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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海外移民主要是指在海外居住满一年以上的、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香港籍、澳门籍、台湾籍的中国人和已加入居住国国籍的华人及其后裔。到 2013 年，在欧

洲的中国海外移民，包括留学移民和非法移民，在 300 万—360 万之间。主要分布在法国、

英国、俄罗斯、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和德国。欧洲的中国移民具有如下基本特征：鲜明的

冷战和后冷战的时代特征；移民类型多元化；移民经济结构多样化；华人社团和报刊发展迅

速。但也存在如下问题：整体文化程度偏低；参政意识薄弱。欧洲的中国海外移民的发展前

景是：欧洲的中国海外移民的规模仍会短时期扩大，但增速放缓；回归大陆的反向移民流会

进一步加大；参加选举的政治意识将逐渐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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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ese overseas immigrants refer to the people who have resided 
abroad for more than one year, originally with the nationalit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ong Kong, Macao or Taiwan, also the Chinese people and descendants who 
have acquired the citizenship of the residence country. Up to 2013, Chinese overseas 
immigrants in Europe, including overseas education immigrants and illegal 
immigrants, have reached the amounts to 3-3.6 million, who mainly distribute in 
France, England, Russia, Italy, Netherlands, Spain and Germany. Chinese immigrants 
in Europe have some basic features as follows: immigration process with a distinct 
Cold War and Post-Cold War era features; pluralism migration types; diversified 
immigrants’ economic structure;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ethic Chinese communities 
and newspaper. However, Chinese immigrants in Europe have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low overall culture level and weak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The prospec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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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immigrants in Europe is that: the scale will expand in short period, but the 
growth will slow down; reverse migration flow to China mainland will further 
increase; the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election will gradually 
strengthen. 

 
Key words: Europe; Chinese overseas immigrants; migration types; election 

consciousness; reverse migration flow 
 
目前，海外华侨华人总量在 5000 万人左右，分布于世界各地。毫无疑问，中国海外移

民不仅成为中国社会聚焦的重要社会现象，而且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社会问题。尽

管中国海外移民的主要传统目的地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国家，但改革开放以

来，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飞速发展、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和

我国进入境管理政策的日趋宽松，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跨出国门，实现了跨越国境线的人口

迁移，成为中国海外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曾是人类社会经济、社会、文明发展中心的

欧洲地区，已成为中国海外移民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欧洲地区的中国海外移民的规模和国

别分布如何、具有怎样的基本特征、存在哪些主要问题、有怎样的发展前景？本文拟从社会

学的理论视角，对上述问题予以探索。 
 
一、华侨、华裔和中国海外移民的概念界定 

 
若要研究欧洲的中国海外移民状况，就需要首先弄清楚与此相关的三个概念：华侨、华

裔和中国海外移民。 
关于华侨的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给予了明确的规定：“华侨是

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而《辞海》则对华侨给予了更明晰的解释：“侨居国外的具有中

国国籍的人。不包括出国旅行访问人员，政府派在他国协助建设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国家派

往外国的公务人员和在国外学习的留学生。已经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中国血统的人是外国

公民（亦称中国血统外籍人），不是华侨。”由此可见，华侨是指在国外生活、甚至是获得了

居住国的永久居留资格或获得绿卡，但只要依然具有中国国籍的中国人。在香港、澳门和台

湾居住和生活的中国人，不是华侨。因为上述三个地区属于中国的版图。但在第三国长期居

住和生活，并没有加入居住国国籍的香港人、澳门人和台湾人，则属于华侨的范畴。 
关于华裔的概念，有两种解释。一是指华夏族的后裔，而华夏族即是汉族的前身。在这

种民族学意义上而言，所有汉族人的后裔，均可称之为华裔。我国有 56 个民族，除了汉族

以外，其他少数民族的后裔，皆不属于华裔的范畴。二是指华侨在侨居国所生并取得侨居国

国籍的后代子女。在这种人口社会学意义上而言，这里的华裔不仅包括了侨居海外的中国汉

族人、而且也包括了所有中国民族的华侨所生、并获得居住国国籍的后代子女。当我们在日

常生活中使用华裔一词时，多是在这种人口学、社会学、国籍法学意义、而非民族学意义上

而言的。 
关于中国海外移民的概念，取得一致意见的界定较为困难。首先是对于移民的概念有多

重解释。一是就跨越国境线的国际移民而言，由一国迁移到另一国、并导致居住地一定时限

（中长期、或永久）的改变的人群，他们在居住国工作和生活，并履行居住国的社会义务，

这类人群称之为国际移民；二是跨越国境线的人口迁移的活动进程，称之为移民。其次对移

民的居住时限的不同设定，导致国际移民的数量和类型发生较大变化。一般说来，居住时限

的最低设置是 3 个月或 1 年。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规定。例如在德国，外国移民作为常

驻人口的一部分的居住最低时限是 1 年。而在有的国家是 6 个月。这就导致不同国家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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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移民的数量和类型上，有着较大的差异。最后我们界定中国海外移民的概念，基于移民

的多重解释，对中国海外移民的理解，通常有如下三种：第一种是移居到另外国家、并在居

住国居住 1 年以上，甚至获得长期居住权或获得绿卡的、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中国人。

不包括移居海外的香港人、澳门人和台湾人，显然也不包括已加入外国国籍的中国人。这一

概念通常在中国境内相关政府部门使用。第二种是移居到另外国家、并在居住国居住 1 年以

上，甚至获得长期居住权或获得绿卡的、拥有中国国籍的中国大陆人、移居海外的香港人、

澳门人和台湾人以及已获得居住国国籍及其后裔的华人、华裔。这一概念通常在中国的学术

界使用。第三种是指在海外居住的、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华裔。尤其在欧美国家，通常，

香港人、澳门人和台湾人，在外国移民的统计中是单独计量的。但当总体上计算华人华裔的

时候，香港人、澳门人、台湾人和中国大陆人及其后裔，是被合并统计的。 
无论在学术语言还是日常生活语言中，中国海外移民总是与海外华侨、海外华人和华裔

紧密相连的，而且在不同的语境中，所指称的含义不同。有时，仅指居住在海外的中国大陆

人，不包括香港人、澳门人和台湾人，也不包括已加入居住国国籍的华裔。但有时又是指居

住在海外的中国大陆人，也包括华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海外移民总是与华侨、华裔、

华人等概念在相近的意义上使用的。由于本文所使用的相关移民数据多来自国外相关政府部

门或学术界，因此，本文中的中国海外移民主要是指在海外居住满一年以上的、具有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籍、香港籍、澳门籍、台湾籍的中国人和已加入居住国国籍的华人及其后裔。 
 
二、欧洲的中国海外移民的规模和主要国家的国别分布 

 
关于在欧洲的中国海外移民的规模，由于如下几个原因，难以有准确的统计：“一是欧

洲国家尚无欧洲范围内的外国移民数量与规模的国别统计。尽管欧洲的多数国家已加入了欧

洲联盟，但每一个国家内存在的外国移民及其国别分布，依然属于欧洲国家的国家主权范畴。

二是对移民的类别划分不一致，导致外国移民的国别统计数量相差较大。在欧洲、特别是在

欧洲联盟成员国内部，欧盟国家的外来移民大体可分为如下 5 类：劳工移民、家庭团聚者、

种族移民流、难民、寻求避难者①，但由于不同的欧洲国家对待国别的统计的重视程度不同，

因此，关于欧洲范围内的外国移民的规模和数量统计，也就困难重重。三是像法国、意大利、

西班牙等入籍政策相对宽松的欧洲国家，统计的外国人由于其入籍成为欧洲国家的公民，从

而很快从以国家作为分类依据的外国移民的数量中消失，这就使得外国移民的数量变动不

居。四是难民和非法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的数量，无法以国别为类型进行准确的统计，而

只能是基于难民申请者的数量的大约估计。众所周知，非法移民由于其移民途径、居留方式

等的非法性，因此，没有一个部门能够统计非法移民的规模。而以国别为分类依据进行非法

移民的国别统计，更是难上加难。”②

由于上述因素，在欧洲的中国海外移民的数量和规模，学术界历来是众说纷纭、莫衷一

是。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某些相关报道和数据，大体估算出中国海外移民在欧洲地区的数量

规模。早在 2005 年欧洲《华人时刊》11 期的《新一代欧洲华人生存报告》认为，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移居欧洲的华人累计 260 万人，其中 90 年代新增的中国新移民 80 万人，这

还不包括非法移民和留学生③。我国研究华侨华人的著名专家庄国土教授，在其《世界华侨

华人数量和分布的历史变化》中认为，2006-2007 年，在欧洲地区的华侨华人达到 215 万人，

其中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中国新移民 170 万人。而关于欧洲的中国新移民的数量和规模的

较新数据，当属 2008 年 9 月，由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在柏林召开的“第十五届代表大

                                                        
① 华金·阿朗哥：移民研究的评析，《国外社会科学杂志》2001 年第 8 期，第 44-47 页。 
② 宋全成：“欧洲的中国新移民：规模及特征的社会学分析”，《山东大学学报》2011 年第 2 期。 
③ 刑世嘉：“寻梦欧罗巴——新一代欧洲华人生存报告》，欧洲《华人时刊》2005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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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公布的欧洲华人社会的生存状况的调研报告所提供的详细数据：“目前在欧洲的华

侨华人总人数约为 250 万人。”①依据最新的相关数据和考虑到 21 世纪以来，我国商务移民、

投资移民、技术移民、劳务移民、留学生移民和非法移民的数量的急剧增加，我们认为，在

欧洲的中国海外移民，包括留学移民和非法移民，到 2013 年，当在 300 万—360 万之间。

其分布主要国别如下： 
法国：80 万-100 万。依据法国国家统计局 2009 年的数据，法国华人数量在 80 万-100

万，由于法国有大赦非法移民的传统，因此，在这些中国海外移民中，有部分属于非法移民。

在中国海外移民中，有 30 多万人聚居于大巴黎地区，形成了几处相当有规模的唐人街：巴

黎 13 区，美丽城和龙城唐人街②。 
英国：50 万-60 万。据英国国家统计局 2012 年 12 月发布的数据，在英国的中国海外移

民总人口在 41 万到 43 万之间。但英国华文媒体认为，目前英国华人总数已在 60 万-70 万。

英国华人主要居住在城市地带，剑桥和伦敦金融城的华人占当地人口比重最高，达 3.6%③。 
俄罗斯：30 万-35 万。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统计，截至到 2008 年，俄罗斯华侨华

人总数在 30 万人左右，考虑到近 5 年的发展，在俄罗斯的华侨华人当在 30 万-35 万之间④。 
意大利：28 万-30 万。依据意大利社会福利机构 2012 年 11 月公布的统计数据，截止到

2011 年 12 月，在意移民人数为 511 万人，占意大利全国总人口的 8.2%。其中在意华人 27.8
万。考虑到意大利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三次大赦所导致的非法移民的迅速增长以及中国商

人在意大利的快速发展，在意大利的中国海外移民当在 28 万-30 万⑤。 
荷兰：16 万-20 万。依据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的统计，截至到 2008 年，荷兰华侨

华人总数在 16 万人左右⑥。如果考虑到近几年中国移民的发展，在荷兰的中国海外移民当

在 16 万-20 万之间。 
西班牙：20 万-25 万。据西班牙欧浪网报道，到 2011 年第一季度，西班牙获得居留身

份的中国移民人数在西班牙外国移民中排第 7 位，共有 160636 人获得居留身份⑦。西班牙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从三次大赦非法移民，其中中国的非法移民数量众多。考虑到一些

等待身份合法化的非法移民，在西班牙的中国海外移民当在 20 万-25 万。 
德国：15 万-18 万。据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统计，截至到 2008 年，在德华侨华人

约为 15 万人，华侨华人人数各占一半，主要分布在柏林、汉堡、法兰克福等大城市⑧。如

果考虑到近几年中国留学生人数的增长，在德国的海外移民当在 15 万-18 万。 
其他欧洲国家：66 万-73 万。 
 
三、欧洲的中国海外移民的基本特征 

 
第一、欧洲的中国海外移民体现出鲜明的冷战和后冷战的时代性特征。 
从中国人移民欧洲的历史进程来看，“19 世纪 40 年代中叶以前，欧洲的中国海外移民

进入欧洲主要有两种类型⑨：一是欧洲国家引进的中国契约劳工，从事远洋货运的水手和苦

                                                        
① “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第十五届大会在柏林召开”，《欧洲时报》，2008 年 9 月 11 日。转引自李明

欢：欧洲华人社会剖析：人口、经济、地位与分化》，北京：《世界民族》，2009 年第 5 期。 
② “法国华侨华人概况”，http://www.wumii.com/item/hNuTJiYQ 
③ “英国华侨华人概况”，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3_07/17/27607065_0.shtml 
④ “俄罗斯华侨华人概况”，http://www.chinanews.com/hr/2012/05-30/3926425.shtml 
⑤ “意大利华人移民已达 27.8 万，在亚洲移民中居首位”， 
http://www.chinanews.com/hr/2012/11-07/4308214.shtml 
⑥ “荷兰华侨华人概况”，http://www.chinanews.com/hr/2012/05-31/3929534.shtml 
⑦ “西班牙华侨华人概况”，http://www.chinanews.com/hr/2012/05-30/3926436.shtml 
⑧“德国华侨华人概况”，http://www.chinanews.com/hr/2012/05-30/3926431.shtml 
⑨ 傅义强：“欧洲国家的大陆新移民述论”，《南方人口》，2008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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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工作。沙皇俄国也曾引进中国契约劳工，修建西伯利亚铁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补

充战争所造成的劳动力的匮乏，欧洲国家特别是英法等国家，从山东、上海、浙江等地招募

华人 20 万人，直接或受雇参战。二是在欧洲国家从事小商贩经营的、来自浙江、福建等地

的华人①。二战结束后的冷战，终止了中国大陆移民欧洲的步伐。替而代之的是 50-60 年代

来自香港的中国人移民欧洲和 70 年代来自亚洲的印度支那地区的华裔华人作为难民大约有

12 万-15 万人进入欧洲、特别是法国、荷兰等国家②。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在欧洲的中

国海外移民大约只有 45 万左右③，而且主要不是来自中国大陆地区。”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的欧洲地区的中国海外移民，体现了鲜明的冷战时代特征。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东西方的关系迅速改善，中

国的出入境政策也日趋宽松，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特别是 90 年代以后，伴随着柏

林墙的倒塌、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国家巨变，东西方的冷战结束，人类社会进入了后冷战的时

代。我国公民因为家庭团聚、商务、留学、投资、技术移民的原因而移民欧洲国家的数量和

规模越来越大。当然其中也并不缺乏非法移民和难民申请者。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欧盟

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已经为数以百万计的非法移民办理了身份合法化的手续
⑤，这在客观上极大地鼓励了包括中国在内的非法移民进入欧洲的尝试。目前，在英国、法

国和意大利的中国非法移民就达到 26 万人⑥。到 2013 年，在欧洲的中国海外移民已达到 300
万-360 万的规模。由此可见，即使取 300 万规模的下限，在欧洲的中国海外移民也主要是

在冷战结束以后进入欧洲国家的，占在欧洲的中国海外移民的 85%左右。毫无疑问，在欧

洲的中国海外移民的发展进程，体现了鲜明的冷战的隔离与封闭和后冷战开放与融合的时代

特征。 
第二、欧洲的中国海外移民实现了由单一的劳工移民到商务移民、技术移民、投资移民

当多元化移民结构的根本性转变。 
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的中国公民移民欧洲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在移民类型上，在欧

洲的中国移民主要有两类低层次移民：一类是劳工移民及其从事小商业活动、生活在欧洲社

会最底层的家庭团聚移民；另一类是冷战开始后的来自印度支那地区的华人华裔难民。从移

民类型学的意义上看，这两类移民是合法移民中层次最低的两类移民类型，也是传统移民国

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非传统移民国家如法国、德国、英国等在当代最不希望的、

受严格限制的移民类型。因此，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前，在欧洲国家谈起中国移民，人们总

是将其与劳工移民和难民联系在一起的。 
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 90 年代以后，中国公民移民欧洲的类型发生了重大

变化。首先进入欧洲国家的中国新移民是 80 年代开始的中国公派留学移民，到 90 年代以后，

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后，自费留学移民成为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移民的主体。其次是商务移

民在 90 年代以后，进入了欧洲国家的移民舞台。以从事商业性生产与经营活动、特别是中

国制造的商业品批发/零售、大型超市、中高档中餐馆为主体特征的商务移民，成为欧洲国

家的中国海外移民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位于巴黎北郊的欧贝维利耶市（Aubervilliers）聚

集了超过 600 家批发商家，是法国最大的批发商集中地，其中绝大多数由华人经营。位于该

地的‘巴黎中国商城’是目前法国最大、设施和管理最完备的华商批发中心。西班牙马德里

拉瓦别斯区的华侨、华人贸易批发区有批发店 300 多家、小商品店 3000 多家。意大利罗马

                                                        
① Frank N. Pieke, Recent Trends in Chinese Migration to Europe: Fujianese Migration in Perspective, 

Switzerland: IOM Migration Research Series , 2002.06 
② 李明欢：《欧洲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 年，第 500 页。 
③ 庄国土：“世界华侨华人数量和分布的历史变化”，《世界历史》2011 年第 5 期。 
④ 宋全成：“欧洲的中国新移民：规模及特征的社会学分析”，《山东大学学报》2011 年第 2 期。 
⑤“欧盟移民最新报告超千万，德国移民人最多”，http://www.southcn.com/22/02/2002. 
⑥ 傅义强：“欧洲国家的大陆新移民述论”，《南方人口》，2008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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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广场周边地区大约有 150 家中国公司。”①进入 21 世纪以后，德国、法国和英国先后

实施了全世界的高级技术人才的技术移民新政，中国的技术人才也加入了技术移民的行列。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洲一些国家如法国、英国，特别是深受债务危机影响的葡萄

牙、希腊和塞浦路斯等国家相继颁布和实施了政策宽松的投资移民政策，于是，又吸引了众

多的中国投资移民。毫无疑问，留学移民、商业移民、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已成为在欧洲的

中国海外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欧洲的中国海外移民也实现了由单一的劳工移民为主体到

商务移民、技术移民、投资移民等多元化的移民结构的根本性转变。 
第三、欧洲的中国海外移民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单一的中餐馆和小商品经营

到以经营轻工业转口贸易和纺织品、服装、箱包、皮具、小商品的生产与批发业务、超市为

主的经济结构的重大转变。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在欧洲的中国移民，多是作为受雇的简单劳动力或者作为难民而被

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接纳的，他们多以经营小型中餐馆和东方杂货店而生活在欧洲社

会的最下层。因此，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在欧洲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当人们提及中国

移民的时候，总是与中餐馆联系在一起。这也决定了中国移民在欧洲的经济结构的单一性和

低层次性。 
进入 90 年代以后，我国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站随着大量的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通过

国际贸易进入欧洲国家，数以万计的中国商人通过商务移民的方式，来到了法国、意大利、

西班牙、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他们建厂开店，生产服装、鞋帽、小商品，或从事中国商品的

批发和零售。中国移民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进入 21 世纪以后，中国移民企业更

是进入发展的快车道，这在意大利表现的尤为突出。2011 年 6 月 29 日，意大利梅斯特里手

工业小企业协会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截至 2010 年年底，意大利华人企业数量已经

超过 5.4 万家，较 09 年增长 8.5％；而意大利本土企业的数量在过去经济不景气的一年中，

下降了 0.4％。报告称，在意华人企业自 2002 年到 2010 年增长了 150％。这些华人企业大

多集中于伦巴第大区（10998 家），托斯卡纳大区（10503 家）和维内托大区（6343 家）。

这些华商主要从事皮革、鞋类、服装等领域的生意，也涉及酒店、餐饮等领域。”②与此同

时，一些中国国内的大型企业也纷纷进入欧洲国家。在匈牙利，有 2 万多中国商人长居匈牙

利，其中不乏国内大型公司，如联想集团、比亚迪汽车公司、海信集团等。其中海信集团的

一次性投资就达到 2.5 亿元③。另外，“华人超市的兴起是近年来欧洲华人社会经济发展中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在英、法、荷兰、意大利等国,大型华人超市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

越大,从过去的占地数百平米、一两个收银员的‘东方杂货店’,扩展到现在占地数万平米、

十来个收银台一字排开的现代超市,带动了华人商圈的发展及影响力的增强。新一代受过工

商管理教育的超市经营者,引进大型连锁店的先进管理经验和现代企业化的经营方式,……

向集团式、连锁式、多功能、多元化的方向迈进。”
④
在法国，华人企业进军物流行业、在

西班牙，华人企业进军建筑业和新能源。在欧洲国家到处都能看到中国企业家忙碌的身影。

由此可见，在欧洲的中国海外移民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四、欧洲的中国海外移民的华人社团和中文报刊杂志发展迅速。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前的中国老移民，由于自身多是通过难民身份、契约劳工或家庭团

聚的移民类型，取得在欧洲国家合法居留和就业的身份，这就决定了其自身的文化素质相对

低下和多生活与工作在欧洲国家的社会下层，远离欧洲国家的主流社会，从而成为欧洲国家

的“边缘化社会群体”。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所以，他们极少通过组建

                                                        
① 李明欢：“欧洲华人社会剖析：人口、经济、地位与分化”，北京：《世界民族》2009 年第 5 期。 
②“意大利华人企业数量迅速增长”，http://gb.cri.cn/27824/2011/08/30/5311s3354987.htm 
③ 蒋卫武：“匈牙利：中国商人最集中的欧洲国家”，《小康杂志》，

http://news.sina.com.cn/s/2008-11-17/140316669616.shtml。 
④李明欢：“欧洲华人社会剖析：人口、经济、地位与分化”，北京：《世界民族》2009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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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参与华人社团，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当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也往往选择沉默，

欧洲的中国移民因此被称为“沉默的人群”。 
但20世纪 90年代以后，伴随着中国新移民成为欧洲的华侨华人的主体力量，参与华人

社团的人群急剧膨胀，华人社团规模和数量的发展也日新月异，到20世纪末，欧洲的华人社

团已达到500多个①，到2008年欧洲的华人社团就达到了800多个②，仅在英国就达到了300多
个③、法国的华人社团100多家④、德国的华人社团80多家⑤、荷兰的华人社团有80多家⑥。从

类型学的意义上来看，欧洲的华人社团可分为如下四种类型，一是祖国来源地为主要形式的

地缘性社团，如法国的川渝同乡会、旅法福建同乡会等等；二是以国家为单元、以行业为内

容的行业性社团，“较有代表性的有：法国法华工商联合会、全德华商联合会、西班牙华商

联合会、葡萄牙华人工商联合会、意大利米兰华侨华人商贸联合会、奥地利中华工商联合会、

英国中华饮食业总商会、西班牙巴塞罗那中国餐馆业协会等。”
⑦
三是以欧洲国家为单元的

区域性社团，“如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葡萄牙华侨华人协会、奥地利华人总会、全荷华人

社团联合总会、匈牙利华人联合会、全德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德国西南区华侨华人联合会

等等”⑧。四是超越国家范围的欧洲华人社团，如欧洲华侨华人社会联合会（简称欧华联会）

是欧洲华人社会中最有影响、具有活力的组织，现已发展到包括20多个国家的200多个华人

社团组织（不包括英国华人社团联合会、苏格兰华人社团联合会、全荷华人社团联合会下属

的上百个侨团），年会代表达500 多人⑨。 
伴随着中国移民规模的膨胀和社团数量的急剧增长，面向中国移民的中文报刊杂志也迅

速增加。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欧洲国家，由大陆新移民创办的华文报刊“主要有《欧洲时

报》、《欧洲日报》（法），《华侨通讯》（荷兰），《联合商报》、《欧洲之声》（匈牙

利），《旅罗华人》（罗马尼亚），《比中侨声》（比利时），《华新报》、《西华之声》

（西班牙），《奥华》（奥地利），《南欧华人报》（意大利），《中俄信息报》、《莫斯

科晚报》（俄罗斯）等30多家报刊”。“1997年8月，欧洲华文传媒会成立，该会由12个国

家、35个传媒组成，每年召开一次会议”⑩。到2008年，依据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的统

计，由中国移民创办的报刊杂志已达到101家11，遍及整个欧洲地区。 
 
四、欧洲的中国海外移民存在的主要问题 

 
欧洲的中国海外移民存在如下主要问题： 
第一、欧洲的中国海外移民的整体文化程度较低，非精英移民依然是欧洲的中国海外移

民的主体，社会融入程度较低。 
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欧洲国家的中国移民，主要是通过契约劳工、家庭团聚、非法移民

或难民的身份，居留欧洲国家的，他们多是来自于浙江、福建等省的农村地区的农民或工人；

从文化水平来看，多是中学文化及以下。“据瑞安市白门乡（今该乡并入丽岙镇，属瓯海区）

的霞嶂、曹建、泊岙三个行政村对旅欧的69名华侨调查：高中毕业的1人，占旅欧华侨总人

                                                        
①李明欢：《欧洲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 年，第 672 页。 
②李明欢：“欧洲华人社会剖析：人口、经济、地位与分化”，北京：《世界民族》2009 年第 5 期。 
③“英国华侨华人概况”，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3_07/17/27607065_0.shtml 
④“法国华侨华人概况”，http://www.wumii.com/item/hNuTJiYQ 
⑤“德国华侨华人概况”，http://www.chinanews.com/hr/2012/05-30/3926431.shtml 
⑥“荷兰华侨华人概况”，http://www.chinanews.com/hr/2012/05-31/3929534.shtml 
⑦赵红英：“中国大陆新移民特征：北美与欧洲的比较”，《八桂侨刊》，2001 年第 3 期。 
⑧赵红英：“中国大陆新移民特征：北美与欧洲的比较”，《八桂侨刊》，2001 年第 3 期。 
⑨广东侨网：“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 http://www.gdoverseaschn.com.cn/hrgj/stjs/hl/200308090083.htm. 
⑩赵红英：“中国大陆新移民特征：北美与欧洲的比较”，《八桂侨刊》，2001 年第 3 期。 
11李明欢：“欧洲华人社会剖析：人口、经济、地位与分化”，北京：《世界民族》2009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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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1.45%；高小文化的9人，占13.04%；初小文化的16人, 占23.19%；半文盲4人，占5.80%；

文盲39人，占56.52%。”①由于语言能力弱、文化水平低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中国移民多是

生活在华人社会关系网络中，而无法融入到欧洲国家的社会生活，更谈不上主流生活。 
20世纪 90年代以后直到今天，尽管有数以万计的中国留学生获得居留和就业许可，也

有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新移民，在欧洲国家的中国大型公司中创业和发展，但并没有从

根本上改变在欧洲的中国移民结构——中学文化程度及以下的移民，依然是欧洲的中国移民

的主体。据调查，80-90年代以后赴欧的“文成县出国的640名第二代、第三代华侨，大专与

高中文化的占21.25%，初中文化的占53.44%。”②他们多是通过契约劳工、家庭团聚、难民

或非法移民等形式而在欧洲国家居留和工作。由于这类中国新移民的文化素质较低、语言沟

通和社会交往的能力较弱，因此，他们多生活在中餐馆、中国人开设的商店、制衣工厂中。

这在意大利的华人企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欧洲的“中国大陆新移民以‘家庭团聚’、

‘劳工移民’为合法移民的主渠道, 这就决定了欧盟的中国大陆新移民鲜有特殊专业才能。

新移民……是以‘非精英移民’为主, 包括数量较大的非法移民。在欧盟的中国大陆新移民

中, 除一小部分留学生学成后留在当地工作、属于‘精英移民’外，85%以上的人属于‘非

精英移民’。他们以来自农村及中小城镇的青壮年为主，其总体知识结构及移民前的财力结

构远远不及北美的中国大陆新移民。”
③
在这种文化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中国海外移民经济

地位不高、无法融入欧洲国家的社会也就可以理解了。 

第二、欧洲的中国海外移民参政意识薄弱，华人政治地位低下。 

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中国老移民，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和中国传统中庸文化的影响，在

欧洲国家的中国移民极少通过组织、动员社团和传媒的力量，维护和伸张被侵害的合法权利。

在欧洲人、特别是西欧人看来，与其他外来移民族群相比，中国移民族群就是一个缺乏政治

头脑的“沉默族群”④。 
尽管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新移民的参政意识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并

取得了显著成效，如“自1986年华人吴美莲竞选伦敦路易斯汉姆区议员成功后，20多年来，

英国各地先后有约20位华人担任过地方议员。”⑤在法国，在2008年初进行的法国市镇选举

中，“巴黎20个选区的竞选活动中首次涌现出多达7名华人竞选者，在巴黎以外其他省市还

有6名华人被列入当地市镇选举候选人的名单。”但具有大陆背景的只有1人⑥。在意大利，

“2006年，来自温州年仅21岁的刘成，当选为意大利安科纳市议员……2007年，西班牙华人

谷维纯当选托雷莫里诺斯市议员。”⑦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欧洲国家的中国海外移民在

整体上参政意识薄弱、华人政治地位低下的现实状况。仅以英国为例，“政治冷漠是英国华

人的一个流行病，投票、参选不积极，遇到罢工、示威更不积极。按人口比例，华人在英国

下议院至少应有4到6席，但目前是零。在800人的英国上议院中华人也只占据一席。据英国

选举委员会的调查，英国华人是所有少数族裔中选民登记比例最低的一个群体。”⑧在法国，

国民议会中的577个席位中，也没有一个中国移民及其后裔的身影。众所周知，社团是政党

的雏形和外来族群参与政治高层的基础。而占欧洲华人社团总数（800多家）37.5%的英国

华人社团（300多家）及其影响的中国移民的参政情况尚且如此惨淡，其他欧洲国家的中国

海外移民的政治参与的萧条状况由此可想而知，欧洲的中国海外移民的政治地位低下，也就

不可避免了。 
                                                        
①章志诚：“新世纪初欧洲华侨华人面临的新问题及对策”，《八桂侨刊》，2008 年第 1 期。 
②章志诚：“新世纪初欧洲华侨华人面临的新问题及对策”，《八桂侨刊》，2008 年第 1 期。 
③傅义强：“改革开放以来欧盟国家中的中国大陆新移民”，《世界民族》，2009 年第 1 期。 
④宋全成：“欧洲的中国新移民：规模及特征的社会学分析”，《山东大学学报》2011 年第 2 期。 
⑤李明欢：“欧洲华人社会剖析：人口、经济、地位与分化”，北京：《世界民族》2009 年第 5 期。 
⑥李明欢：“欧洲华人社会剖析：人口、经济、地位与分化”，北京：《世界民族》2009 年第 5 期。 
⑦李明欢：“欧洲华人社会剖析：人口、经济、地位与分化”，北京：《世界民族》2009 年第 5 期。 
⑧“英国华侨华人概况”，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3_07/17/27607065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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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欧洲的中国海外移民的发展前景 

 
第一、欧洲的中国海外移民的规模仍会短时期扩大，但增速放缓。 
基于如下三个方面的因素，欧洲的中国海外移民的规模仍会短时期扩大。其一、由于中

欧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仍有较大的差距，依据新古典经济均衡理论，从低工资水平的中国流

向高工资水平的欧洲地区的国际人口迁移，仍不可避免；其二、依据移民网络和移民链理论，

在欧洲的中国海外移民规模扩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移民网络，将大幅度降低中国公民移民欧

洲国家的风险和难度，进一步拉动中国公民移民欧洲的数量；其三、尽管欧洲国家面临着金

融危机以及高失业率的困扰，但依据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欧洲国家的低端劳动力市场仍需

要像中国一样的欠发达国家的低端劳动力前往欧洲国家。这也是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

仍引进低端劳动力和非法移民依然存在的主要原因；其四、“目前国内大型国企及一些民营

知名企业纷纷进入欧盟国家，或直接独立办厂设店，承包大型工程，或与当地企业合资经营。

由此，可能带动投资移民、合约制工人及管理人员进入欧洲。”①由于上述四个因素的影响，

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前往欧洲国家的中国公民仍呈增长趋势。但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经

济与社会水平的提高，中欧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小，因此，赴欧洲国家的中

国移民的增幅将会逐渐收窄，增速放缓。 
第二、欧洲的中国海外移民回归大陆的反向移民流会进一步加大。据有关部门统计，从

1978年到2000年，我国的出国留学生有大约80%以上在学成后，留在国外。但进入21世纪以

后，特别是2005年以后，由于如下三个因素的影响，我国在欧洲国家的留学生学成后回国和

旅欧的企业家回国创业与发展的反向移民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一是我国经济与社会的

高速发展，缩小了欧洲国家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人均工资和可支配收入购买力大幅

提升；二是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工商企业界、官员界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行业，

都需要高科技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而且提供较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从而为学成回国的青

年人创业和旅欧企业家的回国发展创造了更多的良好机遇；三是欧洲国家在2008年的金融危

机以后，经济恢复与发展缓慢，造成了就业市场的激烈竞争和高失业率，这为学成以后的中

国旅欧学生在欧洲国家就业和移民，增加了障碍和难度。由于上述三个因素的影响，旅欧的

中国海外移民中的留学生和高级科技人才与管理人才，回国发展的反向移民流有进一步加大

的趋势。 
第三、欧洲的中国海外移民参加选举的政治意识将逐渐增强。越来越多的中国海外移民

深切认识到：“参政是华人融入主流社会的必经阶段，也是维护华人合法权益、表达华人社

区诉求的重要方式。”②2012年是国际大选年，在美国联邦议众院的选举中，历史性地诞生

了3名华裔女众议员。竞选美国国会席位的亚裔人数达30位，创下历史新高③。在欧洲，与

2004年、2008年大选中“华人是沉默一族”不同的是，华人华裔的参选意识终于觉醒。于是，

在2012年法国总统大选中，拥有投票权逾11万华人的巴黎13区，有80%以上的华人在大选中

积极表达了自己的主张。在英国2010年大选中，有30%的华人没有登记投票；在登记投票中

的华人里，也只有50%的投票率。但在2012年的伦敦市长及大伦敦市议会选举中，有超过54%
的华人参加了投票；伦敦地区的华人投票率更是达到63%，比英国32%的整体投票率高出近

一倍④。由此可见，欧洲的中国海外移民的参选政治意识增强的发展趋势日渐凸显。 

                                                        
① 李明欢：“未来 5-10 年欧洲华侨华人发展展望” http://qwgzyj.gqb.gov.cn/156/1667.shtml 
② “2012 年全球华人参政方兴未艾”，美国中文网，
http://www.sinovision.net/portal.php?mod=view&aid=237370 
③ “2012 年全球华人参政方兴未艾”，美国中文网，
http://www.sinovision.net/portal.php?mod=view&aid=237370 
④ “2012 年全球华人参政方兴未艾”，美国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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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该文删节版，发表于《理论学刊》2013年第11期。 

同时，收录于《2013年中国国际移民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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