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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新西兰对华移民政策的演变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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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 1987 年新西兰移民新法案的颁布到“亚洲 2000 年”战略的实施，新西兰政府移民政策

发生积极变化。在此背景下，来自不同地区的华人新移民大量涌入，使得新西兰社会结构趋向多元化。新

移民在融入当地主流社会进程中更具优势，并逐渐成为新西兰华人的主体，在中国和新西兰关系中发挥重

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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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即华人移民第三次高潮，前两次分别是 19 世纪 70 后的淘金移民潮和二战期间妇女团聚移民潮。

一、20 世纪新西兰移民政策的调整

1987 年，新的移民政策取代具有浓厚种族

色彩的移民输入条例，越来越多的华人被吸引到

新西兰。由此引发一个前所未有的移民潮①，并

一直持续到现在。恰在此前，中国于 1986 年 2
月 1 日颁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

管理法》，跨国迁移开放程度不断提高，越来越

多的中国大陆移民成为新西兰华侨华人，他们改

变了新西兰华侨华人的社会结构，也为新西兰社

会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使得新西兰华人社会得

到前所未有的新发展。
与早期华人移民相比，他们有着截然不同的

背景，自身的优势和特点。1987 年新西兰政府

颁布新的移民条例后，赴新华人移民大概可以分

为三个时期: 一是 1991 年以前，以中国台、港

为主移民时期; 二是从 1991 年至 1997 年中国

台、港、大陆并存的技术移民时期; 三是 1997
年以后，以中国大陆移民为主的增长时期。

第一时 期，1991 年 以 前，主 要 以 中 国 台、

港移民为主，尤其以中国台湾移民为主，20 世

纪 90 年代前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阶

段，但是由于经济的发展，还没有使中国出现相

当数量的富裕家庭，鲜有人有能力转移至少 15
万新西兰元资产用于移民。另外，当时普通中国

大陆居民极少有因私出国的机会。因此，新西兰

奥克兰大学华人研究专家叶宋曼瑛教授认为，

1987 新移民法施行后至 1991 年间，来自中国香

港、台湾地区以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商业移民

占华裔移民的主体［1］( P326 － 330)。
第二时期，1991 － 1997 年，政府推出新的

“计分”移民政策，并在 1995 年被进一步修改。
这项“计 分”移 民 政 策 的 重 点 在 于 引 进 一 项

“普通技术移民 ( general skills) ”类别，即申请

人获得永久居留权是由他们的年龄、学历、专业

履历和英语程度而计分决定的。新西兰统计局数

字显示: “计分”政策对华裔移民产生了深远影

响，“普通技术移民”类别很快成为华人移民新

西兰的主要途径［2］。所以 20 世纪 90 年代上半期

是技术移民的黄金时期，这种较为宽松的打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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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使大批华人移民通过技术移民进入新西兰。
在此期间，出于种种现实考虑，尤其是打分制度

下的商业移民和技术移民与其他国家相比门槛较

低，此时期新西兰吸引了一大批中国港台移民。
中国大陆移民也受益于此，因为当时的中国大陆

移民还很难有大量的投资资金或直系亲属关系。
有关数据载，其中中国台湾移民人数最多，有

25000 人左右，大陆移民约有 10000 人，中国香

港移民约有 6000 人［3］。数据表明，这一阶段中

国港、台、大陆移民同时受益于普通技术移民政

策而成为新西兰新移民。
第三时期，1997 年以来，主要以中国大陆

为主的新移民占很大的比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

的不断推进，在中国出现很多的富裕家庭。此阶

段中国大陆的商业移民开始增多，技术移民略微

下降。商业移民的增多得益于新西兰政府出台的

灵活的商业移民政策，即出现不同种类的商业移

民，如投资移民 ( Investor Category) 、长期商务

签证持有者 ( Long Term Business Visa Category) 、
创业移民 ( Entrepreneur Category) 。2000 － 2003
年 几 乎 所 有 的 中 国 大 陆 商 业 移 民 都 是 投 资 移

民［2］。后来由于政府在 2002 年推出严格的新政

策，一度使投资移民的人数急剧下降，但从数据

来看，投资移民还是占相当的比例。与此同时，

新西兰政府鼓励家庭团聚移民，新西兰出现了很

多华人家庭团聚移民。另外，2000 年以后的中

国大陆移民身份有所转变，2003 年新西兰政府

对计分移民政策再次调整，规定国际留学生在学

习期间允许有更多的法定工作时间，在毕业后找

工作，学历和工作经历可以获得额外的加分，此

政策有利于留学生转化移民。2003 年后，部分华

人留学生在完成学业后直接转化成新移民留在新

西兰。

二、新西兰对华移民政策的调整及影响

( 一) 对于华人新移民的影响

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商业移民和技术

移民政策的推行，前期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以及

东南亚的华人移民及后来的中国大陆地区的移民

不断增加。尤其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及 2000 年

以后大陆移民的两次高潮，使新西兰的华人人口

数量、性别比例、华人经济等方面发生变化。
1. 华人人口规模、出生地及居住地的变化

( 1) 华人人口规模的变化

新移民法案的调整，导致 20 世纪 90 年代初

至 21 世纪初新西兰华人移民数量的上升，如表

1 所示。

表 1 新西兰华人移民数量变化表

年份 1867 － 1945 ( 78) 1945 － 1986 ( 41) 1986 － 2001 ( 15) 2001 － 2006 ( 5) 2006 － 2013 ( 5)

增加人数 3721 14566 85551 42513 23841

( 资料来源: 丘进主编: 《华侨华人蓝皮书———华侨华人研究报告 2011》，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

版，第 146 页，以及新西兰先驱报、新西兰统计局)

从数据看，法案施行 20 年华人人口数量迅

速增加，2006 年至 2013 年有所放缓。据统计，

新西兰华侨华人在 1867 年有 1219 人，到 1945
年有 4940 人，差不多 80 年华侨华人才增加了

3721 人; 1986 年达 19506 人，大约 40 年增加了

14566 人; 但 2001 年华侨华人已达 105057 人，

短短的 15 年间增加了 85551 人; 新西兰 2006 年

人口普查①，新西兰共有 140570 名华侨华人定居

者，占新西兰全部常住人口 3． 66%。其中，男

性 70773 人，女性 76797 人［4］( P147)。在最近的 5
年里华人人口增速有所放缓，2013 年新西兰人

口 171411 人，这 5 年间增加了 23841 人，华人

人口上升 16. 2%［5］。新西兰梅西大学教授 Paul
Spoonley 表示，原因主要是全球经济危机导致的

移民速度放缓，而且 2014 年以来华人的移民数

量已有回升的趋势。这些新移民的到来迅速改变

了新西兰当地的华人社会结构。

图 1 新西兰华人数量变化 ( 2001 － 2013 )

柱状图
资料来源: 新西兰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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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 2006 年人口普查中，新西兰统计局以被访者自我认

同属于哪个种族 ( ethnicity) 为确定原则，而不是像澳大利亚普

查时要求被访者根据父亲或者祖父自我确认血统关系 ( ances-
try) 。



( 2) 华人移民的出生地更加多元化

从出生地来看，新移民的新特征也较以前明

显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新西

兰华人的出生地也越来越趋向多元; 第二，来自

中国大陆的移民比例越来越大，且来源地分布广

泛。据统计，2006 年普查时有 32112 名华侨华人

出生在新西兰，115458 人出生在海外，分别占

华人总人口的 21. 76% 和 78. 24%［4］( P148)。受到

新西兰移民政策影响，除了中国以外，越南、柬

埔寨、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

利亚、斐济、英国、美国、日本以及韩国等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也纷纷选择移居新西

兰，如马来西亚有 9834 人、新加坡有 2505 人等

( 如表 2 所示) 。
表 2 2006 年新西兰华侨华人出生地分布表

单位: 人，%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新西兰出生 32112 21. 76 新加坡出生

中国大陆地区出生 78117 52. 93 亚洲其他地方出生

中国台湾地区出生 10764 7. 29 世界其他地方出生

2505
4545
2007

1. 70

3. 08

1. 36

中国港、澳特别行政区出生 7686 5. 21

马来西亚出生 9834 6. 66
合计 147570 100. 00

注: 此统计表没有包括无法归类的 90 名华侨华人 ( Chinese nec) 。
资料来源: 丘进主编: 《华侨华人蓝皮书———华侨华人研究报告 2011》，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

根据统计，在海外出生的华人中，中国出生

的占大多数，有 96567 人，占新西兰华侨华人的

65. 44%，占新西兰总人口的 2. 40%。其中，来

自中国大陆地区的出生人口更是占到了绝对的优

势，数据显示 78117 人出生在中国大陆地区，另

有 7686 人出生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10764 人

出生在中国台湾地区，分别占新西兰华侨华人的

52. 93%、5. 21%、7. 29%。而来自中国大陆地

区的新移民中也有显著变化，以往老的华人移民

大部分是广东人，来源地相对单一。新移民的来

源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有中国香港、澳

门、台湾的移民，接着有从全国各地而来的新移

民，除了广 东 以 外，河 南、河 北、黑 龙 江、辽

宁、陕西、四川等省份移民也开始来到新西兰。
( 3) 华侨华人在新西兰的居住地范围更广

对于移居新西兰的华人来说，过去主要集中

于三个区域，即北岛、奥克兰和中区、南区。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移民高潮出现以后，虽

然奥克兰、基督城和惠灵顿市等地方仍然是华侨

华人相对集中的地区。虽然调查显示，大部分的

华人会选择北岛的大城市居住，目前生活在北岛

的华人约占 88. 8%，南岛约占 11. 2%。但与以

往老移民相比，华人的居住范围已不再局限在个

别区域，新移民大部分在国内受过良好的教育，

有一定特长，大部分是知识分子，适应和服务社

会的能力也更加出色。因此，部分新移民在选择

大城市居住的同时，也开始在东区、北岸这些新

城区汇聚，此外，哈密尔顿等地也开始形成华侨

华人的聚居点。
2. 华人教育程度及语言变化

与早期移民相比，新移民普遍受教育程度

高。原因在于: 其一，早期移民很难融入主流社

会，对于子女教育问题很关注; 其二，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新移民，大都在国内已经接受了

良好的高等教育。《新西兰先驱报》的调查数据

显示，在 15 岁以上的受访华人中，86. 7% 获得

了中专以上正是学历，华人新生代和中国新移民

在 受 教 育 方 面 比 例 相 当。本 地 出 生 华 人 为

86. 9%，海外出生华人为 86. 7%，这个比例远高

于新西兰整体水平。其中，得到学士以上学位的

华人 高 达 33. 7%，远 远 高 于 新 西 兰 的 平 均 值

20%［5］。具体如表 3 所示。
表 3 新西兰华人教育程度情况简表 ( 2013 人口普查)

华人 亚裔 新西兰

2006 2013 2006 2013 2006 2013

最高学历 百分比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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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学历 12. 4 13. 3 12. 3 12 25 20. 9

1 － 4 级证书 25. 6 21. 5 26. 1 23. 3 43. 6 43

5 － 6 级证书 8. 9 7. 7 8 8. 6 9. 5 9. 3

学士学位或更高 28. 4 33. 7 29. 2 33. 2 15. 8 20

海外中学学历 24. 7 23. 7 24. 5 23 6. 1 6. 7

有学历的人口比例 87. 6 86. 7 87. 7 88 75 79. 1

资料来源: 新西兰统计局

新西兰梅西大学教授 Paul Spoonley 认为，华人群

体中有相当高的比例受过较高程度的教育，并且

处于年富力强的阶段，他们正在为新西兰的发展

做出重要贡献。Spoonley 教授说: “我们挑选和批

准这些华人移民的标准就是他们的教育和技能，

并且已经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在新西兰生活得

越久，加上在新西兰出生长大的华人越来越多，

华人对新西兰的影响就会越来越明显。”［5］

从调查资料来看，新西兰华人双语化比例较

高，《新西兰先驱报》所做的调查显示，受访者

43. 8%的华人会两种语言，13. 1%的华人会三种

以上语言。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说两种以上的语

言 ( 女性 57. 9%，男性 55. 6% ) 。40. 1%的华人

只会一种语言，但从不同年龄段上来看，只会说

一种语言的华人年龄阶段很集中，即 15 以下的

少年和 65 岁以上的老人最多。在 65 岁以上的华

人中，63. 8% 只说一种语言，15 岁以下的华人

则是 42. 8%。而在掌握双语的华人中，15 － 29
岁的青年人占 51. 1%，30 － 64 岁 的 中 年 人 占

44. 9%［5］。另外，还有少数华人华侨使用泰语、
马来西亚语、越南语、印尼语、日语、法语、斐

济语等近 30 种语言［4］( P148)。因此，华人会说两

种以上语言的人数远高于全新西兰的比例。
( 二) 促进了新西兰华人经济的发展及华人

结构的嬗变

新移民的加入为新西兰华人社会经济的发展

增加了新的动力。老移民的积累加上新移民的资

金和技术，带动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新

西兰华人社群在农、工、商等领域的新发展。
1. 农、牧业经营规模与效益不断提高

老一辈新西兰华侨华人主要依靠种植果蔬及

其附带的批发零售业，包括兼养一些家禽及畜牧

业，作为赢得新西兰市场的主要手段，新移民的

加入使得华人在经营农业方面更加多样化。他们

投入资金去购置牧场，除了传统种植方面的收益

以外，还放眼长远的经济利益，例如，牧场开发

旅游事业、发展精耕农业、温室繁殖等，不但拓

宽 了 种 植 品 种， 而 且 提 高 了 农 业 产 品 的 价

值［6］( P949)。基于新西兰广大的海域资源，华侨华

人的渔业经济继续发展，成为华人经营事业的特

色经济，提高当地渔产品附加价值［6］( P591)。
2. 制造业、进口业、服务业的突破和发展

新移民多数从事电子、成衣、金属制品等新

型制造业，产品多数以外销为主，华人制造业开

始进入国际市场; 部分从事进出口业的新移民，

在商品数量和规模上都有竞争优势，输入商品以

纺织物品、办公室用品、成衣布料、人造树脂、
塑料制品、电器用品及日用品等，产品触及范围

广，但均属当地市场所需［6］( P590) ，具有强劲的市

场竞争力。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华人

企业家开始在新西兰进行投资、合资或收购。
如，香港丽晶旅馆集团投资的观光旅馆，既促进

了该地区观光旅游业的发展［6］( P590) ，也带动其他

行业的进步，像加油站、娱乐业、高尔夫球场等

服务行业的发展，有利于新西兰华人商业的繁

荣。1990 年 6 月，香港牛奶国际控股公司①宣布

收购当地 Woolworths ( New Zealand) ② 的全部股

权，收购价高达二亿八千万新西兰元［6］( P903)。至

此，新西兰华人可以透过香港及伦敦证券交易成

为新西兰零售业的投资人，此项收购行动也将华

人零售业带入国际性大企业的层次中。
3. 在其他新兴行业中崭露头角

据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叶宋曼瑛博士 统 计，

1981 年在新西兰的人口普查中，华侨华人担任

专业工作的人大概占到全新西兰人口的 13. 8%，

而 当 时， 华 人 仅 仅 占 到 当 地 人 口 的 0. 4%
弱［6］( P949)。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对教育的

重视，使得华人所从事专业工作的人数明显增

长。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新移民增加

了这一趋势。新移民除了商业移民以外，多数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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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华人所占股票较多，属上市公司。
该企业在新西兰经营连锁式大超市，业务遍及南、北

岛，旗下有六十二家店铺。



是从事专业性技术工作的人才，他们开始活跃于

当地社会的各个领域，并在商业、文化、教育、
科技等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也改变了当地华

人的职业结构。

三、华人新移民的优势及影响

新移民的文化程度都比较高，经济方面相对

比较富裕，有能力在新西兰过上优裕的生活并为

新西兰当地的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他们有着显

著特点，也将发挥更大作用。
( 一) 在事业上更容易取得成功

从出国原因来看，早期新西兰华人作为淘金

华工赴新西兰，大都为了生存和躲避灾祸，他们

考虑的是如何生存和生活。而今天新移民通过商

业移民或技术移民出国，他们在国内已有较好的

知识和资金储备，之所以出国是为了更好地发展

自己的事业，因此他们有着很强的经济、社会及

政治诉求。
( 二) 更容易融入主流社会

早期华人受到各种排华方式的影响，对于融

入主流社会感到力不从心，甚至自我隔离，以求

安身。新移民一般在国内已有一定的事业基础，

到国外后择业和发展的机会也较多，相较前者融

入主流社会的时间也较短。新西兰是个多元文化

融合的国家，对于移民的主流态度是开放和欢迎

的，华人新移民在这种环境下会更加主动积极地

适应主流文化，热情地参与各类社会事务。
( 三) 与祖国的联系更为密切

早期的华侨华人宗亲、血缘、乡土意识很

强，他们一般从家乡直接来到新西兰，对中国缺

乏整体的了解，尤其不了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情

况。因此，他们即使和中国联系多半也限于自己

的家乡和亲人。而新移民的情况大不相同，在出

国之前就已在国内很多地方工作和学习，他们对

于中国了解全面，他们一般比较关心国内的经

济、政治局势，很多人与国内的企业有着商业往

来。因此，相较早期华侨华人，他们与国内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情感关系也更加紧密。
( 四) 新移民流动性更强

早期华侨华人思想虽然已从落叶归根向落地

生根转变，由于骨子里安居乐业的思想，一般在

安定下来不再迁徙，只有子女和后代会向更好的

地方流动。而华人新移民的这种思想相对较弱，

他们会向发展前景的地方流动。因此，在新西兰

出现了一个被称为 “空中飞人”的群体，对于

他们来说取得护照只是拥有更多机会，并不一定

要居住在当地。另有调查显示，新移民流动性非

常大，部分回流中国创业，部分再移民到其他国

家谋求发展，部分留在当地发展。其行为明显与

早期华人落地生根的观念不同，当然这种情况也

是为当地居民所诟病的，认为这些移民没有为当

地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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