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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华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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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布于全球近 200 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群体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有着独特作用：通过多种途

径和形式沟通中国同世界的交流合作，助力现代化建设高质量发展；宣传、塑造和维护中国国家形象，为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助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传播中华文化，展现华

人才智，有助国际社会更客观更真实地认识中国。充分发挥华侨华人群体的重要作用，使其为中国式现代化

贡献力量，应积极谋划，凝聚侨力，构建华侨华人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现机制，包括智力支持机制、有效

的宣传机制和完善涉外法律服务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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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性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特征，中国海外移民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时期，《史记·宋微子世家》有

记载“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鲜而不臣也”［1］，商周时期的箕子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移民。秦汉时期，

中国已有丝绸之路通往西域，有船舶东航日本。其间便有人留居他乡。唐代被认为是一个华侨大量移民

海外的时期。到了宋代，由于国内人口的激增、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变动和航海业的进步，华侨

出国已经成为历史上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2］。这一时期，中国向海外移民达到高峰，成批移民开始出现，

大量的华侨华人前往高丽、南洋谋生。明代，大量福建人移民日本、南洋、越南、缅甸［3］。19世纪中后期，欧

洲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全球扩张阶段，对东南亚、美洲、非洲、澳洲等地进行殖民扩张，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

力。此后，华侨华人开始在欧洲、美洲、东南亚、澳洲、非洲等地都有分布［4］。也正是在这一个时期，海外华

工华侨的民族意识日益觉醒并开始融入和成为当地民族。海外移民及其后裔遍及世界各地，形成了海外

华侨华人群体。现阶段，我国国内有 3 000多万归侨侨眷，海外有 6 000多万侨胞。

华侨华人群体在中华文明的传播史、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上作出过重要贡献。爱国华侨领袖

陈嘉庚，一生为辛亥革命、民族教育、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不朽贡献，被毛泽东称

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5］。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并把海外侨胞看作

中国大发展的“独特机遇”和“宝贵资源”［6］。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侨务工作。习近平强调，“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伟大成就，广大华侨华人功不可没”［7］，对广大侨胞的

贡献和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也充分说明广大海外华侨华人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力量。我们

应充分认识侨胞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的独特作用，为海外华侨华人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创造条

件，构建有效的实现机制。

一、华侨华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作用

近年来，华侨华人数量增长较快，综合素质明显提高，经济科技实力极大增强，社会地位不断提升，

参政意识日益增强，社团组织不断增多，组织程度不断提升［8］。广大海外华侨华人在政治、金融、科技、

教育等领域不断做出重大贡献，融入当地社会的程度不断加深，甚至进入权力中心。华裔族群在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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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持续提高，形成了日渐强大的国际影响力［9］。广大侨胞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有着独特作用，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推动中国同世界的交流合作，助力现代化建设高质量发展

华侨华人在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金融流通等［10］方面利用自身优势，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推动

中国同世界的交流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一，设施联通的“建设者”。华侨华人通过参与世界各国

港口、码头、物流园区等设施建设，构建联通内外、便捷高效的基础设施枢纽，推动我国与外界互联互

通，为进一步发挥国内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二，贸易畅通的“铺路者”。华侨华人

通晓双边贸易规则，拥有自己的贸易渠道和商业网络，能更好地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优化我国贸易结

构，促进各国贸易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联结，可进一步加强我国与他国的经济互补。例如，泰国华商

曾直接参与了我国在泰的投资建厂项目，包括金属制品和机械加工行业、矿产及陶瓷制品行业、轻工行

业、电子商务等。2019 年，我国首次超越日本成为泰国最大投资来源地［11］。第三，金融流通的“参与

者”。在长期的市场竞争中，华侨华人积累了大量财富，不断增强以跨国投资与资本流动方式有效整合

海外资本和国内资源配置的能力。

在产业投资领域，许多华侨利用自身的资本和经验，回国投资设厂，直接促进了中国的产业升级和

经济增长［12］。海外华人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投资，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

升级，华侨华人投资为这些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13］。华侨华人遍布全球，他们的商

业网络为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提供了便利。通过他们的渠道和资源，中国的产品和服务得以进入国际市

场，增加了外汇收入。

在社会公益事业方面，许多华侨华人通过捐赠、投资等方式，为我国的教育、医疗、扶贫等事业提供了资

金支持，这些资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资金压力，推动了相关领域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从 20世

纪 70年代末至 21世纪初的约 30年间，海外华侨华人捐赠中国公益事业的资金总计 500多亿元人民币，这

些捐款的 60%，也就是约 300亿元用在了教育事业上。除了政府拨款，“侨捐”已是中国教育的第二财源［14］。

在科技进步和创新方面，一些华侨华人在海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技能，许多人选择回国发展，他

们的回归不仅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还为国内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华侨华人中的许多科技人

才，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他们，不仅引进了先进技术和设备，还改进了研发流

程，帮助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15］。他们在电子、通讯、生物科技等领域取得了显著

的成果。许多华侨与国内科研机构和企业合作，共同开展研发项目。这种合作模式不仅提高了研发效

率，还促进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华侨华人通过投资、捐赠、技术支持等方式，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科技创新做出了重要

贡献，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 宣传、塑造和维护中国国家形象，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西方

各种“中国威胁论”也不断出现，以此打击中国的经济贸易发展和国际合作，遏制打压限制中国的崛起

和发展，干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华侨华人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优势，通过媒体、社团等途径，多渠

道、多方面、多角度地展示着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16］。海外华文媒体至今已有 200 年历史，累计

出现约 5 000 种。20 世纪后半叶以来，华文媒体逐渐发展壮大。目前，在 61 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华文媒

体总数有 1 019 家，其中报纸 390 家、杂志 221 家、广播电台 8 家、电视台 77 家、网站 250 家，已成为国际

舆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8］。华文媒体在海外的影响力日益扩大，通过这些媒体，可以宣传、塑造和维

护中国国家形象。

华侨华人凭借其独特的身份与地位成为宣传中国形象、深化外界对中国认知的重要力量。在东南亚

等一些国家，华侨商人、社区领袖与当地政府官员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成为中国与这些国家民间外交的桥

梁。他们通过商业上的往来和社区活动，有效地推动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经济上的深入合作。面对国际话

语权“西强我弱”的格局，东南亚华侨华人主动结合当地实际设置议题，为当地民众提供讨论热点话题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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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在中美关系、南海问题、气候问题等议题上，引导公众讨论，并介绍中国的倡议主张和价值取向［17］，向世

界传递中国声音和立场，抨击一些国家的政客和媒体抹黑中国的言论，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尊严。可以说，

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华侨华人已成为消除“中国威胁论”等误解与偏见的关键角色［18］。

面对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经济、军事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误解和担忧，以及对“一带一路”倡议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疑虑，华侨华人借助其特殊的文化背景和广泛的社交网络，通过媒体、社团

等多种渠道，传达中国立场，努力向国际社会展示一个真实、立体、欣欣向荣、自信开放的中国形象，从

而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各地区人民之间的政治互信与友好合作［19］，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良好的

外部环境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 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助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华侨华人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具有独特优势和作用。作为跨越国界的中华儿女，华侨华人

既承载了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又融入了世界各地的多元文化。他们不仅是中国文化向世界的传播

者，也是世界文化进入中国的桥梁。通过华侨华人的努力，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得以相互交融、相互借

鉴，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方面，华侨华人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和传播方式，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虽然华

侨华人对东道国的文化有着一定程度上的认同和融入，但他们作为中国文化的血脉传承者，会不自觉

地承担起传播中国文化的责任和使命。华人在海外庆祝中国传统节日，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通

过舞龙舞狮、放鞭炮、赛龙舟等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活动，吸引了无数外国友人的关注和参与。这些活

动不仅让外国人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也增强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和好奇心。华侨华人还

将中国的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带到世界各地，通过举办展览、演出等活动，让更多的人领

略到了中国艺术的魅力，大大增强了中国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20］。

另一方面，华侨华人也是中国了解世界文化的重要窗口。他们长期生活在海外，与当地社会和文

化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熟悉当地的语言、风俗、习惯等，能够将外国的文化、艺术、科技等信息传递回

中国，并向走向世界的中国人提供帮助，介绍当地风俗习惯、语言规则等，引导他们快速融入当地社

会［21］。同时，他们也积极参与当地的文化活动和社会事务，为中外文化交流搭建了重要的平台。

随着华侨华人在海外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他们在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也日益凸显。越来

越多的华侨华人参与到中外文化交流事业中，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展示中国的

形象和价值观，助力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华侨华人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开路先锋、和平使者，是世界了

解中国的载体和窗口，也是推动中国对外关系进步的助推器和润滑剂［22］。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和

纽带，华侨华人在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中，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 传播中华文化，展现华人才智，促进国际社会更客观更真实地认识中国

华侨华人，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以自己的勤劳智慧和不懈努力，向世界展示了可信、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他们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参与者，更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和中国形象的

塑造者。

华侨华人以自己的坚韧和诚信赢得了所在国的广泛信任。他们在异国他乡艰苦创业，用自己的智

慧和汗水创造了丰硕的成果。在商业活动中，他们坚守职业道德、恪守诚信原则，赢得了合作伙伴的尊

重和信任。他们勇于担当、敢于负责，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维护社会公正和民族尊严做出了重要贡

献。无论是在商业、科技、教育还是文化领域，华侨华人都展现出了卓越的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赢得

了当地的广泛认可和赞誉。他们的成功故事不仅展示了中国人的勤劳和才智，而且传承了中华文化传

统。他们关心社会、关爱他人，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慈善活动，为当地社会做出了积极贡献。他们的善举

和爱心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向世界展示了华侨华人精神风貌和中国形象。旅居美国近

70 年的司徒美堂，成立侨社“锄强扶弱，除暴安良”；辛亥革命时期，他坚定追随孙中山，为革命多方筹措

资金；抗日战争期间，他发起成立美国纽约华侨筹饷总局，为抗战募捐达 1 400 万美元。新中国成立后，

司徒美堂以 81 岁高龄回国参与新中国建设。毛泽东主席曾为其题词“华侨楷模，光辉旗帜”［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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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的侨批档案是海外华人寄给国内亲人的钱款与书

信的合称，这些历经百年的海外华侨华人与国内眷属的跨国两地书信，是人类的一种精神文化遗产，保

留了那个时期的海外华侨华人的生产、生活的文化记忆［24］。侨批是华侨移民史、创业史及广大侨胞对

所在国和祖国经济社会发展所作贡献的真实历史见证。

海外华侨华人的艰苦奋斗，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也促进了不同文化之

间的交流和融合，使中国文化更加丰富和深远，也丰富了海外社会的文化多样性。近年来，一些海外华

人国际社团组织在跨文化交流、经济合作、人道救援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国际社会更客

观更真实地认识中国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华侨华人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机制及其构建

上述华侨华人的独特作用，使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资源，将有力推动中国同世界的交流

合作，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华侨华人广泛分布在世界 200 多个国家和地

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生态、产业形态、社会风俗、文化取向各有不同，对于中国所提倡的主张、所推

行的政策，也都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这种现状不利于在国家层面开展侨务工作和招才引智工作，也不

利于将华侨华人群体拥有的资源和力量转换为助力祖国发展的合力［25］。为此，应积极谋划，凝聚侨力，构

建华侨华人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的实现机制，促进华侨华人事业发展与国家重大战略紧密结合。

（一） 建立高质量的华侨华人智力支持机制

“高质量的华侨华人智力支持机制”是一个综合性的支持体系，该机制的建立，可以充分利用和整合

全球华侨华人的智力资源，以促进中国在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发展。高质量的华侨华人智力支持机

制的核心是建立一个平台，汇聚和动员全球华侨华人的知识、技能和专长，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通过智力支持机制，可以更好地吸收和利用海外华侨华人在教育、科研、技术和管理等领域的知识

和经验，支持中国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加快科技和文化创新，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同时，加

强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交流和科技合作，并为全球华侨华人提供参与祖国建设的机会和平台。

构建智力支持机制，应考量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和价值观的多样性，确保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有效

沟通和理解；了解、把握不同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数据安全，保护知识产权，与目标国家相关机构

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有效识别和利用海外华侨华人的资源建立切实可行的华侨华人智力支持机制。

1.创建海外华侨华人智库

通过建立智库，打造海外华侨华人了解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平台。智库应采用适合海外华侨华人

接受的方式，让华人华侨及时了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使其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充满信心，积极响

应和参与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同时，通过智库，，更多了解相关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民族、宗教

等基本状况。使智库成为信息交流和咨询的中心，为政府、企业和学术界提供分析报告和咨询服务，推

动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深入发展。

智库可以定期举办研讨会、讲座和专题研究项目，促进跨领域、跨机构的合作与交流。通过分享研

究成果，推动知识的传播和共享，为国际合作提供智力支持。此外，智库机构还可以发挥桥梁和纽带作

用，促进中外学术交流和文化交流。通过学术交流活动、文化展览、教育培训等，加强与国内高校、研究

机构的合作，推动国际学术合作和文化交流。

2.优化国内华侨华人智库机构

目前，国内一些高校及科研机构建立了相关的智库机构或合作基地，如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华侨

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福建省社科院华侨研究所、浙江师范大学华侨研究中心、温州大学世界温州人研究

中心等［26-27］。这些智库或合作基地，为我们深化对相关国家的了解提供了很大帮助。

为更好汇集侨力，应进一步优化国内现有的华侨华人智库机构。有关部门应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

障，确保智库机构持续发展。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鼓励研究人员进行深入的学术探讨和研究；加

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合作，提升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声誉和影响力；引进国际优秀人才，推动与国外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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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的合作和交流，促进知识共享和跨文化学术对话；拓宽研究视野，提升研究质量，为相关部门提供权

威、专业、可靠的信息及分析；加强内部管理，不断提升工作效率。

此外，智库机构还应积极探索多元化的资金来源，与企业、社会组织开展项目合作，提供咨询服务

等，提高机构的自我造血能力；加强对外交流，积极利用现代传播手段，如网站、社交媒体平台等发布研

究成果和政策建议，扩大社会影响，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提升社会认知度和信任度。

3.建立与海外华侨华人的多渠道合作机制

华侨华人所在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状况、文化差异很大，建立智库机构的同时，还应建立多渠道合作

机制，密切与海外华侨华人的联系。第一，可以通过建立跨国合作项目，帮助国内企业拓展国外市场，并满

足海外华侨华人合作需求。智库机构可以根据项目合作状况，提供市场调研、战略咨询、政策分析等服务，

助力国内企业落地相应华侨所在国。第二，设置专项基金或项目基金，吸引国内企业、智库机构等支持发

展中国家研究项目，推动华侨华人智库与国内企业、智库机构合作，促进人才交流和经验分享，特别是市场

化合作机制的建设能够激发华侨华人智库机构的创新活力，提升其对华侨所在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支

持力和影响力。第三，加强合作培训和研讨会等形式的交流，增进智库机构与华侨所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

之间的合作交流。例如，通过短期培训项目，向相应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人员提供专业知识和技能培

训，为扩大合作创造条件；举办国际研讨会、研讨班等学术交流活动，促进智库机构之间的学术合作与经验

分享，拓宽智库机构的国际视野，增强其在海外华侨华人及其所在国的影响力、凝聚力。

（二） 建立健全有效的宣传机制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就要做好“坚守中华文化

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

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

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28］。

建立健全有效的宣传机制，有助于在华侨华人所在国传播中国文化、价值观和发展理念，通过有效的

宣传活动，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助力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为此，应充分

发挥华侨华人传播中国声音和中华文化的优势，调动华侨华人积极性，利用其自身经历和感悟，讲好中国

故事，使之成为中国故事、中国声音、中国理念的传递者，使华侨华人所在国民众在更大程度上接触、了解

真实的中国。在欧美排外主义回潮的现实背景下，通过华侨华人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尤为必要。

通过有效的宣传机制，可以强化华侨华人对中华文化和价值观的认同，增强海外华侨华人的文化

自信和民族自豪感，激发他们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

1.以海外华人社团、媒体、学校为载体，“讲好中国故事”

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成功开创了中国式现

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有效的宣传机制可以充分利用海外华人社团、媒体、学校，

以这些机构为载体，采用华侨华人所在国民众可以听得懂、能共鸣的方式与内容，有事例、有情节、有数

据、有情感地娓娓道来，能够使其身临其境，从而入脑入心地“讲好中国故事”［29］，使海外华侨华人对祖

国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并增强相关国家民众对中国的认同、理解和支持，助力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

体系。为此，侨务部门、媒体、教育机构可与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媒体、学校紧密合作，通过长期的文化

交流和项目合作，提供相应的指导和服务。通过学术交流、文化活动、语言培训和心理咨询等，帮助、引

导华侨华人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和现代化建设成就，传递爱国主义教育内容，引导他们树立正

确的民族观念和国家观念，增强其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荣誉感，并提升中华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

2.加强与华侨新生代的交流，“传播好中国声音”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全球华侨华人都是中华民族子孙，有着相同的文化渊源，对

中华民族文化有着广泛的心理认同，这是塑造族群认同的文化土壤。应通过有效的宣传机制，“传播好

中国声音”，铸牢海外华侨华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特别是要加强与华侨新生代的交流，缓解或消除

“侨二代”“侨三代”可能在身份认同和归属感方面存在的冲突，增强华裔新生代对祖国的文化认同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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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认同，使其成为传承发展中华文化，传播中国声音的重要力量。

华裔新生代在海外出生成长并接受教育，相比第一代华侨华人他们缺少乡土意识，对中华文化和

祖（籍）国的感情较为疏远，在文化和价值认同上通常实现了向所在国的转化，对中华文化的感情和

“根”意识日益淡薄。因此，应通过有效的宣传机制，搭建更多平台密切华侨新生代与祖国的交流，让侨

二代、侨三代更多了解家乡在哪里、根在哪里；通过更多可以亲身体验的活动项目，如支教、志愿服务

等，让侨二代、侨三代更深入地参与到祖国的发展中，增加他们对祖国的荣誉感和认同感。在内容上，

应突出当代性、多样性，并提高针对性， 为“侨二代”“侨三代”提供返回祖国和故乡体验、感悟、学习的

机会，帮助他们建立与祖国的深度连接，以新时代中国发展成就，增进其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增

强新生代华侨华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和认识，引导华侨新生代成为传承发展中华文化的重要

力量。

（三） 建立完善涉外法律服务工作机制，依法保障华侨华人投资权益

完善涉外法治工作，全面提升涉外法治保障和服务水平，健全立法制度和工作机制，依法保障华侨华

人投资权益，积极为回国创业的侨胞提供法治保障，是吸引华人华侨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

为此，应注重从全局视角完善涉侨立法，强化涉侨法律制度供给；强化涉外执法、涉外司法；提升司法服务

水平，切实保护华侨政治权益，以及回国定居、子女教育、社会保障、财产、捐赠等多方面权益，为华侨华人

回国投资创业，营造公正有序的涉外涉侨法治营商环境，推动海外华侨华人与祖国现代化建设深度融合。

通过完善的涉外法律服务工作机制，可以及时解决华侨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同时，加强宣传教育，

增强华侨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目前，我国已经颁布并实施了多项法律法规保护华侨权益，这些法规

分为两大类：一是专门针对华侨的特别法，二是包含华侨权益保护内容的一般性法律法规。这些立法

实践具有全球视野，注重制度化保护，范围清晰。在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应

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推动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不断探索更高质量的涉外法治

合作与交流平台建设，持续推动涉外法治理论研究和学术交流，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积极推进涉外

法治工作战略布局，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在加强涉外法治工作的同时，提升侨务工作水平。在新时代侨务工作者应积极作为，深入研究侨

情变化，及时回应海外侨胞的关切和需求，坚持“以人为本，为侨服务”的原则，以进一步提高侨务工作

的凝聚力和影响力［30］。建立健全华侨社会服务体系，关注华侨的民生问题，深度聚焦华侨所关心的各

类民生议题，为华侨提供更好的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全面加强并优化侨务工作体系，切实保障

华侨各方面权益，助力海外华侨华人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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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que Advantages and Contribution Mechanisms of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Progr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SONG Yi-ping
（School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scattered across nearly 200 countries and regions worldwide， 
have unique advantages in the progr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y serve as conduits for 
communication， collaboration， and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rough various 
means and forms.  Their irreplaceable strengths lie in promoting， shaping， and safeguarding China’s 
national imag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presenting a trustworthy， endearing， 
and respectable image of China to the world.  To fully leverage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and create a favorable environment for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plan 
proactively and rally the support of overseas Chinese to establish mechanisms that harness their capabilities 
in supporting China’s modernization efforts， including mechanisms for intellectual support， effective 
publicity， and self development.
Key words： overseas Chines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unique advantage； contribu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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