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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四次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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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人移民东南亚历史 ,根据其动力和规模 ,可分为四次大潮。东南亚为中国海外移

民的最主要目的地。中国人大规模移民东南亚始于 17 世纪 ,盛于 20 世纪上半叶 ,历三波移民高

潮。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至中国改革开放前 ,移民东南亚工程中断。随着大陆改革开放及中国与

东南亚经济合作的飞速发展 ,中国人重启移民东南亚热潮。虽然推动不同时期的移民潮各有其不

同的国内外因素 ,但就四次大规模移民潮而言 ,中国与东南亚的经贸发展和合作都是主要动力之

一。随着中国与东南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 ,如中国与东南亚的政治关系保持良好 ,前往东南亚

的移民潮仍将继续。与此同时 ,东南亚各国进入中国的移民也将日益增多 ,并呈加速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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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 (emigration)指“人口在一定距离的空间上的迁移 ,这种迁移具有定居性质。”①造成持续性

移民现象的基本原因主要是为寻求较好的谋生手段和生存空间。大凡较大规模移民现象的发生 ,

需具备 3 项基本条件 :第一 ,产生移民的地区是生活资料匮缺、谋生条件窘迫 ,或因政治变动造成寻

求新的生存空间的压力与意愿 ,如土地的超负荷人口载量、战乱造成的经济残破、政治迫害等。18

至 19 世纪的欧洲和印度 ,12 至 13 世纪的中国中原地区、17 至 20 世纪的闽粤乃至中国东部、中部各

省都存在这种移民压力 ;第二 ,必须存在得以移居的新的生存空间 ,即有能力吸收移民的地区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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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至 20 世纪的北美、澳洲、东南亚等 ;第三 ,尚需使人民迁徙得以实现的条件 ,如海外移民所需的

运输手段 ,对新的生存空间的认识等 ,如宋元以来闽粤海商对南洋、台湾的了解 ,15 世纪以来欧洲

人的地理大发现等 ;第四是移民本身的主观动机 ,包括移民和敢于移民的意愿和勇气。第一、二个

因素最为重要 ,是移民现象产生的基本内因和外因。第二、四个因素是内因、外因赖以结合的条件。

笔者提出的前 3 项条件与广泛运用于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 (Push2Pull Theory)相差无多 ,但第四项强

调迁移者本身的主观愿望和期望值 ,这种迁移海外的主观意愿与其传统和价值取向有密切关系 ,特

别用以解释为什么福建人和广东人更热衷于海外移民。海外移民的动机是一种合力 ,是地理、经

济、人文传统的结合。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 ,中国人再次大规模的海外移民引起广泛的国际关注。国际知名东南

亚事务观察家、前远东经济评论特约评论家林特奈尔 (Bertil Lintner) 2007 年 4 月在《亚洲时报》以

“第三波中国移民”为题 ,渲染大规模的中国新移民正在增强中国的国际实力 ,尤其是扩大对东南亚

国家的影响力。[1 ]中国海外移民高度集中在东南亚。就中国海外移民史而言 ,四次移民高潮都以东

南亚为主要移民目的地或主要目的地之一。本文论述自 17 世纪初以来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四次

高潮 ,试图疏理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主要历史脉络和成因。

一、移民与贸易互动 :第一次移民浪潮 (17 世纪初 - 19 世纪中叶)

据《汉书·地理志》载 ,早在公元初 ,中国海商就已前往东南亚。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始于广东 ,

后连接泉州 ,经东南亚通往罗马 ,先后存在达 2000 年。宋代以降 ,凭借中国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

先进的航海和造船技术 ,中国商人取代了穆斯林商人 ,主导印度洋和东亚海洋之间的海上贸易 ,直

至欧洲人东来。中国海商足迹 ,遍及东南亚各沿海地区。至迟在 15 世纪初 ,东南亚已出现中国移

民聚居区。郑和下西洋前夕 ,爪哇的苏拉巴亚和苏门答腊的旧港 ,各有数千人聚居的中国移民社

区 ,主要从事贸易活动。明清朝廷多次厉行海禁 ,视海外中国海商社区为海盗集团。虽然旧港海商

集团为郑和剿灭 ,苏拉巴亚华人社区也逐渐湮没 ,但华商仍主导东亚海洋贸易 ,中国移民仍能依托

海外华商网络的形成和发展而前往海外。

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移民东南亚的浪潮 ,始于 17 世纪以后欧洲殖民者在东南亚的殖民开发。明

中叶以后 ,欧人相继侵入远东水域。1511 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 ,1570 年西班牙人征服马尼拉 ,又

于 1626 年占领台湾北部鸡笼港 ,1628 年又占领淡水。1619 年 ,荷兰人开埠巴达维亚 ,又于 1621 年

占领澎湖 ,1624 年被明朝军队逐出后 ,转往台湾 ,在大员筑堡立足。英人后来居上 ,在槟城、新加

坡、仰光等地建立商馆或殖民地。西方殖民者以其所建立的殖民基地组构各自贸易圈 ,与欧洲和美

洲直接贸易 ,形成了世界性的贸易网络。东西方直接贸易网络的形成激发了对远东商品的大量需

求 ,也带动了远东贸易网络地区的经济开发 ,由此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谋生机会 ,成为中国东南沿海

海外移民的推力。西班牙人在 1571 年征服马尼拉后 ,即释放所扣押的华商 ,在与当地土著的战争

中尽量避免伤及华人 ,目的是为了招徕更多的华船到菲。荷印当局也要求东印度公司所属各地商

馆善待北大年、暹罗及宋卡的华人 ,大量发放自由证让他们到巴城贸易[2 ] ,对到巴城的华船征税给

予相当的宽容。荷属东印度公司甚至用极端手段迫使华人居住到巴城。1617 年 ,荷兰东印度公司

封锁了土人控制下的万丹 ,目的是为了迫使居住在万丹的华人移到巴城 ,以发展巴城的商务。但华

人的生存能力、经商才干和与土著的密切关系又是殖民者所忌讳的 ,当华人数量、经济势力发展到

一定程度时 ,欧人又加以限制 ,甚至采取屠杀手段。西班牙殖民者 6 次屠杀在菲华人 ,荷兰殖民者

制造的红溪惨案 ,英人在海峡殖民地对华人的种种限制 ,都反映了西方殖民者害怕华人力量 ,又离

不开利用华人开发东南亚的心态。每次屠杀以后 ,欧人又总是想方设法再行招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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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元年 (1567 年)海禁开放以后 ,海澄县月港成为国人出洋的主要口岸。每年从月港进出的

远洋大船多达 200 余艘 ,漳州人由月港出洋谋生者数以万计。海澄人“视波涛为阡陌 ,倚帆樯为耒

耜 ,盖富家以财 ,贫人以躯 ,输中华之产 ,驰异域之邦。易其方物 ,利可十倍。故民乐经生 ,鼓樵相

续。”[3 ]云霄人“望海为田 ,民富则船多 ,民贫则船少 ,船多则富者日益以富 ,富者愈多而造船亦多 ,凡

能入海而为盗者皆化为舵工水手矣。”泉州地区人民则从安平港出洋谋生。郡人何乔远记载“安平

一镇尽海头 ,经商行贾力于徽歙 ,入海而贸夷 ,差强赀用 ,而其地俭于田畴。”17 世纪末以后 ,中国海

外贸易的发展和东南亚的开发诱发华人移民热潮 ,华民成为中国商船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海

禁初开后 ,深受海禁、迁界之苦的沿海人民纷纷相率出洋 ,施琅在奏疏中描述这种出洋盛况 :“数省

内地 ,积年贫穷 ,游手奸究 ,实繁有徒 ,乘此开海 ,公行出入 ,恐至海外诱结党类 ,蓄毒酿祸 ⋯⋯如今

贩洋贸易船只 ⋯⋯只数繁多 ,赀本有限 ,饷税无几 ,且藉公行私 ,多载人民 ,深有可虑。夫以台湾难

民尚荷皇上德意 ,移入内地安插 ,今内地之人反听其相引而之外国 ,殊非善固邦本之法。”[4 ] 华商船

舶运载华民出国规模从雍正五年 (1727 年) 闽浙总督高其倬奏折中可见一斑 :“查从前商船出洋之

时 ,每船所报人数连舵、水、客商总计多者不过七、八十人 ,少者六、七十人 ,其实每船私载二、三百

人。到彼之后 ,照外多出之人俱存留不归。更有一种嗜利船户 ,略载些须货物 ,竟将游手之人偷载

四、五百之多。每人索银八两或十余两 ,载往彼地 ,即行留住。此等人大约闽省居十之六七 ,粤省与

江浙等省居十之三四。”[5 ]运载和安置移民成为华商网络规范经营的组成部分。新来者有人接待并

协助寻找生计 ,遍布各地的华人社区的甲必丹负有此项使命。18 世纪 90 　年代在印尼三宝垅居住

过的王大海记载了三宝垅华人甲必丹陈豹卿如何安排新客的 :“吧中有大第一区 ,名三宝垅土库。

唐帆初到 ,客有欲到三宝垅者 ,则居以土库 ,并有船护送至垅。或通谱 ,或瓜葛 ,或荐举 ,或投奔 ,悉

皆收录 ,因才委任 ,各得其宜。”[6 ]从 18 世纪初到 1739 年 ,中国帆船到巴达维亚去的空前增多 ,每年

达 15 - 20 艘。附船而去的华人也很多 ,巴城华人数量增加很快。18 世纪 30 年代访问巴城的陈伦

炯估计 :“中国人在彼 (巴城)经商耕种者甚多 , ⋯⋯人口浩盛 ,住此地何啻十余万。”[7 ]

然而 ,中国移民规模扩大后 ,引起殖民者的忌讳。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多次屠杀华人 ,巴城荷兰

殖民者于 1740 年屠杀上万巴城华人 ,台湾荷兰殖民者也于 1652 年对华人大开杀戒 ,是役殉难者上

万 ,即“郭怀一事件”。

欧人主导的世界贸易网络的形成也使东亚、东南亚海外华商网络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 ,17

世纪以来 ,华商网络已成为欧人主导的东西方贸易网络的组成部分 ,两者虽时有冲突 ,但更多时候

是呈共生互动之势。海外华商网络由沿海向内陆扩展 ,由从事商品贩运到组织商品生产 ,对华人劳

力的需求大增 ,华人移民数量的增加又支持了海外华商网络的扩大和产业经营的多元化。18 世纪

的华商从贸易向生产领域的渗透和发展不但使自身经济实力得到增强 ,而且获得可靠的货源供应 ,

同时也带动了东南亚华人移民社会的发展 ,而后者的发展又扩大了前者的市场。18 世纪中期后 ,

西婆罗洲 (今印尼加里曼丹)发现金矿 ,华侨成为开采金矿的主要劳力。18 世纪末期到 19 世纪初 ,

西婆罗洲每年华侨入口数在 3 000 人以上。19 世纪前期 ,全加里曼丹华侨总数约 15 万人。这一时

期海外华侨社会发展最快的是暹罗 (今泰国) 。17 世纪初 ,暹罗华侨尚不上 3 000 名 ,但清代中暹关

系很友好 ,华侨享有“商业上合理的自由 ,历代国王都友好相待”[8 ]
,特别是 18 世纪后期 ,有中国人

血统的郑昭在暹罗取得统治权后 ,大力招诱中国人 ,因此华侨南渡络绎于途。暹罗华人增加很快。

19 世纪初出使暹罗的英人柯罗福说 :“旅客是从中国到暹罗的最重要的输入”,“一只戎克船一次送

1 200 个中国人到曼谷”, 　每年到曼谷的中国人少说有 　7 000 人。据他估计 ,到了 1821 年 ,暹罗

已有中国人 70 万。[9 ]马来半岛、越南、柬埔寨等地华人数量也快速增长 ,马来半岛的柔佛、槟榔屿、

吉兰丹、宋卡等 ,越南中圻和湄公河三角洲、缅甸仰光等地 ,都涌入相当数量的华人移民。

笔者估计 ,到鸦片战争前夕 ,东南亚华人已达 150 万左右。[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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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契约华工 :第二波移民浪潮 (19 世纪中叶 - 20 世纪初)

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第二个高潮 ,是 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的大规模华工出国 ,也即臭名昭著的

中国苦力贸易。鸦片战争以后至 20 世纪初 ,华工是出国华侨的主体。绝大部分华工以契约制出

国 ,即以出国后的工资为抵押 ,换取出洋费用 ,时称“契约华工”。契约出国形式由来已久 ,通常由华

商“客头”招引同乡宗亲出洋。早在 17 世纪前期 ,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开始掠运和拐卖华工到东南

亚。[11 ]
17 至 18 世纪东南亚各地的华工 ,大多以这种方式出国。大规模华工出国始于第二次鸦片战

争以后。其外部原因是欧美各国于 19 世纪前期相继废除奴隶贸易制度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急需

大量劳动力。国内推力 ,则是乾嘉以来中国人口激增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和朝廷被迫允许华工出

洋。

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 - 1860 年)中败于英法联军 ,被迫签署《中英北京条约》,允许华工

出洋。其第五款规定 :“大清大皇帝允于即日降谕各省督抚大吏 ,以凡有华民情甘出口 ,或在英国所

属各处 ,或在外洋别地承工 ,俱准与英民立约为凭 ,无论单身或愿携带家属 ,一并赴通商各口 ,下英

国船只 ,毫无禁阻。该省大吏亦宜时与大英钦差大臣查明各口情形 ,会定章程 ,为保全前项华工之

意。”[12 ]随后所订《中法北京条约》第九款中 ,也有同样条款。[13 ]其后各列强沿引北京条约 ,获得在中

国贩运华工出洋权利。英法在华招工很快演变为大规模的拐贩和绑架华工出洋。到 20 世纪前期 ,

先后约 500 万华工被贩运出国。其中 ,约有 200 万华工被送往东南亚 ,主要集中在印度尼西亚和马

来亚的种植园和以锡矿为主的矿场。

锡矿为工业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所不可或缺的资源。西方资本企图大量利用机械进行大规

模采掘锡矿的计划在 19 世纪期间几乎完全失败 ,马来亚和印尼的邦加、勿里洞大规模的锡矿开采

急需大量劳动力。能否招募足够的吃苦耐劳的华工 ,成为锡矿业成败的关键。因此 ,马来亚各锡矿

场和邦加、勿里洞锡矿业便不断从中国南部地区招募苦力。由于契约华工源源不断被贩运到这些

锡矿 ,马来亚产的所谓海峡锡 ,在 19 世纪 70 年代很快地就增长到占世界锡产量的一半。[14 ]据统计 ,

从 1881 - 1915 年 ,进入马来亚半岛的契约华工 ,总计超过 77 万人。1884 - 1904 年 ,每年进入勿里洞

的华工超过 5 000 人 ,1905 - 1922 年 ,每年超过万人 ,最多年进入量超过 2 万人。[15 ]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 ,东南亚的烟草、可可、蔗糖、肉豆蔻、橡胶、波萝等种植园也正处于大发展

过程中 ,也需要大量劳动力。从 1888 - 1908 年 ,仅从汕头运往苏门答腊日里的烟草种植园的华工

就达 132 167 人。[16 ]

东南亚华工所受压迫和折磨之甚 ,与美国、古巴华工不遑多让。据中山大学东南亚所和南洋研

究院契约华工调研课题组 1963 年的华工访问录记载 ,1910 年卖身往日里烟草种植园的华工刘亚平

回忆 ,他“初进园丘做新客 ,其苦难言 ,每天早上五时就上坝做工 ,直到十一点钟 ;下午一点做到五点

半。如稍为迟到或早退 ,一定会受到工头的辱骂、毒打。公司还规定 ,新客初去 ,上坝不得穿衣穿

裤 ,只能在腰间围一条浴巾 ,用来遮羞和冲凉。印尼天气奇热 ,在猛烈的太阳下做工 ,常常晕倒 ,我

们的皮肤 ,都晒成炭黑 ,脱了一层皮又脱一层皮。公司为了让我们适应南洋的气候 ,便叫工头仔强

迫新客每天要冲两次凉 ,风雨不改。早上三点半至四点 ,工头仔便叫我们起床 ,像押犯人那样押着

去冲凉 ;晚上八九点也照样冲一次。当时我们都留着长辫子 ,冲完凉后 ,很久不能干 ,所以晚上冲凉

后 ,往往要到十一点钟之后才能入睡 ,早上三点多冲凉后 ,便坐待到五点钟出工了。新客由于在白

天已做得半死 ,晚上得不到休息 ,每晚只能睡几个小时 ,整天感到精疲力竭 ,度日如年 ,有些新客因

为过不了这种生活 ,往往上吊 ,投河自尽。”[17 ]

很多东南亚华人矿主和种植园主参与华工贩运。尤其是马来亚的锡矿 ,多是华人开采 ,其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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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管理华工者全为华人。东南亚华人矿场种植园主对华工的虐待 ,其程度不亚于欧洲人。充当东

南亚华工招募者的客头 ,通常是那些受种植园主、矿场主信任的“老客”,派回原家乡招募新华

工。[18 ]管理契约华工的工头 ,则普遍是华人 ,甚至是选自所青睐的华工。华人工头的收益 ,取决于

所管辖华工的产出。为获取最大利益 ,工头对华工的压榨不遗余力。

尽管华工的死亡率较高 ,但来自中国南方的华工输入仍源源不断。也有相当多华工契满回国

或成为自由劳动力而留在当地另谋生路。除了契约华工外 ,这一期间 ,仍有大量其它类中国移民进

入东南亚 ,从事小商贩、工匠、种植等行业。因此 ,东南亚华人总数仍有较大的增长。据 1902 年爪

哇吧城华商禀清政府文 ,东南亚中国移民及其后裔约 400 万计。[19 ]

三、自主移民 :第三波移民浪潮 (20 世纪初 - 20 世纪 50 年代初)

20 世纪初以后 ,中国人移民东南亚掀起第三次高潮 ,其直接动力是东南亚的经济繁荣。西方

宗主国的工业革命所带动的新兴产业的发展也陆续波及其东南亚的殖民地。20 世纪初以来 ,来自

东南亚各殖民宗主国的工商资本纷纷涌入东南亚 ,投资于铁路、港口、电力、航运、制造业、金融业

等 ,引发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传统的采矿、种植、原料加工、商贸等行业也有较大发展 ,廉价劳动

力仍从中国南方不断涌入东南亚。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东南亚各殖民宗主国均卷入世界大战。一方面 ,各殖民宗主国受战争牵

制 ,对东南亚的投资几乎中断 ,商品输出也大为减少 ,东南亚的华商资本乘机崛起 ,纷纷投资银行、

航运、五金机械、橡胶、农产品加工等现代产业。另一方面 ,战争期间 ,各交战国对生产资料和生活

资料 ,尤其是与战争相关的橡胶制品、锡、粮食、食糖、各类五金制品、小型船舶等的需求激增 ,进一

步刺激东南亚华商企业的发展。战争期间 ,英国政府禁止国内资本向海外领地投资 ,其对马来亚的

出口减少一半 ,在海峡殖民地的英国商船也大批被移为军用。原长期被英国资本压制的华商纷纷

藉机发展 ,金融业中的新加坡华侨银行、航运业的林秉祥和丰轮船有限公司、陈嘉庚的以橡胶业为

主的多种企业 ,其实力均在一战期间得到飞速增强。在一战前的印度尼西亚 ,华人企业主要集中于

采矿和农产品加工行业。到 1921 年 ,在荷印的碾米厂、油脂厂、酒精厂、木材厂、水泥厂、车辆厂、糖

厂、炼油厂、皮革厂、橡胶厂等 34 类共约 9 000 家工厂中 ,华人企业共 3 253 家 ,占 36. 1 %。[20 ]一战前

后 ,泰国 (暹罗)现代民族企业不断建立 ,首都曼谷成为现代商业和经济中心。在曼谷和其周边地

区 ,由暹人和华人建立的水泥厂、肥皂厂、卷烟厂、皮革厂、造船厂、碾米厂不断出现。华人资本在金

融业、碾米业和木材加工等行业 ,取得长足进展。

东南亚华商企业大多雇佣华人 ,华商企业的发展导致对中国移民的更大需求。此外 ,战争期

间 ,各殖民政府忙于支持欧洲战事 ,疏于防范中国移民进入 ,这也使中国自主移民更容易进入东南

亚。在南越、泰国北部、缅甸、印尼外省和菲律宾外岛 ,都出现规模较大的新华人社区。

东南亚华人民族主义兴起和发展 ,也促进了中国人向东南亚移民。兴起于 19 世纪末的东南亚

华人民族主义 ,经中国政府、南来中国知识分子和当地侨教、侨刊的不断宣传引导 ,基本上成功地将

东南亚华人对家庭、宗族、家乡的传统认同引导到对中国的国家认同上。其中 ,南京国民政府在对

南洋华人的民族主义教化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国民政府在保侨育侨方面不遗余力 ,尤其重视通过

侨教培育华人的中国意识 ,先后颁布约 50 项侨民教育的政策和法规 ,规范海外侨教。其关键是将

国内教育宗旨作为海外华侨教育的宗旨 ,要求海外侨校的管理、备案等方式与国内学校基本相同 ,

也就很大程度上使南洋华侨教育成为中国的国民教育。据 1940 年 6 月的统计 ,南洋侨校共 2 605

所 ,国民政府立案者 351 所 ,仅占 13. 4 %。[21 ] 虽然立案学校在数量上占少数 ,但这些立案的学校多

属于师资、设备、经费较好的学校 (这也是能立案的条件之一) ,在南洋侨校中影响较大。这些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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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立案的学校着重培养华人的中国国民意识 ,侨报侨刊鼓吹中国国民意识也不遗余力。此外 ,

以东南亚各地中华总商会为主的各种类型华人社团 ,也纷纷向国民政府注册 ,东南亚华商的中国意

识得到增强。这一期间 ,也有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加入移民队伍 ,这是中国移民史上的新现象。遍布

东南亚各地的华校需要大量师资 ,侨报侨刊和华商企业也为南来的知识分子提供谋生机会。尤其

是抗日战争爆发后 ,大量知识分子避难南下东南亚 ,加入移民行列。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移民东南

亚 ,不但增强东南亚华社的中国意识 ,而且也提升了中国移民的文化层次。各种因素的推动 ,使南

洋华人社会某种程度上有如中国社会的海外延伸。对主要来自中国闽粤的移民而言 ,前往东南亚

华人社会谋生 ,宛如到中国其它地方 ,少有异国他乡的感受。东南亚华人社会很大程度上重新中国

化。①

到 20 世纪 20 年代 ,东南亚华人估计有 510 万人。若以国别分野 ,泰国最多 ,达 250 万人 ,几近

东南亚华人总数的一半。其次为新马华人 ,再次为印尼华人。但泰国华人多为当地土生 ,混血儿居

多。若以籍贯划分 ,仍以集中居住在泰国的潮州籍移民及其后裔居多 ,其数量高达 180 万人 ,约三

分之二以上居住在泰国。其次为福建人 (主要为闽南人) ,约 120 万人 ,主要集中在印尼和新马。

20 世纪 20 年代东南亚华侨数量、分布与籍贯 [22 ]

籍贯 人数 (万) 国别 人数 (万)

潮州 180 印度支那三国 29

福建 120 暹罗 250

广肇 80 缅甸 19

客家 70 新加坡和马来亚 117

海南 40 印度尼西亚 81

其它 20 菲律宾 13

其他 1

合计 510 510

一战结束以后的 10 多年间 ,中国向东南亚移民达到高峰。1922 - 1939 年间 ,从厦门、汕头、香

港出洋的移民就约 550 万人[23 ] ,绝大部分前往东南亚。这些中国移民主要集中在 20 年代移出 ,在

1918 - 1931 年间 ,仅从汕头、香港两地出境的移民 ,就达 380 万人。[24 ] 据统计 ,1931 年时 ,新马华侨

中第一代者占 68. 8 %
[25 ]

,1932 年 ,泰国第一代华侨占 45. 73 %。[26 ]
1930 年以后 ,受世界经济危机的

影响 ,东南亚经济萧条 ,华人企业景气不再 ,华人谋生不易 ,甚至归国者多于出国者。据厦门、汕头、

海口 3 口岸的华侨出入境显示 ,1931 - 1934 年华侨归国者多于出国者 35. 4 万人。[27 ] 1935 年后 ,东南

亚经济复苏 ,中国人移民东南亚浪潮复起。1937 年 ,新马入境中国人 402 563 人 ,泰国入境中国人

60 000 人 ,为历年最高中国人入境数字。[28 ]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 ,东南亚华人至少在 700 万人以上 ,

分布在数以千计的东南亚华人社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军入侵东南亚 ,多方打击华人社会 ,大量华人逃回中国 ,中国人移民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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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再中国化”的观点为廖建裕教授 (Leo Suryadinata)提出 ,指那些已经同化或半同化于当地民族的华裔再度恢
复华人的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的现象。参见 : Leo Suryadinata ,“Ethnic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 Overseas Chinese , Chi2
nese Overseas or Southeast Asians ?”In Leo Suryadinata ed. , Ethnic Chinese as Southeast Asians . Singapore :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1997 ,p. 17.



亚过程中断。二战结束初期 ,除免于战祸的泰国外 ,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内乱频繁 ,百业萧条 ,华人企

业受创尤甚。中国人移民东南亚过程虽然再续 ,但不复二战前盛况。除入境泰国的中国移民较多

外 ,一些国家的离境华人甚至多于入境华人。1947 - 1949 年 3 年间 ,离开新加坡的华人为 294 805

人 ,入境华人为 248 617 人。[29 ]二战以后 ,东南亚华人人口增长主要是自然增长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 70 年代后期 ,大规模的中国人海外移民活动基本停止 ,持续 300 余

年的中国人移民东南亚大潮中断。一方面 ,中国政府严厉限制人民向海外迁徙 ,海外关系成为“污

点”,大部分华侨被视为需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向东南亚移民在动机

和实践上均不可行。从 1955 年始 ,中国政府正式宣布放弃双重国籍法 ,承自清末的根据血统主义

原则制定的国籍法不再施行。中国政府从号召华侨在政治上认同、经济上协助新中国转变为鼓励

华侨加入当地国籍 ,文化上认同于当地 ,政治上效忠于当地政府 (加入当地国籍者)或不介入当地政

治活动 (保持中国国籍者) 。中国政府对华侨工作的方针 ,“是为侨胞的长远利益着想 ,鼓励更多的

华侨参加当地国籍 ,在当地生根。”① 另一方面 ,独立后的东南亚国家出于对“共产主义”国家的防

范 ,也非常忌讳本国存在的大规模“外侨社会”,严厉禁止中国移民入境 ,并相继对本国华侨社会采

取或激进或和缓的同化政策。东南亚各国华侨或被动或主动融入当地社会 ,加入当地国籍 ,效忠于

当地政府 ,成为当地国家民族的组成部分 ,绝大部分华侨完成了从“侨民”到当地华人的身份转变 ,

不复为中华民族的海外分支。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 ,东南亚各国华人社会的“华人意识”

(Chineseness) 均有不同程度的削弱。②在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柬埔寨和老挝 ,相当部分华人

同化于当地社会。

因此 ,从 50 年代初到 80 年代中期 ,除了 70 年代初期数千来自云南的知青越境进入缅甸和 70

年代中期数千福建人潜入菲律宾外 ,东南亚华人社会基本上没有来自中国的移民加入。

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作用 ,东南亚华人人口仍有一定程度的增长。据估计 ,到 1990 年前后 ,

东南亚华人约 2 000 万人 ,其中 ,印度尼西亚约 546 万人 ,马来西亚约 525 万人 ,泰国约 481 万人 ,新

加坡约 252 万人 ,越南近 100 万人 ,菲律宾约 85 万人 ,柬埔寨和缅甸各约 50 万人。③

四、新移民 :第四次移民浪潮 (20 世纪 80 年代迄今)

70 年代以来 ,中国再次大规模向国外移民。中国新移民是国际移民大潮的组成部分。经济全

球化带动资金、信息、技术、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 ,使国际移民活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

行。虽然其主流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大量移居发达国家 ,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移民流动也与日俱增。

在 1970 - 1995 年间 ,西方发达国家净接纳 3 500 万移民 ,占其人口增长的 28 %。根据国际移民组织

( IOM)发表的《2003 年全球移民报告》,全球移民的数目由 1975 年的 8 400 万人增加至 2000 年的 1.

75 亿人。到 2005 年 ,国际移民更达 1. 91 亿人。其中 1. 15 亿人在发达国家 ,0. 75 亿人在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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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此估计来自 :Leo Suryadinata , Chinese and Nation2Building in Southeast Asia , Singapore : Singapore Society of Asian

Studies , 1997 , p. 7. 虽然廖建裕教授说明 ,其所列华人数量大部分是推估 ,并非来自正式人口统计数据 ,但笔者仍认
为 ,所列印度尼西亚的华人人口数量显然低估。

在此使用的“华人意识”(Chineseness) ,指认为自己是华人的意识。构成华人意识的基础 ,一是华人血缘 ,二
是一定程度上认同和保持华人文化。王赓武教授则认为 ,“华人意识”指“那些认为自己是华人的即是华人”。参见
Wang Gungwu ,“The Study of Chinese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Asia”, in J . Cushman & Wang Gungwu ,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Two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8 , p. 16217.

廖承志在 1957 年中侨委第二届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上的讲话。见《侨务政策汇编》第 3 辑 ,南洋研究院院存
资料。



家。约三分之一的移民是从一个发展中国家移居到另外一个发展中国家。①

改革开放伊始 ,国门骤开 ,外资和外国人蜂拥而至 ,近 30 年来被隔离的发达富裕的西方和东亚

展现在国人面前。同时 ,中国政府也逐步放宽出国限制 ,出国热蔚为时尚 ,大规模移民潮也随之而

至 ,持续至今 ,史称“新移民”。从改革开放初期到 90 年代中期 ,发达国家是中国新移民的主要目

标。此后 ,中国新移民的主要流向发生重要变化 ,发展中国家成为新的移民目标。其原因首先是由

于发达国家接纳非专业人士的移民限制日趋严格 ,合法移民难度加大 ,通过非正式移民渠道的价格

飞涨。80 年代中后期和 90 年代前期 ,福州人非正式渠道前往美国的费用为 1. 8 - 3 万美元 ,到 90

年代中后期 ,费用升至 3 - 5 万美元。至 2003 - 2005 年 ,费用高达 5 - 7 万美元。[30 ] 到欧洲的非正式

移民费用也呈同比例增长。其次 ,中国经济实力迅速增长 ,对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出口、投资和劳务

输出激增。对外经贸联系的扩展既为华商提供谋生和发展机会 ,中国商贩和企业家的海外活动也

强化中国的海外经济扩张 ,由此推动了中国新移民流向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入境和居留管理

通常远较发达国家宽松 ,当地民众对中国移民的态度也较友好。东南亚为中国近邻 ,交通便捷 ,移

民费用低廉。东南亚与中国经贸关系密切。尤其是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双方经济一体

化的进程极大促进双方的人员往来 ,有利于移民出入境。东南亚各地广泛存在华人社区 ,也使新移

民在东南亚较易谋生。此外 ,东南亚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高度不平衡的地区 ,包括发达国家 (新

加坡) 、中等发展程度国家 (如 :马来西亚、泰国)和可列入亚洲最贫穷国家的缅甸和老挝 ,各国和各

阶层有不同的人才和劳力需求 ,各类中国新移民可从事不同行业 ,有各种机会。不像在非洲、南美

和俄罗斯 ,绝大部分中国新移民仅能从事商贸活动。

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有两次稍具规模的中国人前往东南亚的移民活动。第一次发生在 70

年代初 ,数以千计的云南知青 ,既不堪忍受农村的艰苦生活 ,又满怀推动世界革命的激情 ,越过云南

边境到金三角地区参与当地革命军的武装斗争 ,这批人绝大多数丧生异域 ,仅少部分人存活 ,融合

于当地。第二次是福建晋江人前往菲律宾。在中菲建交前夕的 1975 年 4 月 11 日 ,为解决菲律宾

华侨的国籍问题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颁布 270 总统法令 ,允许菲华入籍。数以千计的晋江人经香港

潜入菲律宾 ,试图在菲律宾亲友的帮助下取得菲律宾国籍。

较大规模进入东南亚的中国新移民开始于 80 年代中后期 ,一直延续迄今。据其目的地和移民

特点 ,可分为三波考察。

第一波进入东南亚的中国新移民来自传统侨乡闽南和潮汕地区 ,各自的主要目的地是菲律宾

和泰国。大量潮汕人前往泰国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在 1988 年泰国开放中国人到泰旅游之前 ,

潮汕人已在泰国亲友的帮助下 ,以应邀探亲的名义前往泰国。泰国政府开放中国人旅游签证以后 ,

移民泰国在潮汕地区迅速成为一种行业 ,主要经营者为当地旅行社。大多数来自潮汕的移民以旅

游探亲名义进入泰国 ,逾期不归 ,定居于当地。据我们 1995 年夏在曼谷的田野调查 ,几位潮汕籍社

团领导人估计 ,当时的潮汕新移民可能近 20 万。[31 ]这个估计也为我们 2006 年在潮州的移民调查所

证实。此外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 ,泰国成为来自中国各地、尤其是福建人潜往发达国家的

中转地。1994 年 ,泰国移民官员承认 ,他们的国家被国际人蛇集团作为一个重要的区域转运中心 ,

在藏匿在泰国等候转运的约 10 万中国人中 ,由于某种原因 ,小部分人仍留在泰国。[32 ] 90 年代后期 ,

泰国对中国游客开放 ,原来主要沿陆路越境前往泰国等候偷渡发达国家的移民得到分流。很多移

民以游客身份直接从大陆前往泰国 ,然后在蛇头安排下藏匿 ,等候到发达国家的机会。然而 ,沿陆

路前往泰国仍然是重要的移民路线。因为以游客身份入境需要保证金或各类担保 ,沿陆路入境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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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较艰苦 ,但成本较低。近年来 ,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迅速 ,潮汕人收入水平大幅提高 ,移民泰国

潮有所降温。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中国其它地区的移民。

较早利用老华人社区的传统联系前往东南亚的中国移民还有闽南人 ,其主要目的地是菲律宾。

80 年代以后 ,在菲律宾亲友的帮助下 ,晋江人移民菲律宾络绎不绝。90 年代早期以前到菲律宾的

新移民多为晋江人 ,在菲华亲友的帮助下 ,大部分人可能都拥有菲律宾护照 ,融入菲华社会。获得

当地身份的途径之一 ,是设法购买身份证 ,尤其是购买户籍管理不严的偏远地区死亡者的身份证 ,

其价格更便宜。① 1992 年以后 ,菲律宾政府推出新投资移民政策 ,为更为富裕的中国移民获得菲律

宾定居身份大开方便之门。根据该项政策 ,外国公民如在菲律宾投资超过 7. 5 万美元 ,可获得长期

投资居留签证 (SIRV) ,投资者的配偶和 21 岁以下未婚子女 ,也可得到同类签证。[33 ] 此项政策一出 ,

晋江一带迅速出现以做投资移民项目为业的公司 ,多以旅行社为名 ,包办投资签证手续、出境入境

及在菲的暂时落脚点 ,价格在 3 - 4 万元之间。到 1997 年 ,仅以投资移民名义移民菲律宾的晋江人

至少在万人以上 ,他们大部分从事经贸活动。90 年代中期以后 ,从晋江地区到菲律宾的移民虽仍

在继续 ,但规模已经缩减 ,主要是申请投资移民的中小企业家。其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在菲律宾谋

生 ,而是获得菲律宾定居身份证 ,方便其国际商务旅行。近 10 年来 ,大批来自中国内陆地区的移民

也前往菲律宾谋生 ,这在菲律宾华人史尚属首次。

第二波到东南亚的新移民发生在 90 年代中期 ,延续至今 ,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是主

要目的地。这一波移民包括长住台商及其眷属。1994 年 ,台湾当局推动“南向政策”,到 1999 年底 ,

台湾投入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新加坡的资金累计 423. 25 亿美元。[34 ] 伴随规

模巨大的对外投资 ,数以万计的台商活跃于东南亚各地。据印尼移民机构估计 ,仅在印尼持短期居

留的台湾人就达 3 万人 ,在越南的台商超过万人。[35 ]甚至在外资流入甚少的柬埔寨 ,90 年代中期台

商最多时达 4 000 多人。在 90 年代后期 ,整个东南亚的台商及与台资企业相关台籍人员达 10 万

人。[36 ]

90 年代以后 ,新加坡受囿于劳动力短缺和非华人人口迅速增长而产生的种族失衡问题 ,在 80

年代末就刻意引入各地华人移民 ,尤其是来自马来西亚、香港和澳大利亚的华人。90 年代中期以

来 ,高素质大陆华人成为新加坡刻意引进的目标。新加坡吸引高素质的大陆移民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直接从大陆吸引各类优秀学生 ,每年吸引数千大陆学生前往新加坡。根据新加坡政府规定 ,

使用新加坡提供的奖学金 ,毕业之后要在新加坡服务 6 年。当前 ,在新加坡就读的大陆学生从小学

到博士候选人 ,达 3 万人以上。[37 ] 同时 ,在新加坡就读的小留学生还带动一个特殊移民群体 ,即“陪

读妈妈”。2006 年 ,“陪读妈妈”数量约 6 000 人。[38 ]另一类高素质人才来自其他发达国家的大陆人。

新加坡成功地从其它发达国家吸引数以万计的原来自大陆的专门人才。除了高素质移民外 ,90 年

代中期以来 ,新加坡还引进大量大陆劳工。2002 年 ,中国对新加坡的劳务人员输出已近 10 万

人[39 ]
,绝大部分在建筑行业。

1990 年 9 月 ,马来西亚政府废除国民访华禁令 ,但仍禁止大陆人前往马来西亚。1994 年以后 ,

马来西亚政府为了促进旅游业 ,逐渐开放大陆人访问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对大陆人来访开放伊始 ,

即成为中国移民的目标。90 年代中期以后 ,大批大陆人利用旅游签证进入马来西亚 ,然后滞留不

归 ,成为移民。福建侨办的新移民调查资料表明 ,大部分在马来西亚的福建新移民都是 1996 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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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06 年 7 月 8 日 ,马尼拉田野调查资料 ,被访者 (笔者表弟)于 1984 年在菲律宾亲友帮助下前往菲律宾 ,并在
亲友帮助下取得菲律宾国籍。被访者认为 :在菲律宾购买身份证明并不难 ,最容易的办法就是购买菲律宾偏远地
区已去世的菲籍人的身份证明。据他所知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前来菲律宾的晋江人 ,绝大部分都已经拥有菲律宾
国籍。



后前往马来西亚的中国移民。[40 ]有如前往发达国家的新移民 ,婚姻成为一部分中国人移民马来西

亚的渠道之一。2003 年 ,通过婚姻移民马来西亚已有 2 710 人。[41 ]到 2005 年底 ,嫁到马来西亚的中

国新娘已达 6 000 人。[42 ] 1997 年 ,马来西亚和中国签订教育交流协议 ,互换留学生是教育交流协议

的主要内容。1997 - 2002 间 ,约 2 万名大陆学生到马来西亚留学。2003 年 ,有 10 884 名中国留学生

在马来西亚就学。[43 ]
2002 年 ,马来西亚政府为了吸引外国资金 ,启动“第二家园”计划 ,吸引富裕的

外国退休人员定居马来西亚。至 2006 年 ,有 1 779 名大陆老人到马来西亚定居。[44 ] 马来西亚也进

口中国劳务人员。至 2003 年底 , 经劳务公司合法输出到马来西亚的劳务人员有 5 582 人。[45 ]然而 ,

不少未经授权的劳务公司也暗中输出劳务人员。2004 年 4 月 ,马来西亚移民局宣称 ,有 18. 5 万名

中国人非法滞留在马来西亚。[46 ]据中国驻马大使馆估计 ,在马非法中国劳务人员约 2 - 4 万名。[47 ]

中国与印尼建交后 ,印尼政府严防大陆人进入印尼的限制逐渐放松。苏哈托统治后期 ,来自福

建的中国移民在其富裕的印尼亲友的帮助下 ,开始成批前往印尼。[48 ] 前往印尼的福建人主要来自

福州地区 ,少部分人来自泉州地区。根据福建省调查资料 ,到 2005 年 ,在印尼的福州籍新移民达 51

311 人。[49 ]在东南亚的台商也高度集中在印尼。1997 年亚洲金融风暴前夕 ,在印尼居住的台商及其

眷属达 3 万人左右。[50 ]

第三波到东南亚的新移民潮启动于 21 世纪初年 ,主要前往缅甸北部、柬埔寨、老挝和泰国北部

等东南亚大陆地区 ,其数量之大远非前两波移民可比。其中 ,在缅甸的数量最多。第三波移民的主

动力 ,是中国与中南半岛的大规模经济合作突飞猛进。2000 年以来 ,中国与泰国、缅甸、老挝、柬埔

寨和越南的双边贸易飞速增长 ,中国商品铺天盖地涌入这些地区 ,随之而来的是大量中国商贩。在

中国政府鼓励对外投资政策促动下 ,这些地区也成为中国企业家对外投资的热点之地。

中国政府对这些国家的援建项目直接推动了中国移民前往这些地区。在缅甸、老挝和柬埔寨 ,

中国援建的项目遍及全国各地。这些地区的华资企业也吸引了大批中国移民。据驻柬埔寨中国使

馆 2003 年资料 ,在柬埔寨的大陆、台湾和香港投资的纺织行业 ,雇佣 7 000 多名来自大陆的技术工

人 ,只有 2 000 多人是有合法工作准证的。[51 ]据柬埔寨中国商会 2005 年资料 ,在柬埔寨投资的中国

企业已有 400 多家。[52 ]每家企业所需中国技术和管理员工应有数十人。在越南 ,自 2000 年至 2006

年 ,大陆在越南投资的较大企业有 400 多家。[53 ]仅 TCL 集团在越南的投资厂家 ,年产彩电 50 万台 ,

所须中国技术和管理人员 ,当数以千计。迄 2007 年初 ,在越南的台商企业已达 3 000 家 ,分布于南

北越各地。长住越南的台商及其眷属约 2 万人。中越边贸的繁荣和中国近年来大量投资越南 ,是

中国人移居越南的主要动力。更多的中国移民应当是从事边贸的商贩。

在中国第三波前往东南亚的新移民潮中 ,较为引人瞩目的 ,是中国人集体前往缅甸北部、老挝

和柬埔寨从事种植行业。根据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 ,中国对东南亚农产品进口减税直至免

税。同时 ,中国政府承诺帮助金三角地区发展种植业和加工业 ,以便取代鸦片种植。云南边境地区

的市县政府 ,均鼓励企业家过境投资。因此 ,很多中国企业家在缅甸和老挝的边境地区投资种植

业 ,建立一批水果、橡胶、甘蔗园和加工厂。中国投资者通常大量招募中国工人和技术人员前往其

农场。在缅北的调研资料表明 ,较大的一个甘蔗种植园所雇佣的中国工人达 5 000 人。① 这些中国

移民投资和经营的种植园的产品和加工品 ,再免税或以极低税率出口到中国。在老挝山区 ,成千上

万的中国移民忙于生产用于出口的农产品。在柬埔寨 ,中国移民也开始进入边远地区从事农业开

发。[54 ]
2006 年 ,一位关注移民的西方观察家认为 ,近年来涌入柬埔寨的中国移民在 5 - 30 万人之

间 ,散布在柬埔寨各地 ,包括那些最难到达的偏远地方 ,也可发现中国新移民的踪迹。[55 ]

缅甸的中国新移民最多 ,但数量最难推估。长达 3 000 公里的中缅边境 ,并非设几处口岸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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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控制。中缅两国跨境民族常年几乎自如出入边境线 ,双方边民贸易管制也不严格。而且到达

缅甸的中国新移民流动性大 ,相当比例再流向柬埔寨、老挝和泰国。2005 年 ,一位长驻印度孟加拉

邦的独立研究者 Sudha Ramachandran 提出 :在过去 10 年中 ,至少有 100 万名以上的中国移民进入缅

甸。数量庞大的中国移民已经改变了缅北地区的族群结构。[56 ]

由于东南亚各国都未发布有关中国人出入境和中国移民的数据 ,中国方面也无公开此项数据 ,

因此 ,无法利用公开数据推估中国新移民数量。而且进入东南亚的中国新移民中 ,相当比例为无正

式出入境手续者 ,更使相关各国也无法准确推估。由于研究所需 ,笔者据所掌握的资讯 ,仍试图对

东南亚的中国新移民规模作大体评估。

2006 年东南亚中国新移民数量估计、分布与职业构成

国别 数量 (万) 主要职业 备注

缅甸 100 - 110 商贩、管理与技术人员、劳工、农民
相当比例的流动人员 ;
相当比例的无证移民

泰国 35 - 40
商贩、管理与技术人员、自由职业者、公司
职员

相当比例的流动人员 ;
相当比例的无证移民

新加坡 35 - 38 留学生和专业人士、职员、商人和劳务人员

菲律宾 15 - 20 商贩、职员 相当比例的无证移民

马来西亚 10 - 15 商贩、劳工、学生、中国新娘和退休人士 相当比例的流动人员

越南 10 - 12 商贩、投资者、管理和技术人员
一定比例的流动人员 ;
相当比例的台商及其
眷属

印度尼西亚 10 投资和管理人员、商贩、技术人员
相当比例的台商及其
眷属

老挝 10 商贩、管理和技术人员、劳工、农民 相当比例的流动人员

柬埔寨 5 - 10 商贩、管理和技术人员、劳工 相当比例的流动人员

总计 230 - 265 从事政治以外的所有职业领域 ;商贩最多 相当比例的流动人员

结　论

东南亚是中国海外移民的最主要目的地。中国人大规模移民东南亚始于 17 世纪 ,盛于 20 世

纪上半叶 ,历三波移民高潮。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 ,中国移民及其后裔达 1 000 万人以上。随着

大陆改革开放及中国与东南亚经济合作的飞速发展 ,中国人重启移民东南亚热潮。虽然推动不同

时期的移民潮各有其不同的国内外因素 ,但就四次大规模移民潮而言 ,中国与东南亚的经贸发展和

合作都是主要动力之一。随着中国与东南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 ,如中国与东南亚的政治关系保

持良好 ,前往东南亚的移民潮仍将继续。与此同时 ,东南亚各国进入中国的移民也将日益增多 ,并

呈加速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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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our waves : history of Chinese migration into Southeast Asia

ZHUANG Guo2tu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Xiamen University , Xiamen , 361005 , Fujian)

Abstract : Southeast Asia had been the main destination for Chinese migrati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igration into South2
east Asia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waves. The first wave of Chinese migration into Southeast Asia in great scale started from the

17th century onwards and after three waves the Chinese migration reached its peak in the middle of the 20th century , and more

than 10 million Chinese migrants and their descents lived in Southeast Asia. Along with the growth of Sino2Southeast Asian eco2
nomic cooperation and the re2openness of China since the late 1970s , the Chinese re2started the fourth wave of migration into

Southeast Asia. The trend of Chinese migration into Southeast Asia will continue in a certain scale in the near future as the bilateral

political relations keep stable and in turn , a great number of Southeast Asians will flow into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inte2
gration.

Key words : Southeast Asia , China , new migrant ,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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