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2015 － 03 － 02
［作者简介］ 袁源，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华侨华人研究院国际关系专业 2009 级博士生，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助

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 2013 年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二五”规划课题“跨国人才环流背景下的广州市‘海鸥’人群研

究” ( 13G30) 。

试析北美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精英社团

袁 源

(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华侨华人研究院 广州 510630)

［关键词］ 北美; 华侨华人专业人士; 精英社团

［摘 要］ 近年来，北美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群体作为一股不可忽视的人才力量出现在华人社会乃至国际舞台上。由这

个群体所主导的新型精英社团组织脱胎于传统华人社团，衍生出专业型精英社团、综合性精英社团等一些新类型，同时呈

现出专业性、跨国性、独立性的新特质与纽带作用，凸显了国际化的创新活力。
［中图分类号］ D634. 371. 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6099 ( 2015) 05 － 0083 － 07

Ｒesearch on Overseas Chinese Professionals' Elite Communities in North America
Yuan Yuan

(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Ｒelations /Academy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0，China)
Keywords: North America; Overseas Chinese Professionals; Elite Community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as a can't-be-ignored intellective force，the group of the North American Chinese pro-
fessinals，skilled migrants，especially with high-levels has appeared in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and the interna-
tional stage． The new elite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dominated by Overseas Chinese professionals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which are divided into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and comprehensive organiza-
tions． These elite organizations also have shown new features like professionalism，independence，intermediary and
transnational，and highlighted the international creative energy．

一 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及相关精英社
团释义

塞缪尔·亨廷顿在 《我们是谁? ———美国国
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曾提到: “个人对全球
化进程的参与程度，几乎是直接随个人的社会经济
地位而定的，精英人士参与得比一般人深”; “20
世纪后期的技术发展促使精英人士追求超国家身份
和非国籍化”，他们被称作 “达沃斯人”、“金领工
作者”、“世界事务专家”等［1］。的确，正是在全
球化的推动下，全世界范围内的高层次专业人士以
灵活、从容的姿态穿梭于各种国际场合，这也就催
生了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在祖籍国和居住国甚至其他
国家地区之间流动，掌握国际国内两种资源的华人
“海鸥”群体的兴起。

华侨华人专业人士作为一类精英群体，除拥有
较高的职业素质外，还拥有一般意义上的职场人士
所不具备的国际素养和跨文化沟通能力。华侨华人
专业人士具体是指海外华侨华人中具备专业化知识
及技能的人才，既包括海外出生的华人，也包括移
居他国后获得他国永久居留权或国籍的华侨华人移
民。这个概念不完全等同于技术移民或海外留学人
员。但是，近 30 年来华人新移民数量快速增长，

尤其是技术移民、海外留学人员及部分投资移民中
的高层次人才在以北美、欧洲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
地区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他们极大地扩充了海
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队伍，在该群体中产生了很强
的影响力。鉴于此，华侨华人技术移民 ( 包括华
侨华人高层次技术移民) 、海外留学人员及海外华
人高层次人才都被纳入本文所谓华侨华人专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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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察范围。同时，由于华侨华人专业人士这一提
法始于本世纪之交，直接对之进行研究的文献资料
有限，因此本文中的数据资料，有部分来自对华侨
华人技术移民、高层次技术移民以及海外华人高层
次人才等的研究。

而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精英社团由于和老移民建
立的传统社团在惯用语言、兴趣以及活动空间上均
有很大差异［2］，因此不再以传统的宗亲会、同乡
会形式出现，而是更多地发展为行业协会、专业人
士协会以及综合性多功能的新型社团组织。华侨华
人专业人士所主导的精英社团也不同于其他类型新
移民社团，最典型的是同行业内人士共建的专业社
团，而参与人员的层次与社团宗旨也是区分精英社
团与普通社团的标志。专业人士精英社团的参与者
为具备专业素养的职业人，而社团成立的宗旨也超
越最基本的联谊、聚会等目的，成为汇聚行业精
英，展现社会影响力与辐射力的重要组织。

二 已有研究回顾

研究界目前关于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的研究成果
数量较为有限。21 世纪初，有王晓莺的 《海外华
人专业人才回流态势》与 《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
才现状分析》、吴洪芹的 《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在华
创业状况的分析与思考》等文章。由于时效问题，

这些文 章 无 法 反 映 当 前 这 一 群 体 发 展 的 最 新 状
况①。近年来，廖小健的 《金融危机对美国华侨华
人专业人士的影响》以及周龙的 《新时期华侨华
人专业人士回流现象探析》在一定程度上对 21 世
纪第二个十年内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群体的新动向进
行了探究②。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在 2014 年
出版的 《国际人才蓝皮书: 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
士报告 ( 2014 ) 》则推出了一系列较新的调研数
据，较为系统翔实地对目前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
的整体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并对如何充分发挥这
类人才的作用建言献策。该书公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在 5000 万华侨华人中，专业人士约有 400 万，

主要 集 中 在 美 欧 发 达 国 家 以 及 日 本、新 加 坡
等国［3］。

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海外华人群体，这个行业
分布以高新技术、教育、金融等领域为主的特定人
群常被看成是创新创业的生力军和科技变革的引领
者，如上所述，这部分人群与中国海外技术移民尤
其是高层次技术移民有很大程度的交集。让·巴蒂

斯特·梅耶、大卫·卡普兰、豪赫·夏鲁姆在结合

地缘政治学对技术移民进行考察的过程中断言，技

术移民既对故国又对东道国效忠和认同的心态，促

使“知识移民群落”迅速兴起③。周聿峨与龙向阳

在其华人跨国技术移民的研究中，提出了华人技术

移民构建的“跨国技术共同体”这一概念④。姚丽

云对高技术移民有较为全面的研究，其 《英国高

技术移民政策的变迁与华人新移民的回应》不但

介绍了高技术移民政策的演变，还探讨了高技术移

民群体对政策修改的回应及其与输出国之间的互动

影响⑤。这些研究都有助于研究者对华侨华人专业

人士群体中的技术移民进行更深入的认识，并理解

其跨国行为的动机。
华人社团作为海外华人社会三大支柱，众多学

者的研究都有所涉及，但往往多是历史角度的梳理

或是综合研究的一部分。李明欢的 《当代海外华

人社团研究》是从宏观到微观全面介绍海外华人

社团的扛鼎之作⑥。随着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群体影

响力剧增，近年来学界对于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精英

社团的研究日益丰富，如周敏等人在 21 世纪初期

就对华人专业团体进行了特点上的概括⑦。近年

来，更多研究者对华侨华人专业团体进行了专门的

研究，如潮龙起的 《华侨华人专业社团与广东创

新体系建设》与任娜的 《海外华人社团的发展现

状与趋势》等⑧。至于北美华侨华人专业人士中的

精英群体，对其大部分研究集中于参政问题上，如

万晓宏对于当代美国和加拿大华人精英参政等问题

的系列解读等⑨。但是目前来讲，专业人士中的高

层次人才已跻身精英群体，他们所主导的精英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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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政治领域更加活跃外，还有其他不同于以往
传统社团的特质有待后续研究者继续挖掘。

三 北美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及相关精
英社团现状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中国大陆新移民尤其是

高知识高学历的技术移民与留学生作为北美华人群

体中的精英异军突起，这个时间段与塞缪尔·亨廷

顿对于精英人士跨国参与的推论正相吻合。在这个

背景下，迅速扩充的北美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群体以

及由他们组成的精英社团引发了研究者的高度兴

趣，他们的活动半径、频次与产生的影响都远远高

于其他类别的移民。而北美地区由于教育、就业条

件较为优良，商业较为活跃，政策环境支持专业技

术人才发展，因此集中了相当比例的华侨华人专业

人士。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调查与估算，

此类人群在海外分布比例最高的国家与地区依次

为: 美 国 ( 33% ) 、澳 大 利 亚 ( 15% ) 、加 拿 大

( 10% ) 、英 国 ( 9% ) 、新 加 坡 ( 9% ) 、日 本

( 5% ) ，而美国和加拿大有 266 万华侨华人专业人

士生活，占该群体的 43%［4］ ( 参见图 1) 。

图 1 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分布图

资料来源: 王辉耀、苗绿: 《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

报告 ( 201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18 页。

在北美地区，专业人士的数量在最近的 30 －
40 年内成倍增长。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在 1980—
2000 年获得理工专业方向博士学位的共 325，727
人，而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博士学位获得者高达

10. 8%［5］。时至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有机构估

算美国的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大约有 240 万，而加拿

大则有 26 万人左右，因此合共有 266 万华侨华人

专业人士在北美生活，其中 85% 的华侨华人专业

人士拥有硕士或以上学历［6］，即约有 226 万华人属

于专业人士中的高层次人才。而在这其中，技术移

民的占比较高。
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尤其是新移民中的高层次人

才的异军突起不仅仅改变了华人社会的知识结构，

也使华人社会的职业结构、地理分布、居住方式等

发生 了 巨 大 的 变 革。根 据 美 国 移 民 政 策 研 究 院

2012 年的报告，近 40%的美国中国移民从事科学、
工程、信息技术、管理、商业、金融等领域的工

作［7］，加拿大的情况类似，因此北美高层次技术

移民更集中于知识和科技密集型的行业与地区。当

代华侨华人遍布美国 48 个州，华侨华人专业人士

主要聚集于西部加州硅谷地区、东部大华埠地区

( 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 及纽约地区 ( 新泽西

州、宾夕法尼亚州) 、南部休斯顿地区及西雅图、
洛杉矶、芝加哥等新移民较为集中的地区［8］。加

拿大华人则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逐渐东移，例如阿

尔伯塔省因石油产业而吸引了不少专业人士，多伦

多也在 20 世纪 80 年代赶超温哥华成为华人聚居最

多的城市，并尤受技术移民青睐。目前，加拿大华

侨华人专业人士数量前 5 位的省份分别是安大略

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阿尔伯塔省、魁北克省、
曼尼托巴省［9］。同时，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收入水

平进入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后，直接选择住房宽

敞、学区优良、配套完备的郊区定居，打破了北美

白人一统郊区 “卧城”的局面。根据美国 2004 年

的统计，一半左右的华人居住在郊区，硅谷附近的

佛利蒙市便是这样的新华人移民聚居区［10］。一方

面这类华人相对于唐人街老移民属于散居，而另一

方面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又与当地支柱产业或科技龙

头行业息息相关，因此以地域划分的一些科技行业

社团组织近年来发展迅猛。如硅谷附近的专业团体

多与信息科技产业相关，马里兰州是生物与医学专

业社团的聚集地，纽约地区则有活跃的华人金融业

团体。
二战以前，北美华侨社团主要以宗亲会、同乡

会为主。此间一些以业缘联系起来的行业协会和工

团组织大多性质比较单一，主要是以增加友情、谋

取福利为创建目的，而个别组织如 “美国华工合

作会”等则开始初具政治色彩［11］。而二战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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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教育并希望跻身主流社会的华裔第二代也尝试

建立各种新型协会或是从白人主流社团中发展出属

于华人的独特分支，如加拿大的华人 “鹿头会”、
“狮子会”、 “华裔退伍军人协会”等［12］。但这些

协会仍与专业人士主导的精英团体有所区别。直到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华人逐渐开启了大量移

民海外的征程，华侨社团日益转变为新老交替、多

元发展的华人社团，其中各类专业人士协会大量组

建，高层次的精英社团开始出现。

四 北美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精英社团
的类型

根据李明欢教授的统计，1950—1991 年，因

为大批留学生与移民从中国内地、香港、台湾等地

区来到美国和加拿大，仅美洲华侨华人社团数量就

从 469 个增至 2252 个，一跃成为仅次于亚洲的第

二大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社团的聚集地［13］。时

至今日，美洲的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社团在世界范围

内的规模已占绝对优势，为 42%，远超亚洲华侨

华人专业人士社团 24% 的占比［14］。而美洲的华侨

华人专业人士社团主要集中在北美洲，其规模、人

数和活动领域使得他们在海外华人社会以及祖国大

陆的影响力与辐射力与日俱增。同时，据王辉耀等

人的统计，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社团中核心成员

的学历为博士者高达 76%［15］，可见，专业人士中

的高层次精英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由他

们所主导的，人员比例占大多数的专业社团是名副

其实的精英社团，其最新发展状况一定程度上代表

着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的整体动向。
根据专业人士及其中高层次技术移民的特点，

北美华侨华人组建的专业人士精英社团大致可以分

为以下几种类型:

( 一) 专业型精英社团

根据专业大类，可分为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类

专业社团和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类专业社团两种类

型。在北美华人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类专业社团

中，有以下几个颇具代表性的典型:

“中国旅美科技协会”是一个组织、建制较为

完善的大型高科技人才资源团体，诞生于 1992 年，

管理机构分为执行委员会、董事会和理事会，分别

承担执法、立法和司法三种职能，分别由现任主

席、上任主席和下任主席主持。该协会拥有定期的

会讯，每年召开一次年会，其组织的专业论坛、创

办的专业期刊以及开展的交流活动都较为高端。仅

2009 年一年，该协会就携带 120 多个科技项目回

国进行交流，签订合作或达成合作意向的项目达

20 余个，其中部分项目资金已经到位或公司落户

国内。该协会遵循 “中美共赢”的发展宗旨，而

其中不少成员如李彦宏、邓中翰甚至选择了全身回

国发展［16］。
“玉山科技协会”是北美洲乃至全球 ( 香港、

台湾、新加坡均有分会) 华人科技工作者的一个

大型社团组织。该组织 1990 年由硅谷华人创建，

后在美国、加拿大多地设有分会。其宗旨是促进科

技信息交流，促进科技移转，协助申请科技创业基

金，协助科技人才求职，交流企业经营管理经验，

举办科技讲演、座谈或开展专题研究，强化各地玉

山协会之合作，因而在北美华人科技界享有很高的

声望［17］。
此外，像美国的 “旅美中国科学家工程师专

业人士协会”、 “美国华人生物医药科技协会”、
“北美中国半导体协会”，加拿大的 “加中生物医

药科技发展协会”、 “加拿大中国专业人士协会”、
“中加建筑业协会”都属于发展较好的科技专业性

团体［18］。它们成立初期大多仅承担着服务华人专

业人士的职责，而其后与祖国大陆及全球各地华人

开展了更深层次的科技与人才交流。
在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类专业社团中，由于纯

专业与学术交流的社团数量众多，发展各异，在此

暂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密切关注中国发展以

及中美、中加关系的高端研究机构，它们发展至今

业已具备智库的性质，或者初具成为智库的条件。
成立于美国旧金山的 “一九九十学社”是一

个不断发展中的研究性社团，又兼有慈善性团体的

功能。这一组织是为中美民间的理解与互信而设立

的一个非盈利机构，有大量的华人高水平学者参与

其中。该社团的活动分为两条主线———一条是学术

线，20 余年来举办了多场高端的中美关系学术论

坛，并对与中国发展有关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深

入研讨，出版了一系列权威性丛书; 另一条是慈善

线，主要关注中国贫困地区妇女儿童的教育，并组

织中美基础教育阶段学生间的跨文化交流项目，目

前已为参加项目的教师提供了奖学金，并计划今后

对参加项目的学生提高奖励额度［19］。以其对于中

美关系的研究与贡献，尤其是其中有份量的研究成

果和专著来衡量，“一九九十学社”完全可以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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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个新型智库。
而另一个社团组织———加拿大的 “海鸥创业

平台”则与传统的智库或研究机构有所不同，从

其目前的形态来看，规模还不算很大，只能说接近

于智库的雏形。除了提供项目对接及人才交流的服

务外，该机构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研究方向，那就

是———海鸥创业。这一方向既非笼统的归国创业，

也不是华人在加拿大的适应研究，而是具有自身的

特色。这得益于组织的创建者林小华等人，其中，

林小华与关键都是加拿大莱尔森大学 ( Ｒyerson U-
niversity) 的 教 授，林 小 华 还 拥 有 自 己 的 出 版 物

——— 《步印枫国: 加拿大留学成功之路》①。因而，

这样的社团型智库比单纯的交流组织与中介机构多

了一层研究的色彩，更容易形成别具特色的思想

体系。
( 二) 综合性精英社团

以“加拿大中国专业人士协会” ( CPAC) 为

例，该协会成立于 1992 年，早年是为初到加国的

中国学子提供职业指导及生活指南的平台，而今已

拓展了海外交流及人才推介等多重功能。该协会设

有职业服务、会员服务以及海外交流三个中心，在

江苏、浙江、山东及广东四省及多地市设有人才联

络站，在三个城市建立了 “CPAC 中国创业基地”;

组织协办了多场国侨办、侨联、人事部、教育部、
各级政府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招聘活动及招商引资活

动; 组织海外高层次人才及外籍专家组团回国考

察、应聘。同时，该协会还参与政府咨询，常年组

织中加经贸、环保、水资源、矿产资源、教育、文

化等专题研讨会，开展主题画展及图片展等［20］。
目前，这种运营成功的综合性专业人士高端社团在

北美越来越多，由于其主要领导者与参与者的层次

较高，与中国的跨国交往更为密切，比传统社团的

容量更大，因此也更易发展为全面开花的综合性大

型社团。
( 三) 其他类型精英社团

首先是近年来发展迅猛的商业团体。华侨华人

专业人士参与的商业团体与传统商业社团的不同之

处在于其层次高，并且其中部分社团还依托于行业

背景，尤其是科技创新的大行业背景。比如说北美

商会中的高端组织 “北美华人创业协会”、 “加拿

大商会”、 “加拿大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就属于其

中的代表。
其次，校友会仍是专业人士十分热衷参与的社

团组织。由于海外高层次人才几乎都具有高学历，

无论是他们在祖国的母校还是曾经就读的北美名

校，都是这类人士共同的资源与平台。因此，借助

同学、老师等学缘关系进行联谊的校友会在北美华

人精英的圈子里办得红红火火，而很多校友会的功

能也不仅仅局限于联络感情，更发挥了了解母国信

息、促进人才交流、转换科技成果等多种作用。
再次是专业人士参与的一些地缘、神缘组织。

如果说维系老侨联系的社团更多地基于地缘、亲缘

和神缘，那么精英人士也并没有刻意割裂这些天然

联系。专业人士尤其是高层次技术移民进入传统的

同乡会与宗亲会之后，带来了新鲜血液与管理思

维，很多传统社团产生了新的气象。至于神缘所联

结的社团，也比以往发生了更多变化。20 世纪 70
年代，起源于台湾地区的 “佛光山”来到洛杉矶，

掀起了北美地区华人的佛教信众潮，但参与者主要

来自台湾、香港及东南亚地区，大陆新移民参与得

不多。而高层次技术移民中的不少人来到北美以后

信仰了华人第一大宗教———基督教，以所在地教会

为组织开展华人基督徒之间的活动，规模也日渐庞

大［21］。总体来说，新型的专业人士社团既超越了

传统的地缘、神缘，却又和谐地将这些因素涵盖其

中，正处于积极健康的发展态势中。

五 北美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精英社团
的新特点

从上述北美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所主导的新型精

英社团现状来看，目前这些社团的发展逐渐呈现出

以下几个新特质:

( 一) 专业性更加显著

从这些社团自身与业缘高度相关的角度来讲，

其首先呈现出的是专业性。它们的参与人员具有高

学历，多为高级脑力劳动者，掌握着尖端技术与管

理经验，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这样的专业人士汇聚

起来组成的社团，更易形成拳头效应，从众多类型

的社团中脱颖而出。笔者在对 《华侨华人社团机

构名录》② 一书及国务院侨办经科司推出的 “全球

华侨华人专业协会协作网”③ 所列的一共 145 个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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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华人新移民社团网站进行整理研究后发现，目

前这些新型社团主要依靠互联网开展联络，而其中

的专业社团，如果所属行业方兴未艾，尤其是在一

定地域内能集中优势的，多发展得比较完善。如

“大费城美中医药协会”以及 “硅谷中国工程师协

会”等社团举办的活动较为丰富，网站更新也较

快。又如“北京大学北加州校友会”，看似仅仅是

单纯校友联谊的组织，却因其依托硅谷创新产业，

使成员间多了一层共同的行业背景联系。该校友会

的理事长苏战是一名经常往返于美国与中国之间，

同时具备企业家与专业人士身份的大数据处理领域

专家。2013 年该校友会在苏成等人的倡导下，举

办的年会就一改普通宴会的形式，转变为讲座形式

的创业创新交流会［22］。未来，这类新型的精英社

团如能更多地融入行业背景与专业性，其管理与各

方面活动就更具凝聚力和吸引力。反之，新移民创

办的一些名称过泛、地域过广、目标人群不明确的

社团则因缺乏特色、管理不善退出了历史舞台，如

《华侨华人社团机构名录》中的 “加拿大新起点联

盟”网站早已失效，而“美国洛杉矶广州同学会”
与“中国大西南旅美华人协会”在 2013 年后均无

消息更新，后续乏力。
( 二) 跨国性不断增强

对于专业人士精英社团来讲，如果有将社团做

大做强的抱负，跨国活动的开展是其发展的必由之

路。虽然社团成员不可能全部直接参与跨国行动，

但是这些活动在国与国之间的开展或为直接，或为

间接［23］; 有 些 有 实 质 性 意 义，有 些 则 具 象 征 意

义［24］。这类精英社团的宗旨就是促进中美、中加

乃至亚太地区的合作交流。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对于中加民间组织参与人员的一项调查显示，频繁

往来中加之间是被调查者的共性。他们中 82% 的

人每年往返两国 1 － 2 次，6% 的人每年往返 3 － 5
次，7%的人每年往返 6 － 8 次，4% 的人每年往返

8 次以上，可见参与这类社团的精英们同时也都是

名符其实的“海鸥”［25］。而这样的组织及其参与者

就成为两国甚至多国间人才、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

交流与互通的最好渠道。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的

跨国经济参与起点更高，也更容易产生溢出效应。
根据多伦多大学网络实验室的卫百威教授 ( Barry
Wellman) 和陈文泓博士的研究，在加拿大的华裔

移民企业家中，开展跨国经营的企业家所占比例为

42%，主要分布在货物、服务、科技、知识和文化

等领域。与单纯的族裔经济相比，这些跨国经营的

企业在营业额和员工雇佣规模方面都远超前者，有

近 75%的跨国经营的华裔企业家在协助加拿大企

业进军中国市场或协助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方面发挥

了重要的桥梁作用［26］。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

提升，人才吸引力日益增强，华侨华人专业社团的

跨国性也将更趋明显。
( 三) 兼具独立性与纽带作用

绝大多数华侨华人专业社团组织既不依附于官

方，也不具有营利性，属于相对独立的非政府组织
( NGO) 。尤其是一些带有学术性质和科研性质的

机构，即使借助和依托政府的某些资源，主要还是

希望在发挥出影响力之后，反过来成为政府所能借

助的平台。一些高层次精英所掌管的社团组织希望

淡化政治色彩，如著名的华人精英组织 “百人会”
就是以无党派、非政治、非营利为组织与创立原则

的。而“一九九十学社”创办之时为 1990 年，创

办者希望跨越 1989 年的政治风波，倡导无意识形

态的全人类普适的主题。事实上，这些精英社团一

方面独立于政府、企业，一方面又希望实现祖籍国

与所在国的共赢，以中立的姿态促成合作与交流。
一项调研结果显示，70%的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

社团表示曾以与中国社团公益机构合作、参与国内

学术交流、为中国提供专业人才指导，以及为中国

提供资金、技术和人才等方式进行交流合作［27］。
几乎所有发展较为迅速的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类专

业社团都与国内研究机构有所对接，同时与 “留

交会”等大型 “引智”项目保持密切联系，已成

为中国对外引进高层次人才的 “储备库”与 “联

络站”。对于众多的专业性社团组织来说，其民间

组织的独立性质正有助于其将触角伸向政、商、科

教、文卫等多个领域，也可以逐步发展为像 “加

拿大中国专业人士协会”这样的综合性大型社团。
其灵活的身份恰恰有利于形成中外经济、政治、科

技、文化等领域的交融，成为连接所在国与祖籍国

之间人员往来与政府间沟通的桥梁。这类组织既不

是中国政府的传声筒与附属品，也不单纯是所属地

域内的少数族裔的联谊会，其要长远生存和发展下

去，尤其注意向新型社团转型中出现的问题，既要

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又要跨越国境，形成与祖籍国

的交流，同时还要充分发挥自身的长处。

结语

近半个世纪以来，以北美高层次技术移民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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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组成部分的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群体在北美社会中

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无论是在充满机遇的美国，还

是在福利与宜居国家加拿大，这类人群都属于国家

互相竞逐的重要资源。他们不但取得了卓越的个人

成就，更为华人精英社团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局

面。目前，这些精英社团正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单

一走向综合，从本土走向跨国，这一系列的嬗变不

仅代表着华侨华人专业人才的发展动向，同时还引

领着华侨华人社会的整体转型，值得研究者与政策

制定者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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