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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台湾，从出租车司机到景点店
家，几乎在辨识记者大陆口音的第一时
间，就开始抱怨陆客不来，生意一落千丈。
有多不理想？据台媒报道，今年首周陆客
来台旅游人数持续下滑，较去年同期减少
一半以上。旅游业者说，虽然春节假期陆
客会增多，但仍比去年少，因为两岸和平
的“余荫”没有了，新当局得“自食其力”，
2017年将是旅游业的“黑暗元年”。

预计“会从年初跌到年尾”

据报道，去年 1月至 3月来台陆客总
数为 113 万人次，今年若较去年减少四
成，就会减少 45 万人次，若减少五成，
就是 56 万人次。这个数字比去年前 3 个
月境外旅客总成长的 39 万人次还多。这
意味着陆客一旦大减四至五成，就可能
抵消其他地区来台旅客的总成长，让台
湾入境旅客出现负成长。

有台湾旅游业者说，去年前 3 个月来
台陆客大涨是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如今两
岸和平的“余荫”没了，民进党当局搞烂了
两岸关系，赶跑了陆客，几百亿甚至几千
亿元的收入没了。新当局怪不得别人，不
要只会骂大陆，却拿不出解决的办法。

林姓旅游业者称，以“观光局”日
前估计的重要景点人数看，全台最多的
是日月潭84团 （1天之内），阿里山82团
次之，而故宫和台北101各有70多团。而
去年此时，这些重量级景点，常是200团
以上，有时会高到 220团到 240团，最少
也有150团，今年跌了至少一半。

“去年只跌半年多，今年却会跌全
年。”张姓旅游业者称。去年受两岸和平
发展庇佑，前几个月的陆客总数还略成
长。业界都预期今年“会从年初跌到年
尾”，将是台湾观光史上最难熬的“黑暗
元年”，撑不下去的业者，在春节过后就
会出现新一波倒闭潮。

陆客减少有产业关联效应

台湾 《工商时报》 日前发表社论

称，自去年 5 月起陆客来台人数逐月下
滑，起初降幅仅一成，至年底降幅已扩
至四成，其影响层面也由旅行业、住宿
业、游览车业转而扩散至零售业、休闲
服务业。受影响的产业不仅营收下滑，
甚至雇用人数也开始减少，在产业关联
的波及下，其对总体经济的影响不容小
觑。

社论称，2002 年当政的民进党推出
“观光客倍增计划”，但尽管有发展观光
的雄心，碍于僵化的两岸政策，民进党8
年执政期间仅让观光客由 262 万人增至
372万人，其所创造的收入也仅由37亿美
元增至 52亿美元。而国民党于 2008年重
新执政，重修两岸关系，恢复两岸交
流，随着两岸直航，放宽陆客来台限
制，执政 8年让观光客由 384万人倍增至
1044 万人，旅行收入也由 59 亿美元翻升
至144亿美元。

社论总结道，蔡英文去年就职演说
中称会妥善处理两岸关系，并强调会提
升人民的幸福。7个月过去，如今两岸政
治互信尽失，观光业寒冬转眼将至，而
行政机构因应对策依旧是纸上谈兵的

“新南向”、停滞不前的“三驾马车”、不
食人间烟火的“一例一休”。如今百物齐

涨，百业尽疲，如此人民的幸福岂能提
升，而行政机构声望又岂有不降之理？
愿蔡英文深思之。

3亿元补助救急不救穷

随着陆客人数大幅减少，专接陆客
生意的旅行社处境艰难，有不少家先后
倒闭。台湾行政机构为此于去年 11 月公
布旅游补助案，拨款3亿元 （新台币，下
同），辅导专门接待陆客团的旅行社转型
为做本地生意的旅游团，1月 5日核定最
后一笔补助案，用尽所有预算。截至1月
4 日，共有 621 家旅行社提出申请，合计
出了 6600 余团，旅客达 22.6 万多人，估
计可创造14亿元的产值。

但这项扩大补助旅行社措施的用意
是救急不救穷，台“交通部长”贺陈旦
曾说，不宜再加码延长，接下来应设法
提升在地观光的质量并结合当地节庆活
动，才能吸引游客再来。“观光局”方面
称，由官方出面整合观光资源，并与地
方政府合作、加强宣传地方特色，进而
协助旅游业者规划更理想的行程，才能
吸引游客再到各地景点消费，接力扩大
政策的效果。

台湾“央行”称，虽受限于相对弱
势的人文与自然资源，但台湾发展观光
进度仍落后于有类似情况的新加坡与香
港，主要是航空基础建设、当局观光政
策支出及推动台湾品牌的效力较为不
足。“央行”由此建议，近期“网红”当
道，台湾可通过网络红人代言，争取境
外观光客青睐，也可简化签证程序或开
放免签，深耕拓展其他客源，以降低陆
客减少的冲击。

台当局须为业者守住观光财

台“央行”建议台湾观光业者趁此
机会进行结构调整，尝试转型，发展多
元化经营，根据境外旅客特点研发新产
品。同时应提高观光政策支出占行政总
预算的比例，加速改善航空基础建设质
量，加强海外营销或影视观光，提升台
湾品牌竞争力，以此吸引旅客。

因预估陆客来台大减，今年来台境
外旅客可能跌至千万人次以下，“观光
局”和“旅游全联会”辅导陆团接待业
者调整转型，9 日在台北举办首场媒合
会，共有165家旅馆民宿业、游乐区、观
光工厂、游览车业约800人参加，10日接
着在高雄办第二场，希望不同旅游市场
的业者多认识交流并创造商机。有旅游
业者称，媒合会的确可以创造商机，在
赚不到陆客财时，只能“自己人赚自己
人的钱”。

根据台“央行”统计，2015 年陆客
平均停留夜数为 7.14 天，远久于其他主
要国家旅客，且陆客平均每人每日消费
金额 227.58美元，与日本游客并列第一。
台湾 《旺报》 评论道，旅游业预估，光
是今年 1月至 3月，陆客就会较去年同期
减少约 35 万人次。台湾入境旅游市场如
果和去年第四季度一样，从其他地区吸
引来的观光客人数补不了陆客流失的半
个市场，台湾今年的入境旅游业绩会很
惨淡。如何营造良好的两岸关系，替业
者守住观光财，当局责无旁贷。

（本报台北1月16日电）

首周来台人数减半 预计全年跌个不停

台旅游业将进入“黑暗元年”
本报记者 张 盼文/图

日
月
潭
热
门
小
吃
阿
婆
茶
叶
蛋
，
如
今
已
少
有
人

排
队
。

新华社北京1月 16日电 依照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
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
的提名和建议，国务院 2017 年 1 月
16 日决定：任命张建宗为政务司司

长，陈茂波为财政司司长；免去林郑
月娥的政务司司长职务，曾俊华的财
政司司长职务，张建宗的劳工及福利
局局长职务，陈茂波的发展局局长职
务。

国务院任免香港特区政府主要官员

香港特区政府正就发展地下空间进行公众咨
询。有经济学者和相关人士指出，开拓地下空
间，既有助纾缓地面拥挤，又能借此机会推动创
业，使商铺种类更多元化，增加对游客的吸引
力，达至多赢。

香港地少人多，人口集中的地区寸土寸金。
面对土地匮乏，香港建筑物早已向高空发展，但
当地面人流面临饱和，开拓地下空间被认为是不
错的选择。

去年11月初，香港规划署和土木工程拓展署
展开为期 3 个月的首阶段公众咨询，征集各界对
于发展地下空间的意见，初步选址是尖沙咀九龙
公园、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和湾仔修顿游乐场。
有关规划旨在创建空间，同时强化地下网络连
接，引导行人利用地下通道前往各处，减少地面
人流和车流。截至去年12月底，特区政府共收集
到约 1200 份问卷，当中八成半支持发展地下空
间。

香港浸会大学财务及决策学系副教授麦萃才
接受新华社访问时表示，以目前市价计算，在香
港旺区，公共或商业设施所占用的空间价值昂

贵，开拓地下空间之后，部分设施可搬到地下，
将土地价值释放出来。

香港一线街道铺租常年高企，虽然核心购物
区的铺租最近两年出现下调，但根据物业顾问戴
德梁行今年初发表的报告，香港一线铺位租金跌
势已于去年底开始放缓，预料今年租金走势平稳。

“一个地区的租金处于大部分商户都能负担的
水平，才能容纳更多不同类型的店铺，该区吸引
力也随之增加，不会落得只有大型连锁店才能生
存的局面。”麦萃才说。

麦萃才说，以铜锣湾和旺角为例，这些年轻
人和游客喜爱聚集的消费零售区域，人们期望在
当中找到有特色而便宜的商品。发展地下空间可
为中小商户提供出路。他建议由特区政府以合理
价钱招租，使更多小本经营的商户、年轻创业者
有机会在旺区做生意，同时增加商品和服务的多
样性，从而带动零售和旅游业发展。

在公众咨询期间，特区政府于全港各区举行
巡回展览，以乐高模型展示构思中的地下空间用
途，包括图书馆、球场、餐厅等。政府建议发展
地下空间的选址都是公园，主要考虑到技术和业

权问题。本身为注册专业测量师的香港专业人士协
会常务副主席陈东岳表示，香港高楼大厦林立，地
下有很多桩脚，水管电缆纵横交错，这都局限了地
下发展的机会，但公园则没有这问题，更重要的是
业权属于政府，发展时面对的阻力较小。

按照特区政府的构思，除了发展商业和公共
设施，很大部分的地下空间会用来做行人通道。
陈东岳认为，贯通有关地区附近主要街道，有助
疏导地面人流，减少人车争路。以九龙公园为
例，规划概念是将邻近公园的港铁尖沙咀站连接
至西九文化区，再配合自动步行系统，这将大大
减少往来两个地点的时间，有助吸引更多游人前
往西九文化区。

油尖旺区议员杨镇华告诉记者，区内居民普
遍欢迎发展地下空间，希望从而增加康乐设施和
休憩地方，这对游客也带来好处。“游客在油尖旺
逛街都挺辛苦的，除非付款光顾咖啡厅之外，没
什么地方让他们休息。”但他强调，地下空间的商
业和公共设施之间要取得平衡，避免过分商业
化，他认为可引入特色小店，让游客认识香港。

（新华社香港1月15日电 记者张雅诗）

香 港 拟 发 展 地 下 空 间
学者专家盼带来民生经济双赢

近日，香港春
节氛围渐浓，到处
可见喜庆的春节装
饰。图为一购物中
心在露天广场举行
喜迎春节的活动，
提前向人们送上新
春祝福。

新华社记者
卢炳辉摄

香港春节香港春节
氛围渐浓氛围渐浓

新华社香港1月 16日电 香港
高等法院日前裁定两名辱国候任特区
立法会议员丧失议员资格，两人其后
上诉失败，继而向上诉庭申请上诉至
终审法院。上诉庭 16 日宣布驳回两
人申请。

高等法院上诉庭法官在判词中提
到，两人基于案件涉及重大公众利益
而提出上诉申请，但他们无法证明有
合理胜诉机会，不足以成为获批上诉
的理由。

法官指出，香港法庭充分理解和
尊重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而基于香
港基本法和“一国两制”，法庭有责

任遵从释法内容。
上述两人于去年 10 月 12 日在新

一届特区立法会议员就职宣誓时，故
意使用侮辱性语言称呼中华人民共和
国并宣扬“港独”。香港特区行政长
官和特区政府随即于 10 月 18 日就两
人是否能够重新宣誓提请司法复核。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2016 年 11 月
7日的释法，解释了基本法第一百零
四条起初的真正意思，高等法院法官
区庆祥于 11 月 15 日裁定特区政府一
方胜诉，两人随后提出上诉，11 月
30 日被法院驳回，继而向上诉庭申
请上诉至终审法院。

香港法院驳回两名丧失议员资格人士上诉香港法院驳回两名丧失议员资格人士上诉

据新华社广州1月 16日电 （记
者叶前） 针对网络上出现“数千家台
资企业撤离”的信息，广东东莞市市
长梁维东回应称，过去3年当地台企
数量波动不大，台资始终是当地外资
的主要力量之一。

东莞是广东省靠近深圳的一个城
市，也是大陆台资最为集中的城市之
一，食品业知名品牌徐福记等台企就
是在这里发展起来的。

梁维东用最新数据说明了台资企
业在东莞的现状：2014—2016 年，
东莞台资企业的数量分别是 3455、
3437、3447家。

来自东莞市商务局的统计数据显
示，目前东莞台资企业数量占外商投
资企业的 1/3，合同外资和实际利用
外资额占比约 1/4。其中，企业数量
占比自2008年以来一直稳定在1/3左
右。

“如果从过去 5 年来看，确实有
少数台资企业关闭、外迁。这些关
闭、外迁的台资企业影响的投资额为
9.8 亿美元，但同期转入的投资达到
38.3亿美元。”梁维东说。

2016年，东莞关停外迁的台资企
业数量为74家，其中以传统劳动密集
型企业为主，九成以上为合同利用外
资300万美元以下的中小型企业。

东莞市商务局称，这些波动是正
常的市场行为，东莞依然欢迎包括台
资在内的所有外资来投资兴业，相信
台企能够在东莞得到很好的发展。

近年来，在市场倒逼作用下，东
莞的台资企业对转型升级的意愿强
烈，生产模式从 OEM （贴牌生产）
向 ODM （委托设计）、OBM （自有
品牌） 转变。

来自东莞市台商协会的数据显
示，目前，东莞拥有自主品牌的台资
企业超过600家，累计注册商标 （品
牌） 超过 3200 个，设立研发机构或
内设研发中心 533 个，ODM+OBM
产品出口占比从 2008 年的 33%提升
至目前的75%。

东莞市台商协会会长蔡俊宏说，
在“中国制造 2025”等利好政策引
导下，许多台企在内销渠道拓展、品
牌建立等方面取得成果，不断向高端
化发展。

东莞市长：

当地不存在台资企业“撤离潮”

月 初 在 台 湾 被 抗 议 者 追 打 的
“港独”分子黄之锋，这两天再次赴
台，参加民进党智库搞的什么“两
岸政经研习营”。“台独”和“港
独”一直勾勾搭搭，近来“感情”
似有升温迹象，其实不妨这样理
解：难兄难弟明知前方死路，所以
迫切需要牵手壮胆。

自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岛内
“台独”势力已多次向香港极端势力
和“港独”伸出橄榄枝。黄之锋等
人上次赴台，是参加“台独”政党

“时代力量”举办的论坛。香港两名
辱国候任议员梁颂恒和游蕙祯被取
消议员资格时，台当局陆委会也曾
表达声援。随后，梁、游二人受邀
赴台，大谈所谓的“民主自决”，散
播“港独”言论。

“台独”与“港独”势力大小有
别，心态自也不同。“港独”过的是
人人喊打的日子，见“台独”来
援，自然喜出望外，宛如抓到救命
稻草。游蕙祯后来竟然写信给蔡英
文，要求台当局“收回香港新界的
主权”。病急乱投医，已到了精神错
乱的地步。

“台独”则得意得多，因为台湾
政权现在绿营之手，岛内“消独”
的力量空前萎靡，民进党还可以不
时偷偷做点“缓独”、“柔性台独”
的小动作。此时对“港独”施以援
手，居高临下，尽显优越感，就算
不能互为奥援分进合击，至少也可
抱团取暖、自我壮胆。

黄之锋这次赴台，没有遭遇抗议者追骂，因为台当
局启动了严密的安保措施。不久前台湾渔民被日本驱
逐，台当局不敢出手保护，只劝渔民自行规避。此番

“港独”分子来台，民进党当局却动用大量警力、耗费岛
内社会资源，给予充分、周全的保护。这种行为倒错，
自然招致岛内舆论的谴责。这正应了大陆涉台专家郭震
远近日的说法：民进党当局是把“台独”当作执政的大
战略。因为“台独”如此重要，所以“港独”也连带着
重要，至于岛内老百姓的权益，就可要可不要了。

“台独”与“港独”一样，都是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
祸国殃民。若非两“独”从中作梗，“一国两制”下的香
港，本可更加祥和繁荣；“九二共识”框架下的台湾，本
可集中精力谋发展，分享更多两岸和平的红利。当然，
不论两“独”如何舌灿莲花，历史都将证明，两者都是
在开历史倒车，拿人民权益做牺牲品。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两“独”如何猖獗，大陆都有
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加以遏制。两

“独”合流，只有自我安慰的心理效用，改变不了竹篮打
水一场空的最终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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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台絮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