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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21 世纪上半叶 ,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 发达国家将以更大的

拉力吸纳其所需人才 ;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 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差距依然存

在 , 对华侨华人产生的推力作用依然存在。有鉴于此 , 今后 20 —30 年 , 发达国家的华人社会 , 其规

模不仅可能由目前的 600 —700 万人急速膨胀为 2000 —3000 万人 , 而且其成份亦将更为多元化、年轻

化、知识化。如何使中国人的海外迁移活动成为对华侨华人自身、对其居住国以及对其祖 (籍) 国三

者均有利的三赢行为 , 是有关各方面临的共同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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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speeding up of the aged course and the coming of the intellectual era , the de2
veloped countries will draw more talented person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1th century. At the same

time ,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 China will push more people abroad fo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2
na and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socially and economicly. Therefore , the Overseas Chinese societi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would probably expand quickly from 6 - 7 million to 20 - 30 million , and al2
so their composition would be more plural , more younger and more intellectual . It is a common

problem that faces the Overseas Chinese themselves , the receiving countries and China that how to

make the Chinese emigration become a profitable activities to all the three parties.

战后 50 多年来 , 发达国家[1 ]华侨华人社会 (以下简称“华社”) 发生空前巨变。其发展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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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为两个阶段 : 一是 1970 年代以前的二三十年间 , 由于国际社会封锁、孤立中国以及中国自

身的不开放等原因 , 中国大陆向外移民的人数不多 , 来自港、台的移民和来自东南亚地区的华人

再移民占华侨华人的主体 , 总计约 100 万人左右 , 本文视其为老华侨、华人。第二阶段是 1970

年代以后的二三十年间 , 这一时期是华侨华人人口激增和结构多元化的大变化时期。随着东西方

关系日益缓和 , 西方对中国敞开了大门 , 中国自身的改革开放也在不断深入 , 中国与世界各国的

国际人员往来与多领域合作交流日益频繁 , 中国大陆向海外 , 特别是向发达国家移民的现象相伴

而生。短短二三十年间 , 估计有 400 —500 万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新华侨华人和东南亚华人

再移民移入发达国家 , 导致整个发达国家华社发生量与质的巨变。

一 　20 世纪下半叶发达国家华社量与质的巨变

　　 (一) 发达国家华社量的激增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 移居发达国家的新华侨、华人和华人再移民 , 共计 400 —500 万人。与

战前华侨、华人主要流入东南亚地区的情况形成了巨大反差。其“来龙去脉”大致为 :[2 ] (1) 来

自中国大陆者逾 170 万人 : 其中流入美国 50 万、加拿大 20 万、澳大利亚 10 —20 万、欧洲逾 70

万、日本 17 万 ; (2) 来自香港者约 75 万人 : 其中流入加拿大 50 万、澳大利亚 16 万、美国 15

万、英国 2 万 ; (3) 来自台湾者近百万人 : 其中 60 万人流入美国 ; (4) 来自印支三国的华人再

移民约 70 万人 , 其中 40 万流入美国、15 万流入欧洲。

(二) 发达国家华社质的巨变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 400 —500 万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新移民和东南亚华人再移

民 , 使发达国家华社人口增加了 4 倍 , 一个以第一代移民为主体的年轻、充满活力和生机的动态

性极强的新的华侨华人社会 , 一个与祖 (籍) 国关系十分密切的华人社会 , 一个中华文化气息十

分浓烈、鲜活的华人社会在发达国家出现。

发达国家华社具有高素质特征。这是因为 : (1) 移民来源充足。欧、美、澳等洲的主要移民

接纳国 , 不断以政策法规等形式 , 加强对外来移民的选择 , 使移民的整体素质“被动”提高 ;

(2) 中华民族整体文化教育水平提高 ; (3) 与战前中国人移民海外多为“乞求生路”的情况相

比 , 当代中国人移居海外 , 主要是谋求发展。因此 , 新华侨、华人的整体素质明显高于老华侨、

华人 , 高于祖 (籍) 国人口平均水平 , 高于所在国其他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移民的平均水平。中国

大陆新华侨、华人的素质 , 在不同的移入地略有差异。移入日本、北美和大洋洲的百万新华侨、

华人 , 以原留学人员、科技人员、技术移民为主 , 研究生以上学历者比例很高 , 科技文化素质不

仅远远高于祖 (籍) 国 , 而且远远高于所在国同龄人口的平均水平。移入欧洲诸国的 70 多万大

陆新华侨、华人 , 来自农村的农民和乡镇居民估计占 70 %以上 , 来自城市 (包括留学后居留者)

并受过大学以上教育者估计 20 万左右 , 虽然总体文化程度低于日、美、加、澳等国 , 也低于所

在国同龄人的平均水平 , 但仍高于祖 (籍) 国同龄人平均水平。

新华侨、华人的形成有以下特点 : 一是前往发达国家的人数增长迅速 , 前往发展中国家者极

为有限 , 两者之比大约为 815 比 115 ; 二是移入国数目增多 , 分布区域日益广泛 ; 三是“落地生

根”意识浓厚 ; 四是移民层次多元化 , 受教育程度高者比例很大 ; 五是社区形似分散 , 实则通过

电脑网络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 六是处境良好 , 发展机会较多。

二 　从推拉理论看 21 世纪上半叶发达国家华人社会的发展趋势

　　人口迁移理论众说纷纭 , 推拉理论认为 :
[3 ] 人口的迁移行为 , 是原住地的推力或排斥力和迁

入地的拉力或吸引力交互作用而使其然。人口迁移的数量、流向和迁移者 , 均受原住地因素、迁

入地因素、中间阻碍因素以及个人因素的制约 , 无论推力或拉力 , 都是由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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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构成的。当迁出地推力和迁入地拉力同时足够大时 , 便产生迁移行为。以下拟从移入国

因素、中间阻碍因素、原居住国因素入手 , 探讨 21 世纪发达国家华社的发展趋势。

(一) 人口老化、科技人才不足与发达国家吸收知识移民之拉力因素的增大

21 世纪发达国家老龄化及科技人才不足的问题 , 对华侨华人的产生构成巨大拉力。到 2050

年 , 发达国家 65 岁以上高龄人口的比例将由 1998 年的 1315 %上升至 2417 % , 出生率低下的日

本、德国及意大利 , 今后 30 —35 年间 , 老龄人口将高达 40 %。[4 ]

针对日益严重的人口老化问题 , 1998 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委员会公布的《世界人口白皮书》,

号召发达国家“推行合理引进发展中国家移民劳动者的政策”, 并史无前例地将“促进移民”的

政策 , 作为联合国人口基金委员会政策研究的课题之一。[5 ] 2000 年 1 月联合国公布的《最新人口

动态统计概要》又强调 , 包括日本、美国、英国在内的 8 个主要发达国家 , 在未来 50 年内 , 为

维持一定水准的劳动力人口 , 必须接收外国劳动力移民。[6 ]

日本曾是一个长期向外移民的国家 , 几乎不允许与日本人无血缘或“特殊”关系的外国人定

居或永居日本。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 日本生育率不断下降 , 劳动力人口 (15 —64 岁) 由 1995

年的 8700 万 , 下降到 2000 年的 8600 万。为维持 1995 年的经济发展水平 , 今后 , 日本平均每年

需吸收 60 万外来劳动人口。20 世纪 90 年代 , 德国每年吸收 30 万移民 ,
[7 ]要维持目前的繁荣和生

活水准 , 今后必须每年接受 50 万外国移民。英国也面临人口老化问题 , 预计到 2050 年 , 65 岁以

上的人口将占四分之一。[8 ]

在发达国家劳动人口不足的同时 , 世界进入“高科技人才荒”的时代。美国微软公司和 IDC

等市场调查公司最近的一项联合调查显示 : 欧洲 IT 人才 ( IT 人才指从事信息技术行业的科技人

才) 的缺口三年后为 170 万人 ; 日本今后 10 年 , 科技人才短缺 160 —445 万人 ; 美国 2000 年缺少

化学、物理、生物学科的科学家 45 万人 , 信息产业每年可创造出 160 万个技术工作岗位 (目前

只有 46 %得到充实) 。[9 ]

随着老龄化的加速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 发达国家劳动人口的骤减和科技人才需求的激增

不可避免 , 发达国家更大规模地接收经济移民和技术移民已成必然。各国竭尽全力引进科技人才

将蔚然成风 , 全球人才争夺战将达白热化程度。

(二) 有关政策法规的放宽与移民中间阻碍因素减少之趋势

上述推拉理论认为 , 有关的政策、法规是制约人口迁移流量和流向的主要中间阻碍因素。面

对老龄化引起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 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科技人才的短缺 , 发达国家在世

纪之交的 2000 年 , 不约而同地竞相修改有关接收技术移民和招收留学生的政策、法规 , 外国移

民移入发达国家的中间阻碍因素明显减少。

1. 留学生政策的宽松化与移民中间阻碍因素的减少

近二三十年间 , 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新华侨、华人中 , 原留学人员及其家属约占总数的

50 % —60 % , 留学已成为大部分新华侨、华人的前站。世纪之交 , 各主要发达国家纷纷放宽招收

留学生的政策、法规 , 以达到间接吸收科技人才之目的。

美国、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 分别是接收中国留学生的第一、第二和并列第三大国。

1999 年度 , 美国有在校中国留学生 518 万 , 近几年以 7 —10 %的速度增长。[10 ]
2001 年 , 加拿大、

澳大利亚大幅度调整留学生政策 , 取消对中国留学生专门设置的包括类似英语“托福”成绩在内

的诸多入学障碍 , 澳大利亚还向中国学生开放本科、专科、技术科等一大批课程。[11 ] 日本是接收

中国留学生的第二大国 , 2000 年底在日中国留学生人数为 45321 人 , 比上年增加 2613 %。从 2001

年起 , 日本政府每年斥资数十亿日元作奖学金 , 以吸引更多发展中国家学生留学日本。[12 ] 一向接

收中国留学生数量不大的欧洲国家 , 也出现了扩招中国留学生的迹象。如英国 , 1999 年赴英的

中国学生由上年的 655 人增加到 1445 人 ,
[13 ] 绝对数不大 , 但长幅惊人。香港到英国读大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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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 1999Π2000 学年为 116 万名 , 比上个学年增加一成三。[14 ]

1995 年以来 , 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 , 平均每年赴海外留学人数分别为 5 万、3 万和 1

万人左右 , 合计近 10 万人。随着主要发达国家招收留学生政策的放宽 ,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

断深入和中国大陆一般家庭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 , 保守地估计 , 今后 20 年间 , 每年可能会有

15 —25 万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学生留学发达国家。按照 66 %的滞留率计算 , 即今后 20 年 ,

仅在发达国家直接派生于“留学生”的新新华侨、华人 (为表述方便 , 本文将 21 世纪形成的华

侨华人暂称为“新新华侨华人”) , 可能有 200 —330 万人。

21 移民政策法规的宽松化与移民中间阻碍因素的减少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均是移民国家 , 长期以来一直在积极地有选择地导入移民。美国为

吸引特殊人才 , 于 1990 年增设 H21B 签证种类 ; 2000 年又通过新法案 , 增加“外国技术人才”的

移入名额 , 将 H21B 签证名额的上限由原来的每年 615 万人提高到 20 万人 , 对获得美国大学硕士

以上学位的外国留学生免去 H21B 签证数额的限制。如每位科技人员均携家属移居美国 , 则每年

20 万技术移民连同其家属 , 共计将有 50 万人移入美国。美国每年发放的 H21B 签证中 , 给予来

自中国大陆者占 9 %。目前 , 在美外国留学生有 51 万人 , 其中 11 %是中国大陆学生。如把持有

美国大学颁发的硕士学位以上的外国留学生列入 H21B 签证行列 , 美国每年还可另增加 13 万以上

的科技人才 , 即每年以 H21B 签证居留美国的外国人总数可达 33 万人。[15 ] 据此估算 , 今后每年新

增以 H21B 签证居留美国的中国科技人才至少 3 万人 , 加上家属 , 则估计每年有 7 万左右的中国

大陆人士居留美国。即仅“H21B”签证及相关者 , 今后每年可能至少使 7 万中国大陆人移居美

国。

澳大利亚不仅有选择地吸收独立移民 , 而且积极地给予留学生以永居或国民资格。如 1987

年以后赴澳的 5 万多名中国自费留学生 , 80 % —90 %获得了永居权。1997 年 , 澳政府进一步规

定 , 凡持有永居权的移民学者 (留学生) 均有资格申请加入澳籍。加拿大自 1995 年开放签证允

许中国大陆人士以技术移民身份移居加拿大以来 , 中国大陆移民与日俱增。2000 年 , 中国大陆

移民加拿大者达 316 人 , 占加拿大全年全国移入民总数的 16 % ; 其中 , 技术移民 215 万余人 , 占

全加技术移民总数的四分之一。[16 ]

在上述典型移民国家争先放宽对移民的限制的同时 , 一向对移民永居权、公民权的发放控制

十分严格的日本和欧洲各主要发达国家 , 也纷纷修改有关法规。日本为了吸引更多的专业人才 ,

近 10 年来不仅对《入管法》等有关政策进行了多次大幅度修改 , 同时在具体操作方法上也出现

重大突破。如从 2001 年开始 , 日本各大著名企业争相直接到中国招聘科技人才。德国于 2000 年

一年内实施两项新法规 : 第一 , 1 月 1 日实施新国籍法 , 有条件地承认双重国籍 , 第二 , 8 月 1

日实行“绿卡”制 , 有高等专科学校信息技术专业学历者和持有德国顾主支付年薪超过 10 万马

克的协议书者 , 均有资格申请“绿卡”。[17 ] 英国对外来移民的“定居”向来控制严格 , 过去 30

年 , 英政府一直拒绝以接收外国经济移民和技术工人移民的方式 , 解决人口老化问题。面对人口

老化问题 , 英国终于放宽移民限制 , 2000 年 9 月开始实行“绿卡”制 , 以吸引技术移民弥补英

国国内技术人才的不足 ; 2000 年 12 月 , 放宽工作签证 , 将工作签证期限由 4 年增至 5 年 , 且英

国大专院校毕业生 , 无需两年工作经验即可在英国直接申请工作签证 , 这将使此类移民增加 4

成。[18 ]

(三) 21 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发展状况与中国人口国际迁移的推力因素

鉴于移民原居住国因素是影响人口迁移的四大重要因素之一 , 以下试通过对 21 世纪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趋势的分析 , 探讨华侨、华人形成的推力因素。

首先 , 至少在 21 世纪上半叶 , 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2000 年 ,“中国 GDP 为 89004 亿人

民币 , 按当年汇率计算 , 首次超过 1 万亿美元 , 成为世界第七个经济总量超过 1 万亿美元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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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但中国有 12 亿人口 , 人均不到 1000 美元 , 刚进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 , 仍是比较贫穷的

国家。中国的现代化 ,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按照目前的设想 , 大约还要 50 年左右的时间 , 即

到 21 世纪中叶 , 才能基本实现现代化”。[19 ]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环境等差距 , 短时期内

尚不能消除。

第二 , 从人口和就业角度看 , 中国是一个人口超级大国 , 面临沉重的就业压力。“截止 2000

年 11 月底 , 中国大陆人口 1216 亿 , 预测在 2035 年左右人口高峰值是 15 亿左右”。“今后 5 年 ,

城镇失业者仍将有 1200 万人以上 , 农村仍将有 1 亿以上的剩余劳动力”。[20 ]

第三 ,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取向看 , 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 中国面临经济结构调整、加

快城市化进程、西部大开发等一系列基本任务的实现。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西部

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 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将被排出。加之 , 随着中国加入 WTO , 单一的中国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将走向全球化。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市场经济相互融入的不断深入 , 中国农村经济

的激变不可避免 , 大量农村剩余劳力将被推出。

上述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客观差距问题 , 人口增长和人口压力问题 , 中国经济发展基本任

务实施过程中不断派生出剩余劳力的问题 , 不仅是促成中国国内人口迁移的巨大推力 , 也同样是

使更多中国人踏上国际人口迁移征程的推力。

(四) 从推拉理论看 21 世纪上半叶发达国家华社的发展趋势

根据上述探讨预测 , 在今后 20 年间 , 每年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赴发达国家的留学生估

计将有 15 —25 万人 ; 如果按 65 —70 %的滞留率计算 , 则每年会有 10 —18 万留学生滞留发达国

家 , 成为华侨华人 ; 每年进入发达国家的技术移民 , 估计会有 15 —25 万人 ; 如果按每个技术移

民带入 115 个家属的比例计算 , 则每年由中国进入发达国家的技术移民及其家属 , 合计可能为

35 —60 万人。也就是说 , 仅留学移民和技术移民 (含相关者) 这两个途径 , 今后每年移居发达

国家的华侨华人 , 估计就可能有 45 —85 万人 ; 如果参照 20 世纪最后二三十年移入发达国家的新

华侨华人中 , 其他身份入境者 (非留学和技术移民) 约占新华侨华人总人口的 50 %左右的比例

计算的话 , 今后 20 年间 , 每年估计有 70 —130 万的中国人合法移民发达国家。

三 　21 世纪上半叶发达国家华侨华人工作面临的新课题

　　世界系统论认为 , 劳动力人口的迁移 , 沿着由世界多数“周边国家” (发展中国家) 向少数

“核心国家” (高度发达国家) 的方向 , 即从南向北地移动。[21 ] 21 世纪 , 国际劳动力人口移动 , 仍

将由南向北地运动。这个过程将进一步加速 , 卷入的人将越来越多 , 科技人才所占比例将越来越

大。在 21 世纪国际人才流动的大潮中 , 发达国家的华人社会 , 将面临比 20 世纪末数十年间更为

巨大的发展和变革。如何为华侨华人在居住国的安居乐业创造条件 , 引导其积极融入主流社会 ,

发挥其在居住国与祖 (籍) 国之间他人难以替代的桥梁作用 , 真正成为有关各国社会的宝贵财

富 , 而不是所谓的包袱等问题 , 是有关各方所面临的共同的重要课题。

(一) 21 世纪发达国家华社自身面临的问题与课题

1. 积极融入并寻求与居住国人民共生共存共荣的华人文化认同

华侨华人应着力主动抛弃自我孤立的心态 , 积极融入主流社会 , 踊跃在当地参政议政 , 勇敢

地捍卫和争取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 , 努力贡献于当地社会 , 服务于居住国和祖 (籍) 国社会的

过程中 , 发展自己的事业、实现自身价值等方面 , 形成共识和自觉。发达国家华社面临的适应、

传承和融入等问题 , 可能更为突出。

2. 确立“老、新、新新”三位一体的观念

今后二三十年间 , 发达国家华社可能呈现为老、新、新新华侨华人“三者并存 , 各自为政”

的格局。这种不同时代背景下形成的华侨华人各为一体的状况 , 与华社谋求整体发展的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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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适应。因此 , 就华社自身的结构与发展而言 , 将首先面临将“三者各为一体”的华社 , 磨合

成“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的问题。打破“各自为政”的局面 , 取长补短 , 互相提携 , 为争取共

同的正当、合法权益 , 为谋求华社长期生存和发展而协同努力的问题 , 将显得日益突出和重要。

3. 加强与居住国政府的沟通和与其他族裔移民团体的协作

有意识地加强与居住国政府的移民、警事、税务、卫生、就业、保险等相关部门的正常联

系 , 与他们保持定期的沟通 , 是减少华社与居住国社会之间的矛盾与误会 , 使诸多问题防患于未

然的必要做法。同时 , 加强与居住国其他族裔移民团体的联系与协作 , 为争取移民的正当、合法

权益而共同努力 , 也是 21 世纪是华社健康发展的必要举措。

(二) 中国政府对发达国家侨务工作所面临的新课题

1. 对华社迅猛发展之势须予以足够的重视并有相应的有效对策

以第一代移民为主体的发达国家华社 , 与东南亚传统华社相比 , 与祖 (籍) 国的关系更为直

接和密切 , 对祖 (籍) 国的依存度更高 , 也更需要祖 (籍) 国的关怀、引导和扶持。中国政府的

侨务部门 , 特别是驻发达国家使、领馆领事侨务部门 , 将首当其冲地面临工作量、工作对象、工

作内容等诸多新情况的挑战 , 必要的工作调整迫在眉睫。

2. 借鉴他国经验、发挥自身优势 , 大力回收海外优秀人才为国服务

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 ,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所形成的魅力的增强 , 随着中国人口流出量的

增大 , 21 世纪中国留学人员及华侨华人回流量将倍增。根据本国特点 , 借鉴各国经验 , 科学、

合理地回收更多的海外人才 , 直接或间接地为中国“三大任务”服务 , 是 21 世纪中国侨务工作

肩负的艰巨而重要的任务。积极回收本国在海外侨民中的优秀人才为本国服务 , 是国际上的普遍

做法。以高薪吸引人才 , 为海外留学人才提供回国创业的舞台 , “不求所有 , 但求所用”的国际

合作等方式 , 均是国际社会较为普遍的作法 , 是被众多国家的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捷径 , 值

得中国认真借鉴。相对于各发达国家为争夺人才的高昂资金投入 , 无疑中国处于绝对弱势。但从

另一个角度看 , 作为回收人才的中国 , 熟悉的文化和社会背景魅力、“存在感”的诱惑力、使命

感的感召力 , 均是作为吸收他国人才的发达国家所不具备的。如何扬本国之长 , 避他国之短 , 发

挥回收国在争夺人才战中的优势 , 科学、有效地开展人才回收工作 , 是 21 世纪侨务工作中面临

的一大重要课题。

3. 加强与华侨华人居住国政府有关部门的沟通与协作

随着华侨华人的大量增加 , 华侨华人与居住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摩擦会相应增加 , 各种关系

可能更为复杂 , 华侨华人祖 (籍) 国政府及其居住国政府有关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作将日益重要

和必要。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与华侨华人居住国相关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与合作 , 将成为 21 世

纪妥善解决华社与居住国社会摩擦的必要和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

(三) 21 世纪初华侨华人居住国政府面临的课题

大量外来移民涌入 , 可能会给当地社会带来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通过各种政策、法规 , 积

极营造与移民共生、共存、共荣的社会氛围 , 是 21 世纪各移民接收国政府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移民问题十分复杂 , 居住国因素是决定性因素。总体而言 , 居住国因素可分为“人为”和

“非人为”两大类。对于居住国固有的民族、宗教等“非人为”的不利于某些移民生存与发展的

因素 , 短时期内是难以或根本不能改变的。但对于“人为”因素 , 如法律、政策等 , 则是完全可

以通过理智的方法不断改善的。其实 , 正是这些“人为”制定的政策、法规 , 才往往是左右移民

命运的决定性因素。如居住国在制定和完善有关政策、法规的过程中 , 有意识地减少或尽可能地

避免制造矛盾 , 为移民提供宽松、公平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 积极营造适合于本国人民与外来移民

共存、共生、共同发展的融合的社会氛围 , 那么 21 世纪 , 中国人移民发达国家的行为 , 才会有

可能获得三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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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人口迁移的流量和流向 , 取决于原住地因素、迁入地因素、中间阻碍因素和个人因素 , 取决

于拉力和推力的相互作用。21 世纪上半叶 ,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 发

达国家劳动力人口的骤减和科技人才需求的激增不可避免 , 发达国家将以更大的拉力 , 更大规模

地吸收经济移民、技术移民 ,“核心国家”对“周边国家”技术人才的拉力将空前巨大。中国作

为发展中国家 , 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社会、经济、环境等差距至少 50 年内不会消失 ; 随着中国

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 更多剩余劳力将被释放出来 ; 这无疑将成为

21 世纪上半叶 , 促使更多华侨华人产生的推力。各发达国家限制科技移民的政策、法规等中间

阻碍因素在急速减少 , 各国政府竞相制定优惠政策、尽力引进科技人才将蔚然成风 , 这一切均将

成为新世纪更多华侨华人大量形成的决定性促因。20 世纪美国“引进外籍人才 , 建设自己家园”

的成功经验 , 将在 21 世纪得到世界范围的空前推广。全球人才争夺战将达白热化程度。

21 世纪 , 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相互融入程度的不断加深 , 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多领域交往

将更加频繁 , 中国与外界的人员往来将更加密切 , 中国人的海外移民量将持续增加。发达国家将

是他们的主要落脚点。中国将成为某些主要发达国家最强劲的移民来源地之一。

根据过去二三十年发达国家华社发展状况预测 , 今后二三十年 , 由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移

居发达国家的新新华侨华人可能达 1400 万 —2600 万人 , 加上原有的 600 —700 万人 , 发达国家华

社人口可能达 2000 —3000 万人的规模。如考虑东南亚华人再移民因素等不测因素 , 发达国家华

社的人口规模可能会更大。要实现使中国人的海外迁移行为成为对华侨华人自身、对居住国、对

祖 (籍) 国三者均有利的三赢的目标 , 需要三者的共同努力 , 也是三者面临的共同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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