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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影响后计算得到的，一般的，假设有k

（k>2）个变量 1x ， 2x ，... kx ，则任意两

个变量 ix 和 jx 的g（g ≤ k-2）阶样本偏相
关系数公式为：

式中右边均为g-1阶的偏相关系数，

其中的 1l ， 2l ...， gl 为自然数从1到k除了i和

j的不组合。

4.实例分析

为了对于人误原因的交互影响分析，

对某个印刷厂的连续12个月的人因失误归属

原因做了可重复归属的统计记录，如表1：

利用spss统计软件可得到排除其它因

素任意两个因素的偏相关系数如表2：

5.结论

表2表明：(1)绩效考核和薪酬设计与

管理的偏相关系数达到最大，达到0.933，

高度相关。且在置信水平0.01的情况下较为

显著，这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着较强的互动作

用，即在绩效考核出现问题的情况下，薪酬

设计与管理方面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也随之加

大，随之引起人误。因此，在做出预防人误

的措施时，应将绩效考核和薪酬设计与管理

相结合来考虑；(2)组织结构与绩效考核、

薪酬设计与管理之间的偏相关系数分别为

0.553、0.621，显著相关。此外工作流程与

组织文化之间的偏相关系数为0.600，在置

信水平0.05的情况下显著相关。表明只有组

织结构比较完善，相应的绩效考核和薪酬设

计与管理共同引起的人误才会降低；(3)组

织文化与员工招聘，员工培训之间的偏相关

系数分别为：-0.728、-0.542。即员工招聘

与员工培训的质量越高，在所有员工中形成

强有力的组织文化就越难。这就要求我们在

分析引起人误的原因时，应达到员工招聘、

员工培训与组织文化之间相平衡。

表2 各因素的偏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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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4 -0.079 0.553 0.621* 1 0.125 -0.354 0.429

工

作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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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4 -0.395 -0.079 0.078 0.125 1 0 0.600*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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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3 0.447 -0.224 -0.329 -0.354 0 1 -0.485

组

织

文

化

-0.728** -0.542 -0.108 0.027 0.429 0.600 -0.485 1

*置信水平0.01（双边检验）；**置信水平0.05（双边检验）

在大型的复杂系统中，非技术因素

相对于技术管理因素对人误的影响较大，

要降低人误的发生概率必须从组织各因素

着手，选择偏相关系数较大的因素进行改

善，以达到各因素改善的相辅相成，从而

有效的降低人误概率，并为系统安全运行

的预测分析提供相应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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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华人和爱尔兰移民比较
□刘  翠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  100089）

摘  要：随着中国的日渐强大，华人移民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近年来，在美国的华裔和其他亚裔移民一起，被称作“模范少数民族”，其实就是得到了众人肯定的。本
文将华裔移民和另外一个近年来崛起的国家——爱尔兰的移民相互对比，指出两国早期移民在美国都有相似的经历，后来各自主要在学术和政界取得了成就。这反映了两国移
民不同的政治敏感性和觉悟，爱尔兰移民在政界的成功对华裔移民是有其参考价值的。 
关键词：爱尔兰移民；华裔移民；政治成就

爱尔兰裔移民和中国裔移民作为美国
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诸多的共同经历和
鲜明的不同之处。早期的爱尔兰裔移民和中
国裔移民都曾经受到歧视，被主流社会所排
挤和打击。二者在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后，取
得的成就却是截然不同的。两者在美国的社
会地位都有了巨大的改善，爱尔兰人经济上
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爱尔兰裔移民后代更
多的是在政界崭露头角。而华裔移民，作为
亚裔移民中重要的一分子被称作“模范少数
民族”，但是，在政治参与和成就上，中国
移民仍有不足，想要在美国社会赢得更多的
认同和更好的地位，中国移民应该向爱尔兰
移民学习，加强对政治的参与。

1.早期移民的窘境
在1820到1880年期间，美国奉行自

由移民的政策。爱尔兰有两百多万人移居
到美国，中国人数相对较少，为二十多
万人。爱尔兰移民大量涌入美国是因为天

灾引起的农业歉收。自17世纪以来，英国
一直对爱尔兰人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占
领了爱尔兰绝大多数的土地，爱尔兰人只
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当远在英国本土的地主
们的佃农。爱尔兰的农业以马铃薯种植为
主，种的谷物只够交地租。一旦马铃薯歉
收，就会造成饥荒。1845到1849年间，爱
尔兰全境内发生了马铃薯枯萎症，全国大
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死于饥饿。幸存者纷纷
离开家园，寻找生机。

中国早期的美国移民潮主要是在1848
年加利福尼亚州发现了金矿后，随着淘金
热兴起的。“金山”的吸引是一个很大的
“拉力”，但当时中国的国情也是很大的
“推力”。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
策，中国没有工业，官吏腐败，农民饱受
剥削甚至到了民不聊生的境地。在这样的
情况下，大量的沿海青壮年怀着一夜暴富
而后衣锦还乡的“金山”梦来到了美国。

初到美国的爱尔兰移民和中国移民
大多并没有实现他们的梦想。由于早期移
民大多在国内时已经生活贫困，越洋旅费
已经要倾其所有。大多数爱尔兰移民都停
留在他们最初登陆的大西洋沿岸的口岸城
市。约有一百万爱尔兰移民聚居于纽约、
新泽西、新英格兰、宾夕法尼亚等州。虽
然也有不少人移居中西部各地,但绝大多
数依然群居城市之中,尤其是工业化程度
较高的城市。这主要是因为爱尔兰移民没
有钱购买土地耕种，而且一旦到美国就再
没有余钱，急切的需要工作。城市里工作
机会比乡村要多。此外，由于早期美国乡
村人口稀薄，宗教组织不健全，尤其是爱
尔兰信奉的天主教更是无处可寻。但是，
缺乏工厂里从业的经验，又中断了与土地
的传统纽带，爱尔兰移民很难在美国城市
找到合适的工作，不得不做苦力。收入低
微，工资少到一个工作日只有50美分，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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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还不足以养家糊口。
19世纪时，对很多中国劳工来说，移

居美国实际上是有组织的契约劳工进口交
易。早期移民通常是掮客和包工头牵线，
与爱尔兰移民相似，由于缺乏资金他们常
常通过组织严密的信用贷款或者亲友、家
人资助来支付越洋费用。到达美国后，急
需工作来支付自己的开支并寄钱给远在中
国的家人。这些劳工多半被发配到金矿劳
作，后来随着跨洲铁路的修建，又到铁路
公司当建筑工人，做的都是苦力的活。

2.歧视与斗争
爱尔兰移民聚居于城市之中，却又

缺乏工业方面从业的经验和技能。没有体
面的工作，许多人只能拥挤地群居于贫民
区。1949年波士顿发生霍乱，病人几乎全
集中在爱尔兰人居住的街区。窘境之中，
不少爱尔兰人沉溺于酗酒，斗殴，犯罪现
象严重。此外，由于爱尔兰人多是天主教
徒，美国新教徒中的宗教偏执狂认为爱尔
兰人是罗马教皇的代理人，因而横加排
斥。爱尔兰人的境况连黑人都不如，从事
着黑人也不愿意干的艰苦、肮脏和危险的
苦力。正因为爱尔兰移民对工资要求低，
资本家干脆整体削减了劳工的工资，使得
其它族裔的劳工更加仇视爱尔兰移民。这
也恰恰是后来华裔移民的遭遇。有很长一
段时期，报纸招聘广告中几乎都有“不要
爱尔兰人”的字样。

华工的境况更加凄惨，做着最苦的
活，拿着最低的工资，而且受到社会广泛
的排斥。针对华工的诸如杀害，爆炸和焚
烧之类的暴行早在1849年就曾经在加利福
尼亚矿区出现。1866年旧金山出现了第一
次大规模的反华暴乱，白人工人打死华工
1人，打伤15人。

从19世纪60年代起，华工大规模进入
太平洋铁路的修建。担任太平洋铁路修建
东段任务的主要是3.8万名爱尔兰工人，
担任西段铁路的主要是1万多名华工。东
段多为平原地区，而且有密西西比河作为
运输动脉。西段多为险峻山区以及沙漠高
原。西段原来也是雇佣爱尔兰劳工，做了
两年，只铺了50英里，而且越来越多的爱
尔兰劳工认为工资太低，纷纷罢工或者离
开。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承包商才试着
雇佣了华工。华工不仅工资低，而且没有
人身保险，因为他们都是只身来美国，铁
路当局根本不承担对工人家属的义务。在
铁路建筑过程中，华人死了多少，根本无
记录可查。但是爆炸、雪崩、塌方等事故
频频发生。因雪崩而被埋在雪里的工人，
一直等到来年雪化了尸体才被发现，手里
还握着铲子保持着挖掘的样子。

恶劣的工作环境以外，在工资方面华
工也倍受歧视。当时付给白人劳工的工资
是每人每月35美元，另供给食宿。付给中
国劳工的工资是每人每月26美元，而且食
宿自理。

但是，让人惊讶的是，华工几乎没有
任何反抗也没有发生过大的暴力事件。1867

年工人曾经组织了一次罢工，没有造成任何
暴乱或者伤亡，工人们只是呆在帐篷里拒
绝出工而已。一切井井有条，派出了代表谈
判。而白人承包商迅速的采取了行动，切断
了食物供应，就这样，华工们就妥协了，重
新开工。连承包商都“崇拜”说，从来没见
过像中国人这样井井有条的罢工。 

同样是遭受剥削的工人，爱尔兰劳
工却也和承包商一样歧视华工。施工的后
期，东西路段几乎结合，爱尔兰工人时常
用侮辱性词汇称呼华工，用石头掷华工。
这种种族歧视在19世纪80年代到达了顶
峰。排华逐渐成为时尚，先锋就是一个爱
尔兰移民——丹尼斯·基尼。1877年他在
加利福尼亚组织了工人联合会，并将“中
国人必须滚开”当作口号。继加州的各种
排斥华人的规定之后，1879年美国众议院
通过了《先知华人移民》的议案，规定任
何一艘船装运中国籍旅客超过15人为非
法。这一议案虽然最后被总统否决，自
1882年开始一系列的《排华法》却将中国
几乎完全隔绝于美国之外长达60年之久。

虽然当时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使得华工
没有能力从法律上保护自己，但是，从中
也可以看出，华工缺乏政治上的团结和敏
感性。

3.融入美国社会

美国南北战争后，南部进行复兴建
设，美国全国也进入了工业大发展的时期。
劳动力的缺乏给移民们提供了工作机会。

爱尔兰人在祖国就饱受压迫之苦，
在美国又受到不公平的排斥，这些经历使
得爱尔兰人的政治意识特别强烈。他们不
满足于经济境遇的改善，认为只有政治
上的强势才能保障他们的权益。除了组织
工会，与资方谈判，改善工人的生活工作
条件，爱尔兰人在选举中也充分发挥团结
精神。早期移民到达美国后，先来的移民
都会帮他们安排住宿、工作。管理他们的
“老板”会在选举日时，将这些工人的选
票统一投出去。虽然是不合法的行为，但
是确实能利用手中选票使得为自己谋利益
的政党执掌权柄。

早在1828年大选亚当斯和杰克逊的对
抗中，爱尔兰人就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纷
纷将选票投给杰克逊这位“穷苦的爱尔兰
移民的宠儿”，使得他获胜。并且在1832
年大选中再次确保了杰克逊的胜出。此
外，爱尔兰移民对民主党情有独钟，并在
民主党内形成一定的势力。由于爱尔兰移
民中浓厚的政治气氛，以及他们对论辩口
才的重视，加之天生会英语的优势,爱尔
兰人从容地进入了美国政治。到20世纪，
尤其是一战后，第三代、第四代爱尔兰移
民当选联邦各级议会议员，州长、大使等
各部门要职的人数逐渐增多。国会中爱裔
议员数一度是其他所有族群议员数总和的
一倍以上。马萨诸塞的肯尼迪家族，就是
爱尔兰天主教徒。但是族中出了大使、部
长、参议员，乃至于总统—约翰·肯尼迪
赢得1960年总统大选胜利入主白宫，彻底

消除了美国人对爱尔兰移民，以及天主教
徒的偏见。而且，在美国受大众欢迎的第
40任总统罗纳德·里根同样具有爱尔兰血
统。

而华人移民的成就却主要是在教育
和科技方面。19世纪后期，《排华法》施
行以后，华人不再能进入美国。在美的华
工只有一部分回到了中国，其他人要么是
没有返程的旅费要么是觉得没有衣锦还
乡，不愿意回国。这些留在美国的早期移
民在太平洋铁路修成后，几乎都立刻成为
了无业人员。开始往美国东部迁移，寻找
着就业机会。没有资本，华工仍旧只有出
卖体力，或者从事其他族裔都不愿意做的
劳工。比如白人不愿干的卖大力气的洗衣
工，清理厕所，和农奴差不多的农场工人
和开小餐馆的小业主。

随着第二代，第三代移民的出生，
虽然人数不多，以及后期进入美国的有较
高文化水平技能工人数量的增加，20世纪
80年代，华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发生了
重大的转折。美国新闻署1984年发表了一
篇文章，说科学、技术、工程、教育和卫
生是华裔的传统职业，他们正在“转向商
业、政治、艺术和新闻这些流行职业”。
言下之意是后面提到的这些领域是华裔涉
足较少的弱项。华人的参政意识一直都不
强。这和华人重视家族的传统有很大关
系。再加之美国主流社会一直以来的种族
歧视，华人参政的道路也非常艰辛。

4.总结
爱尔兰移民和中国移民在美国的初期

遭遇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不管是经济上的窘
迫还是社会生活中受到歧视，都有过艰苦的
奋斗历程。面对社会的不公，爱尔兰移民做
出了更积极和强硬的反应，争取自己的权
利。并且组织起来，通过选举等手段，改善
爱尔兰族裔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而中
国移民却更倾向于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社会
问题，成就主要集中在学术界。 现实情况
是，在美国，少数民族不管在学术上还是在
经济上，即使有很强的实力，如果没有政治
力量，是不能应付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的。
华人在参政意识和行动上应该更加积极，才
能更好的保护族裔的权益，真正融入到美国
主流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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