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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陆新移民是否形成移民潮，在学者中持有不同的看法。

"本文涉及新移民指的是 #9=> 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公民移居国外并取得永久居住权或加入当地国籍的华侨或华人。

#关于大陆新移民的数量有多种说法，有的学者认为有七、八十万，有的学者认为有 #?" 万，有的学者认为有 !"" 万等。

关键词：中国大陆 新移民 特征

摘 要：北美与欧洲是中国大陆新移民的主要分布地区，也是最能代表和体现新移民特征的地区。本文从新移民的数量和

规模、类型和方式、来源、职业、对华人社会的影响等方面论述中国大陆新移民的若干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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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坛

作者近照

自 #9=>

年 中 国 实 行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 出 现 了

百 万 大 陆 居

民 移 居 海 外

的 现 象 ， 这

是 自 新 中 国

成 立 ?" 年

来 的 一 次 规

模较大、数量较多的移民潮!。这些移居

海外的大陆居民被称作是新移民"。大陆

新移民的规模究竟有多大C 数量有多少C

目前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多数学者

认为已超过 #"" 万#，估计实际数字会更

多，主要分布在北美、澳洲、西欧、亚

洲、南美洲等地。近年来，新移民问题引

起学术界的重视，也引起欧美等国的密

切关注。本文通过北美与欧洲的比较，就

中 国 大 陆 新 移 民 的 特 征 问 题 谈 几 点 看

法。

一、北美与欧洲新移民的

不同特征

北美 8主要以美国、加拿大为例 < 与

欧洲是大陆新移民主要分布的地区，约

占大陆新移民总数的 >"D 以上，也是最

能代表和体现新移民特征的地区。下面

试图对两个地区的新移民进行比较，从

而分析和探索这一群体的基本特征。

#、新移民的数量和规模

就大陆新移民的分布来看，主要集

中在北美而且数量超过了半数以上，约

有 :" 多万。美国现有华侨华人 !"" 多万，

其中大陆新移民有 $" 多万。在纽约，由

于各国移民的不断涌入，移民和移民的

后代已经成为纽约的“多数族裔”，根据

纽 约 都 市 规 划 局 人 口 办 公 室 提 供 的 资

料，近十年来，来自中国的移民人数名列

第三，排在原苏联、多米尼亚共和国之

后。其中 #99" 年至 #99= 年来自中国的移

民入籍总数为 ; 万人 E # F。

在加拿大 >" 多万的华侨华人中，大

陆移民就占了三分之一，其中多数是改

革开放特别是 9" 年代后移居加拿大的。

从 #99= 年以来，大陆移民成为加拿大海

外移民的头号来源，且逐年增高，到去年

已达 $ 万 E ! F。新移民主要集中在大城市，

其中 ="D 以上集中在多伦多和温哥华。

以温哥华为例，#99: 年香港、台湾、大陆

移民分别是 #!!:9 人、9!$> 人、;"!> 人，

香港移民居首位；#99= 年台湾移民 >=>$

人，居首位，香港移民呈下降趋势，#99>

年大陆移民总数为 ?""" 人，居首位；#999

年则达 ?="" 余人 E $ F。有学者认为，从

#99# 年以来，每年约有 ! 万大陆移民来

到加拿大，按照这样的增长速度，#" 年以

后大陆移民将可能会占加拿大华人总数

的一半 E ; F。有的学者认为，从 #99= 年到

#999 年从中国移民的就有 > 万之多 E ? F。

目前欧洲已有 #"" 多万华侨华人 8有

人认为 !"" 万 <，是战后华侨华人增长幅

度最快的地区，特别是近 !" 年来，大陆新

试论中国大陆新移民的特征
——— 北美与欧洲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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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的大量涌入，形成了自中国人移民欧

洲以来，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分布最

为广泛的一次移民潮。由于新移民的增

加，给华人社会注入了新的血液，成为欧

洲华侨华人剧增的重要因素。

!、新移民的类型与方式

在北美，移民类型以“知识分子”型为

主体。通过留学生、技术移民等方式移居

北美的占大陆新移民的绝大多数。#89:

至 #88: 年以来，中国向外派遣留学生达

$" 万人，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澳大

利亚、日本、西欧等经济发达国家，美国是

接受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占了中国大

陆留学生人员总数的 ;"< 。近两年来，留

美的中国大陆学生数量直线上升，#888

年，在留学美国的 ;8"8$$ 外籍学生中，中

国大陆留美学生开始超过日本，达 =#""#

名，排名第一；!""" 年 ## 月 8 日，美国国

际 教 育 研 究 中 心 发 表 统 计 数 字 ， 在

=#;9!$ 名外籍学生中，来自中国大陆的

学生共有 =;;>> 人，人数仍居榜首 ?> @。这

些留学生回国者只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大

部分留在美国并取得了在美长期居留权

或入籍，成为华侨或华人。此外还有一部

分自费留学或出国后转为留学身份取得

了在美的长期居留权或入籍的留学生和

家属，他们构成了美国大陆新移民的主

体，当然，还有相当数量以家庭团聚方式

移居北美的大陆新移民。

在加拿大，通过留学方式出国，学有

所成后又以技术移民的身份移居加拿大

或直接从国内以技术移民身份移民的占

了中国大陆移民的 8"< ，以家庭团聚方

式、投资方式以及非法移民方式的移民占

了 #"< ?9 @。#88: 年全加吸纳大陆新移民

约 ! 万，居来自各国移民人数之冠，其中

技术移民约 #A ! 万，占大陆新移民总人数

的 >"< 。

在欧洲，当北京、上海、广州等大中城

市的青年知识分子纷纷以留学的方式移

民北美之时，浙江等沿海省份的农民，以

他们前辈在欧洲奠定的基础，以“连锁迁

移”的方式，以“家庭团聚”、继承财产、“餐

馆劳工”为由，一批批地来到欧洲。浙江

青田人有 #" 万人分布在欧洲，他们不是

通过留学方式出国，而是通过亲属关系移

民海外的，如在 #898 年至 #88= 年青田合

法出境的 ; 万人中，农民占 ="< ，工人占

!=< ，商人占 #!A =< ，学生占 9A =< ，干部

占 =< ?: @。此外，在福建的新移民中，8"<

是以家庭团聚方式出境的。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欧洲的大陆新移民多以家庭团聚

的移民方式为主。另一方面，近十年来赴

欧的中国大陆留学生逐年增加，估计有

#" 万人，已超过了来自台湾、香港等地的

留学生，成为欧洲中国留学人员的主体。

但他们获得永久居留权的人为数不多，估

计有 ! 万多人，这在欧洲华侨华人中占很

小的比例，主要原因是，欧洲的留学生从

“学生居留”转为“工作居留”相对困难，特

别是找到适合自己的长久的位置很不容

易，他们或是回国或是赴第三国如美国、

加拿大等国谋求发展，这也是赴欧洲的留

学生回国的比例相对较高的原因之一。

$、新移民的来源

在北美集中了来自中国大陆各省优

秀人士，特别是大中城市的专业人才。自

#89: 到 #88: 年，在 $" 多万名大陆留学

生中，从北京出去就有 > 万人，其中有 !

万人回国，大部分留在北美、日本、澳大利

亚等发达国家。上海市获准因私出国并

取得护照的新移民共有 #! 万人，属于直接

的有 ;A ! 万人，属于间接的约有 : 万人 ? 8 @，

他们当中赴北美的占了近一半。另外，湖

北籍的新移民约有 = 万，旅美的就有 $ 万

人。辽宁新移民有 $ 万、山东新移民有 !

万多人，赴北美的占了 ="< 以上。在北美

的新移民中，来自福建、广东的占了半数

以上，据有关部门统计，广东省新移民共

有 $9A : 万，其中江门的 #: 万新移民中，

去 美 国 的 有 :A 9 万 多 人 ， 占 总 数 的

;9A 9< ， 去 加 拿 大 的 =A ! 万 多 人 ， 占

!:A 9< ?#" @。改革开放后，赴北美的福建人

有 !" 多万人。福建长乐市的新移民有 9

万多人，其中赴美国就有 = 万多人。

在欧洲来自浙江、广东、福建等地的

华侨华人最多。浙江省新移民有 != 万人，

:"< 集中在西欧，主要在法国、意大利、荷

兰、西班牙、奥地利、比利时，其它较多的

国家还包括德国、葡萄牙、匈牙利、卢森

堡、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

#88! 年，青田县有华侨 =!:!8 人，分布在

五大洲 => 个国家和地区，分布在欧洲 !!

个 侨 居 国 的 共 有 ;9"9: 人 ， 占 总 数 的

:8< ?## @。其中 :#< 集中在西班牙、意大

利、奥地利、荷兰、法国这五国 ? #! @，近年

来，福建人赴欧洲的人数不断增加，以福

清为例，:" 年代以前，欧洲国家基本上没

有福清人，现在移民欧洲的新移民上千

人，他们都是改革开放后出去的，俄罗斯

成为福清新移民比较集中的国家 ? #$ @。此

外，长乐市在欧洲的新移民有 # 万多人，

三明市在海外新移民 :#=; 人，在欧洲的

有 9:!= 人，主要分布在匈牙利、意大利、

俄罗斯等国。

另据有关数字显示，奥地利有华侨华

人 $ 万多人，其中浙江人 9"< ；福建、广

东各占 =< ，上海 ;< ，北京 $< 。西班牙

有华侨华人 9 万，其中浙江人占 9"< 以

上 B青田 9"< 、温州 $"< C，其次为福建、

广东、台湾、上海。葡萄牙有华侨华人近 !

万，其中，浙江占 >"< 、澳门占 #"< 、山东

占 #"< 。法国的温州籍华侨华人有 > 万，

新移民占了多数。此外在东欧，中国北方

地区的新移民占了较大的比例。

;、新移民的职业

新移民职业发生重大变化，突破了老

华侨以“三把刀”为主的传统行业的取向，

开始涉足居住国的各行各业，并朝着多元

化方向发展。但北美与欧洲两地的新移

民职业又有各自特征。

在北美，以留学生和技术移民为主体

的新移民具有知识层次高、适应能力强的

特点，在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贡献大。

其中美国的新移民在科技、经济、金融领

域成就突出。如纽约华尔街有近 !"" 名新

论 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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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在金融机构工作，涌现出一批象李

斌、李山泉、黎彦修、张巨英等杰出的新移

民；芝加哥摩托罗拉总部有 8"" 多位新移

民；底特律公司汽车企业雇用了 !""" 多

名新移民。美国著名高科技园区硅谷的

各种企业中也有不少大陆新移民，他们或

者受雇于他人，从事高新技术研究与开

发，或者自己开办公司，研制各种高新技

术产品。去年评选揭晓的 #999 年度硅谷

“十大风云人物”中，华人就占了 8 位，他

们是陈宏、陈丕宏、李广益、段晓雷，这四

位华人都是曾经留学美国的莘莘学子。

美国在 !" 世纪 9" 年代注重中国市场，华

人特别是大陆新移民成为开拓中国市场

的重要人选。据美国 :;< 人才咨询公司

统计，美国公司派到中国的代表 =>? 是

新移民，而且职位较高。在哈佛大学、耶

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高校有一批从事

教学和科研的新移民专家和学者，其中教

授就有几十人；#99> 年获美国总统教育

奖的 > 位华人，都是 @" 年代后从大陆移

居美国的。去年获得安大略省长优秀学

者奖的 A 位学者中，中国大陆新移民就有

8 位。

在欧洲，中餐业是华侨华人经营的传

统行业，也是欧洲华侨经济的支柱产业。

这在英国、荷兰、德国、法国尤为突出。在

英国、德国 @"? 的华人靠餐饮业为生；而

法国的中餐馆达 A""" 多家、荷兰达 !"""

多家 B #8 C。近一二十年来，在一些新移民人

数增加较快的国家里，中餐馆得到了迅猛

的发展。西班牙 A" 年代只有几家中餐馆，

目前中餐馆已达 $""" 家，华侨华人约有

半数以上从事此行业。葡萄牙 @" 年代初

只有 !" 多家中餐馆，现已发展到 ="" 多

家，>"? 以上华侨华人从事餐饮业，另有

$"? 从事商品批发。在奥地利，新移民主

要靠总计 @"" 多家 D首都维也纳就有 $""

多家 E 中餐馆为谋生手段，据统计奥地利

每万人就有一家中餐馆。

与西欧和北欧不同的是在南部欧洲

地区，特别是在法国、意大利及西班牙，不

少新移民还经营皮革业和服装业。在巴

黎，由华人开办的制衣厂就有 $"" 多家；

而西班牙从事服装加工的就有 >""" 人。

在意大利著名的纺织业中心普拉托，在三

年前就有近千家华人开设的大小制衣厂，

华人制衣业成为该地区的经济支柱。在

那波里和威尼斯，华人制衣业发展迅速，

#99A 年，那波里地区有华人制衣厂近 !""

家，在威尼斯大约有 >"" 家 B #> C。佛罗伦萨

和普拉托工业区还是华人皮革加工的中

心，为意大利名牌产品进行加工。此外还

有一部分新移民靠大陆经济的发展给他

们提供的有利机遇，利用中国商品价格的

优势，经营商品的批发、零售与进口贸易、

超级市场、房地产及金融业。

>、新移民对华人社会的影响

长期以来，华侨华人的社团组织、中

文学校、中文报刊一直被人们公认为是支

撑海外华人社会经久不衰的三大支柱。

新移民的增加，给华人社会增添了新的血

液，华人社团、中文学校、中文报刊也与日

俱增，并对华人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北美，科技、文化等专业性社团异

军突起。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中国旅美科

技协会 D #>"" 多人，@"? 以上有硕士、博

士学位 E、中国旅美工程师协会、美中工商

协会、中国旅美专家教授联合会、美华专

业人士协会、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中国旅

美金融协会等近 $" 多个专业团体。

!" 世纪 9" 年代以来，北美新移民创

办中文学校蔚然成风，在美国华校的发展

最为迅速。成立于 #99> 年的全美中文学

校协会，目前会员学校已发展到 #>" 所，

遍及美国 $$ 个州的各大中城市，注册学

生和家长已达 8 万多人。其中绝大多数会

员学校是由近十几年来从中国大陆赴美

的新移民所创办。中文学校不但传承中

华文化，而且也成为新移民结社的重要形

式。

在北美，新移民创办的报刊的起点较

高，#99$ 年 #" 月在西雅图创刊的《新大

陆》 DF(G ,1/H./(/H E，成立时虽是一份 8

开的半月刊，但一上市就面向全美发行。

后总部移往旧金山，并在洛杉矶、芝加哥、

纽约等城市设有办事处。#998 年 8 月 $

日在洛杉矾创刊的《中国导报》 D,-./+

I2.J( E，是一份有中、英文两种版本的周

报，也是面向全美发行，并在美国各大城

市建有分社。#998 年 > 月 #" 日在纽约创

刊 的 《中 华 经 济 时 报 》 D,-./+ 52*./(**

K12)/+3 E 周刊，同时出版英文电子版日刊，

成为海外华人社会最早的一份英文电子

报。在美国和加拿大，还有一些虽非大陆

新移民主办，但有他们参加工作，为大陆

新移民服务的报刊。

在欧洲，新移民已成为华侨华人社会

的中坚力量。进入 @" 年代以后，欧洲华人

的社团发展迅速，涉及面广是欧洲华侨华

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欧洲新移民社团

主要以区域性社团、同乡性社团及行业性

社团为主。区域性社团主要包括某一地

区、某一国家或是全欧洲性的社团。如西

班牙华侨华人协会、葡萄牙华侨华人协

会、奥地利华人总会、全荷华人社团联合

总会、匈牙利华人联合会、全德华侨华人

社团联合会、德国西南区华侨华人联合会

等等，它们多是由新移民发起筹建的。欧

洲华侨华人社会联合会 D简称欧华联会 E

是欧洲华人社会中最有影响、具有活力的

组织，现已发展到包括 !" 多个国家的

#"" 多个华人社团组织，会员达 >"" 多

人。此外，新移民还建有各类同乡会，在

法国、荷兰、西班牙等地同乡会组织比较

普遍。新移民行业社团中各类商会和中

餐业的同业组织占多数。较有代表性的

有：法国法华工商联合会、全德华商联合

会、西班牙华商联合会、葡萄牙华人工商

联合会、意大利米兰华侨华人商贸联合

会、奥地利中华工商联合会、英国中华饮

食业总商会、西班牙巴塞罗那中国餐馆业

协会等。

欧洲新移民还创办一些中文学校或

中文补习班，但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

实力上均不抵美国，目前尚存在着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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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教材短缺以及中文教育能否纳入当

地正规教育的问题。

相比之下，欧洲新移民创办中文报刊

方兴未艾。主要有《欧洲时报》、《欧洲日

报》8法 9，《华侨通讯》8荷兰 9，《联合商

报》、《欧洲之声》8匈牙利 9，《旅罗华人》

8罗马尼亚 9，《比中侨声》8比利时 9，《华新

报》、《西华之声》8西班牙 9，《奥华》8奥地

利 9，《南欧华人报》8意大利 9，《中俄信息

报》、《莫斯科晚报》8俄罗斯 9等 $" 多家报

刊，这些报刊几乎都是 !" 世纪 :" 年代后

由大陆新移民创办的。#;;< 年 : 月，欧洲

华文传媒会成立，该会由 #! 个国家、$=

个传媒组成，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对繁荣

华文媒体，加强媒体之间的交流具有重要

的意义。

二、新移民的共同特征

新 移 民 除 上 面 谈 到 的 一 些 特 征 之

外，从总体上来看，具有受教育程度较

高，年富力强，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较

强的特点，此外还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

特点：

#、与祖籍国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

近 !" 年来出境的大陆新移民，一般

在中国都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有的甚至

受过高等教育，由于长期生活在新中国，

对养育他的故土有深厚感情，再加上受中

华文化的薰陶，他们与祖籍国保持密切联

系，他们对家乡的感情不会轻易改变。为

了传承中华文化，他们在海外创办中文学

校、报刊，还开设中医诊所、中国功夫班、

舞蹈班等，每逢中国传统佳节，如春节、元

宵节、端午节、中秋节常常举办庆祝活动，

引来当地居民甚至是当地首脑参加；另一

方面他们关心中国政治、经济，特别是关

注两岸关系的走向，在庆祝香港、澳门回

归，反对“台独”，促进祖国统一方面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在海外形成了维护祖国统

一的强有力的音符。近年来，不少新移民

组团回国参观、考察。有的新移民还把国

外的新技术、新产品带回国内，发展创

业。

!、为当地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与老一代华侨不同的是，新移民大多

是以追求优裕的生活和自身发展为目的，

他们更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这不同于

近代华侨那种效忠祖国、落叶归根的观

念。他们想方设法积极参与、融入主流社

会，尽管这当中存在许多障碍，但加入当

地国籍，落地生根，谋求发展是新移民出

国主要动机。凭着新移民的刻苦耐劳，凭

着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在实现自身价值

的同时，为所在国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

展做出重要贡献。新移民的税收是当地

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纽约为

例，每年移民收入大约为 =:" 亿美元，所

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大约为 #:" 亿美元，占

全州的 #=> =? @#A B，这其中包含着大陆新

移民的付出；!""" 年 < 月纽约移民局办

事处表彰了 !$ 位亚裔艺术家和文化活动

家，其中有 = 名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

包括画家、歌唱家、京剧表演艺术家；此

外，北美新移民中的高科技专业人才的杰

出表现，为美国开发和发展高科技产业做

出贡献。在欧洲，华人的餐饮业促进了欧

洲各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使欧洲餐饮方式

更加多元化，从而也带动了进出口贸易、

食品加工和旅游业。新移民经营的皮革

业、服装业、商品批发、超市及多元化的行

业，填补了当地的职业空缺，促进了当地

的经济繁荣。

$、架起中外友好的桥梁

大陆新移民具有熟悉居住国法律、法

规，又了解中国政治、经济的独特优势，他

们不断往返于祖籍国和居住国之间，促进

了中外交流和经贸往来。#;:: 年赴美，现

为美国史代尔集团公司总裁李洪彪是近

年来在商界崛起的新移民，他的成功，首

推他在芝加哥开设拥有上千个展位的中

国产品展销招商中心，因其全年收费相当

于美国同年展销一至二周的收费，使中国

大陆许多中小企业的商品得以进入美国

市场，此举受到华资企业和美国社会的欢

迎，促进了中美经贸交流和两国人民的友

谊 @ #< B。旅居海外的温州人，在中国与欧洲

各国之间开展商贸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据有关部门统计，#;;= 年，温州各

类产品销售 <=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出口

东欧国家的占出口总额的 !C> ;? ；欧共

体国家的占 #;> $? @#: B，这与旅欧的温州

人有密切关系。新移民中的知识分子，因

其知识广，文化素质高，活动能力强，在与

居住国的政治、学术界进行着愈来愈广泛

的交流，对推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

作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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