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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投资与广州城市近代化研究

武文霞

摘要：华侨在广州城市近代化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多领域、多维度地推动了广州城市近代化进程。经济

上，投资近代工业、金融、商业等领域，促进了广州城市经济结构的转型发展；城市建设方面，不仅在发展理念、交通

变革等方面影响了广州近代城市建设，而且投资房地产，拓展了城市发展地域，推动了广州城市功能转型升级。在广州

近代化历程中，华侨资本大量进入广州，资金回报率高固然是一个原因，而广州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良好的社会环境，

也是吸引华侨投资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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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城市近代化历程中，华侨投资不仅促

进了城市经济发展，而且推动了城市近代化进

程，推动广州由封建性商业城市向近代新型城市

转型，城市功能与城市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重要转

变。在华侨投资和海外资本注入的刺激下，广州

新设工厂不断增多，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近代

工业体系，商贸和金融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城市

区域不断扩大，交通体系不断完善，近代城市空

间格局逐步形成。城市是人类文明成果的主要载

体，城市近代化与城市化属同一历史过程，只是

表述上有所侧重。一般来说，城市化侧重于探讨

全国或区域城市体系中，人口在不同城镇中的分

布、密度，城镇的社会经济类型、产业布局以及

城镇之间的社会经济的联系；而城市近代化则侧

重于指某一具体城市结构、功能方面的近代化过

程［１］。本文所探讨的华侨投资对广州城市近代化

的影响，主要从城市经济、交通发展、城市格局

和社会生活观念等方面，探讨华侨投资在广州城

市近代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一、华侨投资对广州城市近代化的作用

２０ 世纪前后，华侨的投资是中国国内产业资
本的来源之一［２］，广州作为重要侨乡，吸收了大

量侨资。华侨投资广州近代工业、交通、金融、

商业等领域，不仅改变了传统城市产业结构，而

且推动了近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交通系统也

不断完善，城市区域逐渐向周边拓展，广州城市

近代化速度明显加快。

（一）近代工业发展逐渐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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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发展在城市近代化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

色，一个城市近代化程度主要取决于工业发展。

１９ 世纪中期以来，以华侨为代表的一批商人，先
后投资缫丝、火柴、造纸、电力等部门，为广州

近代工业发展注入了活力，带动了广州兴办实业

的风气，推动了广州民族工业的发展与壮大。以

橡胶工业为例，南洋、美国、日本等区域的华

侨，在广州先后创办了许多家生产胶鞋、拖鞋、

运动鞋、自行车轮胎的胶厂，推动了广州橡胶制

鞋业的发展。在华侨投资的带动下，广州橡胶制

鞋业发展很快。１９３６ 年，先后出现了百余家橡胶
鞋业家庭作坊，多进行胶鞋半成品加工，产品以

胶鞋为主，品种达 １０ 多种，生产量从 １９３１ 年的
８０ 万双发展到 １０１０ 万双，生产设备也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平均每间厂拥有炼胶机 １. ７ 台增加到 ３. １
台，行业人数发展到 ４２００ 人，形成了一定的生
产规模［３］。生产的产品 “在质量上不断提高，加

之就地经营，使远渡重洋的舶来品逐渐失去了市

场”［４］，奠定了我国橡胶工业发展基础。再以火

柴厂为例，１９１４ 年到 １９２２ 年，广州地区有火柴
厂 １４ 间，占全省火柴厂的 ８０％，其中属于华侨
资本的就占 ８５％ ［５］。这些侨办火柴厂不仅加速了

广州火柴工业发展，而且改变了过去 “洋火”充

斥国内市场的局面，除满足本省各市、县使用

外，还销往很多邻近省份，以至远销东南亚很多

国家。

华侨投资建设的工厂无论是在管理方式和雇

佣制度方面，还是在技术水平与生产规模方面，

已经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手工作坊，不仅推动了

以广州为中心的近代工业体系的形成，而且推动

企业经营与管理日趋近代化。在华侨投资和资本

注入的刺激下，广州新设工厂不断增多，初步形

成了较为完善的近代工业体系，使广州传统手工

业逐渐过渡为机器工业生产，推动了广州近代城

市产业结构的转型发展。

（二）金融、商业和外贸等领域快速发展

１. 广州金融业务范围不断扩展
金融是连接城市经济活动的重要命脉，不仅

可以吸收社会闲散资金，而且有利于市场融资，

有利于实现资金和财富的再分配，为城市经济发

展提供资金支持。在广州城市近代化发展过程

中，华侨投资广州金融业主要体现为侨批业和银

行业。

侨批业主要经营侨汇业务，很多华侨投资经

营这一领域。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期间指出，

“侨批记载了老一辈海外侨胞艰难的创业史和浓

厚的家国情怀，也是中华民族讲信誉、守承诺的

重要体现”。当时经营侨批业的机构有德昌行广

州分号、侨商庄、人和镇幸福会华侨通讯处等，

这些机构见证了华侨不忘家乡亲人的家国情怀，

不仅将祖籍地与海外华侨联系起来，而且大量侨

汇流入广州，为广州近代城市经济发展注入了活

力。虽然侨批的资本和业务不能和银行相提并

论，但也经营存款、汇兑、买卖外币和外汇等业

务，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推动了广州金融业的发

展。

同时，海外华侨也投资创办了很多银行，为

广州近代经济注入了发展活力。除广东地方实业

银行、中央银行及广州市立银行等外，其余绝大

多数是华侨开办或商绅开设。１９１８ 年，薛仙舟和
林天木向旅居美国及加拿大各地华侨集资，在广

州市开办工商银行；１９１９ 年，美洲和南洋华侨合
办广东银行，资本达到 ３３０ 万元［６］；还有南洋华

侨集资在广州创办的华侨联合银行广州分行，日

本华侨简东浦与香港太平绅士周寿臣 （早期留美

学生）创立的东亚银行，等等。这些银行不仅办

理侨汇和储蓄，业务还扩展到代收票据、票据贴

现、发行汇票等方面，这也是广州金融业近代化

转型发展的重要体现。

２０ 世纪以来新成立的银行采用了近代管理制
度，其业务范围广泛、经营方式日趋先进，逐渐

向近代金融机构转型发展。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广
州金融发展居于全国前列，１９３６ 年广州在全国九
大金融都市中名列第四位［７］，一定程度上引领了

国内金融发展，而华侨资本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

色。据 １９３１ 年广州市政府统计，全市有银行、
银号 ５４０ 家，资本 ７００ 万元，华侨资本占一
半［８］。可以说，在广州近代金融市场发展上，华

侨投资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在发展理念，还

是经营方式等方面，都推动了广州金融市场的近

代化转型。

２. 创新传统商业经营模式———开办百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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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兴建酒店

商业文化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

山提出 “以实业和商务重建我们的国家”，海外

华侨纷纷响应，积极投资广州商业发展。２０ 世纪
初，澳大利亚华侨马应彪在广州长堤大马路创建

先施公司；旅居澳洲的华侨蔡兴、蔡昌兄弟在广

州创设大新公司。这些百货公司率先采用明码标

价、分柜售货、开票收款、发放礼券等措施，商

品种类新颖繁多，服务环境较好，吸引了众多市

民前往。先施、大新等百货公司为广州商业发展

注入了一股活力，其资金、技术水平、生产规

模、雇佣制度等方面已经完全不同于旧有的手工

作坊，实施以商业带动实业的发展策略，带动周

边大小商店纷纷成立，推动了广州百货商业达到

民国时期最高水准［９］，创新了中国商业经营模

式，掀起了中国现代百货革命的浪潮。

此外，华侨以集股形式在广州兴建了很多现

代化酒店，如大同酒店、新华酒店和新亚酒店

等。这些酒店代表了近代中国酒店的最高发展水

平，推动了广州酒店的国际化发展。 “商业依赖

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

件”［１０］。广州城市商业的发展进一步瓦解了本地

自然经济，城市传统商业以前所未有的发展力度

逐渐向近代转型。随着城市金融业、商业的兴

起，商品流通渠道和商业营销体系不断完善，广

州城市商业网络日益成熟，逐渐发展为全国规模

较大的华南商品交换中心和批发中心。

３. 推动广州对外贸易发展扭转颓势
“五口通商”以后，广州对外贸易额日渐萎

缩，逐渐失去了外贸优势。外贸中心的地位逐渐

被上海取代，广州的对外贸易受到较大影响而呈

现不断下降趋势，直到 １８６５—１８９４ 年期间，才逐
渐缓慢回升［１１］。其中，华侨经营的进出口贸易发

挥了重要作用，华侨出洋经商不仅促进了对外贸

易的发展，而且扭转了广州外贸总值下降的趋

势。

海外华侨对广货有着强烈需求，华侨喜欢食

用中国大米，每年都有大批中国大米从香港运往

美洲等地，以满足当地移民的需要。输出南洋一

带的货物，也多为专供华侨需用的药材、爆竹、

纱绸、土纸、海味等品，其总值亦颇大，占粤省

出口贸易的第二位，仅次于输往香港的贸易总

值［１２］。同时，海外华侨以粤籍居多，其对日常之

用品，尚有嗜好广东货之习惯，故每年广东货品

之供给华侨消费者，总值在 １ 亿元左右，此乃华
侨推销国货、助长贸易最明显之事实［１３］，故而也

推动了广州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正如一位外国学

者所言，“中国人是整个东南亚国际贸易商的大

中人，进口货物要先经过他们才能到达内地消费

者，出口货物也先由他们买下才转售于出口商

人”［１４］，华侨经营进出口货物推动了广州对外贸

易的发展。

广州自古就是一个外贸城市，以贸易兴市，

外贸的发展历史也表明，广州城市近代化受到外

力的巨大影响。随着华侨出洋经商的发展，广州

也逐渐发展为近现代国际贸易中心城市，推动了

近代商品经济体系的形成，进一步强化了广州与

海外市场的联系，提高了广州在世界上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

（三）公共交通建设与发展不断完善

辛亥革命前，广州作为华南最繁华的商业之

地，全城的公共交通除了轿子，就是人力车，制

约了广州城市近代化的发展。这时候，华侨投资

交通行业，极大地便利了广州市民的出行，推动

了广州近代交通事业的发展。

首先，机动车方面，马来西亚归侨从香港购

进了几部旧汽车，开始在广州运营。这是广州市

使用机动车的开始。随后，广州市的机动车不断

增加，１９２８ 年，机动车数量增加到 ４００ 余辆，
１９３１ 年已经超过 １０００ 辆［１５］，市民生活出行更加

便利。其次，公共汽车方面，１９３２ 年，市内多家
公共汽车公司拥有汽车 ９６ 辆，其中华侨投资的
就有 ５６ 辆，占 ５８％ ［１６］；至 １９３５ 年，广州已成立
了 １３ 家公共汽车公司，其中侨资承办的汽车公
司已有 １１ 家［１７］。此外，华侨还投资专营汽车修

理、装配零件的公司。

华侨投资近代公共交通以后，广州市内和市

郊的交通大为改观，由过去的轿子、人力车逐渐

过渡到汽车，极大地推动了广州近代交通的发展

变革。公交运营线路不断增加，公共交通系统更

加完善，近代城市空间功能不断优化。

（四）城市发展格局逐渐拓展



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 ５５　　　

２０ 世纪以来，近代工业的发展推进了市场繁
荣，经济、社会发展迅速，也带动了房地产业的

兴旺，大量华侨投资房地产，扩展了城市地域范

围。广州城市空间布局和结构功能也发生了很大

变化，形成了不同于传统城市的发展格局。

华侨投资国内企业的一个显著现象，是对房

地产业的投资特别大，无论是在投资户数、投资

数量，还是所占据比重等方面都很大，而且远远

高于其他行业的投资［１８］。华侨大量投资广州房地

产，以至砖、瓦、木石等建筑材料一时求过于

供，价格突飞猛涨，依靠大量进口来填补。 “广

州港水泥大增，由上年 ４７１６７ 担升至 ８７９３６ 担，
玻璃片进口由上年 ４４６２２ 丁方尺升至 ７１４４１ 丁方
尺，皆因省城内外建筑新式屋宇及各项工程甚

多，而销场更广”［１９］。１９２３—１９３７ 年 １５ 年间，
华侨在广州市投资的侨房约有 ７０００ 多座，投资
金额达到 ９０００ 万美元［２０］。通过以上数据，可以

看出华侨在广州购地置业的规模。

华侨之所以投资房地产业，固然与老一辈华

侨 “落叶归根”的念头有关，汇款回家乡购置房

产，以备自己还乡养老，而投资房地产利润比较

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
人口增长很快，对房屋需求量较大，而且置业利

息最低为八厘到一分，最高的一分以上，而以实

业资本为周转的银行利息却低二厘到一厘［２１］。华

侨企业家们认为，“炒地皮有利可图”，“土地经

过几次转手，价值增了三四倍”［２２］。可见，投资

房地产收益较大，不仅高于银行的利润，而且也

高于民营工业。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华侨大规模

投资广州房地产，推动了城市区域的开发，引入

西式风格的建筑设计，丰富了广州建筑风貌的国

际化元素，也奠定了广州近代城市的发展格局。

（五）市民休闲娱乐生活增多，生活观念发

生转变

衡量传统社会是否在向近代转变，最重要的

指标之一，就是看该社会的成员在多大程度上冲

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２３］，广州市民对电影等新事

物的接受，意味着他们冲破了传统社会观念，人

们的社会生活逐渐向近代转型发展，不仅增加了

新内容，而且影响了当时的社会风气。

华侨投资的广州服务业中，占首位的是影院

业，很多美籍华侨相继投资了电影、戏院项目，

兴建了戏院、电影院等休闲设施。当时，大多数

广州戏院是由华侨投资或者合资经营的［２４］，特别

是在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建造的主要影剧院，几
乎都有华侨的股份［２５］。这些休闲设施的兴建，不

仅传承了传统戏剧文化，增加了新的文化内容，

而且丰富了市民的业余生活。华侨把西方电影传

入广州，增加了市民消费文化的多样性，一定程

度上也提高了市民的精神生活质量。在华侨的影

响下，广州市民的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无论

是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方式方面，还是思想观

念、生活态度和社会风尚等方面，都在发生巨大

变化。

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过

去那种消费单一的生活方式，日益为新型的多样

性的消费模式所替代，从而逐步形成一种以追求

生活质量、丰富业余生活为主调的消费娱乐文

化［２６］，市民消费生活的选择性日益多元。这些新

兴的戏院和影院等设施，激发了市民的消费欲

望，深刻影响了广州市民的生活格调和心态世

界，体现出追逐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式的特

点，广州城市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风尚日益向近

代转型发展。

二、海外华侨投资广州建设与发展的原因探

讨

在广州城市近代化历程中，华侨资本大量进

入广州，资金回报率高固然是一个原因，而广州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良好的社会环境，也是吸引

华侨投资的重要因素。

（一）交通便利，社会稳定

广州地处珠江口北缘，南濒大海，毗邻港

澳，连接珠三角，既是岭南与中原及域外交往的

聚集地，也是三江货物的聚散地，具有得天独厚

的地理优势［２７］，交通便利，一直是岭南的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民国初期，广州市区马路迅速

发展，临近各县的郊外公路也逐渐打通，全省以

广州为中心，分布在省内的 １７ 条主要公路线和
３２６ 条支线，修建公路的总长达 ４０００ 多公里，这
个里程数在全国各省排列第一［２８］。１９２１ 年先开
辟省内的长途汽车运输线，随后逐渐扩展并伸向

外省，到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已形成省内及省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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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长途运输网，广东全省 １９３４ 年 ８ 月时的公路
总长约为 １７８８０ 公里，居全国第一位［２９］。随着各

公路干线的开通运营，１９３４ 年，全市的 １５ 家官
营和私营长途汽车公司有 １２７８ 辆长途汽车投入
营运［３０］，总长 １７８８０ 公里的公路，分为 “省道、

县道、乡道数种”［３１］。同时，广州铁路交通、水

上航运和航空线路发展也比较快。广三路、广九

路均与粤汉路接轨相通，广州作为铁路交通中心

的地位和作用，得以进一步凸显出来［３２］。１９３２
年，广州港务局设立，开设 ２４ 条航线，与广州
通航的珠江三角洲的县达 １１ 个，占全部市县总
数的 ６４％。此外，在西堤建立了西南航空公司，
沪粤线等 ５ 条航空线于 １９３２ 年全部通航［３３］。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以广州为中心的陆路、水路和航
空立体交通网逐渐形成，广州便利的交通条件不

仅促进了物资交换与对外贸易发展，而且也吸引

了大量华侨资本。

此外，与周边侨乡相比，广州稳定的社会环

境也是吸引华侨资本的重要因素。２０ 世纪初期，
广州社会环境稳定，具有良好的投资环境，这是

当时华侨积极投资的重要原因。１９２９ 年陈济棠上
台后，大力发展经济， “澄清吏治，发展交通，

进一步公共社会治安，为华侨回国兴办实业创造

更为良好的条件”［３４］。而邻近的台山、开平等侨

乡，匪患较多，华侨财产受到一定程度威胁，时

常受到土匪的抢劫与迫害。故而，近代华侨投资

广州 市 的 金 额 比 较 大，折 合 人 民 币 约 为

１４５１１２７５０元，占广东省的 ３７. ５％ ［３５］，为三分之

一强。可以说，广州稳定的社会治安，为吸引华

侨投资提供了一定的社会环境和发展条件。

（二）政府吸引侨资，提供优惠措施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政府颁布了保护华侨法

令，对华侨回国投资建设、置业定居给予保护和

优惠照顾，极大地鼓舞了华侨投资广州建设的热

情。１９２３ 年 １２ 月，孙中山以广东陆海军大元帅
身份宣布成立广州侨务局，并兼任局长，鼓励华

侨回国置业。在 １９３３ 年提出的 《关于扶植商务

以吸引侨商投资实业提案》中，指出 “华侨投资

之热心与毅力，是诚发国内经济，救济百业之要

着也……厘订奖励及保障侨商投资实业办法，切

实施行”［３６］，积极鼓励华侨投资广州经济建设。

在税收方面，“豁免地方一切苛捐杂税，使华侨

投资经营事业，不至多所顾虑”，并成立华侨投

资指导所，为华侨在广州投资实业提供咨询业

务［３７］。华侨子女教育方面，规定任何一间学校

“应一律免其学费，俾华侨踊跃回国之心”［３８］，

以解除华侨回国投资的顾虑，华侨投资广州建设

的热情大为增加。

（三）广州近代市政建设发展需求

２０ 世纪初期，广州社会经济发展较快，初步
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近代工业体系，城市人口

增长迅速。１９１０ 年，广东省垣警界区域人口达
５１７５９６ 人［３９］，城市人口不断增多，也推动了市

政建设的发展。１９１８ 年 １０ 月，广州市政公所成
立，决定拆墙修路，拓宽市区马路。这是近代广

州第一个大的市政建设工程，城墙的消失意味着

广州传统的城市形态机理不复存在，标志着广州

城市发展突破了原来的封闭状态，完成了城市形

态在地域上的近代转变，这一转变对华侨资本有

着巨大的发展需求。

１９２１ 年，广州市政公所改组为广州市政厅，
规定 “广州市为地方行政区域，直接隶属于省政

府，不入县行政范围”［４０］，标志着广州正式建

市，成为中国第一个城市型的政区。孙科出任广

州市市长后，率先实行市政改革，致力于市区的

马路拓宽与建设，对城市规划和建设更加重视。

“自建设市政府以来，十有余载，百废俱兴，市

政成绩，突飞猛进，其所成就最为易见者，为马

路居多，盖以一旧式中国城市，蜕化成新，其先

决问题，厥为开路，路政解决，交通利便，然后

各部推行，迎刃而解也”［４１］。所以，广州市区马

路建筑速度很快，数量非常多，城市建设多维同

步推进。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华侨投资房地产是

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
广州华侨房地产业的全盛期恰好与 “国民党政府

期间广东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相吻合［４２］。随

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华侨资本的进入，广州市政

建设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近代化转型。

三、结语

近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不可逆转的文明发展

趋势，不同区域的人类文明发展具有一定的差异

性［４３］。不同于西方城市的发展逻辑，近代中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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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华势力与中国社会内部结

构变革所产生的推动力的双重影响下的特殊发展

模式［４４］。广州城市的近代化并非传统城市的自然

发展，广州开启近代化发展历程也受多种因素推

动。其中，海外华侨在广州城市近代化进程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

响，想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带着资金、设备和

技术回国办厂，投资广州诸多领域，推动了广州

的城市经济由传统向近代转变。

广州作为世界上近代化的后发城市，华侨投

资对城市近代化影响巨大。一是促进了城市经济

发展。资本、技术、贸易、信息等通过华侨引进

来，促进了广州近代工业的发展，形成了门类比

较齐全的近代工业体系；金融与商业也获得了很

大发展，推动了广州城市传统产业结构转型升

级，保障了广州在近代城市化中居于全国前列，

影响了城市近代经济发展格局。二是推动了广州

城市建设与发展。华侨引入的新式交通工具，改

善了城市公共交通条件，促进了近代交通的发

展；投资房地产不仅拓展了城市发展地域，而且

打破了传统城市发展空间格局，优化了广州近代

城市空间结构和城市功能。三是电影和戏院等丰

富了市民休闲娱乐方式。华侨投资影院，将海外

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带入广州，不仅影响了民

众的社会观念和生活方式，而且引领了广州的休

闲文化潮流。所以说，海外华侨在广州城市近代

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在物质和技

术领域，催生了新技术、新业务，而且在思想观

念和社会习尚等方面，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广州城

市文化和市民生活，拉近了广州与世界城市近代

化发展的距离。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 “广大海外侨胞有着

赤忱的爱国情怀、雄厚的经济实力、丰富的智力

资源、广泛的商业人脉，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力

量。只要海内外中华儿女紧密团结起来，有力出

力，有智出智，团结一心奋斗，就一定能够汇聚

起实现梦想的强大力量”［４５］。在广州城市近代化

的进程中，华侨投资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应该

充分利用华侨华人这一资源优势，以侨引资、以

侨引智，鼓励海外侨胞参与广州城市建设，助力

广州打造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桥头

堡，进一步推动广州城市的国际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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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委组织部、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广州市商务局、广州市地

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等 １０ 个部门发文正式发起，并于当月
同期开班；２０２３ 年 ４ 月，“新时代穗商培养工程”首期学
员顺利结业，第二期正式启动。

② 相关数据出自广州市工商联《关于“新时代穗商培养工
程”第一期开展情况的总结报告》及问卷调研报告。

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起，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组织开展了非
公有制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活动以“增强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

政府的信任、对企业发展的信心、对社会的信誉”（简称

“四信”）为主要内容，对“两个健康”产生了深远影响。

④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
会成立 ７０ 周年的贺信》中指出，“希望广大民营经济人
士切实贯彻新发展理念，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争做爱

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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