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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选前最后一次
政策宣示：从未排斥与大
陆经贸往来，但要注意风
险管控。

听 上 去 合 理 。 但 是 ，
不说从前，就说蔡主席任
上 ， 围 攻 “ 陈 江 会 ” 协
商、支持“反服贸”、喊出

“两岸破冰，人民破产”口
号……这是“不排斥”还
是“管控”？

因此，合理怀疑，她
要的到底是“排斥”还是

“管控”？
在 两 岸 “ 铁 幕 ” 时

代，台湾奉行不接触、不
谈判，没有“风险管控”
问题。随着两岸往来的大
门被滔滔民意冲开，“管
控”便如影随形，以不同
的面貌出现，决定着台湾
的生计。

1996年，“管控”的政策是李登辉时代的“戒急
用忍”，这四个字扼杀了当时台湾建设“亚太营运中
心”的计划。这个计划本欲构建大陆改革开放之初
需要的窗口与平台，但“戒急用忍”宣判此举有碍

“经济安全”且导致“技术外流”。结果是，大陆的
GDP由当时台湾的 2倍成长到现在的 20倍，台湾的

“中心”计划早被替代。
2000 年，陈水扁在台湾企业界的压力下把“戒

急用忍”替换成“积极管理，有效开放”，听起来也
不错，可惜实际做法却是“有效管理，消极开放”。
结果，台湾在区域经济整合中日渐边缘化，外来投
资直线下降，出口失去竞争力，经济出现 50年的首
次负增长。

回溯以往，蔡主席的“不排斥”与“管控”思
维其来有自，理由听起来都不陌生：希望对台湾经
济、安全的风险有好的应对机制。是不是可以理解
为：只要和大陆来往，哪怕是在商言商，也会有

“安全”风险？如果是这样，如何“不排斥”？
也许笔者杞人忧天，但有“戒急用忍”、“积

极管理”在前，对于“不排斥”和“管控”的真
实意涵确实要多琢磨一会儿。听话听音，尤其是
话说两面、磨棱两可的时候。诚实是一个人最重
要的美德，更是政治人物让人尊重和信任的德
行。期待这一次的“不排斥”真是言为心声。毕
竟，两岸和气生财，总比不相往来好。善良的人
请举手同意！

台湾将成“无鱼之岛”？
据台湾 《联合报》 3 日报道，
有岛内研究团队发现，由于
过 度 捕 捞 及 气 候 变 化 等 原
因，原本拥有丰富鱼类资源
的宝岛，或将面临无野生鱼
类可吃的困境。

报道称，去年 12 月初，
国际科学期刊 《科学数据》
发表台湾“中研院”生物多
样性研究中心执行长邵广昭
团队的论文，研究发现，台
湾北海岸鱼种平均每隔 10 年
至 15 年 就 减 少 一 半 ， 30 年
来从 120 种锐减至 30 种，鱼
源枯竭速度超乎预期。鱼种
组成也有改变，经济价值高
的乌鱼、白带鱼等，正逐渐
被刺河豚和臭肚鱼取代。

“无鱼可捕”提早到来
过度捕捞难逃其咎

邵广昭说，40 多年前台
湾要盖第一座核电厂，他所
带领的团队负责在核电厂动
工前，先行搜集环境背景资
料，从而比较电厂运转后的
生态冲击。该团队每个月到

核一、核二厂进水口收集垃
圾，再从中捡拾所有鱼类标
本，历经 30 年时间，前后累
积19年采样资料。

调查发现，以当前的发
展趋势，再加上海洋保育对
策的空缺，“台湾可能会比联
合国预估的 2048 年更早面临
海中无野生鱼的处境”。邵广
昭说，该警讯透露出多样生
物正在快速消失。30 年正好
是人类一个世代，但对生态
来说，30 年很短，30 年后可
能就没野生鱼种可吃可看。

据邵广昭介绍，鱼源减
少原因很多，过度捕捞、污
染、栖地破坏或气候变迁等
都有可能。因此，台湾保育
团体主张“预防原则”，即以
保育为先，包括减少捕捞、
避免破坏海岸及海洋天然栖
地、杜绝污染，防范生物入
侵等。

台鱼源快速枯竭
当局却鼓励吃鱼

基隆市府海洋事务科长
蔡馥咛说，不少俗称“三脚
虎”的台湾扒网船在北方三
岛渔区作业，它们通常三艘
一组，一艘聚光，两艘用围
网大面积捕捞，“扫过”的
海域，鱼群数量几乎归零，

“ 非 常 有 效 率 ， 也 非 常 可
怕”。74 岁的渔民邱清在北

海岸海域捕鱼超过 60 年，他认为流刺网
是海洋杀手，不仅大小鱼通抓，一旦流刺
网卡在礁石上，鱼的家就没了，整个渔区
也死了。

邱清说，近几年渔民生活不好过，渔
获量少了二三成。而在近海捕鱼超过 30 年
的高雄渔民邱先生说，台湾近海渔业在 20
年前已经式微，很久之前便只有远洋渔业
与养殖渔业。当时两岸尚未和解，许多台
湾渔民出海时，不需要携带用于捕捞的渔
具，只要带上彩电等大陆渔民所需的现代
化家庭用品与现金，便可从大陆渔船换得
大陆鱼货。由于当时台湾近海鱼源已出现
枯竭，所以台湾渔民干脆向大陆渔民购买
现成鱼货。

邵广昭说，台当局一天到晚办鱼季，
鼓励大家吃鱼，却不知鱼源快速枯竭的残
酷事实。5 年前他开始印制发送“海鲜指
南”小册子，建议民众选择食用经过养殖
或没有生存危机的鱼，用“吃”来抢救海
洋生态。

港铁新任主席马时亨1月1日履新时
表示，3月前要争取到广深港高铁香港段
的追加拨款“非常有难度”，这意味着，
已建了 3/4、投入数百亿港元的香港段，
届时可能会“断粮”而被迫停工。

拖3年超支200亿

广深港高铁内地段去年底已顺利通
车，全长仅 26 公里的香港段却在开建 6
年后前途未卜，个中原因不少，最直接
的是“缺钱”。为什么缺钱？因为工程预
算一直在涨。6年前立项时，特区政府向
立法会申请了 650 亿元 （港币，下同），
后来历经几次修改，到 2014 年修改为
715亿元，去年又改至844亿元，超支近
200亿元。

预算逐年上涨，最大原因是工期一
再延误，初时原拟 2015年通车，现在则
延到 2018年。因为环保人士和政治团体
的抗议，高铁香港段动工起步就落后于
内地；而香港段是全球首个全地底的高

铁项目，据称施
工难度极高，隧
道钻挖工程经常
遇到意外挑战，
也 造 成 工 期 延
长。

香港段是特
区政府出资委托
港铁建造，双方
签署协议。港铁
一再表示无法如
期完工，并要求
追加工程费。而
特区政府要继续
增拨款项，还需
经立法会同意，
鉴于一些反对派
议员本来就持不
同意见，这道槛
就更加难过。

马时亨 1 日表示，特区政府批出的
650 亿元今年 6 月就会用完，港铁须早
3 个月通知承建商是否有新拨款以继续
开展工程，所以 3 月是“死线”，否则
工程恐怕会全面停工。他说，香港段
目前已经完工 77％，有信心于 2018 年
第三季落成，现已游说议员支持拨款
方案。他同时承认，游说工作“非常
有难度”。

算小账和算大账

拨款还是不拨，其实不是个问题。香
港有少部分人主张，干脆让高铁“烂尾”算
了。但如果高铁真的停工，不仅已投入的
650 亿元打了水漂，光是善后又得花好几
百亿元。更重要的是，高铁“烂尾”所带来
的间接损失，香港难以承受。

香港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日前
表示，暂时停工甚至终止高铁工程合
约，会招致额外的项目支出：据估计，
单是暂停工程所涉及的费用，以 6 个月

计算约为 48亿元；如果终止工程，可能
需要2至3年时间才能重新招标、恢复动
工，这样做会导致额外支出约 282 亿
元。而倘若高铁项目“烂尾”，仍须多支
出约 106 亿元完成余下一些必要的善后
工程，即共损失756亿元。

几百亿港元其实还是小数目，广深
港高铁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是香港极具
战略价值的跨境运输基建项目，不仅方
便三地市民的往来，更能够连接内地 16
个大城市，让香港受惠于内地“四纵四
横”高铁网所带动的人流，融入国家发
展之中。

张炳良形容，如果高铁贸然停工，
直接经济损失加上间接的社会效益损
失，等于“赔了夫人又折兵”。《香港商
报》 评论则指出，如果仅纠结于高铁造
价的高昂，计算何时回本，无疑是只算
小账不算大账，忽略了高铁对香港长远
发展所具有的战略意义。

本末倒置的争议

香 港 部 分 人 之 所 以 主 张 让 高 铁
“ 烂 尾 ”， 还 跟 “ 一 地 两 检 ” 争 议 有
关。按照广深港高铁的设计，香港站应
该实施“一地两检”，即香港和内地执法
人员都在香港站办公，同步完成出关和
入关手续。但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在
深圳和香港分别检查，实施“两地两
检”。马时亨透露，
一些反对派议员不
同意拨款，就是因
为纠结于这一争议。

香港律政司司
长 袁 国 强 日 前 表
示，将会考虑一切
可行方案实施广深
港 高 铁 “ 一 地 两
检”安排，包括研
究把相关内地法律
纳入 《基本法》 附

件三，允许内地人员来港执法，即在香
港区域内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方便高
铁乘客。

实际上，“一地两检”在国际上多有
先例，不同国家之间也常运用，香港作
为中国的特区，不应有过多顾虑。香港
特首梁振英日前表示，高铁一定要做到

“一地两检”，因为内地的高铁站并没有
口岸的设施，故此“两地两检”并不可
行，而香港作为国家一部分，内地也是
香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伙伴，如果没有
方便连接内地的高铁系统，对香港来说
是很大的损失。

《香港商报》评论指出，一些反对派
人士把“一地两检”视为洪水猛兽，在
方案仍在研究阶段，就先扣上所谓“破
坏‘一国两制’、扭曲基本法，出卖香
港”之类的帽子，更生造各种阴谋论，
企图误导民众，将本来可以有利香港、
有利两地交流的事情，一棒子打死，而
不是考虑如何跨越障碍，寻求解决途
径，造福港人。这种“为反而反”的思
维方式，其核心就是不希望香港加强与
内地的联系。

前有港珠澳大桥因人为阻挠而工期
拖长，现在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又要步其
后尘。其实，目光稍微放远点不难发
现，高铁早一天接通内地，香港早一天
受惠，若纠结于细枝末节的争议，只会
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工期延误令成本飞涨 争议不断致前途未卜

高铁若“烂尾” 香港伤不起
本报记者 王 平

工期延误令成本飞涨 争议不断致前途未卜

高铁若“烂尾” 香港伤不起
本报记者 王 平

据新华社南京1月 1日电 （记者刘巍
巍） 以“两岸一家亲”为主题的大型多媒
体话剧 《台北新娘》，2015 年 12 月 31 日晚
在江苏省苏州市人民大会堂上演，以此迎
接新年到来。

话剧 《台北新娘》 以30多万名在台湾

奋斗打拼融入当地社会、担当两岸和平发
展使者的“大陆新娘”为原型，讲述了湖
北姑娘田露与台湾青年林文杰倾心相恋的
故事。

整台话剧以亲情、爱情、友情、乡情
为纽带，把两岸同根、同族、同源的血脉

亲情紧紧缠绕在一起，是海峡两岸“打断
骨头连着筋”“一家牵两岸，两岸一家亲”
的真实写照。在表现形式上，该剧以话剧
表演为主，同时融入少数民族歌舞，将少
数民族舞蹈、山歌、民歌穿插其中。

作为首部反映“两岸一家亲”主题的
舞台艺术作品，《台北新娘》从创作之初就
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是国台办重点交
流项目和国家艺术基金 2015 年度资助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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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新社 1 月 4 日电 （陈逸
舟） 数据显示，2015年首11个月的
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下跌 3.1%，总销
货数量上升 0.4%。香港特区政府发
言人表示，11月零售业主要受旅游
业进一步放缓所拖累，经济前景的
下行风险增加，以及近期股票市场
的调整也可能令本地消费意欲转趋
审慎。另外，美国利率正常化对本
地消费也造成潜在影响。

从零售商主要类别的销货价值
来看，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
的 销 货 价 值 下 跌 20.6% ， 下 跌 最
多。仅有超市货品、食品酒类饮品
烟草等录得上升。

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郑伟雄
表示，零售业数据变化与旅游业下滑
趋势吻合，11 月来港的内地旅客减
少 15.5%，所以旅游业相关的零售商
品跌势较严重，虽然韩国、日本、美国
及欧洲旅客数量有所增长，但不足以
抵消内地游客减少的负面影响。

郑伟雄预计，因为 12 月及 1 月
香港趁假期外出旅游的人较多，可
能会影响本地消费，而即将到来的
农历新年是传统零售旺季，但是目
前没有什么利好因素，因此与去年
同期相比可能录得个位数字的跌
幅。展望2016年全年，预计零售业
会继续下跌。

话剧《台北新娘》讲述“两岸一家亲”

香港零售跌幅扩大
业界看淡农历新年

香港零售跌幅扩大
业界看淡农历新年

1 月 4 日，香港第 50 届工展会踏入最后一天，有
大批市民携带手推车或行李箱入场购买平价货。

中新社记者 谭达明摄

香港工展会闭幕 商户减价促销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