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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对身份、传统、文化的强烈感情和自豪
感，同时存在于所有香港人之中。我们对香港深厚
的情感，可以团结成一股正面、具建设性的力量，
推动香港变得更好，而绝对不止于一种封闭式的、
消极的，甚至是具破坏性的保护主义。”

——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近日在网络日志中
提及对“本土意识”的看法，认为可以将此团结成
一股正面和具建设性的力量。但将之实现，关键要
靠港人将爱香港的心，化为行动，做有建设性的
事，而不是靠现时那群搞破坏的“本土派”。

“衡量高铁对香港的重要性，不能偏狭地只视之
为‘快一点的直通车’，需要有全国以至欧亚铁路网
定位的宏观视野。有了连接内地的高铁系统，日后
香港不需要转车而直接来往的内地城市，岂止16
个，方便程度是以几何级数增加。”

——广深港高铁福田站去年 12 月 30 日正式运
营，引发香港社会各界热议。有港媒呼吁道，香港
各界应尽快扫清障碍，让高铁工程早日落成通车。
如此“拖后腿”，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容低估。面对内
地建设突飞猛进，香港要有紧迫感。

“对全港广大市民来说，2016年最大的新年愿
望，相信莫过于经济和社会稳定，少一点争拗、多
一点做事，生活得以改善。但是，从眼前事实看
来，这一良好愿望要落实也不易。明年是‘选举
年’，先是2月立法会新界东一席补选，接下来7月
有立法会换届选举，再到10月份就是特首选举委员
会选举。多个选举当前，市民手中的一票，是支持
建港还是乱港，真要再思三思了。”

——大公网评论员关昭

“陆客来台中转后，台湾变成中继站，大陆客来
台湾可能不是只经过机场，还会留下来，这对两岸
是好事。这是做给民进党看，只要坚持‘九二共
识’的基础，两岸关系就可以继续进展。”

——台湾淡江大学教授陈一新说，大陆1月5日
下午宣布开放昆明、重庆、南昌等3个城市作为陆客
来台中转的试点是落实去年 11 月 7 日“马习会”达
成的共识之一，展现出大陆的诚意和善意。台湾舆
论认为，两岸和平繁荣现状得来不易，台湾不管将
来是谁上台，都要“用心维系，懂得珍惜”。

“路上的保时捷快比纳智捷还多。”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近来经济低迷，贫

富差距持续扩大，单价上千万的超跑、顶级豪华车
却年年增长，从2010年的不到1000辆，到2015年的
几近突破5000辆，短短5年时间暴增五倍。

“花这么多钱盖好，开幕7天就漏水，我要向
‘检调’检举！”

——耗资近80亿元新台币，用时15年建成的台
北故宫南院，才开馆风光了 7 天，就禁不起 21 毫米
的雨势考验，多处漏水，加上部分工程仍在补强，
各种问题引发游客质疑。有游客当场指责说要去有
关部门举报。但负责这项建筑工程的官员却回应
说：“感谢老天爷下了这场雨，让我们好知道哪些地
方出了问题……”

香港大型主题乐园——海洋公园，从一
开始就是专为港人而建，处处都体现着香港
的特色和风趣。

在香港，能勾起普罗大众集体回忆的街
道，应该像电影《岁月神偷》里的老香港电
影场景一般，在旧区深处，在唐楼和街铺林
立中，时不时传来街坊老友间的问候，看到
孩童们天真无邪的嬉戏。也许正是这原因，
2012年3月14日，海洋公园在海滨乐园缆车
站旁建造了“香港老大街”。老大街展现的
是香港上世纪 50 至 70 年代的景致，两旁有
唐楼、怀旧店铺、摊位游戏和街头小食，又
有特别订造的 50年代旧款电车和双层巴士，
更有仿中环天星码头钟声的铜钟声响系统，
这是香港已经消失，却最能代表本地生活、
使人忆起地道文化、令人暂时从当下的香港
中抽离出来的景物，别具匠心。

很多初次到访海洋公园的人，大多以为

这里就是个大型海洋馆。然而走进来才发
现，此处别有洞天。海洋公园是一座集海陆
动物展览、机动游戏和大型表演于一身的主
题公园，依山而建，分为高峰乐园和海滨乐
园两个主要区域，区内再分为 8个不同主题
区，包括亚洲动物天地、梦幻水都、威威天
地、热带雨 林 天 地 、 动 感 天 地 、 海 洋 天
地、急流天地及冰极天地，提供各式各样
的景点及娱乐体验。游客可以选择乘坐海
洋列车或登山缆车穿梭于山脚下的海滨乐
园和山顶上的高峰乐园。海洋列车是全世
界首个设于主题公园内的、在隧道行走的
双向登山缆索铁路系统，全程穿越 1300 米
隧道只需3分钟，每列车可以承载5000名乘
客。海洋公园登山缆车全长 1.5 公里，坐在
缆车上，一边是海洋公园里的热闹景象，另
一边则是南中国海一览无余的辽阔景致，十
分震撼。

不过，既然是海洋公园，水族馆自然也
是可圈可点。海洋公园的“海洋奇观”是世
界十大水族馆之一，拥有全世界最大、直径
5.5 米的观赏圆顶以及高 8 米、宽 13 米的巨
型海洋观赏屏。在海洋公园“海洋奇观”水
族馆，游客们可以一次目睹超过 400 个品
种、5000 条珍贵鱼类，尽赏奇妙的海底世
界。另外，来自四川的大熊猫安安及佳佳也
在这里“安了家”，和其他亚洲珍稀动物一
起在海洋公园“亚洲动物天地”等待游客的到
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海洋公园也扮演了香港

“动物园”的角色，承担着自然保育的重任。
海洋公园自1977年开幕至今，已经有将

近 40 年的历史了，可谓游乐园里的“老资
格”，还曾夺得过“全球最佳主题公园”
称号。趁着2016新年到来，不如带着全家来
逛逛吧！

（摘自《晚安香港》）

一进门，先领一道“铜镀金二龙戏珠阴文圣旨合符”，
有此令牌，才能获准觐见——这是近日在台北松烟文创园
区开幕的“神会乾隆宴”特展。

近年来，台北故宫的文创商品备受推崇。此次台北故
宫首度授权，采用3D光影投射及数字科技诠释文物的前世
今生，将沉默、静态的文物，演化为可以听、可以看、可
以玩的穿越之旅。

此次台北故宫授权展出的 8 件乾隆时期仿真文物，包
括翠玉白菜、肉形石、金瓯永固杯、磁胎洋彩青地金花鱼
游春水瓶、粉彩百鹿尊、沈香木香山九老、粉彩开光花鸟
双连瓶、神隐至宝，都是寿宴、节庆、宴会、庆典的文
物。比如，金瓯永固杯为乾隆帝每年春节新春开笔、喝屠
苏酒之用，取意江山永固。

主办单位发挥创意，将文物放入虚拟的历史情境，呈现
在观众面前。参观者手持的令牌不仅是一个通行证，更是一
个身份识别符——面对一面古镜，参观者把手中令牌，放到
类似读卡器的装置中，須臾间，镜中浮现一个清朝服饰的人
像，这就是参观者的前生容颜。可能是二品的太子少傅，也可
能是八品的国子监典簿，带着这样的身份，参观者随后步入
时光隧道，从繁华都市幻化到雄伟的紫禁城。

一路有工作人员指引，欣赏乾隆最爱的三希帖的投影，
手痒者可以在书法瀑布前，以水为墨，体验古人临池而书的
意趣。3D技术为参观者提供了与文物近距离互动的可能：在
影像中亲手把玩乾隆帝喜爱的瓷器；亲手拉坯做一只自己的
陶罐；以及赏玩翠玉白菜、肉形石、金瓯永固杯等珍宝。最后
是三面巨幕、立体3D投影制作的“九九大戏”，重现乾隆皇帝
万寿盛典、张灯结彩的热闹景象，为这场梦回清朝作结。

据“神会乾隆宴”新媒体艺术特展主办方透露，展览
不日将前往北京等地继续展出，让大陆观众也能体验一下
文物可以这样欣赏。

有不少岛内官员认为，随着台湾第三方支付“专法”（《电子支付

机构管理条例》）的施行，2016年会是台湾“电子支付”元年。岛内

的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也看好电子支付发展潜力，积极与各方合作，

试图掌握最大的商机。但直至目前，拿到电子支付许可执照的3家业

者，至今没人敢开业！这是怎么回事呢？

2016电子支付元年

台湾能否打开市场大门台湾能否打开市场大门？？
本报记者 汪灵犀

笔者元旦节期间回乡探母，被迎进家门
后，母亲大人要求我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往
她手机里下载一个支付宝软件。“超市里用支
付宝结账有优惠，满100减50呢，快帮我装一
个，再教我怎么用。要快啊，可急死我了。”
我不禁惊诧，支付宝的触角已经深入到广大农
村了啊！

不得不承认，大陆的电子支付发展，是要
比台湾快好几步。在大陆，只用带一部智能手
机出门，就可解决食衣住行娱乐各项需求，或
是下载各类应用，在家躺着等上门服务送到
家，外卖、洗车或上门作美甲，包罗万象。很
多台湾科技创新业者叹气，两岸第三方支付起
步时间差太多，各类情境应用的发展早已不是
一个层次了。

台湾第三方支付还处在初步发展阶段，许
多业者还在努力“打败现金”，培养消费者与
商家移动支付使用习惯，提升台湾移动支付普
及率，可是大陆各类应用已遍地开花，据说连
支付宝的“扫码风暴”都刮到了台湾。

随着去年成功与台湾玉山银行合作，支付
宝终于合法入岛。有台湾朋友告诉记者，现在
的支付宝，已经可以支持用台胞证开户，支持
台湾手机号验证短信，支持便利店充值。据说
还有超过3500家商户支持“扫码付款”，涵盖
超市便利店、百货公司、台湾伴手礼名店及热

门商圈，包括夜市。顾
客在一家家地横扫街边
美食时，全都能支付宝
付款，还有部分商家推
出极大优惠，像是每天
第一笔消费可以以人民
币 1 元抵新台币 100 元
等。

如此看来，台湾掀
起一场推翻传统交易方
式的“支付风暴”，是
迟早的事了！

“支付风暴”迟早“登台”
汪灵犀

“支付风暴”迟早“登台”
汪灵犀

落后大陆十余年

1月2日举行的第二场“总统”候选人辩论会上，亲
民党主席宋楚瑜抨击蓝绿两党，说因为他们执政时推行
电子支付不力，导致现在台湾第三方支付落后大陆十余
年。差距真有这么大吗？让我们来算算。

2003年 10月，淘宝网首次推出支付宝服务，标志着
大陆第三方支付的起步。如今，在大陆，充话费、买彩
票、交水电费、订飞机票、看电影都可以用支付宝或微
信，甚至街上的摊贩都可以直接扫二维码结账，电子支
付已深入大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再看台湾，2015年5月才开始实施《电子支付机构管
理条例》，同年 8月才由台湾“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颁
发出 6 张电子支付机构许可证，算是让电子支付终于上
线。台湾之前一直流行的是线下支付，大概的用户体验
是，你网上下了个单，然后商家给你一个付款码或者账
户，你去线下的便利店或者银行ATM机上转账付款。这
一比较，两岸可不是有十余年差距么？

如今，台湾好不容易打通第三方支付的“任督二
脉”，却是境外市场先行，本地机构好像“被晾在一
边”。去年底的“双十二”，支付宝在台湾开通“手机扫
码支付”，腾讯旗下的财付通也登台抢客。据台媒估计，
陆客喜爱的“跨境 O2O （Online to Offline，线上到线
下） ”消费模式，一年约含600亿元新台币的商机。

支付宝等的巨大成功，引起了台湾电子支付业者的
关注。台湾业界开始模仿学习大陆同行，这完全颠覆了
两岸经贸交流发展 30多年来的既有模式和习惯，由此也
激发了岛内业者的奋起直追。

法令虽开障碍多

可是为何已经拿到营业许可的欧付宝、乐点、智付
宝 3 家公司，至今还不开业呢？业界认为，还是障碍太
多。

不少业者表示，虽然目前法令已经开放，但实际上
还有两大障碍，令他们望之却步。一是买卖双方必须是
同一家电子支付机构的会员；二是储值需用现金，无法
刷卡或从银行转到虚拟账号。

“这太不合理了！假设我要在某家网络平台购物，除
了是平台会员，还要成为智付宝、欧付宝或乐点会员才
能刷卡，消费者要成为多个会员，这是不是太麻烦了？”
有电子支付业者指出。

另外，业者也抨击，“金管会”高喊要减少民众使用
现金比例，却不准用户从银行账户把钱转入电子虚拟账
号储值。相较大陆的支付宝可通过各家银行网络系统直
接把钱转入，台湾的电子支付账号储值必须经由ATM转

账或是到便利商店缴费，无法一气呵成在网络上完成。
由于对第三方支付产业态度保守，前“金管会主

委”陈裕璋因此下台。现任“主委”曾铭宗上台后，几
经波折，终于把 《电子支付机构管理条例》 推上路，原
第三方支付业者如欧付宝、乐点、智付宝等陆续提出业
务申请，相继拿到营业许可。台湾官员都高调期许今年
是“电子支付元年”，讽刺的是，3家业者现在却没人敢
开业。第三方支付业者努力争到一部专法，现况竟是退
回原点。所以才有业者感慨，传统的银行业太强势，不
肯把蛋糕让给科技业。

迎头赶上有难度

那么，台湾的电子支付，还有可能追上潮流吗？有
专家认为，悬。

首先，台湾有相对成熟的信用卡支付环境，民众习
惯了刷信用卡，因此现在还没养成第三方支付的消费习
惯。其次，台湾市场被众多国际第三方支付包围着，比
如美国 ebay 的 PayPal，苹果公司的 Apple Pay，韩国互联
网集团NHN的Line Pay，这些都会进一步挤压台湾自己
的第三方支付空间。再加上“金管会”并不创新的发展
观念，前景不容乐观。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胡石青分析
说，两岸电子支付之所以形成如此大的差距，与岛内社
会的保守自闭心态有直接关系。在现在的岛内社会氛围
下，台湾有关部门从规划法条时就以防弊为优先，无视
现代服务业超越创新的客观要求。而大陆支付宝能够上
路，得益于主管部门放手松绑，更得益于大陆坚持改革
开放的社会氛围。

一步慢，步步慢。落后的第三方支付，还将拖慢台
湾其他行业向电子商务转型的进度。比如，大陆居民有
打车、叫外卖等本地需求，功能会立马被集成到支付
宝、财付通里，可是台湾人有本地需求，功能可以立马
集成到境外第三方支付公司手里吗？

不 过 ， 也 有 人 持 乐 观 态
度。台湾蓝新科技总经理詹圣
生说，台湾在线网购市场已有信
用卡、网络 ATM 付款及超商付
款取货等管道，第三方支付真正
庞大的商机，应来自 O2O 市场，
还有尚未开放的金融业务（即透
过储值账户买保险、基金）。许
多市场例如大陆，都与金融业
务连结，才进一步发展茁壮。
台湾还有迎头赶上的机会，不
过，首需克服的最大障碍，还
是社会上的保守自闭心态。

声
音

海洋公园里的香港老大街

香港因为“购物天堂”的名号太
响，以至不少人直接将“香港游”与

“购物游”画等号。购物固然是赴港
旅游的一大特色，但单一强化，会令
香港其他美景难“出头”，也可能冲
击本地消费，引起矛盾，令旅游地与
游客双重郁闷。

其实，香港是一个拥有多元之美
的城市，细心的游客在这里能发现很
多不一样的玩法。本期，我们向大家
介绍一处别致景点——香港海洋公
园，给香港游提供一个新视角。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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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台湾夜市被支付宝“占领”。▲去年底，台湾夜市被支付宝“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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