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接待安置越南难侨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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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70 年代末，印支局势动荡，大批华侨华人沦为难民。毗邻越南的广西承担了接待和安置难

侨的工作。在接待和安置工作中，广西相关各级政府部门及各界群众克服各种困难，积极应对，使得工作卓

有成效，稳定了侨心，赢得了国家和国际社会的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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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1970 年代末，印支紧张局势致使边境地区的

华侨华人纷纷离境，大批越南难侨、难民被迫离开

越南，潮水般地涌入中国边境，从广西壮族自治区

的海岸及陆地进入中国，国际社会将其与另外一

些老挝和柬埔寨难民一起统称为“印支难民”。
据统计：至 1988 年底止，进入广西境内各口

岸及隘口的难侨、难民总数达 222 165 人。除入北

海口岸的 30 012 人未作统计其在越南的居住地

外，进入东兴、宁明、凭祥、龙州、那坡、靖西等口岸

的 192 153 名难侨、难民主要来自越南广宁、海
防、河内、胡志明市、河北、谅山、高平、北太、河宣、
海兴、南定、黄连山等省市。还有少数来自柬埔寨

和老挝两国[1]。
被驱赶的越南难侨、难民都是从边境县（自治

县、市）进入广西境内的。统计如下表：

大规模的难民潮，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

注，欧美及亚洲部分国家相应展开了收容工作。面

对蜂拥而至的难侨难民潮，中国政府和人民积极

“从政治意义和道义上着眼”开展了收容和安置工

作。

二、广西接待安置难侨工作

为了做好收容和安置工作，广西壮族自治区

人民政府对大批被驱赶入境的越南难侨、难民十

分关注，并采取切实措施，予以热情接待和妥善安

置。1978 年 5 月，广西成立了接待安置难侨领导小

进入口岸或边境县

防城口岸

北海口岸

友谊关口岸

宁明县边境

龙州县边境

硕龙口岸

那坡县

靖西县

时间段

1978-1988
1978-1979
1978-1988
1978-1988

1978
1980-1985
1978-1982
1977-1978

难侨、难民人数

151868
30012
33553
2253
879
138
3082
380

（该表格由《广西侨务志》数据整理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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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1979 年 2 月改名自治区接待和安置印支难民

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负责统筹全自治区各地接

待和安置印支难侨、难民工作。同时有关地市县也

先后成立了相应的机构。
1978 年大批难侨、难民开始涌入广西东兴、凭

祥、北海等边境地区，导致这一带地区人口暴增。
以东兴为例，当时人口还不到 1 万人，而每天滞留

在镇上的难侨、难民均超过 2 万人。这给当地政府

和群众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为了接待难侨，东

兴政府和群众暂时克服各种困难，腾出地方接待

他们。几乎所有机关单位的办公室以及街道走廊、
居民住房都住上了难侨、难民，附近的空地、学校

球场亦搭盖临时住房。中国南疆边陲的凭祥市共

设立了 5 个接待站直接负责接待，市直机关、部
队、医院、食堂等相应配合。据统计，除了关口接待

站不负责安排难民住宿外，其他 4 个接待站共接

待7 164户，32 515 人。其中，308 接待站先后接待

3 470户15 392人，北站仓库接待站先后接待1 277
户5 265人，连城接待站先后接待1 107户5 124人，

岜口接待站先后接待 1 310 户 6 734 人[2]。进入北

海的难侨、难民大多数是渔民，有些人从海上漂了

几天才漂到北海港。他们露宿海滩、码头或流落街

上，生活无着落。北海市政府为他们搭盖起了简易

棚，派卫生人员为他们进行防疫注射，免费为他们

看病，并发给衣物、食物、营养品、生活用具等。防

城、钦州、南宁、百色等地也设置了接待点，对到来

的难侨、难民给予了热情接待和妥善安置，还分别

派医疗队为他们送医送药。
接收大批越南难侨、难民后，广西开始了艰巨

的安置工作。安置工作实行“面向农村、集中安置，

有特殊专长者量才录用”的方针，难侨基本上集中

安置在华侨农场、林场、工厂或农垦系统的国营农

场和林业系统的林场，以及工矿企业、渔业村镇

等。原有的 6 个华侨农场已经不能满足安置的需

要，广西政府将一些农林系统的农（林）场改为华

侨农（林）场安置难侨，计有天西、浪湾、桃城、新

和、左江、左州（后并入左江）、凤凰、迁江、丽光、伏
虎、海渊、百合、渠黎、西长、五合、东风等 16 个华

侨农（林）场和新建的十万山华侨林场。新建的华

侨工厂有南宁华侨服装厂、扶绥华侨麻纺织厂、柳
州华侨化纤纺织厂、赤江华侨陶器厂、防城华侨砖

厂、崇左华侨麻制品厂、桂林华侨大理石厂、南宁

华侨印刷厂等 8 家。这些华侨农（林）场和华侨工

厂的建立，以及住房、学校、医院的搭建，灌溉和照

明等设施的相应配套，为安置了大量的难侨、难民

提供了保证，满足了时局的需要。对难侨中的技术

人员、专业人员和其他职员，尽量做到因人使用，

合理安排，让他们得以发挥自身的特长。例如武鸣

华侨农场，把有一技之长人员或专业技工选调出

来，充实到各部门，共对口安置难侨难民 86 人，其

中有教师、医务工作者、司机、商业服务人员、工

人、会计、出纳等。另外，还大胆提拔有才干的归难

侨进入管理层。至 1991 年，被提拔为国家干部的

归难侨达 220 人[3]，体现了“有特殊专长者量才录

用”的方针。在这种安置方针下，归难侨在华侨农

（林）场和华侨工厂里的生产、生活安定。
1979 年 6 月，广西政府批准建立北海市华侨渔

业公社（1987 年改成侨港镇），安置难侨、难民 7 703
人。并在市区南部 7 公里濒临北部湾的南边岭兴建

住宅、办公楼、学校、医院、渔港、码头、市场、邮电、
储蓄所等一整套生产、生活设施，初步形成了乡镇

的建置规模，具备了乡镇的职能。当年的这一安排，

造就了今天名声在外、欣欣向荣、美丽富饶的侨港

镇，昔日的归难侨们如今在这里安居乐业。
根据当时的统计，第一批涌入广西的印支难

民共达 21.4 万余人，其中近 12 万人转迁至广东、
福建、云南、江西等省安置。在广西安置了 100 420
人，其中安置在国营农林场的约占 77.3%，安排在

厂矿、企事业单位的约占 6.51%，安置在渔业社队

的约占 14.1%[4]。
当安置工作遇到困难，各级政府部门积极应

对；对归难侨的生活实际问题，各级政府部门热情

帮助解决。安置到上思县红旗林场的 859 名难侨，

原是居住在中越边境的瑶民。在林场生活一段时

间后，他们反映生产、生活不适应，加上林场面积

小，缺乏扩大开发条件，长远安置确有困难。经向

自治区侨办反映，1981 年由自治区重新安置到防

城县十万大山华侨林场落户[5]。凭祥、钦州等地在

接收安置难侨、难民工作完毕后，根据安置工作实

际还承担着难侨迁移工作，按照上级的布置安排，

将部分难侨安全转迁送到广东、福建、云南等地重

新安置，并确保难侨一路上食有保障，病有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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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顺利到达安置地，居有定所。随着安置工作的

进展，在对难侨的职业、特长、文化程度了解深入

后，按照“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政策原则逐渐进

行对口安置。另外，考虑到难侨的实际生活问题，

广西对安置的难侨进行了调整，一方面是在华侨

农（林）场、国营农林场、煤矿等系统内调整分配；

另一方面照顾到难侨的亲眷家属问题，通过夫妻

团聚、投靠亲友、归侨返城等给予重新调整安置。
一些措施本着自愿的原则和人道的精神，让难侨

感受到自己也是真正的主人翁。

三、广西接待安置难侨难民工作

的意义

到 1980 年代，广西基本上完成了对越南难

侨、难民集中安置的任务，安置点的难侨群体已初

步稳定。这次接待安置工作，任务重、人数多、时间

紧，具有一定的突发性。广西政府对安置难侨、难
民所做的努力在国际上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在国

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赢得了侨心，在道义上也

受到了世界许多国家和人民的赞誉。联合国难民

署的高级官员曾称赞侨港镇为“世界上安置难民

的光辉典范和橱窗”。而联合国派出的技术部主任

欧玛·巴克先生率领的评估组来广西考察，对我安

置难民的情况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巴克先生说：

“评估组已走遍世界各地安置过，在其他国家是吸

取教训，而来中国是看到了经验。中国安置难民是

成功的，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6]。
难侨、难民的安置工作是一项牵涉到多方面

的繁琐工作，并且安置工作在全区各地分布广泛，

但是广西各级政府对于接待安置工作均给予了高

度重视，按照上级的要求和指示，齐心协力，善始

善终，落实了相关安置政策，没有让难侨难民感到

孤立无助，颠沛流离。在广西政府和人民的群策群

力下，十几万难侨难民得到妥善安置，获得了新的

生活，发挥了自己的特长，这次安置难侨工作凝聚

了侨心，使侨胞充分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广西的这次接待安置难侨难民工作是前所未

有的，本着护侨的信念和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广西

的侨务工作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从总体上

看，广西完成了接收安置任务，落实了“保护华侨

利益，扶助回国的华侨”的政策，体现了我国对难

侨的关心和支持。
七八十年代的当局没有当下的撤侨机制和护

侨机制，接待安置难侨属于应对突发事件范畴。广

西的难侨安置工作是全国难侨安置工作的一个代

表面，作为接待安置难侨的主力地区，广西同时也

配合了全国的难侨安置工作，体现了一个地区应

对国际大事件的能力，扩大了广西的影响力。广西

的接待安置难侨工作对当今的侨务工作具有一定

的积极意义和借鉴作用，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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