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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人移民经济发展的动因及影响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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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华人拥有了人才、金融、社会三大资本优势, 华裔经济在美国主流经济中已占有一席之

地: (1) 华人经济的产业不再囿于传统的制衣、餐饮等产业, 新的企业不断增多 (金融、房地产等) , 华裔高科技产业

的发展更快, 21 世纪产生了一大批令世人都刮目相看的高科技产业巨子; (2) 区域上, 华裔经济的中心已冲出美国

各大城市的唐人街, 向城市其他区域及郊区, 甚至乡镇伸展。华裔经济的发展使华人在美社会地位得到显著提高,

有的已涉入政界; 同时华人移民经济的发展给中美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和领域, 同时也传播了中华文化, 增

进了中美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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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30 年来, 随着国际移民潮的日益高涨, 美国

少数族裔经济的发展突飞猛进。美国政府于 1965

年、1978 年、1990 年三次修改移民法。此间, 中国改

革开放, 1979 年中美关系正常化, 进入美国的中国

大陆移民激增, 而随着华人移民人口的增加, 华人移

民拥有的企业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规模不断扩大。美

国少数族裔经济中, 华裔经济首当其冲, 是发展最快

的一支经济力量。

为什么美国华人移民经营企业的人数特别多?

华人移民经济是在什么历史背景和前提下形成和发

展的?在美国经济发展中, 华裔经济占据什么样的地

位? 本文将对上述问题作简单探讨, 以抛砖引玉。

1　华裔经济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前提条件

华人移民是移民美国最早的一个亚裔群体, 始

于 19 世纪早期。华人在美办企业、做生意的历史与

华人移民美国的历史一样久远。这期间, 华人也曾直

接受到美国排华和种族隔离的负面影响。不过, 在早

期阶段, 为了利用华工开发西部, 不论是联邦政府,

还是地方政府, 对华人移民都不加限制。“19 世纪 40

年代末期去美的华人, 大多是受淘金热潮吸引而到

加州的劳工”[1 ] , 开始时在矿山劳作, 后来又从事各

种各样的苦工, 如修铁路等。在 19 世纪 60 年代, 约

有 12 000 名华工参加了横贯美国的西线铁路建设,

打开了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通道, 那时, 华工占加州

全部劳动力的 1ö4。他们为美国尤其是加州的经济

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美国主流社会对华人一

直存有严重的偏见。内战结束后, 随着铁路工程的竣

工以及 19 世纪 70 年代初发生的经济衰退, 美国白

人与华人就业竞争日益加剧, 加上华人独特的外貌、

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化, 使得白人更加排挤华人, 在就

业方面对华人越来越歧视, 并对政府施加压力, 通过

立法排华。从 1882 年 5 月 6 日起, 美国国会先后通

过了十多个排华法案, 华人移民长期被拒于门外, 华

人华侨受尽了种族歧视, 生存异常艰难。

1882 年美国国会通过并实施《排华法》后, 为了

躲避社会歧视和暴力迫害, 华人开始移入西岸的旧

金山等大城市, 同时向中部和东北部大城市迁移, 并

在大城市里的贫民窟里聚居, 形成了早期的唐人街。

唐人街的起源及华裔经济的发展, 与华人在美

国受种族歧视所陷入的困境有直接的关系。“早期的

唐人街主要是单身男性华工的聚居地。这些华工大

多把妻儿老小留在家乡, 只身到美国淘金, 希望早赚

到钱, 衣锦还乡。这些华工身边没有家眷, 劳累一天

后, 只好到廉价的咖啡馆去用餐、聚会、闲聊, 以驱除

寂寞与思乡之情。”[2 ]于是, 茶楼和餐馆以及为满足

华工日常生活需要的服务性小企业应运而生, 且越

来越多。此外, 由于华人无法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经济

体系就业, 他们也不得不寻找一些与白人不相竞争

的行业和工作职位, 如餐饮业和洗衣业。二战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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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行业是华裔经济的两大支柱。许多华人利用

亲友间的互相帮助, 通过各种同乡会、宗亲会借钱集

资开办小餐馆。这样, 华人移民办的这两类企业越来

越多。尽管早期的华裔经济行业单一、规模较小, 而

且大多是家庭式经营, 但它的发展, 充实了华人社会

的创业精神文化。

由此可见, 华裔经济的发展与历史和社会结构

方面的因素 (即种族歧视、排斥等)关系密切。但当后

来美国成为一个较为包容的多元社会时, 为什么华

人仍然热衷于办企业呢? 笔者认为, 这与 1965 年以

来的国际移民潮有很大关系。从 1970 年到 2000 年,

美国华人移民人口增长了近 6 倍, 多达 200 多万, 华

人企业的数量也急速增长。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华人

移民有三方面的优势: 人才资本——受过良好教育,

掌握先进的技术; 金融资本——有资金或者有集资

门路; 社会资本——有广泛而密切的社会关系网。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 华裔经济能冲出原来小打小闹的

框框, 就是因为华人移民拥有这三种资本上的优势。

美国华人移民的优势, 首先是拥有人才资本。最

突出的是他们的整体教育水准高, 具有全球经济的

工作经验和先进的专业技术。相比之下, 在美华人存

在严重的语言障碍, 英文程度不高的人往往难以在

主流经济中找到好的、专业对口的工作。不过, 语言

障碍并没有对他们造成太大影响。因为许多受教育

程度高的华人在移入美国前就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

验和专业知识, 这弥补了他们语言上的不足。

其次是拥有金融资本。华人移民中的大部分都

是带着自家多年的积蓄或资金到美国创业, 寻求更

好的生活。另外, 华人艰苦奋斗、节衣缩食的传统, 也

使得一些出身和收入低微的移民, 有可能通过集资

开办企业, 从小做起, 逐渐做大、做强。

小规模的经济活动靠家庭的积蓄尚可启动或支

撑, 大规模的经济活动就不是家庭积蓄能启动和支

撑起来的了。所以, 除了人才资本和金融资本外, 还

需拥有社会资本, 即通过社会关系来筹集资金和提

供劳动力。华人移民除了通过校友会、同乡会、宗亲

会等族裔团体的帮助来筹集和调动资金外, 还通过

与母国的密切联系筹资。而母国即中国在 1979 年中

美关系正常化以来, 一直在各方面 (包括资金) 给华

人移民以巨大支持, 使他们的事业能有所成。

2　华裔经济发展的影响

2. 1　华裔企业在美国的行业和地理分布不断扩大

1990 年, 美国对 1965 年以来的移民法进行了

最大幅度的修改, 除优先专业技术移民外, 还新增投

资移民项目, 美移民法从此进入“选择职业技术移民

时期”。近 30 年来, 带动美国经济的新的增长点, 是

被称为“新经济”的高新技术产业和全球化带来的新

契机与新领域。这些新的经济增长点, 为美国华人移

民提供了平等竞争的机会和发挥其自身优势的空

间。随着中美两国相关政策和国际大环境等的变化,

美国华人移民人口由 1973 年的 43 万人激增到

2004 年的 335 万人。华人移民的职业与经济状况发

生了令人注目的变化。一方面, 传统的唐人街经济得

到发展; 另一方面, 在高科技和贸易领域大为拓展。

2. 1. 1　唐人街成为华人移民产业集聚与经济扩张

的根据地

在美国, 将近 70% 的华人移民集居在五大州,

即加州、纽约州、得克萨斯州、新泽西州和夏威夷州。

这五大州集中了全美国 76% 的华裔企业, 而且这些

华裔企业多集中于各城市的唐人街, 可以说, 唐人街

是华人移民产业集聚与经济扩张的根据地。首先, 唐

人街为东方食品、用品与特色产品的加工与销售中

心, 生产功能随着商品消费量的猛增而不断扩大。其

次, 唐人街不仅是移民群体自己民族生活用品和文

化用品的供给中心, 廉价劳动力所创造的低成本, 还

使它成为纺织、成衣之类面向整个社会的产品加工

中心。再者, 在传统产业 (制衣、餐饮、中式食品超市

等) 在唐人街强化的同时催生出许多相关行业与服

务业, 如移民服务社、职介所、银行、中国保健业、房

地产业等。作为商品市场、资讯市场、劳动力市场的

中心, 唐人街产业种类增加, 上下游配套, 形成较为

齐备的产业链。因此, 不能不说它是华人移民产业集

聚经济扩张的根据地。正是因为有这么牢固的根据

地, 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 华裔经济的中心也冲出了

唐人街, 向美国的各城市、郊区, 甚至乡镇伸展。特别

是中餐馆, 在很短时间内就遍布美国各地, 几乎无处

不有。

华人餐饮业是目前为止最为重要的商业之一。

1965 年后, 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移民涌入, 使得在

美国的华人饭店数目增加, 其发展也呈多样化趋势。

同时, 大众对华人餐饮的需求开始提高, 这种现象出

现的原因之一是 1972 年的尼克松访华。华人为了应

付不断增长的需求, 开始建立更多的饭店, 加大食品

供应范围及添加中国不同地区的菜式, 装修上也突

出中国的民族特色, 食品的口味上也加以调整以适

合美国大众。从而让华人饭店能更多地被主流社会

所接受, 跟上了当时政治形势的华人餐馆老板们及

时地将中式菜肴美式化, 进一步拓展了他们的市场。

2. 1. 2　华人、华侨高科技产业在美国的发展

在新发展的行业中, 最为突出的是知识和资金

密集型行业, 如金融、房地产、教育、法律、医疗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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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值得注意的是, 在美国高科技产业发展中, 华裔

高科技产业占有一定的比重。高科技产业处于美国

主流经济的前沿。因为其新, 所以为华人知识新移民

提供了一个与白人在同一起跑线上同台竞争的平等

空间。

美国加州的硅谷是新经济的象征, 是新型高科

技产业的集中地。这里虽只有 40 万人, 但全美 40%

的创投基金投入此地[3 ]。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 在此

创业的华人移民与日俱增。有资料显示, 在硅谷, 华

人移民创业比重, 1980 年为 9% , 90 年代后期增至

20%。20 世纪 90 年代, 来自中国大陆的知识新移民

大量进入就业市场, 并迅速成为硅谷华人的主体。有

调查显示, 硅谷创造的财富中, 40% 有华人的参与,

每年涌现的 5 000 家初创企业, 约有 1ö4 由华人创

办[4 ]。

以 2005 年度营业额评选出的硅谷上市公司

150 大企业名单中, 18 家华裔企业榜上有名: 黄仁勋

创办的N vidia 排名第 6, 陈文雄曾参与创办、经营的

旭电排名第 9, 黄德慈为现任执行长的新聚思排名

第 14, 由杨致远创办的雅虎排名第 15, 吴聪庆创办

的A tm el 排名第 37, 由黄炎松创办的凯登斯排名第

46, 陈都创办的格迈排名第 63, 吴日正、洪筱英参与

创办的豪威科技排名 71⋯⋯不一而举[5 ]。

在加州以外, 美东地区也出现一些高新技术产

业聚居地, 逐渐吸引了华人知识移民。如新泽西州,

华人白领阶层已形成几个主要聚居地区。

2. 2　华人移民经济发展的影响

2. 2. 1 华人移民的社会地位得以提高

　　最近几十年, 随着华人移民经济的发展, 华裔第

二、三代通过教育, 其社会政治地位不断向上攀升。

他们中相当多人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或担任白领, 只

有少数人继续从事父辈移民所经营的行业。经济上

的成就使他们在地理上的移动成为可能, 他们很少

继续住在传统的唐人街。经济上的成就也使他们在

社会政治上的地位有所改变, 他们不但不再像以前

那样被白人歧视, 而且已有不少华人移民涉入政界,

有的已成为美国政界中的头面人物。

美国《福布斯》杂志 2006 年 9 月 21 日公布美国

400 强富豪排行榜[6 ] , 有五位华人跻身其中, 他们分

别是排名 77 位的美国药品伙伴公司执行长孙雄、排

名 140 位的台湾国际航电董事长高明环、排名 140

位的雅虎执行长杨致远、排名 215 位的香港利丰集

团主席冯经国、排名 374 位的加州M A RV EL 公司

创办人戴伟立。他们的成就提高了华人移民在美国

社会上的地位, 他们是华人的骄傲。

2. 2. 2　中美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得到很大促进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 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的商

品涌入美国, 越来越多的美国品牌希望开拓中国市

场, 这给日益密切的中美贸易关系带来了新的机会,

为美国华人移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和舞台。华

人移民利用熟悉双方文化、经济的优势, 在其中日益

活跃。而他们的活跃反过来又促进了中美贸易的发

展, 促进了中美经济的合作。据纽约“美国商务中

心”总裁姚定康估计, 现在每年 2 000 多亿美元的中

美贸易额中, 70% 由在美华人移民促成。

利用全球化趁势而上, 以温州移民最为突出。一

开始, 他们依靠温州发达的轻工业, 以低廉优质的轻

工产品打开美国市场, 温州人的商店和企业开始遍

布纽约。近年, 纽约华人社会温州移民蔚然成势。温

州人善于经商, 吃苦耐劳, 能睡地板, 能做老板。大型

超市可谓温州移民的主战场, 近几年, 在皇后、布鲁

克林等区, 几乎所有新兴的大型超市为温州移民所

开, 其中, 中美超市集团、大丰超市、金丰超市等, 更

是以其庞大气势占据着社区黄金地带。除开超市外,

他们还逐渐利用手中雄厚资金进军旅馆、地产业, 朝

着企业集团的方式整合管理, 成为华人移民在美创

业的典范。美国人口普查局少数族裔商业发展部主

任郎斯顿表示, 华人移民今天的情形, 类似 20 世纪

初的犹太人, 他们有聪明的经商头脑, 利用母语之便

与祖籍国做生意。美国泛亚商会董事俞人杰认为, 中

美贸易发展的确给在美华人移民带来更多商机, 他

们利用商机发展了自己, 也反过来促进了中美贸易,

给母国经济发展带来好处[7 ]。

自进入 21 世纪, 华人饭店的数目成倍增长。在

美国现有 20 000 多的员工。这些饭店运营人设法满

足那些不熟悉华族文化和华族食品的顾客的需求。

通过在美国广大地区销售华族食品, 中华民族的精

神也得以推广。华人饭店真可谓当之无愧的华族文

化的前哨和先锋。许多华人饭店里演奏华人音乐, 穿

华人服装, 供应中国啤酒、白酒及中国甜品。在华人

的重要节日期间, 这些饭店还会供应特殊的食品。在

中国新年期间会有舞龙狮和中华武术表演。这些都

使得在外吃饭不仅是一种美食的享受, 也是一种民

族文化的交流和传播。

3　华人移民办企业、做生意的利与弊

在美国, 毫不疑问, 少数族裔经济的发展可以为

弱势少数族裔群体及成员提供创业和就业机会。刚

刚踏入美国的华人新移民, 有许多是既不懂英语、又

缺乏适应美国劳务市场的学历和能力, 想在主流社

会求职又缺乏门路, 根本不可能在主流劳务市场就

业。对拥有人才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新移民来说,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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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企业是上策, 既可避免去充当工资低微的劳工, 又

可能有效防止自己移民美国之前所积蓄的各种形式

的资本 (知识、技能、金钱等) 贬值, 还可以继续保持

自己原有的社会经济地位。

通过开办和经营自己拥有的企业, 华人移民既

可以在经济上站稳脚跟, 又可以维护自己的尊严, 甚

至还可以步入美国主流社会。在改善了家庭经济地

位后, 也同时为自己和家庭建起安乐窝。

华裔经济的发展还可以为那些不懂英语、劳动

技能低的华人移民提供就业机会。“虽然受雇于华裔

经济的企业工资待遇可能比同行业的低, 甚至有人

认为这是华人之间的互相剥削。但从移民社会整体

效益看, 这对华人老板和工人都有好处, 使得双方都

可以在美国立足、生存, 乃至致富。”[8 ]

此外, 华裔经济的发展, 还可促进华人社区的经

济、社会、文化全面和平衡地发展, 以加强和巩固美

国华人移民社区建设, 强化华人的文化价值观和行

为准则, 从物质和精神方面帮助族群成员, 特别是年

轻一代奋发向上, 争取成功。

华裔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带来一些问题。最明显

的问题是造成华人社区内人流和车流的过分密集,

导致交通混乱和堵塞。另一问题是由于华人移民的

增多, 对住房的需求量过大, 再加上房地产的炒作,

引起房价飞涨, 使社区内贫民的居住条件恶化。第三

个问题与同化有关。华人移民整天忙于创业, 对美国

政治不太关心, 对融入美国社会兴趣不大。由于华裔

经济的发展使得华人移在自己的社区内也能丰衣足

食, 因此产生社会上和心理上的自我封闭; 另外, 华

裔企业和人口增多了, 华人也可能排外, 把自己的社

区作为避风港, 不去学习美国人的文化生活习惯和

生活方式, 虽身在美国, 甚至加入了美国籍, 但并没

有把自己看作美国人, 甚至把美国人称作“外国人”。

4　结语

近 30 多年来, 美国华人移民经济迅速增长, 其

主要动因是移民到美国的华人越来越多, 而且基本

上都拥有丰富的人才、金融和社会三大资本, 为创业

者和投资者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 大量华人知识

移民的涌入, 又注入了专业技术人才, 从而刺激了华

裔经济在美国的飞速发展, 不但不再囿于主流经济

的边缘, 还能直接与主流经济竞争, 或者与之合作、

融为一体。这样一来, 美国华人移民经济的发展直接

或间接地促进了中美经济的交流与合作, 在经济全

球化过程中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也一定程度上传

播了中华民族精神, 促进了中美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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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0 页)市场争夺的历史。这一规律是理解当

今世界许多重大经济事件的钥匙, 例如世界贸易保

护主义抬头、中国未来将面临更多贸易摩擦等。

何新有很多超前的预测和洞察。如在国内 1989

年即指出中国经济中的生产力过剩问题, 较早提出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生产过剩问题引起的经济

衰退, 这在当时是一种极其大胆的理论新见解[5 ]273。

又如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夜指出中国应

警惕金融危机以及泡沫问题。1997 年在中国当代经

济学文献中第一次提出并于 2003 年深入研究了现

代经济中的“地租”问题[5 ]65。在国内较早提示了世界

上三大货币经济集团 (美元、马克、日元圈) 的崛

起[5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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