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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6 日，“创业中华·魅力大连”
2015侨界助力金普新区创新发展高峰论坛
在大连金普新区举行，论坛主打“侨”
牌，吸引了 300 余位侨界特聘专家、35 个
国家及港澳地区和长三角、珠三角、京津
等地的知名侨商。

吸引国际范围的资金

金普新区位于大连市中南部，范围包
括大连市金州区全部行政区域和普兰店市
部分地区，总面积2299平方公里。

在国务院给大连的批复中，国家要求
金普新区建设“有利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开
放，引领辽宁沿海经济带加速发展，带动
东北地区振兴发展，进一步深化与东北亚
各国各领域的合作。”

如何成为东北地区全面振兴的增长
极？如何让老工业基地转变发展方式？如
何在这片土地上实现体制创新与自主创
新？

中国侨联特聘专家、美国亚洲金融协
会主席张克给金融领域的建议是：提高经
济效率和资本配置效率。

“如果按2013年的数据，美国和中国的
货币供给率和GDP的杠杆率差距达1∶3，同
样的投入，我们没有取得同样的产出。”张
克介绍，换句话说，美国的资金利用率是中
国的3倍，金融资产利用率是中国的1.5倍。

“我们的资金成本非常没有竞争力。”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张克在分析比较

了全球股市和债市的优劣之后，认为金普
新区发展应该与国际资本市场衔接。

“全球股市的规模大约在 14 万亿—15
万亿美元，债市市场更大，达46万亿—47万
亿美元。”张克介绍。但目前我国城市经济
发展并没有充分发挥全球债市的作用。

“东京在全球美元债券市场上占据

4.3%。上海虽然在股市上排名靠前，却从
来没有利用这样的市场机会，而其他国家
早就动了这样的念头。”张克说。

在资金的运用方向上，张克建议：
“现在是全球并购的极好机会。并购能够
扩大企业规模，可以拉低资金成本。”

打造特色的医药产业

在当天的高峰论坛上，思想火花碰撞
最多的是生物医药创新发展论坛。

“2014 年，全球生物医药产业总产值
是 1.1 万亿美元。中国发展速度很快，复
合增长率是 26.5%，但产业在 GDP 中占比
与其他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中国侨联
特聘专家、北京大学教授董志勇给出了一

组数据：“中国是 4%，而英国是 11%，德
国12%，美国17%。”

在此背景下，生物医药产业在中国还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现实因素是，在国家
级经济开发区中，很多企业早就涉足生物
医药产业，金普新区想要“弯道超车”并
不容易。

“全球范围内，创新药我们不占优
势，基因药刚刚起步。中国要抓住自己的
特色，对传统的中药进行发掘。金普新区
可以利用东北地区的动植物资源，开发天
然药工业。”安发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高
益槐建议。

“大连靠近渤海和黄海，利用我们的
海洋资源，可以开展海洋药物的研究。”
大连医科大学副校长刘强教授建议。

“金普新区可以作为一个中外药物联
合研发的试点。”中国侨联特聘专家、方
恩医药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丹提议：

“药物研发不可以拘泥于一个区、一个国
家。药品晚期研发在中国成本低，早期研
发在日本、美国有优势。中外联合研发可
以提高药物研发的整体效率。”

侨界投资成亮点

就在论坛火热进行的同时，来自世界
各地的侨商实地考察了金普新区部分园
区、大连保税港区和跨境电商综合实验区
暨中韩贸易合作区。

跨境电商综合实验区暨中韩贸易合
作区启动以来，已有在谈企业 100 多家，29
家企业签约，完成注册 21 家，涵盖跨境电
商领域上中下游全产业链。实验区的“中
小企业进出口外包服务平台”、通关公共
服务以及创业孵化、金融支持、智库管理
等特色服务受到了广大客商的称赞。

大连保税区是我国目前行政管辖面积
最大、唯一集“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
税港区”管理于一身的特殊经济区，也是
东北地区开放层次最高、政策功能最全、
区位优势最突出的综合经济区。从新港大
厦俯瞰区域全貌，令在场侨商印象深刻。

来自韩国、阿联酋、美国、泰国、秘
鲁等国的侨商表示，将在 IT、物流、环
保、农产品加工、旅游、电子商务等方面
与金普新区展开合作。

而在刚刚结束的“知名侨商辽宁行”
活动中，这批侨商的现场签约金额就高达
18亿美元。

作为东北三省唯一的国家级新区，大
连金普新区被寄予厚望，“要在东北地区
率先实现全面振兴和现代化”。借助侨
资、侨智，理想与现实并不会很遥远。

30多年前，改革开放大潮初起之时，大连作为第一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史上书写了

壮丽的篇章。在新一轮改革开放开启的关键时刻，国家批准设立了金普新区，大连再一次站在了改革开放的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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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新社北京6月29日电（杨凯淇） 中
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庄荣文 29日在国
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透露，首届世界华
侨华人工商大会将于 7月 6日至 7日在北京召
开。来自世界 79 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 多名海
外人士将参加盛会，他们代表着200多个工商
社团和专业协会。

庄荣文指出，今年以来，在经济科技领域，国
务院侨办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
展、创新驱动、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
为主线，以构建海外华商组织网络，打造侨务引
资引智，高效示范平台为目标，精心设计了一系
列侨务科技经济平台活动。即将召开的首届世界
华侨华人工商大会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海 内 外 侨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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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新社日本冈山6月28日电 （王健、
尹法根） 日本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第 17届代表
大会，6月28日在冈山市开幕。

任政光会长在致辞中指出，今年正值世
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应该看
到，在日本仍有不愿正视历史的势力存在，
同时也有各个领域积极推进中日关系改善的
力量出现。他表示，在日各地侨团、侨校应
进一步加强合作，努力维护在日华侨华人的
正当权益，扩充强化各地华侨华人组织，积
极发展华文教育，并为进一步推进祖国的和
平统一大业和中日友好事业的发展而发挥作
用。

据中新社南京6月29日电（杨颜慈） 经
过两年的起草、审议、获批，《南京市华侨权
益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于2015年
7月1日起正式施行。

作为我国首部以“华侨权益保护”为主题的
地方性法规，《条例》的颁布施行将填补目前国内
对华侨综合性权益保护的立法空白。《条例》重点
对华侨在宁的经济、社保、教育、卫生、财产、投资
创业等基本权益作出规定。《条例》共24条，其主
要内容包括华侨身份证明、回国定居、选举权与
被选举权、就业与社保、子女教育、继承权、购买
房屋和产权登记等方方面面。

《南京市华侨权益保护条例》今起施行

日本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举行代表大会

据美国当地媒体报道，在美国中老年
人协会近日发布的“关于纽约客为退休所
做经济储备情况的报告”中，三成纽约亚
裔认为自己存款不够，难以退休，这也透
露出亚裔对养老问题的忧心忡忡。作为占
美国亚裔人口 22%的群体，华人养老问题
实在不容忽视。

传统养老困境多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很多年轻时出
国打拼的华人们都老了。西班牙 《欧华
报》 报道，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
第一批华人移民踏上西班牙的土地到今
天，已经35个年头。这些人在年轻时出苦

力为生活打拼，但
年老后又为养老发
愁。

进 养 老 院 是 不
少华人老人的养老
选择，但这已经不
是上策。

“一些华人老朋
友 是 去 养 老 院 了 ，
但我并不想”，祖籍
福建的 58 岁西班牙
华 人 孙 先 生 在 接
受采访时表示，“西
班牙养老院发生过

几次火灾，前些日子还出现一个老人被另
一个老人用助步器打死的新闻，这实在让
我没有安全感。”

语言和文化都让养老院难以满足老年
华人的需求，但为华人定制的养老院却一
直处于“一床难求”的尴尬境地。媒体分
析，澳大利亚悉尼由华人运营的提供纯中
式服务的养老院只有11家，总床位数不足
600 张。一些主流养老院虽然配备了会讲
中文的护工，但数量对于庞大的老年华人
群体来说远远不够。

除了去养老院，很多老年华人主要靠
年轻时的积蓄和养老津贴养老。但对于很
多非专业人才的第一代华人移民，这条路
也难以行得通。由于打工时缴费不多，导致

退休后养老金过少。在英国，统计显示退休
华人中有四成多都生活在贫困之中。

以房养老或归国

传统养老模式让老年华人无法“安享
晚年”，这也急切呼唤着新养老模式的产
生。

“以房养老”不是中国的专利，纵观
欧美国家，提前买房也是很多老龄化严重
的西方社会常用的养老手段，而这种养老
方式亦成为很多华人群体的新选择。

英国 《华商报》 报道，家住英国中部
考文垂的杨爱玲女士表示：“我们都觉得
房子是最让人心里踏实的投资，就像身边
的印巴老人一样，除了领国家的养老金，
每个月就是到处收房租，过得很自在。”

将投资房产作为日常收入的补充并且
作为将来养老的一部分收入，许多三四十
岁的第二代移民也已经开始这样“未雨绸
缪”，为养老做准备。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除了
“以房养老”，更多老年华人把目光投向了
祖 （籍） 国。中国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曾
表示：“中国各养老服务机构欢迎海外华
人回国养老，并尊重他们在海外形成的生
活习惯。”这话就像给海外华人的定心丸。

第一代华人回国养老需求增加，中国
也开始加速推动华侨回国的进程。6 月 18

日，郑州就将华侨回国定居审批由行政权
力调为公共服务，方便华人归国。“中国
政府为侨的服务措施很多，回国就可以安
居，所以我愿意回来。”在上海的日本华
人熊先生说。

养老质量可提升

由养老院养老、储蓄养老向以房养
老、回国养老的转变，让老年华人的生活
质量也得到了提升。

老年华人在养老时面对的最大障碍是
心理问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教
授、北京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彭凯平曾
表示：老年华人群体是心理疾病高发人
群，这与生理器质性变化和文化适应问题
有关。

而无论是以房养老，还是回国定居，
都给了老年华人安全感和归属感，也让养
老变得真正安逸舒心。

“年纪大了，比较怕孤独，现在回国
边养老边带小孙女，虽然累了点，但我们
老两口内心很充实，感觉很自在。”熊先
生表示，“之前在日本很多家乡的食物都
吃不到，现在每天都吃得不错，这比住日
本养老院好太多了。”

落叶归根情更浓，最美不过夕阳红。
华人养老新模式的画卷已经展开，这会让
他们的晚年更加幸福。

华人养老开启新模式
李 凡

6 月 28 日，由黑龙江省侨联
主办的“旅俄华侨华人在抗日战
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英雄事
迹图片展”在黑龙江外国语学院
开展。展览展出珍贵史料照片
100 余 幅 ， 并 以 图 文 并 茂 的 形
式，反映旅俄华侨华人在亚洲和
欧洲两个战场上英勇奋战的历
史，图片展将在黑龙江省内各地
市进行巡展。图为黑龙江外国语
学院的三名俄罗斯留学生在观看
展出的史料照片。

新华社记者 王 松摄

旅俄华侨华人抗战图片展在黑龙江开展旅俄华侨华人抗战图片展在黑龙江开展
在海外做个
“陶渊明”

柴林翊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
荷锄归”。陶渊明笔下的田园生活，简单质朴，让生
活在快节奏社会中的人们，对其向往不已。其实在
海外，也有一群华人，享受着属于他们的田园时光。

在日本，每逢休息日，华人赵芳初就和朋友组团
来到乡间田地，垦荒耕种。起初，他们从农田主人手中
接管土地的时候，田中野草丛生，近乎荒废。现在，却
是另外一幅景象：农田青青，环境优美，空气清新，风
景如画。其实，他们并非“科班出身”，只是为了在忙碌
的生活之余，能够到乡间体验悠闲的农家生活，亲近
自然。虽说是“业余选手”，但他们种的土豆、花生都获
得了大丰收，收获的成就感让他们乐此不疲。

对于加拿大华人姚政来说，田园生活不仅是
儿时的回忆，更是现在生活的一剂调味品。自他
移民加拿大后，看到家中后院很大，就当起“农
民”，种起了蔬菜。每到收获季节，他种的黄瓜、
南瓜、辣椒、西红柿等各种蔬菜，多到吃不完，
他便送给附近的邻居和朋友。在异国他乡，以蔬
菜为媒，姚政不仅亲近了邻里，还认识了一大帮
志同道合的“农民”朋友，大家经常聚在一起，
讨论各种蔬菜瓜果的栽培技术，其乐无穷。

加拿大有“种菜达人”，英国则有“种菜大
军”。一位英国华人网友格外爱吃中国菜，是名副
其实的“中国胃”。由于居住的地方距离唐人街较
远，无奈之下，她只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她
种的上海小青菜、韭菜、大黄等，干净无污染，
既可以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还可以当作礼物，
送给身边的朋友。如此一来，朋友们受到她的影
响，也纷纷加入了“种菜大军”的队伍之中。

如果你以为海外华人只是和瓜果蔬菜打交
道，吃吃喝喝，那就太小瞧他们了。

在英国，华人安娜就是一位园艺佼佼者。安娜的
先生热爱园艺，受其影响，她经常去花卉市场选购花
苗，带回家栽种。在安娜的精心打理下，小花园已经基
本成型。花园中的园路走向、拱门和拱架的位置，都是
由她亲自设计。一到夏天，盛开的玫瑰爬满花架，美不
胜收。而园中的小池塘更为花园增添了几分灵动。

看似简单平淡的田园时光，实则情趣盎然。
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华人，用自己的双手，耕耘着
他们的田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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