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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来华跨国移民日益增多，不断重构着中国城市的社会空间，形成不同文化不断融合的多元社区。 基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跨国移民的政策变化及其演变过程的概述，针对来源国移民特征、族裔经济、移民聚居区、移民融入与跨文

化交流、移民治理等维度梳理在华跨国移民研究的进展与特征，探讨新兴移民现象带来的在华跨国移民研究的新问题与新方

向，提出在华跨国移民研究的新框架与中国路径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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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增强和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逐渐成为精英移民、商
贸人士、留学生等的移民目的地，许多城市成为跨

国人口流动的重要节点。 例如，作为首都和政治文

化交流中心，北京吸引了来自欧美及东亚地区的人

口与资本；在经济活力的刺激下，长三角与粤港澳

地区成为多国移民和资本的焦点地区，涌现出一批

非裔社区、日韩社区、欧美社区；来自缅甸、越南、菲
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移民也带来了城市家庭照料

和边境农场劳工的跨国移民潮等。 在华跨国移民

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参与度不断提高，为创业和创新

注入了新的活力，并为中国城市社会空间重构、多
元文化融合及国际化城市建设提供了新的动能，也
为中国城市治理提出了新的课题。

当下的西方国家加强了对全球高精尖人才的争

夺，中国也在着力加强对外籍人才的引进。 中国“十
四五”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规划纲要明确要求：
“完善外籍高端人才和专业人才来华工作、科研、交流

的停居留政策，完善外国人在华永久居留制度，探索

建立技术移民制度” ［１］。 这些都预示着未来在华跨

国移民治理将会成为常态化的新课题。 但怎样具体

推进移民引进工作？ 跨国移民的流动性高，其生活并

不局限于社区和单位，如何对移民生活空间进行营建

及管控？ 既有的相关研究部分地提供了一些参照，但
仍然存在着很多不明确的问题。 因此，本文首先对改

革开放以来 ４０ 多年的中国的跨国移民政策及其移民

进程来进行分阶段的回顾，然后利用文献分析法等分

５ 个主题对在华跨国移民的研究进展做了全面系统

的梳理，最后提出新时期在华跨国移民研究的新框架

与中国路径的可能性。

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跨国移民政策变化和
移民动态

　 　 中国作为非移民国家，在国家移民管理局成立

前主要用“外国人”、“外籍居民”、“外籍人士”等说

法代称来华外国人群体。 国家移民管理局成立之

后，虽然使用“移民”一词，但也未给出确切的官方

定义［２］。 学界使用“移民”一词一般以在华连续居

住 ３ 个月以上为标准，以排除短期访问、学习和旅游

目的的外国人。 在移民统计数据方面，早期数据主

要来自国务院关于外国人入出境及居留、就业管理

工作情况的报告，较为概略。 第六次、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开始将居留时间超过三个月的外国人纳

入统计范围，这些是迄今为止大多数相关研究的数

据来源。 根据以上信息综合分析，可以把中国跨国

移民政策及移民动态划分为三个阶段。
１ １　 破冰期（１９７８－２０００ 年）
　 　 自 １９７８ 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历了

政治、经济、社会的重大变革，移民管理环境也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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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 中国先后出台的《国籍法》和《外国人入境出

境管理法》构成了该时期中国移民管理政策的主体

框架［３］。 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本阶段引入签证制

度，出入境手续不断简化、开放地区不断扩大，移民

居留管理政策以“维护主权，保卫安全，依法管理，
宽严得当”为准则［４］。 １９８５－１９８６ 年中国公民和外

国人的出境入境管理法及实施细则、１９９６－１９９７ 年

外国人在华就业和中国人外派劳务的相关规定等

法律法规陆续出台，标志着中国出入境管理法律框

架基本构建。 跨国移民在中国的居留时间、活动范

围的限制不断减少，但居住地仍然受法律限制［５］。
这一阶段在华跨国移民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
１ ２　 开放期（２００１－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０１ 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

放事业进入新的阶段。 中国公安出入境管理的

２００２ 年度工作会议赋予口岸签证机关办理外国人

团体旅游签证的新职能，并借鉴国际做法建立中国

“绿卡”制度［６］。 ２００６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护照法》强化了中国的出入境管理工作，也衔接了

国际惯例及国内其他法律［７］。 该时期出入境外国

人数大幅增长，相对滞后的跨国移民居留政策面临

严峻的挑战。 ２０１２ 年下发的《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

留享有相关待遇的办法》，明确规定了持有外国人

在中国永久居留证的外籍人员的待遇问题［８］，跨国

移民居留制度更加完善。 同时，对跨国移民入境出

境和中国公民出境入境进行整合，标志着中国完整

的出入境管理法律体系正式形成。 因此在华跨国

移民从 ２００１ 年到 ２０１８ 年实现快速增长，２０１６ 年中

国加入国际移民组织，标志着中国政府已开始正面

应对移民问题，开始渐近推进对移民的认定。
这一阶段在华跨国移民的社会属性符合引进

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国家战略需求，以高端移民为

主，以男性居多，大部分来源于发达国家，具有单身

赴任、滞留时间短、受教育程度高、任职于外企或跨

国机构、集聚于沿海发达省市等特征［９］。 在全球化

的趋势下，中国凭借高速经济发展吸引众多外国人

跨界来华，中国正在从单向的移民输出大国发展为

移出、回流、多重迁移并存多向性的移民输入国［１０］。
１ ３　 转型期（２０１８ 年至今）
　 　 ２０１８ 年成立国家移民管理局，不断推进“放管

服”改革工作，司法部于 ２０２０ 年发布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引

发了大量讨论，从侧面显示了当前中国跨国移民治

理的现实问题，对提炼共性认知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这一阶段在华跨国移民呈现新的特征。 “七

普” 数据显示，２０２０ 年跨国移民的男女性别比由

１ ３１ 下降至 ０ ９１，女性人数增多；居住时间半年以

下的移民从 ３３％减少至 １１％，居住时间五年以上的

从 ４２％增加至 ７１％，长期居住的倾向明显；以学习

和探亲为目的的移民变化不大，以商务为目的的移

民明显减少，以就业、定居和其他为目的的移民明

显增加；跨国移民的前五来源国次序翻转，缅甸和

越南超过韩国、美国和日本从第四、第五位上升至

第一、第二位，增长幅度高达 ７８３ １％和 １１８ ８％，而
韩国、美国、日本的增长率分别为－５０ ９％、－２２ ８％
和－４４ ３％。 韩国外交通商部和日本外务省的移民

统计数据显示，来自发达国家移民减少的趋势并非

新冠疫情扰乱正常流动产生的短暂波动，例如在华

韩国人逐年减少转折点出现在 ２０１６ 年，在华日本人

逐年减少转折点出现在 ２０１２ 年。 与 ２１ 世纪前 １０
年相比，中国的跨国移民结构正逐渐向西方发达移

民国家以女性居多的低端移民、定居移民的特征靠

拢，逐渐吸引更多来自周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移

民，“南—南移民”的模式更加显著，这预示着在华

跨国移民发展新阶段的开始。

２　 改革开放以来在华跨国移民的研究热点

　 　 选取中国知网作为在华跨国移民研究的文献

检索来源，使用“跨国移民”、“外国人”、“在华”与

不同来源国组合作为检索主题词，删除海外华人华

侨研究、民国与近代研究等无关文章，得到 ２１１ 篇相

关文献，时间跨度为 ２００６ 到 ２０２３ 年。 通过 Ｃｉｔｅ
Ｓｐａｃｅ 软件生成关键词聚类图谱，共获得韩国移民、
精英移民、非裔移民、移民治理、跨文化交往、文化

认同六个类别。 在六个类别当中，韩国移民、精英

移民、非裔移民其实是对特定来源国的聚类，作者

主要由来自人文地理学领域的学者组成，在每个来

源国的移民研究中又包括移民聚居区、族裔经济、
移民社会融合三个最集中的研究方向。 综合聚类

结果共归纳为特定来源国移民特征、族裔经济、族
裔聚居区、移民融入与跨文化交往、移民治理五个

研究热点（图 １）。 本文也关注西方学术平台下的相

关研究，在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库中使用关键词

逐一搜索，选取并援引具有代表性的论文 １７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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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在华跨国移民研究的聚类图谱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２ １　 特定来源国移民特征研究

　 　 文献计量结果表明，韩国、日本和非裔三类跨

国移民群体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最多，各来源国

移民群体的社会属性（性别与年龄结构、受教育程

度等）、就业特征（职业类型、收入水平、跨境渠道

等）、居住特征（住房来源、位置与条件）得到归纳。
如将日本、欧美国家移民归类为“高端移民”，非裔

移民归类为“短期商务移民”、毗邻国移民归类为

“外籍务工人员”、菲裔移民归类为“家政从业者”
等。 也有学者尝试更加系统性的方法，将移民划分

为企业指向型、商贸指向型、教育指向型三种基本

类型［１１］，认为在华韩国移民以韩商、韩干、韩生为

主，企业指向型、商贸指向型、教育指向型特征都很

明显［１２］；日本移民以跨国公司派遣职员及其家属为

主，属于企业指向型［１３］；而非裔移民以贸易从业者

或中间人为主，属于贸易指向型［１４］等。
２ ２　 族裔经济研究

　 　 跨国主义常被学者用于分析族裔经济的结构

和族裔经济区的形成机制。 广州小北路［１５－１６］ 和义

乌［１７－１８］的跨国移民在中国本地采购货物，在来源国

销售，以族裔经济的纽带构建跨国的社会空间网

络，进而形成根植性族裔经济区。 通过族裔经济发

育过程与内涵研究的不断深入，族裔经济的定义得

到拓展［１３］，这使得一些未宣称属于移民研究的成果

也能够被纳入族裔经济的范畴，包括对在华韩国餐

饮业空间布局特征与集聚机理的研究［１９］、洋家乐旅

游新业态运作模式和形成机理的研究［２０］等。
另一热点是族裔经济的效应研究。 对本族裔

的效应体现在移民对族裔经济依赖度较高，是其生

活的支撑，满足日常所需的各类商品及服务，同时

也是维持身份认同的工具［２１］，具有自我服务、本地

植根的特点［２２］。 另外，族裔经济并未为族裔成员提

供大量就业机会，而是选择相对廉价的当地劳动

力［１３］，这一点异于西方族裔经济的研究成果。 族裔

经济的外溢效应体现在族裔经济区吸引大量优质

劳动力，呼应了主流劳动力市场［２３］。 近年来，族裔

经济研究更加呈现本土特点，如暂居者经济等族裔

经济新形态［２４］，为西方族裔经济理论研究也提供了

新方向。
２ ３　 移民聚居区研究

　 　 对移民在一定空间范围聚集形成一定人口比

重的居住区的现象，早期国内学者延续西方的理论

脉络，使用 “族裔聚居区” 或 “移民聚居区” 概

念［１４，２１，２５］，从定义来说对中国移民现状具有普适

性。 与西方族裔聚居区的内涵相比，在华移民住房

“渗透”于当地社区，与中国居民达到混居状态，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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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像在美国那样形成居住隔离，因而所谓聚居区只

是一个“居住相对集中的区域”的概念［２６］，与西方

对该类空间的特征总结有显著差异。 也有学者认

为，在华非裔聚居区虽然不存在人口学上非裔移民

占绝对优势的传统意义上的飞地特征，但仍然履行

与族裔飞地相关的功能［２７－２８］。 此外，移民聚居区的

研究在空间特征、空间影响层面也有不同理论视角

的深入，包括基于族裔郊区［２９］、跨国视角下的跨国

空间［１６］、日常生活视角下的生活空间［３０－３１］、家空

间［３２－３３］与流动性视角下的移民基础设施研究［３４］ 等

方面的实证范例。
空间机制与空间效应研究使用多种理论框架。

Ｋｉｍ 从西方传统同化论的假设出发，分析了族裔聚

居区与不公平和空间分层之间的关系［２３］；李志刚等

分析了全球化影响下，“自下而上”的跨国经济联系

而形成的跨国移民族裔聚居区及其社会分异与隔

离［１４］，通过跨国商贸主义理论进一步分析了全球化

下中国的非裔社会空间生产［１５，３５］。 刘云刚等从权

地关系的角度关注族裔聚居区形成过程中多主体

的空间参与和领域化过程［１７，３６］。
２ ４　 移民融入与跨文化交往

　 　 早期研究关注发达国家移民群体的社会文化

适应。 韩国移民因其跨文化交往的中介性得到最

多的关注，研究揭示了其主动融入与隐性区隔的现

状特征、影响因素及策略［３７］。 地理学者主要依赖空

间视角分析移民的融入问题。 如对日本移民女性

生活空间的研究指出，日本移民具有高度封闭和排

他性的社会空间，对城市宜居性评价不高［３８］；新加

坡移民积极生产“小新加坡”的想象社区，与非移民

形成“我者”和“他者”的边界，以加强来源国身份认

同［３９］；北方国家的移民经济地位较高，对优质住房

需求的增加往往导致“封闭社区”的兴起［４０］等。
２０１５ 年有相关研究开始关注来自发展中国家

移民的社会文化适应。 包括非裔移民面临种族排

斥时［４１］ 发展社会网络、建立社会团体［４２］ 应对其生

活的不确定性和困难，并营建“家”的感觉［４３－４４］。 食

物［４５－４６］、音乐［４７］和中非跨国婚姻［４８］ 也被指出在促

进非裔移民社会适应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东南亚

移民在创业过程中采取参与地方事务的生存策

略［４９］，通过跨国汇款在来源国家庭和中国社会间多

维互动并产生情感连接［５０］。 这一类更加强调移民

的适应情况与适应策略的研究虽然也涉及经济和

地位更高的群体［５１］，但整体还是面向来源于欠发达

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对象。
此外，相关研究最近也延伸到传播学领域。 如

通过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的独特叙事入手［５２－５３］，分
析媒体呈现中移民的多元文化认同和中国形象建

构［５４］，跨国移民成为传播中国的另类力量［５５］，在跨

文化传播中发挥桥梁作用［５６］，等等。
２ ５　 移民治理研究

　 　 在跨国移民出现早期，领域化治理是应对跨国

移民增长的成熟方法。 在华外国人聚居区大都形

成于某些特定的政策区域，如涉外酒店、外交公寓、
“涉外居住区” ［５７］ 等。 治理研究重点在于移民流动

性与资源属地性之间的矛盾，例如有关移民社保缴

纳、行政协商的讨论。 从治理的主体来看，学者逐

渐强调在移民社区的治理过程中发挥各利益主体

的作用，强化“以外治外”功能［５８］，建立移民社会管

理机制［５９］。
２０１０ 年以来“三非”问题（即非法入境、非法居

留、非法就业）逐渐成为中国移民治理的重点研究

课题。 在当前的移民政策下，移民在流动全过程面

临较为严格的地域管控［６０］，如菲律宾裔、印尼裔从

事家政服务业的移民较难获得合法的就业身份［６１］，
非裔凭借短期签证到达中国后，续签机会少而变为

无证之人，流动性开始受到严重限制，空间上以新

的形式受困，陷入“第二次固定” ［６２］，对无证件、滞
留移民的管理也易爆发冲突矛盾［６３］。 另一个备受

关注的是西南边境的“三非”移民。 中国内地对廉

价、低端劳动力的需求，以及西南边境两侧居民穿

越国界的便利性，导致外籍人员跨越边境在中国边

境城市就业的现象广泛存在，越来越多的以务工为

目的的求职者非法滞留在中国内地，其成因、规模

预测［６４］ 和 管 控 治 理 已 成 为 一 个 显 在 的 政 策

议题［６５］。

３　 在华跨国移民研究的新框架与中国路径

３ １　 在华跨国移民研究的新框架

　 　 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跨国移民的空间聚集、社
会区隔与排斥以及治理视角下的多样性共存领域，
面临跨国移民的新问题，未来需从移民全过程进行

方向上的拓展（图 ２）：一是通过移民来华动因的定

量分析，明确来华人口规模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
中外国际关系、双边移民政策与法律制度间的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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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二是考察移民个体和家庭生命周期的移民过

程，深化移民长期融入过程的分析；三是加强移民

准入和社会融入的制度设计，实现移民结果的政策

导向。

图 ２　 在华跨国移民研究的框架

来源：作者自绘

　 　 从研究案例来看，对欧美国家、新兴来源大国

缅甸和越南的移民在研究上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
除企业派遣人员、自主创业者和商贸人员外，移民

的本地就业情况也值得探讨。 从研究尺度来看，跨
国尺度、跨地方尺度的地方建构研究较为深入，微
观的空间政治行为和移民具身化实践的成果主要

由西方学者贡献，城市微空间中移民和本地居民的

接触以及移民的性别、家庭、情感等微观议题值得

本土学者更多的关注。 从研究方法来看，大样本的

定量分析较少［６６］，既涉及人口统计单元的集中指

数、相异指数等指标的计算，聚居区内部空间结构、
范围、规模、位置、族群的年度变化，也包括移民个

体和家庭角度对基本属性、长期居住迁移、短期日

常活动的统计。
构建完整的、与时俱进的跨国移民研究体系还

需要多学科、更加领域交叉的研究创新。 包括在关

注空间特征、演变的同时，拓展文化地理视角对社

会文化过程和空间文化行为的分析，跟随西方移民

研究进行文化转向［６７］；分析多尺度多元移民主体对

移民社区的营造与建构，以及补充地缘政治面向，
探究跨国移民研究与地缘政治之间的关系［６８］；对话

西方移民聚居区研究的空间同化、多元主义、异质

本地化及跨地域思潮，加强移民聚居区空间布局与

空间效应的城市地理学研究［６９］等。
３ ２　 跨国移民研究的中国路径

　 　 目前在华跨国移民研究受西方“南—北移民”

的影响较深，“南—南”、“北—南”移民研究需要在

引入西方移民研究思潮和理论的同时，有意识地破

除西方移民模式带来的思维惯性。 例如现有成果

表明，来自发达地区的移民不够融入的状态通常是

其个人主动选择的结果，其隐含意义是，他们并不

像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那样面对较大的社会逆

境。 这种预设可能导致一些事实被忽略。 例如，在
中国的精英移民在实现其移民愿望过程中，同样受

到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一系列结构因素的限

制，并由此产生情感困境［７０］；如韩国移民的择校决

策更倾向于非精英化，在研究中不应将他们视为国

际化的精英，他们本质上是“普通的” 外国人［７１］。
唯有结合中国具体的移民情景，与西方移民研究的

理论框架和具体结论进行批判性对话，才能正确认

识中国的移民现象，准确认识中国案例的重要理论

价值。
移民融入研究至少可以向两个方向延伸：首先

在空间上跳出移民聚居区的范畴。 移民的移动性

不断增强，其每日活动、社会交往不仅仅在居住区

及周边进行［７２］。 公共空间中的跨群体接触是短暂

的还是持续的？ 接触的效果加强了适应与协商还

是强化了偏见抑或无意义？ 这些问题有待细究。
其次，在人群上考虑代际差异。 在生命历程的不同

时期来华的外国人存在认同差异，成年后来华的移

民初代更倾向于与同族裔成员进行社会互动，族裔

依恋性较高；较小年龄来华的外国人尚未形成对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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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化的强烈认同，对中国文化能够更好的融入与

习得。 年轻初代移民的融入程度影响长居中国的

意愿，并对其移民二代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他们

是否正在成长为协调跨国移民与主流社会的中介

力量［７３］？ 移民融入的代际差异和桥接机制都值得

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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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基于北京市望京“韩国城”的调研 ［ Ｊ］ ． 北京工业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１， １１（０６）： ８－１３．
［２６］ 　 许涛． 在华非洲族裔聚居区的类型、特征及其管理启示———

以广州地区为例 ［ Ｊ］ ． 非洲研究， ２０１５， ７（ ０２）： １８２－ １９５
＋２７０．

［２７］ 　 ＪＩＮ Ｘｉｎ， ＧＩＤＥＯＮ Ｂｏｌｔ， ＰＩＥＴＥＲ Ｈｏｏｉｍｅｉｊｅｒ． Ａｆｒｉｃａｎ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Ｉｓ ｔｈ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ｅｎｃｌａｖｅ ｍｏｄｅ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Ｊ］ ． Ｃｉｔｉｅｓ， ２０２１， １１７： １０３３２０．

［２８］ 　 ＬＩ Ｚｈｉｇａｎｇ， ＭＩＣＨＡＬ Ｌｙｏｎｓ， ＡＬＩＳＯＮ Ｂｒｏｗｎ． Ｃｈｉｎａ′ ｓ
＂ Ｃｈｏｃｏｌａｔｅ Ｃｉｔｙ＂ ： Ａ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Ｅｎｃｌａｖｅ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Ｊ］ ．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２０１２，５（１）：５１－７２．

［２９］ 　 金鑫． 流动转向下的中国族裔郊区研究———以佛山非洲族裔

郊区为例 ［Ｄ］． 广州； 中山大学， ２０１４．
［３０］ 　 刘云刚， 谭宇文， 周雯婷． 广州日本移民的生活活动与生活

空间 ［Ｊ］ ． 地理学报， ２０１０， ６５（１０）： １１７３－１１８６．
［３１］ 　 田素庆． 中缅边境城镇缅甸籍人员生计方式与生活空间———

基于云南瑞丽的调查 ［Ｊ］ ． 民族学刊， ２０１７， ８（０１）： ７５－８３＋

１１９．
［３２］ 　 刘美新， 蔡晓梅， 朱竑． 广州跨国精英移民：流动性、日常生

活与世界主义的家 ［ Ｊ］ ． 地理研究， ２０２３， ４２（ ０９）： ２４１９
－２４３２．

［３３］ 　 万蕙， 朱竑． 女性跨国婚姻移民家空间的性别、资源与权

力———粤西乡村案例 ［ Ｊ］ ． 地理科学进展， ２０２０， ３９（１１）：
１９０９－１９２２．

［３４］ 　 王炳钰， 马萧， 徐智勇． 置家与移民基础设施：来华外国学

者实证研究 ［Ｊ］ ．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３ （０２）：
１０５－１２０．

［３５］ 　 李志刚， 杜枫． “跨国商贸主义” 下的城市新社会空间生



社会问题 张　 悦等：改革开放以来在华跨国移民研究动态及展望

６４　　　 城市发展研究 ３０ 卷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期 Ｕｒｂ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３０ Ｎｏ． １２ ２０２３

产———对广州非裔经济区的实证 ［ Ｊ］ ． 城市规划， ２０１２， ３６
（０８）： ２５－３１．

［３６］ 　 胡寻寻， 张悦， 蔡超明， 等． 领域理论视角下广州小北非裔

聚居区的形成与演变 ［ Ｊ］ ． 人文地理， ２０２３， ３８（ ０５）： ５３
－６１．

［３７］ 　 ＭＡ Ｘｉａｏ． Ｕｎｐａｃｋｉｎｇ ′Ｋｏｒｅａｔｏｗ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ｓ： ｕｒｂ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２１， ４７（１７）：
３９６７－３９８５．

［３８］　 刘云刚， 周雯婷， 谭宇文． 日本专业主妇视角下的广州城市

宜居性评价 ［Ｊ］ ． 地理科学， ２０１０， ３０（１）： ３９－４４．
［３９］ 　 ＫＯＮＧ Ｌｉｌｙ． 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ａｎ ｔｒａｎｓ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

ｉｍａｇ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 Ｊ ］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１９９９， １８（５）： ５６３－５８９．

［４０］　 ＷＵ Ｆｕｌｏｎｇ， ＫＬＡＩＲＥ Ｗｅｂｂｅｒ．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ｇａｔ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Ｊ］ ． Ｃｉｔｉｅｓ， ２００４， ２１（３）： ２０３－２１３．

［４１］ 　 ＬＩＡＮＧ Ｋｅｌｌｙ，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Ｌｅ Ｂｉｌｌ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ｐａｃｅ， Ｒａｃｅ ａｎｄ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Ｃｈｉｎａ
［Ｊ］ ．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０２０，２１（５）：６０２－６２８．

［４２］　 牛冬． “过客社团”：广州非洲人的社会组织 ［ Ｊ］ ． 社会学研

究， ２０１５， ３０（０２）： １２４－１４８＋２４４．
［４３］ 　 ＣＡＳＴＩＬＬＯ ＂ Ｒｏｂｅｒｔｏ ＂ ．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ａｔ ｈｏｍｅ ｉｎ ｔｈｅ “ Ｃｈｏｃｏｌａｔｅ

Ｃｉｔｙ”： 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ｃｅ⁃ｍａｋ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ａｍｏｎｇ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Ｊ］ ． Ｉｎｔｅｒ⁃Ａｓｉ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４， １５（２）： ２３５－２５７．

［４４］　 ＣＡＳＴＩＬＬＯ Ｒ． ＂Ｈｏｍｉｎｇ＂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 ｅｍ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ａｒ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６： １３６７８７７９１５５７３７６７．

［４５］　 ＨＯ Ｅｌａｉｎｅ Ｌ Ｅ． Ｔｈｅ ｇｅｏ⁃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Ｕｒｂａｎ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 ｗｏｒｌｄｉ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２０１６， ２２（１）： １－１９．

［４６］　 ＢＯＤＯＭＯ Ａｄａｍｓ， Ｅｎｙｕ Ｍａ． Ｗｅ ａｒｅ ｗｈａｔ ｗｅ ｅａｔ：Ｆｏｏ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ａｍｏ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ｔｒａｄｅｒ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ａｎｄ Ｙｉｗｕ ［ Ｊ］ ．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２０１２， ５（１）： ３－２６．

［４７］　 ＣＡＳＴＩＬＬＯ Ｒｏｂｅｒｔｏ．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ｏｆ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ｓ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Ｍｕｓｉｃ Ｓｃｅｎｅ：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 Ｊ］ ． Ｊｏｕｒａｌ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ｆｆａｉｒｓ⁃Ｃｈｉｎａ ａｋｔｕｅｌｌ，２０１５，４４（４）：８３－１１５．

［４８］ 　 周阳， 李志刚． 区隔中融入：广州“中非伴侣”的社会文化适

应 ［Ｊ］ ．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 ４３
（０１）： ７０－７９．

［４９］ 　 陈春艳． 旅居瑞丽的缅甸罗兴伽人生存策略探析 ［ Ｊ］ ． 广西

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 ３８（０２）： ９８－１０４．
［５０］ 　 陈雪． 缅甸的女儿：跨境女性移工在瑞丽的汇款实践与情感

连接 ［Ｊ］ ． 开放时代， ２０２０ （０１）： １９１－２０８＋１０．
［５１］ 　 孙九霞， 张蔼恒． 流动性背景下跨国婚姻缔结的影响因素：

阳朔案例 ［Ｊ］ ． 旅游论坛， ２０１５， ８（０３）： １－７．
［５２］ 　 高碧瑶． 从部分内容平台看在华外国人的中国故事讲述策

略———以国际数据新闻大赛获奖作品为例 ［ Ｊ］ ． 中国记者，

２０１８ （０５）： ７０－７１．
［５３］ 　 李连璧． ＹｏｕＴｕｂｅ 平台上在华外国人如何演绎中国故事

［Ｊ］ ． 传媒， ２０２２ （０５）： ５５－５８．
［５４］ 　 冯海燕， 范红． 社交媒体环境下涉华新闻接触与对华态

度———基于在京外国人的实证研究 ［ Ｊ］ ． 现代传播（中国传

媒大学学报）， ２０１９， ４１（１１）： １５１－１５７．
［５５］ 　 邓建国． 传播中国的另类力量：在华外国人的博客 ［ Ｊ］ ． 对

外传播， ２００９ （０６）： ３９－４０．
［５６］ 　 赵云泽， 滕沐颖， 赵菡婷， 等． “桥梁人群”对中国品牌的跨

文化传播的影响研究 ［Ｊ］ ． 国际新闻界， ２０１５， ３７（１０）： ６５－

７８．
［５７］ 　 赵晔琴． 超大城市国际化社区的发展演变与治理路径———以

上海的国际化社区发展为例 ［ Ｊ］ ． 城市发展研究， ２０２２， ２９
（０８）： １３５－１４０．

［５８］ 　 江栋， 傅军伟．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在华外国人管理的探索与

思考———以浙江省义乌市公安局的实践为例 ［Ｊ］ ． 公安学刊

（浙江警察学院学报）， ２０１９ （０６）： ５７－６２．
［５９］ 　 何波． 北京市韩国人聚居区的特征及整合———以望京＂韩国

村＂为例 ［Ｊ］ ． 城市问题， ２００８ （１０）： ６．
［６０］ 　 ＬＡＮ Ｓｈａｎｓｈａｎ． Ｓｔａｔ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ｅ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ａ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５， ５０（３）： ４３１－４７．

［６１］ 　 杨国轩， 王晨颖． 我国内地“菲佣”问题治理研究 ［ Ｊ］ ． 北京

警察学院学报， ２０１８ （０４）： ２５－３０．
［６２］ 　 ＨＡＵＧＥＮ Ｈ． Ｎｉｇｅｒｉａ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Ｉｍ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２， ５０（２）： ６５－８０．
［６３］ 　 吕红艳， 郭定平． 中国外来移民小社会治理研究———基于上

海、义乌和广州的实证分析 ［Ｊ］ ． 湖北社会科学， ２０１９ （０９）：
３８－５０＋９５．

［６４］ 　 梁玉成， 李蔓莉． 在华 Ｂ 省非法外籍劳工人口规模的测

算———一项移民社会学的本土化尝试 ［ Ｊ］ ． 社会学评论，
２０１９， ７（０６）： ３１－４８．

［６５］ 　 刘玉立， 胡志丁， 葛岳静． 云南边境口岸外籍务工人员空间

分布差异及其成因 ［ Ｊ］ ． 热带地理， ２０１７， ３７ （ ０２）： １７４
－１８４．

［６６］ 　 柳林， 梁玉成， 宋广文， 等． 在粤非洲人的迁居状况及其影

响因素分析———来自广州、佛山市的调查 ［ Ｊ］ ． 中国人口科

学， ２０１５ （０１）： １１５－１２２＋１２８．
［６７］ 　 王敏， 江荣灏， 林元城． 跨境流动背景下族裔社区研究进展

及启示 ［Ｊ］ ． 人文地理， ２０２０， ３５（３）：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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