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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本研究旨在采用纵贯质性研究探索新移民妇女移居香港后第一年的社会支持的变动状况, 15个

香港新移民妇女参与了这项研究。研究发现, 社会支持的类型和来源是因时而变的, 重要的决定因素是香

港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移民在不同时期的特殊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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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缘起

香港向来是内地居民移民的目的地之一, 实际上, 一部香港发展史就是一部内地人士移居香港

艰苦奋斗的创业史, 其间移居的方式、类型与社会影响则因时而变 ( Lam & L iu, 1998)。根据香港

基本法, 香港永久居民在内地的小孩和配偶拥有居港权。香港当局为了控制移民的流量规模自 1995

年起确定每天从内地进入香港的配额为 150人, 其中 60个名额给小孩, 30个名额给配偶, 剩下的 60

个名额之中, 配偶具有优先权。这一移民政策决定了妇女和小孩成为新移民的主体, 这一群体被称

之为 �新移民 , 在回归之后被称之为 �新来港人士 (本文沿用研究群体自己比较习惯的称谓 �新

移民 )。统计资料表明, 自 1996年以来, 每年有约 5万移民从大陆到香港定居。其中 40%左右是

25- 44岁的妇女, 她们以配偶身份定居香港, 这些妇女的文化教育水平以初中和高中为主, 她们大

多处于香港社会的底层、房屋条件不佳、就业困难或从事体力劳动、不少有经济困难 ( CSD,

2001)。如此社会经济地位也预示着她们在香港的移民适应过程中要面临不同的压力或困难, 对女性

而言, 家庭压力、人际压力以及生存压力都常见于众多的现存研究 (W ong, 2001; La,i 1997)。新闻

传媒上对新移民的糟糕生活境遇亦有不少报导。总体而言, 上述信息呈现的是一副比较阴暗的图画。

若干研究认为移居后的第一或第二年比较关键 ( La,i 1997; W ong, 2001), 因为这一时期要面

对很多问题, 如果面临的问题无法解决, 将会对移民的融合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人们非常有兴趣

知道的是: 新移民如何存活于香港这一陌生之地? 他 (她 ) 们会经历些什么? 不少研究从不同的角

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回答。黄富强 ( 2001) 仔细考察了新移民面临的困难以及相应的应对策略, 他

发现社会支持是新移民存活于香港的重要资源, 社会支持来自家人、亲戚、老乡、邻居、政府和专

业服务机构; 他亦指出新移民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去面对困难: 寻求社会支持、乐观思维、忍让、

回避、正面比较、诸如此类。Lau ( 1995) 和 La i ( 1997) 则特别关注了新移民妇女的生活体验和社

会网络, 并指出新移民妇女遭受生活压力和人际冲突之困扰, 不少人的适应过程受到负面影响。但

已有研究的缺点在于没有从一个动态的视角来考察移民的生活体验, 而为了洞察新移民的生活体验

在时间上的变动就要求研究者采用纵贯性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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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过去四十多年来, 不同领域的学者都支持社会支持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可以促进个人的健康和福

利 (Go ttieb, 1981; Jacobson, 1986)。社会支持是一个多纬度的概念。一方面, 它可以从结构层面检

视社会环境的资源如何流向个人。换句说说, 人们关注的是社会关系如何影响个人获得社会支持。

另一方面, 学者重视社会网络中资源的实际流动, 例如信息、物质帮助、情感和归属感。前者被视

为社会支持的 �结构  或 �量 , 后者被看作社会支持的 �质  。

然而, 围绕社会支持的概念至少有三个值得进一步探索的议题。首先, 社会支持的结构和功能

应该在一定的社会关系脉络下进行考察。脱离社会支持交换的脉络就无法全面检视社会支持 ( Jacob�
son, 1986)。第二, Tho it ( 1984) 认为要对社会支持的 �质 与 �量 进行全面研究而非仅仅考察

其中一项。所以社会支持的研究应该探索网络关系和密度、资源的类型和社会网络的资源等情境议

题。然而, 很少有研究试图去研究社会支持的不同层面之间的关系 ( Tho i,t 1984)。最后, 社会支持

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现象, 随着个人的情境的变化, 他们所需要的社会支持的类型和资源随之改变

( Jacobson, 1986)。然而, 很少有研究去探索社会支持如何因时而变。而本研究则旨在回应这一议

题, 以纵贯质性研究方法去检视香港新移民妇女的社会支持的 �质 与 �量 在第一年的变化。
实际上, 社会支持在移民研究之中亦是一个重要的概念。移民涉及离开 (至少部分地 ) 原住地

的社会网络和在新的定居社会重组社会网络 ( Boyd, 1989) , 这一时期移民也会面对不少定居的议

题, 例如住房、经济、就业、家庭、人际关系、语言, 诸如此类。移民如何重建社会网络将会影响

其适应程度 ( Kuo & Tsa,i 1986 )。实际上, 研究发现, 社会支持与移民的社会和心理适应相关

( Tseng, 2001)。移民的社会网络之中不同的人或机构在定居过程的不同阶段提供不同的支持。海外

的研究发现移民从正式网络和非正式网络那里寻求社会支持, 包括政府、家庭、亲戚、朋友和邻居

(M eem edum a, 1992; Aroan, 1992)。然而, 研究都表明移民更加依赖非正式网络而非正式网络的支

持 ( Sharlin, 1998; W ong, 2001)。至于社会网络的功能方面, 研究表明移民接受到来自他们的网络

的情感关注、工具性支援和信息 ( Sherranden & M artin, 1994)。在香港的新移民研究方面, 移民动

员了更多的物质支持而非情感支持或社交支持 ( Chow & H o, 1996; W ong, 2001)。然而, 总体而言,

这些研究都不够深入, 它们没有从一个动态的视角去考察社会支持的变化。即便是 Cox ( 1989) 的

移民 -整合视角提出了移民要经历的不同阶段, 各个阶段有不同的特征, 但这一分析框架忽视了即

便是同一阶段之内 ! ! ! 从一个动态的视角看 ! ! ! 也会有若干不同的更小的阶段, 揭示如此 �阶段内

的阶段  是本研究的出发点。
若干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因移民的需要及其社会文化环境而变 ( M en jivar, 200; H agan, 1998 )。

在定居的初期, 移民面临生活议题并且要在一个全新的社会建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因此他们不得

不动员更多的社会支持。然而, 一旦生存议题得到解决, 他们也许不需要像以前那样需要如此多的支

持。另一方面, 移民的最初阶段可能经历一个 �蜜月期  ( Oberg, 1960), 然而一旦最初的兴奋结

束, 移民就可能有失落感和孤独感。人们也可能在蜜月期之后需要更多的情感支持。这足以说明社

会支持的来源和类型因时而变。而这恰恰是本论文的研究主题。

三、研究方法

本论文之所以选择研究移民在其移居香港的第一年内的社会支持的动态过程, 因为这是一个关

键的时期, 人们会经历生理的、心理的和社会的改变乃至失落 (H urn& K im, 1986)。移民亦会在这

一时期面临语言障碍、失业 /就业不足、社会隔离和文化震惊 ( Cox, 1989; W ong, 1997 )。 Cox

( 1989) 指出移民在这一时期是否能够适应移入地的生活对其长期的整合具有深远的影响。而为了了

解新移民在这一时期的社会支持的变动就需要采用纵贯质性研究方法 ( Sa ldana, 2003; C reswe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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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 而质性研究取向正好符合本研究探索社会支持的动态过程的目标。

笔者自 2001年 12日开始在香港上水的一个新移民服务中心开展田野调查, 初期 17个新移民妇

女参与了本研究, 但其中 2人在后期不同意继续接受访谈, 因此最终有 15个新移民自始至终接受了

研究人员的多次访谈。15个新移民访谈对象的来源为两类: 机构社工联系到的或正在帮助的案主;

研究者根据机构每月收到的该区入境名单电话联络到的新移民。在联络中, 研究员发现名单上的新

移民很多难以接触, 接触到的案主中有不少拒绝在访谈中录音, 从而放弃。另外, 由于新移民刚刚

来港不久, 人生地不熟, 又有很多问题要应付, 因此往往不愿意接受访问或接触服务机构。受访者

在到港一年内进行了四次访谈, 每次访谈间隔三个月, 以便跟进新移民的生活体验和心路历程, 从

而考察其间的变化。

参加这项研究的 15新移民妇女是从 2001年 11月到 2002年 2月正式移居香港, 年龄从 29岁到

37岁, 大部分为中学文化程度。其中 13人跟丈夫住在一起, 2人跟丈夫分居, 14人有小孩。 8人来

自广东, 7人来自广东以外的地区。80%的访谈对象的家庭月收入在 11, 000元港币以下, 其中三个

家庭接受综援金。

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是本研究的主要数据采集手法。笔者在新移民服务机构进行了长达 14个月

的联系并实际参与机构的日常运作 80天左右, 全面了解了新移民服务的运作工作, 期间接触了大量

新移民妇女、儿童及其另外的家人。从跟他们的日常交谈中, 研究人员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了解了很多新移民的生活境遇。这些信息可以作为深度访谈所得资料的佐证, 同时亦加深了研究者

对访谈对象的理解和认识。研究人员对访谈对象进行每三个月一次的深度访谈。访谈的内容包括:

个人及家庭的一般概况; 到港后面临的困难及其资源动员策略; 与家人、朋友、邻居等的交往。在

后续的访谈之中会跟踪前次访谈中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但在整个访谈过程之中保持足够的开放性以

鼓励受访人讲述自己的故事。

在所有的访谈结束之后, 访谈材料录入计算机并采用 N vivo这个质性分析软件进行编码和分析,

并计算任一代码出现的次数并制成表格。具体的研究结果在第四部分进行报告。尽管 15个研究样本

不可能在统计意义上代表香港的新移民妇女这个群体, 但她们的体验和述说仍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

一个更大的人群的移民经历。

四、研究结果

根据对访谈材料的内容分析, 被访人在第一年内动用了不少社会支持, 可以分为物质性支持、

信息支持与情感支持。表 1显示移民妇女一共提及的支持的总数为 323, 其中, 163个为工具性支

持, 100个为信息支持, 60个为情感支持。总体而言, 被访人接受到更多的工具性支持、相对较少

的情感支持。进一步地, 社会支持的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 第一轮访谈之时的总数为 106, 第

二轮为 91, 第三轮为 65, 最后一轮是 61。

(一 ) 社会支持类型的改变

1. 工具性支持

在四轮的访谈之中, 被访人提及的工具性支持的总数为 163, 这是移民使用最多的社会支持类

型。在定居香港的前半年, 移民面对经济困难和住房压力且主要从非正式网络那里获得支持以解决

问题。正如一个访谈对象所说:

�我们刚来这里, 我老公也没什么钱。但我们做什么都需要钱, 只好找亲戚借一些。 

实际上, 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是移民最初面对的最重要生存议题。然而, 当移民的生存需要得

到满足的时候或者有了稳固的经济支援的时候, 她们可以减少对工具性支持的需要 (如表所示 )。正

如另外两个新移民妇女所说:

�现在我有工作了, 孩子上学, 一切都安定下来了。我们可以自己过日子了, 不需要别人的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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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好在有政府的救助, 现在我们一家每个月都有一笔钱, 不多, 但足够付房钱和维持生活。这

样, 我们就不再向亲戚借钱了。 

表 1� 15位研究参与者在四次访谈中动员的社会支持

类型 轮次 家人 亲戚 朋友 邻居 同事 正式服务 其他 合计

工具性

1 21 12 6 7 0 6 1 53

2 19 8 7 0 0 9 4 47

3 17 5 5 1 0 5 0 34

4 17 1 3 0 0 6 0 29

信息

1 4 6 13 0 4 10 0 37

2 0 7 10 1 0 6 0 24

3 2 2 8 0 0 6 0 18

4 0 4 9 0 0 8 0 21

情感

1 2 4 8 0 0 2 0 16

2 2 4 10 2 0 2 0 20

3 1 1 9 0 0 2 0 13

4 1 2 6 0 0 2 0 11

2. 信息支持

信息支持亦与移民面对的生存议题相关。他们从不同的渠道那里了解关于小孩就学、就业、培

训计划和社区设施等方面的信息, 尤其是在前三个月更是如此。一个新移民妇女不知道香港有专门

的社会服务机构向她们提供服务, 更不知道什么是社会工作者, 她的朋友为她指点迷津:

�我刚刚来到香港, 什么地方都不知道, 不晓得要到那里去找人帮我。我的朋友告诉我这个机构

的社工可以帮到我, 社工都很好的, 我就来了。 

尽管移民在寻求信息支持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下降, 但对于信息的需要并不像工具性支持

那样急剧下降。可以进一步观察到, 移民对于信息的需要从生存性议题转换到了日常生活议题或发

展性议题, 包括香港一般家庭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在这几个月里, 我一直在忙着为我女儿选小学, 因为她要从幼儿园毕业了。为这事, 我问过不

少人。 

尽管信息支持的需要在整个一年保持相对的稳定, 但移民妇女在前三个月动员的信息支持比另

外的时期要更多, 这是因为她们慢慢熟悉了香港的环境和资源, 很多问题可以自己解决。

3. 情感支持

情感支持是指对家庭问题的意见和负面情绪的表达。整体而言, 新移民妇女在这方面的求助行

为要比信息支持和工具性支持要少。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新移民妇女比较习惯于通过电话向在大陆的

家人和好友倾诉, 有些人还不时回到深圳见自己的老朋友。由此, 她们感觉到自己并非无所依靠,

且可减轻失落感。.

�我经常回深圳, 见见自己的老朋友。觉得跟她们在一起很轻松, 没有拘束, 无所不谈。 

然而, 在香港的遭遇迫使 6个新移民妇女不得不在香港寻求社会支持以化解家庭的压力, 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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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后一段时期。这可能是跟丈夫团聚经历一个短暂的蜜月期之后, 夫妻之间和婆媳之间的冲突加剧。

正如其中一个人所说,

�他经常怀疑我与其他的男人有事, 还骂我。我觉得很伤心, 只能跟自己的姐妹说说了。没有她

们, 我都不知道怎么过。 
这可能与到香港的新移民妇女中的老夫少妻问题相关, 这种现象很普遍。新移民妇女移居香港

之后, 往往会发现自己丈夫的生活条件并不好, 另外一方面丈夫担心年轻的妻子离开。矛盾和冲动

势必在隐匿一段时间之后就爆发出来。有的妇女最后甚至遭受家庭暴力, 只能求助于社工。

(二 ) 支持的来源

家庭成员是移民的主要工具性支持提供者, 相较而言, 他们提供的信息、情感支持要少一些。

朋友是信息和情感支持的主要来源, 但很少能够提供工具性支持。纵贯性数据表明, 亲戚的支持在

半年后显著的下降。最后, 正式的社会服务组织可以提供工具性支持和信息支持, 而邻居和同事提

供的支持较少。

1. 家庭和亲戚。家庭和亲戚是工具性支持的主要提供者。大多数家庭成员都能够持续地支持移

民在香港的生活, 尤其是在最初的阶段。新移民妇女很愿意接受他们的支持, 因为这与她们对家庭

和亲戚的期望是一致的。正如两个新移民妇女所说:

�我老公还算是很负责任了, 照顾整个家庭, 我觉得很知足 

�如果她 (嫂子 ) 不支持我们, 我们的日子更难捱, ∀∀我们毕竟是一家人啊 

然而, 新移民妇女也意识到, 她们应该学会尽快自立, 不能变成他人的负担, 尤其是亲戚的支

持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下降。一个新移民妇女是这样表达的:

�没有人可以一直帮助你啊, 他们也有自己的家庭, 大家都不容易  。

绝大多数研究参与者都有这样的共识, 她们不应该 �掠夺  亲戚朋友, 不应该一次又一次的给

他们带来负担。不幸的是, 不少新移民妇女提及自己的丈夫无法提供足够的社会支持。一个妇女是

这样说的,

�我对新移民的事情也不太懂, 我问他也没用, 他也不太理解我, 毕竟我刚来香港啊, 刚来, 总

有些不适应啊 。
一些妇女说到, 由于他们的丈夫地位低、教育少、工作时间长、没有多少朋友, 所以无法向他

们提供除衣食住行之外的支持。

2. 朋友。朋友是主要的信息和情感支持的源泉。大多数朋友都是跟他们一样面临适应问题的新

移民, 她们能够提供不少配合其需要的信息, 例如针对新移民的某些政策和福利服务。然而, 一旦

新移民妇女从朋友那里了解更多的社区资源之后, 她们就可以从正式的支持网络那里获得支持。所

以, 移民朋友是协助新移民连接其他资源的重要桥梁。移民朋友在整个移民适应过程中也是情感支

持的重要来源。新移民妇女很愿意将她们形容为 �姐妹  , 或者用 �无话不谈  来形容这种亲密关

系。

�我们就像姐妹一样, 甚至比亲生的姐妹还要亲。我们相互支持, 无话不谈。我们是老乡, 大家

又都是新移民。比较容易理解啊, 经历都差不多 

这些移民朋友可以回应研究参与者在刚抵港期间的失落感、焦虑感和担忧; 其他的人可以在新

移民妇女遭遇婚姻问题的时候提供支持。整体而言, 移民朋友是重要的他人。然而, 她们很少能够

提供经济的支持, 因为研究参与者知道, 她们的朋友缺乏足够的物质资源来帮助她们。

3. 正式服务。尽管社会服务组织能提供实质性支持和信息支持, 这些服务被视为最后的求助途

径 ( the last resort for he lp), 主要是寻求经济支持和家庭危机情况下的情感支持。移民是这样说的,

�我不想和他人说这些事情。因为我丈夫很固执, 我找社工可能更好些, 她们都是有知识的人,

我丈夫可能会听的。找亲戚可能会越搞越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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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 新移民妇女更倾向于依靠自己和非正式网络。只有非正式网络无法回应这些问题的时

候, 她们才不得不寻求正式网络的支持。有必要提及的是, 香港有很多为新移民提供服务的机构,

类似的机构在大陆是很少的, 所以一开始新移民妇女对这样的服务缺乏认识, 但一旦她们接触到这

样的服务和机构内的社工之后, 她们比较容易相信这样的专业人士和专业服务。

五、结论与实践意义

前述的研究可以发现, 新移民妇女在第一年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社会支持需要。社会支持的不

同范式可以进行如下解释: ( 1) 定居阶段的变化特征; ( 2) 香港特殊的社会文化条件。

在抵港的最初阶段, 新移民妇女面对不同的生存议题, 诸如住房、经济、小孩上学, 因而需要

他人的支持。很自然地, 亲朋好友会成为求助的首先考虑对象。因为, 从文化观念而言, 无论是支

持的提供者还是接受者, 都有这样一种期望, 家庭成员之间应该相互支持, 帮助有需要的成员

(Hw ang, 1987; Yang, 1995)。所以, 新移民妇女倾向于从丈夫、家人和亲戚那里获取帮助。另外,

新移民也认为, 问题在自己的亲密网络里得到解决比较好 ( L in, 1982)。由此可见, 不难理解新移民

妇女为什么不是依赖于正式的支持网络而是依赖于家庭网络。.

然而, 新移民妇女面对的生活境遇也迫使她们向自己的朋友网络和正式的支持网络寻求帮助。

首先, 一些新移民妇女发现跟丈夫的关系很难处, 冲突变得更加不可忍受和不可控制。这种不断加

剧的冲突是源于夫妻之间长期的分居 (有时候长达 8- 10年 )、两人的较大年龄差距和丈夫的缺乏教

育与社会地位不高。一些新移民妇女尽管过去来过香港, 但突然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定居则是另外一

回事。当初在大陆的时候, 几千元的生活费可以维持较好的生活, 而在香港则是举步维艰。然而,

新移民妇女期望在香港过上更好的生活, 不为自己也要为孩子, 而这样的期望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有

时可能变成泡影。其结果势必是对丈夫的不满加剧, 并与丈夫的互动减少, 更遑论寻求支持, 这样

的背景下依赖自己的移民朋友和外在支持就不足为奇了。

当移民妇女对香港的社会经济条件和个人状况不满意的时候, 她们就很容易跟自己的同路人

! ! ! 另外的新移民妇女结成同盟, 从而获得信息和情感支持。可以理解的是, 当移民妇女见面之时,

她们会发现有很多的共同点, 共同的经验和记忆无疑成为形成良好关系的重要基础。在新移民妇女

跟丈夫发生剧烈冲突或面对经济压力的时候, 移民朋友提供的信息支持会有助于她们去求助正式服

务的支持, 因为她们不少朋友从正式服务那里获得了比较正面的经验, 对社工的评价不错。实际上,

新移民妇女之间形成了很强的团结关系, 互称 �姐妹  。在中国文化里, 这是一种内外有别的区分,

被称为 �姐妹或兄弟 的朋友是可以相互依赖的, 且分享自己的心事。在有些情况下, �姐妹或兄
弟  比血缘关系更深 (Y ang, 1995)。研究结果显示, 新移民妇女的 �姐妹 更多的还是老乡或者一

起在深圳住过的朋友, 共同的特定人生经历是重要的。

本研究支持这样的观点: 即移民妇女在定居阶段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社会支持需要。因此, 社

会服务应该致力于配合移民妇女的阶段性特殊需要。在前三个月, 帮助新移民妇女解决住房、小孩

上学、就业和经济等问题是重要的。目前, 香港的福利政策已经改变, 收紧了对新移民妇女的经济

救助的发放, 特别提到了居港年限, 这一点可能对新移民妇女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 因为经济问

题是新移民妇女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

不良的夫妻关系也是新移民妇女面对的另一挑战。因为在移民过程中, 丈夫本来是被赋予了很

重要的支持作用 ( Chow & H o, 1996), 如果丈夫不能提供必要的支持, 新移民妇女肯定会面临风险。

因此, 应该教育新移民妇女的丈夫, 让他们了解到妻子可能面临的问题以及所需要的支持。也要在

新移民妇女未到港之前让她们了解香港的生活方式以及可能面对的情况和不同的社会支持资源。对

于部分关系极其恶劣的家庭, 家庭治疗也许是需要的。鉴于新移民妇女认为朋友网络很重要, 尤其

是那些移民朋友, 社工可以在这个领域发挥作用, 组成一些互助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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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聚焦的是香港的新移民妇女, 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移民群体, 介于国内的流动人口和海

外的华人移民之间。然而对这一群体的研究是必要的, 因为这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人不同类型的流

动和迁移的基本形态, 从而为最终寻求一个解释中国人流动和迁移的理论框架提供更多的经验基础。

而本研究对新移民妇女的社会网络的动态变化的研究相信对于研究国内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具有启

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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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ynam ic Changes of Social Supports: An Analysis

of the NewWomen Imm igrants in H ongKong

HE Xue�song
Social Dp.t , Sou th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 logyUn iversity, Shangha i 200237

Abstrac t: This study a im ed at explor ing how soc ia l support unfolds over tim e during m a inland Chinese imm igrant women s' first

year liv ing in H ongKong. A long itudina l qua litative resea rch m ethod w as adopted and 15 women imm igrants w ere recru ited. The

find ings shows that the types and resources of so cial support changes over tim e depending on the soc io�cultural contex ts and the

spec ific m igration�re la ted needs in the different stages dur ing the ir arr iva l and resettlem ent per 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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