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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抽取 CSSCI( 2000 － 2009) 有关华人华侨方面的论文，对近 10 年我国华人华侨方面的学术研究

作简单的文献计量学分析并绘制相关主题词的关联图，可知华人华侨研究的热点，同时也表明我国华人华侨方面

的研究仍然不够深入，需要进一步扩大华人华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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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所谓华侨，就是指侨居国外的中国人。中国人移居海外的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距今已有两

千多年，其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古代移民、劳工移民、限制性移民和开放性移民①。
改革开放初期，针对“海外关系复杂论”，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海

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此后，政府开始大力支持华侨归国，国务院侨办自 2000 年 9 月

在中国青岛召开“2000 年世界华人论坛”，现已成功举办了 5 届，共有工商、科技、金融界逾千位海外知名华

侨华人代表出席。“论坛”以高层次的海内外代表和高端的专业视角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受到了中国

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②。中国新闻课题组自 2008 年开始发布上一年度的《世界华商发展报告》，该报告旨在

研究世界华商的发展状况，主要内容包括世界华商总资产情况的评估、经济发展特点，并佐以详实的数据和

丰富的案例③。根据报告可知，到 2008 年，全球华侨华人约有 4800 万，仅比 26 个国家的人口总数低④。外商

投资企业已经成为了中国内地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商投资对 GDP 的推动作用多达每年 2 个百分点，

国内实际利用外资( 存量) 占 GDP 的比重达年均 30%以上，而在整个外资比重中，海外华人和港澳台同胞投

资中国大陆的企业占所有外资企业总数的 70%多，占所有实际海外投资总金额的 60%多⑤。
学术研究方面，暨南大学图书馆的徐云曾多次做华侨华人研究方面的统计工作，其中 2007 和 2010 年 2

次利用引文分析方法分析 CSSCI 数据，阐述了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情况，但受条件限制其使用的数据范围或研

究对象不够广泛⑥⑦。而在著作方面，程希讨论了 2001 － 2006 年间中国华侨华人研究论著方面的概况⑧。目

前，华人华侨研究普遍存在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理论研究多、实证研究少，引证文献范围狭隘，引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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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且集中的缺陷⑨，统计文献情况时多使用引文分析方法及内容分析法，对其他文献计量工具的使用涉及较

少。
本文旨在通过定量研究的方法，应用文献计量工具，重点研究近 10 年来华人华侨研究的热点和各主题

之间的关系。至于华侨的概念和内涵，虽然学术界也有过讨论和延伸，但目前仍有部分群体难确定是否归属

到华侨当中⑩，本文研究对象主要指主题中包含华人华侨字段( 含海外华工，归侨等) 的核心论文，对其概念

范畴不做详细探讨。

表 1 国内专注华侨华人研究的部分期刊一览

刊 名 主 办 单 位 发行周期 备 注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 季刊 CSSCI 核心期刊

八桂侨刊 广西华侨历史学会 季刊

海内与海外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 月刊

侨务工作研究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双月刊

侨园 辽宁省外事侨务办公室

辽宁省人民政府侨务
办公室

月刊

华人时刊 江苏省政府侨办 月刊 原名《江海侨声》

华商 湖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 半月刊
原名《侨 声》，近 期 未
见出版

华文教学与研究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 季刊

华文文学 汕头大学 双月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江苏省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

季刊

二、数据概述

从 CNKI、万方、CSSCI 相关来源和引文数据来看，我国专门针对华侨华人研究的学术期刊并不多( 表 1) ，

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华侨

华人历史研究》，它也是本领

域唯一入选 CSSCI 来源期刊

的刊物。除此之外，《侨务工

作研究》、《八桂侨刊》、《海

内与海外》作为 CSSCI 统计

源刊物也多发学术性文章。
《华人教学与研究》、《世界

华 文 文 学 论 坛》、《华 文 文

学》主要讨论文学、语言、华

教类主题，其 他 如《侨 园》、
《华人时刊》、《华商》等期刊

则主要偏重于宣传报道。尽

管《东南亚研究》、《世界民

族》、《暨南学报》( 人文社科版) 等期刊也大量刊发华侨华人方面的论文，但总体而言，华侨华人研究的发表

阵地并不广泛，而诸如《侨史学报》、《广州侨史》、《汕头侨史》等地方侨办主管的刊物由于人员、财务等问题

则已经基本不见踪影。其他大量期刊性资料一般是一些侨讯及地方侨刊，如《中国侨联工作》( 中国侨联，月

刊) 、《华侨华人资料》(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双月刊) 、《中山侨刊》( 中山市侨务局，双月刊) 等，主要发布有关

简讯、动态，学术影响不大。

图 1 CSSCI 收录( 2000 － 2009)

华人华侨来源文献数一览

2000 － 2009 年十年间，CSSCI 数据库收录华人华侨

相关来源文献合计 1673 篇，2004 年达到最高( 图 1) ，分析

原因发现，2004 年发生了几件侨界的大事: 《中华人民共

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实施办法》于 2004 年开始施行;

华侨华人在外遭受安全威胁频发———如赵燕在美被打、中
国工人伊拉克被绑、中国同胞耶路撒冷自杀性爆炸中被无

辜炸死、中国工程师在巴基斯坦命丧荒野、中国援建阿富

汗工人惨遭杀害等引起了国内媒体、社会的广泛关注;

2004 年美国大选，4 名华裔参选者获胜成为新议员或获得

连任，这使得华侨研究内部掀起了一股小的热潮。近几年

发文量则相对平稳，每年大概 170 余篇，相对于 CSSCI 现在每年近 10 万篇的来源文献数，华人华侨研究属于

比较冷门的研究领域，值得广大华人华侨管理服务机构及学者注意。
通过期刊统计得出，1673 篇论文涉及 284 种 CSSCI 来源刊物，近 10 年合计发表涉侨文献大于 10 篇的核

心期刊 24 种，前 5 种就占了发文总数的 47% ( 表 2) 。其中，《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作为侨务类唯一的核

心期刊，研究主题涉及华人华侨的各个方面，主要内容是东南亚、美国、马来西亚华人华侨研究及国内侨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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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CSSCI( 2000 － 2009) 累计发表涉侨文献

超过 10 篇的期刊

期刊名称
发文
数量

期刊名称
发文
数量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430 外国文学研究 15

东南亚研究 157 东南亚纵横 14

世界民族 90 国外文学 14

暨南学报( 人文社科版) 53 中国比较文学 14

南洋问题研究 52 学术研究 13

当代外国文学 34 当代文坛 12

当代亚太 25 读书 12

亚太经济 23 求索 11

厦门大学学报( 哲社版) 18 史学月刊 11

外国文学 17 思想战线 11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
社会科学版)

15 当代中国史研究 10

世界历史 15 南方人口 10

展研究;《东南亚研究》涉侨内容主要包括印度尼西

亚、东南亚、马来西亚等地华人华侨的教育、经济、
参政等问题;《世界民族》则关注美国、马来西亚、东
南亚、缅甸等地华人华侨的族群问题、民族关系等;

《暨南学报》( 人文社科版) 作为高校学报，其涉侨内

容主要围绕华人文学、移民文学、华人教育等主题

展开;《南洋问题研究》同《东南亚研究》类似，相关

主题主要围绕南洋地区的华人华侨展开，包括移民

史、民族关系等等( 表 1) 。
研究机构方面，全部 1673 篇文章涉及机构约

340 余个，作为第一机构发文超过 10 篇的机构有 23
个( 表 3) ，其中包括国内高校 16 个( 含香港大学) ，

说明高校是华人华侨研究的主要阵地，其中暨南大

学和厦门大学遥遥领先，占全部发文的三分之一。
研究所及社科院单位 5 个，国外研究单位也有 2 个: 新加坡国立大学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前者的

领军人物主要是澳洲华侨、著名学者王赓武教授，他先后任教于马来亚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香港大学和

新加坡国立大学，对东南亚华人研究有精辟的见解，是研究东南亚史与华人史的权威，此外新加坡国立大学

中国研究系、东亚研究所的黄贤强、刘宏( 目前在英国工作) 等也是新加坡华人华侨研究的重要学者; 后者的

领军人物主要是社会学系的周敏教授等，主要研究当代美国华人的相关问题。
在主要研究学者方面，发文超过 10 篇的有 20 人，来自厦门大学、暨南大学的各有 6 人，占了较大的比重

( 表 4) 。
表 3 CSSCI( 2000 － 2009) 华人华侨相关主题主要发文机构

机构名称
发文
数量

机构名称
发文
数量

暨南大学 352 南京师范大学 16

厦门大学 206 华南师范大学 15

北京大学 58 山东大学 14

中山大学 44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
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14

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
究所

41 福建师范大学 13

福建省社会科学院 29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
历史研究所

13

南京大学 28 上海社会科学院 12

华中师范大学 24 北京师范大学 10

华侨大学 2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
大学

10

四川大学 21 清华大学 10

复旦大学 18 香港大学 10

新加坡国立大学 18

表 4 CSSCI( 2000 － 2009) 华人华侨相关主题高产作者

作者单位 作者名 发文量 作者单位 作者名 发文量

厦门大学 李明欢 22 厦门大学 曾玲 12

厦门大学 庄国土 21 厦门大学 范宏伟 11

暨南大学 廖小健 16 福建省社会科
学院

林勇 11

北京大学 李安山 15 暨南大学 蒲若茜 11

暨南大学 张应龙 15 厦门大学 沈燕清 11

中国华侨华人
历史研究所

程希 14 山东大学 黄万华 10

暨南大学 高伟浓 14 中共中央党史
研究室

任贵祥 10

华中师范大学 李其荣 14 暨南大学 温北炎 10

广西民族大学 郑一省 14 暨南大学 许梅 10

厦门大学 聂德宁 13
中国社会科学
院民族学与人
类学研究所

曾少聪 10

三、主题分析

关于华人华侨的研究涉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其中管理学、政治学、历史学方面的研究位列

前三，十年来累计发文均超过 200 篇( 见表 5) 。综观各学科，研究主题互有交叉，也有所侧重，管理学主题主

要涉及侨务政策、新移民、家族企业、学科建设等等，政治学主题主要有民族关系、移民政策、国籍问题，历史

学方面涉及抗日战争、华工问题、移民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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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大量论文关键词标注不规范，本文对相关文献的关键词做了初步的合并处理，如“华侨华人”、“华人华侨”统一为“华

人华侨”，等等。
Ⅱ 由于关键词“华人华侨”出现频次远超其他关键词，且本文数据中的论文几乎都是围绕华人华侨的，为避免该条数据影

响分析，在建立共现矩阵时，不考虑关键词“华人华侨”。

表 5 CSSCI( 2000 － 2009) 华人华侨相关论文的学科分布

学科名称 发文数 学科名称 发文数 学科名称 发文数

管理学 488 外国文学 45 体育学 11
政治学 226 中国文学 40 马克思主义 8
历史学 208 文化学 34 其他学科 7
经济学 117 宗教学 31 哲学 6

社会学 106 图 书 馆、情 报
与文献学

28 社会科学总论 5

民族学 89 语言学 13 人文、经济地理 5
新闻学与传播学 80 艺术学 11 考古学 3
教育学 69 法学 11 心理学 2

表 6 近 10 年核心期刊中出现频次高关键词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华人华侨 1215 侨乡 46 国际移民 31 宗教 24
美国 136 经济 40 华文教育 30 全球化 23
移民 130 文化 40 侨务工作 29 人口研究 23
东南亚 128 新加坡 39 华工 28 日本 23
华人文学 112 中国文化 38 家族企业 26 澳大利亚 21
马来西亚 74 社团 34 书评 25 企业 21
印度尼西亚 63 族群 34 教育 24 华商 20
侨务政策 57 俄罗斯 33 缅甸 24
侨史研究 55 美国文学 33 文化认同 24

表 6 列出了近 10 年核心期刊论文

中出现频次较高的关键词Ⅰ，我们可以

看出研究大体有这样几个大领域: 一是

不同地区的华人华侨研究，关键词中包

括大量国家名称，如美国、马来西亚、印
度尼西亚等，这些也是我国华侨分布比

较多、历史久的地区; 二是文学文化问

题，涉及有关文艺作品中的华人形象研

究、海外知名华人作家，如汤亭亭、谭恩

美等作品研究; 三是华文华侨教育问

题。
为了更清晰了解华侨华人研究的

主题关系，我们建立了以上高频词的共

现矩阵Ⅱ，利用 SPSS 绘制多元尺度分析

图( 图 2 ) ，利用社会网络可视化软件

UCNet 和 NetDraw瑏瑡绘制高频词的网络

图( 图 3，线的粗细代表共词频次的高

低) ，从中可以发现华人华侨研究的主

题分布状况:

图 2 华人华侨研究主题的多元尺度分析图

从图 2 的多元尺度分析来看，几个象限的划分代表了国内华侨华人研究的几个主导研究方向: 即华人文

化方面、移民研究、东南亚华侨华工研究及华商企业研究等。在多维网络分析中，词的位置显示了主题关系

紧密性，主题紧密的词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学科研究的类别，越在中间的词中心度越高，表明与它有共现关

系的词越多，在学科里的位置也就越核心。从图 3 可以看出，移民、东南亚、侨史研究这三个主题处在中间位

置，它们是中心度比较高的主题，意味着相对而言这 3 个关键词同更多的关键词有共现关系，即华侨的研究

中对东南亚华侨的历史及移民状况是华人华侨研究的中心内容和未来的研究热点。尤其是主题“侨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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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和表 6 中大部分关键词有现关系，表明国内对于华人华侨各方面的历史研究比较全面; 从连线的粗细可

以明显看出，华人文学同美国之间的强度最大，标明有关华人文学的研究主要是对美籍华人华侨作家作品的

研究，如对知名作家汤亭亭、谭恩美等有关作品的分析等。有关移民的研究主要是中国移民问题，其中也有

不少文章深入研究新移民的动向，如张秀明的《国际移民体系中的中国大陆移民———也谈新移民问题》，朱美

荣的《福建省新移民问题剖析及相关政策初探》等。从图 3 来看，主题俄罗斯同移民之间关系密切，表明有关

华人移民俄罗斯的研究是近期移民研究的一个热点。

图 3 华人华侨研究主题的共现关系图

四、结 束 语

本文以大量数据为支撑，发现华人华侨研究领域偏低的发文量、核心期刊数量的稀少和发文机构表现相

差悬殊是导致目前华侨华人研究领域不够兴盛和专深的直接原因。本文通过指出研究热点和主要的研究方

向，希望可以为未来相关主题研究的深入，机构研究实力的加强起到一定的指引作用。
尽管华人华侨研究还有低水平重复和创新能力不足、急功近利的研究态度、第一手资料掌握不足等软

肋，但只要依循“国力助侨”的方针，遵循研究为侨服务的思想，紧跟研究热点及重点，华人华侨研究必能有所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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