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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网络、移民和一体化趋势》

王爱平
( 华侨大学 华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中图分类号］D634. 3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 － 5162 (2010) 03 － 0068 － 05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术界有关华侨华人研究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但总体来看，大

多是国别、地方研究或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侨乡等专题研究，体现了民族国家框架下华

侨华人研究的特点。①近读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庄国土教授的新著 《东亚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华商

网络、移民和一体化趋势》，②感觉该书在宏观层面系统梳理了广义的东亚 (含东南亚和东北亚) 华人

社会产生和发展的脉络，勾勒了东亚华人社会整体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是首部东亚华人社会整合研

究的专著，其研究视域和分析视角明显体现出与以往华侨华人研究不同的特点，给人以诸多启发。

一

以往国内学术界对海外华人社会的研究，多是由华侨到华人变迁的单线式的分析研究，该书明显

与此不同。全书对东亚华人社会考察研究重点之所在，是以对东亚经贸圈和东亚华商网络的形成、调

整和发展的考察为主线而展开的，旨在阐明东亚经贸圈与华商网络及东亚华人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

互动及其进程与特征。
关于这一点，作者的论证逻辑在于: 东亚经济贸易圈、华商网络与移民之间存在着互为作用的关

系。作者认为，“海外华人高度集中在东亚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地区。这一现象不但是地理因素使然，

更是东亚经济贸易圈的形成和发展所致”，东亚商贸圈的主导力量，恰是以海商为主的华商网络，在

13—19 世纪中期长达 600 年的历史岁月中均如是。华商网络发展的最重要特点是与移民活动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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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 17 世纪以后，这种互动关系使移民规模及移民社会不断扩大，而中国海外移民的发展也使华商

网络获得最可靠的支柱 (该书第 2 ～4 页)。东亚华人社会因东亚经济贸易圈、华商网络的发展及其与

中国移民之间的互动而形成，华商网络与中国移民之间的互动也一直影响着东亚华人社会的发展与变

迁。因此，该书对东亚华人社会形成、发展及变迁的研究，十分注重对其与中国互动历史的考察，并

最终导归到对东亚华人经济体整合和东亚经济一体化进展的关注和研究。
在全球视野和东亚区域格局的观照下，该书将华商网络的发展历史及其因与移民的互动而形成的

东亚华人社会的变迁分为三个阶段，并围绕这几个阶段展开分析论述。
13 至 19 世纪中叶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是中国海商经贸网络和华人社会形成与发展时期。该书

的第一篇“东亚华商网络、中国海外移民与华侨社会的形成”，即与第一阶段相对应，主要论述自 13
世纪至 19 世纪中叶以前东亚经贸圈、以海商为主的华商网络与海外移民的互动及东亚华侨社会的形

成。作者认为，中国海商网络发展的最重要特点是其与移民活动的互动，这种互动关系使移民规模及

移民社会不断扩大，而中国海外移民的发展也使华商网络获得最可靠的支柱。到 14 世纪中后期，中国

海商活跃在东亚各地商港，中国移民在爪哇和苏门答腊等地已形成大规模的华人社会。17 世纪前期以

降，中国海商网络进入大发展时期。欧洲人东来带来的巨大商机，使华商海外贸易得到前所未有的飞

跃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移民规模及移民社会不断扩大，从北方的日本长崎到赤道附近的巴达维亚，

华人社区遍布东亚各地。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中叶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是中国海商网络大调整和华人社会的转型时期。

该书的第二篇“侨政和东亚华人社会的转型”，即与第二阶段相对应，主要论述分析清代以来的中国

侨务政策、东亚各国对华人的政策与东亚华人社会的变迁及华人认同的进程。作者认为，近代以来中

国本土的衰落迫使东亚华商网络进行大调整。华商网络的中心逐渐从中国东南沿海向海外转移，中国

海商网络转型为海外华商网络。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移民社会的转型，即侨民社会逐渐整合入当地社

会，作为华族而成为当地多元民族社会的组成部分。同时，华侨的政治认同也有了根本变化，转而在

政治上效忠于当地社会。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今为第三阶段，该书第三篇“东亚华人经济体崛起及其一体化趋势 ”，即与

第三阶段相对应，主要考察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海外华商网络重新扩展到中国大陆以后的情况，

并分析探讨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东亚华人经济体之间进一步整合的可能性及其在东亚一体化进

程中的先导作用。作者认为，这一阶段中海外华商网络重新扩展到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在海外华商网

络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海外华商网络在中国大陆的覆盖范围已经远远超越传统东亚华商网络的范围。
与此相对应，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出现中国人第四次移民东亚热潮，东亚各地密布华人社区，并再次

呈现经贸与移民互动的情形。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及其经济国际化程度的飞速发展，中国与东亚各经

济体的交流和融合程度前所未有，其先导作用首先在于华人经济体之间的高度整合 (见该书第 3 ～
5 页)。

二

《东亚华人社会》是庄国土教授“近 10 年来对华人华侨研究的总结”( 见该书后记)。该书有几

个方面引人瞩目，值得关注。
首先，作为中国较早研究华商网络和“海洋中国”的学者之一，庄教授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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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庄国土: 《论早期海外华商经贸网络的形成》，《厦门大学学报》1999 年第 3 期; 庄国土: 《论 15 —19 世

纪初海外华商经贸网络的发展》，《厦门大学学报》2000 年第 2 期; 庄国土: 《论 17—19 世纪闽南海商主导海外华商网

络的原因》，《东南学术》2001 年第 3 期; 庄国土: 《论郑和下西洋对中国海外开拓事业的破坏》， 《厦门大学学报》
2005 年第 3 期等。



在该书中对东亚商贸圈和世界华商网络进行了新的整合研究和纵深研究。作者依据新发掘的资料，论

证了当前的华商网络和东亚商贸区与历史上的华商网络和东亚商贸圈之间的渊源关系。作者指出，在

20 世纪后期东亚经济腾飞后，“在区域一体化的趋势中，传统的东亚商贸区再现活力。东盟 ‘10 + 3’
建构的提出和实施，或可看作是东亚商贸圈的复兴”(该书第 3 页)。

其次，作者在书中专列一章“中国新移民前往东南亚的过程、原因和分布”，考察 20 世纪 80 年代

以来的中国“新移民”问题，以此论证历史上的华商网络、华人社会与当前华商网络、华人社会的承

继关系，这是该书的一个较大贡献。在多年大规模田野调查①和搜集掌握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作

者疏理了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主要历史脉络和成因，将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一直延续至今的

中国新移民前往东南亚称为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第四次大潮”，并根据不同的目的地与移民的特点，

又将其分为“三波”考察。第一波的新移民来自传统侨乡———闽南和潮汕地区，主要目的地是菲律宾

和泰国; 第二波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延续至今，主要目的地为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 第

三波启始于 21 世纪初年，主要前往缅甸北部、柬埔寨、老挝和泰国北部等地，其数量之大远非前两波

移民可比。在此基础上，作者对移往东亚各国新移民的数量和分布进行了统计和估算，提出进入东南

亚的新移民达 250 万人以上，再加上韩国、日本的新移民，总数则达 400 万人，这是迄今关于当代中

国移民研究的最新成果。
第三，注重考察分析中国和东亚各国政府的华侨华人政策，特别是中国历代政府的侨务政策，并

提出了引人思考的观点，充分反映了作者在这一研究领域的深厚积累。作者认为，中国的海洋发展和

海外移民事业两度受挫于明初和清初中国政府的海外政策，并重申他五年前提出的、引起广泛反响的

著名论断——— “明初海洋政策和郑和下西洋是对中国海外开拓事业的破坏” (见该书第一章第一节)。
作者秉持其一贯观点，对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侨务政策给予客观和较高的评价，认为这些政策是华侨民

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者还通过客观的学术研究对当前中国政府的海外华人专业人才政策提出了批评。作者认为，在

世界华人资源与大陆相关资源整合的过程中，“海外专业人员的缺位不能不说是最大的遗憾”，并且一

针见血地指出，“以提升专业人才的行政待遇作为对专业人才的价值肯定，其实是对专业人才价值的

扭曲”，是“官本位”的表现，批评政府“缺乏对科学和知识的足够尊重和敬畏”。作者强调指出，如

何吸引海外华人专业人才，将是中华民族腾飞的关键。“作为世界华人资源最重要部分的专业人才与

中国大陆资源整合时，即是中华民族腾飞之日”(见该书第十四章和全书结论)。
第四，作者对东亚华人经济体的高度整合及其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先导作用的论断很有说服力。

以往国内外学者也注意到了华人经济体间的依赖和整合，但大多是从“大中华经济圈”观点出发，且

缺少系统的实证研究支撑，往往引发对中国崛起及华人与中国关系的猜忌。该书以翔实的经贸、投资、
劳动力流动等统计数据，论证了大陆、港、台、东南亚之间的经济整合不断加深的趋势，指出东亚华

商网络和华人经济体间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资源整合具有三个坚实的支点:

一是具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亲缘、语言和表现在共同心理状态上 (主要体现在价值观上) 的文

化基础，能使华商之间易于建立“由同一种语言和文化产生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弥补法治的缺乏以

及规则和法规缺少透明度”。共同的文化背景也将更容易消解冲突，促进合作。正如西欧和北美的经

济互相渗透与合作基础即是文化的一致性使然。
二是处在共同的东亚区域。相近的自然及地理条件和相互交往的交通便利，降低了物流和人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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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庄国土教授和郭玉聪教授主持的“新移民研究”项目，以福建侨乡田野调查为主，得到国务院侨办、教育部

社科基金、福建省侨办、福特基金和住友财团的支持。自 2002 年开始进行至今，除调查去美国、意大利等国的新移民

外，也展开赴菲律宾、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印尼、柬埔寨、新加坡等国的中国新移民的调查与研究。已汇编成

《福建新移民调查资料》等。



成本。海外华商网络可视为区域经济合作的一种方式，是在自然经济区域内的不同经济体的合作典范。
三是具有几百年的历史基础。明代以来形成的华商经贸网络基于共同的地域和文化基础，寻求共

同的经济和社会利益。数百年来华商之间的联系长期维系，基本上一直能够为共同利益而聚合，尽管

华商网络的中心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但客观上都增强了东亚华人经济体间的整合。
因此，华商网络是当代东亚华人经济体整合的基础; 东亚华人经济体的高度整合，并非政治操作

的产物，也不会趋向于政治整合; 这是以华商网络为基础的区域经济资源整合的表现，是超意识形态

和政治制度的经济合作，也是经济全球化的逻辑结果。
总括全书，作者认为: 中国大陆在东亚地区的文化和经济中心的历史地位，推动了中国海外贸易

的发展和中华制度文化的海外传播。海外贸易催生中国大规模的海外移民和华人社会的形成，移民与

贸易成为华商网络的两大支柱，从而使华商网络成为东亚经贸和文化圈的主导力量数百年。虽然近代

以来中国本土的衰落使东亚华商网络的中心转移到海外，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东亚华商网络迅速重

返大陆，以大陆为核心进行东亚乃至全球华人的资源整合。在经济全球化加速的背景下，东亚华人经

济体的高度整合成为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先导和核心动力。

三

就研究方法而言，作者对东亚华人社会发展脉络、相互整合和发展趋势的探讨，力求依时叙事，

表现出历史学的基本关怀，同时也融入了经济学、人口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一些相关概念和

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整合研究。
该书关于海外华商网络、东亚华人社会发展历史与趋势的多种新论断，建立在把握国际学术发展

前沿，不断吸收各相关学科新理论及其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对有关的学术理论、国际学术界的研究

成果，诸如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朝贡贸易体系”、“亚洲交易圈”
的理论，王赓武教授对华商、华人认同的研究，廖建裕教授关于华裔“再华化”的提法和印尼华人人

数的考察，新加坡学者谢秀瑜等对区域化和区域主义的研究等，该书均有分析、探讨、回应或运用。
同时，作者的多种新论断也是扎扎实实地建立于翔实资料的基础上。据笔者粗略统计，该书引证

各类资料超过 700 种，包括未刊、已刊档案和资料汇编 70 种，方志、古籍 91 种，前人文集、论著 270
种，译著、译文 59 种，外文著作 119 种，海外中西文报刊 40 余种，各类统计资料和会馆刊物 20 余

种，中外官方机构和国际组织网站 70 余种。
该书十分重视实证和计量研究，并且重视新资料的发掘和资料的重新诠释。书中关于当代东亚华

人的各种统计表格多达 60 余种。作者甚至注意到并大量搜集中国、东南亚以及其他国家各航空公司网

站有关航班的资料，编制成统计表，以考察分析 80 年代以来中国新移民进入东南亚的各种影响因素。
该书对新移民的研究还使用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和访谈资料。近年来，作者和他的学术团队在福建侨乡

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对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新移民进行田野调查，不仅考察研究那些通过合法渠

道出国的移居者，而且关注诸如以游客身份入境逾期滞留定居者、非法滞留的中国劳务人员及非法购

置移入国死亡人身份证的移居者等。那些非正常渠道移民的访谈资料，得来实属不易。总之，该书的

资料价值也难能可贵。

四

读庄教授这部专著，也让我们反思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视角。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界对中国华侨华人研究中的“中国中心观 (论)”或“中国中心主义”

多有批评，提倡以海外华人为中心的“华人社会中心观”，主张在各华人居住国发展变化的脉络下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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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和研究华人主体; 提倡从世界史和国际移民的角度、视野研究海外华人社会，① 这对提高中国华侨

华人研究的学术水准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如吴小安教授所说，华侨华人研究中的“中国中心论”或

中国中心主义，是指“一厢情愿地在中国自己的话语里，而与海外侨情变化发展的现实严重脱节”，②

这是中国华侨华人研究者应该摒弃、警惕和避免的。但是，“视角”不等于“中心”。笔者以为，从中

国视角出发的研究不等于“中国中心论”或“中国中心主义”。从研究视角来说，中国视角和华人居

住国视角的研究对华侨华人研究都是必要的; 这两种视角的研究也各有自己的局限性。不应将中国视

角与华人居住国视角理解为非此即彼的关系，在一项具体的研究中，或比较侧重从中国视角出发，或

比较侧重从华人所在国视角出发，或者是同时进行两种视角的研究，应该都是可以的，这应根据研究

对象的具体情况而决定。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随着华人社会的急剧变化和华人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进一步认识到:

无论是中国视角，还是华人所在国视角，其实都局限于民族国家的框架，都受制于以国家史观为中心

的华侨华人史观。③ 面对有些研究对象，需要超越民族国家的框架局限，从更广阔的视野加以观照。
华侨华人研究，需要中国、东南亚 (南洋)、东亚或亚洲、全球等多元的考察视野，需要多种视角的

具体研究。对华商网络的研究即需如此———因为华商网络本身就是跨越国界的。庄教授的这本专著正

体现出一种全球视野和区域格局下的超越性观照，一种跨越中国和华人居住国两者的多视角的研究。
另外，不应将中国视角的研究视同于“中国政府立场”。作为中国的学者，不可能也不应该无视中国

华侨华人研究的现实意义。关键在于，在做具体研究时，应首先站在学者的立场，采用客观的分析视

角，进行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学术性研究。
无庸讳言，该书有些部分是命题作文，奉命之作。④ 庄教授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在该书绪论中开

宗明义，表明了他的学者立场和客观的研究态度。在表明该书研究具有认知中国最重要海外资源的现

实意义之后，他强调指出: “本书的目的并非说明中国应当如何利用华侨华人资源” (见该书第 2 页)。
如前所述，作为客观的学术性研究，该书对郑和下西洋坚持与政府部门宣传导向迥然相异的看法，对

政府的有关政策也多有批评。
总之，该书超越民族国家的地理界限和国史框架，突破以往研究中由华侨到华人的单线分析局

限，全书视野开阔，既有纵向的历史考察与追溯，又有横向的东亚各国的分述与比较，在更广阔的视

域中对东亚华人社会进行跨区域、跨学科、多视角的整合研究，这是十多年来作者及国内华侨华人研

究学界力图拓宽学术研究视野的体现。
作者的研究总体上是宏观性的，尽管有大量翔实的统计资料和实证、计量研究，但读罢似有意犹

未尽之感。以笔者管见，如能增加一些华商网络实体的个案研究，可能会使研究更充实。另外，在作

者从多种视角出发的研究中，相比较而言，东亚当地社会的视角似稍显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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