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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依旧在全球肆虐，疫
苗上市带来希望。大陆重点人群接种日
前正式启动，在自愿申请、知情同意前
提 下 ， 不 少 台 胞 基 于 健 康 考 虑 参 与 接
种，并感谢大陆给予同等待遇。而民进
党当局“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煞有介
事警告台胞“注意大陆疫苗风险”。岛内

“绿媒”更极尽造谣之能事，炮制“台商
被迫接种”“没有选择权”等假新闻。新
华社近日对此发表评论指出，见不得别
人好，如是个人，则属心胸狭隘；见不
得大陆好，连带见不得在大陆台胞好，
这样的执政者再一次让世人见识到其人
性之恶。文章摘编如下：

人命关天，绝非儿戏。大陆在疫苗研
发生产过程中，始终把疫苗安全性、有效
性放在第一位。已有数据显示，大陆疫苗
保护效力达到世卫组织相关标准要求。
2020年12月15日疫苗重点人群接种工作实
施以来，接种量已超 1000 万剂次。印尼、
土耳其、巴西、乌克兰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已批准大陆新冠肺炎疫苗注册上市或紧急
使用，还有一些已达成采购协议。大陆疫
苗的安全性、有效性有充分的科学和事实
依据，受到广泛认可。

大陆方面多次说明，疫苗接种的前
提是自愿申请、知情同意，台胞对是否
接种疫苗有选择权。事实上，受种者都
需要提前阅读知情同意书并填写问卷，
对所告知内容理解并同意再签字，才能
够正式接种，所有流程都公开透明。不
少接种的台胞实名接受媒体采访，一些
台 胞 在 网 上 分 享 接 种 过 程 。 岛 内 “ 绿
媒”如果认为这些都不是事实，就请拿
出有说服力的事证，不要再编造无名无
姓的“受访者”，别再玩所谓“揭真相”
的蹩脚噱头。

见不得大陆好，造谣诬陷大陆“不
好”，给大陆泼脏水，是民进党治下“绿
媒”的一种病态。比如，他们诬称“中国
研制肺炎病毒作为生化武器”“中国疫苗
是世界上最不安全的疫苗”“中国是威胁
全人类健康的元凶”，甚至叫嚣“把全中
国当做疫区来处理”。这样的媒体毫无新
闻专业性和新闻道德伦理可言。而民进党
当局纵容这样的媒体作“绿色文宣”误导
公众，甚至与“绿媒”合演一套剧本，不
仅暴露其政治私利，更跌穿了人性的基本
底线。

公道自在人心。“疫苗接种的同等待
遇，让我们很温暖！”“这么关照我们台胞
所需，非常感谢！”“自愿免费接种，我们
感受到‘两岸一家亲’！”……福建、广西
等地已接种疫苗的台胞们纷纷表达心声，
这是对大陆切实关心台胞之举的充分肯
定，亦是对民进党当局所谓“提醒”和

“绿媒”谣言的回应。“百姓心里有杆秤。”
这句话，送给民进党当局。

上图：市民手举澳门大学校庆
标志合影留念。

右图：市民在澳门大学参加校
庆开放日活动。

下图：澳门青年在澳门大学智
慧城市物联网国家重点实验室展
览馆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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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7日，澳门
大学迎来40周年校庆
并举行开放日活动。

在 当 日 举 行 的
校 庆 启 动 仪 式 上 ，
澳 门 特 区 政 府 官
员、中央驻澳机构
代 表 、 教 育 界 人
士 、 澳 大 教 职 员 、
学生、校友等聚首
澳大图书馆广场为
校庆揭开序幕，分
享澳大建校 40 周年
的喜悦。

注册率不及六成

据台教育主管部门公布的数
据，2020 学年台湾大专院校注册率
低于六成标准的多达 12所，数量较
2019 年翻了一倍。其中注册率界于
五到六成的学校包括环球科大、台
北海洋科大、慈惠医专、远东科大
和明道大学等；而介于四到五成的
学校则有东方设计大学、大同技术
学院、台湾“首府”大学、圣约翰
科大等。

在 12 所注册率未达标的院校
中，圣约翰科大、大同技术学院
和台湾“首府”大学 3 校已连续
两年注册率未达标，台湾观光学
院 注 册 率 更 是 低 至 39%， 创 下 近
年来的新低。

台湾观光学院负责人对此表
示，学校受董事会重组、少子化
等因素影响注册率偏低，目前已
停 招 并 力 拼 转 型 。 台 湾 “ 首 府 ”
大学相关负责人解释称，休闲产
业科系为学校特色，只是受疫情
影响，有学生担心未来出路，因
此放弃报到。圣约翰科大负责人
则表示，下学年学校将缩减招生
系 所 ， 还 将 提 供 学 生 免 费 住 宿 ，
以期提高注册率。

除了常年在“淹水线”徘徊的
院校外，不少岛内知名高校也难逃

“零新生”的尴尬境地。数据显示，

2020 学 年 台 湾 共 有 102 个 班 招 生
“挂蛋”，包括23个学士班、39个硕
士班和 40个博士班，其中不乏台湾
政治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和成功大
学等岛内顶尖高校。

多名大学主管对此分析称，硕
博士班招生状况反映业界需求，若
就业市场好，走学术发展的人就较
少。未来各校也将与系所共同讨论
市场需求、检视课程设计，并按招
生状况调控下学年名额。

多所学校濒临“退场”

针对部分办学出现问题、濒临
“退场”的大专院校，台教育主管部
门每年会依据注册率等标准对其进
行评估，并将不达标的院校列入

“专案辅导”学校名单，若相关院校
3年内未能改善，主管机关应要求停
招，并在停招后一年停办。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注册率
也可通过“寄存名额”的方式来
操纵美化，即学校主动将计划招
生名额交还给教育主管部门，以
降 低 “ 分 母 数 ”， 进 而 提 高 注 册
率。数据显示，目前各大学寄存
在教育主管部门的总招生名额约 5
万多个，有个别私校一年就寄存
500 多个，从而制造注册率“伪过
线”的假象。

对此，台教育主管部门相关负
责人表示，注册率并非大专院校考

核的唯一把关标准，相较之下学校
的财务状况和教学品质更为关键。
若考生想避免误选可能“退场”的
学校，可在参考注册率的同时关注
有关部门公布的各校可用资金数
据，从学校财务资讯入手了解办学
状况。

“私校主要收入来自学杂费，
学生数减少，学杂费收入就会不
稳。”某私立大学财务长在接受岛
内媒体访问时表示，若学校现金
余额一直减少，代表收入小于支
出 ， 就 是 警 讯 。 不 过 他 还 指 出 ，
若 只 凭 财 务 数 据 判 断 也 不 精 准 ，
例如辅仁大学、中山医学大学负
债 比 超 过 三 成 ， 但 多 是 因 买 地 、
盖楼所致，并非财务不佳。因此
考 生 择 校 还 需 多 方 评 估 ， 以 免

“踩雷”成为“退场高校”和“挂
蛋科系”最后的学生。

特色流失欲振乏力

除了招不到新生濒临“淹水
线”，台湾大专院校同样面临科系
设置高度同质化的问题，资讯管
理、企业管理等热门科系甚至已经

“逢校必设”，多到“失控泛滥”。
据台湾 《联合报》 调查报道，2020
学年全台大专校院中，有 88 所大
学 设 立 “ 资 讯 管 理 系 ”， 77 校 有

“企业管理系”。此外，“观光”和
“ 休 闲 ” 也 成 为 岛 内 大 学 科 系 的

“热点关键词”，约 50 所高校设有
相关科系。

“资管系和企管系被认为出路较
好，造成各校疯狂设立。”政治大学
教育学系教授秦梦群介绍，早年老
牌大专院校各有办学特色，例如台
湾大学医学、法政突出，政治大学
以法政、传播见长，世新、中原和
东吴分别以传播、理工及法学吸引
不少学生选读，而如今有些老牌私
校的特色已经慢慢淡薄。

台湾私校工会理事长尤荣辉表
示，大专院校为了求招生亮眼，一
味迎合市场，大量设立好招生的科
系，企管、休闲、观光和餐旅等科
系泛滥情况已经存在多年，再加上
教育主管部门管制机制失灵，造成
大量学生学非所用。然而相关部门
却回头责怪学校“学用落差”，实则
是“就业导向”让一般大学设系严
重趋同。

“现在的大学多半只是活着，
缺乏生命力和能量。”曾任多所大
学校长的赖鼎铭表示，台湾的大学
设系同质性高、追逐流行，到最后
变争抢学生，其中又以餐饮、设
计、观光、文创、资管等最为明
显。他认为，面对少子化人口海
啸，台湾各大高校也应随之盘整科
系设置，建立办学差异性，提升竞
争力。

上图：台湾大学校内一隅。
本报记者 陈晓星摄

生源堪忧 岛内高校日子难过
本报记者 金 晨

联合新零售 （香港） 有限公
司近日发布 《2020 年香港阅读报
告》。该公司助理总经理简珏纶认
为，港人阅读需求仍然强劲，不
过疫情也催生了阅读新常态。比
如商管类图书销售逆市上升，旅
游类图书则经历前所未有的销售
低潮。

该报告资料来自联合新零售
（香港） 有限公司在香港所运营的
连锁实体书店，包括三联书店、中
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以及文化购物
平台“一本”。资料统计时段为去
年 1 月至 12 月，同时引用 2018 年、
2019年数据。

据简珏纶介绍，受疫情影响，
2020年新书出版量大幅减少，新书
与旧书销售占比为 3:7，相比 2018
年 4:6 的新旧占比，差距进一步拉
大。但若单独看2020年繁体中文新
书销售额，会发现香港出版的书超
过 50%。虽然总体新书销售量下
跌，读者对本地出版物的兴趣与关
注却仍然坚挺。

商管类图书整体销售情况逆市
上升，其中热卖的英文书以经典投
资书为主，中文创业图书同样大

卖。旅游类图书却进入销售低谷，
去年出版新品少于 300 种，同比大
跌 60%，销售金额下跌八成，尤其
以亚洲旅游指南跌幅最为明显。疫
情之下不便远游，不少人转而在当
地寻找风景，主打本地郊游探险或
行山的书籍因而走俏。

香 港 每 年 本 地 畅 销 榜 单 上 ，
饮食书都占有一席之地。而在去
年，堂食减、外卖兴，回家自煮
更安心，“回家吃饭”成为新潮
流，关于家庭料理的饮食书深受
读者追捧。根据报告，读者去年
对美食热情不减，对烘焙和甜点
的喜爱持续高涨，销量更比 2019
年高出近一倍。

受疫情影响，更多人越发关
注健康。报告指出，在生活类图
书中，医疗保健类书籍已成为主
要板块之一，去年 1 月至 11 月间
共出版 858 种新书，销售占生活类
图书总体的近 20%。在往年，保
健类图书也是香港当地畅销书榜
的常客，但内容主要偏向养生，
去年读者新增对于“抗病毒”及

“免疫力”类知识的渴求，《超图
解免疫学》 等备受欢迎。而在保

健类中文榜单上，《钟南山谈健
康》 位居榜首。

在文学类图书方面，名著重读
的风潮显现，如 《倾城之恋》 等跻
身畅销榜前列。韩国文学阅读同样
成风，《82 年生的金智英》 等热
卖。社会科学类图书销售情况则与
当今世界局势相关，讨论中美关
系、香港话题的书籍受到欢迎。

简珏纶表示，疫情令市民减少
外出，出版社和零售商均积极拓展
线上售书，“一本”网上中文书销
售 的 前 三 位 是 儿 童 读 物

（21.38%）、流行读物 （13.53%）、金
融与商务类 （10.16%）。

过去几年中文儿童书一直保
持较高增幅，疫情下亲子阅读时
间增多，家长愿意投放更多资源
来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教育机
构也鼓励阅读学习。因部分童书
独特的触感和互动方式，纸质童
书 出 版 受 网 络 阅 读 冲 击 相 对 有
限。加上关心孩子的视力发育，
大部分家长偏向购买纸质书，由
此带动童书销售。去年童书销售
同比增幅超过 20%，其中针对低幼
与9-12岁的童书分类增幅最大。

为配合防疫，去年的香港书
展改为网上进行，书展网站及流
动 应 用 程 序 增 设 全 新 “ 网 上 书
展”栏目。书展最大参展商、主
要协办单位之一香港联合出版集
团于去年 7 月间举办网上大型书
展，提供超过 20 万种图书供市民
选购。“一本”平台在线上书展期
间，每天举办直播文化活动，不
仅有知名作者进行阅读分享，还
有重点新书推介等。

香 港 贸 发 局 副 总 裁 周 启 良
说，去年书展网站增设“文化在
线行”专页，上传了 10 多年来约
140 个书展的讲座片段，包括金
庸、白先勇、几米、林青霞等名
人或作家。

香港人爱读哪些书？
本报记者 张 盼

台湾地区人口出生率已经负
增长，面对激烈的生源竞争，台湾
一些大专院校正面临“招不到新
生”的尴尬局面。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
教育主管部门日前公布2020学年岛
内各大专院校注册率（即实际招生
人数与计划招生人数的比值），其
中 12 所大专院校注册率未达六
成，濒临“退场淹水线”，未达标
校数创近3年来新高，更有102个
班招生“挂蛋”。

香港书展往年热闹非凡，吸引不少读者前来选购书籍。 张浩维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