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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华裔移民发展状况看中美关系变化

颜琼玲　刘丽珍　陈  广  

福建师范大学  旗山校区D3-103　福建　福州　350000 

【摘　要】美国华裔移民在美国国土上已经活跃了一百多年，作为较晚登上美国大陆的族裔，华裔移民在为美国的繁荣辛勤付出的同时，

也曾遭受排斥、剥削以及诸多不公正待遇，但由于中美关系的不断变化，使美国华裔移民此后社会地位得到提高，也在此树立起自身特有的族

裔文化，其中涌现出的著名人物对美国的发展也做出了突出贡献。华裔移民的生存、抗争与发展，是百余年来中美关系纷繁变化的证明，双方

态度的变化是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的曲折发展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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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早期华裔移民管窥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一直是人们热衷的话题，今天仍然有很多的学者对

此进行研究。早在1571年华人先驱者的足迹就踏上了北美这块
土地；1784年8月28号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抵达广州黄埔港
是中美关系的发端。随着美国对华贸易航线的开辟，在美国掀起
了历史上第一次对华贸易热，同时也让美国更加了解中国。在鸦
片战争结束之前，中国在与美国贸易中一直是属于顺差地位。然
而，随着1844年6月21日中美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的
签订，中美不平等关系开始形成。

华人是美国这个混合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是美国繁荣
的奠基者，又是中美文化交流的桥梁。但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
下，华人又是这种不平等关系的牺牲品。随着清政府的衰败，19
世纪四、五十年代在加利尼福亚一句“我发现了金子”所掀起的
淘金热，就开始出现了华工赴美热潮，并持续到1882年排华法案
的制定，在这期间经历了三次中国人移民美国的高潮。

二、美国排华浪潮下的中美关系
第一批移民到美国的华人因语言不通，他们大多数从事修

铁路或干农活等繁重的体力劳动。然而，美国白人并没有正视华
人的贡献，反而认为华人对他们形成了竞争。在美国的一本历史
教科书中有一幅插图，描述当时两条铁路贯通时的情景，图上
每一个人下面都标注有姓名，唯独两个人没有注明，这两人都是
华人。中国移民既吃苦耐劳，又不易被同化，因此美国白人担心
他们会成为低工资的竞争者，迫使自身工资的降低，收入受到影
响。于是一些白人便采取行动排斥华人，有的华工被借故杀害
了；许多独立淘金的华人金矿业也遭到了白人的驱逐，而美国法
律对这种华人无故被白人成批杀害的做法却置之不理。此外，美
国政府从1882年起通过了一系列的排华法案，造成华人入境苦
难、被迫回国和倍受歧视的局面。

三、从20世纪中后期华裔移民发展看中美关系
从19世纪中叶至二战结束时，华裔移民遭受到一波又一波

的排华、反华浪潮。但在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国战场，由于中国
以巨大牺牲，牵制了日军大部分有生力量，为盟军的最后胜利创
造了极其重要的条件。而且二战期间华裔移民踊跃参军，其在美
军中的少数族裔成分所占的份额是最高的，成为了抗击法西斯的

强有力的后盾。中国的巨大付出也使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发生略微
倾斜，并于1943年12月17日终于撤销了《排华法案》。美国总
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签署该法案时表示：“国会和个人一样，
也会犯错误。我们要有足够的勇气承认过去的错误......通过废除
《排华法案》，我们就可以改正一项历史性错误......以纠正过去
对我们朋友不公正的行为。”2这一事件既是对中国在反法西斯战
争中表现的肯定，或者说也是对蒋介石独裁下的国民政府的一种
示好，以便于在接下来不可避免的中国内战爆发之时给予国民政
府足够支援；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华裔移民长期抗争下的一
个阶段性胜利。虽说《排华法案》的撤销只是表面上消除美国政
府长达六十多年来对华裔移民的官方性歧视，政治因素的考量显
然大于人权因素，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对于华裔移民进行根本性
政策的转变，但也使美国社会对华裔移民的一贯性歧视看法也有
所改观，在华裔移民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3

四、华裔移民的素质与参政意识影响下的美国对华
态度

这批新华裔移民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受教育水平的明显提
高，获得本科学历的新华裔移民占总人数的比例已有大幅提高。
这与其作为美国的少数族裔所经历的艰辛岁月密切相关，他们意
识到对于自己的子女必须要加大教育投资，才能摆脱当时的困
境。由20世纪60年代起在媒体中流行的“模范少数族裔”虽有
讽刺意味，但从中也看出亚裔（包括华裔）辛勤工作、重视教育
的一面。从1989至1990年，密歇根州的一个华裔问题研究小组
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一般美国人与华裔居民比较，认为国家应优
先重视教育的分别为：45%和54%，个人储蓄主要是为了子女受
教育和结婚的分别是38%和65%，包办子女全部教育费用的分是
15%和41%。４华裔移民这种尊师重教的精神，使美国人民在中
美关系正常化后开始真正认识到了华裔移民所体现的中华文化的
真正精深之处，使他们对于华人的看法继续改观，这是中美关系
在曲折中稳步发展的良好例证。

结语
从最早的“淘金热”到遭受“排华主义”，再到现今华裔移

民在美国社会中曲折前行的历程，一百多年来的美国华裔移民历
史,始终与所属时期的中美两国错综复杂的关系存在着密不可分的

1 Stuart·C.Miller,The Unwelcome,Immigrant,Berkel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p.197。
2 朱夏著：《美国华侨概史》，纽约中国时报之一，1975年。
3 施琳主编：《美国族裔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第123页。
4 转引郭玉聪：《新华侨华人群体的形成及特点》,庄国土主编:《世纪之交的海外华人》,福建人民出版社。
5 资料来源：蔡德奇、江永良：《华侨华人的新发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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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后美国国家政府内阁女性地位

的数据分析

女性在行政管理方面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女性在政治
中的地位体现。内阁是一个拥有15个行政部门的首长组成的机
构。他们由总统任命并经参议院确认，内阁成员往往是总统最亲
密的战友[5]。因此，女性在内阁中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
女性在美国国家行政管理领导层地位的依据。本文将1974年至
2010年的内阁女性成员将作为研究对象，用数据分析方法对女性
在美国内阁中地位的变化进行研究。

1．女性在历届内阁中的比例
作者通过对美国国家政府官网数据的统计，得出了二次女性

运动浪潮后女性在美国国家政府最高管理层的比例数据。数据显
示在过去27年中，女性内阁成员总数为26人次，占内阁成员总人
次的14.77％。

图1　美国历届内阁女性比例（1974-2012）

门担任领导角色，但是她们还是不能成为权力最接近总统的前六
位领导人。但是，在最近的连续两届政府里（2005-2013年），
两位女性成为了美国的国务卿，这是内阁中最有权力的位置。这
两名妇女Condoleezza Rice和Hillary Rodham Clinton。这反映
了女性在美国的政治核心领导层地位不断上升。

    

四、美国政治女性地位提升对我国政府的经验借鉴
美国虽然到现在仍然没有一位女性总统，但是自1990年起到

现在已经有3名女性担任国务院国务卿的职位。而我国迄今还没有
出现过一位正职的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联合国数据显示，中
国部长以上的女性所占比例仅仅在世界排名第61位[6] 。

因此，我国要提升女性总体地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
是提高女性在国家核心管理层的地位。美国的政府在这个问题上
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事实上，最近我国在女性领导方面的选择已经有了一定的
进步，如前国家副总理吴仪，现任外交部副部长、全国人大第一
位女发言人傅莹等，都渐渐进入了人民的视野，使大家见识了中
国女性在政治上的优秀能力。我们期望通过政府治理的不断发展
以及人们意识的不断进步，女性能与男性真正通过自身能力在中
国的政治上和社会中进行公平的较量，使中国社会能更快速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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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美国大学中的少数族裔比例5

国家或地区 本科生 研究生

中国内地 15% 82%

中国台湾 32% 61%

日本 72% 18%

韩国 44% 46%

联系。而今天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2011年5月26日，美国
国会议员提出议案要求国会为排华法案致歉，该议案获得全票通
过，推动法案通过的华人领袖表示这为美国华人带来了迟到的公

正，广大中国人民确实对这个结果感到满意。作为美国增长速度
最快的移民群体，华裔移民对美国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伴随着华人社会规模迅速扩大以及经济和专业实力的激增,美国华
人今后会积极争取与其社会地位相当的政治权利，增大本族裔的
影响力，中美关系也会在此基础下得到良好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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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女性内阁成员人数在过去26年的趋势。
虽然数据在历史上有一些小的波动，但是总体上女性的数量在内
阁中的趋势还是不断攀升。数据中最后的Obama政府与数据中
的第一任Ford政府的差别是巨大的，从1974年的4.35%上升到
2012年的26.67%，28年之间增长了20％以上。这种上升的趋势
反映了女性在美国国家行政管理核心层中地位的不断上升。

2．女性在内阁成员中的重要性排名
除了研究女性在内阁中的人数比例以外，作者还从分析女性

在内阁中的职位不同，来分析其在内阁中的重要性排名。本文根
据对总统职位的继承顺序来决定15个行政部门的重要性排名。
1974年以来，8位历任国务卿当中有3位女性，这是美国内阁中
最具权力位置。但是，作为权力排名第二和第三的财政部和国防
部，还没有女性曾经担任过部长职位。

在1990年以前，尽管女性已经进入了美国最高的行政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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