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化中国公民海外风险意识

近年来，中国公民在海外遇劫或遇袭的事件时
常见诸报端。从自身方面找原因，中国公民在海外
的风险意识欠缺，应当引起重视。

中国公民对海盗、绑匪的残酷特性认识不足。
事发前，一味迷信“中国不威胁他人，所以不会有
事”，或“中国对当地民众友好，不至于被劫”，殊
不知海盗见钱眼开，当中国船越来越多，中国人越
来越有钱，变得奇货可居时，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事发后，或惊慌失措，不假思索地花钱买平安，或
激动莫名，盲目要求武力解救，殊不知单纯“破财
免灾”，只能让你徒然成为海盗眼中的“送财童
子”，吸引更多效仿者。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海上运输线日渐成为中
国的生命线，“世界工厂”的制成品需要通过海运
输出，急需的能源、原材料需要通过海运输入。全
球 ! 大海盗多发区 （索马里、几内亚湾、孟加拉
湾、马六甲、亚丁湾），到处都有往来中国的船只
经行，此外还有越来越多中国远洋渔船、钻井平台
分布在大海上，这自然增大了中国人被海盗威胁、
劫持的风险系数。

法国媒体近日指出，中国游客频频遇袭，与中
国人根深蒂固的现金消费观念分不开，因为中国人
喜欢携带大量现金，并且旅游时大把花钱购买奢侈
品，这很容易引起当地犯罪分子的注意。
《巴黎人报》还指出，有些中国游客为了省钱，

选择住在便宜的郊区旅馆，这就造成了安全隐患，
因为这些地区的治安状况比巴黎市区差很多。

企业应格外重视海外员工安全

在全球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在海外
投资、经营，由于业务范围和经营习惯的原因，在
海外工作的中国籍民工数量大得惊人。然而，在这
样庞大的群体中，缺乏海外风险意识的不在少数，
有些企业和个人甚至对前往投资、经营、工作和生
活的国家及其民众、社会、社会矛盾等事先茫无所
知。

那么，从企业层面看，应如何规避海外风险
呢？

一是要求企业加强安全风险意识。企业要把海
外员工的人身安全，纳入企业经营管理，摆在突出
位置。

二是对海外项目要进行安全风险评估。既进行

财务风险评估，又进行安全风险评估，根据评估结
果做出决策。对高危国家和地区，一般不进入。

三是驻外中资机构要加强自身安保建设。要在
对当地治安、文化、宗教、族群环境评估的基础
上，制定包括安全教育与培训、营地和工地防护等
一整套安全防范措施和应急机制，特别要舍得安全
投入，而安全投入不足，恰恰是企业的一个“软
肋”。

四是积极推行属地化策略。招募和培训当地员
工，注重与当地政府、宗教部门、族群的沟通，融
入当地社会；诚信经营，并力所能及参加一些慈善
活动或公益事业，即使万一发生遇袭事件，也有利
于化险为夷，安全解救被袭员工。

政府派出机构既要服务，又要维权

对于境外中国人的安全问题，法学专家王大伟
表示，“我们现在有三个误区：第一是重视事后补
救抢救、不重视事前防范。第二是重视法律法规教
育，缺乏自救自护教育，也没有人教他们实际应该
怎么做。第三是相关预案只停留在文件上，应该让
每个人知道防范的技能。”

在他看来，“产生伤害的根源在社会，而防范
主力军是自己。要自警、自救、自护。这是从根本
上防范，否则 "#$的犯罪已经发生了。”

专家认为，驻外机构和项目组要有安全工作小
组、预警机制和应急预案。在境外的中国人要及时
到使领馆了解新情况，并与当地警方保持密切联
系，获取安全方面的信息，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得到
帮助。

他提出，政府应该提供相应的措施，比如使领
馆定期给企业发布信息，将已经发生的有关安全的
事件收集起来，信息共享，让大家知道该如何预
防，进行正确引导。

再比如，使领馆可根据国际法和相关国内法，
要求并敦促驻在国依法公正、友好和妥善地处理相
关问题。此外，还应该向当地的本国公民提供安全
信息、协助撤离危险地区、探视被羁押人员等服
务，并在司法程序中协助聘请律师和翻译等。

实际上，中国外交正在不断强化公民保护职
能。例如，成立了领事保护中心，加强预警宣传，
提高应急处置和统筹协调能力；及时发布各国的安
全状况和相关预警信息；建立境外中国公民和
机构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建立
完善外交部及驻外使领馆应急
机制等。

利用海外资源建立安全预警机制

现如今，走出国门的中国人急剧增加，而国家
的外交资源毕竟有限，“以一对多”的矛盾越来越
突出。实际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仅靠几位或几十
位外交官保障驻在国所有同胞的安全。因此，领事
保护实际上是一种应急的协调机制，在需要时有能
力牵头协调当地政府、商业救援机构和保险公司联
动，从而形成海外公民的保障网。

日常状态下，海外大型中资企业应该建立自己
的“硬保护”，不仅包括平时配备“武装保镖”，还
包括事发后雇用“赏金猎人”缉凶，从而起到震慑
作用。面对海外中国人遇袭事件频发的现实，或许
建立中国海外安保公司该提上日程了。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教授辛崇阳认为，可根据
我国法律和国际法的相关规定，将海外华人安全的
预防和救助问题以单行法的方式立法，用法律的方
式完善制度，建立快速反应的救助机制，使保护境
外中国公民的工作走上法制化轨道。

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庄国土认为，中国
驻外使领馆应当全面掌握当地中国公民、华侨华人
的信息，提出预警措施。同时，还应该建立海外中
国公民及时联络使领馆的机制，使领馆应当 %& 小
时值班，及时掌握和处理突发状况。

杜老师：

某媒体中说：“其实在新学期为孩子们

减负的，不止北京市，厦门、青岛、兰州等

地教育部门都先后出台了相应的措施。”这

句话里的“不止”是否应写成“不只”？谢

谢。

北京读者 夏白冰

夏白冰：

“不只”是连词，用于递进关系的复句
中，相当于“不但”、“不仅”，表示除所说
的外，还有进一步的情况，表述的是语意上
的递进。在其后的分句里，要有与之呼应的
“而且”、“并且”等词语。例如：

（1）他们现在不只不愁吃穿，而且生活

还比较富裕。

（2）这些措施不只发展了经济，并且保

护了周围的环境。

（3）这个大坝拦截的河水不只能灌溉农

田，也能用来给附近村镇发电。

“不止”是动词，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不停止”。例如：
（4） 他听了这个笑话

后大笑不止。

（5） 演奏

刚 完 ，

观众叫好不止。

（6） 切菜时手指被切了一下，血流不

止。

“不止”的另一个意思是超出某个数量
或范围。这种用法比较常见。例如：
（7）他不止一次提到这个疑难问题。

（8）这位老人实际上不止90岁。

（9） 植树造林做得好的，不止这 3个

乡。

在“不止北京市，厦门、青岛、兰州等
地教育部门都先后出台了相应的措施”
一句中，“不止……，厦门……都”
表示的是递进关系，因此宜用
“不只”，不宜用“不止”。
另外，从关联词语的
使用来说，这句
话在后一
分 句

中宜增加“也”，写成“不只北京市，厦
门、青岛、兰州等地教育部门也都
先后出台了相应的措施”，这
样语意就更顺畅易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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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0日晚，一中国旅行团在法

国戴高乐机场附近被一群黑人歹徒抢劫并

遭殴打。

● 4月15日，美国波士顿马拉松比

赛现场遭遇连环爆炸袭击，包括中国留学

生吕令子在内的3人死亡。

● 4月，智利北部伊基克市发生多

起中国公民遭抢劫案件，造成财产损失，

部分受害人受伤。

● 5月，乍得首都恩贾梅纳发生数

起中国公民被勒索案件，一些不良警察以

安全检查为借口，以非正常手段将当事中

方人员带至警局，勒索钱财后放人。

● 5月，俄罗斯西伯利亚哈卡斯共

和国警察在田地里发现 3具被烧焦的遗

体，认定死者是3名中国女子。

● 5月，一名赴芝加哥旅游的中国

留学生在芝加哥南郊遭遇抢劫，证件、信

用卡等全部被抢，并造成财产损失。

● 5月12日晚，两名乘坐摩托车的

中国公民在塞拉利昂弗里敦遭飞车抢劫，

造成一死一伤。

● 6月，坦桑尼亚连续发生数起持

枪抢劫中国人事件，造成数名中国公民不

同程度受伤和数万美元的经济损失。

● 6月 15日，6名学习葡萄酒工艺

学专业的中国留学生在法国吉伦特省的侯

斯坦镇遭到3名男子暴力袭击。

● 6月19日晚间，两名在肯尼亚中

资公司工作的中国员工在内罗毕遭两名持

枪歹徒抢劫，其中一人遭枪击，在送至医

院后不久不治身亡。

● 6月 23日，10名外国游客在巴

基斯坦北部伽帕尔巴特峰的营地遭武装分

子袭击身亡。遇难游客中有2名是来自中

国的登山爱好者。

● 6月24日，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

莫尔斯比港发生中国公民遇害事件，4名

中国公民遭袭遇难，另有 1名中国公民

幸免于难。

海外中国公民

如何保障人身安全
本报记者 陆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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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是我国传统的
伦理观念。“孝敬父母”是指对

父母的孝顺和尊敬。“孝顺”即尽心奉

养
父母，顺从父

母意志。
而英文中难以找到完全对应“孝”

的词汇。有人将 《圣经》 中的“ '()(*”译为
“孝”，而“'()(*”的本意是“给予高度尊敬”，
并没有奉养和顺从之意。

中西方在孝敬父母问题上差别甚大：前者认
为是天经地义，后者却认为可有可无。在西方，
奉养父母、为父母养老送终并不是子女必须履行
的责任，大多数西方人脑子里不会经常考虑孝敬

父
母问

题，于
是设立父

亲节、母亲
节，提醒人们

注意这件事。

我们习惯于几代人在一起享受
天伦之乐，即使子女婚后与父母分开居

住，相互之间的联系也很紧密。而在西方，一般
是小家庭，子女成年，必须离家自食其力，结婚
后一般与父母分开居住。即使儿女与父母同住，
彼此之间关系平等，不依赖父母。

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百事孝为先”，牛羊
尚能跪乳，何况人乎？在生活上关照、侍奉父母
是必须的。西方人虽然也热爱、尊敬、关心父母，
但是并不像我们那样，过问父母的饮食起居。他
们认为，父母有父母的生活，自己有自己的生活，
彼此互相尊重就够了，过多嘘寒问暖，有干涉隐
私之嫌。

在德国、瑞士等西方国家，孩子可直呼父母

的
名
字 。
对 此 ，
我们中国
人 不 能 理
解，认为直呼
父母的名字是
不礼貌的。我们
一向有“子不言父
名”之讳。在美国，
老人搬家，请搬家公
司，儿女不必一定前来
帮忙；周末，儿女前来帮
父母收拾庭院、修剪草坪，
父母可能要付工钱。某西方外
交官的父母来北京探望，全家
老少到前门烤鸭店品尝烤鸭，结
账时竟然实行 ++制。

近年来，我国实行医保制度，大大改
善了老年人的就医问题，但由于国家还比较
穷，无力拿出更多的钱为老年人免费养老。现
在，老年人进养老院的很少，基本上还是居家养
老，靠子女服侍、奉养，这是我国千百年来的传
统。

而西方老年人精神上强调独立，不愿意依靠
子女，生病靠医疗保险和医护人员，养老靠国家
优厚的福利待遇，不需子女插手。老人和子女经
济上来往不多，父母不供养成年子女，反之子女
也不需赡养老人。

西方老人一般住养老院或在家中养老，作为
子女前去探望，大多数情况下，也仅限于节假日、
生日等。

西方人养老，能享受到丰厚的物质待遇，而
晚景凄凉者并不鲜见，不是指物质上短缺，而是
在精神上匮乏。孤卧病榻，虽有护士小姐看护，
但儿女却常常不在眼前，对亲情的渴望，对子女
的思念，始终难以摆脱。

我国老人多数是居家养老，依靠子女照料，
养老条件和护理水平当然比西方养老院差些，但
是儿女亲情无处不在，照顾得更周到，老人生活
得更踏实，更有利于老人的健康长寿，优越性是
明显的。我国这种传统的养老方式，适合我国国
情，虽然加重了子女负担，但是老人喜欢，子女
情愿。当然，如果国家对养老事业再加大一些财
政支持，老百姓会更高兴。

（作者为原外交部礼宾司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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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部今年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内

地居民出境的人数达到8318万人次，境外有中资企业 2

万多家；同时，中国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平均每天处

理的领事保护案件约 100起；海外中国公民遇劫遇

袭事件时常见诸报端。

如何保障中国公民在海外的人身安全呢？

专家们指出，要兼顾事先预防和事后救济，

加强国际合作，并通过专门的立法，使

保护海外中国公民的工作走上法制化

轨道。同时，也要理性、正确地

看待海外中国公民的安全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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