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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广东省侨乡的经济变化与海外 

华侨华人——以台山市的新移民和侨汇为中心 
  

[日]山岸猛 

 

前  言 

 

改革开放后中国急速的经济增长引起了世界的注目。众所周知，其原因之一是海外华

侨华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然，虽然问题很多，也很复杂，但 21 世纪忽略了亚洲经济

就难以叙述世界经济。尤其是华侨华人经济的动向受到了注视。海外华侨华人经济对中国

大陆的经济影响很大，今后也将继续保持一定的影响力。我们有必要对这种大的潮流加以

阐述。 

但这里有必要说明形成这种潜在趋势的海外华侨华人的中国家乡(侨乡)的改革开放

后的经济增长及与海外亲属的经济联系处于何种状态。因为这是理解海外华侨华人经济与

中国的表层大潮流(经济网络)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最近日本的报纸（例如《朝日新闻》1996

年 11 月 21 日)也编辑了“华人网络”特集，从中可以看到来自侨乡的报告。但这一方面

的研究在日本几近空白。例如，有关改革开放后海外华侨华人向中国的侨乡亲属的汇款（侨

汇）如何、在华侨出身地依赖侨汇的侨眷和一般农民的生活状况如何、来自华侨出身地的

投奔海外亲属的海外移民的状况如何，由于资料的限制等，几乎还未得到阐明。 

本文出于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拟以最大的侨乡广东省为中心，就改革开放后侨乡的侨

汇、侨户和非侨户的收入差距和新移民加以考察。 

 

一．广东省整体的海外移居状况 

 

1．改革开放前后往港澳的移居 

    约有 90％的港澳居民的祖籍是广东。新中国成立后广东省与港澳之间的人口移动仍在

持续。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曾有过从港澳回到广东省的人数增加的时期，但由于当时政

策的影响，不久从港澳的回乡人数便大为减少。与此相反，从广东省到港澳的出境者则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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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但人们认为 1971 年以前从广东省前往港澳的 30 万名出境者中有相当多的非法出境

者。在 1971 年至 1982 年的 12 年期间，正式获准从广东省前往港澳的人为 30 多万人（参

照表 1)。仅次于广东省的第二大侨乡福建省当然也有侨属和归侨的出国者和出境者。仅就

前往港澳台的出境者来看，仅 1979－1984 年这 5 年期间就有 10 万人以上获得政府批准移

居港澳台。 

文革时期处于一种出国、出境对一般群众(包括侨眷)来说极其困难的社会、政治状况。

侨眷被说成“与海外有特殊关系”及“外国的间谍”等, 侨汇也被批为“剥削”，处于苦

难的处境下。为此，许多侨属投奔海外的亲戚逃到海外。但在对外开放之前，出境是很困

难的。因此 1979－1980 年大量的侨眷(包括归侨)移居海外也是这一时期才获得中国政府

的批准。特别是从最大的侨乡广东省的出国、出境人数占了大多数。 

 

表 1  1971－1982 年期间广东省获准往港澳定居的人数 

          (单位:人) 

 香 港 澳 门 

1971 年 

    1972 年 

1973 年 

1974 年 

1975 年 

1976 年 

1977 年 

575 

3970 

17694 

8863 

7056 

8259 

10546 

 

 

1971-1977 年 

 

合计 56963 

 

 

    1977 年 

1977 年 

1980 年 

1981 年 

1982 年 

23038 

26609 

24927 

26706 

27204 

3834 

44742 

4822 

4895 

4857 

合  计 185447 120113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 广东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年 4 月，  

第 158 页。 

 

2．改革开放时期台山及广东省其他侨乡的海外移居 

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是出国者最多的年份，从广东省前往港澳地区以外的人有42000

人以上。其中，往美国的移居者为 16 000 人，占 38％，往加拿大的移居者为 11 000 人，
占 26％，仅北美地区就占了 64％。 

1978－1985 年广东省及台山、顺德等侨乡的国际移居率如表 2所示。 

广东省公安厅的统计表（表 3）将 1977 年的数值设为 100，列出了 1977－1987 年广

东省整体的国外移居人数。 

从该表可以知道，20 世纪 70 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最大的侨乡省份广东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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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移居者有了迅速的增加。在 1978－1987 年这 10 年期间，尤其集中于改革开放后不久

的 1979－1981 年，这 3年期间的海外移居者在 10 年期间中所占的比重广州市为 38.7％，

台山市为 55.3％，顺德市为 73.2％，广东省整体为 43.8％。这具有对文革结束前海外移

居受到限制而进行各种“补偿”的意思。 

 

 

表 2  1978－1985 年广东省侨乡的国际移居及移出率 

                                                                （单位：％）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79－1985 年年平均 

台山 280  11.1   16.2  13.2   2.7   6.9   5.2   5.7     7.96(7435 人) 

顺德 0.12  0.57   1.9   0.06  0.13  0.20  0.10  0.14    0.40(323 人) 

澄海 0.50  0.44   0.37  0.63  0.5   0.31  0.27  0.29    0.41(260 人) 

广州 0.96  3.06   4.30  2.80  0.13  1.94  1.95  1.80    2.38(13401 人) 

广东省整体 0.17  0.58   0.77  0.58  0.39  0.45  0.34  0.34    0.45(26940 人) 

注：台山  934068×7.96÷1000＝7435.18；顺德  807860×0.4÷1000＝323.1； 

澄海  635113×0.41÷1000＝260.39；广州  5630033×2.38÷1000＝13401.144； 

广东省  59867320×0.45÷1000＝26940 

在对 1978 年－1985 年平均移居者人数的计算中使用了 1982 年的人口数值（《中华人民 

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 1949－198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年 1 月）。 

资料来源：陈印陶、廖莉琼：“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人口国际迁移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势”，《中山 

大学学报》，1990 年第 4期，第 31 页。 

 

表 3  1977－1987 年广东省和广州市的国际移居状况（1977 年＝100） 

 年份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广东省 

广州市 

100   357  1270  1712  1308   896   942   734   742   950  1254 

100   221   728  1051   693   488   502   465   491   729  1027 

资料来源：陈印陶、廖莉琼：“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人口国际迁移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势”， 

《中山大学学报》，1990 年第 4期，第 31 页。 

 

如表3所示，广东省各侨乡的海外移居绝对数大为不同。台山县和广州市每年约有8000

－10 000 人以上移居海外（主要是北美）。其原因之一似乎与移居目的地的地区有关。改
革开放后“新移民”的移民目的地与被称为“猪仔”、“华工”、“苦力”的、以前华侨移居

目的地多为东南亚地区的时代不同，已经变化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等发达工

业国。其移民形态也不是过去的半“奴隶”的劳动力移出，而变为与居住国的家属和亲属

团聚、留学、做生意、就业等。就台山市来看，1978－80 年代中期的海外移居者年平均达

8 118 人，海外移居者的 80％前往美国，其大部分是投靠移居目的地的亲属、家属。就广
州来看，由于 1972 年的尼克松总统访华及 1979 年中美建交等，1980－1990 年期间与居住



 68

在海外的家属、亲属团聚及继承家业的海外移居者达到了 6万人以上。移居地区是美国、

加拿大、巴拿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而不是亚洲和非洲。在 6万人当中，从广州往美

国投靠亲属的移居者达到了 3.8 万人（《广州市志》，第十八卷华侨志，广州出版社，1996

年，第 17 页）。 

台山以美国移民的家乡而闻名。据统计，为了在美国从事金矿劳动，1855 年居住于加

利福尼亚州的 4 万名华工当中，包括台山县人在内的“四邑人”（开平、台山、恩平、新

会人的总称）占了 41.6％，1866 年占 55.8％，1876 年甚至占了 82％。其后在建设横贯美

国大陆的铁路期间，由于参加铁路建设，前往美国的四邑华工有了进一步的增加。 

1876年美国的台山籍人达到了8万人（1848－1882年前往美国的华工总计约30万人）。

在北美、中南美的华侨总数中，台山籍华侨占了 35.5％，其中北美有 50％。根据有关 20

世纪 80 年代的资料，居住在外国及香港、澳门的台山籍人超过了 100 万人，美洲最多，

其中美国 42 万人，加拿大 15 万人，中南美和南美约 10 万人（《五邑侨史》，总第 7 期，

1989 年，第 9页）。 

由于过去的移民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从台山县（市）往美国

的移居人数增多了。这里所关心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移民的著名家乡台山的“新移民”

的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与中国国内的其他地区一样（实际上先于其他地区），台山县的海外

移居人数逐渐增加。即，从 1978 年改革开放开始到 1989 年底，台山县主要往美国、加拿

大的海外移居人数达到 7万人，而且同期前往香港、澳门定居的人也有 7 600 人。其中，
1982－1985 年因私出国的定居者为 3 842 人，往港澳的定居者为 1 218 人（《台山县志》，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106 页）。这些都是正式获得政府批准的移居者。 

 

表 4  台山、顺德的因私海外移居者在广东省整体中所占的比重 

 1978 年 1980 年 1983 年 1985 年 1987 年 

台山 

顺德 

27.8 

- 

   34.0 

    3.5 

 26.6 

    0.7 

 28.2 

 0.6 

    - 

   0.5 

         资料来源：陈印陶、张蓉：“广东省台山、顺德两县女性人口国际迁移比较研究”， 

《中国人口科学》，1989 年第 4期，第 38 页。 

 

表 5  广东省及台山、顺德的因私出国目的地状况（1978－80 年代中期） 

                                                           （单位：％） 

 美国  奥地利  加拿大及中南美  泰国 大洋洲 欧洲  亚洲 非洲  其他 

广东省整体 

其中  台山县 

      顺德县 

43.5   6.6      10.7          14.1   -     -     -    -     25.1 

79.1    -        9.2           -     2.0   -     -    -      1.3 

17.0    -       17.3           -     4.6   3.9   3.6  53.9    - 

  资料来源：与表 4相同。 

 

表 4、表 5 是开放后至 80 年代中期广东省台山及顺德县因私移居海外者（包括出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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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港澳的出境者）的情况。 

1978－80 年代中期的台山县年平均海外移居人数为 8 118 人。台山 1个县便占了广东
省整体的四分之一以上，1980 年占了三分之一，海外移居者占了台山县人口的 1.62％（参

照表 2、表 4）。顺便提一下，广东省顺德县 1980 年因私移居海外者是广东省整体的 3.5

％，1980 年的海外移居者仅占顺德县人口的 0.9％。 

台山出国者的移居目的地 96％是北美，其中 79.6％是美国（参照表 5）。 

祖籍为广东省的海外华侨华人的 86％居住在亚洲，居住在美国、加拿大的广东籍人只

有 8％。 

从表 5 可知，改革开放期间的海外移居目的地主要是美国。即：广东省整体的 43.5

％、台山的 79.6％、广州的 42.76％是往美国的新移民。此外，顺德 17％、澄海 1.22％

是往美国的新移民。顺德出身的华侨有许多居住在美国，该县出国者的 53.9％居住在非洲。

另外，澄海县新移民的 95.26％前往泰国和新加坡。顺德县新移民有许多前往非洲各国，

但改革开放期间往美国、加拿大的移居者增多了。广州市的情况也一样。主要原因是“对

收入的期待”。 

进入 90 年代以后，新移民仍持续不断。就代表性的往美国移民的输出地台山市来看，

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以来至90年代中期，新移民总数达到了11万人（不包括往港澳的人），

年平均有 5 000－6 000 人移居到外国。根据 1996 年 12 月笔者在广州市与华侨相关干部及
研究人员的访谈，近年来台山市每年约有 8 000 人向美国等海外移居。根据 1998 年 6 月台
山市华侨相关的政府组织所进行的“侨情”调查，改革开放 20 年来台山市新移民（投资

移民、技术移民、与海外亲属团聚）达到了 168 067 人，占了台山市总人口的 16.3％。新
移民人数因地区而异，该市的重点侨乡大江镇的新移民达到了该镇总人口的 39.4％。改革

开放以来至 90 年代初期，五邑（台山、开平、恩平、新会、鹤山 5市）有 15 万人以上移

居海外（主要是美国），由此可知台山的新移民之多。根据前述的 1998 年 6 月台山市“侨

情”调查报告， 1998 年在台山依靠血缘、地缘的海外居住者约 130 万人（包括港澳台居

住者）中，北美居住者为：美国 50 万人（1994 年为 45 万人）、加拿大 175 500 人（1994
年为 15 万人），两国合计 67 万人以上，占整体的约半数。此外，居住在东南亚的台山人

为 10 万人，其中半数居住在马来西亚。香港居住者只有 36 367 人。另外，欧洲居住者为
2万人，澳大利亚居住者为 17 600 人。当然，台山市内有许多华侨华人、港澳台等海外居
住者的眷属。根据“侨情”调查报告，这些市内的眷属 1998 年为 803 953 人（141 832 个
家庭），台山市总人口的 78％在海外有亲属（其中港澳台居住者的台山市内眷属为 276 572
人）。 

 

    3．台山人的海外移居并不是因为贫困 

过去的海外移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贫困而发生的。改革开放后台山的海外移民也是

如此吗？回答是：否。台山是全国百强县之一的比较富裕的县（农村）。特别是改革开放

后经济增长很快。台山市居民的收入在全中国及全广东省是比较高的。具体说来，就占据

台山市居民 80％的农民的人均年纯收入来看，1985 年为 533 元（广东省整体的农民平均

收入为 495 元，下同），1989 年为 1 080 元（955 元），1990 年为 1 221 元（1 043 元），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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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 1 336 元（1 143 元），1992 年为 1 723 元（1 308 元），1993 年为 2 382 元（1 675 元），
1994 年为 2 684 元（2 182 元），1995 年为 3 210 元（2 699 元）（《广东统计年鉴 1996》，
第 417 页；《广东年鉴 1990－1996》；《新宁杂志》，1996 年第 2 期，第 11 页）。由此可知

台山并非广东省贫困的地区。 

台山的工业化建设在改革开放后也有所进展。外地来的劳动力逐年增加，可见台山市

的就业机会并不少。1996 年 10 月台山市有 30 747 名外地农村来的工人。尽管如此，台山
市海外移民的一个很大因素是过去移民史的“血缘”关系。此外，移民目的地也是中国人

憧憬的美国等发达国家。那是以移民家属个人的“血缘”为中心的行动，既不是作为与全

广东省或全国的经济交流的桥梁优先进行的移居，也不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人才外流及投

资移民。 

 

表 6  台山县、澄海县人因私出国的主要原因 

                                                                      （单位：％） 

主要原因 与海外亲属团聚 继承事业 生意合作 结婚 留学 其他 合计 

台山县 61.6   14.9   18.5  3.3   -  1.1 100 

澄海县        68.4   13.2   15.5  0.9  0.5  1.4 100 

   资料来源：廖莉琼论文，《人口研究论丛》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1989 年 1 月，第 127 页。 

 

根据廖莉琼于 80 年代前期所进行的实地调查（台山、澄海），如表 6所示，出国的目

的是与亲属团聚，占了 60％。其中，台山、澄海两地的与海外父母团聚的出国者均占了

30％；第二位是投靠兄弟，台山占 19.7％，澄海占 23.4％；与配偶团聚，台山为 18％，

澄海为 8.6％；与子女团聚，台山为 8.9％，澄海为 11.1％。继承事业和生意合作是第二

大原因。根据 1998 年 6 月台山“侨情”调查，改革开放后 20 年来该市的海外移民也主要

是以“亲属”关系为主的移民。 

如上所述，侨乡的特征是，过去输出移民的代表性地区现在是以“血缘”、“地缘”为

基础的移民。 

 

    4．国内（广东省）的人口移动与台山 

中国国内的人口移动长期受到与粮食、住宅、就学、就业联系的户籍制的限制。特别

是农村到城市的人口移动受到了严厉的限制。由于商品经济的逐渐发展及外资的引进等，

城市地区开始认可来自农村的“暂住人口”（需要手续和证明）。引进外资最多的省份是广

东省，与香港毗邻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是流动人口、即来自农村的打工人口集中的地区。特

别是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有了增加。就各地区来看，珠江三角洲中的经济增长快的深圳、

东莞等地区外来劳动力很多。1993 年广东省整体的外来劳动力为 400 万人（其中外省劳动

力 234.5 万人），其中深圳 123.6 万人（其中外省劳动力 72.7 万人），东莞 89.7 万人（其

中外省劳动力 55.4 万人）。1995 年进一步增加，广东省整体的外来劳动力为 438.3 万人（其

中外省劳动力 305.4 万人），其中深圳 126.3 万人（其中外省劳动力 81.3 万人），东莞 103.7

万人（其中外省劳动力 76.3 万人）（《广东农村统计年鉴 1996》，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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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31 页）。 

台山市属于珠江三角洲，位于广州以南的沿海，在珠江三角洲中并非经济增长快的地

区。包括台山市的五邑地区属于高一级的江门市。江门市整体的外来劳动力 1993 年为 7.49

万人（其中外省劳动力 6.11 万人），1995 年为 9.63 万人（其中外省劳动力 6.74 万人）。

其中，1993 年台山市的外来劳动力为 11 356 人（其中外省劳动力 9 974 人），1995 年 13 432
人（其中外省劳动力 11 725 人）。台山市的外来劳动力还未达到广东省整体外来劳动力的
0.5％，但在逐步增加。根据当地的新闻报道，1996 年秋季台山市的外来劳动力有 3 万多

人。 

也有从台山市外出打工的人。台山市的外出劳动力 1993 年为 38 327 人，1995 年为
40110 人。根据 1997 年春笔者对台山市广海镇政府干部的访谈，部分年轻人前往珠江三角

洲经济增长快的地区（东莞、深圳等）打工，贫困省（四川、广西、贵州等）的人则来到

台山市打工。如上所述，虽说台山市新移民较多，但并不是说台山市没有就业机会才远赴

海外。 

 

二．广东省代表性侨乡的“侨户” 

 与“非侨户”的收入比较 

 

    1．改革开放初期的侨汇与国内侨眷收入的关系 

中国最大的侨乡省份广东省及广东省的主要侨乡县（市）的侨汇如表 7所示。从该表

可知，在现代中国，台山市在广东省整体的侨汇（约占全国的 70％）中所占的比重为 10

％左右，相当显著。侨乡的侨户是如何使用侨汇的？这里有必要与一般农民（非侨户）做

一个比较。 

 

表 7  广东省及该省代表性侨乡各地的侨汇统计表（1950－1995 年） 

                                                            （单位：万美元） 

年份 广东省 江门市区 台山市 新会市 潮州市 佛山市 澄海县 梅县 中山县 三水县

1950 4788.8 212.9 333.9     226.8    2.4 

1951 10282.8 515.5 1254.1    131.5 486.7   16.2 

1952  9132.2 302.7  848.7   356  161.0 296.9   29.0 

1953  7083.0 282.8  816.7   303  179.3 262.8   26.3 

1954  6314.6 217.9  634.4   294   44.4 182.0 258.6   30.3 

1955  7005.5 181.6  673.9   312   51.7 202.0 285.8   35.7 

1956  6696.2 157.5  605.3   322    40.4 204.9 357.6   30.2 

1957  5868.0 131.5  423.3  134.7  305   25.7 209.4 383.3   21.1 

1958  6206.5 149.3  630.7  185.1  289   38.0 199.7 289.3   27.5 

1959  4805.8 123.1  467.3  129.2  217   43.1 122.8 136.6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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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5381.6 124.2  511.4  145.2  214   55.7 133.0 158.5   31.3 

1961  3855.5  79.5  462.3  146.4  144   38.1 105.5  84.9   20.3 

1962  2592.7   49.7  327.0  115.4   72   23.9  38.6  43.7   12.4 

1963  6365.9   90.5  669.2  269.2  230   74.5 136.7 130.2   53.5 

1964  8741.3 127.4  831.3  368.8  263  104.3 169.2 156.2   84.6 

1965 10158.4 147.2  935.5  444.6  289  120.7 184.3 166.9   98.7 

1966  9367.6 134.2  840.0  401.0  281  193.8 129.5   84.4 

1967  9575.5 125.3  878.3 400.1  289  199.5 133.7   84.7 

1968  9871.3 105.5  899.3  393.9  297   96.7 209.4  98.0   79.8 

1969 11645.1 130.8 1062.8  478.8 336  251.2 101.8   97.5 

1970 13095.5 146.8 1186.5  556.9  356  250.9 115.6  114.1 

1971 15722.2 146.4 1131.8  688.6  375  269.3 145.9  156.4 

1972 20222.5 181.5 1547.4  878.1  436  312.4 174.9  202.6 

1973 25610.2 220.4 1795.7 1141.5  527  371.5 227.5  266.0 

1974 27390.6 236.1 1854.4 1160.8  659  445.0 294.6  266.7 

1975 27983.4 238.5 2063.2 1181.9  666  440.0 280.0  257.2 

1976 30065.7 253.9 2271.4 1324.7  665  272.7 456.0 321.8  295.8 

1977 37182.0 306.4 2641.2 1599.7  744  328.2 487.0 391.8  370.4 

1978 44618.4 491.6 3047.7 1886.9  887  442.8 559.0 555.7  511.8 

1979 51884.3 517.9 3336.1 2336.4 1071  508.0 616.2 644.2 2685.9 576.0 

1980 46603.7 541.1 3637.1 2570.5 1076  381.0 582.8 857.9 2695.0 584.7 

1981 29689.0 482.0 3193.5 2019.0  947  223.5 486.9 771.4 1398.7 421.3 

1982 33374.0 622.0 3565.3 2314.8  979  298.7 460.0 806.3 1566.2 484.1 

1983 24147.0 436.0 3022.2 1445.7  903  202.1 418.7 657.1  911.4 289.0 

1984 15161.0 204.0 2226.6  777.2 696  110.2 293.6 415.4  533.3 144.0 

1985  7451.4 108.0 1260.0  346.3 330   47.8 151.2 187.0  219.4  

1986  7955.2 167.0 1348.8  392.3 347  100.1 159.6 167.6  252.5  

1987  5294.0   79.4  981.9  264.3 204   73.7  115.0  155.4  

1988    577.1  162.9 176       99.1  29.0 

1989  2381.0   292.1   96.6       49.6  

1990  4851.0    159.3        64.8  

1991    727.9  250.1       32.0 

1992    691.0  242.2      254.0 

1993           

1994           

1995   2586.8        

1996   3027.8        

资料来源：①广东省整体 1950－1987 年的数字取自《广东省志、华侨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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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22－227 页。1989 年、1990 年的数字取自《广东年鉴 1991》，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

年 8 月，第 579 页。 

②江门市区：《江门市志（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 年 11 月，第 1233－1234 页。 

③台江市的 1950－1989 年数字取自《台江县华侨志》，台山侨务办公室，1992 年，第 249 页；

1991 年、1992 年的数字取自《台江年鉴 1993》，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2 月，第 232

页；1995 年、1996 年的数字取自《新宁杂志》，1997 年第 2期，第 13 页。 

④新会市：《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新会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年 5 月，第 55 页。 

⑤潮州市：《潮州市志（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年 8月，第 1008 页。 

⑥佛山市：《佛山市华侨志》，广东科技出版社，1990 年 3 月，第 106－107 页；《佛山市志（下）》，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年 10 月，第 1615－1616 页。 

⑦澄海县：《澄海县华侨志》，1989 年 5 月，第 60 页。 

⑧梅县：《梅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年 3 月，第 595 页。 

⑨中山市：《中山市金融志》，广东科技出版社，1993 年 9 月，第 118 页。 

⑩山水县：《山水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年 10 月，第 705、1302 页。 

 

表 8a 1978 年及 1986 年台山县（大江镇、端芬镇的 3个乡）的收入状况 

 侨 户 非侨户 

1978 年 1986 年 1978 年 1986 年  

项目 

 

收 

入 

分 

类 

户 

数 

 

 

 

 

占侨

户比

例（ 

%) 

 

 

平均

每户

收入 

(元) 

 

平均

每户

华侨 

侨汇 

收入 

(元) 

占总

华侨

比例

(%) 

 

 

平均

每户

收入 

(元) 

 

 

平均

每户

华侨

侨汇

收入

(元)

户 

数 

 

 

 

 

占非

侨户

比例

（%)

 

 

平均

每户

收入 

(元) 

 

 

占非 

侨户

比例 

（%) 

 

 

平均

每户

收入

(元)

 

 

高 

3000 元

以上 

 

13 

 

 

18.8 

 

 

4782 

 

 

3266 

 

 

65.3

 

 

12159

 

 

 

 

 

5 

 

 

3.2 

 

 

4054 

 

 

43.9 

 

 

10316

 

中 

400 －

3000 元 

 

53 

 

 

76.8 

 

 

1335 

 

 

 600 

 

 

23.8

 

 

2081

 

 

 

 

 

130

 

 

83.8

 

 

 981 

 

 

54.1 

 

 

1749

 

低 

400 元 

以下 

 

 3 

 

 4.4 

 

 333 

 

 43 

 

 0.9

 

 350 

  

 22

 

14.0

 

278 

 

 2.0 

 

 300

合计或

平均值 
69 100 1939 1082 100 8444 3644 157 100 980 100 5486

资料来源：苏燕：“广东台山县侨乡国际移民家庭收入分析”，《南方人口》，1988 年第 4期，第 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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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页。 

 

在这一方面已经有苏燕及陈印陶、廖莉琼等的出色的调查研究。这里拟根据他们的研

究加以叙述。 

苏燕于 1987 年 12 月到 1988 年 1 月对广东省台山县（1986 年的总人口是 95 万人，总

户数是 22 万户，其中侨眷 46 万人，侨户 10 万户）大江镇和端芬镇的 3个乡进行了调查。

根据该调查，1978 年和 1986 年的侨户、非侨户的收入状况如表 8所示。 

 

表 8b 1978 年与 1986 年台山 3乡的收入结构 

收入结构（％）  

 
年份 

每户平均 

收入（元） 工人工资 农林牧渔业 家庭副业 个体工商业  侨汇    其他

侨户 
1978 

1986 

1939 

8444 

  5.1     22.1       14.7        -       55.8    2.2 

  9.7     13.8        8.6       20.5     43.5    4.2 

非侨户 
1978 

1986 

    980 

5486 

7.2     45.1       34.7        -        -     13 

                                        - 

  资料来源：苏燕论文，《南方人口》，1988 年第 4期，第 32、33、35 页。 

 

从苏燕于改革开放前的 1978 年和改革开放期间的 1986 年所进行的台山 3乡的收入状

况调查（表 8a、表 8b）可以知道如下情况。①侨户与非侨户的 1978 年收入的绝对差距是

侨汇的有无。但调查地侨乡的侨汇也占了侨户收入的大约一半多。②如果扣除侨户的侨汇，

1978 年侨户每户平均收入为 857 元（1939－1082 元），比同年非侨户每户平均约 980 元少

了 123 元，1986 年扣除侨户的侨汇后的每户平均收入为 4 800 元，比非侨户的 5486 元少
686 元。因此就依靠劳动力的收入来看，非侨户要比侨户多一些。而且一般农户（非侨户）

的收入增加率比侨户快。侨户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侨汇，因此侨户最大的关注对象自然是海

外汇款人。另一方面，从表 8b 可知，非侨户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广义上的农业和家庭副业，

占了近 80％。就 1978 年来看，恰恰反映了 1979 年以这种不同的收入来源为基础、“绝对

平等”受到重视的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转移之前的台山的侨户与非侨户的收入来源。

在其后的改革开放过程中，这种差距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表 9a 东山区、赤坎镇的侨户和非侨户的收入状况（1989 年） 

(单位：元) 

广州市东山区 开平县赤坎镇 广东省整体  

 侨户 非侨户 侨户 非侨户 城市、镇家庭 农村家庭 

每户平均年收入 

每人平均年收入 

8638.4 

2125.3 

6622.5 

1417.0 

7618.6 

1599.6 

4878.0 

 995.8 

5504.18 

   1369.20 

 5375.37 

 920.44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年鉴 1990》，第 4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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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表 8b 所示的 1986 年侨户的收入结构与 1978 年加以比较，侨户的侨汇在收入中所

占的比重从 55.8％减少到了 43.5％。1986 年个体工商业占了 20.5％，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这是由于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开始受到重视，全国的私人经营、私营企业得到了迅速的发

展。台山县也是如此。以往作为生活补贴的侨汇被投资到经济活动这一点作为有可能动态

地使市场经济发展成为可能的条件是很有意义的。 

下面来看看陈印陶、张蓉、廖莉琼于 1989 年 5－7 月对广东省广州市东山区和广东省

四邑侨乡之一的开平县（台山的邻县）所进行调的查结果。侨户和非侨户的家庭收入状况

如表 9a、表 9b 所示。 

 

表 9b 东山区、赤坎镇两侨乡的侨汇情况 

(单位：％) 

 广州市东山区 开平县赤坎镇 

 

华侨汇款 

 

1000 元以下 

1000～5000 元 

5000 元以上 

         34.7 

         44.9 

         20.4 

         35.6 

         34.3 

         27.1 

 

华侨汇款 

寄出地 

 

香港、澳门 

北美 

东南亚 

其他 

         69.3 

         12.2    

10.2 

          8.2 

         57.6 

         32.2 

          0.18 

          9.02 

合   计           100          100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年鉴 1990》，第 412 页。 

 

从该调查也可知道，侨户的收入比非侨户高。根据该调查，赤坎镇侨户平均每户的侨

汇收入为 2 471.2 元，占了侨户年收入的 32.4％。侨汇占了家庭收入的约 30％。虽然比前
述的台山 3乡的 50％少，但也是赤坎镇侨户的主要收入来源。在台山 3乡的调查中，海外

寄给侨户的“物资”都换算成当时的人民币以侨汇金额来表示，但却将电视机、冰箱等耐

用消费品另行表示。考虑到这一点，侨汇在侨户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应该更高。 

 

    2．自 80 年代广东省侨乡的侨汇减少的原因 

如广东省及广东省代表性侨乡的侨汇表（表 7）所示，从 70 年代末期开始侨汇有了迅

速的增加。进入 80 年代后，海外往各地侨乡侨户的资财流动呈多样化。许多人在探亲时

带外汇回国，也有人带着彩电等耐用消费品回乡。有的华侨华人为了帮助侨户兴办企业，

利用优惠税制赠送生产设备。因转化为市场经济而产生的非正规市场进入 80 年代后也迅

速地增加了。 

80 年代利用外汇汇款的侨汇的减少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第一，黑市的外汇比

人民币的兑换汇率更高。例如，1988 年的法定汇率为 1美元 3.7 元，而黑市是 1美元 6元。

1989 年 11 月兑换汇率调整之前，法定汇率为 1 美元 3.72 元，黑市为 5.8 元，有 56％的

差额。兑换汇率调整后（1989 年 12 月 16 日）的法定汇率为 1 美元 4.72 元，而黑市是 1



 76

美元 6.3 元，仍有 33％的差额。为此，对外开放后，华侨等回国探亲时便直接携带外汇（以

钞代汇）。1990 年前后广东、福建的侨乡和沿海城市到处都有外汇黑市，尤其在侨乡更是

猖獗。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厦门、泉州分局的调查（1990 年前后），黑市 60－70％的外汇

是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探亲时带回的。经广东入境的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的人数

据统计从 1978 年的 159 万人增至 1985 年的 1 608 万人，1990 年达到了 2 395 万人，同年
台湾同胞增加到了 47 万人（1985 年只有 3 800 人）。 
第二，利用政府对 10 万元以下的小型生产设备实行免税或减税的优惠政策向侨户赠

送小型生产设备，或取代侨汇赠送电视机、音响等耐用消费品（日本造电器产品在黑市可

以卖高价）。 

在统计上很难正确地把握那些由海外中国人探亲时携带入境的、取代侨汇的对侨乡亲

属所进行的多渠道外汇援助。利用 80 年代中期准许的私人的银行外汇存款额可以看到其

趋势。1985－1994 年广东省的中国银行私人外汇存款额达到了 87.5 亿美元，在同期中国

整体的中国银行私人外汇存款额中所占的比重为 22.23％。广东省是全国最多的私人外汇

存款的省份。从《中国金融年鉴》各年版具体地来看广东省整体的中国银行私人外汇存款

额，1985 年为 0.55 亿美元（占全国的 29.6％），1986 年为 1.14 亿美元（30.5％），1987

年为 2 亿美元（32％）、1988 年为 3.41 亿美元（28.2％）、1989 年为 5.66 亿美元（28.4

％）、1990 年为 9.1 亿美元（27.8％）、1991 年为 11.66 亿美元（26.3％）、1992 年为 14.26

亿美元（23.4％）、1993 年为 17.83 亿美元（19.6％）、1994 年为 21.39 亿美元（18.1％）。

在这 10 年期间，从 1985 年的 5 525 万美元增加到了 1994 年的 21.3921 亿美元，实际上增
加了 38.7 倍。尤其是 80 年代末开始年平均增加约 3亿美元。在这个金额当中，除了海外

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的国内亲戚朋友在广东省内的存款之外，海外赚取的外汇等也包括

在内。 

就广东省代表性侨乡台山市的私人外汇存款额来看，1991 年为 7 729 万美元（占广东
省整体的 6.63％）、1992 年为 8 344 万美元（5.85％）、1993 年为 1.0102 亿美元（5.66％）、
1994 年为 1.13 亿美元、1995 年为 1.23 亿美元、1996 年为 1.29 亿美元、1997 年比前一

年增加 16.6％，达到了 1.51 亿美元（《新宁杂志》，1993 年第 1期，第 3页；1994 年第 1

期，第 4页；1995 年第 1期，第 4页；1996 年第 1 期，第 4页；1997 年第 1 期，第 5页；

1998 年第 1期，第 4页）。自 1991 年开始的 7年期间增加了 7 000 万美元以上，年平均约
增加 1 000 多万美元。 
从表 7来看台山市的侨汇，改革开放初期（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有年平均约 3 000

万美元以上的侨汇。1980 年达到了 3 600 万美元。由此来考虑，私人外汇存款额为年平均
1 000 万美元，比 2 000 多万美元少。进入 90 年代后，台山的侨汇约为 700 万美元，因此
即使扣除这个金额，1 300 万美元以上的海外汇款（包括携带的金额）也比改革开放初期
少。其中有一部分是作为“物资”、即耐用消费品赠给了侨户。关于这一情况，前面已经

做过叙述。 

 

3．90 年代中期侨汇又开始增加 

1994 年前后侨汇又开始增加。1996 年台山市的非贸易外汇收入为 4 806 万美元（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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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增加了 700 万美元），其中经中国银行的侨汇为 3 027.78 万美元，占了非贸易外汇
收入的 63％。仅 1995 年的 1 个月就有 333 万美元侨汇汇入台山市的中国银行。 

如上所述，90 年代中期台山市的侨汇又开始增加，银行方面认为这是由于以下原因造

成的。①通过 1994 年的外汇制度改革，将法定汇率和市场汇率的双重汇率制统一成为市

场汇率；②中国银行采用先进的通信设备，通过电信国际化，将一天电汇的手续时间缩短

为 1－2 分钟（以前需要 5－6 天），加快了外汇汇款手续；③侨汇减少的原因——以赠送

耐用消费品来取代侨汇的“以物代汇”和探亲时带回外汇的“以钞代汇”的做法因受到各

种因素的制约而减少了；④近年来台山市每年数千名城市、农村居民往海外移居，新移民

增加，侨汇也增加了。 

此外，对海外中国人向国内眷属赠送小型生产设备所实行的税制优惠措施至 1996 年

春便废除了，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上述的①是特大原因。1993 年底，1万日元约

兑换 550 元人民币，但 1994 年外汇管理改革以后，1万日元约兑换 790 元人民币。这与笔

者 1993 年春在辽宁省沈阳市滞留时所听到的黑市价格大致相同。 

 

三．结束语——台山的工业化与海外华侨华人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侨汇急速减少，但台山市居民的收入增加了。90 年代外来劳

动力也增加了。来自海外的汇款、捐赠从“输血”变成了“造血”。这是因为：①80 年代

中期以后华侨华人、港澳同胞的捐赠公益事业费增加，一部分用于铁路和桥梁建设等台山

的基础设施建设；②通过侨汇的利用和对小型生产设备进口的优惠措施的利用，有效地创

设侨属企业；③与华侨华人、港澳同胞保持密切联系的侨办和归侨联合会等机构招徕港澳

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的投资。可以认为这些大大改变了台山市的经济结构。以下来看看这

一点。 

（1）台山市是广东省的代表性侨乡，台山出身的华侨华人有 80 万人移居海外，此外

台山出身的港澳同胞有 35 万人。台山县内的居民有 75％以上是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

的眷属。 

侨乡一般有很多来自海外亲属的赠品和捐款。台山是代表性的侨乡，因此来自海外的

捐款比其他侨乡多。1978 年底至 1985 年广东省整体的海外中国人的捐款（物）折合人民

币达到了 15 亿元。人们利用这些捐款建起了汕头大学和五邑大学等。台山市是属于江门

市的 5县（市）中的 1个市。包括台山在内的江门市的海外捐款在整个广东省中所占的比

重是很显著的，1990 年达到了 40％，1991 年为 23％，1992 年占了 19.6％（《广东统计年

鉴 1992》，第 317、373 页）。 

就台山市的来自海外亲属的捐款来看，从改革开放开始的 1978 年至 1985 年达到了

2.6038 亿港币。自 1980 年开始便已超过 1 000 万港币，具体说来 1980 年为 1 105 万港币，
1981 年为 3 004 万港币，1982 年为 2 310 万港币，1983 年为 3 674 万港币，1984 年超过了
7 000 万港币，达到了 7 484 万港币，1985 年为 7 791 万港币。就 1986 年以后至 1990 年的
情况看，1986 年为 4 700 万港币，1987 年为 6 017 万港币，1988 年为 8 669 万港币，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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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 4 533 万港币，1990 年为 5 617 万港币（《台山县华侨志》，台山县侨务办公室编，1992
年，第 159 页）。进入 90 年代后至 1995 年底这 5 年期间，台山市的海外捐款金额达到了

3.46 亿港币（《台山报》，1996 年 7 月 23 日），年平均约为 7 000 万港币。改革开放以来至
1995 年底的约 15 年期间，捐款总额达到了 9 亿港币以上，项目达到了 15 000 件（《新宁
杂志》，1996 年第 1 期，第 10 页）。该捐款多用于中小学的图书馆建设等教育方面和医院

建设等医疗方面。此外还用于大宗的桥梁、公路、水利、水电工程等台山市的基础设施建

设。具体说来，仅就 1995 年止的 5年期间来看，海外中国人对台山的公益事业捐款（3.46

亿港币）被用于新建 280 所学校（包括修缮）、26 个养老院和托儿所、29 个电影院、剧场、

图书馆等文化设施、19 个医院（包括修缮）、15 座桥梁、207 公里的公路（村道）、25 个

自来水工程、37 个水利水力发电工程等（《台山报》，1996 年 7 月 23 日）。 

（2）关于改革开放后的侨汇金额的骤减，在表 7 中已经看到。侨乡的华侨华人亲属

利用 80 年代以前私人存入的侨汇和 80 年代后上述的多渠道（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带

回的外汇等）外汇收入，利用对国内眷属的优惠政策办起了企业。这些企业一般称为“侨

属企业”。“侨属企业”指归侨、侨眷利用海外亲属朋友的汇款、赠送的物品及外汇存款利

息等兴办的企业。因此，与华人企业集团投资的“三资”企业等不同，是利用海外亲属的

汇款、赠送的物品所设立的企业，其规模很小。台山县改革开放后至 1989 年约 8 000 个侨
属个体户在商业部门和部分修理业部门兴办了企业。其后，1992 年达到了 13 000 多个，
1995 年底前台山市的侨属企业达到了近 2万个，与 1990 年相比增加了 1倍以上。1995 年

产值达到了 30 亿元以上，1992 年以来年平均产值也有 20 亿元以上。侨属企业一般说来是

利用小型生产设备优惠措施而兴办的。广东省政府规定，1984 年开始海外华侨华人对侨乡

亲属赠送的 2 万元以下的小型设备（其后为 10 万元）如果是自家用生产设备，可免除进

口关税。就整个江门市（开平、台山、恩平、鹤山、新会）来看，1995 年江门市整体的侨

属企业为 16 562 家，累计投资额近 30 亿元，职工达 17 万人。 
（3）台山的外资引进 

台山市的外资 90 年代开始增加。至 1995 年的 5 年期间台山市的实际利用外资增加到

近 3 亿美元。这相当于 1990 年以前该市引进的外资总额的 7 倍。其大部分是来自海外中

国人的投资（侨资）。改革开放后台山市的实际利用外资额 1980 年为 118 万美元，1985 年

为 493 万美元，1994 年为 1.01 亿美元，突破了 1 亿美元大关，1995 年达到了 1.06 亿美

元。 

从表 10 可知，80 年代台山的侨汇大为减少，由于 90 年代台山市的外资的增加，以往

侨汇的一部分被作为外资投入。为了对 80 年代台山市的外资投资与侨汇的关系加以补充，

下面来看看江门市管辖的五邑的投资状况。与台山市侨汇的减少相比，五邑的侨汇在 1988

年之前有了迅速的增加。1989 年、1990 年的减少大概是受到 1989 年 6.4 天安门事件的影

响，但其后自 1991 年开始便有了急速的增加。关于这一点，台山市的投资状况也显示了

同样的动向。这与邓小平南巡讲话（1992 年）后的沿海地区（尤其是华南）的趋势是一致

的。 

台山市侨汇的减少部分并非都成为了投资额。根据笔者在台山市看到的当地报纸和杂

志所反映的情况，潜在可能的侨汇金额至多也是 4 000 万美元左右，没有在侨汇中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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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部分有一部分用于前述的利用优惠税制的自家用小型生产设备的进口，但大部分是作

为外汇用于私人的定期存款，实际上作为海外投资在统计中出现的数额并不多。外资主要

投于三资企业。至 1995 年底的 5 年期间，侨办及归侨联合会等机构多次在香港召开台山

市经济发展恳谈会，吸引了近 500 家三资企业（包括加工、组装工厂）。90 年代年平均投

资额约达近 6 000 万美元。1994 年开始超过了 1亿美元。其大多是来自香港的投资。近年
来来自台湾的投资正在增加。1993 年台湾企业在台山市投资创办的企业为 15 家，1994 年

春季台湾企业增加到 40 家以上，合同投资达到 3 100 万美元，其中绝大多数（98％）是对
三资企业的投资。 

 

表 10  江门五邑的外资投资额和台山市侨汇额（1984－1995 年） 

                                                       （单位：万美元） 

江门五邑的实际利用外资 
年份 

江门五邑 其中台山 
台山市华侨侨汇金额 

1984 ①1750  ①2226.6 

1985 ①4478 ②493 ①1260 

1986 ①4755  ①1348.8 

1987 ①1.26 亿  ①981.9 

1988 ①③1.256 亿 ③1511 ①577.1 

1989 ⑤③9650 ③630 292.1 

1990 ⑤③7863 ②③246  

1991 ⑥③1.2767 亿 ②③1146 ④727.9 

1992 ⑥③1.8076 亿 ③2326 ④691.0 

1993 ⑦③3.471 亿 ③4503  

1994 ⑧5.4145 亿 ⑨1.12 亿  

1995 ⑧6.3697 亿 ⑩1.612 亿 2586.8 

注：根据资料来源①（即《侨史学报》1995 年第 1期的论文），1984 年至 1988 年江门 

五邑的实际利用外资额是“华侨华人投资”额。 

资料来源：①1984－1988 年：《侨史学报》，1995 年第 1期，第 25 页。 

②《珠江三角洲国民经济统计资料（1980～1991）》，第 154 页。 

③《江门市志（下）》，附录“二、1988－1993 年国民经济统计表”， 广东 

人民出版社，1998 年 11 月。 

④《台山年鉴 1993》，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2 月，第 232 页。 

⑤《广东统计年鉴 1991》第 330 页，江门市“实际利用外资”的数值。 

⑥1991－1992 年：《广东统计年鉴 1993》第 371 页，“江门市的数值”。 

⑦《广东统计年鉴 1994》第 326 页，“江门市的数值”。 

⑧《广东统计年鉴 1996》第 373 页，“江门市的数值”。 

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1995》第 367 页，“台山市区的数值”。 

⑩《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1996》第 400 页，“台山市区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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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山引进外资的特征之一是开发性农业部门的外资利用。一般说来外资投入到工业部

门，但台山使用华人及港澳台资本来发展养殖业、果树园等农业。至 1993 年春，该方面

的外资利用额为 1.5 亿港币，1996 年春达到了 2亿港币以上。 

对台山市来说，在引进外资中大大依赖的是香港。1992 年 5 月台山市由“县”升格为

“市”，并于 1993 年春在香港举行了第一次经济恳谈会。在那里签订了 68 个项目，其中

三资企业占了 41 项。在这些合同中，同年秋季前业已投入的外资达到了 7 985 万元。在
1994 年 5 月举行的香港台山市经济恳谈会中，签订了投资总额 4.5 亿美元、其中引进外资

额 3.5 亿美元的合同。在新合同中有相当多项与三资企业相关，占了 83 项（总项目为 107

个）（《新宁杂志》，1993 年第 3 期，第 7 页；1994 年第 2 期，第 7 页）。由于地理上距离

极近，今后台山市将会逐渐加强与香港的经济联系。 

台山开放后（尤其是 90 年代）逐渐加强了与海外市场（主要是香港）的联系，摆脱

了以往那种依赖侨汇和移民的体质，利用位于珠江三角洲地区一角的优越性和香港经济，

积极进行投资环境的完善，以加速工业化的步伐。 

 

（原载山岸猛著《侨汇——现代中国经济分析》，日本论创社，2005 年 10 月） 

                                                                   刘晓民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