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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迪罗”台风已去，但台风后的断桥残路仍在，台风的话题仍在继续。台
风是台湾人生活中的一部分，而这部分中最令人爱恨交加的是台风假。

记者记得初到台湾驻点采访时，台北捷运 （地铁） 地下街的一位老板递过我
买的盒饭时说：“假期快乐”，非年非节非周末，我一头雾水。后来才知道第二天
要放台风假，不少人觉得这是白赚的假日，携家唤友去逛百货公司、唱KTV，真
是“假期快乐”！

另一年的台风天，台北捷运灌水，忠孝东路上漂着汽车、沙发，台湾一位同
行打来电话：“我几乎是游到了办公室，差点没殉职。”“不是放台风假吗？”“小
姐，记者哪有假？没派我去南部就算不错了！”

服务业大悲喜

每逢台风假，台湾服务业不仅不休假反而更忙碌。假期前夕，商店就开始涌
入人流买水和食物。放假日，因为户外无法停留，再加上有的住家会停水停电，
于是，几乎全城的人都涌入百货公司、餐厅、电影院、KTV，那人气比过年还
旺。老板大赚欢天喜地，但顶风冒雨来上班、甚至家有停课学童的店员，却最恨
台风假。

今年8月8日“苏迪罗”台风过境台湾，当天恰逢台湾的父亲节 （88谐音爸
爸），全台湾的百货商场几乎没有停业的，店员们又过了一个痛苦的台风假期。
因为台风假不是法定假日，除公务员外，也不是带薪假。台湾的有关规定很弹
性，既公告放台风假，又有条款规定如工作性质决定必须上班的还得上班，除非
是“因灾害无法出勤”，但事实上能否出勤很难界定，企业只要在劳动合同中事
先约定了台风天工作，要求员工上班就不违法。员工虽然一肚子苦水，抱怨台风
天只有自己“不是人”，也不敢声明“无法出勤”，只能期待老板心情好，当月多
发点奖金补偿一下。

台风假很纠结

“喜欢台风假？太不懂事啦！”台湾一位公务员和记者聊到这个话题时说。但
他也承认自己年轻时也曾经不懂事：“盼着放台风假，不上学，大人们也都在家
陪着我。到了高中就在台风假约女生，大学时还跑到基隆去看浪……”台风假充
满自由刺激的回忆。

因为每次各地台风灾情不同，虽然有的地方房倒屋塌，但也有些地方平安无
事，每人对台风假的感受天堂地狱大不同。那位公务员回忆，某年的台风假台北
一整天风和日丽，难得全家人都停课停班在家，而且提前买好了一堆食物，全家
人背上吃的到阳明山树下野餐，然后又到吹着冷气的咖啡厅喝咖啡，晚上到白云
山庄居高临下欣赏台北夜景，“太难忘了。”

但重灾区却命悬一线，别说放假了，人人忙着救灾，公务员稍有疏忽还得受

惩处。2009年“莫拉克”台风，高雄小林
村遭遇灭村之灾，虽然中南部桥塌路断，
但台北还算平安，结果台“行政院长”刘
兆玄外出理发被千夫所指，“行政院秘书
长”薛香川下班后与友人聚餐也成了丑
闻。被指救灾不力，风灾过后，刘兆玄黯
然辞职，因台风而丢官。

灾难人人有份

那位公务员说：“为什么说他们不懂
事？就算平安无事赚了一天假期，但是，
每次台风的损失还不是得大家背？人人有
份。”

台风过后，大家看得见的损失是菜价
上涨，水果断货，道路不通，但还有很多
人感受不到的损失如作物被毁、灾民安
置、灾区重建，这些每次都以亿元计算，
2009年的“莫拉克”台风给台湾造成的经
济损失高达700多亿元新台币。而且台风损失越大，来年的治水预算就越大，水
涨“钱”高。

据台湾气象部门的统计数字，自1911年至2013年，共有356个台风给台湾带
来灾情；共有178个台风在台湾登陆，登陆地点为宜兰、花莲、台东、恒春、高
雄、台中，多为中南部和东部地区，台湾西北沿岸没有过台风登陆。

近日，台湾最热门的网络帖子是：那些年，我们放过的最长台风假。大家围
绕台风假晒出自己的经历、心情。有网友表示，最长的台风假是 2011 的“海
棠”台风，台南放假 3 天。但大家认为感觉上最长的还是 2001 年的“纳莉”台
风，虽放假 2天，但因为是周一和周二，与周日形成了连假。又有网友跟帖说，
当时自己还是山区小学的学生，道路中断，老师不能从山外赶回来上课，结果这
个台风假一直放到老师回校。也有网友晒出最郁闷的台风假：台风登陆那天是周
日，虽公告停班停课，但和往常一样一天没多休息。

至于最惨痛的台风假，网友还是推“莫拉克”：电视画面惨状不断，觉得自
己去过假期是罪过。有网友回忆：有一个镜头，有人拿着望远镜往小林村的方向
看，一直说我什么也看不到，一片泥地，没有房子也没有人。后来报道小林村灭
村了，我就一直哭一直哭……

还是这名网友有高度：虽然台风假爽了很多人，可台风造成的灾害也超可
怕，如果要用生命安全来换台风假，那我宁可不要假。台风假诚可贵，但生命价
更高啊！

台风“苏
迪罗”过后，
不仅台湾山区
又因泥石流成
为重灾区，都
市里的树木倒

伏折断也惨过往年，专家由此看出弊端，指
出如果有树就种，种了不管，并不能达到涵
养水土的作用，只是自欺而已。台大森林环
境暨资源学系教授王亚男为此投书 《中国时
报》，文章摘发如下——

森林与人类的命脉息息相关，过去由于
台湾人口急速增加，森林被过度砍伐，未能
及时复育更新，以致森林面积大量减少，涵
养水源功能被破坏，水土保持功能减少，每
逢台风即造成土石流。

除了山坡地的土石流之外，此次全台树
木倒下、折断的情形也比以往严重。以台北
市为例，4000 多株树木被吹倒，有的因为根
系太浅、树木太小，有的可能早已根系腐
朽、树干中空，遇到超强度的台风来袭时自
然无法挺过去。

由于都市人口增加，热岛效应形成，绿
化是现代化城市的基本要求。道路、小区、
校园、公园等对于林木需求日益增加。但林

木需“适地适种”，在特定的环境才能健康生长、繁衍，各地
区因不同目的对树种的选择必须正确，如果有树就种，种了
不管，未给予适当的管理，当天灾来临时，我们就看到惨不
忍睹的结果。“都市森林”该如何监控才是重要课题。

温室气体效应造成全球极端气候，台湾位于欧亚大陆板
块边缘，又是北太平洋环流必经之地，台风、地震、豪雨、土石流几乎已是
我们的“宿命”，面对一次比一次更强的台风、破纪录的降雨，我们不能心存
侥幸，必须严肃面对。

不论是林业政策、都市森林政策以及山村政策，当局都应研拟具体方
案，才能在天灾发生时让人民的生命财产以及环境生态遭受的破坏减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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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后，香港依然高温不
减，立秋日当天是自 1885 年以
来的同日最高温。图为香港小朋
友在公园戏水避暑。

洪少葵摄 中新社发

公司连连亏损，政府不堪重负，这是大多数城市公共交通留给人
们的印象。因为投资回报周期长、运营和维修成本高，世界上许多国家

和地区的地铁都在赔钱，这不仅给政府带来填不完的财政窟窿，也难以
满足民众对优质公共交通服务的期望。

但香港铁路有限公司 （港铁） 成了例外。成立于1975年的港铁，从1996
年就开始盈利，是全球少数几个实现盈利的城市地铁公司之一。

地铁住宅总体规划

目前港铁运营的铁路轨道总长约221公里，工作日日均运量超过546万人次，占
香港公共交通总运量的48.1％，其列车准点度、可靠度均超过99.9％，在全球范围内

首屈一指。
港铁董事局非执行主席钱果丰把港铁的盈利秘诀归结为可持续的财务模式、科学的

管理和良好的风险管控。这其中颇具香港特色的“轨道交通＋物业”模式成为港铁的一
个金字招牌。

“轨道交通＋物业”模式的核心在于把轨道交通投资建设和沿线土地开发升值相紧
扣，利用物业开发回收的增值部分填补轨道项目的资金缺口，达到合理回报。

在这一模式下，大股东香港政府给予港铁公司土地发展权，对地块进行总体规划。港铁公
司以该地区没有铁路前的地块价值估算，向政府支付地价。港铁公司兴建地铁，同时与开发商
合作地上物业。物业价值因地铁发展而提升，港铁公司将物业升值所回收的利润“反哺”地铁建
设、运营和维护。如今，物业发展及投资已经成为港铁除票务外的一大收入来源。

不能简单复制但可作为

与内地有着天然地缘优势，加上内地公共交通大发展的难得机遇，港铁这几年也开始深
耕内地市场，以公私合营方式运营北京4号线、14号线以及杭州1号线，并于2015年2月获得
北京地铁16号线公私合营项目的特许经营协议。在深圳，港铁还拍得了深圳地铁龙华线车辆
段地块，并引入“轨道交通＋物业”模式开发了“天颂”住宅项目。在天津，港铁与天津市
地下铁道集团有限公司合组的公司竞得地铁6号线北运河站上盖土地使用权，进行综合土地
开发。

香港和内地在土地制度和规划法规上存在差异，人口分布和可供开发土地的情况也有不
同。港铁模式难以简单复制到内地，需要灵活变通，但这不妨碍其核心理念为中国大城市化
解“城市病”提供有益借鉴。

轨道交通建设在方便居民出行，提升沿线房地产价格，推动新城扩展与旧城改造，实现
人口空间分布均衡化等方面具有巨大的效益。在政府面临财政压力、土地发展资源日益紧缺
的情况下，若把这些效应与潜在收益有效转化为对轨道建设和长远运营的支撑，则可为城市
轨道建设带来新的思路。

中国政府在基础设施领域和公共设施建设中，鼓励和推广公私合营模式的探索让港铁对
开拓内地市场怀有更多期待。

面对内地的巨大市场，港铁在摩拳擦掌的同时也在审慎选择，希望把更多先进的经验带
到内地。在钱果丰看来，这是体现香港“软实力”的一部分。“我们不担心进入内地市场所面
临的竞争，有竞争是好事，港铁有这个信心。” （据新华社电）

交通+物业：

香港地铁盈利秘诀
樊 宇

◀抓拍香港

最热“秋后”最热“秋后”

“想成为Uber的特约合作司机吗？”“注册简单、马上
赚钱”等广告语在 Uber 的网站上非常吸睛。近日，香
港警务处证实，他们已经对手机订车服务“优步”

（Uber） 进行调查，有通过 Uber 提供载客服务的私
家车司机被捕。被捕司机获准保释候查，他们涉嫌

“非法驾驶汽车作出租或取酬载客用途”和“驾
驶汽车时无第三者保险”。

香港警方搜查了 Uber 在香港的两处办公
室，检获一批文件、电脑和电话，并拘捕了3
名Uber职员。他们涉嫌“协助及教唆非法驾
驶汽车作出租或取酬载客用途”、“协助及教
唆驾驶汽车时无第三者保险”。

据介绍，利用手机软件的订车服务，
在香港的法律规管下，有合法的经营方式
和空间，但并非所有用手机订车服务都符
合法律，警方认为Uber涉嫌在合法范围外
经营。香港警方表示，根据有关条例，除
非获发有关牌照，否则任何人不得容许他
人驾驶或使用汽车，以作出租或取酬载客
用途，首次定罪可判罚款5000港元及监禁
3 个月，再犯可处罚 1 万港元及监禁 6 个
月。

此前，有香港出租车团体发起集会，
对利用手机软件预约私家车的载客行为表
达不满，要求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取缔非法
营运车辆。

港警查“Uber ”
虹 文

港警查“Uber ”
虹 文

台风假 台湾的集体记忆
本报记者 陈晓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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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天的基隆街头。
CNA摄 中新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