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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侨华人

美国华人新移民中的一个特殊群体：领养华童

万晓宏

（华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摘 要］ 近年来，美国华人新移民中出现了一个特殊群体：领养华童。截止 2008 年，该群体的数量已超过 7 万人，还在快

速增长。她们移民美国的动因有来自中国的推力、美国的拉力和中国的国际送养政策等中间因素。华童被领养时年龄大多在

1～3 岁，其中女性占 95%～98%；她们分布在全美各地，其中以纽约最多，有 1 万多名。被领养华童在美国的生活环境优越，但她

们未来面临着身份认同和种族歧视等方面的挑战。她们的到来改变了美国养父母的生活和美国华人社会的结构，对中美关系

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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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内关于美国家庭领养华童问题的研究成果很少，目前只有黄邦汉等人著的《华鸟美巢：美国家庭收养中国儿童问题研

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5 年），权威学术期刊上尚无相关论文发表。

近年来，美国华人新移民中出现了一个特殊

群体———领养华童。截止 2008 年，生活在美国家

庭里的领养华童总数已经超过 7 万人[1]，还在快速

增长。这个特殊的美国华人新移民群体愈来愈受

到媒体和学界的关注，但国内相关的研究很少①。
本文仅就她们赴美的原因、数量、分布、年龄结构、
在美国的生活情况、面临的挑战、对美国养父母、
华人社会和中美关系的影响等进行分析，并对这

一移民模式进行深入思考。

一、移民的原因

美国华人新移民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主要是指

被中国亲生父母遗弃，被美国家庭收养的中国儿

童，简称领养华童。剖析移民动因的“推拉理论”认
为，移民现象的产生由来自移出地的推力、移入地

的拉力以及其他中间因素综合影响所致。以此理

论为视角对领养华童这一新移民群体进行分析，可

以发现这种新型移民方式由以下几个因素促成。
（一）来自中国的推力

中国作为世界上的一个人口大国，人口问题

由来已久。一些父母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能力抚养

他们的孩子，导致遗弃现象发生。而美国恰恰相

反，作为一个发达国家，育龄人口不育率一直居高

不下，许多无法生育的夫妇渴望领养一个孩子。这

些中国父母们为美国不育家庭提供了一条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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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
这一移民模式与解放后中国的人口政策有

关。建国初期，人们的观念是人多力量大，导致中

国人口爆炸性增长。为了防止人口过度增长，1979
年，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制定了“计划生育政

策”，即“一胎化”政策，对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给

予补贴，而对超生夫妇采取重罚[2]。1982 年，中国人

口超过 10 亿，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不得不更

加严厉。但与此同时，广大农民家庭出于经济的、
社会的、观念的各种原因还特别需要男孩，导致女

婴被遗弃。这样，各地福利院中的健康女婴猛增。
尽管政府每年都拿出大量的钱给福利院来救助这

些孩子，并通过“助孤、助医、助学工程”等途径改

善她们的境遇，但毕竟不能使这些孩子生活得像

在家庭里一样幸福[3]。
总之，“由于性别歧视，生育政策、私生子，

出生残疾和贫困等众多因素，中国每年新增许多

弃婴和孤儿，其中绝大多数为女婴和残疾儿。据

统计，各地福利院收养的孩子至少有 10 万之多，

每年吃穿用、医疗、教育的花费至少需要好几个

亿”[4]。儿童福利院正面临着儿童“超员”和经费“欠

缺”的两难境地。而中国的慈善事业尚不发达，开

放国际送养无疑是个好的解决办法。国际送养既

能减轻福利院的负担，又能让部分孩子获得家庭

温暖，这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发展。
（二）来自美国的拉力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已进入后

工业化社会，人口老龄化、出生率低的现象十分严

重。很多美国夫妇为了工作晚婚晚育，导致在 20 世

纪末大量富裕家庭没有孩子。据调查统计，在美国

50%的家庭对领养感兴趣，已婚夫妇中 1/6 不能生

育[5]。由于各种原因不愿意或不能生孩子，但这并不

代表他们不爱孩子，不要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他

们对孩子的渴望日益强烈，于是自然转向领养。
美国人之所以寻求国际领养，主要是由其国

内的“供求”状况决定的。首先，国内白人中愿意送

养孩子的家庭越来越少；第二，领养黑人孩子遭到

一些黑人团体的强烈反对；第三，现在美国人实行

的都是“公开领养”，领养和送养双方相互认识，不

断联系，易引起纠纷，使得领养者对在国内领养心

存疑虑[6]。第四，美国国内领养机构的手续繁杂，费

用高，时间长，往往要几年才能领养到一个本国孩

子[7]。相对而言，领养外国孩子则没有这些问题，而

且手续简单，费用低，于是许多需要领养的家庭把

目标转向国外。2004年1月美国新实行的《儿童公民

法》规定，跨国收养的儿童只需45天就能获得美国

公民身份[8]。这为美国家庭的国际领养提供了方便。
美国家庭领养华童的原因较多，但总体来看

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无生育，二是爱心。具体来看

有以下几点：第一，近 10 多年中国有相当数量的

健康女婴可供领养。中国孤儿大多由重男轻女的

传统观念等社会原因造成，与战乱、饥荒等因素无

关。孤儿一般比较健康、聪明。其他国家的父母有

的有吸毒或酗酒的历史，孩子身心健康容易受到

影响。第二，有的领养人对中国人、中国文化持友

好甚至是景仰的态度，比较容易接受领养华童的

中国背景。如许多美国人认为中国男人有哲学家

的气质，而中国女人则非常漂亮；有些美国人因热

爱中国文化而爱中国孩子。第三，中国领养机制

（包括政策和程序）健全，费用相对较低，而且手续

严格，比较让申请人放心。第四，有的是对中国人

民的友好程度和社会安定状况感到更加满意[9]。第

五，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华裔与亚裔在美国是模

范少数民族，华裔子女擅长读书给美国人印象深

刻。实地调查也显示，美国领养华童家庭普遍反

映，中国收养法规明确，政策开明，程序简捷，收费

合理，而且人性化[10]。出于这些方面的综合考虑，美

国家庭开始了在中国的领养经历。
（三）中间因素的影响

仅有来自中国的推力和美国的拉力是不够

的，还需要一些中间因素才能最终促成这种移民。
一般来说，中间因素包括距离远近、物质障碍、语
言文化差异等，但在本文中主要表现为中国的国

际送养政策。1992 年，中国第一部《收养法》正式颁

布实施，1993 年，国家又制定了《外国人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等法律法规，使外国

人在华领养儿童有法律进行规范和保障。此后，到

中国来领养孩子的美国家庭越来越多。
中国的国际送养政策也经历了一些曲折。

1992 年《收养法》实施的当年，大约有 206 名华童

加入美国家庭。在领养过程中，美国父母必须向儿

童福利院捐款 3000 美元，引起美国媒体误以为中

国是在卖儿童。1993 年，纽约时报发表以“中国的

女性孤儿市场”为题的收养文章，称这些婴儿是

“最新中国出口”。作为反应，中国政府暂时停止了

国际领养项目，但很快又恢复这一政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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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领养华童的家庭外出聚会，目的是促

进各领养家庭的交流和友谊，并给这些中国小孩

们创造一种玩耍接触的机会。图为美国领养华童

的家庭外出聚会合影。 （本刊资料）

中国从 1989 年开始非正式允许外国家庭从

中国福利机构领养孤儿。中国政府做出上述政策

转变的原因有二：第一，由于对外开放政策的实

施，中国与外界的交往增多，人们对国际收养的观

念发生了改变，由原来的“儿童买卖论”和“丢国家

脸说”等保守看法转变为“是对中国人口问题的人

道主义反映”。第二，允许外国人收养中国儿童有

助于中国民政部门应对儿童福利院人满为患的局

面，减轻政府的压力[12]。正是在这些推力、拉力和中

间因素的综合推动之下，领养华童开始走出国门，

其中相当大一部分走入了美国家庭，成为美国华

人新移民中一个特殊的群体。

二、数量、分布、年龄结构和健康状况

据笔者统计，从1985～2008年，美国家庭共从

中国领养了7万多名儿童。其中，1985年为20名，

1986年为10名，1987年为11名，1988年为12名 ，

1989年为17名，1990年为29名，1991年为61名 ，

1992年上升到206名，1993年为330名，1994年为

787名，1995年猛增到2130名，1996年为3333名，

1997年为3597名，1998年上升到4206名，1999年为

4101名，2000年为5053名，2001年为4681名，2002
年为5053名，2003年又猛增到6859名，2004年为

7044名，2005年达到历史最高峰，为7906名，2006
年开始回落，为6943名，2007年速降到5453名，

2008年仅为3903名，达到近10年的最低点。

根据上表，1985～2002 年，美国家庭从中国领

养了 3.3 万名儿童，中国大陆开始成为美国国外领

养的最大来源地[13]。1996 年以来，美国家庭每年在

中国领养的儿童超过 3000 人；从 2000 年开始，每

年突破 5000 人；2005 年，上升到近 8000 人，创历

史纪录。1993 年，美国家庭领养的华童为 330 人，

在美国外籍收养排名中仅占第 8 位；自 1999 年开

始，领养华童就攀升到了第 1 位，一直持续至今[14]。
但相对于中国儿童福利院的儿童总数或美国家庭

通过各种渠道的领养总数来说，这些数字并不算

大。从 2007 年开始，美国家庭领养华童数量速降，

2008 年骤减到 3909 人，主要原因是中国方面在

2007 年施行海外领养新标准所致①；近年来中国

国内家庭领养数量增加也是原因之一。
领养华童分布全美各地，但据统计，全美 7 万

多名被领养的华童中，有 1 万多名现居纽约，其中

大部分居住在曼哈顿上西城、中央公园和哈德逊

河之间 2 平方英里的区域。这里是名副其实的“美

国领养华童之都”[15]。从年龄上看，美国家庭大多愿

意领养一周岁之内的婴儿，越小越好。但由于领养

需要一个较漫长的等待过程，所以从实际领养情

况来看，大多被领养的华童约 1～3 岁。从性别上

看，美国家庭普遍认为，领养女孩比较好，因为她

们更可爱、容易抚养；当然能领养到男孩也很好。

1985～2008 年美国家庭收养的中国儿童数据统计表

财政年度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收养数字

20
10
11
12
17
29
61
206

财政年度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收养数字

330
787
2130
3333
3597
4206
4101
5053

财政年度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收养数字

4681
5053
6859
7044
7906
6943
5453
3909

资料来源：1985～2006 年的统计数据参见《漂洋过海
的 中 国 孤 儿》， 美 国 《侨 报 网·专 题》，http://www.
chinapressusa.com/zhuanti/2009 -02/05/content_189335.htm，
2009 年 2 月 5 日；2007 年的数据参见《美国领养华裔童数
大减》，美国《明报新闻网：美东版》，http://www.mingpaony.
com/htm/News/20071201/na0202.htm，2007 年 12 月 1 日 ；
2008 年的数据参见凯拉·韦伯利著，陈一译：《美刊：美国人
收养中国孩子少了》，《环球时报》2009 年 4 月 30 日。

①2007 年 5 月 1 日，中国政府实施海外领养新规定，

包括体重过重的人不得领养，单身不能领养，有精神病史的

人也不准领养，结婚夫妇婚姻要超过 5 年，财务须稳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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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克里和“外甥女”方方在一起。
（本刊资料）

实际调查显示，美国家庭从中国领养的华童 95%～
98%为女孩[16]。从健康状况来看，美国家庭大多愿

意领养健康婴儿，也有一部分家庭愿意领养有残

疾的婴儿。总体来看，美国家庭领养的华童绝大多

数是健康的孩子。

三、在美国的生活情况

与 1965 年以来的其他美国华人新移民群体

相比，领养华童有显著不同的移民背景，他们在中

国是弃儿，经历了被遗弃，之后被送入孤儿院，直

到被安排领养进入美国家庭。而领养他们的美国

家庭大多是中产阶级或更高阶层，因此他们一到

这些富裕的美国家庭，生活状况得到极大改善，可

以说发生了极富“戏剧性”的改变，常被学界形容

为掉进了“蜜罐子”。他们迅速达到了其他移民通

过多年或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达到，甚至有些移民

永远达不到的生活水平。
（一）家庭收入与财产

据黄帮汉教授在美国的调查结果显示，领养

华童的美国家庭在当今美国社会中处于中产阶级

的上层，其中 90%以上是教师、医生、律师、工程师

和社会工作者，几乎全是白人。在 100 户调查样本

中，除个别家庭收入偏低（但也说自己不属于“蓝

领阶层”）外，夫妻或单身有全部或部分时间工作

的绝大多数领养家庭，其年收入明显高于同期美

国家庭平均收入。据问卷统计，她们的年收入从 3～
30 多万美元不等，集中分布在 7～10 万美元。其中

双亲家庭年均收入为 9.8 万美元，而单亲（几乎全

是单身妇女）家庭收入为 7.2 万美元。其家庭财产，

从收养法律文件抽样来看，为几十万至五六百万

美元不等[17]。可见这些美国领养家庭的经济实力相

当强，华童在他们家庭中的生活有保障。
（二）居住环境

在居住环境方面，据黄教授调查，这些领养华

童的家庭大多数有自己购买的住房，通常是单门

独户的 3 层小楼，多带有地下室和或大或小的后

院、草地、树林，南方佛罗里达则多为平房，无地下

室。住在像纽约市曼哈顿或波士顿剑桥这样的闹

市区的领养家庭购买或租住公寓，同时在郊区或

海滨旅游胜地再建一处住房，供节假日或周末家

庭度假用，或季节性如夏季出租用。这些家庭房屋

的设计外观各不相同，但内部设施一应俱全。与美

国一般家庭不同的是，领养华童的美国家庭的中

国文化色彩非常浓厚，几乎每家都挂有中国画、摆
有中国瓷器，都有关于中国的书籍、录音带、录像

片、电影拷贝以及满屋子的中国造玩具等。所有孩

子都有自己单独的卧室。美国是安在汽车轮子上

的国家。领养华童的美国家庭也不例外，每家都有

1 辆或两三辆小汽车。除居住在闹市区的人家夜间

汽车停在马路上外，一般家庭都有车库[18]。可见领

养华童在美国的居住环境确实优越舒适。
（三）衣着与饮食

通常，美国人无论男女在工作之余都衣着随

便，舒适即可。但领养华童的父母们却不一样，为

了让领养华童多接触中国文化与传统，常常让她

们穿着大红、大绿、大花的中国古典丝绸服装，如

唐装、旗袍等，在人群中格外引人注目，领养父母

们也觉得非常自豪。领养华童的父母对中国饭菜更

是情有独钟。通常每周他们都要带孩子去中餐馆 1～
2 次，有时也在家“叫中餐外卖”。领养父母们带孩子

去唐人街的中国餐馆吃饭可谓一举多得：第一，可

以大饱口福；第二，可以领略唐人街中国文化的丰

富多彩；第三，还能扩大交际范围，增加生活兴趣。
如在中餐馆，领养父母可以向店员讲述他们中国孩

子的故事，可以遇到同类家庭，让孩子们在一起玩

耍，大人可相互交谈，切磋教育孩子的经验。中餐

馆已成为领养华童家庭聚会的好场所。据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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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查，领养华童对她们养父母安排的饮食和衣

着都非常习惯，没有任何不适应。调查还发现，美

国领养父母对孩子的照料十分耐心、周到和科学
[19]。正是这些领养父母的爱心、耐心和精心，使 7 万

多名领养华童在美国家庭中幸福生活、茁壮成长。
（四）教育与社交

领养华童除了接受正规的美国教育之外，他

们的养父母还在业余时间送她们去中文学校学习

中文，或请家教教她们中文。一些领养家庭的父母

也跟孩子一道学习、娱乐，了解中国文化，结识中

国朋友。领养父母们还在中国传统节日期间带孩

子到美国各地的中国城，去参加一些当地华侨华

人或中资机构举办的庆祝活动，或与其他领养华

童的家庭举行大大小小的派对，丰富她们的生活，

增进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这些领养华童的美

国家庭还自发建立了各种联谊会组织，如领养华

童家庭协会（FCC）、半边天基金会、中国女儿基金

会和中国文化基金会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领养

华童家庭协会，现有 100 多个分会，遍布全美各

地。这些分会都建立了各自的联系网站，定期举办

聚会和联谊活动，扩大领养华童的社交范围。

四、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国内外有关美国华人新移民的研究显示，改

革开放以来赴美的华人新移民在融入当地主流社

会时遇到的障碍主要有生存适应（如语言、居住、
就业等）、文化适应和种族歧视问题。作为新移民

中一个特殊群体的领养华童，他们在生存适应上

不存在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比土生华裔更加

主流。他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培养自身文化

认同和克服种族歧视。
（一）身份认同问题及应对

身份认同问题是领养华童未来最难克服的问

题，也是美国领养父母最担心的问题之一。中国大

陆送养出去的孩子最早是在 1985 年，到 1994 年

总共才有 1480 多人，其中以 1992～1994 年送养的

较多。以送养时年龄为 1～3 岁计，他们现在大多正

好在 17~20 岁之间，正处于青春期，生理和心理都

在发生变化，他们的身份认同问题尤其令人关注，

但目前国内还没有他们认同的相关调查资料。
1995 年后，中国大陆送养出去的孩子猛增，他们现

在大多在 14～17 岁之间，处于青春发育早期。这批

孩子的领养父母已认识到文化适应这一问题，并

采取了各种措施，尽可能多的让孩子知道他们的

根在哪里，如通过观看照片、录像、印年历、贺卡、
办刊物、写文章、著书、上网等方式让孩子知道自

己的“故事”并公之于众。而最重要的途径是尽量

多让孩子接触和了解中国文化，如请人教中文，让

他们每周或隔周上中国文化中心之类的场所去学

说中国话，唱中国歌[20]。一些领养家庭在中国传统

节日期间举行各种形式的家庭聚会，进行切磋与

交流。另一种办法就是一些领养家庭的父母亲自

带孩子踏上“寻根之旅”或送孩子参加相关“夏令

营”，增加她们对中国的了解，培养她们的多元身

份认同，以便未来能正常度过青春期，更好适应在

美国的生活。从目前海外华人文化认同的研究成

果来看，培养移民后代具有双重或多重文化认同

是克服身份认同问题的最佳方式。
（二）种族歧视问题及应对

美国华人新移民中的这一新群体在现在和未

来的美国生活中不可避免会遇到种族歧视问题。
美国是一个确实至今仍存在种族歧视的国家。华

人乃至亚裔在美国都是少数民族，领养华童是否

受到歧视令人关注。在黄教授的调查中，大多数领

养父母称，有时会碰到周围的人的异样眼光，或被

路人问到一些令人不愉快的问题，但通常是出于

好奇，至多是偏见，而不是歧视。但据报载，美国新

移民法规定，凡是被美国人领养的外国孩子，无论

他们在美国呆的时间有多久，只要犯法，都有可能

被驱逐回他们的出生国[21]。这明显带有歧视被收养

者的性质，它已经引起美国收养机构和领养家庭

的关注。为了防止领养华童在学校、社区等地遇到

歧视，他们的美国父母大多选择在一个具有多元

文化背景的社区居住，如旧金山、洛杉矶、纽约、波
士顿和华盛顿特区等。这些地区不仅是美国经济

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也是文化种族包容性比较强

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居住更有利于华童的教育和

成长。随着领养现象的日益普遍，种族歧视问题会

进一步淡化，关键是要正确培养领养华童的身份

认同和敢于维护自身权益的信心与能力。

五、对美国养父母、华人社会和
中美关系的影响

领养华童的到来对他们的美国养父母、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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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2 月 3 日，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夫

妇带着自己的中国女儿杨乐意回到她的出生地江

苏扬州“寻根”。杨乐意看望了扬州儿童福利院的

儿童及保育员“妈妈”，并在园内种下“感恩树”。
（本刊资料）

华人社会和中美关系的发展已产生或将会产生重

要影响。
（一）对美国养父母的影响

领养华童这一新移民群体对他们的美国养父

母产生了积极影响。调查发现，领养华童不但圆了

许多美国不育家庭的“孩子梦”，丰富了他们的精

神生活，使家庭更加稳定，而且使美国养父母的生

活中国化了许多。如，为了让领养华童多了解中

国，领养父母们必须先补上“中国”这一课。他们更

加关心有关中国的新闻、中国的文化，有的还特意

找来中国历史书来读，然后把读到的东西如马可

波罗到中国的趣闻、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等讲

给领养华童听。许多领养父母坦言，领养华童让他

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开阔，有机会结识更多不同的

人和不同文化。
（二）对美国华人社会的影响

领养华童这一特殊新移民群体对美国华人社

会产生重大影响。领养华童的到来改变了当代美

国华人社会的基本结构。他们已正式成为一种新

的美籍华人，成为美国华人新移民群体中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不可或缺。2000 年，美国家庭领养

华童的总数已达到 2.4 万多人，同年，美国人口统

计显示，全美华人总数为 243 万，领养华童约占美

国华人总数的 1%。如果按照 2008 年的最新数据

7 万多人计算，这一群体已占美国华人总人口 350
万的 2%强。只要中国的国际送养政策没有大的波

动，美国华人新移民中这一新群体的数量还会继

续快速增长，未来对美国华人社会的深层次影响

将日益突显。
（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领养华童这一美国华人新移民群体已对中美

关系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并将继续发挥促进作

用。领养华童在中国曾是弃儿，后被美国中上层家

庭领养，他们长大后，会不会恨中国？特别是这一

群体在美国的数量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未来

他们在美国社会的影响也将日益增大，他们对中

国的态度令人关注。但通过目前的文献资料和实

地调查分析，我们完全可以消除这些疑虑。据记者

采访发现，领养华童的美国家庭不但没有成为中

国的敌人，而且成了中美关系的桥梁，成为促进中

美关系的一股社会进步力量。
例如一个叫“中国孩子之家”的团体最初发起

时只有 3 个家庭，现在已经发展到美国全国，有好

几百个家庭会员。他们不仅游说国会，维护领养华

童的政治权益，还宣扬中国文化，关心中国时事，

支持中美关系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22]。在 2001 年

中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领养了中国

孩子的许多美国家庭纷纷给美国国会议员写信，

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3]。2004 年美国总统大选

期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比以往任何一个总

统或候选人都更快地认同中国，甚至前所未有地

干脆提出赞同一国两制，一定程度上受到他所喜

爱的、由他姐姐在中国重庆领养的外甥女方方的

影响[24]。2009 年美国新任驻华大使洪博培也曾领

养一位中国女儿，名叫杨乐意，今年已上四年级。
领养中国女儿无疑会增进洪博培对中国的了解，

有助于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
当然，中国方面也不是听之任之，正在加强与

这些领养华童家庭的联系，培养他们对中国的友

好情感，为他们提供文化上的服务，为中美长期友

好培养力量。如 2006 年 7 月 31 日，30 个美国领养

华童家庭共 92 人，其中 45 名儿童，在外交部门的

组织下参观了中国外交部。参观后，家长们纷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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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香蕉黄皮白心，香蕉人喻指那些外表黄皮肤，内在却是白人之心（具有白人一样的西方思想和观念）的亚裔孩子。参见

李骏：《看美国人领养中国孤儿（续）》，《美洲时报》2006 年 8 月 12 日。

示，通过这次活动，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他

们表示愿为中美关系的发展贡献力量，更希望他

们的孩子长大后，做联系两国友好的桥梁[25]。

思考与建议

领养华童的数量如果按现在平均每年 5000
人的规模进入美国家庭，20 年后，他们在美国的数

量将近 20 万。加上他们良好的生活教育背景，无

疑，他们将会成为美国华人新移民中一个非常重

要的群体。中国方面应为他们提供尽可能的帮助：

首先，针对国际送养中出现的少数领养华童遭虐

待和非法儿童买卖等问题，中国政府应进一步规

范外国人领养中国儿童的法律法规，严厉打击非

法买卖婴儿的犯罪行为；加强对涉外收养的儿童

福利院的管理和监督工作，防止和减少腐败的发

生，保证送养儿童的合理收费能更好地用于福利

院残障儿童的生存与发展项目。第二，中国方面应

进一步简化手续，提高送养办理的效率，促成这种

新型移民。原来中国收养中心（CCAA）从审核美国

申请领养家庭的材料到批准，并提供孩子的材料，

让美国家庭进行选择要一年左右，而现在已经提

速到 6～7 个月，这样，整个收养过程就从原先的两

年提速到 14 个月左右，还可进一步缩短。第三，适

当提高美国家庭领养华童的标准，并与美国收养

中介机构加强联系，做好领养华童的后续跟踪工

作，关注她们在美国的生活，以总结国际送养的经

验和教训。第四，外交、侨务部门应努力帮助领养

华童的美国家庭解决孩子们在美国生活中必经的

身份认同问题；鼓励领养父母送孩子在周末去中

文学校学习中文，尽可能多让孩子了解中国文化；

作为福利院主管机关的中国民政部门可以学习侨

务部门的成功经验，协助外交部组织这些领养家

庭的父母在假期带孩子到中国进行“寻根之旅”或
参加“夏令营”，加深她们对中国的了解，为她们安

全度过青春期创造条件，同时也培养她们对中国

的友好情感，在未来的中美关系中发挥正面作用。
第五，针对这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另一挑

战是他们回中国访问或工作时中国人对他们的态

度，我们的政府、媒体与学界应发挥好宣传导向作

用，帮助中国人更好地理解和尊重他们在成长过

程中形成的这种被领养的美国华人身份，不要用

简单的“中国人”、“美国人”来对他们进行判断，更

不要用“黄皮白心”的“香蕉人”①来套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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