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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梳理了国际移民在祖籍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分析了华侨华人对中国

经济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并就中国在发挥华侨华人作用方面积累的经验进行了总结。论文认为，广

大华侨华人是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和获益者。这主要体现在华侨华人自身在经济实

力、科技实力和关系网络方面具备独特优势，对祖籍国抱有深厚的情感和认同，并且在改革开放中为

中国经济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需要华侨华人的参与，而对华侨华人而言，中

国经济现代化也同样意味着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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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ole played by international migrants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n their countries of origin, with a focus on the importance of Chinese overseas to China’s 

economic modernization. The research argues that due to their strong feelings toward China, Chinese 

overseas have participated in and contributed to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investing financial 

capital, providing technologies, and building social networks to cater for China’s needs. The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n China has called for the Chinese overseas to participate in it, and has also provided great 

opportunities for them.

作为跨国群体，国际移民既是居住国也是祖籍国的财富，特别是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国际移民深度参与了传统移民国家的早期现代化建设进程。随着 20 世纪中后期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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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来现代化建设大潮，国际移民也在祖籍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与其他国际移民一样，

华侨华人为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尤其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发挥了自身

独特的作用。比如，1979-2016 年，在中国吸收的外来直接投资中，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投资的比

重长期占据六成以上。［1］可以说，华侨华人对中国经济现代化贡献巨大。

华侨华人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是国际移民与祖籍国关系的典型案例。学术界就华侨华人与

中国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关系进行了诸多论述，相关成果颇丰。具体来说，一是聚焦华侨华人与

中国改革开放、国家软实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二是探讨侨乡现代化；［3］三是从华商投资、跨国

网络等角度探讨中国现代化；［4］四是总体上论述移民与现代化、华侨华人与中国现代化。［5］但有关

研究结合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的新形势、从中国式现代化和国际移民比较视野探讨华侨华人与中

国式现代化的互动等方面还不够。可以说，在华侨华人参与中国式现代化特别是中国经济现代化方

面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华人与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之间呈现出广泛、深刻的互动趋势，中国在发

挥华侨华人在现代化中的作用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总结提炼相关经验，对新时代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和有关国家发挥海外移民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国际移民与祖籍国经济现代化

经典移民理论认为，在国际移民活动中，移民通过自由流动获得了更多物质收益，祖籍国也通

过与国际移民的紧密联系得到了更多的发展机会。［6］大多数情况下，移民与祖籍国之间存在着双向

互惠的关系，移民通过满足祖籍国对资金、技术的需求，可以成为祖籍国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贡

献者；同时，祖籍国经济现代化产生的巨大发展红利也能为移民共享。

国际移民组织对“国际移民”的定义为：国际移民是指离开祖籍国或常住国，跨越国家边界，

为了定居性目的而在一定时期或永久性地生活在另一国家的人。［7］近几十年来，国际移民规模一直

稳步上升。据统计，2000-2020 年，国际移民人数从 1.73 亿增长至 2.81 亿，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从

2.8% 增加到 3.6%。［8］中国、爱尔兰、印度、菲律宾等国都是移民来源大国，其海外移民在美国等移

民目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贡献巨大。例如，19 世纪，华人、爱尔兰人在美国西部交通、农业基础设

施建设等方面贡献良多；又如 20 世纪后半叶至今，华人移民、印度移民在美国高新技术发展方面提

供了智力支持。随着 20 世纪中后期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加快，这些国家的海外移民也在祖籍国的

现代化进程，尤其是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下面主要通过侨汇、侨商直接投资和人

才回流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为祖籍国经济现代化提供了大量侨汇
对移民祖籍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来说，侨汇是非贸易外汇的重要财政收入。世界银行的报告

显示，中低收入国家的汇款流入从 2015 年的 4470 亿美元增加到 2022 年的 6260 亿美元。［9］世界银

行的报告认为，汇款是中低收入国家 2015 年以来外部资金的主要来源，超过了外来直接投资和官方

发展援助的金额（见图 1）。长期以来，侨汇是否推动接收国经济发展，是国内外学术界讨论的热点

问题。有许多研究认为，侨汇能在国家、侨乡、移民家庭三个层面带动社会经济发展。在国家层面，

侨汇能缓解祖籍国现代化进程中资金的严重短缺。印度作为全球第一大侨汇收入国，在 2022 年接收

侨汇超过 1000 亿美元。大量侨汇的流入有效缓解了印度政府的财政赤字，为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提

供了最直接的资金来源。此外，侨汇作为国家稳定的外汇收入，能够平衡对外贸易。2022 年，菲律

宾的侨汇收入为 380 亿美元，是全球第四大侨汇收入国。对菲律宾而言，侨汇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比重长期在 8% 以上，是该国重要的财政收入，且侨汇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小，是较为稳定的外汇来

源，有助于国家对外贸易的平衡。在侨乡层面，侨汇流入能够推动侨乡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20 世

纪 90 年代，在印度的主要侨乡喀拉拉邦，侨汇一度占到该邦财政收入的 20% 以上，在 90 年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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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邦的人均收入水平也超出印度全国平均水平的 49%。在菲律宾的侨汇集中流入地——国家首都区、

中吕宋区、甲拉巴松和民马罗巴，侨汇收入主要被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医疗行业建设，这对

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较为正面的作用。［10］在移民家庭层面，根据 2015 年菲律宾中央银行的统

计，侨汇使用目的依次是食品（71%）、教育（39%）、医疗卫生（28%）、应急（22%），以及生产性

目的，如购买资产（13%）和开办企业（6%）。［11］巨额侨汇在菲律宾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商品和服务

需求，推动了国民消费，还有相当一部分侨汇被用于生产性目的，这在菲律宾国内创造了诸多就业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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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90-2023 年流向中低收入、低收入国家的侨汇、外来直接投资和官方发展援助

　　资料来源：World Bank，“Remittances Brave Global Headwinds”，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Brief 37，November 2022， p.2, 

https://www.knomad.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doc/migration_and_development_brief_37_nov_2022.pdf，2023年3月1日浏览。

（二）为祖籍国经济现代化提供了急需的投资
外来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流入包

括中国、印度、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的外来直接投资中，侨商投资（Diaspora direct investment, DDI）

占有较大比例。相较于侨汇，侨商投资同样可以为祖籍国经济现代化发展提供急需的资金。据估计，

1991-2001 年，在印度的外来直接投资中，约有 26% 来自于海外印度人的投资。［12］虽然侨商投资占

比随着印度外来直接投资急剧扩大而减小，但该比重仍保持在 4% 以上。大量投资的进入，为印度

创造了众多的工作岗位、提供了较为先进的技术。除此之外，侨资作为先行者进入祖籍国相关行业，

能够产生示范效应，为其他外资进入相关行业提供信心。侨资出于共同的文化背景，凭借移民网络

的社会资本，往往可以以更低的交易成本与祖籍国企业建立联系，并率先进入祖籍国。例如在索马

里，大部分流入该国的外来直接投资来自其海外侨民。［13］其次，对于处在经济转型期的国家，侨商

投资能够帮助祖籍国本土企业建立现代化的市场经济运营模式。在经济转型初期，许多发展中国家

对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缺乏清晰的认知。侨资企业具备双重文化、制度的优势。一方面，侨资企业

长期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熟知现代跨国企业的国际运营方式；另一方面，侨企具有与祖籍国相同的

文化背景。利用这一优势，侨资企业能够将更高效的国际企业运营经验引入祖籍国，从而促进祖籍

国的观念更新与制度更新。［14］

（三）人才回流为祖籍国经济现代化提供了知识和技术支持
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持续人才流失被认为是阻碍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但近年来，

人才回流逐渐成为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相关研究认为，通过国际移民，祖籍国可以将人才流失

（Brain drain）转变为人才环流 (Brain circulation)。［15］具体来说，国际移民可以通过合资企业或技术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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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的方式，将技术、知识作为直接投资的一部分对祖籍国进行知识转移，从而推动祖籍国的科技发

展。比如，印度从海外印度人的知识转移中获益许多。20 世纪 90 年代，印度政府确立了高科技新兴

产业的发展方向，并通过建立软件科技园等手段吸引海外印度技术人才回流。印度海归人员为印度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通过与印度同胞分享市场信息、担任印度公司顾问、建

立印度裔专业人士的全球网络等方式，促进了知识转移，帮助印度发展了举世闻名的软件产业。［16］

另外，菲律宾政府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也通过开展各类项目吸引海外菲人，实现先进技术的

转移，相关项目包括：科技咨询理事会项目、海外侨民回国传授技术项目以及返回科学家项目。［17］

相关国际经验表明，国际移民与祖籍国的经济现代化发展之间呈现出广泛、深刻的互动趋势，

主要通过侨汇、投资和人才回流等渠道来实现这种互动。大量侨汇和侨商投资为祖籍国的现代化建

设提供了急需的资金，而侨企的跨国网络和国际化管理经验也为祖籍国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提供了

借鉴。同时，人才环流和回流为祖籍国的经济发展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

二、华侨华人推动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优势与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并要求“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18］这是对新时期华侨华人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

重要指引。华侨华人自身在诸多领域拥有独特优势，且对祖籍国有着深厚的情感和认同，中国经济

现代化建设需要华侨华人的参与，同时也为华侨华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一）华侨华人的独特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侨华人发挥自身优势，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文化传播、科技进步做出了

巨大贡献。海外华侨华人在推动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中也同样具备天然优势，具体体现在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以及关系网络等方面。

第一，华侨华人经济实力雄厚，是中国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强劲支撑。回顾侨商投资历史，改革

开放以来，侨企主动融入中国经济发展大潮，其行业分布与我国产业发展进程保持一致。改革开放

初期，率先来华投资的侨资企业大多集中在以“三来一补”为主的轻工业；进入 21 世纪，随着国内

市场需求的逐渐转变，侨企在生产服务业中的占比逐渐增加；随着侨商在华投资领域不断拓宽，侨

企进一步转型升级，逐步进入到新能源、电子信息、生物科技等新兴产业。如今，海外侨商经济实

力进一步增长，2019 年世界华商总资产规模已达 5 万亿美元。［19］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的投资环境改

善、发展空间增大，越来越多侨商选择来华投资，这将为中国的发展建设提供更强动能。以广东为

例，截至 2019 年，侨商在广东投资企业超过 6.2 万家，占全省外资企业总数的六成多。2023 年，中

国侨商投资（广东）大会达成了对粤投资项目 616 个，项目金额总计 6582 亿元，涉及 20 个战略性产

业集群，涵盖多个高新技术领域。［20］各类华商大会在吸引华商服务中国经济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

充分显示了侨商助力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第二，华侨华人人才科技优势明显，是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的智力支撑。“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是我国 2035 年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21］知识和人才是建设“创新型国

家”的关键，而华侨华人中蕴含着丰富的智力资源。据统计，华侨华人中的专业人才超过 400 万，主

要分布在北美、澳洲、欧洲、日本以及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国已连续十几年成为美国最大

的留学生生源地。2014 — 2020 年，4 万多名中国学生在美国取得了博士学位，其中有 80.7% 的人选

择留在美国。［22］在美国的高科技产业中心硅谷，华人员工的数量达到 25 万。五分之一的硅谷工程师

具有华人血统，约有 18% 的华人担任着硅谷的公司总裁。［23］这些华侨华人掌握了较强的专业技能和

知识，是中国经济现代化发展亟需的专业和高层次人才。

第三，华侨华人拥有广泛的关系网络，是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纽带。历史上，早期移居国外的

华侨，为了团结互助和联络感情，曾以血缘、地缘和业缘等为纽带，自发建立起各种互助、联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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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的社团。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深入发展，华侨华人与中国联系更加紧密，在经济、文化、教

育、政治等诸多领域形成了密切互动的多重网络。这些网络是搭建中外经济合作平台的天然纽带。

对于希望开拓海外市场的中国企业来说，侨商的本地经验十分宝贵，是“走出去”企业本土化最好

的咨询和合作对象。比如，2019 年以来，华人华侨产业交易会等华商会议相继举办，面向全球华商

推介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成果。［24］这些会议在为国内企业联通海外侨商资源、开拓海外市场牵

线搭桥的同时，也为海外华商来中国投资兴业提供了支持。

（二）华侨华人对祖籍国的情感和认同
王赓武教授在总结东南亚华侨华人认同的基础上，认为华侨华人的认同既非同化也非双重认

同，而是多重认同。［25］在当今全球化日益加快的时代，华侨华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趋向复杂化、多

元化，这具体表现在他们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并不是单一的、对立的，而是密切相关、

相辅相成的。

首先，海外华人在政治上认同所在国，但对中国的政治认知逐渐加深。二战后，海外华侨在当

地落地生根，在政治上已经成为所在国公民，他们对中国的政治认同非政治效忠和国家认同。但随

着华侨华人与中国之间的跨国经济互动更加频繁，华侨华人对中国的政治认知逐渐加深，他们主动

通过各种渠道向居住国政府、社会介绍中国繁荣、稳定的事实，并自发与海外分裂势力斗争，促进

了中国和平统一事业的发展。目前，由海外侨胞成立的统促会组织已有 200 多个，分布在全球 100 多

个国家。自 2000 年以来，“全球华侨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会”已在海外及港澳地区自发组织 20

次。［26］2022 年，佩洛西窜访台湾，引起了海外华侨华人的愤慨，他们为维护祖国统一而自发组织起

来。各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迅速在媒体上表态，对佩洛西的行径进行了强烈谴责，［27］众多海外华人网

民自发整理历史资料，在互联网上宣介“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相关历史。

其次，在民族认同上，不少华侨华人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维持多维度的联系和互动。［28］在文化

维度上，如廖建裕教授所说，随着中国的复兴，东南亚华人对中国语言文化的兴趣上升，他们开始

“再中国化”(resinification)。［29］在经济维度上，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的伟大成就，使得越来越多的

华侨华人希望回到中国发展，分享中国发展的机遇。海外华人对中国经济、文化兴趣日渐增长，推

动华侨华人群体的族群认同和华人意识的保持。［30］

以最主要的华侨华人祖籍地省份广东省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取得的令人瞩目的发展成

就，吸引着广大粤籍华侨华人回归祖籍地，寻找自己的“根”。广东省是最早开展华裔青少年寻根夏

（冬）令营活动的省份，“寻根”活动自 1980 年首次举办以来，已有四十多年历史。虽然参与寻根之

旅活动的华裔，都已融入了居住国社会，但谈及自己的“根”，大都为自己的中华血脉骄傲。在中国

国际地位上升，华侨华人对祖籍国向心力增强的大背景下，其民族认同也会更加强烈。

再次，海外移民在文化上仍可以归属于自己的民族文化，这也是国际移民的普遍现象。海外华

侨华人对中华文化（华人文化）始终保持着热爱，他们将中华文化与居住地文化创造性融合，形成

了独特的“华族文化”，在保留中华文化精髓的同时，发展和丰富了海外中华文化。

（三）华侨华人的多方面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凭借对祖籍国深厚的情感和认同，华侨华人发挥自身资源优势，通过侨汇、投

资和人才回流等方式，为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侨汇收入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自 1982 年世界银行开始对中国的侨汇收入进行统

计以来，中国的侨汇收入从 1982 年的 6.16 亿美元激增至 2022 年的 510 亿美元，40 年间增长了近 83

倍。长期以来，中国是世界主要侨汇流入国之一，侨汇收入是中国外汇储备的重要来源之一，1982-

2015 年，侨汇收入占中国外汇储备的平均比重为 2.88%，在比例最高的年份一度达到 19.64%。［31］改

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迅速增长，侨汇占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有所下降，但侨汇对

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仍不容忽视。相关研究认为，虽然侨汇在短期内无法转化为即时的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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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动力，但侨汇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32］

第二，侨商投资推动了中国企业制度、经营模式的现代化。1979-2017 年，中国累计利用外资额

近 2 万亿美元，其中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对中国的投资占有重要地位，一直占中国吸收外资的 60% 

以上。［33］以侨资为主的外来直接投资大量涌入中国，缓解了中国市场转型早期资本匮乏的困境，创

造了大量就业，并为中国的产业升级提供了相应的技术转移。除了以上直接效益外，侨资的注入还

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其他影响。一是侨企促进了本地企业参与国际贸易。早期来华投资的侨资企业以

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该类侨企占侨企总数的比重超过 40%。［34］大量以“三来一补”为主的轻

加工侨企在中国发展壮大，让中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参与到现代国际分工之中。随后，积攒了一定

实力的本土企业借助海外华商网络对外投资，进一步密切了与海外生产网络的关系。可以说，侨资

企业为中国重新与世界经济连接起到了桥梁纽带作用。二是侨企推动了本土企业的现代化转型。在

侨资密集投入的沿海侨乡地区，本土企业在侨企的示范下引入了许多市场化的制度创新，并迅速推

广全国。［35］可以说，侨资企业的现代化经营方式为中国本土企业接受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克服意识

形态阻力提供了范本。

第三，知识、技术人才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智力资源。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政

府就开始通过推行各种政策鼓励海外高科技人才为国效力。这些人才将海外的最新技术、专利带回

中国，并在国内外高科技产业之间建立联系，促进了中国与国际的前沿技术交流，推动了中国科技

的发展。［36］华侨华人是新时期中国引智的重要来源。越来越多的华侨华人科技人才选择“回流”中

国，发挥自己的技术、资源优势，为祖籍国的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以广东省为例，截至 2018 年，

广东省累计引进海外人才 5.8 万人，其中华侨华人达到 70% 以上，主要从事电子信息、精密制造、

新材料等高科技行业。［37］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的专业技能知识、多元的产业发展方向，为中国经济

的科技创新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如今，中国式经济现代化迈上新的台阶，对华侨华人的资金、人才、技术需求更甚，同时，中

国经济快速发展也为海外华侨华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华侨华人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利

于广大华侨华人自我价值的实现、有利于侨胞所在国经贸的发展、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可以

实现华侨华人、祖籍国以及居住国的“三赢”。

三、华侨华人推动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经验与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华侨华人与中国的联系和互动更加密切，中国在发挥海外

移民的作用方面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这对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其他国家发挥海外移民作用

具有重要的启示。

第一，中国长期实行有利于海外侨胞、住在国和祖籍国多方共赢的侨务政策。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侨务政策不断完善、侨务理论不断发展，并始终遵循着“三个有利于”原则。历代党和国家

领导人都很重视侨务工作。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明确提出“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海外华侨华人

是中国发展的独特机遇等著名论断，为侨务工作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侨务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把发挥华侨华人独特作用同中国发展建设紧密联系。习近平总书记长期在侨务大省、新侨集中地工

作、主政，积累了丰富的侨务工作实践经验，提出了很多重要的侨务论述。早在 1995 年，习近平曾

撰文提出“大侨务”观念、“三有利”的侨务工作原则。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凝聚侨心

侨力同圆共享中国梦的新时代侨务工作主题、“根”“魂”“梦”的新时代侨务工作主线，侨务理论不

断创新发展。［38］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侨务工作的论述，虽然不同时期侨务工

作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共赢”的理念始终一脉相承。

第二，重视并强化海外移民对祖籍国的文化认同。华侨华人对祖籍国的文化认同，是他们愿意

同祖籍国保持联系，乃至于参与祖籍国现代化建设的内生动力。加强海外移民的文化认同，是祖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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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涵养侨务资源的主要方式之一。中国在长期的侨务工作实践中，一直较为注重维护海外华侨华人

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并以此为出发点，鼓励海外侨胞作为“中华大家庭的成员” ［39］参与中国的现

代化建设。此外，有关部门和机构还通过文化交流活动强化这一认同。例如，中国各地侨乡推出了

“寻根”活动；在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例如春节、中秋节等，各侨务部门也会组织联欢会，并向华侨

华人送上祝福；各种涉侨跨国文化交流活动、线上文化周活动更是数不胜数。

第三，实行开放的政策引进侨资。祖籍国采取的侨务政策往往形塑了该国侨资利用的格局。［40］

长期以来，中国实行包容性较强的侨务政策，并给予侨资较大优惠力度，这为华侨华人对中国的直

接投资起到了促进作用。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广大华侨华人建

立情感联系；鼓励他们参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无论在资金上，还是技术上。［41］并且，为引导华侨

华人投资特定行业，中国政府还推出了一系列精准的、策略性较强的优惠政策。例如，1990 年推出

《国务院关于鼓励华侨和香港澳门同胞投资的规定》。此外，允许侨资进入的行业、部门大幅扩展，

允许侨商投资的区域也由经济特区扩展到沿海、沿江、沿边地区。［42］中国始终以开放的态度欢迎侨

商投资，并为侨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推动海外华商不断扩大对华投资，并最终融

入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潮之中。 

第四，通过立法切实保障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权益。祖籍国通过立法保障归国侨民的权益，有

利于打造公平的营商环境，便利归国侨民往返祖籍国和对祖籍国的投资。中国重视侨界群众的权益，

并初步建立起了侨务法律体系。1990 年，中国根据“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

的原则，制定并颁布了第一部国家层面的涉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该

法律在归侨房屋、教育、投资、出境、公益等方面做出了规定，影响深远。［43］2015 年，中国第一部

保护华侨权益的综合性地方法规——《广东省华侨权益保护条例》通过并正式实施。［44］此后，福建、

上海、浙江、湖南等地纷纷跟进，推出地方华侨权益保护条例。华侨权益保护工作在地方范围内的

开展，为华侨在国内的权益保护提供了坚实后盾，也便利了华侨在国内的日常生活。2018 年，全国

人大常委会公布了《对华侨权益保护工作情况报告的意见和建议》，标志着华侨权益保护的全国性立

法迈上新的台阶。［45］

第五，建设侨务工作互动机制，尊重和倾听侨胞意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侨务工作互动机

制不断完善。具体来说，相关互动机制主要通过中央及地方“五侨”部门和机构的通力合作实现，

“五侨”都具有收集海外侨胞意见建议，并向有关部门反映相关建议的职能，但不同部门具体职能不

同，为侨胞提供的服务也有所不同。首先，全国及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华侨委员会，保障了华侨、归

侨享有相应的立法权、决定权和监督权，使得华侨、归侨群体能够直接参与国家、地方涉侨议案的

审议，并监督涉侨法律的执行情况。历届全国人大都有华侨或归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七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归侨人数较多地区的

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应当有适当名额的归侨代表。”［46］其次，全国及地方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作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专门委员会（简称全国政协）之一，中国致公党、中国侨联作

为全国政协的组成单位，三者共同为海外侨胞提供了参政议政的广阔空间，让他们得以结合自身专

业背景，就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问题，提出意见、建议，

共同推动有关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最后，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及地方侨办，作为侨务工作的办事

机构，为海外侨胞提供了较为完善的涉侨服务。

第六，授予侨民荣誉，共享祖籍国发展成就。祖籍国给予做出重大贡献的侨民相应的荣誉，是

对侨民贡献的认可，能够强化侨界群体对祖籍国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并加强侨民与祖籍国

的情感联结。印度、菲律宾等国在这方面采取了不少举措，中国也有自己的经验。改革开放以来，

为表彰广大归侨侨眷为中国做出的贡献，中国政府会定期授予归侨侨眷中的杰出人物相应的荣誉。

例如，在定期召开的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上，中国侨联、国务院侨办都会联合表彰“侨界杰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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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47］各地方也会定期评选为当地做出突出贡献的侨界人士，并授予其

荣誉。例如北京市的“京华奖”、广州市“荣誉市民”称号等。［48］此外，国庆节等重大节日也会邀

请海外侨胞一同观礼。例如，2019 年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约 2000 名海

外侨胞受邀观礼。［49］

四、结语

中国、爱尔兰和印度等国都是移民来源大国，其海外移民在美国等传统移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中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 20 世纪中后期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国际移民也是祖籍国现代化

进程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侨民通过侨汇、投资和人才回流等方式推动了祖籍国经济发展、为祖

籍国发展提供了技术和人才支持。

作为国际移民群体之一，华侨华人在经济实力、人才科技和关系网络等方面拥有独特优势，并

且对祖籍国有深厚的情感和认同，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需要华侨华人全方位的参与，而中国经济的

发展对华侨华人来说也意味着机遇。华侨华人参与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能够实现华侨华人、居住

国、祖籍国的三方共赢。中国在发挥华侨华人作用方面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总结提炼相关经验，

对推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和其他国家发挥海外移民的作用具有启示意义。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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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华侨华人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中的作用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8 年；潮龙起主编：《华侨华

人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8 年。

［3］参见龙登高：《粤闽侨乡的经济变迁——来自海外社会资源的影响》，《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9 年第 3 期；

郑一省：《东南亚华侨华人与当代闽粤侨乡制度的创新和变迁》，《东南亚研究》2004 年第 1 期。

［4］参见王苍柏：《东亚现代化视野中的华人经济网络——以泰国为例的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8 年第

3 期；王望波：《网络·社会资本·投资：对东南亚华商投资中国大陆特点的分析》，《南洋问题研究》2005

年第 4 期；林勇：《海外华人网络与 FDI 流入中国大陆的实证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7 年第 3 期；［日］

滨下武志著，王珍珍译：《资本的旅行：华侨、侨汇与中华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年；C. 

Lever-Tracy, D. Ip, N. Tracy, The Chinese Diaspora and Chinese Mainland: An Emerging Economic Synergy,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Ltd., 1996；B. A. Graham, Investing in the Homeland: Migration, Social Ties, and Foreign 

Firm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9.

［5］参见陈菲：《现代化视野中的华人华侨与中国的关系》，《八桂侨刊》2002 年第 3 期；刘国福：《国际移民与现

代化：以中国为例》，《理论与现代化》2010 年第 6 期；吴乃华：《华人华侨与中国的现代化》，《民主》2011

年第 1-2 期；车腊梅、张劲松：《百年党史中华侨华人对国家现代化的贡献》，《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21 年第 4 期。

［6］参见亚历山大·德拉诺、艾伦·加姆伦，罗发龙译，陈奕平校：《祖籍国与离散族裔的关系 : 比较与理论的

视角》，《东南亚研究》2015 年第 4 期；阿列汗德罗·波特斯、周敏：《国际移民的跨国主义实践与移民祖籍

国的发展：美国墨西哥裔和华裔社团的比较》，《华人研究国际学报》2011 年第 1 期；郑一省：《多重网络的

渗透与扩张：海外华侨华人与闽粤侨乡互动关系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年，第 26~35 页。

［7］李明欢：《国际移民的定义与类别——兼论中国移民问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9 年第 2 期。

［8］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22,https://publications.iom.int/books/world-

migration-report-2022,2023 年 3 月 1 日浏览。

［9］World Bank，“Remittances Brave Global Headwinds”，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Brief 37，November 2022，



14

https://www.knomad.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doc/migration_and_development_brief_37_nov_2022.pdf,2023

年 3 月 1 日浏览。

［10］李涛：《中、印海外移民与母国经济联系的比较研究》，《世界民族》2011 年第 3 期；《菲律宾侨汇的特点、

作用及其发展前景》，《经济问题探索》2012 年第 9 期。

［11］I. M. Nicolas and J.L.S. Rodriguez, “The Philippines Experience in Managing Diaspora Resources: Policies and 

Initiatives in Facilitating Diaspora Engagement”, in M. Elo, I. Minto-Coy (eds), Diaspora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erspectives for Understanding and Managing Diaspora Business and Resources, Cham: Springer, 2018, 

pp.513-528.

［12］Y. Wei and V. N. Balasubramanyam, “Diaspora and Development”, World Economy, 2006,Vol.29, No.11, pp.1599-

1609.

［13］K. Newland and S. Plaza, “What We Know about Diaspora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cy Brief, 2013,No.5, 

pp.7-8,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pubs/Diasporas-EconomicDevelopment.pdf，2023 年 3 月 28 日浏览。

［14］T. Debass and M. Ardovino, “Diaspora Direct Investment (DDI): The Untapped Resource for Development”, 

Commissioned paper for the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9.

［15］A. Agrawal, “Diaspora Networks, Knowledge Flows, and Brain Drain”, WIPO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15,2014, pp.12-17.

［16］G. W. Shin and R. J. Moon, “From Brain Drain to Brain Circulation and Linkage”, Shorenstein Asia-Pacific Research 

Center Working Paper,https://fsi-live.s3.us-west-1.amazonaws.com/s3fs-public/brain_drain_to_circulation_and_

linkage_0.pdf,2023 年 3 月 28 日浏览。

［17］李涛：《1974 年以来海外菲律宾人与菲律宾的社会经济联系》，《东南亚南亚研究》2013 年第 3 期。

［18］新华社：《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2022 年 10 月 30 日浏览。

［19］王辉耀、康荣平主编：《世界华商发展报告（201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年，第 30 页。

［20］ 广 州 日 报 客 户 端：《1.63 万 亿 元！ 中 国 侨 商 投 资（ 广 东 ） 大 会 项 目 成 果 丰 硕 》，https://www.gzdaily.cn/

amucsite/web/index.html#/detail/1983254，2023 年 2 月 25 日浏览。

［21］新华网：“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www.news.cn/politics/cpc20/2022-10/25/c_1129079429.

htm，2022 年 10 月 30 日浏览。

［22］罗发龙：《美国华裔科技人才面临的多维困境分析——国际学术流动的视角》，《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3 年

第 1 期。

［23］刘泽彭、陈奕平等：《华侨华人在国家软实力建设中的作用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118 页。

［24］《第八届华侨华人产业交易会暨 2022 年侨商峰会》，http://www.octf.cn/text_lists_728.html，2023 年 3 月 18 日

浏览。

［25］王赓武、林金枝：《东南亚华人认同问题的研究》，《南洋资料译丛》1986 年第 4 期。

［26］中国新闻网：《2022 年全球华侨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会举行》，https://www.chinanews.com/gn/z/cjzghpty/

index.shtml，2022 年 8 月 30 日浏览。

［27］《海外华侨华人强烈谴责佩洛西窜访台湾》，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65947617514113.html，2022 年

8 月 10 日浏览。

［28］陈奕平、关亦佳：《海外侨胞与中华民族多维空间的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2 年第 3 期。

［29］L. Suryadinata, “Ethnic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Overseas Chinese, Chinese Overseas or Southeast Asains?” , in L. 

Suryadinata, Ethnic Chinese as Southeast Asian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7, p.17.

［30］陈奕平主编：《和谐与共赢：海外侨胞与中国软实力》，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15 页。



15

［31］林昌华：《改革开放以来侨汇收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启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8 年第 4 期。

［32］林昌华：《改革开放以来侨汇收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启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8 年第 4 期。

［33］张秀明：《21 世纪以来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变迁与特点探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1 年第 1 期。

［34］陈方豪、熊瑞驰：《以侨为桥——侨资企业与中国的外向型发展》，《中国经济学》2022 年第 1 期。

［35］龙登高、李一苇：《海外华商投资中国 40 年 : 发展脉络、作用与趋势》，《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8 年第 4 期。

［36］I. Filatotchev, X. Liu, J. Lu, and M. Wright, “Knowledge Spillovers through Human Mobility across National Borders: 

Evidence from Zhongguancun Science Park in China”, Research Policy, 2011, Vol.40, No.3, pp.453-462.

［37］广东侨网：《近五年广东引进海外人才中华侨华人超七成》，http://www.qb.gd.gov.cn/mtfz/content/post_153559.

html，2023 年 3 月 10 日浏览。

［38］参见张春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之实践与理论渊源探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9

年第 3 期。

［39］新华网：《习近平：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6/06/

c_1111025922.htm，2023 年 3 月 10 日浏览。

［40］黄玉琴：《流散族群、侨务政策与本国发展：中印比较的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5 期。

［41］K. Lum, “Operationalizing the Highly Skilled Diasporic Transnational Family: China and India’s Transnational 

Governance Strategies”, Diaspora Studies, Vol.8, No.1, 2015, pp.51-65.

［42］王望波：《网络·社会资本·投资：对东南亚华商投资中国大陆特点的分析》，《南洋问题研究》2005 年第

4 期。

［43］ 中 国 政 府 网：《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归 侨 侨 眷 权 益 保 护 法（ 修 正 ）》，http://www.gov.cn/banshi/2005-05/26/

content_978.htm，2023 年 3 月 30 日浏览。

［44］ 中 国 新 闻 网：《〈 广 东 省 华 侨 权 益 保 护 条 例 〉 将 于 10 月 1 日 起 施 行 》，https://www.chinanews.com.cn/

hr/2015/08-07/7455067.shtml，2023 年 3 月 28 日浏览。

［45］ 中 国 人 大 网：《 对 华 侨 权 益 保 护 工 作 情 况 报 告 的 意 见 和 建 议 》，http://www.npc.gov.cn/zgrdw/npc/xinwen/

jdgz/2018-05/30/content_2055229.htm，2023 年 3 月 28 日浏览。

［46］中国人大网：《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http://www.npc.gov.cn/

npc/c30834/202011/2592e6f7bc0c46f19b5af09136efacab.shtml，2023 年 3 月 30 日浏览。

［47］中国新闻网：《第十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开幕 “中国侨界杰出人物”名单揭晓》，https://www.chinanews.

com.cn/hr/shipin/cns/2018/08-30/news783760.shtml，2023 年 3 月 30 日浏览。

［48］ 人 民 日 报 海 外 版：《 北 京 设“ 京 华 奖 ” 奖 励 侨 胞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3-08/21/

content_1287559.htm，2023 年 3 月 30 日浏览。

［49］中国新闻网：《侨胞国庆观礼：中国崛起海外华侨华人与有荣焉》，https://www.chinanews.com.cn/hr/2019/10-

01/8970318.shtml，2023 年 3 月 1 日浏览。

［责任编辑：孙亚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