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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非洲中国移民人口
状况的动态分析

＊

李安山＊＊

内容提要 通过对传统目标国（地）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留尼

汪和南非华人人数和性别的动态统计，可以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来，非洲华人的增长 成 为 一 种 常 态，在 人 口 变 化 方 面 有 三 种 表 现，即

华侨华人增长出现三次小高潮，华侨华人的性别比例逐渐平衡，老一

辈华人中持有中国 国 籍 者 日 益 减 少。近 年 来，尽 管 大 量 非 洲 华 人 返

回中国，但在非华人人数的减少只是暂时的。目前，中非经济关系的

基础有望从贸易转到包括贸易、投资和金融等多方位合作，中非产能

合作基础上的投资加强，中非民间交往与文化交流的促进，大部分非

洲国家仍愿以宽松的移民政策吸引外资，因此，非洲的中国移民的数

量仍会持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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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邮编：１００８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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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ＺＤＡ１４２）阶段性成果。笔者近年来访问非洲时，得到中国使馆和华侨华人的各种帮助。南非侨领姒海先

生、尼日利亚侨领薜晓明先生、中国驻毛里求斯大使李立先生、毛里求斯前部长曾繁兴先生、冯景广先生、华

侨书报社黄导琪社长及各位侨领在本人２０１６年访问时提供帮助，颜先生（Ｍａｘｉｍ）专门驱车陪同本人祭拜华

人墓地；中国驻留尼汪副总领事刘玉俐女士、留 尼 汪 孔 子 学 院 管 美 玲 院 长 和 詹 俏 依 老 师 为 我 的 访 问 提 供 方

便，山西大学外语学院要颖娟老师提供资料，华 人 历 史 学 家 黄 素 珍 教 授 赠 送 书 籍，侨 领 钟 淑 芳、侯 沐 凯 和 陈

庆添先生提供拜谒关帝庙的机会，笔者在此一并致谢。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经 济经历 了 快 速 发 展 的 时 期。与 世 界 其 他 地

区的华人一样，非 洲 华 人 以 坚 忍 不 拔 的 毅 力 和 惊 人 的 洞 察 力，取 得 了 骄 人 业

绩。他们在宗教、社会和文化方面以变化去适应新形势。① 华人的巨大成就和

适时调整与其人口变化紧密相 关。从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以 来，新 移 民 的 出 现 使

“华侨华人”与“中国国际移民”的概念逐渐重合。尽管这种情况差强人意且存

在定义问题，但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现实为基础，这一点难以改变。本文正是在

此基础上使用“移民”这一概念。国际学术界近年来颇为关注在非洲的中国移

民，有学者尝试对非洲中国移民的 人 口数量进 行 估 计，②有 的 试 图用 耸人听闻

的标题来吸引眼球。③ 国内对非洲华侨华人数量也有探讨，但对华侨华人人口

状况及其变化仍缺乏研究。④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２１世纪这段时期，有多种因素对非洲华侨华人

的增长至关重要。战后中国的两岸分治 使中 国人 的生 存 环 境 恶 化，当 时 的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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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策相对宽松；大陆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的土改及其后来的运动引起一些

人的不满而移民国外；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开始 放 宽 对移 民 国 外 的政策等，９０
年代中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为移民提供了好的机遇。这些因素形成了中国人

移民国外的推力。与此同时，战后 各殖民 宗 主 国 为摆 脱 因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带

来的困境，均实行各种殖民地发展计划，希 望 通过 这 些 措 施 来 增 加 出 口，以 英

国尤为突出。① 这种政策无疑刺激了非洲殖民地的发展，形成了华侨移民非洲

的拉力。移民人 口 变 化 包 括 诸 多 因 素，例 如 年 龄 构 成 的 变 化，性 别 比 例 的 变

化，受教育人口的变化，职业的变化，等等。本 文 主 要 探 讨 非 洲 华 侨 华 人 总 数

的变化、性别比例的变化及国籍的变动。除 已 在 非洲 定 居 的 华 人 的 自 然 增 长

率之外，向非洲各地移民的华人可谓持续中有高潮，这主要与中国的政局及相

关政策密切相连，亦与目标地的移民政策和政治局势相关。笔 者 力 图 从 战 后

以来华侨华人移民非洲的三个阶 段、传统 目 的 地 华侨 华人 的 人 口 统计 及 其 变

化、２１世纪以来华侨华人的人口估算及华侨华人性别及国籍 选 择 等方面 进行

分析，试图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一、二战以来华人移民非洲的三个阶段

无论是从华侨华人的四个 传统目标 地（毛里求 斯、马 达 加 斯 加、留 尼 汪 和

南非）还是整个非洲的华侨华人人口演变 的情 况看，战 后 以 来，华侨 华 人 移 民

非洲经历了三个较明显的阶段。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是第一阶段，由于台湾的

“先锋案”对台商在受援国定居经商起到 某种推 动 作 用，在几个传统目的地 华

人人口的数量增长较快；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是第二波，台 湾“先锋案”的影响

继续发酵，受到国际社会孤立的南非以优惠的移民政策吸引了不少华商；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是第三阶段，大量中国“新移民”及中国企业走进非洲带来

新的移民潮。

（一）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代：传统华人移民、四大华人企业与台湾“先锋案”

华侨华人人口在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有一个较大的增长过程，这在毛里求

斯、马达加斯加、留尼汪等地比较明显。在马达加斯加，华人人口从１９４１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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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顺洪等：《大英帝国的瓦解：英国的非洲殖民化与香港问题》，北京：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１９９７年

版，第４７—６４页。



３６３０人增加到１９５１年的４９００人，到１９６１年达到８９００人。① 葡属东非的贝拉

港在１９５０年的统计时有华人６６３人，但到１９５４年警察局统计时，该地华人已

达９７０余，如果将偏远地区的华人统计在内，人 数已 超 过ｌ０００人，再加上洛伦

索—马贵 斯 的 华 人，共 有１７００余 人。② 留 尼 汪 在１９５５年 大 约 有５０００多 华

人，③到１９６７年，华人人数已达１．５万人。毛里求斯的华人移民也在这一时期

大大增加。在１９４４—１９５２年 这 短 短 八 年 中，毛 里 求 斯 的 华 人 增 加 了 近７０００
人。从１９５２—１９６２年，华人新移民共有５０００多人。④ 南非的情况有些 特 殊，

在１９４５—１９５２年间，从中国大陆移民南非的有３４６人；从１９５３—１９６２年的１０
年中，只 有 七 人 从 中 国 移 民 南 非；在１９６３—１９７３年 间，有１７人 从 中 国 移 民

南非。⑤

一些华商看准商机，投资西非，最突出的是尼日利亚的四大华人企业。董

氏家族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投资尼日利亚。董氏集团创始人董纪勋先生看到

尼日利亚资源丰富，商机巨大，毅然从香港来到尼日利亚，靠 投 资 搪 瓷 生 意 起

家。经过三代人近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奋斗，集团发展已具备相当的规模和

实力，现已成为尼日利亚最大的华人企业 之一。李氏 集 团 的 领 头 人 李 文 龙 跟

随父亲于１９６０年代移民尼日利 亚 并创立西 非 格 兰 工 业 公 司。经 过 集 团 不 懈

努力，李氏企业集团已经发展成为集鞋制品、塑料袋及工业用食品包装，钢材、

水泥、地产、运输、食品、羊皮、美容、商业数据服务与搪瓷器具等为一体的综合

性跨国企业集团。华亨集团于１９６３年 落 户 尼 日 利 亚，现 已 成 为 搪 瓷 业、电 缆

及建筑材料的最 大 制 造 企 业 之 一。查 济 民 是 尼 日 利 亚 华 人 企 业 家。２０世 纪

６０年代，非洲国家独立浪潮，查氏集团看准时机，逐渐把香港的业务转向西非，

在尼日利亚、加纳等国投资办厂。１９６４年，在卡杜纳建的统一尼日利亚纺织厂

是中国与非洲国家在纺织业生产、管理和销售方面的第一次合作。

影响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非洲华侨人口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台湾在美国支

持下向非洲提供农业技术 援 助 的“先 锋 案”（Ｖａｎｇｕａｒ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先 锋 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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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行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１９６０年第十五届联合国大会的投票状况

和１９６０年９月新中国与几内亚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并于１１月派遣农业技

术专家到几内亚的行动。“先锋案”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正如龙向阳教授

所指出的那样，“它是当时美国、台湾、非洲新兴国家三方利益交集和政治考量

的一种呈现”。① 这一被称为“先锋案”的援助计划由美国精心策划并实施领

导，台湾只是具体运作者，对此，刘晓鹏博士已有专文论及。② 从１９６１年开始，

在美国的精心策划下，台湾希望通过在农业方面的援助来获得非洲国家在联

合国的支持。

“先锋案”历时１４年，涵盖农、林、副、渔多个领域。虽然美国在１９７０年启

动了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计划，从而对“先锋案”的实施已是半心半意，但被蒙

在鼓里的台湾当局对此项目十分投入，持续到１９７４年。项目包括两方面内

容：一是向非洲派遣各种技术队，如农耕队、技术队、种子中心、渔业队等；二是

为非洲国家培训各类技术人员。据统计，台湾向非洲２５个国家派遣了３９支各

种技术队，包括２３支农耕队、三支兽医队、一支酿造队、四支手工艺队、一支糖

业队、一支油厂队、一支竹工队、一支渔业队、一个良种中心、一个机具制造厂、

一个糖厂工程处和一个公路组等。③ 根据１９６７年的统计，台湾派出农技团的

２３个国家中，有１８个（含利比亚）是非洲国家（后来有所增加）。由台湾派出的

援助人员包括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５１３名农技专家，还有在利比亚的２２８名工

程人员。到１９７０年，台湾在非洲的工作人数已超过８００人。这个由美国政府

出金钱、台湾当局出人力、非洲国家获援助的三赢计划———台湾获得非洲选

票、非洲学习精耕技术、美国可由此安抚蒋介石的躁动并牵制共产党中国，其

结果并不圆满。“至于解决非洲粮食问题，从来不是这个计划中最重要的

考虑。”④

台湾于１９６１年１１月２８日最早向利比里亚派出农技团。受惠于“先锋案”

的国家还有博茨瓦纳（１９６８年２月１日）、喀麦隆（１９６３年，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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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非共和国（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１３日）、乍得（１９６５年４月１７日，１９６８年８月

１６日）、达荷美（即贝宁，１９６３年３月１０日）、埃塞俄比亚（１９６３年８月２１日）、

加蓬（１９６３年１０月２３日）、冈比亚（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１日）、加纳（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１
日）、象牙海岸（即科特迪瓦，１９６３年３月１５日，１９６８年４月２日）、莱索托

（１９６９年１月２４日）、利比亚（１９６２年３月４日）、马达加斯加（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０
日，１９６９年４月１５日）、马拉维（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４日）、毛里塔尼亚（１９６５年１０
月１０日）、毛里求斯（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０日）、尼日尔（１９６４年７月２７日）、卢旺达

（１９６４年１月３０日，１９６８年８月１日）、塞内加尔（１９６４年４月２９日）、塞拉利

昂（１９６４年６月１５日）、斯威士兰（１９６９年９月２３日）、多哥（１９６５年８月６
日）、上沃尔特（即布基纳法索，１９６５年４月１５日）、扎伊尔（即刚果金，１９６６年

８月１２日）等国。①

上述国家在接受援助后，华侨人数迅速增加。有国家的华侨几乎全部由

台湾派去，如利比亚等国。石油是利比亚的经济命脉和主要产业，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发现石油以来，石油开采发展很快，炼油工业迅速崛起。虽然利比亚资金

充足，政府也有意发展，但缺乏人才。利比亚一方面鼓励教育，专家人才则从

国外重金引进，以实施各方面计划。当时，台湾不断向该国派出各方面专家，

包括医务、工程建设、港务、公路及民航各界。这里的工资及待遇远比其他地

方好，年薪高者达３０００利镑（约为８０００余美元），最低的护士也有２５００美元左

右。随同抵达的眷属待遇也不错，利比亚负责交通和宿舍，每两年休假两

个月。②

台湾向非洲派送了不少技术人员，他们涉及多个领域。西非利比里亚的

长期华侨只有三户。台湾“农复会”委员马葆之在利比里亚多年，担任该国农学

院院长，还有在热带植物研究所工作的农业专家骆居骥博士等。１９６１年台湾

派出第一支１４人的农耕队抵达该国，队长邹梅因车祸回台湾。１９７５年，这里

的华侨人数达到１５０人，这与农耕队有直接联系。台湾与喀麦隆的渔业技术

合作始于１９６３年，当年渔业专家冯镛、钟玉麟和袁国成等曾到喀麦隆协助训

练当地人的捕鱼作业。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３１日，台湾又派出农耕队协助训练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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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员，收效颇佳。１９６６年 增 派 专 家 四 人，１９６７年 又 签 订 农 业 技 术 合 作 议

定书，扩大援助规模，援助人员增 至１８人。加 蓬 也 得 到 台 湾 的 援 助。当 地 华

侨只有一人，１９６３年１０月，台湾派出农耕 队员１２人协助加蓬发展农业，后增

至１５人，还担任 训 练 当 地 农 业 技 术 人 员 的 任 务，工 作 人 员 包 括 涂 本 玉、郭 朝

相、蔡翼飞、邓炳辉、童家锭、赖国栋等，其工作受到当地好评。①

（二）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年代：“先锋案”的牵引效果与南非的优惠政策

从后来华侨在多个非洲国家 移 民或 投 资 情 况 看，不 少 非 洲 国 家 的 华 侨 人

数增长与台湾１９６０—１９７４年的“先锋案”有正相关关系。换言 之，２０世 纪６０
年代开始的台湾对２５个非洲国家的农业技术援助推动了台商向非 洲 的 移 民

趋势，从香港和东南亚一带移民非洲的华 商也 逐渐 增 多。台 湾 对 非 洲 其 他 国

家的援助特别是农耕队 的 工 作 颇 为 上 心。以“先 锋 案”最 早 受 惠 国 利 比 亚 为

例，１９６８年，在利比亚工作的来自台湾侨胞已 有数 百 人，台 湾 华 侨在 利比亚人

数最多时达２０００余 人，有 的 期 满 后 回 台 湾，也 有 人 根 据 该 国 条 件 决 定 居 留。

１９７７年，利比亚的华侨有６００人。② 最明显的是科特迪瓦，该国以前没有华侨，

１９６３年起，台湾向当地派出农耕 队１８人，他 们 工作 成 绩 优 异，深得当地称赞，

科方继续要求台湾提供援助。１９６７年，双方签订农业技术合作协定，台湾农耕

队就地生产纯真优良种子供应各农耕队之需，再由台湾派遣专家１６人前往科

特迪瓦工作。１９６８年７月，台 湾 派 驻 科 特 迪 瓦 的 农 耕 示 范 队 已 达１００余 人。

农耕队队长是邹越欧，共分２４个小组，每组六 人，分 布 各 区，以 发 挥 普 遍 示 范

效应，深得当地民众欢迎。当时科特迪瓦的 华 侨 已 达１４６人。③ 虽 然１９７５年

的华 侨 人 数 减 少 到８０人，但１９８４年 增 至１８０人。华 商 经 营 的 企 业 涵 盖 面

较广。

表１的统计数据主要涉及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可以看到，在科特迪瓦，由华

人经营的工业企业有１４家。与传统华人较多的国家或地区以经商为主不同，

这些企业设备新、规模大、在经济中占重要地位。此外，投资者多为台湾、香港

和东南亚华商。由于这些工厂多雇用当地工人，如范思尧的企业雇用当地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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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科特迪瓦华人企业概况（１９８０年代） （单位：美元）

代表者 主要经营业务 投资　 备注

庄佑辅 电器制品 ６０万 Ｓｏｌｅｉｌ公司，当地市场５０％

李师曾等 塑胶及玻璃六家 ４５０万 所产胶鞋和拖鞋占市场８０％

沈台山 塑胶鞋、蚊香 １５０万 热心侨务，捐款助学

叶英敏 电扇厂、箱包 ８０万 也经营礼品杂货和西点面包

范思尧 搪瓷及白铁厂 ２５０万 占当地金属制品业第２１位

徐伟飞 针织厂、白铁 １００万 占当地重要地位

台商与他人合作 尼龙纺织厂 １０００万 为当地大企业之一

香港西非投资集团 搪瓷厂 ６８万 累积资本起超２００万

同上 铁桶厂 年营业额超５００万

台湾凤梨公司 凤梨罐头 １６０万 合资，凤梨公司１０年出资６０万

鱼翅加工厂 鱼翅加工 ４０万 外销为主，年营业额起０万

小型农具厂 农具制造 ４０万 产品占当地市场７０％

电器厂 电器制造 不详 共两家

　　资料来源：本表为笔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参见陈怀东：《海外华人经济概论》，台北：黎明文

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１４—３１５页；陈 怀 东 主 编：《华 侨 经 济 年 鉴１９８９年》，台 北：
华侨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１９８９年版，第７１２页。

６００人，香港西非投资集团雇用１０００余人本地员工，这些企业不仅成为华人经

济的主要支柱，也为当地经济的发展带来勃勃生机。

刚果（金）的情况比较类似。１９６１年，这里的华侨只有八人，１９６６年有２０
余人；台湾派出农耕队后，１９７１年为３９人；①１９７５年，华侨为１６０人，１９８４年达

到２００人。加纳的华侨本来不多，１９６８年台湾农耕队到来后，华侨人数迅速增

长，１９７５年达到３００人，１９８４年为３２０人。② 加纳的纺织厂也是由台湾华商与

当地人士合作，由台湾的技术员主持。③ 尼日尔的农耕队员魏长五后来在当地

经营金龙餐馆，“为当地经营最盛者”。④ 多 哥 的 华 侨陈 添 六 毕 业 于台湾 大学，

专攻农业，在美国纽约州立农业大学进修三 年。他 的 公 司 资 本 额 为２００万 美

元，采取养殖业与种植业相结合的方式，从事农产品进口、经营农场及饭店，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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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颇丰。他还创立了多哥中华商会并出任第一任会长。① 在马达加斯加，华商

陈坤与台商汪德焜合资于１９７１年创办中马搪瓷厂，资本３６０万美元，马达加斯

加政府出资３０％，经 营 管 理 全 权 委 托 给 华 商。② 根 据１９８９年 的《华 侨 经 济 年

鉴》，利比里亚的华人约１２０人，其中台湾移民约６０人，其中萧瑞雄兄弟经营进

出口业，投资１００万美元。③

１９６７年，南非在台北开设领事馆。１９７５年，台湾与南非签订贸易协定，相

互给予最惠国待遇。１９７６年４月，南非 驻台北 总 领 事 馆 升 级 为大使馆。台湾

由于失去了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在国际上颇为孤立，南非却因种族隔离政策而

表２　台湾商人在南非两个“黑人家园”的投资情况（１９８７）

姓名 投资地点 投资范围 备注

江义龙 特兰斯凯 印刷厂

徐彰和 同上 三胜电子厂

余新发 同上 三胜电子厂

王明球 同上 打火机厂

王东章 同上 免洗筷子厂
与日商合作，每 日 产 量 约 为５０００万 余 双，
全部外销日本

欧忠义 西斯凯 餐具及厨具两家

陈昌武 同上 针织工厂

黄子建 同上 铜锁工厂

欧思明 同上 雪衣工厂

欧思亮 同上 运动鞋厂

张卓然 同上 衬衫厂

欧忠男 同上 橡胶鞋厂

潘慧琦 同上 塑料袋厂

韩香臣 同上 运动衫厂

高鹏洲 同上 背心夹克成衣厂

李政权 同上 手提式收录音厂

宗成立 同上 成衣工厂

张希嘉 同上 牛仔裤工厂

　　资料来源：华侨经 济 年 鉴 编 纂 委 员 会：《华 侨 经 济 年 鉴》，台 北：华 侨 经 济 年 鉴 编 纂 委 员 会

１９８７年版，第６２２—６２３页；陆以正：《南非台资厂 商 知 多 少》，〔南 非〕《彩 虹 商 族》１９９７年１月１
日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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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国际社会制裁，双方处境相似。南非 经 济 从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以 来 长 期 低

迷，国际制裁导致相当多的外资撤离，黑 人 大 量失 业 使 政 局 处 于 不 稳 定 状 态。

为改善国内经济和政治状况，南非政府提 出吸 引外 资 的新 政策，希望 通 过“黑

人家园”的工业化，提供就业机会，以达到控制黑人向城市流动的目的，从而可

以使政权更为稳固。在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下，种族隔离制逐渐松动，南非鼓

励投资移民的政策刺激了台湾的移民。根据南非官方资料，从１９８２年４月到

１９８５年３月，台湾在南非“黑人家园”（即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为黑人划出的所谓

“班图斯坦”）申请的投资项目有６３个，总 投 资 为９４７０万 美 元，创 造 就 业 机 会

１．６万多个。１９８８年，台商在南非拥有的工厂数目增至１２０家，投资额达１２亿

美元。① １９８６年９月，南 非 政 府 公 布 了 对 外 商 投 资“班 图 斯 坦”地 区 的 优 惠 政

策，主要有工资补贴、利息补贴、贷款融资和签证优惠，在南非各个地区出现了

不少成功的华商。② 此外，移民西非的华侨 华 人 也 在逐 年 增加，尼日利亚的第

一位华人酋长朱南扬即是由香港 到 该地投资的 华 人移 民，另一位曾任 奥 巴 桑

乔总统顾问的胡介国是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来到尼日利亚的。

（三）１９９０年代至今：中国大陆与香港新移民的涌现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华人移民非洲 进入 战后 第 三个 阶段，这些移民主要

来自大陆、香港和台湾。③ 主要有三个原 因：首先，９０年代的体制改革特别是

大型国企的改制使大批待业国人开始闯荡非洲；其次，一些香港居民担心１９９７
年香港回归后 的 局 势 变 化。当 时，南 非 在 香 港 移 民 心 目 中 成 为 继 加 拿 大、美

国、澳大利亚之后第四个理想的移民目 标 国。香 港华 人 每 年 迁 往 南 非 的 人 数

达ｌ０００户；再次，迁移的目的地（以南非为主）采取鼓励移民的政策。香港移民

到非洲其他国家的偏多，非洲也成为台湾移民的优先选择之一。在１９９４年移

民南非的８６９名华人中，台湾５９６人，大陆２５２人，香港２１人。在１９９５年１—

１０月的３５０名华人移民人数中，台湾２３２人，大 陆１０２人，香 港１６人。④ 在非

洲的华人新移民中，台 商 占 很 大 比 例，以１９９４年 为 例，南 非 的 台 商 约７０００余

人，２００３年已达１．２万人。科特迪瓦１９９４年 底 有 华侨 及 侨 商１３５人（不包括

持有香港居留证、英国及东 南 亚 国 家 护 照 的 华 人），其 中１００人 系 台 商。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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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莱索托的华侨已达６６００人，其中有一些是南非华侨的后裔，但相当部分来

自台湾，而且是投资的领军性人物。此外，马拉维、加纳、尼日利亚、利比里亚

等地的台湾华商也都有一定规模。①

到２１世纪，台湾在非洲的移民继续增长。２００３年，根据台湾方面的统计，

南非的华侨华人约为４．５万人，其中台湾华商为１．５万人。关于台湾移民在非

洲特别是南非的投资情况，将在下面章节分析。在南部非洲小国斯威士兰与

莱索托，２００３年的数据表明，这里的台商相当多。莱索托的华侨华人达６６００
人，台湾投资者为６００人左右；斯威士兰的华侨华人为１７００人，台湾来的约为

２００人。② 这两个小国有众多华侨华人，一方面是台湾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农耕

队打下了基础，从而不仅使台湾各界知道了这两个国家，一些农耕队成员很有

可能重新回到这两个国家居留或投资。当然，南非从１９８０年代吸引外资的特

殊政策对这两国华侨人数的增加应有某种刺激作用。马达加斯加盛产无色刚

玉，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马岛政府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华商以各种方式参与矿

业开采。泰国的华商到马达加斯加采购无色刚玉运回泰国加热处理成蓝宝

石，带动了马岛华侨矿业的发展。当然，来自大陆的华侨华人占的比例更大，他

们以非洲为舞台，积极参与这个大陆的经济建设和文化交流（后文将详细论及）。

以上移民史表明，不同阶段有不同特点，人口构成也呈现出不同成分。２０
世纪５０—６０年代主要是来自香港和台湾的华商，７０—８０年代台湾移民比较突

出，９０年代以来大陆新移民异军突起。战后这些中国移民分布范围更广，包括

西非、北非和东非。由于国际社会对南非实施的禁运等制裁措施，南非的移民

政策相对宽松，因而与莱索托、斯威士兰、博茨瓦纳等国吸引了较多移民，特别

是台湾的投资移民，随之而来的是日益增多的大陆移民。由于这些移民中有

一定比例的高素质人才，因而在较短时间内即开始推动当地经济。

二、传统目的地华人人口的统计与动态分析

华侨华人传统的目的地即早期华人较多的几个非洲国家（地区）主要包括

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南非和留尼汪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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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里求斯的华人人口统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毛里求斯华人增长很快。从１９４４—９５２年这短短八

年中，毛里求斯的华人增加了近７０００人，从１９５２—１９６２年，华人新移民共有

５０００多人，华侨人数从１９７２年以后持续增加。根据１９８７年底的侨情调查资

料，当时毛里求斯华侨人数已达３．０７万人。１９９３年，根据华侨的自然增长率，

华侨人数应该已达到３．７万余人。再加上香港、东南亚的华侨投资商人和台

商，以及当地聘请的各类制造业和经营管理技术人员，还有相当一部分中国大

陆的新移民，毛里求斯华侨人数估计已达到３．８万人。①

表３　毛里求斯华人人口统计（１９４４—１９９６）②

年份 人数 年份 人数

１９４４　 ９７０１　 １９７２　 ２２８１７
１９５２　 １６４５９　 １９７５　 ２７４００
１９５７　 ２１１５７＊ １９８７　 ３０７００
１９６１　 ２３２６６＊ １９９０　 ３０７００
１９６２　 ２１６４１　 １９９３　 ３８０００
１９７０　 ２５０００　 １９９６　 ４００００

　　 资 料 来 源：Ｈｕｇｕｅｔｔ　Ｌｙ－Ｔｉｏ－Ｆａｎｅ　Ｐｉｎｅｏ，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ｐ．１１４；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北京：华侨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５６６—５６７页；《华侨经济年

鉴》（台北）历年统计数据。

２１世纪以来，毛里求斯华裔青年移民海外的人数不断增加，主要有以下原

因。毛里求斯是双语制国家，英语、法语通用，华裔青年掌握这两种语言，有的

还会中文，其语言能力超过他人，在国外找到工作的机会较多。他们中的佼佼

者能获得去英联邦国家留学的奖学金，深造后的国际竞争力非常强。国际上

对人才的竞争十分明显，这种大环境造就了他们在世界舞台大展身手的机会。

一方面，不少华裔青年从毛里求斯走向世界，另一方面，不少中国人陆续移民

这个美丽岛国。有的国人选择了自己的如意郎君，远嫁毛里求斯，有的认定了

毛岛这个理想之地，决意在此开创自己的事业天地。根据台湾“侨务委员会”的

统计，２００３年，毛里求斯的华侨仍然保持着三万余人这个规模。③ 近年来，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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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积根编：《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北京：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５１页。
“中华经济研究院”编：《华侨经济年鉴 欧非篇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第２８７页。



华裔的离开使人口下降较多。

（二）马达加斯加华人人口统计

在马达加斯加，１９４１年的华人人口为３６３０人，到１９５１年增加到４９００人，

随后有一个飞跃，到１９６１年达到８９００人，在经历独立后几年的徘徊后，华侨人

口从１９６４年保持持续上升。１９６８年，马达加斯加的华侨人口统计数为８４８９
人，但由于有大量的华人—马尔加什人的混血家庭人口，因此存在着相当数量

的混血华裔，有学者估计华侨有１．５万人，这应该是将混血华裔统计在内。①

然而，由于马达加斯加在一段时期内政局动荡，加上１９７５年曾宣布实行社会

主义制度，导致经济发展缓慢，华侨曾一度撤离这个国家。不过，由于马达加

斯加发展潜力巨大，生物多样性高居世界前列，物产丰富，劳动力充足，华侨又

不断从外涌进。华侨人口从１９６５年的９００８人到１９９６年的２．７万人，增加了

两倍。２００３年，马达加斯加的华侨仍然保持在２万多人。② 这些新移民多来自

三方面：一是中国大陆的移民，他们多开拓小商业或餐馆，对沟通中国—马达

加斯加之间的商业贸易起到重要作用；二是台湾迁移过去的企业家；三是由香

港、新加坡和毛里求斯等地过去投资办厂的华商。

表４　马达加斯加华人人口统计表（１９４１—１９９６年）

年份 人数 年份 人数 年份 人数 年份 人数

１９４１　 ３６３７　 １９５９　 ８０３２　 １９６３　 ８０６６　 １９７５　 １１５００

１９５１　 ４９００　 １９６０　 ８９００　 １９６４　 ８０４５　 １９８４　 １３６００

１９５７　 ７３４９　 １９６１　 ８９０１　 １９６５　 ９００８　 １９９０　 １４５００

１９５８　 ７４２８　 １９６２　 ８５１９　 １９６６　 ９２０３　 １９９６　 ２７０００

　　资料来源：Ｓｌａｗｅｃｋｉ，Ｆｒｅｎｃｈ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Ｍａｄａｇａｓｃａｒ，ｐｐ．５２，５５；Ｈｕ－
ｇｕｅｔｔ　Ｌｙ－Ｔｉｏ－Ｆａｎｅ　Ｐｉｎｅｏ，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ｐ．２０２；《华侨经济年鉴》
等相关资料。

（三）留尼汪华人人口统计

１９５５年，留尼汪有５０００多华人，③根据１９５５年台湾驻约翰内斯堡领事馆

统计，留尼汪华人人数为３８００人，这种统计大概未将华裔计算在内。根据《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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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经济年鉴１９５８年》，留尼汪中华总商会估计，华人人数为４０００人，如包括土

生土长华侨，约在６０００—７０００人之间。１９６７年，华人人数已达１．５万人。

１９７５年，留尼汪华人增至１．２万人，其中５０００人为华裔或取得当地国籍者，包

括不少克里奥尔人。① １９８７年统计表明，留尼汪的华侨、华人和华裔共１．３４万

人，其中４０％是华裔。随着留尼汪与香港、东南亚、台湾和大陆经贸关系的加

强，相当多的华商从这些地区涌向留尼汪，投资者与新移民促使当地华侨人口

增加，到１９９３年，当地华人估计人数已达１．７万人。② ２００３年，留尼汪的华侨

已达２万余人。③

表５　留尼汪华人人口统计表

年份 人数 年份 人数

１９４７　 ２２２９　 １９７５　 １２０００

１９５４　 ２８２０　 １９８４　 １３４００

１９５５　 ３８００　 １９８７　 １３４００

１９５８　 ４０００　 １９９０　 １３４００

１９６２　 ６６２８　 １９９３　 １７０００

１９６７　 １５０００　 １９９６　 ２５０００

１９７３　 １５０００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００

　　资料来源：何静之：《留尼旺岛华侨志》，第２６—２７页；Ｈｕｇｕｅｔｔ　Ｌｙ－Ｔｉｏ－Ｆａｎｅ　Ｐｉｎｅｏ，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ｐ．１６４；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第５６５—５６６页；《华侨

经济年鉴》相关年份报告。

１９５０年，英属塞舌尔人口普查时，华侨人口为８１人，华裔有２１３人，其中

多数为华人－克里奥尔人混血，该国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陈文咸即为混血华裔。

实际上，在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和留尼汪也有大量的华人－克里奥尔人混血

家庭。

（四）南非华人人口统计

从１９４５—１９５２年，从中国大陆移民南非的有３４６人。从１９５３—１９６２年的

十年中，只有七人从中国移民南非。１９６３—１９７３年间，１７人从中国移民南非，

在１９７４年这一年，有４９名中国移民。从１９７６年起，对华人移民的统计开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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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陆、台湾和香港三种。①

表６　南非华侨华人人口统计表（１９４６—２０００）

年份 人数 年份 人数 年份 人数

１９４６　 ４３４０　 １９７６　 ９０００　 １９９１　 ２５０００

１９５４　 ７０００　 １９８１　 ８５００　 １９９４　 ２６０００

１９５５　 ５１６３　 １９８６　 ９７１０　 １９９５　 ２７５１５

１９５９　 ５１０５　 １９８７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９６　 ２８０００

１９６６　 ８０００　 １９８８　 １１０００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０

１９７２　 ８７００　 １９８９　 １５０００

１９７３　 ８８００　 １９９０　 ２００００

　　资料来源：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第５６３页；Ｙｏｏｎ　Ｊｕｎｇ　Ｐａｒｋ，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Ｎｏ．２４，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ＡＩＩＡ，Ｊａｎｕ－
ａｒｙ　２００９，ｐ．４。

表７　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南非华人移民（１９６１—１９９５）

年份 人数 年份 人数

１９６１—１９７５　 ６９　 １９８６ 　７

１９７６　 ２　 １９８７　 １３３

１９７７　 １　 １９８８　 ３０１

１９７８　 ４　 １９８９　 ４８３

１９７９　 ３　 １９９０　 １４２２

１９８０　 ４　 １９９１　 １９８１

１９８１　 １　 １９９２　 ２７５

１９８２　 ２　 １９９３　 １９７１

１９８３ — １９９４　 ８６９

１９８４　 ４　 １９９５年１—１０月 ３５０

１９８５　 １ 共计 ７８８３

　　资料来源：Ｍｅｌａｎｉｅ　Ｙａｐ　ａｎｄ　Ｄｉａｎｎｅ　Ｌｅｏｎｇ　Ｍａｎ，Ｃｏｌｏｕｒ，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ｓ：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ｐ．４１９。这与凯伦·哈里斯（Ｋａｒｅｎ　Ｈａｒｒｉｓ）文中所谈及

的数字略有不同。Ｋａｒｅｎ　Ｌ．Ｈａｒｒｉｓ　ａｎｄ　Ｊａｎ　Ｒｙａ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ｕｓｔｒａｌ１ｉａ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Ｓｉｎｎ，ｅｄ．，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Ｈａｌｆ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ｐ．３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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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１９７６—１９７９年，抵达南非共和国的台湾移民只有１２人，在１９８０—１９８９
年间，移民南非的台湾人达９３５人。在１９９０年一年内，１４２２名南非华人移民

全都是从台湾去的。至于到南非做生意的台湾人，则数目更大。从１９９５年开

始，大陆华人移民南非的逐渐增多。２００３年，南非的华侨华人已达４．５万人，

台湾移民约１．２万人，其中在南非国会有四位华人议员，代表华人族群的利

益。① １９８７年，南非政府给予华侨的永久居留权突然增加，这是国际社会对南

非种族主义政权制裁的结果，特别是美国加入制裁使南非在国际上相当孤立，

它需要用各种手段来吸引移民特别是投资者。另一个原因是南非政府蓄意制

造的“黑人家园”的各种优惠政策开始吸引外来投资者，台湾企业家看准了这

一机会。②

三、２１世纪非洲华侨华人人口估算

这里之所以用“估算”，而不用“统计”，是因为人口统计至少需要两个条

件：标准和机构。何为“华侨”？何为“华人”？目前，中国往往将“华侨”和“华

人”连在一起使用。掌管华侨华人事务的机构单位有五家，形成多头管理无人

负责的局面。非洲相关国家似乎也没有相应的机制，南非的体制相对完善，但

仅限于对取得南非国籍或永久居留权的华人人数的准确统计。对于远远大于

这一类人的“华侨华人”，实在无法确定相应标准。笔者认为，在确立标准之

前，对华侨华人的统计不可能准确。

（一）关于非洲华侨华人人数的历年估计

非洲华桥华人为数并不多，但２１世纪以来增长很快。１９９６年，非洲的华

侨华人只有约１３．６万人。③ 笔者当时指出，由于中国经济发展需开拓新的市

场，非洲发展具有巨大潜力，东亚快速发展及华侨华人在世界各国树立的吃苦

耐劳的形象，欧美国家开始实施严格的移民政策和非洲国家相对宽松的移民

政策，这些因素将促使中国人走向非洲，中国人移民非洲将形成势头。④ 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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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非洲华侨华人是２５万人，①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为５５万人。② 根据新华社报道，

２００７年，高达７５万中国人在非洲“超期”居住或工 作。③ ２００９年，非 洲 华 侨 华

人的估计数为５８—８２万 人 之 间。④ 中 国 社 科 院 西 亚 非 洲 所 研 究 员 李 新 峰 认

为，非洲华侨华人的数字在２０１２年达到１１０万。⑤ 从他的这一估算数字看，非

洲华侨华人人数在不到２０年的时间里增长了９倍。⑥

李 新 烽 认 为，非 洲 华 侨 华 人 人 数 统 计 有 三 难（概 念 界 定 难，数 量 统 计 难

和 管 理 组 织 难）。他 的 推 测 逻 辑 清 晰。然 而，这 一 估 算 也 存 在 着 一 些 问 题。

首 先，由 于 定 义 不 清，我 们 难 以 得 出 华 侨 华 人 的 准 确 数 字，当 然 这 牵 涉 到 更

为 复 杂 的 原 因；⑦其 次，未 能 区 别 世 界 移 民 研 究 中 的 移 民、流 动 劳 工 和 学 术

意 义 上 的 侨 民 等 概 念，以 他 所 列 出 的 华 侨 华 人 最 多 的 三 国（南 非、安 哥 拉 和

尼 日 利 亚）而 言，中 国 移 民 虽 然 很 多，但 永 久 居 留 者 并 不 多，已 成 为 当 地 公

民 的 华 人 人 数 更 少。这 种 计 量 数 字 的 庞 大 主 要 是 因 为 在 当 地 短 暂 居 留 或

承 担 各 种 建 筑 项 目（机 场 项 目、社 会 住 房 项 目 等）的 中 国 建 筑 工 人 占 绝 大 多

数。这 些 人 难 以 用 华 侨 华 人 来 定 义。例 如，安 哥 拉 的 华 侨 华 人 数 字 为２６
万 人。由 于 这 一 数 字 包 括 了 大 量 的 参 与 项 目 的 建 筑 工 人，自２０１５年 安 哥

拉 货 币 贬 值 以 来，有 的 工 程 停 止，有 人 因 治 安 情 况 恶 化 而 放 弃 在 当 地 谋 生

的 机 会，４０％—５０％的 中 国 人 返 回 中 国。⑧ 那 么，是 否 仍 将 他 们 算 作 华 侨

华 人 呢 ？ 再 次 是 个 别 地 方 缺 失，如 西 班 牙 的 加 那 利 岛 群 岛 东 距 非 洲 西 海 岸

约１３０公 里，东 北 距 西 班 牙１１００公 里。根 据 大 加 那 利 群 岛 华 侨 华 人 协 会

副 会 长 周 俊 杰 介 绍，目 前 该 岛 有 华 人 经 营 的 餐 馆 一 百 多 家，共 有 华 人 一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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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丘进主编：《华侨华人蓝皮书》，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４页。
王望波、庄国土编著：《２００８年海外华侨华人概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７页；李鹏

涛：《中非关系的发展与非洲中国新移民》，《华侨华人历史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Ｇｉｌｅｓ　Ｍｏｈａｎ，ｅｔ　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Ｎｅｗ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ｔｓ　ｏｒ　Ａｇ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ｐ．３；吴晓琪：《一百万中国人在非洲摸爬滚打》，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１６３．ｃｏｍ／１２／１０１７／０１／８ＤＶＴＢ３９Ｇ０００
１４ＭＴＮ．ｈｔｍｌ，２０１５－０９－１５。

Ｙｏｏｎ　Ｊｕｎｇ　Ｐａｒｋ，“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Ｎｏ．２４，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９．
李新烽：《非洲华侨华人数量研究》，第７—１２页；李新烽：《试论 非 洲 华 侨 华 人 数 量》，ｈｔｔｐ：／／ｉｗａａｓ．

ｃａｓｓ．ｃｎ／ｄｔｘｗ／ｆｚｄｔ／２０１３－０２－０５／２５１３．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７－１１－０６。
根据台湾方面的统计，１９９０年华侨数字为２５２９．５万，非洲 华 侨 为９．９万；２０００年 的 华 侨 总 数 和 非

洲华侨数分别为３５０４．５万和１３．７万；２００９年两者的数字分别为３９４６．３万和２３．８万。Ｐｅｔｅｒ　Ｓ．Ｌｉ　ａｎｄ　Ｅｖａ
Ｘｉａｏｌｉｎｇ　Ｌｉ，“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ａｎ　Ｃｈｅｅ－Ｂｅｎｇ，ｅｄ．，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３，Ｔａｂｌｅ　１．１，ｐ．２０．

李 安 山：《国 际 政 治 话 语 中 的 中 国 移 民：以 非 洲 为 例》，《西 亚 非 洲》２０１６年 第１期，第７６—
９７页。　　

２０１７年０１月２５日，伦 敦 大 学 亚 非 学 院 高 级 讲 师 卡 罗 斯·奥 亚（Ｃａｒｌｏｓ　Ｏｙａ）致 笔 者 的 电 子

邮 件。　　



人 左 右。①

如前所述，一些国际学者也对非洲的中国移民进行了估计。例如，韩裔美

国学者朴尹正经过估算，认为非洲的华人移民为５８．３０５万—８２．００５万人。②英

国开放大学莫汉等人的研究则列出历年各种相关资料显示的华人移民较多的

１５个非洲国家（地区），即毛里求斯、安哥拉、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南非、埃塞

俄比亚、留尼汪、莫桑比克、喀麦隆、尼日利亚、埃及、苏丹、加纳、津巴布韦和坦

桑尼亚。③

（二）对有关非洲华侨华人估计数字的质疑

需要强调的是，笔者对华侨华人人数的统计一直持怀疑态度。我认为，如

果不确定华侨华人的标准，这种统计在学理上没有意义，也不会准确。④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９日，一 家 有 关 非 洲 事 务 的 网 站 发 表 了 一 篇 文 章，标 题 很

有 意 思：《２０个 中 国 移 民 最 多 的 非 洲 国 家：为 什 么 这 些 数 据 有 问 题》。该 作

者 谈 到 位 于 华 盛 顿 特 区 的 全 球 发 展 中 心 的 研 究 人 员 汉 娜·波 斯 托 尔（Ｈａｎ－

ｎａｈ　Ｐｏｓｔｅｌ）正 在 进 行 的 一 项 有 关 非 洲 国 家 的 中 国 移 民 人 数 的 调 查，已 完 成

了 一 个 未 公 开 的 移 民 许 可 数 据 库，对２．５万 多 个 移 民 许 可 信 息 进 行 分 析。

项 目 负 责 人 波 斯 托 尔 指 出，赞 比 亚 的 中 国 移 民 数 据 一 般 认 为 是 八 万 人，这

是 赞 比 亚 前 总 统 萨 塔 在２００６年 首 次 竞 选 总 统 时 敲 定 的。然 而，经 过 调 查

的 数 据 远 远 低 于 此 数，２０１４年 只 有１．３万（最 多 至２．３万 人）。她 的 这 一

大 致 估 计 也 被 赞 比 亚 内 部 事 务 部 副 部 长 于２０１５年 的 估 计 数（两 万 人）所 证

实。这 种 大 大 膨 胀 的 数 据 容 易 使 人 产 生 某 种 恐 惧，如 担 心 中 国 移 民 正 在

“非 洲 构 建 一 个 新 帝 国”。她 认 为，虽 然 非 洲 的 中 国 移 民 在 过 去１０年 内 有

所 增 长，但 有 关 中 国 移 民 的 估 计 从２５万 到２００万 不 等，所 有 这 些 估 计 都 只

是“信 息 的 猜 测”（ｉｎｆｏｒｍｅｄ　ｇｕｅｓｓｅｓ）。⑤

本文列出的非洲中国移民最多的２０个国家的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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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探 访 西 班 牙 加 那 利 群 岛 华 人 一 族：繁 荣 岛 上 旅 游 业》，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１日，中 国 新 闻 网ｈｔｔｐ：／／
ｗｗｗ．３６０ｄｏｃ．ｃｏ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３／０１２５／１０／２０６４６８３＿２６２２８５１４３．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７－０２－０２。

Ｙｏｏｎ　Ｊｕｎｇ　Ｐａｒｋ，“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ｐ．４．
Ｇｉｌｅｓ　Ｍｏｈａｎ，ｅｔ　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Ｎｅｗ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ｔｓ　ｏｒ　Ａｇ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ｐｐ．４－５．
李安山等：《双重国籍问题与海外侨胞权益保护》，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
关于波斯托尔的近期研究，参见 Ｈａｎｎａｈ　Ｐｏｓｔｅｌ，“Ｍｏｖｉｎｇ　Ｂｅｙｏｎｄ‘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Ｚａｍｂｉａ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４６，Ｉｓｓｕｅ　２，２０１７，ｐｐ．１５５－１７４。



表８　非洲国家的中国移民数量估算表 （单位：万个）

国家
中国移民数量

（万）
年份 信息来源

１ 南非 ３５　 ２００９
《犹太人：表 达、认 同 和 抗 议》（Ｓｉｍｏｎ　Ｊ．Ｂｒｏｎｎｅｒ，
Ｊｅｗｉｓｈｎｅｓ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ａｎｄ　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Ｐｏｒｔｌａｎｄ，Ｏｒｅｇｏｎ，２００８）

２ 安哥拉 ２５．９　 ２０１２ 安哥拉Ｖｉｓａｏ网站

３ 马达加斯加 ７—１０　 ２０１１ 《非洲评论》（Ａｆｒｉｃａｎ　Ｒｅｖｉｅｗ）

４ 埃塞俄比亚 ２—６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荷兰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ｉｒｅｃｔ全文 数 据 库，南 非“非 洲 新 闻

频道”（ｅＮＥＷＳ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Ａｆｒｉｃａ，ＥＮＣＡ）

５ 毛里求斯 ３．８５　 ２０１０ 美国国务院（ＵＳ　Ｓｔａｔｅ　Ｄｅａｐｒｔｍｅｎｔ）

６ 阿尔及利亚 ３．５　 ２００９ 路透社（Ｒｅｕｔｅｒｓ）

７ 坦桑尼亚 ３　 ２０１３ 〔坦桑尼亚〕《每日新闻报》（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８ 留尼汪 ２．５　 １９９９
汉 语 教 育 基 金（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９ 刚果共和国 １．５—２．５　 ２０１３
《美国人文社会科学杂志》（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０ 尼日利亚 ２　 ２０１２ 《中国日报》（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１１ 加纳 ０．６—２　 ２０１０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ｒ　ｃｕｔ－ｔｈｒｏａ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Ｎｉｇｅｒｉａｎ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ｉｎ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
ｃａ，”ｐ．１０／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维基百科）

１２ 赞比亚 １．９８４５　 ２０１４ 《赞比亚每日邮报》（Ｚａｍｂｉａ　Ｄａｉｌｙ　Ｍａｉｌ）

１３ 莫桑比克 １．２　 ２００７
国际关系与安全网络（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

１４ 津巴布韦 １　 ２０１６ 〔津巴布韦〕《纪事报》（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１５ 埃及 ０．６—１　 ２００７ 《非洲研究评论》（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６ 苏丹 ０．５—１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非洲研究评论》（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７ 肯尼亚 ０．７　 ２０１３ 〔肯尼亚〕《商业日报》（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Ｄａｉｌｙ）

１８ 乌干达 ０．７　 ２００７ 〔乌干达〕《新景报》（Ｎｅｗ　Ｖｉｓｉｏｎ）

１９ 博茨瓦纳 ０．５—０．６　 ２００９ 法国２４电视台（Ｆｒａｎｃｅ２４）

２０ 莱索托 ０．５　 ２０１１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Ｌｅｓｏｔｈｏ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ｆｏ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ｋｉｌｅａｋｓ（维基解密）

　　资 料 来 源：Ｄａｎａ　Ｓａｎｃｈｅｚ，“２０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Ａｎｄ
Ｗｈｙ　Ｔｈｅｓ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ＡＦＫＩ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ａｆｋｉｎｓｉｄｅｒ．
ｃｏｍ／１３７１２７／２０－ａｆｒｉｃａ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ｏｓ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ｇｒａｎｔｓ／＃ｓｔｈａｓｈ．ｏｋｕＪ８ｋＭａ．ｄｐｕｆ，
２０１７－０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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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正式报告尚未公布，笔 者 在此不 想对 此 篇 文 章 披 露 的 内 容 进 行 过 多

评论，只想说明三点：第一，这一报告的重要性不可低估，特别在正确评价中非

关系的今天；第二，学界目前对非洲的中国移民的估计很不精确；第三，学术的

公正性在于对事物的客观分析，只有不带偏见、公正客观的研究才能为社会提

供有价值的公共产品。

为了更好地揭示非洲华侨华人的变化情况，笔者附上１９６８—２０１７年各种

对非洲华侨华人的估算或统计。（参见表９）

表９　非洲国家（地区）华侨华人人数统计表（１９６８—２０１７）

国家
（地区） １９６８　 １９７５　 １９８４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６① ２００１②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２０１７③

阿尔及利亚 ２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安哥拉 ５００　 ５５０　 ２５０　 ２５０　 ３００　 ５００　 ２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

贝宁 ３２　 １００　 ４０００

博茨瓦纳 ２５　 ４５　 ２５　 ３００　 ４０　 ３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布基纳法索 ２０余 １０００

布隆迪 １５０

中非 ３００④

吉布提 无具体数字⑤

赤道几内亚 ３８８　 ３００⑥

喀麦隆 １８⑦ 　１０　 １０　 １０　 ４０７　 ５０　 １０００—７０００

佛得角 ５０　 ２０００

乍得 ２０　 １４　 ３００—５００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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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 史》，第５６８—５６９页。根 据 台 湾 华 侨 协 会 总 会 的 统 计，１９９８年 非 洲 华

侨总数为１２．６万人，（台湾）《侨协杂志》１９９９年总第６５期，第７６页。
Ｏｈｉ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　ｏｆ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１，ｈｔｔｐｓ：／／ｃｉｃｄａｔａｂａｎｋ．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ｈｉｏｕ．ｅｄｕ／

ｏｐａｃ／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ｈｐ，２０１７－１１－０６．
Ｙｏｏｎ　Ｊｕｎｇ　Ｐａｒｋ，“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　Ｎｏ．２４，２００９；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 的

资料来源主要是网络和笔者与相关人员的通讯，“无具体数字”系从中国驻当地大使馆的报道中的推论。
中国驻中非共和国大使孙海潮于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９日提供。参见《中国侨民大部分已安全撤离中非

共和国》，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２０１２－１２／３０／ｃ＿１２４１６７２３８．ｈｔｍ，２０１７－０２－０２。
《吉布提人的 中 国 形 象 您 好！Ｃｈｉｎａ　Ｇｏｏｄ》，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ｎｆｏｎｅ．ｎｅｔ／ｍｉｌ／ＺＪＢＴＺＧＲＹＤＳ／２０１７－３／

５０６９５１７．ｈｔｍｌ。
《驻赤道几内亚使馆举办２０１６年春节招待会》，中国外交部网站，ｈｔｔｐ：／／ｇｑ．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ａｒｔｉ－

ｃｌｅ／ｊｍｘｗ／２００５０５／２００５０５０００９６３７４．ｈｔｍｌ。
长期居留的老华侨为三人，其余为台湾派驻农耕队队员１５人。



（续表）

国家
（地区） １９６８　 １９７５　 １９８４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２０１７

科摩罗 无具体数字①

刚果（布） 　１ 　 １ 　 １４２　 ７０００

刚果（金） ２５　 １６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５００—１００００

科特迪瓦 １４６　 ８０　 １８０　 ２００　 １３００　 ２００　 ３５　 １００００

埃及 ２０　 ３０　 １１０　 １１０　 １００　 １１０　 ２０００　 ６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厄立特里亚 无具体数字②

埃塞俄比亚 ５５　 ６０　 ５０　 ５５　 ５５　 １００　 ３０００—５０００

冈比亚 １５　 １５０　 １１ 无具体数字③

加纳 １００　 ３２０　 ３２０　 ３２０　 ７００　 ５００　 ４０余 ６０００

加蓬 １６④ ３０　 ６０００

几内亚 １０　 ５０００—８０００

几内亚比绍 ６０ 无具体数字⑤

肯尼亚 １５０　 １６０　 １４５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９０　 ７０００＋

莱索托 ３０　 ２００　 ５００　 ４５０　 １０００　 ６６００　 ５０００

利比里亚 ２０⑥ １５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６００

利比亚 ２６０　 ２０００　 ３５６　 ３５６　 ４００　 ５００　 ３０００

卢旺达 １５ 无具体数字⑦

马达加斯加 ８４８９　 １１５００　 １３６００　 １４５００　２７，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２万余 ６００００

马拉维 ３８⑧ ５０　 ３３　 ５０　 ４０　 ４０　 ７０余 ２０００

马里 ３０００—４０００

９２

战后非洲中国移民人口状况的动态分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驻科摩罗使馆举行２０１６年春节招待会》，２０１６年２月７日，中国外交部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ｚｗｂｄ＿６７３０３２／ｊｇｈｄ＿６７３０４６／ｔ１３３９５１５．ｓｈｔｍｌ。

根据中国驻厄立特里亚大使馆官员提供的信息，２０１７年４月６日。
《驻冈比亚使馆举行２０１７年 新 春 招 待 会》，２０１７年２月１１日，中 国 外 交 部 网 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ｍ－

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ｚｗｂｄ＿６７３０３２／ｊｇｈｄ＿６７３０４６／ｔ１４３７７４３．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７－１１－０６。
除一人为老侨外，其余均为台湾派驻农耕队队员。
《驻几内亚比绍使馆举行２０１５年春节招待会》，２０１５年２月１６日，中国外交部网 站，ｈｔｔｐ：／／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ｚｗｂｄ＿６７３０３２／ｊｇｈｄ＿６７３０４６／ｔ１２３８５１８．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７－１１－０６。
除长期在此居留的三家华侨外，主要为台湾派往该国的农耕队队员，约有１４人。
Ｍａｒｙ　Ｋａｙ　Ｍａｇｉｓｔａｄ，“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Ｒｗａｎｄａ，”Ｐｕｂｌｉｃ　Ｒａｄｉ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７，２０１１，ｈｔ－

ｔｐｓ：／／ｗｗｗ．ｐｒｉ．ｏｒｇ／ｓｔｏｒｉｅｓ／２０１１－１０－１７／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ｗａｎｄａ．
仅有两人为老华侨，其余为台湾派往该国的农耕队队员３６人。



（续表）

国家
（地区） １９６８　 １９７５　 １９８４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２０１７

毛里塔里亚 无具体数字①

毛里求斯 ２３３００　 ２７４００　 ３０７１６　 ３０７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摩洛哥 １５　 １５　 ２０　 ２０　 ２０ 无具体数字②

莫桑比克 ３５００　 ５０００　 ６５０　 ２００　 ６００　 ７００　 １５００

纳米比亚 ５０００（４００００）

尼日尔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５　 ２２　 １０００

尼日利亚 １　 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　 ５１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塞内加尔 １０　 ５００　 ２０００

塞舌尔 ３００　 ６５０　 ６５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③

塞拉利昂 １０　 ２０　 ２５　 ２０　 ２０　 ２０　 ４００—５００

南非 ８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８８５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８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４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０

南苏丹 无具体数字④

圣 多 美 和 普

林西比
１００　 ８　 １００＋⑤

索马里 无具体数字⑥

苏丹 ４５　 ４５　 ２００００—７４０００

斯威士兰 ８０　 ９０　 ２００　 ９０　 １７００　 ３００

坦桑尼亚 ３５０　 ４５０　 ５００　 ５１０　 ５１０　 ６００　 ３０００—２００００

多哥 １１２　 ５０　 ３０００

突尼斯 ２０００

乌干达 ７５　 ８０　 ８０　 ８０　 ８０　 １００　 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赞比亚 ７０　 ３０　 ４０　 １５０
４０００—６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津巴布韦 ３００　 ６６０　 ２５０　 ５００　 ３００　 ５３００—１００００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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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驻毛里塔尼亚使馆举行２０１７年春节招待会》，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４日，中国外交部网 站，ｈｔｔｐ：／／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ｚｗｂｄ＿６７３０３２／ｊｇｈｄ＿６７３０４６／ｔ１４３３４３４．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７－１１－０６。

《驻摩洛哥大使孙树忠举行２０１６年“欢 乐 春 节”招 待 会》，２０１６年２月２日，中 国 外 交 部 网 站，ｈｔ－
ｔｐ：／／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ｗｊｄｔ＿６７４８７９／ｚｗｂｄ＿６７４８９５／ｔ１３３７２３１．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７－１１－０６。

《塞 舌 尔 华 人》，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７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３６０ｄｏｃ．ｃｏ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３／０５１７／１５／１１５６７６４５＿

２８６１１３８４９．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７－１１－０６。
《驻南苏丹使馆举行２０１７年春节招待会》，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９日。
《圣多 美 和 普 林 西 比 华 人》，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６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３６０ｄｏｃ．ｃｏ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３／０５１６／２１／

１１５６７６４５＿２８５９４１２４５．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７－１１－０６。
《驻索马 里 使 馆 温 馨 提 示》，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５日，ｈｔｔｐ：／／ｓｏ．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ｍｂａｓｓｙ．ｏｒｇ／ｃｈｎ／ｌｓｆｗ／ｆｓｘｚ／

ｔ１４２８８９１．ｈｔｍ，２０１７－１１－０６。



（续表）

国家
（地区） １９６８　 １９７５　 １９８４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２０１７

留尼汪 ３０００① １２０００　 １３４００　 １３４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加那利群岛 ３００　 １００００②

共计 ５００００　 １３６０００　１２９６０５　 ５８３０５０—８２００５０③

　　资料来源：台湾“侨务委员会”（ ，Ｔａｉｗａｎ）：《华侨经济年“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Commission”

鉴》（１９６８，１９７５，１９８４，１９９０，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３年有些为华侨总数，如埃及、莱索托（２００４年）、马达

加斯加、毛里求斯、南非、留尼汪、塞内加尔、斯威士兰等国，其余为台商数。波斯托尔（Ｈａｎｎａｈ
Ｐｏｓｔｅｌ）正在进行的一项专门调查表明，有关非洲的中国移民的估计数字大多数明显有夸大之

嫌，从而误导了社会。作者列出了南非、安哥拉、马达加斯加、埃塞俄比亚、毛里求斯、阿尔及利

亚、坦桑尼亚、留尼汪、刚果共和国、尼日利亚、加纳、赞比亚、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埃及、苏丹、肯
尼亚、乌干达、博茨瓦纳、莱索托等２０个国家的最新估计数。Ｄａｎａ　Ｓａｎｃｈｅｚ，“２０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
ｔ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０，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ａｆｋｉｎｓｉｄｅｒ．ｃｏｍ／１３７１２７／２０－
ａｆｒｉｃａ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ｏｓ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ｉｇｒａｎｔｓ／＃ｓｔｈａｓｈ．ｏｋｕＪ８ｋＭａ．ｄｐｕｆ，２０１７－１１－０６。

（三）关于非洲华侨华人快速增长的说明

不可否认，非洲华侨华人人数从１９８０年代特别是９０年代中期开始增

长很快，但有三点不容置疑。首先，相对于华侨华人在全球其他地方的分

布，非洲华侨华人的数目很小。如果从国家分布数看，即使是华侨华人在

非洲有１００万人，他们在每个国家大约平均只有两万人，这个数字无法与

在美国或加拿大华侨华人（１５０万）相比；其次，中国移民与其他国家在非

洲的移民数字也无法相比，截至２０１５年初，南非的印度侨民已达１５５万。④

２０１１年，南非政府的人口统计表明南非的英国人达１６０万；⑤再次，这些所谓的

中国移民中，入籍非洲国家的人极少。以南非和安哥拉两个中国移民最多的

国家为例，申请南非国籍并获批的华人很少，⑥在安哥拉经商的中国人中约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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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如果将混血华裔包括在内，华侨人数多达１万人以上，华侨中存在１．５万人的说法。
《探访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华人一族：繁荣岛上旅游业》，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１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

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ｈｒ／ｏｚｈｒｘｗ／ｎｅｗｓ／２００９／０２－１１／１５５９０４４．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７－１１－０６。
此为朴尹正（Ｙｏｏｎ　Ｊｕｎｇ　Ｐａｒｋ）的数字，未包括此栏中本人收集的诸国２００９—２０１７年的人数。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Ｉｎｄｉａｎｓ，”参见海外印度人事务部网站的统计，ｈｔｔｐ：／／ｍｏｉａ．ｇｏｖ．ｉｎ／ｗｒｉｔ－

ｅｒｅａｄｄａｔａ／ｐｄｆ／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Ｉｎｄｉａｎ．ｐｄｆ．，２０１５－０９－１４。
“Ｃｅｎｓｕｓ　２０１１，Ｃｅｎｓｕｓ　Ｂｒｉｅｆ，”ｈｔｔｐｓ：／／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Ｂｒｉｔｉｓｈ＿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ｉｎ＿Ａｆｒｉｃａ，２０１５－０９－

１４．
Ｍｅｌａｎｉｅ　Ｙａｐ　ａｎｄ　Ｄｉａｎｎｅ　Ｌｅｏｎｇ　Ｍａｎ，Ｃｏｌｏｕｒ，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ｓｓｉｏｎｓ，ｐ．５１０．



８７％表示他们肯定要回中国，①其他国家也如此。②

四、华侨人口统计中的性别比例

（一）早期华人移民中存在着严重的性别不平衡问题

　　性 别 不 平 衡 一 直 是 移 民 海 外 的 华 侨 华 人 不 得 不 面 对 的 一 个 问 题，这 种

情 况 的 产 生 有 多 方 面 原 因。早 期 青 年 男 性 往 往 离 乡 背 井，到 海 外 谋 生，近

代 苦 力 是 中 国 移 民 的 重 要 部 分。欧 洲 殖 民 地 对 劳 动 力 的 需 求 促 使 其 将 眼

光 盯 上 中 国 劳 工，遂 有“猪 仔”贸 易（一 般 认 为 典 型 的“猪 仔 贸 易”始 于１８４５
年，终 于１８７１年）的 出 现。一 些 当 时 从 事 苦 力 贸 易 的 欧 洲 商 人 担 心 如 果 没

有 妇 女 随 行，“猪 仔”贸 易 即 会 停 止，高 额 利 润 无 法 获 得。认 识 到 劳 工 的 稳

定 性 与 妇 女 的 相 伴 有 直 接 关 系，洋 务 买 办 想 尽 办 法 将“猪 仔”长 期 束 缚 在 他

们 的 种 植 园 或 矿 山 里，诱 使“猪 花”一 同 出 洋，办 法 是 给“猪 仔”提 供 一 笔 钱

去 购 买 女 子，结 为 夫 妇。因 此，出 现 了 买 办 走 私 妇 女 出 洋 的 现 象，俗 称“猪

花”。③ 殖民官员认为契约劳工主要从事体力活动，初期注意力主要集 中在青

年男性苦力身上，然而，他们很快发现，单一男性世界会产生诸多社会弊病，如

治安、道德等问题，况且，纯粹男性 劳 动力 的 社 会 是 不 可 能 持 久 存 在 的。毛 里

求斯殖民总督收到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妇女移民问题是个更加令人担忧的问

题”，禁 止 妇 女 移 民 不 可 取，购 买 大 批 妇 女 劳 力 不 可 能，“女 性 移 民（原 文 为 大

写）似乎是一种道义的必然”。④

后来，欧洲殖民列强与清政府签订条约，以合法手段招募契约华工。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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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Ｔｅｒｅｎｃｅ　ＭｃＮａｍｅｅ，ｅｔ　ａｌ．，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Ｗｏｒｄｓ：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ｅｒ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Ｌｅｓｏｔｈｏ，Ｂｏｔｓｗａｎａ，Ｚａｍｂｉａ　ａｎｄ　Ａｎｇｏｌａ，Ｔｈｅ　Ｂｒｅｎｔｈｕｒｓｔ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ｐｐ．
３６，４２；高欣等：《中国人在 非 洲》，《法 治 周 刊》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３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ｅｇａｌｗｅｅｋｌｙ．ｃｎ／ｉｎｄｅｘ．ｐｈｐ／
Ｉｎｄｅｘ／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２５６８，２０１５－０９－１０。

例如，２０１１年２月从利比亚撤出的３５８６０名中国人中，绝大部分是中资公司的工程承包人员。外

国学者的调研也得出类似印象，参见Ｆｒｅｎｃｈ，Ｃｈｉｎａ’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ｐｐ．６８，７０，１１４，１９５，２０６。详见

李安山：《国际政治话语中的中国移民：以非洲为例》，第７６—９７页。
可儿弘明、罗晃潮：《近代中国的“猪仔”和“猪 花”》，《东 南 亚 研 究》１９８１年 第４期；罗 晃 潮：《“猪 花”

浅论》，《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１９８６年第４期。有关“猪花”，还可参见〔日〕可 儿 弘 明：《猪 花：被 贩 卖 海

外的妇女》，孙国群、赵宗颇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ｆｒｏｍ　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Ｌａｎｄ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Ｄａｔｅｄ　２ｎｄ　Ｍａｙ，１８５４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Ｆｅｍｉｎｉｎｅ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Ｒｅｐｏｒｔ　ｓ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　ｏｆ　Ｍａｕｒｉｔｉｕｓ　ｂｙ　ｔｈｅ　Ｄｕｋｅ　ｏｆ　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Ｍａｕｒｉｔｉｕｓ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ＳＡ　５１／１２６，Ｈｕｇｕｅｔｔ　Ｌｙ－Ｔｉｏ－Ｆａｎｅ　Ｐｉｎ－
ｅｏ，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ｐｐ．３５７－３５９．



漂泊在外，生活无着落，华工不愿意家人 跟 着 受 苦，只 好 暂 别 妻 儿。当 时 清 朝

政府也有相关规定，禁止女性离开国土。这样，限制女性移民的直接后果是早

期华侨社会中存在着男性与女性 比 例严重失衡 的 情况。表１０表 明 了 毛 里 求

斯华人中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的现象。

表１０　毛里求斯华人人口统计表（１８５０—１９１１）

年份 男人 女人 合计

１８５０　 ５８６　 ５８６

１８５１　 １０８６　 １０８６

１８６１　 １５５０　 ２　 １５５２

１８７１　 ２２８４　 ３　 ２２８７

１８８１　 ３５４９　 ９　 ３５５８

１８９１　 ３１４２　 ９　 ３１５１

１９０１　 ３４５７　 ５８　 ３５１５

１９１１　 ３３１３　 ３４９　 ３６６２

　　资料来源：《毛里求斯华人简史》（毛里求斯《周末报》专题 文 章），刘 新 粦 译，参 见 方 积 根 编：
《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第５１页。

实际上，在其他欧洲殖民地也存在同样问题。以西印度洋的塞舌尔为例。

１８９１年人 口 调 查 表 明，华 人 移 民 有４５人，其 中 男 性 为４４人，女 性 为１人。

１９０１年，华人增至１１０人，其中男性为１０８人，女性为２人。这种情况直到２０
世纪３０年代才 逐 渐 改 变。１９３１年 的 人 口 统 计 表 明，３３５名 华 人 在 塞 舌 尔 定

居，其中１９７人为男性，１３８人为女性。①

第一批中国移民妇女于１８６４年 来 到 留 尼 汪，然 而，这 些 妇 女 的 到 来 丝 毫

未改变性别比例上的悬殊。从表１３可以看 出，留 尼 汪 华 人 男 女 的 比 例 悬 殊。

１８６４年华人总人口为９７７人，女人只有１０人；１８７１年华人有１１７９人，女子只

有１５人；１９０２年华人共有１３７８人，女人只有２８人。岛上中国妇女的稀少，由

于路途遥远男人又不能随便回家结婚，加上男人的生理需求，还有传宗接代的

需要，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异族通婚变得相对普遍。②

在非洲其他地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华人中男人与女人的比例

３３

战后非洲中国移民人口状况的动态分析

①

②

Ｃｅｎｓｕ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Ｓｅｙｃｈｅｌｌｅｓ．Ｈｕｇｕｅｔｔ　Ｌｙ－Ｔｉｏ－Ｆａｎｅ　Ｐｉｎｅｏ，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ｎｄｉａｎ　Ｏ－
ｃｅａｎ，ｐ．１２６．

Ｄａｄｏｕｎ　Ｇ．，ｓ．ｌ．ｎ．ｄ．Ｅｄｉｔｈ　Ｗｏｎｇ－Ｈｅｅ－Ｋａｍ，Ｌａ　Ｄｒａｓｐｏｒａ　Ｃｈｉｎｏｉｓｅ　ａｕｘ　Ｍａｓｃａｒｅｉｇｎｅｓ：Ｌｅ　Ｃａｓ　ｄｅ　ｌａ
Ｒｅｕｎｉｏｎ，ｐ．９３．



仍然存在着失衡，比率大约为２∶１。表１１是国民政府驻南非总领事馆在１９４６
年进行的一次非洲地区华人人口统计。

表１１　民国驻南非总领事馆所辖部分区域人口统计（１９４６年）

殖民地名称 辖区名 城市名＊ 男人 女人 男童 女童 合计

南非联邦

约翰内斯堡 ４８５　 ２８１　 ３７４　 ３２７　 １４６７
比勒陀利亚 １１６　 ６１　 ９５　 ９１　 ３６３
德班 ３１　 １８　 １９　 ２０　 ８８
开普敦 ６６　 ３２　 ６６　 ５９　 ２２３
东伦敦 ４８　 ３４　 ７８　 ５９　 ２１９
金伯利 ４２　 ２６　 ４７　 ３７　 １５２
伊丽莎白港 ２４４　 １８７　 ２８５　 ２４４　 ９６０

葡属东非 莫桑比克
贝拉 ３３５　 １０３　 １８２　 １４７　 ７６７
洛伦索－马贵斯 １９３　 ９２　 １５２　 １３８　 ５７５

英属东非
肯尼亚

蒙巴萨 ２９　 １２　 １８　 １３　 ７２
内罗毕 ４３　 １２　 １７　 １１　 ８３

坦噶尼喀 达累斯萨拉姆 ２８　 ５　 １７　 ６　 ５６

英属中非 南罗得西亚
布罗瓦约 ２３　 １０　 ２８　 ２１　 ８２
索尔兹伯里 ２６　 ７　 １５　 １３　 ６１

　　资料来源：〔南非〕《侨声报》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５日。
＊ 原来的旧译名均已改为正规译名。

从表１１中可以 明 显 看 出，男 女 比 例 仍 然 较 为 悬 殊。无 论 是 在 人 多 的 城

市，抑或人少的地方，男性总比女性多出 不 少。最 突 出 的 是 葡 属 东 非，贝 拉 港

的华人中男性是女性的三倍；其次是洛伦索－马贵斯，男性达到女性的两 倍；在

南非，开普敦和比勒陀利亚的情况相对比较突出，男性华人基本上是女性的两

倍。然而，从华裔的比例来看，已基本达到平衡。

（二）战后华人男女比例趋于平衡

随着华人人口的增加，华裔的出生及混血家庭的出现，华人的男女比例渐

趋平衡。从表１５可以看出，在１９４４—１９５２年这短短八年中，毛里求斯的华人

增加了近７０００人。与此同时，女人在华人人口的比例从２９％提高到３７％，这

无疑对一个移民社区能起到重要的 稳 定作 用。１９５２—１９６２年，华人新移民共

有５０００多人，这些数据也印证了我 们 所 说 的 第 一 次 华 人 移 民 高 潮 期。然 而，

女人在 华 人 总 人 口 中 的 比 例 一 直 持 续 上 升，１９６２年 达 到４１．５％，１９７０年 达

４４％，１９７２年下降０．３％，仍保持在４３．７％的水平。可以说，到２０世 纪７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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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男女比例已不再是一个影响华人社会稳定的因素。①

同样情况发生在马达加斯加。在１９４１—１９５３年间，共有３２１名华侨进入马

达加斯加，这些移民主要是以妻子和亲戚的身份。１９５１年，４９００名华侨中男性

３４６６名，女性１４３４名，约占华侨人口总数的２９．４％。１９６７年，马达加斯加人口

统计表明，９０６９名华侨中男性５０５２人，女性４０１７人，女性已占华侨总数的４４．
３％，比例已趋于平衡。如果考虑年龄因素，这一比例仍欠平衡，因为２１岁以上

的女性只占３８．５％，１４岁以下的女性占总数的４８．４％。② 根据马达加斯加的官

方统计，１９７５年 华 侨 男 女 人 数 分 别 为２３９７和１６４２。从 中 可 以 看 出，华 人 在

１９７５年的男女比例虽然在有的地区（如菲亚纳南楚阿）还 比 较 悬 殊，但基本上

较平衡，这种情况比起２０世纪初好多了。原来马达加斯加华人中的男女比例

相差甚远，１９０４年，马达加斯加的４４６名华侨中，只有三名女性。③ 与其他的地

区一样，这种早期男女比例失衡导致了大批混血华裔的出现。

（三）混血家庭与克里奥尔华裔的出现

男女比例失衡的另一个后果是导致部分男华侨与当地妇女、其他移民（白人

或印度人）或克里奥尔妇女通婚的现象，随之而来的是一大批混血华裔的出现。
当然，这种以华人父系为主的混血家庭的出现除性别比例失衡和生理需求外，还
存在其他社会原因。在经济上，这种混血家庭为经商的华人店铺提供了更广泛

的社会资本，更便捷的销售（或进货）渠道，并保证了更稳固的顾客群体。在法国

殖民地（如马达加斯加和留尼汪），对华人或外籍人经商有各种歧视政策，规避这

些政策的一个变通办法是与当地女子结婚。马达加斯加独立后，对外籍人拥有

土地和房产仍有严格规定，混血家庭则可享受公民待遇。④ 政治因素有时也在考

虑之列。不少混血的华裔已在参与当地政治，如在总理办公室任职的潘伟喜、马
达加斯加驻华大使陆社恒、马达加斯加工贸部顾问陈威廉等。⑤

在 马 达 加 斯 加，华 人 男 性 与 当 地 的 马 尔 加 什 女 性 结 合 的 事 时 有 发 生。
当 地 的 人 口 登 记 习 惯 往 往 将 父 系 为 华 人 的 混 血 儿 作 为 马 尔 加 什 人 记 入 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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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Ｈｕｇｕｅｔｔ　Ｌｙ－Ｔｉｏ－Ｆａｎｅ　Ｐｉｎｅｏ，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ｐ．１１４．这 些 数 字 与 毛 里

求斯《周末报》上的 文 章 里 的 数 字 有 出 入。参 见 方 积 根 编：《非 洲 华 侨 史 资 料 选 辑》，第５１页。此 外，１９５７，
１９６１和１９７０年的数据来自相对应年份的《华侨经济年鉴》。

Ｓｌａｗｅｃｋｉ，Ｆｒｅｎｃｈ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Ｍａｄａｇａｓｃａｒ，ｐｐ．５２，５７．
Ｉｂｉｄ．，ｐ．５２．
笔者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在毛里求斯参加国际研讨会时，会议举办方专门从马达加斯加请来一位中国厨

师。他是连云港人，目前已在马达加斯加定居，妻子是一位马尔加什人，两人和睦相处，还生了一位混血男孩。
王奕华：《马达加斯加的混血华裔》，在吕伟雄主编：《海 外 华 人 社 会 新 透 视》，广 州：岭 南 美 术 出 版 社

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５页。



案，因 此，要 查 清 混 血 儿 的 确 切 人 数 很 难。１９５４年，马 达 加 斯 加 一 次 非 正

式 的 人 口 调 查 表 明：华 人－马 尔 加 什 人“非 正 常”结 合 的 共 有１１１１对，正 常

结 合 即 合 法 婚 姻 的 有１２５对。这 种 情 况 加 上 混 血 儿 得 到 生 父 及 华 人 社 团

的 认 可，在 马 达 加 斯 加 社 会 存 在 着 数 量 可 观 的 混 血 华 裔。一 位 在 马 达 加 斯

加 工 作 的 操 广 东 话 的 法 国 神 甫 估 计，１９５７年，华 人－马 尔 加 什 人 混 血 儿 达

５０００人。如 果 按 一 般 的 人 口 规 律 统 计，１９６９年，华 裔 中 应 有 近１万 名 是 混

血 儿。① 根 据 目 前 的 非 官 方 统 计，马 达 加 斯 加 有５万 华 人（包 括 老 侨 和 新

侨），而 混 血 华 裔 达３０万 人，两 者 相 加 已 占 马 达 加 斯 加１７００万 人 口 的

２％。在 塔 马 塔 夫 省 和 有 着“金 三 角”之 称 的 桑 巴 瓦、安 塔 拉 和 安 塔 拉 哈 地

区，由 于 历 史 上 契 约 华 工 和 抵 达 马 达 加 斯 加 的 华 人 多 在 这 些 地 区 集 中，因

此，居 住 着 大 量 的 混 血 华 裔。②

在种族主义盛 行 的 南 非，华 人 与 白 人 或 其 他 人 种 的 结 合 也 不 时 在 发 生。

一位约翰内斯堡的神甫米歇尔·图奥希（Ｍｉｃｈｅａｌ　Ｔｕｏｈｙ）坦承，他曾主持过１９
对华人与白人的婚礼：“我的态度是你无 法 阻 止 人 们跨 越 种 族 界 线 坠 入 爱 河，

他们有结婚的天赋权利。并非国家可以决定谁可以结婚谁不可以结婚。……

这些人是天主教徒，他们有进天主教堂举行仪式 的 权 利。……我 刚 开 始 为 他

们主持婚礼时还真有些紧张，担心一旦被发现，我可能因此失去主婚的资格执

照，甚至可能被驱逐出境。在大约１９６８年 刚 开 始 的 那 会 儿，有 些 婚 礼 是 偷 偷

进行的。但是，后来我觉得这颇为荒谬，便公开主持婚礼。这并非什么故作英

勇的行为或是为了蔑视谁。我的良心告诉我，这些人是天主教徒……，他们在

上帝面前结合到一起。”③留尼汪华人历史上也记载着不少这种华人－克里奥人

混血家庭的例子。④

五、华侨的国籍选择与身份认同

华侨华人人口变化的另一方面是在传统的华人移民目的地，保留中 国 国

籍的华人逐渐减少。在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代，“叶落归根”的观念仍存在。当时，

在中国出生的华人不少，大 部 分 华 人 在 家 里 说 汉 语。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特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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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国内局势的 变 化、侨 务 政 策 的 改 变（特 别 是 不 再 承 认 双 重 国 籍）及 居

留国移民政策等 因 素 的 影 响，华 人 面 临 着 身 份 认 同 的 问 题。这 种 身 份 选 择

往往直接影响到华人在居留国的 生 活 条 件（就 业、入 学 和 税 收），这 种 身 份 认

同的现实表现是 选 择 国 籍 的 问 题。由 于 居 留 国 入 籍 多 实 行 出 生 地 原 则，出

生在居留国的华 裔 全 部 成 为 当 地 公 民。同 时，中 国 在 相 当 一 段 时 期 内 与 世

界其他地区处于隔 绝 状 态，很 少 有 人 移 民 国 外，这 样，非 洲 华 人 中 保 留 中 国

国籍的日益减少。

华人一直是毛里求斯的少数 民 族，占 总 人 数 比 例 很 小。由 于 印 度 和 毛 里

求斯原来均为英国殖民地，在殖民统治期间，印度人迁移到毛里求斯相当于在

英帝国范围内的移民，因此，印度人在毛里求斯人口比例相 当 大，一 直 保 持 在

６０％—７０％，而华人往往只占总人口的３％左右。

１９４４年 印 度－毛 里 求 斯 人 为２６．５２４７万 人，１９５２年 增 加７万 余 人，达

３３．５３２７万；１９６２年又增加了近１２万人，达４５．４９０９万人。从１９４４—１９６２年，

印度－毛里求斯人的人数增加了约１９万人，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印度独

立及随后印 巴 分 治 带 来 的 动 荡 明 显 相 关。华 侨 的 增 长 速 度 有 相 近 之 处。在

１９４４年 以 前 的３０年 里，每１０年 的 增 长 数 约 为２０００—３０００人。然 而，在

１９４４—１９５２年的八年时 间 里，华 人 人 数 增 长 了 近７０００人，在 接 下 来 的１０年

里，华人再增长５０００多人。① 这种情况与中国国内的局势密切相关，由于新中

国成立后频繁的政治运动，中国向海外包括毛里求斯的移民有所增加。

表１２　毛里求斯华人的国籍（１９５２）

男人 女人

英国国籍（出生） ６５０１　 ６０１８

英国国籍（婚姻） ８０

英国国籍（入籍） ８６１　 ２６１

中国国籍 ３０４２　 １０６０

　　资料来源：ＭＡ　Ｃｅｎｓｕｓ　Ｒｅｐｏｒｔ，１９５２．Ｍａｒｉｎａ　Ｃａｒｔｅｒ　＆Ｊａｍｅｓ　Ｎｇ　Ｆｏｏｎｇ　Ｋｗｏｎｇ，Ａｂａｃｕｓ
ａｎｄ　Ｍａｈ　Ｊｏｎｇ，ｐ．１３１。

１９４４年，毛里求斯华 侨 为１．０８８２万 人，其 中 保 留 中 国 国 籍 的 占４２．
４４％。１９５２年，毛里求斯仍为英国殖民地，在当地出生的华裔已有１．２５１９万

人，加上申请入英国籍的华人１１２２人，英国籍华人已达１．３６４１万人，保留中国

籍的只有４１０２人，不到３０％。１９６２年，华侨总数达１．２１７８万人，保留中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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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的降至１５．３２％。主要原因是华人已经融入当地社会，有的加入英国籍并进

入行政机构，成为公职人员。①

表１３　马达加斯加华人入籍情况（１９７０—１９８０）

年份 华侨入籍人数
华侨妇女入籍人数
（与马尔加什人结婚）

１９７０　 １４　 ６
１９７１　 １５　 ２
１９７２　 ０　 ６
１９７３　 ０　 ２
１９７４　 ０　 ３
１９７５　 １　 ４
１９７６　 １　 ０
１９７７　 ８　 ０
１９７８　 １　 ３
１９７９　 ２　 ０
１９８０　 ６　 ２
总计 ４８　 ２８

　　资料来源：方积根、李秀华：《马达加斯加华侨的历史与现状》，第８３—８４页。

１９４９年后，从中国移民到马达加斯加的华侨华 人 有 所 增加。１９５１年，马

达加斯加的华侨华人共有４９００人，１９６１年，华侨华人已达８９００人。十年内人

数增加了４０００人。这种人数的增 加 主 要 有 两 种 原 因：一 是 自 然 增 长 率 所 然，

二是从国内 迁 移 过 去 的，或 是 为 了 继 承 遗 产，或 是 投 亲 靠 友，或 是 为 了 找 职

业。② 后来，由于局势动荡，华侨人数也一度减少。然而，马达加斯加入籍的华

人的数量一度保持在较低水平。

表１４　南非华人出生于中国、说汉语人数统计表

１９３６　 １９４６　 １９５１　 １９６０

出生于中国 １６４８　 １８７８　 ２１０８　 １７５５

在家说汉语 ２３３２　 ４７３８　 ４８３１

　　资料来源：参 见Ｌｉｎｄａ　ｈｕｍａｎ，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Ｆｒｅｅｗｈｅｅｌ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Ｆｒｉｎｇｅ，Ｐｒｅｔｏｒ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１９８４，ｐ．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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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统计表明，当时在南非定居的华侨仍力图保持中国人身份。虽然出

生在中国的人数不多，但他们坚持在家说中文。１９３６年，南非华人中有１６４８
人出生在中国，但在家说中文的为２３３２人，远远多于中国出生者。１９６６年，这

种局面不仅没有改变，甚至有所加强，出生在中国的人为１７５５人，而在家说汉

语的达４８３１人。移民南非的华人在种族隔离制后期开始增加，主要与南非政

府的宽松政策有直接关系。这一政策鼓励华商移民南非。从１９７６—１９７９年，

抵达南非共和国的台湾移民只有１２人，在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９年间，移民南非的台

湾人达９３５人。１９９０年一年内，１４２２名南非华人移民全都是从台湾去的。至

于到南非做生意的台湾人，则数目更大。由于台湾采取承认双重籍贯的政策，

台商移民南非无所顾忌。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大陆华人移民南非的逐渐增

多，但申请成为南非公民并获批的华人很少。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间，仅７７９５名中

国人获得南非国籍。①

长期以来，留尼汪一直是法国的殖民地，１９４６年成为法国的海外省。从历

史上看，华人人数一度远比印度人多，直到１９５４年，华人仍然是印度人的三

倍。目前，华人中超过９０％的都是华裔。华人多选择法国国籍，虽然一些老华

侨一直保留中国国籍，但人数日益减少。这种选择与法国对严格限制外国人

经营相关行业和领域有着直接关系。②

表１５　留尼汪华人保留中国国籍人数变化表（１９２６—１９８１）

年份 保留中国国籍人数 年份 保留中国国籍人数

１９２６　 １６２９　 １９５４　 ２８２０

１９３１　 ２２４２　 １９６１　 １９６７

１９３６　 ２８５４　 １９６７　 ９５４

１９４１　 ３８３５　 １９７２　 ８５０

１９４６　 １９１０　 １９７３　 ８２０

１９４７　 ２５００　 １９８１　 ４３０

　　资料来源：多米尼克·迪朗、让·亨顿：《留尼汪华侨史》，载方积根编：《非洲华侨史资料选

辑》，第５０５页。

从表１５看，１９２６—１９４１年，保留中国国籍的人是持续增加，这表明中国移民

的人数持续增加。１９２６年，留尼汪的华侨人口为１６２６人，１９２９年为１９８８人，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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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不断递增，以１９４１年为３８５３人。然而，１９４６年的华侨人数突然减至１９１０人，
随后又逐渐增加，直至１９５４年以后就逐年减少，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内战引起留

尼汪华侨的极度失望，打消了他们叶落归根的期盼。同时，１９４６年留尼汪成为法

国的海外省以后，法国将原宗主国实施的各种法令都引进留尼汪。“最有助于把

华人固定在留尼汪的税法，是阻止资本外流法。它迫使华人把积蓄的钱，进行就

地地产投资。”１９５０年，明令禁止外国人入境，对已在岛上的外籍人士严格管理，
禁止那些无法证明自己是出生在留尼汪的华人移民，逐渐收紧了对外籍人士的

管理。１９５２年２月１３日，法令规定免收投资盈利税。华人因为投资地产，成为

重要的不动产主，他们中甚至用经商赚来的钱在法国投资地产，其社会地位也因

之大大提升。可想而知，如果光靠经商，他们不可能得到这种地位。①

留尼汪与法国本土一样，相 当 多的行 业 和 领 域 不 许 外 国 人 涉 足，如 保 险、
报关、私家侦探、代办移民业务、银行 业、货 币 兑 换、军 火 制 造 与 买 卖、金 业、珠

宝业、船舶代理、戏 院、公 共 运 输、无 线 电 制 造 与 买 卖、民 用 测 量、旅 馆 与 音 乐

厅、印刷业、船舶燃料供应、注册事务等。一旦成为法国公民后，他们可以经营

以前不许涉足的各个领域。华侨在从事贸易的同时，多获得酒类经营的牌照。
后来，法国政府发出禁令，对于已领有零 售酒 类牌 照的 华 侨，在 其 去 世 或 离 境

后，子女不得继续经营此项业务。这一限制对华侨的影响相当大。从１９５０年

以来，法国政府开始对外籍人员征收 商 业证 特 别税，每两年 为 一 期，每 期 换 取

商业证，其征收税款递增。第一期征收３６０元，第二期征收２４００元，第三期征

收３４００元，第四期征收３６００元。② 华侨对此 项税 款 一 直 耿 耿 于 怀：因 为 华 侨

多以经商为业，对这样高的税收难以承担，加之增率过高，实有不胜负荷之苦。
获得法国国籍之后所有这些得以免除。

一方面是对外籍人的严格控 制 和各 种 禁 令，另 一 方 面 是 对 入 籍 者 的 种 种

宽松条件，从而导致大部分华人申请法国籍，保留中国国籍人数减少。１９６２—

１９８０年，在１１９２人入籍者中，５２６位是中国人，其中２／３是商 人。１９７９—１９８０
年，７４位被接纳入籍 的 中 国 人 大 部 分 是２０世 纪３０年 代 来 留 尼 汪 的 广 东 人。
他们为什么 要 加 入 法 国 籍 呢？首 先 是 非 常 实 用 的 考 虑。这 些 人 并 不 会 讲 法

语，更不具备书写法文的能力。然而，取得法国国 籍 后，他 们 得 以 享 受 多 项 以

前不曾享有的权利，包括个人旅行、子女 上学，缴 纳 税 款 等 方 面，待 遇 从 优，特

别在经济方面。研究留尼汪华侨史的作者 认 为，这里 的 华 人 往 往 自 认 为 自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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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三个身份：中国人、留尼汪人和法国人。“感到是中国人，因为他们的父辈

与祖父辈出生在中国，因为他们在那里还有主要亲戚，因为他们信奉中国传统

的道德与宗教。感 到 是 留 尼 汪 人，因 为 他 们 的 孩 子 出 生 在 留 尼 汪，在 那 里 学

习，讲当地语言，在那里生活，采纳当地风俗，并且融合了来岛建设的人民的各

种风俗习惯。感到是法国人，因为他们获得了法国毕业证书，书写用的是法国

语言，结婚仪式是法国式的，所接受与投票表决的法律是法国的法律。”①

实际上，相当部分的华人认为自己是留尼汪人，也包括他们中的另一个身

份：克里奥尔人。正如吴玉莲指出的：“比起法国人或中国人，我更愿意说自己

是克里奥尔人。”②

留尼汪华人只是非洲华侨的 缩 影。实际 上，非 洲 甚 至 海 外 华 人 往 往 趋 向

于多重身份的认同。对于那些长期在国外定居入籍的华人 而 言，他 们 的 政 治

身份无疑以当 地 国 籍 而 论，特 别 是１９５８年 中 国 放 弃 承 认 双 重 国 籍 以 后。然

而，他们在文化认同上却往往倾向于中国。

结　　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非洲华人的增长成为一种常态，在华人人口变

化方面有三种表现：这一时期出现了华侨华人增长的三次小高潮，华侨华人的

性别比例逐渐平衡，老一辈华人中持有中国国籍者日益减少。

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有一个移民小高潮，这在马达加斯加、留尼汪、毛里求

斯、葡属东非等地均如此。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从台湾、香港和东南亚地移民

非洲的人数开始增加，香港移民迁入南非、尼日利亚、加纳等国家，这是第二次

高潮。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 起 是 第 三 次 高 潮，除 了 从 台 湾 和 香 港 等 地 区 移 民 非 洲

外，大陆的移民开始涌向非洲。

华侨华人男女 性 别 比 例 逐 渐 趋 于 平 衡 是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后 的 另 一 个 特

点。以前由于性别比例差异过 于 悬殊 而 出现 混血 家庭，克 里 奥 尔 华 裔 人 数 增

多，这一现象逐渐减少。由于实用主义的考虑，老一辈华人中持有中国国籍的

人日益减少，这是这一时期的第三个特点。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主要是指

老侨集中的几个国家和地区，如南非、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和留尼汪，这是因

为非洲各国的国籍政策大多采取 出 生地政策，日益增多的华裔理所当 然 地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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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当地人。然而，他 们 始 终 保 持 着 政 治（居 留 国）与 文 化（中 国）的 双 重 认 同。

在非洲其他国家，新移民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状态，大部分来自中国的新移民都

保持着中国国籍。

另外，从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的２０年里，中国移民非洲的日益增多。这种移民

非洲的势头主要有以下原因：中国的改革 开 放 释 放了 广大 民 众 移 民海 外 的 积

极性，他们希望了解这个充满神奇感的大 陆。中 国企 事 业 单 位 的 改 制 使 得 相

当大的一批人陷入困境，或是将他们彻底解放出来，他们需要寻找新的创业机

会。同时，中国企业也将目光伸向非洲，非洲国家也在寻找新的商业机会和投

资者，它们对外来移民和投资采取相对开放的态度。与此同时，西方提高了对

移民的各种条件，进一步加强了审批手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移民非洲是

一种自然的选择。近两年来，非洲 华侨华 人 中 出 现了 一 些 新 情 况 即 一 些 华 侨

返回或再迁移，其原因在于男性移民需要成家、赚 了 钱 无 人 继 承 开 始 思 乡、子

女教育、经济不景气、社会治安不理想、部分非洲国家货币贬值使生意难做，以

及一些国家的签证开始收紧，等等。① 以安哥拉为例，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正在

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安哥拉的中国移民在２０１５年 经 济 困 境 后 大 量 回 国，中

国人数量下降了４０％—５０％，而且在继续下降，②同样的事也发生在南非和尼日

利亚等地。在毛里求斯，大量华裔在国外接受高等教育后直接在国外找到工作，

致使毛里求斯华人人数大量减少，目前人数由原来的三万减少到１．８万。③

最近几年出现的中国人从非洲回流的现象引发了学者的讨论。有学者据

此 认 为，“非 洲 华 侨 华 人 的 数 量 不 会 继 续 增 加，而 会 在 目 前 的 数 量 上 略 有 减

少”。④ 笔者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不 同看 法。尽 管 存 在着 各 种实 际问题，中国移

民返回中国的现象也确实存在，最近非洲一些国家货币贬值直接影响 到 移 民

的收入，回流现象相对明显。然而，中非经济关系的基础有望从贸易转到包括

贸易、投资和金融等多方位的合作。中非产能合作基础上的投资加强，中非民

间交往与文化交流的促进，大部分非洲国家仍愿以宽松的移民政策吸引外资。

从各种迹象看，非洲的中国移民的数量仍会持续增加。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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