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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问题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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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 世纪 70 年代起，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福州沿海地区( 马尾、长乐、福清、连江) 新移民

人数增长迅速，是中国新移民人数增长最多的群体，其人数至少在 75 万 － 80 万左右。福州沿海地区

新移民出国时的年龄结构主要集中在 16 － 45 岁，性别以男性为主; 出国的文化程度以高中、初中或小

学及以下为主; 出国前他们大多为农民阶层或无业青年，出国后多数是务工或经商。福州沿海地区

新移民对家乡乃至祖( 籍) 国中国的建设正起着重要的作用，也对移入国产生积极的影响，他们是福

建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福建现代化的发展和城镇化的推动，需要丰厚

的新移民和老华人华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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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70 年代起，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的新移民( 或称“新华人华侨”) 人数增长迅

速，是中国新移民人数最多的群体。据福建省侨办和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在 2009 年的估计，福

建新移民人数在 260 万 － 280 万之间，若是加上其后代，则已达到 300 余万人。［1］他们是当前和

未来福建现代化和城镇化建设的一支重要支撑力量。按福建各地区的分布来看，福州地区的新

移民人数最多。依据实地调查资料和相关文献，本文拟探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福州沿海地区

( 本文指福州市马尾区、长乐市、福清市、连江县四个地区) 新移民的迁移特征及其对福建、中国

和移居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 、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的人数规模

据笔者从 2002 年以来到 2013 年间参加或进行的约十余次的福州沿海地区侨乡社会经济发

展调查情况来看，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的主要移居地是美国、日本、欧洲乃至南美洲，如阿根廷、
巴西等，其中马尾区、长乐市、连江县三地的新移民人数以移居至美国的为最多。

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的移民方式主要有家庭团聚移民、留学移民、劳务输出移民、投资类移

民、非正常渠道移民( 非正常渠道滞留、入境或出境) 。根据笔者的多次实地调查情况看，非正常

渠道移民的人数约占新移民总数的五成左右。稳定的移民网络机制( 移民中介组织、先行移民

的牵引和帮助、血缘和地缘网络) 的存在是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人数大增的主要原因。
据 2009 年底统计，马尾区全区海外人口达 9 万多人，其中亭江镇 5． 3 万人，琅岐镇 3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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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星街道 5 000 多人，马尾镇 3 000 多人。目前，平均每年移民海外人数可达 1 200 余人。［2］据有

关数据显示，马尾区的华人华侨 95%是 1979 年以后出去的，按在当地出生的华人华侨约占马尾

区华人华侨总数 1 /3 比例来算的话，估计该区的新移民应当不少于 6 万人。据统计，长乐市新移

民人数在 2005 年已达到 16 万人［3］，目前估计应有 20 万人。福清市新移民在 2011 年估算时大

约近 30 万人［4］，目前估计有 30 多万人。连江县大量移民海外是在改革开放后，据有关部门汇

报，目前连江海外华侨 7． 5 万人，华人 13． 9 万人，出国人员 9． 4 万人，香港人士 1． 8 万人，澳门人

士 0． 6 万人。［5］按新移民占总华人华侨总数一半比例和出国人员中约六成是新移民人数来算的

话，估计连江的新移民数有 16 万左右。上述四县( 县级市或区) 新移民人数累计估算，目前至少

在 75 万 － 80 万左右。

二、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的年龄和性别结构

从年龄结构来看，福州沿海地区的新移民出国时年龄约在 16 － 45 岁，若按现在的时间来看，

新移民的年龄结构大致以 30 － 59 岁为主。从性别构成来看，以男性新移民为主，女性新移民也

不少。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和福建省侨办在 2002 年 12 月和 2003 年 12 月两次在长乐的入户调查

显示，长乐的移民( 绝大多数是新移民) 出国时的年龄以 16 － 45 岁之间的人数为最多①，约占受

访中在国内出生、现居住在国外且有反映具体出国时年龄的移民总人数的 85% ; 出国时年龄在

46 － 55 岁的移民人数也不少，约占受访中在国内出生、现居住国外且有反映具体出国时年龄的

移民总人数的 9． 2%。从性别比例来看，受访的在国内出生、现居住在国外且有反映具体出国时

年龄的移民( 绝大多数为新移民) 男女性别比是 183∶ 100，受访的在国内出生、现居住在美国且有

反映具体出国时年龄的移民( 绝大多数为新移民) 的男女性别比是 186∶ 100。即在国内出生、现
居住在国外且有反映具体出国时年龄的男性移民，约占受访中在国内出生、现居住在国外且有反

映具体出国时年龄的移民总数的 64． 7%。受访中美国的移民( 绝大多数为新移民，20 世纪 70 年

代以前美国的长乐籍移民甚少) 男女比例的情形也大体如此，那就是在国内出生且有反映具体

出国时年龄的美国男性移民，约占受访中在国内出生且有反映具体出国时年龄的美国移民总数

的 65%，具体数据参见表 1 和表 2。

表 1 长乐移民出国时的年龄与性别结构( 单位: 人) ［6］

年龄

性别
15 岁以下 16 － 25 岁 26 － 35 岁 36 － 45 岁 46 － 55 岁 56 岁以上 合计

男 30 211 483 316 121 33 1 194

女 19 136 292 131 49 27 654

合计 49 347 775 447 170 60 1 848

据表 1 和表 2 大致可看出，长乐新移民出国时年龄主要以 16 － 45 岁为主，46 － 55 岁的也有

一定的规模; 长乐新移民以男性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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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除逃避战乱回国 6 000 多人之外，长乐仍有一万多华侨散布于东南亚。
1961 年侨务部门统计长乐市华侨人数达 7 760 人，他们绝大多数仍居住在东南亚。长乐人大量移民海外的时间
是在改革开放时期。参见长乐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乐市志》，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8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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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美国长乐移民出国时的年龄与性别结构( 单位: 人) ［7］

年龄

性别
15 岁以下 16 － 25 岁 26 － 35 岁 36 － 45 岁 46 － 55 岁 56 岁以上 合计

男 25 181 406 273 106 30 1 021

女 18 126 235 108 38 23 548

合计 43 307 641 381 144 53 1 569

根据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和福建省侨办 2007
年 1 月在福清市的入户调查情况看，移民南非的福

清新移民中，男性移民也比女性移民多，然而女性移

民的比例也不小，详见表 3。
根据表 3 我们可算出，南非的女性福清新移民

占受访中涉及的全体南非新移民的比例不小，为

44． 2%。南非有不少女性福清新移民，与男性福清

新移民在南非开店面临人手短缺时，通过血缘或地

缘关系让宗亲和同村的女性迁移到南非有关系。［8］

至于福清新移民的年龄结构，根据厦门大学南

洋研究院和福建省侨办 2007 年 1 月在福清市的入

户调查情况来看，移民南非的福清新移民中，青壮年

是人数最多的群体，详见表 4。

表 3 南非福清新移民的性别结构①

性别 人数( 人) 比例( % )

男 91 55． 8

女 72 44． 2

表 4 南非福清新移民的年龄结构②

年龄( 岁) 人数( 人) 比例( % )

10 － 20 5 3． 1

20 － 30 58 35． 6

30 － 40 70 42． 9

40 － 50 26 16． 0

50 － 60 4 2． 5

根据表 4 我们可算出，2007 年时 20 － 40 岁的青壮年南非新移民占被访的南非新移民数的

比例相当大，为 78． 5%，40 － 50 岁的人口也占了一定的比例。
此外，根据何明丽对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和福建省侨办对福清、长乐入户调查资料的整理，

我们可发现，旅日的福清、长乐籍新移民出国时年龄主要集中在 18 － 25 岁，其次集中在 26 － 30
岁。其中 18 － 25 岁的人数是 112 人，占被访中涉及的两城市日本新移民总数( 206 人) 的 54%，

略超过被访中涉及的两城市日本新移民总数的一半; 26 － 30 岁的人数是 41 人，占被访中涉及的

两城市日本新移民总数( 206 人) 的 20%。可见福清、长乐迁移日本的新移民出国时年龄大致以

18 － 30 岁为主，参见表 5。

表 5 福清、长乐旅日新移民出国时的年龄结构③

年龄 18 岁以下 18 － 25 岁 26 － 30 岁 31 － 35 岁 36 岁以上

人数( 人) 12 112 41 20 21

比例( % ) 6 54 20 10 10

①② 此次实地调查涉及南非新移民 163 人，均为有效数据。资料来源: 庄国土、郭玉聪编:《福建新移民调

查资料·福清卷》，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2007 年 1 月，未刊。转引自付亮:《南非的中国新移民———以福清新移

民为例》，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9 年，第 39、41 页。
③ 根据 2002 年 12 月、2003 年 12 月、2007 年 1 月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在长乐和福清侨乡的入户调查资料

整理而成。三次实地调查共采集到 206 位旅日新移民的数据。资料来源: 何明丽:《福州地区旅日新移民研究》，

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8 年，第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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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出国时的文化程度

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大部分来自农村，因而其出国时的文化程度较低，以高中、初中或小学

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

据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和福建省侨办于 2002 年 12 月和 2003 年 12 月的联合调查显示，长

乐新移民出国时的文化程度很低，详见表 6 和表 7。

表 6 长乐新移民出国时受教育程度统计( 单位: 人) ［9］

完成情况

受教育程度
在校 毕业 肄业 辍学 合计

小学及以下 24 376 35 99 534

初中 28 792 35 86 941

高中 22 183 7 23 235

中专 2 16 0 1 19

大学专科 0 17 0 0 17

大学本科 12 13 0 1 26

研究生 1 0 0 0 1

合计 89 1 397 77 210 1 773

表 7 美国长乐新移民出国时受教育程度统计( 单位: 人) ［10］

完成情况

受教育程度
在校 毕业 肄业 辍学 合计

小学及以下 23 324 31 87 465

初中 16 676 28 75 795

高中 20 153 7 20 200

中专 0 12 0 1 13

大学专科 0 14 0 0 14

大学本科 8 8 0 1 17

研究生 0 0 0 0 0

合计 67 1 187 66 184 1 504

根据表 6 我们可看出，出国时初中毕业的新移民占被调查到的有反映详细受教育程度的新

移民总数的 53． 1%，小学及以下的新移民占 30． 1%，高中毕业的新移民占 13． 3%。根据表 7 我

们可看出，出国时初中毕业的新移民占被调查到的有反映详细受教育程度的美国新移民总数的

52． 9%，小学及以下的新移民占 30． 9%，高中毕业的新移民占 13． 3%。上述二表显示出，大部分

长乐新移民出国时的文化程度很低，移民国外的长乐新移民在出国时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

其次是小学及以下，接着是高中。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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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和福建省侨办 2007 年 1 月在福清的入户调查，福清新移民出国时

的文化程度以初中和高中为主，详见表 8。据表 8 我们可算出，出国时文化程度为初中、高中的

福清新移民占调查到的有效数据新移民总数( 139 人) 的 66． 9%，略超过 2 /3，可见福清新移民出

国时的文化程度主要以初中、高中为主。

表 8 福清新移民出国时受教育程度统计①

文化程度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专 大专 本科 研究生

人数 14 43 50 13 7 7 5

比例( % ) 10． 1 30． 9 36 9． 4 5 5 3． 6

根据笔者在 2002 年以来多次参加的福州沿海地区侨乡入户调查和社区问卷调查情况看，福

州沿海地区其他县( 县级市或区) 如马尾区、连江县等，出国时新移民的文化程度同样不高，多数

是以初中、小学文化程度为主。

四、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出国前后的职业分布状况

( 一) 出国前的职业分布状况

根据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十多年来在福州沿海地区侨乡的入户调查和社区问卷情况看，福

州沿海地区新移民出国前大多为农民阶层或无业青年。此外，还有些新移民为工人、家庭主妇、

个体户、教师、学生、干部等。新移民中，无收入者( 无业者、家庭主妇、学生等) 尤其无业者( 他们

多是青年人) 占不小的比例。

长乐的新移民多数是来自农村，他们多从事农业，也就是说他们出国前的职业主要是农民。

地方经济建设对农村土地的征用，造成了农村大批劳动力无地可耕。如 1994 年，长乐人均耕地

仅 0． 43 亩，大大低于同期全省人均耕地 0． 73 亩。长乐的金峰镇华阳村，在 1985 年前大约有

1 400亩土地，因政府经济建设的征用，到 2002 － 2003 年时，仅剩 300 亩，大部分村民处于失业状

态。［11］农业收入过低及大批劳动力无力可耕，是农民移居国外的主要原因。

在长乐的新移民中，出国前无收入的新移民人数占不小的比例。2002 － 2003 年，厦门大学

南洋研究院和福建省侨办对长乐的两次联合入户调查中，涉及出国前无收入的新移民 464 人，其

中出国前属于无业的新移民有 271 人，占被访中涉及的出国前无收入新移民总人数的 57. 9% ;

出国前是学生的新移民有 111 人，占被访中涉及的出国前无收入新移民总人数的 23. 7% ; 出国

前做家务的新移民有 78 人，占被访中涉及的出国前无收入新移民总人数的 16． 6%。［12］

福清的新移民主要是因政府征地或农民自身建房用地等而失去土地的农民，此外是城市下

岗工人等。他们在出国前的收入都不高，据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和福建省侨办在 2007 年 1 月的

调查，被访中涉及的 121 位阿根廷福清新移民中，71． 1% 的人出国前的年收入都在 1 万元

以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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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07 年 1 月南洋研究院和福建省侨办在福清侨乡的调查，涉及 163 位新移民，其中 26 人受教育程度不
详，有效数据为 139 人。资料来源: 何明丽:《福州地区旅日新移民研究》，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8
年，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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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出国后的职业分布状况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和福建省侨办于 2002 － 2007 年在福州沿海地区侨乡举行的多次关于

新移民入户调查和社区问卷调查显示，福州沿海地区的新移民出国后多数是务工或经商。
马尾区的亭江、琅岐两地的新移民多是移居美国。据亭江镇政府工作人员的介绍，亭江出去

的新移民多从事餐饮业( 多在餐馆打工，一部分人开餐馆) 。［14］根据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和福建

省侨办 2002 年 3 月 3 日 － 3 月 6 日在琅岐的入户调查和社区问卷来看，琅岐的新移民也以在美

国为多，他们在美主要从事餐饮业( 也多在餐馆打工，一部分人开餐馆) ，有些则做建筑工。
长乐的新移民整体文化层次不高，因而限制了他们的就业能力。根据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和福建省侨办在 2002 年 12 月、2003 年 12 月的联合调查情况看，长乐新移民在美国多从事餐饮

业。2002 － 2003 年，长乐新移民在美餐馆打工的年收入约为 2 万 － 3 万美元，若是开餐馆的话，

年收入更高，可以达到 5 万美元。一般而言，刚到美国的新移民收入会比较低，刚开始年收入低

于 2 万美元。［15］据介绍，至 2013 年 6 月底止，长乐的重点侨乡猴屿乡在国外的人口估计有26 000
人。该乡张村乡亲目前在美国成为博士、学者、专家或教授的有 150 多人，在全美前十名综合性

名牌大学毕业与正在就读的有近百名，张村由此被称为“大学村”“博士府”。［16］与长乐其他乡镇

的新移民一样，张村新移民也多是在餐馆打工，但年轻一代的新移民和他们在美国本土出生的新

一代正以更高的素质融入美国社会。如猴屿村第一代华侨郑鑫( 男，1965 年生) ，他在长乐一中

毕业时未能考上理想的大学，经非正常渠道移民后在餐馆打工，两年后考上了康奈尔大学，现为

软件工程师，为美国国土安全局做软件编程。［17］另据介绍，2008 年，猴屿乡的华人华侨( 含新移

民在内) 在美国从事的行业有餐饮、律师、保险、证券、旅游、车衣、洗衣、首饰加工等，其中由猴屿

人开办经营的商店、工厂、律师所、旅游服务社等企业共有 338 家，遍布美国各州。此外，在新加

坡、日本、荷兰、加拿大、英国等国家，他们多半是办厂经商。［18］

福清和福州地区的其他新移民县( 县级市或区) 的情况有些不同，该市新移民在海外多从事

商贸、劳务或者超市经营。
据了解，在日本的福清新移民不少。2004 年福清市侨办普查统计，福清到日本的出国人员

总数有 35 826 人，远比到其他国家的人员多。在日本的福清新移民多为打工族，主要是在餐馆

和建筑行业打工，也有在其他工厂商店如印刷厂、洗衣店、鞋厂、食品厂、燃料厂等打工。其中有

相当一部分是高危险、低保障的工作，有时他们甚至还会沦落到毫无保障的临时工的境地，他们

每天的劳动时间基本上都要超过 10 个小时，详见表 9。

表 9 日本福清新移民出国后的职业状况①

职业 人数( 人) 比例( % ) 职业 人数( 人) 比例( % )

餐馆打工 39 27 厨师 8 5

公司职员 13 9 其他工人 57 40

自主经营 6 4 半工半读 8 5

建筑工人 9 6 无业 3 2

·21·

①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和福建省侨办于 2007 年 1 月在福清的入户调查中，共调查到旅日新移民 163 位，
其中 20 人情况不详。资料来源: 庄国土、郭玉聪编:《福建新移民调查资料·福清卷》，2007 年 1 月，未刊。转引
自何明丽:《福州旅日地区新移民研究》，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8 年，第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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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福清新移民在阿根廷的有 1． 5 万人，占当地华人华侨总数的 1 /4，主要从事超市业。
2007 年 1 月 22 日，时任阿根廷的福清同乡会会长严云祥先生在福清外侨办会议室接受访谈时

说:“阿根廷的超市除沃尔玛、家乐福之类的超市外，其余都是福清人开的。”［19］

在南非的福清新移民数量也较

多，2004 年有 3 504 人。［20］他们多开

办服装进出口或销售企业，原因是服

装企业投资小、成本低、利润高、资金

周转快。从浙江、晋江等地进口的服

装因款式新颖、品种繁多、质优价廉，

而在南非当地颇受欢迎。因此，开办

服装进出口或销售企业在南非福清人

中深受青睐，被奉为创业的首选［21］，

详见表 10。

表 10 南非福清新移民出国后的职业状况①

工作种类 人数( 人) 比例( % )

暂无 2 1． 3

开办服装进出口
或销售企业

112 73． 2

开食杂店、超市 28 18． 3

开床上用品店 1 0． 7

打工 10 6． 5

据表 10 我们可看出，除经营服装进出口或销售企业外，在南非的福清新移民也有一部分是

开食杂店和超市。

据介绍，连江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 多数为新移民) 主要从事餐饮、制衣业或经商，少部分在

政界或科技界等领域发展。［22］笔者和同事、学生一行 3 人于 2012 年 4 月 25 日下午在连江访问

回国的美国连江公会主席郑斌先生时，他告诉我们，在美国的连江新移民一般先是在纽约餐馆打

工，有较强的经济基础后才开餐馆，一些甚至从事进出口贸易。2002 年 10 月 26 日 － 11 月 1 日，

笔者在参加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和福建省侨办联合在连江的入户调查和社区问卷调查时发现，

连江新移民以在美国最多，他们多是在餐馆打工，也有一部分在日本，他们也是打工，如做建

筑工。

五、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对福建乃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 一) 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对福建乃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对福建乃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可低估。

首先，新移民带来了数量可观的外汇收入。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和福建省侨办在 2002 －
2009 年，对福建新老侨乡 4 000 余户家庭入户调查发现，福建新移民的侨汇每年高达 1 200 亿元，

年增长率超过 10%［23］，其中大部分是福州地区新移民寄回来的侨汇，这是非常惊人的数字。以

长乐为例，据官方估计: “近年来，长乐新移民经银行正规渠道回来的美金大约有 10 亿美元左

右。”［24］在长乐，大量的侨汇被用于投资，且比例呈上升趋势。长乐的很多钢铁、纺织工业的发展

都有赖于侨汇的支持。

其次，新移民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地方的就业压力。笔者自 2002 年以来，参与了十余次对

福建新老侨乡的实地调查，基本情况是福建新移民大多是因为在当地务农、打工的收入过低，或

·31·

① 本次入户调查时间在 2007 年 1 月，收集到的南非福清新移民的情况有 163 人，其中有效问卷 153 人，无
效问卷 10 人，该表是对有效问卷统计的反映。资料来源: 庄国土、郭玉聪编:《福建新移民调查资料·福清卷》，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2007 年 1 月，未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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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失业、半失业，或是耕地少、失去土地以及国外收入与国内收入存在巨大差距等因素，通过正常

或非正常渠道移民的。如长乐新移民出国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在经济建设过程中政府

大量征用土地而引起本身人均耕地就很少的长乐人耕地更少，大批劳动力无地可耕，不少农民处

于失业状态。在当时本地民营企业经济力量仍不够强大、企业工人工资较低的情况下，大多数文

化程度不高的长乐人大量地出国谋生。这在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初来说，是减轻地方就业

压力的一条重要途径。又如至 20 世纪末，福清市的剩余劳动力超过 10 万。1979 － 1999 年，该

市通过办定居护照、合法移民、合法出境滞留不归的约 6 万人。［25］

再次，新移民积极参与家乡乃至祖( 籍) 国的建设。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具有年轻、富有创

新性和开拓精神、勤劳节俭、总体文化程度不高的特点。随着对移入地生存环境的逐渐适应，他

们的经济实力不断壮大，一些以新移民为主体的社团和社团领袖开始出现。例如在美国，主要由

长乐新移民组织的各种类别的社团就有几十个。在 2002 年时，纽约的福州籍华人社团就已组建

到乡村一级，如长安、西边、猴屿、象屿、泽里、南乡、东岐、长柄、营前、浮岐、洋屿、琅岐、岐下等地

区社团，各有数百到数千名会员不等。纽约福州籍华人社团甚至发展了县及乡镇中学的校友会，

如美国连江二中校友会、美国长乐五中校友会、美国亭江中学校友会。2002 年时，亭江中学就号

称在美国有校友 1． 7 万人。［26］作为华人华侨社会中新崛起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些社团成为世界

各国福建新移民与祖( 籍) 国、家乡亲人之间紧密联系的纽带与桥梁。一方面，他们组团回乡观

光考察，及时了解家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状况; 另一方面，每当家乡有关方面组团出访时，他

们都会热情接待，周到地安排行程，让家乡人更多地了解海外信息，自己也从中感受家乡的社会

发展脉搏。
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至 2008 年 12 月底，在长乐市引进的外商投资项目中，华人华

侨资本就占了总投资的近 70%。［27］ 2002 年起，长乐市开始大力实施民间资本回归工程，以乡情

为纽带，吸引了大量海内外企业家和管理团队回乡创业。至 2012 年 12 月底，企业家人才回归共

1 200 多人，总投资 500 多亿元。［28］

建设家乡是长乐籍新华人华侨公益事业捐赠的最主要项目。据笔者统计，自 1980 年到

2002 年 10 月初，猴屿乡猴屿村的华人华侨为家乡猴屿村公益事业的捐赠共计人民币 2 273． 5 万

元，其中捐赠金额最大的项目是 2000 年扩建猴屿文化宫，华人华侨共捐资 825 万元; 其次是 1985
年猴屿华侨学校及文明路的建设，华人华侨共捐资 180 万元; 还有金额较大的捐赠项目是 2000
年扩建屏山寺，华人华侨捐款 120 万元; 2000 年建千禧楼、文昌阁及一间公厕，华人华侨捐赠 100
万元。［29］长乐籍新移民对家乡庙宇和祠堂的捐赠金额不小。2013 年 6 月 25 日 － 30 日，笔者和

同事、学生一行 9 人赴长乐侨乡调查时发现，新移民对长乐寺庙的捐赠金额惊人。如航城街道的

洋屿村云门寺在兴建和修建过程就得到了新移民的热情捐赠，其中捐款较多的是美国华盛顿福

建同乡会名义会长郑锦筹，自 1993 － 2005 年，他累计捐款人民币 12． 7 万元。按单笔捐款金额来

看，较多的是美国福建同乡联合会主席郑永健，他捐款的金额是 15 万元。又如在明朝寺庙保福

寺旧址上修建的猴屿乡浮岐村的蒲竺寺，从 1988 年起开始修建以来就得到旅美乡亲卢统凎单人

的捐资 26 万美元。再如据新移民最多的乡镇猴屿乡政府工作人员介绍，海外乡亲早期寄回的侨

汇大部分是用于兴修祠堂。近年来，因为大量祠堂已经建好，且 90% 已经翻新完毕，故兴修祠堂

的捐赠资金已经大大减少。［30］

连江县华人华侨对祖国及家乡的捐赠力度也很大。据报道，改革开放以来至今，曾在1986 －
1991 年旅居菲律宾的华侨黄如论先后为中国大陆的公益事业捐资人民币 9． 3 亿元。黄如论先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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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北京、福建、江西、云南、重庆等地多处捐资兴建中小学教学楼、博物馆、医疗中心、桥梁公路，

设立各类助学金、奖学金、孤寡老人赡养基金、扶养孤儿基金。其中捐资 1 400 万元资助北京市

政府和海淀区政府抗击非典，捐资 1． 2 亿元兴建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世纪金源学校，捐资 1． 8 亿元

兴建四年制本科大学福建江夏学院，向中国人民大学累计捐资 1 600 多万元，捐资 1 000 万帮助

兴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大楼。［31］

新移民中的留学人才和新移民的第二代对祖国的建设相当重要。据我们在长乐的调查，有

一名到日本留学后成为日本一家制冷企业董事长的长乐新移民，因了解合成品制冷技术，在

2011 年被作为“海西创业人才”( 奖励 80 万元) 引进长乐一上市企业。此外，长乐的政府部门和

事业单位目前已引进海外硕士 3 名。［32］

福州市新华人华侨的投资占该市利用外资总额的一半左右。新华人华侨不仅在祖籍地投

资，在国内其他省也有不少的投资、捐资项目，其中投资房地产、矿产比例高，投资制造业比例低。
如福州市马尾区亭江镇的新华人华侨在国内投资达 7 亿美元，投资领域包括风景区开发、钢铁

业、水电站、电子仪器、汽车配件、开矿、公共交通、房地产业等。［33］

随着中国中西部的大开发，福清市新移民中的大部分人，在海外事业有成后把目光投向了祖

国的中西部地区，涉足的行业主要是矿产和地产业，还有一些老华侨和部分新华侨在上海、北京、
浙江、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投资项目。［34］

( 二) 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对侨乡的不良影响

许多新移民存在比富摆阔的现象。新移民省吃俭用汇款到家乡，在偿还出国债务的同时，很

大一部分被用来建筑豪宅或购买商品房、投资房地产。当地人认为通过建房可以把华人华侨的

根留在家乡，但问题是新移民建的豪宅很少有人住，雇人又不合算，在长乐甚至闹出豪宅顶层被

乞丐占住而住低层的新移民家属不知情的奇怪现象。新移民在侨乡当地的建房或购房对当地房

价、物价的攀升有很大的影响。相对非侨乡而言，福州沿海地区侨乡的物价均不低，这里的生活

成本远比非侨乡高，比如长乐、福清这些侨乡的物价相对来说就比较高，甚至比福州市区高。
新移民在家乡的摆阔有时达到让外人难以理解的地步。据我们的调查，不少新移民家属中

的红白喜事除免费招待亲友外，在酒宴结束时还都会赠予红包或戒指等礼金或礼物，这与中国人

光宗耀祖和重视面子的传统有关系。然而这不仅浪费了新移民在国外赚的辛苦钱，而且滋长了

侨乡地区的不良社会风气。
新移民的迁移，造成侨乡当地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流失，经济发展只能严重依赖侨汇。

在长乐的猴屿乡，据我们的调查，目前该乡的人口年龄结构是以留守老人居多，年轻人多往国外

( 主要是美国) 移居，留守儿童也已不多。这些农村其实已经成了空心村，村干部只能因地制宜，

利用该乡在闽江沿岸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来发展生态旅游。［35］

新移民的大量迁移对侨乡的教育事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在福州沿海侨乡地区长乐、连
江、马尾等出现的“洋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① 美国福建同乡会主席郑棋认为，福州地区的“洋

留守儿童”估计有 2 万。资料显示，其中长乐市的“洋留守儿童”约 5 000 人，马尾区亭江镇约

2 000人，连江县琯头镇约 2 200 人，他们在 3 － 5 个月大时被父母委托亲友或通过特殊渠道送回

家乡给爷爷奶奶抚养，并在国内接受学前教育，到 5 岁左右再到国外。因长期与父母隔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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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许多福州人经非正常渠道移民到美国等国后，在当地出生的小孩因无暇照顾被送回中国，称为“洋留守
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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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物质上比较充裕，但严重依赖祖父母，与父母感情疏离甚至行为叛逆，往往不如父母自己

抚养的孩子行为习惯好。据介绍，有的孩子甚至会抱着女老师的腿直呼“妈妈”。他们到国外

后，往往要比国外的小孩晚一两年才能上小学。［36］

与新移民较多的侨乡“豪宅”形成对比的是成群结队的老人集体留守。在侨乡的老人往往

不愿到国外定居，因此他们只能集体留守。留守的老人们生活很简单，晒太阳，打麻将，或互通有

无，聊聊儿女们在美国的生活。村里土地或荒废，或交给外来农民工耕种;“豪宅”交给农民工打

理; 老人的生活与安全托付给农民工。儿女们在国外拼搏，然后支付工资给为父母服务的农民

工。尽管衣食无忧，但许多老人仍然挂念着远离祖国的亲人。对于老人们来说，留守家中便要忍

受思念亲人的痛苦，但要离开生活了一辈子的故土，将晚年安放于异国更是不堪想象。于是这些

老人便互相作伴，集体留守。对集体留守老人的心理和身体健康的关怀便成了侨乡当地政府一

项很重要的工作。例如在长乐，地方政府通过设立敬老院、建设公共娱乐设施、关心慰问等方式

照顾他们。［37］

另外，新移民及其家属对侨乡宗教信仰和宗族事务的热心参与，造成侨乡庙宇、祠堂的修建

或兴建花费惊人。新移民及其家属参与到侨乡庙宇、祠堂的修建或兴建热潮中，不少是因为其出

国顺利或出国后赚到钱财而向神明祖先还愿。

六、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对移居国的影响

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对移居国的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当地主流社会的关

注和肯定。多年来，曾被很多人横加指责的福州非正常渠道移民填补了美国人不愿从事的工作

岗位。福州人在纽约开的餐馆和商店已遍布各条街道，如东百老汇整条街就都是福州人开的店

铺。日本舆论认为:“美中合作的时代即将到来，在美中合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新华侨，他们兼

有中国式的经营手法和自己的中国信息网，他们具有大公司也不敢轻视的力量。”［38］

以长乐市的猴屿乡为例。猴屿人在美国有 2 万多人，大部分居住在纽约、华盛顿、费城、波士

顿等地。据初步统计，猴屿人开的大小餐馆约 400 多家，还从事洗衣店、珠宝店、服装店、建筑装

修，除此以外还有从事律师、会计师、保险、股票理财、地产买卖、贷款业务等。纽约发生“9． 11 事

件”后，猴屿籍华人华侨也立即行动起来，踊跃捐资，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博大胸怀，受到时任总统

小布什的嘉许和美国主流社会舆论的好评。［39］

在美国的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中，出现了学有专长的杰出人才。如 1978 年前往美国攻读乔

治大学博士学位的福清县龙田镇二村的方同光，用四年的时间研究乙醇酸细胞器模电子传递，最

后写了一篇被认为是乔治大学实验室一百多年中最成功的博士学位论文。1984 － 1989 年，他在

密苏里大学生化系研究线列体活体内部生化反应课题，使活体线列体提纯办法达到世界最高水

平，先后有 41 个国家或地区的专家教授向其请教。他的成功研究，进一步推动了世界加工业、农
业和发酵工业的发展。［40］

在阿根廷，以福清人为主的华人超市因为商品价格便宜、薄利多销、营业时间长的特点为当

地政府和百姓所认可。当地政府和百姓甚至认为，华人超市对抑制阿根廷的通货膨胀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据当地媒体报道，在食品和饮料方面，华人超市的总销售额已经占到阿根廷全国总销

售额的 30%左右。“如今，遍布各居民区的中小型超市，已基本由福清人为主的华人掌握。”［41］

巴西的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在经济收入改善的同时，不忘救济当地有需要帮助的贫苦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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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连江县黄岐镇旅居巴西的一位 34 岁的男性天主教徒①，在接受采访时就说:“我们在巴西赚

了点钱，现在生活无忧了，应该懂得回报社会，多帮助这些贫困的人民。我将来的打算是，继续留

在巴西做慈善工作，扩大我们的教会组织，传播福音，让更多人享受到社会的温暖。”［42］

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促进了其移居国家与中国的友好关系的发展。例如在美国纽约华人华

侨社会中，福州新移民群体人数众多，而且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每逢中国国家领导人访美，新移

民都热烈欢迎; 在反台独、促统一的活动中，他们也表现得相当活跃。又如在阿根廷的新移民非

常热爱自己的祖( 籍) 国中国，在维护阿根廷和中国的友好关系上作出了较重要的贡献。据时任

阿根廷中华工商企业联合总会主席陈瑞平介绍，2004 年 11 月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阿根廷、2005
年 11 月罗干访问阿根廷时，都受到法轮功信徒的干扰，在当地政府和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无计

可施之际，使馆方面找到了福清会馆。在福清会馆的帮助下，那些游行示威的法轮功信徒最终没

有达到阻挠中国领导人友好访问阿根廷的目的。［43］

对在中国新移民中占主要力量的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的经济力量和选票力量，美国政界很

早就有了认识。1930 年出生于长乐猴屿乡的美东福建同乡会永远名誉主席郑忠高曾应邀参加

老布什总统的就职典礼，曾受到卡特总统的亲切接见，曾被纽约州长帕德基授予“杰出亚裔人士

奖”，褒扬他为促进美中两国文化交流所作的杰出贡献。
新移民在维护华人族群与当地主流族群及其他族群的友好关系上也做出了较重要的贡献。

如 1945 年出生于长乐猴屿乡的郑德禄，在 1996 － 2001 年担任纽约华人社团联合总会常务副主

席时，积极参与繁荣社区经济，为提高华人在美地位和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做出了贡献。2001 年

美国发生“9·11”事件，他对这种反人类的暴行极为愤怒，公开发表演说谴责恐怖分子的暴行，

并积极组织募捐献给受难者家属; 在同年 12 月 1 日，他协办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华人议员赵小兰

致敬会，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华人族群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族群，引得世人的瞩目。［44］又如出生于福

清三山镇前薛村的意大利福建华人华侨同乡会总会名誉会长游明瑞，起先在皮衣厂做工，后来在

台湾人开办的餐馆里从招待做到大厨。1997 年，他开办工厂，命名“南极洲”，专门生产沙发，是

中国人在意大利开设的最大企业，雇工 200 多人，工人中不仅有华人，还有意大利、阿尔巴尼亚等

欧洲国家的人。该厂厂区上空每天都飘扬着五星红旗。2002 年，游明瑞拾金不昧的义举感动了

世界第二大沙发企业———意大利尼古拉蒂公司总裁，使得二人成为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并促成

“尼古拉蒂———诚丰沙发公司”的诞生。该公司也是尼古拉蒂在亚洲唯一的生产基地，年产值 10
亿元人民币。［45］

七、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福州沿海地区的新移民人数增长很快，是福建新移民和中国新移民的最集中

地区。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出国时的年龄大致以青壮年为主，文化程度以中学、小学及其以下为

主。出国前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大多为农民、无业青年，出国后他们的职业多以务工、经商为主。
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对家乡乃至祖国的建设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对福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也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是福建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支重

要力量。福建现代化的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推动，仍需要丰厚的新移民和老华人华侨资源。

·71·
① 2010 年时，连江县在巴西的新移民估计有 8 000 － 10 000 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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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对移出国的影响比对移入国的影响更大。随着国际迁移人口的

逐渐减少，福州沿海地区新移民的移民速度有正在减慢且停滞的现象。总体而言，福州沿海地区

新移民汇回迁出地的侨汇数目前虽然巨大，但今后其数量可能会下降。新移民对迁出地的公益

事业的建设作出重要贡献，然而在一些侨乡他们捐建的公益事业已呈饱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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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in the Problem of New Emigrants from Coastal Areas of Fuzhou

WANG Fubing
( Southeast Asian Studies，Xiamen University，Xiamen Fujian 361005)

Abstract: Since 1970s，especially 1979，the number of new emigrants from coastal areas of
Fuzhou( Mawei，Changle，Fuqing，Lianjiang) has been grown rapidly，which is the largest group a-
mong the Chinese new emigrants．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re are at least between 750 000 and 80 000
new emigrants from coastal areas of Fuzhou． The structure of their ages i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16 to
45 years old． According to the composition of their gender，male emigrants are the most part． The edu-
cational level of new emigrants from coastal areas of Fuzhou concentrates on middle school，elementary
school or illiteracy． Before migrating，they were mostly farmers or unemployed youth． In the adopted
countries，the new emigrants from coastal areas of Fuzhou are mostly taking part in industry and busi-
ness． They are an important force in current and future economic ＆ social development of Fujia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Fujian requires huge new emigrants and other Chi-
nese overseas resources．

Key words: coastal areas of Fuzhou; new emigrants; population size; age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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