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意大利老人卡罗·因波扎诺的办

公室，极简的意大利线条和浓郁的中国

古风严丝合缝地交织着，展现出了庄严

又现代的氛围。

超出记者的想象，这位貌似意大利

时装大师范思哲的老人，来到北京这幢

这寸土寸金的写字楼里，却并非要进行

“资本主义扩张”，而是把从意大利带来

的热钱投入到中国的公益事业中。这不

免让人惊诧，难道这位老人和中国有着

千丝万缕的渊源？

记者：卡罗先生，是什么样的缘由促

使您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从事公益事业？

卡罗·因波扎诺：这 次 机 缘 纯 属 偶

然，1998 年，我正在蒙塞拉特基金会从事

美洲的项目，在一次活动上碰到中国驻

米兰总领事，他诚挚邀请我去中国开展

项目。当然，我在很小的时候曾读过《马

可波罗游记》，里面描述的中国神秘、辉

煌，对我极有诱惑力，这也是促使我前往

中国的重要原因。

记者：您还能回忆起在中国做的第

一个项目么？那时，中国人对您所从事

的公益事业接受度如何？

卡罗·因波扎诺：我的第一个项目是

从 2003 年开始的，与河北省商务厅的合

作，这项合作是对该省商务厅的领导人

和中小企业的管理者，运用高级信息通

信技术（MICES-国际性多点通信和教育

系统），进行人力资源和管理主题培训。

说老实话，那时，中国关于人力资源的观

念还很薄弱，对雇员素质的关注度也比

较低。不过，中国的官员和管理者表现

出的宽阔胸襟和开放心态令人钦佩，他

们对新鲜事物表现出很大的兴趣，自身

也有很强的寻求发展的动力，非常愿意

配合我们积极探索企业发展中的问题，

并主动寻求解决办法。

记者：几次甚至是几十次的培训真

的 可 以 帮 助 中 国 的 企 业 解 决 人 力 资 源

和 管 理 方 面 遇 到 的 种 种 难 题 么 ？ 如 何

能帮助企业将培训的内容落到实处？

卡罗·因波扎诺：我们和中国企业进

行的合作是紧密型合作。我们专门针对

企业遇到的问题制定方案，和企业一起

关注实施之后的效果，并根据效果随时

修订方案，我们的一个合作项目往往长

达 2-3 年，就是为了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发

展中遇到的问题。

记者：将意大利企业发展的先进模

式引入中国时，您遇到了“本土化”带来

的 困 境 么 ？ 中 意 两 国 在 文 化 及 思 维 方

式 上 的 差 异 会 给 你 们 的 项 目 实 施 带 来

困难么？

卡罗·因波扎诺：我在来中国之前，

其实并不了解现代中国，当我真正站到

中国的土壤上，呼吸着中国的空气，天天

和现代中国人打交道之后，我才发现，其

实中国和意大利这两个民族有很多共同

点，大家在家庭观念、道德观念甚至在人

性深处，都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人和

意大利人一样重视感情，重视交流，也都

很愿意通过工作渠道发展友情，这样也

能进一步增进彼此间的了解。

两个国家正因为有差异，才产生了

吸引力，并促成了两者间的合作。只是

在合作的时候，不能只站在自己的立场

和视角考虑问题，需要聆听他人不同的

声音。有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给我

很多启发，我在办公室最喜欢说的话就

是：这个问题就按中国人的方式解决吧！

记者：你们目前的工作重点已经从企

业人力资源及环境改造转向解决中国老

年人养老方面的难题，你们的组织有什么

先进的养老模式介绍到中国？

卡罗·因波扎诺：这个项目是我们和

中国老年学学会合作的，主要是把意大

利伦巴第大区的老年人养老事业模式介

绍到中国。

人口老龄化现象对全世界政府来说

都 是 个 难 题 。 中 国 就 如 同 当 年 的 意 大

利，城市化进程冲击了原先传统的家庭

结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离开家庭，

而大部分老年人则留在家中，守候家园，

也因此缺乏照料。很多生活仍然可以自

理的老年人被送进了政府的养老院，也

加重了社会负担。

意大利的养老事业不是国家统一管

理、执行的，而是下放到每个大区，伦巴

第的养老模式曾被评为世界上最先进的

养老模式。它提倡“居家养老”的观念。

除非真正生活不能自理，政府鼓励老年

人和子女一起生活在家庭中，而不是早

早地将老年人推给社会。政府对家庭实

行经济补贴，也会由社区型养老机构对

老人提供子女不在家时的日间照料，这

个模式在意大利很受欢迎。意大利人和

中国人一样，家庭观念重，有尊老爱幼的

传统，三世、四世同堂的家庭也不少。政

府还定期给老人的子女，以及日间照料

老人的护理员做培训，告诉他们如何关

心老人，老人的心理上有什么需求，如何

处理紧急情况，对患轻度老年痴呆症的

人如何照料……

这种“居家养老”的模式，不仅可以

让老人在家庭中享受到亲情和温暖，解

除 独 处 的 孤 独 感，还 能 减 少 政 府 开 支，

让 政 府 把 有 限 的 资 金 用 来 为 不 能 自 理

的老人建立专门的养老院（这部分需求

低 于 老 人 总 数 的 10%），同 时 还 能 调 动

社 区 和 NGO 组 织 的 社 会 力 量，共 同 解

决养老问题。

记者：这 一 模 式 如 何 移 植 到 中 国

呢？移植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类似“中

国国情”式的困难？

卡罗·因波扎诺：我 们 目 前 正 在 联

合 中 国 老 年 学 学 会 下 属 的 养 老 与 护 理

专业委员会，先对北京条件较好的大型

养老院的护理人员进行培训，再对下一

级社区型护理机构进行培训。当然，任

何 国 外 的 体 系 都 不 可 能 完 全 移 植 到 中

国来。我们总是针对具体问题，和中方

机构重新共同制定培训计划。

比如中国的护工有初、中、高等级之

分，而中国的等级和意大利的同等级并

不一定可以匹配；还有就是翻译问题，意

汉词典中没有护理行业的专业词典，这

也为我们把意大利经验介绍到中国带来

难度；同时，不同国家老年人的病症发病

率不同，我们还需要专门针对中国老年

人的常见疾病，重新编写这方面的培训

计 划 。 这 也 给 我 们 带 来 了 很 大 的 工 作

量。即使作为研究课题，学者们也需要

专门研究 3-5 年时间，而我们只能通过不

断培训，并收集反馈，再不断更新我们的

课程，来让我们的课程更符合中国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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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袁 远

西班牙华人“抄底”房产需谨慎

王建硕：百姓网从未发过骚
扰欺骗邮件

自 2008 年金融风暴至今，西班牙已经在金

融危机中苦苦挣扎了两年。近日，从西班牙有

关方面了解到，作为支柱产业的房地产业崩溃

之后，在西班牙引起通货膨胀、失业率的节节

攀升，同时还引发了大批住房和烂尾楼闲置等

连锁反应。 同时，失业率的上升也再次加重了

社会的负担，社会流动资金的减少进一步限制

了商业的发展，形成恶性循环，西班牙房价貌

似已经跌至谷底。

据一位将多年积蓄投资房产的西班牙华人

打工者介绍说，2009 年底，西班牙银行房贷发放

很松，对工资单之类证明的要求没有以前严格，

周围的人都说这是“抄底”西班牙楼市的好时

机，加上她自己也认为西班牙房价已降到极限，

现在买入定能大赚一笔，于是便和身边的华人

朋友一起跟风而上，把所有的积蓄付了首付。

然而，谁知，残酷的现实沉重打击了她“丰

满”的理想，西班牙经济非但不见好转迹象，反

倒在恶性循环中日益低迷，失业率高涨，工资

大幅降低。

面对每家银行都有至少千套以上房子要出

手的现状，西班牙政府开始大力宣传在该国购

房便可获得西班牙居住权，还能享受该国的免

费医疗，因此，很多华人便顺势“慷慨解囊”，大

笔投资。但是，当众多华人辞掉手头工作，专

门行走于西班牙各个大中小城市“考察市场”

的时候，西班牙的各大银行和中介也暗暗瞄上

了这些华人投资者。

据了解，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西班牙银

行面临着 大 量 坏 账，华 人 投 资 客 则 成 了 他 们

的“救命稻草”。西班牙银行之所以对华人买

房者实行全额贷款，一方面是由于华人买房

客大多拥有大量现金，另一方面，则是各种形

式的全额贷款里隐藏着巨大的利润。另外，

由于不少华人缺乏西班牙法律和税务等方面

的 知 识 ，一 不 留 意就容易被不法中介钻了空

子，有的看似实惠的贷款政策往往暗含着购买

保险等苛刻的附加要求。

相 关 专 家 认 为，西 班 牙 华 人 之 所 以 会 被

“盯上”，这与他们喜欢储蓄、勤俭持家的消费

观念有很大关系。此外，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对于身处异乡的华人来说意义非凡。“抄底”美

国、“抄底”日本、“抄底”西班牙，无不表现着华

人的“恋房情结”。

在 西 班 牙 房 价 一 跌 再 跌 的 时 候 选 择“ 抄

底”，从理论上说是聪明的做法，但也绝不能盲

目。据统计，在金融危机期间“抄底”成功，赚

到钱的华人虽然不少，但更多的则是背上了巨

额贷款，或者是在草率地买下店面之后，由于

不能适应周边环境，生意一落千丈。相关业内

人士指出，华人在买房前应对卖方的地产公司

有所了解，因为很多西班牙公司已经破产或者

处于半破产状态，一旦买主付了定金和购房

款，将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任何投资都是一场赌博，机会和风险从不

单行。摆脱“恋房情结”，冷静客观地考量自己

是否赌得起，或者选择在经济稍好的时候做点

稳妥的生意或许才是明智之举。

■ 静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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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创业家”系列人物之三

借鉴意大利模式破解中国养老难题

近日，百姓网 CEO 王建硕就“假冒推送

邮件”事件作出了回应，他否认百姓网推送

邮件，并称将进行更严格的技术保护，防止

竞争对手的抄袭。

据了解，王建硕在微博中表示，百姓网

从来没有发过骚扰、欺骗邮件。同时，他还

称，将对百姓网用户联系方式进行更严格的

技术保护，对于用户在百姓网一发帖立刻被

竞争对手恶意抄袭，骚扰其用户的现象，应

该会有所缓解。

然而，58 同城 CEO 对此予以回应，称王

建硕是在装糊涂。

日前，赶集网 CEO 杨浩涌也加入到声讨

百姓网的阵营。

据悉，杨浩涌在其新浪微博公布了一封

邮件截图，截图显示，一位自称“百姓网工作

人员小婷”的用户写道：“您在网上发布的物

品信息，我已经看过了，在我们百姓网上有

很多客户对您的物品感兴趣，您可以抽点时

间到百姓网上发布一下你的信息。相信很

快就有人联系你，洽谈交易事宜。”

据称，这位自称“小婷”的用户极有可能

是百姓网的推广人员。杨浩涌说：“这个所

谓的推广员大军已经接近 10 万了，就算平均

每个推广员发 20 个信息，我们每天的帖子总

共才几十万，可以算算每个用户平均会被骚

扰多少次了，这是个全行业的危机！”

杨浩涌：百姓网骚扰用户是
全行业的危机

就在国内团购洗牌大战正如火如荼、硝

烟一片，僵持胶着、胜负难辨之时，近日，满

座网 CEO 冯晓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团

购的关键是服务。

冯晓海认为，虽然团购领域进入门槛较

低，但是运行的门槛却很高。团购网站存在

的最大意义在于能否为商家和用户提供最好

的服务，而究竟谁是第一本身没有任何意义。

同时，他还认识到，只有提升团购品质、

打造诚信服务才是当务之急。

（本报综合报道）

冯晓海：服务才是团购的关键

卡罗卡罗··因波扎诺因波扎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