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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不等于“科技”

在近日举行的2016台北智慧城市展
上，台北市副市长林钦荣表示，市政府
将致力于把台北打造成一个“强而有力
的智慧城市品牌”。

台北从2007年起就提出打造智慧城
市的计划。此处的“智慧”，不是简单
地跟高科技画等号，但凡城市的规划设
计、环保节能、公众参与、政府服务、
医疗教育、交通条件等，各项功能是否
便利先进，都是一个城市“聪明”与否
的指标，而物联网、互联网等科技只算
是基础工具之一。

此次智慧城市展中出现的许多产
品，其实并不“科幻”，如网上预约出
租车，餐厅的电子点菜和等位系统，在
大陆早已司空见惯。不过台湾业者长于
创意，会在细节下工夫。比如一款用在
餐厅的“服务方块”，外型就是一块长
方体的小积木，各个面上有“点菜”、

“加水”、“清理”、“结账”、“打包”等
字眼，当客人将不同的面朝上放置桌面
时，服务员会即时在电子手环上和手机
上接收到哪桌客人需要何种服务的精准
提醒。

一面电子穿衣镜吸引了不少观众，
它能给人快速“换衣”——客人站在镜
子前，一按键就能看到自己换上各种服
装的模样，如果用在商场，想必会大受

“懒人”们欢迎。一款已经在新北市三
峡区试营运的智慧保姆系统，可以感测
婴儿尿布干湿，及时通知保姆更换，同
时还把婴儿的额温、饮食记录等同步传

给父母。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过去一个
照护人员只能带十几个婴儿，但有这套
系统帮忙，一个大人就可以带二三十个
婴儿。

展览内容囊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
较重头的有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
零售、智慧交通、智慧社区和家居生活
等。单看任何一项产品，都未必令人惊
艳，但如果将它们化零为整组合在一
起，就可望塑造出不一样的生活。

目前，台北已经着手将这些成果整
合，打造实验性质的智能小区，如正在
开发的东明公共住宅，将引进智慧小区
管理系统，以及托婴、托老等社会福利
设施。台北市长柯文哲出席智慧城市展
时表示，将以试点的方式，逐渐把整个
台北打造成一个鲜活的智慧城市实验
室。

城市软实力雄厚

在台北待过的人都知道，这座城市
除了“住”偏贵以外，“衣食行”都很方便，
选择丰富，公共服务尤其品质良好。实
际上，这些都是智慧城市的应有之义，台
北的城市软实力可以说积淀甚厚。

节能环保是智慧城市的重要指标。
与大量使用再生能源的哥本哈根、温哥
华等世界顶尖绿色城市相比，台北仍有
差距。但台北的垃圾分类回收系统十分
成熟，垃圾处理厂周遭环境犹如公园，
完全闻不到异味，焚烧炉上还建了旋转
餐厅，一些民众喜欢在该餐厅办婚宴。
台北 101 大楼有“世界最高绿建筑”之
称，楼内空调系统会自动按需节约电

量，雨水集水系统可将雨水用于大楼景
观植物的浇灌，同时用于购物中心的厕
所冲水，1年可以节省1.1万吨水，雨水
充沛的年度可节省5万吨水。

城市交通方面，台北捷运和公交设
计出色，四通八达且转乘方便，一张悠
游卡既可用于捷运、公交、火车和高
铁，还可用来租赁 Youbike （台北市公
共自行车），未来还可用来租用 U-car，
这种电动汽车也跟 Youbike 一样甲地租
借乙地还，为市民和游客提供更多出行
选择。

有多少市政服务可以在线办理，也
是衡量智慧城市的指标之一。这方面突
出的例子是新加坡，98%政府服务都可
通过网络完成。台北也推出了“爱台北
市政云”在线服务，截至 2015 年 8 月，
共提供 13 大类共 78 项市政服务，累计
使用超过 6431 万人次。台北市政府规
定，机关使用市民户籍信息时，可透过
政务系统查询数据或使用电子户籍，免
去市民往来奔波，也不用复印一大堆最
终只会变成垃圾的纸质材料。

智慧教育方面，台北市去年开始招
募教师拍摄免费的在线教学影片，另外
推出“台北酷课云”服务，云端整合各
类学习资源与服务，提供台北市师生各
项数字学习服务，去年 8 月上线导入试
办学校。

台湾经验已传到大陆

此次台北智慧城市展中还出现了
“济南新材料产业园区”的招牌。台湾
绿智汇产业联盟发起人陈光雄对记者表

示，该联盟正与山东省合作，将济南新
材料产业园区打造成智能园区。

共建智慧城市，两岸已经展开合
作。台湾“工业局”表示，目前两岸智
慧城市试点，在成都与宁波都已有成
果，今年将重点集中在福建，推动业者
与当地电子集团在智能交通、智能社区
等领域合作。

据悉，大陆已核定 200 多个智慧城
市试点，预计2020年前试点城市将达到
600 个。两岸资讯产业合作最先以“无
线城市”试点方式，在成都与宁波推
动。

陈光雄认为，以建筑师的眼光看，
台湾城市有最佳的“黄金规模”，人少
地不多，跟国际上动辄上千万人口的大
城市相比，台湾可以做到小而美的“绿
色、智慧、健康”城市。而台湾已有的
经验，可以为大陆中小城市提供参照。

两岸企业家峰会信息家电小组近日
举行闭门会议，两岸达成共识，包括双
方共拟“智慧城市白皮书”及共建两岸
智慧城市发展框架，并锁定智慧医疗、
教育、观光与工业 4.0 等合作目标。台
方小组召集人李诗钦指出，台湾信息通
讯技术产业的多元创新应用仍优于对
岸，智慧城市发展也比大陆有更多经
验，但大陆近年在政府大力推动下发
展迅猛，两岸已具备优势互补的条件。

台北市电脑商业同业公会李宗柏经
理表示，台湾在技术层面未必比大陆
强，但胜在乐活、环保的理念和设计能
力，可为大陆建设智慧城市提供整体方
案，两岸未来在这一领域应有广阔合作
空间。

软实力底蕴雄厚 新科技体贴入微

台北离“智慧城市”不远了
本报记者 王 平

台北有浓浓的人文气息，但并不以“科技含量”闻名。经常出差台北的大
陆朋友抱怨说，在台北生活一大困扰是“网上购物太不方便”。不过，撇开移动
支付、手机约车等新兴科技应用的不足，台北其实是个舒适贴心的城市，早已
具备“智慧城市”的许多要件。

高雄市议会民进党团近日联署建请马英九
卸任前特赦陈水扁，以“促进蓝绿和解”。绿营
大佬随即纷纷跟进，声称台湾当局领导人马英
九应该从善如流，展现高度。

此情此景不禁让人感叹，难道政治真是
“诡辩的艺术”？民进党胜选后猛打国民党党
产，美其名曰“转型正义”；马英九40天后就要
卸任了，还要消费他一把，要求他释放民进党
贪污犯，这又叫做“蓝绿和解”，真是天下的理
都让一家占了。

马英九这回没上当，很干脆地答以“不可
能”。陈水扁保外就医在家休养，身上还有一堆
案没审结，根本不符特赦条件。更何况除了深
绿人士，台湾社会普遍认为阿扁是大贪污犯，
特赦毫无正当性。

其实深绿祭出“赦扁”，醉翁之意不在马。
论时机、正当性和政治性，马英九绝无可能在
卸任前作出违背正义和民意的决定，民进党地
方议会提出此议，其实是剑指蔡英文。同一议
题，马英九可以一笑置之，蔡英文却进退两难。

蔡英文上任后要不要赦免陈水扁？如若不
赦，深绿势力必然不满，党内各派也可借机要
挟；如果真的“赦扁”，民进党新当局将从此无
法与贪腐切割，民意一旦大反弹，执政基础都
将动摇。

岛内舆论认为，“赦扁”议题其实是“独”
派给蔡英文的第一次警告。蔡选举时说两岸要

“维持现状”，“独”派罕见地一声不吭，隐忍不
发，是为了让自己人先上去再说。而民进党如
今已大权在握，从人事布局到各项“好康”，几
乎都是英派拿去，“独”派发现自己并没拿到应
有的那份奖赏，又如何继续按捺得住？

蔡英文说处理两岸关系将“遵循现有宪政
体制”，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去掉“两国论”版本
等，显然并不符合“独”派期待。绿营各路诸
侯此时纷纷表态挺扁，一可讨“独”派欢心，
二可以此为筹码要求蔡英文多给资源，何乐而
不为？

蔡英文近日在台北出席民进党临时党代表
全员大会时，有台湾媒体喊出问题“要特赦阿

扁吗？”蔡英文回应“听不到”，现场媒体再追问“是‘听不到’还是
‘不想听到’？”蔡英文笑一笑，不予回应。

蔡英文不可能一直用“笑一笑”搪塞，“赦扁”难题，她上任后
终须面对。民进党当权者必须务实行事，但深绿势力只讲立场不讲对
错，成了掉转不灵的大尾巴。过去 20年间，绿营政客处心积虑挑动
两岸仇恨，撕裂岛内族群。有因必有果，选票拿到了，苦果也得吞
掉。

据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记者齐湘辉） 全国台
湾研究会11日在京召开座谈会，邀请数十名在大陆就
读的台湾学生和大陆学者深入探讨如何开展、加强两
岸青年间的“体验式交流”。

在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台生黄玲雅以自己的
切身体会为例，希望将来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更接地
气，更深入。

“两岸青年交流形式与内容可以交由青年人来设
计，交流者的年龄应当更加年轻化，可以适当增加中
小学生的比例。”台湾世新大学助理教授王正建议，两
岸交流活动的组织策划应倾听年轻人的声音，两岸青
年交流应跨地域混合编组，为双方创造深入了解的机
会。

北京大学博士生许晋铭表示，其实很多台湾青年
希望到大陆实习，但苦于“人生地不熟”，难觅合适的
机会。他建议大陆相关部门可以给台生搭建平台，寻
找有接收意愿的企业，帮助台湾青年来大陆实现职业
规划。

中国传媒大学交换生、世新大学硕士生杨世玮参
加过参观黄埔军校的交流活动，他认为，通过这样的
活动回顾历史，可以让台湾青年对两岸关系有正确的
认识。今后可以多安排台青到具有中华历史底蕴的地
点参观，两岸青年“一对一”互动，可以更好地交流
互通。

“来大陆后发现和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北京科技
大学交换生、台湾华梵大学本科生柯迪元说，由于两
岸资讯不对称，在台湾时对大陆印象很差。来北京
后，发现周围的人都很好，印象完全改观。“两岸还是
要增强交流，才能消除隔阂。”

新华社台北4月11日电 （记者柳新勇、何自力）
台当局财政主管部门 11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台湾 3 月
出口额同比下降11.4％至227.2亿美元，已经是连续第
14个月出现下滑，追平了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的连跌
纪录。

该部门分析，出口延续下跌态势是受全球需求疲
弱、油价与钢价仍处低位等因素共同影响所致。1至3
月出口累计626.9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2.1％。进
口则受到出口引申需求等因素连累，3 月同比下跌
17％，第一季度累计下跌 14％。3 月贸易顺差为 45 亿
美元，同比增加8亿美元。

3月，所有主要货品类别都出现了不同程度下降，
其中矿产品出口下降最多，高达 29.6％，光学器材下
降29.4％，电机产品出口下跌24％。

台湾对主要市场的出口大多出现下滑。大陆是其
出 口 最 主 要 目 的 地 ， 虽 然 3 月 对 大 陆 的 出 口 下 降
15.4％，但仍在台湾出口中占比超过 1/4。前 3 个月，
台湾对大陆出口下降16.7％，占比为24.6％。

鉴于全球景气展望仍然不明，国际竞争不断加
剧，该部门表示未来出口形势仍难言乐观。

看台絮语

台生建言两岸青年交流
要“更年轻”“接地气”

台出口连续14个月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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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台湾世界展望会举
办的“看见世界——镜头
下的故事”摄影展日前在
台北市华山 1914 文创园
开幕，呼吁民众关注、帮
助弱势儿童群体。

图为民众在参展。
新华社记者
王昀加摄

全国港澳研究会日前在北京举办
专题座谈会，来自内地和港澳的多位
专家在会上表示，“港独”行径违背
中国宪法、香港基本法及“一国两
制”原则，是缺乏历史常识的无知行
为，更会导致不堪设想的危害性后
果，我们要高度警惕香港本土激进分
离主义和“港独”思潮蔓延。

“港独”言论须负刑责

上月有人在香港宣布成立“香港
民族党”，声称要废除香港基本法，
目标是建立“香港民主共和国”。针
对此动向，当日，10 余位来自内地
和港澳的专家、学者、法律界人士出
席座谈会，就有关问题展开研讨。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北京大学
法学院教授王磊明确指出，宪法和基

本法就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作出了规
定，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港独”言行不仅挑战了“一国两
制”，挑战了国家主权，还挑战了宪
法和香港基本法，已经超越言论与结
社自由的边界，是不受中国宪法与香
港基本法保护的。

香港中小型律师行协会创会会长
陈曼琪在座谈会上详细列举基本法及

《香港回归条例》《刑事罪行条例》等
香港本地法律中有关反对分裂国家、
危害国家安全的多个条款。她特别指
出，有人错误地认为，因未完成基本
法 23 条立法，在香港现有法律体系
下，发表任何关于“港独”，甚至推
动“港独”的言论无罪，不会负上任
何刑事责任。事实上，根据有关法
律，“港独”最严重定罪可处终身监
禁。

“港独”伤害民族情感

“港独”不仅挑战了国家主权和
法律底线，还伤害了包括港澳台同胞
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情感。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北京大学
法学院教授陈端洪认为，“港独”是
最伤害中国人共有情感、最能唤起中
国人集体伤痛记忆的一种言论。

作为近代以来中国遭受侵略历史
的开端，香港成为殖民地堪称中国

“耻辱中的耻辱”。而且在香港回归
前，联合国也明确香港没有自决权。
因此，那些“港独”主张犯了一个重
大错误，就是缺乏历史常识。“从受
侵略被殖民的角度来讲，‘港独’与

‘疆独’、‘藏独’、‘台独’都不相
同。”陈端洪说，有谁要主张“港

独”，那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香港
的高度自治权源自中央授权，即权力
的源头在中央，这点必须明确。

不能让“港独”思潮泛滥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军事管理
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王新建强调，“港
独”思潮并非今天才有，在香港回归前
就存在过，2003年也有人公然提出分
裂国家的主张。分裂行为危害国家安
全，我们要高度警惕其危害性，不能让

“港独”思潮蔓延坐大。
他说，香港全社会都必须旗帜鲜

明地坚决反对、依法严厉打击，坚决
防止分离主义倾向和个别行为发展成
为分离主义运动。否则，有如癌症，
一旦扩散，尤其是在年轻人中蔓延发
展，则后患无穷，港无宁日。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中国社科
院法学所研究室主任陈欣新在会上呼
吁，在维护香港法治过程中负有重大
义务的香港大律师公会，现在应该就
这些法律问题作出声明。“香港基本
法第一条就明确指出，香港特区是中
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因此在中国宪政
框架下，根本不存在将香港分离出去
的可能性。”他说。

全国港澳研究会专题座谈表示

“港独”祸港，应严加遏制
雷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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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独”祸港，应严加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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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北
看“镜头下的故事”
在台北在台北
看看““镜头下的故事镜头下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