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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港媒报道，内地免试招收香港学
生计划 3 月 1 日起开始网上报名，今年
参与的内地高校增加 6 所达到 84 所。

“免试招生”计划在原有的港澳台学生
联考之外，开辟了一条港生赴内地高校
就读的新通道，即依据香港中学文凭考
试成绩择优录取，无须额外参加内地联
招考试。

中国教育留学交流 （香港） 中心经
理巩万说，2015 年共有 2988 名港生申
请内地免试招生计划，最终 1444 人获
招，录取率达48.33%。香港教育局资料
显示，免试招生计划自 2012 年实施以
来，共有超过6000名香港学生通过该计
划赴内地求学。

凭港版“高考”成绩录取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言人说，免
试招生计划减轻了香港考生的压力，让
他们能更集中精力应付香港中学文凭考
试。中学文凭考试是香港实行“334”
新学制 （3 年初中、3 年高中、4 年大
学，使香港学制与内地接轨） 后的统一
考试，类似于内地“高考”，成绩由次
到好分为1-5级。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2016年内地部分
高校免试招收香港学生办法，招生高校
可根据本校招生要求，自行决定是否对
考生进行面试，并且依照最低录取标准
招收考生。除“校长推荐计划”内考生
和报考艺术体育类专业考生外，最低录
取标准为“3、3、2、2”，即参加香港
中学文凭考试的中文科、英文科成绩达
到第 3级及以上，数学科、通识教育科
达到第2级及以上。“校长推荐计划”内
考生最低录取标准可为“3、3、2、2”
或“3、2、3、2”。报考艺术体育类专
业考生最低录取标准为“2、2、1、1”。

今年“校长推荐计划”名额由每校
3人增至5人，英文科最低要求降至第2
级，但同时数学科须达第 3 级。巩万
称，该做法顺应中学要求，同时为理科

较强的学生提供升学机会。

高校层次不同方便选择

在2012年内地高校免试招收香港学
生计划推出时，共有63所高校参与，而
今 已 增 至 84 所 ， 其 中 既 有 “985”、

“211”高校，也有一些省属重点高校，
呈“两头小、中间大”的形态，方便港
生进行不同层次的选择。在学校和志愿
选择上，与内地考生相比享受较多优
惠。

据统计，2015年选择暨南大学的香
港学生最多，其次是中山大学。在学科
方面，主修人文社科的人数最多，其次
是中医学及语文类学科。各所大学招生
名额不同，巩万举例说，暨南大学计划
招录100人，中山大学则为35人，有些
大学标明仅招收填报第一志愿的学生。
巩万预计今年因“校长推荐计划”名额
增加，或会吸引更多数学科成绩较佳的
学生修读经济、统计及理工学科等。

巩万说，在今年新增 6 所大学中，
其中 4 所广西的大学近年招收了不少

“一带一路”沿线包括印度、巴基斯坦
等地学生入读。港生入读也有助于认识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文化，增进交流。
至于港生的出路，巩万透露最近向

免试招生途径升学的港生进行意向调
查，上千名在广州及福建就读的港生
中，大部分人打算回香港工作，一部分人
留在内地工作，小部分人则继续升学。

为内地高考改革提供借鉴

与香港当地参与联招的 8 所大学相
比，内地一般大学的录取标准较低，每
年尤其是广东的部分高校会预留金融、
经济、中医及西医等热门学科的学位给
香港学生，竞争相对较小。目前，已有
95%的内地大学学历获香港认可，赴内
地升学因此成为不少港生的选择。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早在 2014年 8
月推出“内地大学升学资助计划”，资
助有经济帮扶需求并已通过免试收生计
划，到内地修读学士学位课程的香港学
生，每名通过审查的学生可获每年 1.5
万元港币的全额资助或半额资助，这也
为不少港生免去后顾之忧。

知名教育学者熊丙奇称，内地免试
招收港生为高考改革提供了经验借鉴。
内地高校招生也可采用统一考试基础上
学校完全自主招生的方式，即考生在参
加统一测试之后，以这一成绩去申请大
学自主招生，大学独立进行评价、录
取。如此或能走出一条高考改革新路。

“史上最偏心遗嘱”近日在台
湾诞生。这份遗嘱中，“台湾船
王”张荣发将自己价值 500多亿
元 （新台币，下同） 的财产和家
族企业全部留给二房之子，大房
的子女们则连名字都未提及。近
年故去的老一辈华人富豪，身后
几乎都出现了遗产争端。与此同
时，不少台湾富豪也已着手避免
此类憾事。

为免子女反目成仇 索性捐出回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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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 平

港生免试就读内地高校路渐宽
俞 晓

根据最新消息，香港高等法院3月1日下午在聆讯时决定，香
港亚洲卫视 （亚视） 清盘案押后到3日再开庭裁决。这个曾经几度
辉煌的广播机构，又以风雨飘摇的姿态进入人们的视野中。除了让
人眼花缭乱的内部纷争，更多了几许沧桑不尽的岁月慨叹。

“钱紧”魔咒挥难去

最近围绕香港亚视的新闻，无一例外都是关门危机。临时清盘人
德勤会计师事务 2月 29日举行大会，宣布解散所有亚视员工，3月 1
日起停播节目。亚视投资者司荣彬随即现身，向高院提交员工联署
信，成功阻截德勤清盘行动，并扬言备妥资金拯救亚视。香港高等法
院的最新决定，又为即将寿终正寝的亚视续命数天。

舆论感慨，亚视经历 59 年，曾经相当辉煌，但近年多次股权
变动，加上股东间的纠纷，最终踏上终结之路。“钱紧”一直是近
年困扰亚视的关键词。去年新进入投资者，但资金仍捉襟见肘。德
勤透露，亚视目前只剩下 20万港元现金，无法给员工支薪。而持
续长时间拖欠员工工资，成为经营危机最终引爆的导火线。如今面
对负债累累的亚视，没有潜在买家愿意接盘。

几度峥嵘岁月稠

对于内地观众来说，香港 TVB 无疑最熟悉。但与之分庭抗礼

的亚视，同样为香港娱乐圈创造了不少辉煌。例如亚姐创办得虽比
港姐晚，同样风光无限。回顾亚视的历史，开创了香港电视史上的
很多第一次，也捧红了很多电视圈的艺人。

让不少“70 后”“80 后”怀念不已的 《霍元甲》，作为第一部
引进内地的电视作品，就是由亚视制作播出的。亚视始建于 1957
年，是当时香港乃至整个华人世界第一家电视台。香港星岛日报网
回顾称，亚视于1957年5月29日开播，当时称为“丽的映声”，后
改名“丽的电视”。亚视起初为收费电视，1973年转为免费，使香
港迈入丽的、无线及佳视三台鼎立的时代。

上世纪 80 年代，远东发展集团创办人邱德根、林百欣家族与
郑裕彤家族先后接手，亚视进入全盛时期。一大批经典电视剧目出
炉，比如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地恩情》，收视率相当高。到了90年
代亚视依靠外购剧《还珠格格》一度击败无线。2000年后，多位金
主入主，但纠纷和欠薪不断，最终面临停播命运。

水尽鹅飞道再见

亚视现在是香港两家免费电视台之一。2015年4月1日，香港特区
政府对外宣布，不向亚视续发免费电视牌照。牌照于今年4月1日到
期，亚视进入关门倒计时。有人形容如今的亚视“死气沉沉”，水尽鹅
飞，全无士气。在2月初，亚视被曝光仍拖欠员工近两个月薪金。

有道是一朝食尽鸟投林。有员工引用 《雇佣条例》 10A 条离
职，但人数不多。虽然大部分员工已收到解雇信，1日上午仍有部
分员工返回亚视总部上班。有内部人士坦言，风雨飘摇的亚视欠薪
风波已近临界点。

香港市民对亚视即将消失反应不一，有人感到惋惜，有人则希
望更强的竞争。有业界人士表示，亚视面临转型问题：它本身拥有
制作大楼、设备和有经验员工，若亚视的投资者有充足资金，向网
络电视发展是一个可行的方向。只要有资源做好节目，亚视就会有
生存空间。问题是，在今日颓势下，那个曾经奉献无数经典的亚视
很难再峰回路转，或许真到了与之说再见的时候了……

香港亚视——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王大可

遗嘱引发家族内战

张荣发 1927 年生于台湾宜兰苏
澳，1968 年创立了长荣海运，从一
艘旧货船出发，历经 17 载奋斗，建
立起全世界最大的集装箱船队，成
为“世界集装箱航运之王”和“海
上皇帝”。去年，《福布斯》 评估张
荣发净资产高达560亿元，列台湾富
豪第十七名。

张荣发于1月20日逝世，他的亲
笔遗嘱在2月28日才曝光。其中写明
要把自己的存款、股票、不动产等
一切财产全部交由二房之子张国炜
继承，并由张国炜出任长荣集团总
裁。

但张国炜随即发现自己无法上
任，因为总裁之位已经“没”了。拥有
长荣航空和海运多数股权的大房子
女，抢先一步废除了长荣总管理处的
编制，形同直接拔掉了总裁一职。
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大房方面还要
求张国炜全数捐出536亿元遗产做公
益，并且不要插手海运事业，才会
支持他续任长荣航空董事长。

老 一 辈 华 人 富 豪 经 常 三 妻 四
妾，成为后代争遗产的一大隐患。
张荣发有两位妻子，分别是大房林
金枝、二房李玉美。大房有一女三
子，二房则只有独子张国炜。在媒
体的报道中，大房与二房的关系并
不好，大房的幺子张国政还曾公开
表示看不惯父亲独宠二房而冷落自

己的母亲。
而在张荣发谈到诸多人事的遗

嘱中，对大房子女几乎只字未提，
全篇跟他们有关的内容仅结尾处一
句：“愿众子女及孙辈们，皆能和睦
相处，互相照顾。”何以如此，个中
原因恐怕是难为外人道了。

子承父业天经地义？

34岁的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
格去年宣布将手中 99%的脸书股份

（约 450 亿美元） 捐赠给慈善机构；
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和股神巴菲特
等，10多年前也宣布捐出98%以上的
个人财产资助公益。跟欧美富豪相
比，老一代华人富豪似乎还是更愿
意将遗产留给后人。

张荣发其实也是善名远播，历
次两岸天灾，他都捐助极多。4 年
前，他还曾宣布身后仅将股票留给
子女，其余个人财产将全数捐给基
金会做公益之用。然而不知何故，
他最终未能兑现这份“裸捐”承诺。

华人传统观念中，子承父业，
父母财产留给孩子，是天经地义。
而老一辈华人富豪管理家族和企
业，常常是直至终老仍大权独揽，
生前一般不愿掀开遗产“底牌”。所
以富豪的子女们，恐怕从小到大都
在思考“究竟会在家族企业中做到
什么位置，分到父亲多少遗产”的
问题，遗产之争自然难以避免。

台湾“经营之神”、台塑集团创

办人王永庆 2008 年猝然逝世，没有
留下遗嘱，其数额巨大的遗产引发
三房子女旷日持久的诉讼战，官司
直到8年后的今天仍未了结。王永庆
直接留下的遗产为600多亿元，但王
永庆的长子王文洋认为，父亲还有
一笔价值 3300 亿元的资产，被家族
里的少数成员在未经父亲许可的情
况下秘密转移到了海外。

王永庆缴纳了 119 亿元的遗产
税，创下台湾一项纪录。2009 年之
前，台湾遗产税率高达50%，初衷是
鼓励富人将财产重新分给社会。但
实际情况是，当时的台湾有钱人纷
纷把钱转到海外，或干脆“死在海
外”，避税有道。比如2004年去世的
台湾首富蔡万霖，仅仅缴纳了1亿多
元的遗产税。据《福布斯》报道，蔡万
霖的财产高达1564亿元，然而在蔡万
霖去世之时，人们才发现其名下财产
仅有3亿元。所以，台当局干脆于2009
年将遗产税率调成了10%。

不让子女分家成仇

一些迹象表明，豪门遗产之争
在未来的台湾将会减少，因为越来
越多的富豪开始奉行回馈社会的

“裸捐”理念。
今年 87 岁的奇美集团创办人许

文龙，早在 30 年前立下遗嘱，身后
不留财产，把钱拿来盖医院、办教
育与支持文化艺术。为了让更多人
欣赏到珍贵文物，许文龙捐出个人

持股和奇美获利，催生出奇美博物
馆，建成后赠与台南市政府。

年近八旬的杜俊元，是台湾电
子产业拓荒者，早年创办硅统科
技。他曾再三强调“遗产不留给下
一代”，甚至明言要“遗体捐赠”。
杜俊元视财富如浮云，除了捐钱捐
地外，还十年如一日每天清早担任
扫街义工，被外界封为“大善人”。

台湾中生代富豪中，如润泰集
团总裁尹衍樑、鸿海集团董事长郭
台 铭 等 也 都 热 衷 慈 善 事 业 。 2011
年，尹衍樑承诺将捐出个人95%的财
产，至少有950亿元。他希望未来不
要让子女因为分家产变成仇人。尹
衍樑还设立了有“东方诺贝尔奖”
之称的“唐奖”，单项奖金高达 5000
万元。和杜俊元一样，尹衍樑也决
定在百年之后，捐出自己遗体及身
体重要器官。

科技大亨郭台铭也是近乎“裸
捐”，当年与曾馨莹再婚，签订了婚
前协议书，安排未来九成财产捐作
公益，只留 10％给家人，并完成公
证手续。以郭台铭当时身家推算，
外界估计金额高达 1500 亿元。郭台
铭还与台湾大学合作抗癌，捐款建
设医院与研究中心，对外招揽优秀
的医疗人才。

巴菲特曾说，给孩子留财产是
为了让他们可以“做自己想做的
事，而不是什么都不用做”。显然，
今天越来越多的台湾富豪也有了这
样旷达明智的心态。

海峡两岸大学生创新创业暨两岸教育
成果展近日在福建福州三坊七巷的小黄楼
举行，共展出海峡两岸14所高校学生的70
多件创意产品。

本次展出的作品涵盖了智慧旅游、智
能家居、数字多媒体应用等领域。展览期

间还将举办两岸校长讲坛、两岸高校文化
教育交流沙龙等活动。

图为小观众在参观台湾新竹明新科技
大学学生设计的作品 《多足仿生兽——移
动圣诞家园》。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两岸大学生创新成果亮相福州

新华社台北3月1日电（记者何自力、王昀
加） 台湾交通主管部门观光局1日表示，鉴于大
陆游客团游览车都已装备卫星定位系统，随时
可以掌控行车信息，于 1 日起取消游览车 12 年
车龄限制，回归一般游览车管理，不再特别限
制车龄。

近年来，大陆游客团在台湾陆续发生过多
起重大车祸，并有游览车司机驾驶超时工作的
现象。

观光局从规范大陆游客团游览车的车龄限

制入手，防范意外发生，接连推出一系列措
施：最早是限车龄 7 年，之后陆续放宽到 10 年
车龄及12年车龄。

观光局业务组长赖炳荣说，因现在所有载
大陆游客团的游览车，都规定要装卫星定位
GPS，所有行车资讯，包括车辆每天行车里程数
是否符合规范、驾驶有无超时等，已能有效掌
握，不必再特别限制车龄。

观光局强调，不限制车龄不代表不再管制，
而是回到正常公路总局对游览车的监理机制。

台实施新版陆客团游览车管理办法
香
港
高
中
生
在
考
试
中
。
（
资
料
图
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