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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充分发挥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四方面作用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3月7日

看望了致公党、中国侨联界全国政协委员并参加联组讨论。 

  在认真听取十一位委员的发言后，胡锦涛说，要把中共十

七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变为现实，要加快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进程，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必须抓住机

遇、同心协力、埋头苦干，必须进一步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

大团结。要按照凝聚侨心、汇集侨智、发挥侨力、维护侨益的

要求，充分发挥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在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方

面的重要作用，在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方面的积极作用，在

传播中华文化方面的独特作用，在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相

互了解和友谊方面的桥梁作用，进一步汇聚起全民族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的强大合力。 

  胡锦涛说，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把维护归侨侨眷和海外

侨胞的根本利益作为侨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诚心诚意为

侨界群众解难事、做好事、办实事。（中新网2008－03－07） 

世界华商发展报告: 全球华商总资产约3.7万亿美元  

  中国新闻社课题组1月16日发表《二〇〇七年世界华商发

展报告》。报告称，二〇〇七年全球华商群体继续壮大，华商

经济蓬勃发展。据推算，全球华商总资产约为三点七万亿美元。 

  中国新闻社社长郭招金担任该报告课题组组长，中国新闻

社组织人员历时近一年完成。该报告四万余字，以详实的数据

和丰富的案例，分别对美洲、亚洲、欧洲、大洋洲、非洲和香

港、澳门、台湾的华商发展情况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与阐述。 

  “华商”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一般指具有中国国籍或

华裔血统、活跃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商人群体，其中包括港澳

商人、台湾商人以及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中从事商业活动

者。他们被统称为“世界华商”。从中国大陆走出去，正活跃在

国际经济舞台上的中国大陆商人，也在《二〇〇七年世界华商

发展报告》研究之列。国际上有的研究者把在中国大陆的商人

也称为世界华商的一部分，该报告的研究对象不包括这批商界

人士。 

  《二〇〇七年世界华商发展报告》的统计基础，是亚洲地

区前一千大上市华商企业二〇〇六年公司年报。据推算，除中

国大陆企业外，亚洲地区华商企业总资产约三点二万亿美元，

总营业额突破一万亿美元。中国商务部提供的资料显示，近三

十年来，世界华商投资中国的资金中有百分之八十七来自亚洲

地区。假定世界各地华商对中国大陆的投资倾向与其资产水平

基本相同，则由此推断，世界华商总资产的百分之八十七集中

在亚洲地区。按此比例推算，全球华商的总资产约为三点七万

亿美元。 

《二〇〇七年世界华商发展报告》指出，三点七万亿美元

这一数据主要是根据达到相当规模的上市华商企业的总资产推

算出来的，由于非上市公司及众多小企业数据不全，无法统计，

不在计算范围内。因此，三点七万亿美元当属对世界华商总资

产的保守估计。       (中新网 2008－01－16 记者/邓敏) 

相关链接：《2007年世界华商发展报告》共分十二部分：

一、世界华商总资产约3.7万亿美元；二、世界华商和华商经济

的发展特点；三、美国华商多经营与中国有关的产业；四、加

拿大华商半数以上是新华商； 五、中南美洲华商以小企业为

主；六、亚洲华商在稳步发展；七、欧洲华商以传统餐饮业为

主；八、大洋洲华商业务迅猛发展；九、中非贸易增加促进非

洲华商发展；十、香港华商投资内地投资本地双活跃；十一、

澳门经济正迈向适度多元化；十二、海峡两岸经贸合作机会不

断。全文见中新网2008－01－16，网址：

http://www.chinanews.com.cn/hr/kong/news/2008/01-16/11

35297.shtml。 

林兆枢：侨务资源共享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3月9日，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侨联原主席林兆枢委员代表侨联界发言，

他说，中国改革开放是由侨务资源分布的东部地区率先开始的，

然后中西部积极跟进，所以改革开放的程度、经济发展的程度，

与侨务资源的分布相关联，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与侨务资

源的不均衡相联系。所以要通过努力推进侨务资源共享，促进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他提出建议：一是党委和政府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党委和

政府要转变观念，切实加强对侨务工作的领导，树立“大侨务”

观，转变传统的以侨胞的籍贯、地域等来认定本地区侨务资源

多少的观念，并强化主动服务意识；二是从中央涉侨工作机构

到东部、中部及西部的涉侨部门要多措并举，努力推进资源共

享。           （中新网 2007－03－09 记者/张庆华） 

内部刊物 

http://hqhr.j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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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news.com.cn/hr/kong/news/2008/01-16/113529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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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全球华侨华人社会十大新闻 

     一、贺梅案历时七年落幕 中国夫妇赢回

女儿     2007 年 1 月 23 日，备受华人社会和美国主流媒体

关注的贺梅抚养权之争，在美国田纳西州法庭内外演绎了七年

之后落幕。亲人团聚，华人贺绍强夫妇终于赢回了女儿贺梅的

抚养权。 

    二、中国开通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工作绿色

通道    2007年3月，中国人事部、教育部、科技部、财政

部、外交部等16个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建立海外高层次留学人

才回国工作绿色通道的意见》，把吸引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作为

开展留学人员回国服务的重点，为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工作提

供一系列的便利条件。 

    三、俄罗斯“禁商令”冲击数十万华商    从
2007年4月1日开始，俄罗斯禁止所有外国人在露天市场从事零

售业。虽然俄罗斯采取的措施并非针对华商，但给活跃于全俄

罗斯115个露天大市场的数十万华人摊商带来巨大影响。“禁商

令”的全面实施意味着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中俄民间“倒

包”贸易时代的结束。 

    四、期盼统一 华侨华人谴责陈水扁当局

“入联公投”   2007 年 6 月 18 日，陈水扁宣称举行所

谓“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公投”。此举引发海外华侨华人强烈

抗议，他们对陈水扁当局置台海两岸人民福祉于不顾的行径予

以严词谴责，旗帜鲜明地表达他们求和平、盼统一的心声。 

    五、胡锦涛会见华侨华人社团代表 倡建和

谐华社    2007年6月20日至22日，第四届世界华侨华人社

团联谊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以构建和睦相融、合作共赢、团

结友爱、充满活力的和谐华侨华人社会为中心议题，对于广大

侨胞在海外的长期生存和发展、推动建设和谐世界而言，具有

重大意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见了与会代表。 

    六、领事保护中心成立 中国领事保护体系

逐步完善    2007年8月21日，中国外交部对外公布重新修

订的《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2007年版)》，同月23日，酝酿

多时的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正式挂牌成立，标志着富于中国特

色的领事保护体系逐步完善。 

七、第四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在成都举行 
2007 年 9 月 2 日至 4 日，第四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在成都

举行，来自世界五大洲几十个国家及港澳台地区的近 400 位华

文传媒精英围绕“华文传媒与和谐世界”主题展开讨论，探讨

华文媒体发展的新路径，共创和谐世界、和谐侨社的新局面。 

八、第九届世界华商大会在日本召开 
 2007年9月15日至17日，第九届世界华商大会在日本召开，

大会以“和合共赢 惠及世界”为主题，吸引33个国家及地区的

3600名华商和相关人士出席。这一凝聚全球华商精英的盛会已

日益成为向世界展现华商形象的重要舞台。 

     九、“中国华文教育网”正式开通 
2007 年 11 月 4 日，由国务院侨办主办的“中国华文教育网”

在青岛举行的“第五届国际华文教育研讨会”上正式开通。这

个网站将为持续燃烧的“全球中文热”再添薪火。 

十、全球华人情系北京奥运 九亿捐款助建

“水立方”    凝聚海外华侨华人“中华情”的国家游泳

中心“水立方”，已获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捐款近九亿元人民币。

这座唯一由侨港澳台胞捐资建设的奥运标志性场馆即将竣工，

成为全球华人为奥运所作贡献的纪念碑。（中国侨网 2007－12－26） 

专题论坛 

解放思想推动广东侨务工作科学发展 

省侨办主任吴锐成：与时俱进发展侨务工作 
     我省侨情优势作用更大    30年来，广东吸收外资1700

多亿美元，侨港澳资金超过七成；接受海外侨胞、港澳同胞捐

赠公益事业近400亿元。可以说，侨情是广东众多省情中最大的

优势和最明显的特点。在新的历史时期，侨情在我省省情中的

优势，将会更加突出，作用更大。 

    针对新侨情创新侨务工作    一是从引资为主转向引智引

资相结合，突出引智为重点；二是从侨力为国到侨力为国与国

力为侨相结合，为侨服务和为大局服务相统一；三是从落实侨

务政策、维护侨胞国内合法权益，到依法护侨与促进海外侨胞

在住在国生存和发展相结合；四是从日常联络联谊到密切联络

联谊与主动引导和帮助海外侨团革新会务，促进和谐侨社建设

相结合；五是从“引进来”发挥侨胞作用为主到“引进来”和“走出

去”两个方面发挥侨胞作用相结合。工作方法也发生了变化，特

别对华裔新生代既要讲感情、讲文化联系，又要讲商机、讲发

展、讲外语，推动其支持家乡发展与实现个人事业发展相结合。 

侨务工作有哪些方面的突破？  今后五年我们将实施“五

大工程”，通过“五大工程”实现侨务工作的新突破。首先要实施

“惠侨工程”，实现解决归难侨民生问题的新突破。其次，实施“兴

粤利侨工程”。包括积极促成海外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人才的引进

和高科技项目的落户；定期在海外人才聚集地举办科技交流座

谈会；从今年起连续四年在粤东四市轮流举办粤东“侨博会”，

鼓励和吸引海外侨商到粤东投资创业。另外，还将启动“侨力协

导企业走出去计划”，组织广东中小企业“走出去”。 

培育新的侨务资源的“三新工程”    “三新工程”包括：

一是以社团新力量为对象的“未来领袖培训计划”，每年举办社

团中青年骨干培训班，以此推动社团革新发展。二是以华裔新

生代精英人士为对象的“华裔寻根计划”，加强他们对根的认识。

三是以新华侨华人为对象的“新侨合作计划”，每年邀请一批新

华侨华人精英人士、社团负责人访粤，促进合作交流。 

(摘编自广东侨网2007-02-21 题/解放思想 我省侨务工作再上新台阶

——省侨办主任吴锐成访谈) 

http://gocn.southcn.com/qw2index/2006zxzt/2008jfsx/dt/200802220021.htm
http://gocn.southcn.com/qw2index/2006zxzt/2008jfsx/dt/2008022200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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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传真

中国移民海外人数超3500万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考虑移民，

希望能去世界上其他国家体验生活。 

  海外华侨华人到底有多少  海外到底有多少华侨华人？

由于缺乏权威的统计数字，比较公认的说法是3500多万人，这

里面既包括华侨，也包括外籍华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外华人研究中心曾少聪教授说，解放前，

分布在海外的华人主要来自三大地区。其中，东南亚的华人主

要来自福建，包括闽南人、客家人；美国发现金矿以后，主要

是广府人去了那里，这些人主来自广州市及附近地区；欧洲的

华人主要是民国时期移居的浙江人。现在的华侨华人已经分布

在世界各地，但其中80%分布在东南亚。 

  改革开放造就新华侨  “在海外华侨华人中，有一批人是

改革开放以后出去的。这些人一般称为新华侨，他们的人数大

约为500万人”。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梁英明教授说。他

还表示，也有人说这个数字为500万到800万。与老华侨出国的

相同之处在于，他们出国的主要目的是改善个人经济状况，能

多挣一点钱。与老华侨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些新华侨中很多人

受过教育，不少人还受过高等教育，在国外也容易立住足。这

些人不仅来自沿海地区，也有来自东北、西北等边远地区。 

  中国人的移民经历了一个从技术移民为主，投资移民增多

的过程。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也为中国移民进入第二个阶段

——投资移民增多，打下了基础。现在无论是技术移民还是投

资移民，他们的目标都比以前更明确。比如，在投资移民中，

90%以上都是为了子女教育。在技术移民者中，更多的则是为了

开阔眼界、读书充电和开拓事业。 

（环球时报2008－02－26 文/石华 王亮亮） 

非美国出生旅美华人约200万成不可忽视力量 
    旅居美国的非美国本土出生华人已近200万，仅次于墨西

哥，居全球输美人口第二位。 

  皮尤西裔中心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06年社区调查数据而

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到2006年美国常驻人口中非美国本

土出生者，华人占193万3千人，约占美国非本土出生移民总数

的5.1%。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占135万7千多人，排在墨西哥、

菲律宾、印度之后，是美国移民第四大输出地。来自台湾的有

35万8千多人，来自香港的21万7千多人。  

  全美共有非本土出生的常驻居民3747万，约占美国总人口

的1成2。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最终会申请绿卡，加入美国国籍，

成为美国选举政治中越来越不可忽视的力量。  

  上世纪90年代以后是美国移民增长最快的时期，外国人的

涌入成为美国人口增加的重要因素。2000年到2006年间，非本

土出生人口增加了两成，远高于本土出生人口增加4.7%的比率。

其中来自南亚和东亚的占886万，增加了2成3。加上本土出生的

亚太裔，全美亚太裔人口到2006年已达1334万。  

  非本土出生亚裔移民主要聚居地是加州(293万)、纽约(94

万)、德州(56万)、新泽西(48万)、伊利诺伊(39万)。  

研究发现，亚裔移民受教育程度较高，英语程度相对较好。

三分之二外国出生的亚裔移民有大专以上学历，18岁以下英语

讲得好的占7成，而18岁以上讲得好的占5成。 

（［美国］侨报2008-01-24 记者/余东晖）  

美国华裔非法移民掀起回国高潮 
    纽约的华裔非法移民掀起一个回国的高潮。他们将彻底告

别非法打工生涯，回归故土开始新生活。来自亚美、娜美、全

球旅游等旅行社的消息证实了华人非法移民的回国潮。 

   选择回国的非法移民绝大多数来美在10年以上，福建籍非

法移民更在美国打工超过15年。分析人士表示，福建移民偷渡

最多的时期在1992至1993年，那时中国开放不久，许多人偷渡

到海外，投亲靠友，打工发财。目前，这些偷渡客中有的获得

合法身分，在美扎根，有的一直身分非法，埋头打工，已经还

清债务，并且颇有盈余，更产生怀念家乡生活的想法，才决心

返回中国。其它省的非法移民，大多是以商务考察的身分落地，

有的未办合法身分，有的递解令在身，而且也是在上个世纪90

年代中后期来美，打工10年以上，年纪渐长，步入中老年，家

人无法团聚，又无法融入美国社会，除了返回中国，别无选择。 

  寄望于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寻找机会，并以“海归”成功

人士的事例为典范，也是非法移民选择归国的一个动因，不过

抱有这种想法的人数极少。         （[美国]明报2008-03-12） 

6846名中国人去年获永久劳工证 

平均工资较低 
  美国劳工部就业培训管理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07

财年，劳工部共向来自176个国家的申请者发放了8.5万份永久

劳工证（PERM)，其中5万5214份为H-1B签证持有者获得。在获

得永久劳工证申请者中，有6846人为来自中国的申请者，这些

人的平均工资为6万3585元，略低于获得劳工证者的平均工资。  

  获得劳工证书的人中有47.7%的人拥有硕士以上的学历，

29.8%的人拥有学士学历。  

  在获得永久劳工证的申请者中，职业为计算机软件工程师

的人最多，为9844人；其次为系统软件工程师，为5716人；其

他较多的依次为餐馆的厨师（2642）、计算机经理（2235）、

电子工程师（2090）、金融分析师（1744）、市场研究分析师

（1587）、电气工程师（1488）和计算机程序员（1340）。  

  数据显示，2007财年拿到永久劳工证者的平均工资为6万

4589人元，职业不同的劳工证申请者的平均工资也相差甚远。

比如，计算机和信息安全经理的年薪最高，可高达9万3656元，

其次分别为金融分析师和电子工程师，工资分别为8万5112元和

8万4110元。相比之下，餐馆厨师因为技术含量较低，平均年薪

只有2万2839元。  

  数据显示，在2007年，共有24573名印度人获得了永久劳工

证，位居世界各国申请者之首；其次为中国人、墨西哥、韩国

和加拿大人。  

  印度人不仅在获得的永久劳工证最多，这些人的平均年薪

也超过获得永久劳工证的中国人，高达7万5646元，而中国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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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工资为6万3585元。不过获劳工证的印度人的工资仍少于加拿

大人的8万8894元。  

数据还显示，获永久劳工证最多的州为加州，其次分别为

纽约州、新泽西州、德州和佛罗里达州。在2007财年发放的每

10个永久劳工证中，就有将近6个劳工证是发放给雇员人数不超

过250人的小型企业员工。尽管如此，为员工申请劳工证数量最

多的还是一些美国的大公司。2007财年申请永久劳工证最多的

公司分别是微软公司、Cognizant Technology、甲骨文公司、

英特尔公司、安永会计公司和摩托罗拉公司。 

（［美国］侨报2008－02－27 记者/吴越） 

加拿大新移民聚族而居非拒融合 

华裔隔离指数高 无碍本地发展 
  卑诗移民与多元化卓越研究中心(Centre of Excellence 

for Research on Immigration and Diversity)最新发表的报

告指出，加国移民虽然有族裔群居的习惯，但他们并没有如部

分评论所指般自我封闭，拒绝融入主流社会，而群居也没有影

响他们的经济状况。不过，也有持相反意见者认为，华裔社群

的确有自我封闭的事实，与其它族裔交流的主动性也不够强。 

  加国一向以对多元文化发展的重视而感到骄傲，各级政府

也不只一次指出，加国未来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也会十分倚

重移民。不过，由于移民有族裔群居的情况，像华人于列治文

建立“小香港”、印裔人士于素里自成一角，或意大利裔移民

选择聚居于温哥华商业街(Commercial Dr.)等，往往令移民小

区备受抨击，被指为执守一隅，故步自封，拒绝融入主流社会。 

  卑诗移民与多元化研究卓越中心最新发表的报告便为移民

小区作出平反。报告计算一套“隔离指数”，指数由0至100，

指数在25或以下代表移民没有自我封闭，以及拒绝融入主流社

会；而指数高达75或以上的话，则代表自我隔离情况严重。 

  该报告算出温哥华移民于2001年的“隔离指数”(index of 

segregation)只有26.3。报告并预测，温哥华到2009年及2017

年的“隔离指数”也会维持于同等水平。 

  依照“隔离指数”指标，虽然温哥华移民整体上算是没有

“隔离”的情况，但华裔小区的“隔离指数”却高达50，仅次

于区内的南亚裔人口，这是值得注意的。 

  撰写报告的卑诗大学地理学系教授希伯特(Daniel 

Hiebert)表示，在研究华裔移民小区时，留意到这些聚居在一

起的移民，生活在贫穷线以下的情况并不严重。“很明显，族

裔群居对华裔移民来说是生活上的选择，而且这选择并没有阻

碍他们于本地的发展。” 

  希伯特说，舆论普遍认为新移民都喜爱族裔群居，各自在

加国内自成一隅，拒绝与外界及主流社会接触。不过，这份报

告所得出的“隔离指数”数据并不支持舆论界的观点，反而显

示出族裔群居是一种选择，也不一定会阻碍移民融入主流社会。 

 （明报新闻网加西版2008－01－02社区新闻） 

中西结婚比例仅为0.3% 
   《ABC》2月22日埃而切报道:瓦伦西亚自治区政府,今天在

埃尔切公布了本地区中国移民人口的调查报告。结果显示,目前

瓦伦西亚自治区下属的阿利坎特省和瓦伦西亚省,已经分别成

为全国中国移民人口第三和第四多的两个省份，仅次于马德里

省和巴塞罗安省。 

  目前在瓦伦西亚自治区居住的中国移民总人口已经达到

12514人，占到了全国中国人总数的11.7%。 

  调查结果还显示，中国移民与西班牙本地人结婚的比例非

常低，仅为0.3%，而且这些发生在中国人和西班牙人之间的婚

姻，以中国女子和西班牙男子结婚为多，中国男子与西班牙女

子结婚的例子则很少见。           ([西班牙]欧华报2008-02-23） 

巴西华人协会网站正式开通 
    巴西华人协会网站（http://www.hrxh.com.br）正式开通

酒会3月15日晚在圣保罗举行，圣保罗各侨团侨领一百多人出席

当天活动。 

  巴西华人协会是巴西最大的华人社团，其理监事是由各侨

团侨领及代表组成，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为了更好地开展各

项会务工作，更好地服务于广大侨胞，该会于今年年初筹备创

建了协会网站。该网站设有介绍巴西国情，展示协会重要活动，

医疗法律咨询，回顾协会历史，协会活动预告等栏目，将全面

展现巴西华人协会的主要工作，反映侨胞的工作和业余生活情

况。                        (巴西华人协会网2008-03-17) 

巴黎华裔族群全欧最大 

专家称全法华裔60至70万 
  【法新社巴黎2月6日电】巴黎及巴黎地区集中了全欧洲

最大的华裔群体。这些华人随着一波又一波移民潮来到巴黎地

区安家落户，而且继续年复一年吸引着数以千计的华裔新移民。 

  中国及华裔社团问题专家皮埃尔·毕佳(Pierre Picquart)

解释说，“很难说出华人群体的统计数字，主要是无证者数量太

多。不过，可以说出个大约的数字。生活在法国的中国人或华

裔大概介于60万到70万之间。其中半数集中在大巴黎地区。这

是欧洲人数最多的华裔群体，比伦敦还多。”这位学者还指出，

每年抵达法国的华裔非法移民约有6万之多。 

  美丽城(Belleville)一个法中协会的创建人施拉姆

(Donatien Schramm)堪称一部华人史的“活字典”。他叙述说，

“1914年到1918年一次大战时期，法国招收了许多华工。那些

1918年留在首都的华人后来在巴黎十二区里昂火车站附近的夏

龙岛(Ilot Chalon)安顿下来。这是巴黎第一个华人街区，人们

从未给这个区这样定位，因为它没有旅游价值。 

  上个世纪70年代，整个街区都被夷为平地，可是华人自1920

到1930年就开始在巴黎三区“工艺技术”(Arts-et-Metiers)街

区安顿下来，与犹太批发商生活在一起。二战期间，他们取代

了这些犹太人。 

  自70年代起，很多(浙江省)温州人靠着庞大的亲戚网，络

绎不绝来到法国安家落户，其中大多数没有身份证。他们也大

批涌入“工艺技术”街区，然后又进军美丽城和巴黎北郊诸市，

如奥贝维利埃(Aubervilliers)、斯坦(Stains)和塞纳-圣德尼

省(Seine-Saint-Denis)博比尼(Bobigny)等。那里的住房比较

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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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拉姆指出，1970到80年代，大约15万乘坐“难民船”从前

印度支那(越南、老挝、柬埔寨)来的难民也被法国所接纳，其

中多数是华裔(广东省东部城市潮州)。他们多半在巴黎十三区

安顿下来。 

  施拉姆还指出，“与人们所说的相反，即使十三区有华人商

店、报亭或律师，但居住在十三区的华人很少。那里不是一个‘中

国城’，而是一个表面上富有异域情调的街区而已。” 

  因为十三区的华裔亚洲人，凡希望成为房主者，多半都向

郊区迁移了，特别是马恩拉瓦莱市(Marne-La-Vallee)。 

  2000年以来，十三区和美丽城又来了一些人数尚不算多的

新移民。他们是东北人，因众多国营大企业关闭而下岗的工人。

这批人举止特别，比较孤立。 

法中协会“汇集”(Hui Ji)的会长Richard Beraha声称，“今

后数年，由于经济原因，中国国内的人大批流动，估计会有越

来越多的中国人从全国各地来到法国发展。”。 

(法国［欧洲时报］2008-02-07法国新闻频道)  

华人新生代参与选举 彰显参政意识 
    华人新生代积极加入各种团队参与法国市镇选举＊，成为

此次法国市镇选举中一道亮丽风景。无论成败如何，都彰显华

人的参政意识在提高，华人的政治地位也在提高。这次，他们

或以独立参选人资格，或加入左、中、右竞选团队，充分显示

法国社会对华裔族群的重视。 

  颜如玉作为多位参加这次竞选的法籍华人中第一个胜利

者，也是华裔参政时间最长的女性。她属于巴黎东郊艾斯波利

市人民运动联盟、现任市长波蒂兹·于松女士的竞选团队，该

团队以59.30％的选票在9日举行的法国市镇选举第一轮投票中

即胜出。颜如玉表示，他们能够这样轻松胜出，是他们多年来

热心服务民众的结果，也说明了她的成功融入。 

  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竞选巴黎13区议员资格的吴天锡(Fé

lix WU)，是第一位挑战“华人区”区长位子的人。年轻气盛的他

在第一次冲击失败后，一点也没有气馁。他说，他还有很多机

会，两年后，将举行大区议会选举，三年后还有欧洲议员的选

举，他都准备参加。他现在已经开始准备，除亚裔外，还和巴

黎其他族群的人广泛联系，加强合作，他还在考虑能不能建立

一个新的政党，以方便发出自己的声音。 

  参加位于巴黎20区的议员选举，属于代表执政党人民运动

联盟的竞选人博若尔团队的蔡垂彪(Bernard SOK)告诉记者，在

这次竞选失败后，他将继续回到人民运动联盟党部工作，一个

月后将会在法国国民议会中任新职。他还准备参加不久之后举

行的欧洲议员选举。他表示，作为华裔，他一直关注中法关系

的发展。他还表示，在竞选中，他获得了很多华人社团的支持，

他们将继续保持联系，为保护华裔的正当权益、反映华裔心声

而努力。              (［法国］欧洲时报2007-03-17 记者/黄冠杰) 

＊法国市镇选举：2008年法国市镇选举的日期是3月9日（第

一轮）和3月16日（第二轮）。截至目前，已有5位华裔宣布参

加法国市镇选举。法国的行政管理区共有四级，即中央、大区、

省、(专区市)和基层市镇(含区、乡、公社、村)。全法共分26

个大区（4个在海外）、100个省(其中4个海外省)、市镇是法国

的终极行政区划。目前法国共有36783个市镇（其中214个位于

海外）。一个市镇一般对应于一个村或镇。它们的面积，特别

是人口相差十分悬殊：人口最多的巴黎市拥有200多万居民，而

最少的只有一个人。尽管人口和面积不尽相同，所有的法国市

镇（除了巴黎）都拥有同样的行政结构及法律权能。法国最基

层的权力机构是市镇议会（conseil municipal）。市镇议员

（conseiller municipal）每届任期6年，由选民普选产生。 

(摘编自欧洲时报2008-03-07 题/华人新生代积极参政  2008

年法国市镇选举在即 记者/肖飞) 

《旅埃华人通讯》创刊发行 
    旨在促进中埃友谊的《旅埃华人通讯》创刊号1月30日在

开罗发行，以期成为促进中埃文化交流、帮助团结在埃华人的

平台。  

    据介绍，《旅埃华人通讯》是由几位旅居埃及的华人凭着

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对埃及文化的尊重而推出的一份双月刊，

他们希望通过这一刊物更好、更全面地为华人社区提供服务。  

    据中国驻埃及大使馆统计的数字，目前在埃华侨华人约

3000人，所从事的行业已从早期的餐饮业扩大到石料加工、旅

游、通讯、制造等行业。(新华网2008-01-31 记者/郭春菊 余忠稳)   

中国与马拉维建交 

在马大陆商人们打出五星红旗 
1月14日，马拉维外交部长乔伊丝·班达在首都利隆圭宣布，

马拉维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同

一天，中国外交部也发布消息称，2007年12月28日，中国外交

部长杨洁篪与马拉维政府代表戴维斯·卡聪加分别代表各自政

府，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此举意

味着，马拉维政府将与台湾断绝长达41年的外交关系。至此，

台湾在非洲的“邦交国”只剩下冈比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布基纳法索和斯威士兰4个国家。 

在马拉维的中国大陆商人陈少华表示。 “建交消息公布后，

利隆圭的华人都纷纷打电话相互祝贺，有关的庆祝活动也已开

始筹划。” 那些原本因受到台湾当局的打压，不敢悬挂五星红

旗的中国大陆商人们，则纷纷打起了纸质的小五星红旗。 

（国际先驱导报2008－01－17） 

印尼2007十大华社新闻 
1．尤托总统参加春节庆祝大会向华人拜年  尤托约诺总

统2007年2月春节期间出席华人主要社团举行的联合庆祝春节

大会，总统向印尼全国华人恭贺新春，并指出华族是印尼统一

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是在国家公共部门还是在私营部

门，华人为印尼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表示愿与华族和其他

族群一道，共建和谐、繁荣、民主的印尼。 

   2．印尼华人演艺团体在北京、济南演出   由印尼华裔总会、

印尼中华总商会、爪哇邮报集团、国际日报集团、香港文汇报

以及人民日报海外版共同举办的“印度尼西亚之夜”文艺晚会于

3月12日和14日晚，分别在北京保利剧院和济南山东剧院隆重上

演。活动受到印尼官方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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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玛中大学举行开幕典礼   2007年7月7日，玛中大学新

建大礼堂举行盛大的校舍落成及开学仪式。雅加达和其他城市

华社精英专程前往玛琅，祝贺改革后第一所华族兴办的第一流

大学开学庆典。现已开办三个系，学生共五百多名。 

4． 印尼第一所孔子学院揭牌仪式  9月28日，印尼第一

所孔子学院签字和授牌仪式在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举行。中国大

使兰立俊代表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印度尼

西亚雅加达汉语教学中心（BTIP）校长菲利普签署合作协议，

并为该中心孔子学院授牌。另两所孔子学院亦在积极筹备中。 

5． 印尼广东社团联合总会成立  印尼广东社团联合总

会（联总）成立庆典于11月13日在雅加达隆重举行。联总由九

个广东社团组成，分别是客属联谊总会、广肇总会、潮州乡亲

公会、海南联谊会、梅州会馆、大埔同乡会、蕉岭同乡会、惠

州会馆、勿里洞同乡联谊会。叶联礼当选联总主席。 

6.第6届世界惠州同乡恳亲大会    2007年11月16日、17

日在苏北棉兰隆重举行。中国广东省海外交流协会吴锐成主任

率200余人庞大代表团参加本届大会。来自印尼各地和中、新、

马、泰、菲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3000名惠州人欢聚一堂，共

叙乡谊，及促进各国在商业和旅游业等领域合作和交流。 

7.第七届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在泗水举行    研讨会于

12月4日在泗水隆重召开。参加此次研讨会的有越南、缅甸、柬

埔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泰国、印尼和中国

各大专院校及华文教育基地的数百名代表。 

8.第13届亚洲象棋赛棉兰举行    第十三届亚洲象棋个人

锦标赛12月2日由亚洲象棋总会主席霍震霆主持开幕,至7日已

圆满结束。通过“亚洲象棋锦标赛”这个平台，使各国更好的认

识棉兰、了解印尼。 

9.金鹰杯散文创作比赛圆满成功    印华作协与国际日报

联合举办的第三届金鹰杯散文创作比赛颁奖仪式于12月30日在

雅加达举行。周福源以《又是春节》散文折桂，亚军是高鹰的

《三角梅》；雨村以《款摆心中的一抹花影》取得季军。 

   10.黄少凡就任山口洋市长    2007年12月17日，山口洋市

市长就职典礼假地方议会大厅举行。山口洋市民曾炼钦表示，

黄少凡当选为第一位通过直选产生的市长，证明市民已经迈进

了民主纪元。此前，在11月15日的西加地方首长选举中，黄汉

山当选西加省副省长。     （印尼国际日报2007－12－30） 

印尼华人受歧视始於荷兰统治时期? 

瓦希德废除排华条例大功臣 
    印尼华人名流许天堂(Benny G. Setiono)表示,华人不会

忘记瓦希德的功绩,因为他是废除排华条例,让华人得以重见天

日的功臣。 他说,华人移居印尼历史悠久,甚至比西洋人更早。

有许许多多华人男子与土著女子通婚。然而,荷兰人来了以后,

统治印尼，为了殖民者的利益，采取“分而治之”政策，开始歧

视华人。 

  “后来的统治者为了政治利益，继续奉行排华政策，直至瓦

希德总统执政，废除排华条例，华人才得以重见天日。” 

  许天堂1月30日在芝普特拉购物中心主持题为“土生华人作

为努山打拉彩虹”的座谈会上表示，早自荷兰统治时期，华人的

行动一直受到限制，政府制定各种条例，控制华人的生活，其

实华人也参与独立斗争。 

  瓦希德表示，废除排华条例，是基于有关平等对待公民的

宪法条文。“我不管人家如何评论我做出的决定，最重要的是，

我依据宪法的条文行事，那是国家最高法规。” 

  许天堂说，华人已经具备与原住民相等的地位，理应艰苦

奋斗，致力于消除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此外，华人企业家不

妨协助原住民，尤其是中小企业。 

  艺人列米·西拉多(Remy Sylado)则说，早已形成且至今不

衰的华人与原住民之间的融合，可见于万鸦佬。“万鸦佬是华人

与原住民融合的典范，万鸦佬人的姓，诸如卢民唐、苏曼宝等

等，富有华人气息。1998年全国发生暴乱时，万鸦佬却平安无

事。”                           (星洲互动网2008-02-01)  

陈永栽以十五亿美元财富位居菲律宾首富 
 据菲律宾《商报》报道，福布斯杂志3月6日宣布2007

年全球富豪榜
＊
，菲律宾两华裔富商陈永栽和施至成榜上

有名。 

  陈永栽以15亿美元财富位居菲国首富，他在全球富

豪榜排名中居第785位。 

  施至成则以14亿美元居菲国第二位，他在全球排名

第843位。                          (中新网2008-03-07) 

＊编者注：福布斯2007年世界富豪榜The World's 

Billionaires2007年03月05日发布,全部排行见： 

http://www.forbes.com/lists/2008/10/billionaires08_The

-Worlds-Billionaires_Rank.html 

大马妇女社会部长：去年3000万拨华裔社群 
马来西亚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拿督斯里莎丽扎2月14

日出席由妇女社会部及马华班底谷区会“新春大团拜”致词时表

示，妇女社会部去年共拨出3033万4362林吉特的款项给华裔社

群，受惠者包括儿童、残障人士、乐龄人士、助养儿等。 

  她说，在2007年，妇女社会部社会福利局共发放2824万1815

林吉特的拨款，以作为华裔弱势群体或不幸者的津贴、装义肢

及赈灾等用途；另外，在国家福利基金方面，华裔社群也获得

209万2547林吉特的款项资助。 

  她表示，妇女社会部以上的行动证明国阵政府不分肤色的

照顾各民族的福利，也公平对待各个民族，并确保人民国泰民

安，安居乐业。              (［马来西亚］星洲互动2008-02-15) 

韩国冷库爆炸火灾12名同胞遇难 

朝鲜族海外移民状况引关注 
1月7日，韩国京畿道利川市一家冷冻仓库，韩国京畿道利

川市的冷冻仓库在进行氨基甲酸酯发泡作业时发生爆炸并引发

大火，已造成40人死亡，其中有12名中国公民遇难。此次事故

的发生令在韩国打工的中国朝鲜族成为焦点，《侨务工作研究》

2005年1期第31-33页曹善玉的《改革开放后东北三省朝鲜族的

海外移民问题初探》一文，分析了改革开放后，东北三省朝鲜

族向海外移民的方式和途径及对朝鲜族社会的影响和存在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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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综合自新华网2008－01－08 中国侨网2008-01-09相关报道) 

    相关链接   据中国驻韩使馆领事部统计，目前持有效期

在3个月以上入韩签证在韩国生活和工作的中国公民超过44万，

其中30万是朝鲜族，剩下的基本上是汉族。(数据据《新民周刊》

2008-01-28 题/在韩中国劳工生存状况调查 撰稿／李拯宇  

http://weekly.news365.com.cn/fmgs/200801/t200801

29_1740150.htm) 

韩国首尔市外国人人口中国人居首位 
    据韩联社消息，韩国首尔市人口连续4年增加，外国人人

口十年来也大增，其中中国人最多。 

  首尔市1月20日公布的《人口统计年报》称，截至去年底，

首尔市人口达到1042.1万多人，比2006年底(1035.6万)增加

0.63%。此外，去年，来韩就业的朝鲜族也猛增，外国人口比2006

年增加5.4万多人。首尔市外国人人口达到22.9万多人(比10年

前增加4.3倍)，占首尔市总人口的2.2%。其中，中国人最多，

而后分别是印度和越南，这三个国家在首尔市的人口数逐年递

增。                                    (中新网2008-01-21) 

中国留日研修生生存状况调查 
  研修生是指根据有关国外研修的法律法规，批准一些民间

团体进行的一种派遣行为（以研修生的名义，实际为劳务），

是国外发达国家政府为解决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不足而采取的

一种变通方法。 

  1993年，日本厚生劳动省设立了外国人研修、技能实习制

度，按照厚生劳动省的规定：外国人研修生可在日本研修1年、

技能实习2年。在日本，绝大部分的研修生都分布在纤维制造、

食品加工、电子、运输及机械制造等中小企业体力劳动行业，

他们工作环境恶劣，超时加班，没有人身自由，永远也拿不到

法律规定的工资。维护研修生权益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日本

大都市电视台时事评论员莫邦富一针见血地指出：“研修生问题

就是日本的血汗工厂问题”。反映的是日本一方面不想承担开放

劳动力市场带来的义务，一方面又想得到廉价劳动力的事实。 

  据统计，目前在日的中国研修生近10万，约占总数的80%。

“岐阜县是日本传统的纺织基地。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人

力、土地等成本不断上升，日本的成衣业逐步转移到东南亚和

中国，岐阜县是目前日本唯一保留了纺织业的地方，这主要的

原因就是有作为廉价劳动力的研修生的支撑。”岐阜县一般劳动

组合的理事长本间高道告诉记者。岐阜县一般劳动组合代表的

是中小企业小时工的利益。 

  中国女工：平均被克扣300万日元 

  岐阜县一般劳动组合对研修生的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研修生周六和周日,照常工作。他们一整年休息的时间不超过一

周,比较极端的例子甚至一个月加班超过160小时。为了防止研

修生逃跑,他们每个月大部分的工资都被收回去进行强制性存

款,他们没有存单也没有护照。“如果按照三年计算下来的话,

每一个中国研修生大约有300万日元左右（约合20万元人民币）

的钱是法律规定应得而未得的。”本间告诉记者。“目前,我们一

个月大约要处理20单这样的事情,到目前为止完全没有讨回工

资的一单也没有,有的全部讨回来,有的讨回来一半。”本间对这

么高的成功率非常满意。“因为不论在法律上,还是政府机构方

面,还是舆论上,都是站在研修生一边的。”所以这些中小企业主

最后的方法就是请黑社会老大来谈判,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打官

司的话,他们是打不赢的。 

  利益群体：来自不良派遣公司的阻力 

  “由于这些中小企业在日本国内只有黑社会这个最后的办

法了，他们就转向让中国的派遣公司来出手，签不平等的合同。

在合同条款中设置保证金一项，虽然中国政府在2004年就颁布

了法律规定，派遣公司不能收保证金，但实际上还是在收取。 

  岐阜县一般劳动组合做过一个调查，如果按照日本法律规

定给研修生一个月11.4万日元的工资和800日元一个小时的加

班费，这些雇用研修生的中小企业大部分都将走向破产，因为

这些企业目前的利润根本负担不起这样的人工费，但如果加班

费控制在一个小时600日元以下，公司就可以保持不亏不赚。 

  提上日程的改革：前路仍然阻力重重 

  目前，有8000名工人会员的岐阜县一般劳动组合里只有181

名中国研修生会员。本间告诉记者，在日本的劳动组合中有许

多外国人，比如日籍的巴西人，但中国的人很少。 

  本间认为，在未来的几年中，研修生问题仍将成为一个突

出问题：一方面随着中介公司的无序竞争，在他们彼此压价中

研修生成为最大的利益受害者。另一方面，在中国四处借钱交

纳了高额保证金的研修生有着巨大的赚钱压力，但研修生目前

的收入水平难以令人满意，在1993年~1995年的日元最高峰值时

期，5万日元差不多可以换5000元人民币。但现在随着人民币的

升值，5万日元只能换3000多元人民币，而目前中国沿海城市一

个成熟的工人也可以拿到近2000元的工资。  

  从日本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日本将进入老龄社会，预计到

2025年，日本要维持现有的经济发展速度，缺300万劳动人口。

这些劳动人口无疑不可能再沿用目前的研修生制度进行解决。 

  目前，日本厚生劳动省提出了一份修正方案，其核心是废

除不适合现有劳动法令的研修制度，统一为外国人实习制度。 

然而，经济产业省提出的报告书则希望维持现有的“外国人

研修、技能实习制度”，适当强化现有的规制及指导方针，与厚

生劳动省修正案相对立，改革的前路仍然阻力重重。 

（广州日报2008-01-02 A5版  作者/邱敏、曾向荣) 

中国人在新潟市20年增长10多倍 
    日本新潟市国际交流协会1月4日在接受该报采访时透露，

1988年居住在新潟市的外国人只有1196人，现在则有4209人。

其中，1988年居住在新潟市的中国人只有130人，现在已经达到

1556人，增长了十多倍。     （日本新华侨网2007－12－27） 

日本千叶：中国人居住在千叶县者超过3万 
   1月16日，千叶县政策推进室接受了日本新华侨报的电话采

访，表示10年来居住在千叶的外国人增加了4万人。截至2007

年底，千叶县境内居住的外国人达到10万2890人，其中有中国

人3万3911人，居外国人的榜首，其次顺序相继为巴西人、印度

人、菲律宾人。          (日本新华侨报2008-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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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之光 

澳洲首位华裔女部长黄英贤

2007年11月24日，澳

大利亚国会大选结果揭

晓，工党大获全胜，工党

领导人陆克文将出任政府

总理。在陆克文竞选的过

程中，作为工党竞选发言

人的黄英贤（Ｐｅｎｎｙ 

Ｗｏｎｇ）因自己的华裔

身份而备受关注。11月29日，新政府组阁名单出炉，黄英贤被

任命为气候变化和水资源部长，成为澳大利亚首位华裔部长，

同时也是澳大利亚的首位亚裔部长。  

  父是马来西亚华人  

  澳大利亚首位华裔女参议员、工党影子内阁中的首位华裔

女性、澳大利亚第一位公开的女同性恋参议员、澳大利亚首位

华裔部长……这些“首位”，使得黄英贤成为澳大利亚政坛最引

人注目的女性之一。  

  黄英贤1968年11月5日出生于马来西亚的基纳巴卢。父亲是

马来西亚华人，母亲则是澳大利亚人。1977年，黄英贤随父母

移民澳大利亚。此后，她的人生便与澳大利亚工党乃至澳大利

亚政治联系在了一起。  

  黄英贤与工党的结缘要追溯到大学时期，当她还在阿德莱

德大学学习艺术与法律的时候，她便是学校学生事务的活跃分

子，并曾担任澳大利亚全国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也就是在这

时，黄英贤与澳大利亚工党开始有了联系，并在1988年加入了

澳大利亚工党。1989年，黄英贤便当选工党州代表大会的代表。  

  为工党获胜立大功  

  1992年大学毕业后，黄英贤曾先后担任过澳大利亚南威尔

士州州政府的林业政策顾问以及一家工会的法律顾问。2001年，

她参加了澳大利亚参议员选举并成功当选。2002年就职时，黄

英贤也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的首位华裔女参议员。  

  2005年，黄英贤被任命为工党影子内阁的就业部长，同时

兼任负责企业事务的部长。2006年，她又兼任了负责公共管理

事务的部长一职。在此期间，黄英贤的才能得到了充分展现，

并被澳大利亚媒体形容为“澳洲政坛的智能型新星”。  

  陆克文竞选期间，将才能出众的黄英贤招至麾下，任命她

为工党竞选委员会的发言人。黄英贤表现出众，为工党获胜立

下了汗马功劳。工党竞选成功后，黄英贤进入政府出任部长也

是顺理成章之事。  

  坦承同性恋身份 

  黄英贤从不避谈自己的华裔身份，在发表演说和接受采访

时多次强调自己的华裔血统以及中华传统文化对自己的影响，

并说：“我很珍惜家庭和文化根基，我对我的华裔血统感到十分

自豪和骄傲。”  

  2002年，黄英贤首次以新当选参议员的身份在澳大利亚参

议院发表的演讲，便以祖母对自己人生的影响开始。她在演讲

中说自己的祖母是马来西亚的客家人，“身材矮小”，却“不屈不

挠”，能独自面对困难，自己也深受祖母影响。同时，身为华裔

和女性，黄英贤的特殊身份自然也会影响到她的政治观点，使

得她为实现澳大利亚社会的平等公平而努力。在黄英贤的个人

网站上，她写道，“（澳大利亚）当今面临的最根本的国家政治

挑战，是重现人人平等的价值理念。”这里的“平等”，自然包括

了种族之间的平等。  

除了华裔与女性这两个身份外，黄英贤还有一个身份也吸

引了媒体的注意。那就是她是一位同性恋者。2004年执政的霍

华德保守政府提出禁止同性恋婚姻，当时工党召开了同性恋政

策辩论会，黄英贤在会上坦承自己的同性恋身份。 

（青年参考2007-12-04 本报特约记者 李贝卡）

华人辞典 

“竹升仔”：广东人称呼美国出生、只会说英语的华裔

子弟为“竹升仔”。女性称竹升妹。这里的“竹升”其实是指“竹

杠”，竹杠以粗大的竹子做成，中间多节而不贯通 (即两面都

不通)，以此比喻他们不通华语，中西文化“半桶水”。广东话为

何称“竹杠”为“竹升”呢？这涉及一个有趣的语言现象：避

讳与追求“好彩头”。广东话中“杠”与“降”同音，为避“降”之

讳，所以反其意而创造出“竹升”一词。后通称外国出生的华裔

子弟。与“竹升仔”相类的称呼有“土纸仔”（本土出生的）、 “土

生”等。 

“香蕉人”：香蕉人最初意指出生在美国的华人

(American-born Chinese)。现在，这个概念的范围已不再限于

美国，而扩及整个海外，泛指海外华人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

海外华人社会把那些从小受西方教育、不会讲中文、不懂汉语

的华裔青年，戏谑性地统称为“香蕉人”，用以比喻皮肤为黄色，

而思想、观念、文化、语言等却已西化的华裔后人。“黄皮其外、

白瓤其内”、“黄皮白心”、“夹缝中的人”、“中文盲”、“边缘化”，

是描述“香蕉人”时使用频率最多的词汇。 

“芒果人”：顾名思义，其外在黄，其内在亦黄，这是

近年对于那些在接受西方教育的同时也拥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移

民子女的称呼。 

侨生：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过去华侨华

人称呼华侨华人后裔在居住地出生、成长的人为侨生。另外现

在亦简称在中国学习的华侨学生为侨生。 

木姐：缅甸语地名，即“繁华热闹的城镇”之意，缅甸

掸邦西北部城镇，是中缅通商口岸，属缅甸国家级口岸。与中

国云南省瑞丽县相邻，该地居民多华人华侨。    （本中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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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连线

第三届“中国和平统一亚洲论坛”菲律宾开幕 
  第三届“中国和平统一亚洲论坛”1月19日在菲律宾首都马

尼拉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６００多名华侨华人代表和专家学

者参加了本届论坛。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宋涛在论坛上发表讲话。他说，在台湾

问题上，我们一向视２３００万台湾人民为自己的骨肉亲人和

血脉同胞，一向主张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两岸争端，解决台湾问

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

的共同心愿，也是我们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执行副秘书长李路说，目前两岸关系

处在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陈水扁当局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

对，顽固推动“入联公投”，是谋求改变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

国的现状，走向法理独立的严重步骤，将严重危害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  

    “中国和平统一亚洲论坛”是由菲律宾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发起创办的，自2002年创办以来，论坛已发展成为亚太地区乃

至全世界范围内华侨华人反对和遏制“台独”、促进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的重要平台，对推动亚洲和全球华侨华人反“独”促统活

动产生积极影响。           （新华网2008－01－19 记者/刘华） 

承载会馆公所百年历史无以为继 

侨界呼吁遏止文献文物流失 
    近三、四十年里从海外侨社中流失的文物到底有多少？也

许谁都说不清。我们无法回避的是：什么原因造成文献和文物

的流失？都去了哪里？ 

  旧金山华人历史博物馆前任会长、著名的美国华人历史学

家麦礼谦指出，百年不变的僵化的会馆体制和架构，缺乏行之

有效的管理机制，疏于管理，缺乏专业的鉴定及保管人才，于

是，这些珍贵的文献和文物资源消失殆尽就成了必然的命运。  

  另外，自然灾害对社团的文物资料也带来了万劫不复祸害。

美国华人收藏协会会长张树强表示，由于1906年的大地震和大

火，不少会馆和公所都毁于一旦，内里的文献、文物很多都焚

毁、散失，令人惋惜。  

  文物和文献都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承载着海外华人华

侨的历史，是弥足珍贵的历史见证，位于美国旧金山的中国华

侨历史博物馆海外文物征集人招思虹呼吁，“痛定思痛，是亡羊

补牢的时候了”。([美国]星岛日报2007-03-03 记者/黄伟江) 

陈慧膺多伦多华人作家协会新会长 
“多伦多华人作家协会”日前召开会员大会，选出协会第6届

理事会。陈慧选为新一届会长，保中庆则任副会长。 

“多伦多华人作家协会”创立于14年前，由一班经常在中文

传媒发表作品的文学创作者发起成立，目的是以文会友，交流

创作心得。 

    新任会长陈慧出生于香港，毕业于香港理工学院，主修美

术设计。从事艺术教育和创作近30年，在文学和绘画都深有造

诣。曾结集成书的有《心涧曲》和《砚旁春雨》。最近，陈慧

辑录她本人及其学生多年来在不同艺术领域的创作，出版诗歌、

绘画、文学及摄影集“天籁”。 

该会创会会长伍秀芳寄望新一届会长能多为会员开拓写作

园地及招揽年轻一辈入会，注入新气象。 

（[加拿大]明报新闻网加东版2008-01-11） 

阳和总会馆主席李文波轮值中华总会馆总董 
  2008年3月2日晚，中华总会馆轮值总董宣誓仪式在旧金山

华埠隆重举行，阳和总会馆主席李文波轮值总中华总会馆总董。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旧金山领事馆总领事高占生夫妇等到场祝

贺。华裔大法官郭丽莲、邓孟诗任监誓就职仪式法官。  

    高占生致词时表示，阳和总会馆成立156年以来，为了促进

侨社繁荣进步、中美友好贡献突出。高总领事对于李文波就任

总董表示，相信他一定能充分施展聪明才智，为侨胞谋取更多

福祉。 

    李文波致词时表示，在任期内将加强各大会馆之间的合作，

推进侨社和谐，并将和中华主席团、各位商董一起，为侨胞以

及小区谋求更多的福利，发挥中华文化、促进中美友好以及祖

国早日和平统一。          （广东侨网2008－03－05 美国/黎志滔） 

欧洲龙吟诗社产生新班子 刘锦权任执行社长   
   欧洲龙吟诗社第九届执行社长叶星球任期届满。1月13日下

午，由叶星球主持，召开社委会扩大会议，创会会长梁源法先

生被特邀参加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协商，顺利产生了第十

届由七人组成的社委会。分工如下：执行社长刘锦权；主编叶

星球；副社长兼副主编刘学伟；副社长兼财政罗益香；副社长

蚁松裕、叶星千、林鸿范。特聘梁源法、薛理茂、何福基、张

剑、张玉馨为顾问。其它目前照旧。  

  叶星球发言指出，欧洲龙吟诗会成立于1990年1月14日。目

前共有会员４０余人。至今，已出版210期“龙吟诗页”和五集《龙

吟诗词》。日前汇集了40位欧洲华裔诗人心血的《龙吟诗词》

第五辑在巴黎面世，诗集中古体诗与新体诗并存，题材多种多

样。        （综合自[法国]欧洲时报2008-01-21、新华网2008-01-10  

题/40位华裔诗人心血《龙吟诗词》第五辑在法巴黎面世）   

旅西华人社团年终盘点报告 
  旅居西班牙的华人已达13万之众，注册的华人侨团高达80

余家。据了解，若干年来，常年不见踪影，空背一个响亮名头

的华人侨团，占有将近50%的比例。这些只有“脸”，却没有“身

子”的侨团，大多有着非常相似的成立背景，他们往往都是纠合

一些直系或者旁系亲属，自主自发地申请成立一些名字铮亮的

民间社团。在西政府主管部门懵然不知的核准了他们的称谓以

后，这些团体一年只有一次的酒会(侨团活动)，则实实在在地

变成了个别侨领的家庭聚餐。曾引起世人关注的马德里USERA

事件有目共睹，当事人在事发之初苦于势单力薄，曾通过报章

呼吁社会团体出面维权，但是，当事人的努力多次化为泡影，

这些以维护侨胞利益为己任的侨团组织，竟然没有一个在当时

主动站出来为当事人解决难题。 

  近年来，一个又一个侨团顺势诞生，他们起始的目的有着

非常明显的急功近利思想。随着华人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些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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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为农，今日为商的准华侨，在完成了历经艰辛的原始积累之

后，都开始把追求的目光瞄向了上层领域，他们期待得到更多

人的尊重和首肯，更渴求得到人们的仰慕和赞许。究其所以，

日后的“不理朝政”便不难解释，结果也几近顺理成章。 

  在贵为“侨领”的个别人身上，侨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令人

匪夷所思的事实，区区一顶不带花翎的“乌纱”，竟然被少数人

争得不可开交，更有甚者，竟然不惜重金，直至大打出手。 

  侨团的兴起及西政府对民间侨团的核准，是有着浓重的管

理色彩掺杂期间的，西班牙政府无力管理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

移民，利用当地族群的自发组织，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不仅

能够为政府节省一笔不菲的开支，还能起到政府所起不到的管

理作用。在这个气候背景下，只要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侨团组

织的审批，政府通常都会给予认真的考虑。 

  中国移民则不然，他们视这些无形的东西为珍宝，他们借

用中国行政编制的省、市、乡、镇，甚至村的名义，都相应建

立起了极富“割据”色彩的群众组织。粗略的统计表明，仅去年

上半年到现在，就有大大小小七八家类似的组织宣告成立，邻

国意大利、葡萄牙也有较多这样的组织诞生，这些毫无实际意

义的空泛名字，除了满足了个别人“私欲”的膨胀之外，没有给

这些名义下的侨民带来便利，除了极少数组织做了一些份内工

作之外，大多数组织机构仅仅停留在一张“组织人员名单”上，

其职能也是在所谓“章程”下原地踏步。甚至一些华而不实的组

织机构，其成立庆典的花销都是由几个组织内决策者分摊，根

本没有任何“会员”参与。 

  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行业瓜分风潮兴起。随着中国地

名为代表的侨团组织资源耗尽，根据所从事行业的不同，“行业

协会”也开始了瓜分与争夺。一位业内人士告诉笔者，行业协会

比较受西政府的关注，理由是行业协会大多有其职能特征在里

面，而国情不同导致了管理上的隔阂，行业协会受到重视无外

乎这一点。如果稍微审视一下，那些具有行业特征的移民店铺

现状，我们就知道那些行业协会管理职能体现在哪里，一位开

店多年的侨胞告诉笔者，每逢大检查或者遭遇罚款，我们都把

问题反映给行业协会负责人，可是，他们除了收会费能过来看

看之外，其他时间你根本找不到他在哪里。 

  真正为侨民做实事、做好事的社团肯定有，但在80多个社

团中的比例实在有点小，这是不争的事实。 

  ([西班牙]欧华报2007-12-29 作者/水龙吟)  

丹麦华人总会举行换届选举 
  3月15日，丹麦华人总会举行了换届选举仪式，以无记名

投票方式产生林燕标先生为华人总会主席，首席副主席柯本佑，

副主席李忠良、曾育辉、林 伟，永久名誉主席林荣生，总会秘

书长叶利宗。 

  丹麦华人总会是丹麦王国最大的华人群众组织，也是目前

北欧国家唯一拥有自己的办公场所、中文学校和娱乐活动中心

为一体的华人组织，成立于1991年，下属机构还有华人工商会

和妇女会。                            (欧洲时报2007-03-17) 

南洋各属雷州会馆 

——全球最大的海外湛江人团体和组织  
    南洋的雷人乃来自广东省的雷州半岛，主要是以来自徐闻

与遂溪（这里指的遂溪县是旧县的统称，包括了今遂溪全县及

赤坎、霞山、麻章和东海岛等地区）两县为多，海康县的人数

则较以上两县为少。1892年第一个雷州人的侨团组织在新加坡

成立，定名为“雷州会馆”，这是当时遂溪、徐闻、海康三县旅

新侨胞的联合组织。1898年马来西亚的马六甲也成立了雷州会

馆。随后，马来西亚的麻坡、古晋、万里望等地都成立了雷籍

社团组织。据悉，雷人在南洋华人族群的总人口中，次于福建

人、广府人、客家人、潮州人、海南人、高凉暨广西人而居第

七位。而在各邑籍华人中，客家人在1801年成立槟城嘉应会馆，

槟城广东会馆和福建汀州会馆也在1801年成立，马六甲潮州会

馆创办于1822年，马六甲琼州会馆也于1869年成立，而雷州人

的首间会馆新加坡雷州会馆1892年才成立。这可说明了各邑籍

华族移民中，雷人是最迟的华人移民者，也是势力最单薄的华

人社团。目前在南洋的雷州会馆主要有五间： 

   1、马六甲雷州会馆   马六甲雷州会馆创建于清光绪二十

四年（1898年）5月，是马来西亚成立最早的雷州会馆。由于马

六甲是旅马雷州侨胞比集中的地区，所以这个雷州会馆既是当

地雷州乡亲联络乡谊的核心，又是当地雷籍华人追宗祀祖的组

织，也是当地雷人募捐济困、集资行善的机构。注册的永久会

员人数一千多人，会员之多为马新各属雷州会馆之最，会馆现

址位于马六甲市鸡场街97号，现任会馆主席为邓福明先生。 

    2、柔佛州雷州会馆   据了解，柔佛州雷州会馆的前身乃

“雷州帮”。1913年，定居柔佛州麻坡市的雷人郑茂兰组织了“雷

州帮”。1918年，改名为“麻坡雷州会馆”。柔佛州雷州会馆现有

注册的永久会员700多人，现任会馆主席为陈姚杉先生。 

  3、万里望雷州会馆  万里望雷州会馆于1919年6月成立，

为马来西亚华人地缘社团。雷州会馆现任主席为朱进财先生、

会馆副主席为叶金发先生，会馆顾问陈永年先生。 

    4、新加坡雷州会馆  新加坡雷州会馆是在1892年5月28

日成立注册了成立的，一开始时,雷州会馆并没有真正运作,雷

人一般都加入海南会馆（特别是与海南隔海相望的雷州徐闻

人）；直到20--30年代雷人移居新加坡人数激增,才从真正意义

上开始为三雷乡亲服务。现址在新加坡芽笼32巷门牌44号，现

任会馆主席为符罗威先生。 

 5、砂劳越古晋雷州公会  砂劳越古晋雷阳公会成立于1940

年11月8日，1941年8月15日，在砂劳越正式注册获准，初名为

砂劳越古晋的“雷阳公会”，是砂劳越地区遂溪、徐闻、海康三

县侨胞的联合组织，2000年后改名为“砂劳越古晋雷州公会”。

现任会馆主席为吴会金先生。 

  除了这五间雷州会馆外，还有印尼廖内的雷州会馆，印尼

的这间雷州会馆成立于1922年，但其后由于在多次的排华运动

中受冲击，雷籍华侨已将其关闭。可以说，新马地区的五大雷

州会馆是全马和新加坡10多万祖籍雷州三县的华人及其后裔的

宗亲同乡组织，也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海外湛江人团体和组织。  

(碧海银沙2007-12-18 通讯员/何 强) 



第 3 期    总第 3 期               侨情简报                                               第 2 版 

11   

侨务动态 

杨洁篪： 

坚定地维护海外中国公民企业的合法权益 
   3月12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记者招待会，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就国际问题和中国的外交工作

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杨洁篪表示，中国坚定地维护海外中国公

民和企业的合法权益。  

    有记者问：“近年来，中国的外交部更加重视经济外交和公

众外交。一方面是帮助中国的企业走出去，而另一方面，邀请

普通的老百姓走进外交部，您是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两方面的工

作？”  

    关于“经济外交”，杨洁篪表示，近年来，中国外交部和中

国的驻外使领馆很注意发挥自己的优势，同有关部门通力协作，

为推进中国的对外经贸合作做了一些工作。作为搞外交工作的，

首先要深化中国同其他国家的战略和政治的互信，为中国对外

经贸合作创造良好的国际和周边的氛围。大力推动多边区域和

双边的自贸合作，推动通过磋商和对话，来妥善地解决经贸领

域的问题、摩擦和纠纷。杨洁篪强调，要继续做好经济外交这

篇大文章。 

    关于“公众外交”，杨洁篪强调，中国的外交是人民的外交，

是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外交部现在很注意通过各种渠道来了解

广大人民群众对外交工作的建议和看法，并且也通过因特网和

其它途径来介绍外交信息，外交政策。外交部这几年还搞了公

众开放日，一定要把这个制度坚持好，搞得更好。 

    杨洁篪指出，公众外交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促进维护世界

和平、共同发展的外交。在对外方面或者对内公众外交方面，

中国的国家领导人都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中国国家领导人出访

的时候，总是同国外各界进行广泛的交流和接触，驻外大使们、

总领事们、外交官们也很注意做这方面的宣传工作。 

杨洁篪表示，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公众外交深刻的意义和

好处，今后要把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新华网2008-03-12据新华网文字直播整理） 

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在北京正式成立 
  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1月16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

重举行成立大会。这是中国国内最高层次的侨商组织，也被誉

为中国“侨商之家”。 

  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在会上致辞时说，侨资企业已经成

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独

特作用。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不仅满足了侨商希望沟通信息、

增进联系、加强合作的要求，也适应了中国侨务部门增强为侨

服务手段，切实维护权益、促进侨资企业更大发展的需要。 

  国务院侨办主任李海峰在会上讲话时表示，中国侨商投资

企业协会的成立是侨商事业在中国蓬勃发展的必然结果。国务

院侨办将依托该协会，进一步深化为侨服务工作，推动侨商事

业更好更快发展。 

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首任会长为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

国民。目前协会拥有各类会员三百多个。 

（中新网2007-01－16 记者/张朔） 

 侨务引智是重中之重 

许又声强调四方面侨务工作 
 为期两天的全国侨办主任会议1月18日在北京圆满结束，国务

院侨办副主任许又声在会上强调，侨务部门学习贯彻党的十七

大精神，要着力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把侨务引智工作作为侨务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要

力争经过两年的努力，建立覆盖全侨办系统的人才信息库和项

目信息库，大大推进侨办系统的引智工作。 

  二是大力实施归侨侨眷关爱工程。要加大对城乡归侨侨眷、

特别是贫困归侨侨眷的扶持力度，通过关爱工程更加夯实国内

侨务工作的基础地位。 

  三是侨务工作在增强国家软实力方面大有作为。要大力开

展华文教育和对外文化宣传工作，宣传中国亲仁善邻、讲信修

睦、追求和谐的核心价值取向，通过构建和谐侨社展现中国的

良好形象。  

  四是涵养侨务资源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努力增

强侨务工作的优势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中新网2007－01－18） 

马儒沛：促进华侨捐赠人与受赠人和谐关系 
    国务院侨办副主任马儒沛2月29日在海口听取海南华侨捐

赠情况汇报时表示，华侨捐赠事业的可持续性需要从机制入手，

建立捐赠者和受赠者之间的和谐关系，加强信息引导，使华侨

捐赠最大程度发挥出社会和经济效益。同时，有效扩大血缘、

亲缘、地缘等传统纽带关系，给更多有志于公益事业的华侨提

供献爱心的平台。 

  三百多万海外琼属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分布在世界六十

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以

来，海外乡亲的捐资捐物折合人民币逾八亿元。 

马儒沛说，海外华侨多年来热心故乡公益事业，仅今年捐

赠南方雪灾即达一点七亿元人民币
＊
。然而，由于信息的不对称，

有时海外华侨对祖籍地需要受助的项目不甚了解。另一方面，

捐赠项目的后期监管也有待加强。   （中新网2007－02－29） 

＊编者注：数字截止于2月25日。南方雪灾后，应侨胞之愿，

国务院侨办于1月31日紧急启动“侨爱工程——抗雪救灾温暖行

动”。（中新网2007－02－25 题/国侨办“侨爱工程”获海内外侨胞捐

赠达1.7亿元） 

李海峰 

欢迎列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海外代表“回娘家” 
    3月6日，国务院侨办主任李海峰、副主任许又声在钓鱼台

国宾馆会见列席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的海外华侨华人代

表，此次列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海外侨胞代表共３１名，分别来

自日本、泰国、菲律宾、尼日利亚、法国、意大利、德国、葡

萄牙、英国、俄罗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澳大利

亚、新西兰等16个国家。李海峰表示，国侨办将继续坚持为侨

服务的宗旨，使侨办真正成为海外侨胞的“娘家”。 

  李海峰与海外侨胞代表座谈时说，邀请侨胞列席全国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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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充分体现了祖(籍)国对海外侨胞的关心和信赖，也反映

了中国政府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公开化方面所取得的进步。

座谈会上，海外侨胞代表争相发言，对中国发展大局、国计民

生问题、侨务工作的发展、华文教育，以及海外华人社团如何

加强团结等，提出了很多意见和建议。  

记者从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了解到，自从二〇〇一年

至今，已有来自三十二个国家、一百七十六位华侨华人代表，

先后列席过全国政协会议。      (中新网2007－03－06)  

林军当选中国侨联主席 
    中国侨联七届五次全委会议1月11日在北京闭幕。会议接

受林兆枢辞去中国侨联主席职务的请求，选举林军为中国侨联

主席；听取并审议了林兆枢代表中国侨联所作的工作报告，通

过了《关于开展“调研创新年”活动的决定》。  

    会议同时接受李本钧辞去中国侨联副主席兼秘书长职务的

请求，选举陈有庆为副主席，董中原为副主席兼秘书长，聘请

林兆枢、李本钧为中国侨联顾问。 (新华网2008-01-11 记者/陈键兴) 

改革成效凸显 

粤华侨农场土地逾九成已确权发证 
    1月14日，广东省政府在江门召开全省推进华侨农场改革

和发展工作会议，全面部署广东省华侨农场新一轮改革和发展

各项工作。 

华侨农场土地93%已确权发证 

广东省是全国安置归难侨人数最多的省份，全省现有23个

华侨农场，分布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韶关、梅州、惠

州、汕尾、江门、阳江、湛江、肇庆、清远、揭阳等14市，总

人口30.6万人，占全国华侨农场人口总数的49%，其中归难侨6.9

万人，占全国的43%。 

  近年来，华侨农场的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一是管理体制已初步融入地方。全省23个华侨农场已全部

设立经济管理区或镇(街道办)。 

  二是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改善。各级政府多渠道筹集资金，

重点实施归难侨安居工程，职工入学难、行路难、饮水难、住

房难的状况有所改善。 

  三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新进展。全省华侨农场职工参

加了地方养老保险统筹；全省绝大部分华侨农场职工参加了城

镇职工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职工看病难、看病贵问

题得到缓解；绝大部分华侨农场的低保救济做到应保尽保。 

  四是华侨农场“三化”进程加快。通过整合土地资源，以工

业园区为载体，积极招商引资，工业发展有新进展；创造了三

级管理(场、村委会、承包户)、两级核算(场、村委会)的经营

体制。 

  五是推行了“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实行了

农工贸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经营管理机制。 

  六是土地确权与登记发证工作基本完成。截止2007年8月，

全省华侨农场土地应确权发证面积115.69万亩，已确权发证面

积107.91万亩，占应登记发证面积93%。 

黄龙云：让归难侨共享发展成果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

长、省华侨农场改革和发展领导小组组长黄龙云在会上强调，

各级政府要切实担负起属地华侨农场改革和发展的主体责任，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以体制融入地方、管理融入社会、经济融

入市场的“三融入”为华侨农场改革发展的主线，力争相对全

面地解决华侨农场的历史遗留问题和融入属地问题，相对全面

地实现华侨农场的加快发展，发挥华侨农场的优势，以适度工

业化、科学规划指导下的城镇化和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为改革

发展的重点，逐步健全完善改革发展的长效机制，让华侨农场

的归难侨和职工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南方网2008－01－15 记者/蒋大志、符信)  

海外侨胞去年向江门市捐赠逾亿港元 
    日前从江门市外事侨务局获悉，经过各级政府和侨务部门

两年多的努力，市侨捐项目监管制度全面建立，维护了捐赠人

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激发了海外乡亲慈善捐赠的热情，去年全

市接受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捐赠超过1亿港元。   

据介绍，江门市今后将继续加大侨捐项目监督管理工作力度，

落实健全长效监管机制，把侨捐项目管理工作纳入年度总结和

评比范围，加强监督检查，落实受赠单位和职能部门职责，重

点监督检查受赠单位对侨捐项目的建设、管理使用、维护保养

的情况。          (江门日报2008-3-18第6744期 A2版  记者/董平)  

江门市侨务工作求新求变 “三新人士”成重点  
    记者从3月10日召开的江门市外事侨务工作会议上获悉：

为进一步适应当今国际形势和海内外侨情变化，江门市侨务工

作方法将有效转型，即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精细化”转变，

侨务工作重点对象正在由老华侨、传统宗乡社团逐渐转到“三新

人士”(华裔新生代、新华侨华人、社团新力量)和商会、专业社

团上面。 

  据介绍，适应这种新转变，一个显著变化就是，今后江门

外事工作由“偏重国内大局”向“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转变，

从“小外事”向“大外事”转变，从“只是迎来送往”向“也出经济社

会效益”转变。从细节来说就是，做老一辈华侨华人的工作，要

讲感情，讲乡情，讲家乡话；对“三新人士”、特别是华裔新生

代，既要讲感情、讲文化联系，又要讲商机、讲发展、讲外语。 

江门市副市长陈杭在会上指出，现在，侨务工作重点对象

正在由老华侨、传统宗乡社团逐渐转到“三新人士”和商会、专

业社团上面，外侨融合趋势明显，为此，她要求，今后侨务工

作要实现“五个结合”，即：从引资为主转向引智引资相结合，

突出引智为重点；从侨务为国到侨力为国与国力为侨相结合；

从落实侨务政策、维护海外侨胞在国内合法权益到依法护侨与

关心和维护华侨华人在住在国的正当合法权益相结合；从日常

联络联谊到密切联络联谊与主动引导和帮助海外侨团革新会

务，促进和谐侨社建设相结合；从“引进来”发挥海外侨胞作用

为主到“引进来”和“走出去”两个方面发挥侨胞作用相结合。 

(江门日报2008-3-12 第6738期 A3版  记者/董平) 

海外侨胞港澳同胞30年来 

累计向福建捐赠164亿元 

    来自福建省政府侨务办公室的统计表明，改革开放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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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向福建捐赠公益事业的资金已高

达164亿元人民币。  

福建有1200多万海外侨胞、100多万港澳同胞。福建省政府

侨务办公室主任曾晓明说，迄今为止，福建省政府已表彰对公

益事业捐赠有突出贡献的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1787人次，其中

表彰捐赠亿元12人，表彰捐赠千万元以上186人。福建还对华侨

华人捐赠权益进行了立法保护，从而进一步激发了华侨华人的

捐赠热情。       （新华网2008-01-03港澳台频道   记者/逯寒青） 

上海新一届 

市政府侨办专家咨询委员会会议召开 
  上海新一届市政府侨办专家咨询委员会会议于2008年1月

9日下午召开。市政府侨办从文化、经济、历史地理和人口学及

侨务工作实践经验、新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等方面组建了由专家、

学者和资深侨务工作者相结合的专家咨询委员会。 

会议选举产生章念驰专家（上海社科院东亚研究所所长,

兼任上海台湾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市政协常委）任市政府侨办

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桂世勋（华东师大人口研究所教授、博

士生导师、享受国家特殊津贴、市政府特聘决策咨询研究专家）

和蔡建国（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亚太研究中心主

任、教授，致公党中央常委、上海市委副主委，市政协常委，

市侨联副主席）两位专家任市政府侨办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讨论确定市政府侨办专家咨询委员会2008年工作计划；专家咨

询委员对《上海市侨务工作“十一五”规划》和《2008年上海市

侨务工作要点》的发表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上海侨务网2008-1-10） 

从个人“行善”到群体募捐 

海外华侨7年向温州捐1.8亿 
     3月5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民侨委与浙江省侨办联合执法

调研组来温，就温州贯彻落实《浙江省华侨捐赠条例》、《浙

江省华侨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情况进行调研。据悉，2000年以

来，华侨共向温州捐赠款物达1.8亿元，主要捐赠于教育事业、

新农村建设、扶贫救灾等民生领域，华侨捐赠已由传统造亭修

桥“积德行善”型向关注民生、助推经济社会发展转变。 

  温州全市有42.5万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分布在93个

国家和地区，国内归侨侨眷近43万人。以往华侨捐赠主要是为

家乡修桥、铺路、造凉亭等。近年来，温州的华侨捐赠项目总

量呈现逐年递增态势，投向也愈来愈集中于百姓民生问题。2000

年以来，温籍华侨捐赠新农村建设项目达1.1亿元，占总数的

60%；捐赠文化、卫生等公益福利事业达3199万元，捐赠教育事

业达3050万元，捐赠从“行善乡里”更多转向“改善民生”。 

  此外，温州华侨捐赠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由华侨个人捐

赠转向集体募捐。近年来，温州一些较大的捐赠项目，均是通

过侨团、侨商协会和侨界知名人士向在外侨胞发起倡议而实施

的。          (温州日报2008－03－06 记者/王丹容) 

四川省积极推动“侨资西进” 

 入川侨商大幅增加 
  记者2月28日从四川省侨办主任会议获悉，致力于建设侨务

大省的四川省积极推动“侨资西进”，侨商来川投资步伐进一

步加快，去年共促成经济合同项目六十四个，合同金额逾八十

亿元人民币，实际投资到位近四十亿元。 

  四川省侨办主任周敏谦在会议上说，四川省去年通过举办

“首届华侨华人社团大会”、第四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等重大

涉侨活动，海外联谊工作向广度和深度扩展，华文宣传和华文

教育实现新的突破，在侨务引资引智、侨务惠民等方面也都取

得了新成效。           (中新网2007－02－28  记者/杨杰 霍潺) 

印度、中国和墨西哥 

去年侨汇收入列世界前三名   
    根据世界银行3月19日发表的《2008移民和汇款概况》，

2007年印度的侨汇收入达270亿美元，列世界第一，中国和墨西

哥则分别以257亿美元和250亿美元列第二和第三名。  

  这份报告说，去年世界侨汇总额约为3180亿美元，其中约

2400亿美元流向发展中国家。  

  报告指出，美国是世界最大侨汇输出国，其2006年侨汇输

出额达422亿美元；沙特阿拉伯居第二位，为156亿美元；瑞士

列第三位，为138亿美元。  

报告作者之一许之湄表示，侨汇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至关重

要，不仅有助于减轻这些国家的贫困问题，而且也成为这些国

家的主要外汇来源和经济稳定力量。 

(新华网2008-03-20 记者/刘洪) 

中使馆高度重视留学生巴黎遇害案 

再吁留学安全 
     来自中国天津、在巴黎一家私立商校就读的中国留学生

严明3月16日晨在巴黎市中心被刺死事件
＊
，经媒体及网络传播

后，在中国留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 

  中国驻法使馆领导高度重视此事。使馆已经和巴黎警方交

涉，并与严明家属取得联系，使馆要求警方尽快查明真相，缉

拿凶手，并将验尸报告和调查结果尽快通报中方。使馆教育处

通过记者向广大留学生再次提醒：注意人身安全。 

  近年来，随着中国留法学生的增多，留学生中的突发事件

的频率很高。据不完全统计，仅去年就有30余家长寻找“失踪”

学生、1个学生自杀身亡、6人患精神分裂症、10余人车祸受伤

及被撞，其中重伤3人，1人脑死亡、40多学生被盗被劫、还有

被短信、电话、邮件骚扰、威胁的，1人被人恶意烫伤(深2度烫

伤面积达15%)，因违法被关押的有10余人等。中国驻法使馆教

育处官员在多种场合、通过多种方式发出警示，希望中国留法

学生自重自爱，以学业为重，注意自我保护。就在今年初，教

育处白章德公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烈呼吁中国留学生注意

安全问题。“严明被刺事件”无疑为留学生的安全再次敲响了警

钟。  (［法国］欧洲时报2008-03-18 原题/留学生安全响警钟  中国青

年巴黎遇害 警方追查凶手；记者/黄冠杰) 

＊编者注：冲突事件发生在3月16日凌晨4点左右，地点是巴

黎第三区。一帮华人青年与法国当地北非裔青年发生争执。来

自中国天津的25岁留学生严明被对方用刀子刺死。另一个22岁

的中国留学生眼睛被刀刺伤。嫌凶已被抓获。 



第 3 期    总第 3 期               侨情简报                                               第 2 版 

14   

海归热线 
《华盛顿邮报》：中国机遇吸引科学家回国 

    在津贴、赋税优惠、更加宽松的政策以及更加开放的科学

环境的吸引下，中国多年来流失的科学家陆续返回祖国。当美

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等科研机构抱怨美国科研经费预算日益紧缩

时，中国却宣布在2010年之前将研发经费翻一番。  

    这些回国的科学家正在扭转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一股趋

势。当时，中国允许学生出国留学，而这些学生出国时曾打算

永远留在国外。但近年来，已经有超过27.5万名海外学者回国。  

    在这些被称为“海龟”(海归)的人当中，有许多人都拥有理

科或工科的博士学位。据中国有关部门透露，有5万名“海龟”

开办了自己的企业，推动了中国的创新和医学研究的发展。  

    例如，50岁的姜和(音)在1999年之前一直是美国国家卫生

研究院全国心、肺、血液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现在是中国重

庆市前沿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总裁。公司主要从事抗艾滋病药

品的研制工作。  

姜和说：“假如我在美国白手起家，可能要花多得多的时间

来寻找资金。我很可能只拉到几十万美元，只雇得起几名研究

员。在这里，我们拥有30多名雇员。” (［美国］华盛顿邮报2008-02-19 

原题/Opportunities in China Lure Scientists Home；网址：

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8/02/19/AR200802

1902509.html - ) 

我国出国留学规模 29年扩大了155倍 
    自1978年到2006年底，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达到106.7万

人，其中1978年出国留学总人数860人，2006年13.4万人，29

年出国留学规模扩大了155倍。 

  2007年的最新数据正在统计之中，但仅从公派留学人员来

讲，就已经比2006年的8242人增加了51%，高达12402人，录取

人数首次突破一万人，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新增了研究生项目。 

  除了留学人数持续增长外，留学生对于留学目的国以及专

业的选择更加广泛多样。早年，留学热点国主要集中在英、美

等发达国家，而现在一些小国也逐渐受到关注，目前有中国学

生的留学国家达到109个。   (大河报2008-03-19第A30版  文/罗伟） 

2007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超过15万人 
   前些年，留学人数曾一度出现负增长，而最近两年，留学市

场又开始全面回暖，初步统计，2007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超

过15万人，创历史新高。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人士介绍，2007年，有3万8名中国学

生获得美国签证，其中大部分是自费留学生。英国驻华使馆的

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的赴英学生签证申请人数增长了近两

成，其中华北和华中地区的签证申请人数增长高达四成。 

    除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我国传统的

主要留学目的地国家外，意大利、爱尔兰、韩国、西班牙、阿

根廷等也逐渐成为留学人员追捧的热点。到目前，已有109个国

家和地区有我国的留学人员。 

    专家分析，我国经济持续发展，人民币升值，居民家庭支

付能力不断提高，是催生留学热的重要因素。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张晓涛：如果以3万美元一年

的学费来计算，汇率(调整)之前大概需要24万人民币，汇率(调

整)之后，以当年的汇率来讲，大概需要21万元人民币。这样就

少花了3万人民币。 

    不少学生表示，国内的升学和就业压力大是他们选择出国

留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还有相当多的学生表示，出国留学主

要是为了开阔眼界、享受国外的优质教育资源。 

    此外，外国政府和教育机构越来越重视中国教育市场的开

发，不断推出更为开放和优惠的留学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促

进了留学市场的发展。（中央电视台2008－03－01 题/留学市场全面回

暖 留学人数再创新高） 

第十届留交会： 

“海归”与“土鳖”待遇相差不大 

海归热议回国三大问题 

    第十届留交会2007年12月26日开幕，“首届中国留学人才

网络视频招聘会”、教育部海外高层次人才交流平台、“大学校

长沙龙”等一系列专场交流活动分别展开。记者在现场了解到，

票子房子是海归们最关心的问题，作为引进海归的重点单位，

各个高校对待“海归”的态度也有所不同，有的急盼“海归”归来，

广州大学副校长陈永亨说，该校每年投入1200万元人才专项引

进资金，最高“安家费”达到80万元，目前已有海外留学人员70

多人回来任教。而如中山大学等高校却表示，有没有海外留学

背景，教授工资收入不会相差太远。中山大学副校长颜光美具

体介绍说，在中大，正教授年薪税前平均是12万元，副教授平

均8万元。他说，海外留学人员回国，脑袋中要抛掉美元和人民

币的比率，立足于中国实际情况。“对留学归来的人设立高收入，

这对其他很多教授不公平。” 

  海归热议回国三大问题 

  票子  回国后教授年薪只有12万～14万元，家属在国外

没法养家糊口。有海外华人教授协会负责人呼吁，国内教授年

薪需要大幅度提高，才能留住海外优秀人才。 

  年龄  引进海外人才有35岁～45岁的年龄限制，大龄海

归大叫不合理。美国留学待了20多年的一名“海归”说，因为处

在35～45岁之间的人多数在国外有家有口，难以放开手脚回国

创业，但过了45岁之后孩子上大学，财富积累也到一定程度，

最适合回国。 

    学历  学位是硕士但专业成绩优良，回国内高校为何还

要屡屡吃闭门羹。对此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杨树兴明确说，进

大学做老师，博士是最低的门槛，而且就算是博士去竞聘岗位

还不一定成功，需要论文发表等。如果专业科研有优势，可以

进到高校科研岗位，或者去研究院。 

  (广州日报2007-12-27  文/饶贞、卢文洁、毕征)  

贡献突出 六华裔教授荣升美工程院院士 
  美国国家工程院院长Charles M. Vest本周在华盛顿宣布，

该院新增选一批院士及外籍院士。此次新增院士共65名，外籍

院士共9名。在这次新增的工程院院士中，总共有6人为华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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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张茂松和叶文工名列其中。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洛杉矶张茂松教授(Frank Chang)，

来自中国台湾。目前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电子工程系的全职

教授和高速电子设备实验室的主任。他对微波功放大装置(GaAs 

HBT )的贡献尤为突出。发表过250多篇论文，拥有20项美国专

利，参与过多部书籍的撰写。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叶文工(William W-G Yeh)，来自中

国台湾。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土木工程系的杰出终身教授。 

至此，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已达2227名，外籍院士达到194

名。美国国家工程院是美国工程科技界最高水平的学术机构，

成立于1964年12月，是世界上较有影响的工程院之一。当选美

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是工程领域专家的最高专业荣誉之一。 

(［美国］侨报2008-02-14 记者/吴健)  

学业就业压力大 

在美文科中国留学生纷纷"海归" 
南加大(USC)历史系博士生王霄飞回国发展的决心一直没

有改变。他2001年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毕业后在南加大开始攻

读历史系博士，研究方向是美国流行文化。他认为虽然美国大

学拥有丰富的学术资源，是研究者的天堂，但对于许多文科专

业的留学生来讲，回国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所长也更加有用

武之地。王霄飞身边的许多学习电影研究、传媒和法律的中国

留学生都已回到了国内，在外国大型媒体公司中国分部、中央

电视台或是律师事务所工作，学有所用，也较容易得到重用。 

2007年从加大洛杉矶分校(UCLA)东亚政治系毕业的硕士生

李东(化名)认为自己从文化认同上更倾向于有悠久历史的中华

文化，留学经历使他更加了解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李

东认定下一步要回国创业，著书立说，将重新反思、阐释中国

传统文化，以漫画形式在国人中推广，使得“好莱坞大片和英文

畅销书不再大行其道。” “我们这一代人有复兴中华文化的使

命。”  

文科留学生在学习和就业上面临的压力和挑战要比理工科

学生要大得多。语言是文科留学生的课业核心，对于文科留学

生英语的听说读写的要求极高。比如阅读和写作量都很大的讨

论课是美国文科生的家常便饭，还要在课堂上参加讨论，讲述

自己的观点。文科博士生如英语和历史专业，花费8年甚至10

年读完学位也是常有的事。          （[美国]侨报2008-02-19） 

加拿大中国留学生急增创下新纪录 达19200人 
加拿大统计局发表最新报告显示，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持续

增长，在二00五-二00六学年度，来加留学的中国大学生增加了

百分之七，总人数升至一万九千二百人，达到历年来新高。占

了所有新增外国留学生的百分之二十八。 

   外国留学生的迅速增长，是加拿大大学生人数过去五年屡

创新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加拿大大学暨学院协会(AUCC)主席崔

夫斯分析说，近年来，加国大学普遍提升招揽国际学生的力度，

该协会去年度的调查显示，百分之六十九的院校在本科课程上

提供专门针对国际学生的奖学金，百分之六十二的院校在博士、

硕士课程上提供专门针对国际学生的奖学金。 

  加统计局的分析也指出，来加国际学生持续增加有多方面

的因素，包括中国等主要亚洲国家经济发展强劲，加国大学新

的海外市场开拓策略足以抗衡其它国家的竞争，移民部推出校

外打工许可和移民新法增加吸引力。 

  崔夫斯强调，国际学生会把他们在加拿大学到的知识带回

母国，提升加拿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他们也会建立母国与加

拿大的经贸联系，若越来越多的留学生留在加拿大则会成为本

地可贵的劳动力。                        (中新网2008-02-09) 

中国大使： 

一百多中国教授在英国让人"刮目相看" 
中国驻英大使傅莹称，旅英学者是海外中国学者当中一支

非常突出的队伍，现在有一百多位中国教授活跃在英国学术界

和科研界，“让英国人刮目相看”。 

中国使馆十四日晚举行春节招待会，邀请旅英华人教授做

客。根据有关统计，目前有一百多位来自中国的学者被英国大

学聘请为教授，其中一位教授被聘为皇家学会院士，一位被聘

为皇家工程院院士， 还有不少教授被聘请为英国大学的副校

长、系主任、科研中心主任等。 

傅莹说：“我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在英国留学，知道能在英

国做一名教授是件很不容易的事，竞争很激烈。”她引述英方

统计称，在英国的外籍科研人员当中，中国人最多，在英国大

学的非英籍教学人员中，中国教师的数量居第四位。 

另外，英国首相布朗上月访华时表示，二〇〇一至二〇〇

五年，英国学者与中国学者合著的论文达到五千五百篇，超过

英国与任何一个欧盟国家的合作数量。傅莹说：“我知道这些

合著中中国学者的创意和贡献是比较大的，实际含金量很高。” 

布朗希望到二〇一〇年中英学者合著论文的数量能够翻一

番。傅莹表示，已经向英方主管官员建议，中英两国要实现这

个目标，需要采取更多措施，包括鼓励更多的中国学者来英并

与英方同行开展联合科研。 

傅莹称，中国学者在英国的成就，是大家努力拼搏的结果，

也是对中英关系的贡献，为中国和华人社会赢得了荣誉和尊敬。

她还表示，“每一位旅英中国教授都是中国的形象大使，大家

可以向英国朋友介绍客观和真实的中国。”  

（中新网2007－02－16 记者/李鹏） 

2007年全法中国留学人员工作会议召开   
2007年度全法中国留学人员工作会议12月２２日在中国驻

法使馆召开，来自全法中国学联、各留学人员专业协会和法国

各地４２个分学联约１００位中国留学人员代表出席了会议。  

教育处公使衔参赞白章德在会上作了２００７年在法留学

工作情况报告。他指出，截至２００７年 1１月３０日，在教

育处登记的在法留学人员总数为１９２１０人。今年留法群体

的一个新特点是国家公派生数量较去年增加１８７人，公派生

回国数量较去年增加２９人，公派生为学联队伍增加了新鲜血

液。                                 （新华网2007－12－23） 

四川赴海外留学人员近五万 

回国创业者仅占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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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搭建留学人员之间、留学人员与党委和政府间的沟通交

流平台，1月31日，天府海外留学归国人员2008年新春团拜会在

成都金牛宾馆举行。 

  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省赴海外留学攻读学

位和进修访问的留学人员约4.8万人，约1.5万余人学成回国。

2006年10月，省人事厅、四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四川农业

大学和成都理工大学联合成立了省留学人员联谊会。截至目前，

省留联会共有首批个人会员806名，团体会员22家。 

今年省留联会将探索“联谊”与“转化”新途径。试办人才、

技术、成果交流的“海归”市场，探索“专家服务110”和“成果转

让超市”，多渠道开展科技咨询和教育支援活动。  

 (四川日报2007-02-01 原题/天府海归新春团拜会举行 记者/陈科 ) 

透视各地海归联谊组织小众团体里的缤纷世界 
  近年来，随着海归回国数量的猛增，各种海归联谊会、协

会、俱乐部等名目繁多的海归联谊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

来。它们当中有些只是一群有共同喜好朋友组成的圈子，有些

是具有商业色彩的盈利团体，还有一些是在地方政府扶持下建

立和发展起来的机构。这些团体的生存状况到底如何，又分别

有什么样不同的组织途径？ 

    政府扶持型——在“联谊海归”与“为市引智”之间寻找

最佳结合点  为了加强政府与海归之间的联系，为当地引智

工作搭建更好平台，近年来，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扶持一些民

间的海归组织。2007年9月，南山海外归国人员联谊会(以下简

称南山联谊会)在深圳市南山区正式成立。在其官方网站描述当

中，“民间团体，经民政局批准的非盈利组织”是关键词语。 

  据介绍，目前政府对于南山联谊会的扶持主要有两个方面。

财政方面，政府当中有一些招商引资活动的经费，南山联谊会

可以通过“项目”的方式去申请。另外，市、区政府以及相关的

留创园在活动场地上也为联谊会提供了大量的支持。除了政府

的财政支持外，南山联谊会还通过会员费以及活动当中的一些

广告费用来增加收入来源。 

  商业化运作型——门槛较高 盈利不易 差别性经营寻求突

破  最近四五年间，借助于网站的形式，商业盈利性的海归

联谊组织开始在中国出现。王国伟是目前在全国有8000多名注

册用户的海归精英网的主要创始人，但4年多来网站经营还是挺

难的，甚至还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现在海归精英网的主要

业务就是搞单身聚会或商务活动，另外还有爱情猎头的服务。

所谓的爱情猎头业务主要是针对一些平时工作较忙的海归，精

英网会安排心理顾问帮助他们去定位自己的情感需求。在北京，

一些海归团体已经将职业猎头这块做得挺好的了，但他们身后

往往有风险投资，并且花了长期时间来积累和外企的交流经验。 

小众化圈子型——拥有共同的兴趣爱好，组织活动自由灵

活  上海海归俱乐部是近年来在上海地区活动较为频繁的海

归联谊组织之一。它组织的活动以运动休闲类为主，有些自娱

自乐的意思。据透露，现在海归俱乐部中的成员大概有50多名，

比较核心和固定的有十几名。年龄大致在25岁至35岁之间，以

都市白领、中产阶级居多。俱乐部的发展并没有采用会员制的

方式，也没有雇佣专职人员来进行日常的运作,是一个完全自

愿，非盈利性的组织。活动产生的一些费用，都是通过现场AA

制的方式来进行的。会员之间的联络，也主要是由一些平时比

较热心，又相对有空的人士到论坛上义务发布。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01-12 第05版 记者/张斐斐） 

侨务政策问答 

《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护照和出入境通行证签发管理办法》问答 

编者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护照和出入境通行证签发

管理办法》(下简称《管理办法》)2007年12月15日起正式施行。

《管理办法》对《护照法》 有关条款做了细化和补充，公民办

理护照和出入境通行证将更加便捷。特编制问答一览。 

公民整容后需要申请换发护照吗？ 

    整容后不必申请换发护照。因整容后相貌发生变化的公民

不必再申请换发护照，只需申请护照变更加注，就可以放心出

入关。《管理办法》规定，相貌发生较大变化，需要做近期照

片加注的普通护照持有人，可以向其户籍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申请变更加注，但必须提交

普通护照及复印件以及需要做变更加注事项的证明材料。此外，

有曾用名、繁体汉字姓名、外文姓名或者非标准汉语拼音姓名

的公民及符合公安部出入境管理机构认可的其他情形的公民也

可以申请护照变更加注。  

哪些情形可办加急护照？ 

4种情形可办加急护照。对于着急出国需要办加急护照的

公民，《管理办法》明确了4种情形，即出国奔丧、探望危重病

人的；出国留学的开学日期临近的；前往国入境许可或者签证

有效期即将届满的；省级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

构认可的其他紧急事由。满足上述条件的公民可以向其户籍所

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申请加急

办理普通护照，并提交相应材料，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5个工

作日内签发。 

    哪几种情形不予签发护照？ 

7种情形不予签发护照。《管理办法》规定了7种情形公安机关出

入境管理机构不予签发普通护照，即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籍的；无法证明身份的；在申请过程中弄虚作假的；被判处刑

罚正在服刑的；人民法院通知有未了结的民事案件不能出境的；

属于刑事案件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的；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

认为出境后将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或者对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

失的。此外，公民因妨害国(边)境管理受到刑事处罚或者因非

法出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被遣返回国的，自其刑罚执行完

毕或者被遣返回国之日起6个月至3年以内不予签发普通护照。 

（北京青年报2007-12-15题/护照管理办法实施 整容后可申请护照变更加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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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教育

中国致公党政协提案: 

关于加强海峡两岸华文教育民间交流的建议 
  加强海外华文教育，是侨务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长期

以来，虽然海峡两岸华文教育在许多方面有分歧，但在帮助华

侨华人在海外生存、发展，推动和促进中华文化在世界传播的

问题上，都付出了很多努力。  

  特别是近年来，汉语的应用价值大大提升，海外华文教育

突破了“华文教育华人办”的局面、来华学习中文的人数逐年增

加、海外华文教育“两教一资”严重不足等特点。 

  然而，近年来，由于台湾当局在历史和语文教育上推行“去

中国化”，给海外华文教育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因此，如何

加强海峡两岸华文教育民间交流，反对台湾当局“去中国化”政

策，消除其对海外华文教育产生的不良影响，共同传承和发扬

中华文化，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已是十分迫切需要国家有

关部门予以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我们建议： 

  1、成立两岸华文教育交流协会，加强两岸华文教育机构和

人员的交流。2、成立“两岸华文教育基金会”，加大两岸华文教

育工作的支持力度。3、发挥海外侨团纽带的作用，促进海外华

文教育机构的交流合作。4、加强两岸华文教育机构的合作，促

进教材编写出版和师资培训工作。5、互相认可华文教育的认证

标准，减少两岸海外华文教育的矛盾冲突。6、举办“两岸海外

华文教育论坛”，共同探讨海外华文教育发展问题。7、合作举

办华裔青少年寻根活动，增强华裔青少年对祖(籍)国的认同。

（提案全文见人民网－中国政协新闻网－政协专题－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

会议－提案集粹） 

孔子学院遍及世界68国 

海外中文教育重要平台 
   洛杉矶中领馆教育参赞李曜升2月27日在例行记者会中透

露，从2004年起，汉办在全世界推广孔子学院，这是一种在海

外推广汉语教育的模式，由中国政府提供开办经费和派遣志愿

教师，截至今年2月，已在全世界68个国家建立起231所孔子学

院，在美国地区就有40所遍及30个州。洛杉矶中领馆辖区内就

有5所。如今孔子学院已成为海外中文教育的重要平台。 

他说，普及海外中文教育需要大量教师，中国政府采取“走

出去、请进来”的政策，缓解各国紧缺汉语教师的状况。2004

年中国教育部颁布“国际汉语教师中国志愿者计划”后，已经已

向41个国家派出了3400多名志愿者教师。 

侨务领事侯艳琪则说，目前南加地区约有200所中文学校，

教学对象包括华人下一代、美国出生的华人以及非华人，对于

传播中华文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些中文学校还同当地公立

学校合作，开办中文学分班，直接融入主流教育，受到政府官

员和民意代表的重视。 ([美国]星岛日报2008-02-28 记者/丁曙 网址：

www.singtaousa.com/022808/la080228c2.php) 

厦大"孔子"走进亚非欧 8所孔子学院招聘院长 
     近日，厦大正在全校范围为该校的海外孔子学院招聘院

长，不到两年时间，厦大就有8所孔子学院“走进”亚、非、欧三

大洲，并进入实质性运行阶段。 

    这8所孔子学院分别位于：亚洲的泰国皇太后大学，欧洲的

英国威尔士的卡迪夫大学，波兰的弗罗茨瓦夫大学、德国特里

尔大学、法国巴黎第十大学，土耳其的中东技术大学，非洲的

尼日利亚纳姆迪·阿齐克韦大学、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 

    厦大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毛通文说，我们在选择对外合

作伙伴时，严格按照国家的要求，把孔子学院建在当地有实力、

有影响的主流高校。 

    他举例说，除卡迪夫大学和法国巴黎第十大学等传统名校

外，波兰的弗罗茨瓦夫大学有着三百多年的历史，是当今波兰

最大的学术院校之一，已经培养了9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土耳其

中东技术大学是该国唯一用全英文授课的大学。 

    2006年11月，厦大参建的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在泰国皇太

后大学揭牌。               （厦门网2008-03-20  通讯员/王瑛慧） 

孔子学院不能满足于语言教学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不客气地指出，中国不会成为超

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国际影响的学说，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

而不是思想观念。这个话或许不太好听，但值得认真深思。真

正要说中华复兴，的确应该有文化的崛起和软实力壮大。 

  从2004年开始，中国开始在海外设立孔子学院，形势喜人，

但问题是，从了解的情况看，很多孔子学院似乎都停留在汉语

培训的职能上，文化和思想含量似乎远远不够。尽管语言是文

化和思想的载体，但单纯的汉语推广，难以构成真正的软实力。 

  中华文化或许不是什么救世主，但西方文化的确已经给人

类带来很多麻烦。全球变暖已在国际社会取得共识，如果要追

根究罪魁祸首的话，西方文化难逃其责。 

  西方的有识之士都肯定古老的中华文化能够为世界纠偏，

是人类未来的福音。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人类命运的问题上

对中华文明特别寄予厚望，曾指出：“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

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

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 

  这已经不是个别智者的观点。2007年6月，比利时王储菲利

普率团访华，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表示：在认识自然、与自然

相处方面，西方应该向古老的中国学习。面对严峻的生态环境

危机，中国的古老文明能帮助人类找到解决之道。 

奥运东风已经劲吹，2010年世博会东风也已渐起。中国相

关部门应该把握时机，统筹考虑如何推广中华文化，包括把孔

子学院的办学内容提升到“文化中心”的高度。（联合早报网

2008-03-04“名家专评” 题/推广中华文化的契机 作者/韩方明）  

《瞭望》文章： 

“汉语热”：商业潮流下的文化期待 
  不断升温的“汉语热”，一方面表明汉语作为一种世界语言

和商业语言的重要性正在增加，另一方面，对汉语文化价值的

认识也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 

  创办孔子学院就是中国政府旨在推动汉语文化传播的重要

项目之一。以政府文化交流机构的身份，来推广语言教育和开



第 3 期    总第 3 期               侨情简报                                               第 2 版 

18   

展文化活动在国际上并不新鲜，成功的先例就有法国的语文学

院、德国的歌德学院、英国的文化协会，等等。 

  歌德学院是1951年承继德国学院创立，首项任务是在德国

境内培养境外德语老师，对外推广德语，进而接替了德国政府

在国外文化机构的使命，专门负责海外的语学教育和开展德语

文化活动。歌德学院在德国境内有14家分院，在海外79个国家

和地区设有128家分院。歌德学院每年的财政总预算大约为2.78

亿欧元，大部分由德国外交部和联邦新闻局提供。 

  中国政府着力推广的孔子学院，被认为是中国在人类文明

交流史上“谋求与不同文化交流而非同化”的一项举措。把文

化放到国际环境中去理解，去对话与合作，对本国文化的历史

性理解以及对其他文化的包容，应该是海外汉语文化传播最重

要的意义。 

“上面贴着钞票符号”  美国《时代》周刊毫不含糊地

报道说，欧美一些家长鼓励孩子“必须”学汉语，是因为汉语“上

面贴着钞票符号”。对非华人学生来说，为钞票而学汉语本身没

有什么不妥；但欲与世界分享中华文化的中国人还须思考：除

了“钞票符号”，汉语上面还贴着什么？ 

  从实际情况看，已设立的孔子学院分布不均衡、内容设置

不全面外，孔子学院在办学方针、教育对象、教学方法、师资

力量、教材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逐一浮现。要摆脱目前的困境，

海外孔子学院需要重新定位。孔子学院不仅是一个语言教育的

合作机构，更应该是向海外推广中华优秀文化艺术的协调者。

文化机构虽然建立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但文化不是一成不变

的，因此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些机构也会不断体现该国文化的

演变、进步。有资料显示，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因为欧洲学

生运动，歌德学院也对其文化项目进行调整，把社会政治的课

题和前卫艺术都包含在内。 

  由于对外汉语教学担负着文化传播的使命，语言所传递的

文化信息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内容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外

汉语教学中如何进行“文化导入”或“文化揭示”并体现文化

作用，日益成为令人关注的热门话题。 

  资金来源也是重要问题。每所孔子学院在创立时都获得10

万美元的政府拨款，但是国家汉办希望这些学院可以在5年内实

现自负盈亏。已设立的孔子学院中，大部分是作为中国的教育

机构、高校与国外大学或教育系统共同合作的项目，经费筹措

因形式而异。大体上，在欧洲地区孔子学院的费用由双方各承

担一半；而在大多数亚洲和非洲国家，费用则全部由中国承担。 

  国家汉办主任许琳承认：汉语国际推广不是纯教育，而是

一个文化产品。必须当成产业来运作，由市场来推动“走出去”。

如果不走这条路，汉语教学绝对没有出路。 

（搜狐2008－02－20 题/《瞭望》文章：国际“汉语热”观察 文/易杳） 

中国华教基金会获最大笔捐款 

三千万助六大工程 
   雅居乐地产控股有限公司向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捐赠3000

万人民币捐赠仪式于1月14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据悉，这

是华文教育基金会成立三年来接受最大数额的一笔捐款。 

  据介绍，针对海外华文师资短缺、教材匮乏、资金不足等

问题，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将把这笔捐款用于“六大工程”的实

施，包括：海外华文师资培养工程、海外华文教师暖心工程、

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行特色夏(冬)令营工程、海外华社传

统节庆系列文化活动拓展工程、海外华文教育现状调研工程。 

  （中国侨网2008-01-14 记者/张旌） 

相关链接 

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一届四次理事会于2007年12月21日在

北京召开。据介绍，截至2007年11月底，基金会共募得到帐捐

款1745万元，预计2007年募集资金的总数将超过前两年接收捐

款总和。经讨论，会议同意将华文教育基金会的英文译名重新

翻译为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EDUCATION FOUDATION 

OF CHINA(原译名为：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FOUNDATION )。（中国侨网2007－12－21 题/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一届

四次理事会在京召开） 

汉语拼音方案50周年 

简单实用成海外中校首选 
  今年是中国《汉语拼音方案》颁布50周年。50年来，汉语拼

音也开始走入海外中文学校。据美国《星岛日报》报道，在美

国湾区，汉语拼音和注音符号并重，成为学生学中文的选项之

一，已经显示出“学简认繁，打拼音”的趋势。  

  湾区西谷中文学校副校长苏战认为，汉语拼音在文字输入

上方便快捷，易学易会。要把中文推向全世界，成为国际语言，

必须借助汉语拼音的简便易学。  

  全美中文学校联合总会会长叶云河表示，海外中文学校以

前都通常教授有悠久历史的注音符号。比如，一些中文学校认

为相同的字母会让儿童容易混淆汉语拼音和英语，一些中文老

师还认为汉语拼音注音不如注音符号准确。很多来自东南亚地

区的华裔也喜欢繁体字和注音符号。 

  而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学习中文的非华裔增加。叶

云河表示，汉语拼音对西语系、拉丁语系的学生而言会比较容

易学习。 越来越多的华裔家长也开始要求中文学校教授简体字

和汉语拼音，以便让孩子在今后的竞争中不吃亏。叶云河说，

这显示了一种趋势，中文学校也不能固步自封。 

  (中国侨网2008－02－18 记者/王硕舸)  

南洋商报言论： 

大马华教体系应是维持民族精神面貌根据 
  由于中国崛起，中文使用价值大大提高后，吸引许多马来

西亚国内家长把孩子送入华文独中求学，全马60间独中今年新

生人数激增，初步估计近5000人。近日《南洋商报》刊登评论

文章认为，中国的崛起不应是华文教育得以发展下去的主要理

由，马来西亚华教体系应是传承中华文化的媒介和华教赖于维

持民族精神面貌的根据。 

  文章指出，全马60所独中扎根于大马华社40余载，促成了

捍卫华文教育、发扬中华文化的神圣使命。对重视教育的大马

华社来说，独中是华社的文化堡垒，它独特的教育体系，是细

心经营多年才有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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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认为，独中，就是因为大马华社了解到民族与文化教

育共存亡，才发展到今天。民族的文化教育兴盛，民族也跟着

兴盛，反之亦然，这就是华社为何要坚持办独中的原因。 

  文章进一步指出，今天独中的建设与发展，靠的是自力更

生，诸如外出筹款、义卖会、宴席、园游会开放日、新年醒狮

采青等和华社的捐献等，才有今天的规模与成就。另外，独中

除了保存原有的中华传统文化，具备各种软硬体设备，更创设

朝气十足的母语学习环境以及和谐的校园师生关系。 

  近年来，独中新生人数有扶摇直上的趋势，除了上述理由，

更是基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一种要求，能够接受母语教育的平等

权利，让下一代的炎黄子孙成为有根，有尊严的民族。 

文章最后探讨为何家长们把孩子送入独中，不能因为中国

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巨人，执世界的牛耳，华文抬头了，应用空

间扩大了，成为家长们送孩子进独中就读的现实考量和主要依

据。大马华文教育体系已经是传承中华文化的媒介和华教赖于

维持民族精神面貌的根据，当年大马华教历经改制期、低潮期、

复兴期一直到今天迈向素质教育、网上教学、独中教改列车等，

都是建立在公民基本权利和兴旺民族文教的基础上。 

(南洋商报2008－01－21南洋言论 原题/教育视窗: 独中的过去、现

在和未来 文/陈德荣)   

入围曼氏亚洲文学奖 

大马华人作家闯英文写作 

  近几年来，马来西亚作家开始出现在英文写作世界的地图

上。欧大旭(Tash Aw)写的《Harmony Silk Factory》和陈国英

著的《Gift of the Rain》先后入围曼氏布克奖(Man Booker 

Prize)，更令人惊喜的是，首次以英文书写的大马华人作家郑

秋霞也以《Little Hut of Leaping Fishes》入围2007年曼氏

亚洲文学奖。 

  郑秋霞生于淡边(Tampin)，曾荣获第五届(1999年)花踪文

学奖世华小说佳作奖。她的电影剧本《夜泳者》(Night Swimmer)

曾荣获Vendome国际电影节最佳短片奖。此外，她执笔的舞台剧

本《发》曾在爱丁堡国际戏剧节演出，描述两代苏格兰华人的

故事。她著有散文集《雪，真的下了》，电影、艺术赏析文集

《秘密与谎言》等。 

  《Little Hut of Leaping Fishes》将于今年6月，由Picador 

Asia出版社推出。小说的背景设在20世纪的中国。 

  (［马来西亚］南洋商报2008-01-24 文/林育心) 

相关链接：    曼氏亚洲文学奖由金融公司“曼氏集团”

赞助，奖金1万美元。由Man香港国际文学节、香港大学和香港

中文大学的代表联合管理。曼氏亚洲文学奖旨在表扬以英文发

表的优秀亚洲文学作品，“放大亚洲作家在英语世界中的音量”，

获奖作品将被出版推荐到全世界。参选作品必须从未以英文出

版，但可曾以其它语文出版。2007年11月10日公布的曼氏亚洲

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姜戎的《狼图腾》获得。(本中心综合) 

侨史钩沉 

南洋有座“新福州”   

福建的省会是福州，而马来西亚的诗巫市，也叫新福州。

这里的居民多是福州十邑移民及其后裔，他们讲福州话、看福

州戏、听福州评话伬唱，过福州传统民间节日，婚丧喜庆、饮

食、服饰等生活习惯、宗教信仰，也一如福州故土。 

  百余年前，诗巫一带还是蛮荒之地。闽清举人黄乃裳参与

戊戌维新失败后，“为桑梓穷无聊赖之同胞辟一生活路径，不至

槁饿而死；且以远女主之谣威，与夫专制之虐毒”，他萌生了一

个大胆的想法：组织失去生计的同胞，到当时是英国殖民地的

南洋，开辟一个新天地。经过两三年的筹划考察，1900年5月，

确定诗巫为将来垦殖之地。 

  经当时在沙罗越的泉州侨领王长水介绍，与沙王布鲁克二

世商谈移民垦殖事宜；双方达成协议，签订十七款条约，有“待

吾农人与英人一例，所垦之地有九百九十九年之权利；廿年升

科，每英亩纳税洋银一角；王家如需吾农已开垦之地，须照时

价估买；吾农有往来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设立公司商业自由，购买枪械自由，航业自由诸权利；无纳丁

税、无服公役、无当兵义务；凡违反民事在五元以下罚金之件，

港主有自治之权。将其地改名为新福州，由王家通告各国邮政，

以便通信诸条。”孙中山先生知道后，誉此条约为当时中国对外

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 

  黄乃裳以港主身份，成立“新福州开垦公司”；他一面筹办

公司，一面亲自数度回国，到闽侯、闽清、古田、永泰、屏南、

福清等福州十邑，招募以农民为主、包括各类工匠、商人、医

生、牧师等1118人，组成垦殖团体，分三批到达诗巫。从此以

后，黄乃裳与垦民们“食与共席、睡与同榻、凡平生所未偿之苦

楚，无弗尽尝。”当时诗巫瘟疫流行、气候恶劣，垦民们不服水

土，病者死者相继发生，但在黄乃裳的鼓励与教导下，终于战

胜自然，摆脱了困境。垦区初期只种些番薯、杂粮、蔬菜之类，

后来引种橡胶成功，垦区经济飞跃发展，成为南洋群岛橡胶主

要产地。 

  1904年，黄乃裳不让在垦区贩卖鸦片及开设赌场等，因此

忤逆当时地方政府旨意，被驱逐回国。但新福州秉承黄乃裳精

神，进一步发展壮大起来，并且源源不断地从祖国吸引来大批

华侨新垦民。 

  今天的诗巫已发展成马来西亚一个商业繁荣、交通发达、

教育文化事业蒸蒸日上的重要城市之一。后人为了纪念黄乃裳

的功绩，把诗巫的一条街道命名为“乃裳街”，设立了乃裳中学，

立了黄乃裳塑像。民国初期，福州台江万寿街也命名为“乃裳

路”，现在闽清县城，及黄乃裳故居六都湖头等地，都修建了黄

乃裳纪念馆，塑了黄乃裳半身和全身立像，供人瞻仰，而湖头

街也更名为“乃裳街”。    （东南快报 2008-01-26   作者/黄正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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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研究

王赓武：海外华人身份认同未来仍受中国影响 
台湾龙应台基金会 2 月 23 日在台北中山堂光复厅举办国

际名家论坛，邀请王赓武以“中国人？华人？东南亚版的华人

‘认同’”为题，爬梳“华人”意义的历史演进，并从东南亚国

家的“远方观点”，试图为陷入身分认同纠葛的台湾社会，提出

不同例子供借镜。 

  王赓武指出，所谓“侨”者，系指“暂居国外者”，而一

九四五年之后，才有“华人”一词出现，因移居地不同而有马

华、泰华、印华、菲华等不同称呼。 

  王赓武举出三种不同的海外华人文化：效忠型（faithful）、

周边型（peripheral），以及边缘型（marginal）。 

  “早期的效忠型与毛泽东意识形态有关。”王赓武表示，这

些人坚持中华文化不可分割，他们强调中国的大一统。但随着

移民教育程度提高，新型态的效忠型华人重建新的华人文化，

以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史学家余英时与杜维明、作曲家谭盾

为代表。 

 周边型华人代表人物是建筑师贝聿铭、科学家何大一、电

影导演李安，他们虽不像效忠型华人认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

但“或多或少仍是认同中国的”。 

边缘型华人则以陈祯禄、陈修信等人为代表，主张新移民

在异国落地生根。 

自 20 世纪中期的去殖民时代以来，华人身份的认同逐渐成

为一个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对许多因贸易因素移居东南亚的华

人，因移居国的政策及华人社区大小不同，认同的方式也产生

差异。 

王赓武教授表示，近年来中国崛起，海外华人认同也会受

到中国影响。王赓武说，“如果中国能够发展出一种吸引人且

令人尊重的文化，那么未来东南亚的华人身份认同问题将比较

容易处理”。 

王赓武生于印度尼西亚泗水，在马来西亚长大，并于中国

和英国求学，专研“海外华人”议题五十年不缀。他强调不同

地区华人的“差异性”，不仅打破西方对华人的刻版描述，也颠

覆传统的华人研究，是国际公认研究海外华人的权威。著作被

译成英、德、法、西与韩语等多国版本。曾任香港大学校长，

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及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据中国时报 2008/02/24、中国侨网 2007－02－26 综合） 

“新移民对本土文化的贡献与冲击”讲座: 

冲突、隔阂、融合 听新移民谈移民经验 
  新移民在新加坡本地已经形成一个不可忽视的族群，而他

们的到来，究竟给本土文化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和影响？当新移

民把属于他们的饮食、衣着、语言、艺术、思维方式、人生观

等一并带到新加坡来的时候，本土文化接收到的，是丰富的滋

养还是强烈的震撼与冲击？配合2008年华族文化节，宗乡总会3

月2日下午在联合早报报业控股礼堂举办了一个“新移民对本土

文化的贡献与冲击”讲座。 

  这场由华源会、天府会和九龙会协办的讲座，由联合早报

高级执行编辑严孟达主持，并邀来九龙会会长钟庭辉、新传媒

艺人郭亮及南大中文系助理教授游俊豪3位主讲人。 

  讲座嘉宾总理公署部长林瑞生在致词先为本土文化作简单

的概述，他说，新加坡文化的特征就是拥有多元的种族和宗教。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不仅是不同种族之间出现交流和融合，就

是在华族以内，各籍贯之间也在不断的磨合、交融。 

  来自马来西亚的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游俊豪以非

常整齐的框架，从学术和生活的两个层面阐述“文化互动的可能

性--新移民与新加坡”。 

  他认为，新移民和本地其他群体“冲突的产生是因为隔阂的

存在，隔阂的存在又是因为沟通方面有局限，可是，难道冲突

就是互动的全部内容吗？除了冲突、隔阂，难道互动就不能带

来良好的建设吗？” 

  他以1949年和1980年代之间的来往断绝、中国政治体系和

社会运作等原因，解释新移民来到本地时，为什么会和本地其

他族群不一样。他注意到，新移民被本地一些人称为“中国人”、

“Chinaman”、或“Ah Tiong”，这种我族和他者之间的分区，表

现出来的是一种被建构出来的族群性。 

  游俊豪谈到新移民的形成与存在因素后，也探讨了新移民

对华族文化的影响。他说，新移民输入的是别样的中华文化，

和新加坡华族继承自华南传统、然后又和西方及土著文化交融

的文化有相异处。这些全新输入的文化包含视觉上的（新移民

的形象、穿着等）、听觉（南腔北调）上的和味觉（南北东西

风味）上的，给本地的华族文化带来一定影响。   

  除此之外，新移民也给本土的国家文化带来影响。游俊豪

说，新移民带着他们刻苦耐劳、拼搏奋勇的精神而来，就是这

样的精神推动社会的发展，这点在新加坡发展过程中也曾经显

露出来。而上述冲突、隔阂、融合等种种现象，在在表现出文

化发展不会是单向的，而是互动式的。 

  10岁移民新加坡的律师、九龙会会长钟庭辉说，90年代许

多香港人因回归前景不明朗，形成一股由香港到新加坡的最大

移民浪潮。他说：“旅居新加坡的38万香港人当中，多数是在那

个时候移民来新加坡的。” 

  他难忘当年香港移民大量涌入岛国时，本地人的隐忧和顾

虑。现在，新一轮的移民浪潮又带来同样的担忧和顾虑。钟庭

辉说，香港回归十年有余，在本地各行各业中，都看到香港人

的影子和贡献，前部长和国会议员简丽中博士、新跃大学的总

裁李国章先生就是很好的例子。 

  至于香港人移民到本地所带来的文化冲击，他说，90年代

新加坡提倡华语运动，所以香港移民的涌入并未扩大广东话的

影响。反倒是在书报和饮食方面，影响似乎更明显。 

  钟庭辉指出，香港移民目前更关切的课题是，如何把传统

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如何把传统文化传承给下一代。 

  新传媒艺人郭亮1994年移民到新加坡来，他强调移民对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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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的国家有归属感，以此区别于“只想达到自己目的”而来的流

动人口。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03-03 文/陈彬雁) 

《多米尼加华人移民史》项目启动 
   由多米尼加著名华裔人士吴玫瑰、JOSE CHEZ CHECO和

MU-KIEN SANG BEN等发起和承担的历史书籍《多米尼加华人移

民史》项目已于近期启动。1月8日，中国驻多米尼加贸易发展

办事处代表王卫华会见上述人士，向其递交资助支票。 

  王卫华表示，多米尼加的华人已有140多年的历史，构思和

撰写《多米尼加华人移民史》对于增强旅多华人及其后代对中

华民族的认同感、弘扬中华文化传统、推动多米尼加和谐侨社

的建设、增进中多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和交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办事处对此给予关注和支持。（中国外交部网2008－01－09驻外

报道 原题/中国驻多米尼加贸易发展办事处资助《多米尼加华人移民史》

项目) 

外文新书架 

 
1、Drive out： The fortgotten wars against chinese 

Americans/ by Jean Pfaelzer. Random House,2007 
2 、 Chinese transnational networks / edited by Tan 

Chee-Beng. New York : Routledge, 2007 

3、Beyond Chinatown：New Chinese Migration and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China / Edited by Mette Thuno (ed.). 

NIAS Press, 2007 
4、Experiences of transnational Chinese migrants in the 

Asia-Pacific / David Ip, Raymond Hibbins, and Wing Hong Chui, 

editors. New York : Nova Science Publishers,2006. 

5、The silent spikes :Chinese laborer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orth American railroads /compiled and edited by Huang Annian, 

translated by Zhang Juguo. Beijing :China Intercontinental 

Press,2006. 

6、Chinese American voices :from the gold rush to the present 

/edited with introductions by Judy Yung, Gordon H. Chang, and 

Him Mark La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6. 

7、Voluntary organizations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 edited by 

Khun Eng Kuah-Pearce and Evelyn Hu-Dehart. Hong 

Kong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8、The Chinese overseas / edited by Hong Liu. 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 2006. 

9、Anti-Chinese violence in Indonesia, 1996-1999 / by Jemma 

Purdey. Honolulu :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2006. 

10、A century of Chinese exclusion abroad / by I-yao 

Shen ; translated by Shi Yi. Beij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6. 

11、The Chinese in Silicon Valley/by Bernard P. Wang. 

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6 

12、Our History is Still Being Written:The story of three 

Chinese-Cuban generals in the Cuban revolution/by Armando 

Choy, Gustavo Chui and Moisés Sío Wong. edited by 

Mary-Alice Waters. Pathfinder Press, 2006 

13、From Urban Enclave to Ethnic Suburb : New Asian 

Communities in Pacific Rim Countries/by. Li, Wei   Edit by. 

Li, Wei.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6 

14、East by South : China in the Australasian imagination/ Ed. 

Charles Ferrall, Paul Millar, and Keren Smith. Wellington: Victor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15、Marital acts : gender, sexuality, and identity among the 

Chinese Thai diaspora / by Jiemin Bao. Honolulu :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16、The evangelical church in Boston's Chinatown :a discourse 

of language, gender, and identity by /Erika A. Muse. New 

York :Routledge,2005.  

17、Taiwanese American transnational families : women 

and kin work / by Maria W.L. Chee. New 

York : Routledge, 2005. 

18、Learning from my mother's voice : family legend and 

the Chinese American experience /by  Jean Lau Chin ; 

foreword by Jessica Henderson Daniel. New York : Teachers 

College Press, 2005. 

19、Memories of a future home : diasporic citizenship of 

Chinese in Panama /by  Lok C.D. Siu.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20、Reconstructing a collective Asian American political 

identity [microform] : political projects among new Chinese 

American activists. Tritia Toyota. Ann Arbor, 

Mich. : UMI, 2005 

21、Americans first : Chinese Americans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by  K. Scott Wong. Cambridge, MA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22、The transnational history of a Chinese family : immigrant 

letters, family business, and reverse migration/by Liu, Haiming, 

New Brunswick, 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5 

23、Chinese identities, ethnicity and cosmopolitanism/by Chan, 

Kwok B.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2005 

24、Holding up more than half the sky :Chinese women 

garment workers in New York city, 1948-92 /by Xiaolan Bao ; 

foreword by Roger Daniel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1. 

25、華僑ネットワークと九州 / 和田正広, 黒木國泰編

著. 福岡 : 中国書店, 2006. 

26、チャイニーズ・ジレンマ : 多民族国家マレーシアの

アファーマティブ・アクション / イエ・リンシェン著 ; 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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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采风 

巴黎华人基督教会扫描
    在旅法的华人当中，大多信奉佛教，在很多侨社，特别是

东南亚籍侨社都设有佛堂，以供人们敬拜。但华人中也有不少

信奉基督教的人，因此圣诞节也成为他们的重要节日。 

  华人教会大多信奉基督教，而非天主教   虽然生活在曾

把“天主教”定为国教的法国，但绝大多数信教的华人是信奉基

督教。这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有关。根据资料显示，被中国

宗教界称为“基督教”的教会，在国际上和学术界称为新教，也

称基督新教，以区别于天主教和东方正教。1807年基督新教正

式传入中国，在中国民间称之为“耶稣教”。二者的区别在于，

在世界范围内，天主教、东正教、新教被统称为基督教，都以“圣

经”为经典。天主教自称公教，信徒称其所信之神为“天主”。天

主教以梵蒂冈教廷为自己的组织中心，以教皇为最高领导，实

行“圣统制”和“教阶制”。天主教的《圣经》有73卷，其中《旧

约》46卷，《新约》27卷。天主教堂中一般有圣母、耶稣、圣

徒等塑像。教职人员均为男性。主教、神甫、修士、修女，必

须独身。天主教不主张信徒离婚。主要节日有复活节、圣诞节、

圣神降临节、圣母升天节等四大瞻礼。教徒在天主教节日和星

期日到教堂望弥撒。 

  在中国，基督教则专指“新教”，又称为“福音教”或“耶稣

教”。基督教不接受教皇的领导权，没有自己的权力中心，废除

了天主教的教阶制，认为教徒无需神职人员即可与神直接交通。

基督教《圣经》只有66卷，《旧约》中有7卷未收入。基督教堂

中一般没有塑像，只挂一个十字架。基督教的教职人员是主教、

牧师、长老、传道员。有男性，也有女性，可以结婚，基督教

不主张信徒离婚。基督教主要节日有复活节和圣诞节。基督教

节日和星期日信徒到教堂做礼拜。 

位于巴黎3区庙街上的“基督教巴黎华侨教会”，据悉是最早

建立的华人教会，已经有40年历史。据了解，在巴黎，这样的

华人教会已经有20多家。人数最多的要数在巴黎美丽城的“温州

教会”，这里用温州话传教，方便了既不懂法语，也难以听懂普

通话的温州籍华人。 

  巴黎华人教会印象  由于是借用教堂，巴黎华侨教会的

礼拜一般安排在星期日下午3点半开始。据了解，这个教会共有

300多人，分法语和普通话两个组。法语组主要是年轻人，大部

分是在这里出生，家里有信教的传统。普通话组的都是来法经

年的成年人。 

  在信徒中，也有部分留学生。这其中有的是受家庭的影响，

有的是来法后，感到孤单，希望在这里找到一些朋友的。也有

的仅仅是来这里领圣餐的。 

  礼拜的程序一般是默祷、唱赞美诗、牧师祷告、经文释义、

圣餐、欢迎新朋友并彼此祝福，然后在赞美诗和祝祷中结束。

在一般的崇拜程序后，一般还有一小段时间供大家互相交流。

在教会内，大家不分贫富贵贱、年长年幼，一律称作兄弟姐妹。 

  华人教会的活动  事实上，教堂里的祈祷，只是基督徒

生活中的一小部分，虔诚的人是把一切都贯穿在生活中的。在

许多华人家庭里，有的信教，有的不信教，往往是妻子信教的

多，丈夫信教的少。但大家都相处融融。 

  华人教会除了组织信徒做礼拜以外，还有许多社会活动，

像组织中文班、法语班、艺术班等。像位于巴黎13区的“中华圣

母堂”，就办有十几个这样的活动班级。除此之外，他们还组织

音乐会、教友聚会以及各种以圣经为主题的活动小组。 

(欧洲时报2007-12-28周末特写  记者/齐剑）  

小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任外交部长 

周恩来(1898.3.5-1976.1.8)原籍浙江，生于江苏淮安。国

务院(1954年9月前称政务院)总理，1958年前兼任外交部长。 

陈毅(1901.8.26～1972.1.6)四川乐至人。国务院副总理

(1954～1972)兼外交部长(1958～1972)。获元帅军衔。 

姬鹏飞(1910.2.2～2000.2.10)山西临猗人。国务委员兼国

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1931年参加宁都暴动后加入红军。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外交部副部长(1955～1972)、外交部部长

(1972～1974)。 

乔冠华(1913.3.28～1983.9.22)江苏盐城人。早年留学德

国，获哲学博士学位。外交部长(1974.11～1976.12)。 

黄华(Huang Hua 1913.1.25～ )河北磁县人。1936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燕京大学肄业。外交部部长、国务委员、国务院

副总理兼外长(1976.12～1982.11)。 

吴学谦(1921.12.19～ )上海市人。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学习。国务院副总

理(1988.4～1993.3)、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93年当

选)。曾任国务委员(1983.6～1988.3)兼外交部长(1982.11～

1988.4)。 

钱其琛(1928.1.5～ )上海嘉定人。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国务院副总理(1993.3～2003.3 )，外交部长(1988.4～

1998.3）。 

唐家璇(1938.1.17～ )江苏镇江人。1955年～1962年先后

在上海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习。国务委员（2003.3～），外

交部部长(1998.3.18～2003.3 )。 

李肇星，1940年10月生于山东；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1993年-1995年，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1995

年-1998年，外交部副部长；1998-2001年，中国驻美特命全权

大使；2001年至2003年，外交部副部长；2003年-2007年，外交

部部长。 

杨洁篪，1950年5月生，上海市人。1973年-1975年，英国

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巴斯大学学习。2007年4月27日任命为外

交部部长。1998年-2001年，外交部副部长；2001年-2005年，



第 3 期    总第 3 期               侨情简报                                               第 2 版 

24   

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2005年-2007年，外交部副部长。                   （外交部网） 

侨乡广角 

湖北天门：中国内地最大侨乡

    天门市地处美丽富饶的江汉平原腹地，地理位置优越，上

通荆沙，下接武汉，南濒江汉黄金水道，北枕三峡过境铁路，

紧衔 107、318 国道和宜黄高速公路。全市国土面积 2622 平方

公里，人口 161 万；在长江-汉水经济开发带中，具有强大的接

纳和辐射能力。 

天门古称竟陵。清雍正四年（公元 1726 年）更名天门。从

秦置竟陵县算起，天门已有 2000 多年县制历史。1987 年 8 月

撤县建市，1994 年 10 月批准为省直管市。她是全国最大的棉

乡，是全国棉花总产过百万担的市(县)中，单产突破“双百”

关的第一个市(县)。天门又是全国久负盛名的文化之乡，诞生

了像楚国令尹子文、世界文化名人“茶圣”陆羽、唐末现实主

义诗人皮日休、明代竟陵派文学创始人钟惺和谭元春、清朝状

元蒋立镛等灿若星辰的人物。 

  天门是中国内地最大的侨乡，据统计，天门70％以上的家

庭都有“海外关系”，天门人的侨居地遍及海外40多个国家和地

区，全市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约7.8万多人。全市

有归侨500多人，侨、港、澳眷属8.2万多人。 

天门华侨出国始于 18 世纪末，经历了“北上欧洲”、“南下

东南亚”(如今在东南亚，平均 500 个华人中，就有 1 个是天门

人)和“转徙世界各地”三个时期，他们在出国途径、谋生方式

等方面有着不同于闽、粤华侨的显著特点。据《华侨经济年鉴》

记载：“清光绪年间，到意大利定居最早为湖北省天门人及浙江

省青田人，前者贩卖纸花，后者贩卖青田石雕。” 侨居海外的

天门人中，不少都成为行业精英、政界领袖。如斯里兰卡爱国

侨领张德焕，世界著名地理学家鲁超和澳洲联合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主席龚仲勋等。其中最有影响的，应属马来西亚著名华人

领袖李三春，他曾担任马来西亚华人公会（是执政马来西亚的

国民阵线的第二大成员党）总会长达 10 年，先后荣任马来西亚

劳工部长和交通部长等职，曾与四位首相共事过，可谓“四朝

元老”。 

  天门市以侨兴市，积极引导海外华侨回家乡办实业，已发

展“三资”企业 75 家，实际引进外资以达 3240 多万美元。1995

年兴办的侨乡开发区位于市区南部，占地 10 平方公里，是湖北

省首家侨乡经济开发区。已引进协议资金 2 亿多元, 一批“三

资”企业进区落户，发展前景喜人。天门的侨资企业分为三种，

一种是海外侨胞在国内市场建立的企业，一种是归侨、侨眷利

用海外资金和自有资金办的企业，一种是以安置归侨、侨眷为

就业目的开办的企业。目前，侨资企业在天门投资 100 万以上

的有 10 家，其中，生产型企业 8 家，分别从事纺织服装、机械

电子、医药加工、农副产品深加工等，服务型企业 2 家，主要

从事宾馆服务。 

天门地处湖北省经济“金三角”之内，被列入湖北百万辆

汽车走廊，汉江经济开发带等战略规划之中。农业基础稳固，

工业发展迅速。天门经济持续发展，侨乡建设日新月异，投资

环境不断改善。（据中国侨网“中国侨乡”介绍、荆楚网-天门简介、楚

天金报2007-11-17第24版题/天门：中国内地最大侨乡等资料整理。）

民俗风情 

天门“三棒鼓” 

    

三棒鼓明清时起源于湖北省天门一带，最早是叫化子用来

讨饭时的即兴表演。表演形式是由一人身上挂鼓，手执三根嵌

有铜钱的鼓棒，有节奏地边耍、边唱、边击鼓，另一个手击马

锣伴唱，过去在武汉和江汉平原十分流行。 

     在天门、沔阳一带，由于地势低平、多水，往昔水灾不断，

民众身受其苦。为谋求生路，他们背井离乡，背起"三棒鼓"，

浪迹四方。许多人从湖北到中国西南部、印度、伊朗、中欧、

西欧等地。也有些人经广东到菲律宾及其它东南亚国家，他们

背起的"三棒鼓"走到哪里唱到哪里，人们称他们为“中国的吉卜

赛人”。         (据民俗帮-民俗帮论坛-湖北民俗风情整理) 

“挑牙虫” 
  在新加坡，从前牙齿出了问题都找牙科技师（俗称“镶牙

佬”）。这些镶牙佬多数是湖北天门人，为什么湖北天门人会成

为这个行业的主力，《湖北天门人移居南洋史》揭开了这个谜。  

  南洋湖北天门会馆副总务陈团保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天门的防洪堤坝做得很差，江水时常泛滥。在恶劣的生存

条件下，天门人不得不向外发展。东南亚各地的湖北人几乎都

是天门人，他们的移民历史比华南各省以及华东沿海的先辈更

加艰辛，一般华人都是男人先到海外，然后把妻儿接过来。天

门人则是一家大小同行，甚至与其他同乡一起同行。 

  天门人在移民的过程中，以卖艺、耍杂技、卖铁打膏药、

做纸花叫卖等为生。渐渐地，有天门同乡向其他籍贯的牙科技

师学习拔牙和镶牙的技术，学成后传授给同乡。  

  陈团保说，从前，这种牙科职业又称为“挑牙虫”，他们用

一种树叶晒干磨成粉末，藏在指甲里，当患者前来求治时，挑

牙虫把挑虫的筷子或银针放在患者的口腔里，在藏粉末的指甲

边一拖，指甲里的粉末遇到水就成了牙虫的形状。  

  后来，人们的知识提高了，不再相信“挑牙虫”，必须以真

正的做牙齿功夫赚钱，而且还要注册，领取执照才能营业。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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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保便是一名退休的牙科技师。(新加坡联合早报华社网2002-01-03 题/南洋湖北天门会馆出书介绍《湖北天门人移居南洋史》 文/区如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