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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越来越多香港人来内地求学和
工作，在两地日渐深入的融合下，跨境
婚姻也成为风潮。不过与此前港男娶内
地女的主流趋势不同，近年来，香港女
性与内地男性结婚的比例不断上升，由
相对稀罕变得愈发寻常。

香港统计处数据显示，在上世纪80
年代，大约每20对跨境结婚的人中，仅
有 1 对是香港女性嫁内地男性。时至
1997 年，港女嫁内地男的比例仍不足
10%。但进入 2007 年，该比例上升至每
5对中就有1对，2016年的比例更大幅增
长到1/3。2017年，“港女北嫁”数量比
2007年多了一倍。

跨境婚姻比例上升

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
致光日前在网志中写道，上世纪 80 年
代，跨境婚姻主要是香港人先领取无结
婚记录证明书，再回内地结婚，其中
超过 95%是男性，其后绝大部分家庭
都 在 香 港 团 聚 。 2003 年 是 一 个 分 水
岭，自此之后大部分跨境婚姻都在香
港注册。近年在香港注册的婚姻，有
1/3 是跨境婚姻。

据罗致光介绍，香港女性与内地男
性结婚的比例近年来不断上升。若以在
香港注册的婚姻计算，2017年的跨境婚

姻中，三成是香港女性与内地男性结
婚。以近年这个数字的变化趋势，未来
十年间选择跨境婚姻的香港男性和女性
比例会大致相等。

罗致光说，由于越来越多家庭选择
于内地团聚，特别是香港的妻子到内地
与丈夫团聚，再加上近期有关香港居民
领取内地居住证的各种优化安排，将会
大大减少到香港家庭团聚的个案，单程
证的需求会逐步减少。

有 数 据 显 示 ， 香 港 2016 年 共 有
22926 宗跨境婚姻，较 30 年前增加近四
成。而香港女性嫁给内地男性的数量由
1986年的675宗大幅增至2016年的7626
宗，增幅达11倍之多。

对内地前景有信心

香港婚礼管理协会代表在受访时
说，随着香港与内地的经济、文化发展
逐年拉近，香港女性对内地的看法也因
此而改变，由以往抗拒结识内地男性，
到现在对其观感不断好转。再加上香港
男女比例失衡，越来越多香港适婚女性
选择与内地男性恋爱结婚。

香港非营利机构集思会行政总裁黎
黄霭玲说，香港女性认识内地男性有多
种途径，有不少个案是上学时相识相
恋，内地学生到香港上大学的人数逐年

上升，与香港学生近年赴内地上学的人
数相若，互联网平台也推动了两地男女
的联系。

据香港一家婚恋活动公司创办人分
析，一方面有更多香港女性前往内地工
作，增加了与内地男性相识的机会，另
一方面随着内地经济发展，内地男性经
济能力增强。“港女北嫁”的趋势未来
可能会一直持续。

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
任钟建华认为，北京、上海、深圳等大
城市的生活水平与香港日趋接近，打破
了香港女性的心理障碍。有越来越多的
香港女性选择结婚后随内地丈夫移居内
地城市生活。

集思会在以问卷方式访问 804 名香
港和内地的跨境婚姻夫妇后发现，超
过五成受访者考虑在粤港澳大湾区定
居，近七成受访者支持加强香港与内
地的经济合作，七成人表示对内地的
前景有信心。

开启事业人生新局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数据显示，
2017 年，香港 25 岁以上的未婚人口有
120 万，其中 30—34 岁区间女性未婚人
口比男性多约8800人。女性初婚年龄中
位数也在逐年增加，2017年为29.6岁。

2017 年，香港女性人口增加了 3 万
至 399 万人，男性人口则增加了 2 万人
至 339 万人。由于男性增幅少于女性，
香港本地女多男少情况更突出。据统

计，香港男女比例差距持续扩大，2017
年，香港每 1000 名女性对应有 921 名男
性，而在2016年时，所对应的男性仍有
925 名。同时，香港丧偶、离婚或分居
比例，也有上升趋势。

不过此前有调查结果显示，82%的
香港单身女性认为“女多男少”不是造
成其单身的主要原因。65%的香港男性
认为这一现象并不会增加择偶选择，从
而更容易脱离单身。谈及单身原因，异
性不符合择偶要求、工作太忙、自己外
表或性格不够有吸引力等是排在前列的
因素。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蔡玉萍
说，上世纪 80 年代，香港就开始出现
女性结婚年龄推迟的现象。从 1978 年
起，香港开始推行 9 年免费教育，女性
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增多。大量增加的白
领、政府雇员等职位提高了女性的就业
率，更多女性希望有更多实现个人理想
的机会。

蔡 玉 萍 认 为 ， 在 传 统 婚 姻 观 念
里，男性倾向于“向下”寻找伴侣，
女性则相反。“香港男女在劳工市场、
教育机会方面平等了很多，但是婚姻
观念还是比较传统。这可能导致了婚
姻市场里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找不
到合适的伴侣。”

此前对港男不够成熟上进有所不满
的港女，如今更多在内地男性身上发现
闪光点，越来越多港女选择牵手内地
男，并在内地定居，开启事业和人生的
新局。

“虽然台湾文化创意产业起步早，但IP变现 （意为
利用知识产权盈利的商业模式） 这个词仍然新鲜。”成
功运营台北知名文创园区华山1914近12年，王荣文却
不认为文创是可以在岛内立即变现的产业。

作为“情系齐鲁——两岸文化和旅游联谊行”参
访团团长，王荣文近日率百余名两岸文化界人士在山
东考察。在受访时，他谈起自己对两岸文创产业发展
的看法。

台湾早期，文创产业发迹源自都市更新的需要，
从空间上推动老旧社区改造；之后衍生出业内有关文
化产业化和产业文化化的争论。王荣文分析，后者强
调挖掘故事和历史，早期的文创产品借此方法吸引消
费者注意。

“台湾人‘自命清高’，即使很早开始重视保护著
作权及智慧财产权，却始终坚持‘文创即追求美好生
活’的简单概念。”王荣文说。

然而，大陆近年在论证文创地产、文旅商业、特
色小镇以及 IP变现方面有了更为清晰的商业模式。随
着两岸业界交流逐渐频繁，王荣文接到过多座大陆城
市的文创产业合作邀约，但绝大多数因无法给予快速
变现的方案而告吹。

“大陆城市发展步调快，台湾没法相比，我们在台
湾的成功经验也无法在大陆复制。非要有一些经验借
鉴的话，我会提文创产业的在地化以及寻找相关的在
地人才。”

谈到“产业在地化及在地人才”，此行随团的台湾
青年张呈远引起了王团长的注意。

张呈远来自台湾云林，学习鼓乐的他8年前选择在
文化氛围相对淡薄的家乡组建乐团。度过多年的艰难
期，一个排练场建在田间地头的现代化乐团初具雏形。

像张呈远这样携艺术文化事业回乡经营小型剧
团、展览机构的台湾年轻人，近年在各地如雨后春笋
般涌现。王荣文认为，从经济角度考量，在云林组建
乐团是生存不下去的，但显然他更看重的是打鼓本
身，并抱着“认识地方、认同地方、荣耀地方”的想
法实现长期经营。

王荣文感同身受，“张呈远们”的愿望与 40年前，

自己那一代文人投入文化事业的初衷异曲同工。
上世纪 70年代中期，王荣文胸怀改造社会的满腔

热血进入彼时欣欣向荣的出版行业。后来成立自己的
公司，旗下远流出版逐渐成为华语出版界的一面招
牌，将金庸、李敖、柏杨等大批文学大家招致麾下、
出版代表作。

2007 年，远流出版与其它两间公司组成联盟获得
了重构台北华山艺文特区的机会。同年底，华山文化
创意产业园区 （民间简称为华山 1914） 开始营运。时
至今日，该地展览云集、演出不断，是全台最热闹的
文创社区，也被文艺青年视作到访台北的首选地之一。

新的事业引来更多关注，但王荣文从不认为自己
离开了出版行业、另起炉灶。他觉得，纸本出版、数
字出版和“空间出版”一脉相承。他过去是把“聪明
脑袋们”的作品透过传统出版物传递给受众，华山
1914 则是将新世代中“聪明脑袋们”对于美好生活的
想法，经由文创产业展现。

至于这个时代什么样的生活算是美好？王荣文表
示个体看法不同、难形成统一答案。但他笃定认为，
社会尽力为年轻人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的舞台以“寻找
各自生命的出口”，会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位于台湾岛东部的太鲁阁公园横跨花莲、南投及台中，以雄伟壮丽、几近垂直的大理岩峡谷景
观闻名遐迩。园内有台湾第一条东西横贯公路通过，称为中横公路，触目所及皆是峭壁、断崖、峡
谷、溪流等风光。图为著名的清水断崖吸引游客驻足观赏。 钟 欣摄

由香港上海汇丰银行
有限公司和香港经济日报
联合举办的粤港澳大湾区
交流研讨会近日在香港举
行。与会人士认为，粤港
澳大湾区为香港发展提供
动力引擎。相关言论摘编
如下：

经济全球化使香港传
统产业面对严峻的竞争。
作为国家开放程度最高、
经 济 活 力 最 强 的 区 域 之
一，粤港澳大湾区不仅为
香港经济带来新增长点，
促进产业多元发展，还拓
宽香港居民的生活空间，
打造优质生活圈。

——香港特区政府政
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先
进 的 供 应 链 和 庞 大 的 市
场，香港可凭借其金融、资
本市场、人才资源等方面
的优势，发展成大湾区知
识型商业中心。大湾区内
公司在成长中需要贸易融
资、国际支付、风险管理等
专业服务，为香港金融业
带来机遇。目前大湾区已
成为汇丰的优先市场，也
是其客户的优先市场。

——汇丰银行大中华
区行政总裁黄碧娟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
划纲要》 提出，优化制造
业布局，支持香港在优势
领域探索“再工业化”。香
港科研基础雄厚，科创人才资源丰富，
研发能力强，大湾区内制造业基地集
中，产业链齐全，香港可以借此谋划新
商机。

——香港工业总会主席郭振华

随着香港社会老龄化速度加快，大
湾区内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互
联互通可以支撑香港经济发展。大湾区
内零售金融和金融科技打通香港和内地
的市场，未来或将发展得更加迅速，但
仍须政策配合和监管沟通等。

——汇丰银行亚太区顾问梁兆基

港女北嫁 从稀罕到寻常
本报记者 张 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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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文创即是追求美好生活
——访台北华山1914“掌门”王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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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台湾 《联合报》 报道，不少台湾大学生一
毕业马上要背学生贷款 （学贷），刚出社会，月
薪又往往不多，还款压力大，根本不敢结婚生
子，更别说买房子。台当局教育部门统计，2017
学年度，高中以上贷款人数为 27.3 万人，贷款金
额 203 亿元 （新台币，下同），台当局补助利息
24.3亿元。

为减少收入不高的学贷族还款负担，台湾教
育部门原本规定，平均每月收入不到3万元，可以
申请缓缴贷款本金1年，最多以申请4次为限，缓
缴期间的利息，由各级主管机关负担。

台湾教育部门 2018 年修正“高级中等以上学
校学生就学贷款作业要点”，进一步放宽缓缴条
件，学生于开始偿还贷款的前一年度，平均月收
入未达3.5万元或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就可申
请缓缴贷款本金。

此外，作业要点还增加最长 4 年的“只缴息
期”，期间只需缴利息，不用还本金。

台湾教育部门高教司以贷款 30 万元的学生为
例，每个月需偿还金额 3273 元，如申请“只缴息
期”，期间就只要还288元，减轻约九成负担。

高教工会青年行动委员会召集人苏子轩表
示，根据研究调查表示，台湾一名大学生就读大
学4年所必须付出的费用达80万至100万元。这个
经济负担，反映在占大专校院多数的私校学生
中，有三成的学生必须申请学贷。

这些学生毕业后除了背学贷，生活开销更是
昂贵，根据台当局“主计总处”的统计，台湾平
均每人每月消费支出 2.1 万元，若在台北市工作，
开销更高达 2.8 万元。以毕业起薪 2.8 万元计算，
青年非常可能面临“月光”甚至入不敷出的窘境。

（钟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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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婚姻近年来逐渐增多，港女北嫁趋势更明显。 （图片来自港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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