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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界对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研究述评 
李忆特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摘要：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研究在国内学界属于一个方兴未已的领域，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相关学者的研究论作才逐渐问世。

这些论作中有的关注美国华人的选举参与，有的侧重考查美国华人的非选举参与，也有全面考查美国华人多样化政治参与形式的论作

出现。在揭示美国华人与美国主流政治关系的同时，进一步反映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现状、进程以及存在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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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研究在国内学界大有方兴未已之势。

1965 年，美国国会《移民与国籍法修正案》的通过，顺利取消了

按出生国规定入境限额的制度，从而承认种族移民机会平等。自

此，华人移民大量涌入美国，构成美国增长速度最快的移民群体

之一。随着华人社会规模迅速扩大以及经济和专业实力的激增，

美国华人开始积极参选参政，争取与其社会地位相当的政治权

利。国内许多学者都认同美国华人大规模参政的时间定位从 

1965 年开始。“从移民到选民，是美国华人落地生根、茁壮成

长的过程。”［1］但是在国内学者中，尚未见到有关华人参政方面

的专论，仅见华人参政的学术性文篇。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有关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研究资

料较少，而且大多零星分散在一些中文报刊和杂志上。1994 年，

汇集了港台及海外数 10 种中文报刊的《华侨华人资料（报刊剪

辑）》出版。该书由中国华侨历史学会资料室选编，包括华侨华

人政治、经济、文艺、教育、宗教、社团、移民的现状和动态以

及相关华侨华人历史和史料方面的记载。作为研究海外华人的原

始资料，在当时来说较有参考价值。但其中有关美国华人政治参

与部分的报道大多局限于描述性的和历史性的考察，缺乏理论性

的探索和分析。 

不过，已经有学者开始着手开拓美国华人政治参与方面的研

究，以弥补此领域的相对不足。据统计，关于美国华人政治参与

的专题学术论文有十余篇。主要参与研究的学者有李其荣、沈立

新、傅义朝、陆宇生、梅伟强、郭梁、庄礼伟等。他们主要把目

光投向华人移民历史，审视在移民历史进程中华人参政状况的变

化。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上海社科院著名的侨史专家沈立新教

授，他在<<美国华人参政的历史与现状>>一文中通过回顾华人精

英的参政历史，梳理分析华人参政的时期特点以及华人参政高潮

形成的原因。在整理列举华人精英所担任官职的基础上，突出华

人的政治成就，从而强调华人精英在扩大华人参政范围方面所起

到的关键性作用。他在文中提到，“华人知识阶层的出现，不仅

开启华人参政风气之先河，也是华人参政的鼓吹者。他们知道民

权不是赐与的，必须积极地参与和争取。近年来华人政治精英，

均是华人知识界中的出挑的人物” ［2］。此外，李其荣和傅义朝

在《从旁观者到参与者---战后美国华人政治角色的变化》一文

中指出，战后随着华人受教育机会的增加和自身素质的提高，逐

渐跨越派别、宗教、地域、血缘的分歧，一批新的华人群众团体

应运而生。这些团体的组织宗旨之一是为推动华人参政，为华人

进入美国主流社会服务。由此，“华人身份地位逐渐实现了从移

民——公民——选民的变化” ［3］。他持续关注这种变化，并对

导致这种变化的因素进行探讨，认为影响因素主要有美国移民政

策的影响、六七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发展等。但深究其根本原

因，应归功于华人长期的不懈奋斗和追求。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投入研究美籍华人政治参与的学者可谓

凤毛麟角。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论文有两个共同的特点：第一、

主题为当代华人参政的资料比较少而且又相当分散，大多数散落

分布在描述介绍美国华人的历史、社区、社团组建等书目中；二

是针对美国华人参政问题的专门研究比较少，大多数关于美国华

人参政的分析主要包含在对少数族裔参政的整体研究中。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华人政治家的成功入职在很大程度上

倚重华人选民的数量。“华人移民人数激增，动员华人从巩固生

存空间的移民到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选民，已经成为华人分享美

国主流社会政治权利的最有效途径。” ［4］近 10 年以来，美国华

人选民登记和投票率有所提高、政治捐款较为积极、竞选公职人

数增加、参加竞选和被委任官职的人也层出不穷。在美国社会和

公共政策领域，他们的作用也日渐凸显。其积极性及影响力的增

加也带动了相关研究的兴盛。针对美国华人参政的研究渐有一定

规模，大致表现出三个特点：第一，研究对象多集中在从华人移

民美国的历史过程中描述美国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从社会史

视角关注考察华人的家庭、性别、职业、收入等社会结构；运用

历史学的方法来叙述、分析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历史、现状、存

在的问题和对未来的展望。第二，多数学者认为美国华人参政是

指华人在美国政府机构中担任了某某官职，无视在美国政治参与

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对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理解较为片面。其实，

只要是为了维护和增进美国华人的权益，影响美国政府决策的活

动都是政治参与，其形式不仅有投票、选举、委任、加入民权组

织、参加政党、个人接触、抗议和示威，还包括助选等其它形式。

第三，当前国内学界在论述美国华人参政问题时多集中于对华人

参政现象的描述，随着华侨华人问题研究的深入，普遍认识到当

今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一个重大缺陷是缺少理论深度，对于该问

题的理论分析有待进一步深化。 

2005 年，厦门大学的庄国土教授发表《从移民到选民：1965

年以来美国华人社会的发展变化》一文。文章通过研究 1965 年

以来美国华人移民社会的迅速发展及其与华人参政的互动关系

来探讨美国华人的政治潜力和发展趋势。“目前美国近 300 万华

侨华人中，约有 61.3%的人有投票权，其投票率在 60%-68%，成

为一股政治势力，这在旧金山唐人街等处尤为突出。”其核心贡

献是提出美国华人参政缘起的“族群扩大论”学说。同样认同此

学说的学者还有张鸷远与于爱英。在两位合著的《论美国华裔公

民的政治地位及其提升路径》一文中，描述了华裔在美国的政治

现状、继而分析影响美国华人政治地位的因素、最后得出要利用

美国选举制度与其他亚裔选民联合来提升华裔地位的结论。他们

指出“在美国这样一个由种族集团组成的民族国家中，一个种族

集团的政治成熟性、政治参与的程度、参政参选的意识，直接影

响着这个种族集团在美国的社会地位。因此投票是表达华人声音

的有效途径，华人必须团结一致，积极参政，才能在社会大变革

时期，保护和发展华人社区的利益。” 呼吁华人选民应意识到通

过选票来显示自身的力量，走进主流社会，为华族整体的权益争

取应有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美国华人参政问题的研究上，成果尤为

突出的是学者是华南师范大学的副教授万晓宏。他著述颇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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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华人参政的研究工作中，共发表了近 10 篇论文，在国内

学界已经有一定影响。他倾向于尝试以历史学的方法为基础，通

过政治学中的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同时辅助以社会学和

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力图全面、真实、科学地反映美国华人政治

参与的历史、现状和存在的障碍和问题。他的博士论文以《当代

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研究（1965 一 2004 年）》为题，在对 1965 年

以前美国华人的政治参与进行历史回顾的基础上，从非选举政治

参与和选举政治参与两个方面进行类比分析。笔者的创新之处在

于，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主要运用西方政治学中有关少

数族裔政治参与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比较分析，同时力求结合社会

学的调查与访问方法和民族学的有关理论进行综合研究来揭示

美国华人参政的现实问题，指出美国华人参政的可能路径。该文

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相较其他论文在时间跨度、内容广度和理

论深度方面都有所超越，并被广泛引用。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

次年他又陆续发表了相关论文，更加详实地阐述美国华人参政的

系列问题。《从 2002 年美国中期选举看华人参政》一文中简述

在 2002 年美国中期选举中华人参政取得的成绩，然后从种族政

治参与的理论视角对当代美国华人参政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并就

未来美国华人参政的途径进行探讨。在《当代美国华人精英参政

模型分析》一文中，“根据美国华人精英人士担任政府公职的方

式、选票的来源、选举的范围等将把他们参与选举政治的方式归

纳为四种理论模型：选举型和委任型、以华人或亚裔选票为基础

和以非华人或亚裔选票为基础、地方型与全国型、象征型与实在

型。”通过对美国华人精英政治参与的四种理论模型的阐释，并

以骆家辉与赵小兰为例进行比较分析，加深国内学界对美国华人

精英参与选举政治实质的认识。2009 年，在《试析当代美国华人

参与选举政治的方式》一文中，介绍分析了当代美国华人参与选

举政治的方式，主要是参加选举登记与投票、政治捐款、竞选议

员及政府公职和争取政治委任等。进一步增进国内学界对美国华

人参与选举政治方式的了解。“重大历史事件往往突破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和国家制度的限制，超越主流政治文化的常规，极大地

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 《重大历史事件对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

影响》一文就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80 年代的陈

果仁事件、1996 年亚裔政治献金案、1999 年的李文和事件等美

国华人社会的重大事件分析其对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影响。此

外，影响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客观因素很多，如人口、社会经济

地位、政党认同、重大历史事件的刺激和选区重划等。国内学界

对前四个客观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多，而关于选区重划对美国华人

政治参与影响的研究极少。他的《选区重划对美国华人政治参与

的影响》一文，根据收集到的有限资料就选区重划对美国华人政

治参与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领域进一步加深。 

不少学者在论著中探讨了美国华人在选举参与中存在的问

题及其原因，综合他们的研究成果，主要认为，美国华人选举参

与上的弱点主要体现在：第一，政治意识还有待提高。美国华人

对政治关注太少，华人自身的中国传统观念——“各家自扫门前

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客居心态在起作用。这种保守的心态导

致的直接后果是美国华人的政治权利被长期忽视，并逐渐被美国

主流社会边缘化。第二，他们的投票太分散。“华人在选票投给

谁上，还存有不少争议”，华人团体一直是“一盘散沙”，选票

分散。与其他少数族裔的政治参与相比，反差更大。以美国的犹

太裔为例，其人口只有 600 多万，但由于他们不仅经济实力强，

而且非常团结，因此在美国政治中的强大影响可谓举足轻重。第

三，他们还是会忽视或怀疑美国主流社会。由于自己是少数群体，

虽然美国华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已经在教育和社会经济领域取

得了卓越成就，但在主流政治进程中，仍然惯性地将自己冠名为

“最安静的少数族裔”或者“最默默无闻的美国人”。导致常常

受到“玻璃天花板的冷遇”。 

综观上述诸多学者的论著，可以看出他们研究的侧重点有所

不同，有的侧重于对华人移民史的考察，有的侧重于对美国华人

选举参与范畴的研究。这些论作既有理论上的探索，也有基于社

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既有宏观论述之作，也有微观的个案研

究。总之，他们对美国华人多元化的政治参与形式进行了多方面

的考察。 

国内学界对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研究从真正兴起到逐渐发

展成为美国华人研究领域的热点，历时不过短短几十年，但其成

就可见一斑。研究主题的不断扩大，研究视角、理论和方法的多

元化趋向，尤其是多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运用，都在不断提升

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研究广度与深度。人们之所以要如此关注华

人对美国政治的热情参与，因为这不仅涉及美国华人在美国的生

存环境的改善问题，而且从长远的战略的眼光来看，美国华人政

治地位的提高对稳定和促进中美关系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因

此，国内学者应加强对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研究，要“鞭辟入里”，

充分发挥“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作用，提出自己的见解与建

议，为美国华人新老移民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提供服务，同时也

为中国政府制定务实的侨务政策提供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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