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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港媒报道，内地香港基金互认首批申
请均已完成审批，最快两周内公布。这意味
着在经历将近6个月的审核期后，两地投资者
互买基金终于将要成为现实，同时也有望为A
股和港股引入万亿美元规模的新动力。

审核遵循同一套标准

今年7月1日，随着 《香港互认基金管理
暂行规定》 的生效，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正
式开闸，投资额度是资金进出各 3000 亿元

（人民币，下同）。对于互认基金的资格审
核，两地市场采取了一致的标准。如要求两
地基金在当地运作、获得当地监管部门批准
公开销售及监管，互认基金需要获得当地的
资产管理牌照等。

由于内地公募基金实行注册制，上述标
准并无实际限制。而在香港基金中，真正在
本地注册的香港制造基金仅约占总数的三
成，剩下的七成是可在香港销售的离岸基
金，由跨国资产管理公司运营及销售，交易
或投资决策并不在香港。按照互认标准，这
些全球大型基金公司的产品暂不能进入互认
行列。

从基金规模和运作实际看，要求基金成
立一年以上，资产规模不低于2亿元。互认的
基金不以对方市场为主要投资市场，且在对
方市场的销售规模占基金总资产的比率不超
过50%。依照这些要求，内地获得在香港销售
的基金数量为850只，而香港获准在内地销售
的基金产品为100只。

对两地都是一大利好

对于首批基金互认名单有望年内公布，香
港皇府金延投管有限公司首席投资总监林航
任预计，考虑到恒指的市盈率低于沪指，A股比
港股的溢价较大，内地存款规模是香港的 15
倍，内地居民资产配置全球化的需求增加，基
金互认将鼓励更多内地投资者进入香港。

早在今年第二季度，中国证监会与香港
证监会刚宣布两地基金互认时，上投摩根的
投资风向标就显示，超五成内地投资人认为
基金互认将会提升他们对海外投资的兴趣。
有 69.3%的投资者基本看好海外基金，其中
56.9%表示可能会购买海外基金。

上海证券基金评价中心分析师代宏坤认

为，基金互认将吸引更多海外资产管理公司
进驻香港，设计与欧美资产相关的基金产品，
通过香港销售给内地投资者，以此作为进入
内地市场的桥梁。这对香港来说是一大利好。

对于内地基金业来说，基金互认之后将有
利于促进国内基金规模、业绩、服务的提升，而
且有望提升内地基金业的海外影响力。基金互
认平台搭建之后，两地基金公司有机会共享客
户资源，两地基金公司将可以共享超过 700 亿
元的管理费，同时内地的基金公司将在资金代
销、清算等方面有机会扩充新的盈利增长点。

细节还需进一步完善

据媒体统计显示，“北上”方面，共有恒
生、摩根、惠理、东亚银行等 10 家相关资产
管理机构的 12 只香港互认基金向中国证监会
提交了在内地销售基金的申请。

“南下”方面，有统计显示，目前华夏、工
银、上投摩根、广发、汇丰晋信、中银、南方、景
顺长城、易方达等基金公司都已确认向香港证
监会提交了互认产品的申请，每家申报的数量
在1只至3只，多为主动权益类产品为主。

首批基金互认产品将由两地相关部门一
并公布，但并非所有申请基金都能获批。

香港金融发展局主席史美伦表示，两地
基金互认是一个突破，市场对此充满期待。
但她同时指出基金互认的关键在细节，必须
再观察真正实施的情况，制度一开始实施时
可能不会很顺畅，相信届时会遇到难题要解
决。她说，最紧要的是双方持开放态度。

蔡英文：只是……

蔡英文在作了上述表态后又说：只是陆生与其他外
来学生的健保补助问题，需要一个基本的、结构性的解
决……

一般来说，“结构性”都是大问题，解决起来旷日持
久，但这个基本的、“结构性”的问题是什么，蔡主席没
有细说。明摆着的“基本的”问题是，依照台湾的“健
保法”规定，要取得“居留”证明文件并居住满 6 个
月，才可以参加健保。但在台近 6000 名陆生的证明文件
上签的是“停留”而非“居留”，与健保资格不符。台湾行政
主管部门已提出“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 22
条修正草案”，拟将陆生的“停留”改为“居留”，解决这个

“基本的”问题，但却多次在“立法院”遭到民进党反对，走
不完程序。上个月底，此案又被“台联党”封杀。

改一字就可让阳光照进陆生健保，没有“结构性”
这么复杂，但民进党提出的“根本的”解决方案是，修
改“健保法”，把原来学生自付六成保费改为全付，其他
一直享用健保的境外学生也比照大陆学生提高保费。有
怨言？对不起，那得怪被大陆学生拖累了。

真有点步步惊心的味道。而蔡主席表态支持“陆生纳
入健保”的时机也很讲究，在其发表选举的教育政策之时。
根据最新数字，台湾高校 67个系、所的招生只有三成，没

有学生，哪有学校？学校为多招生伤脑筋之时，蔡主席当然
要对陆生政策表示“宽厚”之意，否则教育界的选票还要不
要？反正还有“只是”为其后的转弯铺路。

陆生：公平比保险重要

来自杭州的姑娘小叶和来自北京的小伙小郭，成了
台湾辅仁大学的同学，看他们走在台北的街头，与擦肩
而过的台湾孩子并无差别。小叶在社工系，是校园活动
的热心组织者，还与台湾的同学一起组了乐队，她的理
想是做一个出色的社会工作者和同样出色的音乐人；小
郭在中文系，任班长，记者问他这个班上唯一的陆生如
何当选班长，他淡定地说：“我发表了一通宣言，他们就
觉得我好。”“怎么好？”“我看书多吧？有水平。”问他班
长的职责是什么，他幽了一默：“就像英国的皇室，是班
级的象征，班务有副班长呢。”

他们爱谈专业、游戏、美食，对记者提出的陆生健
保问题，却很淡然。小叶沉默了半天才说：“其实不是保
险的问题，我有商业医疗保险。这是个公平的问题。”

“那你的台湾同学怎么看呢？”“他们不太了解，也有人说
你们没纳税，当然不能有我们的福利。但我告诉他们其
他的境外同学都有健保，他们就说那你们也应该有。”小
郭的回答有点“另类”：“我一直把上保险当成作慈善，
我能看什么病呢？”

小郭并非戏言，年轻人的医疗费用相对较低。从现有
的数字看，台湾境外学生每人每月付健保费 749元（新台
币，下同），财政补贴 500 元，去年全年境外学生付保费
2.45亿元，使用1.06亿元，其中的差额就真做了“慈善”。

更何况，社会保险是文明社会对人的保障，不能以
赚钱来衡量，保障学子的健康权和教育权利是全世界高
校的惯例。那些以“不纳税”为由反对给陆生健保的
人，自己留学时也拿过“不纳税”的奖学金，申请过

“不纳税”的社会保险。更何况，同为境外学生，陆生与
外籍生和侨生待遇不同，文明与进步如何自圆其说？

（本报台北12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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吵了多年依旧扑朔迷离 伪善歧视让人步步惊心

阳光照得进“陆生健保”吗？
本报记者 陈晓星 孙立极

连日来，在台大陆学生能否如其他境外学生一样申请“健康保险”，像连续剧剧情一般扑

朔迷离。12月5日，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说：陆生纳入健保不是问题，民进党是支持的……此言

一出，立即成了台湾各大媒体抢发的新闻；转过天来，“民进党党团”表态：要修改健保条

例，让陆生自付全额保费！初听主席与党不同调，其实，这是一个“精准”的配合——民进党

不支持“健康人权”？支持！那陆生可以入健康保险了？且慢！听话听音，蔡主席还有下半句。

名嘴：最丑的风景

有两篇网络文章曾在台湾掀起舆论风浪。
一篇来自资深媒体人和政治评论员唐湘龙，标
题为《台湾最丑的风景是什么》，文章说：台湾
最美的风景，是人。最丑的呢？也是……在台
湾，只要有“陆”的，陆配、陆生、陆客、陆
劳、陆资，都要承受特别待遇。像陆生，不要
说健保莫名其妙被卡，真正卡住的，是“三限
六不”……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如果“制度
性歧视”一直被纵容，还是人吗？

另一篇文章来自陆生张逸帆，标题是《你
们的健保很好，但我从未向你们乞讨》，文章
说：我来台湾现在是第四年，结果所谓的陆生健
保，竟然吵了四年还在吵……从一开始由于希望
能够融入这个生活共同体，不被当做异类，所以
希望拥有健保；到后来慢慢地对这个议题冷淡，
反感，熟视无睹，习以为常……我很庆幸自己在
这里认识了许多非常令人尊敬的老师，值得交往
一生的朋友，但我无法接受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生
活下去。他们一边肆无忌惮地辱骂着你的出身，
一边又以文明与先进自居……

这篇文章因被“疯狂举报”而遭删帖，张
逸帆在网上无奈留言说：如果你们的目的是让
一个人闭嘴，那恭喜，你们成功了，我认输可
以吗？但也有人站出来声援他，12月7日，《联
合报》刊登文章：《张逸帆，别怕网路霸凌（网
络暴力——记者注）》，文章鼓励他说：要相
信，时间会站在道理的这一边！

大陆学生申请有福利性质的健康保险，多
年来在台湾成为政治问题，折射出社会扭曲黯
淡的一面，不知何时照进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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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历经近半年审核 数十产品有望抢头香

内地香港基金互认将带来啥利好？
雷 蕾

2015年台湾阅读节日前在台北举行“阅读嘉年华”，邀集岛内各地学校、图书馆、
出版社等逾 50 个单位共同推出“露天书墙”、“好书分享”、“作家签售”、“幸会台
湾”、“肖像漫画”、“阅读踩街”及“亲子游戏”等精彩纷呈的活动。图为“露天书
墙”吸引了众多台北市民。 中新社记者 贾靖峰摄

台北举办台北举办““阅读嘉年华阅读嘉年华””

年 底 临 近 ， 全 球 进 入
“买、买、买”模式，新一波
“电商狂欢”蓄势待发。内地
最大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
宝“扫码付”在澳门已有超
过 100 家商户上线。支付宝

“试水”澳门，令更多热衷于
网 购 的 内 地 消 费 者 更 加 关
注：何时可以通过“线上支
付”远程购买到更多澳门好
货？澳门居民也期盼能借此
打通进入内地电商平台“淘
货”的通道。澳门的中小企
业 、 老 字 号 品 牌 则 更 多 考
虑，如何才能更加便捷地通
过电商平台，将生意做到更
大的市场？

据了解，首批接入支付
宝“扫码付”的澳门商家，
包括澳门最大的百货公司八
佰伴、老字号手信店英记饼
家以及部分食肆咖啡店、数
码电器专卖店、药妆店等内
地居民光顾较多的店铺。消
费 者 在 这 些 商 家 消 费 结 账
时，只要将手机中的支付宝
二维码对准收款台的扫码器
进行扫码，便可轻易完成支
付。以澳门元结算的金额，
通过支付宝接入银行的当日
汇率，瞬间折算成人民币进
行扣款。

事实上，“扫码付”的出
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拉开
了澳门电子商务与内地市场
相融合的序幕。近年来，内
地电子商务市场规模不断扩
大，网络零售实现跨越式增
长，为澳门电子商务的发展
带来了契机。澳门世界旅游
休闲中心建设的加速，以及
中葡商贸服务平台角色的强
化，为培育具有澳门特色的电子商务业态打下基础。
由于支付宝属内地注册的第三方支付机构，根据澳门
法律规定，澳门银行的借记卡和信用卡不能直接接入
支付宝。而通过支付宝与澳门通等本地信用机构的合
作，两地电商之间的技术屏障有望打通。

随着支付宝与“澳门本地信用机构”产生更多的
“合作火花”，具有数百年进出口贸易历史的澳门正在
悄然迎来“电商时代”。

由澳门本地信用机构建设的澳门第三方支付平
台，已进入最后测试运行阶段，正在等待监管机构的
批复。与此同时，澳门多家银行也表示，将通过在线
银行的建设，在不久的将来实现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接
入。具有澳门特色的商品平台建设也初见成果，以主
打全球进口精品和澳门传统优质品牌为特色的电商平
台“西洋街”，经过两年的运作即将于近期正式上线。

在“西洋街”首席营运官李巍看来，电商平台的
建设将为澳门中小企业、传统产业打开新的市场与天
地。这是助力澳门经济实现多元发展的最好引擎。澳
门有经过数百年市场经济浪潮冲刷沉淀下来的优质商
品，也有源源不断从葡语国家汇聚而来的特色“洋
货”，这是澳门发展电商经济的基础与底气。澳门是个
只有 30 平方公里的小城，但大珠三角地区的 1 亿客户
以及有海外进口
商品需求的6亿内
地网民都是澳门
电商的潜在市场。

（据新华社
澳 门 12 月 9 日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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濠江夜话

本报上海 12 月 8 日电 （记者沈文
敏） 今天从上海边检机关获悉，自今年7
月1日实施台湾居民来往大陆免签政策以
来，上海口岸入出境台胞超 100 万人次，
同比去年增长近6%。

据了解，免签新政的实施与电子台
胞证 （卡式） 的启用，为台胞来往大陆
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进一步促进了两岸
的经济文化交流。不少台胞反映，由于
工作原因经常往返于两岸，在免签政策
实施以前，使用的是本式台胞证，需要

办理多次有效签注、加盖出入境验讫章
等，证件还没过期，签注页就用完了，
所以频繁更换证件。现在，他们仅持一
张电子台胞证，不仅可以入境自助查
验，而且免去了申请签注、更换证件的
烦恼。

同时，上海机场边检站友情提醒：
持一次有效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的
台胞，仍需加盖出入境验讫章；持旧版
多次有效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的台
胞，请注意证件有效期。

免签新政以来

上海口岸入出境台胞逾百万人次

免签新政以来

上海口岸入出境台胞逾百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