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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台北 2月 28 日电 （记者吴亚
明、冯学知） 连日来，台湾社会各界通
过举行座谈、重返历史现场、吊唁起义
英烈等各种方式，纪念“二·二八”起义
70 周年。参与者纷纷表示，两岸同胞尤
其台湾民众应正确认识历史真相，看清
民进党和“台独”分裂势力歪曲历史、
误导民意的险恶目的及其危害性。两岸
同胞应该同心携手，共同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

28 日，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
会、台湾地区戒严时期政治事件处理协
会、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举行“省
思‘二·二八’ 展望两岸未来”座谈
会。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主席蓝博
洲表示，只要台湾问题一天没有解决，

“台独”投机分子对“二·二八”的政治
消费就不会消停。我们呼吁，在历史遗
留的台湾问题最终解决之前，所有有良
知的历史研究者一起努力，还原历史，
让更多的民众理解事实，不被政客和无
良学者欺骗，才是台湾的出路。

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元认为，纪念
“二·二八”起义要更有针对性地站在反
“独”斗争的立场上，维护两岸和平发展
的大局。

台湾世新大学客座教授王晓波表
示，“二·二八”就是当年中国人民反蒋
运动的台湾版，与省籍问题和“台独”
活动无关。岛内有政治势力把“二·二
八”说成是外省人与本省人的冲突、是
中国人镇压杀害台湾人，是不真实的，
是挑拨离间，是为了将“台独”合理
化。王晓波说，欠历史的应还给历史，
欠“二·二八”的应还给“二·二八”
了，不应该再为政治目的进行族群操弄
和扭曲，贻害台湾人民。

台湾孙文学校举办记者会，孙文学
校总校长、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亚
中表示，“二·二八”的原貌是官民冲突，
现在却被民进党扭曲成“台湾人民对抗外
来政权”的首要事件，是“争取‘台独’的起
点”，当成铲除异己的工具。他说，我们反
对把“二·二八”事件作为“台独”与政
治仇恨的提款机，呼吁放下仇恨，停止
对“二·二八”的消费。

台湾中华青年发展联合会近日也举
行专题研讨，理事长王正表示，台湾每
年都有人纪念“二·二八”，但各自角度
不一样。有人在扭曲历史，撕裂族群，
把“二·二八”解释成本省人和外省人的

冲突，甚至说成是“台独”的起源，这是很荒谬的。王正表
示，我们也许无法接触到历史的全貌，但需要接触更多史
实，正视历史。举办研讨会的目的，就是希望正本清源，让
年轻人通过研讨对“二·二八”有比较客观的认识。他认为，
促进族群融合，需要从年轻人做起。

27日，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组织百余人来到台北
市六张犁墓园，祭奠“二·二八”起义暨白色恐怖死难者。台
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总会长蔡裕荣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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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港媒报道，香港人口再创新高，但老化
问题日趋严重。香港统计处日前发布2016年中
期人口统计部分结果，香港最新人口为 733.6
万，5 年间增加 0.7%；65 岁以上长者人口达
117 万，刷新历史纪录，占整体人口 16%，即
每6人中约有1名长者。

香港自 1961 年起，每 10 年进行一次人口
普查，并在两次人口普查之间进行一次中期人
口统计。2016年中期人口统计于去年6月30日
至 8 月 2 日进行，随机抽选全港约 1/10 的住户
接受访问。

人口结构变成橄榄球形

2016 年底香港有 733.6 万人口，其中 711.6
万为常住居民，最新数字显示人口持续老化，
步伐更于近年开始加快，长者人口大增。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处长邓伟江称，人口
老化近年加速，主要原因是战后婴儿潮出生的
人陆续踏入老年，长者人口占整体人口的比例
由2006年的12%升至2016年的16%，期间人口
年龄中位数也由39.6岁升至43.4岁。

邓伟江说，香港人口结构已由从前所说的
金字塔，变成上下均窄的花瓶形或橄榄球形，
与日本一样面对人口愈趋老化而劳动力不足的
问题，社会要好好讨论。

安老服务需持续投入

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
局长萧伟强说，香港人口正值急
速高龄化，预计到2041年，全港长
者数目将增加逾倍至 249 万，占整
体人口三成，未来安老服务需求的
压力将不容忽视。本届特区政府把
提升安老服务作为一项“持续措
施”，相关资源投放不断增加，单计
社会福利、医疗服务及社会保障
几方面，已经由 2012—2013 年度
的 436 亿港元增至 2017—2018 年
度的753亿港元，几年间增幅超过
七成，占 2017—2018 年度政府经
常性总开支的20.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在

2014年施政报告中委托安老事务委员会筹划的
“安老服务计划方案”定于今年年中提交给特
区政府。萧伟强说，特区政府将根据这一方案
所提建议，持续改善安老服务。

财政预算注入强心针

萧伟强称，本年度《施政报告》在安老服务
上多有着墨，如居家安老方面将有两项试验计
划，包括特别支持离院长者过渡期的安排，让他
们不用过早入住院舍。“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
方面，虽然“加码”推出3000张，但特区政府收到
的申请已经超过 3000个，所以《施政报告》特别
加推2000张服务券，用于社区照顾方面。

在硬件方面，特区政府已有 25 个发展计
划，并在“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别计划”中
预留了许多计划，预期在未来 5—10 年内会增
加9100个宿位和2800个日间护理的名额。

萧伟强说，《财政预算案》不但 2017—2018
年度经常开支大增近100亿港元至733亿港元，
更利用超乎预期的盈余，预留 300亿港元，预计
将完成的《安老服务计划方案》和日后《康复计
划方案》会提出一系列需要额外资源推展的措
施。这次财政预算案预留巨额的拨款，无疑为未
来实施方案中可行的建议注入强心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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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12年义务教育“新课纲”将
于2018年正式实施，随着实施日期越
来越近，与之配套的高校招生制度如
何改革成为岛内焦点。近日，台湾
169 所高中校长和教务主任提出联署
方案，要求在2021年开始实施的大学
考招延迟到高三结束后的七八月进
行，确保学生学习完高中课程。

学测太早无心上课

高中校长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呼
吁，乃是不满现今的大学招生日程影
响高三的正常教学。“在现行制度
下，高三上学期学生忙着准备‘学
测’（注：大学学科能力测试，考语
文、英语、数学、社会、自然等 5
科），下学期又要准备申请入学资
料，根本无心上课。”高雄瑞祥高中
校长林香吟表示，必须要借实施“新
课纲”的机遇纠正存在 20 多年的乱
象。

据记者了解，台湾自2002年废除
“一考定终身”的“联考”，改以多元
入学方式以来，林香吟所指出的问题
便一直存在。在多元入学体制下，考
生要在高三寒假参加“学测”，再以

“学测”成绩为主要依据参加由大学
安排的推甄选拔，若推甄失败或不满
意，还可在下学期结束后参加分科命
题的“指考”（注：指定科目考试），
依成绩参加统一的分发录取。

事实上，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
（简称“招联会”） 去年年底已提出
了改革草案，将推甄时间由原先的三
四月份改到五六月份，但台北市丽山
高中教务主任蓝伟莹并不满意：“草
案仍然把大学招生时间维持在高三下
学期课程没结束前，将导致很多课程
被迫提早结束，学生还是无法完成完
整学习。”

由于高三学习经历不完整，学生
的高中知识素养与大学课程不衔接成
了许多高校不满之处。台湾大学注册
组主任洪泰雄直言，“学生的基本素

养不足，物理、化学、数学只有高二
程 度 就 来 念 大 学 ， 大 学 教 得 很 辛
苦。”尤其让教育界忧心的是，如果
过去的老问题不能在“新课纲”实施
前得到解决，将来造成的问题会更严
重。台湾大学电机系教授叶丙成指
出，“新课纲”最重要的就是选修
课，而大部分的选修课都开在高三
下学期，“如果继续在高三下学期中
申请大学，学生根本无心好好学其他
加深加广科目 （物理、化学、社会
等），程度会比现在更差，因为他们
语文、英语、数学以外的科目都没有
好好学。”

众口难调方案难产

尽管 169 所高中联署的方案得到
67.6%的民调支持率，被认为是目前最
理想的方案，但质疑同样不少。

除了招生时间，争议的另一焦点
在于考试科目该如何设置，“招联
会”方案与高中联署方案大体相似，

“学测”考语文、英语、数学或外加
自然和社会两科中的一科，然后考加
深加广的分科测试。然而与现有方案
5 科全考相比，这两种方案都被认为
不利于了解学生健全人格培养。台北
建国高中校长徐建国认为，新方案不
利于文理兼修，“学生高二分科后选
自然组就不念社会科了，选社会组也
不念自然科了。”台湾大学教务长郭
鸿基也坚持“学测”应5科全考，“减
少考试科目不仅难以考查学生全人
格，也不利于拉开分数段，难筛选出
人才。”他担心因此会降低台湾学生
的平均学习水平。

更强烈的批评声音来自于对加
重学生升学压力的担忧。批评者认
为，高中联署方案将所有的作业都
延迟到六七月，变相剥夺了学生二
次 录 取 的 机 会 。 徐 建 国 解 释 道 ：

“当初为了推多元入学，减轻学生
负担，才会分不同管道和不同时间
点录取学生。若把很多时程点都卡

到 7 月，除了行政作业的时间会非
常赶，学生还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考
试和申请所有作业，很辛苦。”台
中 一 中 学 生 王 迅 也 认 为 ，“ 以 前

‘学测’完，若觉得成绩不理想还
可全力拼‘指考’，现在不仅样样
都得准备，而且被剥夺了第二次努
力的机会。”

多元入学难关重重

高中联署方案也加剧了不少人对
大学招生重走“分数至上”老路的担
忧。“招联会”执行秘书、新竹清华大学
教务长戴念华坦言，“在招生时间紧张
的情况下，已经有明确的大考分数摆
在眼前了，多数大学可能就不会耗费
时间和人力去参考学生的‘学习历程’
了”。松山高中教务主任刘桂光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新课纲”以“适性扬
才、尊重差异”为理念，设置的选修学
分占到总学分的1/3，“许多学分，尤其
是弹性学分，无法反映在考试中，如
果‘学习历程’比重降低，学生不愿

意修跟考试无关的科目，多元入学将
流于形式。”

要让大学重视并提高“学习历
程”的作用和比重，除了要给足够的
作业时间，还要确保“学习历程”内
容的可信度。台湾成功大学副校长黄
正弘直言，目前“学习历程”由各高
中自定义，信度、效度低。“若是

‘明星高中’的成绩，大学较能相
信，如果不是，就会担心内容的真实
性。”台北市第一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杨世瑞也担忧，“未来若增加‘学习
历程’的比重，高中要如何确保学生
上传的东西是自己完成，且没经过任
何修正？”

争议须排除，难关要突破。按照
“招联会”的计划，2021 年高招新方
案将在 3 月定调。台中市侨泰高中教
务主任温顺德忧心忡忡：“所剩时间
无多，然各界主张南辕北辙，始终难
以建立共识。”他呼吁台湾教育部门
扛起责任，召集相关单位磋商，尽速
化解争议，建立周延完善制度，以免
考生焦虑难安。

完整学习 延迟招生 多元录取

台湾高校招生改革争议再起
本报记者 冯学知 吴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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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再创新高 老化愈发严重

香港加大安老服务力度
俞 晓

香港人口老龄化加剧，每6人中约有1名长者。
（资料图片）

由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主办的珍贵兰花展自年初开始在香港公园温室展览
厅展出。展览汇聚了包括加德利亚兰、蝴蝶兰、君子兰等20多个不同品种兰花，
吸引了众多爱花之人前往参观。图为市民在香港公园观看兰花展。

新华社记者 李 鹏摄

香港公园举办
珍贵兰花展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28日电 （记者罗
沙） 记者28日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最高
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经协商，日前
达成 《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
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提取证据的安排》。该
安排自2017年3月1日起生效。

安排规定，双方相互委托提取证据，
须通过各自指定的联络机关进行。其中，
各高级人民法院为内地的联络机关，香港
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署为香港特区的联络
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可以直接通过香港特
区指定的联络机关委托提取证据。

安排明确，受委托方的联络机关收到
委托书后，应及时将委托书及相关材料转

相关法院或其他机关办理，或自行办理，
如果受委托方认为委托材料不符合本辖区
相关法律规定，应及时通知委托方修改补
充，如果受委托方认为受托事项不属于委
托事项范围，可以予以退回并说明原因。
委托书及相关材料须包括法院名称、与委
托事项有关的当事人或证人信息以及要求
提供的协助详情等。

安排规定，内地法院请求香港特区方面
协助的范围包括：讯问证人；取得文件；检
查、拍摄、保存、保管或扣留财产；取得财产
样品或对财产进行试验；对人进行身体检
验。香港特区委托内地法院协助的范围包
括：取得当事人的陈述及证人证言；提供书

证、物证、视听资料及电子数据；勘验、鉴定。
安排规定，如果委托方请求其司法人

员、有关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 （法律代
表） 在受委托方取证时到场以及参与录取
证言的程序，受委托方可以按照其辖区内
相关法律规定予以考虑批准。

安排规定，受委托方因执行受托事项产
生的一般性开支，由受委托方承担。受委托
方因执行受托事项产生的翻译费用、专家费
用、鉴定费用、应委托方要求的特殊方式取
证所产生的额外费用等非一般性开支，由委
托方承担。如果受委托方认为执行受托事项
或会引起非一般性开支，应先与委托方协
商，以决定是否继续执行受托事项。

内地与香港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取证作出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