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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进行了归纳 ; 对影响华侨回国定居的经济、政治因素进行了分析 ; 认为当前华侨回国定居主要是为

了恢复国内户口 , 方便经商、读书和生活等 , 其本身还具有很强的国际流动性。我国政府有关主管部

门应当实施积极的华侨回国定居政策 , 以顺应经济全球化和人权保障的时代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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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 large number of Overseas Chinese have chosen to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s in

Zhejiang Province recently. With a methodology of sampling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 this article

probes into the interesting phenomenon with a focus on its demographic and social features. It also

examines a number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factors which facilitated the return waves. The authors

argue that the main considerations for Overseas Chinese to move back to Zhejiang Province are to

reactivate their previously registered permanent residences , which in turn could considerably open

the door for their daily business , schooling and living in hometowns. A strong and obvious

characteristic of transnational movement could be observed in this group of Overseas Chinese.

Finally ,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e government authorities to adopt a favourable policy by encouraging

Overseas Chinese to move back and settle down in their hometowns in order to keep pace with the

trend of economic globalisation and human right protection.

一、引言

　　早期华侨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 光宗耀

祖、衣锦还乡、落叶归根等观念根深蒂固 , 他

们不管在海外穷困潦倒 , 还是成功发达 , 总是

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重返故里。1876 年至 1901

年 , 从我国南部沿海地区出国的华侨大约有

480 万人 , 其中约有 400 万人后来回国。1841

年至 1949 年 , 福建省归侨人数占到出国华侨

总人数的三分之二。建国后 , 曾出现华侨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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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的高潮 , 从建国到“文革”开始的 17 年

间 , 仅广东省就接纳华侨 30 多万人。[1 ]

1955 年 , 中国政府宣布不承认双重国籍 ,

鼓励海外华侨根据自愿原则加入侨居国国籍 ,

大量华侨本地化 , 成为海外华人。此后 , 华侨

回流趋势逐渐发生了逆转 , 特别是“文革”期

间 , 海外华侨因担心回国受打击或牵连家人而

不敢回国。改革开放后 , 中国政府改变了严格

控制外出移民的政策 , 国门逐渐敞开 , 我国又

兴起了一股移民国外的浪潮。但在“出国热”

持续高涨的同时 , 近年来有不少华侨却申请回

国定居。这一移民回流现象 , 引起了学术界和

相关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

本文试图对近年来回浙江定居华侨的人口

社会学特征及其原因予以分析 , 以期能揭示当

前华侨回流的一些规律 , 从而为有关部门正确

决策提供依据。文中所引用的数据资料除特别

注明外 , 均来自浙江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的

内部统计。同时 , 为便于定量分析 , 笔者采用

抽签法从 2006 年度浙江出入境管理部门批准

的 524 名归侨中随机抽取了 100 名作为样本 ,

并运用 SPSS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描述分析。

需要指出的是 , 本文的统计数据为官方登记在

册人数 , 与实际出国、回国定居人数相比会有

较大出入 , 而且数据资料不含职业、收入等社

会经济方面的信息 , 这些不足之处给准确、深

入探析华侨回国定居现象带来许多不便。

二、特征描述

　　国际人口迁移本身十分复杂 , 很难搜集到

详细准确的数据资料 , 目前也缺乏对国际人口

迁移进行准确描述和有效预测的数学模型。本

文利用浙江出入境管理部门的有关统计数据和

笔者的抽样调查结果 , 试对当前回浙江定居华

侨的一些主要特征进行简要描述。

11 归侨持续增多
据浙江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 2003 - 2007

年的年度统计 , 2003 年浙江省内居民以出国

定居为由领取护照的有 10661 人 , 2004 年为

10147 人 , 2005 年下降到 6866 人 , 2006 年为

6016 人 , 2007 年有 6337 人。相反 , 2003 年经

批准回浙定居的华侨有 7 人 , 2004 年为 75 人 ,

图 1 　2003 - 2007 年浙江居民出国定居

与华侨回浙定居人数比较

2005 年增长为 239 人 , 2006 年为 524 人 , 2007

年达 2324 人。统计数字显示 , 近年来浙江居

民出国定居人数明显下降 , 而回浙定居华侨数

量却迅速增长。这是当前华侨回浙定居现象的

第一个显著特点。

2. 归侨年富力强
在笔者随机抽取的 100 名回浙定居华侨

中 , 年龄最大者 76 岁 , 年龄最小者 6 岁 , 平

均年龄 46 岁 , 年龄中位数 48 岁 , 年龄众数 53

岁。其中 , 31 岁至 60 岁之间的回浙定居华

侨 , 占样本总数的 77 % (见表 1) 。

罗杰斯人口迁移模型指出 , 年龄别迁移曲

线有两大峰、一小峰与一低谷。两大峰是指青

壮年 (20 - 25 岁) 和幼年年龄段的迁移高峰 ,

由于工作谋职的原因 , 青壮年携幼年子女迁

移 ; 一小峰是指老年 (60 - 65 岁) 年龄段迁

移高峰 , 老年人退休后回乡或迁往气候或其他

生活条件较好的地方 ; 一低谷是指少年儿童

(10 - 15 岁) 年龄段迁移低谷 , 由于处在中小

学学习阶段 , 父母为不影响子女学业而自我抑

制迁移动机。[2 ] 回浙定居华侨年龄别迁移曲线

与罗杰斯提出的年龄别迁移曲线相比 , 有很大

差异。回浙定居华侨年龄别迁移曲线未表现出

罗杰斯模型两大峰、一小峰与一低谷的一般特

征 , 其流动高峰相对集中在 31 - 60 岁之间。

这是当前华侨回浙定居现象的另一个显著特

点 , 即华侨多在年富力强时选择回国定居。

3. 归侨学历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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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抽样调查来看 , 回浙定居的华侨学历以

小学、初中和高中为主 , 分别占 22 %、42 %

和 22 %。与北京、上海等地的回国定居华侨

相比 , 回浙定居华侨学历偏低 , 高中以下文化

水平占 9316 % (图 3) 。这与浙江出国人员的

文化水平较低相一致。在浙江出国人员中 , 农

村人口占 45 % , 他们在国外多从事餐饮、皮

革制造或外贸等工作 ; 而北京、上海是高校集

中的地方 , 其定居国外者很多是具有硕士或博

士学位的留学人员。
表 1 　回浙定居华侨年龄与性别结构表 (样本容量 : 100)

性别 10 岁以下 11 - 20 岁 21 - 30 岁 31 - 40 岁 41 - 50 岁 51 - 60 岁 61 - 70 岁 70 岁以上 合计

男 3 2 0 11 14 18 6 1 55

女 2 0 2 9 12 13 6 1 45

合计 5 2 2 20 26 31 12 2 100

图 2 　年龄别回浙定居华侨人数曲线图 (样本容量 : 100)

图 3 　回浙定居华侨学历结构图 (样本容量 : 100)

注 : 缺失数据为 10 岁以下在读或尚未就学儿童

的学历情况。

　　4. 归侨分布集中

回浙定居华侨的侨居国主要集中在西欧国

家 , 美国次之。在笔者随机调查的 100 名回国

定居华侨中 , 涉及侨居国达 13 个 , 其中侨居

意大利的浙江华侨人数最多 , 占 42 % ; 其次

是法国 , 占 26 % ; 美国和西班牙旗鼓相当 ,

各占 10 % (图 4) 。这与浙江籍移民的主要去

向是西欧相一致的。[3 ]

归侨的定居地也同样具有相对集中的特

征。抽样调查显示 , 温州华侨回流数量占全省

的 91 % (图 5) , 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市 ; 而鼎

鼎大名的海外“宁波帮”却榜上无名。不过 ,

温州各地情况也很不平衡 , 下辖的瑞安、鹿

城、瓯海等县 (市、区) 回流华侨最多 , 其中

仅瑞安就占温州全市的 2714 %。在抽样调查

中 , 浙南的青田和文成两个著名侨乡回国定居

的华侨数量不大。但实际上 , 青田和文成两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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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回浙定居华侨原侨居国分布图 (样本容量 : 100)

图 5 　回浙定居华侨定居地分布图 (样本容量 : 100)

归侨数量也相当可观。据浙江省公安厅出入境

管理局统计 , 2007 年 7 月至 9 月两个月时间 ,

有关部门批准回青田定居的华侨就有 100 余

人。

51 归侨流动频繁
尽管华侨已办理回国定居手续 , 并恢复原

户籍 , 但他们的国际流动仍十分频繁。通过追

踪调查 100 名归侨在归国后半年期间的出入境

纪录 , 发现出国 1 次的归侨 , 占 48 % ; 出国 2

次的占 19 % ; 出国 3 次的占 8 % ; 个别归侨出

国次数竟多达 7 次。在笔者调查结束的时点

上 , 出国后还未返回国内的 , 占 57 %。半年

期间内 , 没有出国记录的归侨 , 仅占 21 %

(表 2) 。

三、原因探析

　　当前国际移民的主要流向仍是从发展中国

家移向发达国家。然而 , 浙江华侨回国定居人

数却一路攀升 , 如何解释这种逆潮流而动的现

象 ? 著名的“推拉理论”认为 , 国际移民是输

入国的“拉力”和输出国的“推力”相互作用

的结果。国际移民的“推”、“拉”因素众多 ,

输入国和输出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环

境、气候和历史等都是引发移民的诱因。但在

影响国际移民的诸多因素中 , 最重要的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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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济因素 , 本文拟从这两个方面剖析华侨回

国定居的主要原因。

1. 看不见的手———经济因素的作用
尽管国际移民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但

一个基本共识是 , 经济因素是人们迁移的显著

原因之一。19 世纪末 , 美国地理学家、新古

典经济学派理论的鼻祖莱文斯坦 (Ravenstein)

就指出 : 举凡峻法酷律、苛捐杂税、恶劣的气

候、糟糕的社会以及强制行为的存在 (如奴隶

的买卖和贩运) 等 , 都曾造成而且仍在引发人

民的背井离乡。不过 , 这些移民在规模上远比

不上求富裕的本能所酿成的移民大潮。[4 ] 新古

典经济学派理论即认为国际移民的根源在于国

家之间的工资差距 , 该差距实则反映了两国间

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实证研究也表明 , 70 -

80 %的个体迁移是由于经济原因 , 而这种经济

动机主要是由于地区间收入水平的不同而造成

的。[5 ]

表 2 　回浙定居华侨半年内国际流动次数统计表 (样本容量 : 100)

往返次数

定居地人数 国内定居地 (单位 : 人)

温州 杭州 丽水 台州 绍兴
总计

回 国 定 居

后 半 年 内

往 返 国 内

外 次 数

( 单 程 计

015 次)

10 19 1 0 0 1 21

15 34 1 0 1 0 36

110 11 0 0 1 0 12

115 12 1 0 1 0 14

210 4 1 0 0 0 5

215 3 0 1 0 0 4

310 4 0 0 0 0 4

315 1 0 0 0 0 1

415 1 0 0 0 0 1

515 1 0 0 0 0 1

710 1 0 0 0 0 1

总计 91 4 1 3 1 100

　　经济因素是一只无形的手 , 它指引移民流

的总体方向 , 并影响其强度。中国学者李明欢

20 世纪 90 年代在温州实地调查时发现 , 当问

及当地人对欧洲的认识时 , 被访者首先提及的

往往是欧洲的高工资。在欧洲的温州人多谋生

于中餐馆。就餐馆打工者的收入而言 , 一般月

收入相当于 1 - 115 万元人民币。在西欧不同

国家、不同地区或生意额不同的餐馆打工 , 收

入有所不同。一般而言 , 在德、荷、法餐馆工

作的收入 , 比在南欧的西、葡、意要高一些 ,

享受的社会福利也好一些。尽管欧洲的消费水

准相对也要比中国高许多 , 但被访者并不

在意。[6 ]

当前浙江华侨回国定居人数不断增长 , 与

近年来国内经济发展迅速有很大关系。2005

年 , 温州市政协委员蔡喜莲提交了“关于解决

农村出国人员回国户口落实的建议”的提案 ,

提案称 : 温州有 40 多万华侨 , 且大部分在欧

美 , 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规

范 , 经济的进一步活跃 , 越来越多的华侨回国

创业、投资 , 很多华侨要求恢复国内户籍和身

份。浙江作为东南沿海省份 , 处于我国经济发

展的前沿地带。2006 年 , 浙江省人均 GDP 达

3975 美元 , 居各省区之首。可以说 , 浙江经

济的繁荣以及国内与发达国家生活水平差距的

缩小 , 是华侨回浙江定居的重要原因。

尽管浙江经济活跃 , 城乡居民生活较为富

裕 , 但浙江人均 GDP 与华侨人数较多的意大

利比较 , 仅为后者的 11 % , 差距仍然是十分

巨大的。可以断言 , 浙江经济的腾飞尚不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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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2006 年意大利、中国和中国浙江省经济发展水平比较

地 区
内 容 人口 面积 GDP 人均 GDP

意大利 5813 万 30112 万 km2 17839159 亿美元 30689 美元

中国 131457 万 959170 万 km2 25122175 亿美元 1911 美元

浙江 4980 万 10118 万 km2 15649 亿元 3975 美元

　　资料来源 : 据世界银行 2007 年和浙江省统计局 2007 年公布的 GDP数据制作。

吸引华侨从发达国家大规模回流。因此 , 经济

因素对华侨回浙定居虽有一定的影响 , 但不是

浙江华侨回国定居的根本原因。

2. 看得见的手———政策因素的作用
回浙定居华侨数量激增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

更是相关政策的产物。国内的税收政策、计划生

育政策、土地政策、社保政策和教育政策等 , 对

华侨回流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据笔者走访调

查 , 影响华侨回国定居最直接、最重要的是中国

的户籍政策和华侨回国定居审批政策。

中国实行的户籍政策 , 从本质上讲是为了

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中国的户籍政策是计划

经济的产物 , 承载着公民的不同权利和义务 ,

而不是人口生命事项的简单登记 , 它涉及到土

地、住房、计划生育、教育、医疗、就业、社

会保障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户籍政策在中国已

实施了 50 年 , 严重阻碍了中国城市化发展进

程。20 世纪 80 年代后 ,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 , 中国推出了居民身份证制度作为户籍制度

的补充。根据中国的户籍政策 , 出国定居人员

应当注销户口。同时 , 根据中国《居民身份证

法》规定 , 华侨只有回国定居才能办理户口登

记 , 领取居民身份证。华侨是中国公民 , 但其

在国内没有户籍和居民身份证 , 政治、经济、

社会生活受到很大限制 , 如在买房、贷款、读

书等方面 , 国内居民和华侨存在不同的待遇。

笔者在走访户籍管理部门时 , 户籍管理人员普

遍反映 , 华侨回国定居的动机 , 多是为了经济

利益或方便日常生活办一张居民身份证。因

此 , 规避国内的户籍和居民身份证制度 , 是当

前华侨回国定居的主要原因之一。

华侨回国定居政策对华侨回国定居有着最

直接的影响。中国是人口大国 , 也是发展中国

家 , 为缓解人口和发展压力 , 长期以来 , 华侨

回国定居政策的基本精神是华侨回国不增加国

家的负担。2004 年后 , 侨务部门不再负责华

侨回国定居的审批工作 , 此项工作完全移交公

安部门。由于华侨回国定居后涉及的问题较

多 , 目前全国性的统一的华侨回国定居政策尚

未出台 , 因此 , 各地在华侨回国定居的条件设

置上把握尺度不一。浙江在现有法律的框架

内 , 本着促进经济发展和保障华侨权益的原

则 , 对华侨回浙定居审批制度进行了探索和创

新。按照目前的做法 , 浙江华侨入境后 , 在拟

定居地连续住满 3 个月 , 或者连续 6 个月内累

计住满 3 个月的 , 可以申请回浙定居。浙江较

为宽松的华侨回国定居审批制度 , 是回浙定居

华侨数量激增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据笔者调

查 , 华侨较多的温州地区 , 平均每天有十几名

华侨申请回国定居 , 不少受理窗口还出现排长

队的情况。

四、结论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显著的特征之

一 , 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进步 , 更加促进了劳动

力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因此 ,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国内市场经济发展的大

背景下 , 传统的华侨回国“定居”概念受到了

挑战。当前回国定居华侨与早期回国定居华侨

有很大不同 : 早期华侨回国定居主要囿于中国

传统的“落叶归根”思想 ,“少小离家老大回”;

而当前华侨回国定居主要是为了恢复国内户

口 , 方便经商、读书和生活等 , 其本身还具有

很强的国际流动性 ,“五湖四海都是家”。美国

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说 : 人口

流动是历史的发动机。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经

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 这与大量华侨回国

投资创办企业是分不开的。据浙江海外交流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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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统计 , 目前来浙江投资创业的侨资、港资

企业共有 215 万多家 , 总投资额约 832178 亿

美元 , 分别约占外资企业总数的 65 %和外资

总额的 61 %。当前 , 公民的迁徙权利已在全

世界得到普遍承认 ,《世界人权宣言》第 13 条

规定 : “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

住”,“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 , 包括其本国在

内 , 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7 ]因此 , 中国应当

制定并实施积极的华侨回国定居政策 , 保证公

民迁徙自由 , 以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 , 并与国

际人权保障做法接轨。

当然 , 科学、合理的华侨回国定居政策的

制定和实施 , 还有赖于国内户籍、计划生育、

税收、社会保障等相关政策的进一步完善 , 也

有赖于世界各国在移民领域的进一步合作。
[注释 ]

[ 1 ] 王元林 : 《海外华侨华人与侨乡关系演变的特

点》, 《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2001 年第 4

期 , 第 130 - 131 页。

[ 2 ] 曾毅 : 《人口分析方法与应用》, 北京大学出版

社 , 1993 年 , 第 238 - 239 页。

[ 3 ] 庄国土 : 《近 30 年来的中国海外移民 : 以福州

移民为例》, 《世界民族》2006 年第 3 期 , 第 42

- 44 页。

[ 4 ] E·G·Ravenstein : “The Laws of Migra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 52 : 286 , 1889 , 转

引自傅义强 : 《当代西方国际移民理论述略》,

《民族研究》2007 年第 3 期 , 第 46 页。

[ 5 ] 钱波 :《论国际移民与经济发展》,《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学报》2006 年第 3 期 , 第 17 页。

[ 6 ] 李明欢 :《“相对失落”与“连锁效应”: 关于当

代温州地区出国移民潮的分析与思考》, 《社会

学研究》1999 年第 5 期 , 第 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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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国际会议即将在广州召开

为进一步推动华侨华人学术研究 , 构建一个互动高效的学术交流平台 , 共同分享世界各地学

者的最新研究成果 , 由中国广州暨南大学与美国俄亥俄大学共同主办的第四届海外华人研究与文

献收藏机构国际会议将于 2009 年 5 月 9 - 11 日在广州召开。这是自 2000 年以来 , 海外华人研究

与文献收藏机构国际会议 , 继美国、香港、新加坡举办之后 , 首次在中国大陆举行。我们热诚欢

迎海内外学者踊跃参与 , 并从人文社会、文学艺术、图书档案和信息技术等研究领域向大会提供

高水平的论文。有关会议的详细信息 , 请登陆会议网站 http : ΠΠhqhr. jnu. edu. cnΠ2009Π。
会议主题 : 互动与创新 : 多维视野下的华侨华人研究

会议工作语言 : 汉语、英语

会议秘书组常设地址 : 广州暨南大学图书馆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

邮编 : 510632

联系电话 : 020285220287 (兼传真) , 13660402487

Email : txuy @jnu. edu. cn

联系人 : 徐云

会议学术组常设地址 : 广州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联系电话 : 020285226108 , 13430393406

Email : hqhr @jnu. edu. cn

联系人 : 张小欣

第四届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国际会议组委会
2008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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