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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 (" 世纪 !" 年代以来，在一系列因素的刺激与推动下，作为传统移民大国的中国，其对外移民也表现出新

的特征，并且与加拿大政府的移民政策一道影响着加拿大国内华人移民的结构与面貌，使之表现出与 %,!" 年代以前不同的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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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加拿大人口调查显示，华人已成为加

拿大最大的少数族群，数量从 %,,& 年的 !& 万人

上升到 (""% 年的 %"(/,. 万人。这 样 一 个 庞 大 的

且日益变化的新群体，自然吸引了为数众多的学

者与研究机构的关注，给国际移民研究注入了新

的活力，如加拿大亚太基金会 #1345 6574847 9:;<=
>5?4:< :8 @5<5>5)、西门菲沙大学都市移民和整合

问题研究会 #AB3B5C7D :8 EFF4GC5?4:< 5<> E<?BGC5=
?4:< 4< HB?C:I:J43 K L4F:< 9C53BC M<4NBC34?O)、 阿 尔

伯达大学 #M<4NBC34?O :8 1JPBC?5) 等研究机构都对

加拿大华人移民开展了深入的研究，笔者在此将

他们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同行。

一、“推”与“拉”：政策、环境与移民

在华人向加拿大的跨国迁移中，加国政府的

移民政策、华人移出地的政治气候分别作为“拉”

与“推”极大程度地影响了华人的移民过程和华

人族群的结构 *%+。

首先，华人移民的结构与特征深受加拿大移

民政策的影响。从 %!&0 年到 %,&" 年代，加拿大

对移民的选择是基于种族背景，英国与西欧的移

民是“最合意”的选择，而亚裔则相反，因为他

们是“不可同化的”。即使在二战之后，尽管面临

内外两种开放政策的压力，加拿大的移民政策依然

是限制严厉。直到 %,&" 年代中期，“战后繁荣”的加

拿大需要更多的熟练劳工来维持经济的发展，而

此时西欧已不再能满足其需求，在这样一种情况

下，加国政府不得不把目光投向一向受到限制的

地区———亚洲。作为这种转变之一的表现是 %,&0
年的移民积分系统 #6:4<? EFF4GC5?4:< LO3?BF)，尽

管这一政策也受到批判 *(+，但毕竟抛弃了基于种

族和国家来源的歧视性规定，使得受过教育和拥

有技能 的 人 们 得 以 移 民 到 加 拿 大 。 到 0" 年 代 中

期，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已超过发达国家的移民，

其 中 亚 裔 最 多 。 在 %,$& 年 到 %,&0 年 间 ， 有

’"$.& 名华人移入加拿大，而在引入移民积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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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后，在 !"#$ 年至 !"%# 年的 $ 年间，华人人口就

上升到 "&!!$ 人’()。与 !"*( 年《华人移民法案》颁布

之前进入加国的华人移民相比，!"#% 年之后的华

人移民大多来自城市，并且受过良好的教育。

另一项对华人移民的结构和特性产生极大影

响 的 政 策 是 !"$+ 年 的 商 业 移 民 计 划 , -./012//
34405678091 :695674;， 这 一 计 划 吸 引 了 来 自 香 港

和台湾的大量企业家和投资者。此外，在 "& 年代

中期以来，加拿大强化了一项政策，即对独立移

民 ,01<2=21<218 044056718/; 和经济移民设立了高

额奖金，因为他们给加拿大带来的经济价值无疑

甚于那些家庭 移 民 ,>740?@ 044056718/; 和 难 民 移

民 ’A)。这一转变无疑导致了经济移民数量的上升，

以及家庭团聚移民的下降。!""#B*&&! 年间来自

中国大陆的独立移民的急遽上升正反映了加国政

府这一政策的转变。

其次，移民移出地的政治气候作为一种推力

也无疑影响了华人移民。加国华人移民大多来自

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 ( 个地区，这 ( 个地区的

政治环境都影响了移民。就香港而言，二战后曾

经有三次移民浪潮，第一次是发生在 !"+$B!"#!
年间的受香港农业的剧 烈 变 动 而 导 致 的 移 民 潮 ，

第 二 次 则 为 !"#% 年 的 政 治 骚 乱 所 引 发 ， 乃 大 陆

“文革”蔓延的极端产物，第三次则是 !"$A 年中

英关于香港的联合声明签署之后，因对香港前途

感到忧虑而导致大量香港人移民海外。与香港一

样，台湾的移民也因其外界政治环境的不稳定性

而发生，如台湾被驱逐 出 联 合 国 ， 中 美 建 交 等 。

同时，对快速工业化下的生活质量感到不满的台

湾中产阶级也在八九十年代大量移民到美国、澳

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就大陆而言，发生在 !"%&
年代的两件大事构成了这股推力中的一股。其一

是 !"%( 年 中 加 建 交 ， 虽 然 没 有 直 接 导 致 大 量 移

民，却为之后的移民潮打下了政治基础；其二则

是毛泽东的逝世以及邓小平掌权，改革开放政策

为中国人的跨国流动创造了经济基础。!"$" 年的

天安门事件之后，加国政府也赋予了大量中国留

学生以永久居留权。

二、华人移民的结构及其变化 ’+)

加 拿 大 登 陆 移 民 数 据 系 统 , C71<2< 3440D

56718 E787 F@/824DC3EF; 以各种指标体系 对 华 人

移民群体进行了详细的分类，数据显示，在 !"$&
年至 *&&! 年间，有 %++#"$ 名华人成为加拿大登

陆移民，来自大陆、香港和台湾的移民分别占总

数的 A"G%H、(%G+H、!*GAH，而就公民身份而言，

他 们 则 来 自 从 阿 富 汗 到 赞 比 亚 的 !(* 个 国 家 。

*&H的移民于 !"$& 年代抵达加拿大，%&H在 !""&
年代，其他的则是在新的世纪抵达加拿大，在他

们移民到加拿大之前，("H受到初等教育 ,九年及

以下;、!$H高中毕业、A(H的人接受第二阶段教

育 ,:9/8D/2I91<76@;。
这一群体在母语的使用中，+$H的人讲广东

话 ，(&H的 人 讲 普 通 话 。 其 中 男 女 各 占 A%G"H、

+*G!H的比例，已婚、单身的比例分别为 +(G*H、

A*G%H 。 就 年 龄 而 言 ， *& 岁 以 下 所 占 比 例 为

*+G#H，*&B+" 岁、#& 岁以上两个年龄段的比例分

别为 #+GAH、"H，由此可见大多数华人移民都处

于工作年龄。就移民进入的阶层划分，独立移民

人 数 最 多 ,(&H;， 其 次 分 别 为 家 庭 移 民 ,("H;、
企业移民 ,!!H;、投资移民 ,$G#H;。就职业来看，

自然和应用科学领域的人构成了最大的职业团体

,"H;。就定居点来看，大多数 ,$%H; 华人移民定

居的是加拿大的大城市，接纳华人移民最多的五

个 城 市 分 别 是 ： 多 伦 多 ,A!H;、 温 哥 华 ,(!H;、
蒙 特 利 尔 ,%G$H;、 卡 尔 加 里 , AH;、 埃 德 蒙 顿

,(G*H;。在这五大城市所接纳的移民中，#&H的人

年龄介于 *&B#& 岁 之 间 ， 与 其 他 A 个 城 市 相 比 ，

蒙特利尔吸引了更多的年轻移民，而卡尔加里和

埃德蒙顿则吸引了更多的年长者 ’#)。

尽管加拿大华人大多数来自中国大陆、香港、

台湾 ( 个地方，但就这一华人整体而言，他们来

自 !(* 个 国 家 或 地 区 ， 操 !&& 多 种 语 言 或 方 言 ，

如 南 非 的 荷 兰 语 、 依 地 语 ,犹 太 人 使 用 的 国 际

语—笔者注;。上述 ( 个地区的华人次团体 ,/.JK
569.=; 之间存在一些重大区别。来自香港的华人

移民与台湾移民之间拥有更多的共性，即使在大

陆移民内部，$& 年代的移民与 "& 年代的移民之

间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一方面，在 "& 年代之前，

香港和台湾移民的素质明显高于大陆移民。在 $&
年代的移民中，大陆移民大多是家庭移民，且多

为非熟练工人，很少受到中级以上 ,=9/8/2I9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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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英语水平逊于另外两个次群体。比如说，

在 !"#$ 年到 !"#% 年间来到加拿大的大陆移民中，

接受 $&" 年、!$&!’ 年、!( 年以上教育水平的占

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 )%*+,、!%*’,、!"*+,，而

香港的移民的比例分别为 (%*%,、!"*-,、++*",，

台 湾 移 民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

而自上个世纪 "$ 年代以来，这一现象开始发生变

化，即大陆移民的整体素 质 开 始 发 生 质 的 变 化 。

在 !""! 年到 !""% 年期间，大陆移民中接受 ( 个

阶 段 教 育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

到 !"") 年至 ’$$! 年的时候，这一比例已经分别

为 ($*",、#*),、)$*%,，说明大陆移民在整体素

质方面不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已经超过了

香港和台湾，在 !"") 年到 ’$$! 年期间，香港和

台 湾 上 述 比 例 分 别 为 ()*%,、’+*#,、 (#*-,和

()*+,、!+*-,、+#*",， 这 一 数 据 同 时 也 从 某 种

程度论证了自上个世纪 "$ 年代以来大陆的“人才

流失”。

三、华人移民面临的挑战

近期华人移民结构的变化给加拿大的政策制

定者和社区工作者都提出了挑战，这些挑战涵盖

了移民生活的各个领域，但是要合理地解决这些

问题，恐怕还有待时日。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受过专业训练的华人

移民在他们的文凭认证上遇到困难。一些研究发

现 受 过 专 业 教 育 的 移 民 ———不 仅 仅 是 华 人 移 民 ，

遭 遇 技 能 不 熟 被 淘 汰 和 文 凭 不 被 承 认 的 问 题 。

’$$( 年发表的《加拿大移民纵向调查》显示，在

移居到加拿大之后，) . !$ 的移民选择了与之前不

同的行业。加拿大学者 /01203 和 4536 !""# 年对

温哥华的华人和印度人的研究表明，在加拿大之

外获得的专业资格在加拿大的劳动力市场上遇到

了障碍，包括缺乏在加拿大的工作经验、语言能

力不足、外国文凭不被承认和贬值等，由此导致

了他们在移居到加拿大之后，社会流动性缺乏。

华 人 移 民 所 面 临 的 另 一 项 挑 战 是 语 言 障 碍 。

《加拿大移民纵向调查》显示，对来自亚洲和中东

的移民而言，语言问题是最大的障碍。这一挑战

在求职、寻求社会和卫生服务、接受进一步教育

和培训中都构成了障碍。

华人移民在安居服务方面也遭遇到了一系列

挑战。 《加拿大移民纵向调查》以及 789:05 ;<5
和 =53 >*=?@2?AB 的 《华人离开者—居留者计划》

研究都显示，-$,的移民在加拿大的新生活中遇

到困难时只是向家人和朋友求助，尽管非常重要，

他们还是很少利用重要的社会和卫生服务。他们

遭遇的障碍包括语言能力、服务信息缺乏、寻求

救助的文化模式、服务者缺乏文化敏感性、财政

障碍、服务缺乏实用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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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加拿大 _T:?2A0 大学教育政策研究系的 789:05 ;<5

‘郭士保a 和西门菲沙大学的 =53 >* =?@2?AB 在这方面做了

非 常 深 入 的 研 究 ， 可 参 见 他 们 的 论 文 :0" 60-+8(+8 ;-&"$

*7 60(+"$" <..(8#-+’$ (+ 6-+-/-。他们在研 究 中 采 用 了 加

拿 大 \03M?M KLL96203A =0A? 7V1A?L ‘\K=7a 和 G9A9B?3189P

03M KLL9620A953 G030M0 ‘GKGa 的数据，这些数据展现了华

人移民在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级‘IT011a、职业、出生地、教

育水平、加拿大语言能力、母语、经济收入等方面的结构与变

化。

C)D 以 上 数 据 源 自 加 拿 大 \03M?M KLL96203A =0A? 7V1R

A?L ‘\K=7a E转引自 789:05 ;53、=53 >* =?@2?AB 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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