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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西班牙媒体报道，最近，西班牙政府正准备修改
2013年通过的“黄金签证”方案，并明确表示将放宽投
资换取居留的申请条件。虽然投资额需求并不会减少，
但此举将大大降低西班牙投资移民的门槛。与前不久不
少移民国家纷纷收紧投资移民政策比起来，西班牙的移
民新政显得相当“不合群”。

降低门槛引关注

刚刚过去的 2014 年大有“史上最严投资移民政策
年”之势。在这一年里，不少移民国家纷纷宣布提高投
资移民门槛。一时间，“涨价”似乎成了各国的共识。澳
大利亚“高端投资者签证”要求1500万澳元投资；英国
投资移民涨到 200 万英镑；加拿大风险投资移民不仅将
投资额提升到 200 万加元，还要求申请人净资产达到
1000万加元以上。除“涨价”外，各国针对投资移民的
其他条件也颇为严厉。配额数量的限制、资金来源的审
查、语言水平、学历背景等要求更为严苛。

在全世界各大移民国家相继提高投资移民门槛的背
景下，西班牙此时宣布进一步大幅放宽投资移民政策，
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新的政策下，虽然投资额要求
并未降低，但只要支付房产订金即可获得 6 个月的签
证，随后可换取 5年居留，更换居留期间投资者无需入
境西班牙；随投资者一并获得投资签证的受益人范围也
比以往扩大不少。

放宽政策为吸金

对于西班牙政府来说，放宽移民政策的目的很简单
——尽可能多地吸引来自国外的投资。在全球经济疲软
的背景下，吸引移民投资成为各国刺激经济的一个重要
手段。西班牙政府于 2013 年推出购房换取“黄金签证”
和居留权的投资移民政策，本身就是为了吸引欧盟外国
家的投资者入境西班牙。

事实上，就吸引投资方面，这一政策似乎取得了不
错的成效。据西班牙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
年第四季度西班牙房价指数升速创 6年新高，全年则实
现自2007年以来首次年度上涨。自2008年房产泡沫破灭
以来，西班牙房产市场似乎正逐渐迎来复苏。有分析认
为，房产市场的回暖同投资移民政策吸引到的外来资本
投入本地房产市场不无关系。

同样根据西班牙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西班牙
GDP增长率达到1.4%，标志着西班牙经济正逐渐走出衰
退。此时西班牙政府进一步放宽相关政策，显然是希望
在经济复苏的进程中，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借外来资
本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加快走出经济危机阴影的步伐。

此外，也有分析指出，西班牙政府对投资移民政策
进行修正，也是为了同拥有类似政策的葡萄牙进行竞争

“拉客”。葡萄牙推出“黄金签证”更早，其政策也更成
熟。由于政策程序便利、申请速度快、成功率高等优

势，政策推出两年来，已有2200余人获得葡萄牙“黄金
签证”，为葡萄牙带去了13.35亿欧元的投资。而在西班
牙，由于行政程序繁琐、等待时间过长等缘故，自政策
实行至今，仅有 530 人通过这一方式获得居留权，吸引
到的投资也相对有限。这一对比自然令西班牙政府难
堪。于是，在投资移民新政下，人们可以发现不少改动
都是针对葡萄牙“黄金签证”程序而定。西班牙为了同
葡萄牙“抢生意”，也真是蛮拼的。

理性选择最重要

华人一直是两国“黄金签证”投资移民的主力。获
得葡萄牙“黄金签证”的投资者 80%来自中国，而在西
班牙，中、俄投资人数量也是高居榜首。如今，在许多
国家纷纷提高移民门槛的背景下，西班牙拟进一步放宽

“黄金签证”的申请条件，想必会吸引到不少有意申请西
班牙居留的华人投资者关注。

不过，想要移民不能仅仅考虑投资成本和移民难易
度的问题，更需要从长远角度看个人甚至家庭将来在移
入国生活工作的情况。有的人或许喜欢伊比利亚文化的风
情万种，有的人或许看中美国土地上的经济机会，每个国
家都有着独特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经济状况和法规制
度——不同的移民选择有着不同的利弊。移民不同于旅
游，想要移民的华人需要从自身的经济条件、生活需求、
文化适应等多方面，理性地进行思考与选择。

涨价潮中降涨价潮中降门槛门槛

西班牙要当移民强国西班牙要当移民强国？？
孙少峰孙少峰 李继东李继东

近日，美国圣荷西市议会全票通过将在圣荷西
北区成立“张纯如纪念公园”，以此纪念这位为南京
大屠杀记录历史和为 30万无辜民众奔走的华人女
子。在今年年初，纽约市议会为表达缅怀之情，决定
将以华裔警察刘文建的名字命名布鲁克林的一条
街道。

一个为历史真相勇敢斗争，一个执勤途中因
公殉职。有着不同经历的他们，却有着海外华人
这个共同的身份，又以相同的方式在海外得到铭
记和纪念。

曼哈顿的马友友路，纽约的曾喆街，科特兰
港的谭闵生道……这样以华人之名命名的街道建
筑，在海外还有很多。据相关资料显示，仅在马
来西亚吉隆坡，以华人名字命名的街道就达 20多
条。这些以华人之名命名的街道建筑的背后，是
一代代海外华人争取尊重和平等的印证，是无数
海外华人异乡奋斗的脚印。

华人海外奋斗路上的个中艰辛，不言而喻。
从昔日备受屈辱和排斥的社会底层到今日社会各
行业的精英；从忍受种族偏见，屡遭社会漠视到
逐渐拥有话语权，融入主流社会，这就是华侨
史。如今，华人参政意识觉醒并日益高涨，不再
是“沉默的羔羊”。华人开始用手中的选票为自己
发声，华人声音愈加响亮。不仅如此，世界政坛
中的华人面孔的增多，让我们看到了华人为更好
地融入当地社会而做出的努力。与此同时，世界
各国华裔青年在不同领域中的突出成就，也让我
们对千万海外华人在异国他乡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一代代华人的努力，改善甚至是重塑了西方
社会对华人的认知，这背后的付出也并非是一个
难字可以言明。

海外华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华人今日所获得的认可和尊重更是长期不懈
努力的结果。不可否认，前进的道路永远是鲜花
与荆棘并存。我们仍要面对在海外依然存在的种
族歧视，排外辱华等事实。

但人类文明的车轮滚滚向前，社会文化融合
的潮流浩浩荡荡。付出就有收获，努力就会被肯
定。只要每一位华人奋发有为，华人的崛起就势
不可挡。

有努力就会有尊重
张冀北

“刚进入侨联不久，参加的工作还比较少，但接过这
个担子，我就一定会努力做好”。许小峰微笑着说，传递
出温和而坚定的力量。

日前，时任中国气象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侨联
主席的许小峰被增选为中央国家机关侨联第三届委员会
常委、副主席。自称为侨联大家庭里的“新人”，许小峰
盼望着贡献一己之力，为“侨之家”添砖加瓦，共担风
雨。

送温暖 建家园

曾赴美进修，许小峰亲身感受过在网络时代中客观
存在的“西强我弱”差异。回国后，他便致力于把很多
西方先进的理念、软件、系统等结合国情带回祖国。

在日前举行的气象侨联专家学者座谈会上，许小峰
提出在新形势下，中国气象局侨联要顺应时代要求，搞
好“气象侨声”的网站建设工作。做网络时代的“有心
人”，“气象侨声”也成为了顺应新时代的必然产物。

“把‘家’建好，从群众的角度反映真实的声音。把
事情做得有价值、做得丰富多彩。”许小峰提到。无论平
台如何千变万化，侨联致力于建成“归侨侨眷之家”、

“海外侨胞之家”的美好夙愿都不会改变。
“昔日长缨握，勇士万里艰。今有气象人，阴晴风雨

天。”宁夏六盘山慰问归来，许小峰在博客中记述了自己
的心路历程。如今担负起涉及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
切身利益的侨务工作，许小峰自觉身上担子多了一分，
责任多了一分。

访基层、深一线，许小峰深刻感受到基层的各类生
产生活问题都与气象息息相关，“只有了解才知道怎么解

决，不然关心也是枉然”，这让他庆幸自己是一个地地道
道的“气象人”。

进一线 慰华侨

“感谢许局长来看望我们！”农历羊年春节临近之
时，当许小峰代表中央国家机关侨联，为气象部门老华
侨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带来新春祝福时，庄丽莉感激
的心情溢于言表。

从蹒跚学步的孩童到年近百岁的老翁，许小峰慰问
过的群众形形色色，70多岁的菲律宾老华侨、国家气候
中心高级工程师庄丽莉就是其中一位。

老两口当下的生活怎样、身体是否硬朗、出行便利

否……许小峰一行对庄丽莉和老伴的生
活情况事无巨细一一进行询问、了解。
老两口回忆了当年在职工作时的情景，
言语间充满对事业、祖国深沉的热爱。

老华侨们健康、乐观、向上的精神
面貌，令许小峰深受感染。他鼓励老一
代华侨积极参加侨联活动，继续发挥余
热，同时要求中国气象局侨联继续关心
归侨归眷，力所能及地解决归侨人员的

实际困难。
“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需要绵绵用

力，久久为功。”23 年来的气象服务工作，让“以人为
本”的理念深深扎根在许小峰心间，有了自己的一套心
得。

凝侨心 聚侨力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
形势下侨联工作的意见》，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关于
侨联工作正式下发的第一个文件。许小峰从中受启发最
深的是“国内海外工作并重，老侨新侨工作并重”。

“改革开放前，一些老华侨被看作是具有海外关系的
右派，曾在阶级斗争中吃过很多苦，如今要多关心、帮
助他们。”许小峰说道。老一辈华侨是一段段中国故事的
观礼者，他们如今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是最好的时代礼
物。

“从海外回来的一些新侨，有技术、有理念，怎样最
大限度发挥他们的作用，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许小峰
认为，如今不能指望“拿来主义”来实现发展，“以前靠
钱，现在靠人”，与新侨加强“技术、情感上的沟通”是
增强软实力的重要举措。

“另外，如何与外籍华人建立联系，跟踪他们的工
作、引进技术，为中国输入科技人才也十分关键。”许小
峰指出，这就凸显出通过侨联的渠道搭建网络，建立招
商引资、招贤引智平台的必要性。

“关心老侨、组织新侨、沟通海外华人。”迈入新时
代，许小峰致力于更好地凝聚和调动侨心侨智，为推动
祖国的改革发展献计出力，风雨同行。

砥砺共进 风雨同行
——访中央国家机关侨联副主席许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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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许小峰

马来西亚当地媒体日前报道，来自马来西亚吉
打州亚罗士打的张吉安从 2005年开始，就到全马各
地采集各籍贯的乡音，以便让传统方言更完整地流
传，找回华人群体的集体回忆。他发现，运用方言
的节日口诀和童谣较多，这些作品能让人了解旧时
人家的传统习俗，也给身在异乡的华人们增添了不
少节日气氛。

在东南亚地区，不少华人仍保留着自己祖籍的
方言。“倍儿”、“哏儿”、“够板”、“夜儿个”……在
马来西亚的哥打京巴鲁 （又称“亚庇市”），一串串
地道熟悉的天津方言入耳时，人们仿佛置身故里。
据史料记载，首批建立“天津村”的侨民是在 1913
年从塘沽码头出发来到这里。历经近百年时间的淘
洗，这个被称为“天津村”的小城中，原本的村镇
模样已被现代化建筑取代，沉淀下来的是从故土带
来的乡音。如今，这里的华人们还能骄傲地用家乡
话介绍自己：“我是天津人！”

正是由于这股语言所激发起的自豪感，东南亚
华人一直致力于汉语方言的海外传承。据 《联合早
报》 报道，新加坡华人许光荣起初通过插图配拼音
的方式教侄子学福建话，后在朋友的鼓励下，又为
50个日常用品配上了潮语和粤语的发音之后集结成
书，印刷的 1500 本书约一个月内就售罄了。后来，
他还请来两名长者帮忙，在之前的内容上补充了客
家话和海南话发音版本。许光荣的工具书销量很
好，许多在海外出生、成长的华侨华人也同他一样
希望能将自己的籍贯方言传递给下一代。

东南亚华侨华人在保留和传扬汉语方言文化上
的努力最终也获得了当地的认可与尊重。据报道，
由于使用方言的海外华人规模较大，新加坡设计了
当地首个针对医疗护理的方言翻译应用程序，目前
拥有100个以广东话发音的医疗护理和日常活动语音
指示短语，未来还会增设其他方言版本。

“语言是无形的，因此它很容易在使用量少的情
况下不知不觉地消失。”如张吉安所言，东南亚华侨
华人留住的不仅是一句句汉语方言，更是关于故乡
的记忆，是流淌在血脉中的中华文化的基因。

东南亚华人：

守护乡音终不悔
刘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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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丹丹

澳大利亚悉尼是海外华澳大利亚悉尼是海外华
侨华人的聚集区之一侨华人的聚集区之一，，约有约有
6060 万名华侨华人在此工作生万名华侨华人在此工作生
活活。。近年来近年来，，在中澳两国政在中澳两国政
府的支持以及当地华侨华人府的支持以及当地华侨华人
的努力下的努力下，，中华文化在悉尼中华文化在悉尼
的 吸 引 力 和 影 响 力 不 断 提的 吸 引 力 和 影 响 力 不 断 提
升升，，除了每逢中国传统佳节除了每逢中国传统佳节
必办庆祝活动外必办庆祝活动外，，汉字汉字、、灯灯
笼笼、、春联等中国元素更是已春联等中国元素更是已
经融入悉尼的大街小巷经融入悉尼的大街小巷。。

左图左图：：悉尼歌剧院内的悉尼歌剧院内的
纪 念 品 商 店 悬 挂 着 大 红 灯纪 念 品 商 店 悬 挂 着 大 红 灯
笼笼，，张贴着羊年图贴张贴着羊年图贴。。

右图右图：：悉尼市内历史悠悉尼市内历史悠
久而繁华依旧的唐人街久而繁华依旧的唐人街。。

本报记者 严 瑜摄

中国元素点缀悉尼中国元素点缀悉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