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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与跨国性
￥



新加坡华人新 移 民 企业 家的 双重嵌入

任 娜 刘 宏

内容提要 学界对移 民 的本土化和跨 国 性 的论述大 多 把二者视 为 对立 的 两个方面 。

本文在 田 野调查基础 上 ，从背景 、特征 以及运作机制 三个角 度分析新加坡华人新移 民企 业

家在祖籍 国 和 移居国 的 双重嵌入性 ， 并指 出 本土化 与 跨 国 性并非
“

零和游戏
”

，
而 是企业

家在移居 国和祖籍 国 积累 经济和社会资本 的 生存和发 展战 略 ，

二者相互促进 ，彼此推 动 。

关 键 词 新加坡 本土 化 与 跨 国 性 新移 民企 业家 双 重嵌入 一

带
一路

在 目前六千多万海外华人 中 ， 新移民 （ 中国改革开放后移 民海外的华侨华人 ） 占到了近 １０００

万 ，是海外华人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 当前学术界对于华人新移民 的跨国性 （
Ｔｍｎ 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 给

予了大量关注 ，却忽略了移民在移居国本土的调适过程 。 实际上 ，早有学者指 出 ： 跨国性的一个根

本要素是跨国移 民在祖籍国与移居 国社会空 间 的多重卷入 。

？
因此 ，新移 民 的跨国性与本土化

（
Ｌｏｃａｌｉ ｚａｔ ｉｏｎ

）
二者之间的共存与互动 ，是华人移民研究学界不可忽视的

一个课题 。 它对当前的
“
一

带一路
”

建设也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新加坡是华人新移民的主要移居国之
一

，新移 民企业家则是其中
一个重要 的群体 。 本文以新

加坡华人新移民企业家为研究个案 ，
通过考察移民企业家的本土化与跨国性这

一

同步进程 ，揭示其

在移居国和祖籍国双重嵌人的动力 、特征与机制 。 本文所运用的资料
一部分来源于社团 的会议记

录 ，
纪念会刊 、报纸媒体等原始文献资料 ，

一

部分来 自 田野调查
，即基于笔者对新加坡二十五位华人

新移民企业家的深度访谈和对他们的活动的参与性观察 。 这些受访对象在各调研指征方面均具有

充分的代表性 ，如企业类型 、移民时间 、年龄 、性别等等 。 此外 ，为 了进
一

步充实本文的研究资料 ，我

们也参与了一些主要由新移民企业家为成员骨干的华人社团活动 ，如新加坡天府会的颁发奖助学

金活动 、华源会的例行董事会和新移民杰出贡献奖的评选活动等 ，
以此弥补材料的不足 。

一

、本土化与跨国性 ：华人移民研究的双重视角

在海外华人研究领域 ，

“

本土
”

通常指海外移民所到达 的移居地 ，

“

本土化
”

则指华人移民 因适

应海外移居国社会而 自身产生的
一

系列调适与变迁。
？本文中 的

“

本土化
”

主要指华人新移民企业

家在移居新加坡后所产生的
一系列社会经济行为的变化 ，

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第
一

，伴随着生存环

？ 本论文为国务院侨办课题资助项 目
“

沿线国家及当地华侨华人视角下的
一带一路战賴究

”

（项 目号
：
ＧＱＢＹ２０１ ６００３ ）的阶段性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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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相关的本土化研究参见刘宏 ： 《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 ： 本土情怀 、区域网络 、
全球视野》

，
厦门大学出版社

，

２〇〇３ 年 。 该书

将本土化定义为移 民在
“

当地 （ 居住地 ） 的社会文化脉络下发展 出
一整套有 自身特征的社会 、经济 、政治和文化体系＇

４４





本土化与跨国性

境的变化 ，新移民企业家为适应本地需要而做出 的商业管理模式的调整与改变 ；
第二 ，为 了拓展生

存空间
，
新移民企业家在本土社会经济关系上的努力和融人 ；

第三
，
受移居国社会文化的影响 ，新移

民企业家在商业价值观上所做出 的调适与妥协 。 跨 国性是移民形成并维持其连接祖籍 国与移居国

的多重社会关系 的过程 。 它强调移民大都建立的跨地理 、跨文化并超越政治界线的社会场景 ，发展

并保持了包括家庭 、经济 、社会 、组织 、宗教与政治的多重跨界关系 。

￥本文的
“

跨国性
”

指的是新加

坡华人新移民企业家在社会经济层面所表现出来的跨 国性特征 。 在地理层面 ， 它以新加坡和中 国

为中心 ，辐射到其他国家或地区 ； 它肇始于 １９９０ 年新 、 中两国正式建交之时 ， 这也是新移民涌入新

加坡的元年
；
从内涵上 ，它涉及企业家的跨国经营模式 、跨国 的社会网络以及商业文化取向等 。

历史上华人海外移民潮的发生是以民族国家为时代主旋律 ，且以 中 国 的积贫积弱为主要背景 。

在复杂的历史情况下 ，老
一

代移民通常是在被迫切断了与祖籍国 的联系后才开启在移居国的本土

化进程 ，并在本土化完成后 ，
基于时代风云变幻又开始重建与祖籍国的联系 。

？与老
一

代海外移民

截然不同的是 ，华人新移民潮的涌现是以全球化的加速和交通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时代背景的 。 新

移民移居海外后 ，同时面临着两个社会进程的发生 ：本土化与跨国性 ， 即在移居国努力融人的同时 ，

也保持着与 中 国或第三国在生活 、事业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密切联系 。 因此
，本文提 出

“

双重嵌人
”

这一衍生概念 ， 即将社会学的
“

嵌入
”

这一概念置于移民的移居 国 和祖籍国双重视野之下 ，探讨新

移民的
“

本土化
”

和
“

跨国性
”

这两大进程如何彼此交织与互动 。 目前 ， 国际学界对于跨国移民双

（ 多 ）重嵌入性的讨论 ，
主要集 中在两个主题。

一

是跨国 网络与本土融入二者的共生性 ；
二是探究

跨国性和本土融入之间的复杂关系 。 波茨 （
Ｐｏｒｔｅｓ

）探讨了移民在移居国的融人如何影响了他们与

祖籍国之间的跨国活动 。
？
津田 （ Ｔｓｕｄａ）从理论层面分析了移民在移居国和祖籍国的双重参与并

指出 了四种互动关系类型 。

？埃达尔 （ Ｅ ｒｄａｌ
） 和 奥彭 （

Ｏｅｐｐｅｎ ） 则在对欧美阿富汗和 巴基斯坦移 民

的实证研究基础上 ， 阐述了移民本土融入和跨国性的关系 。

＠
这些学者所提出 的见解是我们继续研

究的基础
，
但同时也留下了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 如现有研究很少在实证基础上将本土化与跨国性

作为一种长期且正在进行的双重嵌入的社会进程加以探讨。 在理论层面 ，如何加强这两者之间的

积极联系 和互动有待探讨 。 当前相关的研究多是建立在北美和欧洲移民 的实证基础上 ，鲜以当代

华人新移民为研究对象。 有鉴于此
，
本文尝试将这

一

主题放在亚洲华人移民的语境下加以丰富和探讨 。

二、 动力与背景 ： 国家与个人

（

＿

） 来 自新 、 中两国政府的推力

华人新移民企业家的双重嵌入离不开宏观的 国家政策结构和微观层面的群体背景和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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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新移民企业家在新加坡和 中 国的双重嵌人 ，有两股力量不可忽视 ：

一

是新 、中两国相对开

放和不断改善的移民政策 ，
二是新 、中两国相邻的地理因素和不断提升的经济合作环境 。 作为

一个

移民国家 ，新加坡
一直在接受移民 。 为了克服持续的低生育率而带来的挑战 （

２０ １ ２ 的生育率只有

１ ． ２
， 远低于 ２ ． １ 的人 口替代率 ）

。 新政府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不仅颁布了大量措施来提高当地的生

育率 ，而且也通过吸引 大量移 民来提高人 口数量 。
１９９７ 年

， 新加坡政府实施外 国人才 （ ｇ
ｌｏｂａｌ

ｔａｌｅｎｔ
）政策来吸引全球各个领域的精英 ，

？
并在 １９９８ 年建立了 国家级的猎头中心

“

联系新加坡
”

，在

欧洲 、北美和中国等地设立了联络办事处 。 经过 ２０ 多年的努力 ，新加坡人 口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３ ５０ 万 ，

一跃而升为今天的 ５４０ 万 。 随着新加坡移民人 口 的不断增长以及移民和本土社会之间不断上升的

紧张关系 ， 新加坡政府加快 了将新移 民融入本土社会 的 步伐。

“

国 民 融合委员会
”

（
Ｎ 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ｎｃ ｉ ｌ
）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
目 的在于

“

将新加坡公 民 、永久居 民以及新公民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

”

，并希望这些永久居民 、新公民
“

与新加坡人
一样享有共同的生活 、价值观和经历

”

。

？社区 中

心以及其他来 自草根社会的组织也被鼓励举办各种活动 ，
以协助和加强新移民和本土人士的接触

和交流 。 例如 ，在新加坡的晋江会馆 ，新移民 占据了该执委会三分之
一

的席位 。

？此外 ， 政府试图通

过强化新移民的国家认同 ，来弱化在新老新加坡人之间存在的族群和文化差异 。 为了鼓励新移民

７欠久留在新加坡 ，政府采取措施使公民可以在教育 、医疗和住房等方面享有优于永久居民的经济待

遇 ， 以此来鼓励永久居民转化为公民 。 新移民也被要求通过学习英语
，
积极与本土人士互动

，
接受

新加坡认同理念的四个核心价值观 ，即 ：效忠国家 ， 维护法律与秩序 ， 拥护多元文化及精英领导体

制 ，
积极融入本土社会 ，拥有与新加坡人

一

样的认同感 。

？
为了响应新加坡政府的号召 ， 以及改变来

自新加坡本土民众对中国新移民的
一

些负面看法 ，

？新移民团体也积极出 台各种活动和奖项 ， 以鼓

励新移民积极融入本土社会 。 如 ２００ １ 年成立的新移民社团
“

华源会
”

自 ２０ １ ０ 年推出 了
“

中国新移

民杰出贡献奖
”

，
以奖励近 ３０ 年来为新加坡社会做出杰出 贡献的 中 国新移民 。 除了上述来 自新加

坡政府的推力外
，
中国 自 １９％ 年以来不断变化的移民政策也同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

１９９０ 年代 ，

中 国的移民政策侧重于鼓励人们 出 国 留学 ，学成后返回 国家效力 ，但在过去的 ２０ 年里 ， 随着全球人

口 流动的加剧 ，
中国政策出现了重大转变

，
从强调

“

回国效力
”

到鼓励移民在海外
“

为国服务
”

。 与

此同时 ， 中国政府还积极鼓励海外移民从经济 、社会 、文化和政治等层面积极融人移居国社会 。

如果说上述因素推动了新移民企业家在新加坡本土的嵌人进程 ，那么
，
什么因素影响了他们在

祖籍国中国的跨国嵌入呢 ？ 除了新移民在文化和情感上对于祖籍国的天然亲近感外 ，还有三个主

要的结构性因素使然 。

首先 ，紧密的政治和地理联系 。 新中两国于 １９９０ 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 为两国 日后的经济发

展铺平了道路 。 从新加坡到北京只需飞行 ６ 个小时 ，新加坡和中国不 同城市之间 的航班每周多达

５９０ 个以上
，
地理位置的接近和交通运输 的发达为企业家在两国之间的往来提供 了巨大的便利 。

中国经济崛起并跃升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
这一事实促使新移民企业家利用他们与中 国存在的

地理和背景优势去中国寻找资源和商机 ，保持与祖籍国在经济上的联系 。 第二 ， 中 、新两 国不断密

＞

① 这里的人才主要指受过髙等教育的人才和企业家等商界人士 。 有关新加坡的国际人才战略 ， 参见刘宏 ： 《新加坡的国际人才战

略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 《第
一

资源 》 ，
２０１ ２ 年第 １ 期 。

② 参见新加坡国家融合委员会网站 ：
ｈｔｔ

ｐ ：
／／ａ

ｐｐ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
ｇ
ｒａｔｉｏｎｃ ｏｕｎｃｉ ｌ

．

 ｏｒ
ｇ

， ｓ
ｇ
／Ｈｏｍｅ ， ａｓ

ｐ
ｘ ．

③ 《晋江会馆新执委就职 四分之一为新移 民》
，
载 《宗 乡简讯 》 ，新加坡宗 乡会馆联合总会

，

２０ １０ 年第 ５７ 期 。

？ｌｉｕＨｏｎ
ｇ ，

＇ ＊

Ｂｅ
ｙ
ｏｎｄＣｏ－Ｅｔｈｎｉｃｉｔ

ｙ 
： 
ＴｈｅＰｏ ｌｉｔｉｃｓｏ 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

ｔ
ｉａｔｉ ｎ

ｇ
ａｎｄＩｎ

ｔ
ｅ
ｇ
ｒａｔｉｎ

ｇ
ＮｅｗＩｍｍｉ

ｇ
ｒａｎ

ｔ
ｓ ｉｎＳｉｎ

ｇ
ａ
ｐ
ｏｒｅ

，

Ｍ

Ｅ
ｔ
ｈｎｉｃａｎｄ Ｒａｃｉａｌ

Ｓｔ ｕｄ ｉ
ｅｓ

，ｖ ｏｌ
．

３７
，ｎ

ｏ ．
７

，
２０１４ ．

⑤ 如 ：

“

新加坡就像一个旅馆
，

一些外 国人才在做完生意后就带着他们 的财产回 到了祖国
”

等 。 有关新加坡民众对待 中国新移民

的负面态度和观点 ，
详述参见刘宏 ： 《新加坡的中 国新移 民形象 ： 当地的视野与政策 的考量》 ，

载《南洋问题研究 》
，

２０
１
２ 年第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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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和提升的经济关系是推动华人新移 民企业家保持双重嵌入 的
一

个重要因素 。 至 ２０ １ １ 年 １ 月
，

１ ５７ 家中国公司在新加坡股票交易市场上市 ，市场资本达到了５４０ 亿新元 。
２０ １３ 年和 ２０ １４ 年 ，新

加坡是中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国 ，而中国则是新加坡第一大贸易伙伴 ，双边贸易达到 了１ １ ５２ 亿新元 ，

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１ １％

， 占到了新加坡贸易总量 的 １ １ ．８％
， 而在 １９９０ 年两国的双边贸易 只有 ２８

亿美元 。

？
双边不断上升的经贸合作关系极大地促进了华人新移民企业家与中国的跨国联系 。

此外 ，新加坡政府的鼓励和 中 国政府在保持与海外移 民的联系方面所作的努力也直接强化了

新移民企业家与中国的联系 。 新加坡政府奉行开放型经济政策 ，大力推行区域化经济发展战略 ，注

重与中 国 的经贸联系 ，
因此

，
对于华人新移民与中国在经济上联系与互动 ，新加坡政府持 以积极的

态度 。 如在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新加坡贸工部长杨荣文率领访问 中 国西部的 ５７ 人考察团中
，
有 ４ 位就是

来 自 中 国的新移民 ，他说 ，

“

中国人才移民到新加坡 ，
已经为我们制造了

一个很有价值的经济联络网 ，

我们应该善用它 。

”②

中国政府方面 ，各级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均表示欢迎海外华人到中 国开展贸易合作 ；政府代表团

经常定期飞往海外 ，拜访华人移民及其社团组织 ， 以此加强双方的经贸投资联系 ； 中 国政府也在不

断制订和出台
一

些新措施 ， 方便海外华人在 中国长时段的停留 ，例如 目前
一

部分海外华人专业人才

可 以获得 １ 至 ５ 年的 中国长期签证 。

（
二

）
华人新移民企业家的特点

我们的调查发现 ，新移民企业家不同于老
一

代华商的背景和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他们在

新 中两国双重嵌人的意愿和能力 。 首先 ，
新加坡居民身份 （ 国籍或永久居民 ） 的获取是新移民企业

家双重嵌人形成的基础 。 我们的受访者中九成已加人新加坡 国籍 。 然而 ，新加坡国籍的获取并不

能看做是企业家嵌入新加坡社会的必要指征 ，
原因在于新加坡护照所提供的便利 （ 无需签证便可

被允许进人 １〇〇 多个国家 ，包括中国 ）
已经成为移民获取新加坡 国籍的一个重要吸引因素 ，这

一

点

在访谈中得到多数受访者的认可 。 但不可否认的是 ，取得新加坡国籍是他们融人新加坡并建立与

之政治认同关系的
一

个意愿性标志 。 与此同时 ，其直接来 自 中国 的文化背景和对中国亲人朋友的

牵挂以及事业的联系又使其与中 国保持着持续的联系 。 第二 ， 新移民企业家普遍拥有的高等教育

背景为其双重嵌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能力和机制 。 高等教育 （ 大学或以上 ）

一方面使移民企业家

具备了适应移居国社会的知识 （ 如专业知识技能 、中英双语能力等 ） 和素质 （ 如思维 的灵活性和视

野的开放性等 ）
，
另一方面又使他们成为华人新移民中 的精英 ， 是中 国政府在海外重点关注的对

象 。

一些受访者明确表达了高等教育背景所赋予的信心与能力 ，使他们能够积极参与到新中两个

国家的相关事务中 。

“

我在 中国接受的大学教育 。 来到新加坡后 ， 我感到 目 前的学历是不够的 。

于是我到新加坡一所大学进修 ，
二年后拿到了工商管理硕士文凭 。 之后我感觉比以前更 自信了 ，在

工作中我不比任何
一

个新加坡人差 。

……我的大部分教育是在 中国完成的 。 我感谢我的祖籍国 。

当 中 国需要而我又有能力 的时候 ， 能为 中 国做点贡献 ，我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

”
？
第三 ，跨国企业家

精神是新移民企业家保持双重嵌人的主要动力 。 华人企业家精神的文化内涵主要包括冒险 、 自信 、

节约 、家族主义 、 自律 、勤劳和善于利用关系等等 。
？为了节约成本 ，

新移民企业家积极利用其在新 、

中两国的社会背景和网络 ，寻求最佳的资源配置 ，
以谋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 。 这样 ，

以华人文化为

①
“

Ｃｈ
ｉ
ｎａ Ｎ ｏ１ ｔ

ｒａｄｅ
ｐ

ａｒ ｔｎｅｒｏ ｆ

Ｓ

ｉ
ｎｇａｐｏｒｅ ｉｎ２０ １ ３

”

载 《中国 日 报 》网址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ｈ ｉｎａｄ ａｉ ｌｙ ． ｃ ｏｍ ．ｃｎ／ｗｏｒｌｄ／２０１
４－ ０２／２０／ ｃｏ ｎｔ ｅｎｔ

＿

１ ７２９５３６２ ． ｈ
ｔｍ．

② 《中国新移民为新加坡架起联络网 》 ，
《联合早报》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 。

③ ＣＬＰ
（ 为了尊重受访者 的隐私 ，所有受访者 的姓名均 以其姓名 的首字母加 以代替 ，

以下均 同
）
访谈录 ，

２０ １ ５ 年 １ 月 ２６ 日 ，新加坡 。

④Ｈｅ ｎ ｒｙＷ ．

Ｃ ．Ｙ ｅｕｎｇ
＆ ＫｒｉｓＯｌ ｄｓ

（ 
ｅｄｓ ．

 ） ，
ｏ／ Ｃ／

ｉｉｎｅｓｅＦ
ｉ
／ｍ＾Ｈｏｕｎｄｍｉｌｌ ｓ ：Ｍａｃｍｉ ｌ ｌａｎＰ ｒｅ ｓ ｓ

，
２０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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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 的跨国企业家精神进一步推动了新移 民企业家在双边社会的嵌人 。 正如
一

位受访者所说 ：

“

我对 自 己 的公司有成功的信心 ，主要在于两个原因 。

一

是我在新加坡工作了很多年 ， 我熟悉当地

的资源和规则 。 另
一方面我来 自 中 国

，
理解中国的文化 ，我知道如何在中国开拓市场 ，

因此 ，能把两

国的资源有效地结合起来 ，我就成功了 

一

半 。

？

总之 ，新加坡和中国不断开放和改善的移民政策以及两国之间友好的经济氛围为新移民企业

家在两国社会实现双重嵌人创造了强有力的外部环境 ，而新移民企业家个人的教育 、文化 、素质和

精神又为他们提供了双重嵌人的能力与条件 。

三 、 双重嵌入的层面与特征

新移 民企业家在本土化与跨国性过程中所形成的在移居国和祖籍国的双重嵌入主要表现在三

个层面 ：商业管理策略 、社会经济网络 、商业价值取向 。

（

一

） 商业管理策略

在商业管理策略方面 ，
企业家的双重嵌入主要通过以下三点体现出来 ：

第一
，
与本土人士共享企业所有权 。 其优势主要在于两点 ：

一

是帮助企业在较短时间 内提升竞

争力 ，包括接触本土的市场资源和获取成熟的商业网络 ；
二是移民企业家能够轻松而快速地实现从

“

局外人
”

到
“

内部人
”

的转变 。 在我们列举的 １０ 位访谈对象中 （表 １ ）
，有 ６ 位均与新加坡人有企

业合伙关系
，
这种与本土人士共享企业所有权的管理策略所产生的利益在访谈中得到了普遍的体

现
，
如企业家 Ｄ 说 ：

“

２００４ 年我从中 国带回
一

些广告原材料 。 为 了快速地进人本地市场 ，我与两个

新加坡人成立了
一家公司 ，

他们在本地的商业网络很广 。 仅仅 ７ 个月后 ，我们的公司就赚取了意想

不到的巨大利润 。

”
？

第二 ，
人力资源本土化 ， 即雇员绝大多数为新加坡本土人士 。 本土经理人通常在公司扮演了重

要的角色 ， 如担任市场监察员 ，负责公司与外部的沟通等 。 企业雇用本土员工的优势颇为 明显 ，如

降低了雇用外籍员工的成本 ；本土雇员没有当地语言障碍 ，能够快速深入到本土市场 ；此外 ，通过为

本土人员提供就业机会 ，企业提升了在当地社会的形象等等 。 在列举的 １〇 家新移 民公司 中 ，
７ 家

至少有
一

位新加坡人出任髙级管理层人员 ，在 ５ 家劳动密集型的企业 中 ，
４ 家企业有超过一半的员

工都为本土人士 （ 表 １
，
见下页 ） 。 这

一数据显示 ：人力资源本土化是新移民企业家的重要管理战

略 。

一

位受访者告诉我们 ：

“

我虽然熟悉这
一行业技术 ，但对新加坡本土市场而言 ，完全是一个局

外人 。 因此 ，在新加坡成立公司后 ，我的所有员工都是新加坡人。 我只控制着公司发展的方向和 目

标 。 其他业务全部由我聘用的本土经理人进行管理。 你越信任他们 ，他们为这个公司会更加努力

工作 。

” ③

第三 ，多维空间 的商业运作机制 。 在商业运作上 ，新移民企业家显现了强烈的跨国性特征 ， 即

他们来 自 中国的背景和在中国或第三国的广泛社会网络 ，使企业形成多维空间运作机制 ，即由 两国

或两国以上的商业资源组合而成的运作模式 ， 如
“

中 国市场 ＋ 西方技术 ＋新加坡管理
”

或
“

新加坡

资本 ＋新加坡技术 ＋ 中国原材料
”

等等 。 跨国商业运作模式将新移民企业家在祖籍国和移居国双

重嵌入的优势进行了最大化 ，提升了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 这一点从我们的调查可以清晰地印证 。

“

我们在新加坡和美国分别设立了公司 。 公司的主要技术来 自 美国 。 新加坡主要是我们企业的市

① ＷＸＢ 访谈录 ， ２０ １
３ 年 １ １ 月 ２２ 日

， 新加坡 。

② ＡＱＸ 访谈录 ，
２０ １ ３ 年 １ １ 月 ２ １ 日 ，新加坡 。

③ ＡＱＸ 访谈录 ，

２０ １ ３ 年 １ １ 月 １ ２ 曰 ，新加坡 。

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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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和管理基地 。 我们主要在中国招聘和培训技术人员
，
然后把他们带到新加坡 。

”

？

表 １新加坡华人新移民企业家

Ｉ 人 丨

企业合伙人
Ｉ口

竹味县 ，
￣

 Ｉ

在新中两
Ｉ

担任社团领
企业所员工数量／

企业家 行业人数
＾

本土ｉｔ年龄 性别 教育 国籍国参与社 导或骨干的
有权本：

工数量



飾从数团 的数 目社团数量

Ａ 高科产业 家族３ ／ ０１７０Ａ ３３４５
－

５５ 男 博士 新加坡 ＾２

中 国 １ 个

新加坡 ７ 个
Ｂ 人力资源 家族３／０２ １／１ ３ ５５

－

６５ 男 本科 新加坡 １ ２

中国 ６ 个

Ｃ制造业２／１１００／４０ ３５－
４５女 硕士 中 国＾０

人合伙中 国 〇个

Ｄ＾
印 与

ｆｉｆ３／ ２４０ ／ ２０４ ５
－

５ ５ 男 本科 新加坡ｍ
个

２

刷业人合伙中国 １ 个

Ｅ鎌２／０３／ １３５
－ ４５男 硕士新加坡１

资业中 国 ２ 个

Ｆ建筑业 ３／１２７／２０４５
－

５５男 博士Ｉｆｆ加坡１

Ｇ２ ／ １３ ／ ２ 朽 － ５５ 男 本科 新加坡 １

务业人合伙中国 １ 个

Ｈ 房地产业 ＾＾３／１１ ００／３０３５ －４５ 女 硕士 新加坡 ３

人合伙中国 ２ 个

１家族 ２／０２ ／１ ３５
－

４５ 男 本科 新加坡 二 １

询业中 国 ２ 个

与新加坡新加坡 ２ 个
Ｊ 保健品业 ＾＾２ ／ １１ ０ ／ ８３５

－ ４５ 女 本科 新加坡 」１

人合伙中 国 １ 个

① ＬＣＬ访谈录 ，
２０ １ ３ 年 １ ２ 月 １ 日 ，

新加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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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社会经济网络

新移民企业家的双重嵌人还体现在他们在移居国本土和与祖籍国之间的社会经济网络上 。 网

络建构渠道有两种 。

一

是制度化渠道 。 移民企业家通过参加新加坡和中国的社会组织并担任领导

职位嵌入到两个社会中 。 如表 １ 所示 ，在 １ ０ 位受访者 中 ，
９ 位同时参与了新加坡和中国 的社会组

织 ，并且至少在一家新加坡或中国的社会组织中担任领导职位 。 我们以企业家 Ｂ 为例 ，深人分析

新移民企业家是如何通过社会组织 ，制度化地嵌入到两个社会中 。 表 ２ 列举了企业家 Ｂ 加入的社

会组织 ，

一

部分与双边的政府部门相关 ， 如某省政协和
“

通商中国
”

（新加坡的半官方机构 ） ，

一

些则

来 自于草根社会和社区组织 ，如天府会和 国际狮子会 。 企业家 Ｂ 坦言 ，参加这些社会组织 ，使他获

得了更多的机会结识来 自新加坡和 中国的政府官员和社会人士 ，并建立了密切的 网络联系 。 如作

为天府会的主要领导人 ，他代表天府会 （ 截至 ２０ １ ３ 年底 ）
已接待了 中 国 １００ 多位政府官员 和 ３９ 个

市长代表团 ，并认识了不少新加坡本土的政治和商界精英 。 二是个人网络 ，包括与中国家庭亲人朋

友的联系 ， 以及与新加坡本土人士的 日常交往等 ，其同样构成新移民嵌入双边社会的重要渠道 。 和

新加坡本土人士的交往是衡量
一

个人本土化的重要标准 。 在我们 的调查中 ，几乎所有企业家都表

示有交往密切的本地人朋友 ，超过三分之
一

的企业家认为 ， 自 己在新加坡的朋友圈 中 ，
新加坡本土

人士占了近
一半 。



表 ２企业家 Ｂ 在中 国和新加坡参与的社会组织


ｊ国的社会组织职务 Ｉ新加坡的社会组织职务
一

＂

＾ 国海外交流协会理事新加坡宗乡 会馆联合总会理事
￣̄

ｌｅｘ 省政协海外委员

—

新加坡国 民融合理事会

＾

理事

Ｙｘ 省海外高端人才顾问新加坡人口政策工作委员会

＾

理事
￣
̄

１５［ 省海外交流协会副会长新加坡纳税人民意委员会理事
￣̄

１５ ［ 省归国华侨联合会海外顾问通商中 国
￣￣

委员

ｉ 市海外交流协会名誉会长新加坡天府会
—

会长
＾

新加坡国际狮子会委员 （前任会长 ）

（
三

） 商业价值取向

商业价值取向是考察新移民企业家双重嵌人的另一重要指征 。 新加坡新移民企业家显示了两

种不同的商业
“

面孔
”

， 即
“

新加坡面孔
”

和
“

中 国面孔
”

。

“

新加坡面孔
”

显示了新加坡人在商业思

维 、习惯和行动方面与中国人的差异 ，正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所强调的 ：

“

我们发现 ，
虽然我们是

华人 ，
说华文 ，但是我们有不同 （ 于中国人 ） 的工作方法和价值理念。 在社会体制和工作方式上 ， 我

们是西方化的
，
我们不依靠关系 ， 我们对待法规的准则和态度也是完全不同 的 。

”
？
在我们的调查

中 ，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表达了对于新加坡商业价值观念的认同 ，如重视效率 、商业竞争的公平性 、任

人唯贤等等 ，并在 自 己 的企业中将上述原则加以实践 ，展现了新移民企业家的新加坡面孔 。 他们在

中国的
一

些不愉快经历则进一步强化了其对新加坡商业价值观的认可 。

一位企业家说 ：

“

如果 当

年我继续留在中国 ，我的事业不会这么成功的 。 在中国经商 ，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应酬合

作伙伴和客户 ，建立商业关系 。 在新加坡 ，我们很少有这样的应酬 。 维持我们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就

是我们的产品质量 ，而不是私下关系 。

” ？
与新加坡面孔不同 ， 中 国面孔强调了关系 、人情和面子在

①
“

Ｇ
ｉ
ｖｅ ＮｅｗＡｒｒｉｖ ａｌｓｔｈｅＴ ｉｍｅ ｔ ｏＡｄａ

ｐ
ｔ

”

ＴＹｍｅｓ ， １ ４Ａｕ
ｇ
ｕ ｓ

ｔ２００９ ．

② ＬＹ 访谈录 ，２０ １ 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新加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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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行为中的重要性，华人新移民企业家尽管有着对于新加坡商业价值观的认同和践行 ，但在商

业理念和实践中同样显现了中国面孔的一面 。 作为在 中国出生 、长大并具备中 国社会经验的第^

代移民 ，他们熟悉中 国文化 ，拥有广泛的社会网络 。 在中国 ，他们驾轻就熟 ， 能够从容地在商业活动

中面对和处理一些
“

中 国式
”

的麻烦和问题 。 其 中国背景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变成 了巨大优

势 ，并无形中强化了对于中国背景 的认同 。

一

位受访者表示 ：

“

我们作为一个刚刚起步的公司 ，在

新加坡并没有太大的竞争力 。 然而 ，我们来 自 中国 ， 中 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 目前 ，我们几乎所有

的客户都来 自 中国 。 虽然我们小公司在本地市场竞争力不强 ，但在中 国我们有 自 己的优势和人脉 。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公司在新加坡竞争激烈的环境下还能够生存下来的原因 。

”
？尽管新 、 中两国在

商业文化上有很大差异 ，但在新移 民企业家身上 ，两副面孔显示了和平共存的可能性 ，存在着两种

商业文化之间的转换机制 。 当然 ，在某些情况下 ，两种面孔也会发生矛盾和冲突 （如 当 中国的
“

关

系
”

遇上新加坡公司的
“

制度
”

） 。 然而 ，新移民企业家双语言和双文化的背景使其有能力去协调这
一

矛盾 ，并能根据不同的场合来 自如转换 ，最终使他们同时嵌入到两种不同的商业社会价值体系中 。

四 、运作机制 ： 经济与社会资本的跨国互动与转化

本土化与跨国性作为移民同步嵌人移居国和祖籍 国 的两个社会进程 ，其共存性在现有学术著

作 中已有讨论 ，

？然而二者如何影响和互动 ，是移民双重嵌人的核心机制所在 ，也是学术界应进一

步探讨的问题 。 社会资本理论被广泛用于社会的发展与变迁 、人力资源 、 民主政治等研究 ，然而很

少有学术作品从跨国移民角度来审视这一理论 。

？ 本文尝试将社会资本理论与跨国性相结合 ，从

经济和社会资本的跨国互动和转化这一视角解读新移民企业家的双重嵌人 。 这里的经济资本指新

移民企业家所获取的企业投资 、生产技术 、市场份额 、商业信息等商业性资源 ；社会资本则包括新移

民企业家所培育和积累 的社会网络 、名誉声望 、社会信任等社会性资源 。 当新移民企业家到达移居

地
，如何获取当地资源并同时借助来 自祖籍国的资源是其在移居 国得以立足 的关键 。 前文分析显

示
，
华人新移民企业家的本土化是其在移居国培育经济和社会资本的过程 ，跨国性则是新移民企业

家保持并充分利用多年在中国积累的经济和社会资本的进程 。 本土化与跨国性在互动的过程中发

生了经济与社会资本在两国之间 的相互提升和跨国转化 ，最终形成了新移民企业家在移居国和祖

籍国的双重嵌入 。 具体来说 ，这
一

过程包括了 四种跨国互动和转化类型 （如下图 ） 。

＾
毕 人新移民企业家的生存 发展策 略 （ 双 重嵌入 ）

Ｉ本土社会 资本 Ｍ？ 跨国社会资本Ｖ

＼＾＼

／ｖ／＼ｒ^
本土化 ＼／

跨国性

？＼本土经济资本 ＜—？ 跨 国经济资本
’

本土 化与跨 国性 的互 动 与 转 化

①Ｍａ
ｙ
ｆｄｒＹａｎｇ ，
Ｆａｗ ｒｓ

’ ａｍｉ Ｂａｎｑｕｅｔｓ ：７７ｉｃＡｒｔ
ｑ

／

＇

Ｓｏｃ
ｉ
ｏ／

ｉ
／ ｉＣ／

ｉｉ ｒｗｉ ，
ＮｅｗＹｏｒｋ ： Ｃｏｒｎｅ ｌｌ Ｕｎｉｖｅ ｒｓｉｔ

ｙ
Ｐｒｅｓｓ

， 

１９９４ ．

② ＧＴＬ访谈录 ，２０ １
３ 年 １ １ 月 １ ５ 日

，
新加坡。

③Ａ．
Ｃ． Ｅ ｓｃｏｂａｒＰｏｒｔｅ ｓ＆Ａ ．Ｗ． Ｒａｄｆｏｒｄ ，

ｕ

Ｉｍｍ ｉ

ｇ
ｒａｎｔ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

ｇ
ａｎｉ

ｚａｔｉ ｏｎｓａｎｄＤｅ ｖｅｌｏ
ｐ
ｍｅｎｔ ：ＡＣｏｍ

ｐ
ａｒａｔｉ ｖｅＳｔｕｄｙ／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

ｇ ｒａｔ ｉｏｎＲｅｖ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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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参见刘宏 ： 《社会资本与商业网络的建构 ： 当代华人跨国主义的个案研究》 ， 载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 ２０００ 年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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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四个双向箭头分别代表了发生在祖籍国和移居国的经济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四种跨国互动

和转化类型 。

第一种是本土化与跨国性通过来 自祖籍国 的跨国社会资本与来 自移居国的本土社会资本的相

互提升来彼此强化 。 例如 ，企业家 Ｂ 的 中 国背景和在华多年的工作经历为他积累 了丰富 的社会资

本 。 当他移民到新加坡 ，在中国的社会资本变成他可资利用的跨国网络和资源 ，帮助他成功地在新

加坡创业成功和拓展社会活动 ，
强化了他在本土 （ 新加坡 ） 的社会资本和嵌入性 。 企业家 Ｂ 作为第

一

位华人新移民被新加坡政府邀请加人
“

通商中国
”

这一组织 ，这与他和 中 国之间密切 的联系有无

庸置疑的关系 。 与此同时 ，他对新加坡社会组织和活动的积极参与为其培育和积累了本土的社会

资本 ，提升了个人的社会威望 。 因此每当 中国政府官员来新加坡访问考察时 ， 企业家 Ｂ 经常成为

被
“

点名
”

的接待者之一 ，进
一

步加强了他与 中 国之间的跨国网络 （ 社会资本 ） 。 在这一过程中 ，本

土化与跨国性实现了互动 。 第二种是本土化与跨国性通过来 自祖籍国的跨国经济资本和来 自移居

国的本土经济资本的相互促进来彼此影响 。 新移民企业家来 自 中国的丰富的经济资本 （ 如生产材

料 、商业信息 、市场等 ） 有助于吸引新加坡本土的商业投资 ，增强了其在新加坡本土的经济实力 。

与此同时 ，新移 民企业家所处的新加坡良好的经济环境和政策 、发达的商业信息网络以及宽阔 的国

际视野则有利于其在中国的商业拓展与活动 ，协助提升企业在 中国的国际化形象和声望 。 这样 ，
新

移民企业家在两国经济资本的彼此互利中实践了本土化与跨国性的互动进程 。 第三种是本土化与

跨国性通过本土社会资本和跨国经济资本二者之间 的相互转化来彼此加强 。 从前文分析可以看

到 ，新移民企业家之所以成功地在中国开展商业活动 ，除了与其 自 身在 中国的深厚背景有关外 ，
和

其在新加坡积累的人脉关系以及 良好的商业形象 、社会声望等本土社会资本有着直接的联系 。 同

样的 ，新移民企业家在中国成功的跨国性商业拓展提升了其经济实力 ，使其更有能力参与到新加坡

本土的商业和社会活动中 ，提升了其本土的知名度和社会声望 ，从而完成了 由跨国经济资本向新加

坡本土社会资本的转化 。 第四种是本土化与跨国性通过本土经济资本和跨国社会资本二者之间的

相互转化来彼此促进 。 对海外华商而言 ，在移居国社会的商业成功 ，是他们 日后积累与祖籍国之间

跨国社会资本的
一个重要前提 。 例如

，
拥有新加坡十大人力资源公司之一的企业主 Ｂ

， 被邀请担任

中国多家社会组织的领导职位 ，这无疑与他在新加坡的商业成功有着直接的因果联系 。 而移民企

业家与中国之间建构的跨国社会网络同样又为其在新加坡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商业机会

和资源 ，正如企业家 Ｆ 坦言 ，在企业创立之初 ，其 ６０％ 的客户都是来 自他 曾经多年生活和工作的省

份 ，
也是他的跨国社会资本最为集中的地区 。

以上我们运用社会资本相关理论 ，
从跨国性视角分析了华人新移民企业家双重嵌入的运作机

制 。 研究表明 ，本土化和跨国性作为新移民企业家在移居国和祖籍国的社会经济活动进程 ，被构建

为彼此强化的生存发展战略 ，用来积累和利用在双边社会的经济和社会资本 。 通过双边经济和社

会资本的相互提升和跨国转化 ，本土化与跨国性二者保持互动 ，彼此加强
，
最终实现了新移民企业

家在移居国和祖籍国的双重嵌人 。

五 、结 论

本文对新加坡华人新移民企业家的个案分析显示 ，华人新移民企业家在本土 （ 移居国 ） 和跨国

（ 与祖籍国或第三国之间 ）两个社会空间均展现了强大的活力和能力 ，体现了全球化时代下新移民

企业家全新的社会面向和特点 ：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 ； 具有敏锐的商业触觉 ， 能够将知识与市场相

结合并成功地转化为生产力 ；拥有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的身份 ，对 当地社会事务的参与颇为活

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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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
，具有一定影响力 ；他们的生活和事业 以跨越国界为特征 ，将移居国与祖籍国或第三国联系在一

起 ，建构起多维空间的跨国网络 。 本土化与跨国性作为新加坡华人新移民企业家的生存与发展策

略 ，使其同时嵌人到祖籍国和移居国两个社会中 ，用以积累和利用双边社会的经济和社会资本 。 新

移民企业家的本土化与跨国性这两个社会进程不仅和谐共存 ，而且彼此互动和促进 。 从前文的探

讨中 ，我们可以得出 以下几点结论 ：

第
一

，跨国性与本土化作为新移民企业家在祖籍国和移居国双重嵌人的社会进程应放到全球

化这一大的背景下加以理解 。 随着交通运输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地方与全球经济的快速融合 ，人 口

的跨国流动性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 。 据 ２０ １３ 年的统计 ， 国际移民数量共计 ２
．
３ ２ 亿人 ，

占世界人 口

的 ３
．
２％ 。 与此同时 ，据盖洛普调查机构在过去三年对 １ ３ ５ 个国家近 ２ ６ 万人进行的调查显示 ，全球

有 ７ 亿人 （ 占世界成年人口 的 １ ６％）希望永久地移居 国外 。 该调查还显示 ， 中 国是净移民输出 国 。

国家与国家之间在经济资源和社会发展上更倾向于共享与合作 ， 而非断裂与隔绝 。 在全球化不断

加速的过程中 ，新移 民企业家在祖籍国与移居国的双重嵌人正在变成其获取资源的重要生存策略

和
一

种生活方式 。

第二 ，与民族国家范式内 的嵌入性相比 ，华人新移民企业家在祖籍国 和移居 国之间的跨国双重

嵌入是一个更加复杂的社会进程 ，受到双边社会体制和因素的影 响 。 祖籍国 与移居国成为华人新

移民企业家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两大主要场域 ，他们适时地运用国家政策性资源和制度化机制 ，从双

边社会获取经济和社会资源 ，从而获得有利的个人跨 国发展空 间 。 这
一

空间受到国家关系及双边

经济社会和文化体系的制约 ，是新移民企业家双重嵌人特性形成 中的关键性影响 因子 。

第三 ，新移民企业家的双重嵌入被企业家个体的跨国能力与现实因素所塑造 。 显然 ，不是每
一

个移民企业家都具有从事跨国社会经济活动的能力 。 实现跨国性和本土化的并行 ，需要具备一定

的素质 、条件和能力 ，如熟悉双边社会的语言和文化等 。 同时 ，基于各种现实因素的考虑 ，华人新移

民企业家在与祖籍 国和移居国互动的过程中寻求和保持着在跨国性与本土化二者中的平衡 。

最后
，本研究是建立在新加坡新移 民企业家的个案研究基础上 ，但新加坡独特的移民环境 ， 如

华人为当地主要族群
；
儒家观念与西方体制并行 ，

以及国家积极的移民配套政策等 ，使这一实证研

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 即这
一

研究结果可能并不适用于亚洲其它国家的华人新移民 。 需要指出的

是 ，这并不影响本文在理论层面的发现 。 通过将社会学的嵌人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置于跨国性视

角下加以审视 ，本文提出 了华人新移民的
“

双重嵌人
”

和
“

经济与社会资本的跨国转化
”

二个衍生性

概念并做了相应的阐述 。 相信将这些衍生性理论概念结合进深一步的研究 ，在海外华人移民研究

领域将是一个有益的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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