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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波陸資赴台 港成兩岸橋樑
春節前核定開放 陸企參股可佔半

香港文匯報訊 第四波陸資開放項目，台灣「行政院」可望在2月

初、春節前核定開放，其中7大關鍵產業大幅提高陸企參股比例，但

上限不逾50%。有經濟學者昨日表示，大陸、台灣及香港擴大合作，

將令資本流動更頻繁，香港也積極發揮會展與海外拓銷長處，致力成

為兩岸間的經貿橋樑。

據台媒昨日報道，「行政院」預訂
本月底或2月初召開跨部會議審

查第四波陸資開放項目。這次製造業的
檢討主要是鬆綁股權限制，再加上針對
少數公共建設項目檢討。服務業項目檢
討因卡在兩岸服務貿易協商未完成，恐
怕要延至年中，才會再針對服務業陸資
來台進行第四波檢討。

冀面板業 創成功案例

台媒引述知情官員指出，在製造業7
大關鍵產業中，以面板最具產業實質合
作空間，期許面板業可創造兩岸合作成
功案例。該名官員透露，目前傳出陸企
在大尺寸面板方面，有意與台面板廠合
作；當局亦希望大陸彩電業者與台灣面
板業展開策略聯盟。
這邊廂，台灣計劃擴大陸資赴台；那

邊廂，台商登陸投資正進行結構轉變。
經濟部投審會21日公佈去年全年到大陸
投資金額為109.24億美元，連續第三年
衝破百億美元大關。
投審會分析指出，去年在大陸投資前

五大業別，向來是第一大投資業的電子
零組件業，全年投資金額為34.67億美
元，較去年同期減少43.81%，而第二大
投資的金融及保險業，其金額為12.37
億美元，則年增長38.11%。

兩岸三地 有競爭亦互補

投審會官員表示，製造業類型的台商
在大陸投資，已處於臨界點水位，加上
大陸在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因此台商轉
向東協國家的跡象趨明顯，未來台商在
大陸投資，將會以服務業為主。
而隨 兩岸三地大中華區域經貿聯繫

愈加緊密，香港也積極發揮會展與海外
拓銷長處，致力成為兩岸間的經貿橋
樑。
香港貿易發展局副總裁周啟良指出，

已有超過千家台灣供應商透過參加貿發
局的展會，成功與大陸買家對接；且香
港也能提供多元的服務，協助台商進軍
大陸市場。

香港浸會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巫伯雄表
示，香港是金融中心，集資、避險能力
強，全世界資金都在此交易，可為台灣
金融業者提供金融及物流服務，成為台
灣科技業前進大陸的平台。他認為，大
陸市場很大，港、台主要做各自的鄰近
市場，雖有競爭，亦有互補，兩岸三地
都會各有所得。

大學輪姦案 「受害人」認自願
香港文匯報訊 台北消息：台灣文化大學去年9月傳出讓

台灣社會群情洶湧的「扛屍輪姦案」，有指該校3名涉案男
生將一名女子灌醉後，合力抬回大學宿舍性侵，3名男生
昨日卻獲判不起訴。
原來，檢察官發現真相另有版本，該名就讀高職的

「受害女生」最終在庭上坦承「一時想要！」自願與3人發
生性關係，但最終礙於面子及聽從朋友勸告，才提出虛
假控訴。
面對檢察官的質問，該女生供稱，清醒後認為自己的

行為不太好，因此心情低落，其姊和友人詢問她時，才
會認為她是遭性侵，建議她報警處理。

據台灣中央社22日電 台灣故宮博物
院院長馮明珠應北京故宮院長單霽翔

之邀赴北京，昨日下午雙方在北京故
宮召開記者會，說明兩院未來合作計
劃。
馮明珠21日至27日應單霽翔之邀，率

團訪問北京故宮博物院，這是繼2009年
兩院劃時代破冰互訪後，再一次開啟
交流合作的新里程。
兩位故宮院長也會趁這次難得的會

面，討論今年10月台灣故宮博物院年
度大展「乾隆皇帝的藝術品味特展」

的借展內容，以及2015年台灣故宮博物
院90周年院慶特展及活動，還有兩院
合作編纂「天祿琳瑯書目新編」等議
題。雙方昨下午於北京故宮靜怡軒召
開聯合記者會，對外說明兩院未來具
體的合作計劃。
不過，由於大陸沒有通過司法免扣

押法案，台灣故宮博物院文物不可能
出借給北京，目前階段兩岸故宮還是
只能限於談文物借展到台北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 自20日開始前往
大陸訪問的民進黨籍「立委」許添
財（見圖），已先後走訪上海多個
公共機構，他21日晚向媒體透露，
此番踏足大陸是來了解大陸的政策
方向與市場，「絕對有必要」。
由於許與台灣前領導人陳水扁關

係密切，被視為「深綠大將」，他
20日一行10多人抵達首站上海後，
先後拜訪了上海市金融服務辦公

室、上海金融學院，並分別舉行座談，此後數天料將於
今天轉訪北京，25日赴福建廈門等地，27日取道金門回
台。
許添財在上海向傳媒談及訪陸感受，他稱讚大陸接待

官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坦言只有親身踏足大陸才
可獲取第一手訊息。他表示，「台灣對大陸的認知與實
際情況有頗大落差」，所以「我們來實地了解他們的政策
方向、做法，了解這邊的市場狀況、發展，當然是絕對
必要的，一看就不一樣嘛。」
雖然許添財辦公室在行前強調此行是「金融之旅」，不

涉政治成分，不過因許添財在綠營的份量不同一般，且
具有「獨派」色彩，兩岸學者認為，這次訪陸仍會有一
定的政治效應，但對兩岸關係應有正面作用。

■北京故宮院長單霽翔(左)將訪台。

■台灣將開放面板業予陸資參股。圖為台灣面板製造工業。 資料圖片

苗栗爆禽流感 港禁雞蛋進口
香港文匯報訊 台北消息，台「防

檢局」官員昨晚表示，上周已通報世
界動物衛生組織（OIE）澎湖縣及苗
栗縣發生低病原H5N2禽流感，香港
可據以禁止進口雞蛋。
香港食物安全中心21日表示，接獲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通報，台灣苗栗縣
及澎湖縣的禽鳥養殖場爆發H5N2禽
流感，香港實時禁止苗栗縣的禽蛋進
口。至於澎湖縣的禽蛋，已於2012年
11月23日起禁止進口。

深綠大將：訪陸絕對必要

兩岸故宮合作 商談赴台開展

今年12歲的譚紅清正讀初一，1米4左
右的個子配上細細的身板更顯纖

弱。從4歲開始，只要沒有雨雪天氣，她
就會在放學後牽 爸爸去賣藝，這已經
成為了她生活的一部分。

低保難過活 賣藝勉強維生

譚紅清家裡有3口人，母親10年前去
世，父親譚梅生自小因病雙目失明，家
裡還有個14歲的姐姐譚紅艷，但5歲時遇
車禍左腳殘疾。因為都是農村戶口，三
人主要依靠每人每月120元的低保過活，
窘迫中仍需賣藝維生。
宜春市袁州區火車站旁的東風路是父

女倆的固定賣藝地點，譚紅清常在馬路
邊的人行道上找個僻靜處，扶 爸爸在
隨身帶來的板凳上坐下，幫他拿出二胡

和笛子和收錢的小盒，然後坐在旁邊，
把當天的作業鋪在腿上，就 昏黃的路
燈開始認真寫作業。
譚梅生說，平時一晚上最多能賺到20

多元錢，少的時候只有三四元錢，這些
錢全部用來買米油和給孩子買學習用

品，基本上得到的錢第二天就花完了。
譚梅生的頭髮已經長及肩頭，他已一

年多沒剃了，「我捨不得花這錢，可以
讓孩子買早點啊。」譚梅生每天早上都
會給兩姐妹三四元錢買早點，自己則連
續10年把冷水當「早飯」。
在班主任易水艷眼裡，紅清的性子活潑

開朗，特別愛笑，紅艷則很內向，不怎麼
愛說話。易水艷說，兩姐妹都很能吃苦，
每天都按時交作業，學習成績都不錯。

貧家女立志 奮讀書改命運

「學校做過很多次貧困生調查，紅
清、紅艷都沒有告訴我們，可能是因為
孩子自尊心比較強，後來是一個英語老
師去年底在街頭看到紅清我們才知道。」
為了不給孩子們壓力，學校後來私下組

織老師為她們捐款1,400多元。
不久前，網民「55不壞」將無意中拍

攝的譚紅清在路燈下寫作業的照片掛到
了網上，立刻引起廣泛關注，網友看後
紛紛讚歎「勵志」「感動」。
一些網友慕名前來賣藝點看望兩父

女，「知道的人多了，怕被認識的人看
見。」紅清說，但當被問道會不會就此
不好意思跟爸爸去乞討了，「不會！」
紅清毫不猶豫地答道。
「這兩天要來的錢比以前多很多，好

心人真的很多。」譚梅生說，「要不是
實在行動不方便，我也不會讓小孩陪我
出來。」
小紅清有 自己的心願：「我會更加

努力學習，以後能賺多點錢，讓爸爸過
上好日子，不要這麼辛苦了。」

神州大地責任編輯：許藝雄　版面設計：鄭世雄

「老闆竟然買車專門送我們回家過年，真是想
不到！」在河南省柘城縣幹活的農民工牛東志高
興地說，今年他們再也不用為春節回家買票的事
擔心了，因為他們老闆花了70多萬元，買了5輛
車，專門接送農民工回家過年。
21日，記者看到十幾位農民工高高興興地帶

公司發給的香油、花生等年貨坐上嶄新的大巴
車。農民工余運寶笑 說：「真是驚喜啊，本來
還愁買不到票呢，這下好了，有車送了。」
柘城縣信質房地產公司董事長孫紅軍告訴記

者，他也曾是名打工者，知道農民工買票很難。
為了方便公司的農民工回家過年，他特意花了70
餘萬元從鄭州買了一輛大巴車和四輛商務車，
「公司約有500名工人，現在陸續送走了300人。等
他們過完年，再用車去接他們回來」。 ■大河網

不少未婚青年男女為了應對家中長輩
詢問婚姻情況的尷尬，打起了租個「男
友」或「女友」回家過年的算盤，近
期，淘寶網上出租「男友／女友」的生
意悄然興起。
近日，筆者在淘寶網搜索引擎上鍵入

「出租男友」，可得到多達1,090個搜索
結果。做此生意的賣家涵蓋全國各地，
僅河南地區的店舖就有40家。
各個賣家的店舖上都給出了詳細說

明，包括服務內容、服務地區和出租對
象個人簡介等。不少賣家還給出了具體
的收費標準，一家店舖上顯示的收費標

準是：陪逛街（休閒逛、購物逛、景區
逛），40元每小時，300元全天（8小時
內）（至少兩小時）；陪聊天：10元每
小時，100元全天（8小時內）（網聊至
少兩小時）；陪吃飯：50元每小時（僱
主請客制）⋯⋯
「出租男友／女友」這事靠譜不？網

友們的意見不一。網友「年輕就要無極
限」表示，「這麼不靠譜的事情也拿出
來傳播，萬一男的來路不明呢？」但也
有網友表示贊同，網友「柴米油鹽醬醋
tea」說：「我覺得未嘗不可，各取所
需吧。」

河南律師朱書芳提醒，法律上規定人
是不可以出租的，這種合約並不合法，
對此，雙方一定要做好基本身份信息核
實工作。 ■中新網

好老闆購5車
送農民工返鄉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劉蕊，實習

記者 郭雨

欣、郭夏婉

鄭州報道）
棠溪「中華
第一劍」之
新「九龍劍」
昨日在鄭州
問世。《戰
國策》曰：
「 韓 之 劍
戟，出於棠
溪。」棠溪寶劍，名冠中國九大名劍之首，誕生
於春秋初期，至今已有2700年的歷史。是中國寶
劍行業唯一的原產地地理標誌保護產品，其鑄造
工藝被認定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
據棠溪寶劍唯一傳人、「九龍劍」創造者高慶

民介紹，新「九龍劍」 是邀請業內權威專家、學
者在去年推出的「九龍劍」基礎上重新創意設
計，並由他親手打造而成。以道家思想為指導，
「龍承九子，子子不同」為主線。劍體長90公
分，由劍身、劍鞘、劍架、劍盒四部分組成，共
刻有56條不同歷史時期、形態各異的龍，九龍為
一組，暗喻56個民族「九九歸一」。

古名器新鑄
「九龍劍」問世

年關應對催婚 潮興網租情人

路燈下
牽盲父賣藝勵

志
女
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麗寬、特約通訊員

吳德祥 龍岩報道）福建連城縣四堡鄉霧閣村
一古玩收藏愛好者鄒先生，近日購得一書同
載兩部作品的微刻古籍。該書上部刊載《四
書合講》，下部刊載《孟子》，以墨線分割
開。全書高13厘米，寬10厘米，每面字數
2,000多字，由木刻雕版印刷而成。該書沒有
發現有關出版的具體時間和印刷出處的記
錄，但從其印刷的風格和特徵考證，基本可
以確認為出版於清代。

清微刻古籍
一書兩作品

苦

■高慶民在新品見面會上介紹棠溪

新「九龍劍」。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郭雨欣 攝

■譚梅生父女3人住在火車站旁一間月租

70元的磚瓦房內，而且即將拆遷。

■網租情人，300元全天。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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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組網友隨手拍攝的照片在網上走紅，照片裡的女孩譚紅

清和雙目失明的父親譚梅生每天都在江西宜春市袁州區東風路上賣

藝討生活。譚紅清為陪爸爸在路燈下寫作業的身影打動了眾多網

友，網友稱讚其為「勵志女孩」。 ■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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