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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用人口社会学理论分析了美国和加拿大新华侨华人的职业结构及影响因素。文章认为 , 20世纪 70年代

后进入美国和加拿大的华人应被视为新华侨华人。目前 , 海外华侨华人大约 3500万 , 美国华人有 330万 , 加拿大华裔有

120万。美国和加拿大新增加的华人人口中 , 新华侨华人约占 2 /3。加拿大的新华侨华人主要集中在大城市 , 其中 70%以

上集中在多伦多、温哥华。19世纪至 20世纪 60年代美国华人移民基本上集中在西海岸地区 , 从 1970年开始 , 华人集中而

居的状况开始发生变化 , 区域分散化趋势日渐明显。美国和加拿大新华侨华人的职业结构总体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即由

体力型向智力型转变 , 新华侨华人的经济地位也随之提高了很多。但是 , 新华侨华人中贫富差别严重。影响新华侨华人职

业结构的因素有 : 美、加、中三国移民政策的调整放宽了对移民出入境的限制 ; 华人人口结构发生的变化影响了其职业结

构 ; 知识结构的变化和劳动力市场也对新华侨华人职业结构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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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occupational structure of new Chinese imm igrants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heory of the Population Sociology. In this paper, the Chinese who entered into the U. S.
and Canada in 1970 s are regarded as the new imm igrants. Generally,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 lace in occupa2
tional structure of new Chinese imm igrants in the U. S. and Canada since 1970 s, that is, from physical type to
intelligent type. Correspondingly, new Chinese imm igrantsπ econom ic position increased as well, thoug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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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 S. , Canada and China; the change of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the change of the intellectual structure
and labor market.

　　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以来 , 新华侨华人或新移民问

题成为侨史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之一 , 并取得了不少成果。

美国和加拿大是新华侨华人最多的两个国家 , 研究这两个

国家的新华侨华人 , 对于了解侨情特点和发展趋势 , 进而

有目的地开展侨务工作具有重要意义。然而 , 近年来由于

资料的缺乏 , 学界关注美、加新华侨华人的职业构成与经

济地位的成果不多见 , 更没有把这两个国家新华侨华人的

职业和经济状况进行比较 [ 1 ] , 只是有学者对美、加华裔新

生代的特点作过社会调查和分析 [ 2 ] , 因此 , 深入研究美

国、加拿大新华侨华人的职业结构及其影响因素 , 对于新

华侨华人融入当地社会 , 促进中美、中加之间的经济、文

化交流与合作 , 构建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 , 具有重要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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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现实意义。

一 对美、加新华侨华人的界定
新华侨华人也叫做新移民 , 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界定。

学界对新华侨华人有多种界定。一种意见认为 , 所谓新华

侨华人指的是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大陆公民移居国外并取

得永久居住权或加入当地国籍的华侨或华人 [ 3 ]。第二种意

见主张华人新移民是从 20世纪 50年代开始移居的 , 华人

新移民 “来自中国的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和其他东南

亚国家。”[ 4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我认为 , 美国、加拿大

的新华侨华人应该是指从 20世纪 70年代开始移居美国、

加拿大的中国人 , 他们来自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和东

南亚国家且在美国、加拿大取得永久居住权或加入当地

国籍。

之所以把新华侨华人移居的时间确定在 20世纪 70年

代以后 , 是因为美国在 1965年颁布了新的移民法 , 即 1965

年 《移民与国籍法 》, 这项法律被视为 “自 1924年移民法

以来美国移民政策最重大也是最重要修改的法律 ”[ 5 ]。

1965年改革以前 , “移民的大多数来自欧洲 , 1965年改革

导致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比美国历史上任何时候比

例都高 , 到 1990年 , 到美国的 85%的移民来自这两个地

区。”[ 6 ]麦礼谦教授也指出 : “撤消对亚洲移民的限制 , 中

国及其他亚洲太平洋国家每年的摊额可以高达 2万名 , 华

人移民与欧洲美洲各国移民享有相等的待遇。”[ 7 ]按照社会

学家丹尼尔 ·贝尔 (Daniel Bell) 的意见 , 从 20世纪 70年

代起 , 美国进入 “后工业社会 ”, 有一些学者称这个新阶

段为 “信息时代 ”[ 8 ]。从一定意义上说 , 美国社会形态发

生了变化 , 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因而 , 在 “后工业

社会 ”进入美国的移民应该被视为新移民。

在加拿大 , 多元文化政策是联邦政府于 1971年建立框

架的 , 承认加拿大人口的文化多样性 , 这个问题涉及种族、

民族和族群来源、肤色和宗教 [ 9 ]。1971年 , 特鲁多总理在

下议院讲话指出 , 现在应该改弦更张了 , “要破除种族歧

视的态度以及文化猜疑 ⋯⋯ (并且 ) 形成一个以对各民族

实行公平待遇为根据的社会基础 ”[ 10 ]。也就在这一年 , 加

拿大政府宣布实行多元文化和多元民族的政策。在多元文

化政策下 , 欧洲移民比例下降 , 亚洲移民增多。1965年至

2001年之间 , 到加拿大的欧洲移民从 73%下降到 10%。到

2001年 , 大约有 1600万移民来到加拿大 , 其中约有 200万

是在 1991—2001十年期间移居的。这些移民的 2 /3来自亚

洲 , 主要来自中国、印度、巴基斯坦、韩国和菲律宾 [ 11 ]。

加拿大的多元化政策不仅促进了加拿大的进一步繁荣发展

和综合国力的提升 , 而且促进了华人社会的发展 , 也为日

益多元化的世界树立了一个宽容、和谐与民族融合的榜样。

在这里 , 我们引证列宁对欧洲的老侨民和新侨民所做

的界定 , 或许能为我们界定新华侨华人提供某种参照。列

宁在 《资本主义和工人移民 》中说 : “1880年以前 , 大部

分是来自古老文明国家英国、德国 , 一部分是瑞典的所谓

老侨民。甚至 1890年以前 , 英德侨民的总和一直超过侨民

总数的一半。从 1880年起 , 东欧和南欧即奥地利、意大利

和俄国的所谓新侨民开始非常迅速地增多起来。”[ 12 ]列宁在

这里明确了三个意思 : 第一 , 以 1890年为时间断线 , 1890

年之前的移民为老侨民 , 1890年之后的移民为新侨民 ; 第

二 , 对移民来源地做了区分 , 老侨民来自西欧和北欧 , 新

侨民则来自南欧和东欧 ; 第三 , 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从世

界各国得到了最刚毅、最能劳动的工人而日益迅速地向前

发展。

有学者认为 , 中国从 1978年实行开放政策 , 之后开始

大量派遣留学生 , 因此 , 新移民的时间划分应从 1978年算

起。从一定意义上说 , 这种时间上的区分有一定道理。但

是 , 笔者觉得新老移民的区分 , 不仅要站在中国的角度看

问题 , 还应看到移民输入国的国情。如果综合考虑美国和

加拿大的情况 , 以 20世纪 70年代作为确定新华侨华人的

时间标志比较合适。

二 美、加新华侨华人的人口规模
与分布

美、加新华侨华人的人口规模究竟有多少 ? 至今没有

一个公认的准确说法。这里有两个数字需要弄清楚 , 一是

中国公民移居海外的人数 , 二是到美国、加拿大的新华侨

华人人数。

美国学者达德利 ·波斯顿等人认为 , 截止到 1990年

时 , 分布在世界 136个国家的华人有 3700万人 [ 13 ]。国务

院侨办认为 , 改革开放以来有 200万中国公民移居海外。

据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的数据 , 改革开放至 1996年 , 移居

国外的中国公民至少 60万人 [ 14 ] , 其中留学人员占出国人

数的比例较大。对各类留学人员的情况进行统计是教育部

作为全国留学工作归口管理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 , 也是我

国开展留学与人才工作、进行国际教育交流的基础性工作。

2006年度 , 以 108个国家、126个我国驻外使 (领 ) 馆报

回的统计数据为基础 , 综合主要留学去向国的驻华使馆、

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国内有关留学服务机构提供的留学

情况统计数据 , 并参考我国各省 (市、自治区 ) 的教育和

人事部门、国家有关部委及直属高校提供的留学统计数据

和国内有关机构的留学信息报道等 , 教育部公布的统计结

果如下 : 从 1978年到 2006年底 , 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

达 10617万人 , 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 2715万人 ; 以留学身

份出国 , 目前在外的留学人员有 7912万人 , 其中 5813万

人正在国外进行本科、硕士、博士阶段的学习以及从事博

士后研究或学术访问等 [ 15 ]。

关于美国、加拿大的新华侨华人人数说法不一。蔡德

奇、江永良认为 , 在海外华人人口增长中 , 美洲华人人口

增长最快 , 由 1950年的约 29万增至 2000年的约 560万人

(1990年约为 280万人 ) , 其中 70%以上又集中在北美的

美、加两国。美国和加拿大经济发达 , 成为新华侨华人的

主要流向地。美国 1980年华人人口为 80万人 , 1990年增

至约 160万人 , 目前则增至约 300万 , 几乎每 10年翻一

番 ; 增加的人口中有近 2 /3为新移民。加拿大的华人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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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来增长了约 10万人 , 已超过 100万 , 比美国的华人增

长率高得多 [ 16 ]。赵和曼认为 , 1979—2001年美国的中国大

陆移民 (新华侨华人 ) 总数有 60 - 70万 [ 17 ]。朱慧玲认为 ,

随着中美两国相关政策和国际大环境等的变化 , 美国华社

人口由 1973年的 43万人激增到 2004年的 335万人 [ 18 ]。赵

红英认为 , 大陆新移民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北美而且数量超

过了半数以上 , 约有 60万。美国现有华侨华人 200多万 ,

其中大陆新移民有 30万。在加拿大 80多万的华侨华人中 ,

大陆移民就占了 1 /3, 其中多数是改革开放 , 特别是 90年

代后移居加拿大的 [ 19 ]。

综合上述各位专家的意见 , 我认为海外华侨华人大约

3500万 , 几乎遍布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 [ 20 ]。20世纪

80年代 , 有 73, 000中国人移民到加拿大 , 345, 000中国

人移民到美国 [ 21 ]。根据权威的 《美国移民百科全书 》提供

的资料 , 1990年美国华人达到 165万人 , 其中 69%是在国

外出生的 , 31%是在美国出生的。国外出生的华人包括来

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东南亚的华人。中国移民中

66%来自中国大陆 , 20%来自台湾、14%来自香港 [ 22 ]。根

据 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结果 , 华裔人口在 20世纪 90年代

大幅增加并成为最大的亚裔族群。1990—2000年间 , 华裔

美国人增长 48% , 达到 270万人 , 其中 230万人为单华裔 ,

另有 40万人为华裔与其他族裔的混血人口 [ 23 ]。根据美国

联邦普查局 2007年 3月 1日最新公布的有关亚裔人口数

据 , 美国华人有 330万 [ 24 ]。根据 2001年加拿大人口统计

局的公布资料 , 加拿大华裔有 120万 [ 25 ]。美国和加拿大的

新华侨华人到底有多少 ? 无法拿出一个精确的数字 , 但是

根据各种研究 , 新增加的华人人口中 , 新华侨华人约占 2 /

3的说法比较可信。

加拿大的新华侨华人主要集中在大城市 , 70%以上集

中在多伦多、温哥华 [ 26 ] , 其中 40%居住在多伦多 , 32%居

住在温哥华 [ 27 ]。

19世纪至 20世纪 60年代 , 美国华人移民基本上集中

在西海岸地区 , 从 1970年开始 , 华人集中而居的状况开始

发生变化 , 区域分散化趋势日渐明显。在 1970—1980年 ,

居住在美国南部和中西部的华人分别增长了 1013%和

618% , 远远高于东北部和西部地区。当然 , 这种分散化的

趋势并未撼动华人高度集中于西部的传统格局。1990年 ,

西部华人占全美华人的 5214% , 东北部为 27% , 中西部和

南部分别为 811%和 1214% [ 28 ]。由于历史的原因 , 当代美

国华人大都居住在城市 , 来自中国大陆、香港的移民在

1991年主要居住在三个城市地区 : 纽约、旧金山、洛杉

矶 ; 来自台北的移民有一点不同 , 他们选择居住在洛杉矶、

纽约、圣约瑟。从某种程度来说 , 华人移民选择居住在城

市 , 影响了移民流动和与此相伴的职业需求。台湾移民中

掌握高技术的技术工人比例较高 , 他们中的许多人选择居

住在洛杉矶和远离城市的郊外是因为能在高技术、航空工

业和亚太企业中找到工作机会。来自中国大陆的许多人由

于教育、工作经历、英语熟练程度等原因 , 蜂拥到纽约或

旧金山 , 利用族群经济、族群网络去寻找工作机会 [ 29 ]。

根据 2001年的统计 , 华裔最多的十个州依次是 : 加利

福尼亚 (980, 642人 )、纽约 ( 424, 774人 )、得克萨斯

(105, 829 人 )、新 泽 西 ( 100, 355 人 )、马 萨 诸 塞

(84, 392人 )、伊利诺伊 (76, 725人 )、华盛顿 (59, 914

人 )、夏威夷 ( 56, 600人 )、宾夕法尼亚 (50, 650人 )、

马里兰 (49, 400人 ) [ 30 ]。

三 美、加新华侨华人的职业构成
按照人口社会学理论 , 人口职业结构是指社会中人口

职业的分布状况 , 依据不同的标准可有不同的分类。第一 ,

以就业状况分类 , 职业结构可分在业人口和不在业人口。

在业人口是指 15及 15周岁以上的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

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口。第二 , 以产业部门分布 ,

职业结构可分为三种产业结构。第一产业为农业 , 第二产

业为工业 , 第三产业为各种服务业。第三 , 依据各种产业

部门的劳动分工 , 人口可分为更加具体化的职业结构 [ 31 ]。

20世纪 70年代以后 , 美国、加拿大新华侨华人的职

业日益多元 , 从事专门及科技类职业的人口比例在不断上

升 , 经济地位不断提高。从美国新华侨华人职业构成特点

来说 , 第一 , 战后美国华人的职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即由体力型向智力型转变 , 从事技术类的职业比例在不断

上升。李小兵等人认为 , “华人中从事专门及科技类职业

的比例在 1940 年仅占有职业华人的 215% , 1950 年占

616% , 到 1960年上升为 2013% , 1970年达 26% , 而到

1980年则增加到 30%。有不少从事各类专门、科技和文教

工作的华人学者、专家、科学家和工程师成就突出 , 已成

为美国科学研究和文化教育领域中的重要力量 , 有多位华

人获得诺贝尔奖。据 1989年美国统计资料显示 , 美国华人

中从事教育、科研、工程、医学和会计等的专业人员共有

15万人 , 约占美国华人总数的 20%。全美大约 12万的第

一流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中 , 华人占 3万余人。”[ 32 ]

第二 , 从产业部门分布来看 , 美国新华侨华人主要集

中在第二、第三产业部门 , 且行业分布在不断变化。黄润

龙认为 , 1989年 , 16岁及以上从事劳动生产的华人中 , 绝

大多数工作于零售业 ( 2413% )、专业技术及相关服务行

业 (2311% ) 和制造业 ( 1816% )。如果与同期当地居民

相比 , 华人相对集中在餐饮业 ( 1511%ζ 417% )、纺织成

衣业 ( 514% ζ 116% ) 等 行 业。华 人 较 少 在 建 筑 业

(214%ζ 612% )、农林渔业 (014%ζ 217% )。如果按产业

划分 , 015%的华人工作在第一产业 (当地居民为 217% ) ,

2112%和 7813%的美籍华人工作在第二、第三产业 (当地

居民为 2416%和 7218% )。如果与十年前相比 , 美国华人

的行业分布有了一定的变动 , 1989年华人在服务业、批发

销售业、保险金融业分别增加了 117、114和 114个百分

点 , 而在零售业、制造业、公共管理部门减少了 214、117

和 114个百分点。如果与同期美籍亚裔人相比 , 华人在农

林业、建筑业、娱乐业比例最低 , 而在零售行业比例为

最高 [ 33 ]。

第三 , 美国新华侨华人在科技、经济领域取得突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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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赵红英总结了美国的华人新移民在教育、金融领域所

取得的成就。她说 , 1995年获美国总统教育奖的 5位华

人 , 都是 80年代后才从大陆迁居美国的。在哈佛大学、耶

鲁大学有几十名大学教授是华人 ; 纽约华尔街有近 200名

新移民在金融机构工作。华尔街第二大投资银行的中国部

主管、香港公司总经理就是 80年代中期赴美的中国大陆留

学生 , 他被著名的金融杂志评选为全球 50个最优秀的银行

家之一。芝加哥摩托罗拉总部有 400多名华侨华人新移民 ,

底特律公司汽车企业则雇佣了 2000多名 [ 34 ]。

第四 , 从具体职业结构来说 , 美国新华侨华人从事管

理、专业性工作比例超过美国人。美国官方公布的 2004年

美国社区调查的结果表明 , 美国华裔职业分布如下 : 51%

从事管理及其它专业性工作 (全美平均 3411% ) , 2115%

从事销售及办公室工作 , 17%从事服务业工作 , 718%从事

生产、运输类工作 , 216%从事建筑及维修工作 , 011%从

事农业、渔业和林业 [ 35 ]。

从加拿大新华侨华人职业构成特点来说 , 加拿大多元

文化政策的实施 , 不仅使华裔取得了平等的政治、社会地

位 , 还使华裔在职业选择上更加多样化 , 在职业层级上也

大有提高。与二战前华裔局限于族裔企业、服务领域相比 ,

多元文化政策颁行以后 , 华裔在加拿大的从业领域更为广

泛 , 并且 , 在管理、专职性工作、技术等高位职业领域 ,

华裔也有自己的阵地。黄昆章教授指出 , 20世纪 70年代

以后 , 加拿大华裔从事专业工作的越来越多 , “70年代 ,

有 2 /5华人在销售部门和私人服务行业或服务行业的职业。

20%华人属于白领阶层。进入八九十年代 , 有更多华人从

事专业性工作。”[ 36 ]

王俊芳也认为 , 华裔从事管理、办公室及专业工作的

比例不断提升 , 即从 1971 年的 30%上升到 1981 年的

4112%。1981年和 1991年调查数据显示 , 在专职和其他白

领行业 , 华裔不再处于劣势状态。而在 10年以前华裔在这

些领域所占比重还非常低 , 根本无法与其他加拿大人

相比 [ 37 ]。

可见 , 美国和加拿大的新华侨华人从事专门及科技类

职业的比例在不断上升。华人从事的行业多元化是当今华

人职业结构的发展趋势。由于北美华人移民的时间和基础

不同 , 所以华人的行业多元化也不同。如加拿大华人在全

国各大城市开拓的商业、贸易、房地产和金融等现代经济

领域 , 带来了新的经济力量 [ 38 ] ; 美国华人在科技和信息领

域的作为颇引人注目。

四 美、加新华侨华人的经济地位
比较

华侨华人的职业构成多元 , 而且从事技术、管理工作

的比例提升 , 这带来了华侨、华人经济地位的提升、家庭

经济状况的改善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

目前 , 美国全部华人年收入总额约为 1000亿美元 , 仅

占美国国民年收入总额的 1 /75。但值得重视的是 , 美、加

华人经济发展极为迅速 , 由原来的经营饮食、制衣业转向

新兴产业 , 尤其是近 10年来随着新移民的大量涌入 , 华人

在金融、房地产和高科技领域颇有建树。据 20世纪 90年

代初的统计 , 美国华资金融机构约有 80多家 , 资产总额在

70亿美元以上 ; 加拿大华人金融机构约有 70多家 , 总资

产约 8000多万美元 [ 39 ]。

华侨、华人家庭经济状况与美国平均水平相比 , 似略

胜一筹 , 但与美国印度裔相比则逊色不少。“1970年 , 在

美国做工的华人中 56%是报酬比较高的白领职业。这一数

字绝对高于美国做工人的一般情况。”[ 40 ]美国联邦人口调查

局 2006年 11月公布的 2005年美国社区调查显示 , 华裔作

为全美最大的亚裔人口群体 , 其家庭收入、人均收入都超

过全美平均水平 , 也超过白人、非洲族裔和西语的各项统

计。家庭平均收入 , 全美是 416242万元 , 华裔为 519571

万元 , 印度裔为 713575万元。平均个人收入 , 全美平均

215035万元 , 华裔为 219396万元 , 印度裔 313431万元。

高薪职业状况 , 全美从事管理、专业和技能工作的人口为

3411% , 华裔同比为 5319% , 印度裔为 6118%。贫困率 ,

全美是 1012% , 华裔 919% , 印度裔 611% [ 41 ]。

另据 2000年对亚裔各族群的社会经济状况调查 , 华裔

在家庭平均年收入和人均年均收入上比美国印度裔、菲律

宾裔、日裔逊色。这方面的情况可参见李爱慧博士的文章

《透视当代美国华人的社会经济地位 》 (《东南亚研究 》

2005年第 4期 )。

另外 , 我们也看到 , 华人群体的贫富差别明显。具体

体现在 : 第一 , 从家庭收入来看 , 华人表现出的贫富不均

的特点是两头高、中间低。例如 , 1989年华人家庭中年平

均收入低于 5000美元的占 4146% , 而所有美国家庭中只有

3197% ; 与此相对照 , 华人家庭中年平均收入高于 5万美

元的达到 40174% , 而所有美国家庭中仅有 29198%。相比

较来说 , 华人家庭收入的贫富分化现象更为突出 [ 42 ]。在纽

约 , 24, 745个华人家庭 (占 21% ) 年收入超过 10万美

元 , 而 34, 514个华人家庭 (占 30% ) 年收入不到 2万美

元。第二 , 从地区差别来看 , 美国西部华人的经济情况比

东部普遍要好。加州等地方的华人受教育程度较高 , 生活

条件较好。加州有很长的华人移民历史 , 又是华人人口最

多的一个州 , 当地的华人政策以及公共系统要比纽约完善。

因此 , 有人认为在美华人有一半处于贫困状态 [ 43 ]。第三 ,

从居住条件来看 , 越来越多的华人跻身美国中产阶级的社

会阶层 , 定居于以中产阶级白人为主的美国大城市的郊区 ,

享受着主流社会的生活方式 , 但很多华人 , 尤其是那些靠

亲戚资助来美的新移民 , 仍然聚居于美国大城市中心的唐

人街。而不少唐人街存在就业机会有限 , 工作环境危险、

不健康 , 居住条件拥挤不堪、低于法定标准 , 以及精神压

抑等问题 [ 44 ]。

按职业性质 , 加拿大华侨华人的经济收入大致可分为

三类 : 最上层的是富裕阶层 , 他们经营房地产、金融、酒

店、超级市场和大型现代化多元化工厂 ; 中层人员拥有一

定资金 , 自己开办中小型商店、餐馆 , 从事会计、工程师、

医生等职业的专业人员也属于此类人员 ; 下层指的是受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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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别人的服务行业的人员、店员、餐馆工人以及各种工厂

的工人等。有职业的华侨华人 , 受过 18年教育者 , 1981

年年均收入为 118万加元 , 比犹太人和英国人低 , 但比黑

人高 , 1988年的年均收入为 214万元。据加拿大 D1J1C市

场调查公司研究员可罗汉 1996年的调查 , 华侨华人家庭年

均收入为 417万加元 , 35%华侨以现金购买物业 , 68%拥

有家庭电脑 , 33%有无线电话 , 37%有家庭卡拉 OK, 35%

有传真机 , 20%投资于互惠基金会 , 25%有信用卡 , 25%

有外汇户口 [ 45 ]。

家庭购买力反映了新华侨华人的经济地位。大多数加

拿大华人 , 尤其是来自香港的华人 , 为许多行业提供了可

观的市场潜力。尽管统计数据不一 , 估计 1991年温哥华有

华人 119, 300人 , 每个家庭的平均收入为 43, 000加元 , 家

庭的平均人数为 413人 , 按 70%用于消费计算 , 一年购买

力为 83, 500万加元。据报道 , 1992年有 35, 797名香港人

移民加拿大 , 这标志着为加拿大增加了 11, 000万加元的购

买力 [ 46 ]。这表明 , 20世纪 70年代以后 , 加拿大经济的迅

速发展 , 也说明华人通过自身的努力提高了生活水平。

随着华人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 , 华人的住房条件也超

过了平均水平。据 1981年统计 , 73%的华人拥有私人住

房 , 而其他加拿大人只占 7015%。

必须指出的是 , 和过去相比 , 华人的地位的确提高了 ,

势力壮大了。但是 , 应当承认 , 横向相比 , 华人的地位还

不够高。几大城市的调查结果一致表明 , 华人的平均教育

水平最高 , 但相对收入与他们的教育水平不相称 [ 47 ]。

五 影响新华侨华人职业结构的因素

按照人口社会学的有关理论 , 人口、经济、政治以及

文化等因素影响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和职业结构状况。“影

响职业结构和流动的社会经济因素很多 , 包括收入水平、

劳动力市场、就业条件、文化资本和社会网络等。”[ 48 ]学界

在分析影响新华侨华人职业结构的因素时各有侧重。李秀

红在论述美国华人就业结构在二战后发生变化的原因时强

调两点 : 第一 , 华人的文化素质相对提高 ; 第二 , 1965年

移民法的实施 , 使唐人街的民族经济焕发出生机 [ 49 ]。黄昆

章在论述加拿大华侨华人经济状况时则强调 , 华人人口结

构的改变使华人的职业发生显著变化 [ 50 ]。王俊芳在论述加

拿大华裔职业结构发生变化的原因时强调 , 加拿大多元文

化主义政策的实施使华裔在职业选择上更加多样化 [ 51 ]。其

实 , 过于强调某一点 , 都失之偏颇。我认为影响新华侨华

人职业结构的因素有四个 :

第一 , 美、加、中三国移民政策的调整放宽了对中国

公民出境和入境的限制。“美国对移民实行固定配额加类

别优先制 , 加拿大对移民实行计分制 , 使移民数量和质量

得到提高。”[ 52 ]自从 20世纪 70年代以后 , 中国政府允许学

生和学者到国外学习 ,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 更

加放宽国民出国条件。“只要他们在外国有亲属又符合移

民条件 , 中国政府一般都批准他们出境。中国和加拿大建

交后 , 两国总理于 1973年 10月签订家庭团聚移民协定 ,

为一批中国有关居民移居加拿大提供了保证。”[ 53 ] 1976年

中美建交后 , 中国人去美国定居的人数增加 , 当时中国派

出到国外学习的学生 320, 000人 , 几乎一半去了美国 [ 54 ]。

“特别是 1985年 11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境管理

法 》的颁布及随后有关细则的制定 , 简化了出国手续 , 为

中国公民出国提供了法律保障和制度保障 , 极大地方便了

中国公民的移居活动。”[ 55 ]

由于美国 《1965年移民法 》将移民限额的分配原则建

立在国籍基础之上 , 各国移民能够在平等条件下入境 , 因

此该法案实施后 , 许多华人根据自身的条件 , 充分利用移

民法中的各项条款 , 为寻求家庭团聚或谋求自身事业的发

展 , 纷纷迁移美国 , 其规模呈迅速增长之势。据统计 , 在

1961—1990年间 , 每 10年华人移民入境人数分别为 3147

万人、15101万人和 45118万人。到 1990年 , 在美华人总

数达 16415万人 , 占美国人口的 0161% ; 到 2000年 , 在美

华人总数增加到 285万 , 占总人口的 1102%。大批华人移

民入境后 , 对美国华人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使其由 1970

年以前的以当地土生华人为主的社会逐渐转变为一个以外来

移民为主的社会。2000年美国人口统计显示 , 外国出生华

人占华人总数的 7019% , 美国土生华人仅为 2911% [ 56 ]。

加拿大政府在战后调整了移民政策。1947年联邦政府

废除了 1923年禁止中国人入境的政策。尽管开始对中国人

入境人数有所限制 , 但总的趋势越来越宽松。后来每年允

许平均 20万左右的世界各国移民入境 , 其中家庭团聚移民

占很大比例。90年代放宽独立技术移民入境 , 这就为在各

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毕业后到加拿大谋职创造了条件。加

拿大为吸引外资 , 还鼓励商业移民 , 这就为许多香港和台

湾商人到加拿大投资打开方便之门。

第二 , 华人人口结构发生变化 , 这影响了新华侨华人

职业结构。20世纪 70年代以后 , 美、加两国的华人人口

结构都发生了变化 : 其一 , 祖籍结构多样化。二战前加拿

大华人以祖籍中国广东四邑地区为主体 , 二战后尤其是 70

年代以后呈现多样化趋势 , 来自香港、中国大陆、台湾以

及东南亚各国的新移民日益增多 [ 57 ]。美国新华侨华人的来

源地也起了变化。虽然广东人、福建人占多数这个传统的

格局目前仍尚未改变 , 但是原籍地为其他省市的新移民则

大量增多 , 包括来自广西、海南、湖北、上海、北京、天

津、安徽、湖南、江苏、浙江、四川、河南、山东、云南、

辽宁、山西、江西、东北、温州、苏州等地的华人。

其二 , 年龄结构年轻化。由于以家庭团聚名义入境的

移民有不少是 18岁以下的青少年 , 因而使华人人口逐步年

轻化。在加拿大 , 从 1956年至 1984年 , 入境的 15岁至 34

岁者最多 , 占 5311% , 这种趋势到 90年代仍在持续。中国

大陆来的移民都很年轻 , 60%在 30岁以下 , 43%为 15岁

至 29岁 [ 58 ]。周敏曾谈到 , 美国本土出生的华人人口比美

国的平均人口要年轻得多。197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 , 第二

代的华裔平均年龄低于 14岁 ; 200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表

明 , 美国华人的第二代有 44%在 18岁以下 , 10%在 18 -

24岁之间 , 而在美国华人的第一代只有 8%在 18岁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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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 18 - 24岁之间。1990年美国人口普查报告 , 在适龄

就业 (25 - 64岁 ) 的人口中 , 非美国本土出生的华人占

42% [ 59 ]。留学生是新移民中的重要群体 , 他们不但学历

高 , 而且年纪轻。据中国驻美国休斯顿领事馆对 1000名留

学生做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 , “1950年代以后出生的占

90%。已毕业的留学人员主要分布在大学、科研机构、教

育和卫生部门以及各企业的实验室、研究部、发展部等 ,

以其所拥有的专业知识技能从事教学、科研、技术开发和

管理工作。”[ 60 ]

其三 , 男女性别比例趋于平衡。20世纪前半叶 , 移民

到美国的华人子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1925年 , 男女的比

例为 1317ζ 1[ 61 ] ; 20世纪 30年代 , 每年平均只有 60名中

国妇女进入美国 ; 而仅 1948年一年 , 便有 3317名中国妇

女移民美国 ; 在从 1944至 1953年期间进入美国的中国移

民中 , 妇女占 82%。这样 , 华人中男女性别比例逐步从

1940年的 219 ζ 1, 变为 1950年的 118 ζ 1, 和 1960年的

113ζ 1。1970年以后男女性别比例达到 111 ζ 1; 到 1990

年 , 男女性比例达到平衡 [ 62 ]。

加拿大华侨华人男女比例也趋于平衡。战前 , 由于中

国移民以男性劳工为主 , 加以 1923年后加拿大禁止中国妇

女入境 , 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华侨男性比例高于女性。

1921年有的地方如里贾纳、哈利法克斯的华侨男女比例为

60ζ 1。二战后 , 一批华侨妇女眷属得以移居加拿大。尤其

是 1956年后 , 入境的新移民总是妇女多于男子。例如 ,

1956年至 1967年男女比例为 65ζ 100, 1968年至 1976年

为 98ζ 100, 1977年至 1984年为 86ζ 100[ 63 ]。可见 , 加拿

大华侨华人男女比例逐渐趋向平衡和合理。

第三 , 华人知识结构的变化。早期及二战前到美国和

加拿大的中国移民大多数是农民或城市平民 , 文化水平较

低 , 依靠体力劳动为生。二战以后尤其是 70年代以来 , 这

个情况得到改变 , 华人总体文化水平有很大提高。当代美

国华人新移民的社会经济背景各不相同。有一些人与老一

代移民一样 , 来自农村 , 教育程度和技术水平很低 , 到美

国时几乎是身无分文 , 因此他们为了生存下来 , 不得不从

事低薪的体力工作。另一些人则带着家庭存款或雄厚的资

金来到美国 , 他们的教育程度和技术水平超过美国人的平

均水平。“1990年 , 来自中国大陆的成年移民有 31%的人

有大学文凭。”[ 64 ] 1980年至 2000年 , 美国华人的平均教育

水平比全美国平均教育水平高出很多 , 技术水平也相对较

高。根据 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报告显示 , 美国 25岁以上

的成年人口中 , 有大学四年本科学历以上的占 24% , 而华

人占 48% ; 美国 16岁以上就业人口中 , 管理技术白领职位

的占 34% , 而华人占 52% [ 65 ]。

加拿大华人文化水平也有很大提高。对 1981年 15岁

以上 (含 15岁 ) 华人教育程度的调查表明 , 华人受过教

育的平均年限为 12112年 , 而其他加拿大人为 11156年。

大学毕业的华人占 1715% , 高于其他加拿大人 ( 719% ) ,

未完成大学毕业的华人学生占 1113% , 具有此两项文化水

平的华人共计近 30% , 高于其他加拿大人的 2518% [ 66 ]。

第四 , 劳动力市场对新华侨华人职业结构的影响。劳

动力市场分层理论认为 , 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双重劳动力市

场 , 一个可称为高级劳动力市场 ( p rimary labor market) ,

这是为管理层、技术层服务的市场 , 一般集中的是受过大

学教育、具有技术或管理经验的人才。另一个是次级劳动

力市场 ( secondary labor market) , 这是一般劳动力市场 ,

一般工人 , 尤其是非技术工人多属于此类市场 , 这类劳动

力市场中的员工几乎没有机会进入管理阶层或高级劳动力

市场 [ 67 ]。不论是美国华人还是加拿大华人 , 他们参与双重

劳动力市场的竞争 : 一部分人从事管理、技术层服务 ; 另

一部分人为非技术工人 , 从事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工作。

自 1979年以来 , 中国有几十万人到西方国家进修和学

习 , 其中到美国的人数占绝大多数 , 这批人已有相当一部

分获得了博士、硕士学位 , 而且很多人毕业后留在了美国。

他们在美国从事科技、医学、商业、金融、法律、文化、

教育等各种工作。1978—1994年间 , 大约 10多万人获得硕

士学位 , 80%从事理工科研究 , 除部分学成回国外 , 多数

人在完成学业后仍留居在当地。1988—1996年间在美国取

得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为 16, 500人 , 其

中 14, 145人 (约 8515% ) 计划留在美国 , 最后有 7, 935人

(占总数的 4719% ) 最终落实留在了美国。这些高素质的

华人大多进入美国大学及高科技部门工作 [ 68 ]。

有一部分新华侨华人具有职业技能 , 但是由于他们不

懂英语 , 他们的知识和技能不容易在美国发挥作用 , 而且

他们缺乏有关大劳务市场的信息 , 从个人的人才资本得到

承认的程度来说 , 他们开始时的地位只不过相当于城市底

层的人 , 甚或还不如他们。他们在民族劳务市场里也缺乏

竞争力 [ 69 ]。

总体来说 , 20世纪 70年代以后进入美国和加拿大的

华人应被视为新华侨华人。海外华侨华人大约 3500万 , 其

中美国华人有 330万 , 加拿大华裔有 120万。美国和加拿

大新增加的华人人口中 , 新华侨华人约占 2 /3。加拿大的

新华侨华人主要集中在大城市 , 其中 70%以上集中在多伦

多、温哥华。19世纪至 20世纪 60年代美国华人移民基本

上集中在西海岸地区 , 从 1970年开始 , 华人集中而居的状

况开始发生变化 , 区域分散化趋势日渐明显。70年代以

来 , 美国和加拿大新华侨华人的职业结构总体上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 , 即由体力型向智力型转变。新华侨华人的经济

地位与过去老移民相比 , 提高了很多。但是 , 新华侨华人

中贫富差别严重。影响新华侨华人职业结构的因素包括 :

美、加、中三国移民政策的调整 , 放宽了对移民出境和入

境限制 ; 华人人口结构发生变化 , 即祖籍结构多样化、年

龄结构年轻化、男女性比趋于平衡 , 影响了其职业结构 ;

知识结构的变化和劳动力市场也对新华侨华人职业结构产

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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