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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初，香港激进团体频繁的
“反水货客”示威活动，令香港旅游大
幅降温。在社会各界的反对声中，示
威活动一度销声匿迹。谁料时隔半
年，近日香港“本土派”团体再度作
乱，在香港上水发起“反水货客”游
行。

香港 《文汇报》 社评指出，绝大
多数香港人不会认同“本土派”赶
客，而对其行径反感厌恶。如今“本
土派”胡作非为已令香港经济受重
伤，威胁香港的繁荣稳定。香港市民
不能再做“沉默的大多数”，要像 183
万人集体签名反“占中”一样，再次
挺身而出，大声向排外反同胞的激进
分子说“不”。

“光复”游行滋扰商区

香港 《东方日报》 报道，近日，
约 100 人响应网上号召，参与“本土
派”团体发起的“光复上水”游行。
活动发起人、“本土同盟”梁姓成员
称，近来水货活动重现，严重影响区
内居民生活，政府不可只顾零售业寒
冬，而不理居民苦况。

示威者高喊“打击水货走私”及
“还我宁静家园”等口号，由上水港铁
站出发，途经上水地区多家商场和药
店。部分人穿黑衣戴黑口罩，还有人
高举港英旗。期间不断辱骂内地旅客
和店铺人员，严重滋扰商区。商铺职
员见状如临大敌，用身体挡住店门，
防止示威者闹事。有店铺索性暂停营
业，落闸避险。警方派出上百名军装
和便衣警员沿途戒备，又用胶带隔出
游行路线，控制人群。

另有约 20 名反对排外的香港民众
到场抗议，与示威者隔着警方防线对
骂，怒斥游行人士破坏社会安宁、打
击旅游及零售业。

周边产业或将雪上加霜

“反水货客”贻害不浅。有上水地
产代理称，近月访港内地旅客减少，
区内有两成药房倒闭，反水货抗议可
能使整体零售业雪上加霜。

再次发生“反水货客”示威后，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
苏锦梁立即公开回应，所谓“光复上
水行动”会导致内地旅客进一步减
少，影响内地旅客来港意愿，这些激
烈的行动极不负责，影响香港整体旅
游业的发展和香港旅客之都的形象。

苏锦梁认为，“光复上水行动”的
代价，将由其他普通香港市民承担，
影响香港零售业界 34.4 万从业者，饮
食业界23.9万从业者的生计。

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席林建岳质疑
有关行动的真正目的，希望有关示威
者“将心比己”，“不要把快乐建筑在
别人的痛苦上”。林建岳表示，这些

“反水货客”和“占领”行动直接损害
香港的形象，令内地旅客担心来港旅
游的安全。

香港市民不能再沉默

为解决香港旅游和零售业下滑的
情况，港府上半年便已开展一系列针
对内地游客的宣传活动，并不断地呼
吁旅游业界不能再“吃老本”。但从目
前的数据来看，并未收到明显成效。

苏锦梁认为，香港近期游客人数
减少及旅游业低潮受多重因素影响。
相对于外部环境的变化，来自香港内
部的因素，则是类似“光复上水”这
样不负责任的行为。应停止类似激烈
行动，向各地旅客发出一个信息：香
港是一个好客之都。

《文汇报》社评则指出，年底区议会
选举临近，“本土派”激进组织为吸引激
进选民的支持，从而在区选中有所斩
获，蛰伏近半年时间后又张牙舞爪。去
年“占领”行动最终退场，很大程度上源
自民意的强烈反弹。面对183万个反“占
中”签名、八成民意反对的强大压力，激
进分子不得不知难而退。如今，为了香
港和自己的利益，广大市民要再次坚决
表示反对，以遏止赶客情况泛滥恶化。

老是赶客“反水货”
香港市民真烦了
俞 晓

优步去年进军台湾后，就吹皱计程车市
场的满池涟漪。和大陆不同，台湾计程车众
多，打车通常不会难。本来已经接近饱和的
出租车市场，迎来号称“价格屠夫”优步的
进逼，影响到计程车司机的生计。

去年7月，台湾民间团体发动近千辆计程
车包围“交通部”，群情激奋抗议优步的“违法
营运”，更有运将 （出租车司机） 当众烧毁营
业登记证。在外界压力下，“交通部”确认优
步属于违法营运，同时吊扣每车牌照两个月。

众声喧哗中，台湾 《中华日报》 的社论
指出，破坏性的创新难免冲撞现有制度，给

传统业者带来竞争与痛苦。但站在鼓励创新
立场，应抱持宽容态度，这对一般计程车司
机虽然不公平，却只能视为创新的必要之
恶。有数据显示，自优步在台营运以来，已
有数十万民众注册为使用者，也有数千民众
成为合作司机，每月为家庭提升高达50%的经
济收入。

再说，优步等“专车”和传统出租业也
不是水火不容。比如，优步们背后隐含的共享
概念和运用到的科技，是现有的出租车业者可
以师法的。只要有心，从车辆的整洁、司机的仪
容这种表面功夫，到乘客的叫车模式、付款方

式等“软实力”，应该都是不难克服的问题。
优步台北总经理顾立楷表示，当局希望优

步能取得运输执照后合法上路，如此一来并没
有任何“创新”的意义，只是再替台湾增加一家
车行而已。不管是保
护消费者权益还是
保证司机的收入管
道，期盼当局更与时
俱进，“修改现行法
令制度，接纳新的召
车模式，而不是一味
打压。”顾立楷说。

优步在台遭重罚 目前夹缝求生存

台“专车”合法上路要闯三道关
本报记者 任成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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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台““专车专车””合法上路要闯三道关合法上路要闯三道关
本报记者 任成琦

就在滴滴、神州等“打车神器”风靡大陆时，台湾的手机召车
服务正在夹缝中生存，虽然之前Uber（译为“优步”）屡遭重罚，
LINE（类似于大陆微信）也有意在台湾推出“LINE Taxi”叫车服
务。消息传出后，台“交通部”就先打预防针，提醒业者“必须注
意适法性问题”，管理从严的意思很明显。另一方面，“专车”在台

也不乏点赞族，比如传言台“经济部”为了刺激消费和增加工作机
会，有意开放优步合法化。台湾逢甲大学运管系副教授李克聪也是

“专车”的拥护者，他认为对优步应赶快给予合法化，并探讨在法
规规范的范围内用什么方式生存。综合来看，虽然服务、车辆均优
于出租车，但优步们要在台湾合法化，依旧关卡重重。

在台湾，优步一般车的起步价是 50 元
（新台币，下同），比起正规车行少了 20 元，
可用信用卡付款，有些司机还会替你开车
门。而优步的到来也起到了鲶鱼效应。今年
10月1日起，台北市、新北市及基隆市将同步
调整出租车运价，民众如果打车，同样距离
将比以前从荷包中掏得更多。对于平民百姓
来说，省钱就是硬道理。虽然优步在法令上
尚未获得许可，却有许多消费者跃跃欲试。

身为主管机关的台湾“交通部”持反对

态度，主因就是“不公平竞争”。有什么道理
可以让白牌车 （没有营业执照的自用车） 司
机跟辛苦考照的出租车站在同一个立足点抢
生意？“交通部长”陈建宇曾在 8月表示，虽
然认同优步的创新，但“交通部”很难为此
开绿灯放行。事实上，台当局对执意上路载
客的自用车司机以及优步公司予以处罚，台
北市计程车公会也发动民众检举，检举者可
获奖金500元。但因为优步价格较便宜，顾客
检举意愿不高。

有趣的是， 虽然优步被台当局封杀，但
不妨碍它的“业务拓展”，在台北的街头，现
在仍然跑着不少优步。

一度旅居台北的著名媒体人闾丘露薇日
前在微博上透露平时都用优步，“查到会罚
款，不过遇到的司机都说不怕，因为优步会
帮他们交罚款”。据统计，至今优步共接到
罚单近 500 张，所缴罚款达 3700 多万元。有
了优步撒钱支持，“禁而不止”也就可以理
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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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Taxi 也好，优步也罢，其实与大
陆的滴滴、神州等打车软件类似，即本身不
提供车辆、不雇佣司机，它们只是一个开放
的网络平台，作为消费者与驾驶员之间的中
介者，从中收取一定的提成。这种模式能整
合民间部分闲置车辆，大大提高了车辆使用
效率，顺应了全球“共享经济”的新潮流。

事情分两面看。虽然“共享经济”和创
新看起来不错，但是少了中间监督管理的机
制，一旦出现消费纠纷或司机心怀不轨，乘
客就会求偿无门。有出租车业者批评说，“专
车”司机没有经过专门的考试，公司对其背

景的考核机制也不严谨，很难掌握申请人和实
际驾车者是否同一人。此外，公司和与其合
作的私家车司机并不存在严格的雇佣关系，
一旦发生意外，公司就有卸责的空间。

台湾“行政院”表示，各界关注的优步
营运模式，究竟是属于合乘媒介平台，还是
属于实质运输业，目前仍在邀集各界学者与
专家咨询阶段。因为优步在台湾并未设立分
公司和负责平台，也未依法申请运输业登
记，仅在台登记1家信息公司，某种程度上是
在钻法律的空子。反观台湾的正规出租车，
顾客车费中已经含有保险费用，万一碰到问

题，按照保险公司的程序走即可。
有媒体评论说，事实上民众搭乘出租

车，要的不过是一份“便利性”及“安全
感”。优步“便利性”占优，但毕竟没有“官
方认证”的筛选机制，在全球各地也多次跟
抢劫等负面信息扯在一起，消费者信不信是
一个大问题。如果现有的出租车能够提供与
之同等级的服务，在有“执照”的保障之
下，又何必担心优步来抢生意？反过来说，
如果优步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在乘客
保障等深层次问题上下工夫，寻求更多“安
全性”上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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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厦门电 （慧群） 为
集中展示全国涉台图书、期
刊及数字出版成果，促进两
岸出版业界深度合作，由国
台办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
举办的第六届涉台图书联展9
月 12 日在厦门美术馆开展，
共展出大陆近两年的涉台出
版物500余种，主要包括反映
两岸关系现状与历史，研究
台湾政治、经济、历史、人
文、地理等各方面的出版物。

围绕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
年、台湾光复等主题，联展
重点展示了“台湾文献史料出
版工程”、“国民党史料出版工
程”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
目；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组
织编纂的《血与火的记忆——
台 湾 抗 日 档 案 文 献 诗 文 选
编》，遴选有关台湾抗日档案、
文献、文章、诗词，全面展
现了台湾同胞半个世纪的抗
日事迹。《国民政府收复台湾
纪实》、《目击台海风云》、

《寻找真实的蒋介石》 等图书
也引起观众的兴趣。

“第十一届海
峡两岸图书交易
会”9月12日在福
建厦门市美术馆
举行。本次交易
会共有250余家大
陆单位、200 余家
台 湾 单 位 参 展 ，
参展图书共有 20
万种 70 万册。图
为一名父亲带着
孩子在交易会上
观看立体图书。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到厦门来看立体书到厦门来看立体书

本报台北电（记者王连伟、陈原） 来自两岸三地的电影制片人9
月10日聚集在台北市，参加由中华电影制片协会主办的首届“两岸
三地制片人研讨会”，共同探讨华语电影的未来走向。中华电影制片
协会理事长李佑宁、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韩三平、香港电影
工作者总会会长吴思远分别代表三地电影制片人致辞，表达了对华
语电影发展趋势的看法。

研讨会上，在《痞子英雄》监制陈鸿元的主持下，《我的少女时
代》监制叶如芬，投资《一代宗师》《窃听风云》等影片的博纳影业
总裁于冬，从明星成功转型为导演和监制的尔冬升等10多位电影界
名流相继发言。大家都特别看好华语电影票房近些年的一路走高，
认为将崇尚导演个人色彩的导演制转型为专业制片人掌旗，有助于
迎接好莱坞大片的冲击，可以有力带动两岸三地电影业的蓬勃发
展。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副总经理徐淑君在发言中希望两岸三地
要把握当今华语电影的美好时光，倾力合作，创作出属于本土的佳
作。她还呼应吴思远的建议，希望在两岸三地互设办事处，加强沟
通与交流。

本报花莲电（记者王连伟、陈原） 9月 10日晚，台湾花莲原住
民文化馆气氛热烈，来自大陆的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
京舞蹈学院的舞蹈学子登上舞台，与当地的原住民组成的“原舞者
艺术团”一起，为花莲观众表演了精彩的节目。一出出韵味浓郁的
民族舞和意象悠远的现代舞，将人们带入了辽阔的草原和想象中的
未来，引发了观众热烈的掌声。

这次演出是“2015海峡两岸青少年舞蹈交流与展演”的最后一
站。一周来，大陆的舞蹈学子与台湾艺术大学、台北市立大学等学
校的师生表演了多部舞蹈作品。两岸舞蹈家还参加了名家论坛，知
名艺术家赵汝蘅、冯双白、陈碧涵、赖秀峰、蔡永文、王云幼等纷
纷登台发言，阐述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就两岸的舞蹈现状和未来发
展发表见解。

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赵汝蘅表示，活动创立于2009年，以“海
峡两岸共舞未来”为主题，强调“一对一”、“舞对舞”、“心对心”
的深度交流，对于促进两岸舞蹈的相融与发展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两岸三地电影人聚台北

呼唤华语电影美好时光

海峡两岸舞蹈学子在台交流海峡两岸舞蹈学子在台交流

9月 13日，在香港中环举行的“港铁竞步赛 2015”精英组 10公
里比赛中，澳大利亚选手戴恩·伯德-史密斯与中国选手刘虹分别获
得男子组和女子组冠军。图为刘虹率先冲过终点线后庆祝胜利。

新华社记者 卢炳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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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台北9月 13日电
（记者陈键兴、曹槟） 台湾疾
病管制部门 13 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12 日全台新增 426 例
本地登革热确诊病例，使今
年入夏以来累计病例数增至
9103例。

据统计，台湾今年出现的
登革热病例广布 20 个县市，
98.8％集中在台湾南部的台南
市、高雄市和屏东县，尤以台
南最为严重。12 日新增病例
中，台南市有 362 例，高雄市
51 例，屏东县 5 例，当日没有
新增疑似登革热死亡病例。

台 湾 疾 病 管 制 部 门 表
示，12 日新增病例数虽然首
见下降且无新增疑似死亡病
例，但民众和医师仍应提高
警惕，加强防护及诊治。

据了解，台湾疾病管制
部门在今年 7 月疫情暴发初
期，约需花费 72 小时才接获
医师通报确诊病患，目前已
缩短到 24 小时内，有助于病
患的早发现、早治疗和减少
社区传播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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