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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根廷移民政策的演变 *A

——兼论阿根廷中国移民的历史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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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分析阐述了阿根廷移民政策的历史演变以及中国人移民阿根廷的历史及特征。阿

根廷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其移民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自由开放时期、相对趋严时期和相

对包容时期。阿根廷移民政策的历史演变呈现出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相结合、开放与限制相补充、宽

容与歧视相交织的特征。阿根廷移民政策的变化对中国移民的移民人数、移民来源地、移民方式和移

民融入当地社会等层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阿根廷已成为中国移民的新兴移居国。中国移民成为阿根

廷的第四大外来移民群体；中国移民的来源地、在阿根廷的区域分布和行业分布均出现相对集中的特

点。近年来，阿根廷华侨华人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也开始积极地融入当地社会。如参与当地公益

事业、与当地人组建家庭、参政议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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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variations in Argentine immigration policy and looks in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igrants in Argentina as well as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particular community. Argentina is a 

typical migrant country, which has gone through three phases of immigration policy. The various policies as 

a whole has been resulted from combinations of idealism and pragmatism, openness and restriction, racial 

tolerance and discrimination. These policy changes have greatly impacted on the Chinese migrants in 

Argentina with regards to their total numbers, home origins, migration categories and integration patterns. 

As the fourth largest migrant community of this country, Chinese migrants came from certain places 

and appear congregated in certain localities and industries. In recent years, they have begun actively to 

integrate into the host society through participation in local charitable work and political activities, and also 

intermarriages.

［收稿日期］2018-01-03； ［修回日期］2019-01-07

［作者简介］李善龙（1984 —），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学、国际

移民与海外华人；曾少聪（1962 —），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国际移民与海外华人

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学、汉民族研究、国际移民与海外华人。

* 感谢编辑部和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13

随着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稳步推进，拉美华人移民活动逐渐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其

中，阿根廷的中国移民现象近年来越来越引人关注。作为传统的移民国家，移民政策是阿根廷国

策的一个重要层面，也是阿根廷社会运作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阿根廷于 1853 年正式通过了

宪法，对移民做了相关的规定。1876 年，阿根廷颁布首部移民法，其实施时间前后长达百年。其

后，阿根廷又分别于 1981 年、2004 年颁布了新的移民法，在此期间，阿根廷还曾颁布若干移民

条例。移民法的制定和修改、移民条例的颁布和实施对包括中国移民在内的国际移民都产生了重

要影响。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开始重视对阿根廷中国移民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该领

域仍然是国内外学术研究的薄弱环节，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且主要以文献研究为主，立足于深度田

野调查的研究不多。已有研究成果主要关注华人社团［1］、华商经济［2］、族群关系和社会适应［3］、中

国移民的海外安全［4］和阿根廷的福清新移民研究［5］等问题，而较少关注和研究阿根廷的移民政策与

中国移民之间的关系。本文尝试在梳理和分析相关文献资料的同时，利用笔者在阿根廷进行田野调

研获得的资料，探讨阿根廷移民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其对中国移民产生的影响，进而阐述阿根廷中国

移民的历史及特征。

一、阿根廷移民政策的历史演变

（一）自由开放时期：19 世纪 50 年代——20 世纪 30 年代
阿根廷 1810 年 5 月 25 日独立，虽然拥有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农业资源，却面临着劳动力严重

短缺问题。为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阿根廷政府废除了西班牙殖民时期严格限制外来移民的政策，

实施鼓励移民策略。［6］曾任阿根廷总统的贝纳迪诺里·瓦达维亚于 1820 年提出“农业垦殖计划”，

试图依靠吸引欧洲移民来发展农业生产，促进经济发展。但受当时国内政局不稳、移民人身安全缺

乏保障以及基础设施落后等因素制约，该计划以失败告终。1824 年，阿根廷政府成立了侨务委员会，

设立移民管理局，开展吸引移民工作。［7］不过，在阿根廷独立后的半个世纪里，受考迪罗主义盛行、

政治紊乱、经济衰微等因素影响，从 1825 年至 1857 年，只有少数移民来到阿根廷。［8］

在 19 世纪 50 年代之前，胡安·巴蒂斯塔·阿尔韦迪、多明戈·法斯蒂塔·萨米恩托等知识精

英不遗余力地倡导和呼吁移民，他们的目标是，把阿根廷建设成为自由、文明、现代化和欧洲化的

共和国国家。在他们眼中，阿根廷是野蛮之地，美洲印第安人、高乔人和黑人等是野蛮、落后和无

知的代表；而欧洲则是文明之地，欧洲人是文明、进步和道德的典范；引进欧洲移民是改变阿根廷

社会落后和野蛮现状的重要途径。阿尔韦迪还提出了著名的口号：“移民就是治理”。［9］萨米恩托认

同欧洲资产阶级秩序和白人至上的观点。他在《法昆多》中提出的“文明——野蛮”二元论，在某

种程度上就是用欧洲“文明”去战胜美洲“野蛮”的发展思路。他们所提出的亲移民政策逐渐被阿

根廷统治者采纳和实践，自由开放的移民政策成为阿根廷的基本国策之一。

19 世纪 50 年代后，阿根廷政治日趋稳定。1862 年，阿根廷结束了长期内战的局面，统一了国

家，为经济发展和吸引移民创造了良好条件。1853 年，阿根廷颁布了首部宪法，该宪法采取了亲移

民立场，建立了偏好欧洲移民的长期法律框架，宪法第 25 条规定：“联邦政府鼓励欧洲移民”。同时，

阿根廷宪法还慷慨地赋予外国移民与本国公民几乎同等的权利。19 世纪 50 年代后，阿根廷经济得到

了快速发展，逐渐形成了以农牧业产品出口为主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需要更为充足的劳动力。

为鼓励和吸引移民，阿根廷政府于 1876 年通过了移民与垦殖法，为移民提供便利，其重要措施如下：

一是赋予移民与本国公民几乎同等权利，免除移民服兵役等义务；二是设立农业垦殖场，授予移民

土地；［10］三是在欧洲设立移民办事处和物色移民代理商；［11］四是为欧洲移民提供交通补贴、免费住

宿、种子和工具等优惠措施。［12］

阿根廷的亲欧洲移民政策为工业化后欧洲的过剩人口、贫困人口、政治难民等群体移居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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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便利。阿根廷丰富的农业资源、充裕的就业机会和良好的经济收入吸引着大批欧洲移民的到

来。据统计，1857 — 1939 年，阿根廷的移入人口共计 6,756,712 人，迁出人数为 3,179,752 人，净移

民人数达 3,576,960 人。［13］移入人口中，意大利籍者 2,973,971 人，所占比例高达 44.01%；西班牙籍

者有 2,085,819 人，占比 30.77%。［14］阿根廷成为一个重要的移民接受国，移民成为阿根廷人口增长

的重要推动力。1869 — 1929 年，移民占阿根廷人口增长总量的 60%。［15］1930 年之前，阿根廷形成

以欧洲人占主导地位的移民国家，成为具有显著欧洲特色的国家。大规模的移民潮不仅极大丰富了

阿根廷的劳动力市场，而且推动了阿根廷经济的快速发展。“从 19 世纪 60 年代到 1914 年，阿根廷的

国内生产总值每年至少以平均 5% 的速度增长。”［16］一战之前，阿根廷赢得了“世界粮仓和肉库”的

美誉，进入了世界上最为富裕的国家行列。在某种程度上，阿根廷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正是大规模移

民的结果。

（二）相对趋严时期：20 世纪 30 年代初至 90 年代末
1929 年发生了世界经济大萧条，经济危机的到来严重冲击了阿根廷的经济发展，同时，也终结了

阿根廷大规模移民和自由移民的进程。作为一个长期依赖世界市场和世界资本的国家，大萧条引起了

世界市场的商品价格，尤其是初级产品价格的巨大波动，严重打击了阿根廷的经济。“1930 —1931 年，

阿根廷出口收入减少了三分之一，从 20 年代后期的平均约 10 亿比索减少到 1931 年的仅 6 亿比索。国

内生产总值在 1929 年和 1931 年之间下滑了 14%，粮食生产产量下降了 20%，制造业下降了 17%”［17］

受经济不景气影响，阿根廷的失业人数快速增多。“失业的农业工人以及工作所得只能维持半饥半饱

生活的人数，在危机时期竟达 70 万人。农业工人和雇农的困苦情况，曾由议会讨论多次。”［18］庞大

的失业人口对阿根廷转向日渐严格的移民政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20 世纪 30 年代初，阿根廷采取了多项限制移民措施：一是大多数州开始限制移民以保护本

地人的工作。1930 年 12 月，阿根廷通过了一项法令，征收移民的人头税；二是驱逐部分失业移

民出境；三是要求移民申请者提供工作合同。［19］ 阿根廷的移民人数急剧下降，由 1921 — 1930

年的 87.8 万人降至 1931 —1940 年的 7.3 万人。［20］鉴于严峻的外部经济形势，20 世纪 30 年代后，

阿根廷采取内向发展战略，实施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极力推动阿根廷的工业化。工业化进程推动

了阿根廷由农村向城市的内部移民。据拉特斯估计，1930 — 1944 年，约有 85.2 万人从农村迁移到

城市。［21］内陆省份因人口外迁，产生了严重的劳动短缺问题。拥有优势产业的一些省份，急需丰

富和廉价的劳动力，南美移民成为他们主要劳动力来源。玻利维亚移民到萨尔塔省和胡胡伊省从事

甘蔗生产或到其他省份从事烟草种植工作；而巴拉圭移民到阿根廷的东北部从事森林砍伐、棉花种

植和巴拉圭茶的种植等工作。［22］阿根廷与邻国之间巨大的经济收入差异成为邻国移民阿根廷的重

要因素。1950 — 2000 年，阿根廷人均 GDP 是玻利维亚和巴拉圭的 3 倍，巨大的收入差距使巴拉圭

和玻利维亚成为阿根廷的主要移民来源国。［23］南美移民逐渐取代了欧洲移民，成为阿根廷的主要

移民群体。

阿根廷政府曾多次采取各种措施鼓励欧洲移民，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庇隆政府时期，阿

根廷与意大利、西班牙签署了《移民协议》。1945 — 1957 年，有 50 万意大利人来到阿根廷。［24］然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西欧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加之一些欧洲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吸引移

民，欧洲地区逐渐由移民输出国变成移民输入国；［25］而与此同时，阿根廷自身的经济发展放缓，对

移民的吸引力下降，因而阿根廷的欧洲移民人数急剧下降。

鉴于欧洲移民的人数缩减，阿根廷与玻利维亚、智利、巴拉圭等拉美国家和日本、韩国等东亚

国家签订移民协议，以推动阿根廷的经济发展。出于国家安全和招商引资的考虑，阿根廷于 1981 年

颁布了新的移民法，将原先的“永久”和“非永久”两种移民类型改为“永久居留”“短期居留”和

“临时居留”三种。新移民法欢迎拥有资本、技术的移民者，并对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等移民类型给

予（永久）居留权等便利条件。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以及我国台湾等经济发达地区成为阿根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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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的移民来源地。  

阿根廷政府一方面采取措施吸引移民，另一方面则严格控制移民渠道。一是严格管控非法移民。

阿根廷多次颁布法令，严格管制非法移民入境，禁止他们就业，采取措施驱逐非法移民以及对社会

秩序有危害的移民出境；同时，加大对雇用非法移民的雇主的惩罚力度。［26］翁加罗政府宣称，“阿

根廷政府的职责和目标之一，就是防止非法移民”。［27］不过，由于阿根廷边界线漫长、执法部门执

行力不足等原因，管制非法移民的成效不太显著。二是阻止社会主义国家的移民入境。为防止共产

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阿根廷政府严格管制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移民。1963 年 1 月，阿根廷颁布第

788 号法令，宣布限制社会主义国家的移民入境。［28］三是要求移民提供工作合同。阿根廷多次颁布

法令，要求移民需提供工作合同。但阿根廷社会不流行且不认可与移民签订工作合同，因而移民难

以获得工作合同。［29］这是阿根廷一种严厉的管控移民措施。 

与 20 世纪 30 年代之前相比，这一时期的阿根廷移民政策调整带来了多方面显著变化：一是移

民管控相对趋严；二是移民来源国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智利、秘鲁、乌拉圭、玻利维亚等拉

美国家取代西欧和南欧等国，成为阿根廷的主要移民来源国；另一方面，日本、韩国和中国等东亚

国家成为阿根廷外来移民的新兴来源国。

（三）相对包容时期：21 世纪初至克里斯蒂娜政府时期
2004 年 1 月 21 日，阿根廷总统公布了新移民法，即第 25871 号法令，规定：“移民是每个人基

本和不可剥夺的权利。阿根廷共和国持平等性和普及性的原则为基础确保之”，并“确保所有以永久

或短期居留名义申请入境阿国的人士，得享宪法、国际条约、现行双边条约及法律中有关权利和义

务所赋予之非歧视的标准及采纳程序”（第 1 章第 6 条）。新移民法将“非法移民”的称谓改为“非

正规移民”，并从法律上保障他们应有的权利。“无论其移民途境（是否合法），不得拒绝或限制任何

外国人因需享有医疗、社会援助或保健照顾的权利。保健之机构当局，应提供相关手续的指引和咨

询，以便纠正前述处境”（第 2 章第 5 条）。此外，新移民法还放宽条件，欢迎外来移民。第 1 章第

9 条规定：“放宽以推动贸易、观光、文化交流、科学技术及国际关系为理由而申请进入本国人士的

入境。”

阿根廷修改和颁布新移民法的主要原因有四：一是 1994 年阿根廷颁布了新宪法，将人权写入其

中，为 2003 年新移民法将人权写入移民法奠定了法律基础。［30］二是南方共同市场的成立推动了区域

内的人员自由流动。1991 年 3 月，阿根廷、巴西等国签署了《亚松森条约》，开启了南方共同市场的

区域一体化进程。2002 年 12 月 6 日，扩大的南共体成员（包括玻利维亚和智利）的国家领导人签署

了《南方共同市场居留协定》，实现了南共体成员国之间人员自由流动。［31］三是移民协会和人权组

织的长期游说和努力。20 世纪 60 年代后，阿根廷社会日益抵制和排斥来自南美等地的移民。来自玻

利维亚、乌拉圭、巴拉圭等国家的移民纷纷成立移民协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他们与人权

组织沟通和合作，如阿根廷法律和社会研究中心、阿根廷难民委员会、阿根廷民权律师 协会和美洲

人权委员会等，共同反对歧视移民，力推阿根廷政府改革 1981 年的移民法。他们的努力逐渐取得了

成效。［32］四是阿根廷反移民组织力量有限，难以发挥有效作用。

阿根廷的新移民法具有创新性、公平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点。它尊重人权，认为移民是每

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同时对不论是否具有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移民，皆以人道主义和基本人权保障

对待。这是阿根廷新移民法的一大亮点，也是其进步的体现。新移民法规定，外国移民与本国居民

享有同等权利，同时，保障非正规移民享受教育、医疗等权利，体现了其公平性和包容性。当非正

规移民面临递解出境及丧失居留权时，移民局无权直接将他们驱逐，而是需要经过法院审核和批准，

这在程序上保障了非正规移民的权益。阿根廷新移民法的颁布，有助于消除种族歧视和仇外心理的

种族主义蔓延。其颁布与实施，标志着阿根廷相对包容的移民时期的到来。［33］

2004 年以后，阿根廷的南美移民获得居留权的人数增长较快。据统计，2004 — 2012 年，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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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637,354 人获得短期居留权，539,252 人获得永久居留权，他们主要来自玻利维亚、乌拉圭和秘

鲁等国家。这与阿根廷给予南美移民的种种优惠政策和 2006 年所实施的“大赦”政策密切相关。［34］

中国移民所获得合法居留权的人数也增长较快。2004 — 2012 年，中国移民共有 12,096 人获得短期居

留权，占总数的 1.9%，位列第六；15.437 人获得永久居留权，占 2.9%，位列第四。［35］这与阿根廷

在 2004 年 9 月 13 日对南方共同体市场成员国以外国家的移民采取的“大赦政策”（第 1160 号法令）

密切相关。法令规定：“从 2004 年 9 月 22 日法令正式生效之日起的 180 天内，凡在 2004 年 6 月 30

日以前在阿居住的没有合法居留身份的非南方共同体市场成员国居民，均可向阿移民局递交合法居

留申请书、身份证明及无刑事犯罪证明等相关文件。凡符合规定者，移民局将给予其为期两年的临

时居留权，两年后，可获得永久居留权。”［36］至 2008 年，共有 12,062 名移民因大赦获得合法居留权，

其中 75％是中国人。［37］

二、中国移民的历史及特征

（一）中国人移民阿根廷的历史
1. 第一阶段：清末至 1949 年

中国人何时最先移民阿根廷，目前无证可考。据非官方资料，中国人可能于 19 世纪中期已移民

阿根廷。［38］19 世纪末，阿根廷已有中国移民的官方记录。据 1895 年阿根廷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资

料显示，阿根廷有 28 个中国人。［39］清末民初，阿根廷的华人移民主要来自秘鲁、巴西、智利等邻

国，少数来自北美和中美洲，原籍多为广东的番禺、四邑、惠阳和东莞。1914 年，登记在册的中国

移民达 463 人，60% 居住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有约 10% 居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份，以贫困

的单身男子为主。［40］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部分浙江青田人自欧洲、苏联等地辗转移民到阿根廷。［41］

同一时期，一些中国人由广州前往阿根廷，中国移民人数在 1934 年达到 820 人，［42］为 20 世纪 50 年

代之前的高峰。20 世纪 40 年代，因政治因素，一些曾效力于日伪政权的官僚和商人及国民党员移民

到阿根廷谋生。［43］这一时期，阿根廷的中国移民主要来自广东和浙江，人数相对较少。

2. 第二阶段：20 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初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移民阿根廷的中国人数较少，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实施限制性移

民政策，且 1972 年前尚未与阿根廷建立外交关系，同时，阿根廷政府对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公民实

施限制和禁止入境政策。这一时期，阿根廷的中国移民主要来自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44］据学者

估计，1960 — 1965 年，阿根廷的中国移民共有 1500 人，［45］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阿根廷的中国移民

人数增长较快。20 世纪 70 — 90 年代，阿根廷的中国移民以台湾移民为主。1972 年，台湾天主教神

父赵雅博率领 10 户台湾人，以观光身份到阿根廷，凭借赵的神职身份及其与阿国政府的良好关系，

这批移民顺利获得合法居留权。［46］之后，通过家庭团聚等方式，阿根廷的台湾移民逐渐增多。20 世

纪 80 年代后，台湾人开始大规模移民阿根廷，他们携资带眷地进入阿根廷，投资阿根廷的农牧渔业。

台湾移民大多以投资者身份正式进入，一次取得永居。［47］以台湾移民为主的中国移民在阿根廷获得

合法居留权的人数逐渐增多（见表 1）。

台湾人移民阿根廷，主要原因有四方面：一是政治因素。1979 年，台湾当局放宽出境限制，允

许民众出境旅游，使得当地出境人数增加；1987 年，台湾地区解除戒严等因素使台湾民众掀起了向

外移民浪潮，而阿根廷是他们重要的移居地之一。二是经济因素。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台湾地区经

济迅速发展，人们收入大幅度提高，具备了移民海外的经济实力。［48］他们想追求更好的经济利益。

三是社会因素。部分台湾民众为了减轻子女的升学压力和逃避服兵役等因素纷纷移民海外。四是阿

根廷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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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1970 —1986 年居留阿根廷的中国移民人数 （单位：人）

年份 人数 年份 人数 年份 人数

1970 7 1976 184 1982 1,161

1971 1 1977 106 1983 1,258

1972 20 1978 105 1984 1,852

1973 34 1979 443 1985 1,665

1974 2 1980 601 1986 1,061

1975 113 1981 750 合计 9,363

资料来源：古月：《韩国移民人头买卖》，《长青半月刊》1987 年第 47 期。

注：该文译自阿根廷 HUMO 杂志，内中统计数据为官方正式统计数据，与实际居留人数或有出入。

1982 年，阿根廷的中国移民从 1980 — 1981 年间的 6000 多人猛增到 2 万多人，主要是来自台湾

地区的移民。1987 年，阿根廷的中国移民计有 27,500 人。［49］1989 年，阿根廷发生经济危机，社会

治安恶化，1.5 万名左右的中国台湾地区移民，或再迁移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或返回台

湾地区，人数缩减。20 世纪 90 年代后，阿根廷的中国台湾移民以宗教移民为主，主要是一贯道的团

体移民。1990 —2002 年，计有 6,813 名中国台湾人移民阿根廷，其中 1995 年达 2,618 人。［50］ 2001 年，

阿根廷发生经济危机，不少台湾移民离开阿根廷。目前，阿根廷的台湾移民人数相对稳定，为 1 万

多人。

3. 第三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初至今

20 世纪 80 年代初，福建省福州市连江等地的人开始以劳务输出、观光等方式进入阿根廷。在

1990 年之前，阿根廷大陆新移民人数大约 2000 人，80% 来自上海地区，他们主要观光方式进入阿

根廷后滞留当地。他们通过结婚生子或阿根廷实施“大赦”等途径获得合法身份。［51］20 世纪 90 年

代初，来自莆田、福清和长乐等地的福建人开始移民阿根廷，并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掀起了移民

高潮。阿根廷的福建人由 1996 年的 7,213 人增长至 2005 年的 50,579 人和 2009 年的 6.6 万人。［52］

2004 — 2016 年，阿根廷的中国移民共有 16,557 人获得临时居留权，22,918 人获得永久居留权（俗称

“红本”），合计 39,475 人（见表 2）。［53］2017 年，阿根廷的中国移民超过 18 万，［54］福建移民约为

15~17 万，其中，福清人超过 8 万，长乐人 3 万多，莆田人 3 万多，其他地区人 1 万多。［55］据阿根

廷 2010 年的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每十年统计一次）显示，中国移民在阿根廷各省均有分布，但地域

分布较为集中，主要居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达 81.8%；男女比例相对平衡，

为 1.16︰1；超过 90% 移民的年龄在 15~64 岁。［56］中国移民主要经营中小型超级市场和餐饮业，其

次是进出口贸易、礼品店、洗衣店、旅行社、律师事务所和咨询中心等，从事行业具有边缘性。

    表 2 2004 年—2016 年 7 月中国移民在阿根廷获得居留权情况表 （单位：人）

           年份
类别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申请者 8841 1168 673 1614 1833 3906 2365 2117 1902 2218 不详 不详 3046

短期居留 20 9174 280 419 497 338 420 812 653 475 1204 1210 1055

永久居留 263 242 357 2944 982 7103 1611 1719 1084 1200 1662 1760 1991

被遣送者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27 68 46 63 25 不详 不详 不详

资料来源：Eduardo Daniel Oviedo， “Introducción a la Migración china en Argentina”， en Revista Ceres, Seminario 
Rabínico Latinoamericano, Buenos Aires， Septiembre，2017， Año 1，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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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人移民阿根廷有四个主要原因：一是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国际移民的流动频率。作为国际移

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福建新移民在内的中国新移民的规模和流向与全球化进程息息相关。二是

中国改革开放为福建人移民海外提供了有利条件。改革开放后，福建人得风气之先，通过各种途径

移民海外。三是为了追求财富和更好的发展机会。四是阿根廷宽松的移民环境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中国移民的群体特征
1. 新移民人数增长迅速，地域来源多样化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阿根廷的中国移民人数迅速增长，移民地域来源发生了极大变化，呈现出

“大集中、广分布”的特点。1972 年，阿根廷的中国移民仅有 700 多人。到 2017 年，则已超过 18 万人，

增长幅度较大。20 世纪 70 至 90 年代，中国移民地域来源包括台湾、香港、广东、山东、上海、福

建、东北三省等地，其中，台湾地区的移民取代广东人成为阿根廷中国移民的主体。20 世纪 90 年代

末至今，中国移民的地域来源进一步扩大，包括台湾、香港、福建、广东、广西、江西、东北三省、

江苏、浙江、江西、河南、北京等地，日渐增多的福建人成为当前阿根廷中国移民的主体。

2. 移民方式多样化，非正规移民较为凸出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中国人移民阿根廷较为困难，主要以非正规入境为主，“因入境及居留甚

难获准，有时必须改名换姓，冒替死亡者始得居留，或从边界偷渡进入，或跳船下来，等到若干年

之后碰上政府大赦，就全部有了身份了。”［57］20 世纪 70 年代后，台湾民众主要以家庭团聚、投资

移民等方式移民阿根廷，而大陆新移民则主要以技术移民、家庭团聚和非正规移民为主。20 世纪初

90 年代初，阿根廷曾一度放宽投资移民与技术移民签证，不少福建人通过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入境。

鉴于中国人移民材料有时存在弄虚作假现象，1994 年阿根廷移民局颁布了第 1023 号法令（1994 年 7

月 5 日生效），严格管控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58］

福建新移民主要来自农村地区，学历以高中及高中以下为主，［59］为“非精英移民”群体。当技

术移民和投资移民的途径受阻时，不少人便选择以非正规方式入境。近年来，在阿根廷相关部门检

查非正规移民的行动中，来自中国的非正规移民占有一定的比例，并呈现增长态势（见表 3）。结婚、

生子、大赦等是中国非正规移民获得合法身份的重要途径。

        表 3 2009 年—2014 年 7 月阿根廷移民局对外国人检查时发现的非正规居留情况表 （单位：%）

          年份
国家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玻利维亚 33.8 28.5 27.2 33.9 29.2 17.0

中国 16.1 24.3 19.7 24.3 28.4 48.8

巴拉圭 16.5 22.6 27.2 17.3 16.7 10.6

秘鲁 19.0 14.9 19.4 16.0 11.8 17.0

其他国家 14.6 9.7 6.5 8.5 13.9 6.6

资料来源：OVIEDO，Eduardo Daniel，“Introducción a la Migración china en Argentina”， en Revista Ceres, Seminario 
Rabínico Latinoamericano, Buenos Aires， Septiembre，2017， Año 1，p.18.

3. 中国移民开始融入当地社会

阿根廷曾经是中国人移民其他国家的中转站。与具有浓烈“落地生根”意识的美国中国新移民

相比，不少阿根廷中国新移民过客意识较强，他们或将阿根廷当作移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日本等国的跳板，或者只是将其作为工作和赚钱的地方。其再移民的目的地往往因其来源地不同而

有所区别：台湾移民往往以美国、加拿大为主要移民目的地，而福建连江人、长乐人的最终移民目

的地是美国，福清人 20 世纪 90 年代初倾向于移民日本，之后转为美国等国家。1989 年和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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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发生了经济危机，台湾移民除了小部分回流台湾外，大部分人移民美国和加拿大。留在阿根

廷的台湾移民生计方式逐渐转型，不少人退出华人超市、中餐馆、礼品店和照相业等传统行业，转

而进入房地产业、旅游业、农场和农牧业、小型加工厂等当地主流行业。随着台湾第二代移民甚至

第三代移民的成长，他们在阿根廷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接受专业训练，阿根廷的华人律师、会计师

和医师几乎都是台湾移民。他们与当地人接触和交流日益频繁，不少台湾移民以当地人为婚嫁对象，

日益融入阿根廷社会。［60］

与台湾移民相比，大陆移民主要从事超市、中餐厅、礼品店、进出口贸易等边缘行业。阿根廷

是他们的淘金地。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大陆移民开始积极融入当地，如参与当地公益事业、

与当地人组建家庭、参政议政；等等。一些华人青年进入阿根廷政府部门工作。出生于福建福州的

袁建平还在 2015 年成为阿根廷首位华人议员。大陆移民开始由之前的“过客”逐渐融入当地社会。

三、结语

阿根廷是接收外来移民的重要国家，外来移民对阿根廷的历史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作为阿根廷

的重要国策，移民政策在国家事务中占有重要地位，是阿根廷经济发展的生命线之一。自阿根廷建

国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阿根廷移民政策经历了较大幅度的调整，经历了自由——收紧——宽松的

发展阶段。移民政策的变化对阿根廷的移民来源地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对阿根廷的民族构成、经济

发展模式和社会生活多样化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吸收外来移民是阿根廷推动人口发展和经济发

展的主要手段和重要举措，也是构建阿根廷民族这一共同体的重要力量。阿根廷移民政策的演变呈

现出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相结合、开放与限制相补充、宽容与歧视相交织的特征。近三十年来，中

国人较大规模地移居阿根廷，并在阿根廷生存和发展，这与中阿两国的友好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国人移居阿根廷，也有助于加强中阿两国的民间交流和文化互鉴。

阿根廷移民政策的调整和变化对阿根廷的中国移民的规模、移民方式、经商活动和侨居心态都

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移民成为阿根廷外来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阿根廷的地域来源和分布范

围呈现出“大集中，广分布”特点。就阿根廷的中国移民社会地位而言，阿根廷中国移民的增加主

要来自福建地区的“非精英群体”，无法从根本上改变阿根廷中国移民文化素质偏低、社会地位有待

进一步提高的事实。移居阿根廷的中国移民，主要是家族式的移民，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

有浓厚的家族特色；他们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超市业，亦体现了鲜明的族群经济特征。随着时间

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中国移民改变过客心态，逐渐融入阿根廷社会。阿根廷中国移民群体力量不断

壮大，极大改变了阿根廷华人社会的群体构成，有助于在中国—阿根廷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重

要作用。

［注释］

［1］ 高 伟 浓：《 拉 丁 美 洲 华 侨 华 人 移 民 史、 社 团 和 文 化 活 动 远 眺 》， 暨 南 大 学 出 版 社，2012 年；Gri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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