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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华人新移民对美国社会的贡献

马泽民 ,王捷林

　　[摘 　要 ] 随着 1965年移民政策的放宽 ,美国出现了新的移民潮。华人是美国移民群体的一部分 ,

他们与其他移民一同构成了美国社会的成员 ,至今已是第四代移民了 ,他们不仅依靠自己的智慧、艰苦的

拼搏和勤俭的创业生存在异国他乡 ,而且为美国社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主要表现在经济、参

政和文化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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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1965年美国移民法修改后 ,大量华人新移

民不断涌入美国 ,给美国社会注入了大量新鲜血

液 ,美国出现了移民新浪潮。从 1960年到 2000

年 ,美国华人约每 10年增长 1倍。在 1960年 ,移

民约占美国华人的 40%。1970年 ,移民和美国出

生的华人数量相当 ,各占 50% ,到 1980年 ,移民则

占美国华人总数的 66. 6% ,到 1990年 ,更高达近

70%。如果考虑到 20世纪 80年代到美国的未成

年华人子女 90年代开始在美国生儿育女 ,则近 30

年的中国新移民及其后代在美国华人人数中的比

例更高 ,可见美国华人的增长主要是来自中国移民

的拉动。现在 ,中国人是仅次于墨西哥人的美国第

二大移民群体 [ 1 ] ( PP4)
。今天 ,受到高等教育并具备

一定专业素养的华人新移民 ,为了更好的事业发

展、更好的生活进入到美国主流社会。到现在为

止 ,华人新移民占美国华人总数的 75%
[ 2 ] ( PP104)

。

这些新移民对美国社会都有哪些影响呢 ? 本文将

对华人新移民对美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贡

献作简略探讨。

一、华人新移民与美国经济发展

自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 ,中国大

陆迁往美国的华人新移民不断增长 ,在美国重视引

进人才与中美关系改善的推动下 ,一大批高素质的

中国移民通过职业优先权进入美国 ,另外的一批新

移民 ———这是以留学生身份赴美学习 ,并继续深造

进而留美工作 ,他们在美国多从事科研、教育、医

学、金融、商业、法律、艺术等各种工作。新移民较

之老移民在来美因由、经济实力和文化背景等方面

都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差距 ,其中拥有大量的知识分

子 ,文化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1965～1968

年间 ,所有华人新移民当中接受过大学教育的比例

高达 45. 1% ,在有职业者中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

人员的比例高达 44%。此后 ,由于家庭团聚类移

民的增多 ,华人的文化素质总体有所下降 , 1975～

1980年间华人新移民中拥有大学学历的比例下降

为 33. 9% ,但仍高于美国平均水平 [ 3 ] ( P177) 。在受

教育水平方面 ,华人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远远超

过美国白人。1989年美国人口普查也显示 :处在

适龄就业 (25～64岁 )的美国人口中 ,美国本土出

生的华人中接受过四年大学以上教育者占 42% ,

其中来自台湾地区的移民中这一文化层次的人比

例最高 ,达到 62% ;其次是来自香港地区的移民 ,

达到 46% ;再次是大陆的移民 ,为 31% ;而非西班

牙语 系 的 白 人 中 接 受 过 同 等 教 育 的 只 占

21% [ 4 ] ( P74) 。这些拥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华人新移

民一般来说能进入美国的主流社会 ,进入主流经济

的白领阶层 ,获得相对较高的收入 ,并能跻身于美

国中产阶级行列。

近年来 ,基于教育水平的提升 ,美国华人的职

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由体力型向智力型转化。

华人以食为天 ,因此 ,华人所到之处第一件事便是

开餐馆 ,这是华人移民传统行业之一 ,对于美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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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人而言 ,传统的中国美食是充满异国风情的。目

前 ,华人餐饮业的形式正走向多元化 ,既有传统的

物美价廉和方便快捷的小餐馆 ,又有中高档的餐

馆 ,成为华人甚至美国白人社交活动的重要场所。

与此同时 ,华人新移民中、上阶层的经济能力加强 ,

很多人开始跻身于现代行业 ,如房地产业和高科技

信息产业等。

20世纪 70年代中后期 ,美国华人房地产业已

经成为华人投资致富和就业的新兴行业之一。据

美国房地产业经纪人社团的估计 , 1970～1980年

华人在美国购置的实业 ,平均每年超过 2亿美元 ;

1980年以后 ,这种投资的规模呈扩大之势 ,旧金山

由于华人移民多 ,也是香港、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

华人乐于投资的地区 ,因而成为美国最热门、最昂

贵的房地产市场之一 [ 5 ]。美国华人房地产业发展

迅速 ,成为美国地产业的强大支柱。

随着美国新经济的兴起和发展 ,华人经济有了

进一步的发展壮大 ,华人群体不仅在金融界和房地

产业的实力进一步增强 ,而且凭借其高科技人才众

多的优势开始进入电脑等信息行业 ,对美国经济持

续增长和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特别是新兴信息技

术 ,不仅提高了美国的劳动生产率 ,而且增强了美

国经济的竞争力。以硅谷为例 ,硅谷创造的财富可

以说是一个传奇 ,那么华人移民对硅谷的经济贡献

更是功不可没。很多人在硅谷独立创业 ,例如杨致

远和他创办的雅虎网站 ,王安和他创办的现代电脑

公司等等。另外 ,硅谷的发展提供了众多的就业机

会。可以说 ,美国信息产业的发展与华人新移民的

贡献息息相关 ,美国信息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华人的

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

美国华人之所以能够在科技和信息产业领域

大展身手 ,一方面是因为有庞大的华人科研队伍 ,

另一方面这支队伍后继有人并将日益壮大。人们

深信 ,随着华人技术移民和留学人员逐年增多 ,以

及华人的文化素质逐年提高 ,华人在美国科技研究

领域必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果。

二、华人移民与美国政治

华人新移民到达美国之前 ,已经有很多早期移

民在美国站稳脚跟 ,有了第二代、第三代。由于早

期移民大多从事体力劳动 ,处在社会底层 ,以谋生

为主 ,无力参政。加之他们都受到了传统中国文化

的影响 ,含蓄内敛 ,无心从政。长期以来 ,经济与政

治联系密切 ,经济实力决定政治地位 ,政治地位的

提高促进经济实力的增强。经过华人的长期奋斗

和坚持不懈 ,成功度过了最艰难的立足和原始积累

阶段 ,华人群体的经济和社会地位都有了显著的提

高。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在自身物质需要满足的

情况下 ,对政治有了更多的追求。同时他们也意识

到经济实力的增长 ,要以政治影响为基础 ,两者相

辅相成。他们积极参与美国主流社会的政治活动 ,

争取本身的更多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 ,进而致力于

表达整个华人群体的政治诉求和参与政治的权利。

进入 20世纪 70年代后 ,中美之间打破坚冰开

始建交 ,美国社会也需要大量从政人员来加强中美

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尤其是政治联系。一大批优

秀华人从基层做起 ,不断开拓进取 ,努力地登上了

美国的政界、军界及警界高层 ,如 : 20世纪 70年代

末到 80年代初 ,陈香梅担任白宫出口委员会的副

主席 ; 1984年 ,莫虎 ( Hugh Mok)出任纽约市警察

总局副局长 ; 1983年 ,伍元天出任纽约市刑事法

官 ;余江月桂曾三次连任美国加州州务卿 ,可以说 ,

陈香梅、赵小兰、甘敏才、吴仙标、董锦波、谢国翔

等 ,都是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华人参政的代表人物 ,

此外 ,还有在军界担任高级职务的 ,如陆军少将傅

履仁、空军少将刘国英、海军少将钱明以及被任命

为国防部助理副部长的吴元黎等。目前 ,美国近

300万华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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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不论是投票权还是直接

参加竞选 ,华人在美国社会中所起的作用都是不可

低估的。近年来 ,美国华人参政已出现不少成功的

范例 ,如 : 1990年 ,冼式平担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

会主任委员 ; 1996年 ,骆家辉获选华盛顿州州长 ;

邓墨林经总统克林顿提名 ,担任美国民主党全国竞

选委员会委员兼马里兰和弗吉尼亚地区竞选委员

会主席 ; 2001年 ,赵小兰任布什政府的交通部长。

如上所述 ,尽管近年来华人在美参政意识大

增 ,不少政治明星崭露头角。但总体上看 ,大多数

华人对政治漠不关心。华人被认为是一天到晚围

着自己和家庭转 ,害怕或者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想

法 ,他们大多数还处于个人事业的起步和发展阶

段 ,经济基础的薄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专注于政治

事务。另外 ,中国人特有的重家庭伦理观念和对子

女教育的传统 ,确实占用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和精

力。对政治的敬而远之 ,既来源于中国传统的“不

求做官 ”的小农意识 ,又和美国的金钱政治本质有

关 ,还有美国种族主义阴魂不散的无形压力 ,这些

都促使他们无力无心谈论政治。不过 ,随着华人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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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数量不断增加 ,以及华人社会地位的逐渐提

高 ,华人进入美国政界的人数将会不断上升 ,进而

为维护华人权利以及为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

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华人移民与美国文化

美国 ,作为一个由万千外来移民组成的国家 ,

经过二百多年的积累沉淀 ,形成了各民族优秀文化

精华组成的独特文化。而华人移民所带来的具有

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文化 ,更是对美国多元文化

中部分内容进行了很好的修正。

中国人的思想历来受传统文化影响而根深蒂

固 ,在美国生活了好几代的旧移民 ,都依然保持着

中国古老文化的许多特色 ,而如今作为第四代华人

新移民 ,他们从小就受到传统的准则和观念的熏

陶 ,具有尊师重道、尊老爱幼和家庭责任感强的优

良品质。一方面 ,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离婚是不吉

利的 ,只有家庭稳定和谐才能事业上升 ,所以 ,在美

国的华人家庭一般都是夫妻和睦、家庭和谐的 ;另

一方面 ,中国文化受到孔孟的儒学熏陶 ,希望建立

一个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 ,所以 ,华人子女可以专

心于学业 ,以致于不断进取。华人移民给美国社会

带来了优秀的传统文化 ,特别是华人家庭重视子女

教育更是美国社会一笔不可估量的隐形财富。他

们在进入美国后 ,一方面保持着过节的传统习俗 ,

另一方面 ,积极参加美国主流活动 ,比如 :愚人节、

情人节、圣诞节等 ,他们不仅将中国的春节、中秋节

等传统佳节带到美国 ,又从美国带回了西方人的节

日 ,促进了中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长期以来 ,美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矛盾突出 ,外

来移民与当地人民、黑人与白人、穷人与富人之间

对立严重。中华文化强调以和为贵 ,华人移民的到

来 ,以及他们在美国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 ,给美国

带来的和谐思想 ,让美国人意识到只有和谐相处才

能共同发展。尽管要让美国人完全抛弃霸权思想 ,

真正接受和谐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过华人移民

们正在努力。

随着华人移民数量的日益增加 ,各方面地位的

不断提高 ,他们对美国社会影响也逐渐深入。华人

新移民不仅依靠自己的智慧、才能和艰苦奋斗的精

神在新的国度生存 ,为美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 ,更带去了中国优秀的文化思想和

教育理念 ,丰富了美国的文化、社会和经济生活。

同时 ,我们也应该看到 ,虽然华人日益被美国社会

所接受 ,但某些障碍依然限制了他们的经济机会和

参政议政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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