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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正成为新西兰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
这个群体对房地产市场产生着重大影响。据当地
媒体报道，截至7月，新西兰今年的移民人数超过
了5.8万人。从长期来看，留在新西兰的人数超过
了移居海外的人数。

据统计，2011至 2013年期间，留在新西兰的
人数和离开新西兰的人数相差不大。3年间，新西
兰共新增移民 8583 人，平均每年为 2861 人。从
2014 年开始，新移民人数激增。与此同时，离开
新西兰的人数锐减。此消彼长之下，人口净流入
人数增加了 637%。其中，超过 60%的新移民在奥
克兰定居。

如此大规模的人口增长给新西兰的房地产市
场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压力。为了更好地了解移民
对住房市场的影响，可以分析往来新西兰的人员
类型。首先是往来澳大利亚人数的变化。2013年7
月，超过 48000人前往澳大利亚，同时只有 16781
人回来，人口负增长为31246人。然而，在过去的
两年里，前往澳大利亚的人数减少了 47%，与此
同时，从澳大利亚回来的人数增加了 43%，新西

兰人口净增长了1185人。
除了澳大利亚，其它国家的移民也使新西兰

的人口飞速增长。印度移民人数从 2013 年 7 月份
的 5120 人增加到 2015 年 7 月份的 12031 人，增加
了 135%。与此同时，中国移民人数增长了 53%，
达到 7995 人。印度移民中有 76%是通过学生签证
到达新西兰，中国的这一比例是 46%。人们通常
认为，持有学生签证的人在学习完毕后会返回祖
国。然而，这一条并不适用于新西兰，因为政府
的移民政策鼓励留学生留下来。

数据显示，最近一年中，有13266名印度人来
到了新西兰，而同期只有 1235 人回到印度；有
10253名中国人来到了新西兰，除去4877名持学生
签证的学生，有 2257人返回中国。这些新增移民
对新西兰的房地产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新
西兰居住超过12个月的海外居民中，16到29岁之
间的人群占 57%，大部分学生都会通过租房来完
成学业。一旦完成学业、找一份工作、期待建立
家庭，他们将会进入购房市场，这极大地增加了
对廉价房产的需求。特别是在奥克兰，大量的学
生人数使当地经济适用房的紧缺情况尤其突出。

这些现象意味着新增移民正在成为房价上涨
的首要因素。诚然，新增移民对经济增长的帮助
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何保证当地交通、医疗
和教育等服务满足日益增长的新移民的需求，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

（摘自新西兰天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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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从事新闻报道6年多时间，近来
我最为感慨的是，华人在美国不再满足于
闷声苦干，正在增强的维权意识使华人越
来越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其中，最令人瞩目的要数今年4月26
日的亚裔维权大游行，有近 5000 人参与。
当天，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横跨纽约著名
的布鲁克林大桥，站在桥头几乎望不到队
尾，蔚为壮观。这是纽约历史上，华人第一
次举行如此大规模的游行。

至于事情起因，还要从 2014 年 11 月说
起。当时，身为纽约警员的华裔新手梁彼
得在布鲁克林政府楼中巡逻时，枪支走火
误杀非裔青年葛利，而这起案件正好发生
在全美警民关系紧绷的“非常时刻”。此
前，密苏里州和纽约史坦顿岛相继发生了
两起警察杀死非裔的案件。

然而，在前两起案件中，两名涉案警察
都未被起诉，身为华裔的梁彼得却在此刻
被控过失杀人等刑事罪名。很多华人认
为，梁彼得成了替罪羊。

为了支持梁彼得，来自加州的华人首

先在白宫请愿网站发起签名。在短短 5 天
时间内，得到了全美各地民众的支持，联署
签名数超过10万。

3 月 8 日，纽约各界在市政厅首次发起
了集会与游行，但当时主流媒体对华人的
抗议只字不提。于是，亚裔维权大联盟决
定发起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保护亚裔的
正当权益。经过一个半月的筹备与动员，
数千人在 4 月 26 日走上街头，用行动发出
华人的呐喊。

绵延的游行队伍中，人们高举标语，用
中英双语表达诉求。再加上颇为整齐的口
号声，格外引人瞩目。不少经过的游客和
居民都惊诧地停下脚步，打听到底为何游
行。

做记者多年，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如此
大规模的亚裔维权游行，不禁感慨万千。
多少年来，在美华人艰苦奋斗，人才辈出，
既有军政界的杰出人才，又有称霸商界的
领军人物，但华人整体上的处境依然充满
误解和排挤。各种歧视不再像过去那样赤
裸裸地显露在舆论中，却如芒刺在背般依

然隐现在各类影视作品、新闻报道、司法案
件里。回顾历史上美国主流媒体上的辱华
事件，大大小小，不计其数。

2013 年 10 月，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深夜
脱口秀节目“吉米鸡毛秀”中，受邀的4个小
朋友召开“儿童圆桌会议”，就美国联邦政
府该如何偿还中国债务议题进行讨论。其

中一位小朋友语出惊人，表示“绕道到地球
的另一边，杀光所有中国人。”对此惊人言
论，主持人吉米笑着表示“这是个有趣的点
子”，在美华人一片哗然。

人们普遍认为，孩子“语出惊人”可以
理解，但这种看似“童言无忌”的脱口秀能
够在公共平台播出，ABC 电视台负有不可
推卸的责任。节目播出后，全美华人掀起
抗议浪潮，纽约、华盛顿、旧金山、芝加哥等
地的华裔民众自发上街示威。

有时候，身在其中的我们很难意识到，
历史的进步是这般的缓慢。从19世纪中叶
淘金热开始，中国劳工远渡重洋来美采矿，
又苦又累却还还被白人指责“抢走工作机
会”，这种压迫和歧视一直如影随形。

辱华事件发生后，有人抗议，有人嗤
鼻，也有一些人表现出“我无法左右这件事
情”的漠不关心。采访中，我看到了形形色
色的反应。令人感动的是，冒着寒风在纽
约 ABC 电视台前抗议的，有在纽约上班的
金融界人士，有从新泽西自发赶来的民
众。看着他们高举标语，一遍一遍地高喊

“炒掉吉米”、“拯救孩子”、“停止种族歧
视”，直到喉咙嘶哑，口号依然落地有声。

“这些抗议是为了自己的族裔、自己的
后代拥有一个免遭歧视的未来，使他们无
需再承受‘曾经的痛苦’。”这些寒风中的抗
议者对我说，“我们坚信，这一天总会到
来。当我们老了的时候，可以骄傲地告诉
子孙，我们也为此奋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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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在美华人维权发声
美国《侨报》记者 苏夏竹

说起这些年旅日中国留学生群体的变
化，“打工还是不打工”或许是最能体现时代
转换的标志之一。

在 30年前的改革开放大潮中，老一代的
赴日中国留学生既要努力学习通过各种考
试，又要拼命打工养活自己并支付昂贵的学
费。甚至有些人已经结婚，拖家带口的同时
还要资助远在中国的父母。那时候，不打工
的中国留学生几乎没有。

如今，情况发生了逆转，打工的中国留学
生少而又少。最近，笔者对几所中国留学生较
为集中的日语学校进行了调查。一所学校的
中国留学生为 56 人，打工者仅有 6 人，其中两
人每周的打工时间不到8小时。还有一所学校
的中国班学生为17人，打工者仅有2人。

新一代中国留学生的留学心态发生了很
大变化。他们的生活费和学费大多来自家
庭，主要目的是在日本学习，即使打工也只
是体验日本社会，同时挣一点零花钱。

可以说，这一代中国留学生更加自信，
在经济上更加丰裕。他们怀抱着名校梦想，
舍不得花时间四处打工。了解到上一代中国
留学生曾经“疯狂打工”的故事，他们甚至
感觉到惊讶与不解。

近 30年前，中国留学生到餐馆洗碗端盘
子，文弱书生到建筑工地背水泥袋。一旦失
去工作，马上会陷入没饭吃、没书读的境

地。而现在，有些饮食店开出 1500日元的时
薪，都招不到中国留学生。

“即使每周打满入管局规定的28小时，按
最高时薪 1500 日元算，一个月也就 16 万日
元，折合人民币不过 8000元。而且餐馆的活
儿需要每天重复简单劳动，又忙又累学不到
东西，还严重耽误学习。”正在日本某国立大
学读大二的小姜早就算好了这笔账，他来日4
年多只体验过两天的“打工生活”。

小张的父亲曾在日本留学。听着父亲讲
述当年的“打工血泪史”，他感到不可思议。
小张眼中的东京是个享受时尚生活的地方，
他住在池袋附近的一室一厅，周末和朋友吃
个饭逛逛街，完全没有打工的想法。对于电
话里父亲的说教，他已经懒得辩驳。

不难看出，由于中日两国经济实力发生
变化，民众收入差距大幅缩小，中国留学生
已经“不差钱”，打工因此从“必选项”成为
了“可选项”。那么，中国留学生不打工究竟
好还是不好？对这一问题不能一概而论。

对于胸怀大志、努力学习的中国留学生
来说，将时间用于学习，一心一意向梦想中
的大学冲刺，无疑是更为明智的选择。他们
依靠优异的成绩，最后升入日本名牌大学的
人很多。他们品学兼优，能拿到各种奖学
金，即使不打工也不会给家庭增加负担。而
且，很多补习学校还会邀请他们去讲课或传
授考学经验，开出的工资也不低。通过与日
本老师和同学的不断交流，他们对日本社会
的了解也比较深入。还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则
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不仅不打工，也不
学习，在日本空耗宝贵的青春。

其实，打工与否，反映的只是旅日中国
留学生的一个侧面。如何判断一个中国留学
生在日本的发展趋势，旅日华人中流传着一
个说法：“如果在国内表现优异，到了日本开
拓了眼界会变得更好；如果在国内无心向
学，到了日本会变得更坏。这是一个追捧精
英、淘汰弱者的国家。”虽然这个说法有些绝
对，但基本符合事实。国内家长在考虑是否
将孩子送到日本留学时，不妨从这个角度多
考虑考虑。 （摘自《日本新华侨报》）

在西班牙，华人一直都是自主创业
的“先行者”。据西班牙当地媒体消息，
近 10 年来，在加泰罗尼亚地区拥有社
会保险的中国员工人数增长四成，其
中，近一半都是自主创业的老板。

根据加泰罗尼亚政府移民总局的
统计，从2005年至2014年，参加社会保
险的中国员工增加40.58%，而在其中自
主创业的老板人数更是占了47%。

在加泰罗尼亚 2015年第一季度参
加社会保险的外籍员工人数统计中，共
有 34 万多人，占该区域所有参加社会
保险员工的11.7%。中国人是外籍员工
第三大国家，共有 24549 人，其中近一
半都是自主创业。排在中国之前的两
大国家是摩洛哥（41810人）和罗马尼亚

（33961 人），排在中国之后的是意大利
（20751人）和玻利维亚（16606人）。

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许多外籍员
工都返回了自己的祖籍国。加泰罗尼亚
的外籍员工在2007年达到峰值，共有44
万多人，但之后便开始逐年下降。虽然

今年西班牙的经济已经逐步复苏，但是
外籍员工的数量还在一直下降。

按照地域划分的话，在加泰罗尼亚
地区，摩洛哥籍员工从2007年的近7万
人下降到 4 万多人；厄瓜多尔人从 4.9
万人下降到 1.5 万人；哥伦比亚人从
2.38 万人下降到 1.09 万人；秘鲁人从
1.93万人下降到1.02万人。

与之相反的是，金融危机却给在
西班牙工作的中国人带来了机会。尽
管经济一直不景气，中国工人和巴基
斯坦工人的人数却一直在增加。中国
员工从 2007年的 1.86万人增加到 2014
年的 2.42 万人；巴基斯坦人也从 1.18
万人增加到1.38万人。

（摘自西班牙《华新报》）

初到欧美的华人往往会因为“预约”的事情感到心累：
如果没有预约，去餐馆吃饭可能找不到位置，排队理发也只
有空等。欧美的“预约文化”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不速之客”累翻华人医生

美国的医疗改革上路近 3 年，医疗保险的人数大为增
长。然而，大幅增加的华人病患却因“不习惯预约”，使得华
埠的华人医师忙得人仰马翻，患者也对待诊时间过长抱怨
连连，医患双方苦不堪言。

在芝加哥华埠开设诊所的年轻女医师曾欣瑜表示，随
着诊所病患人数的增加，门诊时间虽然表面上没有改变，但
常有临时走进医务所要求看病的民众，因此她只好牺牲用
餐时间或延迟下班，为这些“不速之客”看病。

部分华人患者以前在家乡没有“看医生要预约”的习
惯，直接走进诊所求诊。一位不愿具名的华埠医师无奈地
表示，有的患者没有预约便上门，尽管护士告知今天额满，
仍坚持在诊所等待，结果等了两个小时还无法看病，便开骂
表达不满。“我们也很无辜，病患真的太多了。”这位医师鼓
励大家在非紧急的状况下，最好“先预约再看诊”。

欧洲人预约的事也特别多，看病要预约，理发要预约，
访友要预约，亲戚走动要预约，连爷爷奶奶看孙子、儿子看

父母也要预约。
对于有些事，欧洲人预约的周期特别长。例如，租房子

需要提前3个月签订租赁合同，退房也要提前3个月办理退
房手续。孩子上育婴院、幼儿园，需要提前五六个月去登
记，否则难以按时入园。

预约：便利大于麻烦

其实，中国也有预约文化，只是中国人并没有把这种习
惯当作所有人约定俗成的规范来执行。除了预约餐厅、专
家门诊外，一般中国人在走亲访友前都会先打个电话问对
方是否方便。这些也是预约，只是欧美把绝大部分事情都

“预约化”了。
以守时守约的德国人为例。在德国人的生活中，“预

约”非常重要，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表，记满了每天
的日程安排，有的教授预约的事情甚至都排到了明年。德
国人就是按照自己的时间计划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自己的
工作。

在德国，如果不打招呼就贸然去拜访某位朋友，是非常不
礼貌的行为，还常常会吃闭门羹。当然，如果与德国人有了预
约却没有按时到，更是不礼貌，因为如果双方约定的是谈半个
小时，那么此后的时间也许是属于别人的“预约时间”。

法国人也是如此，不管干什么事情都讲究预约：请人吃
饭要预约，去银行办事要预约，修车要预约，找医生看病要
预约，甚至理发也要预约。

如果不预约的话，可能出现下面的场景：当你拖着工作
一天的疲惫身体走进一家店准备打理一下头发时，却被店
主拒绝。走过一家又一家店，每家都拒绝了你，最终理发的
计划化为泡影。有的朋友常常报怨，理发店里明明有几个
座都是空的，剪头师傅也在旁边闲着，可非得提前预约才
行。上门的生意还不抓紧，按中国人的文化，真是有些想不
通。

然而，预约其实并不麻烦，反而会带来很多便利。从某
种层面来说，预约就是把自己的时间和他人的时间有效率
地对接起来。医院的预约制度实际上提高了就医的效率，
因为人们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在医院里排队挂号。

欧洲人不仅把预约当作尊重彼此的美德，更将其看作
是一个良好的时间管理习惯。把时间有效率地利用起来，
便能让自己更加充实地享受生活的乐趣。从某种程度上
说，预约文化不仅仅是预约别人的时间，更是预约自己的时
间。 （摘自欧洲时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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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成移民主力留学生成移民主力
●法国

漫谈欧美的“预约文化”

●●西班牙西班牙

加泰地区中国员工数逆势上涨加泰地区中国员工数逆势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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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当代留学生当代留学生
为何不打工为何不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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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百元店华人百元店华人百元店

一位华人带着2岁的儿子来参加游行。一位华人带着一位华人带着22岁的儿子来参加游行岁的儿子来参加游行。。

浩浩荡荡的示威队伍绵延千米浩浩荡荡的示威队伍绵延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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