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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早期华人移民美国的动因，既可从宏观层面，运用推拉理论来分析中国和美国两方面的因素，也可

从微观和中观层面，运用新古典主义学派移民理论、新经济学移民理论、网络理论和累积效应理论来考察家庭和侨

乡社会等不同层面的因素。从宏观层面来看，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国广东的社会动荡、经济萧条是珠江三角洲地区

民众移民的推力，而此时美国西部黄金的发现，以及后期美国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所提供的工作机会和较高的待

遇，是形成珠江三角洲地区民众移民的拉力。从中观层面来看，早期广东移民形成的移民网络和累积效应对此后

排华法时期侨乡民众克服各种障碍，源源不断地移入美国创造了中国其他地区所没有的条件。从微观层面来看，

早期珠江三角洲地区民众移民美国，是他们规避风险，谋求跨国利益最大化的一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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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十九世纪中叶美国加州发现黄金始，到 1943
年美国废除排华法止，美国华人移民史上一个显著

的事实是，绝大多数华人来自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地

区。1876 年，赴美参观的李圭在其《东行日记》中对

美国华侨有较为详实的记载:

美国卡厘方利亚省( 加州) 之三藩谢司戈

城(圣弗朗西斯科，即旧金山)，华人以其地产

金，称为金山。……计华人在美男女共约十六

万名口，居三藩城者约四万人，居卡省别城者约

十万人，余皆散处腹地各属。三藩城立有粤人

六大会馆，计“三邑会馆”———南海、番禺、顺

德，附三水、清远、花县———约一万一千人;“阳

和会馆”———香山、东莞、增城，附博罗———约

一万二千人; “冈州会馆”———新会，附鹤山、四

会———约一万五千人;“宁阳会馆”———新宁，

凡余 姓 人 不 入———约 七 万 五 千 人;“合 和 会

馆”———新宁余姓、开平、恩平———约三万五千

人;“人和会馆”———新安、归善、嘉应州———约

四千人。其不入馆者，别省人及教徒、优伶共约

二千人。……此丙子(光绪二年，1876) 夏季之

数也。①

美国华人学者宋李瑞芳认为:美国华人“可靠

的估计是百分之六十来自台山，其余百分之四十的

一大部分也是来自台山周围的地区。这些地区是:

新会、开平、恩平、南海、番禺、顺德、广州、佛山、东

莞、中山、宝安、镇海、客家和香港。”②另一美国华人

学者也认为，早期美国华人主要来自三邑、四邑及广



东省的其他地区。① 直到 1965 年，仍有“美国华人

半台山”这一说法，台山话成为美国华人社会通行

的语言。为什么在长达一百年的历史中，珠江三角

洲地区，特别是台山县成为美国华人的主源地? 本

文在此依据相关史料，运用国际移民理论，对这一现

象进行分析和解释，以图我们对此问题有较深刻的

认识。

一

以往的学者更多地运用传统的推拉理论( the
Push － Pull Theory)解释美国华人移民形成的原因。
这一理论主要是强调中国方面的推力和美国方面的

拉力两方面。在中国方面，十九世纪初，满清王朝统

治下的中华帝国日趋没落。国内土地日益集中到少

数人手中，人民生活极为艰难;而专权政治下的整个

官僚机构自上而下挥霍浪费，贪污腐败，残酷压榨，

使得人民生活日益困顿，而历年的自然灾害，对下层

百姓更是雪上加霜。十九世纪中叶广东珠江三角洲

地区先后爆发的一系列事件，如中英鸦片战争、太平

天国起义、红兵起义、土客械斗等，严重影响了这个

地区民众的社会生态。鸦片战争中中国的战败使清

政府 割 地 赔 款，而 大 部 分 债 务 由 广 东 地 方 承 担。
1851 年，华南地区爆发“太平天国”起义，历时 13
年，席卷数十省，引发了中国社会的大动荡，广东珠

江三角洲和西江流域的秘密会社(1854 － 1861 年)

相机发动数次规模较大的起义。社会生态环境的恶

化也引发了广府与客家人之间尖锐的矛盾，导致珠

江三角洲西南鹤山四邑等地区土客乡民在此期间

(1854 － 1868 年) 发生了残酷而血腥的械斗。与此

同时，以英国为首的西欧新兴资本主义国家正积极

向世界各地扩张，高效生产率刺激下的购销需求加

大，它们迫切需要同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开展

贸易。19 世纪 40 年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军事打

击和经济侵略下，中国自然经济和封建社会秩序土

崩瓦解，纺织、出口贸易、运输等遭到严重打击，致使

大批的手工业者、船员、搬运工等纷纷失业。这样一

种政治动乱和经济破产局面，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推

力，迫使很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另寻出路。②

在美国方面，1840 年代末期，美墨战争刚结束，

美国从墨西哥夺得大片土地，包含今加利福尼亚等

地方。割地合约还未签字，美国人詹姆士·马歇尔

(James W. Mashall) 在加州亚美利加河流域清理水

轮锯木机水道时，意外地发现了黄金。此消息一经

传出，很快就震动了整个美国，震动了世界。数以万

计的人开始汹涌而来，狂热地追求黄金梦。广州是

在 1848 年的 10 月知道这一消息，只比美国东海岸

晚几天。到 1849 年的夏季，一位访问香港的丹麦人

写到，香港人普遍狂热，甚至是那些属于绅士阶层的

成功律师也被这激动人心的消息所诱惑，决定去那

里碰碰运气。③ 在那多灾多难、民不聊生的年代，传

说中的“金山”给人们带来了一线朦胧的希望。
外国商船也以各种手段招揽旅客，获取利润。

他们通过其所雇用的华人经纪人和买办发出大量招

贴、地图和小册子，描述金山的富裕，对劳工的优待，

以吸引华民。有一种用中文撰写的传单，由设在香

港代理外国船务的华人经纪，散发到广州附近各乡

村。其内容如下:

美国人是非常富裕民族。彼等对华人前

往，极表欢迎。彼处有丰富工资，大量上等房

舍、食物和衣着。你可随时寄信或汇款于亲友，

我等可负责传递与驳汇，稳当无误。此是一个

文明国家，并无大清官吏或官兵;全体一视同

仁，巨绅不比细民为大。现有许多中国人，已在

彼处谋生，自非一陌生地方。在彼处，承祀中国

神祈，本公司亦设有代办。你无需畏惧，会逢幸

运，有志者请莅临香港或广州本公司接洽，当竭

诚指引进行。美国金钱极丰富而有盈余，如欲

赚取工资及保障工作，可向本公司申请，便得保

证。④

早期淘金华人中也有不少幸运者，快速地致富

而归。曾有这样一位淘金客，他回到家乡买了约四

个城市街区大小的土地，在上面建了宫殿，置办了一

场大型盛宴，用掉一百头烤猪，以及数不清的鸡、鸭、
鹅等，使其乡亲印象如此深刻，以致不少人决定到金

山碰碰运气。⑤

可见，十九世纪中叶加州黄金的发现，美国商人

为招揽旅客而对美国梦过分地渲染，以及华人淘金

客对家乡同胞的示范效应，无疑都对华南地区民众

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从此，珠江三角洲地区民众

正是抱着“黄金梦”，远赴大洋彼岸的美国。
1862 年，美国联邦政府通过了修建横贯大陆铁

路的法案，以促进东西部经济的交流和发展，加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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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经济开发。该路段由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和联合

太平洋铁路公司共同承办。中央太平洋公司承建的

西段，多为险峻山区及沙漠高原，地形复杂，气候恶

劣。工程原雇爱尔兰籍移民施工，但进展非常迟缓，

后公司巨头克劳克不得不尝试雇佣华工。由于华工

吃苦耐劳，任劳任怨，且工价低廉，工作效率高，故铁

路公司后来大量雇用华工。1865 年，华工在太平洋

铁路建设中作出了良好的成绩。招募华工的篷车，

在加州到处寻找华人。中央太平洋公司在广州特设

办事处，专门从事招募工作。这条铁路在建设高潮

时，华工占到筑路工人的 90%，约 9000 人。① 参加

筑路的华工，30 人为一组，在美国工头的指挥下工

作。他们自己解决膳食问题，每组中选出一人来领

工资，并采购所有的生活用品。他们每月薪金为 30
－35 美元的黄金，每月能储存 20 美元。② 十九世纪

后期，加州农业是一种粗放式耕作。一方面，这里土

地极多，沼泽遍布，灌木丛生;另一方面，人力又非常

缺乏。因此，要发展加州农业，就必须投入大量劳动

力，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建设。19 世纪 70 － 90 年代，

在横贯美国东西的太平洋铁路竣工后，而以出卖劳

动力为主的华工又受雇于加州农场，从事耕作和收

割，另有一部分作为佃农，种植瓜果蔬菜到市场销

售。由于美国华侨大多来自中国南方农村，有着丰

富的农作经验和技术知识，成了加州开垦荒田、排水

灌溉、开渠修坝和栽种谷物、花卉、水果的能手。一

位雇佣华工的经纪人说，华工占全体农工的八分之

七，但每月工资平均为 20 元，而且不管伙食，而白人

每月工资 30 元，又需供应伙食。③ 可见，十九世纪

后期美国的铁路建设和农业开发对华人移民的拉动

作用很大。
值得注意的是，19 世纪的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国

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迅速。当时，美国要开发西

部这片广阔无垠的处女地，感到劳动力严重不足，而

奴隶贸易于 1862 年在国际间被禁止，更加剧了美国

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在西方列强的武力侵略下，

清政府封闭已久的移民大门被迫打开。1859 年，两

广总督劳崇光和广东巡抚柏贵就擅自与英国巴夏礼

制订《招工章程》，允许在广州及广东各海口设招工

公所，公开“招工”。次年，清政府在《北京条约》中

承认英、法在华的招工权利。1868 年，清朝廷与美

国订立《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即《蒲安成条

约》。因此，在中国动荡的十九世纪，尤其是 1847 年

到 1882 年期间，约有二三百万华人出洋到东南亚、
大洋洲、南北美洲等地。④ 其中，在此期间先后抵达

美国的中国移民则达 37 万人。⑤

过去很多学者运用推拉理论时，更多地强调西

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国内的封建官僚和地主阶级对

农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以及各种天灾人祸导致珠

江三角洲地区民众难以为生，他们不得不抛妻别子，

远赴重洋，寻求生计。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中国赴美

移民的推力大于拉力，移民属于一种生存型、被动型

的移民。在这种思维框架下，他们认为 19 世纪赴美

移民大多来自社会底层，他们是为逃避家乡的饥馑

而到美国寻求生存之路。梅琼( June Mei，音译) 认

为，大部分华工属帮工、佃农或小农，没有接受正式

教育。经济压力和战乱迫使他们离家寻找新的生存

方式。⑥ 现在，不少学者在研究早期华人移民美国

的原因时，一方面注意到中国方面的推力因素，另一

方面也结合新古典主义学派移民理论，更多地注意

到美国方面的拉力因素。新古典主义学派移民理论

(Neoclassical Economic Migration Theory) 认为，国际

移民是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一种选择，是人力资

本的投资行为，其根源在于国家间的工资差距，而人

口流动可以消除这种差距。就当时华人在中美两国

的工作收入情况来看，梅琼将早期美国华侨矿工和

铁路修筑工的工资收入与国内一般农民的收入进行

了比较。早期华工月薪为 30 美元左右，扣除基本生

活费用及其他花费，每个华工每年尚能积攒 80 －
180 美元，而当时国内农民的收入一般在 8 － 10 美

元之间。这样，两地华人的收入至少相差十倍。当

时美国华侨每人平均一年的汇款为 30 美元，大约相

当于 18 － 25 两银子，这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一

笔较大的资金。它可以供一个三四口之家一年粮食

和其他生活必用品的开支。⑦ 可见，中美间巨大的

收入差异是珠江三角洲民众赴美的主要动因之一。
不少学者以这种理论来重新审视早期美国华人

移民的动因。他们认为，早期美国华侨不是来自于

中国社会的最底层，而是中间层或中下阶层。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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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负远大，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市场意识和竞争观

念，善于捕捉各种机会，且视国际迁移为一种积累更

多财富的机会和提升自己家庭地位的途径。移民不

是一种异乡的冒险，不是对贫困的逃离，而是基于对

外部世界社会进步和知识渴望的一种理性选择。他

们不是安土重迁的、保守的、不可能在国外定居的一

种性格内向的人。①

可见，这种观点改变了我们对早期美国华人移

民的看法。现在看来，早期美国华人不再是被动的、
贫穷的、生活无助的移民，而是主动的、具有进取精

神的发展型移民。
但是接下来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美国的“黄金

梦”只对庞大中国的珠江三角洲这么小块地区民众

产生吸引力，而范围广大的其他地区民众却对此无

动于衷呢?

要解释这一点，我们必须考虑到当时珠江三角

洲地区民众所具备的独特移民条件。众所周知，广

州在 1757 年至 1842 年间是中国唯一的通商口岸，

是当时中美两国人员和贸易往来以及信息交流的中

心。1784 年至 1785 年，美国“中国皇后”号船只首

航广州成功，吸引了美国东海岸的商人来华经商，民

间掀起了与中国贸易的热潮。以来华船只为例，

1785 年 － 1833 年的 48 年中，美国到达广州的船只

就有 1004 艘，几乎达到英国来华船只总数的 44%，

而超过其他欧洲国家来华船只的四倍。从 1791 －
1841 年的 50 年中，美国对华贸易额增长达 6 倍之

多。② 在此期间，美国有不少商人、传教士等在广州

雇佣中国经纪人，进行商业和传教活动。同时，珠江

三角洲河网密集、水道交错的地理环境，使得整个珠

江三角洲地区连为一体，广州、香港附近的农村可以

通过这些水路易于到达广州、香港这些通向海外的

港口城市。这样，珠江三角洲地区民众具有更多的

机会来到城市经商、打工，增长见识，而且还为移民

出洋提供了所需的中介关系。由于与外部世界的大

量贸易和其他联系，寻求海外机会成为广东人的一

种传统和文化遗产。珠江三角洲地区与美国，包括

加利福尼亚的联系为当地人民了解新世界、特别是

加利福尼亚的机会提供了重要信息。美国华人学者

陈勇指出;“珠江三角洲最早成为中国与美国以及

其他西方国家交流的中心。追求中国市场利益的美

国商人和关注中国人灵魂拯救的美国传教士们都聚

集于此，传播有关新世界的消息。……正是通过这

种往来和联系，发现黄金的消息才传到了当地居民

那里。简言之，1850 年以前，华南地区与美国日益

密切的联系为 19 世纪中叶华人移民潮的开始创造

了前提条件”。③

二

以上从推拉理论和新古典主义学派移民理论解

释了十九世纪中叶后华人移民美国的原因。前者偏

向于从结构性因素解释移民发生的宏观背景，后者

则强调移民输出国和移民接收国之间存在的工资差

距对移民个人决策和行为的影响，但没有说明在珠

江三角洲地区，为什么同样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条件，

有些人移民美国，有些人仍则留在当地。因此，还需

要从家族的微观层面来考察这一问题。奥德·斯塔

克(Oded Stark)的新经济学移民理论(New Econom-
ic of Migration Theory) 认为，移民的主体不是个人，

而是家庭;移民的目的也不全在于高工资，更重要的

为了降低家庭风险，寻求多种生财之道。实际上，由

于国内劳动收入很低，而移民到美国的费用昂贵，把

旅费、利息和办理移民证件的费用加起来，约 200 美

元，这在国内干活不吃不用要十年以上，所以一般民

众难以承受。④ 移民费用如此昂贵，因此，当时很多

人赴美都是举全族之力，在整个家族的精心安排后

得以实现，一般以家庭或家族中身体健康的成年男

子为优先的考虑对象，并对跨国家庭中各自的责任

和义务进行了明确的界定。众所周知，早期美国华

人社会是以成年男子为主的单身汉社会。之所以出

现这种现象，是由于移民的经济能力有限，美国当时

又制订和实施排华法，再加上中国传统社会的约束，

导致华人女性移民美国极少。⑤ 在这样的情况下，

美国华人有义务给家庭汇款，赡养家中的父母和妻

子儿女，妻子则留在家中照顾公婆，抚育子女。

奇怪的是，从十九世纪中叶大批广东人移民美

国开始，到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这一带仍然是从中

国向美国移民的主源地。以往学者运用推拉理论解

释广东人赴美原因时，只强调十九世纪中叶广东地

区一系列的社会动荡，以及广东比其他省份所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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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条件，但没有解释在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对

外通商口岸的不断增多，贸易中心向长江三角洲上

海的转移，广州不再享有一口通商的独特地位，广东

的社会经济环境也并不比其他省份更为恶化时，前

往美国的仍然是广东人，而不是江浙人、山东人，或

是河北人。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运用其他相

关理论来解释。
网络理论和累积效应理论认为，网络是实现移

民的重要中介，也是一种社会资本，能大大降低移民

的成本和风险。移民网络一旦形成，便具有“乘法

效应”，并使移民过程获得自行发展的内在机制，像

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从网络理论和累积效应理论

来看，早期美国华侨与侨乡民众以血缘、地缘和业缘

为纽带，以人员往来、书信联系、侨汇等方式建构的

跨国社会网络，对广东侨乡民众的赴美起到很大作

用，特别是在 1882 － 1943 年期间，美国颁布和实施

排华法，严格界定华商身份，禁止普通华人入境，对

返国而又入美的华工条件进行严格规定。海关官员

更是对入境美国的华人进行百般刁难和严格审查，

导致一般中国人望而却步。① 但是，即使在此 60 年

的排华期，广东人仍源源不断地移入美国，每年达一

两千人，②这主要归功于广东人所享有的跨国网络。
正是依赖这种网络，移民所需要的资金和信息得以

解决。
血缘宗亲网络对移民的形成、社会和文化适应

作用很大。通常情况下，海外宗族成员是需要旅费

出国者的主要求助对象。而当他们在国外致富后，

也会将其积攒的资金汇给国内需要资金出国的宗

亲，为新来的移民提供食宿，帮助寻找工作，解决移

民在异地他乡遇到的文化心理需求。美国华人学者

刘海铭就以开平一个华侨家族为个案，论述了家族

跨国网络的建构，以及它对家族成员的移民、在美国

的生存和适应所起到的独特作用。他指出，通过家

庭和宗族的移民链，先期到达美国的男性华侨先驱

在美国立足后，就把家乡的其他家庭成员接到美国。
张思逸以他在美国开始的中药店和农场等经济实

体，设法资助了家族中 40 多名成员来到美国。③

地缘网络对移民的作用也较大。由于珠江三角

洲地区民众有很多同乡在美国，因此，他们往往比其

他人具有更多的机会，通过赊单制获取贷款而出国。
1877 年 2 月公布的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调查中国人

入境问题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中就有一位商人的

证词:“我本人曾经调查过中国人出洋时所使用的

各种契约。我知道来此地的中国人当中有很大一部

分人，至少是半数以上，出国时都和他们本国人立有

契约。和他们立约的本国人，不是从美国回去的，就

是和美国方面有联系的有钱人。有些来到此地的中

国人，在美国呆了几年，积攒了三、五百元现钱，就能

够带这点钱回家招到 10 个或 12 个中国人随他同来

美国。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得到此地的六大公司

(即中华会馆)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以及中国方面

的苦力掮客的支持帮助。这些人联合起来所形成的

压力，足以保证苦力在此地乖乖履行契约。”④像宁

阳会馆、三邑会馆等六大会馆，作为赊单制出洋的主

持者，他们派人携款回乡，为美国各公司招雇华工，

租用美国船只运送华工。⑤

事实上，从早期美国华人的定居格局和就业模

式就能看到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社会网络对移民

所产生的影响。如在二十世纪初，加州休松镇(Su-
isun)附近的华农多是香山县(民国后改为中山) 隆

都人，加州汉福特镇华人(Hanford) 多是番禺人。芝

加哥华人多为台山梅姓族人，而亚利桑那州菲尼克

斯的华人多为开平邓姓族人。四邑人多前往美国大

陆，香山人大多移民夏威夷。十九世纪旧金山的进

出口商行多为三邑人经营，二十世纪初旧金山华人

牛肉店的老板和工人多为南海县九江人，渔场员工

多为香山隆都人，旧金山半岛的菊花种植多为香山

黄粱都人。⑥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互相提携的

连锁式移民中网络的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在排华法案的严厉限制下，许多

华人无法入境美国。1906 年，加州旧金山发生大地

震，地震引发的大火将移民局的档案烧毁了，这无疑

为华人入美提供了一个良机。因为排华法案禁止华

侨男性把家眷带来美国，不过，根据美国宪法第十四

条修正案，假如他们证明自己在美出生或为美国公

民之子，就可入境。于是，大批不是美国出生的华侨

就向移民当局申辩自己在美国出生，美国移民局官

员因其档案被烧，找不到华侨不在美国出生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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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让他们找两名华人作证即可。这样，很多华侨

由此获得了美国公民资格以及相应的权力。于是，

他们就向移民局慌报说自己在中国生了儿子，获得

一个“空头”。这个空头变成华人的一种“生意”，

“出售”给那些需要出国的同乡。“购买”者的条件

是必须改姓，承认是该公民家眷，是为“买纸仔”，或

“证书儿子”(paper sons)。当时华侨纷纷效仿，就

出现了大批“买纸仔”，即通过造假或者冒充方式赴

美。这种计策被揭露后，移民局对华人移民更是严

格限制，而捕捉挂名子女就成了他们的主要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移民局官员为了辨别华人公民与

“买纸仔”的真实关系，向有关华人提出了涉及到家

庭史、家庭关系和村庄生活等诸多细节问题。因此，

申报者、入境的“买纸仔”以及在美作证的其他华人

必须亲密合作，口径一致，这当然需要事先做好充分

的准备和练习，才能经受住美国移民局官员漫长的、
挑剔的盘问。否则，一旦被移民局官员发现破绽，就

驱逐回国，其损失则不堪设想。华人在此过程中，只

有依赖组织精密的人际关系网络才能成功登陆美

国，并能合法地在美国生存。实际上，华人跨国网络

如此组织精密，运作高效，以致 1920 年 7 月 1 日至

1940 年 6 月 30 日这二十年间有 71，040 名华人以美

国公民身份进入美国，而同期以商人、商人家眷、学
生、外交官或从海外游历归国的华人等身份进入美

国的人数为 66，039 人，比前者略少。①

正是依赖海内外同胞建立的跨国社会网络，使

侨乡民众得以跨越美国排华法设置的障碍，源源不

断地进入美国，使美国华人社区仍然以一定规模存

在于美国社会，这是排华者料想不到的事情。而且，

侨乡长期形成的移民传统使民众得以通过成熟的跨

国网络，实现移民的愿望，且一代代延续下去。因

此，在美国实行排华时期，只有镶嵌在以血缘和地缘

关系为纽带组织起来的珠江三角洲移民网路中的

人，才能实现自己出国就业的梦想，这也解释了为什

么在二战以前的百年中，美国华侨主要来自于中国

的珠江三角洲这么一小块地方。

通过早期广东人移民美国成因的考察，我们认

为，不同的移民理论在解释移民原因时只关注到不

同的层面。因此要全面分析早期华人移民美国动因

时，我们既要从宏观层面，运用推拉理论来分析中国

和美国两方面的因素，也需要从微观和中观层面，运

用新古典主义学派移民理论、新经济学移民理论、网
络理论和累积效应理论来考察家庭和侨乡社会等不

同层面的因素。从宏观层面来看，十九世纪中后期

中国广东的社会动荡、经济萧条是珠江三角洲地区

民众移民的推力，而此时美国西部黄金的发现，以及

后期美国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所提供的工作机会和

较高的待遇，是形成珠江三角洲地区民众移民的拉

力。从中观层面来看，早期广东移民形成的移民网

络和累积效应对此后排华法时期侨乡民众克服各种

障碍，源源不断地移入美国创造了中国其他地区所

没有的条件。从微观层面来看，早期珠江三角洲地

区民众移民美国，是他们规避风险，谋求跨国的利益

最大化的一种行为。因此，要全面解释早期美国华

人移民动因时，需要综合运用各种移民理论，从不同

层面考察，这样才能不失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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