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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际移民与现代化的互动呈现出动态、多向的特征，体现为制度变迁、价值重构和

文明互鉴等多个层面。现代化进程推动了国际移民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国际移民也通过资本和智

力投入为住在国和祖籍国的现代化进程注入发展动能。这种互动不仅促进了双方的认同重构和理解

共振，也提升了国家形象和文化影响力，形成了现代化发展的良性循环。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例，华

侨华人由于具备中国和世界的双重属性，在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发挥着独特作用，推动

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合作。为更好发挥这一群体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需要通过政策引

导和环境营造，激发其创新活力和参与热情，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向更高水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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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持续全球化进程以及各国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使国际移民问题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关联日益密切。

国际移民本身就可被视为现代化进程的产物，也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移民流动与住在国和祖籍国

的现代化水平形成了互馈的交互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

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① 可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华侨华人的角色不可或缺。那么，华侨华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如何发挥独特作用？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式现代化存在何种互动机制？基于此，本文旨在辨析相关关键概

念、系统梳理“国际移民与现代化”“华侨华人与中国式现代化”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尝试搭建国际移民

与现代化的互动机制模型，系统揭示国际移民与现代化互动的内在逻辑，这不仅有助于住在国和祖籍国制定

务实政策，最大化移民对现代化的促进作用，完善移民治理，促进文化融合和社会稳定；同时也将推动国际

移民与现代化理论的机制化，拓展现代化理论的解释视野，从而在学理层面为把握当代社会发展奠定新的分

析基础。随后，在此模型的框架内，本文将以华侨华人与中国式现代化为例，实证分析作为国际移民的华侨

华人群体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互动与相互影响，为进一步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更好地利用侨力资源、加强侨务工

作提供一定的学理基础和参考借鉴。

一、研究概念的辨析

国际移民与华侨华人群体呈现出一定的异质性特征。虽然这两个群体存在一定的重叠，但它们的构成、

流动性、社会地位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国际移民群体往往更加多样化，包括劳动力移民、难民、留学生

等，其在移居国的生活状况和融入程度存在很大差异，而华侨华人群体则相对凝聚。以东南亚地区为例，新

加坡华人在政治、经济领域具有较高参与度，而在某些国家，华人群体主要活跃于经济领域。在欧美发达国

家，新移民中高知识群体比例相对较高，而在发展中国家则呈现出更为多元的职业构成。这种差异性决定了

华侨华人对移入国和移出国的影响也是多维度的。因此，我们不能将这两个概念简单等同，而是应该更加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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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地认识它们的内在差异。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当代国际移民的复杂性，并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政策和

互动机制。

（一）国际移民、华侨与华人

移民（migrant）的定义通常以空间和时间为起点，简单意义上指的是所有临时或永久地从一个地方到另

一个地方的人口流动，是特定时间段内人口发生的地理位置变动，既包括时间属性，也包括空间属性。① 而

国际移民作为全球化时代的重要研究议题，其概念内涵主要包含三个核心维度：空间维度（跨越主权国家边

界）、② 时间维度（居留满 12 个月）③ 和身份维度（非官方身份居留）。④ 需要强调的是，移民的非官方属性并

不等同于非法状态。相反，这恰恰是移民群体适应全球化时代跨国生存的积极策略，也是他们发挥跨文化桥

梁作用的重要基础。基于此，本研究采用联合国和国际移民组织的主流定义：国际移民指跨越国家主权边

界，以非官方身份在异国居留达一年以上的人群流动。这一定义为探讨华侨华人群体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

提供了基本分析框架。

在此基础上，华侨（overseas chinese）特指定居国外且保留中国国籍的群体。其中“定居”需满足两个

条件之一：或已取得住在国长期/永久居留权并连续居留累计满 18 个月，或在住在国合法居留 5 年以上且累

计满 30 个月。⑤ 因此，并不是所有的海外中国公民都属于华侨。而华人（chinese diaspora）则指已加入外国

国籍的原中国公民及其外国籍后裔，范围相对更广。但对于后裔的代数有无限制性存在一定争议。

从国际移民的视角审视华侨华人群体，可以发现两者存在重要的交叉关系：华侨群体完全符合国际移民

“跨越主权国家边界”的定义特征，属于典型的国际移民。华侨、非出生在当地的华人、自费留学生、劳务

人员都属于国际移民。而华人与国际移民的关系较为复杂，华人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包括三种情况：第

一，曾经拥有中国国籍但已加入外国国籍的人，他们曾经跨国迁移，应属于国际移民范畴；第二，在外国出

生但父母为国际移民的后代，这部分人虽拥有中国血统，但出生地就是现居住国，不属于国际移民；第三，

在外国出生且父母也在当地出生的华裔，他们既非国际移民，也非移民的后代，只能算是更远祖先的移民后

裔。可见，只有部分华人属于国际移民，还有相当部分是在外国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即新客华人属于国际移

民的范畴，而土生华人则属于非移民群体。⑥ 因此，不能将“国际移民”直接等同于“华侨华人”，也不能将

两者截然分开，而是应该意识到它们之间存在重叠交叉的部分。在本文的研究中，笔者也会根据不同的情

况，具体地区分华侨华人不同群体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互动关系。

（二）现代化与现代化进程

“现代化”和“现代化进程”这两个概念虽然相关，但存在一些区别和联系。首先，在概念内涵方面，

虽然不同学派和学者对现代化的定义各有不同，但一般而言，“现代化”是指 18 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社会从

传统状态向现代状态的转变过程，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等各个方面的变革。⑦ 它更多强调现代

社会的特征和目标。而“现代化进程”则特指现代化发生和发展的动态过程，强调其发展的持续性和渐进

性。⑧ 它关注现代化变革发生的具体路径和进程。其次，从时间维度来看，“现代化”有时指代现代社会的某

①　陈松涛：《东盟域内非法移民问题及治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第 24 页。

②　 "Migrants：Protect NOT Marginalize"，United Nations，https：∥www. un. org/en/fight⁃racism/vulnerable⁃groups/migrants，
Last accessed by 21 March，2024.

③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ESCAP Regional Census Programme：  
Country Paper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tatistics India（ESCAP，  2006）2.

④　李明欢：《国际移民的定义与类别——兼论中国移民问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9 年第 2 期，第 3 页。

⑤　董传杰：《涉侨法规政策文件汇编》，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6 页。

⑥　张秀明：《华侨华人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辨析》，载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研究（2017 年第一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17 年，第 47 页。

⑦　何传启：《世界现代化研究的三次浪潮》，《中国科学院院刊》，2003 年第 3 期，第 185 页。

⑧　Daniel Lerner，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rocesses of Modernization"，  The City in Modern Africa（1967）：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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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静态状态。而“现代化进程”则明确体现了现代化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需要经历不同阶段和周期。① 再

次，从研究视角来看，如果从“现代化”概念出发，可分析社会现代性特征。而“现代化进程”更多聚焦于

变迁的动因、路径选择、发展模式等问题。而从理论渊源入手，“现代化”概念源于 18 世纪西方发达国家的

社会变迁，后来发展出现代化理论。“现代化进程”概念蕴含了对西方经验的反思，注重不同国家和地区现

代化道路的多样性。最后，在相互关联方面，“现代化”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离不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

反过来，现代化进程的目标和方向也由现代化的内涵所决定和引导，两者相辅相成。总的来说，现代化更多

着眼于现代社会的特征和标准，而现代化进程则更关注动态变迁的具体路径。两个概念虽有侧重不同，但紧

密相连，共同揭示了社会现代性变迁的内涵和进程。在现代化研究中需要统筹把握和运用这两个概念。

（三）华侨华人、中国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

在探讨华侨华人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互动机制之前，有必要厘清“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化”两个

概念的区别。“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核心概念，强调走具有中

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其内涵突出民族复兴与文化自信；② 而“中国现代化”则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涵

盖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整体的现代化进程。这一概念区分对理解华侨华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角色定位具有重

要意义。在表述侧重点方面，“华侨华人与中国式现代化”侧重于华侨华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

化理念中的定位和作用。“华侨华人与中国现代化”表述更为广泛和概括，不限于特定理念，指华侨华人与

整个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关系。

当前，围绕“华侨华人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学界已有不少富有洞见的研究成果。从理论探索方

面，张振江率先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应作为研究华侨华人的新范式，呼吁从这一视角重新审视华侨华人在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做出的历史贡献。③ 许多学者都认为，华侨华人作为中华文化在海外的重要传播者和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资源，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无论是在经济、文

化、人力资源等领域，还是在加强中外交流互鉴等方面，华侨华人都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了重要力量。他们

是中华文化在海外的重要传播者，是增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纽带。④ 同时华侨华人也为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提供了宝贵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智力支持。⑤ 其中，陈奕平的研究则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这一认识，

他着眼于以华侨华人为代表的国际移民与祖籍国经济现代化的关系，认为广大华侨华人是中国经济现代化建

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和获益者。这主要体现在华侨华人自身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关系网络方面具备独特

优势，对祖籍国抱有深厚的情感和认同，并且在改革开放中为中国经济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⑥ 立足于历

史维度，他阐述了海外侨胞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渊源逻辑联系，强调新时代应充分发挥侨胞在中国特色现

代化中的独特作用。⑦ 有学者还尝试剖析海外侨胞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因，内因包括促进经济增长、追求

个体在现代化进程中对基本生存与发展所产生的切实需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安全归属需要、在道

义经济约束下履行道德责任的道德需要、实现人生价值的心理需要；外部动因则有当今世情国情变化、中国

侨务政策吸引力、五缘文化推动力等。⑧ 同时，侨乡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生动缩影和特殊案例。一些发达侨

①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21-22 页。

②　张源：《为什么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新华网，http：//www. xinhuanet. com/sikepro/20221212/3474bb2878534793bc0
93ec091fa8ed5/c. html，2022 年 12 月 22 日。

③　张振江：《“中国式现代化”：华侨华人研究的新范式》，《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3 年第 2 期。

④　徐远通：《发挥华侨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独特作用》，《岭南文史》，2023 年第 3 期。

⑤　参见徐敏：《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侨心侨力》，《社会主义论坛》，2023 年第 7 期；李其荣：《华侨华人在中国式现代化

进程中的独特优势与作用》，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s：//www. cssn. cn/gjgc/gjgc_gcld/202303/t20230309_5602298. shtml，
2023 年 3 月 9 日。

⑥　陈奕平、曹锦洲：《国际移民与祖籍国经济现代化——以华侨华人为例的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3 年第 2 期。

⑦　陈奕平：《海外侨胞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历史逻辑和新时代启示》，《世界民族》，2023 年第 2 期。

⑧　李云、陈世柏：《新时代海外侨胞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因探析》，《晋阳学刊》，2024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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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的现代化进程和经验，为中国其他地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因此，优化侨务政策将有利于充分发挥华

侨华人在中国现代化中的独特作用。① 人才引进、资金引入、产业对接等领域的相关政策创新值得关注。

现有研究为探讨华侨华人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作用奠定了基础，但仍存在一些关键局限。首先，研究材

料较为狭窄，大多停留在理论阐述或个案分析，缺乏系统实证研究和大数据支撑，需要拓展研究基础。其

次，研究视角偏狭，过度关注华侨华人对经济现代化的促进作用，忽视了政治文化等其他领域的影响，且未

充分认识“双主体”特征，也未细分不同类型华侨华人群体。再者，研究范围有限，现有研究聚焦于发达侨

乡，忽视了欠发达地区乃至新兴人才集聚区的情况，研究范围亟需拓展。最后，理论建构不足，大部分研究

止步于描述分析，缺乏对华侨华人与现代化关系的理论概括和框架构建，理论创新不足。综上所述，现有研

究存在材料局限、视角偏狭、范围受限、理论薄弱等问题，亟须在数据基础、理论视角、研究范围等方面进

行系统深化和拓展，以更好地把握华侨华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角色。

二、国际移民与现代化的互动机制

在“再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移民现象日益频繁，规模不断扩大，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全球性议

题。移民不仅改变了人口的地理分布，也深刻影响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格

局。同时，各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趋势的加剧，客观上又为国际人口流动创造

了新的条件和动力。国际移民与现代化两者之间并非孤立无关，而是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现代

化进程本身推动了大规模人口跨国流动；另一方面，国际移民流动又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现代化发展的面

貌。移民流动对住在国和移民祖籍国的现代化进程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有的是促进作用，有的则是阻碍作

用，这些影响体现在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等诸多层面。

基于此，本文通过梳理国际移民、住在国和祖籍国现代化的互动过程和路径，尝试机制化国际移民与现

代化的互动关系，详见图 1。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现代化进程给制度建设和价值观塑造带来深刻

影响。这种变革既体现在国内，也体现在与海外华侨华人的互动中。比如，中国的法治建设、政治民主化、

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等，都为海外华侨华人融入中国发展提供新的制度保障和价值认同。同时，海外华侨华人

的经验、视野和资源，也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贡献独特力量。只有深入认识这种双向互动，我们才能更好地

理解当代中国与华侨华人关系的发展趋势和内在动力。

①　段卓廷：《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国际移民管理制度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3 年。

图 1　国际移民与现代化的互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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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动态互馈系统中，现代化驱动（modernization propulsion）带来了制度和价值观的结构性影响

（structural impact），深刻改变了国际移民的生活方式并促进了文明互鉴。在该框架中，现代化驱动是核心动

力，它通过制度变革和价值观更迭两个层面，对国际移民产生结构性影响。结构性影响是指国际移民对住在

国 或 移 民 来 源 国 现 代 化 进 程 产 生 的 深 层 次 、 根 本 性 的 影 响 ， 主 要 体 现 在 制 度 变 革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和价值观更迭（value transition）两个层面。① 制度变革指国际移民推动社会制度的调整，包

括正式制度（法律政策）和非正式制度（习俗规范）的变迁。价值观更迭体现为住在国居民价值观的变迁，

以及移民文化对主流社会的影响。两者相辅相成，价值观的转变为制度变革提供思想基础，制度调整又深化

了价值取向的演进。这种结构性影响通过制度和价值观两个层面，重塑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体制架构和意识

形态。

而现代化驱动具体包括发展动能激活（development momentum activation）和进程加速促进（process 
acceleration facilitation）两方面。② 发展动能激活指唤起现代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包括经济、科技、思想、制

度等方面。进程加速促进则通过政策引导、体制优化等方式，加快现代化实现步伐。前者确保现代化的持续

性，后者保证其高效性，两者共同推动现代化发展。同时，国际移民通过资本和智力等发展投入

（development input），为现代化驱动提供发展投入，成为推进现代化的重要外力。资本注入 （capital 
injection）和智力贡献（intellectual contribution）是发展投入的两个主要方面，③ 移民群体通过资本注入和智

力贡献推动现代化。资本注入包括汇款、投资等形式，为现代化提供物质基础；智力贡献则体现在知识、技

能、经验等非物质要素的输入。这种发展投入既是现代化内生动力的补充，又是进程加速的外部推手。

其中，国际移民与祖籍国之间的文明互鉴 （cultural interflow），促进了双方的认同重构 （identity 
reconstruction）和理解共振（understanding resonance）。④ 认同重构指国际移民与祖籍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互动，

推动双方对彼此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重塑和重建。一方面，国际移民在住在国环境下自身认同发生重构，另一

方面，祖籍国也因移民影响而重新审视民族国家认同。理解共振指通过文明互鉴，国际移民和祖籍国对彼此

的文化理解产生共鸣，增进互相认知和体谅。移民加深对祖籍国文化的理解，同时，祖籍国也更好地理解移

民群体的处境和需求。这种文明互鉴有助于提升国家的形象映射（national image projection）和文化影响力扩

散（cultural influence diffusion），生成软实力（soft power generation）。⑤ 软实力生成通过国家形象映射和文化

影响力扩散两个途径推动现代化。移民既是祖籍国文化形象的代表，也是文化传播的载体。文明互鉴促进了

移民与祖籍国间的认同重构和理解共振，而软实力生成则提升了祖籍国的国际影响力，反映了国际移民与现

代化的文化互动关系。

该模型突破了单向视角，揭示了国际移民与现代化互动的内在机理及其动态互馈特征，以更高度的理论

概括性和普适性，阐明了两者之间的动态、多层次、循环式互馈关系。在这一动态互馈系统中，现代化进程

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多个层面持续推进，给国际移民带来了深刻影响。国际移民作为现代化的参与

者，一方面通过资金、技术等投入推动了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也被现代化改变了生活方式。国际移民与祖

①　Ronald Inglehart，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Cultural，Economic，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 （Princet⁃
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20）45-57.

②　McGee，Terry G， "Interrogating the 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 in China and Vietnam under Market Socialism"，Asia Pacific 
Viewpoint 50. 2（2009）：228-232.

③　 Alhassan， Abdul Latif and Nicholas Asare，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Bank Productivity in Emerging Markets： Evidence from 
Ghana"，Management Decision 54. 3（2016）：590-592.

④　Wang Xinhong，Zhu Dingju and Mo Yingxi， "Logical Coupling and Paradigm Shift of Regional Cultures in Term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 Case Study of Lingnan Cul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ineering Business Management. 15
（2023）：1-17.

⑤　 Heng， Yee ⁃ Kuang，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Who Is The Softest of Them All？ Evaluating Japanese and Chinese 
Strategies in The 'Soft'Power Competition Era"，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10. 2（2010）：275-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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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国之间进行文化传播与交流，在现代化过程中重建了自身的文化认同。国际移民与祖籍国的互动关系有利

于提升国家的形象和文化软实力。国家形象和软实力的提升又将进一步促进现代化进程，形成一个相互促进

的正向循环。

值得关注的是，国际移民与住在国的现代化互动和与祖籍国的现代化互动存在一些异同。相同点在于，

无论是住在国还是祖籍国的现代化进程，都会给移民带来价值观的变迁和文化冲击，推动他们重塑跨文化身

份认同，积极融入所在地主流生活。同时，两种互动都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互鉴，增进了相互理解。不同之

处在于，住在国现代化更侧重于移民如何适应和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文化；而祖籍国现代化则更关注维系与移

民的文化血脉联系，坚定他们对祖籍文化的认同和自豪。前者引导移民拥抱包容开放的价值观，后者则强调

文化自信，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两种互动侧重不同，但都为移民的身份认同重塑提供了动力和方向

引导。

三、实证研究：华侨华人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互动

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追求的共同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① 2023 年 10
月 18 日，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各国应携起手来，实

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我们追求的不是

中国独善其身的现代化，而是期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同实现现代化。世界现代化应该是

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互利合作的现代化、共同繁荣的现代化。”② 可见，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独特的世界观和

具有巨大的世界意义，③ 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程。而华侨华人这个群体，正是具

有中国和世界两种属性，实践这两种属性的互动，并将两者有机联系起来。④ 

华侨华人并非一个同质的群体，他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贡献呈现显著的差异性，本文尝试将华侨华人群

体划分为四类：产业投资型、科技创新型、文化传播型和慈善公益型，每一类型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参与方

式和贡献路径各不相同。笔者将从祖籍国和住在国两个角度，具体分析国际移民与现代化互动机制的过程与

路径，并区分华侨华人与其他非国际移民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不同角色。

（一）现代化驱动为华侨华人带来结构性影响

现代化驱动是核心动力，它通过制度变革和价值观更迭两个层面对国际移民产生结构性影响。制度变革

指移民推动了住在国和祖籍国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相应调整和变革，以适应新的环

境和需求。价值观更迭则反映了移民对主流社会价值取向和思维理念的影响，推动了社会意识形态层面的嬗

变。这种结构性影响深刻重塑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体制架构和意识形态层面。而现代化驱动的内在路径，首先

是发展动能激活，唤起和激发经济、科技、思想等各种动能，持续为现代化注入内生动力；其次是进程加速

促进，通过政策引导、机制创新等措施，加快现代化进程实现的步伐，提高现代化的高效性。

现代化驱动通过制度变革和价值观更迭两个维度，对华侨华人群体产生深刻的结构性影响。在制度层

面，中国实施了一系列便利华侨华人回国发展的政策措施，包括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海外权益保护机制

等，这些制度创新不仅推动了华侨华人生活方式和文化认同的转变，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持续动力。据

《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2020 年有意回国海归人才数同比增长 33. 9%，2023 年新能源、制造业、集成电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 年 10 月 26 日，第 1 版。

②　国纪平：《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主席擘画引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扎实推进》，《人

民日报》，2023 年 12 月 31 日，第 1 版。

③　田鹏颖：《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观》，重庆：重庆出版社，2023 年，第 3 页。

④　张振江：《“中国式现代化”：华侨华人研究的新范式》，《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3 年第 2 期，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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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等技术驱动型行业的海归岗位需求显著上升，其中新能源、电气和电力行业的岗位投放量较 2022 年增长

71. 1%。① 这一趋势反映了国内经济结构转型的加速、海归人才与国内产业需求的匹配度提高、政策支持与

就业环境的改善。

在价值观层面，华侨华人群体通过“海归”模式，不仅为中国带来资本和技术，更重要的是引入了全球

前沿的创新思维和管理理念。海外留学归国人员相当一部分集中在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直接推动了中国产业升级和创新体系构建。以侨商经济为例，2019 年世界华商总资产规模达 5 万亿

美元，仅在广东的侨商投资企业就超过 6. 2 万家，占全省外资企业总数的六成以上。2023 年中国侨商投资

（广东）大会达成 616 个对粤投资项目，总金额达 6582 亿元，涉及 20 个战略性产业集群。② 这些数据反映出华

侨华人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些务实有效的政策和体制机制变革，为借力华侨华人资源推进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制度保障，实现了进

程加速促进。需要明确区分的是，海外华人“回乡置业”与“回国创业”是两个不同维度的现象。前者主要

体现为侨胞与祖籍地保持联系的传统纽带，后者则是基于创新创业机遇的现代经济行为。以浙江温州为例，

当地通过建设侨商产业园、设立侨商创业基金等方式，为海外华商回国创业提供专业化服务平台。

为进一步优化华侨华人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环境，各地持续推进制度创新。以 2023 年福建福清和广东江

门的改革为例，通过“一窗受理，一次出证”等举措，显著地提升了华侨回国定居的便利度。③ 许多海外华

侨华人回到祖籍国，走亲访友，开展经贸活动，进行文化交流。他们看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事

业，生动投射在日常点滴中。电子支付、5G 冲浪和新能源汽车等，深刻地影响着华侨华人对中国式现代化

的认同。④ 这种制度变革既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包容性特征，也为深化华侨华人与祖籍国的互动提供了制

度保障，形成了推动现代化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

在住在国，华侨华人对当地现代化也有显著影响，为当地的现代化进程贡献了内生动能。在经济层面，

大批华人科技企业家在硅谷等地创业投资，带动就业增长和产业升级，提升了经济活力和创新动能。他们将

中国的商业模式、产品和服务带到海外，不仅增加了目的地国家的消费多样性，还促进了当地的经济活动和

就业。在某些情况下，华侨华人社区通过创办商会或文化组织，形成了有效的社会网络，这些网络有助于获

取和分享商业信息，促进了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科技领域，众多华人科技人才通过创新研发和人力资本投

入，推进了住在国科技前沿的发展。在文化思想上，东西方多元文化在华人移民身上的融合，催生了新的思

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促进了社会思想的活跃和包容开放。中国餐饮业、中医药和武术等文化元素的传播，亦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住在国的生活方式，并加速了其跨文化交流和多元文化社会的形成，这也是现代化进程

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华侨华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适应和创新能力。以科技创新型为例，硅谷华人群体在集成电路、

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领域的贡献尤为突出。根据统计，华裔占美国科学家总数的 14. 7%，⑤ 其中不乏有一部

分科学家直接或间接参与了中国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在集成电路、大数据算法等关键技术突破中发挥了关键

作用。他们充分利用两国文化的优势，不仅在海外创建了适合本地市场需求的企业，还在科技、文化等领域

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这有利于提高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软实力。同时，他们传播的中国文化、价值观念及

其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

总的来说，无论是在祖籍国还是住在国，华侨华人都发挥着激活现代化内生动能和促进现代化进程加速

①　《2023 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智联招聘，2024 年 2 月，第 2-3 页。

②　《1. 63 万亿元！中国侨商投资（广东）大会项目成果丰硕》，《广州日报》，https：//huacheng. gz-cmc. com/pages/2023/
02/25/50d8a64c55334efb97ee5d6ad70dcd90. html，2023 年 2 月 25 日。

③　吴侃：《侨乡精简办事材料和流程  为华侨回国定居提供便利》，《人民日报》（海外版），2023 年 12 月 11 日，第 6 版。

④　严瑜、高乔：《海内外各界点赞中国式现代化——“一个鼓舞人心的进程”》，《人民日报》（海外版），2024 年 3 月 4 日，

第 5版。

⑤　斯萍、魏南枝、章舜粤：《警惕麦卡锡主义死灰复燃》，《光明日报》，2019 年 07 月 25 日，第 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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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双重作用，充分体现了国际移民与现代化驱动之间内生互动的紧密关系。国际移民特别是华侨华人，与现

代化的相互作用反映了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无论在祖籍国还是在住在国，他们

都成为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一部分，推动了中国及所在国家的现代化发展。

（二）华侨华人的发展投入推动现代化进程

华侨华人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独特群体，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参与中

国式现代化的前提是众多海外华侨华人构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华侨华人通过侨汇投资、人才归国等方

式参与中国式现代化。① 与其他国际移民相比，这一群体基于深厚的文化认同和民族情怀，展现出更强烈的

参与意愿和更持久的投入动力。具体而言，华侨华人通过资本注入和智力贡献两大途径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

了关键支撑：在经济层面，海外侨汇和直接投资为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升级提供了持续的资金支持；在

科技领域，归国华人科技人才通过知识传播和创新实践，显著提升了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在文化维度，海

外华人社区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传播载体，不断增强着民族自信心和精神动力，推动思想解放和理念更新。

这种多层次的互动机制，使华侨华人群体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独特而重要的人力、智力和文化资源。

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在国外事业有成的华侨华人回国投资创业，参与祖籍国建设，极大地推动了中国

式现代化发展，也推动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② 华商不仅是改革开放后来中国投资最早的外商，也是投

资额最大的外商，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中占主导地位，投资额占比高达七成。③ 尤其是产业投资型华商，主

要通过产业链投资和跨国经营推动中国制造业升级。具体而言，1979-2017 年，中国吸收的外来直接投资

中，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投资的比重长期占据六成以上。④ 据统计，自 1982 年以来，中国的侨汇收入从 6. 16
亿美元激增至 2022 年的 510 亿美元，40 年间增长了近 83 倍。⑤ 侨汇收入是中国外汇储备的重要来源之一，对

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这笔资金大头用于基础设施、产业升级等现代化建设领域。传统

行业和中小企业的华侨华人则更多通过投资和商业网络支持中国现代化。东南亚华人资本在中国制造业、房

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以印尼、马来西亚的华人商人为例，他们不仅提供直接投资，更重

要的是搭建跨境商业网络，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促进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同时，大批在海外学习

深造的华人精英纷纷回国创新创业，他们所掌握的前沿科技知识和研发能力，为中国的科技现代化贡献了宝

贵智力力量。此外，旅居海外的华人社团通过各种文化交流活动，持续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

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滋养。

其中，智力贡献是华侨华人发展投入中最值得关注的一面。大量留学归国人员加入新兴科技产业，为中

国的科技自主创新贡献力量。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华侨华人科学家选择离美归国。2005 年全国侨办开始系统

实施“海外人才为国服务计划”，重点引进各类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人才。以广东省为例，截至 2018
年，广东省累计引进海外人才 5. 8 万人，其中华侨华人达到 70% 以上，他们主要从事电子信息、精密制造、

新材料等高科技行业。⑥ 2022 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马毅将从伯克利停薪留职，加入香港大学，

出任数据科学学院院长。著名科学家颜宁也宣布从普林斯顿大学辞职，出任深圳医学科学院院长。据统计，

在 2019 至 2021 年间，有 3878 名华人科学家离开美国科研机构，回到中国开展研究。⑦ 作为华侨华人学者中的

佼佼者，他们的回国之路将产生很好的示范和带动效应，鼓舞更多华侨华人踊跃投身中国发展大潮。他们回

①　邓子昂、彭慧、钟佩文：《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华侨华人研究》，《华人研究国际学报》，2023 年第 2 期，第 88 页。

②　李育蒙：《凝聚侨心侨力  再造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南方周刊》，2023 年第 22 期，第 24 页。

③　王辉耀、康荣平：《世界华商发展报告（2019）》，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20 年，第 18 页。

④⑤　陈奕平、曹锦洲：《国际移民与祖籍国经济现代化——以华侨华人为例的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3 年第 2 期，

第 11、10 页。

⑥　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近五年广东引进海外人才中华侨华人超七成》，http：//www. qb. gd. gov. cn/qwdt/content/
post_153857. html，2018 年 9 月 20 日。

⑦　刘如楠：《3 年 3800 多名华人科学家离美回国！新“归国潮”来了吗？》，《中国科学报》，https：//news. sciencenet. cn/
htmlnews/2022/11/489786. shtm，2022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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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后也会为广大海外侨胞提供权威咨询和指导，架起联系祖籍国的桥梁纽带。高层次华侨华人学者的回国

潮，不仅体现了中国国力的持续增强和科教事业的蓬勃发展，也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了宝贵的智力动力

和人才优势，对中国科技创新、人才培育等贡献巨大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夯实智力基石。

华侨华人以自身的技能优势和资本实力，也为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贡献。大量在美

国硅谷等科技高地工作的华人科学家和工程师，通过创新研发和技术攻关，为推动所在地区的产业现代化升

级贡献着自身的智慧和力量。华侨华人中的许多科技人才，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不

仅引进了先进技术和设备，还改进了研发流程，帮助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① 越来越多

的华人精英开始从事跨国投资和创业，将其掌握的资本和管理经验“反哺”住在国。据统计，仅在硅谷，华

裔科技人员就创办了数万家高科技企业，每年涌现的 5 000 家初创企业中，约有 1/4 由华人创办，为美国科技

发展贡献巨大。② 这些华人的就业创业行为，推动了所在国家的产业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创新。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华侨华人因其独特的跨国背景和生活经历，成为搭建中外经贸文化交流的桥

梁纽带。一方面，他们对祖籍国经济社会的深入理解，使其能更好地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信息、人

脉、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助力中国产业升级；另一方面，他们对住在国市场的熟悉程度，也帮助了更多中国

企业投资者打开海外市场大门。总之，无论是在祖籍国还是在海外，华侨华人都发挥着独特的现代化建设者

和促进者的重要角色。

（三）文明互鉴产生认知重构与理解共振

国际移民与祖籍国在互动上，存在文明互鉴的过程。移民在住在国环境的影响下，其文化认同发生重

构；而祖籍国也因此重新审视民族国家认同，双方对彼此文化理解产生共振。这一文明互鉴为祖籍国提升国

家形象和文化影响力创造了机遇，有利于生成软实力，反过来又为现代化驱动注入新动力。以中国为例，海

外华人华侨是中华文化的使者，他们在住在国的发展不仅推动了所在国家的制度和价值观变迁，也促进了对

祖籍国文化的认同重塑。华人社区成为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新增长点，有利于中国塑造全球文化形象，提升国

家软实力。

华侨华人与中国保持着紧密的文化联系。一方面，他们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吸收了异域文化

元素，促进了中外文明的互鉴交流，增进了相互理解。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价值观的

变迁也给华侨华人带来了认同重构和理解共振，推动他们积极融入当地主流生活，重塑跨文化的价值认同。

华侨华人在融入住在国时，不仅需要适应当地生活，更需要在跨文化环境中扮演好“融合者”和“纽带”角

色，促进多元文化共存与交流合作。中国式现代化强调文化自信，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与

华侨华人的文化认同高度契合，进一步坚定了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自豪感和信心。例如，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组

织庆祝中国农历新年的各类活动，如舞龙舞狮表演、潮州音乐会等。2024 年 1 月 7 日，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巴

生举办“群龙齐舞·2024 献大马”活动，现场 118 条祥龙完成“点睛”仪式后开始舞动，共同迎接 2024 龙年

的到来。③ 这些活动不仅传承了中华文化，也吸收了马来西亚其他族裔的文化元素，如印度风情舞蹈、马来

美食等，体现了文化融合。

中国式现代化倡导的包容、开放、合作共赢等现代理念，引导华侨华人拥抱更加包容、开放的价值观，

有助于他们更好地融入多元文化环境。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华侨华人积极融入当地社会，尊重当地文化，

遵守当地法律，与当地人民和谐相处，共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华侨华人社团更加重视与主流社会的

互动交流，通过各类活动增进文化理解，促进不同文化的包容共融。例如，海外华人社团组织的传统节日活

①　张荣苏：《新华侨华人与 21 世纪江苏经济发展》，《八桂侨刊》，2022 年第 1 期，第 78 页。

②　《原来硅谷这几家公司都是华人办的，市值总和破万亿！》，搜狐新闻，https：//www. sohu. com/a/226707241_486185，
2018 年 3 月 29 日。

③　《春节舞龙舞狮  期盼事事平安》，侨报网， https：//www. uschinapress. com/static/content/longzdc/lwzh/2024-02-17/
1208378253371787928. html，2024 年 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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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常吸引外国友人参与，增进了中外民众的文化交流和情感共鸣。这些文化交流活动不仅丰富了海外华人社

区的文化生活，也为当地社会带来了新的思想观念和文化体验。此外，华侨华人在海外积极参与当地的文化

活动、教育事业和慈善事业，增进了中外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

与合作。华侨华人对教育事业的捐赠在中国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据不完全统计，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21
世纪初，海外华侨华人捐赠中国公益事业的资金总计 500 多亿元人民币，这些捐款的 60%，也就是约 300 亿

元用在了教育事业上。除了政府拨款，“侨捐”已是中国教育的第二财源。① 

华侨华人作为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者，通过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为中国国家形象塑造和文化软实力建设

做出了独特贡献。特别是在文化传播和慈善公益领域，他们通过教育援助、文化交流等方式，在促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软实力建设中发挥着长期而深远的影响。以印尼龙狮运动的发展为例，在印尼龙狮运动联合会总主

席、印尼客属联谊总会副总主席、印尼华人丘昌仁（Edy Kusuma）、黄柏（Ong Pek）等的推动下，这一中

国传统文化艺术形式已成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截至 2024 年，舞狮不仅被列入印尼全国运动会正式比

赛项目，还进入中小学教育体系，在棉兰等地区已有 6 所学校开展相关培训。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印尼龙狮

表演团体中，非华裔印尼人占比高达 80%，② 这一数据有力印证了中华文化在跨族群传播中的影响力，也展

现了华侨华人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对外传播过程中的桥梁作用。这种基于文化认同的软实力积累，为中国在

全球治理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奠定了重要的认知基础。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日益走向现代化，国家日益富强，软实力不断提升，这反过来又进一步激发了华侨

华人的民族自豪感，增强他们投身祖籍国建设的热情。中国式现代化理念的持续深入，进一步增强了华侨华

人对祖籍国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激发了他们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热情，形成了良性循环。需要强调

的是，与祖籍国现代化互动时，华侨华人往往因更强的文化认同和家国情怀而直接参与并推动现代化进程；

而与住在国互动时，华侨华人则更多基于融入当地社会的需求，通过生活实践和文化交流的方式产生间接影

响。两种互动机制虽存在一定的不同，但都体现了移民群体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作用和影响力。

（四）华侨华人群体的复杂性与异质性

在分析华侨华人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互动机制时，必须注意到这一群体在代际、职业、社会地位等维度上

呈现出的显著异质性，这种异质性直接影响了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参与方式和贡献程度。

首先，代际差异导致了参与模式的显著分化。第一代华侨华人多以传统侨汇和家乡投资为主要参与方

式，体现出较强的乡土情结；而新生代华人群体则更倾向于通过创新创业、跨境电商、数字文创等新兴领域

参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展现出更强的全球化视野和技术导向。这种代际分化实质上反映了不同时期中国式现

代化的阶段性特征。其次，职业背景的差异造就了贡献方式的多元化。高科技领域的华人专业人士主要通过

技术转移和创新合作推动中国产业升级；商界精英则致力于贸易投资和市场开拓；而学术界华人则在知识传

播和人才培养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这种多元化的参与格局，恰恰印证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多主体、多维

度的系统工程。然而，也需要注意到部分群体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存在的张力关系。一些华商的投资行为可

能过于注重短期利益，未能有效促进产业升级；部分华裔精英在地缘政治博弈中的立场选择，可能影响中国

的国际战略空间。这些复杂性恰恰反映了跨国移民群体在全球化语境下的身份困境和利益取向。这种异质性

分析对深化我们对华侨华人与中国式现代化互动机制的理解具有重要意义：其一，说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

包容多元、统筹各方的开放进程；其二，揭示了跨国移民群体在推动母国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其

三，为制定更有针对性的侨务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

总的来说，无论是祖籍国还是住在国，华侨华人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都存在着内在的、动态的、多层面

①　宋一平：《华侨华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作用及其实现机制》，《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2
期，第 157 页。

②　 李 志 全 ：《“ 龙 狮 运 动 ” 为 何 会 风 靡 印 尼 ？》， 中 国 新 闻 网 ， https：//www. chinanews. com. cn/m/gn/2023/07-13/
10042445. shtml，2023 年 07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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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动机制，华侨华人正是这一互动机制的生动缩影和重要体现。中国式现代化对华侨华人产生了深远的制

度和价值观层面的结构性影响，推动了他们生活方式和文化认同的深刻变革。同时也为不同文明的互鉴交流

创造了良好环境，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包容与共存。

四、结语

国际移民与现代化的互动机制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特征。在微观层面，现代化进程通过制度变

迁和价值重构深刻影响着国际移民的生活实践和身份认同；在宏观层面，国际移民群体通过跨国资本流动、

知识技术转移和文化交融等方式，为现代化进程注入持续动能。这种双向互动不仅促进了国家软实力的提

升，也推动了全球化背景下现代化理论的演进与重构。深入分析国际移民与现代化的互动机制，对完善全球

移民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政策启示。从理论层面看，这一研究有助于深化对现代化进程中跨国行

为体作用的认识，拓展了现代化理论在不同区域语境下的解释力。从实践层面看，揭示这一互动机制可为各

国制定更具包容性的移民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助力构建更为均衡的全球移民治理格局。

未来，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华侨华人在中国和全球的可持续发展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纽带，华侨华人不仅在经济、科技、教育等领域促进了跨国资源整合，更在文明

互鉴层面推动了中国与世界的深度对话。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建议通过完善政策支持体系、优化

制度环境等方式，进一步激发华侨华人群体在全球发展中的创新潜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中

国式现代化向更高水平迈进贡献智慧力量。

International Migrants and Modernization: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PAN Yu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cademy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dynamics 
and multiple directions， encompassing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value reconstruction， and civilization exchange.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has profoundly transformed the lifestyl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nts who injected 
momentum into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es of both their host and home countries through their contributions of 
capital and intellect. This interaction not only fosters mutual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and resonance in understanding 
but also enhances national image and cultural influence， creating a virtuous cycle of modernization. Taking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s an example， overseas Chinese， with their dual attributes of being connected to both China 
and the world， play a unique role in the fields of economy， 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promoting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To better leverage the positive rol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it is essential to stimulate their innovative vitality and active 
participation with policy guidance and create conducive environments， driving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o 
higher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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