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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美国华人社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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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华人社团与华文教育、华文报刊被称为海外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二战以来，由于国际移民环境与美国社会发生

了剧烈的变化，美国华人社会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动。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华侨华人社团也出现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新

变化。本文从原因、性质、功能的转变等角度分析二战后美国华侨华人社团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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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的海外华人团体，在其主要宗旨中为华侨群体服

务、为母国服务居于首要地位。二战后，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于 50 年代明确宣布不承认双重国籍，并鼓励海外华人

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安居乐业。同样地，海外华人社团

也开始作为当地国的民间组织而存在并开展活动。①因此，

美国华人社团也出现了新的发展变化。

一、美国华人社团性质的改变

美国于 1943 年撤销了《排华法》，并于 1945 年实施退

伍军人配偶团聚法，虽然这两个法案给中国提供的移民配

额非常有限，亦没有彻底改变美国华侨华人的社会地位，

但是却对美国华人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排华

法》的废除使美国华人长期与主流社会隔离的状况开始得

到改善，给美国华侨华人融入主流社会提供了可能。另一

方面，也改变了美国老一代华人的观念，使他们“落叶归

根”的观念改变为“落地生根”②。随着唐人街从“单身汉

社会”变为以家庭为主的族裔社区，华人社会日益稳定，

大部分华人都加入了美国国籍，成为美国公民，华侨社会

转变为华人华侨社会。于是，老一代华人对社团组织产生

了新的在美国扎根的有关要求，如协助解决家庭团聚、安

家落户、住房、补习英文、职业培训、创业等一系列问题。
社区里主要社团组织，如中华会馆等，顺势而变，为社区

成员提供帮助。③

据统计，美国华人人口 1950 年时是 11. 7 万，1960 年

为 20. 7 万，1970 年达 43. 5 万。④ 这个时期，虽然美国于

1943 年撤销了《排华法》并于 1945 年实施退伍军人配偶

团聚法，理论上美籍华人侨民的直系亲属，尤其是配偶和

未成年子女可以赴美与家人团聚。但实际上，美国每年给

中国内地出生的移民配额只有 105 名，因此随后 20 年，美

国总共只允许几千名华人移民入境。由此可见，此时期华

人人口的增加主要缘自土生华人群体的扩大。
随着华侨华人新生代的成长，这些人一般都是在美国

土生土长，受教育程度较高，与祖籍国联系较少，对祖籍

国的乡土观念、文化传统观念相对淡泊，他们更加积极地

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他们更把自己的命运与所在国联系起

来。在美国华人社团中，最活跃的要算是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华人。⑤大多数华侨社团都转化为华

人社团，发生了性质上的转化，即华人社团的本土化。中

国移民的侨民社团转变为美国公民的民间团体，华人社团

服务范围已超越华人社区而服务于当地社会，通过组织文

化娱乐、慈善活动等担负起社会沟通的职能，并致力于中

华文化与当地文化相融合，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华人社

团积极融入当地社会，服务于当地社会，为当地社会做出

了巨大贡献。⑥

二、美国华人团体类型、功能的变化

1965 年，美国通过了新的移民法案，该法案废除了以

国籍为基础的配额制度，而以家庭团聚为主要目的，兼顾

经济利益，吸收高技能的专业人士和熟练劳工，该法案于

1968 年正式生效。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当时中国国内的原

因，此时期赴美的大陆新移民不是很多，真正掀起美国移

民新高潮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美国每隔 10 年举行一次人口

普查，其普查结果中的华人人口总数是: 1980 年为 91. 08
万人，1990 年为 164. 54 万人，2000 年为 243. 25 万人。20
年间美国华人的人口数量增加了 152 万人 ( 前 10 年增加

73. 46 万人，后 10 增加 78. 69 万人) 。这是美国华人历史上

·961·



人口增加最快的一个时期。⑦低学历、低技能、不懂英文的

移民，往往与唐人街及传统华人社团联系比较密切。但拥

有高学历、高技能的新移民因为其自身实力的原因，则与

传统侨社脱离关系，并在美国形成新的华人移民聚居区，

一些华人新社团应运而生。
这些华人新社团与传统社团相比，无论从形式上、功

能上都与传统华侨社团存在较大差别。
首先体现在形式上，华侨社会早期的社团大都是同乡

会、同姓会之类。而新移民的社团组织则不基于血缘、亲

缘或地缘关系，其组织运行形式也比较松散，不再像中华

会馆那样具有绝对的权威性，社团组织也比较民主和开放。
有些组织甚至吸收非华裔的各族成员参与，鼓励和帮助华

人与其他族群裔建立良好的关系，参与主流社会事务。⑧

其次，体现在类型和功能上，早期成立社团的主要目

的是团结御侮，互助互爱。因此华侨社团也就成了“海外

孤儿”的靠山和 “家外之家”，更是他们聚会、娱乐、探

听家乡信息和互诉衷肠的场所。⑨但由于华人新移民的增

加，华人经济的繁荣和文化水准的提高，又相继出现各种

文化团体、商业团体、政治团体、工程科技团体、医疗体

育团体以及各种联谊会、同学会。这是二战以后，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华人社团发展的主要特点，其主

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科 技 与 经 济 类 的 华 侨 华 人 社 团 增 多。1978—

1994 年，大约有 10 多万大陆留学生赴美深造。在他们当

中，约有 8 万人以上获得硕士以上学位，80% 从事理工科

研究。除部分学成归国后，多数人在完成学业后仍留居当

地。1988—1996 年在美国取得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的中国

内地留学生为 16500 人，其中 14145 ( 约 85. 5% ) 人计划

留在美国，最终有 7935 人留在美国。⑩华人新生代在美国普

遍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文化水平整体较高，所以科技类社

团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各地建立。
近 20 年在美国新成立的科技类团体不仅数量多，而且

很多都是高科技团体。如与电脑专业相关的社团，新成立

的社团有北美华人电脑商会 ( 1979 年成立) 、休斯顿华人

电脑协会 ( 1982 年成立) 、硅谷中华信息网络协会 ( 1991
年成立) 、芝加哥华人计算机专业人士协会 ( 1995 年成

立) 、环球电子报业协会 ( 1997 年成立) 等。瑏瑡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各个团体逐渐划破地域等方面

的限制，经济类社团也日益增多。如“华商会”组织相继

在美国各地建立，比较著名的有美国华商总会 ( 1980 年 2
月成立于旧金山) 、美国华人商会 ( 1981 年在华盛 顿 成

立) 、芝加哥华商会 ( 于 1983 年 9 月成立) 、堪萨斯华商会

( 1989 年) 、爱达荷华商会 ( 1990 年 7 月) 、美国美中贸易

促进会 ( 1992 年于纽约成立) 、美国中国商会 ( 1996 年 1
月) 等等。瑏瑢

第二，华人参政团体不断涌现。美国华人政治性团体

的发展与繁荣应该说是在民权运动之后，特别是在 20 世纪

70 － 80 年代以来，尤其是在 1982 年 “陈果仁事件”的发

生，对美国华人社会的震撼非常大，促使美国华人开始反

思其在美国主流社会中的角色与处境。在美国华人社区的

华裔精英呼吁下，美国华人及华人社团开始把注意力从原

来关心祖籍国政治 ( 包括大陆和台湾) 转向关注美国的政

治事务上来。瑏瑣

事实证明，华人在美国只有参政，才能落地生根，被

主流社会尊重和接纳。现在的华人社区，经济蓬勃发展，

人口结构不断优化，侨社之间求同存异，更趋融合。这正

是华裔参政时机成熟的时候。比较著名的有华人权益促进

会 ( 1972 年) 、全美华人协会 ( 1977 年) 、洛杉矶华人参

政促进会 ( 1983 年) 、法拉盛华人参政促进会 ( 1988 ) 、
百人 委 员 会 ( 1990 年 ) 、美 籍 华 人 政 治 行 动 委 员 会

( 1996) 、华人参政促进会 ( 1996 年) 等。瑏瑤跨越族裔的泛

亚裔的“80 /20 促进会” ( 1998 年成立) ，更是比较有影响

力的参政社团。
第三，美国华人社团向国际化发展。海外华侨华人社

团的发展趋势进入新世纪，面对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和科

技革命迅猛发展的新形势，各国华人社团在实现本地化的

基础上，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潮流，华人社团纷纷跨出

国门，走上地区与国际性的联合，重视经贸合作与促进华

人经济网络的现代化，实现华人社团的国际化与经济化道

路。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已先后建立 100 多个世界性

的华人组织。
总的来说，二战后美国华人团体开始以美国民间组织

的形式存在于美国社会，其性质、功能、运转的方式以及

呈现出来的发展特点与战前相比均有了较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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