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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就是我的家”

生于荷兰，长在奥地利，求学在美国和瑞
士。2003年，当已过而立之年的庄士杰第一次踏
上亚洲土地，来到中国香港的时候，他没有想过
这一来竟就此留下了。

“刚开始简直要哭，人多，天热，我真的受不
了。”但很快，庄士杰发现了自己的变化。这里的
一切速度很快，但人们非常友好，善于学习，充
满生气。5 年之后，当负责的中国与荷兰轨道交
通合作项目到期之后，庄士杰拒绝回国，很快又
在北京找到了另一份工作。

“我喜欢挑战，也喜欢在中国化的环境中工
作。我是会说中文的西方人，在中西企业的沟通
合作中还能发挥很多作用。”庄士杰说，源源不断
的事业机会和生活与文化体验，让他在中国一待
就是15年。

而真正开始考虑“绿卡”的事情，是这两年
的事情。所谓中国“绿卡”是外国人在中国永久
居留证的通俗说法。持卡人出入境无需再办签
证，居留期限也不受限制，在缴纳所得税、办理
金融业务、国内商旅消费、申请机动车驾驶证等
方面更享有与中国公民同等待遇。

两年前，庄士杰的母亲去世。但是因为护照
正在更新签证，庄士杰无法办理正常手续回国。
好在最后公安部门帮助庄士杰顺利归国，但每年
一次耗时约 3 周的签证更新，让庄士杰倍感“绿
卡”之重要。

花费半年时间搜集整理材料，庄士杰终于在
去年8月递交了申请。“中国就是我的家，我在这
里生活15年，申请绿卡是非常自然选择。更重要
的是，这张‘绿卡’代表中国对我的认可和信
任，它带来归属感，让我更加放松地工作和生
活。”庄士杰说。

实际上，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有幸获得这张
中国“绿卡”的人并不多。自 2004年 8月中国实
施“永久居留证”制度到2013年的10年间，获得
中国绿卡的总人数为7356人。2016年，公安部批
准 1576 名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至此，中国

“绿卡”持卡人数破万。

“绿卡”含金量更高

如果申请成功，庄士杰将获得的是更新版中
国“绿卡”。除了出入境中国可以免除签证外，持
有新版绿卡的外籍人士，可以给孩子办入学、住
宿登记、考驾照、买房子、结婚登记等。若在中
国境内工作，可以享受社保，使用公积金；在日
常生活中，更能用这张“绿卡”身份证购高铁
票、使用共享单车等。

这源自2017年6月16日起实施的新政，将原
来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更名为“外国人永久

居留身份证”，其“身份证”功能更加突显。再往
前看，从 2015年 9月起，关于“绿卡”的改革与
新规不断。其中的一大亮点，就是北京、上海、
广东、福建等地探索实施更加灵活便利的人才永
久居留制度。

例如，2016 年 1 月，公安部推出支持北京创
新发展的 20 项出入境政策措施，涉及外国人签
证、入境出境、停留居留等方面，并设立公安部
中关村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大厅，为北京创新发
展提供优良便捷的出入境软环境。2016年北京市
受理外籍人才及家属永久居留申请比2015年增长
426%；上海市这一数字也同比增长6倍。

“前期的改革侧重于服务群体的扩大、认定的
科学化等，具体体现在：以前的服务群体以体制
内的人群为主，而现在进一步将服务对象延伸到
各类企业、社会组织机构的团体；从前期的以职
位、职称等为主的认定方式，扩展到以税收、薪
资等市场化特征明显的认定方式等。”中国与全球
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和研究员苗绿撰文指出，随着
中国“绿卡”政策的不断突破，中国“绿卡”的
申请将更加简便易行，“绿卡”的含金量将不断提
升，外籍人才来华工作、交流的渠道更加便捷。

“中国的机会无法抗拒”

还是有许多朋友不理解庄士杰申请“绿卡”
以及在中国长居的心思。

谈话的最开始，庄士杰就努力向记者解释，
作为一个欧洲人，他为什么想要留在中国。“中国
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地方，也有着丰厚的历史与文
化，在这里我有极佳的工作机会和友善的中国朋
友们。看看北京，几十年前和今天有着天壤之
别，每天都在更新和变化。在中国大地上还有许
多新的市场可以开拓，我喜欢挑战和机会，也想
要用自己的专长来参与这里的建设，为这让人无
法抗拒。”庄士杰这样解释。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着最
大规模的消费市场。中国在数字经济、共享经
济、人工智能等方面大有蓬勃发展之势。遍布街
头的移动支付和共享出行恐怕在别国再难体会。
更重要的是，庄士杰说，当世界其他某些地区又
开始“筑墙”的时候，中国保持了开放。

这些年，越来越多商界高管因此留在了中
国。2016年，北京市中关村 “绿卡直通车”政策
首批获准的外籍人才中，就包括当时的联想集团
副总裁黄莹、小米公司总裁林斌、百度公司副总
裁王劲等行业标杆人物。

中国的开放和机会带来的改变显而易见。上
世纪80年代来中国大陆工作的外国专家数量每年
不足万人次，而2016年来中国大陆工作的外国专
家及其他外国人员超过90万人次。国家外国专家
局局长张建国此前披露了这一数字。

据统计，截至2016年底，中国留学回国人员
总数已达 265.11万人。出国留学完成学业后选择
回国发展的留学人员比例由2012年的72.38％增长

到 2016年的 82.23％。“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是吸
引外籍人士和留学生的最大因素。”张建国说。

“择天下英才而用之”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轮“绿卡”制度的改革
为外籍华人归国创新创业提供了突破性的便利。
如北京中关村对具有博士学历的外籍华人给与类
似“华裔卡”的绿卡，广东对广东裔的外籍华人
则给与5年多次往返的“小华裔卡”。

拓维智库海外华人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邹德浩
向本报记者介绍，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4 月，他
们对海外 80 多个华人科技组织开展了问卷调查，
发现第一代海外华人的思乡情结和二代以后华裔
的归属感成为他们心系祖籍国的动力源泉。虽然
这些人群已经长期居住海外，但中国一直是他们
心中的梦。他们的专长更是一笔宝贵的社会财富
和知识宝库。各方数据表明，在每年永久居留证
的申请者和成功申领者中，有相当部分正是归国
的华裔。

此外，王辉耀表示，“可以把华侨华人作为一
个纽带、载体，借助他们的力量引进更多国外人
才。”他此前也曾撰文指出，事实上中国对于国外
人才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中国具备“择天下英
才而用之”的条件。

“无论是上海自贸试验区还是‘一带一路’（建
设）都需要大量的人才。”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说，

“参与其中不仅是找到一份工作，做出一番事业，更
重要的是有可能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身影。”

52岁的庄士杰最近刚辞去长久以来供职的这
家国际软件公司亚太总监的职位。他要从北京搬
到济南，出任一家新设合资公司的总经理。在他
看来，这个新设项目正是“一带一路”倡议催生
的新商机，而北京如今已经非常国际化了，二线
城市济南有着更可开掘的潜力。

2017年 6月 16日，2017版外国人永久居留身
份证启用。

题图为在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中关村
外国人服务大厅，一位外籍人士展示取得的 2017
版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右） 与旧版的区别。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右图①：6 月 16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

永久居留身份证》 浙江首发仪式在杭州举行，一
名外籍人士在首发仪式上展示刚领取的 《中华人
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施健学摄 （人民视觉）
右图②：6 月 16 日，在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

管理局中关村外国人服务大厅，一位工作人员在
准备2017版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右图③：6 月 16 日，在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

管理局中关村外国人服务大厅，首批获得2017版
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的外籍人士合影。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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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申请成功，我要办一场派对来庆祝。”

“这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给我的至上认可与信任。”

记者面前这位荷兰籍外企高管庄士杰今年52岁了，刚刚通过汉语五

级水平考试的他用流利的中文讲述着申请中国“绿卡”的故事。到中国香

港和北京工作长达15年，庄士杰说，这里就是家，未来的职业生涯，他

还将在“充满机会”的中国大地上度过。

从 2015 年 9 月到 2017 年 6 月，关于“绿卡”制度的改革与新政不

断。2016 年，中国公安部发出中国“绿卡”1576 张，比上年度大涨

163%。频繁的新消息让更多像庄士杰这样的申请者与成功者引来关注的

目光。“盼望已久，等待更长。”中国“绿卡”为何如此被需要？系列新规

释放怎样的信号？紧俏的需求背后又蕴藏着怎样的国际大势？

这段时间，关于中国“绿卡”的新闻很多。北京、上海、成都、重
庆、江西……全国各地纷纷发出首批改版后的中国“绿卡”——外国人永
久居留身份证。这些成功的申领者来自全球各地，背景各不相同，却几乎
有着同样的中国情结和欣喜之情。新闻背后的共同线索，则是中国“绿
卡”正逐渐打破“世界上最难申请的绿卡”的陈旧印象，离各国的优秀人
才更近一些。

的确，中国“绿卡”曾经以“难”著称。据联合国统计，从1990年到
2015年，在中国居住的外籍人口从 37万人增至 97万人，而他们中只有不
到1万人有中国绿卡。相比之下，美国一年却能发出100万左右的绿卡。门
槛高，审批时间长，这让真正能够享受中国“绿卡”便利的外国人少之又
少。与此相对的，则是外国人在华或归国人员回国创新创业的“六难”：
优惠政策享受难、落户就学办理难、开户融资难、知识产权应用难、政策

限制放开难、文化理念融合难。
当然，随着以“千人计划”为代表的一批高层次人才计划的实施，中

国在人才引进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但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上海自贸区
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等系列背景下，各行各业对人才依旧有着极
大渴求。另一方面，不论是海外留学人员、华侨华人还是地道的外国人，
都对中国发展的巨大机遇有认同、有热情、有参与意愿。这就要求国家在
人才引进方面视野更开阔一些，力度更大一些，动作更快一些，举措更可
行一些。

所幸，一系列积极信号已经出现。从 2015 年 9 月至今，系列新规不
断，地方的各类创新型举措更是发挥地方吸引人才之所长。最近的《外国
人永久居留证件便利化改革方案》更是被视作中国近年来在这一领域的一
大突破。近来许多在中国居住已久，有着浓厚中国感情的华人和外籍高层

次人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功领卡的，且“绿卡”能够发挥的功能也
已经远胜从前。

“为官择人，唯才是与”。中国自古就有尚贤爱才的优良传统。纵观中
国历史，许多成功领导者都在用人的眼界、胸怀、魄力与气度上高人一
筹。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需要“聚天下
英才而用之”。正如李克强总
理 会 见 2016 年 度 中 国 政 府

“友谊奖”获奖外国专家时所
强调的，“中国政府将继续实
施 更 加 开 放 包 容 的 人 才 政
策，中国人才引进的大门将
越开越大！”

中国人才引进的大门越开越大
李 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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