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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台湾外销开始出现衰退，长期
占据供应链中上游地位的台商优势渐
失。台湾有不少人据此指责大陆产业由
供应链下游往上游发展，即红色供应链
崛起威胁台湾。《中国时报》近日发表社
论指出，大陆产业发展渐趋成熟，但台
湾却很少有人自我反省，20 年前已成亚
洲四小龙之首，进入高科技制造领域
后，为何没在研发和产业升级方面做出
成绩？为何没由通讯产业制造跨入网络
服务领域？一味责怪邻居的进步，这是
什么逻辑？文章摘发如下：

不少人有恐中心态，最近更变本加
厉，已成为被迫害妄想症。这种心态的
产生，可能和大陆在经济和其他方面的
发展有关，也可能是基于对经济及国际
政治运作没有足够的信息，以致被逢中
必反的媒体或名嘴误导。首先，我们要
探讨所谓台湾经济过度依赖大陆和红色
供应链崛起威胁台湾的说法。在台湾，
只要经济表现不佳，就会出现一批人大
肆宣传这是因为中国大陆是台湾最大出
口市场，台湾经济过度依赖中国大陆所
致。好似台湾改以欧洲和美、日等为最
大出口市场经济便可持续成长。这完全
是对经济缺乏常识、对国际分工缺乏了
解。台湾和韩国都是东亚四角分工链的
一环，台湾和韩国从日本进口重要零组
件和原料，制成半成品出口到大陆，再
由 大 陆 加 工 为 成 品 销 往 欧 美 市 场 ，
iPhone、HP、Nike、Levis、Zara、Uniqlo
都是如此制造出来的。这样的分工模式
和政治无关，是商业竞争所产生的结
果。要让台湾出口不再依赖大陆的途径
有二，一是全球制造不再依赖东亚供应
链，这对台湾并不利；第二就是台湾脱
离东亚分工链，这等于经济自杀。

恐中心态也使不少人愿意相信“大
陆崩溃论”，近日有媒体引用1990年代初
期美国学者的论点，认为亚洲国家的崛
起只是靠人工和资本堆积而已，生产力
的进步有限。这个论点在亚洲金融风暴
期间大为盛行，有人预测亚洲经济短期
内无法再站立起来。但是其后的发展和
这些学者的预测相反。学术研究也证
明，亚洲国家包含中国大陆在内，其经
济成长成分中有相当的比例是来自技术
进步。恐中心态的言论有很多自相矛盾
之处，一方面痛批大陆投资过剩、生产
力没有提升，另一方面又说大陆红色供
应链崛起威胁台湾。请问如果中国大陆
没有技术进步，红色供应链如何崛起？

最后，还有另外一种被迫害妄想
症，就是害怕陆资并购台厂。台股走
低，就有人解释为陆资并购良机。这样
说显示其对现行制度缺乏了解。陆资并
购台湾企业绝不是光在股市买股就可以
行得通，所有并购案都有一定审议程序。

以上种种不是自信溃散后的遁词，
就是企图制造敌人转移失败责任，都是

“鲁蛇 （失败者） 心态”，非强者所应
为。真正爱台湾，就要客观了解外在竞
争环境，正视大陆发展的事实，在现实
条件下找出自我的优势，然后订出可行
计划奋起直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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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台湾农业县宜兰县的政府秘书
长因占用农业用地建造别墅而辞职下台。
消息传出，台湾社会无奈又愤怒。无奈在
于以盖农舍之名兴建别墅的做法行之有
年，愤怒在于别墅的主人多为权贵，从台
北的高官到地方官员都在其列，有的还是
农业主管官员。他们厚着脸皮将这些良田
上的洋楼称为农舍，老百姓以“豪华农
舍”讥之。

就在不久前，宜兰县政府还高喊口号
要终结豪华农舍，结果，政府秘书长、农
田水利会长等都是豪华农舍的主人，令施
政变成了笑话。

这样的笑话绝非宜兰的专利，从北到
南，豪华农舍成了台湾土地之痛。

种房子比种粮食来钱

台湾 2000 年通过法规实行农业用地自
由买卖，原意是给传统农民“松绑”，年事
已高或不愿耕作的农民可退出农业生产，

知识青年可选择返乡就业成为新一代农
民，台湾农业也可就此输入新血，迈向有
机、科学、高附加值。立意完美，但现实
是，新一代的农民未到，房地产商已蜂拥
入农田。过去的稻田、果园、茶园变成了

“林间雅境”、“乐耕园”、“晴空农园”，成
为一个又一个销售“楼盘”。因为，根据农
田买卖的法规，农田上可建面积小于土地
1/10 的农舍，用于储存种子、肥料等生产
资料。对开发商来说，建这样的农舍不需
交任何税费，更用不着拆迁，是低成本的
生意；对“业主”来说，城市房价高涨，
寸屋寸金，买一栋农舍，周边还有土地种
花种果，买房是真，买地应景；而农民一
块一年收成 20 万元 （新台币，下同） 的土
地，卖出去建豪华农舍可得上千万元，一
辈子的发财机会就在眼前，哪能错过？至
于真正有志农业的人，农地一夕高涨，他
们早买不起了。

宜兰是台湾农业的明珠，有天赐的平
原和水利之便，连天的稻田是宜兰的美景

和标志。但现在，从台北开车过雪山隧道
到宜兰，虽然田野的清新仍扑面而至，可
稻田里一栋一栋亮晶晶的洋楼成了碍眼的

“补丁”。记者在宜兰采访时，一位台湾朋
友说：“你看到的还不夸张，有的靠近城里
的田已经看不到稻了，房子排成街道了，
过一阵子就长出一座楼。”“管不了吗？”

“怎么管不了？拍一张照片就能证明这是违
法建筑，断水断电就行了，可是，建这么
漂亮房子的人都非小老百姓，谁管？”

法规有空子可钻

记者观察，就算是大人物，谁也不敢
光天化日下违法，豪华农舍之所以在农田
疯长，一是因为已经形成了利益链，房地
产商、农民、买家皆既得利益，谁都只做
不说，民不举，官也懒得究，何况不少官
也是豪华农舍主。也有些地方动过真格
的，给豪华农舍下了拆除通牒，结果先起
来抗争的是当地的农民，指责地方官这样
做“破坏地价”。

当然，根本原因还是法规有空子可
钻。2000 年台湾通过 《农业发展条例》 开
放农地自由买卖，每片土地不能少于 0.25
公顷，可以建存放生产资料的农舍。但农
舍建成什么样没有规矩，建座洋楼，里面
放一袋肥料算不算生产资料？余下土地开
辟荷塘或种花种果算不算从事农业？这都
给豪华农舍留下空间。过去曾有高官在选
举时被挖出自建豪华农舍，也只是拆除了
喷水池、花园等，无人能判农舍违法。

本月初，为限制豪华农舍，台湾出台
修建农舍办法，规定只有投保身份是农民
或从事农业生产一年以上且没有自用农舍
的人才能兴建农舍，“假日农夫”要提交真
正务农的证明，主管机关必须勘查认定后
方能批准建农舍。但地方政府认为新规不
好执行，比如生产证明，如果申请人提供
了买肥料、种子的单据，也有销售农产品
的凭证，是否算从事农业生产的证明？有
没有金额的限制？就算有这样的证明，能

保证买的种子真种在了那块地上吗？卖了
100斤大米也不能不算从事生产吧？

如果没有可操作的实施细节，新的规
定仍容得下豪华农舍，农地仍然不能回归
农业。

金子不能裹腹

农田被糟踏，都是钱惹的祸，但如果
失去了足够的良田与作物，便失去了根本
的安全与保障，没有粮食时，金钱并不能
裹腹。

中国人自古将社稷视为至尊，社即土
神，稷为农神，但台湾的农用土地已被炒
高至世界前三名，会耕作的人卖地赚快
钱，想耕作的人买不起地，农地渐失生产
粮食的功能。而且，钢筋水泥的建设和生
活污水也给农田带来长久伤害，特别是水
田，被污染后难以逆转，农业与有机、无
害、高附加值的初衷渐行渐远。

即使这样，蓝绿政党都曾有“立委”
呼吁放宽农舍条件，本月台农业部门出台
新规防堵豪华农舍，有人提醒执政的国民
党今年是选举年，新规会丢掉农舍利益者
的选票，原来豪华农舍已与选票挂了钩。
回顾过往，允许自由买卖农地的 2000 年也
是选举年，当时的农业主管官员不同意此
政策不惜下台明志。现在，在任的主管官
员也下决心捍卫农地，只要抛却利益算
计，抑制豪华农舍没有那么难。

有专家指出，粮食需仰人鼻息而农地
又难以一时恢复时，下一代将要承受一个
悲惨的台湾。现在，台湾要通盘考虑农地
保护，到底农地和农用水的底线在哪里？
农作物生产如何配置？管理部门要做基础
调查与规划。此外，应补助优良农地上的
农民，让他们的收入高于平均线，提高务
农意愿。农地变更和空闲农地要征税，规
避炒地和养地。这样才有可能保住赖以活
命的粮食与台湾农业的根基。

短视而不负责任的豪华农舍何时终
结？这个答案还有待时日。

农地“种房子”
悲惨遗子孙

本报记者 陈晓星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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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东池上稻田的水车成了风景

对于台湾学生而言，从中学起便打工再
寻常不过。近年来，利用假期打工换宿蔚然
成风。有心人建起打工换宿的社交网站，汇
集相关的活动信息，供网友自由选择。在“打
工换宿游台湾”的专题页面，征集打工者的
信息源源不断，有6万人为之点赞。

网友纷纷晒出自己打工换宿的经历与
感悟，有人盛赞这种通过无偿在民宿或农
场工作换取食物与住宿，顺带在当地旅游
的方式。有专长出专长，无专长用劳力，
以最小的开销实现台湾“玩透透”的梦
想，实为美事一桩。有人则抱怨因民宿主
人要求自己超时工作，身心俱疲苦不堪言。

“打工换宿”有笑有叹

打工换宿起源于欧美。资料显示，在台
湾打工换宿者，台湾与香港各占 1∕3，第三
大来源是马来西亚华人。香港和马来西亚人
多为上班族，而台湾则以学生为主。

据专业人士介绍，民宿所提供的工作
机会，大致分为“一般换宿”与“专业换
宿”两大类，前者指打扫、锄草等体力
活，后者则包括烹饪、翻译、装潢、导
览、田野调查等。而在打工换宿的旅行地
点中，绿岛、兰屿、花莲、台东、垦丁热
度最高，近来金门、澎湖也逐渐兴起。

虽然没有薪水，但通过劳动与服务，
可交换住宿、二至三餐、3000 到 5000 元

（新台币，下同） 零花钱等。在不同地点打
工，可以免费体验溯溪、冲浪等各式各样
的奖励。例如在绿岛、兰屿等地，能换得
市价约 1.3 万元至 1.6 万元不等的休闲浮潜
证照。此外，有当地人带路，有机会探寻
最动人的风景。

民宿业者的具体需求差异，让这项活
动拥有了不同面貌。有些想得到旅游推
广，有些希望帮忙制作壁画，甚至有人只
需换宿者教会自己使用Facebook。台北教育
大学的林绮蓝显然是换宿者中的幸运儿，
大一时她就到清境农场、垦丁、礁溪三个
地方打工换宿，轻松的工作之余，她玩遍
垦丁、泡过温泉，在农场和羊群玩耍拍
照，可谓收获满满。偶尔在房间发呆，民
宿主人还会怪她“怎么不出去玩”。

对于台湾科技大学的小皮而言，兰屿
民宿的打工经历却是牢骚满腹，“明明是体
验生活，却被当成廉价劳工”。每月1000元
零花钱，与另外3名民宿“小帮手”挤在两
人的雅房 （不含卫浴设施的卧房） 打地
铺，每天劳动 12 小时，还因为会修电器，
额外被要求当水电工。小皮觉得打工换宿
成了民宿主人“压榨”学生的手段，以省
钱为目的，征用每天工作 8 至 12 小时的免

费劳工，还不用负担劳保和健保。

惊动官府出面管理

民宿业者与打工换宿学生联络平台
“趣游网”（KiTaiwan） 创办人白志棠说，学
生应尽量选择“专业换宿”，而非“一般换
宿”。一般换宿大多要在早晨 7 时起床，如果
要帮民宿主人做早餐，甚至清晨 5 时就得离
开被窝，一点也不浪漫，而且可取代性也较
高，合作成功率、自由度都不如专业换宿。

“如果只是想玩，就不要参加打工换
宿，最好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才会有收
获。”白志棠劝学生们理性看待打工换宿。
学生须完成指定工作才能自由活动，而且
未必能住在民宿，很可能只是员工宿舍。

民宿业者对于某些台湾学生的“公主
病”、“王子病”多有抱怨。有业者反映部分学
生每天只关心“什么时候可以去冲浪”。有学
生为得到打工机会，还谎称掌握英、日文，真
有客人上门，才发现“语言能手”是“冒牌
货”。更有甚者，不会做家务，还玩手机上瘾，
业者稍加怪罪就“不告而别”。

随着打工换宿的兴盛，争议案例也越
来越多。打工换宿达人卢揪揪 （JOJO） 提
醒，大部分民宿业者都把“小帮手”视为
朋友，但无良业者也不少，相关劳动保障

规定又不足，出了问题缺少保障。有台湾
官员表示，将对打工换宿进行专项检查，
打工换宿者要记录下自己的工作时间。根
据台湾有关规定，每日工时为8小时，一旦
超过，雇主须发放加班费。若在劳动场所
受到不公平对待，要先就近向地方主管机
关申诉，保障自身权益。

“打工换宿”看起来很美
本报记者 张 盼

据香港媒体报道，一项以电话随机抽
样调查的结果显示，59.4%的受访港人曾在
公共场所使用免费 WiFi，主要用以观看资
讯 （44.1% ）、 通 讯 （27.9% ） 及 娱 乐

（12.3%） 等。其中 68.4%受访者表示每次使
用免费 WiFi 时不会阅读使用条款，54%的
受访者担心网络安全性。

香港资讯及通讯科技专家杨镇华指
出，市民如果在公共场所连结不知名免费
WiFi，不法之徒只需要使用约 60 元 （港
元，下同） 至120元网络手指及软件，便可
轻易取得使用者个人资料，如通讯记录、
照片、浏览记录等。市民若在此时登入网
上银行，很容易被套取密码，遭受金钱损
失。

香港资讯保安专家庞博文表示，任何
人都可自制犹如钓鱼网站的 WiFi网络诱使
市民使用，从而套取个人资料，“当WiFi网
络不需要使用密码及其他凭证时，危险性
很高，因为网络管理者会循网络痕迹追查
用户资料。”不法之徒还会伪造电子认证证
书，让市民错认为安全，从而登录个人资
料、电邮等。他提示使用免费 WiFi可能犹
如在街上裸奔，千万不要贪小便宜。

香港将以九龙东作为试点，探讨建设
“聪明 （智能） 城市”，专家表示，香港虽
然 WiFi 热点很多，但没有统一部门统筹，
不利于改善及发展 WiFi网络。而且政府要
加强 WiFi网络保安设计，同时加强网络安
全宣传与教育工作。

台东苹果民宿 陈晓星摄

澳门世界遗产大三巴牌
坊附件有一条“恋爱巷”，恋
爱巷里的恋爱电影馆本周开
始试营业，开业当天放映了

《灯塔下的恋人》，这部电影
由港澳演员出演，是在澳门风光与历史的背景下展开的一部爱情喜
剧。

恋爱电影馆楼高三层，集保存、电影期刊借阅、书籍借阅及电
影欣赏等功能于一体，主要放映人文及艺术类影片。据介绍，电影
馆的设立旨在带动澳门的观影人潮，除流行片之外，提供多元观影
选择，并推动澳门电影文化发展。电影馆将举办电影讲座，并接受
澳门电影业界、电影工作者及电影团体申请借用。

香
港
专
家
提
示

盲
用W

i Fi

如
裸
奔

香
港
专
家
提
示

盲
用W

i Fi

如
裸
奔

恋爱电影馆恋爱电影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