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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传统的道路走不通时，另辟蹊径不失为一个
办法。据了解，在澳大利亚，尽管大多数华裔往往在受
教育阶段学习成绩领先，甚至每年也常听闻华人包揽
各州“高考状元”等新闻。但奇怪的是，进入职场后，澳
大利亚当地的企业高管中却很难见到他们的影子。横
亘在华裔乃至亚裔移民与主流社会之间的“职场天花
板”（因不同种族而形成的职场升职障碍）眼看着有越
来越厚的趋势。面对这种情形，澳官方和华人都“坐不
住”了。

据澳媒报道，日前，澳大利亚联邦多元文化助理部
长克瑞格·朗迪近日在悉尼举办的青年企业家座谈会
上邀请各界中澳嘉宾介绍在澳发展的经验和心得，鼓
励华裔青年企业家在澳创业。

这或许也是一种办法。

【华人提拔不易 亚裔发声微弱】

华人在欧美等西方国家遇“职场天花板”并不是
什么新鲜事了。根据 2013 年澳大利亚“多样性委员
会”研究报告，在澳大利亚，私人公司首席执行官亚
裔人的比例只有1.9%，而董事会中亚裔的比例也仅为
4.2%。

相比于职场中女性经常遇到的天花板，华裔乃至
亚裔面临的“职场天花板”现象更加严峻。前者是看

不见的隐形阻碍，后者却是让人看得见摸得着的“如
来佛掌”。

澳大利亚联邦反种族歧视委员会专员索夫马赛曾
公开称，由于大量亚洲移民自上世纪70年代才相继移
民澳大利亚，导致目前第二代亚裔移民正在通往上流
社会的“管道”上辛苦攀爬。

根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一项就业研究显示，在
就业保护方面的政策影响下，华裔平均要比白人申请
人多提交 68%以上的工作申请，才能得到就业机会。
而即便是被录用进入公司，要想得到提拔升为高管也
是“难如登天”。

“澳洲过去的老华侨人数不多，第二代第三代如果
没有什么家庭背景，靠公司白领升到上层比较困难。”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员张应龙在接受本报采访
时分析称。

“澳大利亚华人影响主流社会的力量还是太小
了。华人当白领的不少，可是进入更高层级、甚至能够
参政的比例就非常少了。”澳中商业峰会主席杨东东在
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不过，这个难题也并非无药可解。抓住机遇，另
辟蹊径，自己创业当老板，实现阶层的“跃升”和进
入主流社会，或许也不错。

【鼓励青年创业 抓住时代机遇】

在中澳贸易如火如荼的大背景下，在澳华人创业
求突破可谓是赶上了好时候。据报道，澳大利亚联邦

多元文化助理部长克瑞格·
朗迪表示，今后将促进更
多华裔青年企业家与成功
的中澳企业建立联系，帮助
青年企业家吸引投资、克服
困难、成就事业。

朗迪表示，中澳自贸协
定为澳大利亚带来良好的
经贸合作前景，也为澳华人
社区、企业带来无限商机。

“在澳华裔可以进行贸
易投资，大到澳大利亚的本
土资源，小到澳大利亚的保
健品、奶粉等，都是热门领
域。”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
究院教授曹云华在接受本
报采访时说。

“自创的企业，如果做得比较好的话就能够实现进
入较高阶层的梦想。比如华人周德荣就是一个典型例
子。”张应龙分析，当然，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澳
大利亚鼓励年轻人创业本身也是要保持经济的发展。
但是，如果能够利用好新技术革命的时代背景，抓住互
联网发展机遇，华人就更容易脱颖而出，突破传统职业
瓶颈。

澳大利亚政府方面也为创业者提供了诸多优惠条
件。杨东东介绍说：“目前，在澳大利亚有不少支持
创业的政策。主要表现为两种方式，一种是给生活补
贴或者创业补贴，像澳大利亚社会教育部、澳洲贸易
部贸易委员会等都有这方面的政策；另一种是提供免
费的培训课程，比如澳大利亚社会福利部会定期推
出。”他还提到，澳大利亚社会福利部推出一个“支
持小生意政策”，主要是给正在创业的人们一定的生
活补贴，补贴的费用可以保证你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内生活无忧，让你安心创业。在澳大利亚做小生意比
较多的一般是移民，而移民中做的最多的就是华人，
很多创业的华人因此而受益。

【遵守游戏规则 不忘回馈当地】

当然，身在海外也必然要遵循当地的游戏规则才
能获得一席之地。

在此前举行的青年企业家座谈会上，澳大利亚当
地华人企业家表示，青年企业家要不断总结构建自己
的知识、经验、技术体系，打造人际关系网。他们还
强调，一定要脚踏实地、坚守诚信、不断创新，在企
业发展的过程中不忘回馈社会。

华人不光是要创业，更重要的是要想办法把企业
做大做强，培养个人和企业的“主流价值观”，展现
华人的良好形象，从而才能反过来影响当地本土企业
里对华人群体的“刻板印象”。

在此次座谈会上，悉尼中国文化中心主任赵立也
表示，在澳华裔青年在创业过程中注重打造企业文
化，尊重当地的文化差异和其他族裔的思维方式。她
强调，每一个华人都是一张中国名片，对自身的华裔
背景要有民族自豪感。在当地展示良好的个人形象也
是弘扬中华文化的一种方式。

曹云华表示，华人身上具有吃苦耐劳的优秀品
质，但是在某些方面也的确存在一些小问题。“有些
人身上有不良习惯，比如经商时爱钻法律空子，或者
是耍小聪明，但是到头来只会吃大亏。一定要严格遵
守当地的法律法规，诚信经营。”曹云华说。

“广西的中文教师前来任教后，我们学校教学
质量大大提高，孩子们的中文说得越来越好，现在
学校260多个教学班天天满座，学生们排队等着入
学。”柬埔寨公立端华学校校长杨金义说。

端华学校是东盟国家中在校学生人数最多
的华文学校，在校生人数超过1.6万人，目前有22
名广西籍外派教师在学校任教。杨金义表示，外
派教师为学校带来了先进的教学理念和科学的
育人方法，在教学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
学校的“活招牌”，他们的出色工作，不仅赢得华
人社团、家庭的肯定，众多当地官员及社会名流
也慕名将子女送到学校学习。在老挝万象最大
的华校——寮都公学，外派教师被当地学生亲切
地称为“祖国老师”，该校副校长陶菊表示，能够
系统、生动地教育华侨华人子弟中华语言和文化
是他们受尊敬的重要因素。陶菊认为，学校的飞

速发展离不开外派教师的辛勤工作，他们对教学
尽心尽力，已成为学校发展的中坚力量。

“没有外派教师的援助，就没有学校今日的
发展！”柬埔寨公立中山学校校长张勇直言，外派
教师承担着学校主要教研教学任务，有的还担任
班主任和学校行政职务，每人往往要兼上中文、
数理化、音乐等多门科目，成为“全科教师”和学
校的“顶梁柱”。张勇表示，这些教师的到来扩大
了学生的视野，增长了他们的知识，目前，公立中
山学校已发展成为暹粒省最好的华校，近 25%的
学生为当地社会名流子女。

如何增强学生们的中文学习热情是教学的
难题。外派教师们不断探索，调整创新教学方
法。他们有的在具体教学中从唱入手，由唱到
读，由说到写，争取人人参与；有的充分运用
肢体语言和多媒体现代教学，图文并茂，吸引

学生。来自广西北海的外派教师王敏在端华学
校任教近4年，她告诉记者，为有效提升学生们
的听说读写能力，自己摒弃了填鸭式的教学模
式，设计有趣的活动吸引学生参与，把中华文化
知识和语言训练融汇在活跃的课堂中。

广西侨办主任秦春成介绍，作为中国与东盟
交流合作的前沿省区，受国侨办委派，广西外派
教师工作规模逐步扩大，近5年来，已选派589名
华文教师到柬埔寨、老挝、泰国、菲律宾、印尼等
国家的40多所华校任教，大大缓解了派往国华校
教师匮乏的境况。

秦春成表示，今后，广西将加大外派教师
选荐和培训力度，注重对多才多艺型和高级督
导专家型教师人才的选荐，建立长效管理机
制，帮助外派教师解决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实际
困难。 （据中新社电）

职业瓶颈如何破 筑梦自身寻机遇

澳鼓励华澳鼓励华人人创业创业
解解““职场职场天天花板花板””难题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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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座谈会上华人企业家分享创业经验。 （据人民网）图为座谈会上华人企业家分享创业经验图为座谈会上华人企业家分享创业经验。。 （（据人民网据人民网））

中文APP在华人圈里

火 起火 起 来来
焦夏飞

此前，一位移民洛杉矶的华人，在国内的一家论坛上
讲述了他初到美国时遇到的种种不便。想要为新家添置
家具的他，经朋友推荐，使用了一款在美国当地颇具人气
的应用程序，但是很快他就发现，“朋友介绍的这款软件都
是英语的，用英语搜索总归不是很方便，还费时。而且我
想要的中式一点的家具装饰美国人的店里不一定有。”最
终，他还是选择了一款中文的APP。这款加州的中文搜索
软件，也成功地帮他解决了初到美国时遇到的困难。

“我的朋友之前非常想吃锅包肉，但他发现在美国
很难找到这道菜。”美国华人余弜的话表明，一些华人在
海外寻找正宗家乡菜时常会遇到困难。余弜称：“美国本
土的餐饮类应用程序中，不少中餐馆没有标注中文名
称，或者中英文店名差别较大，想找到对胃口的中餐馆
很困难。”因此，一些渴望家乡味道的华人，开始纷纷转
向提供中餐信息的中文应用程序。据余弜介绍，他同几
位华人创立的一款中文餐饮类应用程序，“上线短短1个
月，就吸引了500多名用户。”

就职于一家华人公司的西班牙华裔杨小姐也表明了
她对中文应用程序的需求。“自己来西班牙读硕士只有一
年多时间，西语并不好，之后工作也都是和华人打交道，语
言学习就一直搁置了下来，闲暇时间想在西班牙四处游玩
都受到了限制。”杨小姐如是说。据了解，杨小姐的这种情

况在不少华人身上都有发生。一些华人想在当地游玩时，
语言常会成为一个让他们头疼的问题。基于此，一些华人
很乐于求助那些能提供景点中文介绍的旅游类应用程序。

此外，据 《洛杉矶时报》 介绍，华人在海外的日常
生活中，还会广泛使用中文交友平台寻找真爱，用华语
打车软件叫车，通过中文版订餐应用网上点餐。在一家
洛杉矶华人论坛上，网友为华人列出的“加州生活必备
的十款APP”中，就有一半以上是中文类的应用程序。

毋庸置疑，海外的中文应用程序能够给一些语言能
力不足的华人带来便利。美国的一家中文打车软件也称
其特色为：有了它全世界都可以讲中国话。中文 APP帮
助一些华人在一个陌生的国家找到了归属感。此外，中
文应用程序作为线上的资源共享平台，也为华人在海外

的生活提供了新的启示。这种资
源共享的思维如果可以蔓延到线
下，海外华人群体将会呈现出一
片更加团结协作的氛围。

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这
些中文应用程序在海外如此火
爆，也反应了一个严峻的现实：
新移民遭遇的语言和文化障碍已
经延伸到了互联网上。如果华人
继续依赖中文软件，会失去更多
融入当地语言环境的机会。最
终，语言障碍也会一直横亘在华
人海外发展的道路上。据此，一
位希望提高自己语言水平的华裔
说：“我们到国外是去体验不同
角度的。只有我们不断学习，障
碍才会越来越少。”

图为美国一家
无线通信公司用户
手机上的中文应用
程序。

本报电 据国侨办消息，“郎眼天下·智赢未来——华侨试验区政策介绍
会暨国瑞商业中心推介会”日前在广东汕头举行，吸引了数百名各界人士参
加。据悉，目前华侨试验区范围内注册的企业已达2000多家，注册资本总额
200多亿元，聚合效应初步显现。

据华侨试验区管委会负责人介绍，华侨试验区作为汕头对外经济文化交
流的前沿，将着重在区域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金融创新、产业升级、城
市建设、人文交流等多领域探讨各种务实合作。广东省委、省政府已明确，
前海、横琴、南沙和中国 （广东） 自贸区的政策措施可以“优先在华侨试验
区复制推广”，并可享受海西经济区相关政策。华侨试验区根据华侨华人的特
点和需求，将向国家上报《关于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政策创新的若干建
议》，出台各种具有“侨”特色、具体可行的支持政策措施。

本报电 据温州市外侨办消息，近日，温州海外青年委员召开了第一届
委员代表大会，并举行授牌仪式。会上，温州海外青年委员会全体委员代表
审议通过了《温州海外青年委员会议事规则》，并表决产生了主席、常务副主
席、副主席、常务委员。新当选的第一届常务委员会委员代表表示，温州海
外青年委员会将积极响应中共温州市委、市政府的号召，助推温州经济社会
发展，为温州对外开放和中外友好交流做出贡献。温州市副市长代表政府表
示祝贺，希望通过温州海外青年委员会把海外青年凝聚起来，更好地投入到
温州“十三五”的发展中。

据悉，温州海外青年委员会由温籍海内外青年侨商企业家、侨界优秀青
年、服务侨务工作的优秀热心青年以及归国留学生中具有代表性的青年人士
等自愿组成。目前会员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以在外华侨二三代和企业家为
主。

中新社电 广东省侨办负责人近日表示，维护侨商合法权益与开展招商
引资是相辅相成、同样重要的，要把海外华侨华人产业和项目招得来、留得
住、做得大，必须在服务侨商、维护侨益上坚持不懈。

近年来，广东省侨办在吸引侨胞回国投资创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积极
举办高端论坛和国际性会议，推动科技交流合作，推介广东创业创新环境；
主动服务，助力引进项目、团队和领军人才落户广东；精心打造“智汇广
东”品牌，推进人才项目交流合作；成立广东省华侨华人创新创业促进会，
凝聚侨智侨力等。

今后，广东省侨办将切实加强联系、服务侨商的工作机制建设，同时要
加强华侨权益保护立法，大力宣传贯彻《广东省华侨权益保护条例》等涉侨
法律法规，积极营造依法护侨、亲侨爱侨的良好社会氛围。也要加强对海外
侨商的宣传和教育，引导侨商加强法治观念，自觉守法经营、依法维权。

汕头华侨试验区显现聚合效应

浙江温州成立海外青年委员会

广东侨办着力维护侨商合法权益

“祖国老师”助力华校发展
林 浩

海内外华人纪念妈祖诞辰

以“馨香传承 情满海丝”为主题的妈祖诞辰
1056 周年纪念大会近日在福建省湄洲岛妈祖祖
庙天后广场举行。海内外妈祖宫庙代表、妈祖信
众及各界人士1万多人参加纪念大会。

湄洲是妈祖诞生地。农历三月廿三妈祖诞
辰纪念日。今年系列纪念活动主要内容包括纪
念大会、丙申年春祭妈祖大典、天下妈祖回娘家、
砗磲妈祖开光仪式、“大爱妈祖”获奖诗歌朗诵
会、“妈祖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等。
这是妈祖文化写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的新
背景下，举办的一次弘扬妈祖文化、共谱海丝新
篇的文化交流盛会。 中新社发 晧 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