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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之若鹜的行业

在海外，踏入金融圈的华人不仅薪酬、生活质量令人
艳羡，还能提升华人在海外的职业形象、社会地位等。因
此，会计师之类的金融业者不仅成了海外华人职业精英的
重要群体，也成了海外华人职场的“香饽饽”。

据悉，近期在英国参加 !"#（特许金融分析师）第一
级别的考试中，华人考生的比例高达 $%&。参加考试的高
小姐表示，大部分人来考证的原因是觉得这个证书对自己
的职业发展比较好，是想在金融行业谋求更好发展的保
障。

对于金融业掀起的“考证热”，大部分华人都不感到
惊讶。还在深造中的林同学对未来充满了希冀，他说：
“在找工作时经常遇到一些华人金融猎头打着‘持 !"#优
先’的旗号为大公司物色金融人才。”大部分华人都认为，
进入这个行业可以换来“一年买车，三年买房，十年退
休”的高效率、高收入、高水平的未来。

时机成熟的条件

据外媒调查，在海外金融行业供职的华人，主要分布
在投行、银行、会计行、律师事务所等，常见的职业包括

会计师、精算师、分析师、交易员等。华人移民
“二代”因为在国外的教育、文化背景和语言社交

能力方面相对有优势，因此他们中已经有不少
人进入了金融这个难度和强度相对较高的
行业。

有专家指出，不少华人在改革
开放之后走出国门，其目的已

不仅限于安家落户，而
更注重追求更

高质量的生活。越来越多成绩好、能力强的人将目光锁定
在金融方面的专业，因为其就业机会多、就业方向广，且
工资待遇好，可谓既有前途，又有“钱途”。

另外，华人金融业也在不断发展并壮大。如二战以
后，新加坡恢复了国际中转贸易港的地位，为华人进入金
融业创造了良好条件。一时间，华人银行如雨后春笋般生
长。而那些能够顽强生存到今天的华资银行，如新加坡华

侨银行，为当地华人在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不少帮助和便
捷条件。

无法躲闪的挑战

在海外投行工作的华人李先生近日对自己的工作多了
几分忧心。在他看来，投行压力实在太大，每天手里上亿
的资金在流动，容不得半点懈怠。“作息时间不规律，熬
通宵是家常便饭，有时候真有点儿拿命换钱的感觉。”他
说。

如果说“透支生命”的工作节奏是选择涉足这个行业
必然要承受的结果，那么金融风暴的来袭和蔓延则是这个
领域中的“特洛伊木马”，其带来的巨大挑战让从业者们
感到了无以复加的“压力山大”。

自 '%%( 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金融业就开
始一波接一波地裁员。据美国资深华裔金融界人士介绍，
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告破产后，在其中供职的
约 '%%% 名华裔精英均遭遇了或大或小的损失：有人损失
了 )至 $%万美元、有人甚至丢了“饭碗”。如今，全球金
融危机的影响还在持续发酵，还在海外金融圈打拼的华人
依然得时时揪着一颗心。

压力飙升的工作节奏、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不容乐
观的经济形势……金融圈变成了一个看上去很美好的童话
而实际上很残酷的圈子。不过，即便如此，这条路还是吸引
了不少华人前赴后继的努力。他们当中已经有人
脱颖而出，如掌管着西方国家中唯一由华人控股
的证券交易所———亚太证交所的华人王人
庆，还有荣登 '%*+年新西兰富豪榜的华裔
投资商周氏兄弟……但更多的华
人还在为了美好的未来而奋斗在
前进的道路上，书写
着他们与金融苦乐参
半的邂逅。

自 ABC脱口秀节目中“杀光中国人”的

言论播出以来，华人的持续抗议终于换来了一

个简单说法。当地时间10月28日晚间，“吉

米·基梅尔秀”节目主持人基梅尔在节目中称：

对不起，我道歉。但紧跟着他说，“但我的目

标就是取悦大众”。

这样的道歉很难让人真心原谅。显然，主

持人只是迫于各方压力才道歉，但内心并不觉

得自己像广大华人所声称的那样，犯了严重的

“种族歧视”错误。或许，他道歉之余还觉得

“蒙冤受屈”———脱口秀，不过只是“脱口而

出的做秀”，又何必当真？

面对小孩的惊人之语，基梅尔的“这倒是

个有趣的想法”———乍看是脱口而出、哗众取

宠，仔细想想，或许是一种潜意识里的纵容。

在关乎民族、国家尊严的原则性问题面前，选

择性忽略就等于默许。

这样的“默许”让我们陷入思考：这难道

只是西方世界的个别认识？事件一出，立即引

起旅美华人群情激愤、游行请愿。在他们的侨

居生活中，是否也曾遇到类似的污辱言辞和不

公待遇，而此事成为点燃他们愤怒的导火索？

旧金山抗议活动的发起人称，很多年来，

华人给人的印象都是温顺、善良、柔和、服

从，归结为三个字，就是“好欺负”。这其中

固然有不同族裔文化差异的问题，但如果有人

抱着种族优越感对华人充满“傲慢与偏见”，

不是幼稚可笑吗？

好莱坞大片里，华人的荧幕形象经历了从

“傅满洲”到李小龙的转变，但华人似乎始终

是“扁平化”的华人；而在现实生活中，华人

劳工被拖欠薪资、华人社区的安全事件、华裔

学生被校园欺凌……种种社会不公，似乎都带

有种族歧视的影子。这恐怕是在“脱口而出的

做秀”外，更值得警惕的迹象。

事件还在持续发酵。旅美华人在这次抗议

活动中空前团结，不仅要求基梅尔个人致歉，

还要求 ABC公开道歉，并在白宫网站上请愿

要求介入调查。收集 10万个签名并非难事。

恐怕旅美华人真正想要的，是白宫能够正视那

些发生在华人身边的“傲慢与偏见”，给一个

说法，还一个尊严。

题图：当地时间10月28日，数百名华侨

华人在旧金山举行集会游行，抗议 ABC电视

台日前所播节目中的辱华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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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餐饮业与家政保姆、建
筑装修等行业一道，成为华人劳务型移
民的最优选择。此类服务性产业往往市
场准入门槛低，简单易操作。但近年来，
随着市场的不断变化，打造华人服务产
业升级版已经势在必行。

优势减

*% 月 ', 日，--! 开始播放华裔女
主播黄瀞亿的一档名为“餐馆拯救”的
节目。节目的内容是选取多家中餐馆进
行升级拯救。其中，有位山东大妈在英
国开的小餐馆，始终坚持乡村菜的方式，
比如大分量、无修饰的炸酱面。消费者
对这样的经营方式已经丧失了热情。餐
馆已经走到了关门的边缘。黄女士指出，
改变廉价经营模式，更新经营理念，让
餐馆业者重新感觉到热情是她在节目中
最大的挑战。

在英国从事装修业的郑先生表示，
近来，自己的生意有所下滑。装修公司
越来越多，竞争压力越来越大。而且，
现在，东欧的人工费反而比华人要低一
些，华人在这一行业与其他族裔竞争主

流市场的优势已不明显。
在西班牙某城市工作的华人保姆薛

女士近日也遇到了这样的麻烦。她每月
的工资是 ($% 欧元，包吃包住，虽然工
资和来自其他国家的保姆差不多，但其
主人却要求她每周工作 ) 天，否则就会
辞退她。

海外华人服务业靠信誉生存。但传
统服务业的发展已开始面临瓶颈，业者
要想在此行业生存下去，无可避免面临
改革升级。

问题多

“一些没有行业规范的装修队，因为
之前已经交完了所有的款项，项目做到
最后收尾时一些细活没做好就走人了，
也没法把人再找回来。”这是很多英国雇
主对华人装修队的抱怨。

分析指出，华人传统服务业分散，
缺乏行业整体规范，大多业主在经营理
念和管理方式上都是有问题的。

大多从事服务业的海外华人坚持的
经营理念就是廉价。专家认为，打算以
廉价取胜，走向主流市场，是不可能的。

此外，文化差异也是华人服务业和当地
市场脱节的重要原因。根据行业调查显
示的结果，居英从事建筑装修行业的华
人有上万人，而华人装修业务仅占目前
英国装修市场 +&—$&的份额。在拥有华
人区的固定市场份额之后，华人装修公
司就很难再拓展客户群，更不用说抢占
英国的本地市场。

谋改进

幸运的是，已经
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
意识到问题所在。多
年来从事服务业转型
升级研究的专家李先
生表示，华人服务业
需要主修行业规范。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搞“单干”，做个体
户，虽容易树立个人
声誉，但也容易失掉
华人整个行业群体的
特色及声音。

更重要的是，已经

开始有人走上了改进之路。据当地媒体报
道，匈牙利“鼎鼎香”饭店的创办者王强，就
是这样一个先行者。饭店有自己独到的管
理理念，从饭店前台到后厨的厨师，都是各
司其职，既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又
在饭店整体的规范内运行。在经济不景气
的当下，王强投资了 '%多万欧元重新装修
饭店，因为他相信“投入才能产出”。

最近，创新中国菜成为美国厨师晋
升星级的踏板。事实上，如今，不少知
名大厨，无论亚裔或欧洲裔，已将中国
烹饪菜色融入他们的菜式中。这，或许
意味着海外华人服务业迎来了打造升级
版的契机。

刚到美国的华人往往对当地无处不在的小费文化迷惑不
解，深感不适。即使在美多年的华人，对于当地林林总总的
习俗也往往难以完全适应。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时刻考验着人
们的耐心和彼此的理解。有时候，文化差异会使得华人在美
遭遇一些尴尬甚至悲剧。

最近，美国一华裔男子因为给 *%岁的女儿洗澡而受警
方介入，并最终因此被击毙。在此之前，圣塔蒙尼卡的一对华
人夫妇，因为做饭时喜欢煎煮炒炸使得饭香“袭”房东和平时
吃榴莲而被要求搬出公寓。纽约华人大妈 )月起在日落公园
排练节目而被多次投诉，其领队还收到了法院的传票。类似的
事件层出不穷。这类纠纷的结局似乎往往是双方闹得不太愉
快，而华人被“教训”要遵守美国的法律和风俗习惯。

其实，这些事情并非不能以更加柔和而积极的方式解

决。这方面的成功案例也不少。以纽约日落公园的华人大妈
腰鼓排练事件为例，领队的华人虽然接到了法庭的传票，但
是法官念其是第一次犯此类错误，因此并不将此次事件记录
在案；华人大妈们也表示，以后排练的时候会更加注意距离
和音响分贝；而纽约警方则建议她们使用耳机或者随身听播
放练舞音乐，这样就可以做到两全其美。

而就在同一地区，警方在七八月份的时候还收到了当地
居民对华人在阳台上晾晒内衣裤的投诉。当地人认为这种行
为暴露隐私，有碍观瞻，而且涉及色情，令涉事华人非常尴
尬。华人在了解当地的风俗后，给予理解并将相关衣物撤
走；而纽约警方则建议华人在自己院落或者后阳台晾晒此类
衣物，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所以，如果华人多了解一下美国的法律、风俗习惯的
话，很多文化摩擦就可以避免；即使摩擦出现，如果双方互
相谅解，进行有效沟通的话，很多问题其实是可以以双方都
接受的方式得以解决的。

文化差异虽然会带来一些摩擦，但其本身并不意味着不
同文化之间不能和谐共处。只要双方积极沟通、相互理解和
尊重，文化摩擦中的和谐共处其实不难做到。

在金融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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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收入丰厚、衣着光鲜的金融行业吸引着越

来越多的海外华人。近日，英国媒体的数据显示，在海外华人

的“行业压力指数排行”中，金融类职业位居榜首。表面的风

光与背后的沧桑总是相伴相生，在金融行业摸爬滚打的海外华

人们也同样前行在“痛并快乐着”的道路上。

留意华人身边

的
“傲慢与偏见”

任一丁

文化摩擦中

的
和谐共处

颜晓敏

海外华人服务业打造升级版
付 琼

!当地时间10月29日上午，美国洛杉矶政府在政府大

会堂为徐荣祥教授颁发了洛杉矶政府的最高荣誉奖

SCROLLAWARD。颁奖理由是：徐荣祥教授因研究器官

再生成果获得了 2013年度的 GOLDEN BIATEC 国际奖，

为洛杉矶城市和人民争得了国际荣誉。同时，洛杉矶政府也

给支持和配合徐荣祥教授科研的徐鹏（加州政府顾问、美国

青年企业家委员会委员）颁发了此荣誉奖。 （据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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