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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30 多年改革开放，大陆已
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台湾同
胞来大陆发展事业提供了巨大市场和
无穷潜力。”在近日国台办举行的记者
会上，当记者问及“台湾一项调查显
示，受访20至29岁年轻人中超过半数
想到大陆来发展”时，发言人马晓光
回应，台湾年轻人愿意到大陆来发
展，一点也不奇怪。这说明，海峡两
岸同胞是真正的命运共同体。

那么，从台湾青年的视角看，是
什么样的因素使他们愿意远离家乡，来
到大陆打拼？记者采访了几位在大陆工
作的台湾青年，倾听他们的心里话。

薪水更优福利好

“在台湾，一般大学生毕业都只能
拿 22k （2 万 2 新台币，约合人民币
4500元），即便是像台大这样排名靠前
的学校的硕士毕业生，很多人的起薪
也就 3 万元新台币 （约人民币 6000
元） 左右，而且很可能几年内都不会
涨。”谈及年轻人在岛内就业的情况，
来自台湾的鸿文这样说。在他看来，
大陆的薪水更有竞争力，是他们愿意
登陆发展的主要原因。

与鸿文的看法类似，在河北廊坊
富士康工作的台籍员工博尧表示，如
果在大陆的台湾企业工作，台湾青年
来了以后不仅起薪比较高，比如本科
生6000—7000元 （人民币，下同），硕
士生 8000—9000 元，同时他们还可以
享受外派津贴，一天在 150—250 元不
等，一个月算下来基本都超过 1 万
元。“另外，我们这些台湾籍员工2—3
个月可以享受一次‘返台假’，每次休
息 7 到 10 天。这些待遇福利也是挺吸
引台湾年轻人来大陆工作的。”

除了会到台资企业工作，一些台

湾年轻人也会选择大陆企业或是跨国
公司。在这些企业他们也许不会享受
到外派津贴或返台假，但总体薪水要
比台湾同行业的员工高出不少。比如
鸿文告诉记者，他在大陆的银行投
行工作，这一行业的薪水要高出台湾
一倍左右，个别的可能是三倍。“因为
大家的年薪基数都在几十万元，所
以，即便高出一倍也都显得很可观。”

此外，还在就读博士学位的婉玲
则提到，自己未来比较希望到高校任
教。虽然大陆讲师的起薪不会比台湾
高，但是大陆学校多，录用机会也
多，很多学校甚至还会给安家费、补
助等等，总体算下来还是比台湾多。

晋升容易成长快

除了薪水上的差异，两岸为台湾
年轻人提供的机遇和成长方面的差异
也让不少台湾年轻人更有兴趣登陆。
曾在广东深圳某科技公司工作的慧茹
表示，自己两年前到了大陆还是个职
场新人，一切都在摸索中工作。但是
两年后因为公司要在贵州贵阳发展大
数据业务，就派她去贵阳从事分公司
组建工作并被委任为负责人。“这种节
奏真的太快了，要是在台湾，恐怕五
年也不一定会往上挪一挪吧。”

当记者与吴赞轩取得联系时，曾
经在中国人民大学做过交换生的他正
坐在从上海前往合肥的高铁上。交流
中赞轩谈到，自己公司的总部在上
海，但是随着业务的拓展就需要他在
苏州、南京、合肥、徐州等城市之间
来回奔波，了解实体店的建设情况及
督促当地的员工培训、考核，每天过
得忙碌而充实。“假如在台湾，许多企
业的主管都是‘老人’，他们一般也不
会放手让年轻人去多接触业务，拓展领

域。但在大陆就不一样，年轻人的参与
空间很大，也很锻炼人。”

而婉玲也从高校招聘教师的角度
谈到，台湾高校的岗位有限，尤其是
私立学校更是愿意招聘有经验的公立
学校退休教师胜过招年轻人，因而台
湾的博士毕业生很少能有机会在高校
任教。“但是大陆不一样，高校众多，
尤其是在二三线城市的高校，他们对
台湾博士生非常欢迎。”

比较优势展才干

问及在大陆工作的感受时，受访
的台湾青年都不同程度提到，大陆的
发展速度快、年轻人也很有闯劲，因
此对他们也产生一定的压力。不过，
他们在有压力和挑战的同时也乐观地
表示，无论是在大陆的台湾企业还是
台湾员工，大家身上也都有自己的比
较优势。

“譬如说，台湾在服务业领域就比
较讲究人性化服务，注重细节和受众
的感受。因此往往会让消费者更容易
接受并买单。”婉玲表示，自己所熟悉
的幼教业就是如此，台湾的老师往往
会对孩子说，你做得很不错了，但如
果再努力一点会更棒，而不会用“你
怎么这么懒、这么笨”之类的表述。
这样的优势在舒适家居、医疗养老、
殡葬等行业也都有所体现。

而在文创、时尚设计等领域，来
自台湾的古芝则表示，台湾在这些方
面发展起步早，而多元发展的教育也
让台湾年轻人更有天马行空的思维，
因此台湾年轻人在这一领域也相对更
有比较优势。“大陆市场广阔，各地都
有不同的自然景观、文化习俗，因此
做文创或是其他设计就让人有更多灵
感迸发，去做时尚潮流与在地文化结
合的创意或设计，这样的工作有趣，
也让人很有成就感。”

台湾青年“登陆”找未来
本报记者 柴逸扉

“在香港让你放弃一个月10万港元的工资，辞职
创业，你干不干？”相信很多人的答案会是“不”。但
是颜耀辉和陈鲲宇这两个香港年轻人却这样做了，他
们辞去了从事了 10 年的高薪精算师一职，做起了互
联网金融。

他们创办的互联网金融公司 Seasonalife，2016 年
12 月成功入驻香港 X 科技创业平台 X－LAB 共创空
间，成为首个入驻这一平台的科创公司。

香港X科技创业平台由红杉资本牵头成立，提供
3亿港元资金，有十多位来自港大、港中文和港科大
等高校，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科创领域的
顶尖教授担任创业专家导师，共同发掘香港大学的研
发成果，将导师、创业青年家和科技结合，把科技创
新产业化。

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也在努力推动青年创业，
2015 年底成立了创新及科技局，统筹创新及科技政
策；2016年在施政报告中特区政府提出投入超过180
亿港元推动科创发展。香港创科局局长杨伟雄 2016

年12月出席香港X科技创业平台共创空间X－LAB开
幕仪式时提到，香港X科技创业平台的早期探索及天
使阶段项目，如果进一步发展，有望与创科局 20 亿
港元的院校中游研发计划，或 20 亿港元的创科创投
基金接轨。

如今，香港创新创业氛围愈发浓烈。香港特区政
府投资推广署 2016 年初创企业调查结果显示，香港
共有 1926 家初创企业，相比 2015 年的 1558 家增长
24％，其中，金融科技公司的数目同比增长了约60％。

这样的创业氛围在颜耀辉刚开始创业时，是不可
想象的。“在香港创业？去小公司？”颜耀辉说，香港
年轻人要是这样同家人说，家人一定不会支持，由于
香港房租和人工成本高，创业风险大，青年人才大都
流向了金融和房地产业。香港大学生毕业后更倾向于
去大公司，而非创业。

颜耀辉和陈鲲宇也并非一开始就走上创业道路。
他们从加拿大毕业后，先是选择在加拿大的大公司做
保险精算师。回香港后，他们发现，亚洲保险业的生态

环境不太健全，透明度低，而自己身为精算师可以从中
发现很多问题，通过互联网产品来推荐和改进保险产
品，改善香港保险的生态环境。于是，他们决定创业。

2015年，颜耀辉和陈鲲宇利用他们的专长建立了
一家咨询顾问公司，在获得收益的基础上，于 2016
年5月建立起了“保险科技”平台Seasonalife。陈鲲宇
认为，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很多保险公司的总部都
设在香港，这便于他们展开业务；在科技方面，香港
也能很容易接触到世界顶尖科技，以香港为平台，易
于以后将业务发展到世界各地。所以，他们决定在香
港打造一间崭新的保险科技企业。

但在创业过程中，作为互联网金融方面的新人，
颜耀辉和陈鲲宇也有许多困惑。偶然的机会，他们在
网上看到“香港 X科技创业平台”。报名后，通过层
层考量和评估，平台宣布初步意向投资他们的公司。
陈鲲宇谈到：“我觉得从中最受益的，还是和项目导
师——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甘洁的沟通交流，老师
在业界比较有经验，她会不时地询问我们项目的进展
情况，在各方面给出许多有益建议。”

导师的帮助也使得公司快速成长，在创办6个月
后就成功收到投资报价，并在短时间内达到了收支平
衡。谈到公司的快速发展，颜耀辉说，香港其实不缺
人才，而是缺少创业风气，“人们听到某某公司成功
上市了，当身边有越来越多这样成功例子出现时，这
就会激励很多人，香港需要更多这样的榜样”。

（据新华社香港电）

日前，台湾女作家琼瑶在社交媒
体公开了一封致儿子儿媳的信。琼瑶的
这“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封信”很长，中心
思想十分明确：在我能做主时让我做
主，万一我不能做主时，照我的叮嘱去
做！最后的“急救措施”……全部不要！
帮助我没有痛苦地死去，比千方百计让
我痛苦地活着，意义重大！

这封直面死亡的信一出，立即有
人联想琼瑶阿姨的健康状况。其实，
79 岁的琼瑶别来无恙，之所以写下这
封长信，是读了 《预约自己的美好告
别》 一文后有感而发，要在自己身体
健康、头脑清醒的时候公开宣示自己
的“善终权”。而“预约”的报道主题
正是台湾 2016 年 1 月公布的“病人自
主权利法”。

病人经历痛苦的心肺复苏术，浑
身插满管子……这是维生医疗常见的
一幕。所谓维生医疗，台湾的定义指
用以维持末期病人的生命征象，但无
治愈效果，只能延长其濒死过程的医
疗措施。死亡被暂时延迟了，病痛也
延长了，经历了维生医疗的病人死后
往往面目全非。台湾医界人士透露，
台湾临终病人过世前一个月，在加护
病房的治疗有52.9%属无效治疗，其费
用占加护病房总费用的 80%。大陆的
情况也差不多。如何减少这种“奢侈
又痛苦”的治疗，让病人有尊严地死
去，是两岸都必须面对的课题。

在有识之士多年的奔走推动下，台
湾于 2000 年通过了《安宁缓和医疗条
例》并不断修正，赋予末期病人放弃或
选择维生医疗的权利。2016 年通过“病

人自主权利法”，将放弃或选择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台湾民众
可以“预立医疗决定”拒绝无效医疗。在末期病人、处于不可
逆转之昏迷状况、永久植物人状态、极重度失智等临床情况
下，医疗机构或医师可以根据其预立的决定不实行维生治
疗，让病人有尊严地死去。

在“好死不如赖活着”“孝道”等中国人传统观念影响
下，台湾迈向“尊严死”的路走得并不轻松。时至今日，
相关人士仍须不厌其烦地解释，安宁缓和医疗并非“安乐
死”，一个是自然死亡，一个是主动致死，“安乐死”在台
湾是非法的。而已经通过的“病人自主权利法”，社会认知度
也并不高，法案通过3个月后的民调显示，仅有45%的民众知
悉，连文化人琼瑶阿姨自己也说是刚刚知道。转化为行动更
须破除重重阻力，琼瑶之所以将家信公之于众、昭告天下，也
是为了消除儿女们执行其预立医疗决定时面临的压力。

如何有尊严地走完人生的最后一里路，涉及伦理、法
律、医疗等多个领域，需要法律制度和医疗环境的支持，
更需要社会大众的理解和接纳。台湾的“病人自主权利
法”，尽管已经就操作层面的问题层层设防，但从公布到实
施仍然预留了三年的磨合时间。如何面对死亡，是人类永
恒的课题，忌讳谈死的中国人更须破除重重心防。在大
陆，也有很多有识之士和医护人员在
为“善终权”奔走呼号，此事操之过
急不可取，但有效宣传不可少。此次

“刷屏”的琼瑶公开信，是一次非常有
效的“尊严死”和“善终权”教育，希望
多些“琼瑶式传播”，让“尊严死”深入
人心，让“善终”不是梦。

﹃
尊
严
死
﹄
的
琼
瑶
式
传
播

王

尧

香 港 精 算 师 创 业 记
新华社记者 黄夏歆

近日，巴塞尔艺
术展在香港会展中心
开幕，来自 34 个国
家和地区的 242 间艺
廊参展。

图为观众在香港
的巴塞尔艺术展上参
观。

新华社记者
李 鹏摄

香港巴塞尔艺术展

据新华社上海4月3日电（记者潘清） 今年以来香港股市
“涨声”一片，对专注挖掘内地与香港跨境投资机会的投资产
品形成催热之势。在截至3月24日实现年内平均收益近7%的
基础上，沪港深基金“家族”继续稳步扩容。

进入 2017年以来，恒生指数持续震荡上行，一季度实现
9.6%的累计涨幅，表现远好于沪深股指。

港股走强，带动专注于挖掘内地与香港跨境投资机会的
投资产品收益“水涨船高”。其中，截至3月24日市场上沪港
深基金年内平均收益达6.96%，远高于同期普通股票基金和偏
股混合基金5.74%、4.98%的收益水平。

伴随内地投资者对港股投资兴趣渐浓，沪港深基金“家
族”也稳步扩容。近期，平安大华、前海开源等多家基金公
司旗下沪港深主题基金相继发售。

其中，正在发行的浦银安盛中证锐联沪港深基本面100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是全市场首只跟踪沪港深跨市场基
本面指数的基金。其标的中证锐联沪港深基本面100指数为首
只跨市场基本面指数，采用基本面加权策略，具有较低估
值、较高股息率的特点。

基金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在美元处于强势周期、人民币
贬值预期仍存的背景下，“联系汇率”制度下紧盯美元的港元被
视为避险货币，并有望持续走高。受资产境外配置需求带动，内
地资金“南下”热情高涨，令仍处“估值洼地”的港股显现中长期
投资价值，沪港深主题投资产品也有望继续受宠。

港股涨催热沪港深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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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深圳4月 4日电 （记者陈立新） 今年清明期间，
55000多海外华侨和港澳台同胞到深圳大鹏湾华侨墓园扫墓，
祭奠先人，其中以香港人最多。

“每年带着孩子回来看一看，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根在哪
里，知道家族是如何一路走到了现在。”从香港专程赶来祭拜
的孙先生说。

华侨墓园有9000多座海外华侨和港澳台同胞的墓穴。这
里长眠的有1982年“四二六”桂林空难中40多名美国和香港
的罹难者，以及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安子介、“香港船王”
包玉刚等众多政商名人。记者在现场看到，除了祭拜已故亲
人，不少华侨、港澳台同胞和深圳市民都为这些已故名人敬
献鲜花。

如今，越来越多人选择了文明、节俭的祭奠方式。大部
分墓位前摆着两束鲜花、一碟馒头、一碟水果，淡雅朴
素。华侨墓园免费派送鲜花，并在园内专门设置鲜花销售
一条街，采用限价销售的方法，花束的价格控制在50至80元
之间。

由于祭扫人数众多，广东边防六支队专门派出力量，三
天来不间断在墓园执勤，有效维护了墓园的安全和秩序。

5.5万海外华侨和港澳台同胞

清 明 回 深 圳 扫 墓

台湾创业青年曾翊展在厦门“宝岛梦工厂”内展示“青春板书”。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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