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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港澳周末

台兼任教师有了“劳保”没了“饭碗”
本报记者 陈晓星 文/图

李佳斌是一位土生土长的“90后”香
港男生，看上去很潮，也很阳光，他喜欢
读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古诗。过去几年
中，他频繁穿梭于香港和内地之间。用他
的话说，香港与内地命运相连，不可分
离，只有国家好了，香港才会好，“要了解
内地，就得亲自去看看”。

祖籍福建的李佳斌对于内地曾经一
无所知。小时候春节回福建老家探亲留
下的模糊记忆，便是他心中对内地的最
初印象。

他说，香港的学生在学校也会唱国
歌，但对于中国的历史了解很少，老师讲
的也不多，在不少学生脑海里“国家的概
念好像淡淡的”。值得庆幸的是，过去几
年来，特区政府加大了对青少年的国情

教育投入，鼓励香港青少年多到内地交
流，去亲眼看看内地的发展变化。

高中毕业后的那个暑假，李佳斌报
名参加了香港学生赴陕西交流团，在陕
西待了8天。两地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谈
天说地，彼此都对对方的生活充满好
奇。“优秀厚道”，李佳斌如此评价当年
那些接待他们的内地学生，“我们一直
有联系”。

在“范长江行动——香港传媒学子
西部行”中，李佳斌在甘肃体验采访了
12天，祖国大西北人民的纯朴令他感
动。他说，两地年轻人都生活在资讯丰
富的时代，通过互联网、微信等便可以
了解世界，思维都很活跃；内地年轻人
更有“集体”观念，维护团体形象，而

香港年轻人则更重视“个性”。
在甘肃平凉市静宁县唐岔村，李佳

斌拜访了“90后”大学生“村官”刘凤。李
佳斌说他很佩服这些同龄人。“他们是有
人情味并了解基层民众想法的人”。

陕西之旅彻底点燃了这个香港小伙
子进一步了解内地、获得更多知识的欲
望。此后，他参加了系列交流团，并从
一个普通团员成长为领队。

这些年，李佳斌去了内地许多地方，
结识了很多朋友。他说，内地日新月异的
发展让他的思想有了深刻变化。
“内地变化太大了！”他说，从慢车

到高铁，从排长队买票到如今只需在手
机上轻轻一点，从现金支付再到支付宝
及微信支付……

几年来，李佳斌组织参与了多个交
流团赴内地参观学习，北京、上海、四川、
陕西……他希望有更多的香港年轻人能
像他那样去内地走走看看，体验感悟。他
认为，只有亲身体验，才会得出客观的结
论，“眼见为实嘛”。

李佳斌立志要为香港做点实事，希
望自己能从一个实践者变为一个研究
者，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去改变一些人
的观念。一本学生月刊已在孵化中，其
创刊目的是要鼓励大学生关心国家、时
事，参与社会讨论。

李佳斌说，香港在发展过程中还面
临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他期望通过开宗
明义的讨论，让更多人明白，推动香港发
展方法有很多，但绝不是通过所谓的“占
中”，甚至宣扬“港独”，最重要的还是要
靠年轻人的不断努力和创造。

以“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为座
右铭的李佳斌说，“爱国爱港的情怀如同
身体里流动的血液”，他将继续为推动两
地年轻人的交流作出自己的努力。

（据新华社电）

劳工权益一直是民进党主导的话题，但真正上台
当家，无论是休假还是退休金争议，民进党当局都左
摇右摆搞不定。现在又遇上了新难题，劳动部门公
告，明年8月1日起，大专院校的兼任教师纳入“劳动
基准法”保护，这部法规类似于劳保法，被台湾社会
简称为“劳基法”。受法律保护本是好事，没想到兼任
教师暗暗叫苦，忧虑饭碗不保。

“流浪教授”遍地

台湾高校过剩早已人尽皆知，教育主管部门出台了
详细的淘汰条例，比如经费不足、招生不足、师资不足等
都在强迫关校之列。为了既撑住学校又满足教学，不少
高校特别是私立高校聘用人事成本较低的兼任教师。一
般专任教师月薪六七万元（新台币，下同），而兼任老师
的课时费为六七百元，兼任教师完成专任教师的课时只
要3万元左右的工资。而且台湾博士过剩，关校后失业
的教师年年增多。兼任教师各科各系齐全，任由学校挑
选。记者认识一位在某技术学院教了23年书的大学教
师，去年学校倒闭，他从此进入“兼任”之列，戏称自己是
“流浪教授”，靠课时费养家。

据统计，台湾高校的兼任教师超过4万人，只靠
课时费谋生的近万人。根据新规定，如果兼任教师享
受劳基法保护，意味着学校除了课时费外，要支付6%
的劳工退休金、寒暑假的健保费、带薪产假、解约费
等。这对于学校来说是笔不小开支，不少学校表示难
以兑现。

其实，台湾高校过剩、博士过剩早非一日，台湾
教育主管部门称每年约有700名应届博士生找不到工
作，只能兼职为生。但管理部门却一直头痛医头脚痛

医脚，只应付表面问题，没下决心解决制度上的偏
差。“教育部长”走马灯似地换，谁都想做太平官，就
算嘴上宣称要大刀阔斧，未及动手，可能已经下台。
最后，过剩的沉重都落在学校、教师们头上，也有学
生念到大三时学校没了，甲大学入学，乙大学毕业。

“解聘”之风骤起

为什么要请兼任教师？为了省钱；为什么要当兼任
教师？因为找不到专职。虽然不尽公平，但这二者已在供
需上达到了平衡。现在民进党当局“爱劳工”，要学校拿
钱让兼任教师享受“劳基法”保护，其结果是，学校不请
了，兼任也失业了。有明白人质问：“是爱他还是害他？”

对于学校来说，既不能不守法规，又无力支付劳保，
怎么办？唯有辞退兼任教师。台实践大学高雄校区院务
会已拍板定案：明年不再聘任兼任教师，如果各科系有
教学需要必须聘任，多出的费用由科系自行承担。

台北城市科技大学也已经发信给任教老师，表示
“为配合相关法规”，明年起优先聘任专职教师。台湾
世新、辅仁、文化大学等都行动起来，开始了解校内
教师详细情况。据《联合报》报道，辅仁大学一位兼
职老师表示，她的课时费才六七百元，每次考试要改
100多份试卷。近日系里打电话问她的基本情况，她忧
虑连这样的工作也保不住了。她表示，立法不是要保
障弱势的工作权益吗？反而让学校找到借口，害到最
弱势的老师。

纳入“劳基法”保护是兼任老师多年的要求。在
没有法律保障时，他们只能执行学校的“内规”，比如
不能请产假，请病假要付代课老师课时费，课时费20
年不涨等等。没想到努力多年，终于有了保障，却面

临失业风险，真是欲诉无语！

一纸公文如空文

现在，已经有不少学校表示未来
5年都不会聘用兼任教师。有媒体和
民意代表指出，保护兼任教师的“美
意”难以落实，因为政策太脱离实
际。兼任教师既可弥补办学经费不
足，也是专任教师的后备。有些年轻
的兼任教师在实际教学中积累了经
验，最终通过资格考试，获得专任教
师资格。如果兼任都没了工作，会出
现连锁的负面效应。

对于反弹意见，主管部门的回应
更是不接地气：将发公文指示不得大
量减聘兼任教师。这样的公文如同
“空文”。按照“公文”。学校要提升兼
任教师的福利，又没有钱，那就只能
裁人。又不准“大量减聘”，那就上有
公文下有说辞，比如有些学校称在校
生减少，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提升专
任教师的比例，不再聘用兼任教师。

兼任教师的权益要保障，但脱离
实际、无法执行的政策不仅不能保障权益，反而断了
兼任教师的生路。民进党当局的政策除了前后反转的
“发夹弯”，还有各管一段的“无厘头”。这次就是劳动
部门只管保障，教育部门只管落实，至于能否实现政
策目标、真正解决兼任教师的问题无人负责。

民调显示，各项改革中，台湾民众对教育改革最

不满意，从课纲到招生，一年一小改，四年一大改，
结果却是教育竞争力逐年下降。近日台湾大学这样的
顶尖学府又爆出教授论文作假丑闻，连校长都牵连其
中，令高校形象失色不少。教育是引领社会进步的动
力，却因为政治干扰和政策敷衍而问题丛生。这一次
是兼任教师，下一次呢？

台湾大学校园

台湾清华大学校园

近日，福州举办第二届三坊七巷文创节暨2016福建手作之美大展。图为台湾青年周世豪（右一）也来

“练摊”，展示台湾少数民族的文创艺术品。 刘可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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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脸”一词在台湾的使用率很高，指人前后不一、
自己打自己嘴巴。近日，“打脸”一词因民进党强行修改
“劳基法”而成为热词。“劳基法”的修改引发台湾的劳
工团体走上街头强烈反对，民进党谴责劳工团体“暴
力”。有网友重贴2008年11月6日蔡英文的网络文章，文
章称“民进党将带领人民重新回到街头”，“马英九逼人民
上街头才是最大暴力”。台湾网友在其下留言称：“跨越时
空打脸啰！”“原来都是在说自己啊！”“看不懂现在是马英
九执政还是蔡英文执政了……”

台湾知名媒体人唐湘龙在电台节目里评论说，“太阳
花学运”时民进党的立场是什么？纵容学运分子占领
“立法院”、攻“行政院”，现在再来谴责劳团“暴力”，
此一时彼一时，连暴力都有双重标准，会让人很不想理
你们。

还有网友编辑了蔡英文上台前承诺劳工休假的言
论：“以减少年总工时为目标，让劳工获得更完整的休息
权，让工作、休闲与家庭生活获得更好的平衡”、“工时
要减少、薪资要增加”、“民进党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站
在人民这一边的，没有忘记自己是弱势代言人。”……

网友在其下留言称：“网络时代什么都很快，连打自
己脸的速度也变得更快了”、“工时要减少，砍我 7天
假”、“吹牛文”等。

香港一家粮油食品店在给顾客
提供塑料购物袋时，没有按法例要
求收费，近日被香港观塘裁判法院
判罚5000港元。

去年4月香港全面实施塑料袋
征费。香港环保署执法人员在去年
12月和今年2月巡查时发现，该店
售货时未按《产品环保责任条例》
向顾客收取塑料袋费用，其后又提
供购物回赠以抵消费用。执法人员
两度向店主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

但今年7月再次巡查时发现
仍有违规，因此提出检控。
环保署表示，塑料袋征费实
施至今，已巡查零售店铺逾
7.1万次，向违规商户发出
302张定额罚款通知书。

据《产品环保责任条
例》，除豁免情况外，零售
商向顾客提供塑料购物袋
时，须收取每个不低于0.5
港元的费用。违例商户可被
定额罚款 2000 港元，重复

或严重违规个案则会检控，首次定罪
最高可罚款10万港元。

台北市是台湾禁烟最严格的地
区，继“有屋顶的地方、公共广场
都不能吸烟”后，又把15条公交车
专用道、180多所学校周边人行道纳
入禁烟区。今年10月，台北信义商
圈全面禁烟。近日，台北市
政府宣布，台北1150座公交
车候车亭也全面禁烟，明年
元旦起执行，违者将被罚款
2000元（新台币，下同）至1
万元。但没有候车亭的公交
站暂不禁烟。

对此，有人拍手称快，
因为等公交车闻到二手烟令
他们困扰很久，走开又怕误
车，只能忍耐。有人要求所
有公交车站都禁烟，因为等
公交车吸烟的人不在少数，吸到二
手烟和有没有等候亭关系不大。但
吸烟族反应截然不同，他们称上了
班就不能吸烟了，只能在等公交车
时吸，有的公交车等候时间长，要
20多分钟，吸烟可以缓解一下焦虑
或者思考点问题，现在连这点小愿
望都被禁了，要适应一段时间。

公交候车亭禁烟
小 夏

免费塑料袋受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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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香港“90后”眼中的内地
李豫川

陈 然

法规脱离实际 爱他实是害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