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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以秘鲁为例，通过定量实证研究揭示了海外华人形象的微观内容构成及其不同维

度对于华人群体评价和中国国家形象感知的影响。研究发现，秘鲁社会存在十五项具有普遍性与代表性

的华人形象内容，并在整体上可被分为三个维度：体现华人积极态度与情感的“秘鲁华人热情”维度、

展现华人较高能力水平的“秘鲁华人能力”维度以及涉及华人负面形象的“秘鲁华人消极表现”维度。

三个维度对于当地社会有关华人群体的好感度、认可度和接受度有着显著却不尽相同的影响，对于中国

国家的好感度和呈现的期盼度同样有着显著的预测作用。以国别为研究单元，明确华人形象内容、结

构与影响，能够为改善移居国对华人群体的评价和中国国家形象感知提供更为明确的方向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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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empirical research finds fifteen components constructing the image of Chinese in Peru 

can be catagorized in three groups: empathy, work ethics, response to social order. They all have been 

encapsulated as a generally positive acceptance of Chinese in the Peruvian society, where also exists a 

negative perception of some antisocial behaviours exhibited by individual Chinese. These findings may 

correlate with Peruvian’s friendliness towards China, and thus help forecast their expectations of China. 

The research effectively fills in a knowledge gap concerning the image of Chinese overseas in a particular 

country at a micro-scale level. The authors then argue that a full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mage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may be of assistance to improve the general profile of a Chinese overseas community and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s for the promotion of China’s national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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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与文献述评

海外华侨华人（以下简称华人）在移居国的形象问题，长期以来受到学界的关注。一方面，

作为一种心理预设，华人形象可能影响着移居国个体对于华人的评价和态度；另一方面，作为

具有文化间性与主体间性的群体，海外华人对于传播和塑造中国形象有着独特的优势与作用。［1］

华人形象的内容与影响，不仅关乎其自身所处社会环境，亦可能影响中国国家形象在移居国的 

呈现。

正如梅里尔所说，形象（image）与刻板印象（stereotype）具有同一性，［2］都是指一个代表人或

事物主要特征的合成印象，而这种主要特征，往往是在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中经过特质的范畴化与

思维的简约化所形成，［3］尽管其大多来自对某个或某些个体的认知，但其内容却会被用于对所有群体

成员进行评价，是一种过度简化与片面的概括。［4］在与海外华人交流的过程中，移居国民众会概括

华人的特征，生成一些兼具典型性、普遍性与刻板性的华人形象。

20 世纪 30 年代，国内外学者便开始了有关华人形象的探索，早期著述尤为关注东方主义视角下

华人形象的整体呈现。［5］20 世纪 80 年代后，随着中国新移民的不断增加，国外学者对华人形象的研

究在国别、媒介与研究视角上，经历了全面与多元的发展，更多学者关注族裔形象对于群际关系的

表征作用。［6］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深入，华人在不同地区的形象特点及其在

国际关系和社会融入中的作用，愈发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关注。［7］2012 年党的十八大后，华人形

象对于中国形象的重要性研究，成为国内学界的热点议题，［8］学者们探讨了华人在国家形象传播建构

视角下主体间性的优势所在，［9］并从宏观理论与逻辑上肯定了华人群体作为国家形象“镜子”与“媒

介”的重要作用。［10］在百年未有变局的背景之下，华人形象对于了解和把握群际关系的“风向标”

作用得到进一步重视，这也推动了国内外学者对于华人形象的进一步关注，并在方法上进行了创新

和发展。［11］

尽管如此，现有研究仍然至少存在两方面空白：其一是学界缺乏对于海外华人形象微观内

容和结构的了解。现有研究多以个别案例与媒体报道为切入点，对于移居国个体所持有的华人形

象内容尚缺少一手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其二是缺乏有关华人形象对华人群体评价以及国家形象

感知影响的实证探索。现有著述多侧重于宏观理论的构建和逻辑关系的链接，华人形象的实际特

点与影响仍处于“黑箱”之中。在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的背景下，填补上述空白，不仅有利于把握

当前华人形象的情况，对于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发挥其作用，亦有着重要意义，这正是本文关切 

所在。

考虑到国情和群体差异，对于华人形象的微观探索，当以区域国别为抓手展开研究和分析。本

文将以美洲重要华人聚集地秘鲁为例，力求解答如下三个具有一定递进关系的问题：一是当前秘鲁

华人的形象内容与结构如何？二是这些形象如何影响当地人对于华人群体的评价？三是这些形象如

何影响当地人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感知？

二、秘鲁华人概况

秘鲁是美洲华人移民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得益于连接中国同美洲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早

在 17 世纪之初，便已有华人经马尼拉与墨西哥抵达秘鲁首都利马，成为最早一批抵达此地的中国移

民。［12］19 世纪下半叶，11 万中国契约劳工被“招募”到秘鲁，参与到沿海地区的铁路建设、鸟粪挖

掘和农业种植工作之中，其庞大的数量甚至一度造成秘鲁利马的 “中国化”。［13］1879 年爆发的硝石

战争，促使秘鲁华人由沿海向内陆迁移，进一步拓展了华人在秘鲁的分布。［14］

苦力时代结束后，华人虽然恢复自由，但条件所限，几乎所有幸存者都留在了秘鲁当地，于此

成家，开始从事餐饮、零售等小微营生。［15］20 世纪初，秘鲁华人经历了一段被排斥的艰难岁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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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得益于吃苦耐劳与团结互助的精神，华人社会中逐渐形成了多元的族裔组织与商业网络，这为日

后华人在秘鲁社会与经济上的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7］与此同时，中医与中餐等传统文化也随之

在秘鲁社会普及发展，对秘鲁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

二战之后，中国向秘鲁移民再启。在中国改革开放与秘鲁对外开放的共同推动下，20 世纪 70 年

代后，大量中国新移民抵达秘鲁，他们利用自身的跨国优势，把经营方向转向进出口贸易，在中国

与拉丁美洲之间建立了重要的文化与经贸桥梁。时至今日，秘鲁华人及其后裔数量已逾 300 万，［19］

是美洲大陆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华人与华裔聚集地。①得益于中秘关系的不断紧密，秘鲁华人商

业在过去 20 年中取得了快速发展，主要分布在利马（Lima）、卡哈马卡（Cajamarca）、阿雷基帕

（Arequipa）等地，集中从事建筑、制造、餐饮、零售和批发等行业，［20］形成了具有“行业集中，资

本分散”特点的族裔产业格局。在经济上，秘鲁华人经济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秘鲁

社会中，华人也成为“随处可见”的东方来客。

尽管秘鲁华人对于当地社会而言早已不再是陌生群体，但受限于语言障碍、文化认知差异、社

会歧视、政策限制、行政程序和商业竞争等因素，秘鲁华人在当地社会中仍保持着“他者”的身份。正

如周南京所说：“华人同化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 但同化又是一个相当漫长、曲折和艰难的历史过程。” ［21］华

人形象在秘鲁社会的不断变化，便是这一过程最好的注解：在早期苦力贸易时期，秘鲁华人被认为

是“穷苦无助”的东方异客；［22］在获得自由后，他们是“热情周到”的精明华商；［23］但在随后克里

奥尔人精英思潮影响之下，他们又是“血统不正”与“生活混乱”的“无用之人”； ［24］在此后的数十

年中，秘鲁华人的形象在动荡之中被不断反复调试，如今，他们是“勤奋工作”与“聪明能干”的

代表，但也面临“不当竞争”和“经济入侵”的指摘，［25］即便是土生华人（Tusán）也概莫能外。［26］

以上种种，展示出秘鲁华人复杂与多变的“他者”形象。

秘鲁第一位华裔总理维克多·许会曾说：“我们是中国人在秘鲁的一面镜子。”［27］在很多时候，

华人的集体属性即民族身份，似乎要比个人属性更加明显，拉美华人所代表的不仅仅是移居者的形

象，更是中华民族与中国国家的形象。［28］这也再次说明，厘清当前秘鲁华人形象内容结构及其影

响，不仅利于把握秘鲁社会对于华人群体的认知特点，对于更好地推动两国人民实现“民心相通”，

塑造中国国家良好形象也有着重要意义。

三、研究方法与步骤

（一）研究方法
考虑到形象与刻板印象的同一性，以及形象内容微观探索的需要，本文主要使用刻板印象研究

中较为常用且较为准确的自由反应法（free response mensures）进行调查。［29］参考应用此方法的其他

研究，［30］本次研究设计并使用了以下两项工具。

其一是开放式问卷《秘鲁华人形象调查问卷 I》。该工具旨在收集受访者脑海中有关秘鲁华人形

象的形容词。作为一份开放式问卷，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要求受访者提供基本信息，包括性别

与年龄；第二部分要求受访者仅基于主观想法，用尽可能多的形容词或短语描述他们脑海中的秘鲁

华人形象。该问卷作为准备性工具，仅需要少量样本。

其二是结构式问卷《秘鲁华人形象调查问卷 II》。该工具的主要目的是测量受访者所持有的秘鲁

华人形象内容、对秘鲁华人的评价以及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感知。该问卷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

是受访者基本信息。该部分收集受访者的背景情况，包括其性别、年龄与教育水平。第二部分是秘

① 截至 2021 年，美国华裔数量为 523.9 万，加拿大华裔数量为 171.6 万人。见：“Asian Alone or in Any 

Combination by Selected Groups”,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https://censusreporter.org/tables/B02018/, 2023 年 3 月

28 日浏览；“Census Profile, 2021 Census of Population”, Government of Canada, Statistics Canada, https://www12.statcan.

gc.ca/census-recensement/2021/dp-pd/prof/index.cfm?Lang=E, 2023 年 3 月 28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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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华人形象内容测量。其目的是考察受访者对开放式问卷中所获主要形象内容的认同程度，从而量

化不同形象的认知水平。该部分包括一系列“我认为秘鲁华人是‘XXXX’ 的”问题，受访者被要求

仅根据其主观印象在李克特 7 级量表（Likert-7）上评价其认同程度（1 表示“完全不认同”，7 表示

“完全认同”）。其中“XXXX”是在开放式问卷中所获得的形容词。第三部分为秘鲁华人评价考察。

考虑到固有形象在以往研究中对于情感、认知与实践层面的可能影响，该部分包括对应的三项评价

指标测量，即：受访者对秘鲁华人的好感度、对其贡献的认可度，以及对更多华人到来的接受度，

三者同样以 7 级量表形式进行测量。第四部分为中国国家形象感知考察。该部分旨在量化受访者对

中国国家的整体情感与态度，包括两个题项：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好感度以及对于中国国家在当地呈

现（presence）的期盼度，两者皆使用 7 级量表。

（二）操作步骤
为确保受访者具有基本的阅读、理解和表达能力，能够对问卷中所提及的问题提供准确且有价

值的反馈信息，本研究将对象设定为 16 岁以上且受过初等教育的秘鲁当地公民。考虑获得更为准确

与可信的样本，本研究委托全球在线调查供应商调查猴子（SurveyMonkey）①发放并回收问卷。平台

在 2022 年 11 月完成了《秘鲁华人形象调查问卷 I》的投放，共回收有效样本 53 份。所有受访者在

1 分 30 秒内完成了问卷作答，这表明其所使用的单词或短语皆为对华人形象较为直观且直接的反映，

回答情况较为理想。

在对 53 份问卷所获得的形容词与短语进行清洗②与合并处理后，共获得有效形容词 34 项，且自

第 46 份问卷后便无新形容词增加，这意味着问卷已能较好反映秘鲁受访者中较为普遍存在且固化的

华人形象。为了确保研究内容的代表性，研究小组进一步选取了频次大于或等于 4 的形容词，共计

15 个，如表 1 所示。

表 1　《秘鲁华人形象调查问卷 I》收集的 15个形容词

1 真诚正直的 5 热爱烹饪的 9 坚持原则的 13 依循传统的

2 勤劳刻苦的 6 素质不高的 10 过度经营的 14 混乱无序的

3 营商亲民的 7 聪明能干的 11 资产富有的 15 外貌异域的

4 富有新意的 8 善于创业的 12 和蔼可亲的

表格来源：笔者绘制。

研究小组基于表 1 中 15 项代表性形象内容进行了《秘鲁华人形象调查问卷 II》的编制，并再次

委托调查猴子（SurveyMonkey）进行问卷的发放。截至 2023 年 2 月回收工作完成，研究小组共获得

有效问卷 150 份，受访者男女比例为 1.05:1，其年龄均在 16 岁以上并完成小学教育，样本情况符合

理想预期。在使用 SPSS 23.0 对所获得数据检验后发现，问卷 II 中所展示的 15 项形容词得分平均值

均在 4 以上，说明相关形象内容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与代表性。除此之外，量表题项具有良好的信度

与效度（Cronbach α=0.78>0.7；KMO = 0.81>0.6），可以进行后续分析。

四、研究发现

（一）秘鲁华人形象的组成因子
探索性因子分析（EFA）是社会研究中最常用的统计技术之一，用于探索解释调查回答的潜在变

① 调查猴子（SurveyMonkey）成立于 1999 年，是全球在线调查服务的三大主要供应商之一。

② 即数据清洗（data cleaning），在本研究中主要包括对明显错误或无关的内容加以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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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或共同因素的集合。在本研究中，探索性因子分析是将秘鲁华人形象内容分类为不同维度的理想

技术。通过 SPSS 23.0 程序进行检验后可以发现，本次有关秘鲁华人形象的 15 个问题，对于进行探

索性因子分析有着良好的适用性（KMO=0.855>0.6）。随后研究对 15 个题项进行操作，抽取特征根大

于 1 的因子，并使用最优斜交法（Promax）进行旋转，如此之后，获得 3 个因子，但由于其中“外貌

异域的”和“善于创业的”两项形象形容词未能在任何一个因子上获得大于 0.4 的载荷，所以考虑将

其删除。随后对于余下的 13 个题项再次重复上述步骤（KMO=0.848>0.6），最终获得 3 个因子，累计

方差贡献率为 60.1%。经转轴之后，其因素载荷表如表 2 所示。

表 2　旋转后因子载荷系数表格

形容词内容
因子载荷系数

共同度（公因子方差）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和蔼可亲的 0.680 0.620

真诚正直的 0.738 0.649

富有新意的 0.717 0.597

热爱烹饪的 0.745 0.610

营商亲民的 0.753 0.576

资产富有的 0.724 0.533

依循传统的 0.597 0.500

聪明能干的 0.630 0.643

勤劳刻苦的 0.604 0.618

坚持原则的 0.691 0.553

素质不高的 0.774 0.607

过度经营的 0.708 0.678

混乱无序的 0.755 0.628

表格来源：笔者绘制。

为验证维度划分合理性，我们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以确定模型对实际测量数据的拟合程度，

其结果如表 3 所示。从中不难发现，该模型的卡方与自由度之比为 1.774（<2），同时比较拟合指数、

非规范拟合指数均在 0.900 以上，近似误差均方根为 0.073（<0.1），这表明该模型拟合度良好，［31］秘

鲁华人形象的三因子模型具有合理性。

表 3　秘鲁华人形象三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数表

模型
卡方

（χ2）
自由度
（df）

卡方自由度比
（χ2/df）

比较拟合指数
（CFI）

非规范拟合指数
（TLI）

近似误差均方根
（RMSEA）

M 109.993 62 1.774 0.924 0.904 0.073

表格来源：笔者绘制。

通过表 2 可知，13 项秘鲁华人形象形容词分别被归集到 3 个不同的因子下，分别构成了秘鲁当

地人脑海中有关华人的三个普遍、固有的形象内容集合。根据三个因子所含内容特点，我们可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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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命名为“秘鲁华人热情”因子、“秘鲁华人能力”因子以及“秘鲁华人消极表现”因子。“秘鲁

华人热情”因子主要包括秘鲁华人在待人接物上所展现或为人感知的积极态度与情感特质，“和蔼可

亲”“真诚正直”“营商亲民”“富有新意”“热爱烹饪”这些描述具有显著的正面性；“秘鲁华人能力”

因子，集中体现了秘鲁华人“资产富有”“依循传统”“聪明能干”“勤劳刻苦”“坚持原则”等特质，

同样具有积极意义；“秘鲁华人消极表现”因子所载荷的“素质不高”“过度经营”与“混乱无序”等

内容，体现了秘鲁华人行为习惯的消极方面，是具有明显负面倾向的形象集合。

（二）形象因子对华人评价的影响
我们将三项秘鲁华人形象因子与秘鲁人对华人的好感度、认可度以及接受度进行相关性分析，

其结果显示，“秘鲁华人热情”因子与“秘鲁华人能力”因子同上述三项评价皆有显著的正相关性

（p<0.01），而“秘鲁华人消极表现”因子则有着显著的负相关性（p<0.01）。其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秘鲁华人形象因子与华人评价的相关性

对秘鲁华人好感度 对秘鲁华人认可度 对秘鲁华人接受度

秘鲁华人热情 0.582*** 0.426*** 0.327***

秘鲁华人能力 0.316*** 0.425*** 0.274***

秘鲁华人消极表现 -0.292*** -0.292*** -0.425***

表格来源：笔者绘制。*** p<0.01 显著。

为进一步探索三项华人形象因子对华人评价的影响，我们将性别、教育水平与年龄作为控制变

量一并考虑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秘鲁华人形象因子对华人好感度、认可度与接受度的回归分析

对秘鲁华人好感度

回归系数（B） 标准误（SE） 标准化回归系数（β） t 值（t）

常数 5.581 0.289 - 19.322

年龄 0.111* 0.058 0.114* 1.904

性别（男 =0） 0.074 0.118 0.036 0.624

教育水平 -0.071 0.082 -0.051 -0.867

秘鲁华人热情 0.640*** 0.057 0.619*** 11.257

秘鲁华人能力 0.401*** 0.057 0.387*** 7.069

秘鲁华人消极表现 -0.186*** 0.057 -0.180*** -3.245

调整后 R2 0.559

对秘鲁华人认可度

回归系数（B） 标准误（SE） 标准化回归系数（β） t 值（t）

常数 5.109 0.416 - 12.289

年龄 0.164* 0.084 0.128*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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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性别（男 =0） -0.187 0.171 -0.069 -1.095

教育水平 0.045 0.119 0.025 0.383

秘鲁华人热情 0.552*** 0.082 0.408*** 6.772

秘鲁华人能力 0.651*** 0.082 0.479*** 7.923

秘鲁华人消极表现 -0.319*** 0.082 -0.236*** -3.865

调整后 R2 0.471

对秘鲁华人接受度

回归系数（B） 标准误（SE） 标准化回归系数（β） t 值（t）

常数 5.432 0.424 - 12.809

年龄 0.143* 0.085 0.127* 1.688

性别（男 =0） -0.246 0.172 -0.103 -1.427

教育水平 -0.110 0.120 -0.067 -0.911

秘鲁华人热情 0.359 0.087 0.298*** 5.440

秘鲁华人能力 0.289 0.083 0.242*** 4.314

秘鲁华人消极表现 -0.472*** 0.083 -0.375*** -3.465

调整后 R2 0.308

表格来源：笔者绘制。* p<0.1 显著，*** p<0.01 显著。

结果显示，“秘鲁华人热情”因子以及“秘鲁华人能力”因子在好感度、认可度与接受度三项评

价上，均有正向且显著的主效应，即被试者越认为华人拥有“高热情”或“高能力”，对华人评价越

为理想；“秘鲁华人消极表现”因子在三项程度指标上具有显著的负向主效应，即被试者越认为当地

华人符合该维度下所包含的负面形象，对华人的评价便越低。 

尽管三项形象因子皆在不同评价指标中有着显著效应，但通过对比不同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的绝对值（β），我们可以发现三者在影响程度上的主次却并不一致：就“好感度”而言，“秘鲁华人

热情”因子的主效应最为明显（β= 0.619），相较于其他变量而言，能够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而从

“认可度”来看，“秘鲁华人能力”因子所能施加的影响更为突出（β= 0.479），在所有变量中占据最

为重要的位置；“接受度”的情况又有所不同，“秘鲁华人消极表现”因子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变量，能

够发挥的效应更为明显（|β|=0.375）。

此外，在个体因素中，我们观察到年龄对于三项评价皆存在边缘显著（p<0.1）的正向影响，这

意味着年龄越大的受访者对秘鲁华人的好感度、认可度以及接受度越高。

（三）形象因子对中国国家形象感知的影响
我们将三项秘鲁华人形象因子同受访者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好感度以及对中国国家呈现的期盼度

进行相关性分析，其结果如表 6 所示。可以看到，“秘鲁华人热情”因子，“秘鲁华人能力”因子以及

“秘鲁华人消极表现”因子，皆同中国国家形象好感度有着显著相关性（p<0.01），且前两者为正，后

者为负。同时，“秘鲁华人热情”因子与“秘鲁华人能力”因子两项，同中国国家呈现期盼度有着显

著的正相关性（p>0.01），但“秘鲁华人消极表现”因子并不与之显著相关（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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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秘鲁华人形象因子与中国国家形象感知的相关性

国家形象好感度 国家呈现期盼度

秘鲁华人热情 0.428*** 0.374***

秘鲁华人能力 0.173*** 0.178**

秘鲁华人消极表现 -0.301*** -0.125

表格来源：笔者绘制。*** p<0.01 显著。

在接下来的回归分析中，我们将三项华人形象因子和作为控制变量的个体因素一并纳入模型，

所获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 7　秘鲁华人形象因子对中国国家形象好感度与呈现期盼度的回归分析

国家形象好感度 国家呈现期盼度

回归系数
（B）

标准误
（SE）

标准化回
归系数
（β）

t 值
（t）

回归系数
（B）

标准误
（SE）

标准化回
归系数
（β）

t 值（t）

常数 4.851 0.405 - 11.968 4.505 0.542 - 8.311

年龄 0.200** 0.082 0.178** 2.436 0.003 0.110 0.002 0.028

性别
（男 =0）

-0.004 0.166 -0.002 -0.025 -0.528** 0.223 -0.193** -2.373

教育水平 0.060 0.115 0.037 0.52 0.239 0.154 0.129 1.551

秘鲁华人
热情

0.582*** 0.080 0.488*** 7.295 0.322*** 0.107 0.236*** 3.026

秘鲁华人
能力

0.212*** 0.080 0.178*** 2.666 0.225** 0.106 0.165** 2.122

秘鲁华人
消极表现

-0.289*** 0.081 -0.242*** -3.586 -0.100 0.107 -0.073 -0.928

调整后 R2 0.347 0.119

表格来源：笔者绘制。** p<0.05 显著，*** p<0.01 显著。 

结果显示，从国家形象好感度来看，“秘鲁华人热情”因子与“秘鲁华人能力”因子都有着显著

且积极的主效应，这意味着受访者在二者上的得分越高，其拥有的中国国家形象好感越强；“秘鲁华

人消极表现”因子则起到了显著但负面的主效应，这代表受访者在该因子上的高得分会降低其对中

国国家形象的好感。

从国家呈现期盼度来看，“秘鲁华人热情”因子与“秘鲁华人能力”因子都有着显著的正向主

效应，只有“秘鲁华人消极表现”因子的主效应不显著。这意味着受访者在两项积极形象因子上

得分越高，对中国国家呈现的期盼越强，在负面形象因子上的得分情况却并不会对期盼度造成显



31

著影响。

此外，我们注意到个体的年龄与性别也是重要影响因素。前者对于国家形象好感度有着显

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即年龄越大的受访者所持有的中国国家好感越强；后者性别因素，对中国

国家呈现期盼的作用显著，这意味着比起女性受访者而言，男性受访者更为期盼中国在当地的 

呈现。

五、结果讨论

（一）秘鲁华人形象维度和内容
总体来看，秘鲁社会中的华人形象，既有多元性也有集中性。秘鲁社会“共享”的华人形象，

大体由三个维度组成，即：“秘鲁华人热情”维度、“秘鲁华人能力”维度以及“秘鲁华人消极表现”

维度。

“秘鲁华人热情”维度所包含的内容体现了秘鲁华人群体友好热情的特质。其中“营商亲民

的”“热爱烹饪的”和“富有新意的”三项特质较少在此前有关华人形象的研究中出现，而这恰恰在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秘鲁特色”：华人商业在秘鲁发展历史悠久，华商一贯热情亲切的待客之道以及

品种繁多且价格实惠的商品，都是“营商亲民”这一形象的重要来源；19 世纪末以来，中餐文化在

秘鲁开始发展并繁荣至今。［32］“富有新意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近年来中秘贸易的迅速发

展。截至 2022 年，中国已连续 8 年保持秘鲁最大贸易伙伴地位，华商在其中功不可没，［33］他们将大

量新产品、新资本、新模式从中国源源不断地带到秘鲁，一定程度上为秘鲁社会留下了“富有新意

的”的形象。

“秘鲁华人能力”维度，体现了华人群体积极能干的能力特质。整体而言，该维度下的大多内容

在其他地域的华人形象研究中也被广为提及，与亚洲人“模范少数族裔”（model minority）的刻板印

象相一致（如“勤劳刻苦”和“聪明能干”）。［34］但“依循传统的”这一形象特质，在此前的相关

研究中并不常见，但在秘鲁明显具有地域特点，具体的原因是：华人在秘鲁长达百年的移民过程中，

创造了新侨、老侨与土生华人共存的社会空间，这让秘鲁人直观地感受到不同年龄、身份与职业的

华人在行事上所保持的相似“中国性”——华人不仅限于在日常行事与营商上倾向遵循中国传统文

化，在融入当地社会过程中，依然保持着对传统社会生活方式的追求。［35］

与前两个维度不同，“秘鲁华人消极表现”维度体现的并非是秘鲁华人所拥有的特质，更多的是

秘鲁华人在生活与营商中的负面行为或习惯。笔者认为，这些形象之所以在秘鲁出现，很大程度上

与中秘文化的差异有关。譬如在就餐时，华人往往会纵情畅谈，并不拘束，这种喧闹热烈与不拘小

节却不符合秘鲁人的餐桌文化，因此会留下华人粗鲁与“素质不高的”形象；［36］至于营商层面，在

企业家精神以及餐饮、零售产业“勤行”特性的影响下，秘鲁华人华商往往将努力经营、积累资本

置于休息与享受之前，这一经营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为秘鲁同行和当地雇员带来了压力，也推动了其

“过度经营的”形象的形成；而族裔内部的差异与华人小微营生的分散，使得秘鲁华人华商看起来并

非是“一体的”、“有序的”，譬如在秘鲁首都利马的唐人街中，华人流动摊贩作为一种“街头文化”，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混乱无序”的直观感受。①

综合来看，体现特质的“秘鲁华人热情”维度和“秘鲁华人能力”维度与费斯科等提出的刻

板印象内容模型（SCM）基本相符。［37］该模型认为，刻板印象的内容是在能力（competence）和热

情（warmth）两个维度上的评价组合。当人们遇到其他的个人或者群体时，本能地想知道他人的行

为意图和能力状况，也就是热情和能力这两个不同的方面。［38］在以往针对其他群体的研究中，只

① 更多内容参见 Tripadvisor（猫途鹰）中有关利马唐人街（Barrio Chino）的评论，https://www.tripadvisor.

com.mx/Attraction_Review-g294316-d590997-Reviews-Barrio_Chino-Lima_Lima_Region.html#REVIEWS，2023 年 8

月 6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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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少部分群体被评价为“既热情又能干”（high-competence & high-warmth，HC-HW），譬如美国的

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只有一些社会原型群体（societal prototype group）（如白人和中产阶级）被认为

是热情和能力兼备。［39］但在本研究中发现，“秘鲁华人热情”与“秘鲁华人能力”维度都由明显积

极的内容构成，这意味着秘鲁华人正是这种“既热情又能干”的群体，在当地具有相对较高的社会 

评价。

（二）华人形象对华人评价的影响
华人形象的三个维度都显著影响着秘鲁人对华人群体的评价。其中，秘鲁华人热情和能力形象

越理想，越能增加秘鲁人对华人群体的好感、认可与接受度，而当秘鲁华人消极表现形象强烈时，

则会降低三者评价，这一发现并未偏离经验判断，在此重点讨论的是在好感、认可与接受程度上，

华人形象三个维度所发挥的不同主次作用。

在“好感度”方面，秘鲁华人高热情的形象更能够唤起当地民众对于华人群体的好感，笔者认

为，这是因为该维度所包含的“和蔼可亲”、“真诚正直”等特质不仅易于察觉，更是建立友好互信群

际关系的重要基础，拥有这些形象，更易获得当地民众的喜爱与尊重。

在“认可度”方面，秘鲁华人“高能力”的形象发挥着相对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比起对华人

的好感而言，对该群体贡献的认可与否更是一个理性的评价过程，需要参考华人群体在该国的实践

情况。“秘鲁华人能力”维度所包含的内容，在本质上恰是对该群体在经济、工作和生活实践上的经

验总结，因而成为了当地民众对华人进行“认可度”评价的重要依据。

在“接受度”方面，笔者发现此前作用并不突出的负面表现维度，起到了关键作用。换言之，

比起对华人“高热情”与“高能力”的感知，该群体的负面印象更易造成当地人在“实践”层面上

对华人的疏离与排斥。这或许正如阿根廷中国学家马克西莫·巴达罗在谈论拉美华人形象时所说：

“人们对于华人的表态与实际行为往往是分离的，很多人对于华人表态积极，然而一旦涉及实际行为

则或许是另外一种表现。”［40］

除此之外，个体年龄的影响也具有显著性。秘鲁年轻人对华人的好感度、认可度与接受度均劣

于年长者，笔者认为，这或许与年轻人的阅历和认知局限有关，随着年龄与智识的增加，相关情况

会有所好转。加强华人群体同秘鲁“Z 世代”的关系建设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华人形象对国家形象感知的影响
尽管对于国家形象的感知是一个基于历史、现实、经济等多层面认知整合的复杂过程，但华人

形象对其依然有着较好的解释作用。

从中国国家形象在秘鲁的好感度来看，秘鲁华人的三个形象维度均发挥了显著影响，其中，华

人热情与华人能力形象，对于国家形象好感的形成有着显著促进作用，而消极表现形象的影响则与

之相反。这一发现的重要意义在于，实证了华人形象与国家形象之间的确存在某种确定联系，即个

体所持有的华人形象积极与否，同样会作用在对其祖籍国的好感之上。对于距离中国遥远的秘鲁而

言，华人是当地民众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也是中国形象在秘鲁的重要“代言人”，这种“主体间

性”对海外中国形象的构建有着重要作用，但也具有“双面性”，正如研究显示，华人的消极表现形

象所起到的负面作用亦不能忽视。如何弥合文化隔阂，消解有关秘鲁社会对于华人的消极印象，亦

是提升当地中国国家好感的重要问题。

对于中国国家在秘鲁呈现的期盼度，积极的华人热情与能力形象会对其产生推动作用，但华人

消极表现形象对其影响却并不显著。这或许并不难解释，对于投资项目、合作援助与产品销售等中

国国家在秘鲁的具体呈现，其意图善恶以及效用如何，自然是当地社会所关注的主要问题，而作为

同中国国家关系紧密的华人，其“既热情又能干”的形象便会较易发生“迁移”，使其祖籍国中国在

秘鲁个体看来同样具有相似特质进而值得期待。至于消极表现形象影响的缺失，正如前文所述，这

或是因为该维度更多反映的是华人的具体行为习惯而并非内在特质，秘鲁民众并不容易将之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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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具体呈现联系起来。可以说，在中秘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中拉命运共同体”的今天，

塑造秘鲁华人“高能力”与“高热情”的形象，能够很好地增加当地个体的期盼程度，为中秘关系

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保障。

此外，不同年龄与性别的群体在中国国家感知上的表现差异性，应引起注意：在年龄方面，秘

鲁年长者比年轻人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好感更为强烈；在性别方面，男性个体比起女性更期待中国

在当地的呈现。这意味着我们应进一步关注秘鲁年轻人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并在推动和深化

中秘关系的过程中，关注当地女性的参与和诉求。

六、结语与展望

本研究以秘鲁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揭示了当地社会对于秘鲁华人所持有的微观形象内容及其

对应的三个主要维度，并通过进一步的定量研究，实证了海外华人形象对于华人评价和中国国家形

象的影响。在百年变局下，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也正发生着深刻变化，海外

华人形象不仅关乎到其在移居国的生存发展，也关系到中国国家海外形象的建设。大兴调查研究，

关注不同国别华人形象的微观构成，探索其影响作用机制，能为更好地通过调试华人形象来改善华

人评价以及中国国家感知，提供更为具体且有针对性的参考。

受制于多种客观因素，本研究尚有未尽之处：一是在取样方面，并未考虑受访者群体在教育

水平、年龄、职业组成等其他个体因素的理想构成比例。二是在样本量方面，如果能进一步扩大规

模，或许可以获得更为稳定的形象结构，并对于个体之间所持有华人形象的差异展开分析。在未来

的研究中，可以以不同区域国别华人的具体形象为出发，向其“上下游”开展研究：所谓“上游”

即是考察相关形象的来源与成因，明确不同“信源”对华人形象生成的具体影响；“下游”则是指

研究不同方法对于具体华人形象生成的调试与干预。如此上下游的延展，或许能够形成对于不同国

家华人形象的解构、利用、溯源与治理的完整研究链条，为在新时期更好发挥海外华人的作用提供 

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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