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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无限活力和广阔市场

“中国的很多城市都充满活力，几乎
每天都有新的公司、新的项目出现，这
对我们创业者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环境。”
2013年，在美国学习、工作10余年的李
涛选择回国创业，在南京成立了任诺药
业有限公司，专注于抗体药的研发。

对比国内外发展环境，李涛认为，
国内不少城市总是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
化，这让他感受到无限的生机，也正是
他所向往的创业环境。

同样是因为这份中国特有的发展活
力，沈赐恩也在去年年底将自己的孵化
器从美国硅谷带回国内，相继在杭州、
北京、上海、重庆等地成立分公司。

“目前，国内的创业氛围比国外更
热，尤其是最近半年，资本都在追着创
业者跑，这是一个优势。投资多了，才
有可能刺激更多的创业项目。”即使是来
自创业热土“硅谷”，沈赐恩依然禁不住
感叹，国内的创业热潮空前高涨。

而对涉足互联网创业的他来说，除
了浓厚的创业氛围，广阔的中国市场也
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创业要想最终成
功，一定要跟市场相对接。中国的市场
非常大，许多在美国没法做的项目，在
中国这样一个大市场就可以做成。”在沈
赐恩看来，美国技术加上中国市场，两
者优势互补，正是一种最为合理的企业
发展路径。

市场，同样吸引了不少传统领域的
华商，将目光转向中国。

每年，在巴西圣保罗从事外贸生意
的华商李凌都会回中国三四次，参加广
交会等交易活动，寻找可能的商机。“中
国的市场太大了，对于零售行业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李凌说。

政策保障让回归更踏实

对于希望扎根故土、干出一番事业
的侨商而言，中国的发展活力和广阔市
场让他们振奋，而国内优惠的政策扶持
和到位的权益保障，则让他们回国的步
伐更加坚定。

“回国这两年，我们得到了各级政府
的帮助，这也让我们确定，回国的选择
是对的。”李涛给记者简单算了一笔账，
自回国以来，他的企业获得了来自江苏
省、南京市等各级政府近 200 万元的资
金支持，此外还享受了前两年办公场地
免租、银行贷款便利等多种优惠。

“对于一些资金要求不是很高的华人
创业项目，政府在最初提供的一两百万
元资金支持，就能帮助企业搭起台子。”
李涛说。

对此，沈赐恩也有很深的感触。他
在杭州孵化的几家归国创业团队，就都
得到了当地政府给予的 300 万元的资
助。“政府的这种支持力度是吸引我们回
来创业的重要原因。”沈赐恩说。

不仅有政策的优惠，随着归国发展的
华侨华人越来越多，国内各级侨务工作者
也将维护华侨华人合法权益作为重中之
重。

今年 7月，国内首部华侨权益保护的
地方性法规《南京市华侨权益保护条例》
正式施行，侨胞归国后经常面临的身份证
明、社会保障、子女入学等问题都得到相
应的解决。

“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我们这一批
10 多年前出国的华侨无法保留中国户籍
和身份证，这使我们回国创业时在工商登
记、银行开户等很多方面都面临身份证明
的难题。如今，根据权益保护条例，我们所
持有的中国护照也可以作为有效的身份
证明，这为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都开了绿

灯。”李涛告诉记者，自身权益有了保障，
侨胞回国发展也就“更加放心”。

而在广东、福建等其他一些侨务资源
较为丰富的省份，华侨权益保护法规的
制定工作也已小有成效。今年两会期
间，国务院侨办主任裘援平表示，国侨
办将把降低“绿卡”门槛作为未来的重
点推动领域。

从这里融入世界经济主流

“其实，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每
一个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都少不了海
外侨胞回国投资创业的身影。过去，大
家更多的是为了支援祖 （籍） 国的建
设，但这一次有所不同，大家更多的是
希望以此融入国际主流经济的大发展。”
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秘书长牟国量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若将视线放得
更为长远，就可以发现，当下的这一波
海外侨商“回流潮”早在 2010年左右就
已开始，而这与中国近年来在世界经济
舞台的地位崛起实际是密不可分的。

今年年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拉加德在访问中国前就曾表示，在过去7
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三
分之一，并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成
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

“如今，经济全球化已是一种趋势，
中国经济也已走向世界，并且引领世界
经济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华侨
华人尤其是侨商，要想融入世界经济的
主流，就不能像过去那样只是融入所在
国的主流经济圈，更需要与中国的资
本、产业结合重组，并以此为背景走向
世界。”在牟国量看来，深度的融合，而
不是简单地投资设厂，已成为新一轮侨
商归国发展的新趋势。

希腊华侨华人总商会会长徐伟春早
在 2010 年就进入中国投资。他也认为，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开放，与国际快速接
轨，中国还有许多行业可以供华商选
择，对于他们而言具有很大的诱惑力。

“近年来，相比欧元区等世界主要经济体
出现的经济疲软，中国的崛起是举世瞩
目的，这也让我们海外侨胞看到很大的
希望。”徐伟春说。

而近一两年来，“一带一路”战略构想
的提出，国内自贸区建设的如火如荼，更
让海外侨商迫不及待地想回国寻找机遇，
与祖（籍）国共享发展的大蛋糕。

“我自己就很希望能够去上海自贸区
看看，在这个具有很大包容性的商业舞
台，创造属于我自己的事业。”徐伟春
说，“我也希望能继续为我们祖 （籍） 国
的发展添砖加瓦。”

海外华商
为何掀起“回流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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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商海外华商
为何掀为何掀起起““回流潮回流潮””？？

本报记者 严 瑜

8月2日至8日，几十名海外侨界高层人才携带近50
个高科技项目，来到北京、河北等地，推介洽谈，寻找
创业合作机会。

如今，越来越多的海外华商将视线转回国内，或投
资，或创业，在故土开启新的事业起点。他们为何选择

“回归”？吸引他们的究竟是什么？记者就此采访了多位
回国发展的海外华商，从中寻找答案。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
元”。在世界建筑领域内，华
人的身影日渐活跃。其中，
既 有 名 声 大 噪 的 建 筑 设 计
师，也有默默无闻的幕后工
作者，为建筑业贡献着他们
的力量。

提起法国华人熊有德，你
或许不会想到，她与法国埃菲
尔铁塔之间有着一段不同寻
常的故事。当初，铁塔的电梯
更新换代，熊有德就承担起了
此项重要工作，成为第一位参
与埃菲尔铁塔电梯和钢绳换
代工作的华人。为了保证电梯
的安全，熊有德用了 1 年多的
时间，对电梯材料进行反复实
验和测试。最终，她的一项专
利技术被应用到铁塔的电梯
轿厢和钢绳中，为其安全运行
保驾护航。

不同于埃菲尔铁塔的浪
漫，迪拜塔则以“最高”著
称于世。不过，在不久的将
来，它就有可能被正在建设
中的沙特阿拉伯王国塔所取
代。据悉，王国塔的设计高度达 1000米，而它的建
筑负责人则是新西兰华裔格雷格·桑 （Greg Sang）。
桑拥有 25年的建筑业经验。在这一行，他的专长是
开发摩天大楼，如开发高达 828 米的迪拜哈利法塔
等。王国塔预计在 2018年完成，届时，桑又可以在
华人建筑业的史册上添上新的一笔。

新建筑固然吸引眼球，但是维护旧建筑同样重
要。美国华裔建筑师丁晓龄就修缮了洛杉矶的一座
百年建筑。为了让该建筑在保留其原有风貌的基础
上，还拥有现代建筑功能，丁晓龄花费了 10年时间
进行材料准备和修缮资金募集工作，之后又历时3年
完成修缮工作。仅仅是水泥的沙质和颜色，她就调
配了 10 多次，才找到最接近原样的水泥。与此同
时，她还解决了屋顶持续了百年的漏水缺陷，让这
座百年建筑尽善尽美。

同样是建筑师，美籍华人崔悦君则以“不走寻
常路”而闻名。22岁时，崔悦君就参与了蒙特利尔
奥运场馆的设计工作。在旁人眼中，他是不畏挑
战、坚持梦想的成功典范。位于加州的防地震球形
屋以及北加州的未来式建筑“极致”，都是他的设计
作品。它们的成功，离不开崔悦君大胆创新、挑战
传统的勇气，也离不开他对自己设计理念的坚持。

每一座成功的建筑，都凝聚着众人的智慧和力
量。活跃在建筑圈中的华人，正在用自己的智慧和
双手，建设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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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电 （刘畅） 8 月 5 日，中国国务院侨办召开新闻发布会，
正式宣布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联合国家体育总局、北京市政府共同举办
的“文化中国·2015全球华人中华才艺 （体育） 大赛”将于8月9日至14
日在北京举行。届时，来自美国、德国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名
参赛者将同台竞技。本次大赛共分为5个单元，其中高桩舞狮比赛最为
引人瞩目。

图为新闻发布会现场的太极拳术表演。
张 勤摄 （中新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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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莫斯科8月4日电 莫斯科当地时间
4 日下午，俄罗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在莫斯科
举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座谈会。

座谈会由俄罗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秘书
长、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会长吴昊主持。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外交官员、俄罗斯统促会主
要负责人、当地主流华人社团会长和留学生代表

出席了本次座谈会。俄罗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会长、俄罗斯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会长虞安林在发
言中表示，俄罗斯华侨华人今天缅怀先烈、铭记
历史，就是要发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抗战精
神，让我们始终保持民族觉醒的精神和力量，团
结奋斗，为早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俄罗斯侨团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8月4日，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办的
“华侨与抗日战争——纪念抗战胜利70年主
题图片展”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开幕。
参加此次开幕式的大部分观众是来自美国、
英国、加拿大和缅甸等国的华人青少年。

“重温家国历史”

“小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
是华侨青年李月梅。她担心女儿身不能参
加抗战，于是女扮男装，瞒着父母去参军。
当时海内外舆论称赞其为“当代花木兰”。
在图片展现场，一位导游向2015“中国寻
根之旅”夏令营的华人青少年讲述着抗战
故事。

“华人好勇敢，打仗还打赢了，我觉
得我们挺厉害的。”一名来自美国的华人
小朋友目不转睛地盯着图片说道。

据主办方介绍，该图片展共有图片
100 幅，分为“‘七七事变’前华侨的抗
日救亡运动”、“全面抗战爆发，华侨抗日
救亡运动掀起高潮”、“参加侨居地反法西
斯斗争”、“永恒的纪念”与“牢记历史、
莫忘国耻”五个部分。

此次图片展在水立方举行也具有特殊
的意义，因为这里正是海外华侨华人为

2008 年奥运会捐赠修建的。北京
市 人 大 常 委 会 副 主 任 李 昭 玲 表
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
在这个重要的时刻举办本次图片
展，能够让公众重温那段波澜壮
阔、可歌可泣的家国历史。

“华人参与让中国更强大”

事实上，许多“华二代”对
中国历史的了解并不全面。他们
在海外认识的中国，多数是外国人

眼中的中国。
“以前对华人抗战完全不了解，因为在

美国没学过。”来自美国的华人女孩王雅欣
说。“抗日战争这段历史，我还是在上一个
夏令营学的。别说美国学校没教过，家里人
也很少讲。”美国团带队老师李郁松说。

“这个活动让孩子们了解历史，提醒他
们不要忘记父辈的经历。”李郁松认为，展
览对日本华裔青少年的意义将更为特别。

笔者在现场了解到，在日本，只有少数
上过华文学校的学生知道抗战。多数孩子
只知道日本偷袭珍珠港这样的事件。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日本搞毒气战’
那张照片，以前从没听说过。历史书上中国
的事讲的很少。关于抗日战争，我只知道

‘九一八事变’。”名叫边间明光（音译）的10
岁日本华人小男孩说道。

“华人参与抗战加快了战争胜利。因为
有了他们，中国在战争中变得更强大了。”
来自英国的18岁女孩文思琪说。“以前中国
历史基本都是妈妈讲给我听的。现在我有
机会直接了解历史，既震撼，又受启发。”

“中国需要我们”

这一次图片展不仅让这些华人青少年

进一步了解了抗战历史，也激发了他们对
于故土的认同。

“未来我会回中国工作，时不时呆上一
阵子。打打工，体验一下中国生活。因为我
知道，中国需要我们。我的婆婆和爷爷都在
中国，我很想念他们。”文思琪说。

对于这些“华二代”来说，虽然身在海
外，但他们的“中国心”始终跳跃不止。“以
后长大了，我要回北京生活。”一位日本华
侨小男孩说道。“我要去上海，我好喜欢那
里。”另一个名叫栗原空顶的12岁华裔女孩
说。

“我对中国历史算是有一点了解吧。平
时一有机会就讲给身边的人听。回国以后，
我会继续下去。我要让所有人知道中国是
一个多么伟大的国家。”来自英国的12岁华
侨女孩刘孜冉凑过身来，对笔者说道。

“华二代”重温历史
“中国心”怦然而动

芈韫婧

图为华裔青少年观看华侨与抗日战
争图片展。 图片来源：新华社

图为华裔青少年观看华侨与抗日战
争图片展。 图片来源：新华社

图为华人建筑师崔悦君的设计作品。（资料图片）图为华人建筑师崔悦君的设计作品。（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