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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其林”名号响当当，有幸入选自然风
光无限。顶着金招牌，财源滚滚来，本应是
梦寐以求的美事，近来却令香港一些餐饮店
主“不喜反忧”，有人甚至生怕引来媒体宣
传。个中缘由就在于业主会“闻风而动”，成
倍提升店铺租金。

近些年香港时有米其林餐厅因业主提租
而搬迁甚至关张的新闻。去年11月最新推出
的 《米其林指南香港澳门 2016》 中，首度加
入“街头小吃”的项目，香港有23家店铺入
选，它们也面临米其林“死亡之吻”的威胁。

宣扬街头饮食文化

作为新增项目，米其林街头小吃推荐旨
在宣扬香港平民街头饮食文化。车仔面、狗
仔粉、鸡蛋仔、广式甜点……入选的小吃大
多是港产美食。

《米其林指南》 国际总监米高·艾利斯
（Michael Ellis） 称，米其林指南是对所在城
市的一种真实反映，而街头美食在香港和澳
门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调查者在过去几年
都在关注餐馆的菜品质量和时令食材的应用
等。

“这些街头小吃不断地在进化，味道越来
越好。街头的流动商贩们也开始设立店面，

新的指南可以让大家知道去哪里找到他们。”
米高·艾利斯说。

按图索骥，上门开吃——听上去像是个
好主意，但兴高采烈地到达指定地址，食客
却可能发现自己扑了个空。专卖上海生煎包
的“祥兴记”，在入选米其林推荐小吃约1个
月后，便不得不在店外张贴告示，宣布将因
租金上涨而搬迁。

好事也有负面结果

祥兴记的老板孙先生今年 50 岁，3 年前
与生意伙伴在荃湾开设生煎包店，薄利多
销，人气很旺。在入选米其林推荐小吃后，
业主当即表示要把租金提高 30%，而且拒绝
还价。孙先生说，他既不怪米其林，也不怪
房东，人人都需要生存。

店铺将迁至尖沙嘴的消息传出，老顾客
纷纷表示“十分失望”，其中有人在社交媒体
上怪罪“贪婪的房东”。孙先生也对荃湾老店
恋恋不舍，他说，获得米其林的认可当然是
件好事，但是有时好事也会带来负面的结
果，希望将来有机会再回荃湾。

主打传统广式甜点的“佳佳甜品”也面
临相似的命运，业主将月租由 9 万元加至 22
万元 （港币，下同）。甜品店老板说，糖水店

是街坊生意，6 年前每碗卖 14 元，现在只加
价至 18 元，最贵 20 元。以平均每碗 19 元计
算，每月至少要卖1.1万碗才够交租。

平价经营难抵加租

佳佳甜品店的食客张先生说，现在店铺
的租金昂贵，很难吃到只卖20元一碗又不失
水准的糖水。米其林推荐小吃店吸引众多食
客慕名前来，让业主认为加租是理所当然。

据甜品店老板招先生介绍，米其林的名
号的确招来了不少“生客”，除了附近的市
民，不少游客专程前来品尝，他还接待过从
澳大利亚来的食客。但高涨的人气难抵翻倍
的房租，调高小吃价又违背“街头平价美
食”的本意，还会因此造成顾客的流失。

招先生说，本来难以继续经营，幸亏有
老顾客以友情价每月 9 万元，租出同区另一
铺位，他才得以延续父亲40年的心血。而新
店面积比现在小约一半，生意可能会受影响。

米其林的“死亡之吻”此前曾令多家餐
厅歇业。据港媒调查，不少米其林餐厅都面
临巨大的加租压力，有些还来不及为荣誉欢
呼，便不得不仓促地退出市场。招先生说，
希望业主手下留情，“愿有些同理心，不要杀
鸡取卵”。

祥兴记的老板孙先生则认为，香港政府
未合理管理租赁市场，使中小餐馆老板日子
艰难。他希望港府能重启在1998年废止的房
租控制政策。

台湾地区“二合一”选举 1 月 16 日
尘埃落定，未来民进党将全面执政。政
党轮替已不是台湾政治的新闻，民进党
执政也不是新闻，民进党曾经在 2000年
至 2008 年执政 8 年。但选后的新闻点恰
恰就在这里，因为人们对那 8 年执政给
两岸关系带来的冲撞和伤害记忆犹新。
因此，民进党是否还是那时的民进党？
民进党如何评估自己的“赢”？当选的蔡
英文是否承认“九二共识”？这些都是两
岸乃至国际学者用心观察、谨慎分析之
处。选后第二天早晨，台北即启动“研
讨”模式，记者在台北也密集采访请教
专家学者，梳理他们的分析。

绝非对两岸政策的投票

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董事长赵春山
指出，有人认为这场选举是对两岸政策
的投票，千万不要这么看，尤其民进党
这么看很危险。如果是对政策投票，两
方面的观念应该很清楚，一方是什么，
另一方是什么，让老百姓选择。可是这
次选举过程中，国民党的两岸政策是清
晰的、有持续性的；而民进党的政策是
模糊的，这从选举操作来说是“聪明”
的，我胜选在握了，何必要把一个我讲
不清楚的事情讲清楚呢？越讲越不清
楚。一个是清楚，一个是策略模糊，老
百姓没法选。

文化大学中山与大陆研究所所长赵
建民教授提出一个指标性的观察点：这
次选举“台联党 （急“独”——记者
注） ”泡沫化了，显示“台联党”的反
中没有被选民接受。

台湾大学教授张亚中认为，20 年来
台湾有一场“内战”，即“台湾人”还是

“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之战。国民党为什
么节节败退？是因为没有取得身份认同
的论述权，没有取得对“爱台湾”的解
释权，所以任何行为都会被扭曲。

那为什么两岸政策清晰的国民党选
输了？赵春山很直率：一个分裂的政党
不可能赢过一个团结的政党。他认为，
分裂的蓝营输给了团结的绿营。但败得
这么“惨”，是因为每次选举都会有的操
作。“选举本来就是零和游戏，就一些议
题比如周子瑜进行政治操作也不意外，
但每次这样的操作会在选后产生新的问
题，这是我忧虑的。”赵春山说。

蔡英文不能含糊其辞

张亚中说，民进党 20年来传达了一
个概念：台湾不是中国，两岸是“一边
一国”。这个概念已经深植于对年轻人的
教育之中，也成了民进党的基本主轴。
现在蔡英文胜选，她要不要调整？如果
她调整，等于承认 20年来建构的国族认
同是虚假的，而且她背后还有 20年来她
教育出来的年轻人，比如“太阳花”的
一些人将进入“立法院”，已经不容她调
整，这是她结构性的障碍。可是面对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她又必须要调
整。因此她有可能表面上做一些调整，
但核心不变，就在一些字眼上“绕”。现
在要观察蔡英文会否一方面“维持现
状”，一方面在教科书上加速分离主义。

赵春山说，关于两岸政策，蔡英文
讲“持续”，但哪些政策她要持续？要说

清楚；她讲“沟通”，但如果不承认‘九
二共识’，我不知道如何“沟通”；她讲

“新民意”，她认为“新民意”是不是反
对既有的两岸政策？如果不反对，蔡英
文的两岸政策又是什么？蔡英文至今未
承认“九二共识”，只强调“求同存
异”，但两岸哪些地方“求同”？哪些地
方“存异”？蔡英文要讲清楚。

赵建民对蔡英文能面对“九二共
识”很不乐观。他说，蔡英文常用“擦
边球”方式：她不谈“九二共识”，却说
1992年香港会谈是“历史事实”，让人想
象她可能接受了“九二共识”；她谈“现
实宪政体制”，也创造了人们对她“一
中”“统一”的想象空间。

一些亲民进党的学者接受记者采访
时都表示，要蔡英文说出“九二共识”
这 4 个字太困难，因为她背后站着的人
没有“共识”，“接受了‘一中’还叫民
进党吗？”她只能用别的字眼来表达她

“不挑衅”的立场。对此，文化大学教授
杨泰顺认为，蔡英文用迂回的方式取得
信任，“我没有这么乐观。”

时间不在台湾这边

赵春山表示，两岸有 5 个方面不能
切割，即历史、中华文化、血缘、地缘
及主权领土完整，这 5 个方面不切割，
才有两岸的稳定发展。对于选后两岸的
互动，赵春山说，时间不在台湾这边，
由于民进党和大陆没有政治互信，从今
天 （1 月 17 日） 到 5 月 20 日蔡英文上
任，是一个“听其言”的时期。这一段
时间不长，蔡英文要把一些话讲清楚。

大多数学者对未来两岸关系发展有
忧虑，认为存在着很大的风险。他们用
了“冷和”这个词，即两岸建立不起新
的互信，虽然还维持和平稳定，但协商
延宕，渐行渐远，走向对立，从冷和变
成冷战。有学者提出，民进党内了解大
陆的人才不多，如何与大陆保持良性沟
通是个问题。

“台湾面临的经济挑战非常大，经济
问题和两岸关系一样重要，不能开玩
笑。蔡英文应该严肃面对，要提出高明的
政策。”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彭锦鹏说。

杨泰顺说，台湾现在出口 100 块钱
就有 31 块钱与大陆有关，外销市场 60%
在大陆。亚投行已经成立，大陆曾经表
示对台湾持欢迎的态度，产业界早就看
准上兆元的中东市场，现在台湾还能不
能加入？虽然台湾一直看中 TPP （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到底是东南亚的
市场对台湾重要还是 TPP 重要？台湾要
不要参加 ASEAN （东盟）？如果这些都
参加，就又碰到“九二共识”。如果在产
业上要大陆“让利”，又要坚持台湾“主
体性”，大陆当然不接受。

有专家指出，对蔡英文和其领导的民
进党尚有“听其言、观其行”的空间。听其
言，是要听蔡英文对两岸关系的表述是否
只限于不否定“九二共识”；观其行，包括2
月 1 日即将运作的新的议事机构如何处
理“服贸”等与大陆相关的议案。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两岸的主流民
意。在此基础上，风物长宜放远量。有
这样的高度，云是浮云，烟为过眼。

（本报台北1月18日电）
本文照片均为陈晓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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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艺人罗志祥日前在北京
说了句“我们都是中国人”，台湾网
友的骂声就刷爆了他的社交媒体。

从法理、历史、文化和现实角
度，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中国，这
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台湾艺人说

“我是中国人”何错之有？但受“去
中国化”教育长大的一些台湾年轻
网民，却好像听到了天底下最不可
思议的事，群情激昂。

台湾网友在罗志祥的脸书留
言说：“原来你是中国人，我真的不
敢置信”“不过还好我们不是一个
国家的人”“我当初为什么瞎了眼
迷了你整整好几年，去你的中国
人”“你大陆人你滚出台湾”……

罗志祥经纪公司就此发表声
明 称 ， 表 演 归 表 演 ， 政 治 归 政
治，罗志祥“是土生土长的台湾
人，但也是受中华文化教育长大
的中国人！试问在台湾长大的同
辈或长辈们，谁不是呢？”

谁不是呢？诚哉此问！当年
台湾女子团体 SHE 唱 《中国话》
一歌，也曾引发绿营围剿。有人
怒批她们为什么不唱“台湾话”？
问题是，台湾说的“国语”难道
不是汉语，不是中国话？台湾人
写的字难道不是汉字，不是中国
字？台湾人过的传统节日，用的
筷子，吃的美食，难道不是正宗中国范儿？绝大多
数台湾人的父母、祖辈，难道不是从大陆渡海而来？

一个台湾人，说出一个完全正确、合法合情的
事实，竟会遭到绿色意识形态碾压欺凌，而且攻击
者还是稚气未脱的年轻一代，不能不说台湾社会的

“绿色恐怖”越来越严重了。
罗志祥是受害者，SHE 是受害者，其实这些开

骂的年轻人也是受害者。李登辉和民进党过去 20年
的“去中国化”教育，扭曲了他们的历史观，绿营
政客和媒体长期的煽动，改造了他们的价值观。他
们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还不许身边人说是；他们
说教科书在“慰安妇”前加上“被迫”是对日本的
不公平，“我阿嬤真的是自愿的”……不堪至此！

这些年轻人如此激动，可能与前两天台湾艺人
周子瑜事件有关。其实周子瑜之所以会引发两岸网
友论战，最大的原因正是绿色媒体故意炒作她是

“台独女神”，讽刺大陆网民“强国人”“玻璃心”，
才引发了大规模的误解和敌意。

台湾实在不需要为这种事内斗，两岸实在无
需为这种事互呛。岛内民进党刚刚重夺执政权，
有台湾朋友表达了这样的担心：绿色意识形态若
水涨船高，恐怕救不了周子瑜，却会制造更多的
罗志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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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获美誉便遭加租

港餐厅遇米其林“死亡之吻”
俞 晓

1 月 18 日，第十三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女子冰球比赛进入第三
个比赛日。香港队队员钱佩诗备受关注，她以58岁的年龄成为本
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年龄最大的运动员。图为钱佩诗 （上右二） 与
队友在比赛中听取教练布置战术。 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摄

58岁冰球老将战冬运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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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香港1月18日电（贾振成） 为
期两天的第九届亚洲金融论坛今天在香
港举行。本届论坛由香港特区政府及香港
贸易发展局合办，以“亚洲：塑造增长新典
范”为主题，邀请90多位来自全球各地的
财金领袖及专家担任主讲嘉宾，剖析投资
市场形势，发掘投资新机遇。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在开幕致
辞中表示，世界经济在 2016 年将保持温
和增长，但挑战也是可以预见的。国家
正全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实施“十
三五”规划，特区政府会积极把握当中巨

大的发展机遇，推动经济发展，同时会继
续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的
地位和“超级联系人”角色，扩大与内地
及世界各地的合作，提升香港的竞争力。

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罗康瑞在开幕
演讲上表示，踏入新一年，地缘政治不
稳、金融市场波动、商品价格下跌，以及
中国和亚洲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持续。全
球要取得可持续的经济复苏，仍面临挑
战。虽然亚洲和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但
相信仍然会是带动全球经济的引擎，而

“一带一路”将会是一股新动力。

亚洲金融论坛在港举行

新华社台北1月18日电（记者傅双
琪、李寒芳） 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18
日正式向国民党中常会请辞，并宣布由
副主席黄敏惠暂时代理党务工作，完成
未来所有补选工作。

朱立伦在会议上表示，承担国民党

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失败的责任，
深切反省，并呼吁国民党全面检讨和改
革。

黄敏惠，女，1959年出生在台湾嘉
义，分别于2008年11月和2015年1月两
度被提名担任国民党副主席。

朱立伦辞去国民党主席职务 黄敏惠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