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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华人移民研究的知识脉络、演进 

趋势和未来主题 
—— 基于 CNKI 和 WOS 数据的 CiteSpace 分析 

 

陈  翊 1，2 ，王书伟 1 

(1．温州大学商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2．温州人经济研究中心，浙江温州  325035) 
 

摘  要：欧洲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海外新移民的主要定居地。基于中国知网和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

中的 582 篇期刊文章的可视化分析表明，在欧洲华人移民为研究对象的学术领域，论文发表数量持续

增长，发文学科比较集中，但发文渠道相对狭窄，国内外研究合作较少。从欧洲华人移民研究领域的

主题脉络和演进趋势看，绝大多数研究围绕经济和社会的共性议题，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基于国家背

景的特殊议题，如中  国学者研究公共外交、国外学者研究公共健康等，而未来的研究应挖掘传统研究

议题的新价值，关注欧洲华人移民的新动向，在较大时空维度内研究华人的创业活动，关注移民子群

体的特征，并重视新的研究方法的开发和学科理论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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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欧洲已逐渐发展为中国海外移民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据《世界移民报告

2020》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 年我国国际移民数量超过 1 070 万人，是世界上第三大移民来源国，

其中定居欧洲的华人约有 120.5 万人，占海外华人总数的 11.23%，而欧洲是中国境内移民输出的

第三大目的区域[1]。李明欢教授在《欧洲华侨华人史》一书中提到，早在 16 世纪末，有中国青年

被欧洲传教士带往欧洲，成为最早侨居欧洲的中国人[2]。19 世纪，有华人赴欧洲从事水手、苦力

等工作，成为契约劳工[3]；在“一战”期间，英法国家从浙江、山东等省有招募大批华工参与战争[4]；

战争结束后，有大量华工滞留欧洲并帮助国内亲友到欧洲谋生，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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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后期[5]。20 世纪 70 年代末，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中欧关系有所改善，国内以及意大利、

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国家移民政策放宽，打开定居国与祖籍地的联系通道[6]。在老移民的帮助

引导下，浙江、福建等地的年轻人相继迁徙至欧洲，形成移民热潮，此现象持续了四十余年。 

从历史上看，虽然华人迁居东南亚的历史较为久远，数量也较多，但欧洲国家是中国改革开

放后“海外新移民”的主要定居地。欧洲国家正式转型为移民输入国的历史进程和新中国的建设

以及改革开放史正好重叠。定居在欧洲的海外华人，以享受传统欧洲国家的发达经济成就和利益

为驱动力开始迁移。他们在定居国的事业和生活，不仅受到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也受到中国国际地位迅速崛起的影响。他们深切地感受到全球一体化浪潮，是跨国主义的积极实

践者，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红利的享受者。因此，欧洲的较多新移民在定居国和祖籍国之间来往频

繁，在定居国和祖籍国都有房产或固定落脚点，有自己的产业和事业，成为新时代的“两头家”。

欧洲第一代移民出生和成长于中国，对祖籍国有着浓厚的情感，他们对祖籍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

尤其关注，并愿意将国外的成功经验带回籍国，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贡献。同时，他们灵活机动

地运用欧洲的国籍和“绿卡”制度，在祖籍国现有的国籍和户籍制度下保证自己在两国空间内通

行的身份。 

除此之外，和定居其他国家地区的华人移民相比，定居欧洲的华人移民现象还呈现出独有的

特征。其一，在移民祖籍地方面，欧洲华人移民主要来自于我国经济发达的浙江、福建等省份，

这些地区有着浓厚的重商主义传统和强烈的宗族观念，而较多欧洲华人移民为低技能型的经济移

民，为此，他们在定居国依托经济活动聚居的特征非常突出；其二，在移民来源方面，大部分的

欧洲华人移民借助“亲带亲、邻带邻”的移民网络，一带十、十带百，形成延续不断的移民链；

其三，在迁徙路径方面，欧洲国家宽松的难民政策和身份合法化政策推动了华人移民非法迁移产

业的发展。大批华人移民通过陆路、海路千方百计地非法登陆欧洲，随后在欧洲大陆不同国家之

间迁移。在定居国方面，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的政策执行力度最大的国家往往也是华人移民最主

要的定居点，如多次推行“大赦”的法国和意大利，而其他国家聚集程度相对较低。总而言之，

欧洲的华人移民群体是成长在中国、生活在欧洲的新移民，他们和祖国的情感羁绊较深，经济联

系较紧密，行旅往来较多，身份界限较模糊，且地理分布在祖籍国和定居国都高度集中。可见，

欧洲华人移民研究是中国海外移民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欧洲国家作为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重要

节点，在我国的国际战略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欧洲华人移民这个群体进行研究，无论在理

论还是实践上都有其独特价值，有利于更好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 

国外学者对欧洲华人移民的关注较晚，其研究成果出现于 21 世纪初，研究重点主要集中

在移民社区、族群关系、经济获利等方面。国内学者对欧洲华人移民的研究始于上世纪 80 年

代末，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主要涉及欧洲华人移民的迁移历史、社团组织等内容，并取得

较为丰硕成果。为全面考察国内外学者在欧洲华人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基于国内外公开发

表的已有文献，本文采用 CiteSpace 软件[7]对相关研究的发表平台、作者、关键词等方面进行

                                                        
[5]  参见：刘莹. 浙南跨国移民潮的历史变迁[J]. 南洋问题研究，2009（1）：66-73。 

[6] 参见：李明欢. “相对失落”与“连锁效应”：关于当代温州地区出国移民潮的分析与思考[J]. 社会学研究，

1999（5）：85-95；吕惠进. 浙南海外移民群体的形成原因及其特征[J]. 人文地理，2002（3）：72-74。 

[7]  CiteSpace 软件的实用性和科学性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自 2006 年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以后，作为一款分析

工具，被应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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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分析，揭示该领域的研究现状、主题演变和发展脉络，并讨论未来欧洲华人移民研究

的可能议题。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CiteSpace 是由陈超美教授及其团队开发的一款基于计量科学与数据可视化的分析工具[8]，可

以利用关键词、作者、来源、机构、国家等信息对某一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以科学

图谱的形式将该研究领域的主题演变与发展脉络直观地展现出来，从而帮助研究者掌握当前的

研究热点与前沿问题[9]。 

本文使用 CiteSpace 软件、采用可视化分析的方法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涉及的欧洲华

人移民的研究成果包括中文文献和外文文献。中文文献来自中国知网数据库（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CNKI），外文文献来自于 Web of Science（WOS）核心合集。在检索文

献时，检索词既包括“欧洲”“意大利”“法国”“浙江”“福建”等限定研究对象范围的地理名词，

也包含“浙商”“闽商”“温商”等体现研究对象职业身份的通俗称谓，还包含“华侨”“华人”“海

外移民”等特定称谓。在具体检索过程中，为尽可能全面地检索相关文献，本文以主题检索为主，

以篇名检索和关键词检索为补充，经过反复筛选，去除较多与研究主题不符的检索结果以及新闻

报道、会议综述、人物传记等，共得到 582 篇有效文献，其中中文文献 405 篇，外文文献 177 篇[10]。 

二、欧洲华人移民研究成果的文献计量分析 

文献计量分析，即通过对现存文献的数量变化、学科归属和研究者分析，可大致勾勒出该研

究领域的发展轮廓，这是系统了解已有研究的一个有效方法。 

（一）发文量的时间分布 

从欧洲华人移民研究的文献发表情况来看，欧洲华人移民成为学术研究对象不过三十余年的

时间[11]，现有文献基本发表于 1989 年后。为了更直观地呈现三十年来发文量的变化趋势，图 1

展示了文献每 3 年的发表数量和变化趋势。 

如图 1 所示，国内关于欧洲华人移民研究的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存在一些波动，尤其

在后期还有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可见，国内对欧洲华人移民的研究热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也

存在不确定性，面临研究对象相对小众、研究方法较单一、研究视角相对受限、研究成果贡献度

有限等问题，研究价值受到质疑。国外对欧洲华人移民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外文文献的发文

数量始终稳定持续增长，并在 2019 年反超中文文献的发文数量，说明国际学界在近十几年对欧

洲华人移民的关注度持续提高。当然，这种研究增长与欧洲华人移民的国际影响力密切相关。在

欧洲移民链形成的前 20 年，欧洲华人移民的数量虽然在增加，但他们处于定居国的社会底层，

对欧洲社会的影响力较小，难以受到定居国主流社会的关注。随着欧洲华人移民群体规模的扩大

                                                        
[8] 参见：陈悦，陈超美，刘则渊，等. CiteSpace 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J]. 科学学研究，2015（2）：242-253。 

[9] 参见：陈悦，刘泽渊，陈劲，等. 科学知识图谱的发展历程[J]. 科学学研究，2008（3）：449-460。 

[10] 检索文献的起始时间范围为 198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0 月 21 日。 

[11] 根据当前能检索到的文献发表时间来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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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他们对祖籍国以及定居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影响力越来越大[12]，

其群体独特的媒介作用逐渐凸显[13]。因此，学界对这一群体的关注越来越高，对其相关的研究成

果数量也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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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发文量时间趋势图 

（二）发文平台和学科属性分析 

学术期刊是研究成果的重要展示平台，本文检索的 582 篇文献共涉及三百余种中外文期刊。

本文通过对期刊的种类、发文量、影响因子、学科分类等内容的分析，可了解该研究领域的研究

前沿、学科分布、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力等内容信息。 
一方面，关于移民研究的专业期刊是学者相关研究成果发表的重要平台。表 1 统计了发文量

大于 5 篇的 9 种期刊。其中，《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和《八桂侨刊》是国内唯二的“侨字号”刊

物，582 篇论文中有 53 篇和 51 篇分别出自这两个刊物，大约占检索结果的六分之一。发表相关

研究成果于外文文献最集中的期刊是《International Migration》（7 篇）和《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10 篇），前者是国际移民研究领域的顶刊，后者是专门针对海外华人的学术刊物。民

族学和社会学领域也较欢迎欧洲华人移民的研究成果，如《世界民族》和《社会学研究》发表数

量各为 12 篇和 7 篇。《温州大学学报》与《丽水学院学报》是浙南地区的高等院校的学报，而浙

南地区是欧洲华人移民的主要输出地，地处浙南的温州与丽水两所地方高校的学报对欧洲华人移

民研究有着天然的偏好，在发表的 582 篇论文中各有 6 篇来自这两个刊物。同时，《法国研究》

也发表了 6 篇相关论文。相对而言，关于欧洲华人研究的成果展示平台较狭窄。另一方面，已

有研究论文大多发表在影响因子较低的期刊上，而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数量很少。如表 2 所示，在

405 篇中文文献中，约 2.7%的论文发表在复合影响因子大于 5 的期刊上，7.7%的论文发表在复合

影响因子介于 2 至 5 的期刊上，复合影响因子小于 1 的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却占了 79.8%，而发表

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管理世界》等权威期刊上的文献更是稀少。而不管是国内的

“侨字号”刊物《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八桂侨刊》，还是英文版本的期刊《Journal of Chinese 
                                                        
[12] 参见：张慧. Kardaszewicz K. “一带一路”与波兰中国移民的演变趋势研究[J]. 人口研究，2018（3）：101-112；

国懿，刘悦. 欧洲华人的参政现状与参政模式初探[J]. 世界民族，2020（5）：112-124。 

[13] 参见：张秀明．21 世纪以来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变迁与特点探析[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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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seas》，影响因子都不太高，在国内外的关注率和引用率也较低，既表明当前对欧洲华人移民

研究的高质量成果较为稀缺，其相关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力也较低。 

表 1  发文量大于 5 篇的期刊统计表 

期刊名称 发文量（篇） 

《华人华侨历史研究》 53 

《八桂侨刊》 51 

《世界民族》 12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10 

《社会学研究》 7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7 

《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6 

《丽水学院学报》 6 

《法国研究》 6 

 

表 2 国内发文期刊影响因子统计表 

复合影响因子 发文量（篇） 占比（%） 综合影响因子 发文量（篇） 占比（%） 

>5 11 2.7 >3 14 3.5 

2-5 31 7.7 2-3 4 1.0 

1-2 40 9.9 1-2 28 6.9 

<1 323 79.8 <1 359 88.6 

当然，好一点的是，发文期刊的学科门类越来越多元，从早期的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等

领域的期刊向经济学、教育学等领域的期刊扩展，甚至在组织行为学、心理学等期刊上也常有涉

猎，这侧面印证本研究领域研究视角的丰富，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特点。 

为清晰地表明这一点，笔者对已有所发论文的学科属性作了统计，如表 3 所示。其中，

中文文献的学科分类依据《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学科分类标准，外文文献的学科分类依据

美国科技信息所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的学科分类标准。经过笔者分析统计后，结果显示，中

外文文献在学科属性上有显著差异。根据《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 22 个一级学科分类，已发

论文的中文文献共涉及 11 种，包括政治[14]法律[15]、经济[16]、文化科学教育体育[17]、历史地理[18]、

                                                        
[14] 参见：国懿，刘悦. 欧洲华人的参政现状与参政模式初探[J]. 世界民族，2020（5）：112-124；宋全成. 论 21

世纪欧美国家华人的政治参与：以美国和英国的华人政治参与为例[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3）：96-104。 

[15] 参见：张秀明. 21 世纪以来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变迁与特点探析[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1（1）：1-16。 

[16] 参见：章志诚. 近 20 年来欧洲华侨华人经济的变化[J]. 八桂侨刊，2002（3）：28-31；文峰，赵健. 欧洲华商

与中欧经济关系发展：角色、挑战与应对[J]. 亚太经济，2018（4）：12-16。 

[17] 参见：戴楠. 海外华文传媒功能与角色解读：以欧洲华文传媒为例[J]. 传媒，2014（16）：57-58；包含丽. 欧

洲华裔中小学生华文教育研究：以温州籍华裔中小学生为例[J]. 教育评论，2012（1）：117-119；陈肖英. 中华饮

食文化的流变与华人谋生策略：基于 20 世纪荷兰中餐馆华人的研究[J]. 世界民族，2020（4）：115-126。 

[18] 参见：邱国珍. 互动与重构：海外温州人民俗观念与行为的传承与变化：以巴黎的温州人为中心[J]. 民俗研

究，2010（4）：220-232；陈翊，张一力. 社会网络和海外华人族裔集聚区的功能分化：以米兰唐人街为例[J]. 经

济地理，2017（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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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19]、社会科学总论[20]、文学[21]、哲学宗教[22]、艺术[23]、医药卫生[24]；外文文献共涉及

五十多个学科种类，既包括常见的人口统计学[25]、民族研究[26]、社会学[27]、地理[28]等领域，也

包括小众的心理学[29]、宗教[30]、保健科学服务[31]等领域。其中，历史地理、哲学宗教这样的主

题，是历史学科和地理学科、哲学学科和宗教学科的结合。外文文献涉及的学科种类较多，说明

国外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视角较为丰富。相形之下，国内研究的视域相对狭隘，有待挖掘新的

领域和角度。实际上，欧洲华人移民研究领域的视角可从学科交叉的角度去研究，如法律与经济、

教育与地理的结合等，都值得进一步探索。 

在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上，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采用理论分析、案例分析、数据分析等质

性研究方法，遵循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相结合的研究思路，考察对欧洲华人移民的群体特征，既有对

整个欧洲华人群体的宏观研究[32]，也有关于特定定居国华人或特定聚居区华人的研究观点[33]，还有

                                                        
[19] 参见：李明欢. 延续与变化：荷兰中文教育追踪调研数据比较分析[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1（1）：34-44。 

[20] 参见：王春光. 流动中的社会网络:温州人在巴黎和北京的行动方式[J]. 社会学研究，2000（3）：109-123。 

[21] 参见：张华. 中国文学还是法国文学：从当代华人法语小说出版策略研究谈起[J].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2009（1）：25-32。 
[22] 参见：曹南来. 流离与凝聚:巴黎温州人的基督徒生活[J]. 文化纵横，2016（2）：72-79。 

[23] 参见：周海霞. 德国影视作品中的华人影像书写：华人叙事模式与角色类型化分析[J]. 德国研究，2018（2）：

107-122。 
[24] 参见：陈兰，陈磊，许冬武，等. 新冠肺炎流行期温州籍意大利华侨的焦虑情绪及相关因素[J]. 中国心理卫

生杂志，2020（7）：631-634。 
[25] 参见：Plewa P. Chinese Labor Migration to Europe, 2008-16. Implications for China-EU Mobility in the Post-crisis 

Context [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020(3): 22-42。 

[26] 参见：Ma Z.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Spain [J]. Revista De Occident, 2010(50): 259-266。 

[27] 参见：Pedone V. As A Rice Plant in A Wheat Field: Identity Negotiation among Children of Chinese Immigrants [J]. 

Journal of Modern Italian Studies, 2011(4): 492-503；Da W. Support Networking Strategies of Female Chinese 

Immigrants in London, Ontario [J].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2010(4): 525-549。 

[28] 参见：Ricatti F, Dutto M, Wilson R. Ethnic Enclave or Transcultural Edge? Reassessing the Prato District Through 

Digital Mapping [J]. Modern Italy, 2019(4): 369-381. 
[29] 参见：Delvecchio E, Mabilia D, Di Riso D, et al. A Comparison of Anxiety Symptoms in Community-Based 

Chinese and Italian Adolescents [J].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015(8): 2418-2431。 
[30] 参见：Guglielmi M. The Chinese Catholic Community in Italy [J]. Religioni E Societa-Rivista Di Scienze Socioli 

Della Religione, 2018(91): 66-74。 
[31] 参见：Badanta-Romero B, Lucchetti G, Barrientos-Trigo S. Access to Healthcare among Chinese Immigrants Living 

in Seville, Spain [J]. Gaceta Sanitaria, 2021(2): 145-152；Badanta B, Lucchetti G, Fernandez-Garcia E, et al. Prevalence 

and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ubstance Use among Chinese Immigrants in Spain: A Mixed-Design Study [J]. Public 

Health Nursing, 2021(3): 339-349。 

[32] 参见：李明欢. 欧洲华侨华人史[M].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860；文峰，赵健. 欧洲华商与中欧经

济关系发展:角色、挑战与应对[J]. 亚太经济，2018（4）：12-16；宋全成. 欧洲的中国新移民：规模及特征的社会

学分析[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144-150。 
[33] 参见：陈翊，张一力. 社会网络和海外华人族裔集聚区的功能分化：以米兰唐人街为例[J]. 经济地理，2017

（6）：1-7；李明欢. 法国的中国新移民人口构成分析：以传统、制度与市场为视角[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08（3）：106-113；郭剑波. 荷兰侨社的中坚：旅荷华侨总会[J]. 八桂侨刊，2000（1）：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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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妇女[34]、儿童[35]等特定群体的微观探索，并涉及相关理论，主要包括社会网络理论[36]、跨国

主义理论[37]、同化理论[38]等。相对于国内学者的研究，国外学者更加注重对欧洲华人移民群体的

量化分析，在数据处理的基础上对欧洲华人移民的群体特征进行实证检验[39]。另外，由于欧洲国

家普遍存在多族裔移民，比较研究较为盛行。如不同定居国华人移民群体的比较、同一定居国内

其他族裔移民与华人移民的比较等。 

表 3  中外文文献主要学科分类统计表 

中文文献 外文文献 

学科分类 数量（篇） 占比（%） 学科分类 数量（篇） 占比（%） 

政治、法律 204 52.8 公共环境职业健康 24 13.56 

经济 75 19.4 人口统计学 21 11.86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43 11.3 民族研究 19 10.73 

历史、地理 26 6.7 社会学 16 9.0 

语言、文字 19 4.9 商业经济学 13 7.4 

（三）发文作者分析 

运用 CiteSpace 对 582 篇中外文文献的作者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可见图 2。图中作者与作者

之间的连线代表他们之间有合作关系，连线越多、网络密度越大，说明作者与作者之间的合作关

系越强；字体越大，说明该作者的发文数量越多。从图 2 中可以看出，国内关于欧洲华人移民研

究贡献较大的学者有李明欢、章志诚、徐华炳、郭剑波、张一力、周欢怀等人。李明欢立足于整

个欧洲华人社会的宏观视角，考察欧洲华人移民群体的人口结构[40]等内容；章志诚从历史与现实

的视角出发，分析欧洲华人移民的经济变迁及其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41]；徐华炳以历史学的研

                                                        
[34] 参见：石沧金，李群锋. 欧洲华人妇女社团的发展与展望[J]. 世界民族，2013（2）：61-67。 

[35] 参见：包含丽. 欧洲华裔中小学生华文教育研究：以温州籍华裔中小学生为例[J]. 教育评论，2012（1）：

117-119。 

[36] 参见：陈翊，张一力. 社会网络和海外华人族裔集聚区的功能分化：以米兰唐人街为例[J]. 经济地理，2017

（6）：1-7；王春光. 流动中的社会网络:温州人在巴黎和北京的行动方式[J]. 社会学研究，2000（3）：109-123。 
[37] 参见：陈翊，吴海蓉. 从立足到发展:海外移民创业的跨国动态化实践：以法意温州移民为例[J]. 华侨华人历

史研究，2017（3）：24-34。 
[38] 参见：陈轶. 海外华裔新生代中华文化认同的实证研究：以丽水西班牙华裔新生代为例[J]. 丽水学院学报，

2021（4）：66-73。 
[39] 参见：Plewa P. Chinese Labor Migration to Europe, 2008-16. Implications for China-EU Mobility in the Post-crisis 

Context [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020(3): 22-42；Badanta-Romero B, Lucchetti G, Barrientos-Trigo S. Access to 

Healthcare among Chinese Immigrants Living in Seville, Spain [J]. Gaceta Sanitaria, 2021(2): 145-152；Badanta B, 

Lucchetti G, Fernandez-Garcia E, et al. Prevalence and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ubstance Use among Chinese 

Immigrants in Spain: A Mixed-Design Study [J]. Public Health Nursing, 2021(3): 339-349。 
[40] 参见：李明欢. 法国的中国新移民人口构成分析：以传统、制度与市场为视角[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08（3）：106-113。 
[41] 参见：章志诚. 近 20 年来欧洲华侨华人经济的变化[J]. 八桂侨刊，2002（3）：28-31；章志诚. 关于欧洲新

移民问题的探讨[J]. 八桂侨刊，2002（1）：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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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法，着眼于旅欧温州移民的移民历史[42]、移民行为[43]等方面；郭剑波主要关注旅欧青田移民

的群体特征，研究他们的文化交流[44]、社团组织[45]等特征；张一力、周欢怀等立足海外移民的

创业行为，以经济视角探讨欧洲华人移民在海外的创业网络[46]、产业集群[47]、华商群体[48]、

创业模式[49]等内容。国外关于欧洲华人移民研究贡献较大的学者有 Badanta B、Miconi D、Ottati 

G D 等人。其中 Badanta B 等学者主要致力于欧洲华人移民的文化适应、健康行为、社会关系、

饮食习惯、工作模式等方面的研究[50]；Miconi D 等学者主要针对欧洲的华裔青少年这一特殊

群体进行研究[51]；Ottati G D 等学者将关注点放在欧洲华人移民的创业活动上[52]。虽然上述学

者在研究主题上较为相近，但相互间的联系并不紧密。根据 CiteSpace 的分析结果显示，从总

体上看，国外作者之间连线数量较多，国内学者连线数量较少，说明国外学者较国内学者更

注重在研究中的合作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国内作者与国外作者之间的连线较少且关联性较

弱，可见，在欧洲海外华人移民研究领域，国内外学者几乎没有合作。鉴于目前跨国主义在

海外华人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日益盛行，国内学者有必要加强与海外同领域学者之间的合作和

                                                        
[42] 参见：徐华炳. 温州海外移民形态及其演变[J]. 浙江社会科学，2010（12）：80-84。 

[43] 参见：徐华炳. 中国海外移民个体行动抉择分析：以旅欧温州人为例[J]. 社会科学战线，2015（6）：177-186。 

[44] 参见：郭剑波，陈红丽. 青田华侨华人与中欧文化交流[J]. 八桂侨刊，2009（4）：47-52。 

[45] 参见：郭剑波. 荷兰侨社的中坚：旅荷华侨总会[J]. 八桂侨刊，2000（1）：43-48。 

[46] 参见：张一力, 张敏, 李梅. 对海外移民创业网络嵌入路径的重新审视：从“走出去”到“走进去”[J]. 科学

学研究，2016（12）：1838-1846。 
[47] 参见：周欢怀，张一力. 海外华人产业集群形成机理分析：以佛罗伦萨温商皮具产业集群为例[J]. 华侨华人

历史研究，2012（4）：50-58。 
[48] 参见：周欢怀，张一力. 海外温商的群体特征及未来走向分析：以佛罗伦萨制包企业中的温商为例[J]. 温州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48-55。 
[49] 参见：张一力. 海外温州商人创业模式研究：基于 32 个样本的观察[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0（3）：13-21。 

[50] 参见：Badanta B, Gonzalez-Cano Caballero M, Fernandez-Garcia E, et al. “Work Like a Chinese”: Aspirations, 

Patterns of Work, and Working Conditions of the Chinese Immigrant Community in Southern Spai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20(19): 7063-7078; Badanta B, De Diego-Cordero R, 

Tarrino-Concejero L, et al. Food Patterns among Chinese Immigrants Living in the South of Spain [J]. Nutrients, 2021 (3): 

766-778; Badanta B, Vega-Escano J, Barrientos-Trigo S, et al. Acculturation, Health Behaviors, and Social Relations 

among Chinese Immigrants Living in Spai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21 

(14): 291-300。 
[51] 参见：Moscardino U, Miconi D, Carraro L. Implicit and Explicit Self-Construals in Chinese-Heritage and Italian 

Nonimmigrant Early Adolescents: Associations With Self-Esteem and Prosocial Behavior [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20 (7): 1397-1412; Miconi D, Moscardino U, Altoe G, et al. Parental Supervision, Executive Functions, and 

Emotional-Behavioral Problems in Chinese Immigrant and Italian Nonimmigrant Early Adolescents in Italy [J].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2019(8): 1177-1209。 

[52] 参见：Ottati G D. A Transnational Fast Fashion Industrial District: An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Businesses in 

Prato [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4(5): 1247-1274; Guercini S, Milanesi M, Ottati G D. Paths of Evolution 

for the Chinese 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A Multiple Case Analysis in Italy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2017 (3): 266-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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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让祖籍国、定居国的研究相互印证，共同推动本研究领域的发展。 

 

图 2  作者合作网络图 

三、欧洲华人移民研究知识图谱绘制及解读 

CiteSpace 通过提取导入文献的关键词，基于横向的主题聚类和纵向的时间序列对关键词进行

分析，能以知识图谱的形式展现该研究领域的研究主题脉络和研究发展历程，有助于人们清晰地

了解该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其历史演变。 

（一）研究主题脉络分析 

在 528 篇中外文文献的关键词中，中文文献共涉及关键词 522 个，其中出现频次较高的

有华侨华人（53 次）、欧洲（31 次）、意大利（21 次）、华人移民（18 次）、新移民（15 次）。

英文文献共涉及关键词 335 个，其中出现频次较高的有 immigrant（24 次）、Chinese（21 次）、

migration（14 次）、China（11 次）、Spain（10 次）。CiteSpace 软件的聚类方式是根据关键词

的词义特征将相似度较高的关键词归为一类，并由其中中心性较强的关键词作为标签，如图 3

和图 4 所示，但 CiteSpace 的关键词聚类结果并不理想，如有些聚类标签的选取难以概括该聚

类的整体特点。为使关键词的聚类结果更具概括性，更能清晰地展现关键词的主题脉络，本

文基于图 4 和图 5 的聚类结果，从经济、社会、公共外交、卫生健康、华文教育、族群关系、

等视角对国内外的研究主题进一步总结，得到欧洲华人移民研究的主题脉络，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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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文文献关键词聚类图 

 

 

图 4  英文文献关键词聚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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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欧洲华人移民研究的主题脉络 

首先，欧洲华人移民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是国内外研究的共同关注点。谋求经济利益是华

人移民迁徙欧洲的根本目的。随着华人移民规模的扩大与影响力的提升，他们的聚居特色、生活

方式、文化传统等社会、文化特征越发凸显，与定居国形成鲜明对比，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广

泛关注。其一，在经济方面，“饮食业”“产业集群”“海外华商”“经济转型”等中文关键词揭示

了欧洲华人移民群体的创业历程、创业模式和发展转型。有学者对欧洲华人移民的创业过程进行

总结，认为欧洲华人移民要想创业成功，一般要经历生存、孵化、挤入、再创业等多个逐级递进

的过程[53]。在生存型创业阶段，欧洲华人移民一般以族裔社区为基础，采取先打工、后在祖籍国

创业的方式，在熟悉祖籍国和定居国的市场优势之后，转向跨国创业模式[54]。创业网络在欧洲华

人移民群体的创业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且关键的作用，创业网络内部互相提供资金、情感支撑及大

量的政治、社会资源，为实现成功创业提供了保障[55]。创业群体的扩大和创业网络的发展使得华

商群体成为华人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56]。随着 21 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欧洲华商群体面临着日

益复杂的机遇与挑战[ 57]，华人经济也面临着转型发展的迫切需求[ 58]。而“entrepreneurship”
“immigrant entrepreneur”“clothing industry”等英文关键词则体现了国外学者对移民企业家、移

民产业等方面的关注。欧洲华人移民在谋生过程中将中国传统的吃苦耐劳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

                                                        
[53] 参见：张一力. 海外温州商人创业模式研究：基于 32 个样本的观察[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0（3）：13-21。 

[54] 参见：陈翊，吴海蓉. 从立足到发展：海外移民创业的跨国动态化实践：以法意温州移民为例[J]. 华侨华人

历史研究，2017（3）：24-34。 
[55] 参见：张一力，张敏，李梅. 对海外移民创业网络嵌入路径的重新审视：从“走出去”到“走进去”[J]. 科

学学研究，2016（12）：1838-1846。 
[56] 参见：邵政达. 中国大陆学界欧洲华商研究述评[J]. 八桂侨刊，2019（1）：59-65。 

[57] 参见：文峰，赵健. 欧洲华商与中欧经济关系发展：角色、挑战与应对[J]. 亚太经济，2018（4）：12-16；李

明欢. 东欧社会转型与新华商群体的形成[J]. 世界民族，2003（2）：41-49。 
[58] 参见：张一力，张敏. 海外移民创业如何持续：来自意大利温州移民的案例研究[J]. 社会学研究，2015（4）：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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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洲高福利国家轻松自在的工作生活方式形成鲜明的对比。华人移民在欧洲主要从事餐饮、服

装等低技能服务业，逐渐形成了产业集群，对定居国的行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59]。其二，从社

会方面看，“华人社会”“华人社团”“华裔青少年”“华人妇女”“华文教育”“community”“family”
“adolescent”等关键词体现了专家学者对移民社区、移民社团、移民群体、华文教育等方面的关

注。受中国传统的族裔思想以及“亲带亲，邻带邻”迁移方式形成“路径依赖”[60]的影响，欧洲

华人移民多采取聚居的生活方式，形成唐人街等独具中国特色的华人族裔聚居区[61]。族裔聚居区

作为一个小型社会系统，除可以为移民提供需要的精神、经济支持[62]外，还可以作为移民向定居

国主流社会流动的跳板[63]。如果说族裔聚居区为欧洲华人移民提供了生活发展的场所，那华人社

团则是欧洲华人移民维护自身权益、融入当地社会的重要方式。“二战”后，欧洲华人社团向当

地化、权益化、多样化、专业化、国际化的趋势发展[64]，出现诸如同乡会、宗亲会等地缘性社团，

以行业发展为基础的业缘性社团以及以寻求扩大政治影响力为基础的政治类社团[65]。随着第一代

华人移民在欧洲站稳脚跟，先前滞留侨乡的家庭成员为实现家庭团聚纷纷移民欧洲，青少年、妇

女作为特殊移民群体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66]。于是，华文教育成为欧洲华人移民群体研究中的一

个重要问题。伴随我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以及海外移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如何让华文教育适应

网络时代的要求成为目前的热点问题，此可推动了华文教育在欧洲的发展[67]。 

其次，国内外专家学者关注的不同点在于卫生健康方面，这是由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视角、

所处的社会背景等方面决定的。欧洲华人移民的卫生健康成为海外研究的主题，与欧洲国家社会

的福利背景密不可分。欧洲华人移民作为外来群体，受定居国的语言、医疗方式、医疗政策

等方面的影响，很难与当地居民一样，完全享受公共卫生系统的福利待遇[68]，对当地公共医疗服

                                                        
[59] 参见：Ottati G D. A Transnational Fast Fashion Industrial District: An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Businesses in Prato [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4 (5): 1247-1274；Lan T, Zhu S. Chinese Apparel Value Chains in Europe: 

Low-End Fast Fashion, Regional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in Prato, Italy [J].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14（2）：156-174。 
[60] 参见：王春光. 移民的行动抉择与网络依赖：对温州侨乡现象的社会学透视[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2（4）：

43-52。 

[61] 参见：Ma Z.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Spain [J]. Revista De Occident, 2010(50): 259-266。 

[62] 参见：Karreman B, Burger M J, Van Oort F G. Location Choices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s in Europe: The Role of 

Overseas Communities [J]. Economic Geography, 2017（2）：131-161。 
[63] 参见：陈翊，张一力. 社会网络和海外华人族裔集聚区的功能分化：以米兰唐人街为例[J]. 经济地理，2017

（6）：1-7。 

[64] 参见：郭剑波. 浙江籍华侨华人社团概论[J]. 八桂侨刊, 2002（4）：41-45。 

[65] 参见：李明欢. 21 世纪初欧洲华人社团发展新趋势[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5（4）：1-8。 

[66] 参见：Pedone V. As a Rice Plant in a Wheat Field: Identity Negotiation among Children of Chinese Immigrants [J]. 

Journal of Modern Italian Studies, 2011(4): 492-503；Da W. Support Networking Strategies of Female Chinese 

Immigrants in London, Ontario [J].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2010(4): 525-549; 石沧金，李群锋. 欧洲华人

妇女社团的发展与展望[J]. 世界民族，2013（2）：61-67；陈轶. 海外华裔新生代中华文化认同的实证研究：以丽

水西班牙华裔新生代为例[J]. 丽水学院学报，2021（4）：66-73。 
[67] 参见：李明欢. 延续与变化：荷兰中文教育追踪调研数据比较分析[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1（1）：34-44。 

[68] 参见：Seidler Y, Novak-Zezula S, Trummer U. “Falling off the Radar” of Public Health: The Case of Uninsured 

Chinese Patients in Vienna, Austria [J]. Health Policy, 2019(9): 840-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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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和卫生服务的使用率相对较低[69]。移民的健康状况比当地居民要差，患乙型肝炎、高血压、心

房颤动等疾病的概率要高于当地居民。同时，欧洲华人移民的药物使用[70]、生育方式、饮食特点
[71]和欧洲当地居民也截然不同。若外来移民在欧洲当地的健康出现问题，不仅会威胁到当地居民

的健康和医疗系统，也会损害欧洲福利国家的形象。因此，研究欧洲华人移民的外文期刊中有相

当一部分以“health”“food safety”“breast feeding”“body mass index”作为关键词，以欧洲华人

移民为例，讨论移民的健康卫生问题，进而讨论外来移民的健康卫生问题造成的对社会福利的次

生冲击和影响，这符合定居国的研究情境。 

欧洲华人移民对于中国来说是移出人口群体。地理上的移出，不等于情感上的断离，他们仍

心系祖籍国。当前，我国致力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如何让海外华人华侨参与到中国海外影

响力的体系中，是国内学者的关注焦点。因此，国内研究欧洲华人移民的文献中，会频繁地看到

“对外职能”“和平统一促进会”“政治参与”“公共外交”等关键词，这体现了国内学者对欧洲

华人移民研究的政策服务倾向。这些论文关注欧洲华人移民在定居国的地位和世界上的地位，在

定居国和祖籍国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往中做出的积极贡献[72]，还有部分研究鼓励海外华人以

华文传媒为工具，助力华人移民在定居国的政治参与，维护自身权益，提升海外华人形象，传播

中国文化[73]，充分发挥欧洲华人移民群体跨国媒介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聚类分析不仅可清晰地将国内外专家学者关注的热点议题展现出来，还便利了国内外

研究内容等方面的比较。欧洲华人移民研究的热点与移民群体特征息息相关，反映了华人华侨在

定居国的生存状况和发展动态，这与祖籍国的发展与其在国际地位上的提升息息相关。 

（二）研究发展历程分析 

除关键词聚类分析外，本文还利用 CiteSpace 软件分别对中外文文献的关键词进行了时间序

列分析，即根据关键词首次出现的时间进行排列，得到关键词的时区分布图（见图 6）。关键词时

区分布图清晰直观地呈现出三十年来国内外专家学者在不同时段关注的研究热点及演变趋势。 

国内关于欧洲华人移民的研究从纵向的时间序列变化来看，大致可分为如下三阶段（见图 6

所示）：第一阶段即 1989 年至 1998 年，出现华人华侨、华人经济、唐人街、华人社团、历史与

现状、基本特征等关键词，体现国内学者对于欧洲华人移民历史和现象的关注。在这一阶段，国

内关于欧洲华人移民的研究刚刚起步，即欧洲华人移民作为一个群体性人口迁移现象开始出现在

                                                        
[69] 

参见：Badanta-Romero B, Lucchetti G, Barrientos-Trigo S. Access to Healthcare among Chinese Immigrants Living 

in Seville, Spain [J]. Gaceta Sanitaria, 2021 (2): 145-152。 
[70] 参见：Badanta B, Lucchetti G, Fernandez-Garcia E, et al. Prevalence and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ubstance Use 

among Chinese Immigrants in Spain: A Mixed-Design Study [J]. Public Health Nursing, 2021 (3): 339-349。 
[71] 参见：Massari M, Mastrolia S A, Berti C, et al. “Health-For”: A Pilot Study to Assess Eating Habits During 

Pregnancy among Arab and Chinese Immigrants Living in Italy [J]. Europe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2020 (8): 

1243-1246。 
[72] 参见：杨宏云. 华侨华人在中国公共外交中的作用探析：以巴西浙商为例[J]. 八桂侨刊，2017（2）：32-39；

陈肖英. 新时期海外华商的跨国政治参与：以从事中国商品贸易的海外华商为例[J]. 世界民族，2015（3）：70-78。 

[73] 参见：宋全成. 论 21 世纪欧美国家华人的政治参与：以美国和英国的华人政治参与为例[J]. 厦门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15（3）：96-104；戴楠. 海外华文传媒功能与角色解读：以欧洲华文传媒为例[J]. 传媒，2014

（16）：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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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的视野中，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学者对欧洲华人移民历史的考察及其在定居国的

生活状态、谋生方式等内容的总结。第二阶段即 1999 年至 2010 年，所涉关键词有海外华商、中

文教育、侨资企业、中文学校、文化冲突、社会融入、华人妇女、华裔儿童等。这段时期，欧洲

华人移民在定居国逐渐发展稳定，其在经济活动、社会交往等方面的特色慢慢凸显，形成独具特

色的商业模式，在此基础上，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开始得到重视，其与定居国主流社会

的融合与冲突问题也日益显著。国内学者在这一阶段主要站在定居国民族国家的分析立场上，嵌

套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相关理论，对欧洲华人移民在定居国的经济、社会、文化活动，其与

当地社会文化的互动方式等方面进行考察。第三个阶段即 2011 年至今，这个阶段中心性较强的

关键词有公共外交、全球化、中欧商贸、政治参与、身份认同等。一方面，欧洲华人移民在定居

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迅速上升，逐渐向定居国主流社会融入，开始在祖籍国与定居国之间

开展跨国活动，并在跨国空间中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全球化的发展，

我国国际地位迅速提升，为欧洲华人移民提供了坚强的支撑。国内学者视角开始变化，开始由定

居国民族国家的单一立场转向跨国空间立场，探讨欧洲华人移民的跨国经济活动、文化传播、公

共外交等主题。 

国外关于欧洲华人移民的研究起步虽晚于国内，但其研究主题的变化趋势也较明显。如在早

期，学者关注移民作为外来群体的人的状况，将中国人视为与其他族裔等同的外来群体；在中期，

学者关注华人移民的独有特征，如高度的创业精神与高质量的创业活动；在后期，学者则将全球

化、人口流动等大背景融入相关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华人移民卫生健康方面的研究贯穿

了海外研究的整个历程，高度发达的经济水平及其对高品质生活的重视使得他们对民众的健康状

况格外关注。 

 

图 6  关键词时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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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时区分布图不仅可以呈现国内外关于欧洲华人移民研究主题的时间趋势，还能使我们

了解该学术领域从现象描述到理论构建、从单一学科到多学科、从质性方法到量化方法的研究发

展历程。国内关于欧洲华人移民的研究最早基于历史学的视角，即基于对历史资料的总结与移民

现象的观察，以归纳的方法对欧洲华人移民的历史与现象进行总结。随着社会学家对这一领域的

关注，欧洲华人移民的原因、在定居国的生存状态等社会学问题开始被纳入研究范畴，同时，一

些经典的社会学理论和概念被逐渐引入该研究领域中，如李明欢基于“相对失落”与“连锁效应”

对温州海外移民的动因进行考察[74]；王春光运用社会学中的网络理论，从社会网络的视角对温州

人在定居国的经济发展进行探讨[75]；陈翊以浙南移民在欧洲的族裔聚居区为例，分析海外移民在

定居国的创业活动及其对跨国空间社会网络的依赖性[76]。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经济学、管理学、

民族学、政治学、教育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纷纷基于自身的学科特点，从专业化的角度，从欧洲

华人移民的某一切点入手进行探讨，演化出诸如“民族主义”“移民创业”“华文教育”“公共外

交”等新议题。从研究方法上看，相关研究也出现从定性研究向案例实证、定量分析上的转变趋

势。如赵晔琴以巴黎东北的新移民为例，采用实证调查的方法，探讨欧洲华人移民群体的身份问

题[77]；李明欢基于问卷调查，通过数据对比考察荷兰中文教育的延续和变化[78]。国外对于欧洲华

人移民的研究一开始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移民理论、族裔经济理论，并向区域治理、城市规划、大

都市发展等方面进行转型研究。可见，国外学者对欧洲华人移民的研究，逐渐跳出文化、社会融

入等传统问题的窠臼，而是与城市经济学、区域发展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关键词时间序列分析展现了国内外学界关于欧洲华人移民研究主题的时间分布、变化趋势以

及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等方面的演进过程，进一步证明研究热点的变化与国内外宏观发展背景之

间的密切关系。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以及国际背景的不断变迁，该研究领域的广度、深度不

断得以拓展。 

四、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 
基于对现有欧洲华人移民研究热点的分布特征及演变趋势，结合当前国内外的宏观背景，本

文认为，未来欧洲华人华侨研究领域的议题将会朝下述几个方向发展：其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冲击下传统议题的新价值。欧洲华人移民作为特殊的跨国群体，受到祖籍国和定居国社会的

共同关注，日常的经济活动、社会特征、族裔社区、跨国行为等传统议题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的特殊背景下呈现出新的研究价值。如欧洲华人移民助力国内疫情应对[79]、欧洲华人移民的在

疫情背景下的心理动态变化，这些研究已经初步显现。其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常态化后欧

洲华人移民出现的新动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改变了世界人口流动的格局，将高度自由的人
                                                        
[74] 参见：李明欢. “相对失落”与“连锁效应”：关于当代温州地区出国移民潮的分析与思考[J]. 社会学研究，

1999（5）：85-95。 

[75] 参见：王春光. 流动中的社会网络：温州人在巴黎和北京的行动方式[J]. 社会学研究，2000（3）：109-123。 

[76] 参见：陈翊. 移民行动对跨国空间社会网络的依赖：对浙南移民在欧洲族裔聚集区的考察[J]. 华侨华人历史

研究，2015（3）：44-54。 
[77] 参见：赵晔琴. 身份建构逻辑与群体性差异的表征：基于巴黎东北新移民的实证调查[J]. 社会学研究，2013

（6）：193-214。 
[78] 参见：李明欢. 延续与变化：荷兰中文教育追踪调研数据比较分析[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1（1）：34-44。 

[79] 参见：邢菁华，龙登高，张洵君. 抗击新冠疫情中的海外华侨华人：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J]. 民族研

究，2021（1）：6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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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流动变成有条件、受限制的非自由人口流动，阻碍了欧洲华人移民在祖籍国和定居国之间自由

而频繁的往来，使移民跨国流动的生活模式受到挑战，让他们可能要对今后是否长期地定居国外

做出决策。为此，一部分人可能放弃欧洲的生活和产业，回到祖籍国定居，成为回流移民；一部

分人可能迁往第三国，成为环流移民；还有一些移民或要对自身的移民企业进行商业转型[80]等。

这些现象都需学界对欧洲华人移民的新动态、新决策进行观察，并给予相应的理论解释。其三，

欧洲华人移民创业的深化研究。移民创业一直是欧洲华人移民研究中热度最高的话题之一。以往

的研究往往局限于某一族裔社区或某一特定空间内考察移民群体的创业模式及发展特征。随着当

今世界全球化发展格局地逐渐深化，国际大都市的城市治理也要回应基于种族多样性带来的机遇

与挑战。目前，在欧洲移民聚集的城市，如阿姆斯特丹、伦敦等，开始将移民、族裔的创业成果

视为城市的“资产”，考察移民创业与族裔社区、城市治理、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81]。国内学者

也应顺应这一研究的变化潮流，以更加宏观的超越国家边界的视角来考察欧洲华人的移民创业活

动。其四，特定对象群体进入研究视野。伴随年龄的增长，一代欧洲华人移民参与经济、政治、

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开始下降，二代移民对祖籍国认同、参政意识等主题逐渐跃入学者的

眼帘，且呈现上升趋势。同时，随着女性社会地位地提高，性别意识成为社会流动研究中的主题，

女性在流动背景下的特殊作用、社会地位、利益维护等问题等也需被进一步探讨。欧洲华人移民

群体的研究将是未来研究发展中的另一个方向。其五，新的数据和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迄今为

止，欧洲华人移民研究领域的绝大多数研究成果以质性研究为主，研究技术的发展使跨国时空的

大数据收集成为可能，可以预见，未来将会有更多的、使用量化方法的研究成果。 

五、结论与启示 
改革开放后，浙江地区出现了一批为改善经济条件而迁居欧洲的移民，学界将其定义为“新

移民”。无论是国际研究还是国内研究，学界关于这些新移民的研究主要围绕经济和社会议题，

更具体地说，有移民历史、移民现象、生活方式、经济活动、社团组织、华人教育等方面。当然，

国内研究和国外研究的立场和出发点不同，以为本国决策服务为目的，国内研究会更偏向对“侨

务资源”的管理和应用，因而“公共外交”“侨媒介”等主题时常可见，而国外研究更关注定居

国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维系，为此，关于“移民健康”“公共卫生”等主题的研究

热度始终不减。从学术发展角度来看，无论是国内研究还是国际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方法、研

究视角、研究理论都经历了从单一到多元的发展历程。在国内研究中，早期的相关研究主要基于

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对欧洲华人移民的现象和历史进行的描述和总结；中期的相关研究引

入社会学、经济学、民族学等相关理论，逐渐向理论构建演化，对欧洲华人移民的经济活动、社

会交往等内容进行剖析；近些年的相关研究开始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研究过程中引入质性

分析、量化分析等多种方法。而国际上关于欧洲华人移民的研究较晚，研究角度也经历了从“一

般外来移民”“特殊外来移民”到“全球化背景下的特殊外来移民”的变迁。 

目前，欧洲华人移民的相关研究存有一些困难。其一，从发文量看，随着欧洲华人移民热潮

的衰退，国内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数量呈现下降的趋势，但国际上的已有研究成果数量却始

                                                        
[80] 

参见：Wang S, Chen X. Capitalizing on Opportunitie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Business Transitions among 

Chinese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in France [J].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2021(2): 293-317。 
[81] 参见：Rath J, Schutjens V. Advancing the Frontiers in Ethnic Entrepreneurship Studies [J].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2019(5): 579-587 ； Schmiz A, Hernandez T. Urban Politics on Ethnic 

Entrepreneurship [J].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2019(5): 509-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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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在上升，且热度不减。可见，不是这个领域不再值得研究，而是国内学者研究转向的倾向。其

二，从学术领域的合作看，研究欧洲华人移民的学者数量不多，学者间的合作不密切，尤其是中

外学者之间，几乎没有联系。而欧洲华人移民是跨国群体，国内外学者强化合作无疑会拓展研究

视角，丰富研究内容，提高研究效率，为此，国内学者需主动出击，寻求合作。其三，从成果展

示的渠道看，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欧洲华人移民研究成果的展示平台非常有限，这也间接影响

了学者研究的积极性。因此，国内有关部门要努力打造移民研究成果的展示平台，吸引更多学者

进入这个研究领域。其四，从研究方法看，目前，关于欧洲华人移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案例分析

等质性研究方面，其数据统计资料的缺乏使得量化分析难以开展，可见，研究方法的过于单一使

得学者有必要借鉴和使用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其五，从研究成果的贡献度看，这一领域高质量的

研究成果并不多，且在学术领域缺少影响力。因此，有必要借鉴和使用目前国际上移民研究中的

主流概念，来重塑该领域的理论框架，提高学术影响力。总而言之，挖掘新价值、关注新动向、

借鉴新方法、开展新合作是欧洲华人移民研究的未来着力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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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Emigrants settling in Europe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propor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A 

visualized analysis of 582 academic publications, which are related to Chinese emigrants settling in Europe, 

retrieving from CNKI and the core collection of WOS, is presented to characterize the intellectual landscap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e output rise, the subject diversity and the interdisciplinary trend, the relatively narrow 

channels of publishing, and less research cooper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me 

and evolution trend of the research field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 Europe, besides economic and social issues, 

the existing studies also cover some special issues such as public diplomacy popular in China and public 

health issue fashionable in European. However, th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is inadequate. Future discussion can 

focus on the mobility response to Covid-19, immigrant entrepreneurship in a larger spatial and temporal 

dimension, the subgroups study and new methodology and theory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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