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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与均衡：欧债危机后意大利
普拉托华人华侨社会的分化与重组

□　严晓鹏　郭保林　陈超颖

　　内容提要　普拉托（Ｐｒａｔｏ）位于意大利中部，是温州籍华人华侨在欧洲的聚集地之一。欧

债危机爆发后，普拉托当地社会与华人华侨冲突不断，华人华侨社会出现分化与重组。本文通

过对欧债危机后意大利普拉托华人华侨社会的跟踪调查，分析普拉托的华人华侨社会与意大

利当地社会在冲突与均衡的博弈中分化与重组的轨迹，并对普拉托华人华侨如何真正融入当

地社会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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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大学华文教育研究所。（浙江温州　３２５０３５）

　　温州 是 著 名 的 侨 乡，拥 有 近４２．５万 华 人 华

侨，他们大都分布在欧洲，以“拟村落化”的形式在

欧洲形成了一个个新“中国城”。① 在这些新“中国

城”中意大利的普拉托可谓是个典范。普拉托 是

一座总人口不到２０万的小城，但在高 峰 时 期，包

含非法移民在内的华人数量曾高达４万，其中近

八成来自温州，几乎占了普拉托总人口的五分 之

一。庞大的移民群体在与当地人的接 触 中，不 断

在冲突和均衡中寻求平衡点。他们一度为当地社

会的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受到当地政府的 肯

定和接纳，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近年来华人群

体和当地社会的矛盾冲突不断，尤其在欧债危 机

后，当地华人的生存境地更加艰难，不得不寻求新

的出路。
笔者所在团队自２００８年 起 每 年 派 出 学 者 到

普拉托进行调研，通过参与观察、个案访谈和追踪

研究获得了众多第一手资料。本文在前人研究的

基础上，通过对普拉托华人华侨社会的追踪研究，
力图探讨意大利普拉托华人华侨社会的演化及其

趋势，分析普拉托的华人华侨社会与意大利 当 地

社会在冲突与均衡的博弈中分化与重组的 轨 迹，
并对普拉托华人华侨如何真正融入当地社会提出

建议。

一、普拉托华侨华人社会与

当地社会的冲突与均衡

　　普拉托位于意大利中北部的亚平宁山脉西北

麓，临比森齐奥河，东南距文艺复兴发源地佛罗伦

萨１６公里。普拉托曾是欧洲历史上 著 名 的 纺 织

业重镇，早在１４、１５世纪，普拉托的羊毛纺织加工

业就闻名于欧洲。工业革命期间，凭 借 领 先 的 纺

织生产设备和纺织品加工工艺，普拉托的纺 织 产

品在国际市场上处于优势地位。进入２０世纪，普
拉托保持了在纺织品生产方面的传统领先 优 势，
其生产加工的针织品在国际市场上首屈一指。普

拉托的华人华侨大多是上世纪８０年代后进 入 普

拉托的，二十多年来华人华侨和华人企业数 量 不

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逐渐在当地形成了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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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华人华侨社会。总体来说，普拉托 的 华 人 华

侨社会发展比较平稳，但欧债危机影响巨大，使当

地华人华侨社会的变迁出现了一些新状况。
（一）欧债危机前：潜藏冲突，维持均衡

上世纪８０年代末，受 经 济 全 球 化 影 响，普 拉

托的纺织业由于劳动力成本高而受到较大冲 击，
许多实力相对较弱的小工厂纷纷倒闭，普拉托 纺

织业面 临 危 机。而 吃 苦 耐 劳 的 华 人 移 民 却 从 这

“危机”中 找 到 了 生 存 发 展 空 间，相 关 资 料 显 示，

１９８９年，普 拉 托 仅 有３８名 中 国 人，而 截 至２００６
年底，已有超过１万华人持合法居留证生活在普

拉托市。根据市 政府公布的最新统计 数 据，截 至

２０１１年６月３０日，普 拉 托 市 登 记 居 民 人 数 为

１８．９万 人，外 籍 居 民 登 记 人 数 约 为３万 人，外 籍

人口比年 初 增 加４．０３％。华 人 是 当 地 第 一 大 外

籍族群，有合法居留权的有１１６８０人，且有逐年增

长的趋势，在普拉托市出生的父母为中国人的 儿

童有１３００多人，占儿童总数的１８％。②

初到普拉托的中国移民大 多 从 员 工 干 起，他

们吃苦耐劳又省吃俭用，几年下来许多华人都 攒

到了初次创业的启动资金。他们或开 中 餐 馆，或

办工厂，过 起 了 亦 老 板、亦 员 工 的 生 活。２０００年

前后，普拉托自立门户办工厂的华人越来越多，凭
借价格上的优势，他们很快击败了当地一些意 大

利服装企业赢得市场。后来，普拉托华 人 又 开 始

进军面 料 市 场，这 对 普 拉 托 当 地 传 统 的 优 势 产

业———面料生 产 加 工 构 成 直 接 冲 击。有 统 计 显

示，自２００１年以来，意大利人在 普 拉 托 注 册 的 纺

织企业已 减 少 一 半，而 同 期 华 人 企 业 迅 速 增 加。

２００６年，在 意 大 利 普 拉 托 外 国 移 民 企 业 排 行 榜

上，华人移民企业以２６５８家名列榜首，比２００４年

的２０１３ 家 增 长 了 ３２％，占 地 区 企 业 总 数 的

９．８％。③ 随着华人数量的增多和华人企业的迅速

发展，华人华侨社会给当地造成的影响越来越 不

容小视，引发了当地社会的广泛关注。由 于 普 拉

托早期的华人移民大多是非精英移民，受语言 能

力所限，生活圈子相当封闭，加上缺乏沟通意识和

文化生活习惯的差异，华人华侨社会开始惹来 当

地居民的微词，当地一名民众对普拉托华人华 侨

的观点一 定 程 度 上 代 表 了 一 部 分 当 地 民 众 的 看

法：“短短几年时间，普拉托涌入了大量中国移民，
他们大声说话、随地吐痰、偷税漏税等，违 反 上 帝

旨意，白天工作，夜里也工作。”
尽管如此，但这段时间普 拉 托 的 经 济 总 体 而

言是向上发展的，普拉托媒体也较多地宣传 华 人

为保住普拉托纺织业的金字招牌所做出的 贡 献，
同时执政 的 左 派 政 府 在 外 来 移 民 问 题 上 采 取 友

善、宽容的政策，因此，虽然存在着隐藏的冲突，但
这一阶段普拉托的华人华侨与当地社会基本保持

着和平均衡的局面。
（二）欧债危机后：爆发冲突，打破均衡

２００８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意大利受到了

较大影响，２００９年的欧债危机更使经济形势进一

步恶化，普拉托企业受到了较大冲击。一方面，当
地人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华人华侨得益

于储蓄习惯和相对封闭的生活圈，较少受到 经 济

危机的冲击。看到华人逆市购豪车、买工厂，一种

“相对失落感”在当地人心中滋生。经济危机的萎

败氛围迟 迟 难 以 消 散，失 落 情 绪 迫 切 需 要 宣 泄。
普拉托人似乎忘记了华人华侨所做的贡献，开 始

搬出“华人抢了本地人的饭碗，影响了本地人的收

入与就业”等陈词滥调。媒体报道几乎全是 指 向

华人华侨社会的负面新闻，指责华人企业偷 税 漏

税、雇佣黑工、不注重厂区安全、生产 伪 劣 产 品 的

声音也逐渐多了起来。在这种舆论 影 响 下，承 诺

执政后将着力打击华人社会灰色经济的右派阵营

开始执政普拉托。

２００９年，普拉 托 政 府 制 定 了 一 系 列 的 措 施，
颁布多项政令和法令，打着“打击非法移民、铲 除

灰色经济”的旗号限制华人企业 发 展。２００９年６
月，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在视察普拉托时说，
普拉托移民人数已经超出了承受范围，意大 利 政

府决定首先在普拉托市增兵，加大对华人的 检 查

力度，把这 座 城 市 还 给 普 拉 托 人。２０１０年１月，
普拉托政府调 集 上 百 名 国 家 警 察、４０多 名 宪 兵，
出动警用直升机，配合税警、市政警察及相关监察

部门，特别针对华人企业 进 行 地 毯 式 检 查。２０１０
年６月，普拉托当局又进行了“扫黑大中华行动”。
仅６月２８日一天，就有２０多家大型华人企业被

查封，被 查 封 的 资 产 超 过２０００多 万 欧 元。２０１０
年９月，普拉托市长签署针对华人社区的一项歧

视性政 令，政 令 规 定 在 华 人 集 中 的 Ｖｉａ　Ｐｉｓｔｏｉｅｓｅ
和Ｆ·Ｆｌｉｚｉ两条商业街，包括餐饮业在内，营业时

间不得超过晚间１２时。受此政令限制，普拉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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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 区 餐 饮 业 的 生 意 一 路 下 滑。２０１１年６月 下

旬，意警方又对普拉托及佛罗伦萨等地的７０多家

华商进行突查，没收了价值２５００万 欧 元 的 财 物。
此外，还有３００多家华商的经营权被冻结。

普拉托政府对华人华侨社 会、华 人 华 侨 企 业

无休止地进行整体“打黑”，使华人华侨企业进入

了寒冬。一些过去蓬勃发展的公司“生意惨淡，销
售额下降了三、四成”；一些实力相对较弱的华 人

华侨 公 司 则 纷 纷 倒 闭。据 统 计，仅２０１０年 上 半

年，普拉托倒闭的华人华侨 企 业 就 达１５４家。欧

债危机带来的经济压力使得一直隐藏在和平表象

下的华人华侨社会与当地社会的冲突彻底爆 发，
华人华侨在当地的境遇一落千丈，迫使当地华 人

华侨思索自己该何去何从。

二、普拉托华人华侨社会的分化

欧债危机与普拉托政府的打压政策对普拉托

的华人华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 面，当 地 惨

淡的经济大环境和右倾政策下经常性的搜查“扫

黑”行动让生意变得“不好做”；另一方面，中国经

济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冲击着华 人

华侨的意识。出于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和自身处境

的考量，普拉托的华人华侨社会出现了分化。
（一）“逃离普拉托”的思潮萌发

欧债危机之后，意大利政府 迟 迟 拿 不 出 恢 复

经济的有效措施，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看不到任何

好转的迹象，许多华人华侨特别是从事商贸活 动

的华人华侨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悲观情绪 笼

罩着普拉托的华人华侨社会。与意大利经济的颓

势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并 保

持强劲的增长势头。意中两国经济上的反差及普

拉托右倾政策的推力，使部分仅在海外有产业 的

华人华侨对在当地落叶生根产生了顾虑，回国 发

展的想法时有产生。不过，由于多年在海外生活，
对国内社会有一种陌生感，使得他们对于回国 仍

有顾虑。“这里的形势对华人华侨不利，三天一小

查，五天一 大 查，使 华 人 华 侨 的 发 展 空 间 越 来 越

小，同时也让我们感觉自己没有作为一个商人 的

尊严。国内近年来发展得很好，但我到 普 拉 托 己

经２０多年，我的青春在这里，生计在这里，朋友圈

子也在这里。回国没有熟人，要办什么 事 可 能 都

比较困难，所以还是在这看看吧，实在不行就回国

内发展。”这样的观点在一部分出国多年原想在普

拉托生根但迫于情势又萌发出回国念头的华人华

侨中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两栖商人率先开启将产业向国内转移的

步伐

普拉托大多华人华侨，特 别 是 从 事 商 贸 活 动

的华人华侨，其事业都与国内存在或多或少 的 联

系，有的直 接 在 国 内 订 货，有 的 在 国 内 购 买 原 材

料，还有的在国内投资产业。两地资 源 禀 赋 的 差

异成为华人华侨的生财之道。作为 跨 国 移 民，华

侨华人大都在两个或更多的国家拥有直系 亲 属、
社会网络和事业；持续的与经常性的跨界交 往 成

为他们谋生的重要手段。他们定期或不定期地频

繁往返于中国与意大利之间，敏锐地探寻两 地 之

间的商机。欧债危机后，在经济杠杆的作用下，这
部分华人华侨调整了发展战略，开始加快产 业 向

国内转移的步伐，以获取更大的发 展 空 间。然 而

由于普拉托对于产业转移有着较为严格的 控 制，
华人向祖籍国汇款往往被渲染为“洗黑钱”，使一

些由市场决定的产业转移受到了人为的阻碍。同

时，消费观念超前的欧洲人因欧债危机普遍缺钱，
华人华侨们在欧洲的产业要想出手也不太 容 易。
“哪里有商机，哪里就有温州人。作 为 一 个 商 人，
市场是吸引我们的最强动力，目前国内有市场，经
济发展好，我们肯定会加快产业向国内转移 的 步

伐，如果欧债危机过去了，普拉托经 济 好 转，我 们

也会把产业 转 回（普 拉 托）来”，在 普 拉 托 拥 有 住

房、企业并且在国内进行投资的一名华侨在 与 笔

者交流时坦承，“目前国内市场（比意大利）更有吸

引力。”
普拉托的华人大多为商 人 身 份，商 人 趋 利 避

害的本性使得他们在意大利面临生存困境时主动

寻求更好的发展环境。Ｓａｌｔ和Ｓｔｅｉｎ认为，经济对

移民的迁徙具有较大程度的影响。市场力量主要

体现在移民自身选择的经济理性中，移民是 一 桩

“生意”④ 或曰是一桩“家庭的生意”，是移民个人、
家庭或家族对人力投资成本和收益进行权衡的结

果。⑤ 在欧债危机和意大利的右倾政策的影响下，
华人华侨社会出现分化在所难免，转移产业，谋求

回国发展是一种出路，但持观望态度，期望意大利

局势好转的华侨也大有人在，尤其是一些移 民 已

久、社会关系和亲属都在海外的老华侨和希 望 安

３０１



严晓鹏　郭保林　陈超颖：冲突与均衡：欧债危机后意大利普拉托华人华侨社会的分化与重组

稳生活、减少动荡迁徙的妇女，在欧债危机后选择

了依然留守普拉托。

三、普拉托华人华侨社会的重组

如果说欧债危机带来的经济压力是普拉托华

人华侨社会与当地社会矛盾冲突爆发的导火 索，
那么华人移民与意大利民众在文化、生活习惯 和

生意理念上的差异以及由此引发的意大利人的危

机感则早早为冲突的爆发埋下了伏笔，加上长 期

缺乏有效的沟通和交流，问题得不到疏解，导致双

方矛盾越积越深。因此，普拉托华人华 侨 社 会 只

有在和当地社会实现良性互动的前提下才能得到

重组。
（一）意大利社会要理性对待华人华侨社会

对于意大利社会来说，长久 以 来 欧 洲 文 明 发

源地和文化中心的地位使其具有一种天生的文化

优越感，而普拉托作为欧洲的纺织品中心的产 业

优势又能为当地人带来可靠的经济保障。然而随

着大批中国移民的“闯入”，带去了迥异于当地传

统的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导致了文化上的碰撞 与

经济上的竞争。华人华侨自成一统，在 意 大 利 的

地盘建起了一个又一个新中国城。一开始这可能

是一种别样的风景，但随着华人数量的增多，意大

利人开始感到领地被入侵和自身民族性丧失的危

机。更不用说，眼见着这些华人移民进 军 他 们 的

传统产业，用短短几年时间在他们身边发了大财，
过上了比当地人更好的生活，这让很多意大利 人

觉得无法接受，被掠夺感油然而生。在 这 种 心 态

下，意大利当局打压华企，“夺回地盘”的举动也就

不足为奇了。但是，随着国际合作的深入，国际范

围内的资源共享将是不可逆转的潮流。普拉托政

府与民众也深知，普拉托离开了华人劳动力成 本

优势以及与中国经济要素的顺畅对接，其国际 竞

争力将大 大 下 降，如 果 不 支 持 华 人 企 业，继 续 打

压，普拉托经济会继续走下坡路。普拉 托 不 是 不

需要华人的力量和华企对经济的拉动，他们需 要

的是相对规范的、能和意大利的大环境相容的 华

人社会。
（二）普拉托的华人华侨要主动融入当地社会

对于华人华侨来说，不可否认，华人华侨在当

地的某些做法因为打破了当地的传统习惯，容 易

授人以柄，意大利政府打击华企总是打着“打击非

法移民、铲除灰色经济”的旗号，指责华企雇 佣 黑

工、不注重厂区安全、生产伪劣产品，超 时 营 业 扰

民。留守普拉托的华人华侨要想寻求可持续的发

展空间，必须对自身行为进行调整，只有真正融入

当地社会，被主流社会接纳，华人华侨才能有长久

的立足之地。
普拉托的华人华侨社会 需 要 重 组，已 经 成 为

当地华人的自觉意识。在遭受了大范围和长时间

的打压后，选择留守的华人华侨开始对自己 的 经

营行为进行反思。普拉托的众多华 商 也 明 白，目

前华商已经进入了一个规范市场的转型期，华 人

经济应遵守当地社会秩序与法律，承担更多 的 社

会责任。固步自封只会加深矛盾，要 解 决 冲 突 必

须加强沟通和对话。华侨社团开始呼吁和当地政

府展开沟通对话，以维护自身权利。普 拉 托 华 人

华侨联谊会第一副会长郑贤杰先生曾写信给普拉

托省督，要求与省督直接对话，希望省督听取华企

代表关于税警对华企歧视性检查的申述，通 过 对

话解决存在的社会隐患。⑥ 此外，意大利人习惯在

法律层面解决问题，而华人华侨大多缺乏法 律 意

识，对当地法律一知半解。为改变这种局面，华人

华侨社 团 组 织 华 商 学 习 中 文 版 意 大 利《法 律 指

南———在意大利工作和生活》，让华人华侨学习了

解意大利法律，依法保障自身的权益。⑦

华人华侨积极的沟通态度也得到了普拉托政

府的响应。普拉托省省长杰斯特里表示：“缺乏对

话是当前双方面临的一大困难，希望华社和 意 大

利方面能够加强交流。现在我们处在一个关键阶

段，华社完全有可能与当地社会进行很好的融合，
然而如果处理不善，也有可能出现矛盾对立 加 剧

的局面。”２０１２年６月，一 场 名 为“我 生 活 在 此 的

原因”的有关华人移民融合的对话在普拉托举行，
主办方希望普拉托当地人与华人华侨之间能弥合

分歧、消除偏见。尽管目前这种对话 对 华 人 华 侨

社会的影响不是很大，但如果这种对话能够 持 继

下去，它就可能真正帮助华人华侨融入当地社会。

四、结语

普拉托华人华侨社会的分化与重组是华人华

侨在与当地社会长期的冲突与融合中不断调和的

结果。尽管华人华侨为普拉托当地经济的发展作

出了很大贡献，但由于在经济上 （下转第１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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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体道德层面上成为判断个体道德修为的价值

尺度，更不该是费尽心思设立各种框格条律，通过

法律规范简单地将各种差异因素进行同化、驯化、
征服和排除，而是需要从社会制度入手，营造出自

由、平等、多元和宽容的社会现实，使每 个 个 体 都

能在友爱、正义、和谐的社会氛围中平等享有社会

发展的各种成果，使每个个体自由全面的发展 成

为可能。同时，还应致力于全球协同机制的构建，
面对全球责任和人类共同利益，建立协同共担 机

制，倡导“每一种差异都是另一种差异生存和成长

的条件”，如此不仅“可以击退各种进攻”塑造出社

会的协同性，还可以形成同感、移情、想象、功利等

多方面的彼此认同，树立全球共同的 命 运 感。只

有这样，才能使宽容既成为承担全球共同责任 的

价值纽带，也成为激发全球文明发展更多可能 性

的重要机制。
注释：
①《辞海》下 册，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１９７９年 版，第３５１０

页。

②房龙：《宽容》，张蕾芳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

１１７页。

③衣俊卿：《文化 哲 学》，云 南 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０１年 版，

第１９４页。

④吉 登 斯：《社 会 学》，赵 晓 东 译，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０３年，第６４８页。

⑤哈耶克：《个 人 主 义 与 经 济 秩 序》，邓 正 来 译，三 联

书店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９页。

⑥尾关周 二：《共 生 的 理 想———现 代 交 往 与 共 生、共

同的思想》，卞崇 道 译，中 央 编 译 出 版 社１９９６年 版，第２９
页。

⑦图海 纳：《我 们 能 否 生 存———彼 此 平 等 又 相 互 差

异》，狄玉明等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１３页。

⑧于尔根·哈 贝 马 斯：《信 仰 与 知 识》，《法 兰 克 福 日

报》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５日。

⑨马丁·阿 尔 布 劳：《全 球 时 代》，高 湘 泽 译，商 务 印

书馆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３１页。

责任编辑　俞伯灵

（上接第１０４页）的竞争和文化上的差异，还是招

致了当地人的微词，加上语言不通，华人华侨社会

和当地社 会 的 长 期 隔 离 使 得 冲 突 的 种 子 一 直 存

在。随着华人华侨数量的增多和华人华侨企业规

模的扩大，冲突愈演愈烈，矛盾终于在欧债危机后

较为显形地爆发出来。华人华侨社会与普拉托当

地社会的冲突是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

结果，要实现均衡发展，既需要双方遵循规则相对

平等、可以有序竞争的经济秩序，也需要文化上的

互相包容和接纳，而实现这两个条件的前提是 加

强双方的沟通和理解。意识到这一点，华 人 华 侨

已开始主动调整自身行为习惯，学会“入乡随俗”，
遵守当地的法律和规则，同时积极寻求和当地 主

流社会的沟通与对话，这其间包括与政府的沟通、
与媒体的沟通、与民间组织的沟通和与民众的 沟

通，而意大利政府和当地社会也对华人华侨社 会

的这种努力给予了积极响应，只有在双方长期 共

同的努力下，华人华侨社会与普拉托当地社会 才

能实现均衡双赢的发展。

注释：
①王春光：《华侨 华 人 社 团 的“拟 村 落 化”现 象———荷

兰华侨华人 社 团 案 例 调 查 和 研 究》〔Ｊ〕．华 侨 华 人 历 史 研

究．２０１０（５）

②宋建、王昀加：《普 拉 托 华 社 之２０年 变 迁》〔Ｎ〕．新

华网．

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ｉｆｅｎｇ．ｃｏｍ／ｇｕｎｄｏｎｇ／ｄｅｔａｉｌ＿２０１１＿０８／

０８／８２３９６８９＿０．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１－８－８

③中新网．意 大 利 普 拉 托 华 人 移 民 企 业 壮 大 总 数 达

２６５８家．

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ｑｑ．ｃｏｍ／ａ／２００６０７０３／００１１９０．ｈｔｍ．２００６

－７－３，转引自意大利《欧华联合时报》

④Ｓａｌｔ　Ｊｏｈｎ，Ｊｅｒｅｍｙ　Ｓｔｅｉｎ，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ｒａｆｆｉｃｋｉｎｇ〔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７，

Ｖｏｌ．３５（４）．

⑤Ｈｅｒｍａｎ　Ｅｍｍａ．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ｐｈａｓｅ　ｏｆ　ｍｉ－

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６Ｖｏｌ．４４（４）．

⑥意大利普拉托华商致信省督府 呼吁终止歧视性检

查［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ｑｑ．ｃｏｍ／ａ／２００７０７０６／００１８９５．

ｈｔｍ．２００７－７－６

⑦意大 利《法 律 指 南》中 文 版 首 发 驻 意 大 使 出 席

［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ｏｈｕ．ｃｏｍ／２００９０５０８／ｎ２６３８４８６２７．

ｓｈｔｍｌ．２００９－５－８

责任编辑　徐东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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