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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台湾媒体称，为了解决预算赤字，海地
政府将削减全球 49 个“大使馆、领事馆或机
构”，台湾被点名在“撤馆”之列。台湾“外交
部”却表示，没有听闻海地“大使”将离任的
信息，正极力维持和海地的“邦交”稳定。然
而，日前访问伯利兹的台“外交部长”李大维
却惹出争议。据透露，他签署了一项合作备忘
录，台湾将提供 6000 万美元 （约 18 亿元新台
币） 给伯利兹，被外界批评是“金援外交”再
现。

穷大方也有苦衷

据签署内容，台湾提供伯利兹18亿元新台
币，其中 6 亿元属于捐赠，另外 12 亿元分 4 年
分期拨付，需要偿还。伯利兹人口仅有 35 万，
台当局真是穷大方。连绿营内部也有反弹说，
就整个对外关系来讲，投资这么大是不是最好
的安排或分配？

以肉饲虎的道理李大维当然懂。但 7 月下
旬，他奔赴中南美时，遭圣卢西亚等国以“不
便接待”为由婉拒访问，多米尼加外长甚至刻
意以出国避见，仅派副部长应付，李最终仅见
到了伯利兹外长。这种情况下，不拿出见面
礼，想想都觉得不好意思、更不踏实。

台湾前“外交部长”程建人酸溜溜地说：
“这对我们讲是一个警讯，因为海地新当选的总
统若弗内尔·莫伊兹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做生意
的人是算得很精的啦！”有台媒援引台北市某议
员的话透露，在一次餐会上，中美洲某“邦
交”官员表示，大陆力推的“一带一路”会延
伸到中南美，中美洲各国都觉得“诱惑很大”，
台湾在拉美国家的“邦交”很可能“在短期内
出现一连串外交转向”。

台湾跟海地“建交”长达61年。这次撤离
台湾，海地给出的官方理由是“预算有限”，但
真这么简单？会不会是又一个“邦交国”亮红
灯的信号？身为第一责任人的李大维乱了手脚

也属正常。慌乱之下，最见效的就是给对方签
张支票先安抚一下情绪。自圣多美和普林西
比、巴拿马与台湾相继“断交”之后，台媒就
非常忧虑“断交潮”的到来。 毕竟，多米诺骨
牌效应不是说着玩的。

救命稻草不灵了

记得蔡英文刚上台时，还言之凿凿地表
示，要“踏实外交”，不搞“金援外交”。这话
音还没落，就自己打自己嘴巴了。

当然，台当局有“迫不得已”的苦衷。先
从现实看。7 月 27 日，台“外交部”宣布，将
于当日、8 月 31 日和 9 月 30 日分别暂停台驻沙
特阿拉伯吉达、美国关岛与挪威三个“代表
处”的运作，其业务分别转由台驻沙特 （利雅
得）、帕劳和瑞典的“代表处”兼辖，同时批准
关闭驻北非利比亚的“代表处”。尽管蔡当局辩
称此举为最大化“有限的外交预算、资源及人
力配置效益”，但难免招致岛内“自宫外交”、

“自杀外交”的讽刺。为何要“外交收缩”呢？
非自愿也，实不能也，形格势禁使然。

从历史上看，“金援外交”曾经是台当局维
持“外交”颜面的救命稻草。李登辉执政时期
采取所谓务实态度，试图依靠经济实力搞突
破，借此拓展“外交”空间，以台湾地区领导
人身份出访“邦交国”，大把向外洒钞票。2000
年陈水扁上台，不但继承了“金援”衣钵，积
极出访各“邦交国”，而且参与各种国际活动，
包括企图以台湾名义“重返联合国”等。这一
时期也以“烽火外交”和“迷航外交”而臭名
昭著，付出大量成本不说，也把大陆得罪透了。

在李登辉时期，台湾经济实力仍可与对岸
抗衡，之后两岸经济实力大幅拉近，台湾很快
被超越，“外交对抗”中自然也明显处于下风。
资深媒体人孙扬明在 《中国时报》 撰文称，民
进党当局嘲笑马英九时的“外交休兵”为“外
交休克”，回到自己身上，“踏实外交却踏踏实

实地迎接断交潮”。在“断交”巨大压力下，蔡
当局除了穿旧鞋走老路，也没有什么好法子可
想。

无底洞与死胡同

此前巴拿马与台湾“断交”时，台湾舆论
和专家就苦口婆心表示，这是民进党当局在对
外交往策略上的重大失败，当局应认清两岸与
国际现实，反思其两岸政策。

明眼人都明白，一切根子出在蔡当局铁了心
拒绝“九二共识”上。以“柔性台独”和对抗思维
冲击两岸关系，自然导致台湾“国际空间”大幅倒
退，不但被多个重要国际组织和会议排斥，“邦交
国”出现“断交雪崩”危机，与“非邦交国”的“实质
关系”也频繁生变，多个“驻外代表处”面临摘牌、
更名的尴尬处境。

问题是，台当局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变本
加厉。此前，蔡当局曾幻想可以借“川蔡电
话”余温让“台美关系”更进一步，向美提出
将“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的“台北”
改为“台湾”，被美方以“破坏现状”为由断然
驳回。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体现一个中国
原则的“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定
海神针。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早前的记者会
上就曾指出，当前，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
社会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民进党上台后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两
岸政治互信基础不复存在，造成台湾的国际空
间不断缩小，这是台湾不可承受之重，民进党
要对此负全部责任。”台湾竞争力论坛执行长谢
明辉指出，民进党要“从世界走入中国大陆”，
结果是永远无法走入；而从中国大陆走向世
界，这才是顺畅的道路。

说到底，“金援外交”是个无底洞，路只会
越走越窄，最后进入死胡同，可台当局为何偏
偏就对康庄大道视而不见呢？

台当局又在鼓捣“金援外交”
本报记者 任成琦

香港是个读书的好地方。书展刚刚落
幕，书迷们又迎来一项盛事——香港大型
漂书活动“漂书节2017”于8月5日、6日
在青年广场举行。今年“漂书节”收集到
逾万本漂书，政治、文学、休闲小说一应
俱全，一众爱书人踊跃参与，甚至有书迷
带着行李箱到场，当场扫走30本漂书，并
表示漂书的书籍质量比书展还要高。

集齐万本好书

漂书，即书本漂流。据悉，此活动最
早源于数十年前的欧洲，是指书友在书本
贴上特定标签放到公共场所，无偿地给拾
取到的人阅读。拾到书本的人读完后，再
以相同方式将书本漂放。发起人希望以这
样的环保方式让更多人分享阅读。

香港青年广场每年都会举办“漂书
节”活动，迄今已经走过 6个年头。主办
方希望借此提供一个平台，推动青年人互
相交换书本阅读，以实现文化交流，鼓励
港人以环保的方式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
掀起全城阅读热潮。过去 6 届“漂书节”
已成功收集并放漂书本近 6.5 万册，今年
也收集到超过 1 万本好书。早在 7 月份，

青年广场就率先邀请各界知名人士参与
“名人漂书”，部分书籍上还有他们的亲笔
签名，以起到推动作用。

带动环保阅读

与往年不同，今年的“漂书节”打破传
统，由户外进入室内，选在青年广场的剧院
中举行，将书籍整齐地摆放在剧院的座位
上，台上则布置为分享会的活动场所，并邀
请多位青年音乐家为读者现场演奏。

负责此次“漂书节”的余嘉茵介绍，
在室内举办不仅免受夏日酷暑，更能为读
者提供一个阅读与音乐共融的轻松气氛。

同往年一样，今年“漂书节”以“一书换
一书”的方式参与，市民每携带一本书籍到
场，就可获取一张漂书券，再换取心仪书
本。现场书籍种类繁多，有英文小说、书展
热卖的旅游书、政治书及文学小说等。

第一次参与“漂书节”的庄小姐认
为，阅读二手书比购买新书环保，而且漂
书的书籍十分干净，与新书并无二致。第
3 次来漂书的黄同学同样认为漂书环保，
她今年携带到场的10多本书正是去年“漂
书节”取回家的，希望书籍能承传下去，

环保阅读。

静心感受生活

现场工作人员廖翠雯表示，香港近几
年来读纸质书的氛围越来越淡，大家都喜
欢通过手机进行阅读，这虽然很方便，却
缺少纸质书的质感。举办“漂书节”也是
希望大家能够回归书本，享受阅读。

书迷林小姐已是第 3 次参加“漂书
节”，今年她带着行李箱到场，一口气扫
了 30 本漂书，当中包括逾 1000 页厚的英
文小说 《与龙共舞》。林小姐认为漂书的
质量比书展高一些，因为书展所售的书籍
较大众化，一些冷门但观看价值较高的书
籍比较少。而且，购买一本英文书动辄要
过百元，漂书相对较划算。

“漂书节”也得到了香港各界人士的
支持。香港历史掌故专家苏万兴现身“漂
书节”的名人分享会，带领年轻人通过书
本了解香港有趣的典故和老饼潮语。他认
为，书本在传承香港潮语文化与历史中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香港著名 DJ 麻利亚也
在现场推介了相关书籍。她认为书本可以
扩宽视野，帮助人们静下心来感受生活。

第七届香港“漂书节”举办

阅读，因分享而有趣
本报记者 汪灵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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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型漂书活动
“漂书节2017”于8月5
日、6 日在香港青年广
场举行。现场提供超过
1 万 本 书 籍 供 市 民 交
换，并举办名人分享
会、新书分享会、名人
漂书及音乐表演等现场
活动。为提升阅读气
氛，此次“漂书节”更
首设漂书剧场，让读者
可以在剧场中享受音
乐、阅读书籍。

图为香港青年人在
“漂书节”上选书。

（资料图片）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刘 欢） 尽管已经
在电脑上看过香港电影 《野兽刑警》，但听
闻该片 8 月 3 日晚在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放
映，张先生还是买票前来观看。“大银幕更
震撼，效果更好。为了自己喜欢的电影，这
票钱花得值！”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与北
京百老汇电影中心联合主办的“风华绝代港
片年华”第六届香港主题电影展，日前在北
京开幕。《少林足球》《阿飞正传》等14部经
典香港影片在北京集中放映，其中不少影片
为首次在内地公映。

张先生说，香港电影有着辉煌的过去，
但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如今不少导演“北
上”与内地合作拍片，以前那种“纯港味”
的影片数量少了。这次影展放映的港片，例
如 《野兽刑警》《阿郎的故事》 等，大多是
香港电影代表作，能在大银幕重温经典，是
影迷的一大幸事。

香港特区政府驻京办主任傅小慧在 7 月
31日的开幕式上致辞表示，2003年《内地与
香 港 关 于 建 立 更 紧 密 经 贸 关 系 的 安 排》

（CEPA） 签署后，内地电影市场向香港电影
业及电影人敞开了大门，香港与内地的电影

合作走上了新台阶。此次电影展是香港特区
政府站在历史新起点送给内地影迷的礼物，
祝愿香港与内地在电影领域继续交流互惠。

本届电影展策划了多组映后对谈、新书
分享、影迷沙龙等活动，让电影人、影迷与
电影研究者有更多互动交流的机会。约两小
时影片放映结束后，《野兽刑警》 导演陈嘉
上与观众分享了拍片时的心路历程以及对当
前电影市场的看法。

“我是香港人，也是中国人。香港电影
是中国电影的一部分。”陈嘉上说，当前中
国电影的状况，无论是好的坏的，与香港电
影工作者也是分不开的。“电影人都在拼。
我希望我们可以共同创造中国电影的辉煌。”

第六届香港主题电影展邀请了著名演员
汤唯担任推广大使，开幕影片正是她参演的

《月满轩尼诗》。电影展北京站的其他13部影
片为 《半边人》《癫佬正传》《飞越黄昏》

《阿郎的故事》《阿飞正传》《阮玲玉》《92黑
玫瑰对黑玫瑰》《宋家皇朝》《野兽刑警》

《少林足球》《男人四十》《父子》《海报师》。
北京站结束后，影展还将在济南、重

庆、天津、广州和上海等15个城市举办，并
于今年12月31日闭幕。

香港经典电影在京重映“吸睛”

8月5日，来自台湾的先啬宫青少年民乐团抵达长沙，热情迎接他们的
是来自湖南师大附中和上海金山区的学生民乐团。两岸学子将“以乐会
友”，参加为期8天的“湖湘文化之旅”活动。

图为来自台湾先啬宫青少年民乐团的成员在湖南师大附中音乐厅排练
演出曲目。

王天聪摄 （新华社发）

青春畅想 乐动两岸

据新华社香港电（记者李滨彬）“债券通”满
月之际，记者走访香港中外资金融机构，此间市
场人士表示，“债券通”首月运行平稳，市场看好

“债券通”长期投资价值和发展空间，并期待其税
收、评级和交易品种进一步完善。

“债券通”是内地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的重大
举措，其业务机制设计较好地弥合了内地和境外
市场机制之间的差异，体现了诸多创新。境外投
资者可经由香港与内地基础设施机构之间在交
易、托管、结算等方面互联互通的机制安排，在不
改变业务习惯的基础上，高效便捷地通过香港投
资内地银行间债券市场。

目前，中银香港利用“债券通”渠道进行
交易，业务量稳步提升，“债券通”已成为中银
香港投资内地债券的重要渠道。

工银国际研究部副主管涂振声表示，工银
国际估计如果国际三大债券指数将中国债券纳
入，将为内地债市引入 1.3万亿－2万亿元人民
币，预计“债券通”今年能引入约500亿元人民
币。

“债券通”的空间与潜力正被市场看好。除
了中资机构，外资金融机构也对“债券通”表
现出积极态度。渣打香港表示，目前透过不同
的市场准入计划，协助环球客户通过“债券
通”进入中国在岸市场。

穆迪大中华区信用研究分析主管、副董事
总经理钟汶权说，还有很多外资机构对内地评
级情况和市场披露不太了解，目前仍在观望中。

对此，中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鄂志寰指
出，这类机构需要在诸多渠道之间进行选择和
权衡，需要一些时间，因此不能以初期成交量
作为评判的唯一依据。

同时，市场也在期待“债券通”的一些细
节能进一步完善。

从税务安排来看，目前境外投资者投资银行
间债市的税收安排尚未明确，是外资进入的障碍
之一。此外，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亚太指出，国
内外信用评级的标准并不统一，这给境外投资者
识别境内信用债券的风险状况提出了挑战。

由于缺乏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境外投资者
对内地信用债的态度仍谨慎。鄂志寰指出，“北向通”交易品种目前
仅为现券买卖，暂未放开债券远期、利率互换和回购等交易，这会
限制境外机构扩大投资规模。

对于市场非常关注的“南向通”开通时间表，工银国际认为，
人民币贬值压力渐渐释放，加上“北向通”的运作畅顺后，“南向
通”最快或可在一年后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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