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12 责编：严 瑜 邮箱：guojihwb@126.com

2014年9月19日 星期五 华侨华人

如何打破高管“天花板”？
本报记者 严 瑜

在美华人
据《旧金山纪事报》近日报道，在美国众多科技公司中，亚裔员工

虽然在人数上一直占据优势，却很少有人能够进入高级管理层。其中，

在亚裔中占据绝大比例的华人，面临的这种升职瓶颈尤为突出。

在美国各大公司的高管会议上，华人总是鲜少露面，即使出现也常

是形单影只，显得有些寂寞。

本报电 （任媛媛）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65 周年，
“全球华人音乐会”及“全球华人书画展”将于国庆
期间在京举办，中国国务院侨办副主任何亚非在日
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

据悉，全球华人音乐会将于 9 月 27 日在国家大
剧院音乐厅举行。演出将以交响乐演奏中外名曲为
主要形式，由来自全球各地乐团的十余位首席华人
演奏家和国内艺术家共同参演，并将邀请逾千名海
外侨胞观演。

同为首次亮相的“全球华人书画展”由国侨办
与文化部联合主办，将于10月1日至7日在北京民族
文化宫展览馆举行。此次画展将展出100余名华人书
画艺术家的近200件作品。何亚非介绍，由冯远、王
林旭、萧瀚、郑百重、马新林等5位海内外知名书画
家共同创作的大型国庆献礼作品“跟魂梦”，将在现
场一并展出。

全球华人音乐会、书画展将举办

侨 讯

“乐活”是一种以“健康、快乐，环保、可持
续”为核心理念的生活方式。自上世纪末兴起
以来，越来越多人崇尚并践行这样的生活理
念，成为愉快的“乐活一族”。如今，也
有不少华人加入乐活族，用自己的方
式惬意生活，播撒正能量。

加拿大华裔心理学家贝念凤就
是一位乐活族。她通过网络电台主持
一档节目，教导观众如何过一个平衡
又快乐的生活，粉丝众多，还获得“亚
裔欧普拉”的美誉。

8 年前，贝念凤开始探索如何让
人生活得更快乐。她发现其实人们居
住的环境充满了能量，并由此开始学
习静坐、太极拳及气功。她认为通过
这种练习，不仅可以吸收大自然精
气，而且加上思想上的正能量灌输，
还可以将88%心情转坏成好。

于是，贝念凤将此心得用在自己
主持的“与贝博士学习如何过一个平
衡的生活”节目中，向观众倡导快乐、
平衡的生活方式，帮助他们用正能量化解生活
困境。她认为，乐活是一种快乐、平衡的生活方
式，这种方式不但能让自己的生活轻松愉快，

还可以感染并带动他人。
无独有偶，加拿大白石市南素里华人社区

也在向社区居民倡导“乐活”理念。在这爽朗的

秋日里，该社区举办的华人家庭趣味运动会，
热闹非凡。

为了让大家都“嗨”起来，组织者专门设计

了多样化的项目，连刚会爬的宝宝，都有适合
他们的“菜”。家长和 10 岁以上的孩子参加两
人三足或三人四足项目，团结协作，齐喊口号

向终点冲刺；亲子三人协力跑项目
中，3岁到 12岁的孩子由父母把孩子
架在两臂之间，孩子加油，老爸老妈
给力；在宝宝爬和宝宝跑项目中，萌
娃们扭扭歪歪，咿咿呀呀地在比赛场
地中“舞蹈”……如此欢乐和有爱的
乐活精神，引得老外频点赞。

不但生活需要乐活态度，艺术也
要“乐活”。旅美华人画家乔文安教授
就主张乐活艺术观。20多年的旅美生
活让乔文安对于艺术有着更纯粹的
理解：“艺术是自由的，乐活艺术就是
用这种自由的态度去表达。”

乔文安认为，乐活本身就是一种
以纯粹的态度去追求精神世界宁静
与真我的行为艺术。不同于快节奏生
活，乐活更追求一种品质，一种自然
原生态的生活方式。

如今越来越多的华人成为乐活族，不仅寻
找到生活的另一种方式，也将从快乐生活中汲
取的正能量传递给更多人。

国内孩子教育难，很多家长纷纷
移民。谁曾想，到了国外，事情更让人
焦头烂额。近日，据澳洲新快网报
道，澳洲生产力委员会向政府提交
了关于全国复杂托儿系统的改革草
案。托儿服务今后会怎样，澳洲华
人莫不翘首关注。孩子入托问题再
次回到风口浪尖上。

托儿难已成常事

在澳洲，一些托儿中心等候名
单越来越长。住在悉尼的梁女士
说：“我从怀孕开始，就在家附近的
地方议会运营的托儿中心报名了，
但排队很久一直没名额。”之后，梁
女士报了附近几家私营托儿中心，
结果又空等了半年多。这样折腾下
来，两三年过去了，孩子的入托问
题还是没能解决。

梁女士的这种情况并不鲜见，
澳洲一些区域的托儿中心学位非常
紧缺，以致一些家长总要东奔西走。

除了僧多粥少之外，高昂的入
托费更是华人家庭的不能承受之

重。在悉尼等地，托儿中心费用过
高，甚至比送孩子到最高档的私立
学校读书还贵。

澳大利亚已然是公认的幼儿福
利最好的国家。英国的入托费高居
世界榜首，而在美国、加拿大，托
儿更是困难。

家长们左右为难

孩子迟迟不能入托，家庭中必然
要有一方待在家里照看孩子。住在悉
尼且同样面临孩子入托难问题的周
女士为了办理各种手续，同时在家带
孩子，已经有 3年没有工作。“想要全
职工作完全不可能，本来是双职工家
庭，现在却只有丈夫出去工作，收入
比以前要差很多。”周女士说。

一些父母无奈之下，选择将孩子
送到无牌照的日托中心。在加拿大，
这种现象格外多。但今年发生在多伦
多一间无牌照日托中心内的男婴死
亡事件让当地很多华人父母心有余
悸。家长们往往没有足够的能力对这
些托儿所的服务质量进行准确评估，

仅能凭招收的儿童人数来判断，心里
难免惴惴不安。

也有华人父母面对高昂的入托
费用，主动选择了放弃送孩子去托儿
所。“出去工作还不如在家带孩子，孩
子今后需要的费用还很多，入托的钱
还是省下来为以后吧。”住在美国纽
约的张女士说。与张女士有着相同想
法的家长不在少数，然而他们也会担
心小孩往后得花大力气才能跟上学
习进度。同时，孩子能否很快融入社
交群也是一个潜在问题。

解决并非朝夕间

为了更好地应对托儿问题，不少
华人也开始及早上手，尽快规划。
一些在线育儿门户网站成为华人父
母获取信息的来源。“这边的网站信
息还是给人提供了不少帮助的，各
个托儿中心的情况一目了然，但是
关键问题还是没能解决，什么时候
当地能增加托儿服务，多配备优秀
老师，情况才可能好转。”周女士心
怀期待。

一些国家也已在托儿
问题上有所行动。去年英
国放宽了儿童免费入托的
规定，凡在当年4月之后
满两周岁的儿童都有可能
享受免费入托。英国财政
部专门拨款扩建公立幼儿
中心，补贴私立幼儿园，
还为工薪家庭提供补助。

这样的变革让在英华人享受了
一定优待，但并非每个国家都能如
此。在加拿大，孩子满4周岁能免费
就读所在学区幼儿园，但4岁前入托
同样面临抢位难题。如果将托儿服
务全部纳入牌照管理，需要巨大的
资金投入，而保留相对灵活的无牌
托儿所，则需要加强监管，大量人
力、精力必不可少。这些问题都难
以在短期内解决。

还有不少华人呼吁华人社区自
己创办托儿所，中英双语托儿所是
华人父母最为期待的。只是这样的
托儿所需要更多的政府支持，找到
合适的教师同
样不是一件容
易事。

如 何 “ 托
儿”？为了解决
这个难题，海
外的华人父母
们想尽各种办
法，也期待来
自各方的共同
努力与帮助。

“托儿”
华人父母要去哪儿

任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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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5日，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政府新闻办、中
新社青海分社共同主办的主题为“感知大美青海·关注三江
源”的“行走中国——2014世界华文媒体青海行”活动15日
在西宁拉开帷幕。

华文媒体青海行活动启动仪式。 罗云鹏摄

华文媒体代表听当地导游讲解。 罗云鹏摄华文媒体代表听当地导游讲解。 罗云鹏摄

华文媒体代表合影。 罗云鹏摄

华文媒体走进青海

国侨办主任裘援平东南亚“探亲”

据中新社电（记者符永康） 中国国务院侨务办
公室主任裘援平一行 15日开始赴东南亚访问，代表
团将先后到访缅甸、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推动当
地侨胞与祖 （籍） 国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中国与
缅、印、新等国关系发展。

裘援平在临行之际指出，长期以来，缅甸、印尼和
新加坡的华侨华人立足当地发展，构建和谐侨社，常念
乡梓之情，在侨居国与中国的交流与合作中发挥了重
要的桥梁作用，体现了融合、和谐、友好等侨胞精神。

裘援平表示，希望通过此次访问，进一步加深
彼此了解和友谊。按照预定日程，国侨办代表团 15
日赴缅甸仰光访问，17日将抵达印尼雅加达，之后
于21日到访新加坡。

“天花板”仍存在

美籍华人毕刚曾在美
国摩托罗拉公司总部工作
十多年。作为该公司在中
国手机研发部最早的几位

工程师之一，毕刚可谓是不折不扣的“元老级”员工。然而，
谈起在公司的升迁机会，毕刚有些无奈，虽然多次担任公司
研发团队的负责人，但想“更上一层楼”却始终有些难。

“在美国，华人要做到高级管理层不容易啊！”毕刚感
慨。

这种现象并非偶然。美国雅虎公司 2014年 6月公布的
数据显示，虽然公司39%的员工为亚裔，但亚裔在管理层中
仅占17%，其中华人的比例更是少之又少。

“在硅谷的各大公司，华人要从底层做起升到高层职务
很困难，华人在高管层所占的比例也一直很低。”正在美国
硅谷打拼的中国姑娘王笑有着同样的苦恼。

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华人涌入美国职场，
与之相对应的却是华人在高级管理层岗位的长期缺席。

韩裔女性简·海云在《打破竹天花板：亚裔的事业战略》
一书中就曾提出，亚裔在美国职场中面临着看得见却打不
破的“天花板”，无论如何努力，能够站到职场金字塔尖端的
总是寥寥无几。

作为亚裔中的大多数，虽然近几年来华人在美国的数
量不断增加，在当地的社会地位也有所提升，然而这块“天
花板”却似乎仍然挡在华人的头顶，使他们在职场想要飞却
飞不了太高。

瓶颈不全因歧视

对于素以勤奋、能干著称的华人而言，为何始终捅不破

这块薄薄的“天花板”？
美国社会对少数族裔的歧视或偏见是常常被用以解释

这种瓶颈的说辞。“种族歧视多少是存在的，只要不是白人，
在美国发展还是会受到一些限制。”曾在全球最大芯片软件
设计公司担任多年高级工程师的华人沈赐恩认为，面对这
种无法在短期内发生改变的大环境，华人更需要关注自身
存在的不足与局限。

“要做到公司高层，更需要的就是个人的组织、沟通能
力，而不仅仅是业务或技术。”沈赐恩说。而这恰恰是大部分
习惯了“说得少做得多”的华人们的短板。尤其是对于第一
代移民，相对薄弱的英语水平以及常被忽略的领导力训练
往往成为他们升迁之路上的“拦路虎”。

此外，文化观念的差异也让不少华人到达中级职位后
就陷入裹步不前的尴尬处境。“我们不少华人还是保留着中
国最根本的文化观念，并没有真正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和
主流文化，这也使我们不能很好地适应美国公司上层的行
事准则和方式方法。”沈赐恩说。

“目前，华人族群在公司中还没有形成一定的影响力，
整体力量不够强大。”王笑认为，这也是华人高管比例不高
的一个重要原因。相比印度人、犹太人等其他同在美国的少
数族裔，华人之间相互提携、传帮接代的意识相对较弱，多
是“单打独斗”，缺乏“组合拳”。因此，虽然已有一些才能出
众的华人逐渐跻身管理层，但华人高管在美国企业中大规
模的聚集依然很少出现。

破解困境各出招

令人欣喜的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在世界经
济版图上的地位愈加突出，广阔的中国市场成为许多美国
企业的“香饽饽”，华人也逐渐成为高管职位的优先候选者。

“一些美国企业正在有意识地提拔华人负责中国市场
甚至亚洲市场的事务。”王笑说，“我们华人应该抓住机会，

更加团结，扩大华人族群在美国职场的影响力，证明我们在
管理、沟通方面也可以做得很好。”作为年轻的“80后”，王笑
更期待已在职场打出天地的华人老前辈为他们提供更多的
扶持与引导。

硅谷一家天使投资基金的创始合伙人李强也认为，相
比老一代华人，“80后”、“90后”华人在语言、沟通等方面已
不存在明显短板。“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应该勇敢跳出华
人的小圈子，更加积极地融入美国社会的大熔炉。让自己的
个性、思维更好地适应美国的企业文化，这有利于他们在职
场获得更好的发展。”李强说。

对于一些已在美国职场奋斗多年的华人，在积累经验
后华丽转身，自主创业，成为他们破解“天花板”瓶颈的另一
种巧妙选择。

两年前，毕刚离开摩托罗拉公司，回国创立了云控智能
科技公司，打造起国内智能家居的云平台。在他看来，相比
在国外公司给别人打工，做自己的“高管”让他更能发挥主
动性，也有更多的机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不谋而合，沈赐恩也在几年前辞去的高级工程师的职
务，在硅谷成立了一家名为幼发拉
底的孵化器企业。“与其给他人作嫁
衣，不如打造一场自己的轰轰烈烈
的‘婚礼’，为自己的事业与梦想打
拼。”沈赐恩笑称。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