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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六十年来, 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无论是学者队伍的建设还是学术成果的影响, 均有了显

著的提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上海的华侨华人研究取得了进步。

华侨华人研究的优势, 各地有不同特点。北京以政策研究和学科建设为主, 荟萃了一批学养

丰厚的老、中、青专家学者, 他们中一些人兼有政府智囊和学科领军人物的双重角色, 因而令北

京成为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真正中心; 福建以侨乡研究、非法移民研究和华人族群经济研究为特

色, 当地一些学者 (特别是厦门大学和福建社会科学院) 在研究著述、人才培养以及和海外交流

合作方面, 取得了丰硕成果和重要影响, 从而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华人研究最为活跃的地区;

广东则兼具学科建设和侨乡研究两大优势, 当地学者 (主要是中山大学和暨南大学) 在人才培养

和著书立说方面, 显示了侨乡的传统优势和既有的学术地位。

比较而言, 上海的华侨华人研究所面临的挑战是全方位的, 好在过去的三十年已为新一轮华

侨华人研究的重新启动奠定了更为深广的基础和方向 � � � 在新的历史机遇期内, 华侨华人与中国

和世界的关系互动正在历史的脉动和现实的切入方面, 获得新的生机。目前, 上海已成为国际人

才汇聚中心。在上海居住或工作的外籍人士日益增多 (最新资料显示, 上海的常住外国人已超过

15万人)。上海正日益成为一个巨大的吸盘, 吸收的除了外国人 (包括已经入籍居住国的海外中

国血统人) 外, 还有更多的台湾人、香港人及内地其他省市的人。也因此, 上海的将来不仅是中

国跨国移民的集散地, 更是国际移民的散居中心。故而, 加强吸纳海归人才和国际高端人才的进

入, 不仅有助于上海实现四个 �中心 ( 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 和四个

�率先 (率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率先推进改革开放、率先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 的目标, 而且有助于加速上海本土人才的国际化。我相信, 随着新华侨华人与中国

和世界各国关系的再定位, 未来的六十年, 上海的华侨华人研究终将孕育出一个新的突破和飞

跃, 从而为全国的华侨华人研究提供一个有别于北京、福建和广东的新范式: 在侨乡之外建构国

际移民都会, 在历史之内重塑华人研究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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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 走过了发展的六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 中

国对华侨华人的研究与时俱进, 日益加强和发展。华侨华人研究新发展的表现之一, 即是从东部

沿海向中部地区延伸。

近年来, 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 从沿海地区向内地延伸发展的趋势, 改变了侨史研究的分布

地图, 过去很少有华侨研究的中部地区也出现了华侨华人研究机构。如 2005年, 在华中师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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