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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社团

黄玲毅 刘文正※

在历史上，新加坡一直是中国人移民海外重要

的目的地和集散地。1965 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

立建国，成为东南亚唯一华人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国

家。新加坡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②，以及华人在新加

坡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构成吸引中

国人移民的重要拉力；与此同时，新加坡政府受囿

于劳动力短缺和非华人人口迅速增长而产生的种族

失衡问题，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就开始鼓励各地华

人移居新加坡。在这种背景之下，从 20 世纪 80 年代

至今，大量中国新移民进入新加坡，构成新加坡外来

移民的主体，据庄国土教授估计，2008 年新加坡的

中国新移民数量③大约为 35 万，职业构成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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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移民的大量涌入，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社团①

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进而在新加坡的当地社会扮演重要角色。本文先简要描述了新加坡中国新移民社团产

生的背景及其建立、发展的概况；随后分析了新移民社团的三个主要社会功能，最后探讨了新加坡中国新移

民社团目前存在的问题并展望其未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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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Chinese Immigrants Associations in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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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the 1980s，with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immigrants from mainland China，Hong Kong and
Taiwan migrating into Singapore，some new Chinese immigrants associations were founded. They have enjoyed rapid
development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local communities in Singapore. This paper firstly briefly describes
the founding background of these new Chinese immigrants associations in Singapore and exerts an overview of their
development. Then it analyzes three main social functions of the associations. Finally it discusses the present
problems and cast future prospect on these new Chinese immigrants associations in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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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和专业人士、职员、商人和劳务人员等①，随着

移民人数的持续增加，20 世纪 90 代以来新加坡的

新移民社团开始出现并得到了快速发展。

一、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社团成立背景

根据具体来源地的不同，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

大致可以分为中国大陆新移民、香港新移民和台湾

新移民 3 个部分，其中大陆新移民数量远远超过来

自香港和台湾的新移民。
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开始有少量大陆新移民

进入新加坡。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中新两国正

式建交，双方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日趋频繁，以及中

国出入境政策的进一步调整，源自中国大陆的新移

民的数量迅速增加，移民方式包括留学、劳务、技术

与投资、家庭团聚以及非法移民等，其中留学、劳务、
技术与投资移民是三个最重要途径。有资料显示，

2007年中国在新加坡留学生数量达到3.3万人②；另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 2002 年年底，中国大陆已

经累计向新加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达 20 多万人次，

2008 年年底有大约 8.8 万中国劳务人员在新工作③。
来自香港、台湾的新移民也是新加坡中国新移民的

重要组成部分。1984 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以后，

香港出现大规模的移民潮；与此同时新加坡政府为

吸引香港的人才和资金，主动向香港发出 5 万张“原

则上批准的永久居留权”的许可证，允许他们在必要

时才移居新加坡。截至 2006 年，约有 3.5 万名香港

人申请为永久居民或入籍新加坡④。在台湾方面，早

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加坡立国不久，台湾当局为

帮助新加坡进行国防和经济建设派出大批军事和技

术人员，后来这些专业人员有相当一部分留在新加

坡，成为新加坡公民。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

大批台湾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前往东南亚寻求事业

发展，据台湾“投资审议委员会”的统计，1989~1999
年间，中国台湾省对新加坡累计投资11.54亿美元⑤。
与巨额投资相伴的是大批台商、企业专门人员及他

们的眷属在新加坡工作、生活并定居下来，除此之

外，新加坡的台湾新移民还有少部分是通过留学和

技术移民的形式移居新加坡。
毋庸置疑，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这数以十万

计的中国新移民，不仅在解决新加坡种族人口失衡

问题，确保其人口安全与新陈代谢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也给新加坡本土的社会、经济、文化注入了新的

元素和新的生机。但不应忽视的是，由于中国新移民

与新加坡当地华人在教育背景、思想行为、价值观以

及生活经历的差异，双方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隔

阂、冲突，进而影响了他们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进

程，正如李光耀所言：“我们的外貌似中国人，我们也

说中国话，但是如果一个来自中国的中国人跟新加

坡华人说话，他会发现新加坡的华人已经成为一个

独特的民族了”⑥。与此同时，中国新移民作为个体，

初到新加坡，人生地不熟，缺少扶持帮助，在生活、就
业、学习都会遇到许多问题，而传统华人社团对于中

国新移民的作用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帮助新移

民解决困难，加强彼此沟通与合作，促进情感交流，

使之更好地融入新加坡当地社会，新加坡的中国新

移民社团应运而生。

二、新加坡中国新移民社团的建立与发展

（一）新加坡的港、台新移民社团的建立与发展

由于移居新加坡时间相对较早，中国香港、台湾

新移民社团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就相继成立，而第

一个中国大陆新移民社团则迟至 1999 年才建立。
1990 年 4 月，来自香港的新移民率先在新加坡成立

自己的社团———九龙会，经过 10 多年稳步发展，现

已成为香港新移民在新加坡最大且最具影响力的社

团，截至 2006 年，九龙会已经拥有 1500 个家庭会

员，人数大约 6000~8000 人，会员主要以香港新移

民为主，但由于开放申请，亦有不少非香港人参加，

包括新加坡本地华人、日本人、德国人、印度人，人数

约占 20%。他们很多曾在香港工作，或配偶是香港

①庄国土、刘文正：《东亚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华商

网络、移民与一体化趋势》，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 年

版，第 407 页。
②张永兴：《中国驻新加坡使馆为留学生举办国庆开放

日活动》，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
09/30/content_6819069.htm.

③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统计司编：《中国贸易外经统计

年鉴 2009 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年版，第 802、
806 页。

④《九龙会会长：我们将协助其他新移民融入社会》，（新

加坡）《联合早报》2006 年 8 月 22 日。
⑤根据中国台湾省经济主管部门 2006 年核准华侨及外

国人、对外投资、对中国大陆投资统计年报整理而得。
⑥吴元华：《务实的决策：人民行动党与政府的华文政策

研究》，新加坡：联邦出版社，1990 年版，第 1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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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被九龙会举办的活动吸引参加①，另据九龙会

网站提供的最新数据，2009 年九龙会的会员人数已

经有接近 4700 多个家庭②。
在中国台湾省方面，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前往

新加坡投资的台湾厂家日益增多，新加坡的台商在

台湾当局驻新加坡代表处与台湾经济主管部门投资

业务处的推动与协助下，遂于 1991 年 12 月 4 日正

式成立工商社团———新加坡台北工商协会③。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台湾新移民在新加坡最大

和最具影响力的社团。虽然新加坡台北工商协会是

一个商业社团，但是社团活动并不限于商业性质，依

然十分注重会员个人成长与相互交流，关注妇女会

员及眷属生活与福利。截至 2007 年，该社团共有团

体会员 82 名，个人会员 183 名④。此外，为促进新加

坡台湾客家人的相互联络，增进台湾客家人和新加

坡客家人的情谊，融入当地客家社群，在新加坡的台

湾客家人于 2005 年 11 月 11 日正式成立新加坡台

湾客家同乡联谊会⑤。
除了上述这两个社团外，目前，台湾省新移民在

狮城还设有新加坡宝岛俱乐部、花拉俱乐部两个较

松散的新移民组织。新加坡宝岛俱乐部，最初只是

几个来自台湾的家庭组成的周末聚会，1993 年 5
月开始组成固定的餐会组织，并在随后不久定名为

宝岛俱乐部。该组织没有机构和章程，只设有每月

的“传令兵”负责联络⑥。花拉俱乐部原先是台商男

士们在 20 世纪 80 年代组成的网球俱乐部，随着越

来越多台商眷属加入成为会员，俱乐部既举办家庭

聚会，也组织会员出国参加比赛兼旅游，已逐渐成为

以家庭活动为中心的新移民组织⑦。
（二）中国大陆新移民社团的建立与发展

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开始大

规模进入新加坡，1999 年后大陆新移民社团相继注

册成立。目前在新加坡的大陆新移民社团大致可以

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综合性的社团，例如华源会；第

二类是地域性的同乡社团，如天府同乡会，天津会

等；第三类是中国大学的校友会，例如上海交大新加

坡校友会等；第四类是由在新加坡的中国留学生和

专业人士组成的社团，如华新社团。具体介绍如下：

1. 综合性的社团———华源会

新加坡华源会是由中国大陆新移民在 2002 年

5 月 7 日成立，成立之初便与新加坡政府和中国驻

新加坡大使馆保持紧密联系，并获得大力协助，经过

几年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最大的中国大陆新移民社

团组织，截至 2007 年 5 月，华源会共有会员近 3000
人，会员大部分是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从中国大陆

移民来新加坡定居的专业人士⑧。
2. 地域性的同乡社团

1999 年 12 月四川籍新移民注册成立的新加坡

天府同乡会，是新加坡第一个中国大陆新移民社团，

据该同乡会成立时估计，在新加坡，来自四川的新移

民已达 3000 人，绝大部分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南

来的新移民，2008 年天府同乡会有 1000 多名会员

及 50 名理事，当中约有 400 人来自四川⑨。2008 年

3 月 20 日，另一个地域性的同乡社团———新加坡天

津会宣告成立，目前有 100 多名会员入会，其中大部

分是商人和专业人员⑩。
3. 新加坡中国大学校友会

改革开放后，中国一些著名大学的毕业生在海

外留学毕业后定居新加坡，校友会组织应运而生。
此外，一些早年在中国大学就读或工作，后因各种原

因而移居新加坡的专业人士也成为校友会的积极成

员。其中影响力比较大并且在新加坡内政部正式注

册的校友会主要有：上海交通大学新加坡校友会、北
京大学新加坡校友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新加坡校

友会、新加坡清华大学校友会、同济大学新加坡校友

①《新加坡一社团免费开班帮助中国陪读妈妈学英文》，

新 华 网 ，http：//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06 -07/17/con－
tent_4844927.htm.

②详情参见《九龙会的创立》，新加坡香港九龙会网站，

http：//www.kowloonclub.org.sg/about_us.html.
③有关新加坡台北工商协会的详细资料可参见其网站，

http：//www.tbas.org.sg/index.html.
④环球经济社股份有限公司编：《华侨经济年鉴（2007）》，

中国台湾省侨务部门出版，2008 年版，第 95 页。
⑤《新加坡台湾客家同乡联谊会成立》，《台湾宏观电子

报》2005 年 11 月 16 日。
⑥⑦周嘉川：《狮城岁月———重返采访线上》，中国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2006 年版，第 260、261 页，第 262、263 页。
⑧《王泉成宣誓就任新加坡华源会会长》，新华网，http：//

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07-05/28/content_6160626.htm.
⑨详情参见张宏平：《杜志强———穿梭在天府与狮城

间》，《四川日报》2008年10月15日，第B01版；区如柏：《天府同

乡以歌会友》，《联合早报》2001年11月26日；林晓玲：《本地社

团筹款赈灾》，（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年5月14日。
⑩《又一个中国移民社团成立 天津会既是同乡会也是商

会》，（新加坡）《联合早报》2008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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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等。其中新加坡清华校友会，截至 2008 年 5 月底，

共有注册的正式会员 154 人，联络到的校友有近

300 人。
4. 新加坡的中国留学生和专业人士组成的社团

华新社团是由中国留学生和专业人士组成的社

团，该社团于 2005 年 7 月底获得新加坡社团注册局

批准，并在同年 10 月初召开成立大会，近 70 人成为

首批会员①。其前身是由在新加坡读书的中国留学

生于 2000 年 2 月创办的开放式网络论坛，该论坛

一开始就致力于结合网上与网下的活动，为广大中

国留学生的生活、学习、事业发展提供咨询和帮助②。
回顾新加坡中国新移民社团 10 多年的发展历

程，我们不难发现其发展具有如下两个特点：第一，

社团的数量与移民数量呈正相关的关系，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前在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主要来自香港和

台湾，而且数量、规模都不大，因此，仅有数个香港和

台湾新移民社团。进入 90 年代中后期，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大规模进入新加

坡，与之相伴，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社团也如雨后春

笋般纷纷成立。此外，由于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在人

数上大大超过了来自香港和台湾的新移民，因此，中

国大陆的新移民社团数量也较香港、台湾的要多出

许多。第二，移民的方式或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移民社团的性质，例如台湾新移民主要是来新加坡

投资的台商及台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因此，其主

要社团———新加坡台北工商协会在性质上属于商业

社团；中国新移民有相当比重是通过留学方式来到

新加坡，他们活跃在新加坡各所大专学府以及社会

的各个行业领域，为相互交流与联络，留学生社团也

就应运而生；此外，中国大陆新移民主要是通过留

学、劳务、技术等方式来到新加坡，其中很多来自中

国各个著名大学，因此，近年来中国大学的新加坡校

友会纷纷成立。

三、中国新移民社团的社会功能

（一）中国新移民社团是新移民之间沟通、互助、
休闲、康乐的重要平台

新移民初到异国环境，需要快速建立人际网络

适应新生活，而此时新移民社团恰恰为新移民提供

了一个沟通、互助、休闲、康乐的平台，既可以促进信

息交流与沟通，丰富新移民的业余生活，消除异乡的

孤单；也可以发扬互助友爱精神，用团体的力量解决

新移民的现实困难，协助新移民的事业发展。
基于这些需求，新移民社团开展了许多形式多

样，富有意义的活动。活动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四类：

第一类，逢年过节规模较大的晚会、茶话会、餐会。
比如华源会、九龙会、台北工商协会每逢重要节日举

办的联欢会包括“中秋庆祝会”、“新春团拜”等。第

二类，平时各种联谊活动，包括短期旅游、聚餐、卡拉

OK 等活动。例如新加坡台北工商协会在每月的月

底都要举办工商聚餐③；九龙会则不定期地举办新加

坡市区半天游以及到新加坡周边国家短期团体游。
第三类，举办各种培训班、补习班、讲座，提供各种生

活、就业信息，帮助解决生活困境。值得一提的是，

自 2009 年 3 月起九龙会每周定期举行“共渡难关见

面会”和“钟 Sir 教英文”两项活动，协助香港和中国

大陆新移民解决经济不景气带来的困难④。华新社

团的华新网则为新移民提供大量的新加坡生活和就

业等各类信息。第四类，为新移民的子女提供奖学

金、组织会员参加各种体育活动。许多的新移民社

团如华源会、新加坡台北工商协会等社团都会给品

学兼优的会员子女颁发奖学金，而举办体育活动最

为活跃的新移民社团当属九龙会⑤。华源会则设有

围棋队，并曾在第五届新加坡围棋联赛中夺冠。
（二）中国新移民社团是协调新移民与新加坡当

地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

作为新移民，能否获得新加坡社会的接纳、融入

新加坡的本地社会，是他们实现生活和谐、事业成功

的关键。而新移民社团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协调新

移民与新加坡当地社会关系，一方面让新移民更多

了解、融入新加坡当地社会；另一方面也让新加坡当

地社会更多认识中国新移民，消除误解、进而接纳新

移民。
华源会为帮助中国新移民克服对当地的生疏感

①《华新社团发展简史》，华新社团网站，http：//wiki.huas－
ing.org/index.php?title=%E5%85%B3%E4%BA%8E%E5%8D%
8E%E6%96%B0.

②王慧容：《从设网站到组社团 中国留学生扩大交流

圈》，（新加坡）《联合早报》2006 年 4 月 26 日。
③《2008 年活动回顾》，新加坡台北工商协会网站，http：//

www.tbas.org.sg/TC/review.html.
④潘星华：《九龙会与新移民有个“见面会”》，（新加坡）

《联合早报》2009 年 3 月 2 日。
⑤《桥讯》（月刊）2008 年 11 月号，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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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差异感，更深入地了解当地社会的各个层面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举办新加坡教育讲座、新加坡

国庆晚会；为会员提供移民政策、就业、生活等各方

面的免费咨询；与新加坡人民协会合作，共商促进中

国新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大计；加强与其他移民组

织如九龙会、印度俱乐部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增进彼

此沟通和了解；与中国留学生总会等建立联盟，促进

留学生深入了解当地社会，并对于他们毕业后面临

的就业、居留权申请等问题给予必要的协助。华新

社团则每年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留学生会合作编

写《新生手册》，向新来的中国留学生发放，帮助他们

适应新加坡的学习与生活。
与此同时，新移民社团采取许多举措，扩大与新

加坡当地社区的交流。华源会艺术团走入民间，为

联络所、一些社团和学校呈献了 20 多场演出①。
2002 年 11 月九龙会响应人民协会的创议，参加了

本地首个族群互信组织“联合和谐圈”（Joint Harmo－
ny Circle）②，作为回应，此后，九龙会每年也会邀请

和谐圈内的其他组织代表参加他们的常年晚宴，以

促进圈内不同族群的情谊；此外，九龙会还举办了一

系列慈善性质活动，如公益金国庆预演慈善筹款、圣
淘沙海滩中秋慈善筹款晚会等等。新加坡台北工商

协会每年都籍端午及中秋佳节，组团访问位于偏远

郊区的“日爱精神疗养院”③。
值得一提的是，新移民社团在协调新移民与新

加坡当地社会关系所作的诸多努力获得了新加坡政

府高度肯定。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庆祝华源会成立

一周年的致辞中，称赞华源会与其他宗乡会馆及族

群紧密合作，协助会员了解和融入新加坡独特、和谐

的多元种族社会所作的贡献，并指出“像华源会这样

的组织，就和新加坡早期的宗乡会馆一样，在新加坡

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④。
（三）中国新移民社团是传承中华文化，促进中

国和新加坡经济文化交流、增进双方友谊的重要载体

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社团之所以注重传承中华

文化主要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内部因素

来看，首先，新移民社团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新移民个体对新移民群体和社团的认同

水平，而传承中华文化无疑有助于新移民加强自身

民族、文化认同，进而增强新移民社团的凝聚力，确

保社团的内部团结与发展；其次，新移民都是第一代

移民，一般都具有强烈的中华文化色彩和需求，新移

民社团开展各种传承中华文化的活动也是为了满足

会员的需要。从外部因素来看，虽然新加坡是一个

多元种族文化的国家，但华人却是新加坡社会主导

力量，这就为宣扬中华传统文化提供了宽松的土壤，

加之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新加坡政府亦开始积

极推动华文教育和传统文化事业的开展，在这种背

景之下，中国新移民社团的许多成员是来自中国大

陆、香港、台湾的专业人士，他们对中华文化有充分

的认识、认同，使得新移民社团完全有能力，而且也

应该在传承中华文化方面扮演积极角色。
华源会自组建以来，就一直致力于传承中华文

化，开展许多富有意义的活动，如华源会与《联合早

报》等机构联办“第四届全国华语演讲比赛”⑤；在华

族文化节期间承办“今夜笑声连连小品晚会”；举办

《孔子思想与当今社会》、《中华文化的生死智能》等

系列讲座；为青少年组织“快乐华文营”等活动。新

加坡清华校友会则开办了武术太极班；组织以了解

中国的历史、文化，培养汉语的兴趣，提升汉语的读、
写和交流能力为宗旨的清华海外校友子女夏令营等

活动。
在推动中新人员往来方面，新移民社团一方面

热情接待来新加坡访问的中方人员，另一方面也组

团前往中国访问。华源会自 2001 年成立以来，先后

接待了来新访问的浙江、重庆、厦门等多个中国省市

代表团，以及许多来新加坡进行文化交流的中国文

艺团体和学者；与此同时华源会也多次组团回中国

访问，2005 年华源会组团赴江西参加海外华裔中青

年杰出人士“华夏行”，2007 年 6 月组团到青海、西
藏考察。中国大学的新加坡校友会也在接待中方来

访人员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校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例如 2007 年 11 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新加坡校友会

就热情接待了苏州市长兼校友阎立对新加坡的访

①夏婧：《华源会致力为新移民服务》，（新加坡）《联合早

报》2002 年 5 月 6 日。
②张嘉玲：《协助香港移民融入社会 九龙会发挥双层效

用》，（新加坡）《联合早报》2003 年 4 月 3 日。
③《协会简介》，新加坡台北工商协会网站，http：//www.

tbas.org.sg/TC/intro.html.
④《李显龙总理献词》，华源会网站，http：//www.myhuayuan.

org/newhy/t1.asp.
⑤林慧慧：《第四届全国华语演讲大决赛揭晓》，（新加

坡）《联合早报》2001 年 9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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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加坡华源会会长王泉成》，《今日中国》2005 年第 10 期，第 50 页、51 页。
②环球经济社股份有限公司编：《华侨经济年鉴（2007）》，中国台湾省侨务部门出版，2008 年，第 95 页。
③《王泉成连任新加坡华源会会长》，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07-04/01/content_5921538.htm.
④（新加坡）《联合早报》1999 年 9 月 28 日。
⑤《李显龙总理献词》，华源会网站，http：//www.myhuayuan.org/newhy/t1.asp.

问。同时，新移民社团也经常派员或组团回国参加

由侨务部门主办的各种联谊会和培训班。例如华源

会就曾多次派员回中国参加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以及

海外侨团中青年骨干培训班；新加坡台北工商协会

亦多次组织会员干部回台参加海外侨商企业管理

（营销规划）研习班、台商会青年菁英干部培训班以

及各种台商联谊会。
在促进中新经贸关系发展方面，中国新移民社

团更是不遗余力。华源会的重要宗旨之一就是促进

中国与新加坡的商贸往来，自 2001 年，华源会就先

后组团参加了在中新两地举办的“宁波商贸洽谈

会”、“汕头东盟商品展”、“环球华商论坛”等许多商

贸活动①。新加坡台北工商协会主要作为台商之间

以及台商与当局之间经验交流的媒介，协助台商将

产品推广到新加坡，并为台商到新加坡投资提供咨

询和帮助②。
新移民社团时刻关注中国发展与变化，社团成

员为祖籍地的公益事业捐献出力，为中国救灾赈灾

出钱出力，例如华源会就先后组织“庆祝北京申奥成

功大型舞会”、“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庆

祝会”，天府会则在本地主办一个中国西部投资介绍

会，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西部并到西部投资③。1999
年台湾的“9·21”大地震期间，新加坡台北工商协会

组织会员为灾区捐款达 25 万新元④，2008 年中国雪

灾和汶川大地震期间，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社团（包

括新加坡台北工商协会）更是组织捐款、捐物，其中

天府会和华源会合计为四川地震灾区捐款超过 27

万新元。毫无疑问，新移民社团关注中国发展与变

化，并为中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对于增进中新两

国人民的友谊具有重要意义。

结 论

新加坡自 19 世纪初开埠以来一直是一个移民

社会，“它的力量来自世界各地人民不同的才干、经
验和文化”⑤。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新移民的到

来便是这种移民社会进程的延续。伴随着中国新移

民的大量南来，新移民社团应运而生，经过多年的发

展，中国新移民社团已经和新加坡的传统华人社团

一道在新加坡华人社会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新移民社团的自身不可避

免地存在一些问题或局限性：新移民社团成立的时

间不长，与传统的华人社团相比，缺乏社团的运作与

管理经验；有的新移民组织比较松散，规章制度也不

甚完善，有的甚至还未进行正式注册便打出旗帜；此

外，新移民社团缺乏具有较强经济实力和较高威信

的侨领，社团之间相互联系也较少，部分新移民社团

融入主流社会的意识较弱，与新加坡本地基层社区

的互动还不够充分。但是随着中国新移民与新加坡

主流社会接触和融合程度的加深，新移民社团的经

济实力将不断增强，运作领域将更加广阔，社团的发

展模式也将更加多样。而且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

新移民社团也必将在传播中华文化、推动华文教育、
推动中国与新加坡经贸合作和中新友好关系的发展

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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