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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本媒体日前报道，日本将
从 2015 年 4 月开始大幅放宽外国人经营者在留资格
的取得条件，并将修改《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中与
其对应的相关施行规则。这是继放宽外国人创业者在留资
格取得条件后，日本对其签证政策的又一调整。

观看：“大幅放宽”引关注

“像我之前在国内，来日本开公司，必须要先雇佣一
个日本本地人才可以，而且整个手续特别复杂。”日本华
侨王先生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表示。按照日本现行制度，在
海外居住的外国人要想在日本国内从事经营
工作，首要条件是需用日本的居住卡进行法
人登记。因此，如果不与日本当地人合作，
仅由未取得日本国籍的人来办理登记手续实
属不易。《日本经济新闻》 称，法定代表人
中至少有一名日本人，有助于“在公司出现
违法等行为时，追究公司的责任”。

近日，日本法务省却放宽了限制——
将废除法人代表中至少有一人居住在日本
的条件。不需同日本当地人合作，外国人
也能在日本成立公司。除了如此“大幅”
放宽政策之外，经营者只要提交要设立的
公司章程和事业计划书等资料来证明其创
业目的，就能获取 4 个月的“在留资格”。
现居日本大阪的王梦丹女士说，“这对于国
内有心到日本经商的人来说还比较有用。
不过，对于我们这种已经在日本的人来
说，没有多少意义。”

目前，经营者能取得的在留资格最短时
间仅 3个月，此次“大幅放宽礼包”中附赠
的小“礼物”——4个月“在留资格”，让他们能有一个缓
冲的时间来筹备法人登记等事宜，以便取得长期停留日本
的机会。

凝视：为促投资？遣返滞留？

放宽签证政策，或许是世界各国刺激经济的通用大法
了。因此，不难料想日本这次“大幅放宽”政策的目的，

如 《读卖新
闻》 所言：为促进对
日投资，日本政府正在构筑方便
外国人在日创业的环境。

另据报道，日本政府23日公布的3月份月度经济报告
称，日本目前的经济“保持着温和复苏的基本态势”。乘
着这股冬去霾走的春风，日本政府希望挖掘外国投资者们
的巨大潜力，进一步刺激经济回暖，推动经济早日爬出沉

闷的泥潭。
另一方面，此次“大幅度放宽”政策也为日本解决外

国人非法滞留问题提供了支持。今年1月起，日本政府一
直在调整政策，修改 《入管法》。据共同社报道，在日非
法滞留外国人数近 22 年来首次增加，截至 1 月 1 日共
60007 人，比上年增加 946 人。近年来，日本国民对社会
治安的忧虑也多归咎于非法滞留的外国人问题上。“其实
说是放宽，据我的经历，在实际审查时跟之前也没有太大

的变化。”王梦丹告诉笔者。此次政策或许给了外国经营
者一定程度上的便利，但也是日本政府强化入国审查，遣
返非法滞留外国人的措施之一。

审视：抓住时机 综合考虑

作为国人海外投资的一大热门国家，日
本此次“送”出的“礼包”引来了有意在海
外投资经商者的关注。尤其对于海外华侨群
体而言，在各国纷纷提高了投资移民门槛的
情况下，能遇上此等机会确实应该积极把
握。

当然，投资者们在兴奋“拆礼包”时，
也别忘了要综合考虑海外投资将会面临的多
种问题。

目前已在日本开了家贸易公司的孙天乐
先生告诉笔者，“我觉得这个政策对有意投
资的人来说很重要，不过真要来日本开公司
的话，4个月确实是太短了，因为入管局要审
查经营者在日本有没有合伙公司及商业往来
等经历。”因此，想在4个月时间里顺利完成法
人登记等手续，投资者们可向已在日本的投

资者们请教相关经验，做好各项准备，以便能在有限的时间
内顺利完成法人登记，避免超过在留期限而被遣返回国。

“不管条件怎样放宽，入国管理局在审查时，还是要
看你的公司在经济上的持续性，也就是说，要看公司是否
能持续盈利，发展下去。才会给你提供长期在留的机
会。”王梦丹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建议：从自身角度出
发，长远地考虑投资经商对个人规划、家庭生活的影响，
更有助于投资者拆好这个“大礼包”。

3 月 23 日，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
及美国北加州近百个华人社团举行新闻发布
会，宣布将于 8 月 16 日举行盛大晚会，庆祝抗
日战争胜利 70周年。这场号称海外最大抗战胜
利 70 周年晚会的举办基于一种什么样的目的？
记者连线远在美国的筹委会成员，谈谈他们的思考。

十几个人的会议

2014年11月30日，北加州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系列
纪念活动的第一次筹备会举行。北加湾区在册的华人社团
有 1000 多家，但刚开始开会的时候只有十几个人，这些
是十几个侨团的“头儿”。

到今年3月23日发布会召开的时候，已经有84个社团
联署参加此项活动。“最后希望能集结 200 多个社团，两
岸三地的社团都能参与。”北加州河北同乡会会长董旭东
接受采访时说。

活动是由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联合湾区其他
十几个社团发起的。问起发起理由，“其实很简单，我们
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 （以下简称世界史维会） 从
成立到现在，每一年都举办与抗日有关系的活动。”世界
史维会前会长李竞芬回答。“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大家
都认为应该由史维会牵头，号召大家一起参与这么一个活
动。”

在那场由 10 几个人参会的筹备会上，各位侨领做足
了“功课”。“通过微信，了解大家心目中希望看到哪些活
动。大家在微信上讨论了很多，最后敲定了 8 项活动内
容，到现在定稿时已经达到14项。”

在董旭东传来的微信上，
这 14项活动内容非常丰富，包
括：慰问湾区抗日老英雄，在
伯克莱加州大学做模拟慰安所
及图片展，北加州庆祝抗战胜
利 70 周年系列活动誓师大会，
2015 美国华裔青少年抗日英雄

缅怀之旅，《黄河大合唱》 及抗战经典
歌曲演唱会……

唤醒华人的凝聚力

23日当天的与会者表示，全球华人将以
各种形式庆祝，借此回顾全国军民艰苦抗战，打败日本帝
国主义，赢得最后胜利的光荣历史。

“1994年，世界抗战史维会联合会成立时，首届会长
杜学奎老先生说，我们要殊途同归，来做这个反制日本人
篡改历史的事情，依据各个社团的特色来各取所需，各尽
所能，目的都是针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苏。”李竞芬回忆。

在董旭东会长提供的系列活动安排清单上，此次系列
活动井然有序，各个活动的背后都有相应的社团在组织安
排，比如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旧金山抗日战争史实
维护会、南京大屠杀索赔联盟、美国华商总会、旧金山湾
区中国统一促进会等社团，且都是用其所长。

70周年系列活动的高潮是《黄河大合唱》，“斯坦福声
乐教授蔡京东负责导演黄河大合唱组曲，几百人的一个

《黄河大合唱》，在北美场是比较大的。”董旭东介绍。“全
美国目前8、9、11月份共有超过10场《黄河大合唱》，纽
约、芝加哥、休斯敦、圣地亚哥，洛杉矶8月1日及29日

共两场，遍地开花，两岸三地最好有超过 100 场，
唤起全球共鸣！”

“我们希望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唤醒大家对二战的
真切认识以及日本军国主义复苏的野心。”李竞芬说。

一种更为重要的反思

前苏联人评论：“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
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
两线作战。”

英国人丘吉尔说：“如果日本进军西印度洋，必然会
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能防止上述局势出现的
只有中国。”

3500军民的牺牲，中国在二战中的贡献不容忽视。但
更应警醒的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复苏和我们自己对这段历史
的忽视。

“有些华人认为这些事情都是过去的历史，不会教给
自己的孩子。美国又是重欧轻亚的国家，在历史教科书
里，欧洲战场写得多，亚洲战场写得非常少。”李竞芬注
意到目前存在的历史教育盲区。

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系列活动，“这是一个教育工
作，”李竞芬说：“它不仅是一个艺术性的活动，更重要是
让每个人深思、深醒，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办这样一个活
动？为什么日本军国主义蠢蠢欲动？为什么不能让日本政
府痛改前非，正视历史而不要重蹈覆辙？这都是需要深思
的问题？”

“我们希望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不只是在这一
天，而是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每天做起，每天都记住
这件事情。这样子才能凝聚一股力量，让日本政府意识
到，唯有面对真确的史实，正式的道歉，才能真正抚平
中日两国人民历史的伤口，才能共同携手迈向和平。”
李竞芬说。

抗战胜利70周年的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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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战
胜
利

抗
战
胜
利
7070
年年

一一
种种

力力
量量

在在
凝凝

聚聚

日本给投资者
送了啥礼包？

刘丹丹

日本给投资者日本给投资者
送了啥礼包送了啥礼包？？

刘丹丹刘丹丹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海外华人一直面对着
“被标签”的现象，那些被标签化的华人形象直到现
在也影响着西方主流社会对华人群体的认识，致使
海外社会对华人的了解仍存在片面性，对华人形象
的认识也过于碎片化。

身处海外，在双重文化背景下生存的华人该如
何客观地向外界展现真实的华人形象，让世界更深
入地了解和认识华人？

没错，纪录片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今年3月，在马德里大区移民局、当地媒体以及

当地众多青年华人的支持和参与下，《马德里新一
代华人企业家》在当地进行了首映。经过了半年多
的筹备和努力，这部反映旅西华商的纪录片终于在
马德里面世。该片用客观记录的方式展现了各行
各业旅西华人创业者的工作和生活，讲述了一个个
华人在西班牙勤恳创业，努力奋斗的真实故事。影
片播出后，在当地社会和华人圈引起很大反响。

这种以展现真实为本质，通过客观记录并进行
一定艺术加工，从而真实展现华人精神面貌的形
式，获得了海外华人以及当地社会的欢迎和支持。

去年，反映英国华埠变迁历史的纪录片《唐人·
街》在英国问世。这部纪录片以华人移民为历史背
景，以华人海外生存发展为故事主线。从19世纪晚
期中国水手落户伦敦莱姆豪斯地区开始，回顾了当
地华人社区如何在历史发展中兴衰起伏，给当地社
会经济带来了怎样的影响，通过全景式视角展示了
华人海外奋斗的心路历程。该片导演在谈及创作
初衷时表示，她一直觉得当地社会对华埠的历史和
变迁并非十分了解，希望这部纪录片能够在这方面
起到一些作用。

无独有偶，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举办的“中国
电影节”上，一部讲述特多华人200多年奋斗史的英
文纪录片《坚强》作为压轴影片亮相。特多华人经
历了两个多世纪和几代华人的奋斗，在政治、经
济、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据
纪录片制作人朱迪·钟介绍，这是第一部展示华人
在特多发展与成就的影视作品。这部纪录片只是
个开始，我们将把这项工作当做使命继续下去，留
给后人。

在 客 观 记
录 中 忠 实 反
映 ，用 真 实 眼
光 还 原 华 人 形
象 ， 用 事 实 重
塑 当 地 社 会 对
华 人 的 认 识 ，
从 而 更 好 地 了
解 华 人 和 华
社 ， 这 便 是 海
外 华 人 拍 摄 纪
录 片 的 意 义 所
在 ， 也 是 他 们
一 直 为 之 努 力
的方向。

华人纪录片：

展现最真的我
张冀北

中新社电 （记者刘新） 3 月 19 日，3 月 21
日，是新疆少数民族传统的“诺肉孜”新春佳
节，刚刚参加完全国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
杂技家协会副主席、新疆文联副主席“高空王
子”阿迪力和他的“达瓦孜”表演团队应新疆自
治区外侨办“侨爱工程——文化进万家，欢乐下
基层”活动的邀请，到新疆外侨办“三民”工作
组所在的和田地区墨玉县普恰克其乡慰问少数民
族同胞。在乡中学操场上，架起高 21 米的绳索，

“达瓦孜”团队表演了高空绝技，吸引附近村落万
余多维吾尔族民众前来观看，惊险刺激的高空绝
技表演，引得现场民众一阵阵惊呼声。

新疆“侨爱工程”送文化下乡

海内外侨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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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田引侨资打造浙江首个牡丹村
中新社3月26日电（记者李婷婷） 浙江省青

田县仁庄镇小令村在侨资的帮助下将村庄打造成
了姹紫嫣红的牡丹村。

仁庄镇是青田县华侨聚集地，小令村则是仁
庄的华侨输出的核心地之一，该村近1/2人口在海
外，而常住人口平均年龄都在 50岁以上。为了提
升这些中老年人的幸福指数，在对多地进行考察
后，结合小舟山乡创意油菜花种植的启发和小令
土壤空气水质，村委会在全村范围内种植牡丹
花。此次筹备“侨乡牡丹村”共花费 10 余万元，
这些均为当地华侨自愿捐助。近3年来，在外华侨
共为该村各类建设、产业发展出资近3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