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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台港澳

台湾只有 2300万人口，但却有 157
所大学，密度之高远超临近的香港和新
加坡，97%以上的考生都有大学可上。然
而，学生们考学是越来越轻松，高校的
日子却越来越难熬。在少子化的冲击
下，大学生源断崖式减少，严重影响招
生，一些排名靠后的私立职业技术院校
甚至因此“关门大吉”。台当局为扭转这
种窘境，出台“鼓励大学整并”“建立退
场机制”等措施，要岛内高校“关停并
转”。

5年内减少1/3高校

生源“断崖式减少”的速度有多
快？看看数据就知道。2016年，台湾高
校录取人数连续两年各减少超 5万人，
为历年来最少，相当于二三十所小型大
学“空校”。据岛内媒体预计，接下来的
4年，大学生还会蒸发17.7万人，学费蒸
发470亿元（新台币，下同），大专院校
明显供过于求。

台教育部门决定“出手”，在 2015
年下令，计划未来5年将台湾高校裁撤
到100所以内，多所知名院校都将合并
方案提上日程。

考虑合并的高校逾数十对，成功案
例已有一些。台湾清华大学和新竹教育
大学属于最新的“顺利联姻”的一类，
两校表示将从11月 1日起合并为“清华
大学”，合校后新设“竹师教育学院”和
“艺术学院”，原新竹教育大学校区转型

为“清华创意与大学脐带园区”。
台湾大学和台北教育大学则属于正

在“恋爱长跑”的一类，两校分别将在
明年1月7日、10日校务会议上投票确立
合并意向。台北教育大学八成师生愿意
合并，不过很多台湾大学教授不埋单。
台大公共卫生系教授季玮珠甚至直言，
两所学校“很不熟”，过去没什么正式的
学术合作，合并恐非易事。

确实，合并案十分复杂，顶尖大学
会盘算跟谁合并最有利，教授在意的是
合并后绩效评鉴指标怎么定，学生在意
宿舍、选课、社团等资源是否会变少，
校友则担心“母校名称会不会被消
灭”，不是每个“谈亲”案都能成功。
比如，成功大学和台南艺术大学合并案
因遭后者师生强烈反对而暂缓，台湾交
通大学和阳明大学的合校计划则在年中
告吹。

砸50亿助大学“退场”

一些合并无望的院校，可能就要面
临关停的命运。那么，谁将先关停“退
场”？学校倒闭后师生又该怎么办？

早在2013年，台当局就颁布了“辅
导私立大专院校改善及停办实施原则”，
订出多项“退场指标”。民进党上台后，
台“教育部”在此基础上草拟了一份
“高教转型条例”草案，并制定了一张大
专院校“退场辅导”名单，10所院校已
名列其中。台“教育部长”潘文忠还表

示，将在今后 4年内编列 50亿元基金，
协助运行不善的大学“退场转型”，明
年先编列 25亿元，用于退场后安置教
师和学生，另一部分资金将用于协助学
校转型，包括活化闲置校舍、合并改制
等。

然而，岛内高教工会、私校教师都
对这个主意不感冒，批评当局拿纳税人
的钱来抢救烂学校，“钱根本用错方
向”。淡江大学全球政治经济学系主任包
正豪指出，50亿基金看起来很像“失业
救助”，该倒的学校还是会倒，应将经费
运用于帮助还有生机的学校。因此，“辅
助退场”的计划能不能顺利实施，还有
待观察。

其实，早在2014年，就有两所私立
高校——屏东永达技术学院和高凤数字
内容学院因招生和财务困难而停办，导
致数百名学生遭强制转学辍学、数十名
教职员被迫失业。曾任永达车辆系副教
授的江照勇被强迫退休后找不到合适的
工作，只能回老家种火龙果，他的学生
也无法转到其他学校相关专业，为了生
计一直在汽修厂打工。

2016年，又有3所私立大学彻底关
停，今后还将有越来越多的高校撑不下
去，江照勇和他的学生的遭遇，会传染
给更多人。

50所高校濒临“溺水”

在这种“关停并转”的恐慌情绪影

响下，一则名为《你的母校溺水了吗？
2016大学退场名单预估排名》的帖子和
一份“50 所快溺水的大学”榜单在台
湾网络上迅速流传。这份名单由《台湾
大学排名网》利用台当局的公开数据所
制，预估出今后4年将逐一“退场”的
院校，其中大部分是职业技术院校。

有台湾网友读完帖子后，心酸戏
称：或许未来有一天，你我谈起自己毕
业的大学时，年轻一辈都没听过，因为
这所学校招不到学生，撑不下去，最终
成为被人遗忘的“过去式”。

虽然“溺水”名单仅供参考，但不
少技职院校迫于被送进“加护病房”的
压力，已经提早着手转型。除了将原来
的校址改办为福利机构、小学、补习班
等选择外，岛内一些专家也提出转型建
议，比如扩充课程设置和招生管道，考
虑设置专为海外学生提供的国际化课
程、为老年人提供的“银发教育”、为社
会人士提供的进修课程、为新原住民提
供的通识教育等。或者加强与企业合
作，转型成企业的教育平台，以专业技
能特色办校。

按台当局的统计数据，岛内高校的
适龄入学人口数下滑趋势要到2028年才
会触底，谷底只剩75万人，比2015年的
130.4万人少了近一半。如果近几年台当
局还不能拿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台湾高
等教育产业面临的冲击恐怕真的是要山
雨欲来，变成“大学版的经济大萧条”
了。

深港通确认将于12月 5日正式启
动，给香港各界注入信心和动力。香
港特区政府、金融界、媒体及国际投
资者都引颈期盼，表示继沪港通之
后，深港通将为中国经济金融改革、
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作出贡
献。

互联互通的新里程碑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称，深
港通是继沪港通之后两地资本市场进

一步互联互通的机制。深港通将会为
两地股市互联互通增添一条新管道，
进一步促进人民币跨境流动，有利于
国际投资者经由香港市场更全面地投
资内地市场，从而巩固香港作为国际
金融中心和主要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
的地位。

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总裁
陈德霖表示，作为内地与香港股市互
联互通的第二条渠道，深港通的推出
对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具有重大意义。“我相信这将会进一步

加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
纽的发展，为人民币国际化作出贡
献。”陈德霖说。

香港交易所集团行政总裁李小加
说：“我们已经做好准备迎接新的互联
互通里程碑。深港通将为两地投资者
带来更多投资机遇和便利，也将为两
地市场的共同繁荣续写新的篇章。”

或带来多重持续红利

香港《商报》近日发表社评指
出，随着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
上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持续推进，在
“一国两制”下，香港和内地的合作空
间肯定越来越多，可发挥的协同效应
也会越来越大。深港通的开通，可望
带来多重并且持续的红利，只要做足
准备工夫，妥善应对一些利率期货反
映、资金流动波动性等相对较小的不
明朗因素，自然能够争取趋利避害，
为香港和国家作出贡献。
《文汇报》综合了财经人士的意见

并指出，在目前人民币贬值趋势下，
开通深港通将有助进一步满足内地投
资者配置海外资产的需求，有助推高
港股成交量，预计连同沪港通，2017
年可吸引6000亿港元资金流入港股。
《星岛日报》也刊登多篇重点报道

解读深港通。近期人民币贬值、港元
升值，再加上美国联邦储备局极有可
能会有加息等因素，买入港股可成为
内地人赚取更佳回报的途径。而对内

地来说，开放金融市场需要控制的风
险越来越大，路程遥远，香港以其成
熟的金融体系、专业服务、风险控制
和市场监管，将继续担任与内地互惠
互利的角色。

国际投资者热情高涨

随着深港通脚步日益临近，业界
期盼深港通开锣的气氛也越加浓烈。
渣打银行（香港）有限公司行政总裁
陈秀梅称，深港通将是内地开放市场
进程中的重要一环。中国银行香港副
董事长兼总裁岳毅说，深港通有望促
进内地资本市场健康规范。

汇丰银行最近赴美国举行了3天
的深港通路演，接待了近70家机构投
资者。汇丰环球研究常务总监孙瑜
说，海外投资者对深港通的兴趣比两
年前对沪港通的兴趣更浓厚，因为一
方面沪港通已为深港通打开了渠道，
另一方面，深圳股票更多为民营企
业、高科技企业，代表中国的新经
济，也代表了投资中国的未来增长。

香港投资基金公会的会员多是跨
国基金管理公司，该公会的调查显
示，约八成会员已使用沪港通，约九
成会员希望参与深港通。香港投资基
金公会行政总裁黄王慈明表示，国际
投资者均希望深港通越早开通越好，
因为上海市场和深圳市场之间有互补
性，上海市场代表的是传统经济，而
深圳市场代表的是新经济，更有活力。

大学太多 生源陡降

台湾高校刮起“关停并转”风
本报记者 汪灵犀

2016法蓝瓷陶瓷设计大赛11月30日在京举办总决赛颁奖典

礼。主办方介绍，活动共邀集到包含两岸和日本、德国、美国、

意大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锐设计师，共计1414组队伍同场竞

技。经历层层评选，来自以色列的设计师伊登（右）以独特并富

有艺术性的香水瓶荣获陶瓷设计组金奖。 本报记者 任成琦摄

深港通下周开锣 港业界引颈期盼
雷 蕾

台湾彰化县福兴乡一些人家还

保留着手工制作面线传统。纯手工

面线制作要经过醒面、盘条、拉

面、上架、甩面、晾晒等多道工

序，面细如丝，富有弹性。

图为11月29日，村民在制作

面线。

新华社记者 朱 祥摄

台湾手工制面线

两岸大学生美术作品展开幕
本报台北电（记者张盼）“两岸大学生优秀美术作品展暨艺术

大讲堂”近日在台北开幕。来自两岸院校的师生代表近百人与
会。展览以“原创最美”为主题，从清华大学、集美大学和台湾
师范大学、台湾艺术大学等两岸著名艺术院校选送的学生美术作
品中，精选出60余幅优秀作品进行展出。

该活动由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台湾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共同
主办，福建省美术家协会、晋江市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局协办。主办方
表示，活动的成功举办，充分体现了两岸大学生对真善美的追求，促
进了两岸青少年及两岸当代艺术家的文化艺术交流，使与会的两岸
学生、同行充分感受两岸文化同根源、同进步、同发展。

法蓝瓷设计大赛举行颁奖礼

新华社台北12月1日电

（记者赵博、李凯）台湾复兴
航空公司日前无预警停航并
宣布解散，其航权归属备受
瞩目。台交通主管部门负责
人1日表示，已核定正式收回
复兴航空的航权，预计需要2
至 3周的时间完成航权的分
配。

复兴航空是岛内第三大
航空公司，11月22日突然宣
布解散。台交通主管部门负
责人1日在台民意机构接受质
询时表示，已正式收回其航
权，并将在最快的时间内完
成航权的分配，为旅客提供
更好的服务。

复兴航空主要的航线包
括台湾地区的航线、国际航
线、两岸航线。复兴航空宣
布解散后，台行政主管部门
决定由台湾华航在短期内承
接复兴航空航线至明年 2月
中，期间若有其他业者有意
愿，都可以提出申请，台交
通主管部门将进行航权分配。

台湾业者指出，复兴航
空的航线中，最受关注的是
两岸航线，特别是复兴航空
从台北松山机场和桃园机场
至上海的航线，有浦东及虹
桥两个航点，班次多，时段
佳，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航
线。业者预期，航权分配
时，台北至上海的航线将是
台湾各家业者激烈竞逐的目标。

台湾复兴航空解散在岛内业界、政坛引起震
撼，新闻不断。期间，曾传出有公司希望接手复兴
航空但最终没有结果。同时，当地检调单位也在侦
查，复兴航空宣布解散前是否有人进行内幕交易，
并锁定嫌疑人士。

复兴航空最新公布，已完成员工11月的薪水发
放，全体员工将依三阶段进行资遣。而复兴航空数
百名员工则连署要求有关主管部门暂时保留复兴的
航权，以利有意愿的企业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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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内专家：台经济“外温内冷”
新华社台北12月1日电（记者刘劼）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1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11 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较上月攀升2.8个百分点至57.3％，但非制造业经理人指数
（NMI）已连续第2个月呈现紧缩，指数为49.8％。岛内专家指台
湾经济“外温内冷”，“多数民众感受不到景气回暖”。

该机构称，新增订单与生产数量的扩张速度攀升是11月台湾
制造业PMI扩张速度加快的主因。专家分析，近来全球经济回
暖，特别是移动通信设备运营商纷纷推出新产品，由此带动台湾
电子零配件出口以及整个制造业。至于NMI紧缩，则反映了台湾
服务业、房地产市场以及观光业趋冷，目前台湾经济呈现“外温
内冷”，业者对未来的信心比实际情况还糟。

台“中经院”院长吴中书表示，目前台湾制造业与非制造业
表现分歧。制造业表现稳健，不过非制造业则相对疲软，且非制
造业8大产业未来6个月景气状况均为紧缩。

他指出，由于出口产业仍维系在少数厂商身上，而服务业却
占GDP比重超过六成，因而多数民众感受不到景气回暖。

香港理工大学携手华为搞研发
据新华社香港11月30日电（谢希语、姜镇）香港理工大学

—华为先进计算系统与网络光互连联合实验室30日在香港理工大
学揭牌，这是香港首个以高传输容量光通讯及先进计算系统为主
要研究领域的实验室。

据介绍，香港理工大学及华为将借联合实验室主力研究与高
传输容量光通讯系统相关的项目，包括长途和短距离数据传输系
统、计算机网络和系统及大数据计算等。通过大学专家及业界的
协同合作，该联合实验室将显著提高互联网系统的能力，带领先
进计算系统与光通讯领域的研发。

香港交易所外景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