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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 30 年来，福建省的新移民潮发展迅速。这是一股当代农村社会变迁的新动力，显著影响迁出地乡村的

经济。这种变迁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如何贯彻中共十七大精神，转变政府职能，科学展开调研，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已成为一个

迫切而必要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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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初的 15 年，海外投资中国的 70%来自华侨华人，以致于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在比较中俄

改革时，将华侨华人的作用看作是中国获得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然而，在华侨华人的第三代、第四代与中

国的关系日渐淡薄之际，幸之而起的有新移民。“新移民”一般系指“改革开放以后移居国外的中国公民”。

一、从非正常渠道出国到合法移民

出国务工移民过去称为非法移民，西方称无证移民。该类移民的迁移方式有三种：（1）边境偷渡；（2）以

旅游、商务考察等合法手续出境，取道第二国偷渡进入第三国；（3）合法前往移入国短期居留，如留学、探
亲、旅游、商务与文化活动等，但长期非法滞留。

（一）福建新移民的迁移原因

上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关闭近 30 年的国门逐渐打开，出国成为时尚。人们出

国的动机，除了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因素外，还有文化、心理因素，并形成了连“推拉作用”等众多传统的国

际迁移理论都难以涵盖的局面。于是，侨眷申请移民，出国留学，姑娘们嫁给外国人，甚至不具备任何条件

则冒险偷渡[1]。
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加速商品、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

和合理配置。在四个生产要素中，核心因素是人力资源。当代国际移民理论，如“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Segmented Labor Market Theory） 等认为国际移民是经济全球化的

衍生物，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成为巨大的人力资源提供地。国际移民组织2000 年 11 月发表的《2000
年世界移民报告》称，中国每年约有 40 万人移居国外。其中正常渠道移民 20～30 万，非正常渠道移民（无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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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10～20 万；从地域来看，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合法定居的约 10 万，在其它国家合法定居的

移民以及散布于美国和其它国家的非正常渠道移民共30万[2]。
（二）福建新移民的规模与分布

截至 2005 年底，福建华侨华人总数为 1264.62 万人，分布在世界 176 个国家和地区。改革开放后，新华

侨华人 110.49 万人，增长 115.9%[3]，其中，福州 38.09 万人，莆田 35.92 万人，泉州 28.39 万人，南平 2.80 万

人，三明 1.52 万人，厦门 1.50 万人，龙岩 1.48 万人，宁德 0.47 万人，漳州 0.33 万人[4]；聚居东南亚 998 万

人，占总数的 78.9%。据了解，1996～2007 年，福建新增华侨华人 234 万多人，分布在世界 156 个国家和地

区，海外比较有影响的闽籍华侨华人社团已有 1916 个[5]。
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建阳市新移民只有 10 人，90 年代后迁居海外的增至 349 人。2004 年，建阳市黄坑

镇苦竹坪村常住人口 340 人，在海外的有 135 人，村里留守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是一个典型的新侨乡。
黄坑和莒口两镇有近 700 名新移民，89.3%在意大利，其次是西班牙 16 人，德国、罗马尼亚八人，英国、法
国、美国、荷兰、匈牙利等都有分布。按照村民反映，村内每家至少有一人出国打工[6]。他们主要的迁居地是

欧洲。进入 21 世纪，移民数量有增无减。目前，三明市明溪县成为福建的“旅欧第一县”，截至 2007 年 12
月，已办理出国护照 22688 本，实际在外 11673 人，约占全县总人口的 10%。其中匈牙利 3500 人、意大利

3000 人、俄罗斯 850 人、新加坡 300 人、保加利亚 200 人，占出国总人数的 85%。他们中 90%获得身份，获得

长期或永久居留权有 5500 余人，占总数 55%；获得外国国籍的有 60 余人，侨眷约五万人。他们中的绝大多

数人都是农民，中青年人口占绝对多数。就其周围环境而论，出境移民村庄所在的镇辖区、市辖区均是当代

农村人口跨境迁移活动频繁的典型地区[7]。
同样，改革开放后，福州地区村民通过各种渠道前往世界五大洲的 20 多个国家或地区谋生。据美国移

民局 2003 年 1 月 31 日公布，截至 2000 年 1 月，共有 700 万非法移民，其中来自中国福建长乐的约为 20
万人。1978～2003 年，中国大陆向海外移民约 250～280 万人，其中福州籍移民约 70～80 万人[8]，约有 60 万人

集中在美国[9]。截至 2004 年，合法定居海外（包括港澳地区）的新移民群体占村庄总人口数的 1/5 强。据福州

市最新海外人口的统计数字，全美福州人达 45 万，仅纽约地区就约有 30 万（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福州移

民均集中在占福州面积不到 1/10 的福建闽江口，包括福州市辖下的长乐、亭江、连江及琅歧，以长乐最多，

约有 20 万，散居纽约地区的长乐人约为 17 万，远超过著名侨乡亭江的三万多人。此外，连江近三万，琅歧

近二万，其它的旅美人口来自马尾、福清及闽侯等地。
（三）新移民推动移入国的经济发展

福建新移民对移入国经济发展和促进家乡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受到当地主流社会的关注[10]，越来

越多的人正通过申请得到正式移民身份。他们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为移入国提供了急需的劳动力

来自福州的 50 余万非正常渠道移民曾被很多人横加指责，但是，多年来他们填补了美国人不愿干的

工作岗位。2004 年 1 月英国“莫克姆湾惨案”，拾贝的福州人有 20 人遇难。可是，事过三个月，又有 180 多名

福州人冒险去拾贝。福州每年十几亿美元侨汇包含着他们的血汗钱。英国朝野都承认的一个事实是，英国

现在有 100 多万个英国人不愿干的工作岗位正由外国劳工充任[11]。
2、为移入国注入经济活力

在纽约，福州人开的餐馆和商店已遍布各条街道。东百老汇整条街都是福州人的店铺。1993 年，新泽西

州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华裔教授陈国霖为写《偷渡美国》（SMUGGLED CHINESE）一书，曾对福建

省 226 名非法移民进行抽样调查，显示 60%的男性受访者都在餐馆打工，平均月薪约为 1520 美元；受访的

女性 77%在制衣厂工作，平均月薪为 1250 美元；从事装修建筑行业的平均月薪为 1740 美元。在这 226 名

受访者中，有 105 人当时已经还清了债务，平均需时 26 个月，最快的仅用了半年时间，也有一些人要花去

四年或者五年。无论他们是否还在负债，86%的人表示，他们在还债时，没有遇到困难。
3、增进移入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

现在澳大利亚绝大多数华人是新移民。欧洲舆论认为：“澳大利亚华人多，而且人数在不断增加。受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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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已经超过了它与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关系。”日本舆论认为，“美中合作的

时代即将到来，在美中合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新华侨，他们兼有中国式的经营手法和自己的中国信息网，

他们具有大公司也不敢轻视的力量。”在与澳大利亚、美国的经济合作交流中，他们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这期间，福州人成为华人移民增长最快的群体，搞活了华埠经济。根据美国移民局统计显示，1998～

2001 年，中国人在美国移民榜上高居第三位（墨西哥和印度分列前两位），每年移民将近六万人。又据 2000
年统计，亚裔人口比 1990 年增长近一半，达到 1020 万人，其中华人有 240 万，比 10 年前增长了 48%。

（四）新移民在所在国地位的合法化

多少年来，美国的华埠都是广东台山人的天下。但是由于近 10 年福州移民大量涌入，运用独特的生存

模式扎根华人小区，胼手胝足，艰苦创业，迅速地建立起强劲的经济势力，逐渐取代了广东移民而占据主导

地位，进而更改了华人的经济结构[12]。
到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的福州移民积累了足够的资本，便想方设法“搞活经济”。仅 10 年时间，纽约

市区的华人外卖餐馆就有 1000 多家，其中 90%是由福州人开设的，基本上控制了整个华人的快餐业，并带

动了各项相关服务性行业的兴旺，例如银行储蓄和汇款、职业介绍所、长短途巴士、金银首饰店、理发美容

店、会计、诊所、移民律师事务所、驾驶学校、手机电话卡、房地产、保险、旅游、家庭旅馆、婚纱礼服、九角九

分廉价商店及大型自动餐厅等。据美东福建同乡会主席陈清泉估计，全美福建人开的餐馆约有五万多家，

创造了 40 万个就业机会。餐馆多，相关的食品批发、厨具加工、室内装潢，甚至餐馆新张需要送的贺匾、镜
框和花篮生意也随着兴隆起来[13]。

很多人在熬过还清债务这一道难关以后，福州新移民就可以放开手脚不懈奋斗，他们创业有方，自成

一体，衍生出互相关联、同荣同枯的各行各业，形成在美华人独特的小区生活形态，采取各个相关行业产、
供、销一条龙作业的模式，做到各种生意关照自家人，肥水不流外人田，这也为后来者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

空间，所以有人说：“在纽约唐人街，只要会说福州话，就不怕找不到工，就不会饿死。”
福州新移民有 90%居住在美东地区，包括纽约州、康乃狄克州、新泽西州及费城等地。而且目前有向

中、西部扩散的趋势，已有 10%分布在洛杉矶、圣地亚哥等美西地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以自己的努力获得

了合法身份。另外，国际婚姻移民、配额移民与亲属移民，都可出国获得永久居留权或长期居留权，是最典

型的国际移民。美国每年给中国大陆两万名移民配额。仅此一项，20 余年来的人数就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值

得注意的是，十几年来，美国等发达国家公民在中国收养的子女，成为合法移民。

二、新华侨华人是促进海峡西岸建设的新生力量

人口社会学理论指出，人口迁移是社会变迁的一部分，但又影响社会变迁。海外新移民现象是在迁出

地农村的社会“土壤”中孕育而生的。随着这一群体的不断发展壮大，推动着迁出地农村社会经济形态的迅

速变迁，对当地农村多元化结构调整产生强烈的冲击和转变。
（一）侨汇

福州市每年汇入侨汇十几亿美元，接近福州市全年的财政收入。根据纽约华埠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的

统计，每年从纽约汇回福州的金额超过两亿美元，长乐地区收到全美各地的汇款高达三亿美元。纽约华埠

国宝银行自 1995 年底开设福州与纽约的汇款专项服务后，每年的营业额不断递增，其中福州新移民在美

国人数不断增加是营业额上升的主要原因。在该行 1999 年、2000 年的汇款业务中，福州新移民的汇款额分

别是总汇款额的 75%、77%，每年约有两亿美元的钱款汇往福州地区。这构成“长乐市的年财政收入还不如

美国乡亲年汇款的总数”之说，贫穷落后的面貌得到改观。同样，据金融部门统计，三明市明溪县 1998 年新

移民汇回的外汇也达到 311 万美元。至 2005 年末，仅明溪银行的外汇存款余额就达 638 万美元。2005 年出

国人员汇回的外汇达 3600 万美元，其中明溪银行1200 万美元、三明中行 2400 万美元。明溪农民人均纯收

入中，对外劳务收入占 20%以上，县城区正在建设中的雪峰新村、红岗新村、白莲新村、阳光新城等，其中

80%的资金是来源于外汇[14]。黄坑镇新历村新移民 84 人，据村支书保守介绍，每年村里的侨汇估计是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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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左右。该镇的苦竹坪村全村 340 人，在国外的有 135 人，该村每年的侨汇估计是 500 万。这些侨汇独具

如下特点：

1、侨汇与债务数额相关

根据反映，目前新移民国外年收入基本呈现出三个层次。美国是第一层次，一般月收入在二万元人民

币左右；英、法、意等欧洲国家是第二层次，一般月收入在一万元人民币左右；新加坡则是第三个层次，一般

月收入在 7000 元人民币左右。依此标准估算，这三个层次下每年每人的国外总收入依次为 24 万元人民币、
12 万元人民币和 8.4 万元人民币，平均为 14.8 万元人民币。考虑到农村出国人员在国外生活普遍节俭，“全

村（国外）打工的 70～80%的钱都会寄回来”，因而估算平均每人每年寄回家七八万元人民币以上。并且，由

于一个家庭中有时还不止一个人出国务工，所以几年下来，一个农民家庭仅靠国外打工的收入便可能获得

数十万元的财富。对于部分在匈牙利、西班牙和阿根廷等国做生意的新移民来说，百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元

的资产不是少数。由此可见，当代农村新移民最显著的经济效益就是促使个体家庭收入迅速增加。当然，一

般前往欧美发达国家所需借贷成本资金额较高，可达十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人民币之多，这些债务一般会

在出国人员劳务二三年内汇款还清。
2、侨汇投资的盲目性

据估计，以每位新移民一年寄回七万元人民币的保守标准计算[16]，那么全村 500 多位新移民的侨汇总

额将达到 3500 万元以上。随着村内出国人员数量的继续增多，这个数字仍有增长的趋势。巨额民间资金的

形成为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使新移民的基本消费结构变化日益显著。但是，他们的资

金投向不尽合理。尤其住宅一项资金支出数额甚是巨大。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新盖的“别墅型”住宅随处

可见，成本普遍很高，早期盖的一般在二三十万元左右，后来逐年抬高，最近几年新盖的几乎每一栋花费都

在七八十万元以上，个别甚至超过 100 多万元。由于这些数百平方米的豪华住宅往往仅有一两位留守老人

或妇女、儿童居住，距离中心城市较远，这种投资消费难免呈现较大的盲目性和浪费。
3、清债与换代迁移

许多早期出境务工人员回来后便不再出去，取而代之的是让子女出国打工挣钱，形成“换代迁移”。虽

然实现“换代迁移”同样需要一定的出国成本，只不过这部分资金可能不再需要很多借贷，而是由第一代移

民的侨汇存款支出。这就存在一种特殊的资金隐性流动模式———（家长·出国）借款→（家长·国外）还债→
（孩子·出国）出资→（孩子·国外）挣钱。

这里引发两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一是，当代新移民的主要动力源于国内外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就业机会

和劳动报酬存在差异。但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迅速提高，汇兑变窄等，这种差异必然会逐渐发生变化。与此

相应，移民潮始终存在自我停滞的潜在可能。二是，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迁出造成当地农村精英实力的弱

化，进而也使当地产业经济发展遇到一定的人力资源限制。从一定意义上讲，“当代福建侨乡的移民潮，以

进入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为主要流向，其实是一种以民间方式运作的跨境劳务输出。”可是，农民收入的迅

速增多与巨额民间资金的形成必然成就其进一步拓展生存空间与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为主导目标。一个

亟待开发的资金市场正在涌现。抓住这一历史机遇，迅速实现闲置资金向市场领域的转移，对于当地农村

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
（二）捐资

改革开放以来，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捐赠福建达 174.64 亿元人民币，省政府累计表彰华侨捐赠公益事

业 1926 人，立碑表彰 192 个，千万元以上的有 192 人，亿元以上的 13 人。据不完全统计，仅 2007 年捐赠兴

办公益事业达 10.17 亿元人民币，捐赠了 270 所学校，28 所医院，资助了近万名学生。重点侨乡南安市连续

14 年捐赠超亿元。省侨办引导美国慈心慈善基金会谢正达先生捐赠 348 万元资助本省贫困山区 15 所医

院、学校，救助贫困户 3000 户；并引导德国、美国以及东南亚等地闽籍乡亲捐赠上百万元资助贫困地区学

校、救助受灾群众[17]。
（三）投资

当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具备充足的闲余资金时，往往会把其中的一部分资金投入到某项事业中，以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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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充分利用资金的价值而获得更多的收益。新移民也不例外，多年的国外打拼经历使他们见多识广，并开

始在本地进行一些投资创业的尝试。近些年来，不少村民把侨汇资金投入到第二、三产业领域中来，如参与

创办了纸箱厂、制衣厂、雕塑厂、加油站、石油液化气站、饮食服务场所等个体企业，安排闲散劳力就业。改

革开放 30 年以来，华侨华人投资累计 580 多亿美元。根据统计推算，2007 年，福建省全年实际利用华侨华

人投资61.89 亿美元，使民营经济茁壮成长，从 2003～2007 年占福建省 GDP 总体比重分别达 60.20%，

63.39%，63.85%，63.91%，64.08%[18]。其中，由于拥有侨汇资金以及更广阔的发展视野，新移民在当代产业结

构调整发展的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四）外贸

新移民对中国和移入国积极的互动作用有五大特点：年轻、富有创造性和开拓精神；文化水平较高；勤

劳节俭；与祖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各国相互依存度越来越

高的今天，中国新移民已成为一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力量，他们对中国和移入国经济的发展正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这使他们在经济全球化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群体中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利用自

己的优势发展世界贸易。

三、经验总结与启示

新华侨华人为家乡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海峡西岸必须看到，虽然新移民的产生与发展为当

地农村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提供了动力和有利条件，而真正完成这种合理调整过程还需要社会各部门更

多的努力协作和探索实践。例如，一些侨乡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后果：

一是适龄农业劳动力过量流失。由于迁出地村落适龄农业劳动力数量的下降超过一定的限度时，留守

人口结构趋向老龄化和幼龄化以及女性化会对田地的有效利用产生负面影响。
二是劳动生产积极性下降。由于国外打工收入差不多等于村内农业生产收入的 10 倍，原有传统农业

劳动收入明显“微薄”，田地耕种的经济价值日渐失去吸引力。如以汇率计算，长乐市农村劳动人口出国收

入与本地收入比较相差 20～25 倍，即便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差距也在五至六倍。这导致无法遏制出现了一

定量土地出现抛荒情况。
三是可耕土地资源逐渐减少。由于缺乏勤耕，造成村里田地草多，山坡上雨水直接入海，土地缺淡水等

自然原因作用，导致村内耕地质量的降低，无法耕植面积扩大。
四是新兴企业数量与规模比较有限。相对于数千万元民间侨汇资金所蕴涵的潜能而言，当地第二、三

产业的发展程度明显不够。这既有投资环境薄弱的客观因素限制，也有心理氛围的主观因素制约，还有由

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销矛盾过多或经营管理不善等原因而破产。诸多失败教训给村民留下一定阴影，最

终阻碍了新移民村庄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与发展。
如何制定措施实现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并为新移民支援家乡建设提供更好的舞台，已成为当地城乡发

展的一个迫切要求。对此应得启示：改革的步伐要加快，改革的质量要提高。
（一）重视侨乡干部队伍建设

利用市场机制，发挥本地山海资源价值；缩小分配不公，充分深挖当地人力资源的潜力；坚持计划生

育，注重教育质量，普及义务教育。
（二）引导新移民为国服务

重视新移民的合法收入，治理投资环境。对于一切有利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侨汇、投资、捐资和对

外贸易的都要力争办好。明确规定侨胞捐赠优先用于侨乡基础设施建设，实行公开透明、监管、反馈、提供

服务、禁止摊派、减少不乐之捐，保护侨胞捐赠权益。
（三）让民间资本走上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

为丰富信贷市场，加快产业资本的转型，福州地区新生代华侨华人根据中国宏观形势的需要，正在设

法利用自己的实力筹划建立“汇资银行”等先进举措。海峡西岸应该根据需要，加大金融领域对内开放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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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在打击不法地下黑钱庄的同时，通过政策引导支持，建立民间银行、乡镇银行等，让民间融资从地下转

到地上。
（四）建立新移民人才信息库

吸收留学人才资源，建立新移民人才信息库，开辟更多招贤渠道，拓展福建直接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

经济商务往来关系。鼓励福建企业走出去，雇佣海外廉价新移民劳动力，让他们得到充分就业，发挥其语

言、环境、节省出境费等方面优势，达到引导他们出资出力合股办企业，完成境外经济操作的强项，使福建

新华侨华人在改革开放中成为海峡西岸建设热潮的一股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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