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03要闻·台港澳 2016年5月17日 星期二

责编：任成琦 张 盼 邮箱：gtbhwb@people.cn

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港生余安淇将香港专业人士（北京）协会
宗旨之一“融入北京”，用书法的形式表达，后由会长冯国佑将作品
赠予北京海外联谊会青年委员会代表。 （专青会摄影小组供图）

立夏已过，一昼夜的阴雨让北京又生寒意。然而
在日前举行的京港两地学生联谊交流会现场，青年人
的创意与激情，令北京之夜有了盛夏的热度。

此次两地学生联谊派对暨专青会成立周年庆典由
香港专业人士 （北京） 协会青年事务委员会 （简称专
青会）、北京海外联谊会共同举办，在京读书的香港学
生及北京各高校的内地学生共约 200 人汇聚一堂。中
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港澳办、香港特区政府驻京办
等党政机关官员及商界人士到场支持。

共同创造更多交流机会

北京海外联谊会青年委员会主席赵宏生寄语青年
学子，希望他们在读书期间多开阔视野，从北京的大
街小巷走起，由此领会中国五千年文化和现代中国的
发展变革。他也希望在座的京港两地青年学生，能够
共同创造更多的两地交流与合作。

现场由学生带来的演出精彩不断，无论活力十足
的说唱歌曲，还是宛转悠扬的经典民歌，都令观众沉
醉其中。不时响起的粤语老歌，嗨翻全场的互动游
戏，更让人感受到香港青年的无限活力。据香港专业
人士 （北京） 协会青年事务委员会主席王柏荣介绍，
专青会类似的联谊活动还有很多。

王柏荣说，比如学生派对或文艺竞演之类的活
动，都会邀请部分内地同学参与。此外，专青会还会
为港生举办有关职业发展的活动，比如去内地企业参
观或实习，也会留一些名额给内地学生；另有帮助港
生融入内地的活动，比如去国务院港澳办、北京市委
统战部等党政机关参观。

致力于服务在京港生

据介绍，香港专业人士 （北京） 协
会成立于 2011 年，是由长期在京港人
自发建立的非营利组织，以“团结互
助、安居乐业、融入北京、贡献祖国”
为宗旨，致力于通过生活服务及各类活
动帮助在京港人。会员为来自不同行业
的资深人士，目前已有600多人。

王柏荣说，2013 年我大学毕业来到
北京，结识了香港专业人士（北京）协会
的冯国佑会长，协会很希望帮助在京的
香港学生。我之前在香港大学负责学生
会工作，大家一拍即合，就联合北京各大
高校的学生骨干，成立了专青会。

自 2014 年下半年着手筹备以来，
专青会共举办超过 30场较大规模的活动，服务港生超
过 4500 人次。2015 年 5 月 23 日，专青会正式成立，成为
依托香港专业人士（北京）协会的人脉资源、团结在京各
高校就读港生的平台。

希望让人看到港生的友善

北京中医药大学大一港生黎荣曦说，专青会有“港
生北漂圈”的微信平台，定期有专题文章、实习机会发
布，帮助我更好地认识并融入了内地。在专青会，我也
结识了来自北京其他高校的港生，在各类活动中锻炼
了自己的能力，并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大二港生洪逸曦看来，

京港两地学生关系总体较为融洽，虽然文化上存在一
些差异，但真正相处中却能彼此理解。小部分港人对
内地的看法有些偏颇，亲身体验后相信会有不同认
识。而内地同学对香港的看法比较接近实际，他们对
香港感兴趣的方面，也会来请教港生。

冯国佑认为，每一名长期在京工作的港人，回港后都是
“平民大使”。同样，作为香港人，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中介绍香
港，也是在发挥桥梁作用。王柏荣认为这话同样适用于在京
港生。他说，多数港生不是香港部分媒体所呈现的“占中”、不
合作的形象，而是很优秀，也很活泼。“希望通过这类活动，
让人看到香港学生友善、有能力的一面。”类似活动会继续
办下去，“推动京港两地融合，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近一段时间，香港的旅游、零售等多项经
济数据亮起红灯，固有优势也被后来者追赶，
经济转型遭遇瓶颈。与此同时，香港社会进入
矛盾多发期，政治争拗不断。市民感觉仿佛在
十字路口徘徊，前路迷茫，不知何往。中央十
分重视香港的发展，在这关键时期，由香港特
区政府主办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即将开
幕，意在给香港发展“立牌引路”，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将莅
港参加，给香港各界带去信心和希望。

香港并非“皇帝女不愁嫁”

全球经济都在承受下行压力，在这样的大
环境下，香港所面临的国际竞争不可避免地变
得日益激烈，压力尤其来自新加坡等东南亚地
区。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经济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雷鼎鸣表示，香港的固有优势虽一
时不会被取代，但并非“皇帝女不愁嫁”。周边
的国家、地区飞速发展，若不奋起直追，香港
的生意会被逐渐抢走。

发展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事实上，
香港的经济已呈现滑坡趋势。上周刚公布的香
港第一季度生产总值 （GDP） 按年仅升 0.8%，
增长速度为4年来最低，按季更倒退0.8%；约1
个月前，香港在全球86个金融中心的排名首次
跌出三甲，“纽伦港”变成了“纽伦新”；更早
的数据显示，自去年开始，香港旅游、零售、
酒店、餐饮等行业都出现严重的倒退。产业结
构过于单一，贫富差距超过警戒线，就业住房
等难题，让转型中的香港经济徘徊在十字路
口。“香港人有一个盲点，老是以为自己有很多
优点，‘皇帝女不愁嫁’，但世界上没有这回
事。”雷鼎鸣说，香港的优势已经在逐渐削弱。

香港青年议会会长马鸿铭的看法更不乐

观，他认为，香港与周边城市相比，已经处于
令人忧虑的劣势，不仅是新加坡，甚至已被邻
近的深圳超越。

港人对前途感到彷徨，急需一个突破瓶颈
的发展转机。

把握国家发展战略“东风”

中央当然不希望看到香港的经济沉沦下
去，而是希望香港经济越来越好。回归以来，
中央对香港倾注了大量心血，每次香港遇到风
雨波折，都得到了国家的高度关注和全力支
持。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3年的非典病
毒侵袭、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每次都有
国家领导人专程访港，提振信心、坚定信念、
带来机遇。

这次中央再次为困境中的香港带来“东
风”——5 月 18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
德江将出席由香港特区政府主办的“一带一
路”高峰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香港各界都将
此视为巨大的鼓励和支持，认为“一带一路”
是中央给香港经济指出的“引路牌”。

“一带一路”涵盖亚欧大陆和非洲的 60 多
个国家，其中涉及各国基建、融资、法律保
障、诉讼和仲裁等多个领域。而香港坐拥丰富
的金融和专业服务经验，若能参与其中，不仅
能为祖国发展做贡献，亦可突破瓶颈，找到新
的发展契机。

香港各界都对“一带一路”极抱期待。特
首梁振英称，“一带一路”对香港的机遇，比
30年多前的中国改革开放还要大。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范徐丽泰说，张德江莅港出席“一带
一路”论坛，是要说明香港如何在“一带一
路”的大发展策略下寻找机遇。港区全国人大
代表、香港理工大学前会计及金融学院副教授
刘佩琼则认为，张德江来港介绍“一带一路”，

将会帮助有力提振香港经济。

甩掉包袱重振“香港精神”

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央重视香港在落实
“一带一路”战略中所能发挥的重要独特作用，
但香港能否有效把握这次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取决于香港全社会的主流意志是否坚定。

今年两会期间，张德江在会见港区人大代
表团时曾指出，香港的地位由经济地位决定，
而不是靠搞街头政治出名。希望香港切莫蹉跎
岁月，勿将经济问题泛政治化。

“香港没有天然资源，要生存必须靠与外界
的交换。”雷鼎鸣表示，香港基本没有本地市
场，很多投资者来香港是为了打入内地，但现
在香港的社会环境越来越泛政治化，甚至还出
现了“港独”的声音，外国人还会放心来香港
做生意吗？

“当前香港仍有‘一带一路’‘十三五’等
如此多的机遇，更有国家的大力支持，没有理
由自我放任下去。”马鸿铭认为，各界应团结一
致摒弃政治干扰，紧抓机遇促发展。

可喜的是，已经有不少港企在行动。今年
4 月，香港多个主要工商组织外访频频，目的
地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吉尔吉斯斯坦、伊朗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带一路’很多项
目都大到足以支撑一个企业老板百年归老。”香
港全港各区工商联会长、香港比富达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主席李鋈麟已开始涉足“一带一路”，

“例如铁路、码头、天然气，我都有项目在谈，
主要是作为中间人角色，有些项目年底就可以
落实。”李鋈麟说。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只
要甩掉政治包袱、重新找回“狮子山精神”，香
港必将能乘着“一带一路”的“东风”，凝聚共
识，重回良性发展轨道，摆脱目前的困境。

近日，一位网名“阿梨爱凤梨”的台湾女
孩在大陆天涯论坛的贴文 《纠结啊！妈妈要我
留台湾，阿公喊我去大陆》，引起两岸网友热
议。初入社会，亲情和事业的两难选择，加上

“5·20”临近，两岸关系可能出现变数，困扰在
所难免。面对这名台湾女孩的“求助”，两岸网
友纷纷支招，大多建议她趁年轻到大陆闯荡一
番。不过也有网友说，不论在台湾追求“小确
幸”，还是到大陆施展大抱负，离开两岸关系的
和平发展，一切可能都是空谈。

其实，这个女孩的纠结正反映部分台湾青
年的矛盾心态。他们一方面对岛内现状不满，
迷茫和焦虑交织；另一方面，对大陆了解不
多，对两岸关系发展心存疑虑，又缺乏来大陆
施展宏图的勇气和信心，以致在现有的生活状
态中载浮载沉。

台湾青年的矛盾心态有着深刻的时代背
景。就拿经济因素来说，岛内经济长期低迷不
振，陷入结构性困境不能自拔。岛内平均薪资
跌回上世纪90年代末期水平。失业率徘徊在4%
左右，20 岁至 29 岁的青年失业率为前者的 2.5
倍。低薪资、高房价、难就业，已经成为台湾
青年面临的“三座大山”。

与此同时，随着大陆综合实力的增强，对
台湾的吸引力逐渐增大。大陆对台湾青年创业
也给予巨大的政策支持，比如官方设立400亿元
人民币的新兴产业创投引导基金，民间和企业
界成立创业天使基金，各省市建立海峡两岸青
年创业基地等……可以说，台湾青年创业，大
陆风景独好。“登陆”正成为部分台湾青年的优
先选项。数据显示，台湾 20 岁至 49 岁青壮年
中，过半数认为在大陆就业的薪水与发展较台
湾好，甚至有1/3的台湾青年想赴大陆发展。其
实，比起“政治”，大部分台湾青年更关心的还
是“薪资”“房价”“学贷”以及创业就业环境
的改善。

蔡英文表示，上任后将设“千里耳机制”，以便执政者、决策者
听到青年人的心声。不过，蔡英文真能读懂年轻人的心吗？其模糊
的两岸政策其实已经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如果蔡英文拒不承认“九
二共识”及其核心内涵，那就将解构两岸交流交往的政治基础，台
海局势势必再次走上动荡不安的老路。这一切都与台湾年轻人的利
益背道而驰。因为，只有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状况下，台湾年轻
人才能放手打拼，才敢勇于追梦。

两岸关系的未来系于青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希望也在青
年。作为两岸关系发展主力军的青年，应顺应时代潮流，积极推动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投身两岸交流交往大潮，携手打拼，去赢得世
界和未来。 （作者为中国华艺广播公司策划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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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在京就读港生 专青会成立满一年

搭建京港两地青年交流的桥梁
本报记者 张 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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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台北 5月 16日电 （记者章利新、陈键
兴） 针对上班族的“职场心声”和对即将上任新当局
的期待，台湾1111人力银行16日公布调查显示，受访
者的职业生涯发展信心平均只有 42 分，为不及格状
态；超过半数以上的受访者认为“前途堪虑”，甚至

“完全没有信心”。
这份网络问卷调查共收回有效样本 1038份，调查

时间为今年5月3日至5月12日。调查结果显示，对新
当局上任后能否有效改革职场问题，受访者的期待平
均值为46分，其中有27.46％的受访者表示“完全没有
期待”。此外，受访者对新当局的“改革阵痛期”的忍
受期限平均值为12个月。

调查显示，台湾上班族认为就业市场目前存在的
最大问题依次是“台面下违法行为”“中高龄／二度就
业歧视”“裁员／遇缺不补／压缩人力”“就业机会
少”以及“企业获利不加薪”等。其中，部分台湾企
业出于自身利益，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方式规
避有关规定，比如伪造下班打卡记录隐藏员工超时加
班现象等，这种“台面下违法行为”成为上班族最大
的不满。

调查还显示，受访上班族平均每周“无薪加班”
时间为8.3小时；四成多的受访者表示最近两年不曾被
加薪。“薪水跟工时不成比例”，成为台湾上班族生活
上面临的最大困境。

台统计部门的数据显示，台湾去年全年每人每月
薪 资 平 均 为 48490 元 新 台 币 ， 全 年 失 业 率 平 均 为
3.78％。1111 人力银行副总经理李大华指出，全台有
超过 1000 万就业人口，每天超过 1/3 的时间在职场工
作，全面提升劳动环境及劳动条件，是新当局首先应
努力的方向。

李大华分析认为，调查显示台湾的职场问题广
泛、多元，绝非仅在薪资层面，表明上班族对整体工
作品质的提升以及生活安定的需求，远超过单纯经济
上的满足。新当局“应参考上班族心声，改善职场困
境，才能唤起上班族的信心”。

据新华社台北5月16日电（记者陈键兴、章利新） 台湾货币政策主管
机关16日公布统计显示，截至2016年4月底，岛内人民币存款余额 （不含
可转让定期存单NCD） 达3096.69亿元，比3月底减少34.9亿元。

据该机构统计，2016年 4月，台湾地区银行机构通过中国银行台北分
行办理的人民币结算总金额达3856亿元。

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4月底，台湾地区外汇指定银行 （DBU） 和国
际金融业务分行 （OBU） 办理人民币业务的分别为69家和59家。前者的人
民币存款余额 （不含 NCD） 为 2706.11 亿元，后者为 390.58 亿元。前者的
汇款总额为786.55亿元，后者为848.7亿元，合计达1635.25亿元，比3月底
增加314.31亿元。

据新华社台北5月16日电（记者陈键兴、章利新） 针对有传言称大陆
赠台大熊猫“团团”得病死亡，记者16日下午电话采访台北市立动物园有
关人士，园方表示“团团”一切安好如常。

台北市立动物园新闻联络人对记者说，“团团”“圆圆”和“圆仔”一
家都很健康，也正常接受参观。

台人民币存款余额逾3096亿元台人民币存款余额逾309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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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八届两岸电影展在台
北拉开序幕。《老炮儿》《夏洛特烦
恼》《基隆》《少年班》《一切都
好》《解救吾先生》 和 《喜马拉雅
天梯》等7部兼具票房和口碑的优
秀大陆影片将在台湾进行为期6天
的展映。除了台北展映活动外，本
届电影展首次将影展活动扩展到台
湾花莲，让台湾观众更加深入地接
触祖国大陆的电影。

图为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张
丕民 （前排右三） 和两岸电影交流
委员会主任委员、导演李行 （前排
右四） 与参展的导演、演员在开幕
式上合影。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两岸电影展
台北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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