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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移民报告2022》（中文版）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海外移民人数为1000万，流

入中国的侨汇近600亿美元，同时，中国还是亚洲第三大侨汇来源国（超过180亿美元），

这反映中国的国际移民数量在不断增加。 [1]长期以来，华侨华人及当地华人社团在中国

与世界各国建立稳固合作关系中群策群力，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直到20世纪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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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法、德等国纷纷宣布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失败，世界文
化冲突、文化失衡现象日益加剧。多元文化激烈交锋给我国当代青年华侨华人带来
信仰危机、价值偏差等一系列不良影响。在探索多元文化场域中老青华侨代际传承
规律及影响因素过程中，应结合不同国家移民政策、代际差异，对当代青年华侨华
人未来商业决策、行为模式进行分析和预测，以进一步提升其与祖国之间的亲密
度，为引导青年华侨华人回国投资提供理论支持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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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随着英、法、德等国纷纷宣布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失败，“同化”再次成为这些国家

的主流行政文化。 不同文化间开始频繁接触、碰撞和对抗，使得文化冲突、文化失衡现

象日益加剧；政府根据治理的现实需要，对新进入的他文化要素进行合理甄别、批判分

析，不断对自身文化结构进行改造[2]；日渐动摇的原有文化模式，也将大大削弱我国华

侨华人与祖国之间的联系与情感，给新生代华侨华人带来信仰危机、价值偏差等严峻

问题。

对于老一辈华侨华人而言，年轻时国内生活经历如同烙印，新烙印会叠加于旧烙

印之上共同构成主体的整体文化烙印，使老一辈华侨华人即便分散在世界各地，也与

祖国之间存在情感呼应，进而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靠近中华文化，形成命运共同

体。 而对在异国他乡出生和成长的青年华侨华人而言，他们经历的经济场域、政治场

域、文化场域、教育场域、宗教场域与老一辈人截然不同，与祖国情感依恋减弱会对青

年华侨华人在代际传承过程中的身份认同、风险厌恶、商业决策、创新战略等方面产生

影响。 有研究表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者厌恶创新，在任期之初会追逐短期绩效；同时，

信息环境较差的国家或地区，代际传承中企业创新能力急剧下降。 [3]因此，如何加大青

年华侨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如何引导其在家族代际传承中继续加大对国家经济建

设的贡献，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些问题亟待回答。

一、世界主要华侨华人移民国家现状及其文化特征

1.欧盟主要国家
以英国为例：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ONS）公布的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英格兰和威

尔士的华人有44.5万余人，其中大部分华人集中在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和利物浦等

城市。 [4]早年间，英国政府积极推行多元文化政策，允许华侨华人保持自己族群的民族

特色和风俗习惯，为了保证移民的生活，颁布《家属津贴法》《国民保险法》《国民保健

法》等诸多法律，为长期留居在英的外侨提供相关福利；同时，英国比较完善的选举制

度为华人参与主流社会政治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对想进入英国主流社会的中国人具有

较大影响力。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英国华侨华人对自己族群的文化越来越自信，他们

利用华侨华人社团这一平台，开展了各式各样的文化交流活动：他们一方面把英国的

技术、资金、文化等带到中国，另一方面传播中华文化，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正面信

息带到英国。 而身处英国的青年华侨华人突破了传统的餐饮和零售领域，开始向英国

的各行各业进军，朝着产业多元化方向发展。 然而，随着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失败，英

国重新采取文化“同化”政策，这直接导致宗亲差异、语言差异、信仰差异、文化差异加

剧，使华侨华人族群内部的种种分化清晰可见。 虽然当地华侨华人族群尚未分裂，但也

不像英国媒体宣传的那么团结。 “华人”仍是一个具有突出同一性的群体，而大大小小

的华侨华人社团一直是华侨华人群体的黏合剂，更大限度地维系了华侨华人之间千丝

万缕的关系。 [5]

截至2017年，欧洲华人人口数量增至约300万 [6]14，欧洲华人主要居住在法国的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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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德国的柏林和汉堡、意大利的米兰和普拉托市以及荷兰等国家和地区，而西班牙、

瑞士、瑞典、丹麦等国华人人口数量也在不断增长。 自2005年的伦敦地铁爆炸事件，以

及时有听闻的“荣誉谋杀事件”，欧洲各国着手一元文化政策，强调移民、少数族裔对主

流文化的了解与认同，这大大削弱了中华文化对欧洲青年华侨的影响；欧债危机中，欧

洲议会一些极右翼政党在选举活动中表现出反对欧洲一体化、排斥外来移民的极端民

族主义，为保护本土产业，在一定程度上挤压外来移民经济。 可以预测，未来欧洲的“新

同化移民政策”趋势会逐步显现。

2.东南亚主要国家
以印尼为例：印尼为华人人口最多的东南亚国家，2014年就已经突破2000万 [7]，占

印尼总人口数量约7.8%，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也正是因为华人人口众多，印尼在早年

间便从经济、政治、移民政策、文化上对华人实行了全方位、强制性的同化政策：在经济

上，采取排斥、打击、限制而又利用华人资本的策略；在政治上，虽然印尼华侨华人中的

绝大多数已经归化成印尼公民，但其在社会地位、福利待遇方面与本国本土公民仍有

较大差距；在移民策略上，为了控制华人的数量，印尼一度禁止中国移民入境；在文化

上，自1966年开始，在日常生活中禁止华人使用中华文字、中华语言，取消当地中文书

籍、杂志的发行，同时禁止华文录影及影片的传播，并将华文出版物与毒品、武器等列

为同等危险品，禁止保留中国传统文化习俗，取缔当地华人华侨社团，最终取消华文教

育。 自1998年排华事件以来，印尼对华人的态度逐渐变得友好，政府鼓励华人加入政治

和经济领域，并取消了对华人的一些限制，但是仍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努力来消除对华

人的歧视。

截至2017年，亚洲华人华侨数量约4400万，其中东南亚国家华人人口数量就超过

4100万。 [6]14除印尼以外，东南亚华人主要居住在泰国的曼谷和清迈、马来西亚的槟城和

吉隆坡、新加坡等，缅甸、菲律宾、越南、柬埔寨各国的华人人口数量也在不断增长。 自

清朝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地缘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的主要迁徙地。 在1860年到20
世纪50年代这段时间，广东地区和福建地区出现大批中国移民潮。 基于华人人口数量

带来的巨大压力，东南亚各国对于华侨华人的政策普遍是温和与激进相互交替，从禁

止华侨入籍、强制学习本地语言、限制汉语教学时长、政治参与、限制华人在经济领域

“扩张”等方面强制进行文化融合，到把华人经济当作帮助原住民经济发展、平衡财富

分配和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促进当地华侨华人进一步融入当地社会生活中。 这

与欧洲“新同化移民政策”趋势相类似。

3.其他主要移民国家
美国华人社区是亚洲以外最大的海外华人社区，也是世界第三大华人社区。 截至

2018年，美国华人人口数量约为508万；加拿大华人社区人数略有下降，约为177万；澳

大利亚华人人口数量约为86.6万；日本华人人口数量约为90万；韩国华人人口数量约为

857万。 [6]19不难看出，世界主要华侨华人移民国家对待移民普遍采用“同化”的方式，以

“一元文化”和“多元文化”相互替换为策略，不同策略的选择依据也和当地华侨华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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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移民国自身发达水平、本国历史息息相关，而移民政策的实施主要从两个方面进

行：一是在社会系统层面的融入，包括所在国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机制；二是社会文

化的层面，包括语言学习、文化认同、政治融合等，而政治融合被多数移民国家视为最

终目标。 从全球文化生态角度出发，“一元文化”和“多元文化”都会不断消解华侨华人

对祖国意识形态话语权，降低其与“源文化”之间的情感维系，威胁着我国主流文化的

号召力与凝聚力，甚至通过文化的逆向传递一点点地冲击着我国国家文化安全，侵蚀

着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行政文化。 相比“多元文化”而言，以“一元文化”为基础的政治

文化更为极端：虽然“一元文化”可以有效调控移民数量以及提升本国的选民基础，但

会对其国内的族群关系、经济发展、政治生态产生消极影响，增加移民抵触情绪，影响

社会稳定，损害移入国与移出国的双边关系。 从美国特朗普政府采用的一元主义移民

政策改革效果来看，其移民政策对中美双边关系产生了复杂影响。

二、当代青年华侨华人代际传承情况调研

1.老青华侨华人间的代际差异
对于青少年或成年时期移民的老一辈华侨华人来说，国内的文化与生活经历会留

存在记忆中，即便接触到外来文化，陷入多元文化场域中，仍受到“环境敏感期”“主体

与环境匹配”和“时间延续性”等因素影响，对故乡存有情感依赖和情感联系。 然而，对

于新生代青年华侨华人而言，他们大都出生或居住在侨居国，并成为侨居国的一员，缺

少与中华文化的情感纽带；与此同时，青年华侨华人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也不再是父母

辈所面对的己文化与异文化在价值观和信念方面的差异造成的冲突、己文化中身份符

号信息的丧失及反差带来的文化冲突、语言及非语言符号造成的交流障碍和交往的鸿

沟，而是如何尽快获得代际传承过程中的决策权、降低制度距离对其和家族的国际化

负面影响[8]，并在财富创造、职业经验、行为规范过程中进行二次提升，在家族财富、家

族关系网络、家族精神等层面进行有效的传承。

家族战略控制是影响家族企业内决策的重要驱动因素，同时家族企业内、外部治

理（金字塔式股权结构、家族政治关联）有助于增强组织在外部技术获取方式选择时的

灵活性。 [9]家族财富所有者普遍会将事业、财富选择交与自身具有高度亲缘关系的下一

代打理，而不是具有委托代理能力的职业经理人，在传承财富的同时更多的是将家族

的责任、使命延续下去。 因此，家族代际传承表面上以家族领导人更替为标志，实际是

将老一辈人脉、知识、技能、经验、家族企业所有权、经营权、家族声望等资源进行移交，

而老一辈创始人之所以可以这样操作，是依靠其在创业过程中建立的声望、地位及对

于企业强大的掌控力。 二代继承人的成长环境明显优于父辈创始人，受西方文化的持

续影响，对于新鲜事物、理念的接受程度更高，然而即便如此，在传承初期仍然难以服

众，必须通过业绩向他人展示自身的价值与威信从而达成顺利交接的目的。 因此，家族

二代会对企业进行职业化管理，呈现出亲缘关系认同降低、家族成员间彼此依赖减少、

降低财务风险考虑增多等现象。 同时，由于许多二代接受过国际化的教育，拥有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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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脉，企业也会存在业务扩展、技术转型等现象。 综上，结合多元文化场域的影响，

我们认为，相比老一辈而言，青年华侨华人在代际传承过程中主要表现出谨慎、职业

化、去亲情化等特点。 而迫于老一辈的光环与压力，他们更渴望做出成绩证明自己以展

现自身价值。 一些研究结果表明，部分青年华侨华人也会拒绝接受家族代际传承，从而

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职业方向及工作。

2.访谈对象及访谈提纲
本研究采用访谈法开展调研，在整理归纳出研究重点与研究问题基础上设计半结

构化访谈提纲，对本校来自6个境外国家及地区的24名青年华侨华人开展系列访谈，访

谈内容围绕多元文化发展与当地行政文化整合、当代青侨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就业兴

趣与就业方向、家族传承机遇与困境，从不同的视角对多元文化场域中青年华侨华人

代际传承展开探索。 访谈对象与提纲问题如表1所示。

表 1 访谈对象与提纲问题

编号 年龄 访谈对象 访谈提纲问题

1—4

19岁
21岁
22岁
21岁

马来西亚
4人

1. 当地对你跨境就学的政策和态度怎么样？
是否支持？
2.你认为你所在国家（地区）与国内（境内）最
大的区别在哪里？
3.在你看来，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元素、特色
是什么？
4.在学习生活中，你最讨厌的是什么事情？ 当
你面对它时该如何解决？
5.对你而言，工作过程和工作结果哪个重要？
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6.你在寒假、暑假期间安排了什么活动？ 是否
会提前准备？
7.你毕业之后的去向是什么？ 如果你的去向
和家里的安排冲突，你将怎么选择？
8.在你看来，成功的定义和标准是什么？ 什么
样的人在你眼中是成功的人？
9.你认为父母的人生经验对你在学习、工作、
为人处世方面是否有帮助？
10.你家里是否有兄弟姐妹？ 父母对待你们的
态度和方式是否有所不同？
11.在日后工作中，能助力你走向职场成功的
因素有哪些？
12.如果家族企业的重担放在你的身上，你打
算如何经营和管理？ （选问）

5—7
22岁
22岁
23岁

缅甸
3人

8—15

19岁
19岁
22岁
24岁
23岁
20岁
21岁
22岁

中国香港地区
8人

16—19

20岁
19岁
21岁
21岁

中国台湾地区
4人

20—21
22岁
20岁

中国澳门地区
2人

22—24
21岁
21岁
19岁

泰国
3人

资料来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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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访谈结果汇总
在访谈过程中，我们发现青年华侨华人提到最多的是“打工”的概念，被访谈对象

都有暑期打工、日常兼职或通过其他方式赚取收入的经历，可见他们对待赚取收入的

态度呈现积极状态。 这一点与境内学生有着较大的不同。

整理访谈记录汇总情况如下：第一，在跨境就学过程中，被访谈人所在国家（地区）

政策和态度较为积极，并未过多干预青年华侨华人就读的国家、地区和学校的选择；第

二，被访谈者普遍认为所在国家（地区）与国内（境内）最大的区别是对待他们的态度

上，国内（境内）对待他们更为宽容，相关政策也更为友善；第三，被访谈者普遍认为，最

能代表中国元素的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等思想对他们处理人际关系

有着巨大的帮助；第四，在学习生活中，被访谈者普遍最抗拒的事情是学习“无用”的知

识和做对未来职业没有帮助的事情，由此可见，当代青年华侨华人对于实用性的关注

程度较高；第五，对大多数被访谈者而言，工作的结果要大于工作的过程，在数字化的

今天，人们对数字的敏感程度普遍提高，工作结果更容易用数字展现；第六，被访谈者

普遍会利用假期时间打工，所从事的工作内容也五花八门，例如餐厅服务员、酒店前

台、发送传单、办公室文员、外卖员等，这里“打工”与“实习”的概念是有区别的，更多的

是以赚取收入为目的而非积累经验。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交通费与其打工地点有着一

定关系，中国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澳门地区的被访谈者普遍会在假期回到当地打工，

而马来西亚、缅甸、泰国的学生会选择非假期时间在国内打工；第七，部分被试者（马来

西亚、缅甸、泰国、中国台湾地区）毕业后选择回国（地区）就业，而来自中国香港地区、

澳门地区的被试者则普遍倾向于在粤港澳大湾区等地点就业，少量被试者有继续求学

的计划，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16号和19号及来自缅甸的第6号被试者家族开办企业（火

锅底料加工、调味品制造、连锁餐厅），而此三人皆拒绝继承并接班，其家长的态度也较

为宽容，不强行干预孩子的选择；第八，被试者普遍认为，财富和声望就是成功的标准；

第九，被试者普遍反馈父母由于工作（创业）原因陪伴时间较少，同时由于兄弟数量众

多，父母更多的是标准化的严格要求，这也可能是当代青年华侨华人性格独立、计划性

较强的重要原因之一；第十，除第3号、4号、11号、23号被试者外，其他被试者均为多孩家

庭，家长对于长子/长女的要求最为严格，6号、16号及19号被试者也坦言，自由择业的主

要原因也是家族内的长子/长女已经承担了传承责任（顺从或被迫）；第十一，被试者普

遍认为上学读书、诚信、认真是职场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第十二，该题为选问题，问答

对象为第6号、16号、19号3名家族内部具有一定企业规模的被试者，3名被试者皆表示对
家族企业的继承不感兴趣，主要原因为企业所处的行业性质（制造业、加工业、餐饮业）

以及幼年时期父母在创业过程中所展现出的火爆脾气和强势态度产生的心理影响。

因此，我们发现当代华侨华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受多元文化场域及移民生

活的影响，其性格大多独立，自理能力较强，价值观也更为务实；其次，过早接触社会使

他们冷静、稳重、少年老成，与同龄人相比具有高度的理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利于

树立威信并培养领导才能，同时对于金钱数字也更为敏感；再次，受老一辈华侨华人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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搏和创业的影响，当代青侨更渴望通过成功证明个人能力，比起父辈具有更强烈的“成

功欲”；最后，当代青年华侨华人习惯于自由的生活而不愿意为家族事业做出“牺牲”，

往往继承家业的责任由长子/长女承担。

三、当代青年华侨华人代际传承面临的主要问题

1.中华文化归属感较低
为了帮助移民尽快融入本国，各移民国家结合移民与定居的实际情况概括出一系

列的“移民—定居模式”，也称为“移民系统理论”，这对我国当代青年华侨华人的影响

无疑是巨大的：当代青年华侨华人出生地、童年生活地普遍在国外（境外），从小受到当

地行政文化的熏陶，思维、价值观逐渐同化，对中华文化及国内信息更多是从当地新闻

报道中获取。 在代际传承过程中，这种环境会消解中华文化在其心中的意识形态和话

语权，出现情感冷漠、情感疏离等诸多现象，威胁着我国主流文化的号召力与凝聚力。

移民国经济越发达，这种现象就越为显著。

2.居住地生活压力与日俱增
受新冠疫情影响，国外（境外）的餐饮业、旅游业持续遭受重创，不少店家被迫停

业， 而餐饮业和旅游业由于技术门槛低， 是众多华侨华人在当地赖以生存的依仗；同

时，由全球经济下行引发了西方社会的种族歧视，民族主义的盛行也放大了本地人对

华侨华人的偏见，将其认作掠夺就业机会的罪魁祸首，威胁着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这种歧视背后涉及价值认同、国家关系、经济利益等诸多因素，无法完全消除。

3.企业转型困难与创业风险加剧
老一辈华侨华人受学历、观念的影响，在创业初期主要从事餐饮业、旅游业、制造业

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劳动效率低、生产成本高、技术发展慢、市场竞争激烈且风险不可

控制，而经过多年的发展企业具有了一定规模后，陷入“船大难掉头”的困境。 当代青年

华侨华人在创业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实际的困难：与老一辈华侨华人不同，青侨创办的主

要是技术密集型企业，此类企业落地和拓展需要大量资金和专业人才，创业者不仅需要

合理利用和配置自身资源和能力，而且要不断探索和整合外部机会与力量，方能帮助自

身在新市场快速适应与发展。 [10]而国内支持青侨创业的金融政策、人才政策和财税政策

优惠力度有限，在创业初期往往要面对因缺乏固定资产抵押或人员担保、无专业管理人

才所带来的困境，这给他们在国内创业带来了一定挑战，加剧了创业的风险。

四、多元文化场域下青年华侨华人代际传承对策

针对青年华侨华人中华文化归属感较低的现状，可以从两方面缓解：一方面，社会

的认可及尊重是一种情感财富，反映了某个人在社会中的“声誉”，而老一辈华侨华人

正处于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阶段，应通过鼓励、宣传老一辈华侨华人的社会贡献，提升

其社会地位，在加强与其情感联系的同时间接将这种情感向青年华侨华人传递，采用

“榜样”的力量，吸引并提升他们对中华文化的感知；另一方面，当代青侨的学历水平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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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较高、个性较强，也有证明自己能力的渴望。 因此，应为其提供良好连续的“阶段性”

创业及就业政策，为其打通商场职场晋升通道，在保证资源利用率的基础上用他们的

优势打开国际市场，力争做到双赢。 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无形的，可以缓解青年华侨华人

中华文化归属感较低的现状，而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在国际的提升，应通过民族自豪感

增强当代青侨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和民族自尊心，最终提升中华文化在多元文化场域下

对当地行政文化的影响。

面对劳动力供给不足、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需求，我国要积极参与国际循环以持续

获得外部劳动力和外部资本补充、技术流入和外部市场。 因此，持续性鼓励华侨华人回

国创业、就业，打造良好的经营生态环境，不仅能够缓解其生活压力、提升生活质量，还

可以有效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同时，应发挥当地华人社团的力量与影响，

为生活困难的华侨华人提供就业机会，在其人身和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时予以基本的支

持和帮助。 这不仅能够弥补由移民移居带来的支持感与归属感缺失，还能向各国华侨

华人表明态度，拉近他们与祖国间的情感联系。

面对华商企业转型困难与创业风险加剧的现状，在需求侧，面对传统行业，应在保

证资质、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邀请其加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将国内需求、国内市场与国

际资源相结合，打造国际化、高端化、特色化的服务，结合国家乡村振兴的战略，融入现

代农业产业链，结合国家改善区域收入分配目标，既提高中西部收入，提升居民消费能

力，又为华商企业的转型争取和积累宝贵时间与经验；在供给侧，面对青年华侨华人创

业，应鼓励其通过介入高端芯片、高档数控机床、精密仪器制造等关键核心技术及相关

基础研究，协助政府完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应用成果，从而降低个人创业风险及

资本的局限，同时保障全过程参与者得到合理回报，产生良性循环，同时鼓励华侨华人

介入国际石油、天然气、淡水等自然资源及先进技术，助推国内的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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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period of accelerating urban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the problem

of social noise pollution has become prominent and has risen to become a social problem. Based on the Environ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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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rce clash of multi-cultures has brought a series of negative effects to the contemporary young overseas Chinese in 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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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to analyze and forecast the future business decision-making and behavior pattern of the contemporary young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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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 direction of youth work. Seventeen departments of the country have jointly issued guidelines to encourage better

planning and build a youth-oriented city. The research on youth development cities starts from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

acteristics, expounds the background, value significance and national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pilot, prop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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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e a new situ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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