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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大陆青少年航天爱好者赴台科
学体验营1月30日在台北开营，约30名来自
大陆的青少年学生将在为期6天的行程中参加
各种天文科学体验活动，与台湾师生联谊交
流。本次活动由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等举办，是

“两岸学生天文科学体验营”系列活动的第六届。
图为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会长许嘉璐在开营仪式上
向体验营的学生代表授营旗。

本报记者 王 平摄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台当局 1月
31日举行针对公务员的“网络发展趋势研
习营”，向“网军”学习，并表示未来
“行政院”将发表“网络白皮书”，主动

公开大部分施政措施，以供社会检
视。前来开讲的是包括谷歌台湾董事
总经理简立峰、和沛科技执行长翟
本乔在内的“网络高手”。

的确，时至今日，网络不但
改变了人们的购物模式、交友方
式，甚至还在改变着岛内的政
治生态和选举模式。

网络主导的选战

对于执政的国民党
而言，大概是从“九合
一”开始，才更为真
切地意识到选票的厮
杀 原 来 转 换 了 战
场。最后蓝绿战况
的意外，有不少
岛内学者的分析
都 落 在 了 “ 网
络”上。

当国民党

候选人还在把大把竞选经费投放到传统媒体
时，民进党却把更多精力放到了网络上的经
营。网络和社交媒体直接成为候选人面向选
民发声的渠道，过去能大幅主导选战样貌的
平面媒体却不得不在网络媒体后面苦苦追
赶。这个变化，在台北市长的选举中表现得
尤为明显。

统计显示，台湾 2300 万人口中，仅脸
书每月的活跃用户就有 1400 万人，占全体
人口近六成。因此，从决定投入选举之初，
无党籍身份的柯文哲就已经选定了网络作为
他的主战场。柯文哲阵营的科技顾问，是台
湾最早的本土门户网站之一“番薯藤”的创
办人陈正然。“过去只要掌握几家报纸、几
个电视台的主管，就能大致管控候选人在媒
体上所呈现的形象。但现在是网络 2.0 时
代，所有的讯息都有 N 个来源。”陈正然
说，无论是在脸书上传播政见、与网友互
动，还是透过社交网站平台传播自己阵营拍
摄的短片等，都成了这次选战中空前重要的
任务。

网络决策盲点多

有岛内媒体曾发表评论称，台湾选举的
一个变化是，候选人从原来的抢报纸头条大

战变成了刷话题大战。
柯文哲上任后，左打“前朝”右打财

团，网络热度不减。甄拔人才、决定政策也
在网络上进行。一时之间，网络决策似乎成
为政坛显学，地方首长纷纷投入其中。

网络时代，如何强化政策营销效能，的
确是党政机构、政坛老枝新秀都需要面对的
重要课题。可也有岛内媒体指出，所谓的网
络决策，其实盲点很多。一方面，使用网络
的民众会因年龄层、区域、家庭收入等有不
同；另一方面，网络上的意见，有同质性
高、人少声音大等现象。网络信心可以作为
参考，却不能成为决策唯一的依据。

通过网络甄选人才，柯文哲表示是希望
开放全民参与城市治理。然而，当柯文哲公
布台北市局处长名单，有 10 多位他所聘请
的市政顾问同声谴责柯文哲“践踏专业”，
愤而宣布脱离他的团队。有台媒发表评论
称，难怪他们生气，因为这份名单中有着清
晰的酬庸迹象或裙带关系，甚至看不见专业
或相关资历。

还是那句，网络，如同所有技术，无所
谓好或坏，全看执政者如何利用它来体察民
情、改善政策。城市治理，不是会刷话题就
行。能不能端出“牛肉”？政策能不能惠及
升斗小民？才是政客能火多久的关键。

宝岛万象

据香港媒体报道，香港民间人
权阵线2月1日举行游行。原计划下
午 2 时从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出
发，4 时到达中环遮打道行人专用
区，并集会至午夜。但在维园聚集
的市民稀稀拉拉，其后队伍由一辆
贴着标语的货车带领，2 时 45 分才
走出维园。游行由“占领运动”期
间的被捕人士带头。据报道，人数
比他们原先预计的要少很多。这种
强撑的“游行秀”非要登台亮相，
组织方和背后的势力究竟是要闹哪
样？

反对派：执意杯葛政改咨询

民阵是香港亲泛民主派的一个
组织，每年都要发动元旦游行，今
年推迟到2月1日，是因为盯上了特
区政府之前启动的第二轮政改咨
询，游行打出的口号是“我要真普
选”云云。

香港第二轮政改咨询启动后，
市民踊跃参与，纷纷发表意见完善
具体方案。如果顺利进行，按照基
本法和全国人大决定实现 2017年普
选，将向前迈进一大步。然而，树
欲静而风不止。香港反对派自然不
会善罢甘休，而会多方干扰。于
是，打着“真普选”的幌子杯葛第
二轮政改咨询的游行，就在香港

“占中”后痛定思痛的社会氛围中逆
势登场了。

在民阵发起游行的同时，保卫
香港运动等 5 个团体也在尖沙咀发
起集会并派发支持政改的传单。保
卫香港运动发起人傅振中表示，希
望有一个对比鲜明的声音，让市民
知道社会上大部分人都支持政改。
而最新文汇网友的评论，更是直指
泛民派“得寸进尺，祸害连连，有
法不依，遗祸至深”。也有网友对反
对派表示厌烦，“今天要这，明天要
那，今天闹番 （翻） 天，明天甚至
闹独立。”

港人：往前看化解心结

对杯葛政改咨询的诉求，许多
香港人士表示不以为然，希望能够
往前看化解心结。港区全国人大代
表、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叶国谦评论
说，有关普选的“真与假”讨论，
是假命题，因全世界没有一套大家

都认可的政治制度，如果有人坚持
要用自己的一套制度才愿意通过政
改方案，是不负责任的。

“两岸和平发展联合总会”理事
长吴天赐表示，他在香港住了超过
50 年，热爱香港。“我希望香港安
定繁荣。在英治时代，香港有自由
没有民主。回归之后，香港安定繁
荣，和平发展，但有些人却披着民
主的外衣，口头上讲‘真民主’，但
只是想香港乱，将‘香港’变成

‘臭港’。大家一定要搞好香港，不
要被‘有心人’所破坏。”

香港社会有部分人至今仍坚拒
接受人大“8·31”决定，民建联陈
监林认为，很多人不了解基本法和
全国人大的宪制地位，希望政府能
够多做宣传工作，避免再出现如

“人大决定不一定要跟从”般的“奇
特”说法。

有港人担心，2017 年的普选方
案是“终极方案”，因此宁愿选择原
地踏步。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副
局长刘江华强调，选举法例会随着
时势而演变，“不可能一成不变”，

“如果今天能够迈开第一步，将来逐
步完善，这就是循序渐进的概念。”

立法会主席曾钰成 1 月 31 日表
示，政改方案将来做出任何的进一
步修改，都会是一种优化。中央和
特区政府的官员曾表示，在 2017年
普选落实后，香港政制仍有向前发
展的空间。若反对派议员能在这方
面作更肯定回应，中央和特区政府
应认真考虑各种诉求。

主流民意：不要折腾和“走秀”

2 月 1 日民阵游行还有一个特
点，就是由“占中”期间的被捕人
士带头。作为组织方，民阵却早就

“撇清责任”，表示无法担保集会结
束后参与人士的动向。

据悉，警方为此派出 1500名警
员维持秩序。警方严阵以待，就是
防止在集会后再次出现“占领”场
景。不过参与游行的学联及学民思
潮似乎在“占中”碰壁后学聪明
了，他们都表示游行后“不会有后
续行动”。

但表面的平和下，近期香港某
些社会思想依旧暗潮汹涌。刚被特
首在施政报告中点名批评的港大学
生会刊物 《学苑》，在其1月号上再

度刊登文章宣扬“港独”意识。该
篇文章竟歌颂暴力，说什么向警方
投掷砖头、以铁马冲击立法会是

“暴乱公民权”。其谬论受到香港
社会广泛批评。

之前在 1月 26日早晨，位于
香港新界的李兆基中学的外墙，
被 人 分 别 用 黑 漆 及 蓝 漆 喷 上

“香港建国”及抹黑警方的粗言
秽语字句。而在刚刚过去的香
港马拉松举行期间，上百名

“占中”者先后撑起黄伞参
赛，又高举黄色“占中”标
语，甚至把标语往跑道上的
参赛者手里硬塞，企图“骑
劫”这项国际体育盛事，将
赛事“染黄”。其行为引起
许多参赛跑手的不满。

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
大的决定，已为香港普选
画清了路线图。前一阶段

“占中”行动的发生，正
是因为香港部分人和一
些 势 力 试 图 绕 过 基 本
法，推出他们属意的特
首产生方法，为此什
么 都 可 以 不 管 不 顾 ，
不惜搞乱香港。但中
央的立场十分坚定，
港 府 的 工 作 稳 步 推
进，特区政府在施政
中 越 来 越 明 晰“ 一
国”的题中应有之
义，香港的主流民
意也越来越体认到

“占中”等行为的
危害性，不希望激
进力量把香港变
成“政治擂台”或

“政治秀场”。当
前香港人心思
稳 ，他 们 不 要
折腾，不要“走
秀”，而要还香
港 一 个 宁 静
祥和，才有可
能 再 创 繁
荣。这些主
流 民 意 ，
都 是 香 港
从 事 社 会
活动者不
能视而不
见的。

“占中”后缺乏痛定思痛 再游行暴露暗潮汹涌

香港市民看厌反对派“政治秀”
本报记者 任成琦

“占中”后缺乏痛定思痛 再游行暴露暗潮汹涌

香港市民看厌反对派“政治秀”
本报记者 任成琦

记者观察

专家谈部分港人“制度傲慢”——

香港反对派应放弃“三个臆断”

刷话题
不如

木 曰

大陆学子赴台交流天文

本报北京电（刘艳） 由北京市台办和
北京台资企业协会共同主办的“2015在京
台胞迎新春联谊晚会”，1 月 30 日在北京
饭店举行，在京台胞、台商、台属欢聚
一堂，共叙友情、喜迎即将到来的羊年
新春佳节。

北京市副市长戴均良代表北京市
委、市政府向在京台胞表示新春问
候，他希望台湾同胞、台资企业共同
努力，推动两岸关系进一步和平发
展。他说，北京市委、市政府将一
如既往地支持台湾同胞和台资企业
在京更好地发展。

据悉，北京台资企业协会成
立 20 多年来，在京台商扎根北
京、努力推动两岸交流，在实现
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有力
地支持了北京市的发展。

在京台胞举行新春联谊会

图为季军惠榉乔，她来自纽约。

图 为 友谊 小 姐 金 诗迪 ， 她 来 自奥克兰。
图为冠军蔡美霆，她来自悉尼。

1 月 28 日，“2015
国际中华小姐竞选”
获奖佳丽在香港出席
选美赞助商举行的颁
奖活动。

洪少葵摄
（中新社发）

本报电 据台湾 《联合报》 2月 1日报道，大陆游客到台湾将
可刷卡逛夜市，台北宁夏夜市最快2月初启用针对银联卡的移动刷
卡机，台北晴光商圈、师大商圈有望跟进。而支付宝等大陆游客爱
用的小额支付工具，也在秘密准备中。

夜市是观光客必到景点，以宁夏夜市为例，一年就约有500万人
拜访，观光客占比五成，陆客又是观光客中的最大宗，摊商想尽办法
留住陆客商机。宁夏夜市观光协会理事长林定国指出，陆客到夜市，
除了买伴手礼，最喜欢逛小摊贩，每次用餐金额 100 到 200 元 （新台
币，下同） 不等，“推出新的支付工具，绝对会增加店家收入”。

另据台媒报道，为服务大陆游客，台湾超商业者推出兑币服务。统
一超商7-11表示，2月1日起，开放西门町商圈的捷盟门市、邻近中正
纪念堂的中爱门市、民权东路六段的名宝门市兑币服务，但仅限用人民
币兑换新台币，每人每日上限2万元人民币，须收手续费，时间是7时至
23时。

陆客赴台游

夜市可刷银联卡
超商能换新台币

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与长隆集团在北京正式宣布
联合发行工银长隆联名信用卡。该卡是国内第一款主
题公园联名信用卡，包括银联品牌及 VISA 品牌芯片
卡，支持接触式与非接触式使用。据悉，该卡在香港
和澳门同步首发。图为客户代表在展示新发行的工银
长隆联名信用卡。 新华社记者 杨 光摄

据新华社台北 1月 30 日电 （记者陈斌
华、王笛） 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
主任满宏卫表示，2014年两岸双向交流总人数
达 941.2 万人次，其中大陆居民赴台总数、赴
台旅游人数均较上年有 40％左右的增长。2015
年这一势头将持续发展，全年两岸双向交流总
数有望突破千万人次大关。

为贴近台湾民众的使用需求，海旅会台北办
事处 30 日在台北宣布启用“美丽中华”facebook
粉丝专页，满宏卫在启动仪式上作上述表示。

据介绍，2014 年两岸双向交流总人数创历史
新高。台湾居民赴大陆超过 536.6万人次，保持了
平稳增长。大陆居民赴台总数为 404.6 万人次，同
比成长38.56％。

2015年两岸双向交流
总人数将首破千万大关

两岸传真

相关链接

本报电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香港反对派
一直质疑中央在香港特区落实普选的诚意。深
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定淮近日
在香港指出，香港反对派必须放弃“三个臆
断”：一是有中央官员讲话或新文件政策出台，
就以为“中央要变”，二是质疑内地选举制度不
够发达而无法在港落实民主，三是不相信中央
政府。

张定淮赴港出席“大中华青年在线”在香
港举行的政改论坛时指出，香港的民主发展须
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应符合香港的实际情
况。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8月31日的政改决定
是不可逆转的。他呼吁香港反对派理性务实支
持政改，不要再用非理性的“占中”方式“搞
破坏”，因为政改方案一旦被否决，香港就不知
何时才可以落实普选。

他提醒香港反对派必须放弃三个“臆断”：
一、每当有中央官员讲话或新文件政策出

台时，他们总是认为“中央要变”，“为什么香
港社会担心变呢？因为香港社会对中央有一种
不信任的心态。”张定淮批评，有部分港人在

“一国两制”下，产生了一种盲目的“制度傲
慢”思想，以为香港的制度优于内地的制度，
无论中央提出什么都不接受。

二、反对派以为国家本身的选举制度不够
发达，故怀疑中央是否真心实意在香港特区推
动普选。张定淮指出，港人以道德眼光“打
量”中央是错误的，“因为中央在内地实施的民
主与资本主义之下的民主，完全是两回事。”

三、中央肯定希望在香港实行民主政制，
但部分港人抱怀疑态度，不相信中央。张定淮
笑说，“有人在香港社会里面挺好玩的，我看到
报纸叫 （中央政府）‘阿爷’、‘阿爷’，嘴巴称

‘阿爷’，实际上一点不尊敬，是不是这样呢？”
他坦言，“你如果真正把它当‘阿爷’，那就好
办了！”

端“牛肉”端“牛肉”

中华小姐
出炉

政客火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