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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对外大门的打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非洲相对而言是一个落后的地

方，但 30 年来在非洲的中国新移民人数依然日渐增多，是中国到海外发展的热土。非洲的中国新移民无论是与其他地区的中

国新移民相比还是与非洲的中国老移民相比，都具有它自己的特点。本文主要通过对 30 年来非洲的中国新移民状况进行初

步的分析，然后指出其主要特点以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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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政协办公厅 1996 年 51 号文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移居海外情况的调查报告》规定，“所谓新移民，系指改革开

放以后移居国外的我国公民”。学术界广泛接受《报告》对中国海外新移民群体的界定。本文也以此定义为基础。并且本文所指

的中国新移民的移出地是中国大陆，不包括台湾、香港、澳门等。另外，本文的“华侨华人”所指除大陆外还包括台湾、香港、澳门

等地移出的中国人，且文中的“中国移民”与“华侨华人”均不包括援非和外派的中国人员。
②朱慧玲在其论文《非洲侨情及其特点》中根据她自己出国考察、采访、文献与调查问卷整理出 2001 非洲的华侨华人共有

25 万左右。而最新的数据来自 2007 年世界华商发展报告，报告中指出“目前在非洲华侨华人达 50 多万，在南非有近 30 万”。

在华侨华人研究当中，非洲华侨华人由于人

数不多，影响力不大，资料匮乏，一向不大为学界

所关注。但是，非洲中国新移民是整个海外新移民

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本文

根据现有的材料，试图对非洲的中国新移民问题

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

中国人移民非洲的活动已有悠久的历史。非

洲的华侨华人主要分布在南部非洲地区，其中毛

里求斯、马达加斯加、南非等国家是老侨较多的地

方，他们主要来自广东省的顺德以及梅县等地。新

中国成立后，中国向非洲的移民活动相当少见，华

侨华人落地生根，融入当地社会的程度越来越深。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台湾与香港的移民陆续进入

非洲，而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则是在改革开放后主

要是在 90 年代后才较多流向非洲。非洲中国移民

的数量，由于来源不同、估计方式不同、资料缺乏，

难以准确统计，1996 年约为 13.6 万[1]，2000 年约为

19.7万[2]。除了上述统计外，学界还有不同的观点②。
本人经考虑计算后认为非洲华侨华人从 1996~
1999 年大约增长了六万，按此速度，到 2008 年非

洲华侨华人大约是 38 万。非洲华侨华人分布的一

大特点是：“大分散，小集中”，南非、马达加斯加、
毛里求斯、留尼旺，尼日利亚五国约占非洲华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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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总数的 90%。在南非，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的中

国移民约一万多人，主要是 20 世纪初来自广东顺

德、南海、梅县等地的移民及其后代。70 年代以后，

来自中国台湾、香港、大陆的移民猛增，到 2006 年

南非有华侨华人 10 万人左右，其中中国大陆的移

民约有 5~7 万人 [3]。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

2005 年不到 10 年时间，马达加斯加的“新移民”几
乎是从零迅速增长到两万多人，接近当地“老侨”
的数量[4]。毛里求斯目前有华侨华人约四万人，其

中“老侨”三万多，近 10 年，移居毛里求斯的中国

移民约一万人，以来自浙江的打工族为最多。留尼

旺有华侨华人约三万人，大多为 19 世纪中期被殖

民者从广州招募的契约华工后裔，一部分为 20 世

纪下半期从东南亚和中国港、澳、台地区移入的商

人。目前，当地出生者占华侨华人总人口的 85%。
尼日利亚目前约有中国移民一万人，多数未加入

当地国籍。老侨多持第三国护照或中国香港护照，

多讲粤语，70 年代后的移民约占总数的 40%，多持

中国护照。

有关非洲中国新移民的数据目前还相当缺

乏，本人根据上述数据估计，南非的中国新移民至

少占其华侨华人总数的 50%，马达加斯加占 50%，

毛里求斯占 25%，尼日利亚占 40%。

二

非洲中国新移民与“老侨”相比分布的范围更

广、来源地多样化、从事职业涉及面更大。以马达

加斯加为例，“老侨”98%为顺德籍，“新侨”则是来

自福建、广东、辽宁、浙江、湖北、上海等地，尤其以

福建人为多，广东人较少。坦桑尼亚最早的华侨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从事海鲜生意（收购海参）的广东

顺德人，但直到 90 年代前华侨华人的数量非常

少，90 年代后到坦桑尼亚发展的中国人逐渐增多，

据估算，2007 年在坦华侨华人约 5000 人，分别来

自福建、吉林、辽宁、四川、江苏等，来自广东的约

50 人[5]。非洲“老侨”主要从事餐馆、杂货店、小型

加工等行业，而新移民涉及的领域相对广泛，有零

售业、餐饮业、贸易业、旅游业、运输业、纺织业、制
造业、医药业等。

改革开放后中国海外新移民的增长速度和发

展规模都相当快。1985 年 11 月，中国政府正式颁

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以法律的

形式确定了申请出国是中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

利，为中国大陆向外移民提供了法律依据。近 20
多年来，从中国大陆移居海外的共有 250 多万人

（其中移居美国的大约 50 万人，移居加拿大的约

30 万人，移居日本的约 38 万，移居西欧国家的约

在 30~35 万，移居澳大利亚的约 10 万，移居东南

亚的约 100 万）[6]。中国大陆移民到达非洲的时间

明显较短，一般为 20 年左右，大抵可以分为以下

几种类型，一是投资经商、办厂的中小型企业家；

二是餐饮、娱乐、诊所、批发零售等行业的个体老

板；三是与非洲人结婚的中国姑娘；四是到当地投

亲靠友者。这几类型移民中，前两类占大多数。非

洲也有老侨，但新移民极少是通过老侨的关系移

民的，他们主要是通过“做生意”的方式移民非洲，

从事的商业活动，一般多为小本经营。非洲有中国

留学生，主要集中在南非，且数量远小于发达国

家。非洲的中国新移民较之其他国家、地区的新移

民，还有以下主要特点：

表一、南非、毛里求斯、留尼旺、马达加斯加华侨华人人数统计表（年/人）

资料来源：2000 年前的数据整理自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 年，第 562~567 页；2006 年的数据

来自中国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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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4
1931
8923
1936
2845
1936
2785

1946
4340
1952
17850
1946
5629
1956
6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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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00
1962
21641
1967
15000
1973
10519

1976
9000
1978
31000
1979
13500
1979
1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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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0
1991
35000
1986
25000
1990
14500

1996
28000
1996
40000
1996
25000
1996
27000

2000
80000
2001
40000
2000
30000
2000
28000

2006
100000
2006
40000
不详

不详

2006
40000

南非

留尼汪

毛里求斯

马达加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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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活动的主体既有

大型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如中兴通讯、华为；也

有中型企业；还有以经营小商品买卖为主的小型

企业。为了能进一步开拓市场，中大型企业一般都

把大量的员工派往海外。以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

司为例，目前在非洲的中国籍员工有 407 名[8]。小

型的民营企业在中国对非洲的投资中占据越来越

突出的位置，他们的企业主或企业的主要骨干常

留守在非洲。如在纳米比亚做生意的中国人，1998
年不足 50 人，2008 年增加到千余人，其中多数为

小型民企的企业主或企业骨干[9]。
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非洲给人落后的形

象，中国人缺乏对非洲的了解与认识，但中国在非

洲的投资活动使中国人的足迹几乎遍及非洲的每

一个角落。他们对非洲有了更多的了解。这些援非

或外派人员有的在工作期满后改变身份留在非

洲，有的长期居住在非洲，有的回国后以个人身份

回到非洲成为新移民。上世纪 90 年代初，一些援

助马达加斯加的中资企业和驻马机构的工作人

员，发现马岛的巨大商机，开始留在当地发展或回

（一）受到中国在非洲投资活动的影响

中国在非洲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直接投资

的活动不但对非洲人民的生活有着积极的影响，

在非洲国家产生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而且

对当地中国新移民有重要的影响。以农业为例：在

过去的 40 多年里，中国先后帮助非洲国家建设了

约 200 个农业项目，取得了良好效果[7]。中国在非

洲承包工程和进行劳务合作，每个工程项目施工

时都需要派遣许多人员，如表二、三所示。
1995 年中国开始进行援外方式改革，由过去

对非洲的单纯援助转变为谋求经济上的互利合

作，也就是说，从单纯的扶贫援助进一步扩大到更

广泛的投资、贸易和社会发展领域。中国政府鼓励

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同时到非洲发展。从那时起，

中国企业开始大规模进入非洲。

表二、中国在非从事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人员的数量

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年鉴2004》第330页，《中国商务年
鉴2005》第183页，《中国商务年鉴2006》第725页，《中国商
务年鉴2007》第724页，《中国商务年鉴2008》第683页。

表三、2007 年中国对非洲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设计咨询业务派出人次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年鉴 2008》第 225~226 页。

年份

数量

1998
3.9

2003
7

2004
7

2005
8.2

2006
9.5

2007
11.4

国 家

阿尔及利亚

安哥拉

贝宁

博茨瓦纳

咋得

刚果（金）

刚果（布）

卢旺达

厄立特里亚

吉布提

科摩罗

索马里

埃及

合计

人 次

17086
7975
425
725
56
407
1358

不详

248
165
23
124
124

国 家

赤道几内亚

埃塞俄比亚

加蓬

加纳

几内亚

肯尼亚

南非

佛得角

几内亚比沼

科特迪瓦

莱索托

坦桑尼亚

利比里亚

人 次

3782
2917
1190
814
429
721
1139
48
176
88
403
638
968

66945

国 家

利比亚

多哥

乌尔达

赞比亚

律巴布韦

坦桑尼亚

突尼斯

苏丹

冈比亚

客麦隆

塞舌尔

中非

马达加斯加

人 次

873
208
417
811
81

638
49

12488
128
256
257
80
376

国 家

马里

毛里塔尼亚

毛里求斯

摩洛哥

尼日尔

尼日利亚

塞拉利昂

莫桑比克

纳米比亚

塞内加尔

斯威士兰

其他国家

人 次

560
454
2529
904
73

2011
645
335
769
645
137
110

表四、1996~2007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额 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1996~2005 年数据是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训
局联合发布 1997~2006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非金融部分）相关数据编制，2006 年数据来自朴英姬《中
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与未来趋势》（《海外投资与
出口信贷》，2006 年第 5 期），2007 年数据来自《中国商务年
鉴 2008》，第 683 页。

年份

投资额

年份

投资额

1996
56

2002
63

1997
82

2003
107

1998
88

2004
135

1999
65

2005
400

2000
216
2006
370

2001
67

2007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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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重返马岛，成为马国的一批“新侨”。1997 年，王

文明在南非一家公司工作，后来搭建了国内第一

个连接中国企业家和非洲投资项目的网络。至今

为止，中国企业家在整个非洲开办的 800 家公司，

其中近 1/4 是由他牵线搭桥的，他本人也成为新华

侨。1996 年，河北省保定市所辖的定州市吕家庄村

80 多位农民，随北京一家水利工程公司到赞比亚

修建拦水工程，在修建过程中他们发现当地有大

量肥沃的土地闲置，就产生了在那里种地的想法。
1998 年，这 80 多位农民向保定市办理了相关手

续，把家人和亲戚朋友也接到了赞比亚，在其居住

的地逐渐形成了一个“村落”。这些出国的保定人

在非洲建起了“保定村”，在国外赚了钱回国后，又

盖起了小洋楼，被人们称为“非洲村”。上述留非的

人员往往是当地较早的甚至是最早的新移民，他

们所带来的影响往往是巨大的。上文中提及的留

在马达加斯加发展的中国人，他们初期主要从从

事进出口贸易，收购马岛优质价廉的红木、海参等

“土特产”运回中国销售。由于这些人的示范效应，

从 1995 年开始，新移民大量涌入马岛，2002 年马

岛内乱前，新移民的数量达到一个高峰，至今已超

过两万人。在赞比亚“保定村”的农民通过种地致

富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保定农民前往非洲，在种

植蔬菜、农作物的同时，有些人也逐渐涉及到商

贸、教育、医疗、加工等行业。目前到非洲创业的保

定农民达到 7000 多人[10]。
目前，中国在非洲的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

领域不断拓宽，由最初的修筑公路、铁路、桥梁、农
田整治等技术含量较低的土木工程项目发展到今

天涉及房屋建筑、石化、电力、交通运输、通讯、水
利、冶金、铁路等国民经济各领域。中国对非洲新

签订承包工程、劳务合同和设计咨询业务合同额

不断上升。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活动除了带去更多

的援非或外派员工，还带去更多的商机，这些商机

也是促使中国人移民非洲的重要原因。大陆华商

的“南非中华门商业公司”和“南非中国贸易投资

发展公司”都是近年中国在南非进行投资的私营

公司，两者的服务宗旨均在促进南非与中国之间

的经贸往来，这与中国在当地投资的持续增长分

不开。
总的而言，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活动无论是承

包工程、劳务合作还是非直接投资都呈现持续的

快速增长，它对中国人移民非洲、在非洲立足发展

的影响不容忽视。
（二） 被当地市场的经济效益和机会所吸引，

“过客”和“候鸟”心态居多

非洲悠久、灿烂的文化，壮丽的自然环境，

淳朴的民风等都是吸引中国人的原因，但使他们

留下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经济效益和机会。当

年从公安大学毕业的吴江涛离职后，以 20 万美元

闯荡津巴布韦，数年间即成为津巴布韦最成功的

商人之一，连津巴布韦总统专机上的食品都由他

供应。吴江涛说：“在津巴布韦，中国人发财很容

易。不但津巴布韦如此，可能在整个非洲都是如

此。”[11] 非洲与中国有着较大的经济互补性，一方

面，非洲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中国有

着非洲需要的中低档产品及技术优势。这种经济

互补性使非洲存在着无限商机，也正是这种商机

吸引众多的中国人从全国各地聚居到非洲，从而

形成一个新的群体。
一般而言，其他地区的新移民“落地生根”的

意识较浓，但非洲的情况却不一样。非洲中国新移

民的特点之一是“动机鲜明、单一”，他们到非洲主

要是为了“经商”、“挣钱”。 新移民中除了少数在

中餐馆和港、澳、台等华侨华人企业做管理人员是

“打工”一族外，其他大部分都是自己经商做“老

板”。 很多新移民没有将非洲作为落地生根、安家

落户的地方，他们大多家属在国内，只把非洲当为

工作、挣钱的地方。他们中怀有“过客”和“候鸟”心
态者居多，在非落户的较少。 如上文提到，在坦桑

尼亚的 5000 中国移民多持中国护照，只有少数几

人加入坦桑尼亚国籍[12]。

三

由于发展机会有限、社会治安情况不良等原

因，非洲华侨华人外流现象较为普遍。据统计，法

国、加拿大和中国香港合计有原马达加斯加华侨

华人逾二万人[13]。在毛里求斯，华侨华人第三代一

般在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留学，且多数滞留不归。
子女在第三国站稳脚跟后，父母随之移居第三国

的现象也较为普遍。这种现象已经破坏传统华社

的自然人口平衡，造成了传统华社的后继乏人和

“量”的急速萎缩，而新移民的持续增长使华社的

这种趋势得到缓解。新移民带去资金、先进的技术

为当地华社注入了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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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群体是中非经贸活动的带动者和直接

参与者，他们很多是从事进出口贸易业务，根据当

地的需求从中国采购原材料或产品。同时也是许

多国家对华贸易的主力军。马达加斯加虽然是世

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但木材、宝石、香草等自

然资源十分丰富。很多的新移民将那里盛产的红

木及加工品、宝石（蓝宝石、紫水晶）、木化石、螺化

石、华尼拉香草、拉非草等进口到中国而掘得第一

桶金。新移民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拓展非洲新

市场的桥梁和纽带。在非洲投资最大的风险和阻

力是政局不稳，其次是投资者对当地市场和法律

法规缺乏了解，这成为与非洲开展贸易活动的风

险因素。新移民大多受过正规教育，很多都受过高

等教育，处理事情较果断，对投资机会把握较准

确。同时，他们在拓展自己的业务时，比较注意与

当地政府以及各部门建立良好合作关系。这种良

好的合作关系已成为他们生存发展的优势，也是

我们可发挥作用的资源优势。一方面，他们对当地

的投资、税收等政策非常熟悉；另一方面，对具体

投资项目的市场、潜在的风险、发展前景等把握得

比较准确。发挥他们的优势，对中国企业“走出去”
能起到“趋利避害”和“事半功倍”的作用。在非洲

很多中国新移民一直寻找新的投资机会并积极协

助国内的企业拓展在非洲的市场。总投资为 1030
万美元的长春建工集团在马岛合作生产水泥的项

目就是经新移民的牵线而促成的[14]。总之，中国大

陆新移民在非洲创业虽起步较晚，但前景看好，在

中非经贸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世界上的华侨华人正常新移民来看，非洲

中国大陆新移民的经济实力是最薄弱的，至少到

目前为止仍然如此。但以中国新移民的经济实力

与居留地相比，非洲中国新移民的比较优势却又

是十分明显的，独具活力的。非洲大陆可说是世界

上唯一一块凸显华人“高段位”移民层次的地区。
中国新移民多以投资者、商人、专业技术工作者身

份出现，从而更多地赢得当地民族的尊重。进入 21
世纪，世界各种文化在全球化的浪潮下相互激荡，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伴随中国经济走出

国门，中华文化也应“走出去”，促进自己的发展同

时，促进世界多元化文化的发展。非洲新移民在非

洲生活、工作，带去现当代先进的中华文化，促使

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上也展开了新的交流。中国

新移民在非洲国家人民心目中进一步树立良好的

形象，有利于中国企业的产品、服务所包含的文化

内涵更容易被当地社会接受，使中华文化进一步

传播。
出于历史原因，非洲的老侨多数从事餐馆、杂

货店、小型加工等行业，因为落地生根已久，他们

立足长远发展，大多循规蹈矩做生意。而新侨则不

同，他们对中国情况很熟悉，来非洲的目的就是赚

钱，且“过客”和“后鸟”心态居多，因此只要有机

会，他们就会去尝试。然而正是因为带有急功近利

的因素，新移民中不守规矩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不

仅不利于新移民自身的发展，而且影响传统华社

在当地社会所树立的良好形象，甚至影响中国人

的良好形象和中非之间的友好交往，这是需要特

别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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