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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华侨华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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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兰州 730050）

摘要：东南亚华侨华人作为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不

可或缺，必须将东南亚华侨华人纳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中，铸牢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东南亚华侨华人的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内涵经历了乡土宗族观念、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三个阶段，具有深厚的族群认同基础、文化认同基

础、统一战线基础、侨务政策基础和法理基础。东南亚华侨华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当下还面临着来自国

际、国内和东南亚华侨华人自身层面的挑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要做到：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稳固华侨华人文

化认同内核；支持侨乡全方位发展，强化新一代华侨华人故土情感；发挥统一战线作用，继承团结合作优良传统；

加强海内外沟通交流，深化新生代华裔共同体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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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汉代，中国人就开始往来东南亚。从 17世纪初至今，共计有4次中国人大规模移民东南亚的浪潮，

大量中国人在东南亚定居生活。由于一直处于中华文化圈的“边缘地带”，东南亚华侨华人通过经济、文化

和社会渠道与中华民族“核心”部分保持着动态关系。如今，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和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下，应该思考如何将东南亚华侨华人纳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部圈层”，拓展中华民族

的多维空间，铸牢东南亚华侨华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应时之举。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在“两个结合”的指导下提出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命题，丰富了新时代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内涵，是马克

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此后，学术界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了深入研究

并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首先是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要素等理论面向的研究。部分学者

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含的心理过程（意识）、民族观和国家（集体）认同融为一体，认为“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本质是各民族成员对共有身份‘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维度”［1］，各民

族成员要有自己属于中华民族的自觉、自信和自为。还有学者从共同体意识的一般要素分析出发，把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个核心要素总结为“国内各族人民的中国认知体验、中国价值信念和中国行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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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2］。其次是关于不同主体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面向的研究。对于高校学生，可以从国

家观和民族观的教育、历史观和文化观的认同以及中华儿女整体观的增强三个方面铸牢高校学生的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3］。而对于民族地区，则要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建设［4］。最后是从政治认同、文化

认同等视角来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政治认同中，“国家、制度和政党是最具代表性的认同支

撑”［5］6，国家认同意识、政党认同意识和政治制度认同意识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认同要

素［5］6-8。对于文化认同的重要性，有学者指出：“文化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不断增

强各族人民的中华文化认同，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前提和基础。”［6］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共

同体建设的思想基础、精神动力、整合机制。

综合分析来看，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比较局限于国内，忽略了广大的华侨华人。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

共同的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7］。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

血脉和文化联系，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本文选取与

中国联系最为密切的东南亚华侨华人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共同体意识内涵的演变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基础，探讨东南亚华侨华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挑战、对策和意义等，为在中国式现代

化进程中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加强统一战线和侨务工作提供自己的见解。

二、东南亚华侨华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的演变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

在一起的。”［8］东南亚华侨华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是伴随着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的演变而

不断深化的，其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经历了乡土宗族观念—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演变过程。

（一）早期乡土宗族观念

早期东南亚华侨社团绝大多数都来自福建和广东，其成员构成一般是同乡同族，以各种方言和宗族集

团为纽带，并逐渐形成了地缘性社团、血缘性社团和业缘性社团。此外，闽粤地区以及移居目的地南洋一

直被封建中央王朝视为“蛮夷之地”，导致东南亚华侨在情感和心理上没有产生“民族共同体意识”，再加上

长期奉行禁止移民、敌视海外移民的政策，也使“华侨只知有家（和家乡），不知有政府和国家”［9］，没有形成

现代意义的“民族”和“国家”意识。

（二）民族主义的兴起

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在当地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的影响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地形势的

变化是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产生的内在原因。19世纪中叶之前，西方殖民者间接统治东南亚，并采取善待

华侨的政策。政治上给予当地华侨高度的自治权，经济上把华侨作为与当地土著交往的中介，这给当地华

侨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然而，19世纪末 20世纪初开始，西方殖民者直接统治东南亚，取消了华侨

的特殊待遇。在政治上，西方殖民者加强了对华侨的直接控制，甚至实行歧视华侨的政策。在经济上，随

着西方工业技术逐渐取代了华商原有的技术优势地位，西方殖民者采取政策打击华侨的金融力量。这些

变化使得当地华侨逐渐团结，趋于认同中国，试图获得中国（清政府）的保护，客观上激发了东南亚华侨的

民族主义。此外，中国国内的影响是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产生的外因。鸦片战争之后，民族危机促使东南

亚华侨把目光从家乡扩大到整个中华。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救亡图存的探索对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的

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以李鸿章和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较早地改变了歧视海外华侨的态度并希望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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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海外华侨的联系。张之洞就曾经上奏折道：“外洋各埠，华商甚多，……若劝令各埠捐资购造护商兵船，

必所乐从”［10］，并通过出访海外慰问华侨，设立领事馆派官员保护华侨利益等方式，加强了当地华侨对中国

（清政府）的认同。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在戊戌变法前后在东南亚各地关于民族主义的宣

传，对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的兴起具有明显的作用。维新派在东南亚先后创办了《天南新报》和《日新报》

等报纸，宣传民族振兴、变法图强等思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是促进东南亚华侨民族主义兴起的第

三种势力。在兴中会和同盟会中不乏华侨的身影，“首批加入兴中会的 20多人全部是华侨，……到同盟会

成立前夕，兴中会会员发展到 300多人，其中来历清楚的 279人中海外华侨有 219人”［11］。华侨参与革命，

同时也影响了华侨社会的民族主义兴起。

（三）爱国主义的升华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在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支撑下取得

的伟大胜利。在抗日救国的历程中，东南亚华侨的民族主义升华为了爱国主义。在爱国主义的激励下，东

南亚华侨成立救亡团体，积极捐款捐物，甚至亲自回国参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其中涌现了许多代表人物，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就是其中一位，他被毛泽东主席誉为“华侨旗帜 民族光

辉”［12］3。陈嘉庚经常教育职员“战士以干戈卫国，商人以国货救国”［12］47，同时以“愿诸君勿忘中国”［12］84影

响身边人。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到“嘉庚精神”，在陈嘉庚先生诞辰 14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厦门

市集美校友总会回信中表示，希望广大华侨华人弘扬“嘉庚精神”，深怀爱国之情，坚守报国之志，同祖国人

民一道不懈奋斗，共圆民族复兴之梦［13］。

三、东南亚华侨华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

东南亚华侨华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来源于对中国或者是中华民族的认同。族群认同和

文化认同是东南亚华侨华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深层的基础，此外还有统一战线基础、侨务政策

基础、法理基础等。

（一）族群认同基础

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族群认同包括血缘和地缘两部分。如前文所言，早期东南亚华侨都是通过血缘、地

缘、业缘联系在一起的，为了生存，他们在移居地建立诸多的同乡会、宗亲会等组织。尽管老一代华侨华人

已入籍当地，但是仍然对自己的家乡和民族有着很深的情感，抱有落叶归根的观念。而新生代华侨华人虽

然生于当地、长于当地，但是祖籍记忆驱动着他们去寻找本民族的根。在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活动

中，领队李朝晖就说：“他们对祖（籍）国家乡怀有浓烈的根底情结，希望子女通过参加寻根活动，……牢记

祖辈故乡和生命源头。”［14］

（二）文化认同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长久以来根植于民间沃土，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15］，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海外

华侨华人，是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祖籍国）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

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16］。对于华人的文化认同，王赓武提出两种文化规范：第一类是华

人认为作为华人，对他们具有约束力的华人文化规范；第二类是华人认为有用并有必要接受的那些现代文

化规范［17］。而对于东南亚华侨华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说，发挥作用的则是华人文化规范。在所

有的华人文化规范中，价值观处于核心地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8］的责任意识，“亲仁善

邻”［19］“协和万邦”［20］的处世之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21］的理想追求等，这些都是凝聚华人群体的精

神纽带。东南亚华文教育在维系华人精神纽带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从清末到现在，东南亚华文教育从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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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断，在逆境时期薪火相传，在顺境时期百花齐放，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具有中华文化价值观的优秀华人。

（三）统一战线基础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海内

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22］。中国共产党海外华侨统一战线的百年历程也为东

南亚华侨华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广大东南亚爱国华侨

支持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中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致电国民党要求其放弃

内战政策，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他们还积极捐款，在陈

嘉庚的带领下，东南亚各地积极组织南侨总会等华侨救国救乡的联合组织，发动华侨以财力物力人力援助

祖国抗敌御侮。新中国成立之后，东南亚华侨积极参与新中国的建设，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大力投资国

内，兴办工厂、发展教育、吸引人才，在方方面面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四）侨务政策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侨务政策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但总体来说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团结了广大

海外华侨华人。我国侨务工作的基本方针是“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改革开放以来，

在基本方针的指导下，我国侨务政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 20世纪 80年代中期至 90年代末期，我国侨务政策的核心是为经济建设和科教兴国服务。

在这一时期，我国制定一系列优惠和保护政策，大力吸引华侨华人回国投资，促进侨乡建设，拉动经济发

展。同时注重引智，学习技术、管理等，号召华侨华人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第二个阶段是 21世纪初至党的十八大，我国侨务政策的核心是为中国走向世界服务。中国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之后，与世界的经贸联系日益紧密，而海外华侨华人的“桥梁”属性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在这一阶段，奥运会、世博会等国际盛会的成功举办，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中华文明

体验之旅、世界华裔杰出青年华夏行等活动，都加强了华侨华人的民族自豪感和向心力。

第三阶段是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侨务政策的核心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努力。把广

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发挥他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积极作用，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

要工作［23］。新时代新任务，广大海外华侨华人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维护

和促进国家统一、增进中外交流合作、提升国家软实力等方面都发挥着巨大作用。

（五）法理基础

虽然我国在 20世纪 50年代不再承认双重国籍，并鼓励华侨融入当地社会，但是为了加强华侨华人的

向心力，维护华侨华人的权益，党和国家一直在法律方面对广大华侨华人予以肯定和保护。从第一部侨务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到第一部保护华侨权益的综合性地方性法规《广东省华侨权

益保护条例》，我国侨务工作法治化道路越走越宽广，华侨华人的权益也得到了越来越全面的维护。特别

是 2018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首次将“中华民族”载入了宪法，这就从根本大法的高度肯定了包括海

外侨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

四、东南亚华侨华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挑战

东南亚华侨华人虽然与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联系，但是在“两个大局”下，西方国家针对中华民族的民

族分裂活动从未中断，中国国内快速发展使得作为中华民族标识的传统价值观念一定程度上被削弱，同时

随着东南亚华侨华人代际的更迭和逐渐西方化的生活方式，东南亚华侨华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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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着诸多的挑战。

（一）国际层面的挑战

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国家因意识形态差异，从各个方面企图分裂中国，而中国又是一个由众多民族

组成的多民族国家，这就给西方提供了可乘之机。海外华侨华人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也成了西方分裂

的对象。在意识形态方面，东南亚华侨华人长期远离祖（籍）国，虽然东南亚华侨华人坚持华文教育，但受

限于地理距离和文化差异，他们往往难以亲身体验并直接获取关于中国，特别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第一手

资料，在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下，对祖（籍）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不牢。国外复杂的网络环境充斥着各种不实信息，成为西方意识形态传播的“温床”，如祝阳所言：“西方意

识形态在网络上能够以隐秘化、碎片化的信息存在。”［24］这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西方价值观。除此之

外，西方国家还策划或煽动“港独”“藏独”“疆独”势力，开展反华活动，严重伤害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情感，破

坏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给东南亚华侨华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来了不利影响。

（二）国内层面的挑战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国民经济高速

发展，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发展奇迹。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

下，党领导人民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实现，正在向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奋力前进。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作为中华民族标识的传统价值观念越来越不受重视，部

分社会成员急功近利、浮躁之风滋生。而维系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华民族的纽带恰恰正是“华人文化规

范”，现代社会越发展，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特质反而趋于消融，进而影响海外华侨华人的民族认同、文

化认同等。

（三）自身层面的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南亚国家纷纷独立。老一代华侨逐渐当地化，身份也从华侨向华人转变，其

对自己身份的认同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具体说来有三个方面：第一，法律身份从侨民变成国民。东南亚国

家在建国之后对华侨采取同化政策，政治上要求华侨加入住在国国籍，文化上试图打击华文教育来实现对

住在国的认同。除此之外，中国取消双重国籍的政策也加速了华侨向华人的转变。第二，经济角色从侨民

经济变成当地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南亚华侨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在当地已经经营了几十年，甚至

相传了几代人，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虽然他们始终有落叶归根、衣锦还乡的观念，但是法律身份的转变以

及战后东南亚经济的快速发展，让其意识到华人经济与住在国经济息息相关，并在当地有利政策的支持下

迅速成为住在国国民经济的领头羊。第三，心理认同从“落叶归根”变成“落地生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

意识，随着东南亚华侨政治身份和经济身份的变化，其心理逐渐不再期盼“落叶归根”，与祖（籍）国的联系

越来越少，更加关注当地华人社会。此外，新生代华裔作为东南亚华侨华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

力军，其生于东南亚，长于东南亚，没有经历过其祖辈父辈身份认同的变化，受到的是西式教育和价值观的

影响，随着代际的传承，新生代华裔只会与中华民族越来越远，就“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

远，也愈推愈薄”［25］。

五、东南亚华侨华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对策

（一）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稳固华侨华人认同内核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要求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

化精髓［26］，这既是文化自觉的要求，也是铸牢东南亚华侨华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应有之义。第一，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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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的丰硕成果向全世界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

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极大地激发了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第二，坚

决同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作斗争。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会让东南亚华侨华人忘记自己

的“根”，它们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传播方式，已经通过网络深入到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必须对此保持高

度的警惕。

（二）支持侨乡全方位发展，强化新一代华侨华人故土情感

“家乡”“故土”在中华文化中有着特殊的含义，对于普通华侨华人来说，国家和民族是宏大的、遥不可

及的概念，远不及家乡、故土更深入人心。海外华侨通过侨批维系与故土和亲人的联系。“海南档案馆和陈

虹家藏侨批档案，均显示了广大华侨的‘顾家养家’责任和‘爱国爱乡’情怀。”［27］中国式现代化包含着侨乡

的现代化，铸牢东南亚华侨华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推动侨乡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全方

位的现代化。政治上推动侨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化服务意识，维护归侨和侨眷的权益，使落

差感最小化；经济上加大扶持力度，完善配套体系，大力吸引侨资回乡建设，打造华侨经济合作示范区；文

化上要挖掘侨乡地域特色，围绕侨乡文化遗产，展现侨乡文化魅力；社会上要营造爱侨护侨的社会氛围，让

侨乡人民与华侨华人手挽手心连心；生态上要平衡好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关系，打造清洁美丽的侨乡环

境，以良好生态推动文旅发展。

（三）发挥统一战线作用，继承团结合作优良传统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东南亚华侨华人和中国共产党结成了深厚的友谊，有着十分成功的合作经

验，并成为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就明确提出要“促进政党关

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28］。因此，铸牢

东南亚华侨华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在统一战线下扩大共识、凝聚共识。首先要广交朋友，扩大“朋

友圈”。既要结交发达国家的华侨华人，也要结交发展中国家的华侨华人；既要结交政治、经济、文化领域

的华侨华人，也要结交社会、外交等领域的华侨华人；既要结交老一代华侨华人，也要结交新生代华侨华

人。最后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以“一带一路”倡议为纽带将东南亚华侨华人纳入经济共同

体中，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将东南亚华侨华人纳入文化共同体中，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共识

将东南亚华侨华人纳入命运共同体中。

（四）加强海内外沟通交流，深化新生代华裔共同体观念

新生代华裔是当今海外华人社会的主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海外主力军。因此，铸牢东南亚

华侨华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深化新生代华裔的共同体观念。第一，抓住东南亚华文教育关键点，

推动当地华文教师与中国的交流合作。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通过交流合作加强东南亚华文教师对

中国、中华民族的了解和认知，并通过教育“润物细无声”地影响新生代华裔。第二，搭建青年文化交流平

台，完善海内外沟通体系。充分发挥“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世界华裔杰出青年华夏行”等平台的

作用，凝聚侨心侨力。同时，创新交流方式，除了传统的文化交流活动外，还应增加政治交流活动、经济交

流活动，让新生代华裔全方面了解新时代的中国，扫除沟通盲点。第三，引导新生代华裔自觉做民间交流

的参与者、建设者，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结 语

当前，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铸牢东南亚华侨华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势在必行。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所承载的思想意识与价值观念统合起来，以此消除隔阂和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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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28］。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双重影响下，东南亚华侨

华人的角色显得尤为关键。他们身上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液，承载着深厚的中华文化传统，这是他们无法

割舍的“民族性”。同时，生活在东南亚这个多元文化交融的地区，他们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文化的影

响，形成了开放包容的心态和全球视野，展现出鲜明的“世界性”。这种双重特性使他们成为连接中国与世

界的桥梁，对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体系中具有重要

地位。通过铸牢东南亚华侨华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方面有利于打牢中国—东南亚合作基础，以

“民心相通”带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激发“一带一路”倡议的最大潜力；另一方

面可以发挥模范作用，增强全体海外侨胞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这一举措将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内含中华

文明包容性与和平性的共同体意识，不仅体现了中国的文化自信，更将推动中国与世界的深度融合。这种

共同体意识，将助力全球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共同开创一个和平、繁荣、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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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Foster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mong Southeast Asian Overseas Chinese

YANG Yaxiong，LI Hao
（College of Marxism，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Lanzhou 730050，China）

Abstract：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Chinese nation，Southeast Asian overseas Chinese are indispensable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inte⁃
grate Southeast Asian overseas Chinese into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nd foster their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overseas Chinese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local clan concept，nationalism and patriotism. It has a profound foundation of ethnic identity，cul⁃
tural identity，united front，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policy，and legal basis. In addition，the current situation is also fac⁃
ing international，domestic and Southeast Asian overseas Chinese challenge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we should：play the role of the united front and inherit the fine tradition of unity and cooperation；adhere to
the posi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stabilize the core of overseas Chinese identity； support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
ment of overseas Chinese hometown and strengthen the hometown sentiment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and deepen the concept of Chinese community of the new generation.

Keywords： foster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Southeast Asian overseas Chinese； united
front；cultur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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