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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视域下的华侨华人研究

———基于 1991—2020 年立项数据的量化分析

○洪晓婷

摘 要: 对 1991 年至 2020 年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华侨华人研究项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 30 年来，

华侨华人研究项目立项数的增长趋势十分明显，但占国家社科基金总立项数的比例仍较低; 学科分布广泛，涵

盖全部 26 个学科中的 22 个; 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项目的比例高于平均水平; 各地区华侨华人研究水

平差异很大，广东、福建两省获得的项目数约占总数的一半; 暨南大学、厦门大学、华侨大学获得的项目数居

于前三位; 研究者倾向于根据居住地给华侨华人分类，而对华侨华人的祖籍地、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关注度仍

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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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华人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目前已有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华人研究

的某些重要方面，如华商研究①、华人宗教信仰研究②、欧洲华侨华人研究③等进行了回顾总结，

但对华侨华人研究整体性的定量分析相对较少。国家社科基金是目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唯一

的国家级科研基金，资助金额较大，受资助的项目产出论文较多，引用率和被转载率较高，在我

国人文社会科学科研评价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④。因为国家社科基金的重要性，近年来，基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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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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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社科基金立项情况的分析，日益成为全面展现某一领域研究现状和追踪研究热点的一种有效手

段。因此，本文选取国家社科基金这一视角，对 30 年来 ( 1991—2020 年) 与华侨华人研究相关

的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数据进行定量分析①，梳理华侨华人研究的现状，分析华侨华人研究的发展

趋势，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路阳曾对 1991—2013 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华侨华人研究项目

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是本文的重要参照②。鉴于近年来华侨华人研究日

益受到重视，近 7 年 ( 2014—2020 年) 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华侨华人研究项目超过此前 23
年 ( 1991—2013 年) 的总和，因此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除了立项数据年限范围的扩大，本文

在路阳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国家社科基金华侨华人研究项目题名的分词统计分析，统计题名

中的高频词以及反映华侨华人居住地、祖籍地、民族和宗教信息的关键词，并进行分析; 同时，

增加了对比的角度，将国家社科基金华侨华人研究立项情况与日本国家级华侨华人研究立项情况

进行对比，将国家社科基金华侨华人研究项目中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所占比例，与国家社科基金

总体情况进行对比。

一 华侨华人研究项目的年度、类型、学科分布

( 一) 年度分布

从 1991 年至今的 30 年中，国家社科基金共立项华侨华人研究项目 289 项 ( 详见图 1) ，平均每

年 9. 6 项。其中，2010 年和 2016 年是两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年份。2010 年之前，每年国家社科基

金华侨华人研究项目立项数在 0 至 8 项间小幅波动，2010 年首次超过 10 项，并且增长速度显著加

快。2016 年，国家社科基金华侨华人研究立项数首次超过 30 项，此后基本保持稳定。2016—2020
年这 5 年间，国家社科基金共立项华侨华人研究项目 147 项，约占 30 年来国家社科基金华侨华人

研究总立项数的 51%。总体来看，从 1991 年设立国家社科基金至今，华侨华人研究项目立项数

的增长趋势十分明显，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华侨华人研究近些年来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图 1 国家社科基金华侨华人研究立项数年度分布

但同时也需要看到，国家社科基金华侨华人研究项目的绝对数量还不多。这可以从国内、国

外两方面的比较中得到佐证。
第一，华侨华人研究项目占国家社科基金总立项数的比例还比较低。根据 “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数据库”的资料，30 年来国家社科基金共立项 97 244 项，其中华侨华人研究项目占比为

0. 3% ; 即使是华侨华人研究立项数达到高峰并保持稳定的 2016—2020 年，其占国家社科基金总

立项数的比例也只有 0. 5%。
第二，在国家级科研基金层面上，日本比我国资助了更多的华侨华人研究项目。根据吉伟伟

的统计，日本类似于我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国家级科研资助计划——— “科学研究费助成事业”

①

②

本文统计的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数据，如无特殊说明均来源于国家社科基金数据库。检索步骤为: 首先在国家社科基金数据
库分别检索关键词“华”“侨”“移民”，然后人工筛选出与华侨华人研究直接相关的项目。
路阳: 《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看华侨华人研究发展状况———基于 1991—2013 年国家社科基金华侨华人研究立项项目的量化
分析》，《东南亚南亚研究》2014 年第 2 期，第 94—1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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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 1991 年至 2014 年 24 年间资助的华侨研究项目就达到 328 项①，超过我国国家社科基金 30

年间的总立项数 ( 上述时间段内我国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华侨华人研究项目为 129 项) 。而且吉

伟伟的统计结果是以“华侨”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得到的，日本实际资助的华侨华人研究项目可

能更多。在日本的华侨华人约 70 万②，约占全世界华侨华人总数的 1. 6%。日本总人口约 1. 25

亿③，在日华侨华人约占日本总人口数的 0. 5%。可见，虽然日本的华侨华人绝对数量不少，但

无论是占全世界华侨华人的比例，还是占日本总人口的比例都很低; 而我国是华侨华人的祖籍

国，华侨华人研究有着更便利的条件和更强的重要性、紧迫性。因此，我国和日本在华侨华人研

究立项数上的差距更值得引起重视。
( 二) 学科分布

国家社科基金目前设有 26 个学科 ( 包括教育学、艺术学、军事学 3 个单列学科) ，华侨华

人研究涵盖了其中的 22 个学科，按立项数由多到少依次是: 中国文学、中国历史、民族学④、

世界历史、语言学、宗教学、外国文学、社会学、国际问题研究、新闻学与传播学、人口学、政

治学、党史·党建、理论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法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教育学、体育学、应用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考古学、哲学、艺术学、军事学这 4 个学科目

前尚无华侨华人研究项目。
表 1 国家社科基金华侨华人研究项目学科分布⑤

序号 学科 立项数 比例 序号 学科 立项数 比例

1 中国文学 67 23. 8% 12 人口学 5 1. 8%
2 民族学 30 10. 6% 13 政治学 5 1. 8%
3 中国历史 29 10. 3% 14 党史·党建 4 1. 4%
4 世界历史 24 8. 5% 15 理论经济学 4 1. 4%
5 语言学 23 8. 2% 16 法学 3 1. 1%
6 外国文学 17 6. 0% 17 管理学 3 1. 1%
7 宗教学 17 6. 0% 18 教育学 3 1. 1%
8 国际问题研究 16 5. 7% 19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 3 1. 1%
9 社会学 14 5. 0% 20 体育学 1 0. 4%
10 新闻学与传播学 7 2. 5% 21 统计学 1 0. 4%
11 马列·科社 5 1. 8% 22 应用经济学 1 0. 4%

从表 1 可以看出，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华侨华人研究项目在学科分布上很不均衡。如果

按学科门类划分，文学 ( 包括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新闻学与传播学) 占总立项数的

40. 5%，历史 ( 包括中国历史、世界历史) 占总立项数的 18. 8%，这两个学科门类获得的立项

数超过总立项数的一半。一些与国家发展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门类立项数较少，如经济学 ( 包

括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 仅获得 5 项，占总立项数的 1. 8%。总体来看，国家社科基金华侨

华人研究的立项数呈现出人文科学多于社会科学的态势。当前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日益上

升，华侨华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十分重要，与华侨华人有关的社会科学研究还有很大的

发展空间。

①
②
③
④
⑤

吉伟伟: 《日本华侨课题立项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7 年第 1 期，第 84—91 页。
庄国土: 《世界华侨华人数量和分布的历史变化》，《世界历史》2011 年第 5 期，第 4—14 页。
《人口推算》，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网站，http: / /www. stat. go. jp /data / jinsui /new. html。
2018 年以前称为“民族问题研究”。
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中，有 7 项重大项目未标注所属学科。因此本表统计的华侨华人研究项目数实际为 28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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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项目类型分布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收录的项目包括 8 个不同类型: 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

目、青年项目、西部项目、后期资助项目、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和成果文库项目。截止到 2020 年，

表 2 国家社科基金华侨华人研究项目类型分布

项目类型 立项数 比例

一般项目 144 49. 8%

青年项目 64 22. 1%

重点项目 28 9. 7%

西部项目 25 8. 7%
重大项目 17 5. 9%

后期资助项目 10 3. 5%

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1 0. 3%

成果文库项目 0 0%

华侨华人研究具体立项数和占华侨华人研究总

立项数的比例见表 2。
由表 2 可知，华侨华人研究获得国家社科

基金一般项目的数量最多，约占总立项数的一

半; 其次是青年项目，约占总立项数的五分之

一强; 重点项目、西部项目、重大项目、后期

资助项目和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立项数依次递

减，这五种项目立项数之和约占总立项数的四

分之一。但是单独看华侨华人研究获得立项的

比例分布意义不大，还需要与国家社科基金整

体的比例分布进行对比。

表 3 国家社科基金华侨华人研究和国家社科基金总体类型分布对比

项目类型 国家社科基金华侨华人研究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所有项目 比值

一般项目 49. 8% 51. 1% 0. 97
青年项目 22. 1% 22. 1% 1. 00
重点项目 9. 7% 7. 1% 1. 37
西部项目 8. 7% 9. 9% 0. 88
重大项目 5. 9% 4. 7% 1. 26

后期资助项目 3. 5% 4. 0% 0. 88
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0. 3% 0. 9% 0. 33

成果文库项目 0% 0. 3% 0

表 3 数据中，第二列反映了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华侨华人研究项目类型分布，第三列反

映了包含全部 26 个学科的国家社科基金总体类型分布，第四列是上述两列的比值。若比值大于

1，表示该类华侨华人研究项目所占比例高于国家社科基金平均值，若比值小于 1，表示该类华

侨华人研究项目所占比例低于国家社科基金平均值。据此可将华侨华人研究立项类型分为三组。

第一组，包括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华侨华人研究获得这两类项目资助的比例和国家社科基

金平均水平差异不大。

第二组，包括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华侨华人研究获得上述两种项目资助的比例显著高于国

家社科基金平均水平①。其中，获得重点项目的比例约为国家社科基金平均水平的 1. 37 倍，获

得重大项目的比例达到国家社科基金平均水平的 1. 26 倍。这种现象的成因可能有两方面: 第一，

华侨华人的研究队伍虽然数量不多，但部分核心研究者的水平较高，具备承担重点、重大课题的

实力。第二，相较于一般项目，重点和重大项目更反映出国家的需求和导向，华侨华人研究获得

重点和重大项目的比例较高可能反映出这一领域的研究契合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第三组，包括西部项目、后期资助项目、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成果文库项目。获得上述三种

① 路阳 ( 2014) 指出，国家社科基金涉侨研究项目中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所占比例低。本文将国家社科基金涉侨研究项目中
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所占比例，与国家社科基金总体情况进行对比，发现国家社科基金涉侨研究项目中重大项目和重点项
目所占比例的绝对值虽然低，但已经明显高于国家社科基金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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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助的华侨华人研究比例低于国家社科基金平均水平。
华侨华人研究尚未获得成果文库项目，这可能是由于成果文库项目严格实行总量控制，评选

规则规定每年每个学科仅入选 1 至 2 部①，而华侨华人研究不是单独的学科，因此相关成果在申

报成果文库项目时可能受到一定的影响。
西部项目资助推进西部地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

一，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等方面的重要课题。华侨华人研究获得西部项目资助

的比例低于国家社科基金平均水平，这可能是因为西部项目的申请人必须是西部地区科研单位的

在编人员②，而传统侨乡和华侨华人研究的主要单位集中在广东、福建等东部地区 ( 详见下文) ，

许多华侨华人研究不符合西部项目的资助条件，因此较少获得这类资助。
华侨华人研究获得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比例不足国家社科基金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中华学

术外译项目资助翻译出版体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较高水平，有利于扩大中华文化和中国学术

国际影响力的成果③。华侨华人既传承着中华文化，又融入当地社会，从历史上看，华侨华人是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华侨华人研究应当成为中外学术的重要交汇

点，也应当成为扩大中华文化和中国学术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着力点。因此，华侨华人研究在中华

学术外译项目上显著低于国家社科基金平均水平的立项比例，和华侨华人研究的性质、定位很不

相符。这可能是由于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设立时间不长 ( 2010 年首次评审) ，许多研

究者还不太了解这类项目。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立项比例显著偏低也说明华侨华人研究在中华学

术外译项目上还有很大的潜力，这类项目可能成为华侨华人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新的增

长点，值得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关注。
后期资助项目资助先期没有获得相关资助、研究任务基本完成、尚未公开出版、理论意义和

学术价值较高的研究成果。和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类似，后期资助项目设立较晚 ( 2004 年首次评

审) ，研究者对该项目的关注度不足可能影响了申报的积极性，导致立项数偏低。实际上该类项

目有一些特殊优势，比如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周期长，在三至五年内按时结项的压力较大; 但与

自然科学研究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期资金投入相对较小，也更有可能采取后期资助的方

式。因此该类项目也值得华侨华人研究者关注。

二 华侨华人研究的地域、单位分布

( 一) 地域分布

截止到 2020 年，共有 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获得过国家社科基金华侨华人研究项目。广

东、福建两省的华侨华人研究项目数以绝对优势领先于其他省区市，两省共获得 131 项，约占总

立项数的 45%。可以说，广东、福建两省占据了华侨华人研究的 “半壁江山”。其中，广东以微

弱优势领先于福建，成为国家社科基金华侨华人研究立项数最多的地区。除广东、福建外，立项

数排名前十位的地区还有北京、浙江、江苏、广西、云南、陕西、上海、湖北。

①

②

③

《关于做好 2017 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申报工作的通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网站，http: / /
www. npopss － cn. gov. cn /n1 /2017 /0321 /c219469 － 29159670. html。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管理办法》 ( 2013 年 5 月修订)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网站，http: / /www. nopss. gov. cn /n /
2013 /0520 /c219644 － 21542088. html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网站，http: / /www. npopss － cn. gov. cn /n1 /2016 /
0927 /c219469 － 28744135.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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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国家社科基金华侨华人研究项目地域分布

序号 地域 立项数 比例 序号 地域 立项数 比例

1 广东 69 23. 9% 15 湖南 5 1. 7%
2 福建 62 21. 5% 16 海南 5 1. 7%
3 北京 22 7. 6% 17 吉林 4 1. 4%
4 浙江 19 6. 6% 18 贵州 3 1. 0%
5 江苏 17 5. 9% 19 青海 3 1. 0%
6 广西 13 4. 5% 20 河南 2 0. 7%
7 云南 10 3. 5% 21 宁夏 2 0. 7%
8 陕西 8 2. 8% 22 江西 2 0. 7%
9 上海 8 2. 8% 23 四川 2 0. 7%
10 湖北 7 2. 4% 24 新疆 1 0. 3%
11 重庆 6 2. 1% 25 辽宁 1 0. 3%
12 黑龙江 5 1. 7% 26 安徽 1 0. 3%
13 山东 5 1. 7% 27 天津 1 0. 3%
14 甘肃 5 1. 7% 28 河北 1 0. 3%

笔者认为，某个地区取得国家社科基金华侨华人研究项目的多少，可能和两方面因素有关:

第一，该地区的总体科研实力。若某一地区总体科研实力强，那么该地区获得的华侨华人研

究项目可能也较多。根据统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 包含全部学科) 总数前 10 位的地区依

次是: 北京、上海、江苏、湖北、广东、浙江、湖南、四川、山东、重庆。可以认为上述地区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实力较强。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华侨华人研究立项数前 10 位的地区中，

北京、上海、江苏、湖北、广东、浙江等 6 省市同时也是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总数前 10 位的地区，

两者重合度较高。
第二，该地区的华侨华人数量。某一地区如果华侨华人数量众多，那么在该地区华侨华人研

究可能更受重视，也具有更多的有利条件。华侨华人研究立项数前 10 位的省份中广东、福建、
广西、云南、浙江等都是侨务大省①②。上文提到，广东整体科研实力很强，又是华侨华人最多

的省份，双重优势叠加使得广东成为华侨华人研究的重镇。福建、云南、广西的人文社会科学整

体研究实力并不突出，但华侨华人研究立项数分别位居第 2 位、第 7 位、第 6 位。由此可见，某

一地区的华侨华人数量对该地区华侨 表 5 获得 4 项以上国家社科基金华侨华人研究项目的科研单位分布

序号 单位 立项数 比例

1 暨南大学 45 15. 6%
2 厦门大学 26 9. 0%
3 华侨大学 25 8. 7%
4 江苏师范大学 7 2. 4%
5 中山大学 6 2. 1%
6 福建师范大学 5 1. 7%
7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5 1. 7%
8 中国人民大学 4 1. 4%
9 中国社会科学院 4 1. 4%
10 浙江大学 4 1. 4%
11 华中师范大学 4 1. 4%

华人研究立项数也有很大影响。
( 二) 单位分布

从 1991 年至 2020 年，共有 128
个科研单位获得过国家社科基金华侨

华人研究项目。其中，获得 4 项及以

上的科研单位 11 个 ( 详见表 5) ，获

得 3 项的科研单位 8 个，获得 2 项的

科研单位 21 个，获得 1 项的科研单

位 88 个。
暨南大学、厦门大学和华侨大学

①
②

蒙英华、黄建忠: 《海外华商网络与中国对外贸易》，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2015 年，第 19 页。
周望森: 《浙江侨史侨情概述》，周望森主编: 《华侨华人研究论丛》 ( 第 5 辑)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 年，第 1—
15 页。



国家社科基金视域下的华侨华人研究 43

在华侨华人研究方面实力雄厚，这三所科研单位共获得 96 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约占总立项数

的三分之一，相对于其他科研单位优势明显。其中，厦门大学和华侨大学所获得的项目数量相差

不大，暨南大学所获得的项目数相较于上述两个单位有明显优势。

获得华侨华人研究项目最多的 11 所高校有以下特征:

第一，“侨校”表现突出。暨南大学、厦门大学和华侨大学获得的国家社科基金华侨华人研

究项目居于前三位。这三所学校都是著名的 “侨校”，其中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设立的初衷就是

促进华侨文化教育事业，目前两校的定位是“侨校 + 名校”。厦门大学由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创

立，是中国第一所由华侨创立的大学。这三所学校的华侨华人研究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学科平

台和学术队伍比较完备，研究实力雄厚。

第二，多数高校设有专门的华侨华人研究机构。暨南大学设有华人华侨研究院、华文教育研

究院; 厦门大学设有南洋研究院、海外华文教育研究所; 华侨大学设有华侨华人研究院、华文教

育研究院、华商研究院; 江苏师范大学设有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侨务理论研究江苏基地; 中山大学

设有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 福建师范大学设有华人华侨史研究中心;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设有华

文文学与华人文化研究中心; 华中师范大学设有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侨务理论研究武汉基地。

其中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该校为民办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整体科研

实力远不如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单位，但该校获得的国

家社科基金华侨华人项目数却超过上述四个单位，这与该校聚焦华文文学这一研究方向 ( “华文

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是该校的重点学科) ，设立“华文文学与华人文化研究中心”有很大关

系。该校获得的 5 项华侨华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都与华文文学有关 ( “中国海外华文文学学术史

研究”“欧洲华文文学及其重要作家研究”“海外华文文学批评理论反思与重构研究”“文化伦

理视域下新移民女作家小说研究”“东南亚华人英文作家离散书写与中国记忆研究”) 。这说明整

体科研实力较弱的高校可以通过聚焦研究的重点方向，形成华侨华人研究的特色，取得国家社科

基金立项的突破。

第三，“双一流”“985 工程”“211 工程”高校占比较大。上述 11 所高校中，有 6 所高校属

于“双一流”高校 ( 暨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 ，其中 4 所属于“985 工程”高校 ( 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2 所

属于非“985 工程”的“211 工程”高校 ( 暨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 。 “双一流” “985 工程”
“211 工程”高校整体科研实力突出，获得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平均数量远远多于其他普通高校。

三 华侨华人研究项目题名分析

项目名称是国家社科基金的关键信息，是项目负责人反复斟酌后对研究内容的高度概括。笔

者提取了国家社科基金华侨华人研究项目的名称，首先通过分词软件自动分词，然后进行人工校

对和标注，最后进行统计研究。
( 一) 高频词

根据统计，国家社科基金华侨华人研究项目平均题名长度为 17. 1 字，最短仅 6 字 ( “俄罗

斯华商史”) ，最长的多达 34 字 ( “侨乡‘社会资本’与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多元性: 福建侨乡

跨境移民潮的社会学研究”) 。剔除虚词 ( 如“的”“与”“和”等) 后出现频次在 20 次以上的

关键词共有 12 个，如表 6 所示。

上述高频词可以分为 4 类: 第一，对华侨华人群体的称谓，如“华人”“华侨”“华裔”;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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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的内容，如“文学”“文化”“华 表 6 项目名称中出现 20 次以上的高频词

排序 关键词 频次 排序 关键词 频次
1 研究 242 7 文化 45
2 华人 113 8 华侨 43
3 海外 68 9 华文 42
4 中国 64 10 华裔 25
5 文学 55 11 认同 24
6 东南亚 45 12 整理 21

文” “认同”; 第三，国家和地区，如

“海外”“中国”“东南亚”; 第四，研究

的方式、类型等，如“研究”“整理”。
从反映研究内容的高频词中，可以看

出“文学”相关的华侨华人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选题最多，与前文按学科门类划分

中，文学 ( 包括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新闻学与传播学) 最多，占总立项数的 40. 5%，

是相符合的，其中中国文学的项目占比 23. 8%，远超外国文学、语言学、新闻学与传播学。

通过具体分析文学类的项目选题，发现其研究角度十分多样。从国别到地域，到整个海外，

如“前殖民地缘英国华人作家作品研究”“欧洲华文文学及其重要作家研究”“百年海外华文文

学研究”; 从文体角度，如“东南亚华文诗歌研究”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综合研究” “北美华人

自传体写作发展史研究”; 从特殊历史时期或重大历史事件角度，如 “清末民初南洋华文文学研

究 ( 1881 － 1920) ” “滇西抗战及华人文学创作现象研究” “东南亚华侨华人海外抗战文学研

究”; 从代际、不同时期移民角度，如“华人新生代作家和新华侨华人作家的比较研究”“东南

亚: 从华人文学到华人族裔文学的当代转型”“加拿大华人新移民小说研究”; 从理论角度，如

“身份理论与世界华人华文文学”“海外华文文学批评理论反思与重构研究”“当代海外华人学者

批评理论研究”; 从文学史角度，“菲律宾华文文学史”“泰国华文文学简史”“二十世纪世界华语

文学散文史”; 跨学科，如“百年来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华文作家的中华文化身份认同研究”
“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研究”; 甚至关注到中国的海外少数民族文学，如“海外回族文学研究”。

同时，我们也发现其研究方法也非常灵活，而且对研究趋势的把握非常敏锐。常规的比较，

如“东南亚华文文学比较研究”“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海外华人 ‘中国抒情传统学派’研究”; 文

献搜集整理，如“华人学者中国文艺理论及思想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华文文学的跨语境传播研

究暨史料整理”。

与华文文学研究的蓬勃兴盛相比，华语研究、华文教育方面的选题则很少，因此这两方面尚

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目前华语研究立项十余项，涉及方言、语法、词汇、语言生活调查、语言适

应、华语沟通意愿等，已有资料搜集整理与数据库建设相关的项目，同时也有华语研究理论与方

法方面的项目，可以此为基础扩展研究对象，扩大研究范围，创新研究角度，进行更广泛深入的

研究。华文教育选题仅五项，整体性研究一项“两岸四地合作促进世界华文教育发展研究” ( 张

向前，青年项目，2006) ，史学角度一项“海外华文教育史论 ( 1900 － 2018) ” ( 李火秀，后期资

助项目，2019) ，数据库建设一项“东南亚国家华文教育动态数据库建设” ( 曾小燕，青年项目，

2018) ，国别化研究一项“当代缅甸华文教育嬗变的历史轨迹及影响研究” ( 周家瑜，一般项目，

2018) ，跨学科研究一项“海外华文教育视域下汉语言文化的传播与发展研究” ( 耿红卫，一般

项目，2013) 。由此可见，华文教育方面目前仍缺少以一手资料搜集整理汇编为基础的大型项

目，国别化、地域化研究也不足，无论是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范围、研究角度、研究方

法，都尚有许多可拓展的空间。

从反映研究方式的高频词中，除了常用词 “研究”之外， “整理”是一种最常见的研究方

式。本文说的“整理”，不仅是指已有研究成果的整理，更是指对一手资料的整理，具体来说，

还包括整理前的搜集与整理后的汇编。通过对项目题目的具体分析，可见整理确实是一种高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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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研究方法，几乎大部分学科门类如文学、语言、社会、历史、宗教等等，都可以使用该方

法。如“华人学者中国文艺理论及思想的文献整理与研究” ( 蒋述卓，重大项目，2019) “海外

华语资源抢救性搜集整理与研究” ( 郭熙，重点项目，2019) “中国侨汇档案整理与研究

( 1915—1995) ” ( 焦建华，重大项目，2019) “华侨谱牒搜集整理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 林枫，

重大项目，2018) “东南亚华文宗教碑铭的搜集、整理与研究” ( 黄海德，重点项目，2014) 。搜

集整理汇编在重大、重点项目中更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
文献整理看似是非常基础的研究方法，但是却非常实际有效，且研究可延展性强。以其为基

础，可从特定范围的文献搜集、整理、汇编，逐渐扩大范围，也可以结合其它研究手段，进行更

多角度、更深入的研究。如关注华侨历史文献，可以从国别、地域角度进行研究，如 “朝鲜华

侨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 也可以结合特定时期、特定华侨祖籍地进行研究，如 “民国时期海南

华侨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还可以进一步扩大研究的时间、地域范围，如 “晚清民国华侨文献整

理与研究”。再如关注海外华文报刊，可先着眼于某一代表性报刊的整理研究，然后在特定华文

报刊资料整理汇编研究的基础上，扩大搜集整理的地域与时间范围，在扎实占有一手资料的基础

上，进行更深入的华文报刊研究，如“《叻报》华侨社会史料汇编”“清末民初新加坡华文报章

词汇研究”与“海外华文报刊研究”。
此外，通过分析具体项目题目，我们发现传统的史学研究法和现代的数据库手段 ( 包括

“语料库”“资源库”等) ，也特别值得注意。本文的史学研究法指的是借鉴历史学的研究方法，

或者说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研究，类似选题如“泰国华文文学简史”“二十世纪世界华语文学散文

史”“战后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史”“《世界华商通史》 ( 六卷本) ”。数据库手段在华侨华人项目研

究中的应用尚不十分广泛，目前仅有五项，如“境外华语资源数据库建设及应用研究”“海外华

语语言生活状况调查及多媒体语言资源库建设”“基于语料库的东南亚华语基本词语研究”等。
但是我们认为数据库手段非常有发展潜力，是未来研究的重要趋势之一。

以上这两种方法与文献整理常常是可以结合使用的。史学研究法本质上也是建立在资料搜集

整理汇编的基础上的。而数据库可以进一步优化整理好的资料，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研究。如暨南

大学郭熙教授的两个项目 “海外华语资源抢救性搜集整理与研究” ( 重点项目，2019) 与 “境外

华语资源数据库建设及应用研究” ( 重大项目，2019) ，就是在一手资料的搜集整理基础上进一

步数据化，再进行应用研究。
此外，通过分析获得两项以上项目的学者的选题，发现这些学者都非常注重选题研究的延续

性，深耕某一领域，从熟悉的本专业领域起步，或者逐渐扩大研究范围，或者围绕其领域持续进

行多角度研究。
如语言学方面，暨南大学陈晓锦教授从本专业方言研究开始的 “东南亚华人社区汉语方言

比较研究 ( 一般项目，2007) ”，到逐渐结合文化研究角度的“美国华人社区汉语方言与文化研究

( 重点项目，2014) ”，再到扩大范围的“海外华人社区汉语方言与文化研究 ( 重大项目，2014) ”。
如宗教学方面，华侨大学张禹东教授不断从多个角度展开研究: “华人宗教与东南亚现代化

( 一般项目，1998) ” “东南亚华侨华人传统宗教源流、演变及现代转化之研究 ( 一般项目，

2002) ”“海外华人社会网络与中国传统宗教的关系研究 ( 一般项目，2010) ”“海外华人宗教文

献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 ( 重大项目，2018) ”。
( 二) 居住地信息

通过人工标注并提取项目名称中的华侨华人居住地信息，总计从 289 个项目名称中提取到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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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华侨华人居住地信息的关键词 157 个①，大约平均每 2 个项目名称中就包含 1 个反映华侨华人

居住地信息的关键词。
按层级分，这些居住地信息可以分为城市、国家、区域三个层级。其中城市级别的最少，在

所有的项目名称中，城市级别的华侨华人居住地信息只出现了 3 次，分别是法国巴黎 ( “移民空

间的建构: 巴黎温州人跟踪研究”) 、马来西亚槟城 ( “马来西亚槟城华人义山碑铭整理与研

究”) 和菲律宾马尼拉 ( “马尼拉华裔移民语言适应研究”) 。区域级别 ( 如 “欧洲”“东南亚”
等) 的居住地信息出现 72 次，国家级别的居住地信息出现 82 次。

题名中反映居住地信息的 表 7 项目名称中反映居住地区信息的关键词出现频次和比例

序号 所属地区 频次 比例

1 东南亚地区 86 54. 8%
2 美洲 32 20. 4%
3 欧洲 18 11. 5%
4 亚洲其他地区 ( 除东南亚外) 16 10. 2%
5 非洲 3 1. 9%
6 大洋洲 2 1. 3%

合计 157 100%

关键词，如 果 按 区 域 分 ( 基

本按照五大洲划分区域，其中

亚洲分为东南亚和亚洲其他区

域两部分) ，东南亚所占比例

超过一半，其次是美洲，详见

表 7。
由表 7 所示的统计结果可

以推测，华侨华人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和美洲，而对于非洲和大洋洲的华侨华人研究还

比较缺乏。值得注意的是，题名中反映居住地信息的关键词排序与各洲华侨华人数量分布排序吻

合度很高。

表 8 庄国土统计的华侨华人数量分布表②

序号 地区 人数 ( 万人) 比例

1 东南亚地区 3349 73. 7%
2 美洲 630 13. 9%
3 欧洲 215 4. 7%
4 亚洲其他地区 ( 除东南亚外) 199 4. 4%
5 大洋洲 95 2%
6 非洲 55 1. 2%

比较表 7 和表 8 可 以 发

现，在两表中各地区的排序基

本相同，但东南亚、美洲和欧

洲所占比例差异较大。东南亚

华侨华人 数 量 占 73. 7%，但

题 名 关 键 词 出 现 比 例 仅 占

54. 8% ; 反之，美洲和欧洲的

华侨华人数量共占 18. 6%，但题名关键词出现比例却占到 31. 8%。这可能反映出欧美华侨华人

研究的受关注程度更高。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华侨华人研究关注的地域在近 30 年的时间里是否发生过变化。

图 2 项目名称中反映居住地区信息的关键词词频比例

第 1 节中提到，2010 年和 2016 年是两个具有

标志性意义的年份，据此可将 1991—2020 年

的华侨华人研究分为三个阶段，1991—2010 年

为 第 一 阶 段，2011—2015 年 为 第 二 阶 段，

2016—2020 年为第三阶段。从图 2 可知，项目

名称所反映的居住地信息呈现出东南亚地区减

少，非东 南 亚 地 区 增 加 的 趋 势。1991—2010
年，华侨华人研究项目题名中反映居住地信息

①

②

“中国”及我国各省区市的名称不属于华侨华人居住地信息，“海外”“五大洲”等所指的地域过于宽泛，因此皆不列入统
计范围。
庄国土: 《世界华侨华人数量和分布的历史变化》，第 4—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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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词有 75% 以上属于东南亚地区; 到 2011—2015 年，这一比例迅速下降至 50% 以下，而

2016—2020 年东南亚地区占比又有所回升。

上述居住地信息的关键词词频比例图可能反映出: 1. 东南亚是华侨华人的传统聚居地，也

是全球华侨华人最多的地区。因此东南亚地区一直是华侨华人研究的重点区域，所占词频比例基

本都在一半以上。2. 随着研究的深入，华侨华人研究项目的研究范围逐步扩大到东南亚以外的

其他区域。在 2011 年后，美洲、欧洲所占比例都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非洲、大洋洲则分别在

2013 年和 2017 年才实现零的突破。

按国家分，出现次数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美国、马来西亚、俄罗斯 ( 详见表 9 ) 。其中美国

的出现次数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比居于第 2 至 4 位的国家出现次数之和还多。这可能反映出对

在美华侨华人的研究处于比较重要的地位。

表 9 项目名称中反映居住地信息的关键词 ( 按所属国家) 出现 2 次以上的频次和比例

序号 所属国家 频次 比例 序号 所属国家 频次 比例

1 美国 22 25. 9% 9 泰国 4 4. 7%
2 马来西亚 10 11. 8% 10 加拿大 3 3. 5%
3 俄罗斯 6 7. 1% 11 英国 3 3. 5%
4 菲律宾 5 5. 9% 12 澳大利亚 2 2. 4%
5 日本 5 5. 9% 13 法国 2 2. 4%
6 新加坡 5 5. 9% 14 老挝 2 2. 4%
7 印度尼西亚 5 5. 9% 15 越南 2 2. 4%
8 缅甸 4 4. 7%

( 三) 祖籍地、民族和宗教

华侨华人的祖籍地、民族和宗教是反映华侨华人自身属性的重要信息，但是在国家社科基金

华侨华人研究项目题名中的出现频率不高。

反映祖籍地信息的关键词总计出现 23 次，其中属于广东、福建的各 4 次，属于海南的 3 次，

属于浙江、云南、澳门的各 2 次，属于新疆、西藏、上海、黑龙江、香港、台湾的各 1 次。其中

多数以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的名称或简称出现。以县、市名出现的情况只有 2 次，

分别是青田县 ( “民国青田华侨档案整理与研究”) 和温州市 ( “移民空间的建构: 巴黎温州人

跟踪研究”) ，可能反映出这两地的华侨华人研究比较深入。

反映具体民族、宗教信息的关键词共出现 15 次，分别是: “基督教 ( 基督徒) ”5 次，“东

干”“回族”“苗族”“道教”各 2 次，“佛教”“穆斯林”各 1 次。

与华侨华人的居住地信息相比，祖籍地、民族、宗教等与华侨华人自身属性相关的信息在项

目题名中出现的频率很低。这反映出研究者更经常根据居住地给华侨华人分类，而相对不太关注

祖籍地、民族、宗教等因素，这方面的研究有待加强。

从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情况看，在 30 年的时间里，华侨华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

最近 5 年，年平均立项数近 30 项，而且华侨华人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项目的比例

高于平均水平。华侨华人研究的领域日益扩大，到 2020 年已经覆盖了国家社科基金 26 个学科中

的 22 个。华侨华人研究的参与度提高，获得过国家社科基金华侨华人研究项目的省级地区达到

28 个，研究单位达到 128 个。并且形成了以暨南大学、厦门大学、华侨大学等为代表的华侨华

人研究重镇。华侨华人研究者的学术视野进一步拓展，从以研究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为主，到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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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东南亚，又放眼五大洲。
同时也要看到，华侨华人研究占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数的比例还很低。在国家级科研基金层面

上，我国资助的华侨华人研究项目数甚至少于日本资助的华侨华人研究项目数。获得国家社科基

金资助的华侨华人研究项目学科分布不够合理，经济学等一些与国家发展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门

类立项数较少。华侨华人研究尚未获得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项目，获得后期资助项目、中华学

术外译项目的比例也低于平均水平。各地区华侨华人研究水平差异很大，广东、福建两省获得的

项目数约占一半，集中度较高; 还有一些省份尚未获得过国家社科基金华侨华人研究项目。
通过项目题目分析发现，从研究内容看，华文文学的选题最多，研究者善于多角度地展开研

究，值得其它学科借鉴。相比之下，华语研究、华文教育方面的选题则很少，两者尚有较大的发

展空间。从研究方法、手段看，资料搜集整理汇编最为常用，尤其是在重大项目中，传统的史学

研究、现代的数据库手段也值得关注，三者可以有机结合。不论是学者个人，还是科研机构，都

应当重视研究的延续性与整体规划，通过分析获得两项以上项目的学者的选题，发现他们都非常

注重选题研究的延续性，深耕某一领域，以熟悉的本专业领域为基点，或者逐渐扩大研究范围，

或者围绕本领域展开多角度研究。此外，研究者倾向于根据居住地给华侨华人分类，而对华侨华

人的祖籍地、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关注度仍相对较低，上述问题值得华侨华人研究者关注。

Ｒesearch on Overseas Chine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of China:

Quantitative Analysis Based on the Data From 1991 to 2020
HONG Xiao－ting

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289 overseas Chinese research projects funded by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of China ( NSSFC) from 1991 to 2020．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past 30 years，the number of overseas
Chinese research projects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but the propor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research projects in the total
number of NSSFC is still low．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cover 22 of the 26 disciplines of NSSFC． The proportion of major
and key projects funded by NSSFC is higher than the average level． The research level about overseas Chinese varies greatly
in different regions． The number of projects obtained by Guangdong and Fujian provinces accounts for about half of the to-
tal． Jinan University，Xiamen University and Huaqiao University ranked in the top three． Ｒesearchers tend to classify over-
seas Chinese according to their place of residence，but pay relatively little attention to their ancestral home，ethnicity，reli-
gion and other aspects．
Keywords: overseas Chinese research;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of China( NSSFC) ; quantitativ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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