自食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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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奇葆会见港商务印书馆高管
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记者查文晔） 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18日在
京会见香港商务印书馆高管访问团一行。

刘奇葆祝贺香港商务印书馆创办100周年，他希望香
港商务印书馆始终高举爱国爱港旗帜，坚持植根香港、
文化为本、创新发展，积极弘扬中华文化、传播主流价
值，实现香港发展、海外拓展、宏图大展，为维护香港
繁荣稳定作出更大贡献。

香港商务印书馆负责人表示，将切实履行文化使
命，立足香港做大做强，发挥好文化主阵地作用。

“汉字简繁文体智能转换系统”发布

本报北京11月18日电（记者任成琦） 厦门大学、教
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和北京师范大学联合研发的

“汉字简繁文体智能转换系统”18日在此间发布。该系统
项目由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于2012年底启
动，是落实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关于两岸合作研发
汉字文本简繁转换系统建议的成果。

据介绍，此系统能够进行面向台湾和面向古籍两种
简繁转换，克服了同类软件在“一简多繁”转换情况下
的不足。系统可同时进行字、词、专业术语、标点符号
等多种转换，并提供了网站全部页面转换功能。经中国
中文信息学会评测，该系统在字的简体到繁体的转换准
确率达到99.99%。系统将免费供社会使用。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李卫红在发布会上表
示，希望此系统作为两岸语言文字化解歧义、沟通交流
的桥梁，促进两岸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更加深
入交流。

本报电 （张旭） 2014 年中
医 药 文 化 发 展 高 级 别 会 议 近
日 在 澳 门 举 行 ， 来 自 世 界 近
20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近 千 名 专
家 学 者 、 企 业 精 英 等 ， 就 传
统 医 学 生 态 理 念 和 传 承 创 新
等 议 题 展 开 探 讨 。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副 委 员 长 陈 竺 、 澳 门
特 首 崔 世 安 、 国 家 卫 计 委 副
主 任 兼 国 家 中 医 局 局 长 王 国
强等出席并致辞。

据介绍，本次会议以“创
新发展传统医学，迈向生态文
明新时代”为主题，旨在从生
态文明建设的高度，充分挖掘
和 发 挥 传 统 医 学 的 优 势 和 潜
力 ， 推 动 传 统 医 学 和 现 代 医
学、医学理念和医学模式创新
发展，切实维护人类健康。

会议同时举办了中药材和
老字号药企苏州雷允上展览展
示 ， 并 开 展 “ 国 医 大 师 话 养
生”活动，受到与会者好评。

据新华社台北11月18日电（记者王笛、
陈斌华） 台湾一位双子宫、双阴道妇女借助
试管婴儿技术，一边子宫各怀一胎，经剖腹
产顺利诞下足月双胞胎。台北“荣民总医
院”18 日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目前双
胞胎姐妹已满9个月，都很健康。

据患者主治医生、台北“荣总”妇女医
学部生殖内分泌暨不孕症科主任李新扬介
绍，双子宫双阴道的发生率极低，医学文献
中曾有十余例双胞胎怀孕案例记载，但都是
自然怀孕，尚未有经试管婴儿疗程助孕而怀
一宫一胎的双胞胎案例。

李新扬说，经检查发现，这名 35岁的患
者胚胎品质佳，只是子宫着床不易，为了增
加着床率，先采取了子宫内膜轻刮术，后进
行试管婴儿疗程，将胚胎分别植入两个子宫
内。当事人成功怀孕后接受安胎治疗，顺利
怀孕至足月且无早产及妊娠高血压等并发症。

该院妇女医学部高危险妊娠暨产科主任
杨明智说，在给这名妇女进行剖腹产手术时
也遇到考验，因为必须在两个子宫各割一个
伤口，出血量较多，但所幸迅速处理，母子
均安。

1111月月1818日上午日上午，，香港中信大厦的工作人员清理非法路障香港中信大厦的工作人员清理非法路障。。张张 宇宇摄摄 （（中新社中新社发发））

11月18日，著名演员林青霞的新书《云去云来》在
台北松烟诚品举行发表会。林青霞现场讲述了与一代巨
星邓丽君、张国荣的深厚友情以及他们不为人知的心路
历程，而这都可以在 《云去云来》 中觅得。图为林青霞
与作家好友龙应台对谈。 本报记者 李炜娜摄

11月15日，市民在观看用菊花拼成的大熊猫“圆圆”和“圆仔”。 当日，主题为“爱
耀菊时”的2014台北市菊花展开展。 吴景腾摄 （新华社发）

2014台北市菊花展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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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低分也能上大学 大学太多面临撤并

台湾高校陷入苦撑台湾高校陷入苦撑
本报记者 李炜娜 孙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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