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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台北4月26日电（记者任成琦、冯学知） 记者从今
天举行的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 （“海图会”） 参展说明会上
获悉，第十四届“海图会〞定于 8 月 16 日至 23 日在台湾举
办。本届海图会秉承“书香两岸，情系中华”主题，邀请两
岸数百家出版社、版权代理机构和图书馆参会，约十万种两
岸出版的新书、精品书和畅销书参展。

2018年是海峡两岸出版交流30周年，本届“海图会”将
同期举办海峡两岸出版交流30周年图片展、海峡两岸版权贸
易图书成果展暨两岸优秀版权图书评选等一系列纪念交流活
动，展示两岸出版交流的丰硕成果。

“海图会”自2005年创办以来，已经在厦门和台湾成功轮
流举办了 13届，累计参展图书达 800余万册，实现图书销售
采购4.2亿元人民币，达成版权贸易等业务合作项目2360项，
发展成为集两岸出版物展销、版权贸易、信息交流、行业研
讨、数字出版交易功能于一体的两岸出版交流盛会。

“海图会”聚焦两岸交流30年

香港美妆连锁商店莎莎退出台湾市场；韩系彩
妆品牌伊蒂之屋结束在台代理，所有店面停止营
业；台湾麦当劳易主经营……近期以来，国际品牌逃
离台湾的事件可谓一桩接一桩。部分岛内的外商协会
及台湾工商界人士认为，台湾的营商环境疲软不堪，
在吸引投资方面缺乏诱惑力，而负面因素却能罗列一
大堆，恐怕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日渐边缘化。

投资不敢 撤资不断

莎莎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前不久在香港交易所宣
布，董事会决定调整市场结构，将台湾的 21家门店
全部关闭，集中资源发展内地、港澳和东南亚市
场，以及电商业务。

该公司董事会表示，莎莎集团在台湾市场的表
现一直疲弱，截至 2018年年初的十个月内，莎莎台
湾 市 场 业 务 的 营 业 额 为 1.54 亿 港 元 ， 同 比 下 跌
11.5%，连续第 6年出现亏损。尽管他们曾重整当地
管理团队，致力加强营运、降低成本，但成绩强差
人意。与此形成对比，莎莎在内地、港澳、新加坡
及马来西亚的营业额都有不同幅度的增长。

莎莎等国际品牌的撤离亮起了岛内营商环境不
佳的红灯。这样的红灯可不止一盏。

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公布的最新“世界投资报
告”显示，2016 年世界各经济体外来直接投资存量
占GDP的比重平均约为35%，台湾只有14.2%，不到
全球平均值的一半，比例明显偏低。

台“经济部”下属“投资审议委员会”的资料
表明，2015年至 2017年，台湾吸引侨外资投资案件
数量连续三年呈下滑趋势。

此外，台北市进出口公会近日发布的 《2018 全

球重要暨新兴市场贸易环境与发展潜力调查报告》
称，台湾全球贸易竞争力排名退步至 17 名，连续 6
年下滑，跌出“A段班”。

种种迹象表明，台湾的投资环境正处于“亚健
康”状态。

短板太多 谁堪忍受

曾经位居“亚洲四小龙”之首的台湾为何落得
外商“投资不敢，撤资不断”的境地？业内人士认
为，台湾的“五缺”问题（缺电、缺水、缺地、缺才、缺
工）严重，而台湾工业总会新任理事长王文渊近日又
提出了台湾面临的“五忧”（包括非核能源政策、环
保议题民粹化、所得税率调高、“公司法修法”及两
岸关系），点出了台湾经济环境的短板所在。

其中，对电力不足的担忧和对人才的渴望，成
为外商和台湾工商界人士最关注的因素。

台北市美国商会上个月发布的“2018 年商业景
气调查”显示，84%的受访美商对台湾的电力是否充
足感到疑虑。台北市美国商会会长魏世民近日表
示，外商制订投资计划时，通常会考虑五至十年内
的供电安全，台湾必须要有明确的能源供电计划，
才能让外商安心。

然而，根据台湾电力公司公布的供电预测，今
年 4 月中下旬，岛内每日备转容量率不足 6%，将进
入橘色警戒状态；5 月、6 月也将进入黄色吃紧状
态。未来的电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似乎没有人能说
得清楚，这也便增加了外商的忧虑。

另外，在用人方面，台北市进出口公会发布的
《2018全球重要暨新兴市场贸易环境与发展潜力调查
报告》 表示，岛内长期低薪、人才外流及国际人才

吸引力弱等因素，已逐步削减台湾的竞争力。台北
市美国商会人力资源委员会主席、国际通商资深合
伙律师马静如强调，修改后的“劳基法”对高阶管
理人员工时限制较多，很多美商会员公司都反映，
这些高薪酬员工不希望被要求“打卡”，否则将降低
他们在台湾的工作意愿。

罪魁祸首 政治挂帅

“台湾对中国大陆的进口限制，导致跨国企业不
能从大陆进口相关零组件，徒增许多成本。”台北市
欧洲商务协会财务长达利友近日出席座谈会时指
出，两岸关系对外资企业在台湾投资的意愿有重要
影响。他坦言，台湾与中国大陆签署ECFA，是欧洲
企业选择投资台湾的主因。台北市日本工商会理事
长渡边一郎也表示，越来越多日本企业来到台湾，
目的在于选择共同进军中国大陆的伙伴。

但是，由于民进党当局意识形态挂帅，不仅拒
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而且在
两岸经济融合发展方面处处设卡，与许多赴台外商期
待以台湾为跳板进军大陆市场或用好大陆资源的想
法大相径庭。

此外，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外资与大陆资
本间接投资、资金交叉持有的情况越来越多，但台
当局却不遗余力地去排查赴台投资的外商企业中是
否有陆资背景，导致项目审核过程冗长。举例来
说，按目前规定，一家在台经营多年的外资企业，
因母公司被陆资参股或并购，就须关闭现有事业，
以陆资企业名义重新申请。万一是陆资不可投资的
项目，就只能撤资。这些规定和举措给外商带来了
负面印象，最终影响投资项目的落地。

经营环境“五缺”“五忧”

台湾：国际品牌跑了 外商企业慌了
本报记者 柴逸扉

本报北京4月26日电（记者杨讴、安莉） 部分驻京台湾
媒体24日应邀参访人民日报社，并与人民日报社编辑记者座
谈联谊。

来自旺旺中时媒体集团、“中央通讯社”、东森电视台、
中天电视台、三立电视台的台湾媒体人士，首先参观了人民
日报社中央厨房、新媒体中心和人民网，之后与人民日报社
编辑记者进行了座谈，了解人民日报评论写作、新媒体运
营，及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网、环球时报涉台
报道情况，并与人民日报社编辑记者热烈互动。

本次活动由人民日报社对外交流合作部主办。

驻京台湾媒体到访人民日报社

本报香港4月26日电（记者陈然） 2018年甘肃招商推介
会 26 日下午在香港湾仔隆重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甘肃省省长唐仁健、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等出席
推介会并致辞。

陈茂波表示，港陇两地之间的经贸关系一直密切，香港
是甘肃省出口的第一大市场，也是最大的外资来源地，主要
投资领域集中在能源、资源及房地产等。甘肃省位处“一带
一路”中“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门户，又是国家主要的
能源及原材料工业基地，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实
质性国际产能合作。

他强调，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拥有完善的法律和司
法制度、广阔的商业网络、领先全球的集资和融资平台以及
大量专业人才。期望香港发挥国际化优势，助力甘肃和“一带
一路”沿线各国的双向投资和贸易往来，而港陇两地可在经
贸、金融、旅游和高端服务业等领域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

香港特区政府一直非常重视与内地各省市的合作。截至
2017年底，累计逾1000家香港企业在甘肃投资，合同投资额
达156亿美元；甘肃省也有不少企业在港投资，投资总额超过
8亿美元，同时已有3家企业在港上市。

香港助甘肃企业国际化

香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
要节点。在“数字海丝”建设中，
香港有什么样的独特优势，能够发
挥什么样的作用？中央政府驻香港
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陈冬
给出了“三个角色”定位：数据枢
纽、创新高地和超级联系人。

在 4月 23日于福州举行的首届
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数字海丝”分
论坛上，陈冬率香港企业界代表团
前来参会，在出席分论坛致辞时作
出上述表示。

陈 冬 认 为 ，“ 数 字 海 丝 ” 建
设，是“数字中国”建设的延伸和
拓展，将为促进“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之间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提供保障，进
而带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员往
来、文化交流和民心相通。

“新时代、新阶段，香港作为
国家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战略支
点，仍将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对外
交往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陈
冬表示，在“数字海丝”建设中，
香港应扮演重要角色。

首先，香港可作为“数字海
丝”的数据枢纽。

目前，香港通信基础设施完

备，竞争力连续多年排名全球第
一，互联网联线速度、数据中心安
全指数均居世界前列，且数据开放
程度较高。作为中国对外经济文化
交流的窗口和桥梁，香港一直以来
承担着内地对接海外的特殊功能。

陈冬认为，香港可以发挥“一国
两制”的独特优势，成为世界各国和
地区都普遍认可的数据汇聚地，成
为内地数据的“出海口”和境外数据
的“登陆点”，发挥国际数据港的作
用，为“数字海丝”建设提供支撑。

其次，香港可作为“数字海
丝”的创新高地。

香港创新人才储备较为充足，
拥有数码港、科学园和正在推动中
的河套地区“港深创新科技园”等创
新平台，创新科技投资蓬勃发展。

陈冬指出，香港特区政府高度
重视以数字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创新
科技，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即将出台
实施，将为香港打造数字经济领域
的创新高地提供战略支撑。粤港澳
大湾区具有全球最强大的供应链体
系，通过“产业链-资金链-创新
链”的跨境协调整合，打造“香
港－深圳－东莞－广州”创新走
廊，可使香港世界一流的科技研发

成果迅速转化成产品、推向市场。
第三，香港可作为“数字海

丝”的“超级联系人”。
香港背靠内地，面向世界，独

具区位优势。在参与全球开放竞争
中，香港积累了良好的商业信誉、
国际商业网络和全球人脉资源，是

“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节点和内
地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平台。

陈冬说，香港专业人才储备丰
富，可为内地企业在海外发展提供优
质的专业服务；金融市场成熟，历来
是内地企业的理想融资地和“出海”
发展重要节点，正逐渐成为内地互联
网企业上市融资的最佳选择之一。

他表示，香港将为“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信息基础设
施建设提供重要支撑，将为“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数字化转型
升级、数字产业发展提供新动能。

谈及闽港合作，陈冬指出，香港
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一带
一路”建设，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数字经济发展迈出新步伐；福建正加
快建设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核心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全面推进
对外开放，“两地在数字经济领域发展
方面互补性很强，合作空间巨大”。

建设“数字海丝”
香港可扮演“三个角色”

中新社记者 林春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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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记者 林春茵

近日，来自香港轩尼
诗道官立小学、赛马会官
立中学等学校的 28名教师
来到安徽省合肥市南门小
学，参观、体验学校特色
课程及学生社团。本次香
港教师交流团活动旨在增
进两地学校在教育文化方
面的了解，促进两地办学
品质提升。

图为香港赛马会官立
中 学 的 教 师 蔡 凤 雯 （右
二） 与合肥南门小学书法
社团的小学生合影。

新华社记者
张 端摄

香港教师体验内地教育香港教师体验内地教育

“在民进党当局上台将届两年之际，有过半台湾民
众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认同中华民族的比例也保持在
86%的高水平之上。”这一结果来自台湾竞争力论坛所
做的“2018台湾民众国族认同上半年调查”。与民进党
当局刚上台时相比，民众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认同出
现上扬趋势，尤其是“太阳花”后出现的所谓“天然
独”，正不断转化为“理性统”。

短短数年时间，岛内的统“独”认同为何发生逆
转性的变化？在笔者看来，这样的结果可以说是“人
心所向，大势所趋”。一方面，大陆综合实力越来越
强，台胞“登陆”施展才华的机会越来越多；另一方
面，岛内持续处于政治恶斗、经济衰退的环境，年轻
人低薪且劳累、甚至毕业即失业，因此他们不再相信
民进党当局编织的谎言，盲目地“仇中”“反中”，而
是务实地看待两岸关系，更多人愿“登陆”求发展。

两岸实力对比日益悬殊。1990 年，台湾 GDP 为
1700亿美元，约为大陆的43.8%。到了2007年，广东的
GDP 超越台湾。根据 2017 年的数据，台湾 GDP 总量
排在大陆的 5 个省份之后，并和紧跟其后的四川、湖
北、河北、湖南等省的差距也在缩小。近年来，许多

“登陆”参观交流的台胞纷纷被大陆日新月异的发展所
震撼。

从两岸的就业环境来说，大陆能为台湾同胞提供
的机遇和发展空间是岛内不可比拟的。有人说，现在
的岛内青年都是“天然独”。但事实是，没有天生就

“独”的人，只有“去中国化”教育误导扭曲而成的

“人造独”。人的观念会变，正如水落会石出。近年来
到大陆读书、就业、创业的年轻人正快速增加，其中
不乏当年参与“太阳花事件”的学生。

之所以有这样的180度转弯，正是因为民进党当局
上台后诸多政策不得人心。他们忙着搞政治斗争，经
济建设却毫无建树。台湾年轻人依旧只能领着 22k

（22000万元新台币，约 5000元人民币） 的薪水，依然
对前途感到迷茫。

在大陆，不仅各地的发展蓬勃向上，招揽人才、
善待人才的政策也不断出台，大陆同胞在就业、创
业、医疗、住房、教育等领域的获得感越来越足。大
陆愿意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逐步为
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
同胞同等的待遇。从中央“31 条惠及台胞措施”的出
台，到上海、厦门、昆山等地相关惠台细则的推出，
台胞在大陆享受到的便利和保障变得越来越细，越来
越实。

笔者相信，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
进程中，当台湾同胞越来
越有获得感、越来越能把
实 现 个 人 价 值 与 国 家 富
强、民族振兴的目标相统
一时，台湾同胞的中国人
认同便会越来越强烈。这
是人之常情，也是挡不住
的趋势。

“人造独”终将变成“理性统”
柴逸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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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为“水韵江苏 相约香港”的2018江苏文化嘉年华活
动近日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图为观众在活动上体验金
陵绳结编制技艺。 新华社记者 李 鹏摄

江苏文化亮相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