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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生产力促进局近日公布，香港“智慧支
付普及指数”为 53.9，高于 50 的分界线，反映

“智慧支付”概念在香港已开始成形。调查也发
现，过去一年逾九成港人最常使用的支付方式仍
然 是 现 金 （99%）、 八 达 通 （97%） 和 信 用 卡

（53%），手机支付只占20%。

旧习惯很强大

在内地，手机支付普及率已达98%，可谓“一机
在手，天下我有”。以支付宝和微信为首的内地手
机支付工具，已经把触手伸到了世界各地。比如，
到位于北极圈的芬兰小城罗瓦涅米旅游的内地游
客，如今都可以“不带钱包游北极”了。

内地手机支付浪潮当然也涌到了香港。香港
不少店铺如今已经有了一应俱全的移动支付工
具：扫码枪、刷卡机、二维码……一家连锁药店
可接受的移动支付工具可多达12种。然而，使用
这些工具的主要人群依然是内地游客，而非本地
居民。

其实，香港人对手机支付“慢半拍”不足为
奇。跟欧美等地一样，信用卡等电子支付的高度
普及，已经塑造了人们的支付习惯。尤其是香港
的八达通卡，总发行量近 3000万张，无须记名，
充值方便，小额支付频率极高，甚至可用作住宅
楼的门禁卡。如此方便，难怪会成为手机支付的
头号劲敌了。

跟内地不同，香港人不常使用网购，因为
香港本就是“购物天堂”，逛街“血拼”用现
金是很自然的事。而香港一些食肆等传统店
铺，目前并不接受移动支付，店家既担心购买
设备增加成本，也害怕财务统计变得困难。

两巨头正攻坚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调查得出的“智慧支付普
及指数”由“商家智慧支付准备程度”及“用家
智慧支付接受程度”组成，两者数据分别为62.2
和45.5。也就是说，商家使用手机支付的普及率
要明显高于消费者。

目前，支付宝已进入香港众多超市、连锁
店，微信香港钱包则与中银香港、工银亚洲等合
作，为用户提供小额转账、线下支付、网上支
付、汇款、红包收发和零钱充值等功能。在港铁

的罗湖和落马洲站试点，乘客可使用支付宝和微
信通过专门的购票机扫码购票。此外，出租车、
小巴、街市、茶餐厅、小店等八达通尚未涉足的
领域，也正逐渐被支付宝和微信“攻陷”。

数据显示，支付宝 HK 个人用户已达 150
万，商户 1.5 万家，同时，香港已有逾百万人
开启了微信电子钱包功能。而且，内地手机支
付两巨头还在推出一波波的“红包攻势”，试
图改变香港人的支付习惯。今年春节，微信电
子钱包就派发了 1000 万港元的利是红包。

普及只需时间

至于香港市民拒绝使用新式付款工具的原
因，据生产力局总经理黄家伟介绍，主要是“不
熟悉操作”和“担心个人资料外泄”两个原因。
业者指出，许多香港市民对使用二维码存在误解
和怀疑，实际上光以技术而言，手机支付比信用

卡系统的安全性更高。
香港正在全力打造智慧城市，普及移动支付

是大势所趋。2018年年初，香港财经事物及库务
局局长刘怡翔在立法会表示，金管局正与业界展
开合作，构建一个快速支付系统，能全面链接银
行和储值支付工具营运商。

据介绍，将于9月份启动的快速支付系统可以提
供跨银行即使转账、扣账服务，及商户、客户之间的
支付服务和个人对个人的转账服务，届时如支付宝等
移动支付工具都可以加入这一系统。香港资讯科技商
会荣誉会长方保侨认为，快速支付系统将成为改变消
费者支付习惯的“分水岭”。

移动支付商家、特区政府都在全力推动，从
硬件设施到法规软件，香港“智慧支付”的大环
境已经基本成型，而每年4000万的内地赴港游客
来港消费，也提供了强劲的示范作用。可以预
见，用不了太久，移动支付就将随风潜入多数香
港人的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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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底开始，乘客可在港铁部分站点使用支付宝和微信支付购票。（资料图）

当内地的支付宝和微信已经走出国门“杀到”北极圈，大部分香港人却仍安步当车地使用着

现金和八达通……

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张
雅诗） 香港中学文凭考试近
日发榜，本届约 5.1 万名在校
高中考生当中，超过四成获
得大学录取的基本成绩。

相当于内地高考的香港
中学文凭考试，本届共5.9万人
应考，其中包括51636名在校
高中生，以及7364名自修生。
整体考生人数较去年少4%。

香港考试及评核局数据
显示，参与本届文凭考试的
51636 名 在 校 高 中 生 当 中 ，
21264人考获大学录取的基本
成绩，他们将竞争约 1.5 万个
特区政府资助的大学本科学
额。

文凭考试成绩分为5个等
级 （1-5），“5” 级 为 最 高 。
一般在校高中考生会报考4门
核心科目，包括中国语文、
英国语文、数学和通识，以

及 2至 3门选修科。而通过文
凭考试升读香港高校的最低
要求是在4门核心科目中分别
考获“3”“3”“2”“2”的成
绩。

发榜前夕，特区行政长
官林郑月娥呼吁考生以平常
心面对考试放榜。她勉励考
生说，不要因为一次的成绩
未如理想而感到沮丧，因为
学习和人生的发展都是一个
很长的路程。

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杨
润雄 11 日向应届考生代表颁
发成绩通知书，勉励他们积
极前行。他表示，放榜标志
着一个学习阶段的完结、另
一学习或人生阶段的开始，
考生无论成绩如何，应按兴
趣和能力，选择合适的课程
和路向。

据新华社台北电 （记者
查文晔 钟群） 台湾人力资源
机构 1111 人力银行近日发布
调查报告显示，有高达84%的
受访求职者都有过换工作经
验，其中51%的受访者曾到职
不满 2 个月就提出口头请辞，
成为“快闪族”。

据 年 龄 交 叉 分 析 显 示 ，
以 45 至 50 岁的受访者在一个
月内辞职比例最高，颠覆以
往只有年轻族群频繁换工作
的刻板印象。整体而言，33
岁的上班族个人职涯平均已
换过4次工作。而会造成上班
族“快闪”的原因，主要有
工作气氛不佳 （34.32%）、工
作 内 容 与 面 试 所 谈 不 同

（26.86%）、 工 作 环 境 恶 劣
（24.67%）、无法准时下班及

常态加班 （21.05%）、不适应
企业文化 （20.67%）。

从 本 次 调 查 结 果 推 断 ，
上班族每份工作约从事2年左
右 ， 对 于 下 次 转 职 才 有 助
益 。 调 查 显 示 ， 曾 经 萌 生

“快闪”念头的上班族中，有
高达87%顺利离职，仅13%接
受慰留。

1111 人力银行副总经理
何 启 圣 表 示 ， 从 调 查 结 果
看，上班族在转换工作时须
以更审慎的态度来评估转职
的未知风险，除了薪水、年
假以外，更要考虑人际关系
的重塑、工作内容的转换及
企业文化的适应等，这些隐
形的转职成本都必须加以衡
量，才不至于误判情势而发
生尴尬的再转职。

“香港高考”放榜

逾四成考生获大学录取

到职不满俩月就请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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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7 日，一场名为“两岸一家亲
——自然落灰成釉翡翠青瓷艺术作品展”
在“瓷都”江西景德镇开幕。许多前来观
展的人，都被青瓷上翡翠般的青釉所吸
引。它的创作人，正是台湾陶艺师何志隆。

孜孜以求 “翡翠”初成

距台东市区约 40 分钟车程的泰源幽谷
深处，有一座柴烧窑厂，名为“志窑”。

“隆窑里面的瓷器，进去的时候都是素坯，
现在它们已经经历了400多个小时、1000多
摄氏度的持续烧造，再过几天冷却，就可
以和大家见面了。”何志隆个头不高、身材
微胖，讲起烧窑总是激情澎湃，仿佛浑身
充满力量。窑体如何建设、木材如何选
取、温度如何掌控……侃侃而谈的背后，
是何志隆历经千辛万苦的摸索。

2000 年前后，柴烧开始在台湾流行。
将没有上釉的泥坯放进窑中以木柴高温烧
造，出来的作品价格往往是普通瓦斯窑作
品的几倍甚至十几倍。何志隆偶然发现，
未曾上釉的泥坯在出窑时局部会出现翡翠
般的青绿色釉点，也就是“窑汗”，这让他
又惊又喜。

2002 年，他到台东创建了自己的柴烧
窑厂。他钻进窑里潜心作图，两年内先后
13 次将窑推倒重建。多年试验，终于烧出
了让自己满意的翡翠青瓷。

古法传承 缘牵一脉

当陶土烧到 1000 多摄氏度的时候就会
变黏稠，飘起的木灰便开始附着。在长达
半个多月的烧造过程中，木灰在结构独特
的窑内循环流动。高温下，灰釉落满陶坯
周身，层层叠叠自由流淌。在冷却过程
中，瓷器表面开始冰裂、开片。由于烧制
过程受外在不可控因素影响，平均每窑的
良品率仅有4%左右。

直到有业内专家指点，何志隆才知道
其实自己的烧制方法并不“新”，反而是中
国最古老的“落灰上釉法”。在商周时期，
中国先民们在烧制陶器时就懂得以草木灰

釉为陶瓷着色。唐末以后，为了更大量、
更稳定地生产陶瓷，以矿石釉料手工涂刷
再入窑的工艺成为主流，草木灰釉的烧造
工艺逐渐失传。

何志隆的翡翠青瓷开始巡展后，很快
便惊艳业界。2016 年，河北省博物院连续
派出三批专家到何志隆的窑厂，全程见证
翡翠青瓷的烧制过程。在消除了所有疑虑
后，2017年4月至7月，河北省博物院为何
志隆举办了个人作品展和学术研讨会。此
后，在大陆陶艺界的推动下，何志隆的翡
翠青瓷开始走向世界各地巡展。

伉俪同心 担负使命

在得到大陆权威文博机构的认可后，
何志隆迅速受到了全球陶瓷学界和收藏界
的关注，窑厂的经营状况也由此彻底扭
转。回顾丈夫一路走来的历程，何志隆的
太太方桂陈颇感欣慰：“他是特别纯粹、特
别执著的人，我始终坚信他一定能做成。”

何志隆常说“感谢祖国大陆”，除了因
为大陆陶艺专家们的认可与帮助，更因为全
力支持他的太太方桂陈。在许多场合，提到
自己的烧窑经历，他必不忘盛赞来自福建的
太太是“祖国大陆赐予我的礼物”。烧制柴
窑需要耗费巨大的物力财力，烧一窑光是漂
流木就需要 50吨，何志隆的窑一度要烧不

下去了。在最艰难的时候，与何志隆结婚不
久的方桂陈偷偷跑回福建老家，卖掉全部房
产，倾尽身家帮丈夫把窑继续烧下去。

现在，方桂陈频繁往返两岸，帮助丈
夫做策展和经营。夫妇二人一边努力改进
工艺提高良品率，一边努力做青瓷文化推
广。“欧洲最早是通过瓷器来认识中国的，
我们曾经拥有最顶尖的瓷器工艺，我们真
心希望，通过翡翠青瓷，能为中国瓷艺再
添光彩。”何志隆说。

把中华传统陶艺发扬光大
本报记者 冯学知 任成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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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近日举办“全港青少年绘画日”活动，约3500名青少年参加写生
创作，用绘画记录香港的美丽。图为在香港中环海滨长廊，青少年在进行
写生创作。 新华社发（王申 摄）

画出美丽香港

何志隆
（左） 在翡
翠青瓷展馆
给 观 众 讲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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