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帮助澳门更好地发展高等教育，
中央政府 2009 年决定将属于广东

省珠海市横琴岛的部分土地租借给澳门
大学，使用权至 2049年。经过 3年半的
建造，澳门大学新校区终于在 3个月前
交付澳门特区政府，并依照澳门法律实
施管辖。日前，《环球时报》 记者走进
横琴这个“特区中的特区”，看看澳门
大学新校区到底什么样。

河底隧道直通新校区
在澳门凼仔区的西面，隔着一条约

250米宽的狭长水道“大湾”，对面就是
属于珠海的横琴岛。《环球时报》 记者
在澳门大学校方人员的陪同下，驱车由
澳门一端河底隧道口前往横琴岛。河底
隧道长 1570米，为两线双向行车。在弯
弯的隧道中行驶了两分钟，就抵达另一
端出口——澳门大学新校区。

澳门大学老校区非常“袖珍”，面
积只有约 0.05 平方公里。行走在老校
区，可以深切体会到用地的紧张，教室
与办公室紧挨着，公共区域也很狭
小。然而，记者一到横琴新校区便感
到豁然开朗，新校区是老校区面积的
20倍，教学楼房一字排开，还有大面
积的科研基地、教师公寓、操场等。
新校区北面设有治安警察局、海关和
消防站，还有一个名叫荟萃坊的中央
商业区，提供餐饮、购物、书店、银
行、医疗中心、洗衣店、旅行社、超
市和邮政等生活设施，令新校区犹如
一个“独立王国”。

新校区建筑风格融合了岭南文脉
和南欧风情，且充满环保意识。据校
方介绍，校园内以步行和骑自行车为
主要交通方式，公共车辆只可在指定
处停泊，其他机动车辆不能进入步行
区域，大型停车场设于校园周边，以
减少对校园的影响；同时，学校也提
倡健步文化，数十幢建筑中，大多建
筑之间有连廊连接，鼓励步行。

打造亚洲最大书院制大学

目前，新校区完成验收并正式
交付使用的建筑只有 3幢书院式大
楼，其余约 60幢建筑仍未完成验收
程序，后续装修工程仍在进行，校
方设保安人员 24小时看守各个出入
口，同时加强附近照明设施，以确
保学生的安全。现在已有 1000多名
学生搬入宿舍，来自天津的中文系
研二学生霍然入住新宿舍后对记者
说，现在住的是双人房，按相同面
积，以前可能要住 4个人。来自澳
门的工商管理系大四学生陈颂希对记者
说，老校区地方小，以前租借会议室很
困难，而在新校区很容易就可以租到，
非常方便。

新校区将设立 8-12个住宿式书院，
打造世界一流、亚洲最大的住宿式书院
制大学。每个书院约容纳四五百名不同
学科的本科生一起学习和生活，各书院
都设院长、学生辅导长、宿舍、食堂、

研讨室、小型图书馆、联谊活动室等，
是学生自律管理和自我成长的理想园
地。明年入学的新生第一学年必须入住
书院，这将是毕业的条件之一。书院制
有什么好处呢？澳门大学校长赵伟向记
者解释说，与不同学科的同学一起享受
校园生活，这对他们日后工作会有帮
助。比如，以后做报社社长，需要学会
如何和会计同事沟通。这也会让学生毕

业以后的朋友圈更大。

首创“一岛两制”
与横琴岛上的其他地区不

同，新校区受澳门特区的法律
管辖并分隔管理，成为了中国
首个实施“一岛两制”的地
区。新校区自从今年7月20日
交付澳门特区政府后，就开始
依照澳门特区法律实施管辖。
新校区与珠海邻近的周边，已
建好绿树和白墙、铁丝网组成
的围界，并设有电子监控系
统，不准内地人通过这些地方
进入新校区。而澳门大学师
生、访客及市民，只可以从澳
门一方进出校园，但不会设边
检阻隔，非常方便。

在这片属于珠海的土地
上，一切都是按照澳门规制建
造，包括网络在内。记者尝试

浏览了YouTube等境外网站，发现一切可
以正常访问。记者又拿出手机，发现已
是澳门电讯公司提供服务。据校方人员
透露，为保证在新校园实行真正的“一
国两制”，学校一些公共设施，如电、
水、燃气、再生水、网络、电信系统，
全部是从澳门接入校园。此外，学生食
堂的物资也是由澳门一方进入校园，食
物和卫生也都按澳门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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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走进澳门大学新校区

据台湾 《中国时报》 21日报道，台
“行政院长”江宜桦日前在国民党

“立委”全力护送下得以完成施政报
告，国民党中央对现场“略有不满”，
因为相比于民进党统一穿绿色战袍“上
战场”，穿黑色战袍的国民党“立委”
显得稀稀落落，团结气势不足。

“立委”们所谓的战袍，实际上就
是一件可以外套的背心。在台湾“立法
院”，几乎每个党团都会为成员定制统
一样式的背心。2000 年台湾“政党轮
替”后，政治纷争加剧，为了在“立法
院”内彰显作为，各党派纷纷为自家

“立委”配发制式服装。这种服装被戏
称为“战斗背心”，当“立法院”发生
肢体冲突时，蓝绿阵营可凭借服装迅速
分清“敌我”，也方便媒体辨认。

现在，民进党“立委”配发的是绿
色背心 （此前曾是米色绿字），胸前左
侧绣有党徽，右侧以竖排方式写有“立
委”姓名，背后也写有“立法委员
XXX”的字样。国民党“立委”的背
心则是黑色，左侧及背后均绣有金黄色
的“立法委员 XXX”字样。“台联党”
发的是咖啡色格子背心，而亲民党为了
响应“橘营”称谓，给“立委”配发橘
黑相间的背心。

《中国时报》称，“立法院”审议重
大法案时，民进党“立委”总能在党团

要求下，全体穿着绿色战袍抢占主席
台，抢尽风头；而穿黑色战袍出场的国
民党“立委”却少之又少，有时连党团
干部都不穿。对此，国民党“立委”黄
昭顺抱怨称，战袍设计很厚重，穿上它
就不能穿西装，一定要改穿衬衫，因此
很难搭配。而另一位国民党“立委”江
惠贞则认为，黑色看起来很沉重，换亮
一点的颜色比较好。▲ （耿桂珍）

国民党国民党““立委立委””要求换要求换““战袍战袍””

《环球 时 报》 记 者 参 观 澳 门 大 学
（简称澳大） 横琴新校区后，对

澳大校长赵伟进行了专访。从 2008 年
担任校长以来，赵伟经历了横琴校区从
选址、规划到建成移交的每个阶段，他
深深理解横琴校区的意义，他认为，澳
大将因此迎来千载一遇的发展机遇。

环球时报：澳大当初是如何确定到
横琴建校区的？

赵伟：近年澳大发展迅速，但澳门
缺乏土地资源，令澳大进一步拓展受
限。所以我们一直希望特区政府可以加

大对我们的支持。据我所知，后来澳门
特区政府向中央政府提出了到横琴建澳
大新校区的建议。2009 年 6 月 27 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澳大在横琴岛建新
校园，并授权由澳门特区政府依照澳门
特区法律实施管辖。

环球时报：横琴校区对澳大的发展
有什么影响？

赵伟：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
教授说过，澳大新校区确定建在横琴不
是“百年一遇”，而是“千载难逢”。的
确，对澳大来说，这可是我们多年来的

梦想。澳大将因此迎来千载一遇
的发展机遇，并且可拥有更优越
的空间打造世界一流大学。

环球时报：新校区建成后，
会增加师资力量和招生规模吗？

赵伟：目前学校有 8000多名
学生，新校区至少可容纳一万名学生，
所以我们未来会增加招生。但非本地生
的比例不会增加，仍会维持在两成左
右。我们还计划增聘 200多名老师，欢
迎国际上学有专才的老师来任教。

环球时报：您认为，横琴“一岛两
制”创新有什么意义？

赵伟：“一国两制”构想在横琴取
得重大突破，这一创新反映出“一国两
制”很有活力，具有巨大发展空间。我
相信“横琴模式”不会是孤立事件，未
来会继续发酵，起到示范作用。▲

“横琴模式”不会是孤立事件
本报赴澳门特约记者 凌 德

本报赴澳门特约记者 凌 德

20日，数万港人身着黑衣聚集在特区
政府总部的公民广场，抗议港府在

免费电视发牌上“黑箱作业”，在没有合
理理由的情况下拒绝发牌照给香港电
视。在生活节奏超快、商业气息浓厚的
香港，港人为何突然对电视如此关注？
平时香港人又是怎么看电视的？

在香港乃至整个华人圈，无线电视
（TVB） 和亚洲电视 （ATV） 可谓家喻户
晓，两家电视台曾制作出无数经典剧
集，也是香港过去近 40年唯“二”的免
费电视台。两家免费电视台的节目主要
以粤语和英语为主。

香港还有 4家收费电视台，分别是
香港有线电视、Now宽频电视、香港宽
频 bbTV 和无线网路电视 （无线电视旗
下）。收费电视通常每月需收费 200-300
港元；加上其走的是分众路线，即集中
以新闻、财经、体育或电影为主打，与
市民追求的平价和大众化原则有所背
离。因此，目前有 86%左右的广告费仍
然集中在免费电视上，香港免费电视的

市场份额和影响力远大于收费电视。
至于内地民众熟悉的凤凰卫视、新

成立的香港卫视等，实际上只是在香港
注册、而不是以本地电视节目服务的电
视台，因此持有的牌照有别于上述两
种，属于非本地电视节目服务牌照。

在两家免费电视中，亚洲电视常年

收视积弱。因此，无线电视一台独大成
为香港电视行业的一大怪象。不少香港
市民表示，无线电视节目单一，希望政
府能增加免费电视台。

10月 15日，港府公布增发免费电视
牌照给有线电视的奇妙电视和电讯盈科
的香港电视娱乐，被视为大热门的香港
电视则落选。但港府以保密制为由未公
布不发牌原因，由此引发部分市民认为
港府发牌机制不透明、存在政治考量。
但香港中文大学讲师梁丽娟认为，落选
应该是因为欠缺营运电视台的经验，与
政治因素无关。香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
的资深媒体人认为，港府是正常的决策
行为，不应被民粹主义绑架。▲

透视香港免费电视争议透视香港免费电视争议

澳门大学校长赵伟接受本报专访称

本报驻香港特约记者 穆 宁

台“陆委会” 21 日公布民调显
示，有 67.6%岛内民众赞成两

岸官方的直接接触，对“陆委会主
委”王郁琦与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
军互访，有6成以上民众表示支持。

对于今年 APEC“习萧会”，首
次由台“陆委会”与大陆国台办进
行联系安排，62.8%的岛内民众认为
是两岸在国际场合互动的重要进
展；对王郁琦与张志军以官衔互
称，56.5%的民众认为是两岸关系的
重大突破。72.7%的人认为，“陆委
会”与国台办建立常态性互动机
制，有助两岸事务推展。▲（于一）

近七成岛内民众近七成岛内民众
支持两岸官方接触支持两岸官方接触

站在行政楼上俯瞰澳门大学新校区。凌 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