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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传真

30年前，台湾也曾遍地垃圾——

在台在台北最大的垃圾堆上喝咖啡北最大的垃圾堆上喝咖啡
本报记者 王 平 孙立极

近日，记者在台北最大的“垃圾堆”上喝
了一杯别开生面的咖啡。是的，这个窗明几
净的旋转餐厅，就建在北投垃圾焚化厂
120多米高的大烟囱上。往下看，淡水
河与基隆河蜿蜒流向天际，岸边多
是高档住宅。“30年前，河上漂
的都是垃圾，甚至还有死猫
死狗，臭得要命，哪有人
在旁边住？”台湾环
境永续发展基金
会董事长陈龙
吉 对 记 者
说。

香 港
大 学 学

生 会 刊 物
《学苑》此前刊

登文章，大肆宣
扬 所 谓“ 港 独 ”思

想 ，早 已 经 尽 人 皆
知。尤其是“占中”过

程中，经过学生群体的发
酵，更是数度引发外界的关

注。虽然 《学苑》 编辑部声
言，希望以学术角度引起香港市

民对政治制度的关心，并非鼓吹和
煽动“港独”，但狐狸尾巴还是藏不

住。据香港媒体报道，继其前副总编辑王
俊杰日前在《城市论坛》公然承认赞成“港

独”之后，《学苑》前总编辑梁继平也承认支持
“港独”，不断“自打嘴巴”。

“港独”思潮荼毒青年

梁继平更以“港独”作为谈判筹码，称若有反对
派所谓的“真普选”，就无需再讨论“港独”。为反对
派助攻之意，呼之欲出。

当然，梁知道“港独”在大多数港人看来，就如
同过街老鼠，所以也不忘诡辩替自己打掩护，称支持
独立不等同于忘记自己中国人的身份，而爱国亦无需
负上“必然的责任”云云。

有媒体问他，“香港独立”是否会被外国势力借
机插手香港事务？梁继平竟然坦言，想

“独立”就需要借助国际舆论的压力，而
香港本身就有多国的资金存在，有外国
势力是一种“常态”。这种毫不遮掩的狂
言，令人瞠目结舌。

有人说，“港独”思潮近年来有
蔓延的迹象：从游行示威中屡屡出现的

龙狮旗，到冲击军营的激进行为，从贯穿
“占领”行动始终的“命运自主”的政治口

号，到反对派抛出“本土意识”的政治主张，
处处可见“港独”思潮的影子。
《学苑》近年来三番四次地刊登鼓吹“港独”主张

的文章，主张香港“寻找一条自立自决的出路”，更显示
“港独”歪风有步入大专院校、荼毒新生代的趋势。

警惕绝非“小题大做”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近日直接点名批评《学
苑》 及其思想。他明确指出，《学苑》 的一些文章，
对本港宪制地位的论述“完全错误”。“大家可能认为
这只是一些学生偶发性的思维，包括是抒发自己感情
的写法，但这些问题不是一般的时事题，而是涉及香
港关键的宪制问题。”

梁振英强调，一个地方的宪制地位对其日后的发
展而言非常重要，宣扬“港独”的观点并非一般的学
术研究，而是政治主张，更“不可能是小题”。他又
以去年爆发的“占中”行动为例，指出 2013 年初有
人提出要“万人占中”时，当时也有评论认为无须理
会，但当“占中”真的发生，行动对社会的冲击是有
目共睹，所以必须对错误思想主张加以警惕。

梁振英随后更是借电视论坛二度指出，学生和青
年向往民主、关注政治议题值得肯定，而大学生更是
社会未来的栋梁，因此对他们更要“是其是，非其
非”。他举例称，部分学生要求“公民提名”，正是缘
于对基本法的不了解，因此香港人有必要对基本法及
相关法律温故知新。梁振英又强调，香港乃中国的一
部分，是实行高度自治的特别行政区，因此香港并无
条件搞“独立”，这种想法不能亦不应该存在。

有评论认为，特区政府分析时下的社会情况，认
为不少年轻人被“港独”思想荼毒，经过多番思考和
推敲后，政府决定尽早正视问题，主动强调香港的宪
制地位，正本清源，并对“港独”思潮保持警惕，避
免情况恶化。香港各界也认为，鼓吹“港独”是挑战

“一国两制”，对于这些“异端邪说”，社会应予以强
烈谴责，并及时更正不良意识和错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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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中华爱国同心会1月20日在台北凯达格兰大道举行“一个中国框架下一国两制”演
讲会。这是自去年10月以来，该会第四次举办演讲会。爱国同心会会长周庆峻表示，这一活
动将持续进行下去，目的是让台湾人增进对大陆和“一国两制”的了解。图为嘉宾在演
讲。 本报记者 王 平摄

2012年 12月 30日，由
香港网民成立的民间组织

“爱护香港力量”发起游
行 ， 针 对 香 港 反 对 派 呛
声，反对包括“港独”在
内的乱港言论，吸引了不
少市民的关注和参与。

图片来源：网络

台北街头演讲台北街头演讲““一国两制一国两制””

辛辛苦苦忙活了一年，大家都关心自
己的年终奖金能发多少。临近春节，台湾
岛内从高官显贵到普通上班族，大家最关
心的话题莫过于年终奖金。年终奖金也是
经济景气与否的一个“晴雨表”。

2014年，岛内经济有所回暖，经济
景气连续8个月亮起绿灯，也带动了薪资
福利的“水涨船高”。据台湾104人资学
院近日发布的《台湾地区薪资福利调查
报告》，2014年台湾每人平均可以多领
1.31个月工资作为年终奖，比2013年增
加0.15个月，创4年来新高。

台湾“金管会”负责人透露，2014
年台湾金融业盈利可达 4000亿-5000亿
元新台币，创史上新高。不仅是去年，
台湾金融业最近6年来连续保持强者恒强
之势。金融企业有丰厚盈利，金融员工
自然就有好“薪情”。报告显示，台湾金
融业以每人平均多领 2.24 个月工资居
首。光电业、电信通信业位居二、三位。

与大陆一样，在台湾，每年考公务
员也都要挤破头。经济景气越差的年
头，公务员考试往往越火爆。这其中缘
由不言而喻，公务员不单是每月的工资
收入有保证，就连年终奖金这一块也是
有保障的。

一般而言，无论经济增长的目标是
否达到，台湾一般公务员的年终奖不受
影响。以2013年为例，台“行政院”等
部门在台“立法院”备询时称，公务人
员年终奖金固定1.5个月，合计年终奖金
与考绩奖金，最高可领2.5个月。

与公务员相比，普通上班族要苦得
多。辛辛苦苦忙活一年，普通上班族拿
到的年终奖，呈现出不一样的“薪情”。
受惠于大陆游客赴台观光人数的大幅增
长，台湾相关服务行业板块的“薪情”
看涨，年终奖同比增长28%，为各行业最
大增幅。

不过，虽然去年岛内景气有所回
升，但受长年经济疲软的拖累，多数机
构的员工到年终仍只能拿到微薄的年终
奖。看来好“薪情”还得仰赖好经济。

年终奖发多少？
李向娟

年终奖发多少？
李向娟

宝岛万象

本报电 （贾振成） 亚洲金融论坛 1 月
19日至 20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以

“亚洲：转变中持续翱翔”为主题，邀请逾
100位国际金融和经济领域的重量级人物担
任演讲嘉宾。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在致开幕辞
时表示，香港的优势在于“一国两制”，香
港能够更好地成为一个超级的连通者、沟
通者。香港贸发局主席苏泽光表示，香港
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仍然非常稳固。

在讨论环节，嘉宾们探讨的课题包括
环球经济、中国机遇等，演讲嘉宾有中国
投资公司董事长丁学东、中国银联董事长
葛华勇、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陈启宗、菲
律宾 SM 投资公司副董事长施蒂丝等。本
届论坛还设有“全球投资机遇专区”和

“项目配对环节”，进行超过400场配对。

据新华社台北1月20日电 （记者
陈斌华、许雪毅） 台湾当局经济事务
主管部门投资审议委员会 20 日公布，
2014 年全年共核准陆资来台投资项目
136 个，比上年减少 1.45％；投 （增）
资金额总计 3.3463 亿美元，比上年减
少4.25％。

其中，重大投资项目包括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5993 万美元增资中
银台北分行，纳爱斯浙江投资有限公
司以 4436 万美元投资台湾妙管家股份
有限公司，以及注册在英属维尔京群
岛的七彩虹集团有限公司以 4399 万美
元投资亿城国际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自 2009 年 6 月 30 日开放大陆企业
来台投资以来，台方累计核准陆资投资
项目619个，投（增）资金额近12亿美元。

亚洲金融论坛畅论香港优势亚洲金融论坛畅论香港优势

去年陆资入台项目136个

台北市北投垃圾焚台北市北投垃圾焚
化 厂 烟 囱 上 的 旋 转 餐化 厂 烟 囱 上 的 旋 转 餐
厅厅。。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从
“瘟神”

到抢手货

游台的旅客都同意，干
净 是 台 湾 最 突 出 的 特 点 之

一。但他们可能想不到，就在二
三十年前，台湾还是一副遍地垃圾

的景象。台北算好的，南部垃圾都直接
扔街头，高雄等有重工业的城市“空气都是

黄的、臭的，污染比今天北京雾霾严重多了”。
台湾如何用20年时间成功变身？陈龙吉可能是

最适合讲这个故事的人，台北的三座垃圾焚化厂都是
在他任“环保署副署长”时，亲手规划兴建的。

1987年，台北在内湖区建起第一座垃圾焚化厂，建设
过程充满阻力。建厂之前，周边居民极力反对，怕脏、怕
臭、怕空气污染，甚至怕风水变坏，怕受到诅咒都成了理
由。其后全台陆续建起 24 座垃圾焚化厂，几乎每座都遭

遇民众抗争，其中彰化溪州的焚化厂，开工之日甚至动用
了3000警力。

厂建好后，环保团体不断挑刺，例如发现附近一棵树叶
子黄了，就说是焚化厂的错；居民也多有疑虑，有人发现烟
囱竟然不冒烟，就质疑是不是“白天故意不烧，晚上偷偷
烧”。陈龙吉说，他请里长过来看，里长守了 3天，发现焚化
炉确实一直在烧，才说“啊呀，我真是冤枉了你们”！

再到后来，垃圾焚化厂从“瘟神”变成了抢手货。因
为厂周围的环境不但没有变糟，而且厂内还添置了大量的
公共绿地和休闲娱乐设施，供区内居民免费使用。除此之
外，区内居民还可获得电费补助，外加每年总额高达数千
万元 （新台币，下同） 的回馈金。

现在的北投垃圾焚化厂除了有垃圾车进出，看起来就
是个大公园：没有烟尘，闻不到异味，大片绿地围绕着游
泳馆、健身房、网球场、慢跑步道、篮球场……大烟囱上
的旋转餐厅是著名地标，成了约会的好去处。

“开始抗议得最厉害的那个议员，后来大喊‘我也
要’，要求在他那一区也建焚化厂。”说起往事，陈龙吉忍
不住笑出声。

垃圾厂毫无异味的秘诀

近些年，大陆不少城市去台北学习垃圾处理经验。同
样是垃圾焚化厂，为什么台北市可以做到毫无异味，污染
值长期低于指标呢？

北投垃圾焚化厂的秘书胡坤智介绍，秘诀还在于严格

细致的管理。焚化炉的主坑是最大的“臭源”，所以必须严格
密闭；垃圾车一旦漏水，就会臭气熏天，所以厂里规定，一次
漏水司机就记过，两次就直接开除；每天要对厂周围的道路
做一次全面清洁；每台垃圾车每天必须洗一次车……

魔鬼在细节里，如果没有面面俱到的考量和管理，哪
怕再先进的技术，也很难让垃圾焚化厂变成“大众情
人”。北投垃圾焚化厂还花了许多心思，比如给大烟囱画
上赏心悦目的图画，在门口竖电子标识牌，让居民随时可
查污染指数，同时还在网络上公布这一数据，接受市民监
督。厂里还设有一个私立幼儿园，从家长愿意送幼童来上
学，就可以看出他们有多放心。

垃圾焚化厂是公营单位，每年市政府为此要花多少钱
呢？答案是，不必花钱！焚化垃圾的过程可以发电，卖给
电厂每年可以获2亿多元，加上台北市环保局向市民征收
的垃圾处理费，已经超过了焚化厂每年 3 亿多元的投入。

“垃圾焚化厂做得好，是可以盈利的”，北投垃圾焚化厂的
工程师顾志康说，一些民间运营的垃圾焚化厂，可以做到
12年收回成本。

有设备没观念也白搭

是不是有了好的垃圾焚化厂，城市垃圾就自动一扫而
空了呢？陈龙吉说，如果没有居民配合和社会环保观念的

跟进，问题就只解决了一半。
早期发生过这样的事：有居民把汽车钢圈、电缆等丢

到垃圾里，导致焚化炉出现“烧结”，整个炉子被卡住。
所以，如果市民没有做好垃圾分类在先，垃圾焚化厂就没
法正常运转。

台北市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推行垃圾分类，过程也很

艰难。居民需要习惯把垃圾分类，装在特制的袋子里，在
固定的时间交给垃圾车，而这个袋子他们还要花钱向环保
部门买。一开始，常有怕麻烦或不愿花钱的居民偷偷把垃
圾丢在街头，环保部门人员就和里长们一起上街监督，发
现有人乱丢垃圾先劝谕，若坚持不听就开罚，长期坚持
之下，风气才慢慢转变。

环保教育则要从小孩抓起。陈龙吉说，当时每个
学校都选“环保小局长”、“环保小署长”，小朋友
回家跟阿公阿嫲说“你不能乱丢垃圾”，大人也
跟着改变；这些小朋友长大变老板，为人父
母，环保的观念就会传下去。

台湾的垃圾处理系统从无到有再
到成熟，足足花了 20 年。陈龙吉
认为，以大陆的执行力，这个过
程可以缩减。他回忆20多年前
带瑞典环保部的人游台北，
上山时发现只要沿着垃
圾走就不会迷路，心
里很懊恼，结果瑞
典环保部长跟他
说：“别急，我
们 以 前 也
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