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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习惯把改革开放后出国的人统称为新移

民 , 以区别于先前出去的老一代移民。由于历史、文

化等因素的作用 , 不同地区的新移民在出国方式、移

居目的地以及海外工作就业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

异 , 从而形成一些不同的移民模式。而且 , 从移民自

身的成份结构来看 , 形成一种明显的二元结构状态。

这些都使改革开放后出国的福建新移民呈现出一种多

样性的态势。

一、福建新移民的移民模式分析

这里所要分析的是泉州、福州和三明市明溪县这

三个出国人数较多、比较典型的例子 , 就全省、乃至

全国来说 , 它们的移民模式都是很有特色的。

(一) 出国方式的不同

1、泉州的移民方式

泉州是全国著名的侨乡 , 共有 600 多万华侨华人

分布在东南亚为主的世界各地。在晋江、石狮、南

安、永春、惠安的一些乡镇和村庄 , 几乎家家户户都

有亲属在海外。

因此 , 改革开放后 , 许多泉州人就在海外亲属或

乡亲、宗亲等的帮助下 , 以探亲、旅游、商务考察等

名义办理签证前往海外 , 在当地亲属的企业或店铺里

帮忙 , 或者在他们开办的工厂里做工。然后 , 在这些

亲属的帮助下 , 到移民局办理延期手续 , 合法地留居

下来。另外一些有财力的泉州人 , 则利用东南亚各国

吸引国外投资的优惠政策 , 经过在那边的亲属牵线搭

桥 , 携带资本前往投资经商 , 然后也合法地留居

下来。

因此 , 改革开放后泉州前往海外的新移民中 , 许

多人都是利用原有的海外关系 , 在国外亲属和乡亲、

宗亲等的帮助下办理正规手续 , 通过合法渠道而出

去的。

2、福州的移民方式

福州籍的华侨华人原来并不多 , 到 1988 年才只

有 72 万人 , 主要集中在福清和闽清这两个市、县 ,

还有部分是在闽侯、长乐和城郊。改革开放后 , 从福

州出去的新移民至少有 50 万人以上。这些福州人出

国 , 走的是一条与泉州人不同的渠道 , 尤其是以长乐

和福清两市最为突出。

长乐处于闽江口南岸 , 自古以来就以出水手而闻

名。上世纪 70 年代 , 一些在香港当水手的长乐人随

船到美国后 , 就跳船上岸滞留下来 , 成为较早到美国

的一批长乐人。我国改革开放后 , 他们就陆续把自家

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或同村宗亲、乡亲等有关系的

人 , 也用船悄悄地引带到美国。

这些被引带到美国的长乐人站稳脚跟后 , 又用同

样的办法 , 把自己亲近的人再引带到美国。以后 , 甚

至有人把这种事情产业化 , 在交纳大笔费用后 , 他们

就用船偷偷把那些客户运送到美国。而那些先期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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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亲属 , 则为这些新客安排食宿 , 寻找工作。

这些通过非正规途径前往美国的长乐人中 , 有许

多人因为美国对非正规移民的特赦而拿到绿卡 , 现身

成为拥有合法身份的移民。以后 , 他们中的一些人还

加入当地国籍 , 成为美国公民。因此 , 他们可以向美

国政府提出家庭团聚的申请 , 通过正规的渠道 , 把自

己在中国的妻儿、父母乃至兄弟姐妹合法地引带到

美国。

通过这样正规或非正规的途径 , 长乐向美国的移

民潮由近亲向远亲 , 由同村向外村不断地扩展 , 使被

引带出国的人从闽江口南岸的长乐市 , 向闽江口北岸

的马尾区和连江县扩展 , 从而形成一个环闽江口南北

两岸的新侨乡。这些以长乐人为主 , 包括马尾、连江

人在内的新移民同属福州语系 , 因此在美国他们也被

统称为福州人。

而与长乐南部相毗邻的福清市 , 则由于有些老华

侨在日本 , 一些福清人也因此通过非正规的途径前往

日本。近年来 , 由于日本的严厉查管 , 福清人的出国

目标就转向欧洲和美洲等地。日本之后 , 福清人的出

国大多是办了护照和签证 , 通过正规渠道入境的。他

们采取的是合法进入 , 违法滞留 , 就是说 , 有些人在

签证过期之后滞留了下来 , 成为不能公开身份的隐

身人。

所以说 , 改革开放后 , 在福州下属的长乐、福清

等地出国移民中 , 有许多人是通过非正规的地下渠

道 , 冒着危险闯出去的。在向外移民的方式上 , 他们

与泉州人是完全不同的。

3、明溪的移民方式

明溪位于闽江上游的内陆山区 , 原先并没有华

侨。上世纪 70 年代 , 温州人胡志明的父亲从家乡前

来该县沙溪乡沙溪村种菇 , 并在那里定居落户。众所

周知 , 温州也是一个著名的侨乡 , 欧洲的老华侨基本

都是祖籍温州的。1989 年 , 胡志明在温州老家人的

帮助下 , 申办护照和签证前往欧洲。他在那里站稳脚

跟后 , 也像长乐人那样 , 把明溪的一些亲属和乡亲引

带出国。

于是 , 以胡志明的率先出国为起点 , 明溪人通过

不断的互相引带 , 越来越多地申办了护照和签证 , 随

着胡志明来到欧洲 , 使走出国门的明溪人像滚雪球似

的越来越多 , 仅胡志明所在的沙溪乡 , 6184 人的总

人口中就有 1910 人出了国 , 其比例达 31 %。该乡的

梓口坊村共有 1926 人 , 在海外的新移民却有 566 人 ,

平均每 314 个人中就有一人在国外。在沙溪乡出国人

员最多的梓口坊村和沙溪村 , 几乎家家都有亲人在国

外。到 2006 年 4 月 , 欧洲等地的明溪新移民总数已

达 8643 人。他们中有 4000 多人获得长期或永久居留

权 , 占全县出国人员总数的 55 % , 其中在匈牙利的

3500 人中 , 则有 80 %的人获这种身份。他们中还有

60 多人获得外国国籍。使不靠海边的内陆山区小县 ,

形成了一个新的侨乡。

所以说 , 改革开放后明溪人的出国移民 , 完全是

由胡志明一个人的引带所引发的 , 在这方面 , 他们和

同属闽江流域的福州地区差不多是一样的。但是 , 明

溪人都是办了护照和签证 , 通过正规途径走出国门

的 , 在这方面 , 他们又与福州人有所不同。

(二) 分布地区的不同

不仅是出国的方式途径不同 , 而且 , 这三个地区

新移民出国后的分布地区也不尽相同。目前 , 明溪在

海外各地发展的 8643 名新移民绝大部分分布在欧洲

各国。在东欧的主要集中在匈牙利 , 有 3500 人 ; 在

俄罗斯的也有 850 多人 ; 在保加利亚的则有 200 人。

在西欧的主要集中在意大利 , 有 3000 多人。在沙溪

乡出国的 1910 人中 , 则有 90 %集中在意大利。另

外 , 还有一些人在奥地利、德国等国家。

在福州地区 , 长乐、连江和马尾的新移民几乎都

集中在美国 , 其中大部分集中在美国东部的纽约。据

福州市各级政府 2003 年的统计总汇 , 全美福州乡亲

人口总数约有 45 万人 , 其中在纽约地区的包括流动

人口在内约有 30 万人。而据纽约各福州社团 2004 年

统计 , 在纽约的福州人大约有 50 多万人 , 并且人数

还在逐年增加。[1 ] 美国的福州新移民以长乐籍为主 ,

2003 年 , 长乐市侨务办公室受美国长乐公会委托 ,

发动长乐各乡镇、村挨家挨户进行查询 , 最后发现 ,

旅居美国的长乐乡亲总数约 19 万人左右 , 但这个数

字不包括旅美乡亲抱回家乡抚养的子女。与之隔江相

对的马尾区亭江镇政府也采用这种办法进行普查 , 发

现该镇旅美乡亲总数达 3 万多人 , 同区的琅岐镇则有

近 2 万人。而相邻的连江县也有近 3 万人。[2 ] 另据纽

约长乐公会主席石水妹说 , 到 2003 年 12 月 , 那里的

长乐乡亲人数已经超过 30 万人 , 其中第一代移民 20

多万人 , 第二代移民也有 10 万人左右。[3 ]

而与老一代移民基本分布在以印度尼西亚为主的

东南亚各国和日本不同的是 , 改革开放后出国的福清

新移民在海外的侨居地则比较分散 , 较早的是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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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 后来则到非洲的南非和莱索托 , 欧洲的英国和俄

罗斯 , 南美洲的阿根廷等国家。据统计 , 到 2004 年 ,

南非和莱索托的福建人总数已达 3 万人以上 , 是南非

最大的华人移民群体。他们大部分来自福州地区 , 其

中又以福清人占绝大部分 , 其比例约达 90 %。而福

清人中又以江阴镇的为多 , 共有 1 万多人。另外 , 在

南非的福建人中 , 还有少部分人是来自同讲福州话的

连江、古田、屏南和长乐等县市。这 3 万多福建人分

布在南非全国 9 个省 , 主要集中在约翰内斯堡 , 有 1

万多人。另外 , 据中国《参考消息》驻约翰内斯堡特

派记者报道 , 到 2006 年 , 在南非的福建新移民已达

5 万多人。[4 ] 在四面被南非包围的国中之国莱索托 ,

到 2006 年 9 月也有 5000 多的中国人 , 他们也大多是

福清人。[5 ]

前往欧洲的福清人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和英国。在

俄罗斯 , 他们又大多集中在首都莫斯科发展。据莫斯

科旅俄福建同乡会会长、福清江阴人翁瑞龙介绍 , 那

里有近 3000 名的福清老乡。在英国的福建人 , 据估

计则有 7 至 8 万人 , 其中 2/ 3 来自福清市。[6 ] 在南美

洲的福清人主要集中在阿根廷 , 据福清市的《玉融乡

音》2006 年 11 月 30 日报道 , 在该国的福清人已近

115 万人。还有一些是在玻利维亚 , 据我国驻玻利维

亚大使馆介绍 , 在该国的中国侨民共有 2000 多人 ,

他们主要来自福建省的福州、长乐、福清、莆田

等市。[7 ]

泉州出国的新移民 , 则大多分布在他们传统的侨

居地东南亚各国。由于种种原因 , 他们都比较低调 ,

不太引人注意。他们也不能像福州人和明溪人那样公

开组织同乡会 , 互相串通联络 , 因此 , 其人数也无法

统计。只有菲律宾是例外 , 据该国移民局的档案显

示 , 截止 2004 年年底 , 该国共有来自 160 个国家的

216701 名外侨 , 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有近 8 万人 ,

他们几乎全都是从泉州过去的。[8 ]

(三) 生存发展状况的不同

明溪最早由胡志明引带出国的沙溪人 , 几乎都侨

居在意大利 , 从事皮革制品的加工。现在已有 50 多

户人办起家庭作坊式的小服装厂 , 从事皮革服装的制

作。另外 , 还有一些人从事其他服装的加工、以及餐

饮和商业。

福州出国最多的是长乐和福清两市。长乐人大多

集中在美国纽约 , 由于受英语水平、文化背景和专业

技能等因素的限制 , 他们中的许多人就以开餐馆为

生。纽约的自助餐馆有 90 %是福州人开办的。10 多

年前 , 餐馆业渐趋饱和 , 利润开始下降 , 一些长乐人

就改行经营长途巴士客运业。据美国福建同乡会常务

副主席陈祥农 2004 年介绍 , 纽约华埠 85 %的长途巴

士是由长乐籍为主的福州人投资经营的 , 其中主要的

有“华埠”、“风华捷运”、“美国金龙”和“新世纪”

这四家 , 它们的客运线路主要是往来于纽约和费城、

波士顿、芝加哥、华盛顿之间。另外 , 在纽约 , 还有

一些长乐人在经营制衣厂。

福清新移民中的许多人都在经商 , 尤其是经营超

市业。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共有 6 家中国商城 , 其中的

4 家比较大 , 即非洲商贸城、百佳集团、亚洲城和东

方城 , 这些在商城里经商的中国人中 , 就有不少是来

自福清的新移民。在非洲南部小国莱索托 , 也有许多

福清人在那里经营超市和各种商店。到 2004 年 , 在

莱索托全国八个城市中 , 福清人开办的超市、商场总

共有数百家 , 从事这些商业经营的福清人多达 2000

多人。而在南美阿根廷的福清人也主要以开超市为

业 , 其总数已近 3000 家 , 在首都布谊诺斯艾利斯地

区和一些主要城市 , 几乎所有人口较多的社区 , 都有

福清人开办的超市。

另据《泰晤士报》2003 年 7 月 24 日文章报道 ,

越来越多的非正式劳工被偷运到英国 , 他们不仅遍布

市里的餐馆、外卖店和服装行业 , 而且还向乡村扩

展 , 到农场和食品加工厂从事水果、鲜花、蔬菜的遴

选及包装工作。据说 , 大部分的非正式劳工来自福建

的福清。

泉州人到东南亚后 , 有的自己投资经商 , 开办贸

易公司或各种商店 ; 有的则受聘于早年出国的亲戚、

宗亲或乡亲 , 到这些老华侨开办的工厂、企业或商店

里 , 帮他们进行经营管理 , 成为受薪的雇员。

二、福建新移民的成份结构分析

改革开放后走出国门的众多福建人 , 虽然都被人

们习惯地称为新移民 , 但是 , 从其成员的成份结构来

看 , 他们并不是一个同质的整体 , 而是可分为毕业后

定居当地的留学生和从国内直接出去经商务工人员这

两大部分 , 在层次和素质上都存在着相当的差距 , 从

而形成一种明显的二元结构。两者在文化水平、工作

就业以及思想观念、生活社交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

不同。

(一) 文化水平的差距

改革开放后 , 福建前往海外留学的学子已有 4 万

人以上 , 他们分布在五大洲 41 个国家。这些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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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水平都比较高。他们毕业后大部分留在海外定居

就业 , 据福建省留学生同学会调查 , 到 2002 年底 ,

全省学成回国的留学人员共有 13800 人 , 约占出国留

学生总数的 1/ 3。那 3 万多没有回来的福建籍留学人

员 , 就成为当地社会一群高素质的华人新移民。

而那些从国内直接出去经商务工的人员中 , 虽然

也有一些是干部、教师、医生等国家工作人员 , 具有

相当的文化水平和素质。但是 , 除此之外 , 他们中的

大部分人文化水平都不高 , 有许多人甚至只有小学文

化程度 (见表 1) 。
表 1 　长乐新移民出国时受教育程度统计表

在读 毕业 肄业 辍学 不详 合　计

小学以内 29 383 35 99 49 595

初　　中 28 799 35 86 6 954

高　　中 22 184 7 24 0 237

中　　专 2 16 0 1 0 19

大专以上 13 30 0 1 0 44

不　　详 49

合　　计 94 1412 77 211 55 1898

资料来源 : 庄国土、梁在、郭玉聪 :《福建海外移民调查资料》 (长乐

篇) , 2004 年。

从表中可以看出 , 在长乐的出国人员中 , 小学文

化程度的占 31135 % , 初中的占 50126 % , 高中和中

专的占 13149 % , 大专以上的只占 213 %。

地处山区的明溪县 , 这种情况则更差。在沙溪乡

梓口坊村的 566 名出国人员中 , 小学文化程度的有

152 人 , 占 26186 % , 初中的有 392 人 , 占 69126 % ,

初中以上的只有 22 人 , 占 3189 %。

由此可见 , 在直接从国内出去国务工经商的人

中 , 不论是沿海还是山区 , 他们的文化水平都不高 ,

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都占了多数。

(二) 工作就业的不同

留学人员的文化程度高 , 所以 , 他们一般都能在

高校、科研单位或大公司就业 , 从事一些体面的工

作。而那些文化程度比较低的新移民除了经商外 , 许

多人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来谋生。他们或在超市、商

店和餐馆当雇工 , 或在建筑工地、农场从事苦力劳

动。在英国 , 除了到莫克姆海滩拾海贝外 , 他们还到

农场和包装工厂 , 从事廉价的水果、蔬菜和鲜花的遴

选及包装工作 , 或者到城里的餐馆端盘子、洗碗、送

外卖等等。在以色列的福建劳工 , 大部分是在建筑工

地打工 , 从事粘贴瓷砖和家庭装修工作 , 还有的是在

农业和家政等行业。

那些经非正规途径出国的人情况则更差 , 他们往

往都与“蛇头”签下契约 , 在“蛇头”的安排下 , 到

一些条件很差的工厂或餐馆做工 , 以抵还因出国而欠

“蛇头”的债务。他们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钟头 , 从

来没有休息日或节假日。他们往往要连续工作许多

年 , 才能还清偷渡所欠下的债务。所以 , 他们十分贫

困 , 又孤立无援 , 其处境与 20 世纪初的契约华工几

乎没有什么两样。

(三) 思想观念的差异

经商务工人员的文化程度比较低 , 又大多来自农

村 , 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比较深 , 所以 , 他们

具有浓厚的血缘和地缘观念 , 一旦自己出国打下基础

后 , 就会不断地把自家的亲人以及宗亲、乡亲等有亲

密关系的人引带出国。而且 , 当同一个地区的乡亲达

到一定数量后 , 他们又会发起组织同乡会这种传统的

地缘性社团 , 意大利福建华侨华人联谊会 , 俄罗斯福

建同乡会 , 南非福建同乡会 , 都是这种性质的社团。

从这些方面看 , 他们也与以前的移民没有什么两样。

而那些留学人员由于受过较高的文化教育 , 思想

观念往往比较前卫和时尚 , 较少有地缘和血缘等传统

观念。因此 , 他们一般不会加入同乡会等传统社团及

其组织的活动。他们感兴趣的是由圈内人所组成的各

种学术性团体 , 如在美国就有华人防癌细胞学学会、

亚特兰大中华专业人士协会、硅谷中国高科技技术创

业者学会等等。还有那些不分种族的专业学会 , 他们

参加的目的 , 主要是为了提高自己的专业技术水平。

(四) 居住社交的不同

经商务工的人员文化程度不高 , 一般不会讲当地

语言 , 这种情况迫使他们只能像老一代华侨那样集中

生活在一起 , 形成自己的聚居区。他们的社交对象也

都局限在自己同胞之中 , 不能融入当地社会。许多衰

落的唐人街就是因为他们的到来 , 而重新焕发出生机

与活力。在一些地方还形成新的唐人街 , 纽约的东百

老汇大街 , 现在已成为福建新移民的文化和商业中

心。而昆斯区的法拉盛则成了纽约第二大唐人街 , 其

名次虽在曼哈顿的唐人街之后 , 但其规模却已有赶超

之势。大量华人移民的增加也刺激了那里的商业繁

荣 , 从而带动了整个昆斯区的经济发展。

与此不同的是 , 留学人员则由于文化程度高 , 能

熟练地运用当地语言。所以 , 他们一般都远离唐人

街 , 不会与自己的华人同胞居住在一起 , 而大多选择

与当地人混居 , 或者居住在那些较高档的社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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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往对象 , 也更多的是当地主流族群 , 因而能较好

地融入当地社会 , 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责任编辑 　王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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