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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香港3月21日电 （记者
连锦添）“相比外国城市，香港有
中国的优势；相比内地城市，我们
有‘两制’的优势。香港要发挥好
独特的‘一国’和‘两制’的双重优
势，发挥好‘超级联系人’的作用。”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今天在
此间“香港新机会——‘十三五’规
划的挑战”高峰论坛致辞时，详解
了香港与国家发展的密切关系，提
出香港人应该更加重视国家的“十
三五”规划。

他说，香港本身并无五年规
划的制度，但“十三五”规划最
少在两个方面与香港有密切的关
系。一是确立了给予香港的支
持，明确了香港在国家发展中的
作用。二是“十三五”规划对未
来五年全国各地的社会和经济发
展定下了目标，为香港各界在内
地的发展提供了指引。

梁振英认为，香港在内地的企
业已超出珠三角，覆盖大江南北。
因此香港人需要关心的不仅是“港
澳专章”，亦要关心“十三五”规划
其他章节提供的机遇，例如“完善
基本药物制度，深化药品、耗材流
通体制改革”，该目标可能为香港
在药物检测、验证和生产方面带来

新的机遇。香港金融业雇用全港 6%的工作人口，
对香港GDP的贡献是16%，香港极有条件成为中国
的国际金融中心，同时是世界的中国金融中心。

谈到香港力推的创新及科技事业时，梁振英举
例说，瑞典卡罗琳医学院（每年负责评审及颁发诺
贝尔医学奖），从未试过在瑞典国外设立研究中心，
去年2月首次宣布在香港成立再生医疗研究中心。
去年底，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亦宣布在香港成立其在
美国国外的第一个创新中心，这些都说明香港“超
级联系人”的角色。他透露，特区政府正积极地在
国家和地方层面，推进与内地的研发合作。

特区政府倡导“国家所需、香港所长”，梁振英
解释了其中画龙点睛的“长”字。他说，相关提法并
不是“国家所需，香港所有”，因为“香港所有”作为
一个城市毕竟力量还有限；“香港所长”就是长于将
一些本身没有的优势和力量、资源调动到香港，可
以为国家发展、香港发展服务。掌握好“十三五”规
划下的机遇，可以为香港市民包括年轻人带来更多
及更好的就业及事业发展机会，但我们不能把所有
工作交给市场力量，特区政府要发挥好政府的职
能，而特区政府的工作需要各界人士，包括立法会
议员的支持及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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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规划草案中涉及香港的内容，在刚刚
过去的两会上受到来自香港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
协委员的高度评价。作为香港各界的代表人士，他
们对“十三五”将带给香港的新机遇充满期待。

沪港经济发展协会会长姚祖辉认为，“十三
五”规划明确了香港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
阐明了香港在哪些方面可以扮演角色、发挥作
用。国家近年来提出“一带一路”战略，香港可
以结合自身优势，为国家发展提供服务，同时提
升自己能力。香港在为国家提供服务的同时，也
能够搭上国家快速发展的列车。服务好“一带一
路”战略，有利于加快香港基础设施建设，进一
步提升香港在金融、服务和贸易方面的竞争力。

香港特区政府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认为，“十
三五”规划为香港的发展创造了新机遇，香港应
利用国际金融平台、高素质服务业人才等优势，
积极深化互惠双赢的合作关系。他建议，香港要
继续利用金融优势，深入助力人民币国际化。香
港一直是内地贸易、投资及金融的门户，内地机
构可以在香港成立提供财务管理服务的分支机
构。他说，“十三五”规划的五大发展理念，正好
可与香港经济四大支柱行业，即金融业、贸易及
物流业、旅游业和工商业支援及专业服务业产生
协同效应。内地对高端服务业的需求越来越旺
盛，香港可以借机发挥优势。

香港新华集团主席蔡冠深认为，香港在“一
带一路”战略里面，可以发挥很多独特的优势。
香港有强大的现代服务业，是一个国际城市。“十
三五”规划，为香港金融、商贸还有航运等各个
产业都带来了新机会。

香港立法会议员谭耀宗认为，“十三五”规划
关于香港的部分，比过去更充实，也说明中央对
香港一如既往地给予支持，并寄予热切希望。“十
三五”规划给香港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发展机遇。

“十三五”规划不仅照顾到香港的中小企业，也照
顾到香港青年创业。

香港科技园主席罗范椒芬认为，未来5年是香
港发展的关键时期，“十三五”规划为香港发展提
供了美好愿景和广阔空间。她建议成立协调机
构，跟进各项政策进展，推动落实有关内容，充
分利用难得机遇，实现两地互利共赢。

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董事长姜在忠说，“十
三五”规划在香港引起强烈反响，定位有高度，支持
有力度，政策有温度，以香港市民利益为出发点，贴
近香港的发展和实际需求，体现了中央对香港的关
怀。港人普遍认同这将为香港带来更多机遇。

香港荣利集团董事局主席卢文端说，“十三
五”规划有利于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物
流中心地位，这对香港是一个很大的机遇。香港
在金融方面的优势可以得以继续发扬光大，而且
香港有成熟的国际商业网络，会吸引内地的基金
到香港来营运，为香港的专业人才如律师、会计
师等提供就业机会。

香港各界热议“十三五”规划

新规划带来新机遇
本报记者 尹世昌 喻思娈

“落后大陆10年”的台湾电子商务业正在赶搭来
自对岸的顺风车。大陆电商巨头京东商城近日在台北
招商，将一批台湾品牌纳入其“全球购”业务。台湾
电商起步比对岸还早，却步履迟缓再三蹉跎。如何弥
补这失落的10年？两岸合作应是终南捷径。

“猫狗大战”台企得利

早在 2013 年，大陆的另一家电商龙头淘宝就已
在天猫商城上设立台湾馆。天猫的商标是“猫”，而
京东商标是“狗”，所以此次京东赴台招商，被岛内
媒体形容为“猫狗大战”打到了台湾。

其实，京东和淘宝所争的并非台湾市场，而只是
要用台湾品牌充实货架。对许多台湾企业而言，“猫
狗大战”却是绝好的机会。台湾90%的企业都是中小
规模，欠缺单枪匹马去大陆闯荡的能力，跨境电商主
动上门，当然求之不得。

大陆居民对台湾的茶叶、美容生技产品、美食小
吃、文创产品等情有独钟，“台湾制造”自有其吸引
力。不过，淘宝的全球购台湾馆里，主要还是卖台湾
产的男女服装、箱包手袋、珠宝饰品、美妆护肤、母
婴用品等。而此次京东展览的品牌也是男士服装和家
居类。台湾引以为傲的产品，尚有不少未及进入这两
家超级电商的全球购菜单。

大陆还有其他跨境电商平台在卖台湾商品。比如
福建自贸试验区与阿里巴巴旗下团购网站“聚划算”

合作推出“直通台湾”线上活动，利用从福建平潭到
台北只需2小时的高速客轮，刚摘下枝头的台湾水果
半天内就可运到对岸。由重庆跨境电子商务台湾产业
园设立的“台湾直购”网，在售的有台湾生技美容美
妆、绿茶面膜、台湾木质工艺品等特产，消费者提交
订单，商品就会直接从台湾发到重庆的保税区，再清
关发货到消费者手中。

大陆居民也可以通过“海淘”来购买台湾产品，
一般是淘宝商家从台湾实体店代购，然后邮寄到大
陆，理论上可以买到各种台湾商品，但跟“全球
购”、“台湾直购”相比，相对缺乏品质保障，在通
关、发货、税费方面也没有优势。

台湾人有多爱大陆电商

台湾年年从两岸贸易赚取巨量顺差，但在网购领
域却一直是逆差。以2015年4月为例，通过电子商务
渠道从大陆到台湾的货物约76.8万余件，台湾到大陆
的货物为28.4万件。

淘宝是跨境电商的先行者，2010年就开始布局台
湾。到2014年，台湾地区的淘宝注册会员已达100万
人。令人吃惊的是，淘宝 2012 年公布的全年账单显
示，台湾嘉义市的人均支出竟然位列全国第一，比杭
州还要高。紧接着 2013 年和 2014 年，嘉义虽然没能
再夺冠，也还是排进前五。

为什么嘉义人这么爱大陆网购？因为除了普通百
姓爱上淘宝网购外，包括1/4的台湾电商和不少实体
小店铺，都直接从淘宝进货，而嘉义就有不少这样的
店家。今天去台北逛五分埔市场，或是在台师大夜市
看到那些小商小贩，一些价格便宜的衣物杂货，不少
都是从淘宝上购得的。

台湾也有电商，为什么要跨海从淘宝上买？首先
是价格差很多，有在台就读的大陆学生表示，在台湾
想买个手机壳，淘宝上看中了，运费要人民币 35
元，约为手机壳价格的 1/3，但加起来还是比在台湾
买便宜一半。商品种类多寡更是天差地远，淘宝商品
数 量 以 10 亿 计 算 ， 而 岛 内 数 一 数 二 的 电 商

“PChome 24h”约为6000万件。
早前有台湾网友爆料称，由于发货地址选中国台

湾省可以省运费，且送货速度比较快，一些商家标榜

“全国包邮”也包括台湾，因此“填地址都不争气地
选了台湾省”。此帖一出，令“淘宝统一中国”成了
当年一大热议话题。

两岸市场大小悬殊，台湾却在网购领域吞下大逆
差，反映出两岸电商业的差距，也说明台湾电商尤其
是跨境电商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保守思维是电商大忌

台湾电商发展缓慢，有不得已的苦衷。今年初的
“大选”辩论会上，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左右开弓抨击
蓝绿两党，指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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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宋楚
瑜所说，电子支付落后正是制约台湾电商的最大不利
因素。

淘宝的支付宝服务 2003 年就已上路，而台湾
2015年才实施 《电子支付机构管理条例》，同年台湾
金管会颁发出6张电子支付机构许可证，台湾才终于
有了自己的电子支付。在此之前，在台网购得靠线下
支付，买家网上下单，再去便利店或银行给商家转账
付款，网购便利所剩无几。

而岛内业者反应，新的电子支付条例其实还是限
制重重，比如买卖双方必须是同一家电子支付机构的
会员，比如储值需用现金，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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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也不能全怪台当局，岛内电商业者也需思
考自己是否努力不够。台湾 PChome、雅虎拍卖等电
商网站跟大陆相比，服务远远不如，网友普遍反映

“页面花哨，广告众多，眼花缭乱，搜索不便”，而且
还没有在线客服，有意见得去留言板，“店家什么时
候回复就看他心情”，更别提阿里旺旺这样的在线交
流工具了。

2015年，台湾电商销售额突破1万亿元新台币，岛
内媒体期许 2016 年成为“电商元年”。大陆市场和电
商领头雁的支持，当然是台湾的机遇，但被搁置的服贸
协议和延宕之中的货贸协议，若因政治原因始终无法
生效，则是挥之不去的隐忧。（本报台北3月21日电）

“猫狗大战”到台岛 终南捷径在脚下

台湾电商赶搭大陆“顺风车”
本报记者 王 平 王 尧

办公不用纸张是怎样一种体验？
台北市府近年践行“无纸化”，在公文及
会议等方面率先革新，让市府办公人员
使用电子终端阅读各项材料并批阅公
文，以求节省纸张及提升效率。在公文
电子化方面，去年台北市府“在线签核”
的公文达 173 万件，节省纸张累积高度
超过台北101大楼。

为了加快行政流程，台北市府除可
让主管以社交软件截图附上公文下达
指令，更大规模翻修公文系统，全力发

展“行动签核”，由此市府办公人员可用
平板电脑、手机轻松批阅公文。系统预
计年底开发完成，明年初上线试办。

可随时随处批阅文件

为实现“无纸化”作业目标，台湾近
年来推动公文“在线签核”，让办公人员
通过计算机系统，直接在线修改文字、
批阅及签核，以使公文从形成到传送，
不产生任何纸本。

早在几年前，台湾新北
市政府就声称推出“行动签
核”系统，但目前签核公文须
插卡认证，行动装置不支持，
还得回到办公室插卡，才能
真正完成“签核”。但台北市
府正要让公文系统与行动装
置兼容，使得手机与平板电
脑完整具备公文签核功能。
这意味着公文不仅实现了电
子化，还能脱离办公场所的
限制，随时随处可供使用。

由此，各单位主管和办
事员，不论在外开会、乘车、
吃饭，甚至假日在家，遇到需
要处理的公文，便能轻而易
举地下载批阅。这套新系统

将于今年底开发完成，明年上半年推行
试办，下半年全面上线。届时将大幅提
升台北市府公文无纸化比率，也会加速
行政效率。

对于即将到来的办公场景，台北市
府办公人员有期待也有担忧。台北市
观光传播局长简余晏则认为，原先常需
带厚厚一叠公文回家加班，若随处都能
在线签核，可以在移动中批阅，很省事。

与此同时，有交通局官员表示无
奈，称行动签核上线后，更没理由耽搁
签核进度，随时随地都要处理公文，虽
对“急案”有帮助，但压力势必更大。而
每天经手超过 50 件公文的某主管抱怨
道，平常看纸本公文眼睛就快坏了，平
板电脑还是太小，更别提用手机。

各单位落实情况有别

由于许多人习惯于纸本签核，“中
央”制订的目标也属于鼓励性质，在“既
没鞭子也没萝卜”的情况下，台湾各级
行政机构在线签核成效不彰。

为加大推动力度，台北市在台湾地
区45％的统一标准上严格要求，将市府
在线签核标准提高至65％，让不少单位
压力陡增。早在2015年，台北市府整体
在线签核率已达 63％，但其中有高达

44％的单位未达标准，有些机关达标率
更仅有 20％。而成效最佳的研考会却
达到 93％，信息局及消防局也超过八
成，各单位成效差异很大。

对此，台北市秘书处文书组组长
张婉萍解释说，各机关处理的公文性
质不同，有些机构就“体质”而言难
以推动公文电子化。像业务与民众相
关的机构，不易把民众提交的纸本文
件全转成在线签核；另外文化局和都
更处等单位，常有复杂的图文件与附
件，转成电子版也有难处。

大力推动会议“电子化”

台北市府在会议“电子化”方面同
样费尽心思，今年订出“电子化会议达
80％”的高目标。所谓会议“电子化”，
指的是开会时不再印数据材料，而是直
接用计算机或平板电脑浏览。

据台北市秘书处统计，台北市信息
局、民政局和捷运公司是推行电子化会
议成效较好的单位。信息局还发展电
子签到表，会议成员在平板电脑上点选
签名空格，就能手写签到、当场存档。

在文化资产审议、环境评估等众
多审议会中，都市设计审议委员会率
先实现电子化。都市设计科长罗文明
说，都审报告书少则二三十页，多则
两三百页。以前规定每案要印 42 本，
但审完案子后多数会拿去回收，耗费
不少纸张。去年添购约40台A3大小的
平板电脑，大家开会时都看电脑里的
数据，设计单位也只需印 5 本报告书，
供签报等行政作业就好。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告别纸质文件 随时随地办公

台北市府掀“无纸化”旋风
俞 晓

告别纸质文件 随时随地办公

台北市府掀“无纸化”旋风
俞 晓

台北市府全力发展“行动签核”，厚重的纸版
公文由此将被电子公文取代。 （资料图片）

本报北京3月21日电（记者任成琦） 由新华网主办的第四期
“台港澳青年创客分享会”今天下午在新华网全媒体播控中心举
行。“CBD迷你仓”、“人品咖啡”等3组以香港、台湾青年为核心的创
客团队，通过“微路演”的形式分享他们的项目、心得，并与来自创投
和企业界的导师团队现场交流。本期分享会的特邀导师也在现场
为创客进行了点评，给创客们在运营、引资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
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为帮助港台青年在大陆这片创业创新的热土茁壮成长，新华网
携手顶新公益基金会，于 2015年 8月推出“台港澳青年创客大陆成
长记”系列活动，通过集成专题报道和线下活动等形式，为港台青年
创业创新搭建沟通桥梁和推广平台，迄今共成功举办四期分享会，
邀请11个创业团队进行了现场分享，产生了积极反响，其中不少团
队从活动中获取了宝贵的积累和养分。

新华网举办第四期

“台港澳青年创客分享会”
近日，浙江省桐庐县

城南街道巴比松米勒庄
园内，结合电音和传统民
俗艺阵的台湾三太子表
演受到了上千游客的热
捧。欢快的音乐，动感的
舞蹈，让游客们更直观地
体验别具特色的台湾民
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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