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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当代华侨华人社团的若干特点
汪 玲

7南宁市永新区人民政府， 广西 南宁 893352 :

关键词：当代；华侨华人社团；特点

摘 要：23 世纪 ;3 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形势的变化和科技的迅猛发展，世界华侨华人社团呈现出若干新的特点。深入探讨

并正确认识这些特点，对于进一步做好海外联谊工作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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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华人社团是海外华侨华人社会

的基石和核心，是联系和团结海外华侨华

人的重要载体。23 世纪 ;3 年代以来，随

着全球形势的变化和科技的迅猛发展，世

界华侨华人及其社团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并呈现出新的特点。我国加入 BC! 之后，

市场将更加开放，法律法规将更加健全，

投资环境将更加完善，既为海外侨胞来华

投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为海外联

谊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为

了进一步做好这一工作，我们首先要深入

探讨并正确认识当代华侨华人社团的若

干特点，本文就此谈些粗浅的看法，以求

教于专家学者。

特点之一特点之一：：新华侨华新华侨华

人社团的数量增多人社团的数量增多

23 世纪 ;3 年代以来，随着世界各地

区政治、经济、科技发展的不平衡、一些国

家对待华人政策、移民政策的变化以及中

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全球华人的人口迁移

呈现浪潮滚滚的景象，其主要流向是由发

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流动，由比较不安定

的地区向比较安定的地区流动。近 23 多

年来，华人移民的主要来源地是中国大

陆、香港和台湾；华人移民的首选地区是

美国、加拿大、欧洲、澳大利亚 D 5 E。5AF3—

5AAA 年，中国大陆通过正常途径移居发

达国家者在 533 万人以上，其中移居美国

者约 >8 万人 7至 5AA3 年 :，移居西欧约

>? 8 万人，移居澳大利亚 58 万人，移居日

本 5> 万人，移居其他国家 53 万人以上；

5AF3—5AA8 年，香港移民总数约 =9? 8 万

人，其中移居加拿大 2= 万人，移居美国

58 万人，移居英国二万人，移居其他国家

四万人；5AF3—5AA9 年，台湾移居国外者

至少有 23 万人，其中以去美国、加拿大为

主，约占移居总数的 ;3G D2 E。据美国移民

局 2332 年 5 月 5F 日公布的 5AAA、2333

年合法移民统计，中国大陆来美的合法移

民 5AAA 年为 9? 22 万人，2333 年为 >? 8=

万人，连续两年居来美合法移民的第二位

7次于墨西哥 : D9 E。中国大陆的移民方式有

家庭团聚、专业移民、投资移民，还有为数

不少的非法移民；香港的移民方式以专

业移民为主，投资移民为次；台湾的移民

方式以留学和投资为主。 据美国移民部

门估计，二战后到 23 世纪 A3 年代初，世

界移民数量至少在 9833 万人以上。我国

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7占世界总人口的

5 4 8 以上 :，从中国大陆出国者则不超过

233 万人，可见中国并非典型的向外移民

国家 D > E，占世界移民数的比例小。23 世纪

;3 年代以来移居国外的华侨华人，一般

被称为“新华侨华人”或“新移民”，他们的

年龄结构、文化水平、经济实力以及移居

国家等方面与老的华侨华人有所不同，其

社团与传统社团也有差别。当今海外华侨

华人社团知多少H其中新华侨华人社团又

知多少H目前在国内外论著中还未见到比

较准确的数据。据厦门大学李明欢教授于

5AFF 年在欧洲的实地调查，该年英国的

华人社团有 533 个以上，荷兰约为 >3 个，

法国也有 >3—83 个，均大大超过台湾当

局侨务部门的统计数字 7台湾统计数为欧

洲 58> 个，其中英国 25 个，荷兰 58 个，法

国 9= 个 : D8 E。以上情况既反映出过去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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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海外侨团统计数字与实际情况有较大

出入，也说明欧洲的华侨华人社团 7台湾

统计数 "895 年为 :" 个 ;、特别是新华侨

华人社团在迅速增加。有的文章认为：

“<5—95 年代以来，欧洲华人社会日益活

跃，侨团迅速发展。今天全欧有华人社团

上千个，其中有活动的有 =55 个以上”> < ?。

成立于 "88# 年 = 月的欧洲华侨华人社团

联合会，至 #555 年 : 月包括 "@ 个国家的

@5 余个社团，其中不少是新华侨华人社

团。在美国和加拿大，自 #5 世纪 95 年代

以来涌现了众多的新华侨华人社团，如成

立于 "88" 年 "5 月的旅美北京联谊会，成

立于 "88# 年 @ 月的旅美中国科学家工程

师专业人士协会，成立于 "88A 年 A 月的

中国旅美商业协会，成立于 "88@ 年 "5 月

的全加客属联谊会，成立于 "88# 年 = 月

的全加华人联会等。

特点之二特点之二：：华侨华人华侨华人

社团的功能大变社团的功能大变

有的论著认为华侨华人社团最主要

的功能有联络情谊、协商关系、举办公

益等三大项，这三大功能在不同的历史

时期或不同的地区，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

式 > 9 ?。有的论著提出华人社团社会功能的

基本点应是在某一特定群体与相对于该

群体之整体社会之间架起相互沟通的桥

梁。从这一基本点出发，当代海外华人社

团的社会功能包括协调海外华人族群的

内部关系，协调华人族群与当地国大社

会的关系，协调华人族群的国际性联系网

络 > : ?。上述看法从不同的角度对社团功能

予以归纳，都是言之有理的。不少学者在

各自的论著中一致认为，随着华侨华人生

存环境的变迁以及华侨华人自身构成的

变化，华侨华人社团的社会功能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以后比战前有重大转变；#5 世

纪 95 年代以来比以前又有较大的转变，

这种转变的主要点，一是经济与科技类的

华侨华人社团增多，经济与科技交流与合

作占华侨华人社团活动的比重增大。过

去，华侨为了在海外谋生，成立了众多的

业缘性社团，即人们常说的行业商会、行

业公会或其行业性的联谊组织，其中以中

华总商会影响最大，因为它是一个综合性

的业缘组织，对内可协调华侨华人社团的

内部矛盾，对外可代表华侨华人权益。但

该会所从事的经济交流在地域、内容、规

模等方面都受到时代的局限。至于科技社

团，由于华侨华人教育水平有限，当时为

数极少。现在，华侨华人经济与科技类的

社团大量涌现，其发展速度快于地缘、血

缘社团，特别是在欧美地区相当明显。在

美国，近 #5 多年以来 “华商会”这一组织

犹如“雨后春笋”般的在各地相继建立，如

有美国华商总会 7 "8:5 年 # 月成立于旧

金山 ;，路易斯安那州华商会 7 "8:" 年 8

月 ;，达拉斯华商会 7 "8:# 年 @ 月 ;，休斯

敦华商会、芝加哥华商会 7均于 "8:A 年 8

月成立 ;，堪萨斯华商会 7 "8:8 年 ;，爱达

荷华商会 7 "885 年 9 月 ;，马里兰州华人

商会 7 "88= 年 < 月 ; 等；在加拿大，多伦

多、渥太华、温哥华等城市分别于 "89#

年、"89@ 年、"8:" 年成立了华商会；在法

国巴黎，于 "8:8 年、"88A 年、"88< 年分别

成立了法华工商经贸协会、法华工商联合

会、旅法华人经贸协会；在荷兰，于 "8:@

年、"8:: 年分别成立了鹿特丹华商会、阿

姆斯特丹唐人街华商会。近 #5 多年以来

新成立的科技类华侨华人社团不但数量

多，而且专业广泛，其中不少是高科技团

体。有的专业协会会员多、规模大，下设多

个分会。如在美国，光是电脑专业新成立

的社团就有休斯敦华人电脑协会 7 "8:#

年 ;、硅谷中华软件协会 7 "8:: 年 ;、北美

华人电脑商会 7 "88" 年 ;、全美电脑商会

7 "88" 年 ;、硅谷中华信息网络协会 7 "88"

年 ;、芝加哥华人电脑协会 7 "88= 年 ;、芝

加 哥 华 人 计 算 机 专 业 人 士 协 会 7 "88=

年 ;、环球电子报业协会 7 "889 年 ; 等。

"88# 年 : 月在纽约成立的中国旅美科技

协会，到 #5 世纪 85 年代中期会员已从原

来的 @55 多人发展到 "=55 余人，遍布美

国 #9 个州，专业分会和地区分会有 "5 余

个 > 8 ?。"88# 年 @ 月在芝加哥成立的旅美中

国科学家工程师协会，"88= 年与美中专

业人士协会合并，改名旅美中国科学家工

程师专业人士协会 7简称科工专协会 ;，至

"88< 年有会员 955 余人，在密尔沃基、麦

迪逊、明尼苏达、纽约设有分会 > "5 ?；在加

拿大，"89@ 年在多伦多成立的加拿大华

人专业联会，至 "889 年有近千名会员，下

设 "5 个专业协会 > "" ?。不管是传统社团，

还是新移民社团，其活动内容不少是有关

经济与科技交流与合作问题。如成立于

"8:" 年的国际潮团联谊年会，每两年轮

流 在 潮 团 所 在 的 国 家 或 地 区 举 行 ， 至

#55" 年 "5 月已举行了 "" 届年会，每次

年会的主题除促进乡谊外，都主要是促进

经济文化交流。二是华人社团进一步本地

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华侨由“落

叶归根”到 “落地生根”，华侨社团变为华

人社团，变为所在国的民间群众组织。华

论 坛论 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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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作为所在国的公民，在其社团活动中逐

渐融入当地社会，服务当地社会，受到所

在国政府和人民的称赞，有利于华人的生

存与发展。例如，菲律宾 589: 年在马尼拉

成立的 “菲华防火福利联合总会”和 58;<

年在马尼拉成立的 “菲华志愿消防队总

会”，是两个直接以服务于所在国人民为

宗旨的华人社团，前者至 23 世纪 =3 年代

末在全国各地设有 ;3 个分会，后者至

5889 年已有 27 支消防队在全国各地活

动，参与扑灭火灾 2333 多宗，其中在两次

大火灾中有两名华人消防队员为救火而

英勇献身，烈士出殡时，遗体上覆盖着菲

律宾国旗，当时的总统为烈士敬献花圈，

表达了菲律宾政府和人民对烈士的无限

敬仰。该国上述两大华人社团为当地社会

灭火抗灾、拯救人民生命财产以及多个华

人社团分别主持的为菲律宾贫苦大众的

“义诊活动”，对促进菲华的友谊团结作出

了重大贡献。又如，近年来世界各地掀起

了一股 “中文热”，华文教育迅速发展，这

种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华人社团

和华教组织的推动，特别是在推动华文教

育 向 民 族 融 合 的 方 向 发 展 方 面 收 效 良

好。华校的大门不只是向华裔子女开放，

还向各族子女及成人开放；华校使用的教

材虽然不一，但不少教材内容注意结合所

在国国情，一些华人社团为此而作出了努

力。如在荷兰，全荷华人社团联合会于

5882 年 7 月向该国教育部提交了关于为

荷兰华人华裔编写中文教材之必要的调

查报告，引起了荷兰政府的重视并决定每

年为中文教材编写计划拨款 > 52 ?，经过数

年的努力，具有荷兰特色的整套中文教材

编写完成；此外华校还积极为当地社区服

务。如近年来有许多美国家庭领养了中国

儿童，不少中文学校为此设立了领养儿童

班，为这些家庭开办中国文化课。美国首

先开办领养儿童班的学校，是芝加哥的希

林中文学校，该校还办有老年班、艺术中

心等，积极为当地人民服务，受到伊利诺

州政府和芝加哥市政府的称赞 >57 ?。最近，

全美中文学校协会的负责人表示：中文学

校在今后 <—53 年将更深入、更广泛地与

主流社会开展多渠道、多方位、多层次的

接触和联系，其社区功能将从偏重华人社

区转为融入大众社会中去 > 5: ?。三是华人

社团的参政意识增强。23 世纪 ;3 年代以

来，不少国家的华人及其社团已经不同程

度地意识到只有主动参政议政，才能有效

地维护华人的合法权益，才能促进华人融

入所在国主流社会。在美国，华人及其社

团的参政意识、参政成果都十分突出。首

先是华人参政社团增多。如有美国华人权

益促进会 @ 58;2 年成立 A、纽约亚洲人平

等会 @ 58;< A、全美华人协会 @ 58;; A、休斯

敦华裔选民协会 @ 58=5 A、纽约皇后区华人

选民协会 @ 58=7 A、洛杉矶华人参政促进会

@ 58=7 A、达拉斯华人选民协会 @ 58=< A、华

裔政治委员会 @ 58=; A、法拉盛华人参政促

进会 @ 58== A、百人委员会 @ 5883 A、南培城

华人参政集思会 @ 5885 A、美籍华人政治行

动委员会 @ 5889 A、华裔民选公职人员联谊

会 @ 5889 A、华人参政促进会 @ 5889 A 等；其

次是华人社团参政形式多样。如向华人选

民提供咨询及有关服务、培养华人参政人

才、推选代表参加本地区的各种政治活

动、利用媒体使本地政党政府及社会了解

并重视华人的政治力量、为华人候选人的

竞选筹措资金、也支持与华人政见相同的

其他族裔人士参选、发表政治宣言要求华

裔公民参加政府决策阶层等；第三是华人

参政成效显著。 如在布什总统 @老布什 A

任期内，“任命亚裔公职人员多达 233 多

位，其中 93B 左右是华人，华裔人士在政

府中担任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的职

务”>5< ?。又如 2335 年 5 月 55 日，刚上任的

布什总统 @小布什 A 提名赵小兰出任劳工

部长，28 日美国国会一致通过总统的提

名，75 日她宣誓就职。赵小兰成为美国联

邦政府第六位女部长、最年轻的现任内阁

成员，“开创了华人在美国历届政府中最

高职位的里程碑，谱写了美国历史上首位

华裔女内阁部长在联邦政府执掌大权的

新篇章”> 59 ?。在印度尼西亚，过去华人长

期受歧视与迫害，原有的华人社团消失，

华人被剥夺了参政的权利。近几年来，随

着该国政局的变迁，华人社会出现了新变

化，如以争取华人合法权益为宗旨的华人

社团纷纷成立，华人参政意识提高。5888

年 9 月的大选，华人唯一有资格参选的大

同党获国会一席，省议会 2< 席，县议会

:< 席 > 5; ?。越来越多的印尼华人已意识到

只 有 积 极 参 政 才 能 维 护 自 己 的 合 法 权

益。

特点之三特点之三：：华侨华人华侨华人

社团朝着国际化方向发展社团朝着国际化方向发展

近数十年来，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趋

势的增强、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以及华人

经济实力的壮大，华人为了适应国际形势

的变化，为了进一步联络宗乡情谊、加强

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增

强华人族群在当今世界上的群体竞争力，

于是不少世界性华人华侨社团相继诞生，

其影响与日俱增。世界性华侨华人社团的

建立与发展具有下列特点：一是产生于

23 世纪 93 年代，;3 年代数量略有增加，

=3 年代增加较多，83 年代以来迅速发展；

二是世界性华侨华人社团既有地缘性、血

缘性、业缘性的社团，也有超越地缘、血

缘、业缘的其他类型的社团。23 世纪 83

年代中期出版的一部专著说 “据不完全

统计，目前世界性的华人社团有 ;3 余个，

其中大致上血缘占 7:B ，地缘占 2=B ，

业 缘 占 27B ， 超 越 三 缘 的 其 他 社 团 占

5<B ”> 5= ?。83 年代末期出版的一部专著说

“至 83 年代中期的统计，已先后建立 533

多个世界性华人组织”> 58 ?，但该书没有社

团的分类比例数字，估计是由于某些资料

目前已很难找到的缘故；三是世界性华人

社 团 的 活 动 以 经 济 与 文 化 交 流 合 作 为

主。例如，世界舜裔联谊会是一个血缘性

的社团，前身为 58=9 年成立的世界至孝

笃亲舜裔总会，其宗旨是通过研讨、祭祖、

联欢、观光等活动，联络宗亲情感。5882

年 53 月，在吉隆坡举行的第九届世界至

孝笃亲舜裔联谊大会上，该社团易名为世

界舜裔联谊会，确定以陈、胡、袁、姚、虞、

田、王、孙、陆、车十姓宗亲会为该宗族之

论 坛论 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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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裔组织团体，其宗旨也发生了变化。在

此次大会上，代表们已不满足于联谊性的

交流，大会副总秘书长陈家全在会上作了

建立“舜裔经济圈”的专题演讲，他建议选

择良好的经济区域进行跨国大投资，以发

挥舜裔宗亲人才、资金的力量，以扬名世

界。此建议引起了与会者的浓厚兴趣。该

社团于 "889 年 "5 月又公布了建立“舜裔

世界经济圈”的具体规划，目前此项规划

正在实施中 : "8 ;。又如，国际潮团联谊年

会，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地缘性社团。该组

织每届年会召开时，基本上是围绕促进乡

谊、金融投资、工商贸易三个专题进行研

讨，既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又受到了举

办年会所在国及地区的政府的重视与赞

扬。如第七届年会在美国圣荷西市召开时

< "889 年 8 月 = 日至 > 日 ?，美国总统克

林顿发来贺函，赞扬潮团代表致力于敦睦

关系的努力，促进了国际贸易与经济繁

荣，加强了美国同太平洋友邦之间的贸易

往来；四是世界性华人社团加强了与祖籍

国的关系。中国是海外华侨华人的根和坚

强后盾，在祖籍国召开大会是华侨华人社

团梦寐以求的夙愿，因此近年在我国召开

的世界性华人社团大会增多。如 "889 年

"" 月在海口召开的第三届世界海南乡团

联谊大会，"88# 年 "6 月在福州召开的第

三届世界福清十邑同乡大会，"88# 年 "5

月在梅州召开的第 "5 届世界客属恳亲大

会，"88> 年 8 月在南宁召开的世界广西

同乡联谊会七届特别代表大会，566" 年 8

月在南京分别召开的第六届世界华商大

会、首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566" 年 "6

月在北京召开的第 "" 届国际潮团联谊年

会等。通过上述会议，不但密切了世界性

华人社团与祖籍地的亲情，而且还带动了

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如在海口召开

的第三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作出了

支持家乡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事业发

展的决议，其中包括设立海南乡亲教育基

金，资助海南选派学生赴国外留学，资助

海外乡亲子女返琼就读；在海南创办中等

技术学校，招收海南归侨、侨眷以及海外

乡亲子女，培养建设海南的技术人才；在

海南设立“海南联谊俱乐部”，以促进海内

外琼人在文化、教育、科技、慈善等方面的

交流合作等 : 56 ;。

特点之四特点之四：：华侨华人华侨华人

社团反独促统的呼声高涨社团反独促统的呼声高涨

广大华侨华人非常关心中国的和平

统一大业，认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

领土，反对台湾当局推行的 “两国论”、不

承认 “一个中国”的原则、想方设法为 “台

独”铺路等分裂祖国的罪恶行径，并付诸

以实际行动“反独促统”。目前，世界各地

的华侨华人纷纷成立反独促统的组织，其

中既有世界性的组织，如 "88> 年 9 月在

香港成立的“反台独全球联盟”；也有洲际

性的组织，如欧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全非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 5665 年 "

月 "8 日在约翰内斯堡成立 ?，更多的是在

@6 多个国家和地区成立的中国和平统一

促进会，这种组织遍布五大洲，其宗旨均

是赞成 “一个中国”的原则，反对台独，促

进中国和平统一。华侨华人“反独促统”的

另一重大举措，是在近一年半的时间内，

连续在欧洲、北美、南美、亚洲、澳洲召开

了 “反独促统”大会，即 5666 年 A 月在柏

林召开的“全球华侨华人推动中国和平统

一大会”；5666 年 "" 月在华盛顿召开的

“全球华人反独促统大会”；566" 年 9 月

在巴拿马召开的“中南美洲华侨华人促进

中国和平统一大会”；566" 年 @ 月在东京

召开的“全球华侨华人推动中国和平统一

大会”；5665 年 5 月在悉尼召开的 “全球

反独促统大会”。上述大会规模大、人数

多、呼声高，反映了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

意志。如柏林大会有来自 >6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 >96 名代表出席，其中台湾代表团

有 ""6 人。大会两位名誉主席分别由海峡

两岸的代表担任并作主题演讲。此次大会

通过的《共同声明》，坚决反对台湾分裂势

力，要求外国停止对台军售干涉中国内政

的行为，呼吁台湾当局承认一中原则，真

正拿出诚意，开始两岸对话与和谈，开放

两岸直接三通，撤销一切阻碍两岸经贸交

流的障碍，并呼吁全球中华儿女更加紧密

地团结起来，为促进中国的和平统一努力

奋斗，以求实现民族复兴的责任 : 5" ;。

以上表明，期盼中国统一是海外华侨

华人的共同心愿。台湾当局愈不承认一个

中国原则，愈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海外

华侨华人及其社团反独促统的呼声就愈

高涨，追求中国统一的意志就愈坚定。我

们赞赏海外华侨华人以各种方式表达反

“台独”、反分裂、求和平、促统一的心声，

共同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我们希望海外华

侨华人及其社团团结起来，一如既往地为

促进海峡两岸关系的健康发展、推进中国

和平统一进程，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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