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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改善贫困状况、改变收入差距等积极作用 ,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移民母国经济发展 , 但
目前在海外侨汇跨国流动、发挥侨汇对母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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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海外侨汇超过了外国援助、
外商投资乃至传统出口 , 成为其重要的外部资本来
源。近些年随着世界经济发展放缓 , 外商直接投资和
资本市场流动急剧减少 , 而全球海外侨汇数量却有增
无减。海外侨汇对移民母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主要
体现在哪些方面 ? 如何看待侨汇对移民母国经济发展
的作用和影响 ? 本文尝试着就此作一初浅的分析。

一、国际海外侨汇现状
所谓海外侨汇是指国际移民将其在国外所得的部

分收入寄回原籍用以赡养家庭和其它用途的汇款。除
了实地调研外 , 现在侨汇统计数据主要来自于 IMF

的《国际收支统计年鉴》。这种海外侨汇统计数据 ,

大致包括三个部分 : 其一是移民劳工收入 , 包括在国
外劳务不满 12 个月的劳工工资和其它收入 ; 其二是
侨汇 , 即在国外居住一年以上的出国劳工汇回祖籍地
的汇款 ; 其三是移民财产转移 , 即出国时移民带走的
财产。需要注意的是 , 这些数据还很不完善。理解的
差异、统计困难、分类和计算方法不同、数据完整性
和准确性各有差别 , 许多统计数据没有包括某些实物
(比如通过朋友或家人实物携带珠宝、服装以及其它
的消费品) 和通过非正规渠道的侨汇 , 加上许多国家
的数据不完整甚至没有相关数据 , 导致侨汇被低估。
IMF 和世界银行的数据也经常小于移民母国央行提
供的数据。比如 2002 年世界银行关于菲律宾侨汇的
数据不到 20 亿美元 , 而菲律宾央行的数据超过了 60

亿美元。海外侨汇的实际数量 , 要远远高于世行的
估计。[1 ]

海外侨汇总量在不断增长 , 几乎每 10 年就翻一
番。移民在国外的收入往往远高于国内收入 , 其中的
相当部分都成为了侨汇。巴基斯坦移民国外收入是国
内的 9 倍 , 收入的 78 %都汇回了国内。世界银行最
近发布的一份有关全球移民与汇款的报告指出 , 2007

年流入移民母国的侨汇为 3050 亿美元 , 2008 年可能
降至 2800 亿至 2900 亿美元 , 预计 2009 年在 2800 亿
美元至 2990 亿美元之间。印度、中国和墨西哥是世
界上接收侨汇最多的三个国家。2007 年全年共有 270

亿美元侨汇流入印度 , 中国和墨西哥分别为 257 亿和
250 亿美元。排在第四、五位的是菲律宾 (170 亿美
元) 和法国 (125 亿美元) 。

通常认为侨汇流向往往是从发达国家流往移民母
国或不发达国家 , 但是移民母国彼此之间的侨汇流动
也引人注目。全球约 1/ 3 的侨汇在亚洲国家之间流
动 ,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侨汇流动规模居世
界前列。非洲国家侨汇更多来自本地区其他非洲国
家 , 科特迪瓦、安哥拉和南非也是重要的侨汇来源
地。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是世界上重要的侨
汇流入国。欧洲国家之间的侨汇流动也占有相当份
额。流向北部非洲的侨汇大都来自欧洲和亚洲。但到
目前为止 , 发达国家仍是汇款的主要来源地 , 美国是
世界上最重要的侨汇来源国 , 2007 年超过 500 亿美
元。其次为沙特阿拉伯、瑞士和德国。[ 2 ] 洲际之间规
模最大的侨汇流动是从北美流向拉美、加勒比地区和
亚洲。除拉美以外 , 海外侨汇往往不是来自于单一国
家 , 而是多个国家或地区。比如阿拉伯石油产区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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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4 个国家是印度、巴基斯坦、埃及和孟加拉的侨汇
来源地。

吸收海外侨汇的地区分布差异很大。亚洲侨汇占
比最大。1996 年以来 , 亚洲每年吸收海外侨汇占世
界总量的 40 - 46 % ; 其次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 约
17 - 22 % ; 再次为中、东欧 , 15 - 18 %。吸收侨汇最
多的往往也是人口最多的几个国家 , 比如印度和中
国。在人均吸收侨汇方面一些小国往往名列前茅。
2002 年 , 以色列、汤加、巴巴多斯、牙买加和约旦
是人均吸收侨汇最多的几个国家。[ 3 ]

二、海外侨汇对移民母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不同国家、地区 , 不同时期 , 不同条件 , 海外侨

汇对母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可能不同。在以下几个方
面 , 海外侨汇的积极作用表现得比较明显。

(一) 拓展收入来源 , 弥补外汇短缺
侨汇是移民母国的重要收入来源。上世纪 70 年

代初希腊侨汇使其生产总值增加了 77 % , GDP 占比
增长超过 50 %。目前中美洲的海外侨汇占 GDP 的比
例已经超过咖啡、香蕉等传统支柱产业。一些小国如
黎巴嫩、塞尔维亚、海地、汤加、阿尔巴尼亚和牙买
加来自侨汇的收入超过了全部商品出口总和。据阿尔
巴尼亚银行统计 , 2002 年阿尔巴尼亚侨汇达到了
61315 亿美元 , 而 1991 年只有 1107 亿美元 ; 1991 -

2002 年间 , 侨汇占国家 GDP 的比重由 10 %增加到了
22 %。2006 年的数据显示 , 塔吉克斯坦和摩尔多瓦
接收的侨汇都达到本国 GDP 的 36 % , 为世界最高 ;

其次是汤加 (32 %) 、吉尔吉斯共和国 (27 %) 和洪
都拉斯 (26 %) 。[ 4 ]

侨汇弥补了国家外汇的短缺 , 有补偿收支赤字的
作用。不少移民母国由于缺少外汇 , 面临长期的贸易
平衡问题、外国援助问题和国际贷款问题 , 经济发展
受到严重阻碍 , 但大量的侨汇有效弥补了外汇短缺问
题 , 有效推动了经济发展。相对于经济援助、直接投
资和贷款而言 , 侨汇在这方面的作用更显著。因为侨
汇既没有附带进口等苛刻条件 , 也不用支付利息 , 没
有偿还的压力。就侨汇占出口外汇的比例而言 , 中低
收入国家的侨汇明显高于其他国家 (地区) 。2002 年
约旦为 84 % , 摩洛哥为 41 % ,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
区为 216 % , 佛得角 90 % , 阿尔巴尼亚和乌干达
75 %。埃及侨汇超过石油出口、苏伊士运河和旅游业
外汇的总和。[5 ]

国际资本会随着经济周期起落 , 相比之下侨汇更
为稳定 , 在不少地区都呈现出“反周期”的特点 , 在
经济衰退时期可以帮助母国渡过难关。2001 年和
2002 年 , 美国的拉美移民失业率分别增加了 613 %和

713 % , 但他们寄回母国的侨汇还在持续增加 ; 美国
经济陷入衰退的时候 , 由美国汇往拉美的侨汇却有增
无减。

但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侨汇变化也存在一定差
异。比如世界石油价格的经常变化影响移民的跨国流
动 , 来自海湾地区的侨汇就较不稳定。1973 和 1979

年的石油危机 , 1982 和 1986 年油价大跌 , 对中东国
家劳务进口产生了很大影响 , 这些由该地区汇出的侨
汇明显减少。此外 , 海湾国家输入劳工模式逐渐由引
进非技术工人向引进技术工人转变 , 加之受教育程度
较高的技术工人更容易申请家庭团聚 , 由此对流出该
地区的侨汇产生严重影响。相反 , 如果移居国经济稳
定 , 侨汇就较少出现大的变化。北非和南欧的移民主
要分布在法国和德国 , 流出该地区的侨汇很少出现急
剧减少的现象 , 甚至于在法国经济衰退时摩洛哥和突
尼斯的海外侨汇反倒还增长了。

(二) 增加投资和消费 , 促进就业增长
美洲开发银行 2006 年的一项研究显示 , 高达1/ 3

的移民将侨汇用于投资 , 而在两年前的类似调查中 ,

这个比例只有 5 %左右。上世纪 90 年代初墨西哥农
村移民家庭养殖业投资增长迅速 , 巴基斯坦 170 个小
镇的移民家庭有 32 %将侨汇总额的 13 %用于投资。[ 6 ]

许多从希腊回到阿尔巴尼亚的移民在家乡开办小型商
店和工厂。墨西哥 44 个城市地区中小企业投资的
20 % (1815 亿美元) 来自侨汇。

随着移民在海外经济活动领域的拓展 , 他们在母
国投资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摩洛哥移民开始运用
现代方法和技术开发农地 , 引进最先进的养殖技术 ,

发展旅游业、商业 , 以及从事食品加工和建材加工的
工厂。摩洛哥的侨汇在发展公交事业和促进当地股票
市场方面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侨汇对促进母国就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产生了积极
作用。摩洛哥的利夫地区 71 %的移民家庭买地建房
子 , 侨汇带来了当地建筑业的迅速发展 , 带动了与建
筑业相关的许多行业的兴旺 , 促进了中小企业的繁
荣 , 加快了当地的城市化进程。

从目前情况看 , 移民母国的侨汇多数还是用于基
本生活消费、医疗开支和购置房地产。在圭亚那 , 侨
汇的使用情况大致如下 : 27 %和 20 %分别用于购买
食品和衣物 , 16 %购置房地产 , 15 %子女教育 , 14 %

存入银行 , 8 %投资。苏丹 30 %的侨汇投资于房地
产 , 剩余 70 %用于消费。有学者认为 , 海外侨汇多
数用于消费和购置房地产而没有转为生产性投资 , 对
母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明显。实际上 , 除了转为直接
投资以外 , 侨汇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还可以通过许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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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形式表现出来 , 比如子女教育也是一种人力资本投
资 , 而生活消费和购置房地产对经济产生刺激作用 ,

存入银行的汇款也能转化为投资以及由增加消费而产
生的投资增长效应等。侨汇即使用于消费和购置房地
产 , 对母国的经济增长也会产生间接的刺激作用。用
于基本生活消费的侨汇 , 将拉动相应零售业的发展 ,

从而增加生产和服务需求 , 促进就业增长。侨汇在移
民母国各产业制造的就业机会占比平均为 : 矿业
1013 % , 制造业 512 % , 建筑业 417 %。侨汇在装备
制造业资本总额中占 8 %。[7 ]

(三) 改善贫困状况 , 改变收入差距
侨汇在减少贫困方面作用比较明显。如果没有侨

汇 , 莱索托的贫困家庭数将增加 11 - 14 % , 而菲律宾
的城市贫困率甚至会增长 1/ 3。圭亚那 1988 年贫困率
为 65 %。在移民活动最活跃的 1992 年 , 随着侨汇显著
增加 , 圭亚那贫困率迅速降低为 43 % , 2002 年进一步
降低到了 35 %。由于侨汇扶贫对象是家庭或个人 , 针
对性和目的性更强 , 更适合贫困变化的具体需要 , 因
此 , 在不少地区 , 侨汇减贫的实际效果甚至超过了政
府救助。侨汇对于减少贫困的重要作用 , 不能仅仅理
解为移民家庭收入提高 , 还会通过其他方式表现出来。
比如侨汇投资于工农业生产、子女的教育等都有助于
贫困的减少。但是 , 侨汇减缓贫困的作用只是暂时的 ,

它并没有彻底解决导致贫困的结构性障碍。
侨汇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在某些国家表现比较突

出。纳米比亚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平衡的国家之
一。纳米比亚官方统计基尼系数最高 记 录 为
01701 % , 如果没有侨汇 , 这一记录将会是 01715 -

01720 %。[8 ] 1992 - 1993 年 , 由于海外侨汇的作用 ,

越南的基尼系数由 013580 下降至 013344 , 1997 -

1998 年 , 由 013645 下降至 013583。[9 ] 同样 , 由于侨
汇的作用 , 汤加的基尼系数从 0137 减少到了 0134。

但不同地区、不同国家 , 侨汇对于贫困和收入分
配的作用也有差别。拉美和加勒比国家 , 侨汇主要流
向农村地区 , 对于减少农村贫困和缩小收入差距的作
用比较显著。但在有些国家侨汇对于贫困的作用却比
较复杂 , 而且还可能致使收入差距拉大。在菲律宾 ,

收入高的地区侨汇也多 , 其中北部地区侨汇最多 , 南
部最少 ; 贫困人口集中在农村地区 , 而侨汇却集中在
城市 , 因此侨汇在减少贫困方面虽然作用明显 , 但是
却造成地区间、城乡间收入差距更加失衡。

此外 , 移民汇款对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还体现
在其他几个方面。比如汇款可以通过对教育投资的影
响影响母国的经济发展。对墨西哥的个案研究表明 ,

吸收移民汇款的家庭比例每增加 5 个百分点 , 儿童入

学率就会增加 3 %以上 , 文盲就会减少 34 %。汇款还
促进了 L AC 国民健康状况的改善。研究表明 , 随着
移民汇款的增加 , 人们用于医疗健康的开销也增加
了。如果再将移民汇款用途进行细分 , 单项开支最大
的是医疗健康类。据调查统计 , 大约 46 %的汇款人
声称其汇款的最主要目的就是用于医疗健康。用于医
疗目的的汇款人比例远高于其它方面 , 比如食物或赡
养家人 (30 %) , 新建或修缮住房 (715 %) , 偿还债
务 (5 %) , 购物 (415 %) 。

三、几点启示
(一) 既要充分发挥海外侨汇对母国经济的积极

作用 , 同时也不能忽视其负面影响
侨汇并不是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 移民母国的发

展不能完全依赖侨汇。对侨汇的过度依赖可能对经济
的持续发展带来隐患。首先 , 可能产生更多的外汇需
求。从这点来看 , 海外侨汇会误导政府政策忽视改善
经济结构和增强国家竞争力 , 对于经济增长和结构调
整会产生负面影响。其次 , 可能促使本币币值提高 ,

出口竞争力下降。第三 , 移民家庭 (特别是年轻人)

对侨汇的依赖还会减少从事体力劳动的意愿 , 劳动积
极性就会受到影响 , 造成当地劳动力缺乏。

(二) 降低国际汇款成本是促进侨汇健康发展的
重要内容

影响侨汇数量的主要障碍之一就是国际汇款的成
本太高。如果国际汇款都按金融机构汇款业务最低收
费标准来计算 , 移民母国可以节省数十亿美元的汇款
成本。因此 , 应加强国际汇款方面的国际合作 , 拓展
正规汇款渠道 , 推广电子汇款等先进汇款手段 , 有效
降低汇款成本。

目前银行介入侨汇市场还不普遍 , 侨汇的国际流
动仍然主要依靠国际汇款公司。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
移民家庭仅有 20 %开立银行账户。银行介入侨汇市场 ,

不仅将降低汇款成本 , 而且将直接推动侨汇转化为银
行存款、本国消费、生产性投资 , 各国应采取措施使
海外侨汇更多地通过银行实现转移。由于许多移民没
有合法身份、无法在美国开立银行户头 , 移民母国可
以效仿墨西哥的做法 , 通过驻美大使馆主动给这些移
民提供合法身份证明 , 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如果移民
母国国内银行体系更发达、人们更热衷于开立银行户
头 , 则移民进行国际汇款、财产抵押、贷款、投资等
方面的活动都更加方便 , 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三) 引导侨汇投资 , 为本地经济建设服务
许多地区侨汇过于分散 , 移民及其亲属缺乏投资

知识和投资渠道 , 侨汇用于投资的比例很低 , 导致严
重浪费。在移民比较集中的地区成立专门发展基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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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社为侨汇提供投资渠道 ; 鼓励侨汇积极参与政府
发展计划 , 比如市政、饮用水、校舍、医院等工程建
设等 ; 以地方 (省市两级) 和中央政府资金配套的方
式设立侨汇建设工程项目 ; 政府在融资、税收等方面
给予一定的扶持 , 吸引移民回乡创办企业。正确引
导、精心安排侨汇用途 , 发挥侨汇的积极作用 , 促进
国家的经济发展。

海外侨社的慈善和公益活动对母国尤其是家乡的
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许多海外侨社往往在家乡
捐建基础设施或投资兴业 , 政府要充分发挥海外侨社
的积极作用 , 与相关国际组织和侨社进一步加强合
作 , 吸引更多移民回乡投资 , 促进移民家乡的经济
发展。

(四) 促进移民回国旅游 , 扩大移民相关贸易
世界各地每年都有大量的移民回国旅游 , 但是只

有少数国家就移民回国旅游制定了相关政策。政策的
缺失致使移民母国在移民回国旅游方面存在诸多问
题 , 无论是硬件或者软件 , 都远不能适应现实的需
要。因此 , 政府和企业可以合作为移民提供旅游方面
的服务 , 也可以与移民共同投资 , 合作开发。

由于的宗教习惯、饮食、服饰等方面的传统习
惯 , 移民对于母国生产的商品需求量很大 , 移民投资
设立的许多小型企业都靠进口母国的此类商品生存。
长期以来 , 移民相关贸易成为了移民母国出口贸易的
重要内容。政府和企业尤其是经营民族传统艺术品的
企业和商家 , 要充分利用这种商机 , 与海外移民相关
企业建立密切联系 , 源源不断为他们提供货源 , 扩大
移民相关贸易。

(责任编辑 　王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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