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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桥

●领事服务●领事服务 与芬兰建交

新中国与芬兰建交更为顺利，双方未经谈判，
仅以电报来往就达成建交。芬兰与原国民党政府
无外交关系，也非联合国成员，建交无政治障碍。
1950年1月13日，芬兰外长致电周恩来外长：“已于
今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6 日周外长复电表示

“欢迎”。当年10月9日，中方同意芬兰以驻印度公使
兼任驻华公使之提议。10月28日芬兰驻苏联公使通
报我驻苏联使馆公使衔参赞曾涌泉，称芬兰“政府已
同意（我驻瑞典大使）耿飚兼任我国驻芬公使，并重
申，芬驻印（度）公使兼任驻华公使只是临时办法。现
芬政府已决定于明春另派专人为驻华公使到华设
馆”。于是，10月28日就成了中芬正式建交日。芬兰首
任驻华公使于 1951 年 2 月 13 日向李济深副主席递交
国书。耿飚公使于1951年3月31日向芬兰总统递交国
书。1954年中芬两国决定将公使升格为大使。

与挪威建交

我国与挪威谈判建交，在台湾问题上遇到困难，
拖延很长时间才达成协议。1950年 1月 7日，马丁·鲍
斯泰 （挪威留在上海的总领事） 致电周总理兼外长，
称遵照本国政府指示，“已决定法律上承认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央人民政府”；1月 19日鲍斯泰再次致信周总理
兼外长：“挪威国已于本月 6日宣布与国民党政府断绝
外交关系。挪威国政府准备在短期内派代办前往北京。”

可是，1950年 1月 13日，即挪威宣布承认新中国、
断绝与国民党政府外交关系之后仅一周，在联合国安理
会讨论驱逐台湾国民党政府代表时，挪威代表却投了弃
权票。1950 年 4 月 22 日，挪威方面以书面形式答复称：

“挪威国政府认为，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问题，有决于该
组织之合法各机构。本国乃安全理事会会员之一，对于
承认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及开除国民政府代表团，只能
由集体决定之”；“拒绝中央人民政府所选派之代表，非
挪威政府所愿，但愿此问题将来经各国在联合国所属各
机构互相讨论协议后能获得有利于中央人民政府之决
议”。挪威这番解释，未能让中方“完全满意”。中方认
为“实际上是表示挪威政府继续承认联合国中中国国民
党反动派残余集团的所谓‘代表’的合法性，而拒绝承
认我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人民政府所派的代表”。事实上，挪威在联合国机构中，
有关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表决上，仍继续对我持不友好态
度，而未能以实际行动来表示其已与国民党反动派残余
集团完全断绝关系，因此中挪建交谈判被搁置。

直到 1953 年 12 月 22 日，挪威政府谈判代表高兰写
信给我国外交部欧非司司长宦乡，告：当年挪威出席联大
代表曾投票反对美国关于延期讨论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
问题提案。1954 年 1 月 25 日，挪方向中方提交备忘录，称
挪威政府认为，目前中挪建交“时机应已成熟”。1954年5
月5日，中国副外长章汉夫向高兰表示：“现在挪威政府既
认为建立中挪两国外交关系之时机应已成熟，我们愿与
挪威政府继续进行关于中挪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
我们继续希望挪威政府能就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
题上所持的态度，进一步加以澄清。”

1954 年 9月 16日，挪威新任谈判代表季茂登照会
章汉夫，称北欧四国 （挪威、丹麦、冰岛、瑞典） 8月
31日就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达成一致，即“关
于在近期内即由北京政府代表中国的愿望，更取得了
协议”。1954年 9月 24日，中方“证实挪威政府代表
在联合国第九届大会上投票反对美国提案‘延期讨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问题’”。据此，宦乡 （将
卸任外交部欧非司司长，转赴伦敦担任代办）、黄华
（将接任欧非司司长） 联名向部领导写报告，说挪
威已经“满足了我们的要求”，建议即与挪威建立
正式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1954年10月5日中挪正
式建交。1955年2月1日，王幼平大使由罗马尼亚
调往奥斯陆担任首任驻挪威大使。挪威任命驻巴
格达兼驻德黑兰公使克·亨生为首任驻华大使。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新中国建交内情（十）

——与芬兰、挪威建交

马保奉

新中国建交内新中国建交内新中国建交内新中国建交内新中国建交内新中国建交内新中国建交内新中国建交内新中国建交内新中国建交内新中国建交内新中国建交内新中国建交内新中国建交内新中国建交内新中国建交内新中国建交内新中国建交内新中国建交内新中国建交内新中国建交内新中国建交内新中国建交内新中国建交内新中国建交内新中国建交内新中国建交内新中国建交内新中国建交内新中国建交内新中国建交内新中国建交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十）

——与芬兰、挪威建交

马保奉

●礼仪漫谈●礼仪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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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签证互惠安排

会带来哪会带来哪些利好些利好？？
陆楚轩

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北京建国门
外的秀水街赫赫有名。一是因为“老外”来
北京都会到秀水街“淘中国货”；二是位于
秀水街一端的美国大使馆外，每天上班时间
都聚集着大量排队等候办理赴美签证的中国
人，秀水街周边还因此形成了代存物品、代
办签证、提供翻译服务以及餐饮、住宿等

“一条龙”服务的产业链。2008年美国大使
馆搬迁后，这一独特景象又出现在了现如今
位于安家楼女人街市场旁的新美国大使馆
外。

然而，这一独特现象近期将会因为中美
两国政府新近采取的一项签证互惠安排而改
变。近日，北京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及美

国总统奥巴马访华期间，中美两国政府共同
对外宣布达成了一项签证互惠安排，双方同
意互为对方商务、旅游人员颁发有效期最长
为10年的多次入境签证，互为留学人员颁发
有效期最长为 5年的多次入境签证。据悉，
这两项签证互惠措施 （见图表） 已自11月
11日起在中美两国驻外使领馆开始实施。

事实上，中美两国近年来
就签证互惠问题进行过多回
合、多层次的商谈，这从历次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商
贸联委会等双边磋商机制议题
和成果清单中不难看出。同
时，从中国公民办理赴美签证
的难易程度看，也能发现中美
之间的签证便利安排近年来确
实不断取得进展。

2005年以前，中国公民赴
美经商、旅游或留学，仅可获
发一次入境签证，这对中国商
人、游客和留学生来说非常不
便。因为每次办理赴美签证都
需要履行电话预约、网上填
表、使馆面谈、中介邮寄等一
系列复杂程序，且拒签率颇
高，去趟美国实属不易。同

样，对中国在美留学生来说，
为了避免回国再次办理赴美学
习签证的复杂过程和被拒签的
风险，许多人在美学习几年期
间都未曾返回中国探亲。对那
些经常前往美国的中国人来
说，每个人说起办理赴美签证
都有一肚子的苦水。2005年起，
中国公民赴美从事商务、旅游
和学习活动开始获发 1 年多次
往返签证，这在一定程度上简
化了他们的签证手续。

如今，中美两国经过友好
协商，果断做出了互为商务、
旅游和留学人员颁发长期多次
签证的互惠安排，这是1972年
中美开启人员交往大门以来迈
出的最具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
的一步。

中美签证互惠安排实现跨越式进展
可以说是各种因素促成的结果。

一是中美双方人员交往和经济交往
规模持续扩大。2013年两国人员往来超
过 400 万人次 （平均每天 1 万多人往来
于两国之间），双方留学生共计近 27 万
人 （其中我在美留学生24万，美在华留
学生2.5万）；两国进出口贸易额达5821
亿美元，双方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如
此大的交往规模客观上对人员往来便利
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美国内一些媒体
和商人已将签证难问题看作中国商人对
美投资、贸易的瓶颈。

二是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崛起。美国
看到，中国的商人、游客赴美为增进美
中经贸合作、刺激美国内旅游消费、拓
宽美劳动力就业市场打了一剂“强心
针”，奥巴马政府面对当前美国内经济
增长变缓的现状，需要来自中国这样一
个具有巨大潜能的市场外力，进一步推
动美国内经济的继续稳定和发展。奥巴

马政府针对此次签证互惠安排直言不讳
地指出：“有竞争力的签证政策将帮助
我们实现预想，即到 2021 年将有多达
730 万的中国游客来到美国，每年为经
济贡献将近 850亿美元，支持多达 44万
的美国就业机会。”

三是中国经济目前也面临增长速度
变缓、经济结构调整等挑战。美国作为
中国的重要贸易投资伙伴和人员交往的
重要目的地，双方经济的更多叠加和交
融对中国同样有利。

四是商务、旅游、留学人员占中美
人员往来的 80%以上，构成双方人员交
往的重要基础。为上述人员颁发更为长
期有效的签证，将大大降低双方政府颁
发签证的成本和持证人申请签证的成
本，促进相互投资、商贸、旅游、教育
产业的发展。两国留学生的交往对双方
青年人增加对对方国家的深入了解，以
及未来两国的长久合作与共同发展都将
具有深远积极的影响。

中美签证互惠安排是两国政府做出的一
项明智决断，同时也为当前中国与其他大国
之间的人员往来便利化树立了典范。据中国
外交部网站发布的信息，目前中国已与 91 个
国家缔结了各类互免签证协定，与 39 个国家
签署了 53个简化签证手续协定，37个国家和
地区给予中国公民办理落地签证待遇，8个国
家和地区单方面允许中国公民免签入境。此
外，中国公民持有APEC商务旅行卡 （相当于
APEC经济体16个成员3年多次商务签证） 的
持卡量超过3万张，英国、法国、意大利、德
国等欧盟国家也开始为中国公民办理签证提
供诸如缩短审批时间、简化签证材料、颁发
多次签证等便利措施。可以说，越来越多的
国家看中了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和潜力，对

与中国加强各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持乐观积极
态度，意识到需要采取更为便利化的签证措
施吸引中国的商人、游客到他们国家投资、
经商、贸易、旅游、消费等。与此同时，某
些仍对中国公民采取防范性签证措施或在所
谓“非法移民”问题上仍持有严重偏见的国
家，更应该拿出政治勇气，借鉴中美两国政
府的互惠安排，实行更为积极和具有竞争力
的对华签证政策。

可以预见，“秀水街”、“女人街”现象将
逐渐淡出北京市民的视线，取而代之的是中
美两国各领域人员密切交往的热闹景象。相
信中美签证互惠这一利好措施将源源不断惠
及两国人民，对中美关系的长足发展带来深
远影响，成为中外人员交往的积极范例。

中
美
签
证
便
利
安
排
有
何
进
展

中
美
签
证
便
利
安
排
有
何
进
展

双
方
为
何
要
实
施
签
证
互
惠

为
中
外
往
来
便
利
化
树
立
典
范

新华社发

2001 年，我在瑞典读硕士时，第
一次见到了 《人民日报海外版》。当时
我所在的哥德堡市很少能见到中文的
报纸和杂志，所以当第一次在哥德堡
大学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发现了 《人民
日报海外版》，那绝对是一种带着震撼
的怦然的惊喜，甚至有一些莫名的感
动。从此，每天去图书馆阅读来自祖
国的报纸，成为我忙碌青春中的一种
习惯。

海外版仿佛是一位良师益友，每
天跨越时空与我交谈，用最巧妙的生
动的手法让我亲近祖国，更加热爱我
的故乡，并时刻怀有一颗满满正能量
的感恩之心。海外版的报道涉及各个
领域，政治、环保、经济、文化、道
德、历史、科技，甚至还有保健常识
的介绍。如甘露般的知识和来自国内
丰富的信息充实着我求知的大脑，滋

润着我想念祖国的心灵。有些报道充
满了对社会热点、难点的关注和对社
会的责任感，给人以正义的引导和熏
陶，让我感到很受鼓舞。

在瑞典留学期间，几乎每个周末，
我和我的来自不同国家的几个好朋友、
同学都会开一个小型的Party，每人分享
一本自己国家的书或一份报纸，各自发
言大约 10 分钟。记得有一次，瑞典的朋
友介绍了《哥德堡日报》用瑞典语刊登
的名为《沃尔沃的秘密》的文章，法国的
漂亮女生与大家分享了著名的法国《鸭
鸣报》上的漫画，美国的同学为大家推
荐了《纽约时报》公布的当年十大好书，
我则为大家讲述了刊登在海外版上的

《雕塑——北欧一道亮丽的风景》一文。
朋友和同学们惊叹于作者以中国人的
视角和理念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和尊重。
这种既亲切又新奇的感受仿佛一粒粒

种子落在我们的心里，又开出缤纷明
丽的友谊之花。我们被各国的文化和
信息滋养着，满足着，在北欧的寒冬
里，忙碌而枯燥的学习生涯因此变得
那么的温暖和幸福。现在，每当我看
到当年保留的那份海外版，心里总会
有某种感慨和情愫。

海外版不仅对海外中国人散发着
绵绵磁力，还能够吸引外国友人。我
的瑞典邻居 Alex 从我这里看到海外版
后，最初是被上面神秘的汉字所吸
引，后来他让我把文章的内容翻译给
他听，于是我和他分享 《全世界关注
中国资本市场》、《百年瓷艺流光溢
彩》、《中国城市：进入地铁时代》 等
报道，帮助他和他的家人更新了对中
国的认识。我回国后不久他也来到了
中国，他说因为对中国有了一种难言
的亲近感，他爱上了北京。

Alex 的妈妈和姐姐原本除了瑞典
之外只爱美国，受 Alex 潜移默化的影
响也越来越关注中国，只是仍对报纸
上登出的上海陆家嘴的照片深表疑
惑。2006 年，她们到北京、西安和上
海旅游，回瑞典之后给我发来邮件，
感慨中国既古典又现代，说上海的先
进程度甚至超过了她们最爱的纽约。

如今，我能借“我与海外版”这
个栏目，回忆和抒发自己当年在图书
馆里读 《人民日报海外版》 的感受和
那份欣喜，真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
情。感谢海外版曾经让我那般执著、
那般期待、那般生机勃勃，构筑了我
一生中最美的记忆。有这么好的报纸
陪伴花样年华，真是再好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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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美留学的广西姑娘小刘，拿到新
的5年期签证 （来源：南国早报）

赴美人员正在咨询新签证政策 （来源：东方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