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13责编：王丕屹 邮箱：wangpiyi517@126.com

2014年6月20日 星期五华媒空间

走进雅典这个欧洲第八大城市，街头
车流如水，行人西装革履，处处流露出现
代的气息。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里，来自
中国的 1万多名侨民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
部分。

十余年风雨移民路

2005年和2006年是希腊华商发展的黄
金时期，华人商铺开张成为了一种风潮，
这时候在雅典和萨洛尼卡的华人批发货行

发展到 500 多家，而分散在希腊各城镇、
岛屿和乡村的零售店约2000家。在最高峰
时，旅居希腊的华侨华人总数一度达到 3
万人。

年轻的华人族群在该国人口所占比例
不到1%，但他们为希腊各级政府提供了有
力的税源，为广大中低收入的希腊民众提
供了大量质优价廉的日用消费品。希腊政
府官员以及各地方政府和移民局官员等都
多次肯定希腊华侨以及华商为该国经济繁
荣、促进希中两国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所

作出的贡献。
从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众人挥舞的五

星红旗，到2007年为希腊遭受特大火灾积
极捐款捐物，遵纪守法、自强不息的华侨
华商用自己一个又一个实际行动创造着侨
区建设的奇迹，赢得祖国人民和希腊人民
的一声又一声喝彩。

金融危机华商受挫

从2009年底开始，希腊陷入了一场史
无前例的债务危机之中。这场风云突变的
债务危机也对旅居希腊的各国移民形成巨
大影响，在当地求生存、求发展的华侨华
商也面临着艰巨的考验。

2008 年开始，虽然有全球金融危机，
但中国货在希腊还是大行其道，因为中国
货主要面向希腊中下等收入人群，这部分

消费者买不起奢侈品和名牌服饰，那正好
是中国货大行其道的时候，因此，在一些
地区，华人店面甚至还有扩大之势。总的
来说，在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初期，当
地华商生意虽有下降，但大体还可维持。

然而，随着希腊债务危机的日渐加
深，特别是希腊政府实施数轮紧缩政策，
导致了工资下降、物价上涨，民众购买力
持续减弱，全国性大规模罢工游行成为了

“家常便饭”。华商店铺生意一落千丈，大
量商铺无法维持，只好关门歇业。希腊华
侨华人总商会表示，自2009年以来，旅希
华商营业额已大幅下降 30%。这段期间，
在《中希时报》和希中网上发布最多的便
是店铺转让信息。从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
发至今，希腊华人商铺已关闭了数百家。
有约20%-30%的华商觉得生意越来越不好
做，离开了希腊。目前，旅居希腊的华侨
华人总数约1万人。

逆水行舟奋力坚挺

在一部分华商离开了希腊的同时，越
来越多的希腊华商也渐渐在经济危机的影
响下理清思路，开始寻求创新改变，谋求
重生。众所周知，希腊在某些产业上具有

得天独厚的资源，橄榄油、红酒、大理石
等一系列希腊本土产品在全世界市场，尤
其在消费力日渐提升的中国市场具备相当
的优势。因此，部分希腊华商采取多元化
发展的战略，大胆探索贸易新路子，利用
欧元贬值带来的价格优势，将希腊的特色
商品出口到中国，占领中国市场。

在危机中稳住了阵脚的希腊华商已经
逐渐打开局面，通过对华出口希腊本土优
势产品扭转困局，绝望中见希望。希腊华
商纷纷通过这样的方式走出小商品贸易的
模式，往更加高端和国际化的平台发展。
这样的逆向贸易也是希腊华商积极自救的
手段。

另外，希腊还有一项不得不提的产
业，就是占到希腊经济 15%、对 GDP 有
7%直接贡献的旅游业。在希腊经济触底回
升之际，希腊华商在希腊旅游界的发展也
大放异彩。随着到希腊旅游的中国游客数
量激增，旅游服务业的需求将越来越大，
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也为希腊华商提供了
更多机会。如果说，前面所提到的红酒、
大理石、橄榄油等发展模式是逆向思维的
可持续发展模式，那么旅游业的大力拓展
则是具有深层文化底蕴的商业交流。

（摘自希腊《中希时报》）

希腊华商危机后重生希腊华商危机后重生
汪汪 鹏鹏 梁曼瑜梁曼瑜

图为希腊雅典华人区中国城图为希腊雅典华人区中国城

世界杯开锣。世界杯举行期间，无数球迷
日以继夜捧场，很多人都选择在有电视直播赛
事的酒吧或食肆观赏，图的是与众多球迷一起
观赛，更有气氛及刺激。为此，加拿大不少以
华裔青年人为对象的港式餐厅，敞开大门迎接
这批球迷“光临”，包括加装高清电视机及推出
和世界杯有关饮品食物，让华裔球迷聚在一
起，享受兴奋又刺激之赛事。

在万锦市旅游区城市广场的荷李活餐厅负
责人郑永东说，该餐厅不少顾客是热爱运动节
目的年轻人；而 4年一度的世界杯是球坛盛事，
加上该餐厅在过去若干届世界杯举行期间，同
样有特别装饰及食物饮料推出，可说已有不少
经验，今年也不例外。为增加气氛和吸引顾
客，该餐厅内挂上不少参赛国的国旗及著名球
队旗帜，又有整个球赛的详细时间表供球迷查
看；另有近 10部高清电视机现场直播，中文旁
述，方便华裔顾客。此外，在世界杯举行期
间，职员尽可能穿上不同球队的球衣。该餐厅
还设计了多款以足球明星为名之饮品和食物。

郑永东说，特制“炸鸡翼薯条”一向是该
餐厅的著名产品，连同啤酒，都是球迷的主要
食物。今年主办国巴西属南美炎热国家，故此
该茶餐厅今年特别设计了一款小辣食品，名为

“是拉差香辣鸡翼”，吃起来有点刺激，既配合
赛事又与巴西天气相似，相信会受欢迎。

今年的世界杯举行时间颇配合多伦多时
间，大部分赛事在上午和下午举行，因此估计
今年观赏赛事的球迷会特别多。而到该餐厅观
赏球赛之顾客，男性和女性之比例是 7∶3。配
合为期约一个月的“世界杯”，该餐厅已订了多
1倍的啤酒和鸡翼薯条等，相信生意会较平常多
20%。

万锦市荔园餐厅负责人、飞扬体育会创办
人表示，该餐厅虽是首次接触世界杯赛事，但
刚举行之欧联赛足球赛已招待过众多球迷。为
配合世界杯，该餐厅在食物和饮品方面颇费心
思。如食物设计有“意大利芝士肠”、“阿根廷
咸牛肉三文治”、“德国烧鸡卷”、“日式石锅炒
饭”、“法式西多士”、“葡国鸡饭”及“德国汉
堡扒”等。由于今年赛事主办国巴西当地盛产
水果，因此该餐厅特别设计的饮品有“森巴热
情牛油果汁”，另有以巴西著名球星“尼马

（内马尔） ”为名的“尼马薄荷冰”等。
两位餐厅老板均强调，餐厅于世界杯期间

安排上述的不少配合，并非以多赚钱为目的，
最重要的是希望在这一球坛盛事举行期间，能
为华裔球迷爱好者，提供一处来自同一语言及
文化背景的球迷欢聚的场所，让他们一起尽情
无拘无束投入刺激的赛事。

（摘自加拿大《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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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日本企业家进一步
了解中国，促进中日经贸发展，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经济商务处近
日邀请日语版《人民日报海外版
日本月刊》 采访过的 10 多名日
本企业家以及相关人士，举行了

“驻日使馆与日本青年企业家交
流会”。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经济商务
公使吕克俭在致辞中首先欢迎日
本企业家到使馆来做客，随后介绍
了使馆经商处的人员构成和工作
职能。在分析中日两国经贸交流
现状时，吕克俭表示，中日互为重
要经贸合作伙伴。2011年中日贸
易额达3429亿美元，比1972年两
国恢复邦交正常化时增长了 300
多倍，实现飞跃式的发展。目前，
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约4.8万家，投
资总额达943亿美元，中国对日投
资也在快速增长。经贸合作给中
日双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应
当备加珍惜。然而近两年来，由于

众所周知的原因，两国关系处于十
分困难的局面，无论是贸易还是相
互投资都受到影响。

日方企业家代表藤原洋在致
辞中强调了中国市场对日本企业
的重要性。他说：“2008年‘雷曼
兄弟’破产事件发生后，日本依靠
同中国的贸易才迅速走出金融危
机阴影。之后，中国大陆和香港
的对日贸易总额更是超越美国，
一跃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
现在，日中经济关系已经迈入双
边贸易和相互投资的新时代，中
国的潜力还很大，保持与中国的
良好经贸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日方企业家代表石川康晴在
会上介绍了自己的服装公司在中
国的发展，指出日本企业在国内
发展，属于一种国内运动会式的
竞争，日本企业到中国发展，属于
一种奥运会式的竞争。日本企业
如果不甘落后，就应该到中国寻
求发展的机会。

华人频遭
歹徒毒手

据西班牙新浪网报道，今年春节期间，
一名年仅 29岁的女侨胞在自己的店里遭到
枪击，当场死亡。劫匪头戴黑色面罩闯进受
害者陈某的食品店里，掏出手枪进行威胁，
要她把收银机打开。在遭到陈某拒绝后，歹
徒朝着女店主开枪，致其当场死亡。

3月8日，一家位于格拉纳达南部地区
的华人商铺遭遇两名歹徒持刀抢劫。华人
业主在反抗中将劫匪当场杀死，而他自己
也被利器击中，导致头部受到重创。

华人包先生在马德里市区经营一家百
元店，5月的一天，包先生正拿刀子割开货箱
的胶带，突然听到店外的妻子喊，有人抢东
西。于是包先生头脑一热，拿着刀子就追了
出去。包先生说，拿着刀出去也是为了保护
自己的家人。两个抢匪在被包先生拿着刀
子追了之后，到警察局报案，并起诉包先生。

安全形势
日益严峻

西班牙 《欧华报》 分析，华人店主面
临的安全形势日益严峻，这与西班牙目前
金融危机深重以及法制宽松的大环境是分
不开的，也与当地社会近几年对华人社群
较为严重的丑化和排斥有着直接关系。由
于西班牙媒体大量传播华人靠不正当竞争
和违法手段聚敛财富的信息，所以华人有
钱但并不光彩的形象就深入人心，如此，
各种犯罪分子自然就会瞄准有钱的华人频
频作案。

此外，随着一些西班牙人和有关机
构，尤其是媒体对华人的不断丑化和诋
毁，社会上排斥华人的气氛日渐浓厚。在
这方面，各种排华涂鸦的出现，就是很好
的证明。甚至对于华人的春节庆祝活动，
一些激进的西班牙排华分子都要用涂鸦来

“砸场子”。在这种华人日益受到排斥、仇
视和非议的情况下，针对华人商家的犯罪
活动自然会成比例地增加。

不要选择
以暴制暴

欧洲时报网报道说，侨胞的反抗导致
华人在最近几年里经常会遇到这样那样的
麻烦。那么到底该不该反抗？令人惊奇的
是，对于这一问题，大多数侨胞都是持支
持态度的，认为中国人不能被欺负，华人
要硬气。侨胞已经对西班牙警方不信任，
他们认为就算遇到了歹徒，也找不到警
察，就算警察来了，也只是问一问，做个
笔录然后就走，有些侨胞甚至说找警察根

本没用。
当安全亮起红灯时，华媒提示，如果

侨胞选择了以暴制暴，那么一方面可能给
自己带来麻烦，另一方面也面临人身安全
的威胁。华人要应对当前严峻的安全形
势，除了注重自保，要求警方加强安全保
护以外，还要从根源上努力改善自身的名
誉和形象，同时更要采取措施，一点点赢
得西班牙社会更多的尊重和更好的对待。
只有在此基础上，一些不法之徒才会对华
人一视同仁，不敢轻易地对华人伸出黑
手。同时，西班牙有关政府机构和警方才
能切实地加强对华人的保护，减少针对华
人犯罪的发生。

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者热
衷收购法国酒庄。自2008年以
来，近 80 家波尔多酒庄易主中
国人。与此同时，中国已成为
当地葡萄酒第一大进口国。近
来屡有分析指出，这一收购热
潮或有愈演愈烈之势。然而，
波尔多地产代理商丹尼尔·卡
尔玛涅却不这样认为。在他看
来，“好时光”正在逝去。

据法国《西南报》报道，6年
前，拉图拉甘酒庄被中国龙海集
团收购，拉开了中国投资者海外
收购酒庄的大幕，这笔交易的负
责人正是丹尼尔。“当时我原打算
将酒庄卖给一个马耳他投资者，
但中国买家不肯退让……我们与
中方的谈判进行得很顺利。谁也
没想到这件事引起了轰动，电视
台甚至派记者来拍摄合同签署的
全部过程。如今，收购酒庄的中
国人越来越‘低调’，他们反感大
肆宣传，不过每次仍会引起媒体
关注。”

针对目前的“中国收购热”，
丹尼尔指出，“中国投资者对波尔
多酒庄仍抱有兴趣，但目前的成
交量很少。截至去年，公司每星
期都会接待3到4名中国人。我

陪他们到波尔多，带他们参观葡
萄园和酒庄。之前确实有一股

‘收购热’，如今却缓和了许多。
毕竟，严苛的公司法和天气风险

‘挫败’了部分买家，还有一些人
不了解酒庄运作。很多庄主正是
因为这些原因而转手出售。”

在丹尼尔眼中，中国投资
者看重的是‘波尔多’这个名
号。“事实上，波尔多酒在法国
并不好卖，但在中国却恰恰相
反：原本 3到 4欧元的酒能卖到
20到30欧元。中国人希望借助
投资酒庄，赢得一个能在华增
值的品牌，然后开店铺、办些小
型沙龙。”

丹尼尔还分析，中国投资
者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行家，他
们规划明确，并亲自参与到酒
庄运作中来，由于乐于经营，所
以这类人不会亏本转卖；第二
类是外行，这类人往往是挣了
很多钱后就买下酒庄。当他们
发现在法国管理酒庄太复杂
时，就会试着把酒庄转给另一
名中国人。他们永远不会承认
这是“转卖”，因为不能“丢
面子”。

（摘自欧洲时报网）

西班牙

安全亮红红 灯 华媒劝理性
本报记者 王丕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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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入 2014 年 以 来 ，

西班牙华人屡遭歹徒袭

击，“华人该不该反抗”

引发讨论。当地华媒劝告

华人：在人身安全亮起红

灯时，华人需要理性维

权，不能“以暴制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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