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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近 20年来, 对东南亚华侨华人数量的估算相距甚大, 导致对世界华侨华人数量估算

的分歧。根据历史统计数据,参照人口自然增长率和机械增长率的因素,并充分考虑新移民对东

南亚华侨华人数量的影响, 可以估算, 东南亚华人华侨总数约 3348. 6 万, 约占东南亚总人口的

6% ,约占全球 4543万华侨华人的 73. 5%。其中, 20世纪 80 年代以后进入东南亚的中国移民及其

眷属至少在 250 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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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世界华侨华人的数量,历来没有相对一致的估算。近年来, 无论官方或民间,无论在外国或

中国,对华侨华人数量估计相差更大,从 3000万到 8700万都有。�

大体而言, 东南亚以外的华侨华人集中在发达国家。由于发达国家有当地国官方人口普查数

据和出入境数据可以利用,也有对非法移民数量的估计数据,因此, 对发达国家的华侨华人数据估

算大体相差不大。对世界华侨华人数量的估算, 关键在于把握占世界华侨华人总数 70% - 80%的

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数量。由于东南亚传统华社绝大部分是二三代乃至十几代的华人,并经历多种

劫难和变迁,因此,各国官方和学术界对东南亚华侨华人总数的估算差距甚远。此外, 近 20年来,

又有大批中国新移民进入东南亚。他们大多为超期滞留者或非正式移民入境者, 且能通过各种方

式取得当地定居身份,其数量更从无统计。本文试图重新估算东南亚传统华社的规模和近 20年进

入东南亚的华人新移民数量, 作为估算世界华侨华人人口数量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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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鉴于各国官方和学术界关于东南亚华侨华人数量估计的巨大差异, 而这些差异很大程度上又

是来自对如何认定!华侨∀、!华人∀和!移民∀的分歧。因此, 本文界定相关概念如下:

1. 华侨(Overseas Chinese)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1990年)第 3条规定: 华侨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

公民。何为中国公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 1980年)第 3条和第 4条规定: 父母双方或一方

为中国公民,本人出生在中国或外国者具有中国国籍, 但本人出生时即具有外国国籍者不具有中国

国籍。[ 1]因此,国外任何持中国护照者,只要具有定居性质, 即是华侨。其子女如没有外国国籍,也

是华侨。但何为定居,中国官方没有作出明确的时间和身份界定。在实践上, 很多前往海外求学、

投资或务工者,从一开始就具有定居性质。因此, 我们拟引入!国际移民∀的概念。联合国人口司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和世界移民组织(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对!国际移
民∀的定义为:跨越国界的常久性人口空间移动。在统计移民数量时,以非出生于居住国为标准。

何为!常久性∀, 则各国标准不一,从 1- 12个月均有,但以半年至一年为多。参照以上定义和标准,

本文的!中国新移民∀,指 20世纪 70年代以来从中国大陆、台湾和港澳地区移居国外并长住一年以

上者。但不包括政府所派遣的外事人员。在实际估算中, 那些非定居性质的留学生或劳务人员的

总量,对本文估算的华侨华人总量影响极小, 不会超过 1%。

2. 华人( ethnic Chinese, Chinese Diaspora)

!华人∀泛指海外中国移民及其后裔。各国(包括中国)官方和学界对!华人∀的认知并非完全一

致,但基本上按政治(法律)和文化族群类型划分,而两者又有密切联系。就总体而言,判断是否属

于华人,主要根据其与血统相联系的文化特征。因此,我倾向于将!华人∀定义为: 一定程度上保持

中华文化(或华人文化)和中国人血缘的非中国公民。� 关于华侨华人数量估算的巨大差异,关键

在于对何为!华人∀标准的歧异。尤其是把混血华人都归入土著或大部分归入土著,抑或把仍有华

人血统者都估算为或大部分估算为华人,都会导致数据的悬殊。本文所指华人,不包括虽有华人血

统,但文化上已经几乎完全融入东南亚当地土著的华人后裔。

综上所述, 本文所指的华侨华人,指定居在国外一年以上的中国公民和一定程度上保持中华文

化(或华人文化)、中国人血缘的非中国公民(华人)。

二、东南亚华侨华人数量估算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诸种因素导致对东南亚华侨华人规模估计的差异。首先,二战以后,绝大部分东南亚华人相继

加入当地国籍, 其身份认同呈多元化状态。很多华人或自愿或被迫同化于当地社会, 隐瞒华人特

征,导致!华人∀身份认定的不确定性,在社会人口统计中多被归入土著民族。此状况以印尼、泰国

为最,次为缅甸、越南。其次, 华侨华人问题一向被东南亚各国政府视为敏感问题,其真实存在状况

的信息通常被回避或扭曲。即使在新加坡政府发布的族群结构统计数据中,也未公布非永驻新加

坡的外国人来源地的统计数据。除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外,其他地区几乎没有关于族群结构的可靠

统计资料可利用。第三, 东南亚各国的出入境统计数据大多不全,尤其没有关于入境签证类型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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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按期出境的记录。中国与东南亚有漫长的边境,难以有效监管, 很多地方边民可自由出入。此

外,在缅甸、柬埔寨、老挝乃至菲律宾和泰国, 很多中国新移民可通过各种方式改变居留身份而不进

入官方的归化统计记录。以上种种情况导致对近 20年进入东南亚的中国新移民规模难以把握。

本文将当前东南亚华侨华人分为两部分估算:一是传统华社,二是近 20多年进入东南亚的中

国新移民。本文对东南亚传统华社规模的把握,主要是通过考察历史人口数据变动及可能的人口

自然增长率,参考其他相关因素进行推估。大体而言,作为估算基础的历史人口统计数据, 多是殖

民政府或当地土著政府基于出入境数据的估算,普遍存在低估或大幅度低估实际华侨华人规模的

现象, 但华侨华人的人口增长率可能稍低于当地土著。因此,笔者偏向谨慎评估, 假设两者至少可

相互抵消,再将得出的数据与各家估算和从东南亚侨社获得的信息相互印证,其结论应该相当接近

真实状况或偏于低估。对中国新移民的估算则通过搜集和综合各种零散的信息, 力图描述东南亚

的中国新移民的整体状况和推断出大体数据(详见表 1)。

表 1 � 东南亚华侨华人分布及在当地人口中所占比例 � (单位:万人)

国别 � � 年份 人数
在当地人口中
所占比例 新移民人数*

印尼 2007 � 1000 � � � 4. 1% � 10

泰国 2007 � � 700 � � 11% � 35- 40

马来西亚 2006 � � 645 � � 23. 7% � 10- 15

新加坡 2007 � � 360 � � 77% � 35

缅甸 2007 � � 250 � � � 4. 5% � 100- 110

菲律宾 2006 � � 150 � � � 1. 6% � 20

越南 2007 � � 140 � � � 1. 67% � 10- 15

柬埔寨 2007 � � 70 � � � 5% � 20- 25

老挝 2007 � � 28 � � � 4. 8% � 13

文莱 2007 � � � 5. 6 � � 15% � � *

总计 2007 � 3348. 6 � � � 5. 96% � 253- 283

� � * 新移民指 20世纪 70 年代以后进入东南亚的华侨华人, 包括来自中国大陆、港台和其他国家的华人华侨。

三、东南亚华侨华人数量估算和分布

1. 印尼和泰国

印尼和泰国是东南亚华侨华人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移民在印尼和泰国定居已经数十代,很

多中国移民后裔不同程度同化于当地社会。

由于印尼缺乏对华人人口的全面普查,且印尼华人后代有相当大部分同化于当地土著,很多底

层华人及其子女仍无国籍,尚有一部分华人自认为是印尼土著或以印尼土著身份对外交往,故关于

印尼华侨华人人口数量估计差距很大, 有 700万、1000 万、1600万甚至 2000 多万等相差甚远的估

计。但如以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和机械增长率推估,再与较有权威性的印尼官员或专家的估算印证,

仍能大体得出印尼华侨华人的基本规模。

2007年,印尼华人问题研究专家廖建裕( Leo Suryadinata)引用 Astrong 所编的统计资料, 2000年

印度尼西亚华人人口为 402 万, 占全国总人口约 2%。[ 2]这和通常认为印尼华侨华人占印尼人口

3% - 5%的比例偏差较大,不足采信。暨南大学黄昆章教授认为, 20 世纪 80年代初, 印尼华人有

600万左右;到 1995年, 全印尼人口有 1. 9亿, 其中华裔有 720万以上, 加上华侨和无国籍华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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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华人人口总数为770万,
[ 3]
约占印尼总人口的 4%。本人基本认可这一估计。1999年 11月,印尼

驻新加坡大使鲁弗班查依旦中将认为, 印尼华人有 1100万人。[ 4]鲁旦中将与收藏完整华人资料的

印尼国家情报局有密切联系, 因此,这个数字应有一定依据。据印尼泗水#千岛日报∃社长张明开先

生说法, 印尼官方认为华人数量是 1000 万, 但当地华人的估计是约有 1600 万人。
[ 5]
印尼#国际日

报∃主编李卓辉提出,根据印尼移民厅 1954年的估计,印尼华人约 300万人,占印尼人口 3%。这个

数据仍属低估, 因为印尼移民厅对华人身份的认定,只包括那些华人认同意识强烈的人, 较少包括

那些双重认同或华人意识较弱的人。李氏又估计,至 2003年, 华人约 1100万人,占总人口的 3%或

3. 5%。
[ 6]

2005年,印尼中华总商会副秘书长陈立志认为, 据官方不完全统计, 华人人口总数约在

1760万人左右,大多数从商。[ 7]但他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何种官方统计及其依据, 因此,仍不足采信。

关于印尼华人数量估计偏差如此之大,源于殖民时期对华人身份的认定。1910年初, 荷兰政

府颁布#荷属东印度籍民条例∃,以出生地主义为原则,鼓励华人, 尤其是土生华人加入荷籍。在人

口统计中, 很多土生华人计入印尼土著籍。1930年, 荷印发布关于人口统计数据,华侨人数 123万

人,占印尼总人口的 2. 19%。[ 8]虽然这个统计严重低估华侨人口的实际数量, 但却成为此后各种数

据的推算基础。1972年台湾#华侨经济年鉴∃根据雅加达中华商会推算的数字,载华侨人口为 450

万人,占印尼总人口的 3. 68%。其中, 取得印尼国籍者 250万。
[ 9]

我们拟以 1972年雅加达中华商会的华侨人口占印尼总人口的 3. 68%为基数,根据自然增长率

和机械增长率(进入印尼的中国移民)以及适当增加无国籍华人和华人身份不甚明显的部分,推估

印尼华侨华人总数。如华人自然增长率稍低于印尼总人口自然增长率, 但加上无国籍华人和部分

华人身份认同不甚明显者,则 2007年印尼华人约 960万。苏哈托统治后期,来自福建的中国移民

在其富裕的印尼亲友的帮助下,开始成批进入印度尼西亚。[ 10]根据福建省调查资料, 1996年以前往

印尼的新移民及其子女约 30 900人。到 2005年, 在印尼的福州籍新移民增至 51 311人。[ 11]加上来

自中国大陆其他地区的移民、劳务输出人员和常驻印尼商务与技术人员,以及印尼数以万计的台商

及其眷属, 可推估印尼华侨华人约 1000万。这个数据作为下限应当是适度的, 与鲁弗班查依旦中

将、李卓辉和黄昆章教授的估计也相去不远。

和印度尼西亚一样, 泰国华人华侨数量大且特别难估算。19 世纪以来,泰国华人人口数量一

直没有可靠的统计数据。中国移民普遍与泰人通婚,其后代融入泰国社会程度甚深,很多仍有华人

意识的中国移民后代取泰国名字, 行为方式与泰人无甚区别,通常被官方视为泰人。在泰国官方的

人口资料中,向来只有中国人出入境的数据和人口普查时的中国籍侨民人数统计。因此, 无论是

19世纪西方商务官和清朝官员的估计,或 20世纪日本学者的研究,其数据相距甚远。

据暹罗政府的出入境统计, 1900年的暹罗华侨约 60. 8万人,占全国人口 732万中的 8. 3%。美

国史金纳教授根据对泰国内地所做的详细调查,估算 1954- 1955年泰国华人总数为 231. 5万,约占

泰国总人口的 10%。[ 12]但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在 1908年奉旨考察旅暹民情形, 他称!暹罗全国户

口不满千万,而华侨有三百万人,人数之众过于爪哇∀。[ 13]两者数据相差如此悬殊,可能是杨士琦将

暹化或半暹化的华人全部计入。根据泰国(暹罗)出入境人口统计, 仅 1900- 1949年, 中国人就净

移入泰国近 100万。1949年后,中国向泰国的移民潮流基本停止,但一部分国民党部队和!难民∀陆

续逃离中国进入缅甸,以后辗转潜入泰国北部。如不考虑同化因素而仅以自然增长率计算, 1955

年泰华数量应在 300万至 400万间, 与 1956年台湾华侨志编撰委员会估计的 369万人相当,
[ 14]
约

占泰国总人口的 15%。在 20世纪 80年代以前, 尚无大规模中国新移民进入泰国。我倾向仍按史

金纳的泰华占总人口比例 10%估算泰华人口。考虑到近年来泰国人口自然增长基本停顿, 故设定

泰华的人口增长率应相当于总人口增长率,不影响按泰华人口占总人口的 10%的估算。2007年泰

国人口为 65 068 149人。[ 15]因此,我估计传统泰华社会约为 650万,加上近 20年涌入泰国的 40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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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万中国新移民,估计2007年的泰国华人华侨应在 700万左右。由于华泰混血儿数量很大,如他

们大批认同华人身份,则这个数据可能大大低估。

2. 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文莱

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文莱建国后,先后都有华族的人口统计。因此, 对新马和文莱的华族人口

数量通常没有较大异议。

新加坡发布人口统计资料,一向包括各族裔国民人数和定居的外国人人数,但没有发布定居新

加坡的外国人族裔比例。因此,新加坡华人华侨人数的总和,应当是新加坡华族人数和定居的外国

人中的华人,以及中国劳务人员和非法长期滞留者人数之总和。

截至 2007年 6月,新加坡人口总数 468. 06万。其中,近 370万的公民和永久居民,其余约 100

万为暂住的外国居民。公民和永久居民人口比上年度增加1. 8%,而暂住居民则增加了14. 9%。[ 16]

根据新加坡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 2006年华族占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比例为 75. 2%。如2007年

的种族与上年比例大体相当, 华人的比例与公民和永久居民种族比例相当,加上没有进入统计的少

量非法滞留者, 则新加坡的华侨华人总数约在 353. 5万人。[ 17]

据马来西亚统计局数据, 2006年, 马来西亚人口约 2664万人。其中, 2120万人住在西马, 544

万人居住在东马。如按 2004年华族占总人口 23. 7%的比例, 2006年华人共 631. 37万。
[ 18]
如加上

尚未加入马来西亚国籍的中国新移民(如婚姻移民、退休移民等)和合法与非法中国劳工, 2006年

马来西亚华人华侨总数约在 645万。

2006年,文莱华人华侨约 5. 6万人,约占总人口的 15%。[ 19]由于文莱严厉管制出入境, 中国对

文莱的劳务人员出口仅数百人,非法移民也几乎没有居留空间, 故文莱华侨华人变动主要是人口自

然增长率所致。

3. 缅甸、菲律宾和越南

对缅甸华人华侨人数量的估计分歧最大,有 300 万( 2000)、200多万( 2008)、250万( 2003)、100

万( 2001)、90万至 135万( 1996)、46. 6万( 1990)、32. 48 万( 2007)等, 其数据相差近 10倍, 是对东南

亚各国华侨华人数量估计中悬殊最大者。笔者以为,对缅甸华侨华人数量的估计,应重视对传统华

人社会自然增长率和机械增长率的估算, 更要关注近 20年中国新移民对缅甸华侨华人总量的影

响,后者可能是决定性的。

根据缅甸人口和侨民统计局统计, 1988年, 缅甸华侨华人约有 80 多万, 其中华侨只有 73 272

人。[ 20]缅甸华人研究专家Mya Tan估计,缅甸华人的数量约占人口的2% - 3% ,当在 90万至 135万

间。
[ 21]
台湾的#华侨经济年鉴∃估计, 2000年, 缅甸华侨华人达 300万,

[ 22]
与其两年前的不到百万的

数据相差太远, 且没有解释为何两年内暴涨 2倍的原因, 因此不予采信。2008年缅甸风灾过后,缅

甸归侨联谊会会长粟秀玉称, 目前缅甸华人华侨有二百多万人。[ 23]

以上学者对缅甸华侨华人数量的估计,依据的是传统华人社会的增长率,除缅甸归侨联谊会会

长粟秀玉外,均未注意到新移民的因素。东南亚华人史研究专家布赛尔( V. Purcell)据缅甸殖民政

府人口调查推估, 1961年缅甸华人数量为 35万, 约占总人口的 1. 6%。缅甸华人无国籍或以土著

名字者多,因此,此数量当然是大为低估,即使是缅甸政府官员, 也不认可这个数据。早在 1953年,

缅甸内政部秘书在答复国会议员时称: 全缅华侨大概有 35万人, [ 24]华侨华人的实际数量应远多于

此。根据民国政府驻仰光总领事馆的查报, 1947年, 缅甸华侨总数为 36万,
[ 25]
占当地总人口的

2. 3%。我倾向于以民国驻仰光总领事馆 1947年查报的数据 36万、占缅甸人口 2. 3%为基础,再考

虑1973年以后缅华非正常减少的因素及 1950年国民党军溃退缅甸和文革期间云南知青大批前往

缅甸的非正常增长因素, 取传统缅华社会约占缅甸总人口 2. 2%的估计,则 2006年应为 110万。

改革开放以后, 前往缅甸的云南商贩开始络绎于途。20世纪 90年代以来, 中缅经贸关系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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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双方贸易额、中国对缅甸的援助、官方和私人投资、承包工程额等急遽增长, 激发大批中国移

民前往缅甸。据估计,在近 10年间,有多达 100万中国新移民前往缅甸。[ 26]加上20世纪 80年代以

来新移民的自然增长率, 则新移民及其后裔当在 130万人以上。此外,缅甸北部有原为汉人的果敢

族近 10万人, 云南的部分跨界民族居住于缅北, 他们向来不被统计为华侨华人。如加上他们, 当前

缅甸的华侨华人应在 250万以上。这一估计与缅甸归侨联谊会会长粟秀玉所说的 200多万相当,

也符合2005年中国驻缅甸使馆的估计。�

20世纪 80年代以来,菲律宾没有公布过菲律宾华侨华人的统计数据。但对 20世纪 90年代中

期菲华人数,各菲华研究专家估计的数据相差不大, 误差不超过 20%。1973年, 著名学者、台籍日

本教授戴国辉根据菲律宾中华总商会的资料,认为菲律宾华侨华裔人口达 60 万, 半数居住在马尼

拉地区。1990年,著名菲律宾华人研究专家、加拿大教授魏安国( Edgar Wickberg)估计, 20世纪 80

年代末菲华数量约在 60万至 100万之间,认为数据的不确定性在于缺乏官方对华裔菲律宾公民的

人口统计。
[ 27]

20 世纪 90年代中期, 菲华研究专家和菲律宾华社著名活动家洪玉华女士( Teresita

Ang See)估计,菲律宾华人约在 80万至 85万人之间,约为菲律宾 6800万总人口的 1. 2%。
[ 28]
同期,

魏安国教授认为,菲华总数大概在 80万至 120万之间。包括新移民, 最普通的估计是 100万人,约

为菲律宾总人口的 1. 4%。[ 29]如洪玉华的估算不包括新移民,则两人的估计大体相当。

我基本同意魏安国的估算, 即 20世纪 90年代中期, 菲律宾华人华侨约 100万, 为总人口的

1. 4%。以此数据为基础,加上自然增长率和 20世纪 90年代初以来的新移民及其自然增长率, 应是

菲律宾华人华侨的总数量。菲律宾的中国新移民准确数量无从得知, 只能大体推估。2006年 4月

笔者访问菲律宾时,特别向各侨团领袖征求对新移民数量的估计,但差异甚大,从 15 万至 50多万

的回答都有。但通常都认可至少有 20万以上,绝大部分已经有正式居住身份。如菲华人口自然增

长率与菲律宾总人口相当,加上 90年代初迄今至少 15万的新移民及其自然增长率,则 2007年菲

律宾华人华侨总数约 150万。

虽然当前越南华人华侨的总数一直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公布, 但各学者对越南华人的估计基

本一致,即约占越南总人口的 1. 4% - 1. 53%。1989 年, 越南人口普查时统计, 全国人口总数为

6441. 2万人,其中华人总数为 961 702人,约占越南总人口 1. 5%。[ 30]廖建裕教授关于 1990年越南

华人数量的估算采用这个数据。[ 31]1996年,越南国家社科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Social Sciences and

Hmanities of Vietnam) Tran Khanh博士认为,越南华族约105万,占越南 7500万总人口的 1. 4%。[ 32]据

台湾!侨委会∀统计, 2002年越南华人共有 122. 65万人, 约占越南总人口的 1. 53%。[ 33]我倾向于越

南华人占总人口的1. 5%左右的估计,到 2006年, 华人数量约为 130万人。加上中国在越商务人

员、常驻边贸商贩和台商及其眷属约 20万人,越南华侨华人总数约在 150万。但各家推估的基础

是1989年越南政府发布的人口普查数据。当时中越关系尚未正常化, !华人∀身份仍是敏感,应当

有不少华裔不敢认同华人身份。故如在此基础上高估越南华人人口 10%- 20% ,本人也认可。

4. 柬埔寨和老挝

对当前柬埔寨华侨华人数量的推估差异可达数倍。其误差多在是否包括和如何估计近 10多

年来大规模涌入柬埔寨的中国新移民。本人基于对柬埔寨的中国新移民研究的基础,推估 2007年

柬埔寨华侨华人总数约为 70万。

1968年,柬埔寨华人约 42. 5万人,占柬埔寨总人口 6. 5%。
[ 34]
在红色高棉和越南入侵柬埔寨时

期,柬埔寨华人大批殉难和外逃。% 1987年,柬埔寨政府调整对华侨华人政策,金边当局通过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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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争取逃离柬埔寨的华人回柬定居, 华侨华人数量回升。1999年, 柬埔寨华侨华人约 40万。
[ 35]

柬埔寨华人研究最著名的专家、新西兰根德堡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云达忠( W. E. Willmott)估计, 20

世纪 90年代中期以前, 柬埔寨华人大概有 35万人, 包括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新移民, [ 36]

约占柬埔寨总人口4. 3%。近 10年来, 由于中国和柬埔寨经贸关系飞速发展,中国对柬埔寨的大规

模投资、经济援助、承包工程,使涌入柬埔寨的中国各类管理、工程技术人员数量乃至劳工迅速增

长。据著名移民观察家 David Fullbrook估计,近年来涌入柬埔寨的中国移民在 5万至 30万人之间,

散布在柬埔寨各地。
[ 37]
因此, 如估计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后还有10万新移民涌入柬埔寨,加上约

占柬埔寨人口4. 3%的原有华侨华人, 则柬埔寨华侨华人总数应在70万,与柬埔寨联合资源投资集

团董事长、柬埔寨中国商会副会长张云峰的估计相当。[ 38]

由于近20年来中国进入老挝的新移民数量较大且难以准确估算,对老挝华侨华人总数的估计

差异较大,从1万余人( 1997年)到 21. 2万( 2000年)都有。本人基于对老挝的中国新移民研究的基

础,推估 2007年老挝华侨华人总数约为 28万,约占老挝 600万总人口的 4. 8%。

结 � 论

迄2007年,东南亚华人华侨总数约 3348. 6万。其中 20世纪 80年代以后进入东南亚的中国移

民及其眷属至少在 250万以上。东南亚华侨华人约占东南亚总人口的 6% ,约占全球华侨华人的

73. 5%。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三国是东南亚、也是世界华侨华人数量最多的国家,其华侨华人数

量共达2345万人,超过世界华侨华人总数的一半。要强调的是,基于各方面因素考量, 本文对华侨

华人数量的估算可能偏低,因此,如有人提出更高的估计并言之成理,我们也倾向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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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Estimation of the Ethnic Chinese Population in Southeast Asia

ZHUANG Guo�tu
( School for Southeast Asia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 the different estimations of the ethnic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have resulted in the wide

divergence in the numbers of the ethnic Chinese in the world. This paper tried to estimate the ethnic Chinese population in South�

east Asia by re�examining the historical population data and referring to the natural increase of population and net migration. The

new estimation of the ethnic Chinese population in Southeast Asia is 33. 486 millions, accounting for 6% of population in Sohteast

Asia and 73. 5% of the ethnic Chinese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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