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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国印裔族群在印度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滕海区
(广东五邑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东 江门 529020)

� � �摘 � 要�内部构成整体上的精英特性与和睦团结很大程度上确保了美国印裔族群在较好地融入到美国

主流社会的同时, 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重大成就。随着印度国内改革的日益深入和海外移民政策的不断调

整, 在强烈的文化认同和情感联系的推动下,美国印裔族群以其强劲的实力,通过各种方式为祖籍国经济的恢

复与发展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并起到了其他任何海外印裔族群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其地位不容撼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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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为美国的一个新兴少数族裔群体, 印裔族群具有着鲜

明的精英性质,并于近年来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重大成就, 不仅赢得了美国社会各界的日益重视, 而

且还已经被祖籍国视为推动国内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重要

力量。本文拟从美国印裔族群的形成与特点入手, 结合印度

独立后国民经济发展的演变和海外移民政策的调整, 从国际

移民与祖籍国之间密切互动的视角, 分析和探讨美国印裔族

群在印度经济发展中的独特地位。

一、美国印裔族群的形成及其特点

印度人移民海外历史悠久,数量也在过去几十年中得到

了极大的增加。截至 2009 年, 海外印度人总数已上升为

3000 万左右,其中生活在美国的印裔移民大约占到了其总量

的 10% ,美国也因此而成为了拥有最多海外印度人的单一国

家。�1�

与大部分其他亚裔群体较为相似, 美国印裔族群的形成

也经历了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据美国国土安全部资料

显示,印度人移民美国开启于 1820 年。然而很长一段时间

内,其人口发展都比较缓慢, 这主要是源于美国主流社会针

对包括印度人在内的外来移民的严重歧视和残酷迫害,特别

是美国官方在不断提高入境拒签率 �的同时, 还逐步出台并

实施了诸如�外国人土地法案�和�美国 1917 年移民法案�之

类的限制法案,基本上切断了印度人移民美国的合法途径,

而 1923 年美国最高法院有关印度人无权归化的裁定则直接

导致了美国印裔移民人数的剧减,他们中的大部分要么被遣

返,要么选择自行离开。当然, 早期印度移民大多出身农民,

并期望有朝一日荣归故里也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其族裔人口

的增加。到 1946 年 7 月杜鲁门总统签署�陆席- 塞勒法案�

( the Luce- Celler Bill)前夕, 美国印裔移民已从鼎盛时期的

万人以上锐减到 1500 人左右。虽然此后人数开始逐渐增

加,但直到美国 1965 年新移民法案出台前夕,印裔移民的总

量也仅有 1 万人左右。�3�

冷战爆发后,为赢得最后胜利, 美国热切期望大量引进

国外高级人才,以合力推动经济腾飞、社会稳定和科技水平

的提高。为此,美国于 1965年通过了新的移民与归化法案,

不仅取消了歧视性的国家配额制, 而且还在欧、亚条件均等

的情况下,优先考虑家庭团聚型和技术型移民; 历史进入上

世纪 80 年代后,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内容的国际竞争日趋激

烈。为保持超级大国地位, 美国再次出台了�1990 年移民与

国籍法案�(该法案于次年被修订) , 其显著特点就是大幅增

强了对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外来高技术人才的引进力度。

这两个移民法案的先后实施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外来高技术

移民数量的快速增长。而几乎与此同时, 印度独立后政治上

臃肿低效的官僚体系和经济上高度集中的苏式体制不仅极

大地限制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也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民众

的个人发展,大量高级技术人才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许

多人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空间和机会, 只得将目光转向海

外。正是在美印两国国情和移民自身努力的合力推动下, 美

国印裔族群的人口短时间内得到了迅速的增加。据美国国

土安全部最新资料显示, 美国印裔移民的人口从 1965 年的

约 1万人增加到了 2010 年的 2765155 人, 如果再加上 30-

40 万的非法移民,其人口总量已增加到了 310 万,其增速之

快,令人惊讶。实际上, 印裔 1993 年就超过日裔而跃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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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亚裔族群人口的第三位, �4�到 2003 年时更是以 2226585

人的总量超越菲律宾裔而跃居第二大亚裔族群, 仅次于美国

华人,并保持至今。事实表明, 印裔族群不仅是美国所有亚

裔族群,而且也是美国所有外来族群人口增长最快的少数群

体。随着美国印裔人口的不断增加, 其族裔力量也日益增

强。1982 年,美国人口统计局正式将印裔移民单列出来作为

普查对象,这不仅意味着他们得到了美国官方的正式认可,

也标志着其族群的最后形成。

作为美国的一个新兴少数族裔群体, 相比而言, 印裔族

群自其初具规模以来就在众多方面独具特色。除上述族裔

人口增速惊人之外,其鲜明之处还体现在如下几点:

首先,由于 1965 前的美国印裔移民数量非常有限 ,而普

通印度人又难以承担高额的移民或海外求学费用, 因此在美

国移民政策的限制下, 1965年之后成功移民美国的印度人大

多来自印度社会的中上层,接受过高等教育, 英语流利,熟知

西方社会生活,并属于知识型高技术移民, 因而总体而言, 他

们具有鲜明的精英性质和很高的族裔素质 ,这显然非常有利

于其整体性的社会融入。

其次,尽管宗教信仰多样, 但族裔内部总体上却较为和

睦、团结。1965 年之后的美国印裔族群在宗教信仰上呈现出

多样化态势, 其中印度教徒最多, 约占总人口的 60% 左右。

尽管印度国内存在的教派对立与冲突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

到了美国印裔族群的发展, 但在过去几十年间, 他们却总体

上表现出了少有的平和,这主要得益于其内部不同教派间在

对待祖籍国的情感和态度上能够维持住一种共同而强烈的

族裔认同,并凌驾于宗教和种姓差别之上。�5�

此外,族裔整体上的精英性质和来自美国主流社会的歧

视与排挤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印裔不同教派之间遇事能

够平等协商 ,和平解决, 以便于集中力量来维护和发展族裔

利益。内部总体上的团结与和睦无疑对印裔族群整体实力

的展现与发展具有着重要的作用。

最后,族裔内部男女性别比例非常均衡。与早期美国印

裔移民中男性占绝大多数相比, 1965年之后移民美国的印度

人则在性别对比上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并表现出了相当的均

衡性,例如 1979年至 1990 年间移民美国的印度人男女数量

就几乎相当。由于他们大多出身印度社会的中上层, 而且坚

守传统文化的意识非常强烈, 因而在美国所有外来移民中,

印裔家庭不仅最为稳定、离婚率最低, 而且族裔间通婚也较

少发生,这非常有利于美国印裔族群的内部团结和政治参

与。

族裔内部构成的精英性质和团结一致很大程度上为印

裔族群在美国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多年努

力,美国印裔族群逐步取得了重大的社会成就。经济上, 美

国印裔族群被美国媒体誉为�最聪明的移民群体� , 不仅成为

了美国收入最高的族裔群体, � 而且在各商务领域独领风骚。

据杜克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联合进行的一项研究显

示, 1995- 2005 年间美国印裔移民创立的工程技术公司数量

比同期来自英国、中国(包括台湾)和日本等国移民建立的同

类公司总数还多。以美国加州硅谷为例, 由印裔移民经营的

技术公司 1998 年时超过了 775 家, 销售额达 36 亿美元, 而

到 2000 年时,美国硅谷地区印裔企业家创造的财富已高达

2500 亿美元。� 此外, 到 2007 年初时, 美国印裔百万富翁人

数超过了 25 万, 这在美国所有少数族裔群体中是绝无仅有

的。族裔经济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美国印裔族群的经

济实力,他们早在 2004 年时就以超过 600 亿美元的生产总

值而位居印度所有海外移民群体经济实力的首位, 几乎是同

期名列第二的英国印裔移民生产总值的两倍, 而到 2006 年

时,仅美国印裔所属公司的年度财政收入就高达 881 亿美

元, �6�其投资潜力可见非同一般。与此同时,美国印裔族群

在政治领域的发展也收获不菲。近年来, 印裔族群在不断提

高个人与族裔组织的参政率和强化族裔间联合参政外,还借

助于大量的政治献金和美国国会的� 印度连线�组织, 在美国

主流社会的运作中日益增强了自己的政治声音, 并逐步引起

了美国当局的极大关注。对此,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

前副主席詹姆斯�林德森( James M . L indsay)早在 2002 年就

曾评论说: � 在未来几年内,印裔美国人最有可能发展为一股

重要的政治力量�。�7�果然, 詹姆斯的预言目前已得到了初步

的实现。

二、印度国民经济发展的滞缓与海外移民政策的调整

印度独立后国内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过

程。在最初的 40 余年时间里, 由于印度深受计划经济的影

响,并长期施行相对封闭的经济政策, 其国民经济的发展受

到了严重的束缚,增长一直都非常缓慢, 其中 1947- 1980 年

间的经济增长率年均为 3% - 3. 5% , 受同期人口增长的抵消

后,印度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仅为 1. 4%。由于该增

长率与印度当时的人口增长概率几乎持平,因而曾被戏称为

� 印度速度�。�8�此外 ,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和管制又很大

程度上既扼杀了市场竞争, 也抑制了私人投资的积极性, 从

而进一步恶化了已有状况。经济发展的长期滞缓造成了印

度国内全面建设的举步维艰,社会矛盾与日俱增。到上世纪

80 年代末时,印度的经济发展已陷入了严重的困境, 巨额外

债令印度深感窒息。1989 年印度的外债总额达到了 625 亿

美元, 1991 年印度自由化开启前夕则更是上升为 840 亿美

元,而到 1990- 1991 财年结束时, 印度内外债务已占到了国

内生产总值的 60%以上。�9�与此同时, 国内外局势的动荡也

令印度经济雪上加霜。1989 年之后,印度政权从国大党落入

到诸多小党拼凑的执政联盟手中,内阁如同走马灯似的换个

不停,政府无暇应对经济困境; 国际上由于海湾战争、前苏联

解体等外部因素的冲击, 不仅印度的海外劳务收入锐减, 而

且因石油进口支出大幅度增加而导致外汇储备急剧下降, 特

别是 1991 年 6 月时, 印度外汇储备只剩下了 10 亿美元, 仅

够维持国家一个星期的进口费用。至此, 印度面临着空前的

财政和外汇支付危机,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更令印度难以

适从的是,同期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的飞速发展深深刺

痛了印度这头蹒跚前行的大象,而冷战的终结则大大压缩了

印度在美苏两国之间保持均衡的资本。为了摆脱困境,以挽

�62�



救国民经济 ,印度不得不对其经济模式进行改革, 并在世界

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下, 通过制定和实施包括鼓

励私人投资、开放对外贸易、放松对企业运营的管制、鼓励外

国直接投资等一系列具体措施, 逐步走上了自由化改革之

路。

开启于 1991 年的经济自由化改革极大地推动了印度的

全面发展, 其经济增长率保持在年均 5. 5% � 6% 的水平, 有

时甚至超过 9% , 从而使印度成为了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最

快的国家之一。然而过去 20 年来, 由于原有基础的薄弱和

改革后新出现的众多问题未能得到及时处理,印度仍面临着

很多重大的挑战, 其中贫困、农业危机、基础设施建设、教育

发展等� 瓶颈� 性问题更是令印度各届政府长期头疼不已。

为尽快走出困境, 以实现历史复兴和大国梦想, 印度自改革

开启之时起就热切期望获得来自外界的各种援助, 特别是外

来投资。正当印度政府为解决外来投资而一筹莫展之时, 自

上世纪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开始移民海外的印度精英人士

经过多年努力奋斗后,在积极融入居住国主流社会的同时逐

渐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族裔经济实力得到了显著的增

强。基于强烈的文化认同和情感联系, 他们强烈期望能加强

与祖籍国之间的密切往来。由于印度民族主义情绪一直比

较强烈,印度国民和工商界对引进外资一直都持排斥态度。

因此,大量引进广大海外印度成功人士的人力和财力就逐渐

成为了印度各界共同的目标和期望。

然而,印度寻求充分利用海外移民资源的强烈愿望并没

有得到即时的充分实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印度长期执行的

海外移民政策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彼此间的密切联系。印度

独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对其海外移民相当冷漠, 并视其为

外国人,甚至不承认他们的存在。特别在尼赫鲁看来, 海外

移民只会忠诚于居住国,因而不能指望他们能为印度提供什

么支持或帮助。
�10�
印度之所以在最初的几十年间对其海外

移民熟视无睹, 主要受到了以下客观因素的制约。首先, 国

民经济发展的长期滞缓和政府部门的过多干预和管制,令印

度难以形成能充分利用其海外移民资源的客观有利条件; 其

次,作为不结盟运动的主要倡导者, 印度对干涉他国内政从

本质上持一种排斥的心理,因而一直都鼓励其海外移民就地

融入居住国,并忠诚于所在国国家利益;最后,早期海外印度

人大多出身卑微, 整体实力非常有限, 许多情形下还仰赖于

祖籍国的帮衬,因而难以引起印度政府的重视。然而随着时

间和形势的发展,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迫使印度政府不得不

反思自己的海外移民政策, 特别是上世纪 90 年代自由化改

革开启后,对外来投资的强烈渴求进一步加速了印度海外移

民政策质变的到来,因为海外印度人已被视为印度侨汇收入

和返乡投资的重要来源,而同期海外华人对中国经济发展所

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也令印度政府看到了加强联系海外移

民的紧迫性。�11�正是在此背景下,印度终于逐步实现了对其

海外移民政策的重大调整,不仅于 1999 年 3 月、2003 年 1 月

和2005 年 1 月相继出台了� 海外印裔卡�计划 ( PIO Card

Scheme)、� 双重国籍�计划 ( Duel Citizenship Pro ject) 和� 印度

海外公民� 方案 ( The Overseas Citizenship of India ( OCI )

scheme) , 而且还先后成立了海外印度人高级委员会 ( H igh

Level Committee on Indian Diaspora)、� 海外印度人事务部�

( M inistry o f Overseas Indian Affairs) 和� 海外印度人促进中

心� ( Overseas Indian Facilitation Centr e)等相应的配套服务机

构。印度海外移民政策的转变有力地解决了广大海外印度

人返乡发展时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而且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他

们争取印度实行双重国籍的愿望和保障了他们的基本权益,

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他们密切与祖籍国之间联系的积极性。

三、美国印裔族群对印度经济发展的贡献

国际移民泛指任何具有相同起源、因各种原因而散居国

外,并相互组成族裔群体的人们, 他们对祖籍国持有强烈的

集体记忆和认同感, 愿意为祖籍国的稳定和发展做出努力,

并通过社会、经济、文化等各种方式与祖籍国之间保持着密

切的往来。�12�对此, 美国印裔族群表现尤为突出。由于他们

大多都直接来自印度, 并出身于印度社会的中上层, 因而受

传统文化的影响,美国印裔移民对祖籍国所持有的文化认同

和情感联系要比普通海外印度人更为强烈,这就为他们返乡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随着对美国主流社会的日益

融入和重要成就的不断取得,美国印裔移民期待为祖籍国发

展提供动力的热情亦越发高涨。事实上, 近年来随着自身实

力的不断增强和印度海外移民政策的积极调整, 美国印裔族

群已经为祖籍国经济的全面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首先,美国印裔族群不断增长的侨汇输出、银行储蓄和

对政府债券的大量购买为印度的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

金补充。自上世纪 90 年代下半期开始,北美逐渐取代中东

而成为了印度侨汇的主要来源地,其每年输送的侨汇占到了

印度侨汇收入总量的 40% - 45% ,而来自海湾国家的侨汇则

降至 20% - 25%。由于印度海外精英移民主要集中在美国,

而且其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直接来自印度的新移民, 因而与

世界其他地区的印裔族群相比,他们不仅与祖籍国印度联系

更加紧密, 而且还具备着更强的购买力和更大的储蓄潜

力。�13�近年来,美国印裔移民通过正规渠道输送回印度的侨

汇每年都达到或超过 110 亿美元,而以非正式渠道输送的侨

汇则很可能会更多。与此同时,印度的侨汇收入也得到了快

速的增长, 例如 2006 年的收入几乎超过了 2001 年的两倍,

而在 2006 年至 2008年间, 印度的侨汇收入更是从 246 亿美

元上升到了 520 亿美元,这种成绩的取得主要就是得益于美

国印裔侨汇的快速增加,它们已经成为了印度侨汇收入中最

为重要的组成部分。�14�由于高种姓阶层至今仍在印度社会

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美国印裔移民又基本上都来自这

部分人群,因而在使用方式上, 美国印裔移民的侨汇基本上

不用于生活开支, 而是用来投资或扩大再生产。�15�除侨汇

外,美国印裔移民还为印度提供了大量的银行储蓄。为增加

外汇积累和实现收支平衡,印度政府从 1970 年开始, 通过优

惠政策鼓励海外移民在印度所属各银行进行资金储蓄。经

过努力,截至 1990 年 3 月,海外印度人在这些账户上的储金

总额达到了 124 亿美元,其中 70%为外汇储蓄。此后随着印

�63�



度自由化改革的深化和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海外印度人的

储蓄额更是得到了大幅增加, 从 1991 年的约 139. 86 亿美元

快速飙升到了 2008 年的 437 亿美元, 增幅达 312. 46%。在

这些移民储金中, 美国印裔移民竟然占据了一半以上, 难怪

印裔学者拜格瓦蒂( Bhagw ati)曾就此感叹道: �尽管美国印裔

移民的人口所占比例还不到美国人口总量的 1% , 但是他们

一年的收入所得却相当于印度整个国家收入的 10%。��16�此

外,自 1991年以来, 印度还先后 3 次通过发售债券的方式向

其海外移民推销了总额为 113 亿美元的政府债券, 其中美国

印裔移民的购买量超过了总量的一半以上。显然, 美国印裔

移民通过侨汇、储金和政府债券等方式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印

度国内改革对外来资金的强烈需求, 从而为其经济的快速发

展贡献颇多。

其次,通过返乡投资创业, 美国印裔移民为印度经济的

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对于众多美国印裔移民而言,

尽管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仍对自己的移

民身份难以释怀。因此,随着印度自由化改革开启后经济的

飞速发展,在强烈文化认同、情感联系和光宗耀祖、落叶归根

愿望的推动下,众多美国印裔成功人士不断返乡投资创业。

据美国硅谷 2002 年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 76% 的印裔移民

表示愿意考虑返乡工作或生活。�17�由于其自身特点和已有

成就,美国印裔移民返乡投资创业的力度令人惊讶。在投资

数额上, 单就 IT 领域而言,美国印裔移民早在 2004 年前若

干年里的年人均投资额就高达 20 万美元, 而自 2005 年以

来,美国印裔移民对印度各行业的投资每年都不少于 150 亿

美元; �在创业人数上,仅 2002- 2003年间就有 5000 名具有

5 年以上工作经历的美国印裔技术人员返回印度创业; 另据

估计, 2000- 2005 年间返乡创业的海外印裔 IT 产业高科技

移民人数高达 25000 人,其中大部分都来自美国。需要指出

的是,美国印裔移民返乡投资创业时 ,除了资金和技术外, 他

们还带去了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机制, 这对深化印度与国际间

的接轨和协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此外,许多美国印裔

移民在直接参与对印投资的同时,还通过各种方式间接地推

动了许多诸如通用电气、微软、戴尔、摩托罗拉等大型跨国公

司的对印投资,从而为扩大美印间贸易往来和强化彼此间经

济联系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大量美国印裔成功人士的

返乡投资创业推动了印度相关行业的快速发展, 为印度整体

经济的腾飞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以信息产业为例, 近年来印

度计算机软件出口的规模、质量和成本等综合指数名列世界

第一,并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计算机软件王国,

其行业的发展在过去 10 多年里的年均增幅都超过了 50% ,

产值更是从 1989- 1990 年度的 1. 95 亿美元上升到了 2008

年的770 亿美元(其中出口达570 亿美元) ,所占国家 GDP 的

比重则从 1997- 1998 年度的 1. 2% 增加到了 2007- 2008 年

度的 5. 5%。与此同时, 其从业人数亦从 1998- 1999 年度的

2. 3 万人提高到了 2008 年的 200 万人。�印度软件业的发展

自然与印度国内的自由化改革密不可分, 但其崛起主要还是

得益于美国印裔移民的贡献,因为印度目前的许多软件公司

或信息公司都是他们出钱、出技术建立起来的, 并直接推动

了印度新硅谷班加罗尔市的日趋繁荣。

再次,移民网络的充分利用成为了美国印裔移民推动印

度经济腾飞的重要手段。通常而言, 除自身具备的资金和技

术外,海外移民还可利用其在海外建立的� 社会专业化�网络

为祖籍国的发展提供条件,因为它们可以为祖籍国带来新技

术、市场信息和商业联络等。许多返乡发展的美国印裔移民

在不断拓展已有业务的同时,还时刻通过其早已建立起来的

移民网络与美国在技术、资金等方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从

而不仅保证了技术和信息的及时更新、资金的合理流动, 而

且还进一步推动了美印间双边贸易的增长。以印度 IT 业为

例,据估计 ,移民网络曾为它的发展贡献了 16% 的外来投资

额,而且近年来正是在美国印裔移民网络的推动下, 才促成

了其出口产品的三分之二都销往了美国。�20�显然, 美国印裔

通过移民网络已经为印度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而且按目前的发展态势,这种作用在今后可预见的一段时间

内还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展现。

最后,美国印裔移民的慈善捐赠也为印度的经济发展作

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大部分都直接来自印度, 并具有较强

的实力,因而基于强烈的文化和情感联系, 美国印裔移民一

直都更为热心于对祖籍国的慈善捐赠。�20�特别是近年来, 他

们不仅已成为了印度最为重要的慈善来源,而且还逐渐形成

了一定的特点,即主要用于印度的医疗、教育和赈灾等领域、

捐赠数额巨大、受印度国内突发事件的影响较大, 以及与印

度的教派冲突密切相连。目前,美国印裔移民的这种捐赠主

要体现在个人和组织两个层面。就个人捐赠而言, 不仅数额

较大, 而且还非常普遍。例如, 富商甘派特�帕特尔 ( Ganpat

Patel)就为印度古加拉特邦的一个教育项目捐赠了超过 1. 5

亿卢比的善款,而富豪钱德拉赛克哈( Chandrasekhar)与赛尼

( L ajpat Rai Saini)也为其家乡教育和医疗事业的发展分别提

供了 1 亿卢比和 1. 6 亿卢比的善款。另据印度慈善基金会

2000 年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在所有 150 名美国印裔移民被

访者中, 57. 4%的人在过去两年中捐赠了 3 到 5 次, 17. 3%

的人超过 5 次,而同期在捐赠金额上, 7. 3%的人承认超过了

3000 美元, 19. 4%的人介于 1000- 3000美元, 14%的人介于

500- 1000 美元。�20�

相对而言,组织层面的捐赠则更为突出, 其数额常常令

人惊叹不已。例如,截止 2004 年, 美洲印度基金会 ( A IF )和

印度理工学院美国校友会分别为印度基础教育的发展提供

了高达 5000 万美元的慈善捐款, 而印度发展与救济基金会

( IDRF)也为印度的教育、卫生和社会服务等事业的发展捐

献了超过 1000 万美元的善款; 2001 年印度古加拉特邦大地

震发生后,美国众多印裔组织都慷慨解囊, 仅美洲印度基金

会( AIF)就提供了超过 690万美元的赈灾善款。由于美国印

裔组织数量超过 1000 家, 而其成员又大多是成功人士,因而

可以确定它们每年对祖籍国的慈善捐赠数量都不在少数。

美国印裔的慷慨捐赠不仅为印度的众多突发事件解决了燃

眉之急,而且也为印度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急需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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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亦从侧面推动了印度经济的全面进步。

此外,基于情感、文化和人际联系, 随着印度自由化改革

的进一步深入和美国印裔社会成就与地位的进一步提升, 越

来越多的人开始返乡, 探寻传统文化与故人的足迹, 以实现

心灵上的慰藉,从而不仅推动了印度旅游业的发展, 而且为

印度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和消费的增长, 从而也一定程度上推

动了印度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发展。

美国印裔族群为祖籍国经济全面进步所作出的重要贡

献早已引起了印度各界的高度关注和强烈兴趣。目前,如何

深入利用这一海外移民资源来实现国家的全面复兴, 已被印

度纳入到了国家发展战略之中,其重要性从而也得到了进一

步的体现。

结 语

在过去短短四十余年时间里,美国印裔族群就在较好地

融入到美国主流社会的同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这很

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内部构成整体上的精英特质与和睦团结。

与世界其他海外印裔群体相比,由于美国印裔移民大多都直

接来自印度 ,并出身于社会中上层, 因而在传统文化的影响

下,他们对祖籍国的文化认同和情感联系就显得更为强烈,

与印度之间的各种往来也更为密切, 从而为他们致力于祖籍

国经济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印度国内改革

的日益深入和海外移民政策的不断调整, 美国印裔族群以其

强劲的实力,通过侨汇、储蓄、购买政府债券、投资创业,以及

慈善捐赠等方式为祖籍国偿付外债、填补贸易赤字、改善收

支平衡和民生状况等方面起到了其他任何海外印裔族群所

不可替代的重要补充作用,从而为挽救印度经济于危难时刻

做出了卓著的贡献,其地位不容撼动。

当然,任何国际移民群体与祖籍国之间保持密切的联系

本身又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因为他们在强烈文化认同和情感

联系驱动下努力帮助祖籍国取得发展的同时,也定然存在着

自我发展上的强烈需求,所以普遍都希望祖籍国能对外改革

开放, 并施行优惠的海外移民政策, 以便为他们的返乡发展

提供必要的便利。对此,海外印度人亦不例外。过去几十年

来, 美国印裔移民为祖籍国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也经历了

一个由弱到强的过程,并与印度国内的形势趋向和相关移民

政策的发展态势紧密相连。他们在不断扩大对印度经济投

入的同时,也利用自身条件强烈要求印度政府彻底改变过去

僵化的漠视政策,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正是在以他们

为首的广大海外印度人的合力推动下, 印度政府才逐步实现

了由� 海外印裔卡�计划到� 双重国籍�计划, 再到� 印度海外

公民�方案等有关双重国籍政策的不断完善, 这就清晰地说

明了任何祖籍国若想寻求海外移民群体的大力支持, 对相关

政策进行趋向性的积极调整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正因为

如此,如何在祖籍国与海外移民之间实现双赢的理想目标才

成为了当今众多国家共同面临的课题。目前,作为美国最大

的两支亚裔族群,美国华人与美国印裔族群在众多方面都存

在着很大的相似性。对于如何充分利用美国华人的优势, 并

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他们的对华投入 ,或许印度的某些

做法对我们具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注释�

�例如 1907年之前印度人移民的拒签率还不到 10% , 而 1909 年、

1911年、1913年及之后的拒签率则高达 50%或以上。

�例如 2009年印裔移民的平均家庭收入达到了 100431 美元,高于

美国日裔、华人和非西班牙裔白人的 88129美元、82129美元和

68390美元,更远高于全美平均的 61082美元。

�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U. S. Census Bureau, available online

at : ht tp: / / w ww. census. gov/ acs/ w ww / . 经笔者整理。�Non- res-i

dent Indian and Person of Indian Origin,� available online at: ht tp: / /

www . nriol. com/ indiandiaspora/ indians- abroad. asp.

�这是笔者于 2010年 3月 17日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访学期间对

印裔组织 NetSAP 主席苏钦� 阿德拉克哈先生 ( M r. Suchin

Adhlakha)进行访谈时,对方给我的轻松回复。

�� 出口规模等居世界第一 印度软件业傲视全球!� Available online

at : http: / / www . chnqiang. com/ art icle/ 2009/ 1130/ mil_11395. s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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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tatus of Indian Diaspora of America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India

T ENG Hai- qu

( Schoo 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yi University , Jiangmen 529020, China)

Abstract: To a great ex tent , it is the elite characteristic and the internal unity that have guaranteed the big

success of the Indian Diaspora of America during their smooth assimilat ion into the main society of America. As

the interior reform and the modificat ion of the overseas migrant policy of India w ent on, propelled by the strong

cultural ident ity and emot ional connect ion, the Indian Diaspora of America, w ith its pow erful ethnic strength,

has made a great cont ribut ion to the economic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of India through different w ays and has

played an exclusive role that can not be reached by any other overseas Indian g roups, which, accordingly, has

decided its unshakeable status in this field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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