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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老 侨 乡 是 针 对 新 侨 乡 而 言， 指 在 改 革 开 放 前 已 经 具 有 相 当 数 量 海 外 移 民 的 地 区。

②浮 山 月 报 社， 浮 石 志 ［M］， 2003 年。

③浮 山 村 村 委 会 档 案 ． 1998 年 侨 情 统 计 表。

④ 本 文 的 “海 外 移 民” 包 括 国 外 移 民 和 港、 澳、 台 同 胞。

“侨乡” 即 “华侨的家乡”， 在当代中国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 改革开放 30 年来， 中国社

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中之一就是人口流动的自由化， 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成为时代潮流。 在侨乡， 人口流动呈现一种交叉的态势， 即： 既流向海外， 又流向国内； 既有本

地人口外流， 又吸纳外来人口。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和经济发达省份， 多年来吸引了一批

又一批的外省民工， 每年的春运和民工潮令人叹为观止。 结果， 汹涌的外省民工潮淹没了广东本

地那涓涓细流的民工潮。 事实上， 在广东很多地方包括台山侨乡都有不少人出外工作， 笔者调查

的浮石村就有不少人离开村庄到其他地方谋生定居， 成为国内移民。 换句话说， 当今的侨乡除了

海外移民之外还有国内移民， 这两股移民的相互交织是一种新现象。 在过往研究中， 人们对海外

移民及其对侨乡的影响一般都能予以重视， 但对国内移民及其对侨乡的影响则基本没有触及， 学

术界对这种现象的探讨可以说尚未真正开始， 所以， 本文通过具体的个案调查对侨乡这股移民的

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人口流动自由化与国内移民数量增长

浮石村， 距今已有 629 年历史， 位于广东省台山市东南部， 全境面积约为 18 平方公里， 是一

个较大的管区， 经济以农业为主， 2008 年有人口 6231 人。 浮石村是一个老侨乡①， 大约在清朝中

期就有村民移民海外②。 1998 年浮石共 有 海 外 移 民 8310 人③， 据 当 地 村 民、 村 干 部 反 映， 现 在 海

外移民已增至 12000 人左右④。
人口的流动、 迁移产生移民。 一般而言， 根据移民迁移的区域可以把移民分为： 国际移民和

国内移民。 国际移民主要是指离开原籍国前往其他目的国学习、 工作和生活的人口， 包括技术移

广东侨乡国内移民的崛起及其影响
——— 台山市浮石村调查

何敏波*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 台 山 有 数 量 庞 大 的 海 外 移 民 ， 他 们 主 要 来 源 于 农 村 ， 对 当 地 农 村 发 展 有 重 要 的 影 响 ， 一 直 受

到 较 多 的 关 注， 而 当 地 农 村 的 国 内 移 民 却 往 往 被 忽 视。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国 内 移 民 的 数 量 大 幅 增 加， 而 且

随 着 个 体 经 济 实 力 上 升 、 人 脉 力 量 突 显 等 原 因 ， 整 体 实 力 不 断 提 升 ， 对 农 村 经 济 发 展 、 社 会 网 络 扩 展 、

村 民 心 态 等 都 有 重 要 的 影 响， 成 为 侨 乡 的 “新 推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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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低技术移民和家庭团聚移民、 难民， 以及避难者和非法滞留、 偷渡、 被拐卖等人口（钟涨宝，杜

云 素，2009）。 浮 石 村 的 海 外 移 民 即 此 意 义 上 的 移 民 。 国 内 移 民 指 在 同 一 国 家 之 内 从 一 个 地 方

（省、 地区或市） 迁居另一个地方。 浮石村的国内移民有着悠久的历史： 在封建社会时期， 浮石村不

少有学识之士考取功名， 离 乡 入 仕 为 官， 成 为 浮 石 村 早 期 的 国 内 移 民； 清 末 至 民 国 时 期， 社 会 动

乱， 浮石不少学子外出求学， 学成多留在城镇发展， 也有村民为参加革命背井离乡或为生活奔走

它处；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 部分村民、 干部因工作升迁或调动等关系迁移他乡。 上述三个

时期， 尤其是 50 年代末期到 70 年代末期， 整个中国的人口流动都受到中央政府的严格控制。 浮

石村自明朝洪武十三年 （公元 1380 年） 开村以来至 20 世纪 80 年代前， 虽有人口的国内迁移、 流

动， 但是规模少， 因此国内移民数量有限。
1978 年， 我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 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中之一就是人口流动的自

由 化。 从 农 村 人 口 的 视 角 来 考 察 人 口 流 动 的 自 由 化 主 要 表 现 在： 自 从 20 世 纪 80 年 代 中 期 以 来，
允许农村地区的人口迁往城市。 随着户籍制度的放松， 《身份证》 制度的实行， 以户为主的管理模

式向以人为主的管理模式转化， 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有了外出打工、 经商的机会， 成为工人、 个体

户、 甚至是私营企业的老总。 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成为时代潮流。 浮石村在

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 不断有村民离乡到经济较发达的城镇、 城市寻找机会， 谋生定居。 人口流

动自由化是浮石村国内移民数量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此外， 改革开放以来， 快速的现代交通和

通讯方式增长了人们对迁出地的了解， 使人们较容易克服迁移距离的障碍； 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

主的改革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等原因对浮石村国内移民数量的大幅增长也有显著影响。
在浮石村， 村民的国内迁移一般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务工经商、 升学、 拆迁搬家、 婚姻。
1、 务工经商。 改革开放初， 浮石村陆续出现村民往外地谋生的现象， 以一些家境相对贫困的

青年为主， 而浮石村的民工潮真正出现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 据村民反映， 90 年代中后期

开始， 村民外出打工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1999 年外出打工的村民已经达到 202 人⑤， 到 2007 年为

840 人⑥。 2008 年浮石村共有人口 6231 人⑦， 而 据 浮 石 村 委 会 的 村 干 部 保 守 估 计， 现 在 浮 石 村 外

出 打 工 的 人 在 1000 人 左 右。 除 了 务 工， 那 些 具 有 一 定 资 本 实 力、 冒 险 精 神 的 村 民 更 倾 向 于 在 城

镇、 城市创业。 在浮石村的国内移民中， 下海经商的人数虽少于外出务工的人数， 但是由于这部

分人在经济上往往取得较大的成就， 而备受村民和干部的关注。
2、 升学。 浮石村曾有 “仁里”、 “宁阳礼选” 之美誉， 自立乡以来共有举人 11 人， 钦赐翰林

1 人， 贡 生 18 人， 生 员 103 人⑧。 改 革 开 放 后， 海外移民大力捐资兴学⑨， 使得村内教学环境优

良、 教学成绩优异， 连续多年获得斗山镇的 “优良学校”， 升学率在斗山镇一直名列前茅。 不少浮

石青年考上大专院校， 继而留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工作、 生活。
3、 拆 迁 搬 家。 浮 石 村 有 数 量 庞 大 的 海 外 移 民， 因 而 侨 眷、 侨 属 的 数 量 也 很 大。 在 改 革 开 放

前， 浮石村海外移民为了彰显 “成就”， 只要有了一定的积蓄就会在村里建房子， 改革开放后， 尤

其 是 最 近 10 多 年， 浮 石 村 出 现 了 新 的 现 象： 部 分 海 外 移 民 在 斗 山、 台 城 等 城 镇、 城 市 购 买 商 品

房， 侨属、 侨眷前往居住。

⑤ 浮 石 村 村 委 会 档 案 ． 1999 年 农 村 基 本 情 况 统 计 表 ．
⑥ 浮 石 村 村 委 会 档 案 ． 2007 年 农 村 基 本 情 况 统 计 表 ．
⑦ 浮 石 村 村 委 会 档 案 ． 2008 年 农 村 基 本 情 况 统 计 表 ．
⑧ 同①
⑨ 在 改 革 开 放 初 期， 浮 石 村 的 海 外 移 民 即 捐 港 币 一 百 多 万 和 人 民 币 二 百 多 万 相 继 建 成 浮 石 小 学 、 浮 石 中 学 ，

并 成 立 办 学 基 金， 实 施 奖 教 奖 学 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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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輥輯訛輥輰訛 同①
輥輱訛刘 欣 ． 社 会 流 动 性 与 可 持 续 社 会 主 义［J］．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研 究 生 院 学 报， 2002（5）．
輥輲訛1967 年， 布 劳 （Peter M． B lau） 和 邓 肯 （Oliver D． Duncan） 合 作 出 版 了 《美 国 人 的 职 业 结 构》（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在书中提出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 这个模型主要考察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对个人职业

地位获得产生的影响， 其中先赋性因素指： 家庭背景等， 后致性因素指： 个人能力、 进取心、 教育水平等。
輥輳訛 从 1978 年 至 2008 年 ， 国 民 经 济 年 均 增 长 9．88％；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从 1978 年 的 3645 亿 元 增 长 至 2007 年 的

246619 亿 元； 城 乡 居 民 储 蓄 增 长 了 700 多 倍。

表 1 浮 石 村 部 分 国 内 移 民 的 职 务 简 介

职 务

中 央 外 交 部 司 级 干 部

台 山 县 委 书 记

台 山 副 县 长

台 山 市 副 市 长

新 会 市 副 市 长

台 山 县 委 宣 传 部 部 长

台 上 政 协 常 委

台 山 县 委 宣 传 部 副 部 长

台 山 县 委 办 公 室 主 任

高 明 县 政 协 主 席

台 山 县 财 政 局 局 长

台 山 县 人 民 医 院 副 院 长

斗 山 镇 党 委 书 记

斗 山 镇 党 委 副 书 记

台 山 县 冲 萎 区 武 装 部 部 长

台 上 县 供 销 社 副 主 任

斗 山 区 副 区 长

台 山 海 晏 区 副 区 长

台 山 县 体 委 主 任

人 数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1
1
1
1
1
1

职 务

税 务 所 所 长

正 科 长

副 科 长

大 学 教 授

斗 山 镇 教 育 办 公 室 主 任

斗 山 镇 教 育 办 公 室 副 主 任

中 学 校 长

小 学 校 长

中 学 教 导 主 任

湛 江 燃 化 局 局 长

广 州 市 供 销 社 处 长

西 安 某 工 厂 党 委 书 记

珠 江 外 贸 公 司 副 董 事 长

广 州 市 杂 货 出 口 公 司 经 理

某 公 司 总 经 理

广 州 市 花 园 酒 店 总 工 程 师

广 州 海 员 工 会 秘 书

江 门 市 汽 车 运 输 站 长

人 数

5
3
1
4
1
2
4
5
1
1
1
1
1
1
1
1
1
1

资 料 来 源： 根 据 《浮 石 月 报》 第 117 期， 第 49－53 页 整 理 所 得。

4、 结婚。 浮石村自开村以来不断扩张、 发展， 到清朝就形成了 10 个自然村， 改革开放前人

口最多的时候超过 8000 人， 村民的社交范围一般仅限在本村或附近的几条村。 由于人口多， 社交

范围有限， 改革开放前浮石村村民之间的通婚现象非常普遍。 改革开放后， 社会流动性不断加强，
浮石村村民交往范围不断扩大， 越来越多的适龄青年， 尤其是适龄女青年， 通过结婚的方式移居

其它地方。
在上述各种迁移方式中， 务工经商是浮石国内移民数量增长最主要的原因， 而浮石村的国内

移民除了包括通过上述方式移居其它地方工作、 生活的村民， 还有相当数量是这些村民在城市出

生或长大的后代和改革开放前已经迁移的村民的后代。
浮石村国内移民分布范围广泛， 省内的有： 斗山镇斗山圩、 台城、 江门、 新会、 鹤山、 广州、

佛山、 深圳、 东莞、 中山、 湛江、 茂名； 省外的有： 云南昆明、 江苏徐州、 福建泉州、 海南海口、
河 南 郑 州。 其 中 以 斗 山 圩、 台 城、 江 门、 广 州 的 人 数 最 多。 1985 年 初 旅 居 台 城 的 浮 石 乡 亲 有 79
户、 203 人⑩； 在斗山墟居住的浮石移民 1993 年有 1 百多人輥輯訛； 广州的浮石乡亲在 1993 年时有至少

960 人輥輰訛。 目前， 浮石村国内移民的人数没有明确的统计资料， 据浮石村委会的干部反映， 现在台

城 的 浮 石 移 民 有 三 千 至 四 千 人 ，
在 斗 山 的 浮 石 移 民 约 800 人 ， 在

广 州 的 浮 石 移 民 至 少 2000 人， 国

内移民的总人数在七到八千。
二、 国 内 移 民 经 济 实 力 上 升

与人脉力量突显

社 会 流 动 是 指 个 人 或 群 体 在

社 会 分 层 结 构 与 地 理 空 间 结 构 中

位置的变化輥輱訛。 社会的流动性 与 社

会 的 发 展 状 况 密 切 相 关 。 在 封 闭

的社会里， 社 会 流 动 被 严 格 限 制，
个人的社会地 位， 甚 至 居 住 地 点、
从 事 的 职 业 、 活 动 的 范 围 都 主 要

受先赋性因素輥輲訛影响， 而在开 放 的

社 会 里 后 致 性 因 素 作 用 巨 大 。 从

长 期 的 历 史 视 角 观 察 ， 1978 年 以

前我国大陆社 会 整 体 上 趋 于 封 闭，
先 赋 性 因 素 是 社 会 流 动 的 主 要 规

则。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 我 国 大 陆 经

济 实 现 了 飞 跃 式 的 发 展 ， 个 人 收

广东侨乡国内移民的崛起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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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輴訛 同①
輥輵訛 自 海 外 移 民 产 生 后， 他 们 在 浮 石 村 公 共 事 务 方 面 渐 起 作 用。 这 种 作 用 主 用 表 现 在 公 益 事 务 和 慈 善 事 务。 公

益 事 务 主 要 包 括 修 桥 铺 路、 兴 修 水 利、 修 建 学 堂 等。 慈 善 事 务 主 要 表 现 在 ， 地 方 社 会 遇 到 灾 荒 时 ， 在 捐 资 和 乡 赈

的 活 动 中， 海 外 移 民 是 其 中 的 主 要 力 量。 他 们 有 时 还 会 帮 助 救 济 鳏 寡 孤 独 或 残 废 等 一 些 生 活 无 助 的 人 。 除 了 参 与

公 共 事 务， 他 们 的 移 民 经 验 对 浮 石 村 村 民 有 着 重 要 的 影 响， 相 当 一 部 分 村 民 把 移 民 海 外 作 为 未 来 方 向。

入， 尤其是城镇居民的个人收入有了大幅的增长輥輳訛， 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开始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

会的深刻转型， 即： 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相对自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从以

农业农村为主的传统社会向工业化、 城镇化的现代社会转变。 在 “两个转变” 的客观要求和逐步

推进下社会变得越来越开放， 社会流动的限制减少， 先赋性因素对个人的社会地位、 职业等的影

响日益减弱， 后致性因素的作用渐强。
浮石村的国内移民主要以 “打工、 赚钱” 为导向， 以台城、 广州、 深圳等经济相对发达的城

镇、 城市为迁移的目标， 在那里谋生定居。 在家庭背景、 社会资源等方面处于相对劣势的浮石村

村民， 在社会流动性加强， 后致性因素影响渐强的影响下， 凭借自身的努力也可以获得较好的工

作， 大部分移民的个人收入实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部分移民甚至凭借努力从较低的社会阶层上

升到较高的社会阶层。
在社会流动性中， 除了个人的职业、 社会地位等的变动， 还包括个人活动地点、 范围的变动，

而后者往往被忽视。 在明清时期， 浮石村已有 14 人輥輴訛通过科举制度入仕为官， 他们都远离家乡任

职而成为浮石早期的国内移民， 但在其时他们的活动地点、 范围的变动都有限制， 加之交通手段、
通讯手段的落后， 这小部分的移民虽然 “位高权重”， 但由于不能与家乡保持密切的联系， 因而在

任期对浮石村的影响不大。 及至民国、 改革开放前， 浮石村的国内移民中有担任法官、 局长、 县

委副书记等高职务的人， 也有在国企里担任经理、 董事长的人， 但这个时期个人在活动地点、 范

围等方面的流动同样受到种种限制， 直接影响了他们的人脉力量发挥作用。 改革开放后， 限制个

人变更活动地点、 范围的制度性障碍逐渐消失， 个人变更活动地点、 范围有了前提条件； 现代快

速的交通通信条件使得个人容易克服距离的障碍， 变更活动地点、 范围频率加快。 在上述原因的

作用下， 改革开放后国内移民与家乡的联系空前加强， 不但国内移民回乡探亲、 参观， 浮石村的

村干部经常走 访 他 们 中 有 影 响 力 的 人。 这 样 的 一 种 互 动 使 得 国 内 移 民 所 拥 有 的 人 脉、 社 会 关 系，
真正在家乡建设中焕发出力量。

总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陆， 尤其是城镇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使得浮石村

的国内移民的经济实力上升、 人脉力量突显。

三、 国内移民崛起的影响

移民， 是侨乡的灵魂。 浮石村的海外移民自产生以来在家乡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对家乡影

响深远輥輵訛。 改革开放前， 浮石村虽有国内移民， 但是由于国内移民数量有限且与家乡缺乏联系， 对

家乡的影响并不明显， 尤其是与海外移民相比。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国内移民的崛起， 其对家乡

发展的方方面面有着深远不一的影响， 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一） 推动家乡社会建设

随着浮石村国内移民个体经济实力的上升， 加之人数的增加， 国内移民作为一个整体， 经济

也越发增强， 对家乡的捐资也大幅度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 浮石村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 但是依

然是一个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 经济发展不但远落后于广东城镇经济的发展， 也落后于农村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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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浮 石 海 内 外 移 民 对 《浮 石 志》、 《浮 山 月 报 70 周 年 纪 庆 专 刊》 的 捐 赠 情 况

所捐项目

合计

捐款

（元）

1993年《浮

石志》
64575 3260 5．05

7910美金＋10500 人民币＋
4410 港币＋440 加币＝61315

元（折合人民币）

94．95

2006年《浮山

月报 70 周年

纪庆专刊》

100304 54400 54．24
3600美金＋900 加币＋9300 人

民币＋2000 港币＝45904（折

合人民币）

45．76

其中国内移民捐款

捐款

数额（元）

所占总捐

款比例（％）

其中海外移民捐款

捐款数额
所占总捐

款比例（％）

资 料 来 源 ： 笔 者 根 据 《浮 石 志 》 中 纪 勋 榜 和 《浮 山 月 报 70 周 年 纪 庆 专 刊 》 第 199
页 统 计 所 得。

25000．00

20000．00

15000．00

10000．00

5000．00

0．00
1982－2008 年

图 1 1982 年 至 2008 年 国 内 移 民 每 年 捐 款 《浮 山 月 报》 数 额 曲 线

资 料 来 源： 笔 者 根 据 1982 年 至 2008 年， 27 年 里 浮 石 月 报 杂 志 社 所 刊 发 的 96 期

《浮 山 月 报》 中 “鸣 谢” 栏 目 中 的 “浮 山 月 报 鸣 谢” 中 的 国 内 移 民 捐 款， 统 计 绘 画。

輥輶訛 同⑥
輥輷訛輦輮訛广 东 省 统 计 局， 国 家 统 计 局 调 查 总 队 ． 广 东 统 计 年 鉴（2008）．
輦輯訛 浮 石 村 村 委 会 档 案 ． 华 侨 港 澳 台 同 胞 历 年 捐 资 情 况 表 ．
輦輰訛 浮 山 月 报 社 ． 浮 山 月 报 ． 168 期 （35）， 172 期 （34） ．
輦輱訛 侨 刊 是 经 国 家 新 闻 出 版 部 门 批 准、 由 民 间 组 织 创 办、 主 要 向 海 外 （含 港 澳 台 地 区） 发 行 的 报 纸 和 期 刊， 是

祖 国 人 民 与 海 外 移 民 沟 通 联 系 的 “集 体 家 书”。

广东侨乡国内移民的崛起及其影响

均水平： 2007 年浮石村人均纯收入为 4634 元輥輶訛， 而同年广东农村居民人 居 纯 收 入 5624 元輥輷訛，城 镇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17699 元輦輮訛。 在 经 济 落 后 的 现 实 情 况 下 ， 村 集 体 缺 乏 资 金 推 动 科 教 文 卫

等事业的发展， 而国内移民的捐资成为浮石社会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 是社会建设的助推器。
改革开放前， 浮石村的道路、 桥梁大部分是海外移民捐资重建、 修建， 小部分是村民集体修

建， 改革开放初期依然是这样， 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国内移民的经济实力上升， 这种情况发

生了重大的变化。 以宗远路和兰溪大道的重建为例， 宗远路和兰溪大道浮石村两条最主要的道路，
古以有之。 宗远路重修于 1984 年， 耗资 68000 元輦輯訛， 全部由海外移民捐资； 兰溪大道重修于2008
年， 耗资 262000 元， 其中海外移民捐资 12000 元， 其余 250000 元全部由国内移民捐资輦輰訛。

《浮 山 月 报 》 是 浮

石村出版刊发的侨刊輦輱訛，
1935 年创刊， 已经历四

次 停 刊， 从 最 后 一 次 复

刊 （1982 年 至 2008 年

12 月 ） 已 出 版 98 期 ，
是 浮 石 村 的 重 要 标 志 。
国 内 移 民 对 《 浮 山 月

报 》 的 捐 款 从 无 到 有 ，
从 小 额 到 巨 额， 尤 其 是

近年捐款增长幅度提

高相当快。 月报社社

长赵建勋对此深有感

受： “办月报需要很

多资金， 都是海内外

乡亲捐的， 一开始海

外乡亲捐比较多， 近

几年就差不多各占一

半了， 有些国内乡亲

很大手笔的， 年前我

们去筹款， 有人就捐

一 万 人 民 币， 5 千 的

也 有 好 几 个 。 08 年

国内的乡亲捐了 5 万

9 千元人民币， 国外捐了 5 万 1 千元人民币。” 除了资助月报， 国内移民还捐资参与修订、 出版浮

石村一些重要的书籍， 如 《浮石志》、 《浮山月报 70 周年纪庆专刊》 等。 自 2005 开始还专门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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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輲訛浮 山 月 报 社 ． 浮 山 月 报 70 周 年 纪 庆 专 刊， 2006．2．

助学基金帮助有困难的浮石学子完成学业。
国内移民的捐资主要集中在公共设施建设和教育文化事业方面， 也有涉及环境卫生、 社会生

产 等 方 面。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浮 石 村 获 得 捐 款 一 千 八 百 多 万 元輦輲訛， 其 中 相 当 一 部 分 是 国 内 移 民 的 捐

款， 虽然没有 明 确 的 统 计， 但 是 在 田 野 调 查 中 村 民 普 遍 表 示， 改 革 开 放 前 期 海 外 移 民 捐 的 较 多，
而近些年海内外移民的捐资各占一半。 浮石村村干部较明确地说出了国内移民捐款的情况： “以

前出国的人捐款多， 现在在国内做生意的老板大手笔很多。” 显而易见， 国内移民的捐资在浮石村

社会建设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除了捐资， 国内移民的人脉力量对浮石村的发展也有重要贡献。 如前文所说， 浮石村的国内

移民中不乏学识渊博的教授、 富有的企业家、 身居要职的官员、 工程师等等， 除了捐资， 他们运

用自身专业知识、 社会资源等为家乡建设出谋划策， 进一步 推 动 了 浮 石 村 的 社 会 发 展。 1989 年、
1990 年广州浮石乡亲联谊会先后两次组织邀请广州优秀教育者回浮石中学讲授示范课、 研究教育

方法， 帮助提高浮石学校的教学质量； 1992 年国内移民组织经济学家、 企业家、 教授等， 并邀请

浮石管区的干部一同访问顺德、 新会、 高明等地商讨如何借鉴经验发展浮石的经济， 浮石村在此

后确立了大力发展集体企业的方向， 一度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这样的事例在浮石村还很多， 在做

田野调查的过 程 中， 村 民、 村 干 部 都 积 极 主 动 地 向 笔 者 介 绍 国 内 浮 石 人 的 权 力、 职 位。 在 中 国，
人脉、 人际关系网无论对个人还是组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浮石的国内移民不乏位高权重者，
他们为家乡所做的事往往影响深远。

总的说来， 浮石村在公益事业、 教育事业、 经济建设等所取得的成绩都深深地打上了国内移

民的烙印， 他们的贡献得到了村干部、 村民的高度肯定， 如村委书记赵国球意味深长地向笔者诉

说： “国内浮石人的影响应该说越来越大， 很多大老板都捐钱回来给我们， 我们有什么事给他们

打个电话， 他们就立刻帮忙， 很团结， 村里有大事都会一起商量， 例如他们建议我们以飘色为主

题搞旅游。 除了捐钱， 还经常给我们指点门路。”
（二）扩展侨乡网络

侨 乡 网 络 是 指 侨 乡 各 种 关 系 在 该 社 会 中 的 表 现， 它 体 现 了 侨 乡 社 会 生 活 中 的 一 种 社 会 关 系，
主要由民间网络和政府或政府参与的网络构成。 民间网络主要有移民网络、 私人 （民营） 企业网

络、 民间组织网络和资讯网络； 政府或政府参与的网络， 由政府主导， 主体的一方是各类政府机

构、 政 府 团 体、 政 府 开 办 的 企 业 、 政 府 设 立 的 协 会 或 会 所 、 政 府 开 办 的 网 站 报 刊 等 （郑 一 省 ，
2008）。

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 相继成立国内浮石联谊会： 1985 年 2 月台城浮石同乡联谊会成立； 1986
年斗山浮石同乡联谊会成立； 1987 年 11 月成立广州浮石乡亲联谊会； 1988 年 5 月旅江门、 新会

浮石乡亲联谊会成立； 佛山浮石乡亲联谊会等在 90 年代成立。 这些国内联谊会的成立与运作， 具

有重要的意义： 一般而言， 侨乡网络主要是指家乡与海外社会的联系， 而这些联谊会的成立则把

国内一些城市具体而深刻地引入这个网络， 使得这个网络在空间地理位置上， 即 “外在规模” 上，
有明显的、 巨大的扩张； 国内各浮石乡亲联谊会每年定期举行联谊会， 除了当地浮石移民的出席，
还邀请海内外各地移民、 浮石村村民、 浮石中小学老师、 村委会干部等参加， 且在席间常常为家

乡建设筹款、 筹谋划策。 广州联谊会建立时就明确表明其宗旨： 联络乡亲， 增进乡谊， 内外沟通，
建设家乡； 作用是： 沟通内外乡情， 支持家乡建设。 这样的做法使得 “三个浮石” 的人可以加强

内部的联系， 这是侨乡网络在 “内在质” 上的扩张。
移民网络是在移民者和非移民之间基于亲友乡邻关系所建立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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輦輳訛 在 笔 者 的 田 野 中， 被 访 者 在 讲 述 浮 石 中 学 的 兴 建 过 程 中， 提 及 浮 石 中 学 之 所 以 能 建 成， 是 因 为 他 当 时 任 斗

山 镇 教 育 办 的 主 任， 在 他 的 强 烈 要 求 和 活 动 下， 教 育 办 拨 款 50 万 元 作 为 浮 石 中 学 的 启 动 资 金， 海 外 移 民 在 教 育 办

这 一 行 动 的 鼓 励 下， 踊 跃 捐 资 才 建 起 浮 石 中 学， 他 还 特 别 强 调 “其 他 村 就 没 有 这 样 好 的 待 遇”。 这 一 种 说 法 得 到 浮

石 村 村 干 部 的 印 证。

輦輴訛 “炫 耀 性 消 费” 是 美 国 制 度 经 济 学 家 凡 勃 伦 在 《有 闲 阶 级 论 》 中 首 次 提 出 的 ， 意 即 人 们 通 过 带 有 浪 费 特 征

的 消 费 来 表 明 自 己 的 阶 级 身 份 并 获 得 荣 誉。

輦輵訛 相 对 失 落： 是 指 人 们 基 于 同 参 照 群 体 比 较 后 可 能 产 生 的 相 对 失 落 感。 李 明 欢 教 授 在 研 究 我 国 海 外 移 民 迁 移

时， 首 先 引 入 “相 对 失 落” 这 个 概 念。

广东侨乡国内移民的崛起及其影响

的说， 移民网络是以血缘、 地缘为联结纽带的一系列人际关系的组合 （Kritz，Zlotnik，1992）。 浮石村

的海外移民网络历史悠久， 为居乡村民提供迁移的路径和便利。 改革开放以来， 国内移民大量出

现， 并相对集中地分布在一些城市如台城、 广州等， 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迁移路径。 国内移民为居

乡村民提供各种信息， 越来越多的居乡村民沿着他们的足迹， 在国内城镇、 城市立足。 移民网络

是侨乡网络的主要构成， 在以往的研究中， 移民网络就是指海外移民网络， 而国内移民在海外移

民网络之外， 开拓了国内移民网络。
浮石村是一个普通的农村社区， 与政府相关的机构只有浮石管理区， 浮石管理区作为镇政府

的派出机构， 指导村民委员会开展工作。 单从这一点来看， 政府或政府参与的网络在浮石村应该

并不发达， 但在笔者的调查研究中却发现政府或政府参与的网络 “隐形地” 存在着。 如上文所说，
浮石村的国内乡亲中有腰缠万贯的商人， 他们身处广阔的社会关系网中， 往往可以与政府有密切的

联系， 也有位高权重的官员， 他们更容易在家乡事务中引入政府或其它相关机构。 在浮石中学的建

设中， 是国内移民首先推动斗山镇政府介入， 拨款 50 万作为启动资金， 才使得项目顺利启动輦輳訛。
（三）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居乡村民的心态

在 浮 石 村， 人 们 茶 余 饭 后 的 话 题 总 离 不 开 “出 国”， “出 国” 一 直 以 来 都 是 他 们 的 “心 头 大

事”。 村民为了移民海外可谓 “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有海外关系的利用海外关系申请家庭团聚，
没有海外关系的 通 过 婚 姻 创 建 关 系， 有 的 甚 至 用 假 离 婚、 假 结 婚、 偷 渡 等 方 式。 在 田 野 调 查 中，
某些村民用 “一人出国， 全家光荣”、 “出国是所有台山人的梦想， 尤其是台山的女的” 等向笔者

形容当地人对出国的态度， 而且这些描述都附有生动的例子， 如： “我车间的一个同事 40 岁还没

到， 嫁给了一个老华侨， 那个老华侨连孙子都有了。 她们不会想感情不感情， 幸不幸福， 只要到了

美国就是幸福。 我们斗山好多 30、 40 岁都还没有嫁的女的， 等到老， 一直等一个出国的机会”。
浮石村村民热衷于移民海外，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 他们认为农村经济落后， 移民海外是

唯一的出路； 第二， 海外移民的 “炫 耀 性 消 费” 輦輴訛和 侨 属 相 对 优 越 的 生 活 使 他 们 产 生 了 “相 对 失

落” 輦輵訛的心态。 改革开放以来， 随 着 国 内 移 民 的 崛 起， 村 民 出 国 这 种 “趋 之 若 鹜” 的 心 态 有 了 一

定的改变。
国内移民， 与居乡村民一样， 农民出身、 没有雄厚的家庭背景， 但他们有的依靠读书考取大专

院校， 获得专业知识， 在政府机关、 企业里谋职； 有的虽然没有大专院校的文凭， 可是凭借自己的

辛勤劳动， 也实现了发财致富。 这给居乡村民增强了信心： 在国内同样可以有发展。 再者部分国内

移民对家乡捐以巨资， 在家乡建起豪宅， 他们成为了村民崇拜、 羡慕的对象， 在浮石村民心中， 国

内 移 民 比 海 外 移 民 更 加 富 有， 这 进 一 步 冲 击 了 他 们 对 出 国 的 热 衷 。 一 个 约 20 岁 的 青 年 如 是 说：
“出不出国无所谓， 出不出国都是一样， 在外面被人看不起， 大部分的人出国都是做洗碗、 车衣。
那些普通的华侨都没有中国的老板有钱。” 主管文化教育的村干部赵坚文也体会到这种变化： “现

在很多父母的心态都改变了， 都让孩子好好读书， 将来在国内找分好工作， 比出国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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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家乡影响、 在家乡的地位等方面而言， 国内移民与海外移民是相对互斥的。 在浮石村随

着国内移民的崛起， “移民海外” 不再被推崇备至。 国内移民给居乡人树立了榜样： 在国内同样

可以有较好的发展， 甚至可以比移民海外更为富有。

四、 结语

国内移民的崛起在浮石村是一种新的现象， 对浮石村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而广大侨乡

实际情况各不相同， 这种现象是否具有普遍性， 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但是， 随着中国国力的不

断上升， 农村人口流动的加速， 国内移民的影响必然越来越突出， 因此对国内移民的探究应当在

侨乡研究中引起关注。 广东省既是我国最大的侨乡， 又是国内移民流动最频繁的地区之一， 这方

面的探讨尤其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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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se of Domestic Migrants and Its Impacts in the Hometowns of Overseas Chinese
in Guangdong： A Survey in Fushi village， Taishan

He Min-bo
Overseas Chinese Institute of Jinan university， Guangdong Guangzhou， 510632

Abstract： The huge number of overseas Chinese， mainly from rural areas in Taishan， have greatly influenced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ir hometown and thus attracted great interests of scholars， while the local rural domestic
migrants are often neglected． This paper， based on a surveys in Fushi village， sheds lights on the domestic migrants． Due
to the increase of number and the rising economic status， their overall strength grow rapidly and they have brought deep
impacts on the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xpansion of social networks． They are changing the thinking and ideas of the
villagers and become a new driving force for rur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Domestic migrants； Overseas Chinese； Hometowns of Overseas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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