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国新移民的群体特征
� � � 曼谷地区新移民个案研究

陈建荣
�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广州 510630)

[关键词 ] 泰国; 新移民; 个案

[摘  要 ] 在田野调查、访谈的基础上, 文章以泰国曼谷地区的中国新移民为实例, 对泰国新移民的群体特征进行了总

结。文章认为, 从本质上讲, 新移民的移民动机、途径和创业的困难程度与过去并无不同, 只不过是世界移民潮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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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f ie ld interview and case studies of new Chinesem igrants in Bangkok o fTha iland, th is arti�
cle general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 f th is group and po ints out that new m igrants are essentia lly the sam e as the o ld

m igrants in the them ot ive and w ay o fm igration. They even m eet the sam e d ifficulties in job�hunting. The Ch inese

new m igrantion is the cont inuation o fw orld m ig ration.

  近年来, 关于中国新移民课题的研究越来越引

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涌现了大批学术成果, 成

为近期华侨华人研究的热点。从新移民的来源地

看, 目前大多数新移民研究的焦点都集中在福建人

和温州人身上
[ 1]

; 从新移民的接收国看, 集中在

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
[ 2]

, 对东南亚地区则关注

较少。为此, 笔者利用在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访问的

机会, 对曼谷地区的新移民进行了初步的访谈和调

查, 希望能勾勒出泰国新移民的基本特征, 以有助

于对这一地区新移民情况的了解和深入研究。

一 研究对象的界定

!新移民 ∀ 这一称谓, 最早是由中国的相关政

府部门自己提出来的, 其所指和所称均是中国近年

来移居国外的公民
[ 3]
。作为政府文件上的一个名

词, 其内涵是比较模糊的, 而学术界对于 !新移
民∀ 的内涵与外延有着不同的看法。许多学者把
新移民内涵概括为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国大陆、港、

澳、台等地移居国外并取得永久居住权的华侨以及

加入当地国籍的华人; 也有人把近一二十年来华

侨、华人的再移民归入新移民的范畴; 还有的学者

对 !新∀ 的内涵有不同的解释等等 [ 4]
。但大多数

人认为, 用 !新移民 ∀ 这一概念指称 !改革开放
后移居国外的中国大陆公民 ∀ 较为科学 [ 5]

。不管

不同学者对新移民内涵的解释有多大的不同, !新
移民 ∀ 这一称谓不仅并未取代 !华侨华人 ∀, 而且
更像是华侨华人这一庞大群体中的一个子群体

[ 6]
,

所以新移民研究本质上是华侨华人研究的一个子

范畴。

关于泰国新移民, 曹云华教授在他的一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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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认为, 泰国的新移民主要由四个次社群组成。第

一个次社群是中国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

通过各种方式移居到泰国的新移民; 第二个次社群

是目前居住在泰北山区的当年国民党军残余和随军

撤退的一些云南籍平民及其后裔; 第三个次社群是

来自台湾的华人新移民; 第四个次社群是在 20世

纪 70年代从印支三国移民到泰国的华人难民
[ 7 ]
。

关于新移民的规模, 由于统计方面存在困难,

一直未有相对比较准确的数据。同样的情况也存在

于泰国。关于泰国新移民的人数, 按泰国 #新中原

报∃ 社长兼总编辑林宏先生最近的估计是 30多万,

但他的估计也是基于经验, 而不是严格的数学统计。

不管具体数字是多少, 泰国的新移民已经引起泰国

社会的关注, 关于新移民的新闻已见诸泰国的报纸

和媒体。这是一个新的现象, 说明泰国的新移民已

经具备一定的规模和影响力, 值得进行研究。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 本研究的访谈对象局限

在曹云华教授所指的第一次社群, 即中国 1978年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通过各种方式移居到泰国的

新移民。所有被访的当事人都是在 1978年后从中

国移居泰国的, 但他们移居的方式各不相同, 其中

还包括一个不以移居为目的的案例 (案例 6陈先

生 ) � � � 之所以把他包括在内, 是因为他实际居

留泰国的时间要比在国内长, 而且像他这样的人数

量很大。

二 关于新移民的几个假设

综观近期国内有关新移民的研究成果, 存在以

下几个基本假设。

1�来源多源化
相对于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 新移民的来源地

要广泛得多。过去由于地理和交通条件的限制, 移

民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 新移民则来自全国各地,

除原来的东南沿海继续保持其移民趋势外, 内陆和

东北也出现了较大数量的移民。

2�受教育程度高
新移民总体上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老华侨。留

学移民和技术移民的出现, 提高了新移民的总体受

教育水平。近年来, 我国赴美、加、澳、日及西欧

一些国家的留学人数不断增加, 有很多留学生毕业

后直接留在所在国就业
[ 8]
。

3�职业多元化
新移民的职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突破了老

华侨以 !三把刀∀ 为主的行业取向, 朝着职业多

元化方面发展, 涉及驻在国的科技、教育、商业和

金融服务业, 并且有相当一部分人已崭露头角
[ 9 ]
。

4�有利于中华文化在当地的传承
新移民成为华侨华人社会中一支崛起的新生力

量, 为海外华人社会源源不断地注入新鲜血液, 有

利于中华文化在当地的传承。

以上假设对于泰国新移民是否成立? 带着这个

问题, 笔者对泰国新移民代表进行了访谈, 在个案

分析的基础上, 对以上假设进行验证。

三 泰国新移民的个案访谈

案例 1: 孔女士, 来自海南, 泰国康达建筑装

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我是 1982年来泰国的, 当时 23岁, 来泰国之

前在海南歌舞团工作。那个时候全中国人都想出

国, 每个人都怀有出国的梦想。我们团走的人特别

多, 我自己本身的条件也很好, 因为国外有亲戚,

特别是泰国。但是当时并不想来泰国, 而是想去香

港。我姨妈在泰国, 本来打算先来泰国再去香港,

但来泰国探亲后就走不了了, 因为从泰国到香港是

不能办的, 所以就只能留在泰国。刚来时非常辛

苦, 不会讲泰语, 不懂泰文, 像聋子、哑巴, 处境

很艰难。因为我是学舞蹈的, 一开始就在泰国华侨

社会表演, 跳中国舞蹈; 只要有社团邀请, 我就去

参加。后来觉得这样下去不是长远之计, 就去泰国

的中国旅行社找了一份工作, 干了几年。再后来,

认识了我丈夫, 因为他是从中国来泰国的建筑工程

师, 在他的支持下, 我自学室内装潢课程, 完成学

业后就开了现在这间公司, 而且已经初具规模了。

经过多年的奋斗, 我现在非常喜欢泰国。但我们都

是从中国来的, 我们所有人都有一颗中国心。虽然

来了 20多年, 我还是一个很真正的中国人, 一点

都没有改变。中国文化也随着我们这些人自然而然

过来了, 我觉得这是我们对祖国的一点贡献, 也是

给泰国社会做贡献。

案例 2: 林先生, 来自广东汕头, 金利 (泰

国 ) 有限公司董事长。

我来泰国已经 17年了, 移民的动机是我的祖

辈在泰国已经有多年的基础。另外, 在移民之前,

我是汕头一家国营公司的总经理, 手下有 4家分公

司。虽然属于改革开放先行的一批人, 但我当时还

是对人生感到不满足, 想到海外来闯一闯。刚从中

国出来的时候, 我跟大多数人一样, 也碰到很大的

问题。在汕头时, 我的生活很优裕, 但来到海外,

整整有一年的时间做不到一笔生意。经过一段时间

的反思, 我认识到, 原来在中国接触、学习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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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行不通, 要从头开始学, 要愿意真正融入这

个国家。用我们的一句话说, 就是要爱这个国家,

爱这块国土。来到泰国这样一个新的环境, 首要的

事情就是生存; 要找到机会生存, 就要在你做的事

情、你做的工作中, 找到你的位置, 然后融入泰国

社会。泰国是一个很好的社会、一个民主的国家。

泰国的国教是佛教, 因为以佛教立国, 泰国是一个

宽容的社会, 能接纳各个方面的人, 所以新移民到

泰国以后主要还是想如何融进泰国的主流社会。当

初一起来泰国的有很多人, 现在回头去看, 这些人

中, 有些人发了财, 有些人现在都不见了, 有些人

可能生活还很艰难。我从中总结了一点, 就是跟本

地人结婚的那些人, 有 90% 都生活得比较好; 反

过来, 假如夫妻两人都是从中国过来的, 要生活得

好一点, 要发财, 相对就难一些。我觉得, 在海外

闯一番事业, 要触及当地的法律、文化、社会等问

题。跟本地人结婚, 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有一定的

好处。

案例 3: 韩女士, 来自湖北, 泰中语言文化学

院副院长。

我是 1990年来泰国的。来泰国之前, 我是当

老师的, 但我不喜欢这份工作。我出来是为了发展

自己, 实现自己的追求。改革开放以后, 我们这一

代人都很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 因为我

们原来很封闭, 改革开放使我们走出来成为可能。

来泰国后, 我做过很多工作, 最早在 #中华日报 ∃
做侨团记者, 后来到中华总商会做公关和联络工

作, 然后自己开展览公司, 做农产品进出口, 再后

来到泰中经济协会工作, 也帮助泰国操哇立上将的

新希望党做些工作。这份工作是深入到泰国人的社

会里面, 做一些与政治有关的工作; 我们是协助,

是作为一个衔接, 因为我们从中国过来, 对中国情

况比较了解, 可以帮他们促进中泰经济文化的交

流。最后, 我开始办学校, 就是现在的泰中语言文

化学院。本来我是因为不喜欢当老师才来泰国的,

现在又做回老师, 因为我觉得, 现在发展华文教育

对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中国的强大、中

国经济的发展, 给了我们这个机会。

案例 4: 马女士, 来自北京, 泰国阳光贸易有

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我来泰国 11年了, 在北京时做过记者。当时

中国人都揣着一个梦想, 想出去走得更远一点, 看

得更多一点。我们知道老一辈的华侨很辛苦, 我们

这一代也是如此! 我刚来泰国的时候, 两手空空,

可以说身无分文; 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 语言不

通, 也没有人脉。在这种情况下, 应该怎样生存下

去? 无论有什么样的机会, 我们都要把握住。你不

能考虑你自己过去在中国是什么身份、什么背景、

什么地位。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在曼谷的公园听说

按摩能赚钱, 就开始自学中医按摩。苍天不负有心

人, 我的努力和付出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别人会讲

你是做什么保健什么按摩的, 我不在乎, 我觉得这

些对当时的我来说都不重要, 我只想凭自己的能力

完成自己的梦想。这样, 我在蒙天酒店工作了大概

六七年, 这段时间开始铺展了我的新移民道路。我

今天能够有一份自己比较喜爱的稳定的事业, 是经

历过心灵上的磨练的。当然, 我们移民到其他国

家, 也会失去很多原来的东西, 包括高级职称、文

化上的肯定等。但不管怎样, 来泰国 11年, 从情

感上我非常依赖、非常留恋这个国家, 非常爱这

里, 爱这里的文化, 爱这里的人民。

案例 5: 郑女士, 来自广东梅州, 泰国蓝甘杏

大学艺术系客座教授。

我来泰国 16年了。我原来在广东梅县文化局

工作, 当时准备调动, 但文化局不肯放, 不肯给商

调表, 半年时间都调不成, 所以心里就想出去。那

时我对海外其实没有什么概念, 甚至觉得资本主义

国家跟自己是格格不入的, 但为了寻找一个新的人

生起点和一个能发挥自己专长的地方, 所以就想到

一个可以不用商调表的地方。来泰国以后, 这里的

民情风俗给我一种比较包容、比较温和的印象, 这

种民风我很喜欢。另一个是气候, 第三就是这里的

水果多, 我特别喜欢水果, 这三点就把我留在泰国

了。但说实话, 留在泰国并没有像我原来想象的那

样, 会有一个能够让我全心全意搞创作的环境, 根

本就没有, 从这一点上来说, 我是很失望的。但

是, 从其他方面看, 这个社会给予我的回报还是能

够平衡我所失去的。我有一点优势, 就是我会讲潮

州话。在这里, 尤其是曼谷地区, 讲潮州话的老华

侨很多, 这给了我一个比较好的过渡。我现在所在

的蓝甘杏大学是国立的, 在国立大学里面, 它是第

一所把中国书画列为一门课程来开的大学。从

2004年开始, 我就被聘为客座教授, 正式开这门

课。这十几年来, 实际上我在义务为泰国的很多所

大学, 例如法政大学、诗那卡琳大学、军官预科学

校、科技学院等, 做一种中国画技法的示范。同

时, 我也在帮泰国卫生部翻译一些泰国跟中国交流

的资料和录音, 介绍这里的情况, 现在还在泰国卫

生部开了第 5期的中文培训班。我原来在中国接受

的文化艺术教育, 在这里发挥了一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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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6: 陈先生, 来自广东潮阳, 水货商。

我来泰国已经 13年。这十几年来我做了很多

生意, 什么东西有利润就做什么, 主要看大陆和泰

国两地的价钱。一开始做 CD片, 因为大陆的 CD

片比曼谷便宜; 然后是石英表, 因为老家潮汕地区

的石英表成本相当低; 现在做 MP4, 因为在深圳

可以拿到相当便宜的 M P4。现在我从深圳进货,

带到曼谷出货, 然后又从曼谷带些海马回去, 赚取

两地的价差。做我们这一行, 每过一段时间就要改

变货源。我做的是水货, 而且是一个人做, 没有公

司, 赚的是体力钱; 还有风险, 因为如果海关认真

起来就可能把货没收, 那样就不但赚不到钱, 还要

赔上飞机票。刚开始很紧张, 现在好了, 如果遇到

刁难, 打点一下一般都会顺利过关。但我也不敢一

次带货太多, 每次从大陆带来的 M P4也就两三百

个, 从泰国带回去的海马只有一二十公斤。做我这

样的生意, 需要在大陆和泰国之间不停奔走, 细算

起来, 在泰国呆的时间要比在国内长, 因为回国拿

货和出货比较快。以前住旅馆, 觉得不太方便, 有

时警察还会来找麻烦。现在住公寓, 算起来比住旅

馆还便宜, 而且还能当仓库。我刚开始是来探亲

的, 我们那个村在泰国的亲戚算起来已超过 3000

人了, 后来就想到做生意。刚开始时亲戚帮助很

大, 有帮忙买机票的、办签证的, 还有直接经济资

助的。以前做石英表的时候, 一下子来那么多货,

要寄放在亲戚那里, 在旅馆的话马上会有人去报

警, 就有警察来查货。当然, 跟老华侨的关系也有

不好的, 也有人嫉妒我赚钱。我也帮过别人, 今年

村里来了 5个人, 要去山里帮老乡做大米生意, 就

是我帮忙过来的, 还在我这里住了一晚。

四 泰国新移民的群体特征

1�来源地
传统上, 泰国华侨华人主要来自三个地区, 人

数最多的是广东潮汕地区, 其中又以潮阳人居多,

其次是客家人和海南人。而从新移民的来源看, 出

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以上案例也表明, 除了原来这

几个地区外, 内地移民到泰国的人数逐渐增多。

在肯定本文第一个假设的同时, 也要注意到,

虽然泰国新移民的来源出现多源化的趋势, 但在短

期内并不可能改变泰国的移民格局。因为原来移民

的三大地区 � � � 潮阳、梅州和海南的新移民也在不
断进入泰国, 特别是海南新移民的增长势头尤为迅

猛, 泰国华人社团已有人认为, 海南移民的数量有

可能超过客家人而成为第二大华人群体。

潮阳、梅州和海南这三大地区新移民数量的增

加也表明, 社会资本和移民网络仍在泰国新移民过

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

在的各种资源的集合体。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 皆

可通过占有某种持久不衰的关系网络而获得社会资

本, 并且这一关系网络是彼此所熟悉的、得到承认

并或多或少已制度化的网络。至于移民网络, 则指

的是海外移民社会与故乡、返国的移民及其亲友、

同胞之间的各种纽带关系。由于移民网络可以为准

备移民海外的亲友或同胞提供各种形式的帮助和支

援, 包括提供海外工作市场的准确信息、协助提供

移民担保和贷款、提供合法或非法的旅行证件、安

排出境、代找律师以及为初抵他乡异土的新移民提

供住宿等, 因此, 可以大幅度地降低国际移民的成

本和风险, 从而使得跨境迁移活动获得惯性和永久

的动力, 能够自行不断地进行并扩大规模。移民网

络是移民活动发生并能够长盛不衰的最重要原因和

内在机制
[ 10]
。从以上案例看, 尽管他们的移民动

机各不相同, 但许多人之所以成为跨国移民, 是因

为跟他们有着血缘、亲缘、地缘等关系的人已移民

在先, 如案例 1的孔女士、案例 2的林先生和案例

6的陈先生。业已存在的移民网络对他们的移民起

到决定性的作用, 而移民实现以后, 移民网络所提

供的社会资本也有助于他们在当地的生存和发展。

另外, 移民网络还具有乘法效应, 一个人到了海

外, 便能够逐步地将家乡的亲友一连串地带到国外

定居, 这就是所谓的 !链锁移民∀。如案例 6的陈

先生, 他自己到泰国后, 又先后帮助过 5个老乡去

泰国。基于以上认识, 可以预见新移民的到来不大

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泰国华侨华人的格局。但尽管如

此, 泰国新移民来源多源化的意义并不会因此而削

弱, 他们的到来丰富了泰国人对中国的认识, 改变

了很多泰国人 !中国即唐山, 唐山即潮汕 ∀ 的简
单想法。

2�受教育程度
假如从本文所涉及的 6个案例来看, 第二个假

设是成立的。除案例 6的陈先生是小学文化外, 其

他 5人均为高中以上文化, 有几个还有大学文凭。

来泰国的早期移民多是迫于生活压力而下南洋, 刚

到泰国时都是从做苦力开始。跟他们相比, 新移民

接受教育的程度确实比较高, 大部分人在国内接受

过中等教育或高等教育。但研究者须对这种通过纵

向比较得到的结果持谨慎的态度。

第一, 新移民受教育程度高是基于他们与老移

民的纵向比较, 考虑到中国国家教育水平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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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间维度, 我们不能轻率得出新移民精英论的

结果。我们要把新移民放在整体的中国教育水准上

来衡量, 而不是把他们与不同时代的老移民进行比

较。同时, 我们也观察到, 在整个新移民数量中,

受教育程度高的也只是极小部分, 而像案例 6陈先

生这样的新移民仍是主要部分。据笔者在曼谷唐人

街附近台北旅社的调查, 这里长期居住的像陈先生

这样的潮阳人, 达 200人之多。

第二, 新移民受教育程度高并不等于说他们可

以避免老移民所经历的种种磨难。移民早期的适应

问题仍然需要他们付出时间和精力, 甚至与老移民

相比, 由于新移民在移民前生活并不会太糟糕, 移

民目的又比较明确, 他们会感觉失去更多, 就如案

例 4马女士所感受到的那样。

第三, 新移民受教育程度高并不当然代表他们

对祖 (籍 ) 国的感情会比老移民深。一个国家的

公民移民到外国的时候, 他对祖 (籍 ) 国的感情

不是由他的受教育程度决定的。在泰国, 有很多老

华侨, 虽然不识字, 但他们对自己家乡和国家的感

情却很深, 他们要求自己的后代在家一定要讲家乡

的方言。相反, 有些新移民则缺乏这样的观念。

3�从事的职业
与其他地区的新移民一样, 职业多元化也是泰

国新移民的一个显著特征, 单从本文选取的 6个案

例也能明显地看出这一点。现在在曼谷或泰国的其

他主要城市, 经常能碰到形形色色的中国新移民,

他们有的是华文教师, 有的是音乐工作者, 还有的

是书法家, 而不像以前, 只能看到商人。

新移民职业多元化的出现首先与他们自身的教

育背景有关。与老移民相比, 新移民他们在出国前

已经具备一定的工作经历和职业背景, 移民到泰国

后自然会寻找接近自己原来工作的机会。新移民职

业多元化还与移居国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有关。一个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 现在泰国的劳动力分工与老移

民时代已大不相同, 加上全球化进程对泰国国际分

工的影响, 以及中国事务在泰国对外关系中地位的

上升, 造就了泰国对各种涉中人才的迫切需求, 从

而给新移民创造了很多难得的就业机会。从文章的

6个案例看, 有很多人都是从事与中国有关的事

务, 如案例 3韩女士从事的华文教育, 案例 5郑女

士从事的国画教育和案例 6陈先生从事的水货

买卖。

尽管新移民出现了职业多元化的趋势, 但从类

型学的分析来看, 还不能完全脱离职业经济取向集

中这一局限, 绝大部分新移民仍从事经济型工作。

目前在泰国, 尽管有较多人从事文化工作, 但这也

只是经济型工作的衍生, 因为它能带来经济效益。

这一点反而跟老移民从事文化工作不同, 老移民是

在经济地位确立以后再业余从事文化工作的, 而文

化工作对新移民来讲却是谋生的手段。

新移民职业的这一特点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新

移民试图改变生存环境的两难境地。就移民体来

讲, 生存与发展是他们的根本需求和目的。为了生

存或得到更好的发展, 他们选择了具有风险和挑战

性的移居他国这条途径。但他们很快发现, 为了生

存, 他们不得不抛开原来的理想去适应移居国的生

存环境, 就如案例 4马女士和案例 2林先生所说的

那样, !你不能考虑你自己过去在中国是什么身

份、什么背景、什么地位 ∀, !来到泰国这样一个
新的环境, 首要的事情就是生存 ∀。新移民职业经
济取向集中这一特点也表明经济行业仍然是新移民

容易取得成功的行业, 这一点跟老移民没有什么区

别。但这对于新移民来讲, 并不是好事, 因为很多

人为此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理想; 而且, 他们在经济

行业的优势并不如老移民明显, 也许不能取得老移

民那样的经济成就。就泰国来说, 老移民的资本积

累已经相当雄厚, 而新移民要进行类似的资本积

累, 不知道还要经过多少年; 而且, 泰国经济形势

的发展也使资本积累的困难程度大大增加。

4�新移民与中国文化
对泰国新移民的考察并不能证明本文的第四个

假设, 新移民对中国文化在移居国的传承作用不能

过分夸大。

第一, 对于移民来讲, 文化的保留与融合是一

对正反的变量。对泰国新移民这方面的考察结果很

有意思, 他们表现出比老移民更愿意融入当地社会

的心态。除案例 6的陈先生外, 其他 5人基本上都

用不到 10年的时间融入泰国社会, 他们能说一口

流利的泰语, 工作中使用泰文, 而且他们的小孩已

经不会说中文了, 而这个过程对老移民来讲则要经

过两三代人的时间才能完成。这提醒我们不得不重

新审视十几年前侨史学界一场关于同化论的争论。

当时有的学者认为, 由于二战后老华侨华人逐渐老

化, 加上东南亚一些国家执行同化政策, 支撑华侨

社会的三大支柱 � � � 华侨社团、华文报刊和华文学
校萧条沉寂, 第二、三代华人对中华文化、语言变

得陌生, 因此华侨、华人将很快被同化。另一种观

点则认为华人作为少数民族是不会被同化的, 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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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除了文化方面的因素外, 学者们或许还没有预料

到新移民的注入对华侨华人社会产生的积极影

响
[ 11]
。现在从泰国的情况来看, 更多地印证了争

论的第一种观点。

第二, 新移民的到来并未扭转泰国华文报刊的

困境。作为华侨社会三大支柱之一的华文报刊是中

国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 但泰国 6家中文报刊处境

却很艰难。原因有二: 一是缺少中文人才, 因为年

轻人一般都不太懂中文, 甚至连泰国一些著名大学

中文系的毕业生中文程度也不高; 二是受众有限,

本地人一般都看不懂华文报纸, 也不太愿意看华文

报纸, 所以华文报纸的销量很小, 经营难以为继,

有些报纸靠的是企业赞助, 这种经营模式使独立办

报的理念很难实现。从理论上讲, 新移民的到来使

华文报纸潜在的受众增加。但对曼谷 6家华文报纸

销量的调查表明, 这几年的销量一直维持在原来的

水平, 即 1万份左右。新移民的到来并未使华文报

纸受益, 原因在于新移民获取信息的途径比较广

泛, 反而觉得华文报纸对他们并不重要。在笔者所

采访的 6个案例中, 除案例 6的陈先生不看报纸

外, 其他人看的是泰文报纸, 同时他们获取信息还

有另外一个重要途径, 那就是便捷的互联网。

五 结语

本文对泰国新移民群体的分析基于有限的案

例, 且受采访对象的限制, 未能实现统计学的随机

抽样原则,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分析结果的客观

程度。但笔者通过对泰华社会的近距离观察来修正

案例的分析, 以期更加接近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

本文认为泰国新移民属于世界移民浪潮的一部分,

学者们关于新移民的假设对泰国新移民基本适用,

但泰国新移民也具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如在移民的

来源地、受教育程度、从事职业和对中国文化的传

承作用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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