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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海外中国新移民”是指 １９７８ 年后从中国大陆移居海外的群体，对国际

经济发展和世界文明互鉴具有一定影响力。 国外研究多利用量化手法，在公共卫生、社会

学、心理学等领域进行广泛讨论，成果丰硕；国内研究善于整体性梳理群体“新特征”，并
通过田野调查了解他们在不同移居国的生存、发展规律及其影响。 国内学界可以在吸取

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通过对研究理论、地域、方法、内容等

进行革新与拓展，为中国更好地处理和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丰富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案例。
关 键 词　 海外中国新移民 　 人口流动 　 国际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

一路”

在世界移民浪潮中，海外中国新移民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他们不仅给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带

来影响，更反映了国际秩序调整、世界格局变化等全球议题。 海外中国新移民指 １９７８ 年后，从中国

大陆迁居国外约一年以上，具有中国国籍或加入所在国国籍的中国人（不包括政府派遣的外事人

员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的移民）。 他们在全球上百个国家和经济体中广泛分布，呈现出阶段性特

征与影响。
海外中国新移民的历史与现状，与新时代华侨华人研究有一定关联；前者所涉及的区域研究，

也与国际政治、文明互鉴等密切相关。 自 ２０ 世纪末开始，海外中国新移民逐渐成为国内外学界讨

论的热点。 虽然新移民所涉及范围之广、群体之多，但是暂未有大范围的调查来准确把握其结构特

征与资源优势；已有的宏观研究，往往借用各国报告和政策来推演而不够深入；部分研究带着理论

预设与理解偏差，结论也不够全面。 当前，随着海外中国新移民的作用与影响愈加明显，对它的研

究也从单纯的群体研究，走向复杂的多维研究。 就国内学者而言，急需从国际政治、文化、族群心理

等复杂议题中总结经验，准确认识海外中国新移民的角色与定位，并且推动知识生产快速转向世界

高度。
本文借助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知识图谱分析工具，①分别梳理国外和国内研究的主要议题，从中总结异

同，然后在吸收国外研究经验的基础上，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发展出一套符合国际形势

和中国国情的研究方案，以期推动国内学界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移民研究对话，为中国更好地处理

和解决相关问题，提供较为全面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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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新移民海外聚居点调查研究与动态数据库建设”（项目批准号：２３＆ＺＤ２０６）阶段性成果。 感

谢《世界民族》编辑部老师和评审专家的修改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是目前常用的绘制知识谱图的软件，具有关键词共现、发文机构分析、文献耦合等可视化功能，可以动态展现时区分

布、节点大小和研究热点动向，以此分析学科现状与发展趋势。 本文采用软件版本为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６． ３Ｒ１。



一、国外研究的现状与评价

海外中国新移民受到西方世界的广泛关注，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首先，国外是海外中国新移

民的接收国，庞大的群体在这些国家产生了较大影响，自然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并且他们在研

究过程中天然地关注在本国生活的人群情况；其次，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外学界出于对

中国发展的热切关注，也期望透过海外中国新移民的研究来认识、分析中国。
（一）国外研究的总体情况

为保证国外研究文献的分析准确，我们选择外文文献检索来源为ＷＯＳ（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核心合

集数据库，检索式：ＴＳ ＝ （Ｎｅｗ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ｏｒ ＴＳ ＝ （Ｎｅｗ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文献

类型：“Ａｒ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Ｒｅｖｉｅｗ Ａｒｔｉｃａｌ”；为研究便利，将语种选择为“Ｅｎｇｌｉｓｈ”，截止时间设定为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然后对检索出来的文献进行人工筛选，共得文献 ７２０ 篇。 最后导出文献并转换导入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中，对文献进行转码和拆分处理，绘制文献计量分析结果，为探讨国外研究议题提供

方向。
从发文量呈现来看，ＷＯＳ 数据显示，总体发文呈稳步上升态势，检索到的最早文献发布在 １９９１

年，２１ 世纪前后是一个分水岭。 ２１ 世纪以前，发文量较少。 ２１ 世纪以后，才逐渐将其看作是一个

群体并有了分析性研究，尤其是 ２０１０ 年以后，相关研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从作者单位所在国来看，前几名依次是美国、中国（大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新

加坡。 美国的发表文章数量排名第一，为 ３９６ 篇，远远高于中国（大陆）的 １１６ 篇。 出现这种情况的

原因主要在于，非英语类文献没有纳入分析范畴，这部分内容有待另文详述。
从发表文献所属专业来看，集中在十余个专业领域，跨度较大。 其中，排名靠前的专业是公共

卫生学、社会学、人口学、民族学、心理学、老年学等，与自然科学相关的研究文献占到过半的比例，
尤其是医学人类学作为跨学科的视角在国外研究中被广泛运用，值得注意。

图 １　 １９９１—２０２３ 年国外研究海外中国新移民的关键词共现图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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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基于上述分析，再进一步厘清国外研究的主要议题，我们将借用关键词共现分析的方法。 通过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将分析对象设置为“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时间节点为“１ ｙｅａｒｓ”，共现频次为“≥１５”，绘制关键

词共现图谱（图 １）。
由图 １ 可知，出现频次最高的前十五位关键词依次是：“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４ 次）、“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５２

次）、“ａｃ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４５ 次）、“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４３ 次）、“ｈｅａｌｔｈ” （４０ 次）、“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４０ 次）、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３６ 次）、“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２４ 次）、“ａｓｉ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２３ 次）、“ａｄｕｌｔｓ” （２３ 次）、“ｃａｒｅ” （２２
次）、“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２２ 次）、“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 次）、“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１９ 次）、“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１９ 次）。
结合这些关键词反映的研究范畴，与上述文献所属的专业情况来分类，可以发现国外研究的主要议

题有以下三类：一是生存、融入和认同等社会科学领域，学者们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极为关注；二是疾

病、卫生等医学方面的自然科学领域；三是精神健康、老年照护等跨学科综合领域。
（二）国外研究的热点议题与创新视角

首先，国外研究对海外中国新移民的“族裔”“种族”等议题比较关心，形成了关于生存策略、社
会融入与文化适应等方面的讨论。 多数国外文献注意到了他们在语言、职业、教育等方面采取的手

段和措施。 学者们较早地采用社会学“社区研究”的方法，形成了“唐人街”研究范式。 在早期，外
国学者习惯将唐人街定义为相对于主流社会的“贫民窟”和“藏污纳垢”之处，是充满光怪陆离景象

的“种族飞地”。 直到 ２０ 世纪末，研究观点才有所转向，不少华裔学者试图打破这种立场预设。 例

如周敏对“唐人街”保持了持续关注，认为这种“族裔聚居区”在帮助他们向上流动的过程中起到极

大作用。① 近几年，海外中国新移民在郊区建立了新式唐人街，他们一方面保持着族裔经济模式，
另一方面也塑造了一个新的模范刻板印象。 也有国际学者从文化接触视角出发，进行量化研究，将
跨国婚姻、宗教参与、娱乐参与等有可能发生文化接触的场域一并考虑，然后对结果进行数字化分

析和比较，以此来阐释海外中国新移民作为少数族裔被“同化”的过程。② 青少年教育是国外学者

关切的议题。 他们特别关注海外中国新移民的青少年在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中的适应与融入情

况，比较不同文化在教育过程中起到的不同作用。③ 此外，美国“百人会”（美国华裔百人委员会）发
布的华人华侨研究报告，从经济学角度对其在美国的贡献进行量化分析，值得关注。④

值得注意的是，一开始，国外学界并没有把来自中国的移民与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区别开来，
因为他们可能尚未意识到中国会在未来发展得如此迅速。 所以，他们的做法是，把来自中国的移民

作为“亚裔”或“东亚裔”中的一个小群体来讨论。 ２１ 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上升，他们逐渐

侧重对“华裔”“华侨”的单独讨论，强调海外中国新移民背后的国际力量，以及他们在跨国活动中

对国际社会所作的初步作用。⑤

其次，国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侧重自然科学视角，不少学者关注海外中国新移民常患的各类疾

病及治疗手段，探究“种族”与“疾病”之间的可能关系。 贯穿始终的是对流行病学、公共卫生的关

注，包括结核病的产生、吸烟行为的影响等问题。 早期研究者习惯将海外中国新移民的患病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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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ｎ Ｚｈｏｕ，Ｃｈｉｎａｔｏｗ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ａｎ Ｕｒｂａｎ Ｅｎｃｌａｖｅ， Ｔｅｍｐ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２．
Ｊｏｈｎ Ｍｙｌｅｓ ａｎｄ Ｆｅｎｇ Ｈｏｕ， “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Ｃｏｌｏｕｒ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Ｒａｃｉａｌ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 ２９， ｎｏ． １， ２００４， ｐｐ． ２９ － ５８．
Ｄｅｓｉｒｅｅ Ｂａｏｌｉａｎ Ｑｉｎ，“Ｂｅｉｎｇ‘Ｇｏｏｄ’ ｏｒ Ｂｅ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 ２４， ｎｏ． １， ２００９， ｐｐ． ３７ － ６６．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１００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Ｕｎｉｔ， “ Ｆｒｏｍ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Ｆａｂｒｉｃ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ｖｏｌ ６８， ｎｏ． ９， ２０２１， ｐｐ． ６ － ５７．
Ｌｉｓａ Ｋｅｉ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Ｊｏｄｙ Ｖａｌｌｅｊｏ ａｎｄ Ｐａｉｇｅ Ｓｍｉｔｈ， “ 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ｍｅｌ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Ｕ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４６， ｎｏ． １８， ２０２０， ｐｐ． ３７８５ － ３８０７．



亡率同移居国当地人进行比较，这种视角认为，疾病的产生与人所在环境密切相关。① 研究中，他
们时常将海外中国新移民作为流行病发生阶段的“危险因素”来考虑，虽然当前也转向了对疾病防

治研究的侧重，但是，正如凯瑟琳·梅森说的那样，“污名化”叙事在公共卫生领域始终是一个绕不

开的话题，把种族与疾病混为一谈的情况不时出现。② 方法上，学者们陆续意识到，早期研究过于

关注医院、社区等公共场域，并不能完整地反映海外中国新移民对疾病的处理手段与思维方式，因
为受文化影响，海外中国新移民对疾病的认知、治疗体系与西方大不相同，故他们又开始触及研究

民族医疗，讨论不同治疗方案对疾病的作用。③

最后，国外研究十分关注海外中国新移民的精神问题与照护问题，或称“健康”问题，包括心理

健康、身体健康与健康服务使用等方面。④ 他们擅长使用量表手法，将海外中国新移民可能获得的

社会支持与健康联系起来，研究抑郁、焦虑和其他问题。⑤ 当前，已经有学者注意到新移民在精神

疾病和心理健康方面经历了长期被误解的情况，不过，即便这群人被外界认为患有精神疾病，他们

也能够在移民内部保持一定的社会地位。⑥ 海外中国新移民的老年人照护问题也是国际学者热切

关注的。 他们使用“孝道”“责任”等词语，关注老年群体如何构建社会网络，获得老年幸福，又如何

在移居国社区获得护理支持，例如，积极融入所在社区的各类组织，是满足老年人照护需求的

重点。⑦

（三）国外研究的特点、优势与不足

综合来看，国外研究普遍关心海外中国新移民是如何被同化的，如何在同化的过程中对移居国

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影响，又是如何发生更为复杂的变化的。 总结上述议题，国外研究主要有

以下几点特点、优势与不足：
第一，在研究学科与范畴上，国外研究覆盖面十分广泛，涉及了海外中国新移民的身体、心理到

文化的各方面，尤其在医学层面的研究成果颇多，大大丰富了实证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但较为分散

的学科不利于研究对话与共鸣。 同时，国外研究对海外中国新移民总体性、宏观性的概述与分析较

少。 在关注地域上，国外研究集中在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缺少新兴移

民国家的情况，这与检索文献限制在英文文献有关。 虽然有少量学者关注到，中国提出“一带一

路”倡议后海外中国新移民流向发生了改变，但国外学界反应并不及时。
第二，从研究方法和认识上，国外研究多采用量化方法，对某个社区的海外中国新移民进行问

卷抽样调查，再对数据进行分析解读，而深入社区并展开追踪研究较少，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对中国

文化或中文掌握不到位所导致的。 他们极为注重“跨文化比较”，特别喜欢把来自中国的移民与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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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或日本的移民进行比较，形成对东亚移民的整体认识。① 但许多“跨文化比较”研究并没有真正

落地，因为当我们认真审视这些学者的成果时会发现，多数学者仅是以某一个地区、某一个时间段

的移民来代表所有来自中国的移民，忽略了内部的异质性与阶段性，使得研究碎片化，深度较为

不足。
第三，在研究理论和立场上，早期的国外研究大多带有明显的理论预设。 研究者更乐意看到海

外中国新移民在移居国的“新变化”“新认同”，这是因为他们在开始研究之前，已经对海外中国新

移民的移民动机下了判断———经济因素是移民的核心原因，移民们从收入较低的地方迁入收入较

高的地方，移入国的经济地位远高于移出国，故政治、文化地位也高于移出国。 目前，这些早期观点

已经在国外学界发生了一定的视角转换与反思，因为，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这样的立场与方法很

大程度上存在对海外中国新移民群体“污名化”的偏见。 在此，学者洪宜安对“唐人街”研究的总结

恰好可以说明该情况。 她认为，唐人街虽然不再是贫民窟和异类的代表，但现在，它又被注入了新

的时代内涵，在国际竞争和中国力量凸显的形势下，被看作是“机遇”和“威胁”的混合体。② 这一观

点的转变，反映了国外学界对海外中国新移民看法的改变，更暗含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看法的改变，
隐藏着政治性的话语，是我们研究时必须关注到的。

二、国内研究的主要议题与特点

国内关于海外中国新移民的研究肇始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２０ 世纪末到 ２１ 世纪初，国内研究多

是从移民史的角度进行文献梳理，将海外中国新移民看作是华侨华人史的一部分来描述。 学者们

注意到了海外中国新移民这一群体的出现，但并没有引起足够关注。 随着中国对外发展战略改变，
海外中国新移民的数量有了巨大增长，才引起国内研究的重视。 国内学者开始认识到，只是研究移

民历史，已经难以满足社会对该研究的期待，于是，国内研究逐渐从历史学转向政治学、社会学、人
类学的研究，出现了一定的现象分析，研究进入发展期。 特别是 ２００７ 年，研究达到一个小高峰，到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影响到海外中国新移民的发展，发文量有所回落。 ２０１２ 年，党的十八大

报告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和 ２０１３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再次为研究注入了新

的活力，发文量有所回升。
国内学者对此有所注意，他们大多从洲际、国家范围来分类综述，或从社会意义、世界发展等角

度综合讨论。 为精准分析国内研究的已有成果，我们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制作知识图谱，以“中国新

移民”“海外新移民”“大陆新移民”“华人新移民”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ＣＮＫＩ）进行高级检索，经
人工筛选得出有效数据 ５２５ 篇，时间跨度为 １９９２—２０２３ 年，然后导出文献类型“Ｒｅｆｗｏｒｋｓ”格式，再
导入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绘制国内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 最后，将这些高频共现关键词按照一定的

顺序进行排列：将频次最高“新移民”放置在最顶端，自“新移民”开始顺时针递减，依次是“华侨华

人”“新加坡”“国际移民”等关键词（图 ２）。
对图 ２ 中显示的高频共现关键词进行分析，结合以暨南大学、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华侨大学

为代表的中国大陆高校和相关研究机构组织出版的反映全球华人华侨发展状况的蓝皮书、研究报

告等内容，③可以看到，已有研究传达出三种议题：一是将海外中国新移民看作一个新群体，讨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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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与特征，如“新移民”“华侨华人”“国际移民”“华人”这些表示群体的关键词；二是基于对海外

中国新移民不同流向的关注，深入探讨他们在不同移居国的生存、发展与移民心态，如“新加坡”
“美国”“新西兰”“非洲”，以及“社会变迁”“社会融合”“身份认同”等关键词；三是站在全球化与

世界性的角度，从国际形势变化、中外关系变化和国家政策变化等大方向上，把握海外中国新移民

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贡献与作用，如“一带一路” “跨国移民” “中非关系”等关键词。 本节将基于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分析的结果，结合其他数据库如读秀、万方等没有被软件分析到的文章与著作，阐释

国内研究的主要议题。
图 ２　 １９９２—２０２３ 年国内研究海外中国新移民的关键词共现图①

（一）综合分析为主的移民群体新特征

中国的海外移民历史悠久，１９４９ 年后移民潮有所停滞，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再次获得迁徙海

外的机会，“新移民”逐渐成为一个专有名词。 这一名词概念，最早是由中国相关部门自己提出的，
指的是本国近年来移居海外的公民，其时间界定在改革开放以后。② 数量上，１９７８ 年后海外中国新

移民大幅增长，阶段性变化明显。 有学者依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统计数据研究发现，１９８０—１９９０
年，海外中国新移民数量约 ２３０ 万人，增长约 ５％ ；１９９１—２０００ 年，数量增加到 ３４３ 万人，增长近

５０％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人数再次增加了近 ３００ 万人，增长比例有 ８１％ ，这是绝对存量上升速度最快

的十年；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又增加了 １５０ 万人，截至 ２０２０ 年，存量达 ７７５ 万人。③ 由于统计路径的不

同，另有 １０００ 万人之说。④ 无论以哪种数据为标准，都可见数量和规模的大变化。
国内学界基于时代变迁、制度更替、国力强弱对比、思想观念更新以及国际环境巨变等社会背

景，从分布地理、人员类型、发展阶段、发展渠道等角度分类，对“新来源地”“新目的国”“新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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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王赓武、程希：《新移民：何以新？ 为何新？》，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２００１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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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秀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来移民的发展变迁》，载《中国国际移民报告（２０２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１ 年，第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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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通道”“新互动”“新生代”等做了细致研究，列举如下：
其一，“新来源地”，近代迁移海外的中国人主要来自沿海和边境地区，改革开放后，除广东、福

建、浙江等省仍是移民数量最多的省份外，其他内陆地区陆续出现不同规模的海外中国新移民，来
源地呈大分散和小集中的特征①；其二，“新目的国”，除北美、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发达国家持续成

为海外中国新移民的主要聚居点外，部分亚非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也成为他们偏好的地方；其三，
“新类型”，出现了留学移民、技术移民、投资移民、家庭团聚移民、婚姻移民、劳务移民和再移民等

情况，②他们多数是主动移民；其四，“新通道”，他们与祖籍地普遍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成为架起

中外友好关系的桥梁③；其五，“新互动”，他们与移居国的当地人互动模式变化明显，特别是通过商

业、科技、金融、教育等新兴职业，产生了新互动渠道④；其六，“新生代”，由于海外中国新移民的文

化程度普遍高于老移民，新老移民代际交替明显，这一点凸显在女性群体中，女性除了以“家属”身
份随迁之外，更多地以独立移民身份实现跨国迁移，甚至在美国、新西兰等国，男女移民的性别比例

已基本相当。⑤

海外中国新移民中的少数民族特征值得一提。 该群体具有“边境移民”的特点，大多定居在中

国的周边国家，文化传承与认同情况十分复杂。 对他们的研究，能够一定程度增进对我国边缘地带

多元民族共生共存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族群与国家认同研究。⑥ 因此，不能只是“将每个民族作为

单体来研究，而忘记了民族之间形成的关系体”，特别是要看到每个民族作为中华民族成员所具有

的共通性的一面，以及与中国社会的关联。⑦

（二）田野调查为基础的适应融入情况

“新特征”指向新移民们在不同国家聚居产生的“新心态”。 本文认为，当海外中国新移民前往

不同的国家时，他们必须回答以下问题：我为何要去这个国家？ 我是否要坚持保持自身的文化身份

与民族意识？ 我是否要融入当地社会，还是保持短期的候鸟与过客心态？ 所以，若要准确回答上述

问题，就必须深入探索他们在移居国的适应、融入与认同等。
近二十年来，大陆学者远赴海外开展了系列田野调查，取得一定成果。 总结热点调查地域，近

年来有较大转变。 使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进行聚类分析，直观展示调查点的演进脉络。 图谱显示，２１
世纪初，研究地域重点围绕美国、欧洲、新西兰、澳大利亚等高收入国家和地区进行；２０１０ 年前后，
热点地域转向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同时，对非洲地区的研究开始出现；近几年，又开始

向中低收入国家倾斜，关注赞比亚、安哥拉等国家，与此同时，日本、西班牙等国的海外中国新移民

研究也有所呈现。
从热点调查地域的转变中可以看出，海外中国新移民虽然一直持续着迁移到美国、澳大利亚等

发达国家，但其心态有所变化，适应和融入大不相同。 早期研究延续着同化论（又称熔炉论）和文

化多元论等传统观点，近几年的调查结果表明，他们在移居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影响力逐

步提升，对比老移民，他们期望更积极地拓展社会资源，通过参加教育机构、建立各类社团，在经济

层面获得较大成功，但在其他方面，则融入程度一般。⑧ 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也出现了类似“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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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国土：《全球化时代中国海外移民的新特点》，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２０１５ 年第 ８ 期。
张秀明：《２１ 世纪以来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变迁与特点探析》，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
赵红英：《试论中国大陆新移民的特征———北美与欧洲的比较》，载《八桂侨刊》，２００１ 年第 ３ 期。
任贵祥：《近代与当代两次移民潮比较研究》，载《史学月刊》，２００２ 年第 ９ 期。
张秀明：《国际移民视野下的华侨华人》，载《青海民族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陈志明：《一带一路、中亚与海外华人研究》，载《青海民族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丁宏、马宏：《海外民族志与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载《贵州民族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刘蕾：《海外学者视域中的意大利华人移民：以普拉托为例》，载《国外社会科学前沿》，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



华人认同”的说法。① 李明欢总结了新移民流向发达国家的心态转变，即从早期无奈的“落叶归

根”，转型为近代的“落地生根”，２１ 世纪后，随着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广泛扩展，再次转向“逐梦

留根”。②

近几年来，“南南移民”的调查成为关注热点，大量的海外中国新移民流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

低收入国家。 调查显示，因为这些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尚未形成领先欧美国家的移民

吸引力，所以，近年来前往这些国家的海外中国新移民，许多是“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国企员

工、投资移民或商贸移民，他们共同组成了以中国企业为核心的“雁阵迁移格局”。③ 并且，他们一

定程度上，采取了回避和不融入的策略，在移居国构建起“过客”心态。④ 这种新生存模式、新移民

心态，既不稳定也不简单，因时因地而异，透露出所隐含的国际政治复杂性与多面性。
调查祖籍地即侨乡研究（又称原乡研究），成为有别于国外研究的重点之一。 一方面，国内学

者主要从移民与侨乡的关系入手，采用“移民网络”理论，⑤认为这层“关系”是社会资本，他们可以

通过与侨乡紧密沟通所建立起来的跨国网络与人情互惠，获得操作移民及获利的能力，最终使社会

资本转化为经济、文化乃至政治资本。⑥ 另一方面，对祖籍地的影响也受到关注，学者们重点围绕

中国东部、东南部各省的传统侨乡进行调查。⑦ 若进一步分析，海外中国新移民与祖籍国、国际社

会的关系，实则因中国侨务政策和西方对华政策的变化而受到影响，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侨务公共

外交为新移民创造了侨务资源，⑧而西方不同国家尤其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也使得新移民的历

程和生存状态变化显著。⑨

此外，多国适应融入情况的比较性调查也有所涉及，一是针对不同国家新移民的现状进行横向

比较，如周敏等人对美国和新加坡两地的新移民子女教育研究�I0；二是在同一国家内，将海外中国

新移民与其他国家的移民来比较，例如不少研究对比了中印两国的移民情况�I1。 总体上，国际比较

视野仍在少数，需下一步持续探索。
（三）全球化时代下的新角色与新作用

从宏观层面来看，国内学界热衷在把握国际形势、中外关系和中国政策变化的基础上，积极探

索海外中国新移民在跨国流动、全球化建设中的新角色、新作用。 “华商研究”是这一方面的典型。
早期的“华商研究”集中讨论海外中国新移民开设的企业如何积极推动着中国经济向前发展。 “一
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形成了“南南合作”框架下的新华商群体，他们利用跨国资源与在地资源，形
成“本土化”与“跨国性”的双重嵌入，在国内外建立起稳定的互利共赢关系。�I2

也有学者关注到高层次人才在流动中的角色与作用，如探讨他们的“回流”情况。 因为全球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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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咏媛：《智利华人的民族身份认同及双重世代差异———基于圣地亚哥市的个案研究》，载《青年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
李明欢：《逐梦留根：２１ 世纪以来中国人跨国流动新常态》，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
高哲：《安哥拉中国新移民雁阵迁移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２２ 年。
袁丁：《非洲的“过客”：对刚果（金）中国短期移民群体的研究》，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８ 年。
刘莹：《移民网络与侨乡跨国移民分析———以青田人移民欧洲为例》，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
李明欢：《“侨乡社会资本”解读：以当代福建跨境移民潮为例》，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２００５ 年第 ２ 期。
詹冠群：《现实与历史：新侨乡·新移民·闽籍华人》，海峡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
林逢春、谢秀英：《海外华侨华人在侨务公共外交中的角色定位与实施路径》，载《理论月刊》，２０１４ 年第 ７ 期。
常夷：《１９６５ 年后美国对华移民政策与中国大陆新移民研究》，载《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
周敏、王君：《中国新移民的教育期望及其面临的挑战、制度限制和社会支持———以美国和新加坡为例》，载《华侨华人历史研

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例如比较两国移民在同一地的结构数量、与祖籍国的经济联系、职业发展等情况。 参见张丽娜：《澳大利亚中印移民结构数量

对比研究》，载《八桂侨刊》，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李涛：《中、印海外移民与母国经济联系的比较研究》，载《世界民族》，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周
博：《在美华人与印度人职场成就比较研究》，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

任娜、刘宏：《本土化与跨国性———新加坡华人新移民企业家的双重嵌入》，载《世界民族》，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



治经济局势进入新一轮波动之中，中国稳定的政经环境吸引了不少高层次海外中国新移民的回流。
学者们发现，这些高层次移民的回流地区从东南沿海各省逐步北上，向长三角地区转移。 这些人既

带回了先进的技术、资金、人才，也推动着国内的理念革新与产业升级。 不过，学者们发现，海外中

国新移民回流的目的，更多是为了个人与家庭的利益最大化，所以总体上这种回流模式是复杂的，
回流后也有可能会再次迁出流动。①

总体上，海外中国新移民正积极参与塑造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成为中国文化传播和软实力增

强的推动力量。② 曾少聪将海外中国新移民的影响力分为两个时间段：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时期，他们为投资建设、人才引进、反独促统和国际交流作出了突出贡献；进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他们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建“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起到了重

要作用。③ 同时，学界也关注到他们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存在着共生关系，如陈奕平认为，海外侨胞

是中华民族多维空间的拓展者、建设者和参与者。④ 这些观点，进一步指明了海外中国新移民研究

的价值追求，也为人类社会应对未来的移民浪潮提供方向。 学者们意识到，该群体具有独特资源优

势、历史渊源与现实基础，应使其发挥语言文化、民心相通和跨国网络等作用。⑤ 不过，也要考虑

到，这些作用的发挥，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国际关系变化、政策调整、侨情变化等因素影响，因此，必须

实事求是地看待，并把研究结果运用在实际问题处理中，为全球移民治理和国际关系构建提供

指导。⑥

综合比较国内外研究的异同，学者们都注意到了海外中国新移民的群体新变化，在微观调查和

宏观分析上，成果都比较丰富，在理论运用时，都习惯借用已有的经典理论进行分析，适用理论尚未

出现较大突破。 而国内外研究的不同点在于：第一，研究方法上，国内学者基于语言与文化相通性，
开展深度田野调查的情况与国外学者相比较多，而国外学界在量化和大数据分析上有较大的突破，
这是国内研究需要加强的；第二，学科范畴上，国内外学界虽然都比较关注移民的社会生活，关心他

们的适应和认同情况，但国内侧重从社会科学角度分析，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涉及较多，
而国外学界自然科学学科参与度较大；第三，研究旨趣上，国内学者注重对海外中国新移民群体的

整体性关注，包括概念、特征和地域等方面的精细解读，分析阶段性变化，而这恰好是国外研究所缺

乏的。 综合以上特点，国内学界想要走出一条独特道路，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研究展望

自“大航海”时代以来，世界历史进程发展出两大基本趋势，这两大趋势明显地体现在国际移

民潮流中。 一是以资本扩张为驱动轮，并通过经济全球化拓展疆土的趋势；二是以民族独立、民族

国家建立、发展为主的趋势。⑦ 根据这两个趋势，在民族独立、国家建立后，属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

人们，不断向物质、消费和精神生产更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流动。
如今，世界进程又一次变化，资本扩张影响下的现代社会，随全球化所改变，新兴移民聚居地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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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程：《大陆海外新移民的回流模式与空间特征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６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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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７９—１９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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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奕平、关亦佳：《海外侨胞与中华民族多维空间的拓展》，载《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刘芳彬：《华侨华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陈斌、周龙：《“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全球移民治理与中国角色》，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邵发军：《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载《社会主义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续集中在发展中国家，人类社会进入新历史阶段。 海外中国新移民正是在这种跌宕起伏的世界环

境中，不断形成和壮大的。 海外中国新移民推动着不同种族、不同文化、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人群

逐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一方面，国际社会共生、共融的发展趋势已势不可

挡，气候、能源、金融等各领域的共享和依存成为必然，这一背景下，海外中国新移民有力推动着中

西方文明交流互鉴、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世界舞台上不断发生着国家综合

实力的较量，传统发达国家正竭力遏制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这是国际社会动荡和新旧秩序交替

的根本原因，各国的移民政策与国际关系也更为紧缩，他们的生存状态受到较大影响。
面对上述国际社会的共生性和矛盾性，我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解决人类共

同面对的、单一民族国家无法应对的挑战。 马克思强调，“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

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①。 研究者能够从“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视角去研究海外中国新移民，从理论、地域、方法、内容上进一步深入，有效探索新移民在海

外生存、发展规律，提升本领域研究的地位与影响力。
（一）复杂变动环境中的理论发展与推进

长期以来，西方学界从经济学、政治学、人口学、地理学等角度创造了一系列经典理论，推动移

民理论从单向研究到双向研究发展：所谓单向指的是古典国际移民理论强调的，从祖籍地到移居国

或从移居国回祖籍地的单向行为，重点关注动因、过程和结果这三个节点；双向研究则是在全球化

背景下观察国际性的人口流动问题。② 此外，也出现了“跨国主义”理论，将移民的个体特征、祖籍

地发展情况和海外中国新移民族裔社区研究都囊括其中。③

然而，多数理论是基于“双边关系”而言，无论是单向还是双向理论，都不再是“在中国”或者

“在移居国”这种非此即彼的研究，而是应该结合国际政治、外交战略等世界性议题、基于世界多边

关系的复合性研究。 不仅如此，包括“跨国主义”理论在内，大多数理论容易受到“民族国家”这种

以国家和文明为中心的固定框架影响，④使得研究有意无意地带有国家视角，陷入“文明冲突论”的
误区。 采用这种理论视角的学者，或是将祖籍地的文化与移居国的文化分出个优劣，或是把祖籍国

和移居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划分个高低（如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 然后，再跨越历史、文化与

族群身份，寻找海外中国新移民在异环境中的声音表达，转译他们在聚居时的种种“不寻常”之处。
这种情况常见于国外研究者，他们擅长用不易被世俗和常理理解的“叛逆眼光”，灵活部署所有元

素之间的关系，以此实现对各种实体、符号、关系和意义的重新配置。⑤

所以，必须从全球复杂变动的环境中，深刻把握海外中国新移民所处的政治生态。 换言之，这
些复杂的变动因素究竟对海外中国新移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其一，“文明冲突”在全球政治生态

中是否仍旧占据主流？ 其二，各国、各地区的新移民与当地人在经济利益上的“一荣俱荣，一损俱

损”、在文化接触上的人文关怀、在安全保障上的共同参与等情况表现在何处？ 产生的动因在哪

里？ 这些问题都需要在预设、选择或运用理论时积极思考，要有一个明确的前提，使研究既符合本

国对海外中国新移民的认知，也符合中国在世界的高度。
（二）传统与新兴移民地域的平衡与扩展

研究地域的范围确定是海外中国新移民研究的重要起点。 目前研究关注较多的，仍是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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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上活跃着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如美国、加拿大、欧洲等。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国际形势、国
际投资、国家政策都促使大量的海外中国新移民向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移居，包括非洲、拉丁

美洲、中东、中亚等。 据统计，２０２３ 年我国企业共向境外派出各类劳务人员 ３４． ７ 万人，比上年增加

８． ８万人，其中承包工程项下派出 １１． １ 万人，劳务合作项下派出 ２３． ６ 万人，２０２３ 年年末在外各类劳

务人员 ５４． １ 万人。① 此外，还有大量通过其他方式入境的海外中国新移民没有被统计到。 这些人

带着国内的技术、资源到当地进行大型基建活动，属于国企投资的国家行为，他们与当地政府、企业

交往密切，一定程度上中国的对外政策要依靠他们实施落地，但是，他们大多移植了国内的管理和

生活模式，与移居国当地人的生活比较隔离。 因此，他们与当地人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本地人与

外来者的关系，他们背后所代表的，还是中国与移居国的关系。 正因如此，复杂的国际关系的影响，
使得他们时常听到负面的世界评判和质疑之声。 那么，面对这一情况，国内学者要有力地回应这些

质疑，就可以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体系上考虑，包括海外中国新移民如何在保持独立生存

状态时，积极践行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推动实现中国与移居国的利益共享、责任

共担和命运共存等话题，这将是一个值得前行的方向。
新的“原乡”以及新的原乡关系也应被注意。 传统华侨华人研究非常关注福建、广东等传统移

民输出地，但是，他们在开展此类研究时，依旧把海外中国新移民看作“我者”，分析的是“我与他”
的点对点关系，考察海外中国新移民是否对家乡做出建设、贡献多大。 新出现的“原乡”，在其输送

的移民类型，以及回馈、回流的作用大不相同。 因为这些新原乡大多是东西部的一线城市，他们的

发展依靠的并非传统“移民汇款”模式，留学生占到了极大比例。 另一些新原乡，如义乌一类的依

靠新型国际贸易而形成的原乡，海外中国新移民发展模式更不一样。 所以，下一步需要对这些原乡

进行划分、探查和比较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再移民”的情况，以往关注再移民，多是从历史学角度

考察的代际发展问题，忽视了他们出国后的再选择、再流动，抑或回流后的再迁移。 一般来说从东

南亚再迁移到欧美国家的再移民数量较多，这些“再移民”的动机、路线、类型、生存、融入都与通常

意义的海外中国新移民较为不同，他们如何融入和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值得关注。
（三）田野调查与多元方法的结合与革新

研究方法上，首先是开展大范围的田野调查，以此准确把握新移民群体不同维度的结构特征与

资源优势。 所以，必须综合统筹各方力量与资源，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调查体系。 调查中积极联

合在不同国家成立的新移民社团组织机构，最大限度整合资源，保障大范围调查的可行性、深入性。
其次，可以关注来自世界各国的大数据统计，并注意更新运用数据的研究方法。 尽量从多渠道

收集、整理存量数据。 通常，人们首要选择官方渠道公布的数据，如国内历次的人口普查，中国移民

管理局的年度数据，以及每年出版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留学发展报告、华侨华人研究报告等。 国

外的统计数据也非常多样，如世界银行、联合国等国际 ＮＧＯ 组织的年度统计报告。 许多传统移民

大国习惯在各个渠道公布本国的移民年鉴，例如美国国土安全统计办公室（ＯＨＳＳ）每年在其官方

网站上，向全世界公布当年取得永久居留权、临时入境、申请避难或以难民身份入籍的外国人数

据，②其中包含来自中国的移民。 国内已有学者开始基于这些数据构建移民引力模型，分析影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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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ｐｉｃｓ ／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外中国新移民流向何处的因素。①

最后，运用流量数据，借助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 尤其是第三次科技革

命以来，交通条件、信息技术和移民交往空间剧烈变化，海外中国新移民的网络交往和活动轨迹有

时很难从现实上判断，于是有研究者开始从虚拟空间中抓取民众的网络行为，并进行量化研究。 例

如，有学者发现，在雾霾天时人们在搜索引擎上搜“移民”的数量会增多，说明环境污染与移民动因

有一定关联。② 互联网人类学的兴起对海外中国新移民研究也是极为有利的，它能够很好地探查

到不易被看到的网络世界的内容，也可以消弭学者与被调查者的现实距离，减少介入的界限，为研

究构建起一个跨时空的、开放的、极富活力的世界。③

（四）世界文明互鉴中内容的整合与拓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指血缘、地缘共同体带来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更指情感、利益、安全共生

共在的全球共同体。 当前，国内外研究大多只关注“共同体”的某一面，如国外研究对疾病、体质的

关注是侧重以血缘、种族为基础的共同体，国内的侨乡研究则关注地缘、业缘为主的共同体。 所以，
国内学界应从整体观出发，基于“文明互鉴”的角度进行整合与拓展。

一是在内容上加入国外研究如心理学、疾病学、老年学等范畴，并将此前多被忽视的安全、环
境、人道主义等问题囊括其中。 其中，移民治理是文明互鉴与合作共赢的桥梁之一。 中国作为全球

大国，正积极参与国际移民治理机制、构建多边移民治理理念，随着中国参与程度上升、角色凸显，
相关连锁效应将进一步呈现在海外中国新移民身上。 学者关注他们，就必须关注到中国在全球移

民治理上的这一参与，深刻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提出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危机共克、荣辱

与共”等理念，在研究内容中挖掘海外中国新移民在经济利益、政治风险、环境危机、文化冲突等治

理内容上所承担的贡献与作用。
二是在调查对象上需大范围拓展。 目前多从表象的、容易被看到的经济利益谈起，观察和访谈

的人，也是那些最易被关注到的、活跃在经济政治舞台上的、受众人欢迎和凝视的一小部分人，还有

更多的不同教育水平、不同生活层次、不同地域的海外中国新移民，没有被观察到。 此时，需在观察

中将不同背景、场域和代际的移民进一步比较。 例如，不少的华裔学者对移居美国的新老移民进行

了比较，从他们的聚居模式来看二代移民的发展，这一方法可以有效地借鉴和扩展。④ 同时也需持

续观察海外中国新移民中的少数民族，他们成为近年来的新兴研究对象，部分民族学者聚焦与我国

毗邻而居的少数民族新移民，包括“海外回族”“海外苗瑶民族”“海外藏人”和“海外维吾尔人”等
群体的文化互动情况，积累了一批社区调查成果。 不过，该角度的研究者较少，学科背景也不够多

元，需持续跟进。

四、结　 　 论

未来十余年将是海外中国新移民研究蓬勃发展的时期。 为了更好地了解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

这一群体，国内外学界已经从不同维度探讨了他们在海外的生存与发展规律，彰显了海外中国新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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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研究与时俱进的学术魅力与活力。 若重新审视海外中国新移民，将会发现，这是一个复杂性和异

质性十分明显的群体。 在过去，国外学界认识来自中国的移民，要么将其作为片面化认识中国的工

具，要么把调查结果预设成一种刻板印象，这些观点如今在国外研究中仍有一定的影响力。 我们若

要形成一套研究海外中国新移民的“中国经验”，就必须认识到国外研究的经验与不足，在理论、地
域、方法、内容等方面不断革新，同时根据当前国际形势，准确把握中国与世界的多维关系。 海外中

国新移民根植于中国厚重的文化色彩毋庸置疑，离开世界的影响谈海外中国新移民研究也绝无可

能。 当前海外中国新移民研究所面临的，不仅是研究对象本身发生的巨大变化，也是中国国际地位

巨大变化后带来的种种新问题和新挑战。
回到研究的核心，海外中国新移民研究可以围绕以下三个疑问进一步开展讨论：当“世界”已

经成为一个多维联通的“共同体”，面对“全球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如何理解海外中国新移民在变

局中的存在？ 又如何以这种存在为前提，看待他们在各地的生存与发展，以及他们所带来的各方面

影响？ 最后，如何通过海外中国新移民的发展规律，团结动员并引导他们发挥语言文化、民心相通、
跨国网络等资源优势，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国和世界各国在各领

域交流合作牵线搭桥，为世界合作共赢作出贡献。 如今，海外中国新移民研究逐渐成为中国走向世

界、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渠道。 可以预见，本研究不仅会继续成为国内外多学科关注的热点，
其本身也会创造综合性、世界性的影响力。 它将在继承旧有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凸显时代价值，
成为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研究；也会体现出它的应用价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丰富多

彩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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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ｏｆ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ｋｉｎｄ”，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ｒｉｃｈ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ｈａｎｄｌｅ ａｎｄ ｓｏｌｖ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ｂ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ｅｔ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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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ｋｉｎｄ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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