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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规划将给香港、澳门和台
湾带来哪些机遇？针对中共十八届五中
全会近日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港
澳台各界展开热议。港澳舆论认为，“建
议”相关内容显示国家对港澳的高度重
视，港澳需抓住机遇，发挥优势，搭上
发展列车。台湾媒体则关注，大陆在未
来的两岸经贸交流中，将更注重普惠台
湾普通民众、青少年和中小企业。

中央对港澳重视有增无减

“中央这样看重香港，实在值得鼓
舞”，全国政协香港委员、经民联主席梁君
彦表示，“十三五”规划香港部分反映国家
继续支持香港特区。他说，这为原已踏入
寒冬期的香港经济，打了一支“强心针”。

香港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表
示，中央承诺继续提升港澳在国家发展
中的地位和功能，明确对香港的支持和
信任，扫除香港社会一些忧虑。他认
为，这说明中央将继续支持香港改善民
生、推动民主，令社会和谐发展，国家
仍然是香港的强大后盾。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陈勇说，公报增
加对香港着墨，反映香港在国家策略中
扮演重要角色。他说，“一带一路”让香
港地位比以前更为重要，因香港法治、
货币政策等优势，成为与欧美之间沟通
的桥梁，增加香港的重要性。

香港 《文汇报》 社评指出，“提升港
澳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

和功能”的表述，是中央首次正式提
出，显示中央既对香港高度关心，也对
香港寄予厚望。《香港商报》 社论也认
为，这一明确表述，体现了对香港的高
度重视和殷切期望。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邹平学受访时
说，近年外界所传香港地位将被“弱
化”的说法，其实是一种错觉，“从国家
发展需要来说，香港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不
会有弱化，而香港本身的结构转型、改善
民生、经济发展也离不开依托祖国内地发
展的大机遇。”《公报》其实是给香港社会
一个定心丸，即从国家角度来说，香港的
地位和作用不会削弱，反而会加强。

港澳需积极作为发挥优势

香港长期扮演内地与世界之间的
“超级联系人”，澳门也是内地对外的独
特窗口，“十三五”期间，配合中国“一
带一路”大战略，港澳对外优势有望进
一步凸显，发挥更大作用。

《新华澳报》 评论指出，五中全会确
定了港澳特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
放的地位和功能，尤其是在“一带一
路”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澳门特区作为
中国的一分子，当然要参与其中，并以
澳门的特殊历史地位，在“一带一路”
中发挥独特作用。

香港则已经拿出了参与“一带一路”
的具体行动。10月29日“十三五规划建议”
通过当天，香港特区立法会也通过了由商

界议员廖长江提出的议案，促请政府把握
“一带一路”机遇，为香港整体经济寻找可
持续发展新方向。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
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樑说，香港作为高度外
向型的经济体，应该积极运用各方面优
势，争取在“一带一路”中扮演重要角色。
特区政府已就如何参与“一带一路”展开
初期工作，香港贸发局将举办研讨会和搜
集不同国家信息，设立网页，政府也乐意
和商界一同外访，到“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增加交流。

香港舆论也指出，香港要充分发挥
优势，还需理顺内部环境。《文汇报》 社
论指出，香港能否在“十三五”期间大
有作为，全看自身能否趋利避害，尤其
是排除泛政治化的干扰祸害，将精力集中
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上来；也要看政府能
否调整过时的“不干预”思维，顺应社会经
济发展规律的变化，积极适度有为，带领
香港融入国家的全新发展大局。

《香港商报》 社评说，香港要积极作
为，不负所望，但这一切的前提是香港
必须主动融入国家发展的“大棋局”，绝
不可固步自封，自我边缘化。近年香港
泛政治化之风蔓延，风波不断，以致社
会内耗，经济民生掣肘多多；此风不
除，恐会影响发挥优势，以致错失“十
三五”宝贵机遇。

让台湾民众感受两岸红利

10月30日出版的台湾《联合报》《中

国时报》《旺报》 等多家报纸在显著版面
对“十三五规划”进行了报道。

台湾 《联合报》 题为 《五中全会定
调 陆十三五拼国际》 的文章说，五中
全会公报提出六大坚持原则与“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
念以及深化两岸经济合作主张。《中国时
报》 文章说，大陆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
目标，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值得一提
的是，为让“十三五”红利全面惠及台
湾，提倡与港澳发展经济之余，大陆也
将以互利共赢方式深化两岸经济合作，
让更多台湾普通民众、青少年和中小企
业受益。

两岸经贸交流自 2008 年以来快速发
展，公报相关内容显示，大陆希望未来
能让台湾基层百姓切身感受两岸经贸红
利。全国台研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周
志怀认为，台湾普通民众受益一直是两
岸关系发展需要加强之处，如何把两岸
往来的“渠道和途径”解决好，让两岸
关系的成果广为惠及，是大陆需要加强的
部分，两岸经济合作也应回到市场规律，
按经济规律办事，而非单纯让利。

上海台研所副所长倪永杰表示，公
报涉台表述简短但聚焦台湾基层民众与
青年，表明大陆将和台湾普通民众分享

“十三五”规划带来的机遇。他指出，台
湾产业技术上的优势正在失去，再提“互
利共赢”，说明大陆会基于两岸一家亲，
在合作中给予台湾产业界适度关怀，但
不能只谈台湾利益，不谈大陆利益。

凤梨、释迦、莲雾、芭乐……说起台湾的水
果，人们往往口舌生津，由衷感叹“真甜”。由于
消费者常将甜度作为衡量水果品质的标准，台湾
农民把果子越种越甜。不过，台湾农委会负责人
近日表示，水果并非越甜越好，高甜度不仅让水
果失去原有风味，还因含糖量过高威胁身体健
康。农委会正鼓励农民采取技术手段，找回水果
的酸甜“古早味”。

找回酸甜“古早味”

台湾农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消费者有“水
果甜就是质量好”的观念，导致农民越种越甜。
以葡萄为例，短短几年内，甜度就增加了四五
度。梨子的甜度达到十二三度，爱文芒果 12 度、
菠萝十五六度，菠萝释迦甚至可到26度。而制糖
用的甘蔗只有24度，相比之下，其他水果无疑是
甜度“超标”。

高甜度水果虽然深受消费者追捧，却对健康
无益，糖尿病患者更该忌口。台湾农委会近来鼓
励找回水果的酸甜“古早味”，希望通过育种技
术，调整水果的酸甜比例。根据农委会农业试验
所的水果甜度建议，葡萄最甜可达21度，建议降
为 15度，荔枝 18度降为 13度、木瓜 15度降为 13
度。至于甜度本身较低的莲雾、番石榴，则维持
原甜度。农试所所长陈季骏表示，水果的甜度若
降低，酸度就能显现，呈现出水果的原味。

对于如何使用技术来调节水果甜酸度，陈季
骏介绍说，近年来水果甜度的技术管理越发成
熟，可以通过育种或控制水分、光照来实现。未
来将通过酸甜比率的调整，让水果的风味更有层
次。目前农试所尽量多培育不同甜度的水果品
种，以便提供农民和消费者更多的选择。同时将
向消费者建议，不要一味追求水果“很甜”，酸酸
甜甜更有滋味。

夜市水果陷阱

相比水果酸甜度的调整，夜市水果的价格管
理也许更有难度。2012年的时候，“台北夜市第一
家”士林夜市便曾曝出以 4 颗菠萝释迦 1800 元

（新台币，下同） 天价卖给陆客的新闻。日前有大
陆记者实地探访，又发现1颗柿子、1颗火龙果加
2颗番石榴，现切价格高达500元，至少是市价的
3倍。

夜市不仅部分水果价格畸高，更有老板“偷
梁换柱”。客人选定水果种类后，老板会帮忙挑两
三个，削皮、切块，用透明塑料袋装好过秤计
价。因为方便游客逛夜市时享用，每克现切价格
高出未切水果 20 元左右。但没等客人反应过来，
水果已经切好，有时会刻意多切强制消费，还不
由客人挑选，以清洗、便捷等借口在现切时掉包。

台媒就此采访士林夜市观光发展协会负责
人，对方表示，夜市水果摊的现切价格的确比市
价贵。由于人流量庞大，摊位租金也高，加上雇
用人手、提供试吃，成本高于其他地方。但协会
不希望价格过高引发争论，因此要求明码标价，

而且不能强迫消费。大陆报道的案例，协会将会
调查，如果有人投诉，会依规定处理。

防范天价有对策

当地的士司机在探访夜市的大陆记者下车时
提醒：“我们台北人是不去士林夜市买水果的，你
们如果要买，记得要问清楚价格，货比三家。”

台北市政府管理处曾把士林夜市 5 个摊位列
为“旅游警示”，公布摊位号以提醒游客。不过此
举引起争议，因为另有几家流动摊贩无法监控。
此外公布投诉电话 （1999），几处摊位还贴出该号
码，并标明“问、称、买、切”的“买果四部
曲”。目前士林夜市共有约 22 个摊位卖水果，去
年共有十几件投诉，今年几乎每季度一件。同一
摊位如两次被投诉强制消费，将会遭取缔。

另有网友指出，“别去观光客才去的地方，深
入大街小巷去找，即使去超市买也物超所值。”更
有人建议将台中逢甲夜市、台南花园夜市作为替
代选择。“若真要到台北夜市，吃喝类去宁夏夜市
跟饶河街夜市，找个性小商品应该去师大路夜
市。”

在台北夜市入口，摊主以水果试吃招揽顾客。水果还可现切带
走，边逛夜市边享用。 （资料图片）

在台北夜市入口，摊主以水果试吃招揽顾客。水果还可现切带
走，边逛夜市边享用。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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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国际花艺设计大展开幕台北国际花艺设计大展开幕

“深化内地和港澳、大陆和台湾地区合作发展，提升港澳
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功能，支持港澳发展
经济、改善民生、推进民主、促进和谐，以互利共赢方式深
化两岸经济合作，让更多台湾普通民众、青少年和中小企业
受益。”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有关港澳台的内容虽只有
近百字，但意涵丰富——

“十三五”将给港澳台带来什么？
本报记者 王 平

据新华社上海11月1日电（记者潘清）“2015
两岸企业家紫金山峰会”年会举行前夕，由其主
导推动的“台湾商品中心”1日在中国 （上海） 自
由贸易试验区保税区域正式揭牌运营，成为台湾
中小企业拓展大陆市场的特殊平台。

自 2013 年 7 月成立以来，“两岸企业家峰会”
积极促进两岸中小企业的合作与交流。去年 12月
举行的“2014 两岸企业家台北峰会”上，两岸与
会者共同倡议设立“台湾商品中心”，以利用上海
自贸区高效商品集散平台和商贸推广机能，协助
台湾中小企业行销大陆。

上海自贸区将为“台湾商品中心”提供各项
优惠政策和通关、检验、检疫等方面的便捷化措
施，并特别设立单一窗口，基于“常态经营、项
目管理”的原则，协助“台湾商品中心”处理未
来运营商可能出现的各项问题。

“台湾商品中心”相关台湾厂商的产品还获准
在上海自贸区进口商品直销中心试销半年。自贸
区管委会委托外高桥国际贸易营运中心协助中心
安排展览及贸易对接，区内跨境通也将通过电子
商务渠道销售产品。

“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理事长曾培炎表
示，希望“台湾商品中心”成为展示台湾品牌的
窗口，树立台湾中小企业形象的平台，促进两岸
贸易和交流的载体。

“台湾商品中心”落户上海自贸区

台北近日举行两岸全民健身示范交流会。
来自北京、广州、重庆、上海和厦门等地推广
全民健身运动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向台湾同胞介
绍了风行大陆的广场舞、健身秧歌和花毽等7个
健身项目。台湾的社区舞蹈队带来了排舞、柔
力球和太极拳演出。

图为来自台北的舞蹈爱好者在两岸全民健
身示范交流会上表演客家排舞。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欢乐广场舞“跳进”宝岛

据新华社香港10月31日电 香港特区
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 31日发表网
文表示，预计特区政府明年推出的“低收
入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可让 17万名香港
贫困儿童受惠。

张建宗当天以“创造机会 助孩子高
飞”为题发表网文说，《2014年香港贫穷情
况报告》 最新数字显示，在恒常现金政策
介 入 后 ， 18 岁 以 下 儿 童 的 贫 穷 率 为
18.2％，较 2013 年下跌 0.4％，即减少了
7500人至18万人。

他表示，将于明年第二季出台的“低
收入在职家庭津贴”计划，除了为合资格的
在职贫穷家庭提供基本津贴，当局也特别设
有儿童津贴，这将有助满足他们课余学习和
其他方面的需要，为基层家庭改善生活带来
希望，预计有近 17万来自基层的儿童受惠，
同时会将儿童贫穷率减少4.2％。

津贴计划惠及17万贫困儿
据新华社香港10月31日电 由香港创新

科技署主办的“创新科技嘉年华2015”31日在沙
田香港科学园开幕。为期9天的嘉年华通过举办
一连串活动，向公众推广创新及科技文化。

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在开幕典礼
上致辞时说，特区政府一直努力营造一个有
利科研的环境，并推动创新和科技发展，建
构一个产业多元化的知识型经济社会。

曾俊华表示，嘉年华以深入浅出的手法
将科技带入社群，增加市民、尤其是年轻一
代对科技的兴趣和认识。他鼓励年轻人积极
接触新科技及投身科研工作，推动以科技改
善人类的生活水平和环境，为社会作出贡献。

今年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主题为“创
新·科技·迈向无限未来”，逾 70个合作伙伴，
包括大学、研发中心、专业团体、政府部
门、科技企业及青年教育团体等参与其中，
展示他们的创意发明及科研成果。

“创新科技嘉年华”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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