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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的移民浪潮中，来自拉美和亚洲等非传统移民输

出地的移民迅速增多，移民群体的种族构成随之发生变化。新移民群体以青壮年为主，年龄

结构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菱形特征，并且女性人口不断增多。与美国人相比，移民群体

的婚姻状况较为稳定，同时家庭规模较大，相应有较多的子女。加强对新移民群体的关注，有

助于深化对当代美国社会问题的认识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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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世纪 6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外来移

民又掀起了一次波澜壮阔的入境浪潮。在此次

新移民潮中，不仅移民数量再次升至历史高峰，

而且在地区与民族来源、入境类别、教育与技能

水平、居住分布等许多方面，也都呈现出不同于

以往的特点。国内学界虽对美国新时期的外来

移民较为关注①，但对其人口与家庭特征问题却

少有论及。本文以美国的移民统计与外国出生

人口统计数据为依据，从新移民的地区来源与族

裔构成的转变入手，集中剖析移民群体的年龄及

性别结构、家庭与婚姻状况等特征，以期加深读

者对美国新移民的认识，进而对理解与移民相关

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问题有所裨益。

自 20世纪 60年代以来，伴随着美国新移民

潮的兴起，移民的来源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

化。在此之前，美国的移民主要来自欧洲和加拿

① 参见陈奕平：《当代美国外来移民的特征及影响分析》，《世界民族》2004年第5期；欧阳贞诚：《美国学者关于当代
外来移民对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影响的研究述评》，《世界历史》2008年第6期；欧阳贞诚：《美国当代外来移民的成因及特
征分析》，《东北师大学报》2010年第1期；姬虹：《美国新移民研究（1965年至今）》，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

一、移民来源与族裔构成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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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而来自拉美和亚洲等地区的移民相对有限。

在1820—1959年间，美国共接收移民4157.56万，

其中欧洲和加拿大移民合占近88%，亚洲移民占

2.99%，拉美移民占 7.91%。［1］但是，从 20世纪 60

年代中期起，美国移民的来源地经历了由欧洲、

加拿大向拉美、亚洲等地区的转变。在 1960—

2006年间，进入美国的合法移民共3049.11万，其

中欧洲及加拿大移民仅占20.38%，而拉美移民占

43.67%，亚洲移民占 30.44%，余者来自世界其他

地区。［1］亚洲移民多来自菲律宾、中国、印度、韩国

和越南，拉美移民主要来自墨西哥，而来自多米

尼加、古巴、牙买加等国移民也各占一定比例。

新移民潮中迅速涌现的非法移民，也主要来

自拉美和亚洲地区，并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例

如，在1990年和2000年，非法移民最多的15个来

源国的地区分布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拉美地区10

个，亚洲地区4个，而来自传统的移民国家只有加

拿大。其中，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占美国全部

非法移民的半数以上，其数量在 1990年为 204

万，占 58.28%，到 2000年为 480.8万，比例更是高

达 68.68%。在此 10年间，墨西哥非法移民增长

了近 280 万，占增长非法移民的 80%。［2］（P214）到

2003年，墨西哥非法移民比位居第二的萨尔瓦多

非法移民多 25倍。对此，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

顿曾指出，“非法移民基本上是非法入境的墨西

哥人造成的问题”［3］（P187）。

在美国的当代移民潮中，拉美及亚洲移民之

所以迅速增长而欧洲移民不断减少，除了美国经

济对拉美和亚洲移民产生持续不变的“拉力”之

外，也与战后世界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差异等因

素密切相关。然而，从根本上讲，不同时期国际

移民的来源、规模和流向，是由市场经济机制的

产生、发展及其全球化进程所决定的。在美国历

史上，其移民来源相继经历了从西北欧到东南欧

再到拉美与亚洲地区各国的转变，而各国移民潮

兴起与回落的时间，也基本与本国市场经济体系

在各国深入的进程、渗透深度和广度以及各国向

工业化迈进的步伐基本一致。因此，当代拉美和

亚洲移民的大规模入境以及由此带来的移民来源

地的空间转移，是这些地区在确立了市场经济机制

的前提下工业化迅速展开的必然结果。［4］（P288-289）从

战后拉美和亚洲地区来看，正是随着市场经济的

先后确立及工业化的蓬勃开展，在经济与产业结

构经历普遍转型的同时，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又导

致劳动力大军急剧扩张，从而给这些地区的就业

市场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于是，拉美和亚洲各

国遂掀起了移民美国的浪潮，并成为美国外来移

民的主要来源。

随着来自拉美与亚洲的移民急剧增多，新移

民群体的族裔构成也开始发生改变。此前，由于

移民主要来自欧洲和加拿大，因而白人一直是绝

对主体，其他族裔的比例较低。在美国1900年的

外国出生人口中①，白人占 98.8%，黑人为 0.2%，

亚裔为1.0%。到1960年这种趋势并未发生显著

变化，白人仍占 95.4%，黑人和亚裔略有上升，分

别为 1.3%和 2.9%。此后，由于来自亚洲和拉美

移民的大规模入境，美国的外国出生人口的种族

构成迅速发生变化。到 1980 年，白人下降至

66.2%，其中非西裔白人为 49.4%；黑人只是略有

增长，为5.8%；亚裔和西裔的增速惊人，前者上升

至 15.5%，后者则由 1970 年的 18.7%增加至

29.6%。［5］到 2000年，在美国的外国出生人口当

中，西裔占 45.2%，亚裔占 23.6%，非西裔白人占

24.8%，黑人占7.8%。［6］（P24）以西裔和亚裔为主的新

移民的到来，一方面导致美国移民群体中的非西

裔白人急剧下降，另一方面也造成美国少数族裔

群体的飞速增长。

然而，在当代移民中，虽然西裔主要来自拉

美，亚裔主要来自亚洲，但却不能简单地将拉美

和亚洲移民直接划归为西裔和亚裔范畴。这是

因为在日趋全球化的今天，人类的交往愈发便利

和频繁，不同种族、族裔之间杂居与相互结合的

现象越来越普遍，在那些原本具有很强的种族或

族裔同质性的地区或国家，其种族或族裔也日渐

多样化。在当前美国，来自亚洲的移民并非全是

亚裔，来自非洲的移民也并不都是黑人。例如，

① “外国出生人口”（foreign born）是美国人口普查局使用的概念，与“土生人口”（native born）相对应，指那些出生时
不是美国公民，但在人口普查时定居在美国的人；“移民”（immigrant）是移民统计局（原隶属司法部，现隶属于国土安全
部）使用的概念。“外国出生人口”既包括所有移民（含合法移民、非法移民以及难民），也包括部分留学或从事旅游、经商
等活动的临时定居的非移民。尽管“外国出生人口”不等同于移民，但移民构成了“外国出生人口”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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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的出生于亚洲的移民为白人，40%的来自非洲

的移民为白人；在来自拉美的移民当中，有86%认

为自己是西裔。［7］（P28）显然，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

当代美国移民的种族与族裔的复杂多样性。

当代美国新移民群体在年龄结构与性别构

成方面，亦呈现出一些显著特点。首先，从年龄

结构上看，新移民以年富力强的青壮年居多，而

老年人口及儿童相对较少，呈现一种“两头小、中

间大”的菱形特征。例如，在1973—1983年间，美

国共接纳了 532.27万合法移民，其中，15岁以下

的儿童及青少年占23.37%，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口占 5.80%，15~59岁之间者占 70.82%，而 20~44

岁 之 间 的 处 于 最 佳 工 作 年 龄 的 青 壮 年 占

49.80%。①此后，尽管移民数量在20世纪90年代

再次急剧增加，但以青壮年为主的年龄结构特征

并未发生变化。在1990—2000年间，美国共接收

1063.12万合法移民，其中15岁以下者占16.58%，

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仅占 6.44%；另一方面，

20~44岁之间的移民占 56.33%。［8］至于大量入境

的非法移民，由于他们多数来自经济相对落后的

第三世界地区，其根本目的是希望在美国寻找就

业机会，进而改善自身的经济境遇，因此青壮年

比例无疑更高。

新移民年龄结构的菱形特征，反映了全球时

空范围内移民群体的一个共性，即能够做出迁移

决定的多是青壮年人口。这是因为长期以来，跨

境迁移不仅要以一定的物力、财力为基础，而且

还需要个人拥有较强的异域适应能力。尽管当

代日趋发达的交通、通信手段等使得远距离的迁

移活动越来越容易，但是在陌生环境中生活所带

来的情感孤独与文化隔阂等，通常会阻止那些相

对安于现状的老年人做出背井离乡的迁移决

定。至于儿童及青少年，由于他们受到自身心智

发展的限制，因而也从不是迁移意图的直接决策

者。当然，在当代美国的外来移民中，一个新趋

势就是年幼和年老的移民逐渐增多。这是因为

在1965年移民法的“家庭团聚”原则下，更多儿童

和老年人口以家庭成员的身份得以入境。这一

转变，反映了“美国移民政策特别是‘家庭团聚’

原则走向中心舞台的变迁”［9］（P54）。尽管如此，青

壮年作为入境移民主体的现实，至少在短期内不

会改变。

从平均年龄方面来看，与美国土生人口相

比，入境移民群体相对较为年轻。这是因为尽管

移民儿童数量较少，但移民群体中青壮年居多，

并且老年人口相对有限，因此相应降低了群体的

平均年龄。例如，1970—1980年间进入美国的移

民，其在 1980年时平均年龄为 26.8岁，而当年所

有美国土生人口的平均年龄为 30.0岁。从年龄

分布上看，77%的移民处于15~64岁之间，而处于该

年龄段的美国土生人口的比例为66%。［10］（P220）

需要注意的是，在一些以“外国出生人口”为

研究对象的成果中，通常会得出其平均年龄老于

美国土生人口的结论。例如，美国人口普查局的

当前人口报告（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认为，

在 2000年时，外国出生人口的平均年龄为 38.1

岁，而美国土生人口为34.5岁。［11］（P26）同样，美国国

会预算局（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的一份研

究报告也指出，在 2003年，外国出生人口的平均

年龄为 38.4岁，而美国土生人口平均为 35.1岁，

前者比后者老3.3岁。［12］（P13,17）这些论断，似乎与上

文强调的移民相对年轻的看法相左，但在事实上

却并无不妥之处。这是因为美国的外国出生人

口中既包括新入境的移民，也包括先前到达的移

民。尽管所有移民群体在入境之时，其平均年龄

比土生人口年轻，但自从进入美国后，他们本身

会随着居住时间的增加而逐渐变老，而他们在美

国生育的子女，却被划归为土生人口之列。例

如，在 2003年，仅有 9%的外国出生人口小于 18

岁，而土生人口却高达28%。［12］（P13）因此，在所有的

外国出生人口中，除小部分新到移民较为年轻之

外，更多的却是那些不断变老的早期入境的移

民，而这两部分群体的平均年龄则超过了土生人

口。概言之，从入境移民群体的角度来看，他们

的确比美国人年轻；但若从外国出生人口的角度

来看，他们却又老于美国人。

其次，从性别构成上看，女性移民不断增多

并最终超过男性，这也是美国当代移民潮的一个

① 此数据是笔者依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移民统计局 John Simanski先生提供的材料“persons obtaining legal perma⁃
nent resident status by age group and gender: fiscal years 1973-2010”计算而得。

二、移民的年龄与性别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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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趋势。长期以来，由于在传统的社会和家庭分

工之下，男性通常是移民行为的策划与主动实施

者，而女性多是依附者，只是被动地参与其中。

因此，在 20世纪上半期，美国的移民群体中的男

性比重一直高于女性。其中，1910年时男性比例

最 高 ，为 56.7% ；女 性 比 例 则 相 应 最 低 ，为

43.3%。此后，虽然男性比例呈持续下降之势，但

到 1950 年 时 仍 为 50.8% ，依 然 高 于 女 性 的

49.2%。然而，从20世纪初期开始，女性移民就开

始不断增加。到60年代，其数量终于超过了男性

移民，并且这一状况一直持续至今。例如，自

1993年以来，获得美国移民签证的女性占 53%。

在21岁及以上的移民当中，女性数量在2003年比男

性多68 000人，在2004年则多出85 000人。［13］（P4）从

女性占全部外国出生人口的比例方面看，在1960

年，女性比例达到了 51.1%，超过了男性的

48.9%；到 1970年，女性比例达到最高水平，为

54.2%，而男性仅为 45.8%；再到 2000年，女性比

例为50.2%，依然高于男性的49.8%。［5］

美国女性移民之所以迅速增长，原因主要如

下：其一，美国移民政策的调整为女性移民的到

来打开了方便之门。在美国1965年实施的《移民

与国籍法修正案》中，其分配给寻求家庭团聚的

移民的限额，占全部限额的 74%［14］（P42），从而便利

了移民的妻子、母亲等女性亲属的入境。其二，

女性独立与追求幸福的意识的转变。当前，为了

追求自身事业发展或者为了增加家庭收入，“越

来越多的女性以工人而非依附人口的身份进入

美国”［15］（P5）。还有部分妇女是出于自身幸福的考

虑。当其丈夫在美国工作时，为避免情感上的孤

独，她们“不愿继续留在家乡的城镇”［16］（P172-173），纷

纷踏上前往美国的求亲之路。其三，战后以来美

国经济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重组，导致部分产业

部门对女性劳力的需求不断增长。例如，战后加

州大量兴起的儿童看护、清扫房屋与办公室、熨

洗衣服之类的就业机会，为墨西哥女性提供了充

分的就业空间。在加州的制衣厂、蔬菜、水果罐

头厂及包装企业等部门，墨西哥女性移民仍是最

受欢迎的劳动力。［16］（P174-175）不仅如此，美国政府也

制定相关政策，直接从国外招募女性移民，以弥

补某些职业部门中女性劳力的不足。其四，近年

来某些新的商业途径也便利了女性移民的增

加。其一便是伴随着网络婚介兴起而出现的“邮

购新娘”（mail-order bride）业务。根据研究者的

调查，当前美国每年有 4000~6000例跨国婚姻是

通过“邮购新娘”的产业而实现的。此外，人口贩

卖等非法活动的日益猖獗，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

了女性移民的增长，因为妇女是最主要的受害者

之一。

然而，尽管女性移民自战后以来呈现不断增

长的总体趋势，但其比例在70年代达到顶峰后又

开始有所回落。同样，在美国的成年的外国出生

人口中，女性比例由1960年的50.6%上升至1970

年的 54.6%，但到 1980年下降为 53.9%，到 1990

年为 51.9%，再到 2000年为 50.4%。之所以出现

这种趋势，主要是因为 20世纪 60年代以来非法

移民的迅速增多，而非法移民当中又以男性为

主。例如，在 13岁及以上的墨西哥非法移民中，

女性在 1980—1986 年间约占 25.7%，到 1987—

1992年间上升至 34.3%，再到 1993—1998年间，

该比例又有所下降，为32.5%。［13］（P5-6）不难看出，男

性始终占非法移民的2/3左右。正是因为大量非

法男性移民的到来，从而导致自70年代起女性移

民占全部移民比例的相对减少。

三、移民的婚姻与家庭

新移民群体中青壮年占主体以及女性不断

增加的历史现实，也直接影响着移民群体的婚姻

状况与家庭构成。与美国土生人口相比，当代移

民在婚姻与家庭方面呈现如下特点。

首先，在婚姻状况方面，移民的结婚率相对

较高，而离婚率和分居率相对较低。在 20世纪

70年代入境的移民当中，15岁以上者的结婚率高

于本土人口，但离婚率却低于后者。［10］（P220）一份较

权威的研究报告对 1995年入境的移民群体和土

生美国人的婚姻状况进行分析后发现，在 25~34

岁的移民与土生人口当中，男性移民的结婚率为

63.9%，女性移民为79.7%，分别高于土生男性、女

性的 54.0%和 60.8%；在离婚状况方面，男性移民

仅为 1.0%，女性移民仅为 1.1%，而土生男性和女

性分别为 7.3%和 9.8%，后者也远高于前者；在未

婚状况方面，男性、女性移民的比例都稍低于土

生男性与女性，前者分别为 34.8%和 18.8%，后者

分别为 36.1%和 25.0%；在分居状况方面，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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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移民的比例也都低于土生人口，前者分别为

0.2%、0.2%，后者分别为 2.5%和 3.8%；在寡居状

况方面，移民与土生人口的差别并不明显，前者

分别为 0.1%和 0.2%，后者分别为 0.2%和 0.6%。

此外，在 35~44岁、45~54岁、55~64岁及 65岁以

上的移民群体当中，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尽管

其未婚和寡居的比例在不同年龄段有所变动，但

相对于土生人口而言差别不是太大；而在结婚率

方面，移民远高于土生人口，与此同时，其离婚率

和分居率却又远低于土生人口。［9］（P57）由此可见，

移民的婚姻状况相对较为稳定。

新移民的婚姻状况之所以相对稳定，其原因

在于：第一，美国 1965年移民法中“家庭团聚”条

款享有的优先权，有利于移民的已婚亲属入境。

即在教育与技能水平等同的情况下，如果一位绿

卡获得者的妻子与一位单身女性竞争一个移民限

额，美国移民政策显然会偏袒前者。因此，移民群

体呈现出较高的成婚率是不足为奇的。［9］（P56）第

二，相对于其他美国人而言，多数新移民群体的

文化背景更强调家庭观念。像深受儒家文化熏

染的东亚移民，普遍将白头偕老作为婚姻的最高

境界，而将独身、离婚等视为不孝、不义之举；同

样，与美国其他的低收入者相比较，墨西哥移民

当中的家庭破裂现象也较少见。墨西哥妇女的

离婚率比白人低，且不到黑人和波多黎各妇女离

婚率的一半。在墨西哥裔家庭里，妇女为户主的

家庭比例仅有12%，而黑人和波多黎各人家庭分

别为31%和34%。［17］（P337-338）第三，女性移民不断增

多的历史现实，也对移民群体的婚姻状况产生了

积极影响。尽管当前美国的种族融合趋势日趋

加强，但在各移民群体中间，族内通婚仍是主

流。大量女性移民的到来，相应扭转了某些移民

群体中长期存在的性别失衡现象，为其实现充分

婚配创造了前提条件。由于婚配双方拥有着共

同的文化背景与价值观念，因此这种婚姻相对更

为稳固。

其次，移民家庭人口相对较多，规模普遍大

于土生人家庭。对此，许多研究提供了有力证

明。例如，1986年总统经济报告指出，70年代入

境移民普遍有较多的家庭成员，平均每个移民家

庭为3.8人，而土生人家庭为3.3人。［10］（P220）美国国

家研究委员会的相关研究也指出，80年代入境移

民的家庭规模同样较大，平均为 3.85人，而所有

美国家庭平均为3.16人。［9］（P56）

然而，在美国的有关“家庭”的统计中，经常

涉及“household”和“family”两个易混淆的概念。

尽管二者所指代的“家庭”含义有所不同①，但是，

无论是从“H”家庭还是“F”家庭的角度讲，移民家

庭的规模都大于土生人家庭。例如，以美国2000

年外国出生人口统计为依据，若从“H”家庭方面

来看，平均每个外国出生者家庭为 3.26人，土生

人家庭为2.54人；而从“F”家庭方面来看，每个外

国出生者家庭平均为 3.72人，相比之下，土生人

家庭仅为3.10人。［11］（P30,32）

另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是，在美国各类人口

统计当中，外国出生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总

是低于外国出生者家庭占全部家庭的比例，这似

乎与外国出生者家庭的规模较大的事实相悖。

例如在2000年，美国有1160万外国出生的“H”家

庭，占全部 1.047亿“H”家庭的 11.1%。然而，美

国的外国出生人口为 2840万，占全部总人口的

10.4%［11］（P8,30），之所以出现这一奇怪现象，是因为

外国出生家庭是依据户主的出生地而确定的。

在这些家庭中，很多子女是在美国出生的，但根

据美国的相关规定，他们属于土生人口而非外国

出生人口。在2000年时，每个外国出生者家庭平

均有3.26个成员，其中既包括2.18个外国出生成

员，也包括1.08个土生成员。土生人占外国出生

者家庭所有成员的 33.1%。从绝对数量上看，共

有 1260万土生人口生活于外国出生者家庭之

中。［11］（P30）因此，外国出生者家庭的规模较大与外

国出生人口占美国全部人口的比例偏低的事实，

是并不矛盾的。

再次，相对于土生人家庭而言，移民家庭通

① “household”和“family”二者意义相近但也有区别。“household”是由拥有或租赁一套单元住宅的个人或群体构成的
家庭。一个“household”可能只有一个人，也可能由多人组成，成员之间并不一定有亲缘或血缘关系。而一个“family”却
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因生育、婚姻或收养关系而生活在一起的人组成，它强调的是成员之间的亲缘或血缘关系。无论
是“household”，还是“family”，通常根据户主的出生地而将之分为外国出生家庭和土生家庭。也就是说，不管其他家庭成
员在何地出生，户主为本地出生者的家庭是土生家庭，而户主为外国出生者的家庭即为外国出生家庭。为行文方便，笔
者将“household”称为“H”家庭，将“family”称为“F”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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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较多的子女。移民家庭规模较大的原因，除

了亲属、好友之间自愿或迫不得已而居住在一起

之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移民女性的生育率

较高，因而其子女相对较多。以1980—1990年间

入境的女性移民为例，将她们与美国同龄女性相

比较后发现，无论是在哪个年龄段（15~24岁、25~

34岁、35~44岁），其生育的子女数量均多于美国

女性。［9］（P58）当然，由于移民女性的生育率相对较

高，因而移民家庭中子女相应多于土生家庭。在

2000年，平均每个外国出生者的“H”家庭中18岁

以下子女为 0.99人，而土生人家庭则为 0.65人；

平均每个外国出生者“F”家庭中18岁以下子女为

1.25人，而土生人家庭则为0.94人。［11］（P30,32）

移民家庭之所以有较多的子女，主要与移民

来源地的生育观念密切相关。通常而言，一个地

区的经济发展程度直接影响着当地生育率的高

低。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其较完备的社会福利体

制、紧张的生活节奏、女性较强的独立意识以及

抚养子女的高额费用等，都会促使人们选择养育

相对较少的子女甚至不生育。与之相反，在经济

落后的地区，其传统生育观念受到现代文明与生

活方式的冲击相对较小，因而依然维持着较高的

生育率。在当代美国，来自相对落后的拉美和亚

洲移民，通常展现出较高的生育率。但是，在来

自不同经济发展程度地区的移民家庭之间，比例

却有所不同。其中，来自相对发达的欧洲地区的

移民家庭仅为 35.0%，而来自拉美地区的移民家

庭却为 73.4%。在这些拉美移民家庭中，来自墨

西哥的移民家庭的比例高达 80.4%；同样在这些

外国出生者家庭中，有三个或三个以上子女的家

庭比例为16.1%。其中来自欧洲的移民家庭仅为

5.1%，来自拉美的移民家庭为24.4%，而墨西哥移

民家庭更是达到 31.9%。［11］（P33）当然，移民家庭的

高生育率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他们在美国

的同化程度日渐加深，特别是发展到第二代或第

三代的时候，其生育率基本与美国其他土生人口

持平，家庭规模也开始不断缩小。

总之，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来自

拉美和亚洲等地区的移民不断增加，不仅移民的

种族构成发生了变化，而且移民群体在年龄与性

别结构、婚姻与家庭方面，也都展现出新的特

征。移民群体的这些新变化，在给美国社会带来

诸多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许多新

的问题与挑战。例如，移民的种族构成变化及其

对当前和未来美国人口的影响，已引起美国人在

文化和心理上的强烈震撼，一些人士甚至惊呼美

国白人即将变成少数族裔，另一些反移民主义者

则担心新移民将造成未来美国“在语言和精神上

的分裂”［18］（P37）；移民的年龄、性别、家庭与婚姻等

方面的特征，又直接关系着移民人力资本的积累

和形成，既影响着移民群体如何实现自身在美国

劳动市场中的融合与经济同化，同样也影响着美

国的经济发展。所有这些问题，均有待于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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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 and
Family of Immigrants Since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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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immigration wave in 1960s, immigrants from Latin America and Asia appear

greatly which are not traditional emigration countries. The ethnic composition is changed with young

man as the majority and the growth of female population, which shows the“diamond”structure con⁃

cerning the age. Compared with American citizens, their marital status is stable with large family

and many children. Attention to the group helps further the knowledge and study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al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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