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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65 年，美国国会通过新移民法案，取消族裔人口比例配额，每国均享有每年两万名移民配

额。新法案执行之后，取消了歧视亚裔的旧移民政策，华人移民随之激增，华人社会的多元化趋势也日渐明

显。本文拟从移民来源、移民类型、经济和职业上的多元化等方面来探讨美国华人社会的多元化趋势及产

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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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美国华人一直是华侨华人研究中

的一个重要课题，但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美国华

人参政问题、华人经济地位的变化、华人移民政策

的变迁等方面，对美国华人多元化问题的研究相

对比较薄弱，尤其是关于多元化所产生的影响，除

邝治中、周敏、赵小建等学者外，从多元化的角度

探讨美国华人的文章并不多。因此，本文拟对美国

华人移民的多元化表现及影响作简单探讨，以期

抛砖引玉。

一、移民来源及同乡社团的多元化

19 世纪 40 年代后期的加利福尼亚淘金热，引

发了华人移民美国的第一个高潮。第一批移民美

国的华人主要来源于中国的广东省，尤其集中于

广东的台山地区。据估计大约有 60%的华人来自

台山，其余 40%中的一大部分也是来自台山周围

的地区，诸如新会、开平、恩平、南海、番禺、顺德、
广州、佛山、东莞、中山、宝安、镇海、客家和香港[1]。
到 1882 年美国制定排华法案前夕，以华工为主的

华人约有 13 万人。此后，美国华人数量逐渐减少，

到 20 世纪 40 年代美国废除排华法案前夕，美国

华人大约有 10 万[2]，之后美国逐步放宽了对中国

移民入境的限制。1965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移民和

国籍法修正案》，废除了各国的移民配额制度，并

给中国每年 2 万个移民名额。此后，华人移民美国

的人数大增。
从 1960 年代以后，美国华人的来源开始趋向

多元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一些人借道

香港和台湾移民美国；1940~1960 年代，印尼、菲律

宾和马来西亚时常发生排华事件，部分华人出逃，

其中一大批华人去了美国。1975 年南越政府垮台

后，数以千计的越南、老挝和柬埔寨难民移居美

国，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具有中国血统；自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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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起，牙买加、古巴、巴西等其他第三世界国家

的华人为寻求更好的生活环境和发展空间，也纷

纷移民美国。
1976年和1979年，中国台湾和大陆分别放宽

居民出入境限制后，几股移民流的注入，使美国华

人人口迅速增加。1960年，美国华人数量为237 292
人，1970年为435 062人，1980年飞速增长到812 178
人，1990 年达 1 645 472 人[3]。据美国人口普查局

2006 年的美国社区调查，2006 年美国的华裔人口

总数为 349.74 万多人，占美国人口总数的 1.2%，

占美国亚裔人口的 24.3%。在华裔人口中，纯中国

血统的华人为 312 万多人，混血的华裔人口为 37
万多人，从 2000 年至 2006 年，美国华裔人口增长

了 28.5%。在美国的华裔移民中，来自中国台湾的

移民占 15.9%，来自东南亚各国的中国血统移民

占 15.3%，来自中国香港的移民占 9.4%，来自中国

大陆的移民占据多数，比例为 59.5%[4]。就大陆新

移民而言，在 1980 年代以前，新移民以广东人为

主，1980 年代中期以后，则以福州人增长为最快[5]。
虽然目前广东、福建人占多数的这一格局现在仍

没有改变，但来自其他地区的新移民则大量增加。
上海、北京、湖北、山东等省市成为北美华人移民

的重要来源地，有报纸称近年来旅美东北人明显

增加，成为华人社区的一大特色[6]。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之间文化风俗习

惯差别较大。从语言方面讲，所有华人所用的书写

语言都为汉语（仅有繁体与简体之分），其差别不

大。但用于交流的口语则差别非常大，讲客家话、
闽南话、广东话、上海话、北京话、潮州话之间的华

人很难交流。客居异国的华人为了便于沟通和相

互帮助，很自然地组成了各种地缘性的团体。近年

来美国成立的同乡会、同乡联谊会除了原有的潮

州、福建、广东、五邑等外，还出现了广西、湖南、上
海、北京、天津、江苏、河南、河北、四川、山东、辽

宁、山西、浙江、温州、苏州等地缘性社团。除了来

自中国大陆各省区华人组织的同乡会外，来自中

国台湾的华人也组织了全美台湾同乡会和全美台

湾同乡联谊会。从东南亚国家过去的华人也组织

了美国越棉寮华人同乡组织。

二、移民类型和经济地位的多元化

早期来到美国的华人移民，基本上是华工，经

济和教育上没有什么差别。而当代美国华人新移

民的社会经济背景则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总

体来看，美国华人社会的新移民主要有四类，一是

投资经营型；二是留学生、学者及专业技术型；三

是家庭团聚型；四为非正常移民型。
在 2000 年以前，投资型移民多来自中国台湾

及东南亚一些华人家族企业，投资的方向多集中

于高科技产业。1997 年，台湾对美国投资额达

54741 万美元，其中居首位的便是向电子及电器制

造业的投资。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在美的投资额

虽有所增加，但投资企业性质多是国有大中型企

业，与之相伴的投资移民不是很多。近十年来，随

着中国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一股投资移民美国

的热潮也在悄然兴起。据美国《星岛日报》报道，美

国经济不景气导致 2009 年申请 EB-5①投资移民

签证的人数迅速增加，美国国务院 2010 年 5 月数

据显示，2008 年 10 月至 2009 年 9 月一年间，美国

批准的 EB-5 类签证总数从 1443 人升至 4218 人，

其中七成来自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内华

达州经济发展区域中心总裁马拉斯（Jeff Mallas）也

表示，近年来华人投资移民在内华达州快速增加，

据他收到的数据显示，2009 财政年度已经批准

3611 人的投资移民申请，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申

请者有 1979 人，占全部申请者的 54.8%[7]。这些华

人企业的业主经济实力雄厚，远非一般华人能比，

他们已成为美国华人社会的新贵。
在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以前，赴美的华人

留学生多来自中国台湾和东南亚。从 1950~1993
年，台湾赴美留学者就有 12 万人之多，返回台湾

者仅 2.7 万人。台湾学生通过留学而移民美国，在

近年来有加速发展的趋势。仅 1998 年，就有 30855
人就读于美国 841 所大学，居留美外国学生第 3
位[8]。香港人多以专业技术的方式向外移民，其次

是投资，这两类移民定居后，又以亲属团聚的形式

进行再移民。从 1980 年代以来，大陆赴美留学的

学生及学者逐年增加。尤其是近十年来，他们之中

①EB-5 类签证是美国移民局专门为投资者设立，申请者通过在美国进行某项投资或高失业率的地方投入至少 50 万美

元，提供十个就业岗位，才可获得绿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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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部分在学有所成之后，都选择了定居美国，从

事科技、医学、商业、金融、法律教育、文艺等各种

工作。经过几年的奋斗，他们大部分都能顺利进入

美国的中产阶层，但在竞争高层管理和行政位置

时常常遭遇到“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①的障

碍。1990 年代中期以后，大陆以输出劳务的方式进

入美国的人数有所增加，以工程技术人员为主。在

服务期满后，这些专业技术人才大部分都想办法

留了下来。
美国华人社会还存在着一定数量的亲属团聚

型移民。无论是以职业优先权方式入美的华人移

民，还是以留学生身份赴美、学成后留居美国者，

不久后多会依据家庭团聚优先权接自己的配偶、
子女、父母乃至兄弟姐妹赴美定居，形成移民链。
家庭团聚型移民的经济地位不易界定，视其亲属

的经济地位及其个人赴美的真正原因②和从事的

工作而定。部分家庭团聚型移民像他们早期出国

的亲戚一样，相当贫穷，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不懂

英语，也没有什么可适用于美国经济的熟练技术。
这些不利因素迫使他们从事低薪体力劳动。当然，

家庭团聚类移民中也有不少人受过不同程度的教

育，具有某种职业技能，但是由于他们大多不懂英

语，并且缺乏有关美国大劳务市场的信息，因而使

得他们的知识和技能在美国难以找到用武之地，

初期也只能进入低级行业谋生。
处于华人社会经济底层的，应该说是非正常

移民。1980 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移民潮的兴起，

一些不具备“出国条件”却又想出国的人便开始通

过非法渠道偷渡出境。非正常移民多来自沿海的

福建、广东、浙江一带，尤其以福建的长乐、福清等

地为最多。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不懂英语、缺乏专

业知识，很难直接进入当地劳工市场。因此，许多

人不得不选择到唐人街去工作。唐人街的工作条

件令人堪忧，每周工作六七十个小时，所得工资除

维持生计外，所剩无几。但非正常移民还是愿意到

那里去工作，因为他们熟悉那里的环境，也容易找

到工作。然而，唐人街正如邝治中所言，“就像温水

浴———新移民一旦决定待下去，就很难再跳出来，

即使温水慢慢地冷下来，也跳不出去。进入唐人街

后，移民就会发现向上爬的机会只有一条道路：成

为企业家。大部分华人劳工想自己开办企业，或

者与亲友合伙开办，这是海外华人传统的成功之

道”[9]。然而，在后工业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由

于经济结构重组以及制造业的衰退，从经济底层

干起的低技能工人即使努力工作，成功向上升迁

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

三、居住区域及居住模式的多元化

由于早期美国公司招募华人的主要目是为开

发西部，并且华工多由西海岸港口入境，因此早期

进入美国的华人几乎都分布在西海岸。美国华人

人口最多的三大居住区是旧金山市港湾区、纽约

大都市区以及以洛杉矶市为中心的南加州地区。
受传统因素的影响，当代华人继续集中在美国西

部的城市地区。例如在2000年，仅加州就占美国华

人总数的40%，大约有110万；纽约占16%，仅次于

加州；夏威夷州占 6%。纽约市（365 000）、旧金山

（161 000）、洛杉矶（74 000）、檀香山（69 000）、圣

何塞（58 000）的华人人数最多。在洛杉矶及其湾

区的郊区小城市的华人在当地的总人口中的比例

也非常高[10]。近年来，随着华人新移民③的大量涌

入，华人的分布也呈现出分散性的趋势，并进一步

向美国南部和中、西部地区迁移。历史上接收华人

很少的州，如得克萨斯、新泽西、马萨诸塞、伊利诺

依、华盛顿州、佛罗里达州、马里兰州和宾西法尼

亚州，华人人口也在增长。
早期的华人移民，一般选择在城内定居。因为

这里距工作地点比较近，乘车较方便。随着华人的

大量涌入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当代美国华人的居

住模式与过去相比有很大差异，并呈现出集中与

扩散并行的两种趋势。一方面，大量低层次新移民

继续向唐人街集中，例如纽约曼哈顿下城区的老

中国街以前只有两三条街，现在已发展成方圆 20
平方公里、30 条街道的华人社区，共有华人近 20
万，大有赶超旧金山唐人街之势。新移民的居住条

件仍然令人堪忧，稍有能力者通常租一个几平方

或十几平方的小公寓。能力较次者，与人合租一个

①意思是指，虽然公司高层的职位对某个群体来说并非遥不可及，却无法真正接近。
②以家庭团聚为由出国的移民中，许多与国外的“亲属”并非真正的近亲关系，仅以此为跳板，进入美国。
③关于美国华人新移民的定义通常有两种：一是指“改革开放以后移居国外的我国公民”；二是指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移

居美国的华人移民，分别来自中国的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和其他东南亚国家。本文采用第二种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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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或房间。最艰苦者，当属一些非正常移民。他

们二十几个人挤在200平方英尺的房子里，摆满了

用 2×4 英尺的薄板做成的双层甚至三层铺的床。
另一方面，富有的华人在向大都市郊区的市、

镇迁移。随着新移民的涌入，尤其是来自中国香港

或台湾富有的商人开始在中国城投资和购买房产

之后，唐人街的房租和房地产价格迅速攀升。当唐

人街过于拥挤和狭小，无法满足日渐增长的新移

民的需要时，华人移民就开始迁出唐人街，搬入邻

近的卫星城市，逐渐形成新的华人聚居区。1980 年

代中期以来，在美国东西海岸华人传统居住区以

外，出现了许多不同于唐人街模式的华人新社区，

如新泽西、长岛等地。近年来，一些富裕的商人或

具有高技能的专业人士到达美国之后，大都避开

城内的唐人街，而直接到郊区购房定居。

四、职业的多元化

早期到达美国的华人（劳工）以从事采矿业为

主，其后从事铁路修筑，中央太平洋铁路建成后，

绝大部分华人移民转向农业和城市轻工业。美国

全国性的排华浪潮掀起后，华人移民除在农业领

域中继续占优势外，其余大部分华人被排挤到洗

衣、饭馆、家佣等服务业中。
二战后，随着新华侨华人的增加及经济实力

的增强，华人的职业范围和层次也发生了变化。首

先，传统的经营行业出现了更新换代。手工洗衣铺

被现代化的干洗店所取代，经营洗衣业的华人明

显减少。百货行业仍是一大部分华人从事的主要

职业，但经营规模有所扩大，出现了连锁或加盟形

式的超市和百货公司。饮食文化是华人文化中必

不可少的一部分，餐饮业也是华人移民最早从事

的行业之一。1965 年移民法结束了美国传统的带

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移民政策后，华人移民随之大

量涌入，中餐馆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近年来，华

人餐饮业不仅数量迅速增加、经营规模扩大，而且

菜系种类不断完善和更新，增加了新的菜肴和新

的风味，美式中餐逐渐让位于地道的中国菜肴。
其次，除经营传统的行业外，华人还向工业、

交通运输业、旅游业、房地产、金融业及科技业等

更高层次的行业进军，职业结构也逐渐由体力型

转为智力型。美国官方公布的《2004 年美国社区调

查》结果显示：16 岁以上华裔人口中，68.8%有工

作，34.2%无业；职业分布为：51%从事管理及其它

专业性工作（全美平均 34.1%），21.5%从事销售及

办公室工作，l7%从事服务业工作，7.8%从事生产、
运输类工作，2.6%从事建筑及维修工作，0.1%从事

农业、渔业、林业[10]。在这种转型中，尤其值得一提

的是，不少华人在科技和教育领域取得了重大成

就。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加州公共政策研究

院 2001 年的一篇研究报告显示，加州大学柏克莱

分校城市与区域计划的教授沙克斯尼安在旧金山

湾区对 17 家顶尖公司的 2273 名成员进行调查，

结果竟然发现，有 90%是在美国以外地区出生，在

这些非美国本土出生的科技人员中，43%来自中国

大陆和台湾地区[11]。美国华人在科技领域的力量可

见一斑。

五、心理认同的多元化

随着华人新移民的涌入及土生华人的成长，

美国华人既有新老移民之分，又有第一、二、三、四
代之别，因此华人在心理认同上也出现了多元分

化的趋势。新移民与华人新生代、新移民与老移民

在心理认同方面均有明显的不同。早期中国移民

大多不改临时侨居的念头，来美的目的只是为挣

钱，然后衣锦还乡。因此老移民大多难以融入美国

主流社会，并不是这些老移民不能融入，而是他们

根本不想融入。而新移民则相反，他们前往美国的

目的就为定居，因此他们希望马上融入美国主流

社会，以便实现所谓的“美国梦”。至于被称为“香

蕉人”的华人新生代，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对母语

（祖籍国）一知半解，基本上被“西化”，但是“黄皮

肤”又使他们不能毫无障碍地“融入”美国主流社

会，因而被称之为“徘徊于白人与华人两个社会夹

缝中的一代”。融入美国社会确非易事，美国的主

流社会的确对华人有疑问，担心他们对美国的忠

诚，而在美华裔，尤其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华裔也

同样会遇到如何处理中美关系的问题。所幸美国

社会也和过去不一样了，它支持移民保持自己的

民族特性，成为美国人的同时，也不要忘记自己的

文化本源。

六、多元化对美国华人社会的影响

在过去的 40 多年间，伴随着土生华裔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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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增加和大量新移民的涌入，美国的华人社区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由原来以移民为主的社

区转变为以居民为主的社区，而且多元化趋势益

发明显，并对美国华人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1. 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美国华人社会

地位的提升

从 19 世纪 50 年代至 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

美国移民政策的不断变化，美国华人也经历了从

被招徕到限止，到松动和有选择地被接纳的过程，

其间遭遇了数不清的磨难和东西文化调适上的痛

苦。随着华人新移民的涌入及美国土生华人的成

长，移民的经济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大部分人经过

自己的努力解决了经济自立和生活稳定问题，陆

续度过在美国的“适应期”，并将顺利进入“发展

期”。一些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经过几年的奋斗，

已经在美国工商业、高校、医学及科技行业占有一

席之地，华人的社会地位也随之有了一定的提高。
2. 多元化给华人内部的沟通与团结带来了极

大困难，在政治参与上的利益与主张上更是大不

相同，甚至有时形成尖锐对立

虽然华人移民同属华夏子孙，但毕竟长期生

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彼此之间的利益与心态

也不尽相同。虽然美国华人为团结的目的组织了

各种同乡会社，以便加强同一地区华人之间的联

系，但这些地域性会社在某种程度上都有排外的

性质，各会社的华人往往倾心于小团体的利益，从

而导致了华人社会的裂隙，并对美国华人参政产

生了重大影响。为了改变华人在政治上的不团结

局面，前柏克利加大校长田长霖、前特拉华州副州

长吴仙标等华人创办了最大亚裔组织“80-20促进

会”，希望团结亚裔美国人中至少80%的选举人，在

美国总统选举期间，让亚裔美国人不被候选人所

忽视。然而，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常常出现各种

问题。比如，在2004年美国大选中，吴仙标在鼓动

华人参政的同时又在控告华人参政的代表———布

什总统的劳工部长赵小兰。这一举动在华人圈内

引起极大反响，被看作是华人又一次的“窝里斗”。
华人社会政治认同的多元化也是华人参政的

一个重要阻碍。从政治观点来看，华人有支持民主

党和共和党之分；从与祖籍国的关系看，华人有亲

大陆与亲台湾之别，亲台湾的又有泛蓝和泛绿之

分。而美国既有中国的使领馆，又有台湾的“代表

处”。华人一旦在政治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必然被问

及政治倾向问题，致使华人内部难以团结一致。同

时，由于美国华人居住越来越分散，政治力量难以

集中，加之华人不熟悉美国选举政治规则，对政治

捐款有抵触，如此一来，华裔便不被认为是一支可

依靠的政治力量，不利华人政治地位的提升。

七、结 语

当今美国华人社会，多元化已经成为发展的

趋势，在此背景下，如何更好地维护华人的利益、
提升华人的社会地位及规避多元化带来的负面影

响，已成为当前不可回避的问题。在美国社会，一

个必须直面的事实是，无论华人对祖籍国有多少

感情，华人和祖籍国之间的关系都是剪不断的。除

非华人通过混血婚姻，逐渐改变了肤色和人种，否

则就很难真正被美国主流社会所接纳。对于美国

华人而言，重要的不在于避讳自己的族裔、起洋名

字和刻意改变自己的口音，而在于彼此团结，形成

一股强大的力量，让别人不敢歧视，这样才能最终

扭转美国社会对他们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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