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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高墙外》

内容概要

意大利普拉托是个人口只有十几万的小镇，自20世纪99年代始，这里的纺织业开始聚集越来越多的温
州人，目前已达25000人之多。《世界温州人研究丛书·生活在高墙外：普拉托华人研究》记述了这些
温州人来到普拉托的历史，研究了他们对意大利纺织业的贡献，分析了他们在融入当地社会对面对工
作环境和生活网络的“迷失”与“陌生”，赞扬了这些国际移民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他们在中意两
国经贸合作发展中的作用。《世界温州人研究丛书·生活在高墙外：普拉托华人研究》还研究了普拉
托温州人对家乡发展的回报。《世界温州人研究丛书·生活在高墙外：普拉托华人研究》出对认识海
外华人创业史及其在发展中外经贸关系中的作用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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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温州人在意大利，挺好的移民研究。最搞笑的一句话是，温州人在意大利开的网吧上写着：非中
国人禁止入内。
2、豆瓣竟然连这书的条目都没有，太冷门了吧（那我为什么还看过了⋯⋯
3、还是应验了那句话，在丰满的现实面前，理论还是很骨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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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1. 上世纪80年代，第一批华人来到意大利普拉托（多数属于非法移民）。2. 普拉托地区的主要产业
为高品质意大利服装，需要大量服装工匠。3. 来自浙江地区的华人移民恰好满足当地需求（有技能且
愿意吃苦），成为当地服装企业的转承包对象。4. 随着业务的扩大，华人开始自己成立企业。这里又
有几个因素：(1) 华人有专业技能(2) 华人借助家庭和社会关系能够以优惠的条件获得创业资金和劳动
力(3) 华人的跨国身份使得他们与中国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不仅意味着市场、原料供应地，也
意味着劳动力来源、更广泛的承包商选择、更灵活的融资对象等等等等5. 如此就形成了族裔经济的成
功，但这反过来对当地产业形成压力：(1) 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的成本优势（尤其需要提出的是族裔企
业往往不会&quot;严格&quot;遵守当地劳动法规）(2) 在全球经济中作为跨国关系网成员所具有的跨国
优势6. 压力的结果导致地方经济越来越专注于族裔企业所从事的活动和产品，这些往往属于劳动密集
型，从而改变该地区原本的高附加值产业。7. 上述结果当然会导致当地人与华人之间的相互敌视。同
时也会导致当地企业和族裔企业最终都走向失败。8. 要避免双输的结果，需要通过个人特别是集体行
动，构思新的、可靠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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