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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迫使加州众议院搁置对 SCA5 法案的表
决之后，被这一带有种族歧视嫌疑的法案所震惊
的美国华人社会并没有停止行动。近日，加州南湾
地区多位华裔民权运动者宣布成立加州公平教育
联盟，希望建成一个能够长久监督当地教育机制
的机构，以期为各种族争取接受平等教育的权利。

引发广泛争议的 SCA5 法案由西班牙裔出身
的加州参议员贺南德兹提出。该法案认为，加州
大学中“少数族裔”的比例太少，所以州宪法应
该允许公立大学在录取时候考虑申请者的种族背
景，以平衡各种族接受教育的权利。

SCA5的支持者将之与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平
权法案”联系起来，认为自己是在推动一项新的促
进教育公平的法案。然而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受
此法案影响最大的亚裔族群，同样是美国社会的
少数族裔。抛开这点不谈，在追随“教育公平”的光
环时，人们也有必要回想一下“平权法案”的初衷。

为了帮助少数族裔摆脱歧视和弱势地位，肯
尼迪和约翰逊两位美国总统先后推动了一系列旨
在促进族群平等的政策。在实际执行中，它们往
往体现为按照各族裔的人口比例而非个人天赋或
努力程度进行招工招生。

这一背景下，美国最高法院1978年在“贝克

诉加州大学”一案中作出的判决就显得饶有深
意。判决书指出，加州大学设立的录取定额制度
违法，必须录取分数达标的白人公民贝克。同
时，法官也认为加州大学有权实行一些使学生来
源和校园学术环境多元化的特殊政策。

人们应该怎样来理解这一判决呢？“平权法
案”的初衷，是要从制度上消灭对少数族裔的歧
视，只要他们付出了同样的努力，就应该获得与白
人公民平等的就业和入学机会。“反向歧视”不可
能是它的目标，更别说偏袒某个特定的少数族裔。

经过“平权法案”几十年的努力，很难说今
天的加州教育领域还有多少对不同族裔的制度性
歧视。既然每一个公民只要付出了相同的努力，
都能获得平等的回报，那么当初推动“平权”的
初衷就已经达到。重新恢复对不同族裔入学名额
的限定，恐怕既不符合“平权法案”的目标，也
与当年最高法院的判决精神相违背。

每个人都会发现他更擅长和愿意付出努力的
领域，他需要的是同等条件下平等参与的机会。
在一些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教育已经在相当程度
上得到了普及。如果这时再重新设立一部保护特
定族裔入学权利的法案，恐怕会成为一种特权，
而这与法案本身宣扬的目的是不相符的。

有的企业为什么成功？

中国企业走出去已是一个普遍现象。30
多年来，中国的经济风向已经发生变化。改
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经济发展着重于引进外
来资金，而如今，中国转而鼓励企业“走出
去”。

“政府层面来讲，国家要求中国企业利用
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从企业层面来说，走
出去意味着更大的‘空间’。”说到中国企业
走出去的发展历程，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加
拿大分会会长闫长明用了“游泳”的比喻。

“以前是不敢下海，后来是到海边转转，但现
在，水已经很深了，要想发展，必须要学会
在深海里游泳。”

这么多年来，成功者不乏其例。三一收
购德国工程机械“大象”普茨迈斯特，联想
收 购 IBM 个 人 电 脑 业 务 ， 吉 利 并 购 沃 尔
沃，还有 2011 年中国民企海外收购的十大

案例……
“在这些成功的案例背后，恰恰是一些华

侨华人和留学生在起作用。”长期研究加拿大
投资案例并有投资实践的闫长明观察：“几乎
所有成功中国企业在加拿大的并购案，双方
团队都会有华侨华人和留学生的身影。”

老侨熟悉当地的文化、习俗，新侨移民
也有语言、文化知识特长，既了解住在国的
政策，又了解国内的需求。“这就是耳鼻喉舌
的作用。”闫长明说。

“联想之所以能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它在香港的国际化团队。”东方海外投资集团
执行总裁蒋子放说。“在国外很多大型咨询公
司，也会有许多华侨华人员工，负责与中国
企业的项目对接。”

有的企业为什么失败？

这么多年来，失败者也不在少数。
上汽收购韩国的双龙汽车一度被视为中

国企业走出去的标杆，
但由于文化的差异，上
汽最终折戟。

2005 年 6 月 8 日 ，
明基正式宣布并购西门
子手机业务。当时，这
曾被外界视为非常划算
的一笔交易，但事后西
门子的“慢”文化与明
基的“快”文化的差异最
终让两者没能磨合在一
起。

有一种说法，目前中
国到海外投资合作的企业
基 本 上 处 于 一 种 三 成 盈
利、三成亏损、四成空转的
局面。

当然，还有更多的企业
“不敢走出去”、“难以走出
去”或“走不远”。

“中国企业与外国企业在理念上有根本差
异。外企到中国来，会借助于咨询公司，而
中国企业则没有这样的习惯，不会付费请咨
询公司。”蒋子放分析。“这样的结果要么是
做不成事，或者被骗。舍不得小钱，却花了
大钱。”

前两年，中国海外上市企业连遭“空
袭”，特别是在美国市场，中国概念股不时受
到做空基金打压。“这并不是中国的企业有问
题，而是在熟悉规则的投行撤离后，上
市公司的董事长

不懂得国外的玩法，不知道怎样保护自己的
利益，公开自己的财务报表，加强公司的管
理。”闫长明说。

一笔不可多得的资源

如何能让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大海中
学会“游泳”，并越游越远，用好海外华侨华
人“教练”是个捷径。

致公党中央负责人在采访中表
示，“建议充分利用我国海外华侨
华人和留学人员众多的优势条件，
促进组建法律、会计、商务等各类
华侨华人中介机构，积极开展与
国内企业的交流合作；积极牵线
搭桥，帮助企业聘请当地华侨华
人作为投资顾问、金融顾问、税
务顾问；以海外华侨华人、留学
生等技术人才为主组建海外投
资咨询服务中心，以便与投资
地政府的沟通。”

“国内企业讲究大而全，
但企业并不是什么都会，请到
专 业 的 咨 询 团 队 可 事 半 功
倍。”闫长明建议。

同样，蒋子放也提出解决
之道：“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
不仅要多走出去参加展览
会、交流会，与国外企业进行
广泛接触，还要不惜小钱，
聘请专业的团队，进行风险

管控，否则容易丢了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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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发挥海外华侨华
人的作用，这不是一个新的话题，致公党
中央在最近的一份调研报告中又旧事重
提。如果说以前中国企业走出去只是在海
边转一转，那么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
国企业要想发展，就要学会在“深海”游
泳。这其中，海外华侨华人的作用不容忽
视，否则很容易“呛水”甚至“溺毙”。

中国企业出海“游泳”

华侨华人能否当华侨华人能否当““教练教练””
本报记者 杨子岩

平等的权利，而非平分的特权
董涵潇

一直以来，华人商家几乎都是西班
牙各地大检查的重点“关照”对象，且
常常会被查出较为严重的问题。据西班
牙欧浪网报道，日前，西班牙维多利亚
市政府对当地商家进行了集中的卫生大
检查。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在此次检查
中，华人商家没被查出任何较为严重的
违规问题。当地政府认识到，与以前相
比，华商正在发生着改变，已经越来越
规范和本土化。

媒体辟谣

自 2012 年西班牙打击华商的“皇帝
行动”实施以来，西班牙民众对华人的
偏见明显加深，这很大程度上源于西班
牙媒体的过度渲染。

由于中国外交部门的关注，以及全
球华人的强烈反响，西班牙社会和其他
媒体近来开始审视对华商各类报道的真
实性，并重新审视他们身边的华人和华
商。

西班牙主流媒体近期对华人在西班
牙的商贸集中区域进行调查，得出了积
极的结论：华人商贸集中区域为西班牙
中小企业提供了卓越的商贸机会。报道
中写道：一些西班牙民众对华商存在误
解，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华商都是安分
守己兢兢业业的，读者需要从某些媒体
以偏概全的报道中看到真相。

对于华人，在西班牙一则流传最广
的谣传就是“华人吃狗肉，吃猫肉”。对
此，西班牙媒体“亚洲之家”辟谣，猫
肉和狗肉根本不是中国人习惯吃的食
物。同时，华人的餐馆和西班牙其他的
餐馆一样，都要接受来自于卫生部门的
检查，因此，中餐馆所提供的菜肴都是
根据西班牙的有关标准来制作的。

困境仍存

“皇帝行动”虽早已结束，但对于旅
西华商来说，噩梦般的影响却还在延
续。营业额大幅下降、被抢案件增多、

西班牙商户不信任等等问题仍严重困扰
着他们。

据报道，3月15日，一家华人糖果店
发生枪击事件，该店店主遭劫匪击中腹
部而受重伤；近日，西班牙萨拉戈萨市
区一家华人食品店遭遇一罗马尼亚人持
刀抢劫，华人业主在与抢劫犯搏斗中，
头部被砍数刀，幸而无生命危险；马德
里南部郊区一华人仓库近日同样惨遭洗
劫，6000 件服装不翼而飞，店主杨先生
痛诉：“这已经是第二次被盗了！但是西
班牙警察根本不追查下去！”……

除了要克服对频发的暴力抢劫事件
的恐惧外，华商还要应对某些西班牙人根
深蒂固的偏见，如“旅西华人中没有老年
人，西班牙的墓地里也没有华人长眠于
此”；“中国人开店的钱是有问题的，因为
他们从不到银行贷款”等。对于旅西华人
来说，对他们的最大伤害就是这些不实的
谣言和传说。这些谣传不仅损害了旅西华
人的形象，也给西班牙民众带来了深深的
误解，使二者之间难以求同存异。

“正名”任重道远

对于西班牙媒体近期有关华人比较
正面而客观的报道，西班牙民众的反应
是多方面的，既有对华人的重新认识，
也有对过去偏见的坚持，而持后一种观
点的人的数量和影响力要远远高于前
者。在很多西班牙人看来，华人靠低价
商品拓展市场的发展模式，是最令他们
感到恐慌和不满的。实际上，他们对华
人的种种指责，归根结底都可以归纳到
廉价商品对西班牙市场和经济的冲击。

如此看来，旅西华人要想在西班牙切
实改变自己的形象，为自己正名，除了对
来自西班牙社会的伤害进行抗议和回击
以外，还要积极改变和转换自身的发展模
式，让西班牙当地社会能够从华人的发展
中获得更大的收益。而要做到这一点，从
目前来看，可谓是任重而道远。

谁说华人爱吃猫狗肉？

旅西华商“正名”中
宋雨菲

西班牙华人商贸区一角
图片来源：西班牙华人网

西班牙华人商贸区一角
图片来源：西班牙华人网

老一辈华人的
孤独“艰”守

王双红

3月 14日，两位印尼华人在马来西亚街头关注为马航失联客
机所设的祈福牌。 刘关关摄

印尼华人关注马航失联事件

据新加坡 《联合早报》 3月 17日报道，新加坡 66岁
的周鸿发从小跟父亲学习修表技术，九个兄弟姐妹中，
只有他继承了父亲的手艺。周鸿发守着父亲开了50年的
店，除了公假日外，每天都上班。凭着这门手艺和这份
坚守，周鸿发支撑着整个家庭。

周鸿发和父亲当年的心愿一样，希望自己的孩子能
够继承自己的手艺，但是孩子们都学有所成，有各自的
事业，没有人继承手艺。

子承父业是海外华人谋生惯常的模式，这种继承不
仅是为了谋生，同时也是对祖辈艰苦创业路的一种尊重
和坚守，但是时代变了，新一代或许有着更好的选择。
纽约华裔裁缝师甄明添手艺出色，可以以低廉的价格为
顾客“复制”任何品牌的西装。2005 年，甄师傅登上

《纽约时报》，一夜成名。多年来，小店生意红火，可惜
的是裁缝手艺无人继承。后辈们都受过高等教育，各有

各的选择，无人继承祖传手艺也很正常。纽约曼哈顿下
东城律劳街上经营糕点的小店，生意兴隆，但是老板孙
先生的子女都在经营餐馆，没有兴趣学习中国传统食品
制作工艺，孙先生担心手艺失传，纽约华人再也吃不到
家乡的小吃。

传统手艺生产效益比较低，顶不住市场冲击，生意
日渐冷清，加上后继无人，便步入了夕阳产业的行列。
马来西亚南通纸扎店的纸扎工艺，经白添裕一家传承，
已经有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纸扎是一门精细活，以前
是讨生活的行业，现在成了夕阳行业，年轻一代没有兴
趣继承，南通纸扎店即将面临关门的厄运。

新加坡华人潮式灯笼彩绘手艺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杨汉潮19岁继承父业，学习灯笼彩绘技艺，潜心彩绘50
多年，他的手艺名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
泰国。然而现在价格优惠的大红灯笼大受欢迎，潮式彩
绘灯笼只能慢慢退出市场。作品无人问津，手艺无人继
承，留给杨师傅的只有遗憾。

简单看，这种种的“后继无人”让人颇有遗憾，但
仔细想想，这也许暗示着年轻一代正逐渐走入当地社会
的中心，华人正进一步地融入当地社会呢？

图片来源：《联合早报》

上汽与双龙的磨合最终没有成功。

周鸿发老人坚守钟表店周鸿发老人坚守钟表店5050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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