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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随着欧洲华人妇女人数的增多和地位的提高，欧洲华人妇女社团已经成

为世界华人社团中比较活跃的一分子。它在帮助华人妇女融入当地社会、发挥自身特长、
联系中国等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系统认识欧洲华人妇女社团的成立背景、发展历程、社
团类型以及基本活动，对认识全球华人社团的新趋势，特别是华人妇女社团的发展趋势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 键 词 欧洲 华人社会 妇女社团

欧洲华人妇女社团在当地华人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鉴于目前对

欧洲华人妇女社团的研究比较薄弱，本文试图对其相关问题进行简要分析，以图抛砖引玉。

一、成立背景

欧洲华人妇女社团产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相较于其他地区华人妇女社团的历史更晚。欧洲

华人妇女社团得以创建的最关键的因素是欧洲华人妇女人数的大幅增加，华人社会的日渐成熟以

及华人妇女改善自身处境愿望的加强也促进了女性社团的不断建立。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 “一

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的。”①

二战前的欧洲华人社会基本上是以单身男性为主的。据钱秀玲② 女士回忆: 1929 年 10 月，17
岁的她和哥哥一起来到比利时鲁汶大学读书时，在鲁汶读书的中国留学生大约有 150 多人，而女生

只有五六个。③ 据德国 1931 年统计，包括 448 名学生在内的 1648 名中国人中，女性仅有 27 人。④

1932 年聚居于荷兰鹿特丹唐人街的 1200 名华人中，“竟没有一名女性”。另据荷兰老华侨回忆，二

战刚结束时，在荷兰约有 1300 名华侨，其中来自中国的女性共有 13 人，真可谓“百里挑一”。⑤ 另

据 1955 年 4 月的统计，当时在葡萄牙登记的中国成年侨民共 79 人，其中女性仅为 4 人。⑥

这种现象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才渐渐发生改观。1963 年香港总督府新界民政署发表报告

书称: 1962—1963 年，至少有 2270 名新界移民移居英国工作，全部是男性，职业稳定后，就接家属前

往。⑦ 直到 1969 年，96 名香港女士获准到英国与丈夫团聚，成为该年度英国华人社会的重要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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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之后，英国的华人申请家属入境团聚逐渐习以为常。1991 年，接受英国人口普查的华侨华人

总共有 156938 人，其中 77669 人为男性，79269 人为女性，男女比例为 100︰102。① 其中反映的是已

经正式定居英国的华人的情况，其性别比已接近现代社会的常规。1987 年，荷兰人口研究中心关

于荷兰华人的情况调查表明，荷兰境内来自中国的华人移民男女比例为 116︰100，② 该统计对象以

新移民为主，仍然呈现出男性多于女性的状况。
在法国，据统计，1919—1921 年赴法勤工俭学的 1600 多名中国学生中，只有 46 名女生。③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时，当地华人社会中的女性仅占华人总人数的 8%，即使到 1946 年，女性比例也只

增加到占 12． 6%，1954 年占 19%，1968 年占 32． 7%，1975 年占 39． 6%，直到 1975 年后大批东南亚

华裔女难民的到达，才扭转了这种男女比例不平衡的状况。④

在欧洲，有一批杰出的华人女性活跃于当地社会，既有企业家、科学家、艺术家、作家，也有政治

家和社会活动家，如曾与希拉克竞选法国总统的成之凡女士，将中国的管理模式运用到布拉格的许

芸霞女士以及在奥地利音乐界占有一席之地的冯雪萍女士等。通过她们，欧洲人重新认识了中国

妇女，她们是当代欧洲华人女性的杰出代表。
但同时，不少海外华人妇女备受来自社会、工作、家庭等多方面的压力，甚至备受歧视。1998

年，匈牙利华人妇女联合会就欧洲华人妇女的社会地位、家庭状况及中文教育问题在欧洲 16 个国

家进行了一次较为广泛的抽样调查。调查显示，41． 3% 的华人妇女认为自己在所在国的社会地位

为中等，23%的人认为是中上等，21． 9%的人认为是中下等，另有少数人认为是上等或下等; 60． 4%
的华人妇女认为自己在该国受到过歧视，其中有 13． 6% 的人认为自己受到的歧视比较严重。她们

把受歧视的原因归结为自己是外国人( 占 33% ) ，自己来自不发达国家( 占 18． 6% ) ，自己对该国语

言不熟练( 15． 8% ) 等。与此同时，调查还显示，一部分华人妇女有非常强烈的中国情结，希望自己

的子女能够有良好的环境来学习汉语。⑤

每年有大量的华人妇女移民到欧洲，这些人虽有亲友的帮助，但是活动范围狭窄、语言不通，有

人形象地把自己比喻为“四子”———聋子( 听不懂外语) 、哑子( 不会说外语) 、瞎子( 睁眼不认字、不
认路) 和跛子( 有路不会走，有车不会坐) 。⑥ 如何迅速适应当地社会是她们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
为了使处于中下层的华人妇女获得应有的权利，帮助她们融入当地社会，在优秀华人女性的倡导

下，欧洲华人妇女社团迅速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发展脉络

以 2000 年为界，我们可以将欧洲华人妇女社团的发展历程分为两个阶段。
首先是 1980—2000 年的发展状况。1981 年，熊文英女士在伦敦创建了英国华侨妇女会，其宗

旨是“增进妇女同胞的团结与友谊，发扬传统道德，促进家庭幸福，培养健美子女”。该妇女会经常

举办座谈，调解家庭纠纷，推行妇幼保健，还举行国际妇女节庆祝活动等。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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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欧洲华侨妇女会成立，宣称要广泛联系欧洲华侨、华人妇女同胞，增进友

谊，兴办与妇女、儿童有关的公益福利事业，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保障妇女的政治权益。①

1989 年，朱安婷女士、孙正薇女士等在卡贝拉市发起创建了旅荷华侨妇女会，② 以求为华人妇

女争取权益和福祉。在荷兰，以“省”地域范围而组建的一批华人妇女会活动较为活跃，各有会员

数十至上百人，均以讲粤语的妇女为主。③

在德国，1991 年初，旅德华侨妇女会成立于波恩，其宗旨是通过各种有利于保护妇女权益的活

动，增进对德国社会的了解，同时加强相互交流，加强联系，增进友谊，推动团结与合作，下设汉堡及

不莱梅支会、杜塞尔多夫支会、科隆及波恩三个支会。④ 1994 年 8 月，中华妇女联合会德国分会也

于波恩改组成立，通过一系列的活动来团结旅德华侨妇女，参与当地华人社团活动，开展华文教育，

宣扬中华文化，并在杜塞尔多夫、科隆、法兰克福、慕尼黑、斯图加特等地设立了 8 个分会。⑤

为了服务旅奥华人妇女、扩大生活领域、促进旅奥侨界团结和谐，中华妇女联合会奥地利支会

( 1995 年 2 月改名为中华妇女联合会奥地利分会) 也于 1990 年在维也纳成立。⑥ 之后，法国、意大

利、西班牙、匈牙利等国也成立了自己独立的妇女社团。在西班牙和德国，甚至已经有了业缘性的

华人妇女社团———西班牙中华工商妇女协会和德国中华工商妇女企管协会。
1980—2000 年是欧洲华人妇女社团成立发展的初期。在欧洲的部分地区，华人妇女社团的发

展比较迅猛，如在英国，华人妇女总会成立后，塞锡斯郡中华妇女会、南威尔士华人妇女会、慧妍社

华人妇女活动中心、伯明翰华人妇女会、伦敦华埠华人妇女会、利物浦华人妇女会等纷纷成立。在

荷兰，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乌特勒支等地都有各自独立的华人妇女社团。当然，这一时期华

人妇女社团的分布极不平衡，只集中在英、荷、西、德、意、法、奥、匈等国，而北欧、东欧的大部分国家

都没有华人妇女社团。这种现象直到 21 世纪后才有所改变。
21 世纪以来，欧洲华人的人数进一步增加，根据法国学者毕卡尔( Pierre Picquart) 的统计，2007

年，仅法国就有 100 万华人，尚不包括难以计算的非法居留者。⑦ 2008 年 9 月，欧洲华侨华人社团

联合会在柏林召开了第 15 届代表大会，公布对欧洲华人社会状况的调研报告时指出，目前在欧洲

的华侨、华人总人数约为 250 万人。⑧

伴随着“国际移民女性化”的现象，越来越多的华人女性移民至欧洲。仅以德国为例，根据德

国联邦统计局的报告，到 2008 年底生活在德国的持有中国大陆护照的有 78960 人，其中男女比例

大致为 1︰1。⑨

华人妇女人数的快速增加带来大量新社团的成立。21 世纪的前 10 年是欧洲华人妇女社团成

立的黄金时期，大量新社团纷纷成立，这些社团活动众多，影响深远，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这一时期，最典型的事件莫过于欧洲华侨华人妇女联合总会的成立。在比利时、葡萄牙、捷克

等国及柏林、南京等地召开的数次筹委会后，2005 年 3 月，欧洲华侨华人妇女联合总会在葡萄牙正

式成立。瑏瑠 该会要求各国妇女组织保护好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积极融入当地社会，抓好华文教育

工作，在扶贫及爱国爱乡工作中贡献力量。欧洲华侨华人妇女联合总会几乎聚集了全欧洲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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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华人中的妇女精英，她们积极组织或参与欧洲各国华侨华人社团的活动，努力提高华人妇女在

欧洲的社会形象和地位。该会受到中国政府及旅居国的重视，逐步发展成为欧洲华人妇女界最具

权威性和凝聚力的组织。
同时，20 世纪已经成立的部分社团在这一时期进行了改组，更换章程，活动范围日渐扩大，如

2002 年重新成立的荷兰华人妇女会更好地领导了荷兰华人妇女社团的工作。① 从 2006 年 8 月 12
日起，原匈牙利华人妇女联合会和原匈牙利华人妇女联合总会合并，名为匈牙利华人妇女联合

会。② 2008 年 2 月 24 日，法国华侨华人妇女联合会在巴黎成立，宗旨是大力弘扬中华女性的传统

美德，推动中法两国妇女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并帮助旅法华人妇女积极融入法国社会。③ 该会在欧

洲华人妇女社会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会长邱爱华女士还担任了欧洲华侨华人妇女联合总会第

二届主席团的主席和第三届常务主席团的主席。这一时期，一批新社团纷纷成立，如比利时、俄罗

斯、希腊、丹麦、挪威、瑞典、斯洛伐克等国都成立了自己的华人妇女社团，欧洲华人妇女社团在北

欧、东欧等地也有一定的发展。它们在欧洲华侨华人妇女联合总会的带领下加强彼此合作，组织丰

富多彩的活动，在为本地华人妇女排忧解难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三、基本类型

当今的欧洲华人妇女社团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全欧性的华人妇女社团，如 20 世纪 80 年代成立的欧洲华侨妇女会和 2005 年成立的欧洲华侨

华人妇女联合总会。它们是欧洲华人妇女社团的领导机构，有一定数量的会员国和侨团，如欧洲华

侨华人妇女联合总会有 18 个会员国、23 个侨团，以各会员国为单位进行活动，起着联系各地社团

的重要作用。其会长一般由各国妇女社团的领导人来担任，如邱爱华女士是法国华侨华人妇女联

合会会长，江南英女士是比利时华侨华人妇女联合会会长。
全国性的社团，如法国华侨华人妇女联合会、荷兰华人妇女联合会等。这类社团是当今欧洲华

人妇女社团活动的主体，几乎分布于各主要欧洲国家，大部分是欧洲华侨华人妇女联合总会的组成

单位。这类社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所在国华人妇女形象的代表，是欧洲媒体报道的重点。这类社

团中还有一些业缘性的社团，如西华妇女工商总会、中国西班牙女企业家协会等。为了代表 7 万余

名华人职业女性的利益，中国西班牙女企业家协会于 2010 年 5 月 27 日在马德里成立，④ 成立之初

就吸收了约 1000 多名个人会员和团体会员。该会虽然成立时间较短，但是已组织了一系列活动，

在展示女企业家的社会形象，提高其社会地位，维护其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作用。不过，这类业

缘性社团仅存在于西班牙等少数国家中，并未得到普及。此外，还有以完成某种使命为任务的政治

性的社团存在。在“台独”、“藏独”以及西方反华势力猖獗的情况下，欧洲华人妇女联合起来组建

了社团同这些势力作斗争，如 2007 年 7 月 29 日正式成立的瑞典华人妇女和平联谊会就明确表示

要维护世界和平，反独促统，支持祖国统一与世界和平。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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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芬华人妇女会、亚布多伦华人妇女会、阿姆斯特丹华人妇女会、荷兰中华妇女联谊会、刁普妇女会、阿姆斯特丹皓妍华人妇女会、海尔

伦华人妇女会、马城雅贤妇女会、芬庐华人妇女会。
《匈牙利妇女联合会与匈牙利华人妇女联合总会合并》，载《华声报》，2006 年 8 月 13 日。
《法国华侨华人妇女联合会在巴黎成立》，载 http: / /news． sohu． com /20080225 /n255334680． shtml．
《中国西班牙女企业家协会在马德里成立》，载《欧洲时报》，2010 年 6 月 2 日。
《瑞典华人妇女和平联谊会成立》，载 http: / / cn． ssccba． com / index． php? option = com_content＆view = article＆id = 73: 2009 － 05 －

26 － 17 － 41 － 10＆catid = 1: latest － news＆Itemid = 64．



全球性社团的支部，这也是一种业缘性社团，如世界华人工商妇女企管协会及其英国分会、西
班牙分会、德国分会、法国分会等。成立于 1980 年的世界华人工商妇女企管协会，在周文玑女士①

“我中华工商妇女，遍布世界各国，如能团结起来凝聚智慧，集思广益，必能强化国际资讯交流，促

进工商发展，繁荣我国及世界经济，并推动国民外交”的理念的带领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国际

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在欧洲华人职业女性众多的英国、西班牙、德国、法国等国都设立了分

会。其英国分会宣布，英国地区的华人工商妇女只要赞同该会宗旨，不论其国籍都可以申请成为会

员，这就保证了大多数华人妇女的参与。② 这些分会在总会的领导下努力实现了合作与资源共享。
地区性华人妇女社团，如伯明翰华人妇女会、伦敦华埠华人妇女会、海尔伦华人妇女会、马城雅

贤妇女会、意大利罗马妇女会、意大利米兰妇女联谊会等。这类社团属于欧洲华人妇女社团的基层

组织，其中一些社团面向当地华人妇女，接受该国总会的领导，对外影响有限，多存在于荷兰、法国

等国，另一类则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和影响力，如德国、意大利等国的华人妇女联谊会由各地的社团

组织轮流举行，决定一系列重大事务。

四、活动及影响

举办一系列对当地华人妇女有意义的活动是这些社团的意义所在。欧洲华人妇女社团是欧洲

华人社会活跃的因素，它们积极致力于各项服务于欧洲华人妇女的活动。欧洲华人妇女社团的活

动一般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欧洲华人妇女社团为所在国华人妇女举办了一些能增加技能、迅
速融入当地社会的活动，引导华人妇女树立“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提升自身素质和社会

地位，并积极同有损中国形象的行为做斗争。
在德国，旅德华人妇女定期聚会，开展各种文化娱乐活动，学习中国画和中国烹饪技术。③ 中

华妇女联合会奥地利分会也经常组织合唱班、国画班、韵律班、糕点制作班及一些参观游览活动。④

在英国，南威尔士华人妇女会为华人提供谋生技能培训，帮助有困难的华人家庭，举办针灸、小儿医

学常识、法律常识等讲座。⑤

欧洲华人妇女社团非常重视华文教育，西班牙华侨华人妇女联合会创办了一所华文学校，由会

长叶玉兰女士担任校长，亲自指导教学，并经常开展生动活泼的活动，每年“六·一”儿童节和春

节，都会举行普通话和书法等比赛活动。学校还组织部分学生参加了中国侨办举行的“中国之旅

夏令营”活动。⑥ 2006 年，西华妇女工商总会与加泰罗尼亚教育部创办了华人免费学习加泰罗尼亚

语的学校，每年入学的学生多达 500 余人。2009 年 9 月，西华妇女工商总会创办了宾墩中文学校，

一年后，学生从 50 人增加到 130 人，其中一半学生是当地西班牙人在中国领养的孤儿。⑦

近年来，中国国力逐渐壮大，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极大地提高了海外中华

儿女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2008 年，北京奥运火炬在欧洲传递之际，当地华人妇女在巴黎、伦敦

积极参与护卫北京奥运圣火。
另一方面，欧洲华人妇女社团心系祖籍国，做了大量的慈善工作。如欧洲华人妇女联合会为四

川地震灾区捐款 600 多万元人民币，同时也为玉树地震、舟曲特大泥石流、台湾水灾灾区捐款;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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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⑥

⑦

周文玑( 1904—1998 年) 是研发明星牌花露水的上海中西药局董事长周邦俊医师的长女，1929 年接手其父事业，将其做大，之

后成立了“明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花露水与爽身粉成为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性的必备品。
《世界华人工商妇女企管协会成立英国分会 会长林葳》，载《欧洲日报》，2001 年 10 月 23 日。
④ ⑤ 谢成佳:《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社团政党卷》，华侨出版社，1998 年，第 238、679、372 页。

肖洁:《生气勃勃的西班牙华侨华人妇女联合会》，载《欧洲日报》，2001 年 10 月 23 日。
《西华妇女工商总会简介》，载 http: / /blog． sina． com． cn /s /blog_631f0f0c0100mky6． html．



中国白内障患者，使 100 多人重见光明; 资助中国老归侨的生活费; 资助新疆、甘肃等地 100 多名贫

困大学生的学费; 努力建设好新疆、云南的希望小学等。① 2008 年 5 月 18 日，西华妇女工商总会在

巴塞罗那的旅游景点花市大街上举行义卖，为汶川地震筹集善款。② 2006 年 8 月，意大利罗马华侨

华人妇女联谊会向安顺市捐款 20 万元建立侨心学校，为贵州安顺地区大龙村捐资修建中小学校

舍，为温州仓南台风灾区捐资 35000 欧元。③ 法国妇女联合会在四川地震中捐献 60 万元人民币救

灾，为灾区孩子送去 1000 套书包和文具用品; 在云南捐建了一座希望小学，还长期资助国内一批贫

困大学生就读。荷兰妇女社团联合总会还举行义卖活动，为遭受台风灾害的台湾同胞募捐。④

欧洲华人妇女社团的这些活动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在欧洲华人社会、旅居国以及国内都有非

常好的影响。她们的活动很好地协调了欧洲华人社会的内部关系，使不同阶层的华人妇女加强了

联系。华人妇女社团也成了欧洲华人社会联谊互助的人情网，社团里浓浓的中国味无时无刻不发

挥着凝聚华人的作用。它具有精神象征的意义，使平日里四处奔波、看似一盘散沙的华人妇女群

体，有一个相聚成群的核心所在，使远适异域、已从故土拔“根”又尚未在他乡扎“根”的移民在心灵

上有所依托和归属。⑤ 华人妇女社团的活动也在华人居住国产生了积极影响，得到了当地政府的

肯定，使很多当地人改变了对华人的看法，进而促进了华人与当地人的关系。针对华人妇女参与各

类社会团体的活动时存在的语言障碍，西班牙政府特地聘请了专业翻译人员为华人妇女提供服

务。⑥ 西班牙桑坦德银行还同西班牙中西女企业家协会正式签署了金融合作协议书，使西班牙中

西女企业家协会的会员在购买房产、设备及商业信贷、银行结算等方面享受一定的优惠。⑦

五、前景瞻望

述往思来，我们在简要分析 30 余年来欧洲华人妇女社团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可对其发展前景

略作瞻望。欧洲华人妇女社团的数量必将继续增加，活动范围也将继续扩大。20 世纪的欧洲华人

妇女社团只存在于西欧少数国家中。21 世纪以来，东欧、北欧的一些国家都成立了华人妇女社团，

但是一些国家还没有，这与当地华人妇女人数不多有关。但是随着已经成立的社团活动范围的扩

大，随着华人女性移民人数的增加和更为广泛的分布，今后这些国家也将会建立华人女性社团。
20 世纪 80 年代，欧洲华人妇女社团成立初期的活动仅仅局限于举办合唱班、国画班、厨艺培

训班等满足家庭主妇需求的活动。21 世纪之后，欧洲华人社团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创办华文教

育，近年来更是把影响扩大到中国，支援灾区、资助边远地区。随着华人新移民在当地的立足和经

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其活动一定会更加精彩，同祖籍国的联系也会更加紧密。欧洲华人社团的成

员能否和谐相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团的发展。欧洲华人社会是一个内部并不均衡的群体，其

成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社团将她们联系在一起，增加了彼此的了解，但同时也会产生分歧和摩

擦。2008 年，西华妇女工商总会中发生了王尚梅和陈菲菲关于该会领导权的斗争，她们甚至在当

地华文报纸上互相攻击，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⑧ 相信随着华人社团内部运作机制的不断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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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华人妇女联合总会第五届大会在丹麦举行》，载《华声报》，2009 年 8 月 27 日。
《伸援手助灾区人民 西华妇女工商会举行义卖活动》，载《华声报》，2008 年 5 月 27 日。
《罗马华人华侨妇女联谊会举行换届大会》，载《欧联时报》，2009 年 5 月 2 日。
《荷兰妇女社团联合总会义卖为台湾灾民募捐》，载《欧洲时报》，2009 年 8 月 30 日。
李明欢:《当代海外华人社团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351 页。
《巴塞移民局为妇协会提供中文翻译》，载《欧华报》，2010 年 2 月 11 日。
《西班牙中西女企业家协会签约当地银行 助金融互惠》，载 http: / /www． chinanews． com． cn /hr /2010 /10 － 09 /2573858． shtml．
详见王尚梅女士的博客:《西华妇女工商会产生恶性选举的真实实况》、《给如此荒唐做法有损自身形象的公开答复》等文章。



欧洲华人妇女同胞一定能和谐相处，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当然，欧洲华人妇女社团也要主动完善

自己的选举制度，减少社团成员之间的分歧。
让更多的欧洲华人妇女参与其中，才能实现社团自身价值的最大化。几乎每个欧洲华人妇女

社团都宣称要通过各种有利于保护妇女权益的活动，增进对当地社会的了解，同时加强相互交流，

增进友谊，推动团结与合作。然而，欧洲华人妇女社会的规模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如何让更多

的人参与社团是必须考虑的问题。现有的欧洲华人妇女社团是由一些精英组成的，如欧洲华人妇

女联合会“吸收了欧洲很多的华人妇女精英，她们中有女企业家、医生、教授等，大多是各行业事业

有成的中年女性”。① 法国妇女会会员“涵盖巴黎各界的女精英，多是非富则贵的名流”。② 诚然，

欧洲华人妇女社团组织了大量有益活动，让那些刚到欧洲不久、处于社会下层的华人妇女参与进

来，但是社团必须思考如何继续为处于下层的华人妇女做实事，只有这样，社团才不会演变成“富

人俱乐部”，才能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
欧洲华人妇女社团必须逐步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欧洲华人妇女社团成立时间较短，以现

代化的组织模式运行，但是有两个问题需要引起注意。一是社团要培养出具有现代化意识的社会

活动家，当代欧洲华人妇女社团的领导人多是企业家，她们可以给予社团有力的经济支持，但如果

她们把精力过多地放在自己的事业上，就会影响社团的发展，所以就需要既有社会工作的专业知

识，又有杰出的组织才能，并有较高威信的新一代领袖人物。这就是法国华人妇女会仅成立两年，

其口碑却超过了那些成立很久的华人妇女社团的重要原因，因为该会由一个出色的会长领导。其

二，华人妇女社团要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就要大力宣传自己，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因此，网站的建

设非常重要。但是，大部分欧洲华人妇女社团还没有建立自己的网站，少部分建有网站的社团，如

欧洲华人妇女联合会、法国妇女会等，其网页或者显示仍在建设中，或者内容单调，长期不更新，不

能真正有效地进行宣传。
积极促进欧洲华人妇女参政议政也是社团应该持续的一项重要任务。欧洲华人妇女加入了当

地国籍，成为所在国的公民，就应该把自己当成所在国的一员，关心所在国的事情。总体上，欧洲华

人妇女参政议政的风气与美国华人妇女相比还有差距。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欧洲政治舞台上

将会有华人女性的身影不断出现。

Abstract The Chinese women’s associations in Europe have become relatively active part
of Chinese associations in the world as they increase in terms of numbers and social status． They
hav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help Chinese women to accommodate to the host societies，to
take use of their own advantages，and to engage the role of liaison to China． This paper remarks
the significances of grasping the Chinese women’s associations in Europe systematically，in
perspective of their background，developing process，the types of the associations and the scope
of activities，in order to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global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s of
Chinese associations，especially those of women’s associations．
( 石沧金，副研究员，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李群锋，硕士研究生，暨南大学文学院，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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