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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因中国移民政策、法规的支持及国外人才政策、移民法规的吸引等因素，中国大

陆掀起了持续不断的移民潮。目前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总数高达 5000多万人，其中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国大陆移民出

去的超过 1000万。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移民国，且主要分布在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庞大的华人移民不仅有益

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外文化交流，而且多方面推动了人类的全球化进程。政治上，华人新移民重塑了华人国际

形象，扩大了中国的影响力，有助于华人融入当地社会；经济上，华人新移民促进了移民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加

强了华人与移居地的经济联系；文化语言方面，华人新移民融合了移民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文化，促进了中华文明与

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人类学方面，华人新移民与所移居地人通婚，促进了不同民族与人种之间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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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以来，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展全面的改革开

放，其中移民即为其重要标志。经过 40 多年的发展，2020 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移民输出国①。英

国学者保罗·莫兰认为，现代世界所经历的深远变革是人口结构的变迁②。中国的移民无疑是这种

人口结构变迁的主要内容之一，而且对人类的全球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移民因素 
人口迁徙是人类古已有之的现象，跨国移民则是其中的一种。中国最早的跨国移民应该是传

说中秦代的徐福携童男童女东渡日本。1949—1978 年，由于大陆的特定情况，1978 年前中国大陆的

移民活动基本中止，虽然港澳台地区还有移民输出，但数量很少。1978 年后大陆掀起了影响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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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移民潮也就此形成，截至“2013 年中国海外移民存量已达到 934. 3 万人，23 年增长了

128. 6%……中国从 1990 年的第七大移民输出国，上升为第四大移民输出国。”①中国大陆移民潮产

生的原因错综复杂，总的来说是国内外多种因素推动的结果。

（一）中国国际地位逐年提升，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双边关系发生变化，这是大陆移民浪潮出现

的基本前提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改革开放，中国先后与加拿大、美国、日本等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

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加入了联合国。相对于冷战时期受到遏制的局面，中国的国际环境逐渐宽松，

为中国大陆移民浪潮的出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外国接受中国移民提供了可能。

（二）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宽松的留学政策与出入境法规为中国大陆移民浪潮提供了政策和

法律保障　

首先，中国恢复了出国留学政策，其标志是 1978 年 6 月邓小平在清华大学发表了扩大派遣出

国留学人员的重要讲话：“我赞成留学生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这是五

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②

从此，国门渐开，一些中国人或留学或工作或探亲，纷纷寻找机会出国，以了解外面的世界，出

国人员的数量呈持续增长之势。1993 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写入了关于出国留学的 12 字方

针：“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③同时，采取多种形式，鼓励海外人才为祖国服务。

2013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 100 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党和国家将按照

‘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方针。”④在党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出国留学浪潮持续

汹涌澎湃。2020 年 12 月 14 日，教育部官网发布 2019 年我国出国留学的数据：“2019 年度我国出国

留学人员总数为 70. 35 万人，较上一年度增加 4. 14 万人，增长 6. 25%。”⑤此后，虽然因为环境因素

的影响，留学人数有所回落，但这是暂时的，国家之间的人员交流势不可挡，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

乃是大势所趋。

其次，中国颁布了国民出入境的相应法律。其中最重要的如 1985 年 11 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及细则：“中国公民凭国务院主管机关及其授权的机关签发的有效护照或

者其他有效证件出境、入境，无需办理签证……公安机关对中国公民因私事出境的申请，应当在规

定的时间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通知申请人。”⑥

这些政策、法律成为中国公民移居海外学习、工作的根本依据。

（三）国内外经济、教育等发展的不平衡，是出国移民的内在动因　

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一直是人类移民的原动力。中国移民往往希望通过移居他国而

获得更好的经济利益并且造福乡里，为国家做贡献。例如早在清代，广东、福建等地的农民就到南

洋、美洲出卖苦力，在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之后，大都回馈家乡，支持家乡的建设，助益国家发展，

如著名的华侨陈嘉庚就是典型，其爱国事迹早已载入史册。又如美国华侨广东人司徒美堂，抗日战

①王辉耀，苗绿：《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21），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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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

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746页。

④习近平：《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2日第2版。

⑤《教育部发布 2019 年度出国留学统计数据 留学人数持续增长》，， http：//www. moe. gov. cn/jyb_xwfb/gzdt_gzdt/
s5987/201903/t20190327_375704. html，2022. 09. 18.

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法规

及司法解释大全》，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年版，第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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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爆发后，发起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响总会”，募捐达 1400 万美元。华侨这种捐资报国的义举

在当代仍然如此。

我国的教育事业虽然不断地发展，但仍存在一定局限，而发达国家拥有众多知名高校，如美国

的哈佛、麻省理工、耶鲁等大学，英国的牛津、剑桥等大学，对于渴望高深知识的中国人来说仍极具

吸引力。

（四）国外人才政策和移民政策的转变，为大陆移民提供了条件　

20 世纪以后，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因而人才的竞争被置于首位，发达国家千方百计地引进国外

的优秀人才。如日本为应对人才、劳动力短缺，逐渐调整了外国人出入境制度和入籍管制，促进了

中国人移民日本。1989 年，日本政府将原 18 种在日外国人签证种类增至 28 种；将外国人在日“就

职”签证变为 7 种；允许日本企业雇佣外国人职员；允许持“留学”签证的外国人毕业后，直接在日将

“留学”签证变更为“就职”签证，不必重新回国办理入境手续。①又如 2013 年后，欧美有关国家吸引

人才的措施也不断推出。法国推出了“人才护照”，放宽了对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留学生的签证政

策，因此，在目前法国的华人移民中，中国留学生的增幅仍然最大。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明的留学政策、不断提升的国际地位，较以前相对自由的出

入境政策，以及其他国家优惠的人才政策和相对宽松的移民法律等，构成了新时期中国移民的积

极因素。

二、移民去向 
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是向美国派遣留学生，实际上这也是大陆移民的先声。目前，中国大陆

留学移民的国家和地区已遍及世界各地。

（一）移民北美　

改革开放以来，北美地区最早成为中国大陆留学生和移民者的主要目的地。

1.移民美国　

1978 年，中国大陆派出首批赴美学习自然科学的留学生；1979 年，美国政府分配中国大陆 2 万

移民配额，中国台湾地区也有 2 万移民配额。及至 1997 年香港回归，该地区亦得到 2 万配额。至此中

国每年共有 6 万移民配额。此后中国移民不断涌入美国，美国华人数量几乎以每十年翻一番的速度

增长。1970 年在美的华人数量为 43. 5 万，而 1980 年在美华人数量便已达 81 万人②。

2017—2018 年，美国的中国籍留学生超过 36 万人③。据统计，截至 2019 年，在美的华裔人口约

370 万以上，占美国总人口的 1. 2%，其中 170 万华人为 ABC（American-Born Chinese），200 万人为第

一代移民，目前华人已成为美国亚裔移民中的最大族群。在 200 万的第一代移民中，有 59. 9% 来自

中国大陆，15. 9% 来自中国台湾地区，另有 9. 4% 来自中国香港地区④，还有一些华人移民来自印支

①庄国土，刘文正：《东亚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华裔网络、移民与一体化趋势》，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295页。

②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政策法规司编：《华侨华人分布状况和发展趋势》（内部发行），2011年，第127页。

③王辉耀，苗绿：《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2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3页。

④硅谷海纳百川：《大数据图解美国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2019更新版）》，https：//mp. weixin. qq. com/s？__biz=
MzAxOTEwMDU4Mg==&mid=2653315626&idx=1&sn=862c0406be6e518dc640283addc72a72&chksm=801ee4e3b7696d
f501906fdbdb3edc98f4d5fd205c94a3a8114a3bfca083b9ca4b9a7686edd9&mpshare=1&scene=1&srcid=0527mOglMetrZ7
vqo58Q5ZQk&pass_ticket=4PYc73%2Bhv8%2BXjgLqsyfwUYzjBp%2FV7YvKCNo2pj%2BtUzHCSJ1SwKTNNbTl0Ljlq90
b#rd，2020. 0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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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的华人等。

目前，中美关系摩擦不断，移民美国华人的数量也在波动。根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公布的

2021 年海外留学生与访问学者项目（The Student and Exchange Visitor Program，SEVP）数据报告，

2021 年全球持 F 和 M 签证的赴美留学生共计 1，236，748 人，比 2020 年下降 1. 2%。其中中国大陆学

生共 348，992 人，虽然比 2020 年下降 33，569 人，但仍然是美国最大的海外留学生来源地①。

2.移民加拿大　

从 1950 年到 1970 年，在紧张的国际局势下，中国大陆地区的移民近乎为零，仅有港、台两地每

年有 1 万左右人移民加拿大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出现向加拿大移民的潮流。到 2007 年，获得

加拿大永久居住权的中国移民有 30925 人，其中中国大陆移民人数为 27014 人，占到了总数的

87％③，成为加拿大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 年加拿大的华人华侨人口达到 150 万人”④。

据加拿大移民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2017 年中国大陆移民加拿大的人数倍增：2015 年 1678
人；2016 年 2659 人；2017 年 6245 人，是 2015 年的近 4 倍。2017 年 11 月 29 日，加拿大统计局发布人口

普查数据，截至 2016 年，加拿大华侨华人达到了 1769195 人，占加拿大总人口数的 5. 1%⑤。“最夸张

的是 2017 到 2018 年的增速，单单 2018 年的第一季度，便已有 7400 名中国移民登陆加拿大，是 2017
年总数的 1. 2 倍。”⑥2019 年，中国境内输出移民加拿大的人数达 691489⑦。

（二）移民亚洲国家　

1978 年以后，亚洲国家也成为留学生和移民者的主要目的地。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仅涉及华人

移民日本、印尼和泰国的相关情况，其他国家和地区从略。

1.移民日本　

1980 年，中日政府签订《科技合作协定》并决定互派留学生，开启了中国留学生和学者赴日的

大潮。1982 年，中国访日人员由 1972 年的 500 人增加到 19000 人⑧。以后逐年增多，在日华侨华人总

数也从 1978 年的 48528 人增加到 1999 年的 294000 人⑨。进入 21 世纪，中国移民日本人数大增，据日

本法务省入境管理局 2008 年 6 月 3 日统计：“截至 2007 年底，日本的外来人口数量比 2006 年增长了

3. 3%，达到 215 万 2973 人，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有 60 万 689 名中国人，占总数的 28. 2%。”⑩《中国国

际移民报告》（2018）的数据显示，2015 年中国大陆地区移民日本总数为 65. 24 万人�I1。另据报道，

①《美国官方报告：2021 年 34. 8 万中国人在美留学！比上年减少 8. 7%！》https：//baijiahao. baidu. com/s？id=
1729524242151650171&wfr=spider&for=pc，2023. 02. 24.

②张桂霞：《加拿大中国移民概况及发展态势》，《南方人口》，2007年第 l期。

③ Annual Report On Citizenship Commission，2007-2008，http//www. cic. gc. ca/English/resource/publications，
2020. 08. 19.

④据加拿大统计局 2013 年 5 月 9 日发布的 2011 年全国住户调查报告，https：//www12. statcan. gc. ca/census-
recensement/2011/as-sa/98-310-x/98-310-x2011001-eng. cfm，2023. 04. 06.

⑤明炬侨美移民博客：《加拿大最新人口数据：华人数量及分布区域，中文的普及度是多少》，http：//blog. sina.
com. cn/s/blog_14b4c018f0102x751. html，2020. 08. 18.

⑥《到底有多少中国人移民加拿大？大数据告诉你真相！》，《法律界》， http：//www. mylegist. com/news/30741.
html，2020. 09. 03.

⑦王辉耀，苗绿：《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20），第40页。

⑧林代昭：《战后中日关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5、269页。

⑨高伟浓等：《国际移民环境下的中国新移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版，第259页。

⑩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政策法规司编：《华侨华人分布状况和发展趋势》（内部发行），2011年版，第246页。

�I1王辉耀，苗绿：《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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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在日华侨华人统计人数约为 87 万 8 千人，其中约有 13 万 5 千人已取得日本国籍①。截至 2018
年，日本华侨华人已超过 93 万人②。2019 年中国境内移民日本的人数达 784763③。

2.移民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不仅是东南亚也是全球华侨华人数量最多的国家，但由于该国曾多次发生敌视华

人的运动，因此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的确切数据难以统计，估计在 1000 万以上④。根据中国华侨华

人研究所 2017 年的统计，“印尼华侨华人总数应该介于 800 万至 2000 万之间，占印尼总人口的 3%
-8%。印尼华人的祖籍地主要是中国广东和福建”⑤。

3.移民泰国

泰国华侨华人的数量也难以估算，据人民网数据显示：“泰国华人有上千万人口，占泰国总人

口的 12% 到 14%。”⑥“具有华人血统的泰国人约有两千多万，约为该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⑦近十

年来由于中泰友好，泰国华人新移民的数量增加较多，估计每年增加的华人移民在 3-5 万左右。

等等。

总的来看，新时期以来中国移民亚洲国家的增长势头虽不及移民欧美国家那样迅猛，但中国

移民亚洲国家的数量仍有一定的增长。

（三）移民南太平洋国家　　

1978 年以来，中国大陆开始移民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两个南太平洋大国。

1.移民澳大利亚　

据澳洲移民局统计，1980 年代中国大陆移民澳洲的人数总体上呈上升趋势，1990 年代中国大

陆新移民的人数空前增加。21 世纪初，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赴澳并获得移民身份。据澳大利亚统计局

人口统计分析，在 2006 年之前的 10 年，有 101204 名中国移民取得了澳大利亚永久居住权。据 2018
年统计数据显示，澳大利亚目前人口突破 2500 万，中国（包括台湾、香港）移民的总人数为 651000
人⑧，成为澳大利亚第二移民来源国。“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在澳洲的中国移民已经超过 65 万人！

几乎是 2010 年同期 37 万的近 2 倍。这使得中国移民出生的人口成为澳洲第三大移民群体，仅次于

英国和印度。”⑨

①《在日华人统计人数再创历史新高》，《中文导报》，2016 年 10 月 12 日，http：//www. rbzwdb. com/xwsb/2016/10-
12/10692. shtml，2017. 01. 25.

②刘文等：《日本华侨华人社会发展对中日两国贸易和投资的影响》，《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

③王辉耀，苗绿：《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20），第40页。

④王望波，庄国土：《2008年海外华侨华人概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

⑤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侨情概览之一（东南亚地区），https：//mp. weixin. qq. com/s？__biz
=MzAwODI4MzM3Ng==&mid=2652179607&idx=1&sn=181101c1faa305219898f532573c88ff&chksm=80909908b7e7101
ed87163921a2ec22dbdf8c6abc1c66e22，2017. 12. 20.

⑥《泰国华文电视观众众多节目本土化成发展出路》，http：//media. people. com. cn/n/2013/1220/c40606-23895707.
html，2020. 09. 20.

⑦《泰国 55 位华裔青少年寻根甘肃：愿做泰中友谊使者》，http：//www. chinanews. com/hr/2018/10-18/8653572.
shtml，2020. 09. 21.

⑧《澳大利亚人口今达 2500 万，外籍人口中国人最多》，http：//finance. sina. com. cn/stock/usstock/c/2018-08-07/
doc-ihhkuskt0566483. shtml，2020. 09. 17.

⑨《澳洲移民局公布华人移民大数据：中国人拿澳洲 PR 最多》，https：//mp. weixin. qq. com/s？ __biz=Mz-
AxOTc3MjQ4NA==&mid=2651982537&idx=1&sn=eee38cdc01d759049f1364566ece084a&chksm=80274fe2b750c6f470b
e199d38f1bf8966f517cb57bcbcf905fb6e，2020. 08.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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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移民新西兰　

1980 年代，新西兰的华人华侨人数还较少但呈平稳上升趋势。

1997-2009 年，中国大陆成为向新西兰移民的四大国之一，近 8. 5 万中国大陆公民获得了新西

兰的永久居住权。21 世纪以来，中国人到新西兰留学、定居的越来越普遍。至 2012 年新西兰华侨华

人数量约为 20 万人①，年均增加 1 万人。2012 年以来约增加了 8-10 万人。据新西兰统计局估计，截至

2019 年 3 月份的一年中，新西兰净移民人数为 56137 人，来自中国的净移民人数达到了 10100 人，与

一年前相比，该数字增长了 31. 6%。中国成为新西兰净移民人数最多的国家②。

（四）移民欧洲　

1980 年代以来尤其是 21 世纪以来，欧洲成为中国移民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移民人数不仅总

体上呈上升趋势，而且移民成分显示出多样化，如留学移民、政治移民、技术移民等，移民目的地也

逐渐从英、法等国逐渐扩展到其他欧洲国家，开创了中国移民欧洲新时代。

据 1990 年统计，欧洲华人总数至少有 80 万人③；2006－2007 年，在欧华侨华人是 215 万人，其中

1970 年代以后的中国新移民 170 万人④，约占在欧华人总数的 80%，可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欧洲华

人华侨的移民数量之大。又据 2008 年 9 月在柏林召开的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第十五届大会公

布的数据：“目前在欧洲的华侨华人总人数约为 250 万人。”⑤

近十多年，欧洲各国的华人数量又有不同幅度的增加。“至 1971 年居英华侨华人增至 4. 3 万，

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大量中国新移民以各种方式进入英国，使英国华侨华人数量迅速增

加，1981 年已增至 10 万余人。美国《中报》1989 年 6 月 3 日资料显示，在英华侨华人已达 20 万人。”⑥

据英国政府网数据显示，英国华人的增长速度虽然不是很快，但保持稳步增长的趋势，“2011 年，英

格兰和威尔士华裔人口为 393，141 人，占总人口的 0. 7%。这比 2001 年增加了 0. 3 个百分点。”⑦但欧

盟资料认为，2006 年在英合法与非法中国移民已经超过 80 万人。⑧截至 2017 年 6 月，在“过去 12 个

月里，欧盟以外地区移民英国来源最多的是中国：共有近 9 万人（89593 人）”⑨。

法国是目前欧洲华人移民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从 1990 年代开始，法国成为华人移民在欧洲

的首选国家。但由于非法移民的数量难以统计，法国华侨华人的数量很难精确统计。综合多方材

料，到 2020 年，法国的华人华侨当在 100 万左右。目前基本维持这个数字。

①《新西兰惠灵顿华社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 63 周年餐会》，http：//www. chinanews. com/hr/2012/09-27/4217349.
shtml，2020. 06. 23.

②《新西兰净移民水平仍处高位，中国移民人数多》，https：//www. chinanews. com/hr/2019/05-15/8837028. shtml，
2020. 06. 18.

③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365页。

④庄国土：《世界华侨华人数量和分布的历史变化》，《世界历史》，2011年第5期。

⑤《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第十五届大会在柏林召开》，https：//www. chinanews. com/tp/hwcz/news/2008/09-11/
1378384. shtml，2023. 10. 16.

⑥刘汉标等：《世界华侨华人概况》（欧洲、美洲卷），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8页。

⑦《华人族群：事实与数据》，2020 年 1 月 27 日，https：//www. ethnicity-facts-figures. service. gov. uk/summaries/
chinese-ethnic-group/，2023. 03. 12.

⑧《紧缩移民政策 中国移民“西游”再添一难》，http：//www. singtaonet. com/weekly/weekly0608/weekly0608-4/
t20060830-313972. html，2020. 05. 23.

⑨《英国移民数量创历史新高 近9万来自中国》，http：//www. austargroup. com/baike/info_583. html，2023. 03.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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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华人移民对人类全球化进程的推进 
“人”的跨境流动，自古以来就是人类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也是人类全球化进程中，人的生存

与交往的一种变迁方式，关乎促进与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权益和福祉。2021 年，中国已成为

世界第四大国际移民输出国，目前已有 1000 万以上的中国人移民海外，分布于 200 余个国家和地

区，对移民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文化、语言和教育等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从全球的视角来看，1978
年以来的华人移民对推动人类的全球化进程有重要影响。

（一）重塑华人国际形象，提升了华人影响力，有助于华人融入当地社会　

在 1978 年以来的中国移民中，留学生成为重要部分。在美国、欧洲和南太平洋地区，中国留学

生的数量不断增加，已逐渐发展成为当地人口重要的部分。目前在海外的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接近

400 万人，其中拥有外国国籍的占 52%，拥有长期居住权者占 48%。他们从事的行业以高新技术、教

育、金融等为主，见图 1。

图1 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从事行业分布图①

他们知识结构比较健全，有较高的技能水平和较强的经济实力，不仅提升了华人的国际形象，

更促进了人类在多方面的融合和发展。

1990 年代后中国出国的“新侨民”，大部分是通过留学出国和投资移民迁居海外的，已构成海

外华人华侨的精英群体，在世界教育、高科技领域占据多席之地。他们中不乏诺贝尔奖获得者、美

国两院院士以及世界知名高校的教授。目前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华人院士有 80 余人，美国工程院华

人院士有 140 余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为近 30 年中国的“新移民”。此外，许多华人教授在美国名校工

作，其分布情况如图 2 所示。

①吕鹏飞等：《蓝皮书：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数量接近 400 万》， http：//world. huanqiu. com/exclusive/2014-08/
5095677. html？agt=15417，2020. 0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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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美国名校华人教授分布图①

这些数据，不仅说明了华人移民美国的数量，而且反映了华人移民美国后的生活工作情况和

对美国的贡献。据统计，1999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4 月 30 日，在世界各个学科领域引用率最高的前

1% 的科学家中，具备国际影响力的华人科学家近 500 人，其中在海外工作的约占七成②。近十年来，

这三个数据也有较大提高。

在其他领域成功的华人也比比皆是。纽约地区的华裔移民“有 12% 从事行政管理等专业职位，

11% 从事办公室助理等职位，9% 从事医生、工程师、律师等职位，9% 从事销售行业，8% 从事机器操

作职位”③。他们成功地扭转了老侨民菜刀、剪刀、剃刀的“三刀”形象，取而代之的是工程师、医师、

会计师的“三师”形象与科学家、企业家、发明家的“三家”形象。

在拉美地区，华人华侨的社会地位较高，特别是在秘鲁等国家，华人参政基本没有种族障碍，

部分华人精英能够跻身社会上层，参与国家事务管理，这更表明华人融入当地社会的深度和广度。

1990 年代是秘鲁华人从政的高峰时期，曾有 7 名部长具有华人血统。如华裔许会曾任秘鲁部长会议

主席（总理）。又如，华裔钟亚瑟曾于 1970 年 3 月至 1980 年 10 月任圭亚那总统。

在泰国，华人融入当地最为明显，华人参政的传统在现代泰国得到继承和发展，在各级公职部

门以及议员中都不乏华裔，甚至成为政府高官，最典型的是如泰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理英拉和其兄

长他信总理，拥有 1/4 华人血统。

以上说明，华人移民通过多种方式融入当地社会，不仅重塑了华人形象，更推动了世界上人口

最多的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的融合，促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

①硅谷海纳百川：《大数据图解美国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2019更新版）》，https：//mp. weixin. qq. com/s？__biz=
MzAxOTEwMDU4Mg==&mid=2653315626&idx=1&sn=862c0406be6e518dc640283addc72a72&chksm=801ee4e3b7696d
f501906fdbdb3edc98f4d5fd205c94a3a8114a3bfca083b9ca4b9a7686edd9&mpshare=1&scene=1&srcid=0527mOglMetrZ7
vqo58Q5ZQk&pass_ticket=4PYc73%2Bhv8%2BXjgLqsyfwUYzjBp%2FV7YvKCNo2pj%2BtUzHCSJ1SwKTNNbTl0Ljlq90
b#rd，2020. 08. 02.

②王雪梅等：《基于文献计量学的优秀华人科学家国际影响力分析》，《情报杂志》，2010年第23期。

③朱丽娜主编：《侨情综览2010》，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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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华人移民促进了移民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华人移民主要途径变为留学移民、投资移民、创业移民等，其特点是年轻，受过

良好的教育，很多是专业人士、商人和企业家。这对他们融入当地社会，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

有利的条件，为世界各地的经济发展和人类的全球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美国，华人的经济活动在金融业、房地产、旅游业、科技等行业大展身手，特别在高科技产业

发展中对硅谷的经济有特殊贡献。“在硅谷，华人移民创业比重在 80 年代为 9%”①。在“硅谷创造的

财富中，40% 有华人的参与。每年涌现的 5000 家初创企业，约 1/4 由华人创办”②。由此可见，华人新

移民对美国信息产业发展所做的贡献。

在东南亚，华人企业家的崛起加快了东南亚各国经济现代化的进程。虽然华人在有的国家境

遇坎坷，但华人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仍占有重要地位。“非正式估计，菲律宾华侨华人占菲

总人口的 2%，但掌握着大约 60% 到 70% 的菲律宾经济。”③这种估计比重可能偏大，但华人在菲律

宾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确实非同一般。在泰国，华人华裔在泰国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如泰籍华人、

广东潮汕人后裔谢国民，其掌控的正大集团为一国际性大财团，集农、工、商综合经营于一体，有

“世界三大饲料厂”之称，在全球有 50 家分公司。2018 年 9 月，谢国民入选“世界最具影响力十大华

商人物”，居 2019 年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第 75 位。又如红牛饮料集团创始人许书标、董事长

许书恩及其家族，净资产约 1.16 万亿泰铢，对泰国的经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三）华人移民通过与移民国家和地区语言文化的融合，促进了中华文明与人类其他文明之间

的交流与互鉴　

华人移民是中华文明与人类其他文明交流的重要纽带。“华人华侨的传播作用历史最为悠久，

从古代一直到今天和未来。他们最可信赖。”④华人移民在移居地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传播中

华文明的媒介。他们既把中华文明的精华“带出去”，也将海外优秀文化“引进来”，促进中华文明与

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

1.作为交际工具的汉语，随着华人移民人数的增加，影响了移民地区和国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⑤据此我们可以说，移民者是文

明交流的直接承担者和传播人。在旅美学者黄培先生看来：“中国的留学生到哪里，中国的文化就

到哪里。”⑥人类全球化的主要标志是语言和文化的融合。不同文明的互鉴，只能通过语言和文化的

交流才能体现，而移民者的贡献无疑是直接的中介。1980 年代以来，世界各地大量的移民更有利于

中华文明与人类其他文明的互鉴。

从语言方面看，目前移居海外的 1000 多万人均为第一代移民，他们受到较多传统文化的影响，

汉语仍然是他们主要的生活语言，且会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第二代和周围有关的人群，从而把汉语

和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带到所在地区。据美国人口普查局 2012 年 3 月 21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显示，

在 2000-2010 年的十年间，全美华裔（含有华裔血统）约 401 万人，汉语已成为除西班牙语外全美使

用最广泛的外语。

语言是不同文化交流的工具，推动汉语国际交流的主体首先是留学生和移民者。如 1994 年 10

①《“华美族”：从“模范移民”到从容享受权利》，http：//www. chinanews. com/hr/2012/07-04/4007068. shtml，
2020. 02. 11.

②葛兰：《华人经济年鉴》（2012-2013），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版，第81页。

③葛兰：《华人经济年鉴》（2012-2013），第24页。

④张经武：《传媒多元化视域下中国文学的东南亚传播》，《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⑤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求是》，2019第9期。

⑥此为2008年参加美国圣约翰大学李又宁教授举办的留美史170周年学术研讨会期间，黄培先生对笔者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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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华盛顿特区成立的全美中文学校协会（Chinese School Associ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CSAUS） 
由中国大陆留学生及新移民创办的华校所创建，其宗旨是加强全美中文学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促进美国的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教育。该协会的会员数量增长很快，从创建初期的 5 所发展到 1998
年的 120 所，到近年已有 500 多所会员学校，分布在美国近 50 个州，会员学校在校学生人数达 20 万

人以上，教师逾万人。学生主体为华侨华人子弟，即第二代移民为主，同时也吸引了非华裔美国学

生学习中国语言文化。

在东南亚几千万华人移民中，目前至少有 1000 万以上的人说汉语，或者会说汉语、懂汉语。泰

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已将汉语纳入其国民教育体系。如在新加坡，华语即为官方语言之一，有

上百万人讲汉语。在马来西亚不仅有很多人讲汉语，有的还会讲福建方言。至于泰国，汉语更得到

了重视，2005 年泰国教育部颁布了《促进汉语教学，提高国家竞争力战略规划（2006—2010）》。2013
年年底泰国还发布了《汉语教学发展规划》。据知网数据显示，1980 年代至今，知网所收录的关于泰

国汉语传播、教学的相关研究文献即达 1000 余篇，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新时期以来汉语在泰国

空前发展的盛况。

还须指出的是，作为汉语载体的华文报纸，对于传播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1980 年代以后，全球华人移民创办的华人报刊有 350 多种，如美国的《纽约侨报》《美洲华侨日报》；

东南亚的《联合早报》《光华日报》等，总发行量达几百万份，传播范围很广泛，不仅反映华人社区、

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的信息，也反映世界各地的信息；促进了中华文明和人类社会的多种文化

交流与融合。

2.独特的中华礼俗文化，随着华人的迁徙带到了移民地区或国家，与当地的礼俗文化相融合　

不同礼俗文化的融合和共存，也是人类全球化的标志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华人华侨遍布

全球，中国的节庆民俗与华人华侨居住地的文化发生融合，特别是中国的春节已成为全球广为人

知乃至华人华侨与当地人民同庆的节日。2015 年，美国华裔议员孟昭文提出“国会官方认可农历新

年”的决议案，获得美国参议院通过，春节有望成美国官方节日，特别是纽约州已通过农历新年公

校放假法案①。近 20 年来，外国的一些政要也在春节期间向华人和中国领导人祝贺。2023 年春节之

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视频向全球华人送上新春祝福；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则用英语、法

语、普通话和粤语“向华人发表了拜年视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祝愿全世界所有庆祝农历新年的

人们健康、平安、好运。”②2024 年 2 月 9 日，布林肯再次发表祝贺中国农历新年的声明。

春节文化不仅引起了美、加等国政要的关注，也成为世界民间的欢乐热点。例如阿根廷首都布

宜诺斯艾利斯的“新年龙舟赛”开启了 2023 年阿根廷“欢乐春节”系列文化活动。美国洛杉矶的年度

金龙大游行已是第 125 届。2024 年欧洲有多个国家民间载歌载舞欢庆中国春节。可以说，中国的春

节文化已走向世界！

（四）华人移民与所居地人通婚，促进了不同民族与人种之间的融合，在人类学意义上推动了

人类全球化进程　

随着越来越多的华人移居世界各地，华人移民还与当地居民通婚。从人类学角度来看，这种行

为促进了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的进一步融合。

例如拉美地区，华侨华人移民历史长，分布国家广，遍及拉美的十几个国家，除了极少数国家

之外，当地居民能够友善华人。因此，华人与当地民族通婚的情况非常普遍，混血后代达到几十乃

至上百万。根据朱慧玲 2002 以来实地考察和资料调研，“巴拿马，据巴官方估计，全国 285 万人口中

①《春节有望成美国官方节日决议案已获参院通过》，https：//world. huanqiu. com/article/9CaKrnJIekR，2020. 04. 01.
②中国新闻网：《“春节快乐！”“幸福如意！”多位国际政要新春送祝福》，https：//www. chinanews. com. cn/gj/2023/

01-21/9940194. shtml，2023. 0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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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有 6% 是纯血统的华侨华人，同时，巴人口中的 35% 有中国血统（其家姓中冠有华姓）即巴有华裔

80～90 万；有华侨华人 15 万（华侨 9 万、华人 6 万）85% 以上祖籍广东。”“秘鲁，是拉美中国人最早移

居的国家之一，也是华裔最多、最活跃的国家。据秘鲁 2000 年统计资料，有中国血统人士 250 万，

占秘鲁总人口的 10％”①。

华人移民与当地民族通婚更多的是东南亚地区，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官方和民间都难以拿出

直接的统计数据，但是综合多种数据，东南亚至少有 4000 万以上的人具有华人血统。因此，从人类

学的角度来看，华人移民促进了不同民族与人种之间的融合，有利于人类健康基因的遗传。在此意

义上，华人移民在人类学方面推动了人类全球化进程。

四、大陆移民的多重意义 
中国大陆移民传播中华文明的积极意义毋庸置疑，对推进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进步

伐更有长远的意义。但也应该指出，移民对作为输出国的中国而言也有不同程度的损失，这主要表

现在高端人才的流失。据统计，从 1978 年到 2015 年，美国的硅谷吸纳了 1 万多名清华大学的优秀毕

业生，对此，国内不时有惋惜乃至抨击之声。客观地讲，移民是把双刃剑，移民导致人才流失，这种

声音不无道理。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关起移民的大门，应该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的实际效

果来分析，从振兴中华和推动人类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广度去考量。

（一）移民是人类有史以来的客观现象，中国大陆移民是 1980年代以来世界正常移民活动的一

部分，反映了中国的进步和中华民族的自信　

人类的跨地域流动，在史前时期已经开始。现代人类学研究表明，非洲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

但人类并没有一直蹲守在非洲大陆，而是随着气候环境的变化，向欧洲和西亚大规模地迁徙，并逐

渐进入了文明社会。文艺复兴以后，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向来没有人类踪迹的澳大利亚有了欧洲移

民，本是印第安人热土的美洲大陆也被白人移民所主宰，而亚洲也在顽强的抗拒中接纳了欧洲移

民。于是人类开始了全球化，中国也被纳入了全球化的进程。

伴随人类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出现过三次移民潮。第一次始于 16 世纪末，主要是福建、广东的

居民移民南洋，一直延续到 1940 年代。第二次发生于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中叶，一部分中国人以

“契约劳工”的身份前往古巴、秘鲁、北美和东非等地，特别是 19 世纪后期几万华工前往美国，修建

了横贯北美大陆的大铁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约 14 万名华工奔赴法国。第三次移民潮就是改

革开放以来的新移民。他们不同于以往两次因为生存困境、去出卖劳动力而移民，而是在中国强大

的背景下，具有学历高、人数多、经济能力强等特点，而且呼应了 1990 年代以来的全球化移民浪潮。

由此可见，当代中国的移民固然也有人才流失等弊端，但相比于 20 世纪以来的回国潮，人数非

常有限。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和移民大潮表明：已融入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正大光明地敞开国门，

拥有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定力和自信，有利于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文明互鉴的重要论述。移

民作为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直接方式，可以“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可以丰富人类文明的色彩，让

各国人民享受更富内涵的精神生活、开创更有选择的未来”②。

（二）人员的自由迁徙，符合联合国章程；中国的移民有助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阻遏近年来

“逆全球化”和“单边主义”的倒逆行为　

移民是人类正常生活和生存的一部分，因此成为联合国章程的基本内容。随着全球化浪潮的

汹涌，特别是 1990 年代以来，高新技术、人工智能和现代化交通运输工具空前发展，世界已变成了

①朱慧玲：《拉丁美洲侨情现状与特点》，《八桂侨刊》，2005年第4期。

②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求是》，2019年第9期。

64



1978 年以来中国大陆移民与人类全球化进程的推进

一个“地球村”，移民已成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单边主义与贸易保护主

义近年来逐步抬头，因此，移民问题已引起联合国的注意。2018 年 12 月，联合国为此通过了全球首

个移民问题文件《促进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标志着全球移民的治理与合作已成为国

际的共识。

因此，在目前“逆全球化”和“单边主义“抬头的逆流中，作为世界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已积极加

入全球移民问题的治理中，不会因为少量人才外流等问题而自闭于全球化之外，放弃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建构；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保持改革开放的定力，发展中国式的现代化，在全球化

的浪潮中巍然挺立；并进一步完善留学和移民政策，保证科学、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积极、理性、

智慧地融入世界，为推进全球化进程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长远的影响力。

（三）中国现行的移民政策顺应人心，有助于中国多方面的发展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其形态、规模、方向已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其重要的标志是全球

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是任何个人和国家都不能扭转的。据联合国

移民署发布的《2022 年世界移民报告》，“在疫情影响下导致全球人口流动减缓的 2020 年，移民人数

仍增加了 900 万人。”“2020 年，全球移民总数已达到了 2. 81 亿人，占全球人口的 3. 6%，”①中国也是

如此，例如 2023 年 2 月份，上海出入境管理部门受理了 38 万人出国申请，创历史新高，排队预约已

排到了当年 7 月。广州、北京也有类似的情况。2024 年以来，这种情况依然如此。这充分说明，中国已

深深地融入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现行的移民政策顺应人心，移民有助于中国多方面的发展和国

际正面形象的建立。虽然移民的负面影响会存在，但不必过分担忧，因为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留

学生回国发展已是大势所趋。据《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20—2021）》，海归由 2000 年的 13 万人增长

到 2019 年的 423. 17 万人，而到“2022 年中国留学归国人数首次破百万”②。

因此，国人担心的留学移民人才流失的问题，随着海归的大量回国，已得到有效解决。这说明，

新一代留学生的故国情怀仍然浓烈，作为炎黄子孙，他们有剪不断的中国情结。邓小平说：“几千万

华侨华人是一支了不起的力量。”③历史上当祖国有难或发展的关键时刻，华人移民总是表现出血

浓于水的感情。如孙中山领导革命时期，华侨承担了大部分经费。改革开放之初，华侨华人不仅将

自己的资金注入祖国，还为祖国带来了专业技术、先进人才及现代化的管理理念，特别是慷慨地让

中国大陆利用海外华商网络，为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贡献卓著。

综上所述，人类全球化进程的趋势不可阻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光辉灿烂。1978 年以来中

国大陆的移民符合人类人口流动的规律，已成为国际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有利于中国的现

代化，而且有助于中国与世界各国在科技、教育、经济、文化、语言等方面的交流和文明的互鉴，有

利于不同民族、人种的融合，从而全方位地推动了人类全球化的进程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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