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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华人在丹麦的移民历史和生活情况”讲座综述
2005 年 1 月 7 日 , 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和中国华侨历史学会邀请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亚洲

研究系朱梅 (Mette Thun <) 博士发表题为“华侨华人在丹麦的移民历史和生活情况”的演讲 , 分

析和报告华侨华人在丹麦的生活现状、人口概况、移民历史以及丹麦华侨华人在当地的经济活动

和发展趋势等。

朱博士指出 , 学者们通常强调中华文化是东南亚华侨华人成功的重要因素 , 华侨华人特有的

勤劳、朴素与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 是他们在海外赖以谋生和发展的基本信念 ; 正是因为

中国文化和中国语言 , 华侨华人很容易适应国外的新环境 , 在工作方面取得成功。但文化因素却

不能用来解释丹麦华侨华人的历史与现状。虽然他们在北欧地区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 , 但是

通常在各方面他们都属于社会的底层 , 高福利国家的华侨华人很难发展 , 因此不能把中国文化看

作华侨华人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朱博士认为 , 丹中两国在近代历史上很早就有了人员往来和经贸联系 , 中国居民向丹麦的迁

移和定居开始于二十世纪初期。当时由于战争等原因迫使一些中国海员滞留在丹麦 , 后来又有一

些杂技团和参加巴黎世界博览会的中国人在丹麦定居了下来 , 他们做苦工 , 经营小买卖 , 并与当

地人通婚生子 , 开启了中国人向丹麦移民的漫长历程。现在 , 定居在丹麦的华侨 (不包括华人 ,

不包括印支和港、澳、台华侨) 大约有 7000 人 , 其中年轻人占多数 ; 华人人数约有 500 到 700 人

(丹麦统计局没有专门统计数据) 。在这些华侨华人当中 , 只有 10 %的人独立经营公司 , 三分之

一的人当雇工 , 三分之一的人在丹麦的劳动市场根本没有注册 , 也从未交过税。而在从事的行业

中 , 约有一半的人在餐厅工作 , 只有 20 %的人经营小生意。

朱博士指出 , 和大多数海外华侨一样 ,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丹麦华侨开始经营中餐馆 ; 80 年

代以后 , 凭借血缘和地缘关系 , 大量浙江青田和福建福州的中国人来到丹麦 , 他们大都加入了经

营中餐馆和自助餐馆的行业。据估计 , 上世纪 80 年代丹麦大概就有几百家中国餐馆 , 市场占有

率已趋饱和 , 这造成经营者利润降低 , 生意难以发展。但是 , 华侨经营者要想转业或转产也并非

易事 , 由于丹麦等北欧国家严格限制新移民进入进出口贸易和生产领域 , 加上 90 年代以前的移

民大都来自中国贫困地区 , 文化素质不高 , 缺乏专业技能 , 在丹麦这样的高度发达国家很难谋取

到体面的工作。

朱博士特别介绍了高税收政策对华侨华人经济实体的不利影响。由于丹麦是一个高福利的国

家 , 企业和个人要向政府交纳很高的税 , 一般是年收入的一半甚至达 60 %。这样 , 高税收政策

使华人难以完成企业发展所必须的资本原始积累 , 尽管很多华人拼命工作 , 但中华文化的优势并

不能帮助华侨华人在丹麦实现经济上的成功。

朱博士指出 , 丹麦独特的政治和经济特点使华侨华人族群经济面临着饱和的窘境。要全面了

解华侨华人的生活和根源 , 最重要的就是研究和分析他们的移民历史、教育水平以及他们面临的

社会结构和国家政策。

朱梅博士是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新任秘书长。这次演讲是朱博士《丹麦华侨华人百年历

史》博士论文的一部分 , 融学术理论与实地调查于一体 , 有助于人们系统了解丹麦华侨华人的状

况 , 引起听讲者的浓厚兴趣和热烈讨论。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顾问萧岗 ,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华文学院的有关专家

学者以及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的全体人员和中国侨联机关的有关人员出席了本次讲座。讲座

由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秘书长林晓东女士主持。(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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