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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适龄青年在高校的就学率达七成，全球领
先。”初听这样的表述，记者也“合理”想象为这是教
育的进步。且慢！再看校园发生的真实一幕：学生因
成绩品行皆不合格被老师“劝退”，结果，被叫去训话
的不是学生而是老师，因为少一个学生就意味着少10
万元 （新台币，下同） 的学费。老师敢“劝退”学
生？太不懂事了！哄都来不及呢！

荒唐事皆有现实因。20年来台湾出生率下行，大
学开办数却上扬，一上一下间大学招生难。“少子化冲
击高教”喊了好多年了，但 2016 年真碰到“大限”：
少了 5.5 万生源，意味着二三十所小型大学“空校”；
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一直喊公立“并校”、私立“退
场”，2016年也见了“真章”，1月4日，以医科为主的
公立阳明大学大礼堂，校长亲自上阵向全校师生说明
与新竹“交通大学”并校……

并校不易 关门更难

大家都爱锦上添花不喜节衣缩食，并校一定会引
起风波。1月4日，阳明大学的学生手持“缓议合校备
忘录”、“严正拒绝黑箱”等标语抗议“并校”。他们向
记者表达的不满很具体：“一个校园在台北，一个校园
在新竹，怎么上课？”“怎么并我们什么都不了解，当
初我报考的是阳明，不是并校。”阳明大学校长梁赓义
温和表示会以投票方式了解学生想法，并由校务会讨
论并校事宜。

但是，台教育主管部门已画出红线，公立学校新
生注册率不足八成即依比例缩减预算。因此，梁校长
说：“大家都在努力往前走，阳明不能只是原地踏
步。”校方说服学生的理由是，阳明的医科结合交大的
信息、光电、电机等科系，学生可适应远程医疗、生
物科技的发展，对将来就业有帮助。其后，记者从阳
明大学获知，并校方案未获通过。

目前，台湾公立高校已完成并校的有：嘉义技术
学院和师范学院合并为嘉义大学、东华大学和花莲教
育大学合并为东华大学、台中技术学院和台中护专合
并为台中科技大学、台北市立教育大学和体育学院合
并为台北市立大学……

公校并校不易，而私校关门更难，虽然主管部门
已出台私校倒闭的具体条款，但所有接受记者采访的
私校都表示“招生情况良好，没有停办之虞”。真好假
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文凭贬值 高教失色

对于私校来说，没有学生就没有学费收入，而且

会失去主管部门的补助款，因此，学生从受教者变成
了“金主”，只要注册和交学费，学校就不敢得罪。不
仅招生门槛一低再低，甚至出现中、英、数三科考17
分上大学的例子。老师平时授课也看学生脸色，考试
给分更不敢“严格”。这样的高等教育等同于卖文凭，
大学文凭也随之贬值。高雄一位私立大学的教授告诉
记者：“一班 40个学生，毕业后能胜任所学专业工作
的，有六七个我就高兴了。有的学生上我的第一堂课
就问好不好过，这样的学生就不去管他了。但有心向
学的我还是用心教的，要对得起良心。”据台湾媒体报
道，连台大这种顶尖大学的校长都曾抱怨：“不提专
业，毕业生基本的文字、口语表达能力都太差！”

这样的校园环境还会引发另一个恶果——优秀教
师出走。私立的往公立走，公立的往香港、澳门和新
加坡走。一位接受采访的大学生家长说：“我们年轻的
时候，高等教育可以改变命运和让不同阶层流动起
来，现在一些贫困家庭的孩子，贷款念大学，学不到
东西，毕业后背着几十万元的债务找不到好工作，无
法改善自己及家庭的生活。真是可怜！”

不少私立高校的教师肩负“找学生”的重任，特
别是到部落里找学生来注册，会拿到更多的补助款。
最常见的是到技、职校拉人来“专升本”。师道至此，

又何止是学生可怜？
并非记者的观察太悲观，台湾教育部门公布去年

秋季新生入学情况，全台 158 所高校、3000 个科系
中，有3所学校、4个科系零入学，67个科系新生注册
率低于招生名额三成。别说私校，台湾大学有 4个博
士班都没招到学生。而今年在出现生源大断层的情况
下，招生情况只能更恶化。对此，教育主管官员吴思华
一再说，到 2021 年前，台湾的高校一定要砍掉 1/3，如
果不由 156所减到 100所，“将会是高等教育大灾难”，
因为那时生源会再少7万人。

政策失当 后人遭殃

现在，台湾还在争论是否要普遍减少招生名额
“共体时艰”，是否给了公立排名靠前的大学太多预
算，是否忽略了对小型学校的补助等等，但少有对源
头政策的反省之声。新生儿每年都有具体到个位数的
数字，就算没念过书都算得出10年20年后合适的高校
规模。1997年台湾新生儿32万人，1998年就减少到27
万人，2000 年只有 16 万人，但 2000 年却有 60 所职、
技学校升格为大学！这种失当的政策给当下的高校带
来“灾难”，无论并校还是倒闭，都会付出新的社会成
本与代价。吴思华表示，未来 5年台湾的公立大学要
并掉8所，并校预算每年要15亿元。

失当政策产生的背景是政策买票和好大喜功的心
理。两蒋时代，台湾的高校招生非常严格，录取率只
占应届毕业生的三成左右。一位大学副校长说：“这在
当时是合理的。一个社会当然需要牛顿，但也需要瓦
特，瓦特是多数，他们在职、技学校中学习一技之
长。如果让所有学生都去大学当牛顿，结果瓦特变

‘笨牛’。”但是，台湾社会长期以上大学为荣，大学扩
招是家长、学生、学校皆大欢喜之事。出于讨好选民
和营造政绩的算计，之后的领导人不负责任地放手高
校大发展。1997年，李登辉实行“增加高中和大学扩
招”政策，陈水扁时代又加码“一县一大学”，以允许
技、职学校升格而换取选票，同时刺激整个社会的虚
荣心和优越感，预刷“黄金时代”的红利，不管这样
的高等教育是否符合台湾的长久利益。

当漏洞显现，在选票的压力下，人人还是假装皇
帝穿着新衣。直到家长、学生甚至学校也成为受害
者，人才、高薪、教育产业的美梦碎了一地，管理部
门才“回应民意”收拾残局。只是，多少社会资源付
之流水？又误了多少人家的子弟？

教育是百年大计，也会是百年伤害，教育政策至
为关键。眼前的台湾高校“大限”，值得深思。

（本报台北1月10日电）

今年生源少5万 未来大学砍三成

台 湾 高 校 闯“ 大 限 ”
本报记者 陈晓星 孙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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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 4日在香港旺角花墟公园举行的“本
地渔农美食迎春嘉年华 2016”于 1 月 10 日晚精
彩谢幕。作为全港规模最大的户外渔农墟，嘉年
华今年迈入第十届，展销本地渔农产品及相关
货品，也是“欣赏香港”运动十大亮点项目之一。
微凉的冬日并未阻挡人们热情的脚步，嘉年华
总进场人次超逾10万，为活动画上圆满句号。

“干海鲜”与鲜鱼媲美
有机蔬果成人气王

甫进展区，一股浓郁的“海”味便扑面而
来。抬头望，金黄色的“巨型”花胶成排地挂
在吊钩上，将展摊层层围起；而台面上，鱿鱼
干、墨鱼干、鲍鱼干、虾干、海藻、龙筋等

“干海鲜”也码得整整齐齐，等待市民拣选。
展摊负责人郭金有告诉记者，他家的海味

已是嘉年华的常客，今年他特别租下两个摊
位，将上好的海产品呈献给市民。他不时补

货，又帮一些眼神欠佳的老伯挑选鱿鱼干，忙
得不亦乐乎。

当记者问起为何要将花胶挂起又在旁边放
置吊灯，郭金有笑着说道，这是内行人的“诀
窍”，因优质的花胶在光照下晶莹通透、没有
阴影，所以他如此布置，方便“识货”的市民
快速拣选。

在“干海鲜”的另边厢，活蹦乱跳的鲜鱼
也引人频频驻足。由香港本地养殖的罗非鱼、
乌头鱼、石斑、龙趸等都是抢手货，有主妇一
口气买了 5 条罗非鱼和 3 条石斑，说这里的货
新鲜又便宜，吃得放心。

穿过“渔”区，就踏入“农”区天地。有
机蔬果琳琅满目，各式尚菜、生菜、萝卜、蘑
菇、小番茄、草莓等个头饱满、颜色亮丽。

来自大埔坳仔村的农场主阿君表示，这是
她家的俊君有机农场第一次参加嘉年华，反响
热烈、超过预期。她请来好姐妹帮忙，仔细将
蔬菜分袋装好，既保证菜质洁净干爽，又方便
市民在挑选时不弄脏手。

阿君还向记者展示她家的“头牌”彩色萝
卜，黄、白、绿、紫、褐，个个喜人，她说这
些萝卜都是有机产品，营养均衡，在摊位上卖
得最好。

天然杂交培育彩色农作物
不同营养有益健康

除彩色萝卜外，今年的主题农产品还有彩
色番茄、彩色生菜和有机彩色椰菜花等，都在
展区内的模拟棚室展出。

渔农署农业分署作物科农业主任陈益民向
记者介绍，育种专家为提高市场吸引力和农作
物的营养价值，借天然杂交技术培育出不同颜
色的农作物，并不涉及转基因。

他举例说，常见的椰菜花是白色，但在嘉
年华上还能看到紫色、橙黄色和绿色。颜色的
多样化对人体有不同的益处，比如紫色椰菜花
含有花青素，对眼睛和抗衰老有好处，橙黄色
椰菜花包含胡萝卜素，可在人体内转化为维他
命A，有助明目。

本届嘉年华内，共有 370多家摊位展销本

地渔农产品，其中有少数香港老牌企业，例如
荣华饼家、裕丰行海味店等，其余更多的则是
本地渔场、农庄的进驻。按地理划分，农庄多
数来自香港新界北部的村落，而渔场则大部分
位于香港岛南部临海及离岛区域。

展区内设有“蘑菇温室”，向市民演示如
何种出圆润饱满、直径 20 厘米的“大菇扒”；
另有模拟鱼塘和展览渔缸，详细介绍乌头鱼等
鱼苗的生长过程。展区中央还有一条“怀旧市
集街”，售卖本地老牌特色美食，例如砵仔
糕、鸡仔饼、水泡饼、花玷饼等，吸引不少市
民选购作为迎春年货。同场的歌舞表演、健康
讲座和烹饪比赛也是人气聚集的热点，有市民
赞叹嘉年华物价亲民、品种多样，是每年迎春
购物的好选择。

（本报香港1月10日电）

香港最大户外渔农墟登场
海鲜与蔬菜的嘉年华

本报记者 陈 然

海味摊位 陈 然摄

飞虎队示范演练 （图片来源：特区政府新闻处）

陈益民展示彩色农作物
（图片来源：特区政府新闻处）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日前提出“三弓四箭”经济
政策，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讥讽说，这是搞经济“小
确幸”，又说为朱立伦策划经济的人，只会延续台湾
的电子代工。

民进党一向在经济方面极度外行，蔡的经济幕
僚炮制出来的“五大创新计划”，听起来像是大学一
年级的课程大纲。蔡提起台湾的电子代工产业，语
气中竟充满蔑视，令人啼笑皆非。

台湾的电子代工产业由来已久，它在全盛时期
占有全世界百分之七八十的订单，多年来都是台湾
的主要出口外贸收入来源。后来因为竞争激烈，利
润愈来愈薄。产业转型之说从 20年前就听到过，历
届执政者都在讨论、提计划……就是不见动静，所
以台湾还在苦苦地做电子代工。

台湾的主要经济问题不是电子代工产业难做，
而是持续恶化的“投资旱渴症”。资金外逃，外资企
业厂商却步不来，造成台湾经济放缓，对外竞争力
衰退，以至2015年的台湾经济成长率连1%也保不住
的原因。

成长中或繁荣中的经济发展区，外资直接投资
（FDI） 存量占 GDP比率的平均值是 33.6％，台湾只
有 13％。20多年前的台湾曾出现过“外资争相投入
热”，现在却成为“投资旱渴症”地区。2015年台湾
吸引外人直接投资的表现，在全球211个国家及地区
中排倒数第五。

国际社会认为台湾对外资不友善。台北市日本
工商会在2015年11月发表的“白皮书”中指出，台
湾政治经济社会对外人外资“高度不友善”。

为什么会这样？专家分析有几个原因：
第一，台湾被认为没有愿景与方向。目前台湾

的经济政策，完全让人无法看到未来愿景，严重欠
缺整体性的大策略、大方向，政策只顾到眼前。

第二，台湾被认为没有政策承诺能力。“政策不
连续性”、“政策承诺的翻脸如翻书”、“缔订契约完
全悖逆国际商业契约基本理则”，只要遇政权更迭、

首长交替，动辄就会爆发政策大扭转的戏码。桃园航空城计划，有不
少欧美日外商都拟议了参与投资的规划，一旦主办城市首长换了民进
党，整个航空城停摆。核四商转已经遭到“封存”，倘若蔡英文果真掌
政，核四必遭“禁止”，而核一、核二又必将陆续除役，台湾到底要不
要用电？

第三，地方政府与上级对抗，政令不行。台电公司重新检讨“购
售电合约”并进行协商的同时，“立法院”已单方面彻底修订改变了

“电业法”相关条款。全体外商普遍感到莫大困扰与挫折。
第四，台湾已被认为是个欺善怕恶、理盲

滥情、屈服于民粹，不考虑竞争力的社会。劳
工保护主义在台湾的气势渐高。

国民党当局提出“经济体质强化措施”，后
来又提“五箭措施救经济”短期方案，都没有

“恢复振兴外资对台湾信心”的措施。民进党人
对此更是完全没开窍，台湾的经济前景实在令
人忧虑。

（作者曾任台湾美商美林证券公司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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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香港1月10日电（记者陈然） 今天，香港警察
学院首次举行开放日，庆祝成立10周年。现场精彩节目
包括特别任务连 （即飞虎队） 反恐演练和警犬队、警察
护送组、警队步操等不同队伍的示范演出，吸引约 5000
名市民到场参与。

警察学院院长刘保禄表示，警察学院自 2006年成立
以来，首次举办开放日，旨在推动社区参与，增加市民
对警队工作的了解。他说，警队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已
于昨日率先招待了 1300多名由社福机构安排的市民观赏
预演彩排，包括长者、智障及残疾人士。

开放日同场还展出飞行服务队直升机、警队特别车
辆和不同年代的警察制服；更设有游戏摊位，让市民认识
警队装备，并体验镭射枪射击和攀墙活动等。此外，学院10
周年相片展览也向市民展示了学院的历史和转变。

香港警察学院于 2006 年 1 月成立，前身为警察训练
部，为新入职及在职的警务人员提供各种训练及课程。
此次开放日也是“欣赏香港”运动的一个亮点。

本报北京1月10日电（记者汪灵犀） 由中国社会福
利基金会、《台声》 杂志社等共同发起的“两岸一家亲”
基金今天在此间启动，并举办首捐仪式。这项基金专门
资助“两岸一家亲 《台声》赠乡亲”公益活动，旨在推
动更多岛内同胞家庭通过阅读《台声》杂志，增进对大陆经
济社会发展的了解。首批捐赠资金总额为50万元人民币，
主要由中赣核（北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责筹集。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理事长戚学森表示，相信了解
大陆的台胞越来越多，“两岸一家亲”理念就能进一步升
华，深植两岸同胞心中。

全国台联党组书记、《台声》 杂志社社长梁国扬说，
2015年初，《台声》面向社会发起公益活动，发动企业界
有识之士购买 《台声》 杂志赠予岛内乡亲，使更多台胞
通过这个窗口了解大陆。感谢“两岸一家亲”基金的设
立，使这一公益活动取得长足发展。

他说，《台声》杂志于1983年在北京创刊，是目前唯
一在岛内合法发行的中央级时政类新闻期刊。2016 年，

《台声》 实现了两岸同步印刷，在岛内实行繁体字印刷，
相信会在推动两岸交流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香港警察学院成立10周年
首次举办开放日庆祝

“两岸一家亲”基金在京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