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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吃饭时间，打开手机软件下一单，
就能“坐等”外卖送到跟前；指尖点一点就
能招来出租车，用手机支付车费后不忘评价
车主……这是台商陈豪翔的日常生活状态。

近年来，以互联网为载体的信息经济已
做到线上与线下、实体与虚拟、生产与生活

“一网打尽”。而在大陆生活的台商们也融入
到这种“云端”生活，纷纷感叹移动支付太
过方便。

66 岁的台商曾盛明告诉记者，他曾经在
浙江宁波一家街边面店吃饭，待到结账时，
头发花白的店主指着墙角处的二维码，让他

“扫一扫”付款。“现在大陆很多比我年纪还
大的人，也都会用智能手机线上支付，真是
太不可思议了。”

纪正义在大陆做生意已有 10 余年，手机
中早已装有微信支付跟支付宝。“我现在出门
都很少带现金，基本上是带着100元人民币应
急。”纪正义打趣说，现在回台湾好像有点不
适应了，因为在台湾购物还是使用现金和信
用卡比较普遍。

“在台湾，由于第三方支付工具没有这么
方便，不少人还是习惯使用悠游卡或是信用
卡来消费，不仅只能在指定地点使用，还需
要刷卡装备。而在大陆，即使在路边的一个
小摊买瓶水，手机直接‘嘀’一下就好了。”
纪正义说。

“今年过年回台湾时，到了超市，我还是
很习惯地把手机拿出来扫码付款，等到我老
婆提醒我时，我才反应过来。”台商陈豪翔告
诉记者，大到商场、超市，小到菜市场、路
边摊，他基本都用支付宝付款，早已习惯。

诚然，移动支付已席卷了大众生活的方
方面面。今年1月，蚂蚁金服旗下支付宝发布

了 2016 年全民账单：2016
年有 4.5 亿实名用户使用支
付宝，其中71%的支付笔数
发生在移动端，“80后”人
均支付金额已超过 12 万元
人民币，“90后”使用移动
支付更是高达91%。

如今，已是移动支付
“忠实粉丝”的纪正义感
叹，“10多年前，两岸在移
动互联网的发展上都是刚
刚 起 步 ， 并 没 有 太 大 差
别。但近两年，我亲眼见
证了大陆移动互联网以高
速 状 态 蓬 勃 发 展 ， 可 以
说，如今大陆移动支付的
普及和互联网服务是全球
领先的。”

除 了 移 动 支 付 不 断
“攻城掠地”，大陆城市中的“智慧应用”也
是无处不在。比如，杭州市城管委与微信

“城市服务”平台开展合作，通过微信就可查
询到周边停车泊位服务点信息，找车位不需
要再兜圈子；“杭州智慧医疗”服务也入驻了
支付宝城市服务，可在线预约挂号、市民卡
健康卡在线充值……

纪正义感叹：“智慧因子无处不在，从没
想过移动互联对生活的改变可以这么大，通
过一部手机就可完成所有事情。”

互联网时代的阔步到来，除了带来生活
的便利，也赋予各大产业新的机遇，越来越
多的年轻足迹开始跨越浅浅的一湾海峡，融
入到大陆互联网创业的热潮之中。

陈豪翔就是其中一员。

如今，陈豪翔在大陆进行台湾Lanew鞋业
的互联网事业拓展。他告诉记者，老一辈台
商来大陆，通常是做房地产、制造业，但大
陆实在太大了，常常需要花费很多精力去打开
通路。但现在只要通过网络平台就可以拓展大
陆市场，不仅省时省力，也降低交易风险。

“我们在天猫、京东都有开店，以浙江为
大本营，通过网络辐射到整个大陆市场。”陈
豪翔认为，年轻一辈正好赶上了互联网浪
潮，而这一过程中，台湾青年需要思考如何
把台湾的“软实力”发挥出来，但不能把台
湾的东西原封不动地照搬。要学会运用互联
网思维，塑造品牌和重建商业模式，如此才
能应对竞争。

（据中新社杭州电 记者李佳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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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陆台商感叹“回台湾不适应”

在大陆，民众除了可以使用微信转账等电子支付方式进行消
费，甚至还可以用来缴费。图为在全国率先实现支付宝缴税（费）
的杭州市地税局西湖税务分局办事大厅。许康平摄 （人民视觉）

一边“远中”一边画饼 装睡的人该醒醒了

台当局将如何应对“后TPP时代”？
本报记者 任成琦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伴随着美国的退出

戛然而止，眼看就要冲击台湾的经贸战略布局。有台湾

媒体称，美国如今确定“不玩了”，对于台湾来说，就

两种结果。最乐观的评估认为，能得到与美国洽谈自由

贸易协定（FTA）的机会；最悲观的预测则认为，大陆

将取代美国成为区域经济整合的龙头。由于两岸关系趋

冷，没人带着玩，台湾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台湾的

“后TPP时代”经贸战略，到底是什么？

国家科技部近日透露，将推动
香港建设成面向国际的国家级科技
创新中心，香港将成为继北京、上
海之后又一个潜在的国家级科技创
新中心。与前两者不同的是，“国际
化”将定位香港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的主要特色。香港特区政府也在多
个场合表示，要成为内地与世界科
技创新交流的“超级联系人”。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化，
对外科技交流合作水平日益提高，
香港要成为“超级联系人”，必须有
难以替代的“超级”优势。坐拥

“一国两制”的优势，具备雄厚的资
本、健全的法治和成熟的商业环
境，更拥有发达的高等教育和众多
国际化人才，按常理，香港最有条
件成为中国的“科创之都”。

然而过去十几年，许多内地城市
从简单的出口加工地发展成了耀眼
的科技创新之城，一批创新科技企业
闪耀全球，香港却拿不出像样的成
果，着实让许多人费解。事实上，香港
并非没有高科技人才，而今占全球无
人机市场近九成份额的大疆创新科
技有限公司就是由地道的港科大毕
业生创办，只是创办地点在深圳。

像这样墙里开花墙外香的例子
在香港并不少见，许多团队即使做
出了创新产品，但苦于在香港找不
到投资人，只好转卖他人或到内地
创 业 。 一 组 数 据 更 能 说 明 问 题 ：
2015 年之前，香港社会总体研发投
入占GDP的比重长期不到1%，仅为
深圳的 1/4。在这不到 1%的投入中，
来自社会资本的投入只占四成。一句

“High Tech 揩嘢，Low Tech 捞嘢”
（注：高科技会失败，低科技能赚钱）
在香港市民中口口相传，道出了科
创生态低迷的原因。资本不愿投资，科研投入难有产出，
优秀人才渐渐流失，香港科技创新停滞也就不奇怪了。

香港要成为联通中外科技交流的“超级联系人”，就
得进一步营造留得住人才的环境，加大科研投入。特区
政府近两年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目前总计已
投入约180亿元 （港币，下同），2017年又新设了20亿元
的创投基金。香港高校通过申请建立国家实验室、与内
地高校合作立项等方式，也争取到了来自内地的科研投
入。这些公共投入成为点燃香港各界科技创新热情的第
一把火。但要使这把火持续燃烧下去，社会资本须担当
起科研投入的主力军。

一般而言，资本通常流入有前景的项目。香港市场
狭小，即使出现有前景的创新技术也因商业价值不足而
被放弃。考虑到这一点，正在成立的“港深创新及科技
园”对香港科技创业者就有了更加突出的意义。在这个
园区里，他们不仅可以得到配套的技术和产品支持，还
能通过与内地企业合作打开庞大的内地市场。有了技
术、市场和政策支持，才会吸引更多的资本投入进来。

经过特区政府近两年的努力，香港科创氛围渐渐升
温，但社会资本的谨慎态度表明，在香港形成科技创新
热潮还有距离。但科技经济大潮来势汹汹，时不我待，
香港已到了必须奋起直追的时
候。只有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
极响应国家级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目标，让投资创新科技蔚然成
风，香港才可能成为中国科技创
新的“超级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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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台北2月27日电（记者
刘欢、吴济海）“二·二八”起义70周
年前夕，台北六张犁白色恐怖墓区。
阴暗的天空，低沉的歌声，空气中弥
漫着一股悲凉。

唱《安息歌》、宣读祭文、献花致
敬……27 日上午，百余位关心“二·二
八”起义和白色恐怖历史的人们参加了
一场特殊的春祭追思仪式。他们齐聚六
张犁白色恐怖墓区的人民忠魂纪念广
场，吊唁纪念牺牲先烈，呼吁两岸同胞
携手由和平发展走向统一富强。

在白色恐怖笼罩宝岛的那个年
代，许多怀抱爱乡爱国情怀和改造社
会理想的两岸进步人士被当时台湾的
独裁统治者逮捕，之后慷慨赴义，魂
断台北马场町刑场，最后被草草掩埋
在六张犁的荒烟山岭中，他们牺牲时
大都正值青壮年。

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经过

长期努力不懈地寻找，1993 年终于在
六张犁发现 4 个弃葬区。而牺牲者遗
族家属和互助会人士致力维护墓区、
扫墓追思亲人，至今已24年。

在宣读追思祭文时，台湾地区政
治受难人互助会总会长蔡裕荣表示，
来到六张犁白色恐怖墓区，是要缅
怀、追思那些继承“二·二八”起义牺
牲同胞遗志，为追求国家和平统一、
坚持台湾民主自治、实现中华民族复
兴而在上世纪50年代壮烈牺牲的进步
人士。虽然目前两岸还有一些崎岖坎
坷，但两岸同胞携手由和平发展走向
统一富强的日子终将到来。

在台湾大学就读的大陆交换生杨
嘉祺说，来到现场，“‘二·二八’不再是
课本上的抽象概念，而是活生生的现
实。”他说，在“二·二八”起义70周年前
夕，与许多亲历者和见证者一起重温那
段历史，很有意义，也很受启发。

据新华社澳门2月27日电（记者
杨懿） 澳门特区政府保安司27日发布
的澳门 2016年罪案统计及执法数据显
示，去年澳门整体治安状况稳定良
好，严重暴力犯罪保持零案发率或低
案发率及高破案率，抢劫、诈骗等侵
犯居民财产安全的犯罪活动显著减少。

澳门特别行政区保安司司长黄少
泽当天在简报会上通报，2016年澳门警
方共立案 14387 宗，较上年增加 5.4％，
其中侵犯财产类罪案数量最多，占逾五
成，其次为侵犯人身类犯罪，占二成。

侵犯财产类犯罪方面，诈骗、抢
劫的案发率下降显著，降幅分别超过
三成和一成，而俗称“高利贷”的暴
利罪则有较明显增长。

就侵犯人身类犯罪而言，除了非
法禁锢案件升幅较大外，恐吓、侮

辱、强奸等该组别大部分案件都有不
同程度的减少；杀人、绑架、严重伤
人等严重暴力犯罪继续保持零案发率
或低案发率。

在警民合作的新型警务模式下，
防罪减罪执法成效提高，困扰居民日
常生活的爆窃寓所、电话诈骗等犯罪
也分别下降 32％和 82％。“反偷渡工
作联防机制”建立以来，非法入境及
逾期逗留情况得到改善，去年截获非
法 入 境 者 及 逾 期 逗 留 人 士 共 28061
名，同比下降8％。

黄少泽强调，警方将科学开展警力
部署和主动执法力度，加强与内地、香
港及国际刑警的交流合作，完善社区警
务和警民合作机制，以应对经济形势、
社会环境和犯罪现象变化引起的治安
问题，确保澳门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台北春祭“二·二八”起义死难者

澳门2016年社会治安稳定良好

一个加法一个减法

近日，台“经济部”裁撤海峡两岸
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ECFA） 小组的新
闻闹得沸沸扬扬，虽然有官员出来澄清
是“归建原单位”，但也间接证实，两
岸经贸谈判和官方往来停摆，是蔡当局
当前面临的“新常态”。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蔡英文
办公室、台行政主管部门到外事主管部
门日前都统一口径，强调会加强与美国
的经贸谈判与合作关系。按照设想，前
途将非常光明：通过检讨与松绑岛内相
关经贸规定，台湾的经济将更自由开
放，以符合与美国谈判 TIFA （台美贸
易暨投资架构协议） 和FTA的条件。

为了降低对大陆经济的依赖，蔡英
文上任以来将区域经贸整合焦点放在
TPP上。如今美国退出，引颈企望“借
东风”的当局，只好转而诉求加强台美
双边关系，台“经济部”近来更推出

“Reconnect USA”政策。此外，台当
局还号称要加强与亚洲邻近国家和地区
的经济连结。有消息说， ECFA小组吹
熄灯号后，全数组员已经“归建”到负
责东亚事务的贸易双边一组。

理想再丰腴饱满，现实却骨瘦如
柴。连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前处长
包道格都坦言，“后TPP时代”，台湾将
举步维艰，因为双边自由贸易谈判会设
下更困难的框架。

美国人都看得十分清楚，无奈有人
吃了秤砣铁了心。早在上台前，蔡英文

就抨击马当局专注两岸，而不思索如何
与主要贸易对手洽签FTA，及时参与区
域经济整合，“不仅造成台湾更加倚赖
中国市场，而且和全球接轨的目的距离
越来越远”。如今对全球前两大经济
体，一个做加法，一个做减法，心思不
言自明。有台媒不客气地批评说，这番
论调凸显蔡英文企图绕开大陆面进行国
际化的主张，不务实不说，更使台湾陷
于不进反退的困境。

能否纳“投名状”

一个减法，算“因势利导”；一个
加法，却显一厢情愿。要签FTA，与美
国和日本的协商最具指标性和代表性。
但经济谈判不单是请客吃饭，要拿出真
金白银的利益交换，要纳经济上的“投名
状”。有人概括说，台湾现成的“投名状”
有两件。一是开放含瘦肉精的美猪进口，
二是放水让福岛核灾食品“登台”。

美日就相关议题施加的压力，台当
局已经多次领教过。殊不知，现在的蔡
当局实在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
出”。因为在野时民进党就主打反对进
口牌，如今拿到执政权就开放，等同自
打嘴巴。从近期处理核灾食品进口的争
议看，当局已经焦头烂额，要说服民众
打消危害健康的疑虑，根本是难上加
难。

再说，美国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另按照美总统特朗普的计划，想要跟美
国做生意，台湾厂商必须扩大对美投
资，利弊未卜。更有甚者，特朗普主张

贸易保护主义，这对以出口为导向的台
湾经济影响甚大。但民进党当局似乎没
有什么回头路。过去马英九时期，瞄准
的是TPP和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 两个目标，试图“两条腿”走
路。到了蔡英文时期，出于对RCEP中
大陆因素的忌惮，当局自废武功甘愿寄
望于靠TPP“单条腿”蹦跶。

现在腿折了，想重新调转方向，恐
怕没有那么容易。更重要的是，要想参
与RCEP的区域经济整合，绝对不可能
绕过身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大陆。退
一万步讲，即使大陆同意，问题依然突
出。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副主
任邱达生表示，RCEP 的 16 个成员中，
除中国大陆外，其余 15 个成员与目前

“新南向政策”对象重叠；另外，台湾
出口七成属于中间财，而RCEP则是追
求原产地规定。所以，台湾经济的挑战
不是TPP而是RCEP。

或将陷入边缘化危机

台湾几个最新民调结果显示，蔡英
文的满意度止跌回升，但民众对当局

“外交”及两岸政策的不满意度已达其
上任以来的新高。其中，“后 TPP 时
代”，台湾的经贸战略布局将向何处落
子，应该就是外界忧心的一大焦点。蔡
当局欲以倚靠美日的一面倒策略，来抵
销中国大陆要求交卷承认“两岸一中”
的压力，却无形中成为特朗普及安倍晋
三的禁脔与筹码。如果为了美日递过来
的所谓橄榄枝而沾沾自喜，就要温习一

下“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古训了。
在两岸关系停滞的情形下，台湾可

能成为他们与中国大陆冲突的牺牲品。
比如最现实的就是，台湾既失去参与
TPP 的指望，又因为两岸关系日趋恶
化，很难进入 RCEP，则在区域经济整
合的过程中极有可能被边缘化。对于这
些，台湾究竟要怎么做？即使台湾要洽
签FTA，没有中国大陆的默认，恐怕过
程也难以一马平川。而除了纸上画饼，
摆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洽签 FTA 的姿
态，蔡英文绝口不提具体做法是什么。
用流行语来说，装睡的人该醒醒了。如
果最终 TPP、RCEP 和双边 FTA“三不
沾”，台湾竹篮打水一场空被贸易“锁
国”，那就真变成“亚细亚的孤儿”了。

台湾旺报在社评中表示，蔡当局应
正视错误的区域经贸战略布局，不要再
一意孤行。台湾是外贸导向的经济体，

“亲美远中”的布局若再不作调整，恐
将使台湾陷入边缘化的危机，重创台湾
的经济核心命脉。

蔡英文虽承认“中国的崛起和两岸
的关系攸关台湾的未来”，却把大陆当
成台湾的威胁而非机会，只一味强调大
陆对台湾经济的负面冲击，却避而不谈
大陆对台湾经济的正面效益。问题是，
台湾绕过中国大陆还有可能全球化吗？
民进党一再杯葛服贸、抵制货贸的结
果，除了削弱台湾的经济竞争力之外，
更将使台湾与全球接轨的机会减少。

“独”心不改，对经济的毒性就会越来
越大。由此衍生的“远中”思维，早晚
会在国际经济布局中害了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