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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支付落后 香港奋起直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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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一到周五下午放学时，国小 （台湾对小学的

称呼） 二年级的林咏盛都会在校门口等待爸爸。不
过，爸爸没有带他回家，而是直接带他来到补习班，
之后一直忙到7点多才回家。语文、数学、英语，一
门课都不会少。

林咏盛的情况不是个例。根据台湾教育部门公布
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 学年台湾小学生中平均每 10
位就有7人参加校外学习活动，学生校外学习支出总
额为 601.1亿元 （新台币，下同），平均每人花费约 6
万元。例如国小课后的英语补习班，一学期花费就在
7万元到14万元之间。

进一步以公私立学校区分，台湾公立学校学生在校
外参加补习班、课后辅导的比例高于私立学校学生，金
额达465.8亿元。同时，私立小学学生的校外学习支出
则以文艺体育类为主，约12.1亿元，占私校学生校外学
习支出54%。但总体而言，小学生参与补习仍以学业为
主，其花费金额约是文艺和体育项目的2.2倍。

从补习渠道来看，国小生校外辅导仍以补习班为
主，费用约564亿元，用在家教的费用约36.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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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刚上小学补习就那么多？为什么私立小学的

学生会更有机会接触文艺和体育类的辅导，而不仅仅

是参加学科补习班？台湾教师工会总联合会理事长张
旭政表示，高补习率与家长希望孩子能顺利上私立中
学的风气有关。

张旭政说，由于台湾 12年的基础教育制度紊乱，
导致很多家长一窝蜂想考私立高中附属国中 （初中）
部，这样可以不用通过中考，一路往上读到高中毕
业。因此，很多小学生被迫补习，为的是考上私中。

许多家长表示，看到每个孩子都在补，互相比较
下，大家难免都会焦虑、紧张，生怕自己的孩子不
如人。儿子就读国小二年级的刘姓家长说，原本只想
让孩子学习音乐、美术等才艺，但孩子的多数同学都
有补习或请家教，有人每周上5天家教班、或有人从
小一起在全英语辅导班上课，当学科成绩一出来，同
学间也会产生竞争心态及焦虑感。“不补行吗？”

不过，也有家长安排孩子补习主要是为了解决托
管问题。台湾的劳工处于高工时环境，多数家长没有
办法准时下班去接孩子。因此上课后的托管班 （台湾
称为“安亲班”） 有助于解决家长接送孩子、辅导孩
子写作业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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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台湾人从国小开始就要接触补习，但台湾的

补习并不仅限于国小阶段。从国中到高中到大学，直
到考研究生、考公务员、国企招聘、资格证书考试等
等，都有对应的补习班。甚至连美容、按摩、算命
等，也都有补习班。

在台北，最出名的补习班集中在台北火车站附近
的南阳街，整条街都挂着补习班的广告牌，或者街边
的招牌上会有补习名师的照片，并附上他的宣言口
号。从街头路过，你也会经常看到有人发传单，传单
上列着某某补习班谁谁谁又考上哪所名校，以彰显该
补习班教学水平高。

台湾的补习班如此发达，是有历史原因的。从
1954年到2001年，台湾的大学入学考试一直实行大学
联考制度，录取率很低，能通过者寥寥无几。为了防
止大学联考成绩不理想，一些专门针对升学恶补的补
习班应运而生，补习风气也愈演愈浓。

发展到后来，到2002年，台湾开始实行多元入学
制度，即不光是文化课，特长生和艺术类学生照样可
以考大学，但是根深蒂固的“名校情节”和“升学至
上”在社会上仍有一定的市场。

台湾作家廖信忠在 《我们台湾这些年》 里曾提
到，早在20多年前 （1996年），台湾的补习风气就很
盛行。在南阳街的大楼里，各种补习班坐落于内。这
些补习班有的能装下三四百人，因而需要多台电视来
方便后排同学观看老师的板书。

之所以补习班能有那么多学生追捧，廖信忠认
为，原因在于他们都有所谓的“名师”。这些名师不
管学术功底如何，但至少都能说会道。因为可能学生
课堂上听不懂的问题，在名师们手上就会化繁为简，
清晰易懂。如教数学的名师一般都会掌握口诀、速算
方法等等。同时，他们也在讲课的同时也会讲笑话、
说段子，让课堂更有趣味性和生动性。

“可以支付宝或者微信支付吗？”
“不可以，只接受现金或八达通。”一
年前，这样的对话还屡见不鲜地出现
在内地来港游客与商户的对话中。现
如今，越来越多的香港商户开始热情
地鼓励游客使用移动支付。

内地移动支付两大巨头支付宝和
微信支付今年在香港快速扩张，不少
香港连锁商家都接入设备为游客提供
移动支付服务。香港的移动支付发展
驶入了快车道。

2014 年，支付宝在荔枝角的 OK
便利店完成了第一笔境外移动支付，
之后逐步在香港扩张。目前在香港接
受内地游客使用支付宝的商户超过
8000 家。微信支付在 2015 年 11 月正
式开放跨境支付能力，目前在香港已
有 1500 家近 200 个品牌的商户接入。
内地移动支付运营商目前在港推出的
清算模式是来港游客用人民币付款，
商家则以港币结算。对游客来说，整
个过程方便快捷，免除了货币兑换和
收零钱等一系列繁琐手续。

在香港推广跨境移动支付其实是
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香港沿用
与内地不同的金融体系，发展跨境移
动支付需要开发一系列新的程序，并
需获得香港监管部门的许可；而香港
人口基数少，可形成的规模效益小。
但内地两大移动支付巨头依然将香港
作为境外布局的重要一站。

工程及科技学会香港分会主席
吴杰庄表示，香港虽小，但却是一
个特别的市场。首先，香港移动设
备渗透率高，几乎每个人都有 1 到 2
部 手 机 ； 其 次 香 港 虽 然 人 口 基 数
小，但是人均消费能力高，整体盈
利也不少；最后，香港拥有全世界
的游客，吸引着来自内地和国际的
移动支付团队。

前不久，支付宝在香港推出港币
版支付宝——“支付宝 HK”，并正式
上架苹果及安卓系统手机的应用商

店。这是支付宝的首个非人民币版手
机应用程序。支付宝港澳台区总经理
李咏诗表示，“支付宝HK”集传统钱
包的主要功能于一身，可以实时完成
支付、购买优惠券、收集印花、保存
付款记录等日常需以人手完成的一系
列服务，安全、便捷、全程“无现
金”。

香港新用户使用“支付宝 HK”
需使用香港手机号码完成账号注册。
用户可以通过绑定港币信用卡或到香
港的便利店为“支付宝 HK”现金增
值。在付款时，用户可以直接在香港
商家门店出示“支付宝HK”，收银员
通过扫描二维码，用户便能以港币付
款。首批提供“支付宝 HK”扫码支
付服务的香港商铺总数已超过 2000
家，覆盖餐饮、购物、休闲娱乐等类
型。屈臣氏、百佳超级市场、丰泽、
东海堂、莎莎等香港商家均接受“支
付宝HK”付款。

人民币版支付宝目前在香港覆盖
的超过8000家商户，年内将逐步实现
同时接受人民币和港币版支付宝付

款。
而在微信方面，中国银行 （香

港） 与微信支付 （香港） 前不久举行
合作启动礼。双方宣布凭借各自的业
务优势，为香港客户提供更简易快捷
的流动消费体验，促进香港金融科技
的发展。

腾讯公司香港及台湾办公室总
经理谭乐文表示，香港的移动支付
市场正处于起步阶段，我们会致力
提 升 消 费 者 对 移 动 支 付 的 接 受 程
度。凭借我们在内地支付市场的丰
富经验，通过与不同机构合作带动
香港移动支付的发展，推动“无现
金”的消费生活。

为鼓励更多的香港市民使用移动
支付，由当日起至 7 月 31 日，首 5 万
名使用中银信用卡新登记微信支付香
港的新用户，可获赠10.88港元的微信
红包。

此外，用户使用在香港地区发行
的港币中银 VISA/万事达卡信用卡进
行微信支付交易可以获额外一倍签账
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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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台湾女作家林奕含的自杀引发了
全台对补教狼师的控诉，同时也让补习班的话
题再度受到舆论关注。

招牌林立的补习一条街，五花八门的补习
班，讲课眉飞色舞的补习名师……在台湾人的
记忆中，补习班是从童年时代开始陪伴他们一
路走来的“伙伴”。从小忙补习是台湾教育的
一大特色。

新华社澳门电（记者王晨曦） 澳门特区政府近日正式
向社会各界公开征集意见，为澳门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建言献策。收集的意见经整理后将与其他调研成果一起形
成文件，提交至国家有关部门。

在13日举行的意见征集新闻发布会上，特区行政长官办
公室顾问高展鸿介绍，内地正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
发展规划》的编制工作，澳门也配合相关工作，是最早一批
认同共建大湾区理念并付诸行动的城市之一。对澳门而言，
深化大湾区在经贸、民生、教育、环保等领域合作，将促进
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和社会福祉，让澳门居民有更多获得感。

他呼吁，澳门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应主动把握大湾区
带来的发展机遇，搭上祖国发展的快车。澳门也可按照

“国家所需，澳门所长”的理念，参与大湾区建设。
据悉，今年特区政府依托国家级民间智库和澳门的学术研

究力量，开始广泛收集分析社会各界对大湾区的意见建议。政
府各部门也深入开展研究，举行多轮跨部门工作研讨，并且组
建跨领域专业团队，陆续前往大湾区内城市开展深度调研。

经过多次调研，特区政府初步计划围绕两大角色、三
个定位及八项重点工作。两大角色主要是围绕澳门落实

“一国两制”方针，及澳门利用自身优势服务“一带一路”
建设的开放合作纽带。三个定位，即“一中心、一平台”，
把澳门打造为“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
流合作基地。八项重点工作则主要是围绕打造大湾区开放
平台、经济适度多元、民生福祉、人文交流、双向合作、
基础设施建设、创新领域、宣传推介等八方面展开。

意见征集活动至本月28日结束。澳门特区居民可通过
网站、电邮、电话、传真、邮寄或亲临特区政府政策研究
室表达意见。完成意见征集后，特区政府将整理历次调研
结果和社会意见，形成文件提交国家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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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台北电（记者马玉洁 章利新） 为促进两岸文化
交流，让图书成为交流的载体，北京台海出版社日前在台
北委托台湾两岸出版交流协会赠送 《台湾府志》 给台湾文
化界人士及70余所图书馆典藏。

《台湾府志》是清朝官方编纂的台湾地方志。自1685年
蒋毓英编纂的 《台湾府志》 开始，直到 1764年余文仪编纂
的《续修台湾府志》，总共刊行6个版本，记载了1685年至
1764 年 80 年间的台湾历史。这 6 个版本，被后世以编纂人
姓氏简称为蒋志、高志、周志、刘志、范志和余志。

台海出版社副社长蔡旭在当天的捐赠仪式上介绍，《台
湾府志》 从官方角度翔实记载了台湾的自然风貌、经济状
况、社会生活以及当时台湾与大陆关系的历史沿革，对清
政府在台湾设府后的职官、兵备、海防、田赋、教育等各
项社会制度都有翔实的描述，反映了台湾与大陆加强联系
后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足进步，是研究当时台湾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生活以及风土人情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台海出版社按其原貌影印出版，仍以线装书形式再现
这部清代台湾巨著。蔡旭说，此次出版 《台湾府志》 复刻
版，是希望向海峡两岸的广大读者提供了解、研究台湾历
史和台湾与祖国关系的一份原汁原味的珍贵史料。

据介绍，《台湾府志》对台湾风物的惟妙刻画是本方志的
一大亮点，以安平晚渡、沙鲲渔火、鹿耳春潮、鸡笼积雪等
版画式素描勾勒出“台湾八景”，给予了台湾秀美的自然风光
以美妙的人文注解，为了解宝岛台湾增添了更为直观的印象。

东
方
之
珠

时
尚
之
城

香港被誉为亚洲“时尚之都”。这里是创意与潮流的集聚地，艺术展会
层出不穷，各式国际时装秀轮番上演。时尚融入这座城市的风貌，形成独特
而迷人的多元气质。

上图：观众在香港第五届“买得起的艺术博览会”上参观。
新华社记者 李 鹏摄

下图：香港市民及游客在香港湾仔的一间充满创意氛围的酒吧内休闲。
新华社记者 刘 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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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台北车站附近的南阳街俗称位于台北车站附近的南阳街俗称
““补习一条街补习一条街”，”，那里的建筑外挂着各种那里的建筑外挂着各种
关于补习关于补习的广告招牌的广告招牌。。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为台湾各式各样的补习班招牌图为台湾各式各样的补习班招牌。。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