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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大学学科能力测验 （类似大陆高
考，简称“学测”） 2月 16日才刚发榜，香港
中文大学就出动30多位教职员工来到台北争抢
生源。虽然他们强调只招学测成绩顶级的优秀
学生，还是吸引了 300 多名台湾高中学生报名。
接下来一周，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科
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教
育大学等香港高校还将陆续来台招生。

顺势推出新课程

2月18日和19日一连两天，香港中文大学在
台北举行招生说明会，吸引许多岛内学生及其家
长参加。看中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的戴皓扬现场
报名。戴皓扬的父亲表示，“已经观察三四年
了”，原因是香港离台湾近，国际化程度高，与商
界接触机会多，港校口碑、师资和教育资源好。

香港中文大学协理副校长王淑英介绍说，
去年原定目标招 50 名台湾学生，因为生源太
好，最后实际录取了61名。今年的录取名额在
50名至60名之间。王淑英表示，香港中文大学
将给台湾学生提供许多获得奖学金的机会，其
中最优的全额奖学金，包括学费、住宿费、生
活费等，4年约300万元 （新台币，下同）。

据了解，香港中文大学是最早来台招生的
香港高校，今年除了医学系不对台招生之外，
其余科系一律开放。今年学校还顺应时势推出
了 3 项新课程：工商管理学士及法律博士双学
位、金融科技学、全球传播学位课程。

培养学生软实力

招生说明会上，已经就读香港中文大学的

台湾学生成为最佳代言人。
香港中文大学计量金融学系三年级台生张

宸维说，香港大学生从大一就开始实习，很早
就接触职场，他也在升大二的暑假开始实习，
升大四的暑假实习则已签约，将到国际券商实
习，月薪 20 万元，希望毕业后能够留港工作。
张宸维说，他有很多读台大财经系或经济系的
同学，大二、大三想到业界实习，业界却没有
提供这么多实习机会，反观香港，大一就可实
习，培养自己的软实力，提早适应工作环境。

主修环球经济与金融的台生周世婷，因为
实习表现良好，目前毕业后的正式工作早有着
落。周世婷介绍说，香港特区政府很鼓励台湾
学生毕业后留港发展，且留港工作的机会比较
多。在香港找工作，实习经验
非常重要，香港的公司不仅提
供多样的实习机会，甚至有长
达一年的全职实习。

工程学院计算器科学二年
级台生周益宏说，学校旁边就
是科学园区，他大一就开始在
园区实习。

台高校相形见绌

香港高校来台争抢优秀生
源，让岛内高校校长不胜唏
嘘。他们表示，台湾高等教育
面临少子化、资源少、就业环
境差的“内忧”，加上全球抢
人才的“外患”，已逐渐失去
竞争力。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校长李

天任说，香港、澳门、大陆的大学资源丰沛，
反观台湾高教资源捉襟见肘，令人忧心。台湾
的高教系统管制多，竞争力逐渐丧失。李天任
批评说，台湾的大学在招收外来学生时，仍只
想填补生源的不足，把高等教育商品化。他表
示，面对高教困境，不该人穷志短，不能只为
生存而努力，而是要把眼光放远点。

台湾科技大学校长廖庆荣说，香港的大学
经费比台湾多好几倍，连大学部都愿意提供奖
学金吸引优秀学生。现在台湾许多家长都愿意
让孩子在大学期间就到岛外读书，是因为考虑
子女未来就业及人生发展，也反映出台湾近年
经济环境不好。

（本报台北2月19日电）

提供高额奖学金 擘画就业好前景

香港高校跨海赴台抢生源
本报记者 吴亚明 冯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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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建造业大联盟游行反对“拉布”。
图片来源：香港《大公报》

从下月起，台湾地区领
导人蔡英文将直接掌舵“中
华文化总会”。此前，前任会
长刘兆玄被绿营挤兑而请辞
的新闻已经闹得沸沸扬扬。
这一文化机构将被蔡英文当
局“洗绿”的担忧，一直盘
桓不去。可能有人要问，“中
华文化总会”是啥来头，非
得蔡英文要自兼会长才安心？

该社团组织成立于 1967
年，主旨是要“弘扬中华优
良文化，推行深入民间的文
化建设与活动”。陈水扁上台
后，为“去中国化”一度将
其更名为“国家文化总会”。
2010 年，马英九举荐前“行
政院长”、知名作家刘兆玄

（笔名上官鼎） 出任会长。刘
兆 玄 就 任 后 ， 该 会 改 名 为

“中华文化总会”，做了不少
有利于两岸文化交流之事。

然而刘兆玄任期未满，
上台执政的绿营便心急火燎
地 赶 人 ， 一 面 指 责 其 不 循

“惯例”让位，一面动员数百
名“自己人”蜂拥入会，务
求赶走异己，力保蔡英文顺
利“上位”。更有甚者，绿营
还 祭 出 “ 立 法 院 ” 内 “ 乔
事”大法，想如法炮制搞定
人选风波。虽说“让政治的
归政治，让文化的归文化”
终归是美好幻想，但权力之
手此番粗暴地横插文化界，
也让人怀疑背后包藏深意。

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
就 说 过 ， 民 进 党 长 期 力 主

“去中国化”，破坏中华文化，蔡英文接手后，如
何确保中华文化传承？难保不是一次利用政治公
器“假传承、真破坏”。还有人担心，蔡当局意欲
取了“中华”去中华，或是“借壳上市”，捞取话
语权和资源，未来该会恐改名为“台湾文化总
会”。也有消息说，蔡英文想将“中华文化总会”
作为与大陆交往的平台，因去年“5·20”后两岸
关系急冻，这或许能成为方便两岸往来的“中华
活口”？

“活口”说一出，连台媒都忍不住笑了。只因
该组织走过陈水扁时代，沦落得“要人没人、要
钱没钱”，还真亏得刘兆玄勉力振兴。然而他谈得
拢的事情，蔡英文恐怕就做不到，两岸对话的基
础既失，还有什么好谈？何况条条康庄大道不
走，非要削尖脑袋寻此僻径，这演的又是哪一出
呢？

“总统府”发言人黄重谚曾讥讽刘兆玄，“不
是叫做上官鼎，就是文化人”，仿佛隐约知道作为

“文化总会”的掌门人，多少要有点文化人的底
气。那咱们不妨看看，即将到位的新掌门文化素
养几何。从春联题词“自自冉冉”四字错俩，再
到手书“点亮台湾”四字错仨，端的越来越厉
害。绿营官员也绞尽脑汁，争相辩解“自自冉
冉”没错，还吵着要纳入辞典。有网友不禁嘲
讽，蔡英文执掌之处，恐怕应该是“文盲总会”
吧。当权者和附从荒腔走板，离“弘扬中华优良
文化”的宗旨，相距何止千里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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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台北电 （记者刘欢、
吴济海） 台湾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

“消费者文教基金会”2 月 18 日表示，
游览车重大事故不断，作为当局交通
主管部门的“交通部”显然未尽监督
及管理权责，呼吁监察机构对相关人
员进行调查与纠正，要求其确实检讨
并改善，以确保台湾旅游安全。

台北蝶恋花旅行社一辆游览车 2
月 13 日晚在台北翻覆，造成岛内近
30 年来最严重的公路事故。连日
来，舆论对当局有关方面多年来懈
于监管游览车市场多有批评。

在 2 月 18 日上午召开的记者会
上，“消基会”负责人说，游览车事故
频传，交通主管部门总是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未针对营运管理、车辆结
构等进行全盘检讨。呼吁监察机构对
相关负责人员调查、纠正，若确有失
职情况，即提案纠举，要求确实检讨
并改善。

据统计，2006 年至 2016 年间，
台湾大客车车辆数从 2.8万辆增加到
3.5 万辆，平均一年增长 700 辆，造
成人员死亡的大客车交通事故共计
360 件，死亡人数达 427 人。“消基
会 ” 负 责 人 说 ， 居 高 不 下 的 事 故
率，让游客暴露在极高风险之下。
司机工作超时、车身结构安全性、
游览车靠行乱象等问题，一一浮上
台面，显示台湾的旅游交通安全已
亮起红灯。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郜婕）“活字生
香”汉字文化体验展 2 月 18 日在香港开幕，
通过参观、游戏、互动、DIY 体验等多种方
式展示汉字文化底蕴。这次巡展由中华出版
促进会汉字文化推广专业委员会和饶宗颐文
化馆主办，以香港为第一站。

展厅分为 6 个区域，分别为“主题区”
“汉字故事”“大美汉字”“字在生活”“汉字
能量达人”和“小仓颉 DIY 手作艺想空间”。

“汉字能量达人”板块利用人工智能面部识别
和语音辨识系统，实现参观者与人工智能系
统之间的歇后语问答等互动。

展览超过一半内容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结
合。比如，“字在生活”板块与香港本土文化紧密
结合，传递粤语汉字的知识与趣味。在“小仓颉
DIY手作艺想空间”，参观者可体验多种趣味手
工活动，如传统喜福雕版印刷、汉字创意书写
等，通过动手的方式加深对汉字文化的理解。

游览车事故不断

台“消基会”呼吁调查“交通部”

香港举行“活字生香”体验展

2月19日，第八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在日本札幌市开幕。
上图：中国香港代表团在开幕式上入场。下图：中国澳

门代表团在开幕式上入场。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亚冬会，我 们 来 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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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立法会工务小组2月18日加开会议，第四次
审议涉及124亿元 （港币，下同） 基本工程储备基金
拨款。由于反对派议员不断“拉布 （拖延议事） ”，
这笔牵涉 9000 多项政府工程的拨款迟迟无法到位。
香港立法会患“拉布”怪病已有多年，近来未见减
轻，反有加重迹象。

总有办法烧时间

这笔拨款包括横洲发展、观塘音乐喷泉等 26 个
重点工程项目。此前，反对派议员坚持要求将这 26 个
项目分开独立审议，扬言否则就将“拉布”进行到底。

特区政府不愿就此妥协，表示项目打包有利施政
效率。工务小组委员会主席卢伟国也表示，政府透过
整体拨款推动小型工程的做法行之有效，不应因少数
议员对个别项目有意见就全部抽出来审议。

2 月 18 日的会议上，反对派议员继续“拉布”。
他们不断就细枝末节刨根问底，比如追问官员有关落
马洲河套地区土地砷含量的数学和化学问题，将时间
大把浪费。卢伟国下午宣布“剪布”，限制未要求发
言提问的议员其后不能提问，但至当晚 18 时，仍有
10多项临时动议未审议，拨款再次延后。

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在网志上表示，如果拨款
不获通过，9000多项涉及公共服务、公众安全、道路
交通的工程都会受到拖延，而其中 8000 多个工程正
在进行中，相关打工者生计也会受到影响，牵涉的家
庭数以万计。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若拨款于 4月 1日前仍未
批准，会严重影响公共服务。

越“拉”越起劲

香港立法会的反对派议员热衷于“拉布”，近年
饱受外界诟病。上一次立法会改选，部分酷爱“拉
布”的反对派议员出局，但取而代之的却是更难预测
的激进派，外界担忧，“拉布”之风恐怕只会更盛。
而据香港媒体报道，这届立法会工务小组审议进度确
实缓慢，至今只批出一项工程拨款，只占本年度近
1000亿元整体拨款约1%。

香港特首梁振英近日对媒体表示，平均轮候公屋
时间已达 4.7年，要缩短轮候时间，唯有增加房屋供

应，但这需要立法会配合。他举例，大埔颂雅路7000单
位项目，在立法会工务小组长时间讨论才到财委会。

梁振英说，未来一个月，还有涉及公共交通、教
育、市民健康及土地规划问题，都要到立法会财委会
讨论，希望议员以大局为重，尽快通过这些项目。他
批评，立法会讨论所需时间越来越长，因为有部分议
员只求“突出自己”，“香港不能再浪费时间，特别是
房屋或土地问题”。

在本届立法会开始运作之前，明汇智库与
香港公共管治学会联合发表“市民对新一届立
法会期望”的民调显示，过半受访者期望新一
届立法会能够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而支持议会
通过“剪布”或修改议事规则来防止“拉布”
的也接近半数。

制造成吨伤害

“拉布”已对香港制造了成吨伤害。去
年，香港高铁项目被“拉布”折磨得差点烂
尾，到生死关头才获得拨款，逃过一劫。香港
大量内政项目被“拉布”耽误，连国际形象都
遭损害，比如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去
年发表报告称，预计香港新一届立法会将继续

“拉布”，影响香港信用评级。
反对派“拉布”最惯用的招数之一，是会

议中不断要求点算出席者是否达法定人数。数
据显示，2011年到2015年香港立法会大会共举
行 2186 小时会议，其中 1/10 时间浪费在点算
法定人数上，达1478次，共花了223小时。此
外，因议员缺席流会花了 229 小时，流会 18
次，合共虚耗 452小时，由此浪费的公帑以亿
元计。因“拉布”而延误并招致的工程费用超
支损失，更是数以10亿元计。

议员对政府施政提出质疑本来是天职，但
这种质疑应该是善意的，出发点应该是提升社
会福祉，而非为反对而反对。全国港澳研究会
副会长刘兆佳表示，目前香港立法会对抗情绪
严重，与特区政府处于对立状态，令特区政府
施政寸步难行，有利香港的重大政策不能通
过，市民对政府的怨气增加。最为严重的是，
立法会的声誉、地位、作用以及所有参与立法

会运作的政党的公信力也都会下降，“立法会将逐渐
成为阻碍香港发展的负面角色”。

“剪布”是香港立法会2013年推出的措施，如果
立法会内务委员会2/3以上议员同意，主席就可在大
会上进行终止辩论的程序，从而进行表决。但“剪
布”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剪布”发生之前，

“拉布”早已肆虐多时，且随时卷土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