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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新南向，蔡拍板撒千亿银弹。”近
日，台湾的《中国时报》以此为题评论此蔡英
文召开的“对外经贸战略会谈”。在会议上，
蔡英文下令“行政院”仿效日本、韩国等，建
立策略性融资机制，初期将编列35亿美元（约合
1063亿元新台币）项目融资资金，和“邦交国”及

“新南向”国家进行公共工程合作，以培养台湾
业者开拓海外工程能力。

现实太骨感

蔡英文的“新南向政策”，仍然承袭李登
辉、陈水扁时期“减低对大陆经贸依赖”的思
维，主要着眼于东南亚和印度市场。台“经济
部”代理部长沈荣津表示，“新南向”国家政
府在推动工程建设时，经费上比较拮据，策略
性融资有利于台湾工程业者争取海外工程。

近日举行的这次会议，台湾《上报》称之
为“政府全体总动员”，18名岛内政坛大佬出
席。会上，台“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提交

《新南向政策旗舰计划与潜力领域》报告，“国安
会”也提交《强化对外援助整体计划》以及《特朗
普新政之发展与因应》等报告。

蔡英文上任后就力推“新南向政策”，但
理想再丰满，架不住现实太骨感。台“审计
部”在2016年当局总决算审核报告中称，为促

进台湾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关系，台当局责成相
关驻外机构积极接洽签署经济合作协议与投资
促进暨保障协议，结果签经济伙伴协定的只有
新加坡一个，其他国家都还停留在可行性研
究，甚至是寻求对话渠道上。

“乱花人民血汗钱”

有岛内资深分析人士表示，蔡英文2016年
5月上台后一直鼓吹“新南向”，她认为民进党
主政的台湾不需要积极发展两岸经济交流，把
向东南亚国家挺进作为台湾“经济发展的新天
地”。而一年多以来，“新南向政策”在蔡当局
内部几乎成了“弃儿”，台湾企业更是不挺。
在这种尴尬情况下蔡英文宣布投入巨资，引起
岛内激烈反弹。

对于蔡英文的决定，蓝营“立委”杨镇浯
认为，这是打肿脸充胖子，蔡英文的“前瞻”
特别预算靠举债，现在又要融资援助“新南
向”国家，对台湾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

台湾网友亦对蔡英文搞“金援外交”一片
怒骂之声，“卖台集团又乱花人民血汗钱！”

“你蔡英文以前骂国民党，骂马英九‘金钱外
交’，浪费纳税人的钱，请问你现在该如何解
释？”甚至无论蓝绿，大都批评蔡当局是“散财童
子”“一厢情愿”。比如：“奇怪了耶呀你，不是没

钱才在加税，怎又有钱可以借给人家投资？”
“败家女，怎不拿你家海霸王（产业）去援外？”

“新南向”只是口号

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林德福表
示，蔡英文该做的是认真务实看待两岸关系，
与大陆展开良性互动，但现在却反其道而行
之，拼起“金援外交”，把钱投到大海里面，

“只要大陆动一下，台湾能比得过吗？”
有台媒清醒地认为，如今大陆推动的“一

带一路”以及亚投行等，都将使东盟国家受惠
良多。蔡当局鼓励台商到东南亚而不是大陆投
资，但做生意哪能随意搬家，大陆早已是台商
的第二故乡。因为台商没什么兴趣，“新南
向”注定只是一句口号。

林德福指出，花再多钱，都是投到大海里
面，过去马英九执政时代，几乎没有“金援外
交”，现在则是一次又一次，都是人民血汗钱，
人民看得下去吗？执政党应该要好好省思。

《中国时报》有评论文章指出，台湾过去引以
为傲的经贸竞争力及优势逐渐消减，当局寄望甚
深的“新南向政策”也难有改变赛局的成果。蔡当
局应摆脱制式思维，正视大陆崛起及坚定追求两
岸统一事实，认真探索可能的两岸政策弹性空
间，以免因为误判让台湾陷入难解的困境。

观看屏幕中的大数据展示，听取香
港青年关于如何促进香港智慧城市发展
的介绍，这是近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
长官林郑月娥在深圳访问时的场景之
一。在今年 8 月，林郑月娥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香港的经济表现还可以更好。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与“一带一
路”倡议给香港带来了巨大机遇。

林郑月娥的话并不只是停留在口头
上，更是体现在实践中。上任 2 个月
来，新一届特区政府有着时不我待的紧
迫感，多次赴内地访问，向内地“取
经”，寻找合作机遇，也显示他们在为香
港未来经济发展探索新的突破口与增长
点。在发展方向上，香港正力争在传统
优势的基础上不断寻找新的增长点。

在“一带一路”中发挥优势

今年 8 月，林郑月娥将访问内地的
第一站选在了北京，期间分别拜会了中
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
负责人。她表示，这些会面都是为了支持
香港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扮演好
“超级联系人”角色，香港需利用好自身
与国际接轨的法律与规则，发挥在融
资、会计、法律、风险评估等领域的优
势。这其中，金融产业具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香港是很多内地城市的最大外资
来源地，不少内地企业也会选择在香港
上市。而如何进一步用好这一优势，促
进内地金融企业在香港成立境外业务的
区域总部、促使香港发展成为财产与资
产管理的中心、加强内地与香港金融市
场的互联互通，新一届特区政府希望未
来能得到中央政府在政策方面的支持。

“香港不应该只满足于做联系人，我
们在过程中还可以增值。”林郑月娥在采
访中提到，香港在“一带一路”中可以

扮演投资者角色，目前在欧洲和大洋洲
已有很多投资。同时，香港也可以扮演
营运者的角色，比如港铁公司在澳大利
亚悉尼、瑞典斯德哥尔摩、英国伦敦都
参与了铁路兴建或取得了铁路营运权，
未来也应该参与中东、东南亚等“一带
一路”参与国家和地区的铁路营运。其
他专业服务也同样可以“打包出口”。

香港已与 19个“一带一路”参与国
家和地区的贸易伙伴签订全面性避免双
重征税协定，以促进跨境投资以及便利资
金、科技和人才的流动。

积极投身大湾区建设

参观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考察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和深港青年创新创业基
地、出席深港设计创意展开幕式……在
深圳访问期间，林郑月娥和她的同事们
行程紧凑，同时也展现出深港这两座同
属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在各个产业领域
都有着紧密的合作。林郑月娥在访问过
程中表示，期待在粤港澳大湾区总体框

架内，港深双方加强更紧密合作，共同
推动发展再上新台阶。

除了与深圳加强全面合作，前不久
林郑月娥到访澳门时也曾表示，香港着
力发展创新科技和创意产业，也希望了
解澳门在推进中医药产业上的发展。相
信在既有的良好基础上，两地可在这几
方面加深互补的合作关系。

面对今年7月1日签署的《深化粤港
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特
区政府由行政长官及各部门分工合作，
既有统筹协调，也有具体落实。同时，在今
年8月，林郑月娥访问北京期间也拜会了
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围绕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工作进展等议题进行了交流。

“我们很荣幸，大湾区发展被提升
到国家层面，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向外
以整个大湾区而不是一个城市进行推
广。”林郑月娥举例说，比如在大湾区
投资一个创新科技的项目，就会统筹考
虑哪些部分在香港做，哪些部分在深圳
做，哪些部分在佛山做，总之从一个项
目的研发、推广、制造、保险，到法律

仲裁都能在大湾区里实现。

抓住走进来的机遇

参观阿里巴巴，听马云介绍贸易、
移动支付、物流、投资等领域的新动态
和发展方向，了解首个非人民币版支付
宝 App 在香港的推出；访问上海梦中心
展示厅，询问香港商界的参与情况……
在内地的访问中，林郑月娥表达了希望
香港在创新科技领域加快脚步，加强与
内地合作的想法，得到了内地政府官
员、企业家们的支持。

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香港除了继
续保持在金融、贸易、航运上的优势，
也希望在新的产业上有所突破，尤其是
创新科技产业和创意产业。特区政府希
望更多青年参与到这两个产业中，也希
望通过与内地高新产业的合作交流为香
港青年提供更多机会。

全国港澳研究会香港特邀会员朱家
健认为，科技产业将是未来主力支柱行
业，影响生活、消费模式和就业，更能
与农业、医疗、食品加工、娱乐、纺织
等产业结合。最近香港科创企业高高客
货车 （GoGoVan） 与内地同城货运平台
58 速运合作，致力共同打造全球最大同
城货运平台，就是香港科创企业与内地
合作发展的很好例证。

不仅是要走出去，到内地推介自
己；特区政府也很重视“走进来”的机
会，抓住内地各省份各城市到香港来推
介的机会，为有关部门、各行业协会、
各企业搭建平台，促进内地与香港的合
作。比如在 8 月底举行的“川港合作
周”活动中，来自四川的有关部门及企
业与香港的合作方签订了多项协议，涉
及科技、文创、休闲旅游、医疗、养
老、传媒影视等方面，促进两地在诸多
新兴产业上的合作与发展。

夏日酷热多雨，湿毒易生，身体如被侵淫，人们总要
服上一些清热解毒的药物。若是不问不顾，以致口舌生疮、目
赤咽痛，人往往胃口全无、情绪不稳，连外在形象也会折损。
个人健康如此，社会健康亦然。这几日，香港社会又犯“独”
症，见人见物、有点有面，折射出不少问题。

事情由香港中文大学开学典礼当日出现“港独”横幅
和海报而起。三五日内，横幅移走又挂上，海报揭下又贴
出，从中大还蔓延至香港其他七所高校。其间，尽管校方
表明态度，指出“港独”违背常识、触犯基本法，并拆除
了一些横幅和海报，却反而捅了马蜂窝。他们“你唱我
和”“抱团取暖”，谴责学校举措、标榜“言论自由”，出动
人马守在宣传栏前，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架势。

“港独”分子虽然不多，但“动作”不少。以学生会名
义开展，便可以宣称“代表了所有学生”；举办些“港独”
论坛，便可以标榜“学术自由”；和反动媒体有常规“通报
机制”，便可以摆好姿势亮相。再有几个政界、法律界的

“带头大哥”帮衬着吆喝那么一嗓子，一支“丁春秋式的队
伍”竟也就有模有样了。

乌合之众的“虚张声势”毕竟不堪细究。稍微了解一
下，就知道他们是怎么一回事了。一方面，学生会的代表
性很差，特别是近几年，学生投票选举热情大减，一成五
左右的“组阁”门槛都难达到。另一方面，这些学生会虽
然标榜“自主”，实则其幕后“鬼影重重”，和社会上有名
的几个“港独”分子眉来眼去、勾勾搭搭已成常态，不过
就是他人的“旗子”和“卒子”。这也正是每逢他们搞事，
总有学生强调“学生会不代表我”的原因。

“港独”注定死路一条，人们对此并无异议。但祸害就是
祸害，大是大非的问题绝不能漠视，否则校园蒙尘、教育蒙
羞，更会损伤法律的威严。这几日“港独”分子作乱，有的学生
就站出来撕掉他们的海报，在社交平台发起“拒绝被代表”的
行动，这些自发自觉的正义之举便值得点赞和鼓励。

社会有共识，学生有觉悟，校方当有力度，法律措施
也必须跟上。回归二十周年之后，香港正决心聚焦发展经
济、改善民生，形势向好，断不能容忍“一颗老鼠屎坏了一
锅汤”。“阳明在泉，湿毒不生”。身体有毒，当及时解之，
不解则发则溃；校园泛“独”，当有力
惩之，不惩则狂则妄。对待“骄恣不

论于理”的“港独”分子，香港各方面都要认领职责、
行动起来。能劝诫的劝诫，不能劝诫就得“施药”。把握
新一轮的发展机遇，社会肌体需要素净，祛邪“独”、解
表证已是当务之急。

力求新增长 香港走出去走进来
本报记者 柴逸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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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当局“新南向”散财“败家”
王大可

近日，2017“两
岸知音音乐剧大赏”
入选剧目开始首轮巡
演，台湾艺术大学的
音乐剧 《九层之家》
作为首个剧目在北京
国家话剧院开启演出
帷幕。

图为演员在 《九
层之家》中表演。

新华社记者
覃海石摄

““两岸知音音乐剧大赏两岸知音音乐剧大赏””
巡演开启巡演开启

香港国际时尚汇展登场香港国际时尚汇展登场

9月6日到9日，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香港国际时尚汇展在香港会议
展览中心举行。图为观众在欣赏时装。 中新社记者 谭达明摄

据新华社香港9月7日电（龚琬茹、郜婕） 智能
交通监控系统、24小时无人便利店、智能3D食品打
印、无人机送餐、无现金支付平台……多项智慧城
市技术创新成果7日在香港“亚太创新峰会”现场展
示，体现香港打造智慧城市的发展方向。

本次“亚太创新峰会”以“智慧·互联城市”为
主题，7日至8日在香港科学园举行。除了邀请来自
多国的研究学者和企业代表介绍智慧城市相关技术
的研发和应用情况，峰会还现场展示了由香港科技
园公司和香港中文大学携手打造的“智慧城区”项
目十余项创新成果。

现场还展示了一家 24小时无人便利店，供参观
者亲身体验。顾客可预先下载一个手机应用程序，
通过扫描二维码进出便利店。店内设有智能价格识
别和结算装置，顾客可自选商品后扫码结账并电子
支付，全程无需店员。

据香港中文大学未来城市研究所所长梁怡介
绍，“智慧城区”项目包含建筑设计和设施管理、无
人驾驶车辆、无现金社会和社会文化平台等方面，
是智慧城市相关理念和技术的一个试验场所，不仅
检验相关技术基础研究和实际应用的成果，也有助
了解社会各界的反馈。

香港特区政府今年 6 月发布的 《香港智慧城市
蓝图顾问研究报告》 中，“智慧城区”被列为试点
项目之一。

香港“亚太创新峰会”

展示智慧城市创新成果

本报电 9 月 6 日晚，2017 年第二届金树国际
纪录片节开幕式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中国驻法
兰克福总领馆副总领事孙瑞英与德国经济部长的
代表及法兰克福市市长代表与来自全球数百位纪
录片影人、纪录片和文化学术界专业人士出席开
幕式。

从 6 日起至 9 日，将有来自 24 个国家的 31 部纪
录片上映，供专业人士、纪录片投资人、联合制作
人进行交流的电影市场也将开放。通过6场以纪录片
为主线的论坛，观众将了解纪录片行业的最前沿的
信息。纪录片节将在9日闭幕并揭晓6项金树奖。

本届国际纪录片节片源国别广泛，导演制片人
众多，国际纪录片版权贸易及投资人论坛活动丰富。

金树国际纪录片节在德国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