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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加拿大推出的“创业签证计划”开始正式接受
申请，根据规定，申请人最快可在 !个月内取得永久的加
拿大居民身份。

最近，各移民大国也纷纷推出相关政策吸引企业家，
招徕创业移民。

创业签证有新招

根据加拿大“创业签证计划”的规定，有意移民的外
国企业家必须参与已经获得加拿大政府认可的创业基金
以及天使投资人组织。获得立项批准后，申请人向移民部
提交移民申请，之后赴加创建公司。开创公司的最低基金
承诺是 "#$万加元，最低指定投资基金是 %&万加元。

和加拿大类似，作为移民大国的澳大利亚去年推出
了“重大投资者签证”。'&('年 ((月，澳大利亚移民局正
式宣布开始实施 )**万重要投资者签证。这个政策的重
点在于，投资移民的申请人只要在澳大利亚投资 )**万
澳元，+年内在澳住满 (!*天，则最快可于 !*天获得临时
绿卡。
“重大投资者签证”不仅缩短了申请人在澳大利亚居

住的时间，而且与以往的投资移民项目不同的是，这 )**

万澳元可以不必集中于某一个项目，而可以是政府债券
或澳大利亚监管下的基金，以及非上市的澳大利亚私人
企业。

美国虽然还没有正式推出相关的政策，但
是呼吁“创业签证”出台的声音一直存在，总统
奥巴马也是其支持者。奥巴马此前曾呼吁美国
国会建立一个特别签证，允许那些成功创建新
兴公司的企业家们移民美国。

提升就业是主因

各国纷纷出招吸引企业家创业移民，毋庸
置疑都是冲着就业去的。事实上，在经济复苏
的大背景下，发达国家借助自身完善的社会福
利体系和优越的生活环境吸引创业移民也是
形势使然。外籍企业家为所在国带来的就业机
会和技术革新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于是为
外籍人士发放特殊签证的呼声就越来越高。

以美国为例，根据去年的相关数据统计，
在美国成立的工程与技术公司雇佣了大约 )!

万工人，销售额达到 !,* 亿美元，而这些公司的 -∕+ 由
外籍人士创办。虽然为美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产
值，但是这些外籍企业家很少能够获得美国签证或绿卡。
这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在美国的投资热情，外国移民创建
的公司数量正在不断减少。

不仅是外籍企业家在流失，高科技人才也是如此。众
所周知，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高等教育。来自世界各

地的优秀学子在美国的一流高校就
读，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却因为毕业
之后无法取得美国签证和居留权而
选择到其他国家创业。“这就是为什
么我们没能把这些新兴产业留在美
国，而将这些产业留给了我们的竞争
对手。”奥巴马如是说。

而加拿大此番推出的“创业签证
计划”也希望能在吸引创业方面走在
美国的前面，延揽高科技人才，希望
他们在加拿大创业，创造更多的就业
机会。

挑战多多须谨慎

近几年来，中国移民海外的人数

不断增多，这些全新的创业签证无疑给有意移民的中国
人带来更多的选择。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目前的签证政策
刚刚出台，很多方面都还不成熟。以加拿大的“创业签证
计划”为例，目前还只是一个 ) 年的试行方案，其中的利
弊和影响还需继续观察。

部分新移民对现有的创业签证政策持怀疑态度，他
们认为签证的门槛设限应该着眼于企业家的能力和经济
价值，而不仅仅是资本量。如果仅仅是以数额为主要标准
来衡量申请人，那么将不能形成一种可持续的签证系统。

对于有意移民的中国人来说，慎重选择必不可少。根
据以往的投资移民经验，资金往往会集中于某一个项目
之上，风险相对来说较大，并且投资回报不稳定。创业移
民相较投资移民而言，不仅需要雄厚的资本作为支撑，还
需要形成可持续的盈利模式。因此，对于有意移民的企业
家来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于部分资本并不雄厚的中国人来说，选择移民小
国是节约成本的办法，但是小国家市场需求又非常小，即
使是做小生意也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而且，各国移民
政策都越来越倾向于高新技术产业，通过做“小本生意”
移民的打算恐怕难以为继了。所以申请创业移民，需要承
担的亏损风险更大，投资回报的难度也更大。

投资移民，看似简单，实则相当复杂，还需知己知
彼，细细思量。

移民政策出新招，机遇还是挑战？
孙少峰 马红红

中国的国家形象由谁决定？说一

千道一万，总也离不开一个个黄皮肤

黑眼睛的独立个体。或许，有些人是带

着某种“逃离”的心态踏上了他国的土

地。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自己的命

运早与中国紧密融合，无法分割。在海

外工作生活多年的侨胞最深的体会之

一是：无论你自己有怎样的想法，在他

人眼中，你代表的就是中国。所以，有

句话在他们的圈子中广为流传：在海

外，你的名字叫“中国”。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往往始

于身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国务院侨办

主任裘援平曾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这样说，“海外的华侨华人是怎样的精

神面貌、怎样的道德风范、怎样的待人

处事方式，直接影响着中国和中国人

的形象。”

在海外，你的名字叫“中国”。这一

点已经成为共识。海外的华侨华人已

经开始自觉地用自己积极向上、开放

开明的态度和风范为中国的国家形象

做着自己的贡献。

前不久，习近平主席访问刚果共

和国时，在演讲中提到了令人感动的

当地侨胞义举：2012年 12月的一天

夜里，布拉柴维尔突降特大暴雨，郊区

一些房屋被淹。3位受灾的中国华侨

本已脱离险境，但当他们发现邻居对

险情还毫无察觉时，又毅然冒着生命

危险游到快被淹没的房屋边，奋力扒

开屋顶，救出了 12名刚果邻居，其中

包括5名儿童。他们的义举得到当地居民交口称赞。

这样的点滴，这样的温暖，最能感动人心。

海外华侨华人不仅意识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渴望与国

内同胞分享自己多年海外生活的经验，希望海内外华人共同

努力，向世界释放属于中国的正能量。

今年列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海外侨胞张纯就提到了以色列

人的做法。在以色列机场，以色列人离开国境前会看到这样一

句话：出了这个门，你就代表以色列。这样一句简单的提醒或

许就能在一个人心中播下一颗种子，并最终成长为一种强烈

的国家形象意识。

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需要从自己做起，从细节做起。这

是海外华侨华人带给国内同胞的信息。同时，他们还用自己的

切身体会告诉所有人：破坏远比建设容易。有时候，一个不经

意的、不负责任的小动作或许就能毁了许多人长久以来建立

起的良好形象。

在海外，你的名字叫“中国”。等到这样的意识深入骨髓，

良好的国家形象便在触手可及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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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不仅是青年人追求的梦想，也逐渐成为一
种生活方式。在年轻一代的华人群体中，同样涌动着
一股创业之风。自古英雄出少年，他们用自己的智慧
和付出，书写了华人青年的独特风采。

势头正盛

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华裔学生郑汉森日前荣获
“'*('年素里学生创业家奖”，并被选为素里 ')位 ')

岁以下精英之一。
别看他还是大学生，刚刚 ', 岁，在创业的道路

上已经取得了不凡的成绩。他在大学二年级时开始尝
试创业，第一年就赚取约 !位数的生意额。而今，他
的事业从网页制作到汽车买卖，已扩展到 (( 个不同
的领域。

郑汉森是华人青年群体当中的翘楚，但说到年轻
有为，他却不是唯一的佼佼者。越来越多的华人青年
像他一样，在创业中崭露头角。

美国华裔青年黄铁锋的创业之路更为耀眼夺
目。他 (. 岁大学毕业，-/ 岁时已成立过 + 家公司，
被媒体誉为“未来盖茨”，还创立了全新概念的广
告网络 0112，登上 《时代周刊》。凭借 3112，他获得
多家投资机构共 +,& 万美元的资助，从而取代扎克
伯格，成为在美国获得商业创业资金最年轻的企业
家。

华人在异国创业由来已久，经历了几代人的拼搏
奋斗。新一代华人青年的这股创业之风可谓是强势来
袭，以骄人的成就为海外华人创业群体注入了鲜活血
液。

思维常新

华人青年的创业实践不仅赢得了新的成就，也带
来了新的经营思维。

研究显示，华人的创业范围一直在随着时代的发
展而变迁。最早的华人往往从事最简单的谋生职业，而
伴随新一代华商和新移民的产生，华人从过去单一的
中餐、制衣、零售开始逐步涉足外贸、电子、高科技、金
融、房地产等领域。华人青年的事业成功恰恰在于既延
续了这一潮流，又突破这些传统，走出了新路子。

加拿大的华裔学生多尼·欧阳 （45667 897:6;）
开创了以市场为主导的网上补习平台，全球各地的学
生，在遇到学业难题时，可全天 '+ 小时通过这个平
台获得导师帮助。凭借这一创新，他荣获“'*(* 年

环球学生企业家年奖”。
网络无疑是华人青年创业的天然温床。然而在网

络的世界里淘金，最需要的是新点子。比如 3112，在
业界人士看来，黄铁锋创立的全新商业模式，很有可
能将开启移动广告行业新里程。黄铁锋认为这一模式
将创造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效益。

新思维造就新事业，华人青年正以自己独特的经
营方式，为整个华人经济的转型添砖加瓦。

步伐须实

近几年来，全球经济不景气，但华人青年依然乘
风破浪，创业活力不减。随着全球经济在缓慢增长中复
苏，华人青年的创业前景也更加广阔。

有热情、有理想、思路活是年轻人的特点，但年轻人
缺少的是经验和识见。进行创业还得注重修炼“内功”。

创业的第一步是培养学识。郑汉森在总结创业经
验的时候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他认为自己在加拿大
卑诗省西门菲沙大学的学习，培养了他的独立和创新
思考能力，是创业过程中专业素养的来源。可见，有了
深厚的学识积累，创业的脚步才会走得更稳。

坚持也是不可缺少的创业品质，看准的道路就要
坚定地走下去。林雅志 '*岁时在日本淘得事业上的第
一桶金，如今又回到广州再创业，创办了“速贸天下”这
个 <'<电商平台。很多人都认为 <'< 已经是夕阳产
业，他却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只要坚持下去慢慢走好
每一步，就可以让他人看到：<'<并不过时。

创业的过程充满机遇和挑战，每一步都要踏踏实
实地迈出去。

中新网 4月 8日电 据美国 《世界
日报》报道，纽约华人家长 !日踊跃出席
教育机构 =160 >?9@:A156在纽约大学举办
的第七届幼儿园至 -' 年级教育博览会
（0B-' >?9@:A156 >C25），显示华人家长
对小孩教育的高度重视。家长心中对美国
教育体制既普遍认同，也有所担忧，例如
美国学生的学业压力不大，但基础教育显
得不够扎实，而亚裔学生更是要突破书呆
子的形象。

华人家长 =16?:表示，她最担心美国
弹性自由教育方式导致小孩基础教育不够
扎实，以及没有学习中文的环境让小朋友
中文程度落后。因为这些担忧，她把自己
的小孩送回中国上小学，“除了有更好的
环境学习中文以外，小孩的数理基础也会
比较好。”把小孩送回中国与父母分隔两
地是“为了让小朋友能够获得中美两方的
资源”。

华裔第二代石先生则不担心自己的小
孩不会中文，虽然他小时候也曾被父母逼
着上中文学校，但他认为“世界一直在改
变，也许小孩子毕业的时候中文不再是热
潮”。他比较担心小孩子必须面对“亚裔
学生数学就是特别强”的刻板印象，因为
“不是每个亚裔都爱数学或是数学比较
好”，他也希望小孩能够自小培养社交能
力。

在摩根史丹利公司担任计算机软件开
发主任的石先生表示，“华人尽管工作绩
效良好，但因为商业社交手腕不够，无法
在公司中突显”，“数学和科学是很多学
问的基础，我希望自己的小孩能够学习好
这些基础后，运用这些知识在自己喜欢的
领域投入发展。”

来自中国的留学生黄姓夫妇的儿子才
三岁，但是他们也非常关心小孩未来教育的问题。谈到是否要求小孩
学习中文，两人表示，“还是希望小孩能够理解中文，也许会考虑上
双语学校，但没有计划送回中国。”

华人青年涌动创业活力
曹德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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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学生郑汉森 （加拿大《星岛日报》）

大批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居民纷纷返乡扫墓、踏青。为应对清明节

期间客流小高峰，江苏边防总队无锡边防检查站及时开通“专用通

道”，安排“文明使者”，播放天气信息、交通提示，并进一步提高通

关效率。图为清明节期间，苏南硕放国际机场，边检检查员对入境旅

客实施检查。 王 宇摄

无锡：华侨华人返乡扫墓

4月 6日，博鳌亚

洲论坛举行了华商圆桌

会议，国务院侨办主任

裘援平（中）出席，泰

国正大国际集团董事长

谢国民 （左）、香港世

茂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

茂（右）等多位著名华

商与会并发言。

张 浩摄
（中新社发）

华商博鳌
论发展

（资料图片）

（图片来自侨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