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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照不仅是旅行证件，而且是国籍身份
的证明。也就是说，评判一个国家护照的

“含金量”，不光要看持护照出境方便不方
便，还要看持照人在境外遇到麻烦和危险
时，能不能得到及时的保护和协助。

近年来，外交部协调、指导各驻外使领馆
每年处置数以万计的领保案件，为海外中国公
民排忧解难，为海外中国利益保驾护航。中国
政府秉持“以人为本”理念，在调动各方资源救
助包括台湾同胞和港澳同胞在内中国公民的
决心和成效上，是世界上很多国家无法比拟
的。例如：2011 年，在利比亚大撤离行动中，中
国政府用12天时间，海陆空三路出击，动员40
余国资源，将 35860名同胞无一伤亡地撤离和
转运回祖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还帮助其他
国家撤离了 2000多名难民。在那种危难关头，
中国护照就是平安的保证，就其安全指数而
言，中国护照的“含金量”可谓成色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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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桥

●领事服务

近日收到美国读者史
琪的来信，信中谈到其对

“语文信箱”栏目的喜爱及
对如何延续汉字这个中华
文化载体的看法。我们认
为此观点代表了广大读者的
心声，遂请“语文信箱”栏
目作者杜永道先生阅读此信
并予以回复。现一并发表，
以飧读者。

——编者

尊敬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部：
早就想给贵报写信，谈谈

我的读报感受，这个周末终于有
时间写了。

贵报的“读者桥”版，这几
年起色很大，我尤其喜欢“语文
信箱”栏目。尽管该栏目并不处于
头条位置，但对我而言，却是每每
读报的“头条”。

该栏目作者杜永道先生孜孜不
倦，将一则则容易混淆的用字、用
词，解释得有据有例、易懂易记，且
能深入浅出，实在出色。我已将该栏
目的文章积累了不少，建议作者集结
成册，出版发行，我一定多买几本，
自己用，也送朋友们。

国内近年来致力于中华文明的弘扬
与传播，但有些做法比较空泛，远不如
踏踏实实地引导人们掌握中文易混淆字
词。以学习心理分析，从易混淆字词入
手，常能事半功倍。

文字是载体，没有标准载体如何奢论
文明建设？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国内多年来流行用键盘“写”字，电脑广
泛应用于寻常百姓家。这诚然是信息传播

方面的进步，然而，对于汉字结构组合的
原始衍化而言，是对汉字教育的终极挑
战。我最近看到国内的新闻报道中，提笔
忘字或写错别字的比比皆是，尤其是国内
的年轻一代手脑反射都没有建立，如何延
续汉字这个中华文化的载体，成为巨大
的社会症结。

出国29年，因为专业和生活，终日
埋于英文、法文。从这两种语言的变
迁，我常想到中文的正确延续，确是时
代的挑战。因此，能每周读到“语文
信箱”这样精彩的栏目，让人感佩。

史琪于美国

史琪读者：
大札已阅。感谢您对“语文信

箱”栏目的关注和对“答语”的夸
赞！栏目编辑也付出很多辛劳。

每次写稿时，总希望读者一读
就懂，懂了会用。故而尽量写得通
俗简明，并多举些例子，让人易
于从例句中悟解词语用法。

语文工作者应积极为中外群
众服务，引导人们正确使用汉
字。今后我将继续写此专栏，给
国内外汉语学习者提供帮助。

选题最怕生僻，具普遍性
才能使更多阅读者获益。欢迎
您提问，也欢迎海内外广大读
者，尤其是世界各地孔子学院
的师生提问。众人拾柴火焰
高。大家提的问题多了，选
题的普遍性必然增强，栏目
就能更好地惠及四方。

谨此奉复，并颂
春祺

杜永道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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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护照“含金量”成了街头
巷尾热议的词汇。有些人抱怨，中国大陆护照
的“含金量”低，免签的都是些穷国，想去发
达国家旅游，办签证要看人脸色，有时比工作
面试还紧张。远的不说，与香港、澳门地区的
特区护照相比，似乎也有不小的差距。

那么，中国护照的“含金量”真的那么
低，真如有些人所言“差远了”吗？笔
者认为，仅从免签国家数量
来衡量一国护照的

“含金量”

恐有些片面。中国护照的“含金量”到底在
哪儿，如何提高中国护照的“含金
量”？我们不妨从以下几
个方面来找一找
答案。

中国护照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诞生，
但那时候，护照仅为外交官常驻外国或是领
导人出访时所使用，与老百姓的生活基本上
关系不大。改革开放之前，出国还是件令人
艳羡的事，中国护照的使用者大多是因公出
国的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人员。

改革开放以后，越来越多的内地居民开
始持普通护照因私出境。近年来，随着人们
生活水平的提高，出境自助游已经从遥不可
及的梦想变成了许多人休闲度假的一种方
式，人们“吃惊”地发现，中国游客的足迹
已经遍布世界各地。据统计，从新中国成立
到改革开放前的近 30年间，中国内地居民累
计出境人数只有约28万人次，而2013年一年
时间，内地居民出境已达9800万人次。

中国护照作为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和促进
者，从过去的庙堂之高到今天飞入寻常百姓
家，被上亿人次使用，惠及人民大众。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经济普遍低
迷，复苏乏力，而中国却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
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搭乘中国经济的“顺风
车”，也十分看重中国庞大的旅游市场。当消费
实力强大的中国游客成为各国眼中的“香饽
饽”时，中国护照的“含金量”也在不断提升。

外交部长王毅曾表示，要尽可能与更多国
家签订相互简化签证手续的协议，直至签署互
免普通护照签证协议。目前，中国已与81个国家
签署了有关互免签证的协定，其中与圣马力诺、
塞舌尔、毛里求斯、巴哈马等国的互免签证协定
适用于持普通护照中国公民。除此之外，有35个
国家和地区允许持普通护照在抵达入境口岸时
办理落地签证。部分发达国家近年来也在不断
简化中国公民申办签证的手续，也给中国公民
颁发有效期更长、入境次数更多的签证。

当然，提高中国护照便利性的工作任重
而道远，要从易到难、循序渐进。可以预
见，中国护照会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熟悉和
欢迎，它也一定会给持照人带来更多的“惊
喜”。此外，去年10月，外交部和中国驻外使
领馆出台了包括调整护照等旅行证件收费标
准，简化护照申办材料等8项利民举措，获得
海外中国公民的欢迎。而中国政府这些改进
护照服务水平的工作，不也是在有力地提高
着中国护照的便利指数吗？

过去，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一些
内地居民通过偷渡等非法渠道前往发达国家
谋生，或者合法出境后在接受国非法滞留，
成为不受人待见的“非法移民”。至今仍有
一些国家在给中国公民颁签证时设置较高的
门槛，就是因为上述不愉快的记忆和偏见作
祟。

今天的中国强大了，更多的同胞走出国
门。然而，一些人把摆阔露富、不讲文明、
不拘小节的陋习也带到国外，极少数人在国
外甚至从事违法乱纪的活动。这不仅极大地
损害了国人的整体形象，也人为地降低了中
国护照的“含金量”。

笔者最近听说，一名中国游客在日本
东京旅行，好几次在地铁里听到有人大声
喧哗，竟然说的都是中国话。笔者也曾在
南非开普敦某景点的观光缆车上，赫然发
现用中文写的提示语：请保持安静。类似
令人汗颜的例子说明，国人在海外的形象
并不完美。

当您抱怨中国护照“含金量”不高的时
候，可否先扪心自问一下，我们在呼吁“说
走就走的旅行”时，有没有为维护中国人的
海外形象，为提高中国护照的声誉，多尽一
份心，多加一点分呢？

因此，所谓的护照“含金量”并不仅是
简单的出行便利问题，更不仅是免签国家
的数量问题。护照的“含金量”，其实是国
家对外开放水平的“含金量”，是国家综合
实力的“含金量”，更是国民整体素质的

“含金量”。只要中国继续深化改革，中国
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人
以更加开放、文明、自信的形象出现在国
际舞台上，中国护照就会成为沉甸甸、响
当当、“含金量”十足的国际旅行“硬通
货”。

“文革”结束，特别是随着 1979年中美建交，我国
外交事业空前发展，为适应新形势，迎宾礼仪改革势在
必行。总的方针是，既节省人力、物力、财力、时间，又
体现中华民族崇礼好客，注意同国际礼宾接轨的精神。

主要改革措施包括：

停止提供专机

提供专机的做法，国际上比较少见，不但花费多 （上
世纪 70 年代，我国往返非洲的一架专机，至少要花费 60
万元-70万元外汇人民币），而且我方还需承担专机安全责
任。当时，我国能提供的专机多为苏联产的中小型客机，
我国从政治上考虑较多，觉得亚非国家友好，都是穷朋友，
要求派专机不好拒绝。鉴于70年代后期，世界民用航空业已
四通八达，我国再提供专机似无必要。于是，1978年 12月，
邓 小 平 等 中 央

领导同志批准了
外交部的报告：停
止提供专机。

控制国宾
访华起数

控制国宾访华
起 数 并 对 在 华 食
宿、交通、免费招
待人数和天数等做了
限定。鉴于国宾和其
他重要外宾访华数量迅速增加 （如 1979 年 37 起；1984 年 63 起；
1985年70起），每团的人数动辄超过百人 （如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团
181人，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团134人，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团130
人等），自1980年起，我国曾数次限制外宾来华起数、人数。

自1999年2月起，按外交部规定，每年接待外国元首国事访问
不超过10起，政府首脑的正式访问不超过6起。1999年7月1日，又
明确规定，在对等基础上招待外国贵宾 5 天，外国元首级限 18 人，
政府首脑级12人，超出者自费。

压缩仪式规模，减少出席人数

欢迎仪式是双边活动，我国只邀请来访国贵宾的随行人员及其驻
华使馆参加。自1978年10月1日起，停止邀请来宾国以外的其他国家
驻华使节参加仪式。外宾抵离，中方有关部、司级官员迎送，离京
时，不再举行仪式，改由我国领导人前往宾馆话别 （国家主席和国务
院总理“话别”安排，分别于1993年和1996年停止）。另外自1989年

1月起，不再安排少年儿童和青年队伍参加欢迎仪式 （2013年恢复安
排80名少年参加）。

欢迎仪式由机场、车站移至人民大会堂举行

人民大会堂是我国政治活动的中心，在大会堂东门外广场 （天
气不好或冬天在大会堂内北大厅） 举行欢迎仪式，凸显了欢迎礼仪
的政治含义。在天安门广场游览的民众，往往会被壮观的迎宾场面
所吸引，纷纷驻足观看、鼓掌。广大民众的热情欢迎，给贵宾留下
了美好印象。

这项改革的实际意义还在于，欢迎仪式地点改变，避免了机
场 （车站） 往返兴师动众，节约了我国领导人和有关迎送人员的
时间。这一改革不仅得到了外宾的欢迎，也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
持，有人写信称赞说：“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后，我国领导人欢迎
外国国宾仪式地点改在人民大会堂前举行，给人以耳目一新之
感。”这项改革于1980年9月实行。

欢迎仪式之后，通常是进入人民大会堂进行政治会谈、签约、
宴会。这样，国宾访问的几项
主要活动一气呵成，时间、
地点紧凑、自然，避免了出
出进进、来来去去，节约了
宝贵时间和精力。

恢复鸣放礼炮

自 1984 年 2 月起，恢
复在“文革”中中断的为
来访外国元首、政府首
脑鸣放礼炮的礼仪。礼
炮鸣放分别为 21 响、19
响，与国际上接轨。

设置陪同团长

外国贵宾应我国领导人邀请来访，我国领导人不可能
全程陪同，自1983年7月起，我国设置陪同团长，全程陪同
国宾访问活动。陪同团长由国务院部委正、副部级负责人
担任。多年来，这一做法为确保国宾访问成功，起到了积
极作用。可是，由于陪同团长的级别难以做到完全一致，
引起一些国家使节抱怨。还有，由于各部委负责人负担
重，难以应约作陪同团长，因而从1998年4月起，停止
派陪同团长做法。此后，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来
访，抵离北京，一般由外交部领导、驻来访国大
使、外交部有关司负责人迎送。 （待续）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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