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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华侨华人数字是根据笔者近年出国考察、采访、文献与问卷调查整理而成。

朱慧玲

8中国海外交流协会， 北京 75559: ;

目前，在非洲 <5 多个国家和地区中，

"5 多个国家和地区居有华侨华人共 #< 万

人左右，其分布呈 “大分散，小集中”格局：

南非有 :—75 万人、马达加斯加 = 万人、毛

里求斯 " 万人、留尼旺 #—9 万人、尼日利

亚 7 万人。上述 < 个国家和地区华侨华人

约占非洲华侨华人总数的 >5? ；此外，华

侨华人人数逾千人的国家有：肯尼亚有

"555 人、博茨瓦纳 #:55 人、莱索托 #<55
人、塞舌尔有 #555 人、埃及 #555 人、科特

迪瓦 7955 人。其余还有 #5 多个国家合计

有华侨华人 7 万多人。!

总体看，华侨华人在非洲受到尊重，

安居乐业，华人经济在当地有一定的地

位。老侨在传统的商业等领域占有一席之

地；#5 世纪 :5 年代以来陆续抵达的中国

大陆、香港、台湾新移民，将新产业、新产

品、新管理文化带入居住国，为促进当地

经济发展、增进祖 8籍 ; 国与居住国之间的

经贸往来发挥了积极作用。

非洲华社与亚、欧、美、大洋洲相比，

人数虽最少，但历史悠久、成份多样、层次

多元、作用重要。随着中非关系的不断发

展，非洲华侨华人在中非多领域交流与合

作中的作用将进一步发挥。

一、非洲各国侨情概述

8一 ;南非

目前，南非有华侨、华人 :—75 万人，

构成于：#5 世纪 :5 年代以前主要是该世

纪初来自广东顺德、南海、梅县等地的移

民及其后代，约计 7 万多人，俗称 “老侨”；

:5 年代以后，来自中国台湾的台胞 7@ 9 万

余人；A5 年代以来，来自香港的同胞有

9555 余人；>5 年代以后来自中国的大陆

新华侨华人 <—: 万人。其大致分布为：约

翰内斯堡 "—< 万人，开普敦 <555 人，布隆

方 舟 "555 人 。 他 们 中 ， 祖 籍 广 东 者 占

<5? 、台湾占 #5? 、福建占 75? 。当地出生

者占 75? 。截止 7>>: 年，在南非的台资公

司、企业、银行、商号已逾 =5 家。旅居南非

的台胞和港澳同胞大多是中小企业老板，

以经营纺织、电子、电脑、电器等行业为

主。他们生活比较富裕。大陆新华侨华人，

主要来自上海、福建、广东、北京、四川、黑

龙江、辽宁等省市，多从事商贸活动。

南 非 有 华 侨 华 人 社 团 近 百 个 ，其 中

=5? 集中在我驻约翰内斯堡总领馆区内

8豪登省、自由州 ;，主要有：南非杜省中华

公会、豪登省台湾商会，南非杜省华侨联

卫会所，南非粤港澳总商会，自由省台湾

商会，约堡文化中心，自由省华人联合会。

我驻开普敦总领馆领区 8西开普省、东开普

省、北开普省 ;是南非华侨华人的第二大聚

集地，有社团7:个，主要包括：西省中华会

馆，东省中华会馆，伊丽莎白港梅侨公会，

开普敦中华联谊基金会，南非之友等。

南非现有全日制华文学校 9 所，周末

式华文补习班近 #5 所。种族隔离时代，华

人子弟不能入白人公立学校读书，华侨便

自发办起自己的学校。#5 世纪 =5 年代，南

非有华校 A 所，但目前因经费和生源不足

等原因只剩下 9 所，即约堡华侨国定学校、

伊丽莎白港中华学校及比勒陀利亚华侨

公学。新南非诞生后实行教育改革，除比

勒陀利亚华侨公学仍为侨办学校外，其余

两校已改为公立学校。

华文媒体主要集中在约翰内斯堡地

区。目前，约堡注册发行的华文报纸 9 份，

总发行量 "555—<555 份。王国美的《侨声

日报》，发行量 7#55 份，7>97 年创刊，为非

洲大陆发行的第一份中文报纸；冯荣生的

《华侨新闻》，发行量 #555 份，7>>" 年创

刊；王炜的《南非华人报》，发行量 7<55 份，

7>>> 年创刊。有华语电视台 7 个，即“南非

中华电视公司”。有华文电子传媒 # 家：《南

非中文网》8华侨新闻报 ;，南非华人报电子

版。有华文电台一家，即《侨声电台》，7>><
年由华夏基金会执行长钟进通向南非政府

申请登记，获南非政府执照，使用国语、粤

语和闽南话广播，以播送当地新闻和台湾

新闻为主。

8二 ;毛里求斯

目前，毛岛有华侨华人约 " 万人 8占该

国总人口的 "? ;，半数以上居住在首都路

易港。其中，老华侨华人 9 万多，梅县客家

人约占 >5? ，南顺人约占 75? ，还有少数

福建、山东、湖北、天津和上海人；近 75 几

年，移居毛岛的新华侨华人约 7 万人，以来

自浙江去的打工族为最多；此外，也有不少

香港、台湾同胞和东南亚华人来毛投资办

厂的经济移民。该国是多民族国家，独立

后采取多元文化政策，华侨华人在毛安居

乐业。毛欢迎华侨加入其国籍，9 万老侨几

乎均加入了毛国籍。毛岛华侨华人重视子

女教育，不论经济实力如何，送子女留学是

奋斗目标。每年有不少华侨华人子女留学

海外。近年，考取政府官费的留学生中，华

侨华人子女占 "5? 。

目前，华侨华人从事商业和工业者约

占 :<? ，自由职业者和公职人员占 #<? ，

毛国华人多数处于中等经济状况，过着小

康生活。现在全岛有 9555—"555 家华人商

店，其中，首都路易港有 7<55 多家。 8罗斯

非 洲 侨 情 及 其 特 点

海外侨情海外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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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 9 荷精、:居尔皮普 9 鸠毕、卡特邦等城

市也是华人聚集地。华人主要从事家用电

器、照相器材、服装、杂货、五金等日用百

货行业的零售批发，也有一些从事饮食、

旅游 、旅行社、娱乐场等服务性行业。近 23
年来，经济实力较强的华商已经转向进出

口、工业、船务代理、银行、保险等工商业

综合发展。较大的华商有 5; 家，如林白公

司、阙玉生家族、黎子达家族、谢锡环家

族、朱梅麟家族、林俭祥、李柏昌、杨锡源、

钟棉钊等。

现该国各个部门都有华人任职。毛独

立后曾有两名华人任部长之职，另有六名

华人任部常秘 :相当于副部长 9，现任文化

部长曾繁兴亦为华人。华人人口虽少，但

在毛国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均发挥

重要作用。

目前，该国共有华侨华人社团约 533
个，经常有活动约占社团总数的 73< 。主

要社团包括：华人社团联合会 :5; 个社团

会员 9，仁和会馆 :;33 人 9，南顺会馆，华商

经贸联合会 :;33 人 9，华联会 :733 人 9，客

属会馆 :833 人 9，明德中心 :5;3 人 9，新中

校友会 :233 人 9。其中，南顺会馆，是毛岛

历史最悠久的华人宗亲社团，成立于 5=;>
年，主要由顺德、南海籍侨胞组成，现任会

长黎永添。仁和会馆的前身是 5=>3 年成立

的 “仁和旅馆”，5=?? 年会馆落成，原为客

属华侨团结互助求生存发展的同乡组织，

现有正式会员 233—833 人，董事 25 人。

5>?2 年中毛建交后，该会协助接待中国出

访团组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得到毛

国政府的称赞。现任会长李秉耐。华人社

团联合会成立于 5>== 年，主要成员有：南

顺会馆、华联会馆、新中校友会、毛中友

协、《华侨时报》、《镜报》周刊社、梅州同乡

会等。现任会长邓旭升。

目前，该国有业余中文补习班 > 个，在

校生约 @33 人，教师 88 人。其中，使用中国

大陆教材者 ; 所、台湾教材者 2 所、当地政

府编的教材者 2 所。=3< 学校租借侨团房

屋作校舍，53< 向政府借校舍。新华学校，

是该国规模最大的侨校，5>52 年创办，@3
年代末一度停办，5>?; 年复办时改为周末

补习班，现有教师 5; 人，学生 833 多人，校

址在仁和会馆院内，使用侨办所编教材，

为毛国华社的生存和发展发挥了积极的

作用。此外，当地还有7所中学和55所小学

设中文课程，教师5;人，学生5333多人。

该国有华文报刊 8 家，发行总量 8333
份。 :5 9《华侨时报》：日报，发行 5233 份左

右，由《华侨商报》和《中国时报》于 5>;8 年

合并后改为现名，5>@7 年以来吴隆祥一直

担任社长兼总编辑。该报在宣传中国方针

政策、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毛两国人民的

了解和友谊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2 9《镜

报》：创办于 5>?; 年，周刊，每周四出版，现

任编辑吴志英，发行量 5333 余份。除毛岛

外还向留尼旺、马达加斯加、南非、塞舌尔

等地寄售。该报创刊以来，在宣传我对外

方针政策、促进中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

了解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8 9 《中华日

报》：创刊于 5>82 年，由国民党早期油印的

《华民日报》演变而来，由华人朱梅麟等创

立，主要报导台湾和一些国际新闻，发行量

=33 份。现任社长李元章、总编辑黄涌梅。

该国无华语电台和电视台。但毛里求斯广

播电台每周用客家话、广东话和普通话各

播出 7 次节目，每次 83 分钟。

:三 9马达加斯加

目前，该国有华侨华人 @ 万，其中，华

侨 5 万，华人 ; 万。主要分布在塔马塔夫

省、塔那那利佛省、利亚那省以及玛南卡

拉、玛南扎里等省。马国华侨华人的祖籍地

>=< 为广东顺德。

华人经济在当地占有重要地位。华侨

华人主要经营杂货零售、土特产收购与批

发、餐饮业、小型工业 :织袜、肥皂、铝器、木

材、搪瓷、汽水、酿酒、面包 9、农业 :咖啡、胡

椒、香蕉、花生、稻米 9。据估计，华侨华人

经营的日用百货、服装、杂货店占当地同行

业的 23< ，中餐馆占 533< ，农产品收购占

53< ，纺织厂占 >3< ，酿酒业占 23< ，旅店

占 53< ，糕点面包厂占 53< 。不少受过良

好教育的华侨华人在政府

部门担任公职，或从事科

研、教学、工程、医疗等行

业。

该国华侨华人与当地

人通婚现象普遍。@ 万华侨

华人中，纯中国血统者约 2
万，中马混血但自认为是

华侨华人者约 7 万。此外，

据悉，马国还有 83 万有中

国血统的人士，马政要中

不少人有中国血统。纯中

国血统的华侨华人，多是

为当地中产阶层。中马混

血现象日益普遍，该国华社日趋当地化。

全国有华侨华人社团 83 多个，主要社

团有京城中华总会和塔马塔夫华侨总会。

全国有全日制华文学校 8 所 : 中小学合

并 9，在校生 ?33 人；业余中文补习班 2
个。华侨华人重视子女教育，华侨华人适

龄青年大学入学率高达 =3< :当地人不足

53< 9。
:四 9留尼旺

目前，法国海外省留尼旺有华侨华人

2A ; 万—8 万人，占当地总人口的 ;< 。他

们主要分布在北岛：圣但尼市 5 万人；南

岛：圣贝尔市、顶磅、圣保罗 5A ; 万人。其祖

籍 为 ： 广 东 梅 县 人 占 ?3< ， 南 顺 人 占

5;< 。留尼旺华侨华人的移入形式基本是

亲属团聚。目前，当地出生者占华侨华人

总人口的 =;< 。华侨华人适龄青年大学入

学率 ;3< :当地人 83< 9。
留尼旺华侨华人 =3< 从事工商业，其

中大小商店约 2333 多家，餐馆 53 多家，冷

饮工厂 2 家，另有一些人经营钟表、照相器

材、药店、旅店和照相馆等。据估计，华人

经济在留尼旺整个国民经济中占 5;< 的

比重，在私营经济中占 2;< 。

留尼旺有华侨华人社团 2; 个，主要社

团有：:5 9 留尼旺华人文化社团联合协会，

由 5; 个团体组成； :2 9 中华文化促进会，

5>=2 年 53 月由华人朱复祥等发起成立，

大部分是当地华侨华人中的上层人物，与

当地政府关系密切，现任会长朱复祥；: 8 9
中华总商会，创立于 5>5@ 年，现有会员

;33 多人，系留岛最大的华侨华人社团，现

任会长霍明祥医生；: 7 9 关帝文协会，233
人，协会有较多财产；:; 9华侨联谊会：成立

于 5>?= 年，约有 533 多名会员，大部分是

!#全非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于 2332 年 5 月 5>
日在约翰内斯堡成立。

海外侨情海外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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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年知识分子；89 : 飞豹体育会，成立于

95 年代，设有篮球场和网球场，并办有中

文补习班。

留尼旺有业余中文补习班 4 所，学生

95 人，教师均为兼职。老一代华侨华人多

讲客家话。新生代大部分已不会讲家乡

话。当地无华文媒体，但有华人邓先生创

办的当地发行量最大的法文报 8 ;< )=#>
?@A@<B》。

8五 :尼日利亚

目前，尼日利亚有华侨华人 7 万人，约

占当地总人口的千分之一，多数未加入当

地国籍。老侨多持第三国护照或香港护

照，多讲粤语；新华侨华人约占总数的

"5C ，多持中国护照。华侨华人主要分布

在拉各斯、卡诺、卡社那、依巴舟等地。

华侨华人 95C 从事贸易活动。当地日

用品大多是中国货。据统计，截止 7DDE 年，

尼日利亚有港、台及大陆同胞开设的金属

制品厂 75 余家，纺织厂 E 家，电子厂 E 家，

贸易公司 755 家，餐馆 44 家。当地有实力

的华侨华人大多来自香港。

尼日利亚有侨团 4 个。一个是尼中友

好协会，系半官方机构，由华侨华人和当

地人共同组成。另一个是中国商会，以中

资机构人员为主体，4555 年成立。当地无

中文学校。

8六 :其他国家

除上述 E 个国家和地区以外，非洲其

他 F9 个国家合计有华侨华人 4 万多人，他

们多是近一二十年抵达的新华侨华人，以

投资、技术和亲属团聚移民为多。

7、华侨华人人数在 7555—E555 人规

模的 9 国侨情 8合计 7G E 万人 :
肯尼亚有华侨华人 "555 人。除数十人

外，其余均是 45 世纪 H5 年代以后移入

者。其祖籍分布为：浙江、东北各占 F5C ，

上海 45C 、福建 75C 。移入身份主要是技

术移民 8 4E55 人 : 和投资移民 8 7555 人 :。
他们大多分布在内罗毕 8F555 人 : 和蒙巴

萨 87555 人 :。主要职业是餐饮业、商业、医

疗业。

博茨瓦纳有华侨华人 4I55 人，绝大多

数是华侨，H5 年代以后达到者 4955 人，主

要来自福建、上海、广东和山东。当地出生

者 4C 。移入身份：投资移民 7"55 人，亲属

团聚 H55 人，技术移民 E55 人。居住分布：

首都哈伯罗内 7555 人，拂郎西斯顿 H55
人，落巴策 "55 人，塞来比皮奎 F55 人，马

翁 455 人。主要从事贸易、纺织制造和建筑

业。家庭语言，普通话 E5C ，华语方言

E5C 。7DHH 年开始设立侨团。目前有侨团

4 个：博茨瓦纳华人总商会，有 459 个会

员；南部非洲齐鲁同乡会博茨瓦纳分会，有

F5 个会员。

莱索托有华侨华人 4E55 人，均是 H5
年代以后移入者。居住分布：首都马塞卢

7E55 人，妈菲腾 7E5 人，马步咀 455 人，布

达布提 7E5 人，其它 E55 人。祖籍分布：福

建 FEC ，上海 F5C ，台湾 45C ，其他 EC 。

移入身份：亲属团聚 7555 人。华侨华人主

要职业是成衣业、批发业和零售业。7DH9
年开始成立侨团，现有侨团 F 个：莱索托中

华工商联合会、莱索托中华商会和莱索托

防止公会。当地无中文学习班和华文媒

体。

埃及有华侨华人、留学生共计 4555—

F555 人。包括：维族华人 45 户，755—455
人；I5 年代由沙特迁入埃及的马步芳部下

75 余户百余人；改革开放后从中国内地去

的汉族数百人；留学生千余人 8以少数民族

为多 :。汉族华侨华人有 9F5 人。主要分布：

开罗 795 人，亚历山大 E5 人。他们主要从

事餐饮、贸易、旅游、服装等业，当地无侨

团、侨校、侨报。

莫桑比克有华侨华人 455 人，以大陆

人为主，E5C 为土生华人。主要分布在马

普托、贝拉和南普拉。7D"D 年以前抵达者

H5 人，均来自广东；E5—I5 年代抵达者 75
人，来自广东；其余为 H5 年代以后抵达者，

95C 来自广东，45C 安徽，75C 上海，浙江

和辽宁各 EC 。当地出生者约占 E5C 。他

们的移入身份主要是投资移民和亲属团

聚。华侨华人 95C 经商，从事农业和渔业

者各占 45C 。当地有侨团 7 个，即 7DD4 年

成立的华侨协会，有会员 95 个家庭，F55
人。原有侨校一所，为南非和莫桑比克华

侨于 7D"5 年共同捐建而成，占地面积 7 万

平方米。7DI9 年莫桑比克独立时将侨校没

收，现无侨校。早年到达莫桑比克的华侨，

多是由南非辗转到莫桑比克的华人劳工，

经过多年奋斗，他们渐有所成，在首都市中

心的唐人街，建有各式酒楼、中式食店和五

金店铺，这里曾有 F555 华人聚集。但今天，

华人居住地点多远离当年的唐人街，早年

的各家茶馆酒楼，早已关门或丢空，有些变

成货仓，唐人街已变“死城”。

纳米比亚有华侨华人 7455 人，几乎均

是 H5 年代以后抵达者。居住分布：温得和

克市 E55 人，沃尔维斯湾市 455 人，其他

E55 人。祖籍分布：福建 F5C ，上海 45C ，

辽宁 7EC ，台湾 7HC 。移入身份：投资移民

955 人，亲属团聚 "55 人。主要职业是零售

业。7DDD 年成立的纳米比亚中华工商联合

总会是当地唯一的社团，有会员 "55 人。

4、华侨华人人口在 755—7555 之间的

74 国侨情 8合计 "555 人 :
塞舌尔有华侨华人 955—7555 人，当

地出生者占 9EC 。居住分布：马埃岛 EH5
人，普拉兰岛 H 人，拉帝格岛 75 人。祖籍分

布：广东 HEC ，辽宁 HC ，福建 FC 。移入年

代：7D"D 年以前抵达者 "E 人，DEC 来自广

东；E5—I5 年代抵达者 45 人，均来自广

东；H5 年代以后抵达者 D5 人，来自辽宁者

EEC ，其余为广东、福建、上海等地人。主

要从事贸易、贩卖、饭店经营、建筑等行

业。华人经营日杂百货店有 "5 余家。华侨

华人经济约在所在国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

7— FC 的 比 例 ， 约 占 当 地 私 营 经 济 的

4EC 。华侨华人适龄青年大学入学率为

D5C 8当地人 FE—"5C :。早在 7D59 年就

有侨团成立。目前仅有侨团 7 个，即塞舌尔

华联会，有会员 4E5 人。社团活动通用当地

语。中老年人多会讲广东话或客家话，第

二三代多在英、美等国学习过，通晓英语、

法语，但不会讲汉语。家庭用语多为华语

方言。当地无华文媒体和学校。

坦桑尼亚有华侨华人 E55 人，其中大

多为华侨，几乎均居住在达累斯萨拉姆。

祖籍分布：广东 E5C ，福建 45C ，浙江

7EC ，吉林 75C 。大多是 45 世纪 H5 年代

以后抵达者。主要从事餐饮、医疗、贸易、

木材加工、修理和日用百货业。当地无侨

团，侨校和侨报。

津巴布韦有华侨华人 E55 人，其中大

多为华侨，居住分布：哈拉雷 FE5 人，布拉

瓦约 755 人，其他城市 E5 人。祖籍分布：广

东和辽宁各 F5C ，甘肃 75C ，北京 HC ，江

苏和湖南各 EC 。移入年代：7D"D 年以前抵

达者 795 人，主要来自广东：E5—I5 年代 E
人，来自辽宁等地；H5 年代以后抵达者 F"5
人，辽宁 E5C 、甘肃 7EC 、湖南 7FC 、北京

HC 、其他 7"C 。当地出生者 75C 。移入身

份：亲属团聚 E5 人，投资移民 755 人，技术

移民 45 人。华侨华人主要职业是烟草买

卖、餐饮和小商品批发业。华侨华人适龄

青年大学入学率 755C 。7DE5 年开始有侨

海外侨情海外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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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成立。目前有侨团 5 个，即中华协会。当

地无华文媒体和中文学校。

加纳有华侨华人 798 人，其中，华侨

783 人，华人 58 人。居住分布：阿克拉市

283 人，特马市 583 人。祖籍分布：福建

58: ，浙江 53: ，上海 ;: ，华北 28: ，东

北 8: 。23 世纪 83—<3 年代抵达者 533
人，=3: 来自香港；;3 年代以后抵达者 >98
人，来自大陆。当地出生者占 2: 。移入身

份：亲属团聚 558 人，投资移民 >83 人。当

地有华侨华人跨国公司 5= 家。5==7 年成

立的加纳中华工商总会是当地唯一的侨

团，有会员 733 人。

喀麦隆有华侨华人 783 人，除个别人

外，几乎均是 23 世纪 ;3 年代以后以投资

移民身份入境者。其中，来自东北者占

>8: ，来自浙江和湖北各占 >3: 。目前，主

要居住在杜阿拉市，<3: 的人经商，23:
的人开办企业，53: 的人经营餐馆。2333
年成立喀麦隆华侨华人工商会。

摩尔多瓦有华侨华人 733 人。主要居

住在首都基希纳乌 ? >53 人 @，全国其他各

县有 =3 人。祖籍分布：福建 93: 、上海

>3: 。他们中，5=7= 年以前抵达者 > 人，来

自东北；83—<3 年代抵达者 = 人，来自上

海；其余均为 ;3 年代以后抵达者，93: 来

自福建，>3: 来自上海。移入身份主要是

亲属团聚、投资移民和留学后居留。当地

有侨营餐馆 9 家，贸易公司 59 家，跨国公

司 59 家。当地无侨团和华文媒体。

刚果 ?金 @ 有侨华侨人 283 人，全部居

住在首都金沙萨，均是 ;3 年代以后抵达

者，来自河北等内陆省份。华侨华人经营

的中国小百货店有 83 多家，药店 8 家。

马里有华侨华人 233 人，大多为华

侨。均是 23 世纪 ;3 年代以后抵达者，主要

移入身份是投资移民和亲属团聚。主要居

住在巴马科 ? 5;3 人 @。祖籍为上海和浙江

各 >3: ，河南、河北、东北各 53: 。他们中，

从事餐饮业者占 >3: ，贸易 73: 。当地无

侨团。

贝宁有华侨华人 5>3 人，主要集中在

首都科托努 ?523 多人 @。大多是 ;3 年代以

后抵达 。 其祖籍浙江、上海各占 28: ，此

外还有福建、北京、江苏、辽宁等省。当地

无侨团、侨校、侨报。

多哥有华侨华人 52= 人，大多为华

侨。主要集中在洛美市 ? A!BC@。祖籍：浙

江 >8: ，福建 2<: ，广东 5=: ，河北53: 。

;3年代以后抵达者528人，浙江73: ，香港

和台湾各 23: ，北京 <: 。移入身份主要是

亲属团聚、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主要从

事商业、餐馆业。5=;< 年开始成立侨团。目

前有侨团5个，即旅多华侨华人联谊会，会

员<;人。当地无华文媒体和学校。

佛得角有华侨华人 523 人，大多为华

侨。除个别当地出生者外，几乎均是 23 世

纪 ;3 年代以后抵达的投资移民。主要分布

在圣地亚哥岛，祖籍浙江占 <8: ，北京

53: ，上海和广东各 8: 。主要经商。

黎巴嫩有华侨华人 533 多人，大多为

华侨。主要在贝鲁特。祖籍分布：北京、福

建、浙江各占 53: ，辽宁 ;: 。;3 年代以后

来者 =8 人，来自北京、福建、浙江、辽宁、湖

南。他们中，投资移民 57 人，亲属团聚 53
人，技术移民 <9 人。主要从事餐业、建筑

业、康复和保姆业。

>、华侨华人不足百人的国家和地区

? 57 国，合计 933 人 @
赤道几内亚，有华侨华人 83 余人 ? >3

人居住在马拉博，23 人住在八塔 @，多来自

浙江 ?青田 @和上海。

安哥拉，有华侨华人 83 多人，均在首

都罗安达，祖籍主要是关西和广东，有华侨

经营的跨国公司 2 家，有华人经营的贸易

公司 > 家。

摩洛哥，有华侨华人 79 人，多为华侨，

主要居住在卡萨和拉巴特，几乎均是 23 世

纪 ;3 年代以后以亲属团聚、投资移民和技

术移民身份入境者，主要从事商贸、技术

员、医生、餐饮业。

阿尔及利亚，原来基本无华侨定居，

2333 年开始中国公民陆续来阿发展，目前

有 >3 来人，他们多从事贸易、中餐馆业，或

在中国公司工作。无侨团、侨报。

突尼斯，有华侨 5> 人 ?华人 2 人 @，几

乎均 ;3 年代以后通过婚姻关系入境者。

塞拉里昂，有华侨华人 59 人，均住在

沸里敦市，多经商或就职于公司，无侨团。

几内亚比绍，有华侨华人 53 人，均住

在首都比绍市，均是 ;3 年代以后以投资移

民身份入境者，祖籍为福建、广东、上海、吉

林，均经商。

科摩罗，有华侨华人 = 人，广东人占

73: ，主要从事针灸、健美操教师职业，无

侨团、侨校。

毛里塔尼亚，有华侨华人 53 人，居住

在首都，是 ;3 年代以后投资移民身份移入

者，从事商业和餐饮业。

尼日尔，有华侨华人 = 人，均居住在首

都尼日尔，都是 ;3 年代以后抵达者。

中菲共和国，有华侨 < 人，均居住在首

都班吉。

二、非洲华社特点

?一 @传统华社急速萎缩

华侨华人文化、血缘的高度当地化和

年轻人的大量外迁，导致传统华社 “质”与

“量”的急速萎缩。由于发展机会有限、社

会治安情况不良等原因，华侨华人外流现

象较为普遍。在南非，老侨和港台新华侨

华人家庭有相当多的子女留学并移居第三

国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在马达加斯

加，估计老侨子女的 83: 以上留学法国和

加拿大，除须回马达加斯加继承父业者外，

大约半数以上的人滞留不归。仅加拿大，近

53 年就有 7333—8333 马达加斯加华侨华

人留学后定居下来。据统计，法国、加拿大

和香港合计有原马达加斯加华侨华人逾 2
万人。在毛里求斯，华侨华人第三代一半

在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留学，且多数滞留不

归。子女在第三国站稳脚跟后，父母随之

移居第三国现象也较为普遍。这种 “父母

先送子女上路，子女再带父母外迁”的再移

民方式，已经 “破坏”了传统华社的自然人

口平衡，造成了传统华社的后继乏人和

“量”的急速萎缩。

另一方面，留下未外迁的华侨华人第

二三代，也多就读于当地学校、不谙乡音，

对中华文化十分淡漠。其生活方式、价值

观乃至血统，当地化的程度都相当高。如

马达加斯加 9 万华侨华人中，混血儿占

2 4 >。侨团老龄化，侨校华侨华人子女日减

的问题日益严重。传统华社 “质”的急速

“萎缩”现象已经引起侨界的担忧。

?二 @ 新华侨华人社会不断发展，但尚

不成熟

非洲华社中，除毛里求斯、马达加斯

加、留尼旺外，其他国家华社主体是新华侨

华人。在南非，老侨不过 5 万多人，;3 年代

以后抵达的大陆及港、台新移民合计有

9—; 万，其中 =3 年代以后抵达南非的大

陆新移民估计 8—< 万人。就整个非洲华社

而言，28 万华侨华人中，新华侨华人占半

数以上。

与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

海外侨情海外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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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 5668 年 9 月摄于南非

新移民高科技群体相比，非洲新华侨华人

总体文化素质不高，良莠不齐；加之其新

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史比发达国家新移

民史短 86 年的历程，故不成熟。首先，新华

侨华人社交圈狭窄，相互往来不多。第二，

新华侨华人的激增及其在商贸领域的高

度集中，加之不按规则运作，使新移民在

生意场恶性竞争的问题较严重，影响华侨

华人经济的健康发展。第三，新华侨华人

社团历史短暂，运作不成熟。

:三 ;人数不多，作用重要

非洲华侨华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奋

斗和积极适应，与所在国人民建立了融

洽、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在所在国政治、

经济等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政治和社会地位较高

非洲许多国家对华人政治宽松。通过

竞争，担任政府要职的华人不乏其人。如

塞舌尔的第一任总统詹姆斯·曼卡姆 :中
文陈文咸，祖籍顺德 ;，原警察总监安东尼

·加米尔 : 中文韦怡和，父亲为顺德农

民 ;、原工程部副部长李华荣都是华人。加

蓬现任外交国务部长让·平来温 :父亲系

浙江鸥海人 ; 是华人二代。在法国海外省

留尼旺，法国第一位海外华人议员曾宪

建、圣但市副市长和留尼旺省议员李传毫

是华人。在南非，<6 年代担任南非总统咨

政委员会议员的霍成坚，8==# 年当选为夸

祖鲁纳塔尔省新堡市副市长的黄士豪 :台
胞 ; 也是华人。尼日利亚华人朱南扬被政

府授予 “伊凯贾工业区酋长”职位，参与政

府决策。在毛里求斯，华人参政更为活跃，

旅游部长、文化艺术娱乐部长、检察总长

等职均由华人担任过，首都路易港的市长

职位多次由华人担任。如 8=<" 年当选为首

都路易港市长、8=<< 年当选为毛国会议员

的李国华，文化艺术娱乐部长曾繁兴，前

检察总长陈念汀，前任毛国驻法国大使陈

凯、已故地方行政部长朱梅麟，被誉为 “毛

岛出口加工区之父”的毛里求斯大学原副

校长林满登教授等均是华人。

"、职业范围较广，经济能量较大

非洲各国普遍独立后，在无战乱的国

家，华侨华人经济发展均较为迅速。近半

个世纪，非华经济一直稳步发展，对居住

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华人在

非洲创业基本成功。老一代华侨华人主要

从事商贸活动，为搞活所在国的国内外贸

易、沟通所在国城乡之间的联系作出了重

要的贡献。>6 年代以来，陆续抵达非洲的

台湾、香港、东南亚华商，将新产业、新产

品、新技术、新管理文化带入非洲，为缓和

当地就业问题、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发挥了

积极作用。

56 世纪 ?6—#6 年代，毛里求斯华人

经济主要集中在服务业 :商店和餐馆 ;，从

事工业活动者以开酒厂为主 :当时全国 85
家大型酒厂中的 88 家由华人开设 ;。>6 年

代，该国政府提倡工业爱国，并根据华人学

者林满登教授建议，创立了自由工业区。

华人响应政府号召，先后在工业加工区创

设了 96 多家工厂企业，投资达 ?6 亿卢

比。同时，毛里求斯政府还提倡大力发展

旅游业，华人擅长的餐饮业和旅馆业又为

此作出了积极贡献。<6 年代末，该国对外

资企业实行优惠政策，不少香港、台湾、东

南亚华商对毛国投资。

马达加斯加华人经济一直以商业为

主。独立前，马限制外籍侨民的经济活动。

8=#6 年独立后，华人经济有所发展。8=>6
年中、马建交后，华人多从中国大陆进口货

物，活跃了当地市场。=6 年代马政府借鉴

毛岛自由工业区的经验，华人经济得到新

发展。8==" 年，华人经营的酿酒和食品业

占 当 地 同 行 业 的 ?6@ ， 针 织 成 衣 业 占

?6@ ，商业占 96@ ，饮食业占 86@ ，海运业

占 #@ ，农林渔业占 ?@ 。华人经济，特别是

华人经营的商业和轻工业，在当地经济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

尼日利亚的沈文伯，是尼第一位华人，

他率先从中国引进了搪瓷工业，经过几十

年的努力，使搪瓷工业成为尼国的基础产

业。不仅他经营的北方搪瓷有限公司在该

国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还协助中国公司

在尼创办合资企业，积极将中国日用品和

机械引入尼国，为加强中尼经济合作作出

了积极贡献。华人查济民在尼开设 # 家印

染企业，纱锭 8> 万枚，占全国总数的三分

之一。

南非 <6 年代以来鼓励投资移民的政

策，大大刺激了台湾向南非移民，使台商的

投资成为南非经济的主要动力之一。截止

8==> 年，南非的台资企业达 #56 家，投资

额 8? 亿美金。包括银行、船运公司、进出口

公司、批发及促销商等，每年营业额达

8=A < 亿美金，进出口总值约 " 亿美金，出

口总值为 8A # 亿美金。华商甘致竹，8=<#
年到南非投资办厂，8==" 年成为南非最大

的电脑制造商，其生产的电脑占南非市场

的 ?6@ 、监视器占 #6@ 、B* 板占 >6@ 。

在非洲华社，来自台湾、香港、东南亚

的新移民华商，多雇用非洲当地华裔青年

或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作为其企业的管

理骨干，这为新老华侨华人之间、为来自大

陆、香港、台湾乃至东南亚等不同地区的华

侨华人之间的经济互动与合作作出了良好

的示范。<6—=6 年代，从中国台湾、香港和

东南亚移居非洲的新移民具有立足快、资

本大，收效快的特点。他们充分利用祖籍

地或来源地的社会关系和商业网络，在居

住地和来源地之间采取相互协作的经营方

式，既促进了居住国产业的开发，又带动了

居住国华侨华人经济的发展，增进了新老

华侨华人的协作。

#、发展前景看好

58 世纪是非洲华社发展壮大并为中

非交流发挥更大作用的世纪。>6 年代以

来，数以万计的新华侨华人流向非洲，为非

洲华社注入了活力，使非华社会成份多样、

层次多元、影响力增大。随着非洲各国对

华侨华人政策的日益宽松，随着中国改革

开放的不断深入，中非之间民间多领域双

向交流和合作将日益频繁。这不仅使中国

大陆公民移民非洲者与日俱增，同时使华

侨华人与祖籍国的各种联系，尤其是经贸

济联系不断加强。非洲华侨华人作为中非

经贸活动中的桥梁，将更有力地推动中非

经贸、文化等多领域合作与交流的时代的

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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