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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巴西是拉丁美洲出现中国大陆新移民最多的国家之一。大部分人持居留证处于暂居状态，也

有一部分人加入当地国籍。巴西新移民的人口数量在改革开放后因中国日用小商品畅销巴西而迅速增长。
新移民主要分布于巴西东部和南部的大城市，绝大多数从事各种商业活动。圣保罗是华侨华人最集中的城

市。巴西的新移民来源已从过去的广东和浙江两省扩展到中国东部和中西部的大部分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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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979 年中国改革开放为时间标志，中国大陆各类型新移民（或“新华侨华人”）群体大量出国，从而

开启了中国人出国的“新移民时代”。自那以来，从中国移居巴西的新移民人口在时快时慢地增长。

一、巴西的中国大陆新移民概观

巴西的中国新移民来源地，比传统移民（大多来自广东、浙江和台湾）广泛得多。新移民大部分来自广

东、福建、浙江、江苏、上海、北京等经济比较发达的省市，小部分来自中国中西部省市。他们的来源地大抵

上覆盖了中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巴西新移民基本上都是以地缘为基础的。尽管不

少人是通过血缘关系移民来巴西的，但血缘关系的网络体系比较小，往往被包裹在比它大得多的地缘关系

网络中。很多人到了目的地后，便在地缘关系的网络中集中居住，相互扶持。因而，新移民建立的社团中，地

缘性社团往往起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主导着所有其他类型社团的运作。在其他类别社团的活动中，地缘

因素也如影随形。
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后移居巴西的新移民，主要继承老一辈华侨华人的传统职业，例如餐饮业、杂货

业等，最大的变化是从事巴西与中国间进出口业的新移民大为增加，且进出口业与巴西国内新移民所从事

的中国日常生活用品批发零售形成一条龙产业。产业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物美价廉的小商品制造业

飞速发展，非常适应包括巴西在内的拉丁美洲关键的需求。实际上，这也是中国新移民大量迁居巴西的重

要因素。有关资料很多，研究也相当充分，因此这里就不拟详细描述中国新移民的移居过程，只打算对其总

体情况做一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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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施雪琴：《改革开放以来福清侨乡的新移民———兼谈非法移民问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 年第 4 期。
②刘正奎、孙登光等人的口述资料，据陈怡辉（巴西圣保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整理，由束长生提供。
③白俊杰：《巴西华侨华人概述》，载周南京：《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历史卷》，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 年，第 35 页。

中国大陆新移民的到来，一方面壮大了巴西华侨华人社会的规模，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华侨华人群体的

结构。据笔者 2019 年在巴西考察当地华社时大略估计，今天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侨华人占巴西华侨华人总

人口的 60%左右。过去的中国新移民主要来自台湾地区（一般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算起），也有少数来自

香港，但到改革开放后，则主要来自中国大陆，移民数量大大地超过了此前来自台湾等地的新移民。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迁居巴西大陆移民人数开始迅速增加，很多人的家乡还是 1949 年以前的华侨华人主要来

源地———广东台山和浙江青田。显然，由于 1949 年前巴西的广东和浙江籍华侨华人比例本来就比较高，故

改革开放后通过家庭团聚等渠道前往巴西的广东和浙江籍新移民人数也就相对较多，直到今天，广东和浙

江籍新老华侨华人人数仍在巴西所有华侨华人中独占鳌头。此外，福建、山东省籍新移民在所有新移民中

所占比例排在前列。例如福建新移民（主要来自莆田、漳州、福清和福州）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就开始抵达

巴西，他们主要居住在圣保罗。据施雪琴统计，1997 年巴西的福清移民有 31 人，其中无合法身份的移民有

20 人①。考虑到还有来自漳州市东山岛的 36 名移民———他们是台湾的远洋捕鱼船上的船员，1992 年前后，

在渔船停靠在巴西城市累西腓（巴西华侨华人译作海西飞）的时候，他们从渔船上登陆，辗转在巴西各地打

工，后来在圣保罗定居下来②。可以估计在 2000 年之前，生活在巴西的福建省华侨华人总数不会超过 100
名。如果按年增长 12%计算，那么，截至 2018 年，巴西约有 900~1000 名来自福建省的华侨华人。这些新移

民的生计几乎和他们的前辈一样。他们开餐馆或杂货店或者开商店，销售从中国进口的日用小商品。应注

意的是，一些新移民为携资者。不过，中国大陆新移民文化程度高低不等，总体上偏低，有知识专长者不多，

资金拥有量也或多或少不等。
20 世纪 60 年代初到 70 年代末，巴西华侨华人总数的增长，主要建立在中国台湾地区侨民移入人数

增长的基础上。但到 1979 年中国改革开放后，巴西华侨华人总数增长，则主要是建立在中国大陆新移民

大幅增长的基础上。这一轮中国到巴西的新移民潮的人数增长速度十分惊人。到 1984 年，已增至 7 万人。
1988 年，再增至 10 万人，跃居拉丁美洲之首。到 1999 年已有约 13 万人，其中来自台湾省约 9 万人，其他

地区约 3 万人。他们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的大、中城市，如圣保罗市及其近郊有 10 万多人，原首都里约热

内卢约 7 000 人，伊瓜苏河口市约 3000 人，愉港约 700 人，首都巴西利亚有 40 多户，约 150 多人，还有少数

散居于阿雷格里港、库里提巴、萨尔瓦多、维多利亚、纳塔尔城以及亚马逊河口等地③。此后，巴西华侨华人

的城市有更大的扩展，不同的分布地域和人数规模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就分布地域来说，新移民除了传

统移民生活的东部大城市外，还开始深入到内陆一些城市；就人数规模来说，各个城市的华侨华人均在原

来的基础上有不同的增长，有的城市还改变了在全国的“排位”。例如，东部沿海的累西腓和福塔莱萨等地，

原来华侨华人的人数“排名”较后。但进入 21 世纪后，新移民增速加快，远高于其他一些城市。这些地方主

要是交通比较便利、商机比较充分的城市，多数位于东部沿海。新移民在这些城市主要是从事中国小商品

销售。由于中国小商品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华人商铺也就越来越多。这些地方也可以看作是以圣保罗为

中心的中国小商品分销市场。这与中国新移民的主要职业是从事巴中间的进出口贸易以及中国小商品的

批发和销售业务紧密相关。从华侨华人的居住形态来看，是属于高度密集群居类型的，即以地缘关系为基

础，聚居在某一片地方。这一点从过去到今天都没有多大变化。
除了上述地方外，中国新移民的足迹也进入巴西内陆地区一些城市，特别是靠近沿海城市的内陆城

市。例如，据中国驻巴西大使馆消息，2013 年 6 月 22 日至 26 日，中国驻巴西大使李金章访问了巴西米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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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金章大使访米纳斯州会晤政要看望侨胞》，2013-07-03，来源：巴西华人协会网。
②《李杨总领事赴米纳斯吉拉斯州开展领事巡视》，2017-06-07，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里约热内卢总领事馆网站。
③马赛拉·阿莫林上述有关中国移民的各项数据，为巴西圣保罗大学（UPS）东方文学系副教授束长生向笔者提供。

吉拉斯州。在该州贝洛奥里藏特市（也译为美景市，Belo Horizonte）停留期间，李大使看望了米纳斯州贝洛奥

里藏特市的华侨代表。从照片上看，参加会见的华侨代表有 20 多人①。2017 年 6 月 2 日至 3 日，中国驻里约

热内卢总领事李杨率总领馆工作组赴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首府贝洛奥里藏特市开展领事巡视。他走访华

侨家庭，查看华人商铺，详细了解华侨华人经商、生活情况②。贝洛奥里藏特等少数内陆城市本来就存在数

量不等的传统华人，在新移民时代，这些城市也跟其他沿海城镇的华侨华人一样迎接中国新移民的到来，

但到来的新移民人数却很少。巴西国土面积广袤，贝洛奥里藏特市在内陆属大城市，且交通发达，华侨华人

人数尚且如此少，故可以想象，居住在其他偏僻地区的华侨华人人数肯定更少，很多中小城镇极可能至今

还没有华侨华人的踪迹。如在已有中国新移民的巴西各城镇之间进行比较，不同城镇的新移民人数相差极

为悬殊。但从发展趋势来看，进入内陆地区重要城镇的中国新移民将会从无到有，小量增加（不包括因援建

任务而进入内地的中国派出的工程人员）。
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是巴西华侨华人最多的两个城市。圣保罗从来没有成为巴西的首都，里约热内卢

曾是巴西的首都，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才迁至巴西中部平原上的巴西利亚。里约作为首都的时候，可能是

巴西华侨华人最多的时候。伴随着巴西首都从里约迁到巴西利亚，特别是圣保罗作为巴西乃至南美洲第一

大商港迅速兴起，热衷于经商和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华侨华人便越来越多地选择定居在圣保罗。虽然萨尔瓦

多对比圣保罗和里约来说华侨华人数量较少，但华侨华人的影响力在这座城市也随处可见。重要的是，萨

尔瓦多在作为巴西第一个首都时，华侨华人人口曾经达到高点。但当萨尔瓦多失去了首都地位时，华侨华

人人数一下子降到低点。21 世纪头 10 年的变化似乎表明，华侨华人回来了，但笔者认为已不可能恢复往昔

的局面。根据笔者在萨尔瓦多的调查，这里的新移民基本上都以餐饮业为主，大部分人还处于起步阶段，给

人的强烈感觉是，今天萨尔瓦多的新移民历史已与萨尔瓦多作为首都时的传统华人历史没有任何意义上

“接合感”，藕断且丝不连。倒是笔者已经调查过的其他后起城市，尤其东部沿海的累西腓和福塔莱萨，中国

新移民满目皆是（主要来自福建、广东和浙江）。他们开的店铺鳞次栉比，已经形成了“准唐人街”的外观。
巴西学者马赛拉·阿莫林在 2016 年写的一篇论文中指出，中国移民跟来自其他国际移民群体一样，主

要聚居在巴西东南部的发达地区（包含 4 个州即圣保罗、里约、米纳斯和圣埃斯皮里图）。东南部地区的中

国移民占中国移民总数（37 417）的 80.7%。巴西南部发达地区中国移民占其总人口的 7.1%，东北部欠发达

地区的中国移民占其总数的 7.2%，地广人稀的北部和中西部，中国移民人数只占其总人数 （37 417）的

2.6%和 2.4%③。

图 1 2010—2014 年中国籍移民在巴西的地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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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赛拉·阿莫林上述有关中国移民的各项数据为束长生向笔者提供。
②马赛拉·阿莫林上述有关中国移民的各项数据为束长生向笔者提供。
③FERREIRA，Gisele da Silva（2016）.“Expansao da Populacao Asiática no Brasil e no Rio Grande do Sul”. https：//www.pucrs.

br/face/wp-content/uploads/sites/6/2016/03/51_GISELE-DA-SILVA-FERREIRA.pdf
④上述有关中国移民在巴西区域的分布情况据束长生提供数据。

按照马赛拉·阿莫林的论文，中国移民主要居住在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米纳斯吉拉斯和圣埃斯皮里图

这 4 个州的首府及其附近的城市地区：圣保罗大都会地区（MR-SP）有 16 331 人，占圣保罗州总中国移民人

口的 77.1%；里约热内卢大都会地区（MR-RJ）有 6 556 人，占里约热内卢州中国移民总人口的 88.5%；贝洛

里藏特大都会区（MR-BH）有 359 人，占米纳斯吉拉斯州中国移民人口的 26.3%；相比之下，维多利亚大都

会区（MR-GV）只有 224 名中国移民，占圣埃斯皮里图州中国移民人口的 83.6% ①。

马赛拉·阿莫林还指出，在米纳斯吉拉斯州总共有 1 364 名中国移民，他们分别聚居在几个城市，一是

首府贝洛里藏特市，该市的中国移民占该州中国移民总人数 26.30%；二是包索市（Pouso Alegre），该市的中

国移民人数占该州中国人总数的 17.3%；三是白金城（Ouro Branco），该市的中国移民占该州中国人总数的

15%；四是伊帕廷加（Ipatinga），该市的中国移民人数占该州中国人总数的 7.2%②。
巴西学者吉赛莉·费雷拉（Gisele da Silva Ferreira）的研究表明③，在南大河州（Rio Grande do Sul），有大

约 146 名中国移民在 SINCRE 系统有登记。在该州首府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中国移民几乎全部生活

在城市里。中国移民集中在阿雷格里港（80.5%）和圣莱奥波尔多市（Sao Leopoldo）（6.4%）。居住在阿雷格里

港的中国移民主要经营商店，销售来自中国的小商品，他们中，独立经营者占 47.2%，雇员占 30.5%。而居住

在圣莱奥波尔多市的中国移民主要从事街头小商品贩卖的工作。
吉赛莉·费雷拉的数据来源是巴西地理统计局 2000 年和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根据人口普查结果，

2010 年，在南大河州的中国移民中，大约 36.7% 是单身，48.0%已婚，其他人处于离婚、分居、寡居等。其中

42.6%的人具有高中以上和大学以下学历。费雷拉指出，在 2010 年，居住在南大河州的中国移民的平均工

资为每月 2 320 雷亚尔，人均月收入是 1 441 雷亚尔。该研究发现，中国移民家庭平均只有 1.1 个孩子，而日

本移民家庭平均有 3.0 个孩子。对这种差异，费雷拉作出这样的解释：中国政府自 1979 年以来推行独生子

女政策，因此，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家庭更倾向于少生，日本移民有不少家庭在南大河州从事农业生产，他

们更愿意多生几个孩子④。
如果将传统移民时代与新移民时代的巴西华侨华人放在一起进行对照，可以看出，华侨华人的祖籍可

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 1949 年前到巴西居住的老华侨，祖籍多是广东；二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到巴西的，

多为江浙、山东人；三是 20 世纪 70 年代移居巴西的，以台湾籍为主；四是改革开放后从中国大陆沿海各省

市移居的新移民。今天巴西的中国新移民来源地，已经遍布中国大陆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包括广东、福建、
浙江、江苏、湖北、山东、北京、台湾、安徽、湖南、四川、广西、贵州、云南、吉林等。这与拉丁美洲多数国家的

图 2 2000—2014 年中国籍移民主要聚居于几个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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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笔者本人 2019 年 12 月 20 日在巴西调研时所见当地侨社传媒资料。
②（中国广东）台山政府网资料，Access：29/06/2016.
③（广州）羊城晚报社沈卫红黄丽娜的报道，2016 年 8 月 7 日. Http：//wap.ycwb.com/content_22676545.
④郭秉强：《巴西青田华侨纪实：1910—1994》，据 2005 年由青田县政府出资刊印本（内部出版）。
⑤上述数据由束长生提供。

新移民来源地集中于中国少数省（区）甚至一两个省（区）的情况大不相同。
到 1978 年，在巴西的华侨华人总人数也只有 65 000 人左右。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大陆人不断移民

巴西，由少变多，到 1990 年，巴西华侨华人总人数达到 10 万人左右。1997 年以后，大陆移民巴西的人口快

速增长。21 世纪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巴西华侨华人总数一直维持在 20 万人的说法，到 2019 年下半年，这一

数字已经增长到约 30 万。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中，来自广东、浙江、福建这些侨乡的移民，占新移民的大多

数。他们基本上聚居在巴西东南部发达地区的几个大城市，以青壮年为主，多处于 25—40 岁年龄段。不管

是短期签证移民或是长期签证移民，都占 50%以上。中国新移民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目前，高中以上大学

以下人口占总人口 50%，有 1%左右的中国移民甚至有硕士和博士学位①。
如果要列举巴西华侨华人历史上的“双星座”的话，则可以以广东台山和浙江青田为代表。巴西大多数

华侨华人来自中国广东省台山市。台山是中国的著名侨乡，海外华侨华人近 160 万②。台山市旅居巴西侨民

最多的，是海宴镇。2016 年 8 月羊城晚报在网上发表报道称，海宴镇有很多个“巴西村”，成百上千的村民从

这里移居巴西。报道称，目前有 14 650 多名“巴西村”的村民移居巴西，约占巴西华侨华人总人口的 7%③。除

广东台山外，浙江省青田县则是巴西华侨华人另一个来源地。20 世纪初，青田人开始移居法国，部分人又从

法国移居巴西，还有一些青田人直接从中国移居巴西。目前，在里约热内卢，青田移民有近 5 000 人，在整个

巴西，青田移民及其后代约有 5 万人，约占中国大陆华侨华人移民总人数的 1/6④。
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侨华人的移民目的呈多元化样态，或是继承祖业，或是与亲人团聚，或是学习，或是

经商。若按移民的文化程度来看，改革开放后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文化程度高低不等，资金拥有量多少

不等，知识专长五花八门，但不少既拥有资金也具有知识专长的新移民能将两者相结合，开始创建规模较

大、技术含量较高、现代化水平较强的现代企业。重要的是，由于他们有现代化的商业知识，一来到巴西就

能够甩掉前辈用于养家创业的提篮小卖、锅碗瓢盆，直接进入进出口贸易或办实业的领域。也有一部分新

移民的文化程度不高，不懂得居住国语言，没有特殊技能，只能从餐馆或小工厂等做起。值得一提的是，在

2011 年至 2018 年期间，中国投资移民逐年增多，总数是 918 人，估计很快就突破 1 000 人大关。中国公民

个人对巴西的投资，已经近 2 亿雷亚尔，在 4 个投资移民主要来源国中，继意大利和葡萄牙之后排名第三

（第四名是法国）⑤。

二、网络移民中的非正常渠道移民

巴西的新老移民的运行过程存在着血缘因素和地缘关系的相互叠合作用。血缘关系所引带的移民关

系亲密但数量较少，地缘关系所引带的移民关系散但数量大得多，同时具有血缘因素的移民也充分利用地

缘关系。这里先就血缘关系做一说明。所谓血缘关系，更恰切的说法是宗亲关系，即父母和兄弟姐妹之外的

所有亲戚关系也包含在内。血缘关系的移民，一般表现为家庭化、家族化或宗亲化（可统一称为“家庭化”）。
所谓“家庭化”，有学者阐析如下：先是一个移民（通常是作为一家之主的男性）先行出国，其家眷和子女留

在家乡，暂时两地（国）分居。等到他本人创业有成之后，便以家庭团聚名义将留守国内的成员一次或数次

接到侨居地来，从而在海外建立起第一个层级的迁居家庭。等这个家庭的成员经过几年拼搏并有了一定经

济基础后，再充分利用侨居国的团聚政策，设法帮助家乡的近亲依次出国，形成第二层级的迁居家庭。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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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夏凤珍：《互动视野下的海外新移民研究：以浙江侨乡发展为例》，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年，第 54 页。

“游戏”继续玩下去，依此类推，后面各层级的海外家庭（每一层级都属于前一层级的近亲）会相继出现。于

是，海外血缘家庭就一个接一个在异国他乡产生①。当然，多个层级的移民后，最后层级的家庭成员跟第一

层级的亲戚关系便越来越松散，但作为亲戚在海外仍“聊胜于无”，也会互相帮助。这种现象在拉美国家比

较普遍，巴西也有类似情况。但目前不知道巴西已有多少个华人家庭复制过这样的迁居模式，因而也不知

道通过这种模式迁居出去的移民有多少。不过就这一现象的延续性来说，笔者认为“家庭化”移民现象不大

可能长远持续下去。在华侨华人的家乡发生越来越深刻变化的形势下，他们在家乡的家族后代，要沿着先

辈的路继续走下去已经越来越难，他们主观上对这类移民也越来越冷淡。
就巴西来说，较有典型特征的这类型移民方式是广东台山市海宴镇的“巴西村”。在海宴石阁村一带，

多条“巴西村”连成一片。自 1992 年起，海宴人开始大规模移民巴西，陆续从这里走出去旅居巴西的华侨华

人数之多，堪称蔚为大观。当然，很多在巴西的海宴人家族并不一定居住在一起，更不一定从事同一个行

业。他们更愿意做不同的工作，彼此互补，避免同族竞争，但他们平时的联系十分密切。
如果希望移民的人没有血缘关系，而只存在着地缘关系，自然可以利用地缘网络进行移民。他们移居

国外的过程中以及到了居住地后，也可以互相帮助。就血缘网络移民与地缘网络移民两者比较而言，后者

拖带过来的移民人数理论上应该更多。不过从现实情况来看，是很难将两类型移民严格区分开来的。更多

的情况是，血缘网络移民常被“淹没”在地缘网络移民中。巴西一些血缘性的家庭化移民，往往是建立在地

缘基础上的。这类移民的家庭、家族或宗亲，多数来自中国农村，一般都生长在某一个不太广阔的方言地域

内，移民过程往往离不开地缘网络的帮助。但要明白，移民过程的家庭化，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居住地职业的

家庭化。相反，一个大家族下的不同家庭，在居住地的职业选择往往是分散的、非同业的，目的是避免相互

竞争，也是为了谋生上的互补。
不可否认，网络移民是“有偿服务”的。这种服务，一般是通过移民成功后在目的地践行先前的“承诺”

来实现。这种情况下的“承诺”，是没有书面记载的。一般流程是，一个出国者由已经在目的地做老板的亲

属、亲戚或朋友出钱出力，帮助他办好各种手续，待出国者到达目的地后，便在帮他出国的那位做老板的亲

属、亲戚或朋友的店里打工一段时间（一般 3 年左右），以偿还先前移民过程中办理出国手续、购买机票等

项债务。打工期间没有工资，但老板会包吃包住。一般 3 年期满，出国者本人便可自主选择到别处打工谋生

（当然也可以留在老板的店里打工，如果双方都愿意的话）。在这里，出国者与帮他出国的老板的关系是亲

属、亲戚或朋友。无疑，前者出国的整个过程均有赖于后者帮忙。没有后者的帮忙，前者寸步难行。一般来

说也只有存在着这些关系，后者才愿意帮前者的忙。这是各取所需的事情，前者愿意出国，后者需要帮工。
既然需要帮工，当然是亲属、亲戚或朋友更靠得住。当然从老板家乡来的帮工，也有可能是素不相识的人，

但同样要经过上述出国流程。
循合法渠道从一个国家移民另一个国家，是世界各国赋予一国公民的一项权利，也是国际公认的基本

人权之一。所谓循合法渠道，包括了合法出国、合法进入移民目的地国、合法在目的地国定居（包括合法取

得居留身份和合法取得居留国公民身份）等环节。世界各国对本国公民的出国、他国公民的入境和定居，都

有详细的规定。包括中国公民在内，各国公民在移民他国时，一般都会遵循正常的法规、渠道和规范。这里

所描述的，是一小部分非正常渠道移民（巴西通常称作“不合规移民”）的情况。
客观地说，“非法移民”也是移民。他们的移民之所以被认定为“非法”，主要是在出国、入境和过期居留

三个环节中的某一个环节上，或者其中的两个乃至三个环节上。就移民吸收国而言，则是指三个环节中的

第二、第三个环节。但是从“非法移民”在其居住国的经济贡献来说，他们的作用基本上还是正面的。他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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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⑤《巴西对非法移民大赦，对 09 年 2 月 1 日后入境者无效》，中国网据巴西南美侨报/巴西侨网报道，2009 年 3 月 16 日。
②《巴西对非法移民大赦，对 09 年 2 月 1 日后入境者无效》，中国网据巴西南美侨报/巴西侨网报道，2009 年 3 月 16 日。但

在 2009 年 4 月，参议院在审议该法案时，对入境日期的规定作了修改，把入境时间限定在 2008 年 11 月 1 日之前。该法案又

退回联邦众议院重新审议。结果仍然维持众议院所提议的 2009 年 2 月 1 日之前入境的期限，并获得众议院全体大会的通过。
③《巴西总统将签非法移民大赦令，华人代表出席》，2009 年 7 月 2 日，来源：中国新闻社。
④《巴西年底大赦四万名非法移民》，《温州日报》2008 年 11 月 16 日。

极不相称的低廉价格出卖自身劳动力换来的收入，为居住国经济发展做出了比其收入大得多的贡献。所以

对于各国“非法移民”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尽早除掉箍在头上的“非法”二字。最令他们兴奋的事件，是希

望巴西政府颁布像 2009 年那样的“大赦”政策，从而获得合法居留身份。其实，就在 2008 年 11 月，巴西政

府就计划修改移民法，对“非正常移民”进行新一轮“大赦”。这次“大赦”是对已在巴西居住了一定时间且没

有犯罪记录的外国公民在法律上“脱非化”，并使之达到居留合法化的一种特殊手段。据认为，新移民法一

改军政府时代制定的老移民法过分强调国家安全问题的弊端，更加注重“人道主义”，尽可能简化办理移民

过程中的各种繁杂手续。这也是那时候吸引包括部分中国移民在内的各国移民纷至沓来的重要因素。
“大赦”一词本是各国华侨华人对英文“REGULARIZATION”（规范化）的俗解，带有某种“戏说”成分，与

刑事上的“大赦”是两回事。后者是指刑事责任完全归于消灭，尚未追诉的，不再追诉；已经追诉的，撤销追

诉；已受罪、刑宣告的，宣告归于无效。因此凡蒙大赦者，被赦免之罪不作为刑事前科和累犯的理由。但对非

法移民的“大赦”，一般来说与刑事无关。凡发现有未予追究的刑事行为的，不在“大赦”之列。非法移民的

“大赦”指的是通过法律途径使在其境内滞留的“非法移民”的居留达致合法化的行为。一些西方国家，每隔

一些年就要颁布一次“大赦”，巴西亦然。据查，巴西近 30 来年已对“非正常移民”实行过 3 次“大赦”。最近

一次是 1998 年，当时由卡多佐总统签署“大赦令”，有近 4 万名（一说 2.5 万）“非法移民”取得了合法身份，

其中华侨约有 9 000 名；再上一次是 1988 年，由葛洛总统签署“大赦令”，共有 3.8 万外国人获得合法居留

权①，其中华侨人数不详；又再上一次是 1981 年。可见巴西是个有“大赦”传统的国家。这也可能是巴西能够

成为民族熔炉的原因之一。
2009 年巴西的“大赦”是进入新世纪后发生的对国际移民问题影响较大的一次“大赦”。巴西政府于

2007 年下半年就开始研究相关政策，制定了实施方案。卢拉总统原计划以总统颁发临时法令的方式公布

“大赦”令，意在避开以国会议案形式进行“大赦”的烦琐程序（这一程序是先由众院表决再送参议院表决，

因议案太多而可能旷日持久）。不过卢拉在 2009 年初还是放弃了临时法令方式而改由国会表决。2009 年 2
月 18 日，经过两年多的审议，巴西联邦众议院通过卡洛斯·扎巴吉尼起草的 1664 号法案，规定凡是 2009
年 2 月 1 日以前抵达巴西并滞留未归而符合该次“大赦”条件者，届时可在指定时间到指定地点办理在巴

居住手续，而 2 月 1 日之后进入巴西者则不在“大赦”范围②。2009 年 6 月 4 日，巴西众议院表决通过了针对

非法移民的“大赦法案”。7 月 2 日下午，举行总统签字仪式；7 月 3 日，该法令将在政府公报刊出（“大赦法

案”正式生效是 7 月 6 日）。总统签字仪式时，巴西司法部特意邀请了部分华侨华人社团代表出席，见证签

署过程及了解办理“大赦”相关手续。受到司法部邀请的华人侨领和代表有：李炎昌、梅裔辉、陈沃康、李玉

柏、吴耀宙、叶康雄、叶康妙、赵永平、田波等③。
根据 1664 号议案，估计将有 5 万多外国来的“非正常移民”通过大赦获得巴西的合法居留权。又据悉，

在此次大赦前，在巴西境内共有约 87 万名拥有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移民④。这样，加上即将被“大赦”的 5
万人，则在巴西境内拥有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移民便达到 92 万⑤。

20 世纪 70 年代末后来巴西的中国新移民中，有一部分为“非正常渠道”（通常国际上的用语是“非法”）
入境者。拉丁美洲“非法移民”人数众多。这些“非法移民”既来自其他洲别的国家，也来自拉丁美洲内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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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巴西对非法移民大赦，对 09 年 2 月 1 日后入境者无效》，中国网据巴西南美侨报/巴西侨网报道，2009 年 3 月 16 日。
②《五千多名中国人获得巴西合法居留权》，2010 年 1 月 7 日，来源：大众网。
③Vannildo Mendes：http：//politica.estadao.com.br/noticias/geral，brasil-anistia-41816-estrangeiros-em-situacao-irregular，

491657. Access：29/9/2016.
④束长生通过政府网站申请了 1988 年、1998 年和 2009 年巴西三次“大赦”的公开数据。巴西联邦警察局给他的电子邮件

（mensagem eletronica n.o 077/2017-SIC/DIREX/PF）只说 2009 年至 2016 年期间，总共有 3688 名持中国护照的不合规移民获得

了“大赦”。此据束长生给笔者提供的信息。

国。有资料说，非正规经济活动是拉丁美洲的重要就业来源。据世界经济论坛统计，在 2017 年，近 1.4 亿拉

丁美洲人，约占劳动人口的 55%，在非正规经济领域劳作，约 2.41 亿人得不到社会保障①。这几个数字仅供

参考。
从 2009 年“大赦”的背景来看，生活在巴西的“非法移民”最多的国家是玻利维亚、秘鲁和巴拉圭。“大

赦”前曾有人估计，将有一万多名华侨华人获得合法居留身份。但实际情况比这个估计小得多。据巴西司法

部消息，2009 年“大赦”时，在申请办理并获得合法居留手续的外国人中，玻利维亚人最多，共 1.6 万人；其

次为中国人，共有 5 492 人；再次是秘鲁人、巴拉圭人和韩国人，分别是 4 652 人、135 人和 1 129 人。另

外，还有 2 390 名欧洲人办理并获得合法居留权，他们大多数是在巴西开餐馆、酒吧和客栈的英国人、法国

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来自非洲的 2 700 名“非法移民”也获得了合法居留权②。
据巴西记者 Vannildo Mendes2009 年称，2009 年“大赦”期间，有 5492 名来自中国大陆的不合规移民向

巴西移民机构申请了“大赦”③。因为上一次“大赦”是在 1998 年（那次“大赦”几乎赦免了所有的不合规移

民），按照 10 年中产生有 5 492 名不合规移民这个参照，可以这样认为，从 1999 年到 2008 年的 10 年间，平

均每年有 549 名不合规移民进入巴西。据巴西政府透露，2009 年的“大赦”中，中国籍不合规移民 5 492 人

提出了申请中，只有 3 688 人获得“大赦”，其余 1 804 人仍旧处于不合规状态。因此估计，从 2010 年到 2014
年的 5 年期间，大约有 4 549 名来中国大陆籍的不合规移民生活在巴西各地④，实际人数可能会超过这个

数字。
当然，巴西所承受的非法移民压力，没有也不可能因为 2009 年一次最新的“大赦”而消失。“非法移民”

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世界性现象，也是个国际性的难题。对这些人来说，他们往往因为没有合法身份而被迫

打黑工，在恶劣条件下工作生活，还享受不到应有的医疗和教育等权益。巴西 2009 年“大赦”后，华侨华人

中的这一问题得到缓解，有利于他们权益的维护，也有利于华侨华人更和谐地融入当地社会。
束长生认为，很难估计有多少持有中国护照的不合规移民生活在巴西。有人通过分析中国籍移民入境

巴西时的交通工具，可以估算出不合规移民（即“非正常渠道移民”）的大致规模。束长生举出巴西学者马塞

拉·阿莫林（Marcela S.M.A. Amorim）2016 年提供的中国移民的入境交通工具和入境口岸作为根据。由于中

巴两国相距 1 万多公里，进入巴西最常见的正规方式应该是乘飞机。有些人乘飞机入境时合法，但入境后

逾期不归，就成了不合规移民，这些人应属少数。更多的不合规移民在抵达巴西时一般乘船、公共汽车等交

通工具。根据马赛拉·阿莫林 2016 年提供的信息，2000—2014 年期间，中国移民入境巴西时的交通工具是

飞机，占入境总人数的 82.6%（见图 3），主要入境口岸有里约热内卢机场（22.4%乘飞机的中国移民从这里

入境）和圣保罗（73.67 %乘飞机的中国移民从这里入境）；其次是乘巴士，有 8.9%中国移民乘巴士入境巴西

（见图 3），主要入境口岸有巴拉那州的边境城市伊瓜苏市（Foz do Iguassu，有 68.9%乘巴士的中国移民从这

里进入巴西），以及南马托格罗索的科伦巴市（Corumbá，有 16.14%乘巴士入境的中国移民从这里进入巴

西）。这两个州都拥有高度活跃的陆地边境线：巴拉那州的伊瓜苏市是一个三重边境城市，巴西、阿根廷和

巴拉圭在此接壤；南马托格罗索州与玻利维亚有绵长的国界线。
根据马赛拉·阿莫林 2016 年的研究，2000—2014 年期间，有 1 985 人乘船抵达巴西。这些移民极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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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马赛拉·阿莫林的研究数据 AMORIM，Marcela S. M. Alves ，“O imigrante chinês no Brasil e no Sudeste：Uma análise dos
dados do Censo demográfico （2010）e SINCRE - Polícia Federal （2000 a 2014）”. Caderno de Geografia，v.26，número especial 1，

2016. DOI 10.5752/p.2318-2962.2016v26 nesp1p182.由束长生向笔者提供。

图 3 2000—2014 年中国籍移民入境巴西时的交通工具

资料来源：Relatório Anual 2020，ObMigra，p.26.由束长生提供

图 4 2019 年与 2020 年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巴西国际移民减少

能是“集装箱移民”。她说，有 34.05%的乘船的中国移民从帕拉伊巴州入境，其次是圣保罗州 ，有 18.94%的

乘船移民从圣保罗州入境，第三大口岸是里约热内卢，有 17.9% 的乘船的中国移民从里约热内卢州入境巴

西；另外，大约有 12.84%的乘船的中国移民从伯南布哥州入境。根据马赛拉·阿莫林 2016 年的研究，2000—
2014 年期间，利用其他交通工具入境巴西的中国移民有 1 152 人，占入境总人数的 3.08%①。

综上所述，2000—2014 年期间，进入巴西的不合规移民总共 6 494 人（笔者注：以最后结果定性），其中

乘巴士的 3 357 人，轮船的 1 985 人，乘其他交通工具的 1 152 人②。他们在申请合法化时，向巴西政府如实

申报了他们的入境交通工具，或者说，如实申报了他们曾经的偷渡行为。

笔者相信大部分不合规移民是奔着传说中的“大赦”而到巴西的，他们只是众多来自各国的不合规移

民的一小部分。很多年前，巴西民间就有 2018 年将对不合规移民进行“大赦”的传言，但结果表明这一传言

没有成为事实，导致从不同国家到巴西来的不合规移民对此大失所望。据束长生估计，目前生活在巴西的

中国不合规移民至少有约 6 000 名。他们由于 2020 年 2 月在巴西开始的新冠病毒大流行而生活艰难。为了

获得巴西的合法身份，在 2019—2020 年期间，有 1 429 人申请了巴西的“难民”身份。至于申请结果，现在无

从得知。

三、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对华侨华人移居巴西的影响

2020 年 3 月，新冠病毒开始传播到巴西，2020 年，整个巴西的经济与社会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国际移

民向巴西的流动也处于直线下降的状态。比如说，在2019年，有1 829名中国移民（短期和长期签证）在巴西

国际移民登记系统（SisMigra）里登记，其中，女性633人，男性1 196人；在2020年，只有125名中国移民（短期

和长期签证）在巴西国际移民登记系统（SisMigra）里登记。受新冠病毒影响，2020 年的中国移民登记人数比

2019年减少了93%。其他国籍的移民也在减少，比如玻利维亚减少了91%，美国籍移民减少了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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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李超、郭亦非：“百年海外谋生史，30 万青田华商如今面临去留抉择”，腾讯新闻棱镜深网，2020-04-14，Access on
24/06/2021：https：//www.36kr.com/p/664538328805254.由束长生向笔者提供。
④上述数据由束长生向笔者提供。
⑤约从 2019 年 12 月开始（其时笔者在巴西），巴西侨社把巴西华侨华人总人数由先前已持续了很多年的 20 万人更改为

30 万人，但后面的细分数字未见更改，这里仍据其旧。此后传媒有关巴西华侨华人总人数的大多数公开报道都采用 30 万人。
⑥广东海外侨务资源调研组南美线小组：《南美地区侨务资源调研报告》，载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广东省社会科学

院：《侨力资源新优势与广东转型发展———2011 广东海外资源调研报告》，第 234 页。

据李超、郭亦非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的报道，2014 世界杯赛后，巴西经济持续下滑，2015 年底，雷亚尔

对美元累计贬值 46%，加之通胀率上升和当地消费能力下降，巴西青田商人延续传统的“国际贸易—批

发—零售”面临挑战，不少华商外贸公司倒闭和停业①。“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让海外经商的华人都遭受

到损失，其中，又以青田侨商为最。在巴西，本地人商户目前有 5 成闭店，而华人商铺则是从 2020 年 3 月中

旬开始小部分歇业，如今已经有九成暂停了营业”；“小点的商店一个月损失几万块，较大的店，包括租金、
员工工资、管理费会计费等在内，每月要损失 20 万巴币（大约 27 万元人民币）”②。相较国内，巴西的电商发

展滞后，2016 年后才开始起步，但因为华人主要做批发生意，所以线下仍然是他们的主要渠道，这也让华人

在全球疫情期间遭受了更大损失，为了避免坐吃山空，许多华商最近开始扩大线上批发的规模③。
如果说疫情期间老板的日子已经很不好过，那么打工仔特别是那些无合法身份的日子更艰难。由于众

所期盼的 2018 年“大赦”并未落实，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不合规移民生活在巴西，但有理由相信，其数量肯定

不会少于 2009 年的 5 492 人。这些不合规移民怎么办? 根据 2019 年和 2020 年的 ObMigra 移民报告，有些

中国不合规移民申请了巴西的“难民”身份。21 世纪以来，虽然巴西政府从来没有把中国列为“难民”来源

国，但是偶尔也有中国不合规移民申请巴西的“难民”身份，有时也申请成功④。

四、巴西现有中国新移民人口参考数据

在传统移民时代移居巴西最多的中国人，分别来自广东、浙江和台湾三地，形成了三足鼎立局面。由于

找不到历史上就这三大地缘群体的人口数据，这里且以在今天三大地缘群体的数据做一参照。粗略地看，

今天的移民人口结构与历史上的结构应是高度吻合的。三大群体中，数广东移民人数最多，广东人中又数

台山籍人数最多，但相关情况最为模糊。只知道今天巴西的华侨华人（包括新移民）约有 20 万人⑤，其中圣

保罗约 18 万人，广东籍就有约 8 万人。里约热内卢约有 1.8 万人左右，广东籍约 1.5 万人。从全国来看，广

东华侨华人约占 50%，约有 10 万人⑥。虽然目前尚难分辨广东籍华侨华人中的传统移民和新移民各自所占

的人数和比例，但由于巴西的传统移民历史较久远，广东传统移民（包括华裔）人数所占的比例肯定很高。
不管是什么时期的移民，来到巴西之初，一般会在一定范围内聚集而居，天长日久，一些人才因工作原因而

他迁。
笔者通过巴西束长生教授得到了 2000 年至 2014 年期间在 SINCRE 系统登记的中国移民总人数，这里

列出来供参考。巴西政府根据其外国人登记系统（SINCRE）的数据，发表了 2015 年国际移民观察报告，对

2000 年至 2014 年以来入境巴西的国际移民的基本情况做了详细的调查，对中国移民的基本数据也有公

布。根据 2021 年年初束长生在巴西司法部 Portal de Imigracao 网站阅读的 2015 年年度报告数据，并对持长

期签证和短期签证的人数所做的详细了解，知悉该资料仅对持永久居留权（俗称“绿卡”）的人数做一观

察。据束长生研究，自 2000 年到 2014 年，在巴西 SINCRE 登记的所有中国大陆新移民中，持有永久居留权

（签证）的总人数为 28 373 人（见图 5），2009 年是巴西“大赦”年，有 5 492 名持中国大陆护照的非法移民

申请了“大赦”，其中只有 3 688 人获得“大赦”（成功率是 67%），因此，2009 年获得巴西永久居留权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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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巴西圣保罗大学东方文学系束长生副教授在巴西司法部创办的 Portal de Imigracao 网站（https：//portaldeimigracao.mj.
gov.br/pt/）上阅读的 2015 年年度报告记录，并对该报告提供的中国移民基本数据所做的梳理。该资料由束长生向笔者提供。

图 6 2000—2014 年中国籍持巴西短期签证的移民人数

资料来源：根据巴西国际移民观察站 2015 年度报告数据绘制（Tabelas1.2.2 & 1.2.5. Relatório Anual de 2015，p.47-50.）

图 5 2000—2014 年 SINCRE 系统登记的中国籍持永久签证移民人数

特别多，跟 2008 相比，增长了 454%，但是如果排除 2009 年的“大赦”政策因素（也就是说去掉 3 688 这个数

字），那么，2000—2014 年期间，拥有巴西永久居留权的大陆移民的年平均增长率是 15%①。

另外，根据 2015 年年度报告，在 28 373 名持有巴西永久居留权的中国移民中，女性占 51%，男性占

49%，男女人数大致持平，性别均衡。

上图显示，在巴西的国际移民登记系统中，2000 年至 2014 年期间，持短期签证的中国大陆新移民总共

有 13 413 名，年平均增长率为 25%。这说明，在此期间，中国和巴西的人员交流很频繁，而且不断加快。他们

持有巴西各类短期签证（留学、劳务、商务等），通常是一年期，可延长；也有些签证只有 6 个月且不可延

长）。他们大多数在签证到期后就离开巴西了，但也有少数人留在巴西，具体情况不详。另外，持短期签证

的中国大陆新移民人口中，男性人数是 11 022 人，占总人数的 82%，女性人数是 2 391 人，占总人数的

18%。短期移民人口中，男多女少。这说明，大多数持短期签证来巴西的中国移民，主要以 25—40 岁的男性

青壮年为主（59%），老人和小孩通常不会跟他们在一起。还有很多人把妻子也留在国内，一旦男方在巴西稳

定地居留下来，就会设法把妻子接过来。但可以相信，夫妻俩在巴西都拿到永久居留权之后的中国移民，仍

倾向于把老人和小孩留在国内。究其原因，一是小孩子要在中国念书，就需要老人照顾；二是老年人不愿离

开熟悉的家乡而迁居一个路途遥远、语言不通且文化迥异的陌生环境。

结 论

1979 年中国改革开放后，承继中国与巴西 1974 年建交以来的上行趋势，两国关系加速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后，以日用小商品为主的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畅销拉美国家，巴西是中国商品的重要出口国之

一。伴随着中国商品的大量输入，越来越多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迁居巴西。在开始阶段，中国新移民的来

源地仍是传统华人的主要来源地广东省和浙江省，后来逐渐扩散到其他沿海省市，乃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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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Betong Overseas Chinese from Chaozhou in Thailand
Zheng Yisheng

（Guangxi /Guangxi Overseas Chinese Hometown Cultural Research Center,
Nanling, Guangxi 530006）

Minzu University

Abstract：Betong overseas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has cultural ecology with geographic space. The ancestors of overseas Chi－
nese from Chaozhou moved from China to Thailand, then transferred to Betong for all kinds of reasons.At the beginning Betong overseas
Chinese from Chaozhou made a living on planting vegetables or rice. They expanded to other industries with saving. The association of
Betong overseas Chinese from Chaozhou set up early and formed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Overseas Chinese from Chaozhou played partic－
ularly important role in constructing the headquarter as Betong Charity House of local overseas Chinese society.

Key words：Betong Thailand; Overseas Chinese from Chaozhou; Society

The New Migrants in Brail from Mainland: An Exploration Based on the
Data of Population Growth

Gao Weinong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ese mainlandAbstract：In Latin America,Brazil is one of countries with the most population of new migrants from .Most of them
are at the status of temporary residence with Licence of Residence. In the meanwhile, some of them accede to the local nationality.The
growth of population of new migrants in Brazil from depends on a rapid increase of the daily commodities from China
which were sold well in Brazil after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new migrants mostly distribute around the major cities in the
eastern and southern Brazil.Most of them are engaged in commerce.Sao Paulo is densely populated by overseas Chinese in Brazil.The
source of new migrants in Brazil from has expanded from Guangdong Province and Zhejiang Province to most provinces
of the eastern China and middle-western China.

Key words：Brazil；Overseas Chinese；Immigration

西部大部分省市。到 21 世纪之交，新移民的来源地已经遍布中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他

们基本上仍然居住在 1949 年以前传统华人居住的巴西东部和南部大城市，只有很少一部分居住在巴西个

别内陆城市。各个城市的华侨华人人数极不平衡。中国新移民同样传承传统华人的主要职业，从事餐饮业、
杂货业（含食品和日用百货）以及进出口贸易等。他们以华侨华人人数最集中的圣保罗为中心，将中国商品

转销巴西其他东部和南部城市，一小部分也转销内陆。与传统华人时代已经成长起来的享有崇高地位的华

人大企业家相比，中国大陆新移民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责任编辑：黄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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