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本文承蒙毛汉英、郭来喜研究员悉心指导帮助, 特此致谢。
　　收稿日期: 1998206214; 修订日期: 1998209203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49371022) ; 振兴中华教育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9701)

　　作者简介: 陈秀容 (19422) , 女, 福建福清人, 1991 年获香港大学博士学位, 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研究
员。长期从事东南亚区域研究, 出版《印度尼西亚农业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地区不平衡
性》 (英文) 专著, 发表论文 10 余篇。

　　文章编号: 100020585 (1999) 0120045208

中国海外移民类型及移民族群特征探讨3

陈秀容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要: 中国人移民海外历史悠久, 近百余年来规模最大, 至今已超过 3 000 万人。中国海外移

民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章概要回顾了近代中国各类型海外移

民的历史, 分析了海外移民的世界分布格局及其形成原因。在揭示海外移民为当地资源开发、经

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独立作出重要贡献基础上, 对华人族群民族意识、文化属性、传统华

人社会结构、双重认同、不同地域华人族群特色以及海外移民不同程度融入所在国主流社会的

类型等进行了研究。文章强调, 当前对不同地域华人族群所居地位和作用, 应加深理解, 在振

兴中华进程中, 国家应高度重视这一族群能力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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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迁移是世界性问题, 随着经济发育程度的提高, 社会开放度的增大, 跨国迁移将

是不可逆转的潮流。由于历史种种原因, 我国公民迁移国外及其繁衍的后代已达 3 000 万人

以上。探讨中国海外移民类型、移民族群特征及其与母体的互动关系, 不仅有重大理论意

义, 而且对如何发挥移民族群优势, 对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一体化, 实现

我国经济和社会 21 世纪的可持续发展, 有着特殊的、不可替代的实际意义。

1　中国海外移民类型及其形成背景

中国人移居海外历史已有千余年, 不同历史时期移民的动因、类型、规模及其影响有

所不同。移民原因包括非经济和经济原因两大类。非经济原因最有影响的是历史上因战乱

或朝代更替而移居海外, 这种原因流向南洋人数最多。

经济原因移居海外者可分为“华工”、“华商”、“华农”、“华自 (由职业)”等型。“华

商”、“华自”型是自动移出的, “华工”、“华农”型则多是被强迫而移出的。宋元时从闽、

浙等地开始大量出现以中、小商人为主体的去南洋经商的活动, 其中有一部分定居下来, 成

为第一代华侨。随着郑和下西洋, 明朝与各国“朝贡贸易”体制的形成, 粤、闽的许多商

人利用合法途径进行贸易移居南洋。16 世纪下半叶明代海禁开放以后, 移居海外经商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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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增, 当时华侨在南洋的中介商地位, 使得西方殖民者在南洋建立殖民地初期对华侨采取

招徕政策, 这对中国人移居南洋经商起很大推动作用。明代的海外移民除华商外, 还有破

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由于下层劳动者贫困化的加剧, 鸦片战争前的海外移民, 商人比例

减少, 贫苦、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则逐渐居多数。

清末民国初期, 华工成为中国海外移民的主体。在 1840 年～ 1949 年中国历史上半殖民

地半封建的时期, 中国人移居海外规模最大, 移入地以南洋各地为最多, 并扩展到美洲、欧

洲、大洋洲和非洲。这百余年的移民流向和流量奠定了今天华人华侨遍布全世界的基本格

局。这一时期移民的数量, 以华工而言, 从 19 世纪 40 年代至 20 世纪 30 年代, 就有至少

六、七百万契约华工被运到移入地。1881 年～ 1930 年到达新加坡的中国移民大约 830 万人,

其中契约华工就有 600 万名左右, 大多数由此被转贩到世界各地。

大规模的华工移民流有着其深刻的国际背景。19 世纪中、后期, 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

加剧了对殖民地的原料掠夺和商品倾销, 东南亚锡矿的开采, 橡胶园的开辟, 北美、澳洲、

南非的金矿开采和铁路建设, 南美洲种植园的拓展等, 均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而 19 世纪

初英、葡、美等国已相继废除黑奴贩卖制度, 因而刻苦耐劳的华工就成为这些殖民者掠夺

的对象。本来从 15、16 世纪西方殖民者早就开始使用华工, 19 世纪初, 契约华工制随着英

属马来亚殖民地开发的需要而兴起。当西方殖民者迫使清政府将华工出国由非法转为合法

之时, 大规模的华工移民流由此形成。

中国海外移民类型从“华商”、“华农”到“华工”型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社会内部的演

变, 其变化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华史, 同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近百余年大规模

“华工”型移民流的出现是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产物, 也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

结果。上述移民多从广东、福建、江浙等东南沿海地区移出, 缅甸北部的华侨矿工则从云

南移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赴欧华工主要来自中国北部东北三省、山东、河北等省。论籍

贯, 以山东为多。赴欧参战华工是由政府组织的、具有政治外交目的的行为, 不同于前述的

契约华工。赴欧华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 法、英、俄协约国为了弥补三国后方劳力

之不足, 从 1916 年起, 先后到中国招募的。这些华工前往协约国从事掘土、伐木、采煤、

筑路、开矿、挖战壕等苦差, 总数约 23 万余人。欧战结束后, 多数华工被陆续遣返回国。

华工出国潮之后, 20 世纪 20 至 40 年代仍有大量中国人多因经济原因移居海外, 1918

～ 1931 年, 仅从汕头和香港出境的中国移民就有 380 万人。这一时期移民多流向东南亚。

1931 年后, 东南亚各国对华人采取严格限制的政策, 华人移居东南亚的人数大减。

50 年代以来出现了“华裔再移民”型族群, 具有中国血统、已取得所在国公民资格的

华人, 又从原所在国移居或再移居到另一外国。主要在某些东南亚国家中华裔受排斥而产

生的移民, 人数虽不太多, 却形成一种新颖的华人移民类型。二战以后, 由于地区经济发

展不平衡以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移民政策的调整, 发展中国家人口大量移居发

达国家。华裔再移民是这个潮流的组成部分。

近 20 年来, 中国人移居海外的主要移出地为中国大陆和港、台等。港、台移民动因以

寻求更好的发展为主, 其中也有不少基于政治上的考虑。香港移民多为专业和投资移民, 台

湾移民主要为留学和投资移民, 大陆新移民 (中国大陆海外新移民的简称) 则多为留学不

归、家庭团聚, 还有专业移民、投资移民、劳工移民等, 并有一些非法移民。自 1978 年至

今, 大陆新移民约有 110 万, 大致占战后世界移民总数的 3%。据美国移民部门估计, 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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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华人移民不超过 400 万[1 ]。这些数字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新移民数量在华人国际移

民潮中占很大比例。大陆新移民人数之多, 影响之大, 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移出地范围

比近代中国人迁移海外更为广阔, 但就规模移民而言, 依然多在具有移民传统的沿海省份。

由于战后各国移民政策和法律的差异, 接受华人移民的数量大不相同。大体上北美是最主

要移入地, 其次为澳大利亚、日本与西欧, 再次为东南亚国家。除少数技术和投资移民外,

近年进入东南亚国家的大陆新移民大多数是通过非正式途径。南美国家也成为部分大陆新

移民的移入地, 但这些地区, 甚至东南亚, 多作为向发达国家再移民的中转站。港、台移

民, 以及大陆新移民多为“华自”和“华商”型, 东南沿海移民多“华农”与“华工”型。

纵观中国人迁移海外的历史长河, 各类型移民族群移出的历史背景各有差别, 各型族

群移居海外的流向、流量、移出和移入地等均同国内、国际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息

息相关, 移民族群人口的迅速增加, 以及今日的分布格局, 主要是近百余年来形成的 (表

1、2) , 中国人迁移海外的动态过程组成了世界移民史重要的篇章。

表 1　各类型移民迁移海外状况

Tab11　M igration of d ifferen t pattern s of overseas Ch inese

历史时段
12 世纪初～

16 世纪下半叶

16 世纪下半叶～

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

新中国成立
20 世纪 50 年代～今

移民主体 华商 华商、华农 华工 华自、华商、华农、华工

移出地 粤、闽、浙
闽、粤、浙、

滇、桂
粤、闽

东南亚、中国大陆、

香港、台湾

移入地
东南亚交通、

贸易中心地区
东南亚、东北亚

亚、美、欧、

大洋、非等洲

北美、澳、日、西欧、

南美、东南亚

数量ö万 10 余 100 余 1 000 余 2 000 余

资料来源: 根据陈碧笙 1 世界华侨华人简史 1 厦门大学出版社, 巫乐华 1 华侨史概要 1 中国华侨出版社等编制而成 1

表 2　各大洲及东南亚各国华侨华人人口分布

Tab12　Population distr ibution of ethn ic Ch inese by con tinen ta l and by coun try in Southeast A sia

项目 亚洲 欧洲 北美洲 南美洲 大洋洲 非洲

人数ö万 2 08113 7811 273 4319 4116 1016

占总额ö% 8213 311 1018 117 117 014

国别 印尼 马来西亚 新加坡 泰国 菲律宾 文莱 缅甸 越南 柬埔寨 老挝

人数ö万 500 528 223 400 100 6 150 100 20 4

注: 世界华侨华人数字尚未精确统计, 以上数字是根据《华人经济年鉴, 1996》编制, 为最保守的估计, 实际数字要

超出相当程度, 所列数字仅供参考。

2　移民族群特征分析

211　强烈的民族意识与爱国爱乡情感

整体而言, 中国移民族群在移入国均保持中华民族属性, 开拓进取, 适应环境, 不断

壮大。同时, 具 5000 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根深蒂固地保留在这一移民族群之

中, 其第一、二代尤具强烈的中国归属取向以及爱国爱乡情感, 一向关心中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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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竭力支持孙中山革命运动中华侨所表现的爱国热忱就是极鲜明的例证。孙中山先生

本人就是移民檀香山的华侨。他于 1894 年在檀香山创立的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政治团体兴

中会, 绝大部分会员是华侨。经孙中山倡导成立的同盟会在国内外建立了 9 个分支部, 其

中国外占 4 个支部, 而国内南方支部设在香港。实际上海外组织的力量比国内大得多。革

命的策划与组织主要在新加坡、越南和香港进行。华侨不仅是孙中山革命的倡导者和积极

参加者, 而且几乎承担了革命活动的全部经费。孙中山谈到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时, 表

彰他们在经济上的支持: “慷慨解囊者, 多为华侨。”

为了支持抗日战争, 华侨领袖陈嘉庚, 团结当时南洋 800 多万华侨, 建立救亡助战的

组织——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 (简称南侨总会, 主席陈嘉庚)。南侨总会除积极

支援抗战经费外, 还组织归国服务团、战地记者团、慰问队、工作队、医疗队等, 回国进

行战地服务, 直至上火线杀敌。1939 年, 中国沿海港口全都被日寇占领或封锁, 刚修通的

滇缅公路成为保障获得抗战前线补给的唯一国际通道, 急需大批汽车司机和修理人员。陈

嘉庚先生号召并组织 3200 多名南侨机工分九批回国支援抗战。奋战在千里滇缅公路军事运

输线上的南侨机工有 1 000 多人为抗战的胜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英雄壮举雄辩地

说明了华侨爱国献身, 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任“新加坡华侨抗敌后

援会”会长的陈嘉庚先生, 在抗战胜利, 重庆各界为他举行安全庆祝大会时, 收到了毛泽

东送他的一幅“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的亲笔题词。

众所周知, 陈嘉庚先生不仅为侨居地创办和资助了许多学校, 而且为家乡的教育事业

尽心竭力, 创办许多各类学校和大学, 为后人留下光辉的典范。总之, 在这近百年的历史

时期, 华侨强烈的民族意识与爱国爱乡情感使得他们同祖籍国特别密切的联系不仅表现在

经济上的慷慨赞助, 而且还体现在政治上为祖国为民族而献身的光辉业绩。

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华人积极支援家乡建设, 投资兴办企业和学校等, 对中国经济建设

及教育事业等的快速发展所做重大贡献为世人瞩目。投资地区较一般外资更集中于沿海侨

乡省市。华侨华人投资家乡不仅有“商业”性, 还具有“乡情”意义。许多华侨华人捐资

赠物, 为兴建学校、医院等公益事业以及修筑桥梁、道路、自来水与大江调水工程等基础

设施提供经费, 使侨乡面貌发生惊人的发展变化。正是利用最大侨乡优势, 广东省 1996 年

实际利用外资 13216 亿美元, 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 11715 亿美元, 分别占全国的

24% 和 28%。大量利用外资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迅速发展。同年该省外贸出口总额 590 多

亿美元, 占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的 39%。“苏州工业园”为新加坡与中国共同投资的开发项目,

新加坡的投资虽以政府资本为主, 也有丰隆集团等华人企业集团参与投资。其投资规模很

大, 工业园区范围达 70 km 2, 开发项目已不是投资于某个产业的个别项目, 而是投资建设

一个新型的城市社会, 这是二战后国际资本移动中富有特色的投资形态。

212　为移入国经济发展及民族独立作出重要贡献

历史上, 在东南亚各移入国, 中国移民族群遇到两类经济文化水平发展不同的民族, 一

类是殖民地国家的统治民族, 另一类是当地土著民族, 华侨多同当地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与当地民族并肩开发经济, 并为当地民族独立运动作出贡献。

中国移民族群将刻苦、耐劳、勤奋等中华民族的美德, 以及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

带到移入国各地, 成为东南亚地区早期经济开发的“拓荒者”, 最初在种植养殖业和采矿业,

其后在流通领域, 商业、进出口贸易、航运业等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中介商的地位使华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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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当地社会经济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中国人民历史上形成的不屈不挠的革命传统亦体现在海外移民族群之中。华侨在东南

亚人民反抗殖民统治, 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中, 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如 1740 年～ 1743 年印

尼华侨曾联合爪哇岛人民反抗荷兰殖民统治而起义。当今印尼华人首富林绍良曾在抗击荷

兰殖民主义斗争, 捍卫印尼共和国的独立战争中冒着风险, 为反殖民游击队输送各种物资。

菲律宾华人曾举行反西班牙殖民者的起义, 并参加菲律宾革命。1593 年领导华人船工起义

暴动的菲律宾华侨潘和五被誉为华人英雄和菲律宾英雄。

二战以后, 东南亚国家先后取得政治独立, 并努力发展各自的民族经济。自 50 年代中

期华侨陆续加入居住国国籍, 成为当地公民之后, 其资本和经济也相应演变为华人资本和

经济, 成为当地民族资本和经济的组成部分。近 30 年来许多华人企业家不再局限于以往经

营的传统行业, 而是创办各种制造业[2 ] , 积极参与所在国工业化进程, 为所在国由农业经济

转向工业经济作出贡献, 加快了当地经济与整个社会现代化的进程。由于近 30 年来的发展,

华人经济在东南亚各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他们的经济势力壮大了东南亚各国民

族经济的力量。据估计, 泰国华人在商业经营方面, 包括经营规模、范围、金额等, 约占

全国的 80% 左右[3 ]。印尼的整个经济命脉控制在政府企业和原住民企业手中, 但华人企业

在某些行业中占有一定的优势地位。据 1990 年统计的不同民族所拥有的行业别企业数字计

算, 在制造业的大企业中, 华人占有 7317% 的比例, 在中小企业中也占有 60% 以上的比

例[4 ]。在排名前 50 位的印尼企业集团中, 华人企业集团有 42 家, 占 84% 的比例[5 ]。

作为当地民族资本的组成部分, 华人资本不但在所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

作用, 而且还是该国经济外向型发展的主要承担力量。如泰国的对外投资是以华人企业为

中心进行的, 正大集团是在中国投资规模最大、行业最多的华人企业集团。中国改革开放

以来, 东南亚各国官方和民间同中国的经贸合作取得较大进展, 其中华人企业家发挥了重

要的桥梁纽带作用。近年华人企业集团跨国经营的开展和华人经济国际化程度的提高, 有

力地促进了东南亚各国对外经贸合作的蓬勃发展, 为东南亚国家拓展海外市场, 密切与世

界各地的经贸合作关系作出重要贡献。

213　努力保持中华民族文化与社会传统结构

中国移民族群定居移入国之后, 在语言文字、家庭教育、伦理道德、文化崇尚等方面

均努力保持中华民族文化基本属性, 以华文教育、华文报刊及华人社团作为传播中华文化

并保持民族意识的重要手段, 重视以华语进行教育和支持、鼓励海外华人为此种教育权利

甚至与当地政府抗争。在华侨社会历史最悠久的东南亚地区, 华侨所办华文学校在二战后

曾达几千所, 几十万名学生同时在这些学校接受华文教育, 各国华文教育蓬勃发展 (表 4)。

60 年代以后, 东南亚各国在文化上不同程度的同化政策使许多国家的华文学校受限制或被

封闭, 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华文学校得以继续发展。在各阶层人士共同努力下, 于 1956

年创办了东南亚第一所华文大学—南洋大学, 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不

过, 由于新加坡政府的政策和华人社会需求的变化, 南洋大学于 1980 年与新加坡大学合并

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华文学校被取缔的国家, 仍有许多华人青年学生设法学汉语, 不少

华人父母要求子女以汉语为家庭用语。学汉语的诸多原因中, “我们是炎黄子孙, 不能忘记

自己民族的文化”, —这是华人普遍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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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战后初期东南亚华文学校的分布

Tab14　D istr ibution of Ch inese school in Southeast A sia dur ing the in itia l post-war per iod

项　　目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① 新加坡② 泰国 菲律宾 印度支那

华文学校 (所) 908 1 680 349 426 149 228

学生总数ö万人 2311 2514 714 6

注: ① 另有华文夜校 139 所, 夜校学生 111 万。②另保留有学塾 19 所。③所列印尼、马、新等国资料为 1949 年的, 而

泰、菲、印度支那各国为 1946 年的。

资料来源: 陈国华。先驱者的脚印——海外华人教育三百年。Royal Kingsw ay Inc1 To ron to, Canada119921 317, 323,

335, 340, 354, 355。

　　历史上中国人开始大规模迁移海外时, 中国处于封建宗法社会, 宗族是中国社会结构

的核心, 乡土地域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移民族群在人地生疏的移入国仿照他们

所熟悉的社会组织模式, 将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结构移植于当地社会。为了维护族群利益, 宗

乡会馆, 社团组织应运而生, 同姓的为宗亲会, 从血缘发展到地缘基础, 出现各种会馆或

同乡会, 更大为说同方言的人群, 福建帮, 潮州帮, 客家帮等。华侨华人将宗乡组织作为

他们借以团结自身并维系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社会组织。由于宗乡会馆和各种业缘组织关

系十分密切, 它所形成的人际关系, 信用关系, 对于华人在商业、贸易和整个经济的发展

及社会的稳定, 曾起过巨大的促进作用。

随着 60 年代以来华侨社会演变成华人社会, 华文教育日渐衰落以及年轻一代宗乡观念

逐渐淡薄, 宗乡会馆面临严重挑战。其中新加坡的宗乡会馆适应新形势, 进行“改革自

新”, 取得很大成就。新加坡九大会馆曾于 1984 年 11 月召开全国性研讨会, 于 1986 年 1 月

宣告成立宗乡总会, 组织了一系列生动活泼有教育意义的活动, 如出版会刊, 制作华人历

史纪录片, 推动华语运动, 发挥了传播中华文化的功能。宗乡会馆本身也由此出现生机。

近年随着华侨华人经济实力的增强, 出现了一百多个华人地缘、血缘与业缘的世界性

组织, 如世界华商大会、世界客属恳亲总会等。同时, 相应的宗乡会议频频召开, 华人的

横向联系空前扩大和活跃。华人社团于组织上趋向国际化之时, 活动内容更多的涉及经济

领域。如国际潮团联谊大会多次年会研讨经济问题都占会议内容的#ä。1989 年在新加坡福

清会馆举行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主席团暨会员代表大会时, “世界福清同乡商品展销中心”

同时开幕, 生动体现了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宗乡大会与宗亲联系赋予新的活动内容。

214　华人族群的双重认同

自 1955 年中国同印尼签订关于华侨华人国籍问题的条约之后, 大多数中国海外移民选

择加入所在国国籍。这一移民族群, 在多数取得所在国国籍, 成为该国公民之后, 实际上

是以少数民族 (新加坡除外) 的资格参与所在国的社会生活。他们往往有双重认同, 一方

面, 作为所在国公民的社会群体, 必须在政治上认同所在国, 依法履行对所在国社会的职

责, 融入当地社会, 为所在国的发展作贡献; 另一方面, 作为华人族群, 它保持自己的种

族与文化认同, 有着关系族群自身整体利益的问题, 如争取经济、政治、文化的合法权益、

平等地位等等。华人族群于当地主流社会的融入, 不是以抹杀自己的特性以至族群的消亡

为代价, 而是对所在国履行义务, 尊重当地原住民之同时, 坚持华人族群的文化特性, 以

自己的智力、财力, 与其他民族共同为当地社会的繁荣和进步而奋斗。华人族群的双重认

同, 在思想感情上往往体现为双重感情。他们必须效忠于所在国, 因为该国是第一祖国,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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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由于他们是炎黄子孙, 他们不会忘记民族的根, 内心深处蕴藏着对祖籍国眷爱娘家一

般的感情, 中国的兴衰也是他们关切的事情。

当然, 华人族群在政治上对所在国的效忠以及世代在当地居住的结果, 实际上华人所

保持和认同的中华文化是一种当地少数民族文化, 一种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并融合西方

文化和当地文化而形成的华人文化, 这种文化至今仍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由于各地文化

背景不同, 华人文化的当地化呈现出地域差异。在北美、欧洲与大洋洲的发达国家, 华人

文化的当地化以适应并吸收西方价值观念为主, 在东南亚、拉丁美洲、南部非洲的发展中

国家, 华人文化的当地化指适应并部分地吸收不仅是当地原住民文化, 而且还包含已渗透

于当地的西方文化, 这是因为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曾长期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 西

方文化对这些国家影响很深, 对华人也有较大的影响。

在东南亚, 越来越多的华人已被同化。然而, 即使是在一些实行同化政策的国家, 华

人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种族上都是难以消亡的。印尼华人在强制同化下仍然表现出一种强

烈的族群意识。泰国华人同化程度高, 也仍被认为是泰国最大的少数民族而存在。众所周

知, 华人族群的存在是以种族和文化的同时存在为前提的。源于中华民族的种族意识, 以

及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华人文化意识, 共同构成了华人族群存在的文化心理基础。从

这个意义上说, 东南亚许多国家的华人要求保持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斗争实质上就是一个

争取华人族群作为少数民族地位的问题。华人中许多有识之士竭力倡导中华传统文化, 正

是着眼于华人固有文化的保持或消亡对于华人族群发展或消亡所起重大作用。

215　不同地域华人族群特色鲜明

二战后, 在华侨华人社会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中, 世界各大区华侨华人族群显示

出不同特色。北美华人呈现高科技人才型, 有 6 位华人得诺贝尔奖: 杨振宁、李政道、丁

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北美华人大企业集团向高科技类型发展。近年美洲华人参

政很突出, 美国华盛顿州州长是华人, 特立尼达多巴哥财政部长是华人, 巴巴多斯前总理

也是华人。欧洲华人传统经营餐饮业类型, 近年科技教育学者增多, 参政意识日渐浓厚。东

南亚华人在菲、泰、马均参政。众所周知, 菲前总统阿基诺夫人是华人。海外华人参政实

际上始自马来西亚, 并且已有 40 多年历史, 不仅组建了华人的政党, 而且参与执政。泰国

自 1932 年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以来, 出任政府内阁总理的华裔政治家就有 8 人。在差猜 1 春

哈旺任总理时, 在 44 名内阁阁员中, 有中国血统的占∀ã 以上, 包括差猜总理本人。当今泰

国总理川 1 立派也是华裔, 汉名吕基文。总体而言, 经济是东南亚华人强项, 或者说, 东

南亚华人为经济优势型族群。

华人族群虽为所在国少数民族, 但在东南亚各国获政治独立时, 其经济实力远比原住

民强大, 于是, 当地民族主义政府一方面对华人实行限制、歧视、排斥之政策, 另一方面

又力图促使华人同化于当地民族。根据作者对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实地调查, 作者认为, 东

南亚各国华人族群融合程度差别很大。泰国为高度同化型。菲律宾为部分同化型。印尼是

种族隔离型。马来西亚基本是民族和谐型。新加坡为华裔主导型。同化程度的差别是由于

各国历史发展、社会经济条件、结构、文化教育背景, 以及对待华人政策等的不同造成的。

各国华人族群社会显示出其复杂性和多样性。然而, 东南亚华人与世界其他各地华人一样,

同出于一个民族根, 都希望振兴中华, 有一个稳定、强大而富有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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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中国移民族群与移入国民族并肩开发经济, 维护民族独立, 不同程度地融入所在国主

流社会, 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作出卓越贡献。加入移入国国籍, 在政治上效忠所在国之时,

这一族群整体体现了民族意识和文化属性之保持与变异, 传统华人社会结构之移植与发展,

为所在国履行社会职责之时, 亦热切希望祖籍国日益强盛并在实际上给予支持。在深刻理

解不同地域华人族群所居地位与作用之时, 国家应高度重视这一族群能力之发挥, 在振兴

中华, 实施 21 世纪可持续发展中充分发挥其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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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m igrating pattern s of overseas Ch inese
and the character ist ics of these ethn ic groups

CH EN X iu2rong
( Inst itu te of Geography, Ch inese A cadem 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 ina)

Abstract: T here w as a long m igra t ion h isto ry of overseas Ch inese. T he largest sca le of the

m igra t ion appeared in the last hundred years. A t p resen t the popu la t ion of ethn ic Ch inese

amoun ted to over 30, 000 thou sand. E thn ic Ch inese have exerted impo rtan t impacts on so2
cia l and econom ic developm en t of m any coun tries and region s. T h is paper b rief ly review s

the m igra t ion h isto ry of overseas Ch inese w h ich em igra ted in differen t pat tern s, analyzes

its d ist ribu t ion pat tern in the w o rld and how it cam e in to being. O n the basis of revealing

the impo rtan t con tribu t ion of ethn ic Ch inese to the local resou rces exp lo ita t ion, econom ic

developm en t, socia l p rogress and nat ional independence, research on the fo llow ing aspects

of the ethn ic Ch inese w as done: their Ch inese nat ional con sciou sness, cu ltu ra l a t t ribu te,

t rad it ional socia l st ructu re, their po lit ica l, racia l and cu ltu ra l iden t if ica t ion, their d ist inc2
t ive characterist ics in differen t reg ion s and differen t pat tern s of degrees to w h ich ethn ic

Ch inese in tegra ted them selves in to the m ain stream of local society. T he paper emphasizes

that a t p resen t the po sit ion and the ro le of ethn ic Ch inese in differen t reg ion s shou ld be

deep ly understood, in the p rocess of Ch ina’s vita liza t ion, the Ch inese governm en t shou ld

h igh ly app recia te the ab ility of these ethn ic group s.

Key words: Ch ina; overseas m igra t ion pat tern; m igra to ry ethn ic group s’ characterist 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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