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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的前10年，意大利华人群体
迅速增长。根据意大利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截至 2010年底，有超过 20万华人居住在意
大利。虽然此前有不少华商因金融危机选
择离开，但随着来意渠道日益增多，旅意华
人及中国留学生数量仍在逐年递增。

2015年下半年，意大利就业市场明显
回暖，青年失业率降至 40.3%，但仍处于
较高水平。不过，华人群体独特的分布与
构成，使得华人青年在极为严峻的就业市
场中，并未感受到太大压力。

华企创业成首选

对于有着子承父业传统思想的华人家
庭而言，不少孩子在离开学校后，会选择
在家族企业内开拓、发展个人事业。

1993年出生、今年23岁的周捷，目前
已是自家经营的贸易批发公司的总经理
了。年纪轻轻就接管家族企业，对这样的
华人青年来说，这是一条顺理成章的就业
道路。而家庭的支持加之浙江一带特殊文
化背景的熏陶，对于旅意华人青年来说，
自主创业早已是一件极为普遍的事。

对于没有继承家族企业或是自主创业
的华人青年来说，因语言沟通障碍或移
民身份等因素，更倾向于在华人企业就
职。

今年即将毕业的罗马智慧大学建筑系

研究生王婷，在当地一家华人设计公司找
到了一份广告设计的工作。她说：“如
今，意大利本国年轻人的就业情况确实非
常不好，有些人找到超市收银员这类的工
作就已经非常好了。”

王婷介绍，像她这种意大利语水平无
法达到母语级别的留学生，其实很难在意
大利企业获得较好的职位，此外，意大利
企业的签工程序也极为缓慢，而这些问题
在华人企业都能得到较好解决。

双语技能有优势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华二
代、三代移民在意大利出生成长，他们没
有语言障碍，对于当地社会的融入度也较
高，许多人在毕业后希望能在意大利企业
中谋求一份工作。不少人表示，其实华人
在许多行业里很受欢迎。

“很多人觉得华人在意大利企业找工
作很不容易，但事实上没有想象得那么
难。”在意大利土生土长的华二代孔梦
瑶，目前在一家意大利律师事务所担任兼
职助理。“首先要解决的当然是沟通问
题。我认为能说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无
论在中国人的企业还是在意大利人的企业
里，都是同等重要的。第二，如果会英语
的话，那是绝对加分的。”

孔梦瑶表示，很多意大利人的第二外

语是法语或西班牙语，选英语的反而不
多，在这一点上，华人留学生具有极大优
势。如今，意大利许多行业正在发展各类
对外项目，需要与中国企业有所接触，越
来越多地使用英语及中文，因此不少行业
十分愿意招纳华人员工。

“比如律师、会计师事务所，许多旅
行社、奢侈品店等都特别需要能说中、英
双语的员工。但另外一些行业，比如手工
制造业就比较排斥华人。还有许多家族小
企业也不太愿意招纳移民。”孔梦瑶说。

而谈到华人的“移民身份”，孔梦瑶表
示：“这是长期以来客观存在的问题。”她说，
即便自己的意大利语说得比中文更加流利，
但对于一部分意大利人而言，一张“亚洲面
孔”就可以成为他们拒绝你的理由。

白手起家不容易

而对于很多“白手起家”的在意华人
而言，仍希望在一片阴霾中，找到自己的

“异国归宿”。
几年前，居住在意大利南部的小陈开

了一家服装零售店，生意不算太好。但每
个月所得除去全家生活开支后还能余下一
小笔钱。随着欧债危机的到来，小陈的生
意开始走下坡路。那段时间，很多经营零
售店的旅意侨胞都开始抱怨生意难做，小
陈经营的店铺也是一样的情况，顾客数量

减少，购买力大幅下降，店铺经营状况一
天不如一天。有时小陈的店铺还会“吃鸭
蛋”，整整一天一个客人都没有。

无奈之下，小陈联系了房东，希望他
能降低房租，以缓解自己的压力。听到小
陈的叙述后，房东表示非常理解，同意把
月租金在原有基础上减少 200 欧元。好心
的房东还给小陈提了一些基于当地人生活
习惯的销售建议。

房租虽然降了，但店铺的收支缺口依
然很大。小陈只得把此前每周一次的上新
货时间改为每两周一次，并辞退了店里的
营业员和仓库管理员，变成了名副其实的

“家族企业”。
不过，一家人的日子仍然过得紧紧巴

巴。最终，小陈狠下心，决定改变经营方
向。他把店里的存货全部清仓处理，亏损
了近 3 万欧元。同时，小陈在当地旧货市
场购置了一批超市淘汰下来的货架，又找
亲戚朋友借钱到批发商那里购置了一批电
子产品以及周边产品。经过这一系列调
整，小陈的生意逐渐有所好转。

目前，小陈一家的整体支出并不高，
他的压力相比以前也小了许多。但随着父
母一天天老去，孩子一天天长大，小陈仍
对未来充满迷茫。他希望意大利经济能够
尽快复苏，让他的生意好起来，毕竟用钱
的地方还有很多。

（据法国《欧洲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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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见到日本企业的
人时，他们大为感叹中国企业
在“钱”上的拖拉，不按合同付
款现象比较多。这两年，中国
电商兴起，很多人怀揣大把美
元去日本购物，然而却发现即
使先付款，日本企业也不愿意
和电商签合同。中国企业解决
了钱的问题，却依然没有解决
在日本的“信任”危机。

目 前 中 国 的 跨 境 电 商
中，大约有一半的商品来自
日本，因为不想让多余产品
砸在自己手里，到日本亲自
采购便成了大多数电商的共
同选择。到各种廉价店以蚂
蚁 搬 家 的 方 式 购 买 当 然 可
以，但是要真正维持跨境电
商的发展，为广大的中国消
费者提供纯正的日本产品，
蚂蚁搬家显然不能解决问题。

带着诚意来日本，中国
的跨境电商从业者却发现，
这里与他们走过的很多国家
不同。日本厂家很少接待陌
生的国外电商，批发商也基
本没有考虑过给外国供货，
即便看到大把美元堆在桌上
也很难动心。找熟人帮忙，
在中国是一回生二回熟，第
二次见面该是老朋友了，但
日本人并不这么看，他们往
往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几
十年的友谊。

其实，日本企业并非不
相信中国电商有钱，也不是
不 想 更 多 地 把 产 品 卖 到 中
国，他们也有自己的难处。

日本的大企业在国外大
都有自己的销售网络，让企业
重新构筑一个新的网络，以日
本人的做事态度，至少得用上
几年的时间。最后做决定时，
该是风潮已过，几乎只剩下他
们实践该如何退出的时候，这
时才会顶风冒进。

小企业也有小企业的困难。过去为本地几十
户、上百户人家生产商品的企业，如果偶尔作为
土特产拿去送人还好，但为 13亿陌生的邻国人生
产，企业主会十分犹豫，不敢做决定，更不愿意
为此进行设备投资。

所以，有钱不一定能在日本采购到如意的货
物，特别是中国电商蜂拥到日本抢购，更让日本
厂家戒备起来。

（据日本新华侨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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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也有广场舞？非也。这是一场在雅典举办的
“公园武”。近日，一些来自各行各业的中国功夫爱好
者齐聚希腊国家公园，在武术老师亚尼指点下练习太
极拳和八卦掌 （左图）。

亚尼是一名希腊人，他从 1989 年第一次接触武
术，他对中国功夫的热爱就有增无减。除了自己习武
之外，亚尼也热衷于在业余时间指导功夫爱好者练习
太极拳、八卦掌、形意拳等。

有太极拳练习者认为，希腊人在经济危机和难民
问题中备受煎熬，学习中国功夫可以缓解内心的焦
虑，是修心养性的一种好方法。

（据希腊希中网）

修心养性
希腊公园练太极

林庆华 梁曼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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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关于南非华人开枪打死劫匪的消
息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讨论受到越来越多
华人的关注。对此，中非翻译集团负责人马
士琴表示，合法持枪者在遇到危险时开枪，
若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自己是正当防卫，有可
能因此遭受牢狱之灾。

在南非这个持枪合法的国家，关于枪支
的使用到底是利还是弊，南非民众一直都持
有不同观点。有些华人认为，自己拥有合法
枪支，遇到危险时只要开枪都属于正当防卫。

马士琴提醒，当事人生命受到威胁时，
如果子弹从正面射击，属于正当防卫。如果
从身后开枪，法庭或许会判断当事人的生命
没有受到威胁，当事人甚至有可能会因谋杀
罪被起诉。

马士琴说，几年前，一名南非警察在商
场购物，突然一个人从警察的身边飞奔而
过，看到飞奔的人手里抱着珠宝，警察马上
意识到商场的珠宝店被抢了。由于职业习
惯，警察迅速拔出随身携带的手枪对劫匪开
枪，致其当场死亡。结果，这名警察由于谋
杀罪遭到起诉。

对于在南非生活的华侨华人来说，遇到

抢劫时，大多数时间都没有反抗的余地，警
方和媒体也一直告诫大家切勿反抗，毕竟生
命的安全比任何东西都重要。但是，哪些行
为能进一步减少伤害呢？

马士琴建议，在遇到拦路抢劫或入室抢
劫等突发情况时，一旦被抢匪用枪控制时，
尽量不要有手臂的动作，以免让抢匪以为受
害者试图拔枪，在惊慌失措中开枪。

南非有一种说法——“带枪的人比不带
枪的人死亡率更高”。因此，马士琴建议持

有枪支的华人不要随意声张。有一则案例，
一对华人父子遭抢，抢匪事先早已摸清父亲
随身带枪，为了减少作案时间，匪徒在抢劫
过程中先将有枪的父亲杀害，再对儿子进行
抢劫。

从这些血淋淋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在南
非，持有枪支并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也
不是用来吓唬人的武器。它可以成为自我防
卫的工具，也可能是伤害自己的罪魁祸首。
使用枪支的前提是了解南非的法律中对于枪
支的管理和正当防卫的规定，它才能成为安
全的保障。

（据南非《非洲时报》）

很多经营零售店的旅意侨胞都开始抱怨生意难做。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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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先，“中国制造”对于很
多欧美国家来说，是“质量差”
和“冒牌货”的代名词。然而，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
一直在改变人们对“中国制造”
的负面印象。

最近，西班牙《国家报》刊登
报道为“中国制造”正名。文章提
到，“亚洲巨人”中国一直在时尚
界进行一场“战争”，以降低外界
对中国商品的刻板印象。

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
时装设计师和品牌开始跻身国际
行列。由于具备了本土化理念，
加之成功的营销手段，很多中国
本土时装品牌成长迅速。

中国某流行品牌总经理向媒
体表示，该公司每两周都会举行
大型会议，参考国际流行趋势，
并结合中国特色生产出更具有竞
争力的平价服装。他说：“更低
的价格并不意味着质量差，它反

映的是服装企业的经营管理模
式。”他认为，自己的公司是在
用质量和口碑赢得客户。

很多“中国制造”的品牌不
仅物美价廉，而且极具中国特
色，如今的中国年轻人也开始追
捧“中国制造”，而不是像之前
一样崇洋媚外。

“中国制造”概念已经和以
往完全不同。过去，中国放弃发
展高端奢侈品牌的生产和制造，
并追逐欧美的流行趋势，将它们

“复刻”成中国本土的中低端品
牌，不少服装都是借鉴或者抄袭
西方的设计理念。

而现在的“中国制造”已经
逐渐变成国际流行趋势，成为国
际时尚人士和明星追捧的新流
行。2018 年，中国将会成为全
球第三大时尚国，届时的“中国
制造”将再上一个高度。

（据西班牙欧浪网）

中国服装设计师郭培的作品亮相2016春夏巴黎高级定制
时装周。 张由琼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