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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今年 4 月份第二批中国自贸区的正式挂牌，
中国自贸区建设进入 2.0时代。面对这项经济领域的

“顶层设计”，一直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的华商，积极行动起来。

四驾齐驱，引华商来华

2013 年 9 月，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
2015年4月21日，广东、福建、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
同时挂牌；2015年4月27日，上海自贸区扩展区正式
揭牌。至此，中国形成了上海、广东、福建、天津四
大自贸区四驾齐驱的格局。

作为中国大陆境内的自由贸易区，4个自贸区在
诸多方面都具有优势。例如，在商品进出口方面，可
以简单概括为“通关迅速、周期缩短、成本降低、税
费优惠”。就像天津侨商会副会长陈思所说，自贸区
的政策将会给进口贸易带来“爆发式增长”。

其实，4个自贸区各有侧重，尤其是粤、闽、津
自贸区。作为侨乡的福建省和广东省，在自贸区设立
前，积极打“侨牌”，邀请海外华侨考察团来华了解
相关政策，呼吁广大侨商，以自贸区建立为契机，回
国投资创业，在自贸区建设中发挥自己的优势和能
力；天津市积极推动“侨梦苑”与天津自贸区对接，
策划了一系列自贸区宣传推介活动，吸引华商在天津
自贸区发展。

积极筹划，谋投资平台

从上海自贸区设立，再到广东、福建、天津自贸
区挂牌，不断有来自五大洲各行各业的华商到自贸区
进行实地考察，了解相关政策和发展规划，寻求商
机。

天津自贸区挂牌前夕，英国天津同乡联谊会会长
穆政专程从英国赶到天津，实地考察天津自贸区的建
设规模，了解相关政策，为他正在筹划的进出口贸易
公司选址。

有关专家指出，自贸区为华商在华创业搭建了一
个良好的平台。在自贸区内，办证、手续和通关都比
较便利，不仅可以节省时间，还能够降低仓储成本。

看好广东自贸区的华商则认为，在自贸区内，从
进出口贸易，到旅游业、休闲业，未来的发展空间和
升值空间巨大，对侨商有着十足的吸引力。

目前，众多华商都在为在自贸区投资创业积极筹
划。他们根据各个自贸区的特点，结合自己的行业需
求，挑选合适的自贸区进行投资注册，拓展在华业
务。

英国华商林瑞友计划在福建自贸区内设立便利超
市，主要销售进口欧洲食品和日用品。长期从事国际
贸易的澳大利亚华商王岭梅，正在天津自贸区中选择
合适的区位，打算建立澳大利亚产品展示店。

还有华商看好广东自贸区靠近港澳的地理位置优
势，准备在区内发展O2O （即Online to Offline，线
上到线下） 销售。

双重优势，搭发展“快车”

就目前自贸区的政策，以及华商的海外经历背景
而言，华商在自贸区内投资发展，无疑具有双重优
势。

一方面，在居住国，华商已经有了经商的成功经

验和资金积累，对居住国的经济政策和投资环境颇为
了解；另一方面，在中国，华商既可以凭借其侨胞身
份，享受优惠政策，还可以利用在中国丰富的人脉资
源，发展在华投资，拓展中国市场。

一直以来，为了降低成本，华商会先通过在香港
或新加坡设立公司，然后以此为跳板，进军大陆市
场。然而，自贸区设立后，很多华商可以直接在自贸
区投资，既节约时间，又降低成本，可谓一举两得。

在华商看来，自贸区的政策就像一块强磁铁，吸
引着他们。一位已经在天津自贸区创办企业的加拿大
华侨表示，他之所以选择投资自贸区，就是因为在自
贸区内，营商环境较为宽松、公平、开放，便利化和
标准化的口岸通关，对其投资的物流行业有着重要作
用。

虽然4个自贸区不是专为华商设立，但是，华商
凭借着他们的商业灵敏度，在自贸区内迅速发展。

据统计，在2013年9月底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当
天，首批进驻的25家企业和11家金融机构中，只有1
家海 （境） 外华商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但是，截至
2014年 6月底，在短短 9个月时间内，上海已经认定
的 24批、470家跨购公司地区总部和 291家投资性公
司中，就有了 25 家海 （境） 外华商跨国公司地区总
部和投资性公司。

此外，在粤、闽、津三地自贸区成立尚不到两个
月的时间里，其政策优势已经吸引了不少华侨华人在
自贸区内投资注册。

中国的自贸区发展，潜力无限。参与自贸区建
设，华商大有可为。

据美国 《星岛日报》 报道，还
差一周即将步入 17 周岁的华裔学生
华炎 （William Hua） 13日刚参加完
加 州 大 学 洛 杉 矶 分 校 （CSU Los
Angeles） 大少年班的毕业典礼，他
在暑期过后又将前往 Johns Hopkins
大学就读应用数学以及统计双博士
学位，对于一般同年龄阶段的学
生，这几乎是不可挑战的任务。

华炎的母亲王琳娜表示，她和
先生生活的家庭非常简单普通，在
陪伴儿子成长的过程中也从未刻意
去要求什么。华炎取得的成绩不是
她如何去刻意栽培的成果，而是她
正确引导孩子的兴趣以及尊重选择
的结果。

在谈及儿子成长的经历时，王
琳娜不时开怀大笑，洋溢着对儿子
的一份欣慰感。她介绍说，她和先
生 1997 年移民至加拿大，后在 1998
年怀上了华炎。在她记忆中，华炎
对数字的敏感程度远远高于语言。

华炎直到2岁多才开口说话，但
是他1岁时，在生活当中就表现出对
物品数量的机敏。于是，王琳娜决
定在平时与华炎玩耍时加入一些基
本的数学加减法，不知不觉在母子
互动的过程中，华炎在6岁已经掌握
了小学数学知识。

王琳娜认为，孩子的智力都差
不多，但是华炎之所以能够比其他
学生学得快，要归功于他的专注。
华炎自小无论做什么事情，都非常
专注，因此，她就根据儿子良好的习惯继续正面的引导。

父母尊重孩子的意愿，让他在社会上体验到经验，也
是华炎成功的原因之一。华炎以前立志学医，后来在大少
年班中就读生物化学以及数学专业，但在学习过程中放弃
了从医的念头。原因是对数学更感兴趣，王琳娜也在与儿
子进行数月的沟通后同意了对方的决定。

华炎表示，他自读书以来，从来没有从母亲那里感受
到压力。在他眼中，母亲是一位很好的老师，不仅在儿时
教会他很多数学知识，更一直在人生以及生活的话题上正
面地引导他。

华炎平时除了学习以外，还热爱篮球运动。大学期
间，他在南加州大学 （USC） 的医疗中心担任超过1年的义
工。对于他日后的打算，他希望通过在就读博士的过程中
继续探索，但目前形势看来，他希望在21岁毕业时成为一
名数学教授。 （据新华社电）

华裔再也不能
被看做“沉默的大多

数”了。从拉拢同胞给华人
候选者投票，到外国竞选者极

力争取华人的支持，华人似乎开始
“吃香”，手中选票的分量越来越重。

选票被重视

美国《世界日报》报道，近日，旧金山前议长
佩斯金复出竞选第三区市议员时做了一个慎重的

决定：将一间竞选办公室设立在华埠，以争取华人
选民的支持。

不仅仅是佩斯金，曾于
2007 年在曼哈顿华埠成功筹
款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在参加
2016年总统选举时同样重视华
裔的力量。除了拥有专门为其
竞选2016年总统助威的华人投
票站网站，希拉里还特意邀请
到美籍华裔“明星冰后”关颖珊加入自己竞选团队。

关注华人群体已经成为竞选者共识，更有甚者把
华裔选民作为主攻目标。马来西亚《光华日报》报道，
“你给chance，我做工！”马来西亚峇东埔国阵候选人

苏海米在竞选时不仅推出福建版的“候选人第一部
宣传短片”，更出版了中文版的致选民书。

华人选票在大洋洲的竞选中同样“重量”
十足。

澳大利亚新州选战中，自由党和工党
两大党派不但开展多项针对华人社区

选民宣传的活动，并一再强调华人
社区选票的重要性。澳大利亚

新快网报道称，“尤其是
一些华人聚居的选

区，更是兵
家

必争之地。”
新西兰总理约翰·基在去年大选前夕也借助微信向

华人选民致函争取选票。这是新西兰历届选举中，国家总
理首次向华人发出争取选票的信函。信函恳切地希望“亲
爱的微信朋友和全体华人选民们”把票投给国家党，并感
谢华人选民的鼎力支持。

力量渐凸显

华人选票争夺战并非突然打响，华人声音逐渐被重
视也是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分析指出，华人数量之大已经让所在国无法忽视。最
新数据显示，美国华人人口已达452万，华人不仅是美国
亚裔中最大的族群，也是所有少数族裔中仅次于墨西哥
人的第二大族群。海外华人数量的增长也带来华人选民
的增加，当地政府不得不考虑到华人的政治诉求。

除了数量多，华裔质量也很高。欧洲《星岛日报》报
道，英国精英职业人士中，华裔以19.1%的绝对优势居首。
华裔自身经济实力增强及对当地所作贡献也让竞选者关
注这个“默默做贡献的群体”。

尽管数量和质量都处于优势地位，但华人似乎对投
票的兴趣并没有调动起来。英国媒体曾报道：官方调查显
示约有30%的华裔未作选民登记，而全英只有9% 的合格
选民没有登记选民资格。

对于候选者来说，华人选票无疑是一块还没被瓜分
的大蛋糕。

马来西亚《中国报》也报道，马来西亚首相署部长马
袖强表示“如果能够争取华裔选票，则竞选者胜算将大大
提升。”

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也给华裔带来了坚强后盾。从
长远看，竞选倾听华人声音也有助于竞选者调整关于对
华及华人的政策。“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强国，让我们华

侨华人的腰板更硬了。”法国潮州会馆会长

蔡
汉忠说。

诉求可实现

一份选票，一份机遇。对
于华人来说，手上的一票被重视，
不仅是自身融入当地社会的象征，更
是提出有利于华人发展政治诉求的大好
机会。

除了成就华裔同胞成为议员为本群体代
言，华裔也可以通过投票给维护自己利益的竞选
者实现自身诉求。华埠等小区数百位华人之所以欢
迎华埠办公室开张，并手持中文书写的支持佩斯金
的牌子，是因为佩斯金可以为该地小商业和华人居民

争取权益。
沉默无用，表达政治诉求

才有机会实现华裔的更长远发
展。比起其它发声方式，在政坛
中使用选票更为直接有效。

正如华人选民协会理事长
黎洁玮所说，“美国社会倡导主

动‘发声’，华裔只有通过投票等方式，才会更加受到主
流社会重视，争取更多资源，投票对小区发展和提升华
人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五月五，过端午。吃粽子，撒白糖。龙船下水喜
洋洋……”随着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的临近，世界各
地的华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庆祝节日，而不少海外的
当地人也对端午节产生了浓厚兴趣。

近日，在英国曼彻斯特的索尔福德港，一场别开
生面的“中华端午龙舟节”拉开帷幕。今年正值中英
文化交流年，极具中国文化元素的龙舟庆典活动更是
异彩纷呈，规模空前。飘动的彩旗，跃腾的舞狮，炫
目的功夫……然而最出彩的，自然是疾驰的龙舟和响
亮的号子。一位当地人更已将看龙舟、吃粽子当成了
每年的“固定项目”，并表示还会带着孩子一起享受这
场“中国文化盛宴”。当地市长也表示，希望能继续就
中英之间的文化合作进行努力。

无独有偶，在美国波士顿，龙舟赛也是每年端午
节准时“登场”的特色活动。作为北美历史上最悠久
的龙舟节，波士顿大打“龙舟点睛仪式”特色牌。今
年，更有来自华社、企业、高校，以及校友会的多支

队伍参赛，使该地区兴起了一番“竞技体育热”。而在
当地华人圈，华人也通过龙舟赛更好地了解、交流。

凝聚在龙舟上的，是队员们的意志和力量，更培
养着参赛者的合作精神。而对于一些没有宽阔水域的
地区来说，旱地龙舟也是不错的选择。日前，新加坡
就举办了这样一场“趣味旱龙舟竞技大赛”。没有朵朵
浪花和阵阵鼓点，有的却是铿锵节奏和整齐步伐。本
次大赛吸引了十余支来自新加坡宗乡会馆、社团的队
伍，现场气氛极其热烈。

除了赛龙舟，粽子也是端午节的一大特色符号。
马来西亚一家粽子店的创始人张女士就举全家之力制
成了一个重达8公斤的“巨无霸”粽子。三层肉、咸蛋
黄、干贝、烧肉……大大的身材，更包裹着十足的馅
料。据其介绍，“巨无霸粽”经过几个小时的精心烹煮
才出锅。

除了张女士以外，马来西亚当地也举办了名为
“棕香庆端午裹棕比赛晚宴”的大型活动。手握粽叶、
舀起江米，活动中，大人小孩同场竞技。海南粽、广
西粽、福建粽……大赛集合了不同地域和风味的粽
子，更有着像娘惹粽这样的创意粽。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赛龙舟、
包粽子为代表的端午文化更是一笔无形的文化财富，
不仅在国内传承，更在海外发扬光大。

佩斯金华埠竞选办公室开张。
来源：美国《世界日报》

图为马来西亚小朋友学习包粽子。
来源：马来西亚《诗华日报》

图为马来西亚小朋友学习包粽子。
来源：马来西亚《诗华日报》

6 月 16 日，米兰世博会中国馆湖北日在美轮美
奂的中国馆拉开帷幕。本届世博会主题为“滋养地
球，生命的能源”，旨在寻找为全人类提供有品质
的、健康、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食品保障的可能
性，聚焦食品行业的传统与创新。

为配合该主题，湖北日系列活动紧紧围绕“生
态湖北，绿色农业”展开，现场带去的各色湖北特
色食品更是备受嘉宾欢迎——在中午举行的宴会
上，品 647年历史的长盛川青砖茶，吃武汉热干面、
黄石港饼、清江野鱼等特色小吃，看湖北省情宣传
片成为一景。

图为外国游客争相品尝拥有647年历史的长盛川
青砖茶。 新华社记者 胡汉昌 郭习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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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福建自贸区。 图片来源：搜狐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