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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人 社 团

巴西华人社团的类型及发展特色

———以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成立的社团为主

高伟浓 徐珊珊

（暨南大学 华侨华人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华人移民巴西 200 年来，已经成为巴西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巴西华侨

华人人数迅速增长，各种类型的社团陆续产生，社团活动蓬勃发展，“本土化”与“中华化”和谐并存，并与巴

西政府高层官员保持密切关系，文化宗教社团活跃，孔子学院发展较快，台湾侨民社团根深叶茂，与大陆社

团互动良好。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华人社团类型及其特点，探讨巴西华人社会的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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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移民巴西已有 200 年的历史。1812 年有

中国茶农到巴西传艺，他们是巴西最早的华侨。稍

后陆续来的移民多以“卖猪仔”方式前往，但人数

一直不多，到 1949 年，旅居巴西的华侨也不超过

1000 人。但 1949 年以后中国移民人数急增，1949-
1959 年间增长了 5700 多人，1959-1967 年间增长

了 10000 多人，1967-1972 年间又增长了 23000 多

人，此中应包括 1971 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

权利后到巴西的大量台湾人。
1970 年代末以后前往巴西的华侨华人大部分

为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其来源地包括广东、浙
江、上海、北京、山东、安徽、江西等地。到 1984 年，

已增至 7 万人。1988 年，再增至 10 万人。到了

1999 年，已达到约 13 万人，其中来自台湾的约 9
万人，其他地区的约 3 万多人[1]。1990 年代的中国

大陆移民主要来自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山东、

安徽、江西和北京。他们的文化程度高低不等，资

金拥有量多少皆有，知识专长五花八门。今天，90%
左右的华侨已经加入巴西国籍[2]。为了在巴西这样

一个土地辽阔、人口众多、市场广阔、商机充足的发

展中国家生存与发展，他们组织了各种各样的社

团。巴西是“金砖五国”之一，与中国的关系日益密

切，该国的华侨华人在全球华人经济中的地位，以

及在中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性正与日俱增。就类

型和特色来说，巴西的华人社团在发展中国家中也

是颇有典型意义的，故本文拟就巴西华人社团做一

分析。

一、类型的多样性：巴西华人社团举隅

虽然今天已很难考证巴西华人社团产生的最

早年代，但可以大略推算，巴西华人社团已有将近

100 年的历史。另外，虽然今天也很难统计巴西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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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华人社团的准确数字，但可以用数以百计来形

容。2008 年，仅圣保罗地区参与捐助四川汶川大地

震的侨团、宗教团体、中资机构、文教团体就超过

100 个，巴西华人社团的数量之多由此可略见一

斑。最引人注目的是，巴西的华人社团类型众多，

据笔者粗略分类，就 20 世纪 80 年之后成立的社

团来看，就可分为以下几种主要类型：

（一）综合性社团

综合性社团有以下特点：其成员既没有来源

地限制，也没有职业划分，所组织的活动也非单一

性、定向性、专业性而是多样性的；其服务范围也

比较广，面向全侨乃至巴西全国，其功能表现为综

合化。基于这些特点，这类社团比较活跃，活动也

丰富多样，与其他类型社团之间的联系与合作也

比较广泛。
较具代表性的综合性社团有巴西华人协会，

于 1980 年 10 月 10 日在圣保罗成立，是一个全国

性的社团，拥有比较健全的服务系统，自成立以

来，每年主办全侨性的十一国庆活动和春节联欢

活动等。
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综合性社团是巴西里约

华人联谊会，简称华联会。在里约有五大华人社

团，华联会是最大且居于主导地位的一个。目前，

华联会会员 1700 多人，来自全国各个省份，包括

台湾[3]。华联会不仅将关心侨胞生活、帮助侨胞排

忧解难作为一直以来的工作宗旨，还将“促进中国

和平统一”写进社团的宗旨。
成立于 2005 年的巴西利亚华侨华人协会，是

一个地方性的全侨社团。会员来自巴西利亚，有店

铺老板，也有餐馆厨师，服务对象为巴西利亚全体

侨胞。为了团结侨胞，为祖籍国贡献一份力量，特

意将促进中国和平统一作为协会的活动宗旨之

一。作为巴西利亚最重要的华人社团，在团结侨

胞，促进中巴友好交流与合作，维护祖国统一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专业性社团

专业性社团是指以某一专业为服务范围而组

成的社团，所组织与举办的活动具有鲜明的特点，

但服务对象并非只是面向专业人士，有时也面向

全侨乃至全社会。它们多属一些文化、教育、宗教

等功能类别。
文化社团主要有巴西华人文化交流协会、唐

韵艺术团、华声艺术团、巴西中华书法学会、圣保

罗亚文中心、华侨天主堂中文学校等。圣保罗亚文

中心、华侨天主堂中文学校虽然是文化教育机构，

但多年来它们举办了许多面向华人、为华社服务的

文化活动，当然，有时也举办一些面向巴西当地民

众的活动。
教育团体有巴西华人体育协会、华人羽毛球俱

乐部等。2012 年 12 月成立的巴西华人体育协会，

该协会的主要会务有宣传和普及乒乓球、羽毛球、
篮球、高尔夫球、跆拳道等各项体育活动，组织广大

侨胞和青少年参加乒乓球运动，以增强体质和提高

运动技术水平，负责协调各类型球赛和训练工作。
加强协会、俱乐部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增进各项目

运动员，工作者之间的团结和友谊[4]。所组织的各

项体育活动不仅向巴西华人开放，也欢迎巴西友人

参加。
宗教组织有巴西华侨天主堂（1964 年）、圣保

罗弥陀寺（1964 年）、如来寺（1992 年）、观音寺、中
观寺、真谛堂等，这些寺、堂虽为宗教场地，但其为

华人提供了宗教与文化活动场所，经常举办各种慈

善活动，提供图书借阅，开办中文班、电脑班等文化

科技课程，在华社中起到一定的凝聚力与号召力，

故将其列为社团。专业性社团旨在提高并满足人

的精神追求，是华社的生活的调味品，对提升华人

生活水平、促进华人的全面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

献。应该指出的是，巴西华侨天主堂是台湾侨民于

上世纪六十年代创建的，目前仍是巴西华人主要的

宗教活动场所，信众中既有台湾侨民也有大陆侨

民。在以上这些宗教组织中，海峡两岸的侨民因为

共同的信仰而聚集在一起，互帮互助，共同发展。
（三）商业社团

商业社团的会员多为华人商家或企业，宗旨是

为侨胞提供商贸信息，解决华人商家间的纠纷，互

补互利，共谋发展，促进中巴之间的经贸往来。这

类社团主要有巴西中华总商会 （1970 年代末成

立）、巴中国际商会、巴西（南美）潮汕总商会、巴西

中国经济贸易促进会、巴西中国浙江商会、巴中商

贸仲裁总会、巴中工商协会等等。这些商业社团虽

说是由大陆侨民组织创建的，但并不将台湾侨民排

除在外。如巴中工商协会将加强与台湾工商界的

交流也列入其宗旨。
在此且以巴西中国经济贸易促进会为例说明

商会的活动范围和性质。巴西中国经济贸易促进

会成立于 2001 年，简称巴中贸促会，其宗旨是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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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于中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主要会员为中

巴企业家。会务包括：组织承办展会、教育人才交

流、法律咨询，以及引导中巴企业间的投资交流、
市场开发、贸易往来[5]。巴中贸促会自成立以来，为

增进两国经贸和企业界的了解、交流与合作做了

大量工作，成为促进两国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和

桥梁。旅巴华商通过商业社团这一平台，可以实现

信息资源共享，推进巴西华商网络的形成。
（四）同乡会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来自中国大陆的

移民逐渐增多，来源地分布广泛，地缘社团不断出

现，主要以同乡会的形式组建而成，成员多为来自

同一省、市或县的华人。如巴西北京侨民总会、巴
西广东同乡总会、巴西青田同乡总会、巴西福建同

乡总会、巴西温州同乡联谊会、巴西江苏同乡会、
巴西江西同乡总会、巴西河南同乡会、巴西天津同

乡联谊会、巴西金华同乡总会、巴西东北同乡总

会、巴西上海同乡会、南美洲闽南同乡联谊会、巴
西大西南同乡总会、巴西翼鲁同乡总会、南美洲台

湾同胞联谊会等等。由上可见，巴西华人的来源地

并非像东南亚国家那样集中，同乡会大多是以省

籍为单位建立的。
较有代表性的同乡会如巴西广东同乡总会，

成立于 1993 年，是由 100 多位粤籍华侨发起成立

的，旨在加强乡亲们的联系，增进乡谊，建立文化

教育、康乐福利等公益事业，造福同乡及后代。经

过 20 年的发展，服务系统渐趋完善，设有总务、财
务、公关、文教、文娱、体育、福利、文书和妇联等

组。随着同乡会规模的不断壮大，计划设立华文学

校、葡文补习班、美术班、音乐班、球队和乐队等[6]。
另有巴西青田同乡总会，成立于 1994 年。目前在

巴西，青田籍侨胞已近 2 万人，在各届理事会的努

力下，设施渐趋完善，设有娱乐大厅、图书室、美术

创作室、教室、会议室、卡拉 OK 厅。该同乡会不仅

致力于服务团结侨胞，树立华人良好形象，同时将回

馈巴西社会、支持华人参政作为重要工作目标。在会

务上已取得辉煌的成就，巴西青田同乡总会如今已

成为巴西侨界中一支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7]。
巴西同乡会朝气蓬勃，基础丰厚，号召力强

烈，凝聚力强大，在巴西已是较活跃而且有影响力

的华人社团。
（五）联谊会

联谊会是以情感交流为手段组织起来的较为

松散的群体。情感交流是联谊会成员参与活动的

主要动机。巴西中国退伍军人联谊会是全球第一

个由来自中国大陆的退伍军人发起组成的联谊

会，其成员以来自中国大陆各个时期的退伍军人

为主，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成立近十年来，

每年举办庆祝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活动，以及中

国传统节日如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庆祝活动。
该联谊会在举办联欢活动时，还邀请旅居巴台湾

退伍军人，呼吁两岸军人精诚团结，同共维护中国

的领土完整[8]。通过这些活动，增进了会员之间的

了解，达到精神保健之目的，同时也为社会进步与

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
（六）青年社团

巴西华人的青年人组织主要有巴西华人华侨

青年联合会、世界福建青年联会巴西分会等。巴西

华人华侨青年联合会成立于 2011 年 12 月，其宗

旨不仅要团结巴西和中国青年，促进共同发展，传

承中华文化，还鼓励华人青年融入巴西主流社会

和积极参政。世界福建青年联会巴西分会则是由

福建青年人组成的非盈利机构，为闽籍青年在社

会各个领域的全面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可见巴

西华人社会很注重对华裔青少年的培养，努力使

其未来侨社后继有人。
（七）妇女社团

巴西的妇女社团成立较晚，最早的有成立于

上世纪 80 年代的巴西华侨妇女会，活动不多。目

前较活跃的妇女社团是成立于 2006 年 3 月 5 日

的巴西中华妇女联合会。它是一个全侨性的妇女

组织，其旨宗是团结巴西各界华人妇女，加强海峡

两岸妇女同胞联谊；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和平

统一；推动中巴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交流；维护

华人妇女的合法权益，提升华人妇女的政治经济

地位。从社团的宗旨中可以看出，社团活动也注重

加强海峡两岸妇女同胞的友谊。此社团的成立是

巴西侨界的一大亮点，表明妇女侨胞已经开始通

过组织形式维护自身的权益，以利于在巴西的生

存和发展。
（八）统促会

从社团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此类社团旨在维

护祖国领土完整，促进中国和平统一。目前有巴西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里约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美景市巴西利亚市华侨华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同

盟会等。在世界各国纷纷成立中国和平统一会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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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之时，巴西侨界也不

甘人后，积极成立促统会并举办各种促进两岸和

平发展活动。巴西侨界的促统会自成立以来，秉承

“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宗旨，团结广大侨胞和台

胞，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分裂国家的活动。促统会

的出现与发展，反映了在巴华人盼望祖（籍）国统

一的共同心声和强烈愿望。
当然，上面所述，是巴西社团类型的几个基本

类型，并不意味着巴西不会出现别的华人社团类

型。有时候，因为某一特殊事件的需要，巴西华人

会成立特定的应对性社团，例如，圣保罗鸡业公

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一社团源起于圣保罗市

取缔杀鸡店，华人杀鸡店主为争取营业权而组织

起来的。还有，旨在维护中国领土主权而成立的南

美洲华侨华人保钓联合会（2003 年）、基于发展中

巴民间友好交往的目的而成立的巴西中国友好协

会（2012 年 9 月 2 日），等等。还有基于兴趣爱好、
休闲娱乐性社团。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赘述。

另外还应注意的是，巴西华人社团的职责与

服务范围并一定不囿于某个类型，所谓类型，主要

是指其主要的职责与服务范围，很多社团在服务

侨胞方面，没有彼疆此界之分，特别是在公益性和

文化性的服务方面。混合型的社团，例如，巴中工

商文化总会不仅致力于推广巴中两国经贸往来，

也注重推进巴中两国文化交流。
巴西华人社团中，台湾同胞的社团占很大一

部分，其组成类型依然十分丰富，但基本上可包括

在上述主要类型中。台湾人移民巴西的历史更久

远，它们的社团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宗教、文化类

型的社团。
总之，巴西华人社团类型呈现出多样化的趋

势，其实，这也表明巴西华人职业多元化、社会活

动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二、巴西华人社团的主要特点剖析

巴西华人社团出现的较晚，其历史不像东南

亚国家的华人社团那样悠久，类型不如美国等发

达国家丰富，但巴西华人社团拥有自身的特点。
（一）华人社团活跃，积极广泛地参与社会活

动

综上所述可知，巴西华人社团大致可分为综

合性社团、专业性社团、商业社团、同乡会、联谊

会、青年社团、女性社团、促统会等多个类别。各种

类型的社团活跃在巴西社会各个领域，例如，组织

举办各种成员间的联谊活动，举办庆祝中国传统

节日的活动，此外，还积极参与当地的节日庆祝活

动，如巴西嘉年华、六月节、母亲节、儿童节、圣诞

节、狂欢节等等。每当这些节日来临之际，巴西华

人社团便会组织一定的活动，在联谊华人的同时，

也为巴西民众送上节日的祝福与问候。
不仅如此，华人社团还经常举行面向巴西民

众的专业服务活动，如巴西中医针灸学会，定期举

办义诊活动，举办国际针灸医师执业资格考试培

训班，主持国际针灸医师资格考试，为巴西华人医

师及热爱中医针灸的巴西医师提高执业水平作出

重大贡献，有利于中国中医针灸及中国传统医学

在当地的发展。
（二）在文化内涵方面，巴西华人社团“本土

化”与“中华化”和谐并存

这里的所谓“本土化”，是指华人社团积极吸

取当地文化，而“中华化”，则是指保留中华文化的

特征，尤其是华人从其家乡带来的中国民间文化

的成分。在巴西华人社团中，“本土化”与“中华化”
得到较好的结合。巴西华人大多已加入了巴西国

籍，很多人与巴西人结婚，积极融入当地社会，他

们潜移默化地吸取当地文化。因此，巴西的华人社

团“本土化”的特点十分突出。在这方面，华人社团

的活动也有助于华人的“本土化”。华人社团积极

参与巴西节日庆祝活动，例如，安排文艺团表演节

目，一些体育、文化社团中也出现不少巴西人的身

影。与此同时，巴西的新移民（包括非正常移民）多

来自中国农村，因为是第一代，他们较多地保留了

中国的民间文化习俗。另外，巴西是一个崇尚多元

文化的国家，政府在对华人保留自己文化的方面

比较宽松，当地民众对于中华文化基本上不歧视，

不排挤，而是欢迎乃至仰慕。因而，中华文化在巴

西有十分充足和自由的发展空间。这就决定了巴

西的华人社团尤其是文化社团中，不仅有巴西文

化元素，也含有丰富的中华文化特色。
（三）华人社团广受社会关注，并与巴西政府

高层官员保持密切关系

巴西的民族政策比较宽松，当地民众不排斥

外来民族在巴西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巴西的华人

社团活动比较自由，发展空间很大。一些社团的成

立大会或纪念活动，当地政府官员还应邀出席。如

巴西中国经济贸易促进会 （简称巴中贸促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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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8 月 8 日晚在圣保罗举行成立 10 周年庆

典，巴西多个州市的经贸官员、多位联邦参众议

员、市议员，与中国驻巴西大使馆和驻圣保罗总领

馆官员一同出席了庆典。2013 年 1 月 20 日，巴中

国际发展商会主办了纪念华人移民巴西 200 周年

活动，巴西十多位联邦参议员、众议员、圣保罗州

议员、市议员以及巴西各界著名人士同华人代表

和中资公司领导出席。巴西政府对华人社团活动

的重视可见一斑 [9]。再如，巴西利亚华人协会会长、
巴西中医药针灸学会名誉会长顾杭沪，担任巴西

前任总统卢拉和现任总统女迪尔玛·罗塞夫的中

医针灸保健医生。曾于 2004 年 5 月、2009 年 5 月

随卢拉总统两次访华，2011 年 4 月随罗塞夫总统

访华，在这三次访华中，顾杭沪均受到中国胡锦涛

主席的接见，同时应邀参加国宴并合影留念。如

今，巴西政府各界高级官员，包括州长、议长、参议

长、部长都是顾杭沪会长诊所与家中的常客和朋

友[10]。也正由于顾杭沪医生的提议，从卢拉总统开

始，巴西总统每逢中国春节来临之际，都会发表新

年致辞，向在巴华人致以节日的问候。2012 年 10
月 8 日，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亲自参加顾杭沪

医生的庆生活动，参加宴会的还有巴西教育部部

长梅尔卡丹特、总统府新闻部部长沙加斯、最高选

举法院大法官内维斯等高官和政要，顾杭沪医生

和巴西元首及其他政府高官的特殊关系，不仅使

中医针灸在巴西社会中得到认可和推崇，巴西中

医针灸协会的地位也相应得到巩固和提高，更重

要的是，华人在当地的社会地位得到巩固，与当地

居住民族的良好关系得到维持与发展，从而在整

体上有利于华人在巴西的生存与发展。
（四）文化宗教社团活跃，孔子学院发展较快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华文化也受到

世界的瞩目，在巴西这样一个提倡多元文化并存

的国度里，中华文化也得到了很好的传播与弘扬，

具体表现在，巴西华人文化社团不断组建且活动

频繁。例如，巴西中华书法学会，自成立以来，多次

举办海内外书法交流展览及书法研讨活动，曾主

办刘树德个人书法展，林圣扬、邓贵珠伉俪书画联

展等展览等活动。唐韵艺术团，成立于 1999 年，自

成立以来，经常参加侨社各种庆典及联欢演出，丰

富侨社文化生活。此外，艺术团还时常活跃在巴西

社会的舞台上，曾为圣保罗市庆、第三届国际城市

博览会、坎皮那斯移民节、圣保罗市迎奥运“北京

之家”等大型活动献艺，受到了巴西政府和民众的

好评[11]，促进了中华文化艺术在巴西的传播。圣保

罗弥陀寺、如来寺不仅举办法会的教内活动，还积

极参与巴西社会其他活动，如巴西如来寺参加巴

西传统文化节日———六月节。
孔子学院虽不是社团，但其如社团一般在团

结侨胞、发扬和传承中华文化、引领与规范社团活

动等方面起到特殊作用，故在此且将其归入社团

一类。截止 2012 年，伊比利亚美洲地区共开设孔

子学院 25 所，孔子学堂 10 所[12]，而在巴西孔子学

院就已建成了 5 所，孔子课堂也有 2 间，孔子学院

在巴西发展之迅速是南美其他国家所不能及的。
它们分别是，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孔子学院、巴西

利亚大学孔子学院、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孔子

学院、巴西南大河州联邦大学孔子学院、圣保罗

FAAP 商务孔子学院、巴西圣保罗亚洲文化中心孔

子课堂、华光语言学校孔子课堂。孔子学院的学生

人数也增长迅速，根据汉办主任许琳介绍，巴西圣

保罗州立大学孔子学院 2009 年刚成立时，注册学

生人数不足 200 人，2012 年 8 月份增长到 1313
人，预计到 2012 年底学生人数将达到 2000 人[13]。
孔子学院除了开设正规的中文课及中国文化课之

外，还举办“中国文化周”、新汉语水平考试、书法

讲座等活动。孔子学院及孔子课堂在帮助巴西民

众学习汉语、增进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了解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文化活动的频繁举办、孔子学

院的快速发展足以说明巴西民众对中华文化喜

爱。“中国热”在巴西不断蔓延，每年“文化中国·四

海同春”艺术团在巴西的慰问侨胞演出所受欢迎

之热烈便是很好的证明。如 2012 年“文化中国·四

海同春”艺术团在巴西利亚演出时可容纳 1500 人

的国家剧院座无虚席，2/3 以上的观众是巴西人[14]。
（五）台湾侨民社团根深叶茂，与大陆社团互

动良好

虽然目前大陆移民在社团中占主导地位，但

由于台湾侨民在巴西的发展早于大陆侨民，社团

在巴西侨界较有影响力，可说是根深叶茂。如今，

台湾侨民的社团也积极活跃在巴西的各个领域。
台湾侨民所建社团大多始建于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延续至今的社团主要有巴西客属崇正总会、
巴西台湾同乡会、巴西中华美术协会、巴西中文教

学协会、巴西华侨网球协会、巴西荣光联谊会、巴
西荣光会、巴西台湾商会等等，这些社团每年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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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节”、“青年节”，和台湾方面的联系比较密

切，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与大陆侨民所建立的社

团保持隔绝状态，相反，它们与大陆侨民的社团时

而保持良好的互动。特别是近年来，台湾籍侨胞加

强了与中国大陆的联系，台湾侨民社团与大陆社

团之间也加强了合作。
巴西华侨慈善基金会是由台湾侨民主办的，

自 1985 年成立以来，时常联合其他社团举办义

卖、救灾等活动。2011 年 8 月，圣保罗州南部城市

Eldorado 城发生水灾，巴西华人协会与巴西华侨慈

善基金会等侨团义工赴当地灾区赈灾并发放救灾

物资。在这次救灾活动中，大陆社团有巴西华人协

会、温州同乡会、青田同乡会、福建同乡会，台湾侨

民社团有巴西华侨慈善基金会、巴西台湾商会、淡
江大学校友会、圣保罗湖滨高尔夫球协会。这次的

救灾活动体现了台湾社团与大陆社团的紧密合作

精神，类似这样的合作出现在无数次的救济、义卖

等慈善活动中，巴西侨界这种没有隔阂，甚至没有

成见，合作共进的关系在别的国家是不存在的。
另外，有些社团是在大陆和台湾两岸侨胞的

共同支持下成立的，如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无论会员来自哪里，都致力于中国的和平统一，为

在巴西开展反独促统工作作出贡献。大陆侨胞和

台湾侨胞的融洽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结 语

经过 100 多年的发展，巴西的华人社团已日

渐成熟，在南美国家中应属较好之列。各社团之间

紧密合作，且与其他国家的华人社团也保持着联

系，这是巴西华人社团的一大特色。社团的功能渐

趋全面化，社团服务系统逐渐完善，在侨界的影响

和作用越来越突出。为了丰富在巴华人的业余生

活，社团开办各种培训班、文化讲座、知识竞赛等；

为了使华人了解巴西的法律法规，还举办各种法

律及政策讲座。
虽然巴西华人社团已具有现代意识，注重全

面发展，但仍存在一些不足。比如，一些社团的宗

旨中未强调鼓励华人融入主流社会；一些社团的

规模有待于壮大，在功能与服务方式上还有待进

一步提高。目前，巴西华人在经济上已占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也有个别华人精英参政并取得了成功，

但总的来说，华人在政治上还是属于一个不活跃

的族群。提高华人参政意识，鼓励华人参政，应成

为侨界的重要任务。另外，巴西充满了机遇，中国

人移民巴西的主要目的是家庭团聚、继承产业、开
创事业等，但由于巴西的教育资源及教育水平不

及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巴西不是中国留学生向

往的地方，因此，巴西的校友会、科技组织、专业维

权组织等还有待进一步的发展。
社团是华人社会的一面镜子，社团的发展中

所存在的问题，恰恰是华社亟需解决的问题。巴西

华人社会的发展壮大，必定可以为华人社团不断

注入新鲜血液。华人社团类型的层出不穷，反映出

巴西华人社会的多元化趋势。华人社会的多元化，

反过来又可以促进华人社团的的蓬勃发展，社团

的健康的可持续发展，是巴西华人社会建设的重

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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