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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移民的新特征与新选择 
 

宋全成. 

山东大学 移民研究所，山东 济南 250100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社会学系,山东 济南 250100 

 
由于中国人口众多，进入 20 世纪以来，身居海外的华侨华人成为世界移民族群中最大

的移民群体。到 20 世纪 50 年代，散居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规模达到 1200 多万。改革开放

以后，中国进入了全球化和高速发展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移居海外。但与

以往的中国老移民不同的是，1978 年以后移居海外的中国新移民，具有凸显时代特点的新

特征，他们因此也有着不同于中国老移民的新选择。 
 
一、何谓中国新移民 
 
作为区别于“中国老移民”的“中国新移民”的概念，在学术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内涵

界定。正因为如此，学界对中国新移民概念的含义理解，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认为，

界定中国新移民概念的内涵，应从如下四个视角：一是界定中国新移民的“新开端”，应是

指 1978 年以后。二是设定居留期限。三是界定中国新移民的“中国”内涵。四是关于是否

具有中国国籍的界定。据此，我们界定的中国新移民的概念如下：中国新移民是指 1978 年

以后移居海外、居留一年以上的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的、拥有中国国籍或加入

了所在国国籍的中国人。 
 
二、中国新移民的新特征 
 
第一、中国新移民已成为发展最快的移民族群。在 20 世纪 50 年代，散居世界各地的华

侨华人已达 1200 万人，但由于冷战导致的东西方的对立，到 80 年代，中国的华侨华人的数

量增长缓慢。80 年代、特别是 90 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国人走出国门、移居海外，到 2008
年，海外华侨华人的规模已达 4800 多万。毫无疑问，中国新移民已成为移民族群中，成长

最快的移民群体。 
第二、中国新移民中知识移民、技术移民、投资移民的比例激增。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

的中国海外华侨华人，在绝对意义上，多属于非精英移民。但 80 年代以后、特别是 90 年代

和 21 世纪以后移居海外的中国新移民，出现了新特征。有一部分是通过国外留学、长期移

居海外；一部分是通过技术移民的方式移居海外；再一部分是通过投资方式实现依据海外的

目标。特别是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中国华侨华人的知识移民、技术移民、投资移

民的比例正在激增。 
第三、中国新移民的经济地位得到了增强。由于中国老移民多属于非精英移民，主要是

来自浙江、广东、福建的没有文化素养的农民，工作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国民所不愿意从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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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端行业，工资水平低、工作条件差。他们生活在移民国家中的下层社会，经济地位低下成

为中国老移民典型的经济特征。但中国新移民不同，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是知识分子、专家、

企业家、技术专家，他们借助于知识、技术和投资优势，从事着让发达国家的国民所羡慕的

高端行业，工资水平高、工作条件优。因此，与中国老移民相比，中国新移民的经济地位得

到了明显增强。 
第四、中国新移民的社团意识强烈。在国际移民现象中，移民社团发挥着沟通移民网络、

巩固祖国情感、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功能。但中国老移民由于文化水平低的因素的影响，建

立社团的意识薄弱，创立的社团规模十分有限。但 90 年代以后，伴随着中国新移民成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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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欧洲的华人社团已达到 500 多个。 
第五、中国新移民创办的大众媒体众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中国老移

民经济实力弱、文化程度低，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出门在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观

念的熏陶和影响，他们缺乏创建社会传媒的意识，即使其合法权益受到了不法伤害，也不知

道通过大众传播媒体的力量，伸张自己的权利，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但中国新移民不同，

他们文化素质高、经济条件好，传媒意识强烈。他们懂得通过社会传媒的力量，影响目标受

众，影响舆论，维护自身权益。20 世纪 80 年代后，仅在欧洲，由大陆新移民创办的华文报

刊就有 30 多家。 
第六、中国新移民的参政意识强烈，政治地位显著提高。中国老移民由于多种原因，参

政意识薄弱，他们因此被其他移民群体称之为“沉默的族群”。但越来越多的中国新移民从

切身经历中认识到，以参政议政的形式反映诉求是争取自身权益的最有效途径。20 多年来，

英国各地先后有约 20 位华人担任过地方议员。在美国，从国会议员、州议会议员到州长、

市长，到处都有新华人的身影。布什政府执政以来，任命了大约 75 名华裔官员，劳工部长

赵小兰、商务部长骆家辉被看做是中国新移民参政的佼佼者。这也充分表明，海外新华人参

政意识的强烈和政治地位的显著提高。 
 
三、中国移民的新选择 
 
2006 年的《世界移民报告》指出，纳入全球化进程、高速发展的中国已成为国际移民

的重要目标国家。不仅发达国家的企业家来华投资办厂、科学家来华讲学，而且世界各国的

留学生来华学习。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使中国不再成为单一的净移民输

出国家，也成为移民输入国家。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开放的社会政

策，对国人和海外中国新移民来说，面临着新选择。 
第一、中国有着巨大的市场和发展潜力，在中国完全有施展才华的机会。如果说，以往

的中国老移民多是为了生存而移居海外的话，那么，当代的国人在国内已无生存之忧，移居

海外只是为了追求更好的发展。而当代中国的发展、尤其是在世界金融危机中的出色表现，

已向西方世界和国际移民表明，在中国，同样有着更辉煌、更灿烂的移民发展机遇。正因为

如此，当代更多的国人，在到国外寻求移民机会和在国内发展的问题上，已有在国内发展的

新选择。 
第二、中国政府实施了吸引中国新移民回国创业、服务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诸多措施和

社会政策，中国新移民面临着回国创业与服务祖国发展的新选择。为减少高层次人才的流失、

吸引更多的海外华侨华人回国创业与服务，国家教育部先后实施了“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

基金”、“ 跨世纪杰出人才项目”、“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春晖计划”；人事部实施了“百

千万人才工程”；中国科学院实施了“百人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实施了“国家基

础青年科学基金”，这些鼓励中国新移民回国创业、服务于祖国现代化建设的措施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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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海外的近百万海外华人科技人才群体，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毫无疑问，回国创业与发展、

服务于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已成为中国海外新移民的新选择。 
 
 
原文载《环球》2010 年第 13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