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越南华人社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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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近年来 ,中越关系迅速发展 ,越南华人的政治地位得到改善 ,经济实力增

强 ,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增加。由于大量华人新移民涌入越南 ,越南华人社会的发展引起广

泛关注。本文通过对相关资料和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对越南华人社会的结构进行了初步

的探讨和研究。基于越南稳定的政治环境 ,尤其是其快速增长的经济和新兴的市场 ,华人

移居越南的趋势亦将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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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06年 ,越南总人口为 8415. 58万人 ; 2000—2006年 ,越南人口年均增长率约为 1. 35%。① 越

南全国共有 54个民族 ,其中主体民族京人 (也称越人 )占总人口的 89%以上 ; 华人已成为越南的一

个少数民族 ,根据越南民族委员会公布的数据 ,截至 2003年 7月 1日 ,越南华人人口为 91. 3248

万人。②

越南华人的数量及构成 ,尤其是当代越南华人社会之发展状况 ,一直备受国内外学者关注 ,但

由于各种原因 ,对越南华人社会的现状及越南华人新移民的研究少之又少 ,对目前越南华人的人数

更是众说纷纭。③ 本文试探讨当今越南华人社会及越南华人新移民的构成情况 ,力图勾勒出当代越

南华人社会的全貌。

二、历史上的越南华人

(一 )越南华人的产生与发展

公元前 221年 ,秦始皇灭六国 ,统一中原 ,而五岭之外仍是“百越 ”各部族居住的地方。秦始皇

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后 ,继续将其统一事业往南推进。公元前 214年 ,秦军击败越人 ,平定

岭南 ,并大力开发岭南地区。秦军南下的 50万大军 ,除战死和病死的人之外 ,均留下“谪戍 ”。此

后 ,有更多中原人移居岭南 ,与越人杂居。秦、汉、隋、唐时期均有人移居中南半岛。宋代以后 ,随着

航海技术和对外贸易的发展 ,移民者日益增多。宋咸淳十年 ( 1274年 ) ,大量宋人移居安南 ,被安置

于升龙 (今河内 ) ,据越南史书记载 :“以海船三十艘装载财物及妻子 ,浮海来萝葛源 ”。④ 1679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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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国家统计局 :《2006年越南统计年鉴》,河内统计出版社 , 2007年 ,第 39页。人口年均增长率为作者根据 2000—2006年人

口年增长率计算的平均值。

越南民族委员会网站 ( http: / /www. cema. gov. vn /modules. php? name = Content&op = viewcat&mcid = 124&page = 2)。其人口数据

亦由越南国家统计局统计。

本文参照庄国土教授的定义 ,“华人新移民 ”是指 20世纪 70年代以来从中国 (包括港、澳、台地区 )移居国外并居住一年以上

者。庄国土 :《论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四次大潮》,载《南洋问题研究》, 2008年第 1期。

陈荆和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五 )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 1984年。



明朝遗将陈上川等人率部 3000余人 (含眷属 )流亡南圻。① 鸦片战争以后 ,法国殖民者为加紧掠夺

越南资源 ,采取免税优待等手段来吸引中国劳工 ,又形成中国人迁移越南的高潮。19世纪末期 ,黑

旗军领袖刘永福受清朝诏安回国时 ,其部属数千人则留在了越南。新中国成立之际 ,有部分战败逃

窜的国民党军队流入越南北部。以上即为华人大规模迁入越南的几次活动。

(二 )近代以来越南华人社会的演变与发展

法属时期 ,由于法国殖民者对华人出入越南进行了登记 ,因此有相应的数据可稽 ,但也有许多

华人没有经过登记而进入 ,且华人的人口自然增长数字在统计时亦没有考虑进去 ,因此其统计数据

与华人的实际人数可能存在较大的差距。据统计 ,至 1889年交趾 (中国古代对越南的称谓 )约有

5. 7万华人 ,其中 2. 3万人居住在西贡 ; 1906年越南有 14. 2万华人 , 1921年增加到 29. 3万人 ; 20

世纪 50年代前后 ,越南华人数量达到 150万人 ,其中南越华人数量为 135. 7万人。② 1975年越南统

一之后 ,越南政府对华人实行日趋苛刻、严厉的政策。1978年以后 ,约有 60多万华人被迫离开越

南。③ 一直到中越关系正常化之前 ,越南华人的数量大约为 80多万人。

(三 ) 20世纪 90年代以前越南华人社会结构的一些特点

明末清初 ,交趾就有了“大明客铺 ”(1640年成立 )、“明乡社 ”(1650年成立 )等华人社团与组

织 ,到 17世纪末期华人又成立了“闽地馆 ”( 1695年 )、“清河社 ”( 1698年 )。1802年 ,阮朝嘉隆皇

帝阮福映因华人帮助其统一越南 ,特别准许华人设帮自行管理 ,最初广肇、潮州、福建、客家和海南

五帮各设公所。随着到越南贸易、定居的华人增多 , 1871年 ,法国殖民统治者又将华人按地缘分为

七帮 ,在原来五帮的基础上增设了福州、琼 (雷 )州二帮 ,但 1885年又并成五帮。从此 ,以州府为关

系的会馆 ,以地缘、血缘为关系的社团及行业性组织得以纷纷成立。20世纪 30年代 ,越南广肇籍的

华人最多 ,占全部华人人口的 50% , 潮州、海南、客家籍华人共占 30% , 闽籍华人占 20% ; 华人主

要分布在越南的大城市 ,如西贡、海防等 ,这些地区居住有 15万华人 ,占当时越南华人总数的 55%

以上。④ 二战以后 ,华人帮公所统一更名为“中华理事会馆”(1948年 )。

越南华人除了经商之外 ,还从事工业、农业、渔业、林业、手工业等。越南统一之前 ,南越、北越

的华人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下 ,其经济状况也各不相同。北越华人经济较为薄弱 ,大多经营中

小型工厂和商店 ,而较大的华人企业则在越南分裂之前迁往南越了。1958年 ,北越进行社会主义

改造 ,许多华人企业被“公私合营”,绝大多数华人手工业者和商贩加入了合作社。在南越 ,华人经

济约占南越经济总量的 30% ,其中商业占 70% ,工业占 25%。1975年以前 ,越南共有 7000多家华

资公司 , 34家银行中 28家有华人股份 , 300家大型企业和上千家中小企业由华人经营 ,其中华资在

纺织和钢铁行业占 80%。⑤

由于历史原因 ,特别是在中越关系正常化以前 ,越南华人对政治的参与普遍持冷淡态度。20

世纪末 ,仅有约 1000名华人越共党员 ,占党员总数的万分之五 ,约占华人总数的千分之一。越共

“八大”(1996年 ) 1200名代表中无一华人代表 ,其第十届国会 (任期为 1997—2002年 )中只有一名

华人议员。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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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陈上川同一时期先后到达南圻的还有杨彦迪、莫玖等不愿降清的明朝将领。这些人均被当时阮朝统治者安置于南圻开荒垦

殖。庄国土 :《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 2001年 ,第 123页。

庄国土 :《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第 178页。

中国国务院侨务干部学校编著 :《华侨华人概述》,九州出版社 , 2005年 ,第 73页。

庄国土 :《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第 179页。

中国国务院侨务干部学校编著 :《华侨华人概述》,第 75页 ; 范宏贵 :《越南民族与民族问题》,广西人民出版社 , 1999年 ,第 219页。

中国国务院侨务干部学校编著 :《华侨华人概述》,第 75页。



三、现代越南华人社会的发展情况

(一 )当前越南华人的数量

1991年中越关系实现全面正常化。伴随两国政治、经济关系的迅猛发展 ,越籍华人的权益日

益得到保障 ,两国人民亦恢复了正常的交往 ,每年均有大量的中国人到越南观光旅游 ,其中有不少

人是到越南寻找从事经济活动的机会。中国多年来一直是越南最大的国际游客客源地 ,也是对越

投资的主要国家之一 ,中国台湾对越投资曾一度排在各国和地区对越投资额的首位。

当前在越华人的人数一直是各界关心的热点 ,但是尚无较为准确、可靠的数据统计 ,加之越南

政府亦没有公布其最新的统计数据 , ①因此 ,笔者只能做一个较为粗略的估计 ,仅供参考。

根据越南民族委员会公布的越南华人的数字及笔者估算的越南华人人口增长率推算 ,截至

2007年 ,越南华人的数量大约为 110万人。而根据越南政府公布的各年经济社会形势报告中游客

的情况 (见表 1) ,可以看出因公务及其他目的到越南的国际游客占游客总数的比例分别为 15. 8%

和 9. 8% (2006—2007年 )。假设中国 (包括大陆与台湾地区 )常年在越南居住的新移民亦为上述

比例 ,再取 2006—2007年中国游客平均值 ,那么截至 2007年华人新移民的数量大约为 21万人。②

除此之外 ,每年均有大量的海外越南华人回到越南 ,仅 2003年回到越南的海外越南华人就达

30万人次 ; 中国人与越南人通婚尤其是台湾人与越南人通婚数量日渐增多 ,仅 2001年一年就有

12340名越南妇女婚嫁台湾 , 1994—2001年共有 51773名越南妇女与台湾人通婚 ; 加上有相当数量

的中国人以偷越边境的方式进入越南 , ③因此 ,笔者估算当前越南华人的数量可能在 140万人

左右。

表 1　　2005—2008年赴越南游客情况 (单位 : 万人次 )

年　份 国际游客总数 公务赴越 其他目的赴越 中国大陆游客 中国台湾游客 中国香港游客

2005年 347 49. 33 42. 76 76. 34

2006年 356. 3486 57. 5812 37. 7896 51. 6286 27. 4663 0. 4199

2007年 422. 9349 67. 3782 34. 8331 57. 4627 31. 9291 0. 5886

2008年第 1季度 128. 5954 23. 7706 7. 7323 21. 6857 8. 0510 0. 1658

　　注 : “其他目的赴越 ”指前往越南旅游、探亲等。有些人以旅游签证进入越南 ,待寻觅到比较长久、稳定的工作
之后再到当地公安机关改为商务签证 ,这种情况亦较为普遍。

资料来源 : 越南政府网站发布的《2005年全国经济社会形势报告 》、《2006年全国经济社会形势报告 》、《2007
年全国经济社会形势报告 》、《2008年第 1季度全国经济社会形势报告 》。其中 2005年中国游客数量根据古小松主
编的《2005年越南国情报告 》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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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小松先生主编的《2005年越南国情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5年 )、《2006年越南国情报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6年 )和《2007年越南国情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7年 )均指出 ,当前越南华人的数量为 130万人 ; 中国国务院侨务干部学

校编著的《华侨华人概述》则认为越南华人数量为 120万人 (1998年 ) ; 中国外交部网站的相关统计最为笼统 ,只说越南华人的数量为 50

万人以上 ( http: / /www. fmp rc. gov. cn /chn /wjb /zzjg /yzs/gjlb /1338 /1338x0 /default. htm) ; 中国台湾“侨委会”则估计 2002年越南华人的数

量为 122. 0655万人 (见张富美主编 :《“中华民国”90年—91年版华侨经济年鉴东南亚篇》,台北“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 ”, 2003年 ,第 127

页 ) ; 越南民族委员会网站及胡志明市华人工作处网站截至 2003年的统计数字则是 913248人 ( http: / /www. nguoihoa. hochim inhcity. gov.

vn /vietnamese /xem tin. asp? idcha = 814&ID = 949&cap = 2)。

另据台湾媒体透露 ,至少有约 5万台湾人居住在越南。杨玛利、游常山 :《越南概念股》,载台北《远见》, 2008年 3月。

海外越南华人回越的具体人数不详。目前越南政府对海外越南人回越予以免签证的优待 ,因此回越的海外越南华人数量可能

会更多。吴功奖 :《重新崛起的越南华人经济》,载吕伟雄编 :《海外华人社会新透视 》,岭南美术出版社 , 2005年 ,第 143页。台湾人与越

南人通婚情况详见沈伟如、王宏仁 :《“融入”或“逃离”:“越南新娘”的在地反抗策略》,载萧新煌编 :《台湾与东南亚 : 南向政策与越南新

娘》,台北长红印刷事业有限公司 , 2003年 ,第 253页。



(二 )越南华人数量增加的原因

20世纪 90年代至今 ,越南华人数量有了较大的增长。除自然增长外 ,华人新移民的大量涌入

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一 ,中越关系正常化是越南华人数量得以大幅增长的根本原因 ,也是越南华人社会得以发展

的最重要的基础和保障。

第二 ,越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世界尤其为中国提供了广泛的商机 ,为华人新移民赴越提供了强

大的动力。中、越双边贸易额不断攀升 , 2007年就提前实现了两国领导人提出的至 2010年双边贸

易额达 150亿美元的目标。①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两廊一圈”、②泛北部湾经济区等设想

的相继提出和实现 ,强大的经济吸引力推动了大量中国人涌入越南。

第三 ,赴越交通便利、程序简单 ,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人大量涌入越南。越南北部与中国的广西、

云南接壤 ,中国人可以选择多种方式进入越南。空运方面 ,目前从中国北京、广州等地均可直飞越

南 ,尤其是广州 ,每天都有飞往越南的航班 ; 陆路方面 ,广西、云南均有铁路、公路直通越南。除交通

便利之外 ,申请至越南的签证也日益便捷。目前 ,越南政府在中国北京、广州、南宁、昆明、上海等地

设立了领事机构 ,中国人可以很便利地申请到赴越签证。

(三 )当前越南华人社会的构成

1. 越籍华人。20世纪 90年代之前进入越南的华人大多已经加入越南国籍。越籍华人遍布越

南全国 ,多数集中于各大城市 ,如胡志明市、河内市、海防市等 ,而胡志明市的华人最多 ,所以在胡志

明市还成立了华人工作处。近年来 ,许多原来由于政治原因离开越南而辗转到其他国家的华人又

回到越南 ,凭借原来的社会关系和对越南情况的了解从事各种生意 ,截至 2005年 ,已有 1000多家

海外华人企业在越南经营 ,投资项目达 70多个 ,金额达 5亿多美元。③ 胡志明市还专门成立了华人

越侨企业会 ,为海外的越籍华人返越提供帮助。

总体上而言 ,当前越籍华人的社会地位尤其是政治地位较以前已经有非常大的改善 ,其个人的

合法权益受越南法律保护。随着地位的改善 ,华人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也得以增强 ,已有 6名华人当

选为越南第十二届国会 (任期为 2007—2012年 )议员。华人党、团员人数也有很大增长 ,目前在

100多万越籍华人中 ,有 2800多人是越共党员 , 12700人为越共青团员。此外 ,还有 1000多名华人

参加了越南各级党委、人民政府的工作。2004年至 2009年 ,越南共有 832名华人代表当选为国会

及各级人民议会、祖国阵线和各团体执委会的议员或委员。④

同时 ,华人在越南革命历程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也得到越南政府的肯定 ,不少华人受到越南政

府的嘉奖 , 2005年胡志明市专门修建了华人革命传统纪念碑。

越籍华人经济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经济实力较为雄厚。2003年胡志明市华人经济对当地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30% ,为当地创造了数万个工作岗位 ; 2004年胡志明市已有华人兴办的企业

5000家 ,经营范围涉及几乎所有经济领域。⑤ 当前越籍华人经济还呈现出一个显著的特点 ,即从传

统的单一经营向多元化、集团化发展 ,一些华人企业发展成为具有雄厚实力的大型财团 ,如西贡商

06

　《世界民族 》2009年第 2期

①

②

③

④

⑤

中、越双边贸易额已经两次提前达到之前定下的目标 ,第一个目标是 2010年达到 100亿美元 , 2006年达到该目标后提出 2010

年达到 150亿美元的第二个目标。

“两廊一圈”是中、越两国领导人提出的推动双方区域经济合作的一项战略措施 ,指的是“昆明—老街—河内—海防—广宁 ”、

“南宁—谅山—河内—海防—广宁”经济走廊和环北部湾经济圈。

吴功奖 :《重新崛起的越南华人经济》,载吕伟雄编 :《海外华人社会新透视》。

张明 :《越南国会选举参选华裔倍增 姚妙玲当选连任 》,载 http: / /www. chinanews. com. cn /hr/yzhrxw /news/2007 /06 - 13 /

956742. shtm l。

《胡志明市华人概况》,载 http: / /www. nguoihoa. hochim inhcity. gov. vn /vietnamese /xem tin. asp? idcha = 814&ID = 949&cap = 2。



信银行 ( Sacombank)、新强盛电线电缆责任有限公司、京都食品股份公司、平仙鞋业公司等。

2. 华人新移民。伴随着中越关系的飞速发展 ,巨大的市场与商机推动了大量中国人涌入越南

寻觅机会。在越南的华人新移民按目的划分大致有留学、投资与贸易、人力与劳务输出三种。

第一种是留学。中越关系的发展 ,尤其是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性落户南宁 ,使得中国对通晓东

盟国家语言人才的需求激增 ,直接刺激了中国人尤其是边境地区省份居民学习越南语的热潮。

中国国内特别是广西自治区和云南等省份的院校纷纷开设越南语专业 ,并设置了“3 + 1”、

“2 + 2”、“2 + 1”、“1 + 3”等学制 ,将学生送到越南留学。① 除此之外 ,中国的一些民办学校为培养

越南语人才也开办了大量语言培训班 ,带动了留学越南的热潮。仅以广西为例 ,截至 2006年已有

18所院校开设了越南语专业 ,单是 2006年与越南语相关的专业招生人数就达 1500人左右。② 这些

学生毕业后 ,相当大的一部分人都会选择在越南就业。

第二种是投资与贸易。中、越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 ,双边贸易额逐年攀升。中国特别是中

国台湾对越投资逐年增长。

表 2　　2003—2007年中国对越南投资情况

年　份 中国大陆对越南投资 中国台湾对越南投资 中国香港对越南投资

2003年 62个项目共 1. 522亿美元 187个项目共 3. 719亿美元 45个项目共 1. 236亿美元

2004年 70个项目共 9160万美元 167个项目共 10. 62亿美元 36个项目共 2. 572亿美元

2005年 46个项目共 1. 207亿美元 182个项目共 7. 531亿美元 44个项目共 5. 671亿美元

2006年 77个项目共 4. 013亿美元 128个项目共 8. 458亿美元 26个项目共 16. 93亿美元

2007年 115个项目共 4. 605亿美元 211个项目共 17. 36亿美元 68个项目共 2. 39亿美元

　　资料来源 : 越南国家统计局编 :《2004年越南统计年鉴 》、《2005年越南统计年鉴 》、《2006年越南统计年鉴 》,
河内统计出版社 , 2005年、2006年、2007 年 ; 《2007年全国经济社会形势报告 》, 载 h ttp: / /www. chinhphu. vn /
portal / page?_pageid =33, 1&_dad = porta l&_schem a = POR TAL。另外 ,中国澳门地区 2003年及 2007年各有一个对
越投资项目 ,投资金额分别为 700万美元和 1800万美元。

表 3　　历年中国大陆在越南承包工程金额情况 (单位 : 万美元 )

年 份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金 额 9388 6909 22671 6279 9203 6318 18410 14384 33740 43761 113734 262436

　　资料来源 : 中国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统计司编 :《1998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 》、《1999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 》、
《2000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 》、《2002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 》、《2003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 》、《2004中国对外经
济统计年鉴 》、《2005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 》、《2006中国贸易外经统计数据年鉴 》、《2007中国贸易外经统计数据年
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 1999—2008年。

近几年来 ,越南经济快速发展 ,但各种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严重滞后 ,越南政府无力承担全部建

设费用 ,因此大力吸引外资。投资领域机会的凸显使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的企业加大了对越投资 ,

当前进入越南投资的中国企业多为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 ,投资范围涵盖汽车、能源、交通、基建、农

业、电子工业等领域。在越南经营的中国企业都大力推行本土化策略 ,并能提供良好的售后服务 ,

企业经营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效果 ,既在越南站住了脚跟 ,又帮助越南缓解了就业压力 ,赢得了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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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3 + 1”、“2 + 2”、“2 + 1”、“1 + 3”学制是为了让学生能够较好地掌握语言知识和根据所学语言对象国的情况而分学年地组织学

生在国内、外学习 ,如“3 + 1”学制即 3年在国内学习、1年在国外留学。其他学制依此类推。

韦锦海 :《广西东盟国家语种教育探析》,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 ) , 2006年第 6期。



社会的支持。如 TCL集团越南公司已在越南建立了 400多个经销点 ,为越南创造了数千个工作岗

位 ,截至 2006年底 , TCL集团越南公司累计销售电视机 150多万台 ,收入突破 10亿元人民币 ,在当

地电视机市场占有率为 22% ,排名第二。①

从 1988年到 2007年 9月 ,中国台湾对越投资已达 100亿美元。台湾许多著名企业如台塑、鸿

海、东元等在越南的投资规模都在 10亿美元之上 ,而早期进入越南的台湾企业如三阳工业 ,更是取

得了巨大成功 , 2007年共售出 21万台摩托车整车 ,在越南排名第三。② 除此之外 ,中国还援建与承

建了大量的越南大型工程项目 ,如中越友谊宫、河内国家大学学生公寓、国家中央体育馆等。

第三种是人力、劳务输出。中国对越南投资与双边贸易额的大幅增长也刺激了中国人力与劳

务对越南的输出。中国的一些企业对越南语翻译人员和管理人才的需求量大量增长 ,近年来既精

通越南语又掌握管理知识的人特别受欢迎。

表 4　　历年中国对越南输出技术及劳务人员情况 (单位 : 人次 )

年 份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人 数 1372 2035 3004 2344 3692 4716 6008 6737 8678 8638 7943 10937

　　资料来源 : 中国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贸司编 :《1998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 》、《1999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 》、
《2000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 》、《2002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 》、《2003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 》、《2004中国对外经
济统计年鉴 》、《2005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 》、《2006中国贸易外经统计数据年鉴 》、《2007中国贸易外经统计数据
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 1999—2008年。

四、越南华人社会的发展前景展望

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区域化进程日益加快 ,中越关系也日趋紧密 ,两国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

日益加深。越南经济亦迅速发展 ,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有经济学家将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

和阿根廷列为“V ISTA 五国 ”。这是新兴国家的组合代名词 ,以其国家英文名称的首字母组成。

V ISTA即越南 ( V ietnam )、印尼 ( Indonesia )、南非 ( South Africa )、泰国 ( Thailand ) 和阿根廷

(A rgentina)的首字母。③

越南成为“V ISTA五国”之一并名列五国之首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第一 ,越南拥有丰富的资源 ,土地资源、农业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包括自然与人文景观的旅

游资源等都非常丰富。

第二 , 1975年越南战争后出生的年轻劳动力非常充足 ,他们既受过教育 ,又非常廉价。

第三 ,越南日益重视引进外资 ,随着越南投资环境的改善 ,外资也越来越看好越南。联合国相

关部门对越南进行考察后认为 ,越南是继中国、印度、美国、俄国、巴西之后 ,排世界第 6位吸引外资

前景最好的国家。④ 除了外商投资 ,越南每年还可以收到大量的外国援助和侨汇 , 2008年国际组织

和有关国家承诺给越南 54亿美元的援助 ,海外越侨寄回越南的侨汇约达 100亿美元。⑤

第四 ,越南拥有稳定的政治环境 ,自 1991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柬埔寨问题实现政治解决以

来 ,越南一直是一个政治稳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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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丽云 :《中越贸易进入快车道》,载《进出口经理人》, 2007年第 10期 ; 邓莉莉 :《TCL的越南之路》,载《大经贸》, 2007年第 3期。

杨玛利、游常山 :《越南概念股》,载台北《远见》, 2008年 3月。

〔日〕门仓贵史 :《V ISITA五国为何能成为有潜力的国家》,载东京《经济学人》, 2007年 7月 24日。

〔越〕陈平安 :《越南经济 2007—2008年发展与展望》,载河内《商业》, 2008年第 1、2期合刊 ; 〔越〕杨玉 :《2007年经济社会形势

和经济指标》,载《越南经济时报》, 2007年 12月 27日。

覃翊 :《越南 2007年经济形势综述及 2008年展望》,载《南洋问题研究》, 2008年第 1期。



第五 ,越南具有购买力的中产阶级正在崛起 ,许多家庭开始购买汽车、房产 ,并出国旅游。

另外 ,中国港、台投资者普遍认为越南邻近中国 ,其文化与中国文化相近 ,廉价劳动力充足 ,在

土地、水电、税率等方面较之中国大陆均有很大优惠 ,因此转移、分散部分对中国大陆的投资到

越南。

2008年初 ,越南由于经济发展过快、过热 ,通货膨胀持续居高不下 ,金融市场出现较大幅度动

荡 ,股市大幅度下跌 ,经济发展遇到一定困难。但随着越南政府各项宏观调控措施的出台 ,大力抑

制物价上扬 ,加强对货币市场的监管 ,越南经济、社会形势得到稳定并持续发展。即使在 2008年越

南经济发展最为困难时 ,大部分中资企业均对越南的经济形势有着较为理智的判断 ,并没有从越南

撤资 ,为越南经济走出困境做出了贡献。

随着越南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经济与社会建设不断取得巨大成就 ,以及中越贸易额的飞速增

长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资本投往越南。越南政府亦日渐重视发挥华人的作用 ,越南华人的政治

地位将继续得到改善 ; 而越南华人经济实力日益提升 ,其参与政治之积极性也会日益增长。基于

这些有利因素 ,华人移居越南的趋势亦将持续下去。

Abstract　W ith the rap id development between Sino - V ietnamese relations, the political

status of ethnic Chinese in V ietnam has been greatly imp roved. The ethnic Chinese have not

only strengthened their econom ic power, but also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local politics. A s

more and more Chinese made their entry into V ietnam,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Chinese

society has drawn large attentions and this article is one of such efforts. Owing to the political

stability in V ietnam and its fast growth in economy and new market, the trend of Chinese

m igration into V ietnam will continue.

(覃翊 ,博士研究生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厦门 , 3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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