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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新华侨华人研究 ,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做好新移民的研究工作 , 有利于他们在当地长期生存和发

展 , 有利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 有利于我国同华侨华人所在国的关系 , 有利于所在国的民族团结和经济发展。
近年来 , 国内外学术界对新华侨华人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 既有宏观研究 , 也有微观研究 , 还有比较研究。但是以往
的研究对现象解释多 , 理论探讨少 , 对策研究也不够。因此 , 我们应加强理论、方法和应用对策研究 , 掌握第一手资料 ,

把握学术史的发展 , 弥补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 深化新华侨华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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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 ith regard to the research in new Chinese imm igrant, it is of great p 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impor2
tance. It is conducive to the lives and development of new Chinese imm igrants there and to Chinaπs reform and o2
pening2up, besides, it help s imp rove the relationship s between China and the countries in which they settle, and
help p romote these countriesπnational unity and econom ic development. Academ ically speaking, great p rogress has
been made on the research which includes macroscop ic study, m icrocosm ic study, and comparative study as well.
However, these researche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xp lanation on phenomena than to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s. Therefore, we should strengthen our research in theory, methods and countermeasures. W e
should try to collect the first - hand materials and keep pa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 history to deepen
the research in new Chinese imm igrants.

　　有人说 , 21世纪是个移民的时代。这话一点
也不错。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 , 人口流动日
益频繁。中国是一个具有 13亿人口的国家 , 改革
开放以来 , 中国移居海外的新移民增多① , 成为国
际移民潮中的引人注目的一部分。这些新移民对接
受国和移出国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 , 中
国新移民问题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 “热点 ”②。
本文拟就新华侨华人研究作一番扼要的评介。

一 华人新移民研究的理论和实践
意义

　　近年来 , 新华侨华人或新移民不论是作为一

种社会现象 , 还是作为研究课题 , 都越来越受到重

视与关注 , 这不仅是由于新移民的数量增加 , 规模

扩大 , 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国际人口迁移的一种趋

势 , “新移民的新侨务政策将成为中国侨务政策的

主流 ”[ 1 ]。因此 , 研究华人新移民具有重要的理论

和实践意义。

(1) 新华侨华人是海外华人中最富有活力的

一部分和中华文化在异国的载体。“他们的学术知

识和信息、社会影响以及网络始终是中国构建和谐

社会的重要资源 ”[ 2 ]。加强新华侨华人的研究 ,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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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社通常将 1949年之前自中国大陆、香港移出的华侨华人称为 “老侨 ”, 其祖籍地多为广东、福建 , 其所组成的社团称为
“传统社团”; 而将 1949年之后移出者称为 “新侨”, 包括台湾省籍侨胞、港澳籍侨胞和近 30年从中国大陆各省移出的侨胞 , 其社团称为
“新兴社团”。新侨中 , 人们又习惯地把上世纪 70年代末以后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移出的华侨华人称为 “新华侨华人”或 “新
移民” (见朱惠玲 : 《近 30年美国华社人口及其结构变化》, 《侨务工作研究》2006年第 4期 )。由于 “新华侨华人 ”与 “新移民 ”的概念
在国内尚有争议 , 在这里为了方便起见 , 将两者混用。

这方面的专著有高伟浓 《国际移民环境下的中国新移民》, 中国华侨出版社 , 2003年。根据笔者对中国期刊网的检索 , 关于华人
新移民的文章有 52篇之多。



于新移民活动有序进行 , 推进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
系 , 发挥新华侨华人 “民间大使 ”作用 , 巩固中
国周边地缘战略依托 , 为中国赢得更有利的和平发
展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 , 为国家侨务工作的发展
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 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意义。

新华侨华人具有其自身的特点。他们大多数拥
有高学历、高学位 , 他们以自强不息的精神 , 成功
地进入了世界著名学府、科研机构、跨国公司或大
型企业集团。他们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和物质财
富。他们有的成了知名学者 , 有的成了中高层管理
人员。他们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 亿万富翁开始崛
起。他们具有浓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他们的
素质和成就直接影响海外华人社会的存在和发展。
“他们期盼住在国与中国保持友好的关系 , 愿意为
住在国与中国友好关系贡献力量。他们既向住在国
传播中华文化 , 展示改革开放的中国形象 , 又积极
参与中国科技、教育、人才、经贸等各项事业的发
展 , 在促进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 扩大中国
的对外交流与合作 , 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
的了解和友谊等方面 ,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
是中国发展的独特优势。”[ 3 ]因此 , 今后的侨务工
作 , 应把对新移民的政策作为侨务政策的重要部
分 , 重点放在新移民中事业的成功者上。

(2) 新华侨华人的研究 , 对于开发和利用海
外华人资源 , 发挥他们的独特优势 , 发挥他们在
“统一祖国 , 振兴中华 ”中的作用 , 发挥他们在改
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以及西部大开发中的作用 [ 4 ]

,

具有不可替代的实践意义。
新移民立足海外 , 已成为促进祖国完全统一的

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年轻 , 一般年龄在 25 - 50岁
之间 , 且受过良好的教育 , 他们了解中国的历史和
现状 , 对祖国、家乡具有深厚的感情。正如不少新
移民所说 , 离开祖国才备感祖国的温暖。他们反对
“台独 ”、“藏独 ”、“民运 ”及 “东突 ”恐怖势力
的立场坚定 , 始终是反对 “台独 ”、促进祖国完全
统一的一支重要力量。目前在世界各地成立的近
130个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和已经举行的全球反独
促统大会的骨干、召集人中就有新移民的侨领 [ 5 ]。
新华侨华人的 “反独促统 ”活动 , 在国际上形成
了 “反独促统 ”的强大声势 , 对台湾当局形成了
强大的舆论压力 [ 6 ]。

中国改革开放 20多年来 , 海外侨胞和归侨侨
眷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 其中也包括
新华侨华人的贡献和努力。许多新华商是重要的爱
国友好力量 , 他们纷纷在中国投资兴业 , 既支援了
家乡建设 , 又使自身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有不

少新华侨华人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目前我国
举办的国际招商会、经贸洽谈会 , 不少国外经贸代
表团及国外大公司的代表是通过新移民中成就卓越
的科技、经贸专业人士介绍而来的。由于他们在国
内有广泛的社会关系 , 具有双语能力和双语文化背
景 , 不少国外大公司聘请他们担任主管中国业务的
负责人。所以说 , 他们在促进我国同各国的经贸合
作上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 是我国外资的重要来
源和我国发展生产力的重要资源 [ 7 ]。

近年来 , 中国加速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 需要
大量人才 , 从经济全球化的高度 , 把西部大开发同
华人新移民的全球化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是很有意义
的。“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 ”
明确指出 , 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或以其他方式为
国服务 ; 积极倡导留学人员长期或短期回国工作。
留学人员不论是回国工作还是以 “短期逗留、长
期在外 ”的方式为国服务 , 将他们在发达国家所
掌握的最先进的专业理论知识奉献给西部地区 , 都
有利于有效地提高西部地区的知识、信息和教育水
平 , 从而推动西部地区的发展。从新移民来看 , 中
国西部的加速大开发也为他们提供了发展机遇。中
国以各种形式吸引更多人才为我所用之时 , 新移民
也得以寻求更好的发展 [ 8 ]。目前 , 许多留学人员
正以浓厚的乡土情结在西部大开发的各个领域发挥
作用。

(3) 新华侨华人中不乏成功商人、杰出华裔
和优秀学人 , 他们在华人社会中的影响最大 , 贡献
最多。只有不断关注华人群体的变化 , 深入研究华
人群体的发展和需求 , 有的放矢 , 才更有利于新华
侨华人在当地长期生存和发展 , 有利于保护华人新
移民的人权 , 并有利于所在国的民族团结和经济
发展。

近 20年来 , 华人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 , 新移
民在经济上崛起。以澳大利亚和美国为例。据
2000年统计 , 澳大利亚最富有的 200人中 , 有几
名中国出生的华人也榜上有名。目前澳大利亚共有
24万百万富翁 , 不少华裔移民正在朝着这个行列
迈进。华人经济的崛起 , 必然进一步带动华人经济
的发展。“在美国 , 高学历新移民的激增 , 对华社
的职业影响巨大。从职业结构看 , 从事专业、管理
工作者占 5213% (美国平均值 3316% ) , 仅次于印
度裔 (5919% ) , 居各族群第二位。”[ 9 ]

华人新移民经济上的实力 , 专业上的成就 , 精
英群体的产生 , 推动了华人新移民的参政。以澳大
利亚来说 , 曾筱龙在 1991年就出任悉尼市的副市
长 , 刘威濂目前担任新南威尔士州长、东南亚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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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及联邦议员 [ 10 ]。
(4) 新华侨华人的研究 , 有利于大力推进华

文教育 , 进一步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 , 巩固和培养
华人青少年民族文化意识 , 增强海外华人对中华民
族文化的认同感 , 提高凝聚力和向心力 , 保持华人
资源可持续发展。

华文教育是弘扬中华文化的基础性工作。近年
来 , 国务院侨办会同地方侨办和华文教育基地在大
力开展华文教育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 如 : 完善华
文教材体系 , 加大师资培训 , 开展华裔青少年工作
等。同时我们也要看到 , 海外的新移民是大力推进
华文教育的重要力量。以美国为例 , 在美留学人员
推动了全美中文学校协会的创建与发展。全美中文
学校协会的经费大多来自家长和以华人为主的社会
各界的赞助 , 新移民的经济状况是影响其发展的一
个主要因素。随着新移民经济实力的增强 , 他们对
中文学校的资助能力也大大提高 , 从而保证了各校
的正常发展。新移民注重利用政治资源来争取主流
社会的认可 , 他们积极参加选举 , 利用手中的选票
说话 , 以增加所在国政府对华文教育的重视和支
持 [ 11 ]。全美中文学校的建立与发展 , 在促进华社
的发展和增进移民间的沟通和团结方面也起到了重
要作用。为了让居住国朋友更好地了解中国 , 新移
民创办报刊 , 开办中文电视台 , 举办艺术节 , 开展
生动形象的文化活动 , 弘扬中华文化。可见 , 做好
新移民的研究工作 , 对于大力发展华文教育、弘扬
中华文化是大有益处的。

由上可见 , 做好新移民的研究工作 , 有利于他
们在当地长期生存和发展 , 有利于我国的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 , 有利于我国同华侨华人所在国的关
系 , 有利于所在国的民族团结和经济发展。

二 国内外华人新移民研究现状

关于移民及种族史的研究长期受到国内外学术
界的重视。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等领域一直重
视这类研究 , 成果颇丰。国外办有刊登这一方面文
章的专门杂志 , 如英国的 《移民与少数民族 》
( Imm igran ts and M inorities) , 美国的 《国际移民评
论 》 ( In terna tiona l M igra tion R eview ) 和 《族群与种
族研究 》 ( E thn ic and R acia l S tud ies)、菲律宾的
《亚洲和太平洋移民学报 》 (A sian and Pacific M i2
gra tion Jou rna l) 等。国外还有不少专门关于移民
的研究机构 , 如 : 澳大利亚伍伦贡和纽卡斯尔大学
有专门的 “亚太移民研究网络 ”, 西班牙马德里康
普露藤大学有一个 “移民与公民身份研究中心 ”,

英国伦敦大学地理系有一个 “移民研究室 ”, 俄罗

斯科学院有一个 “移民人口分析与预测研究室 ”,

等等。在我国 , 对人口跨境迁移的研究基本归于
“华侨华人研究 ”范围 , 因此 , 1990年代中后期以
来 , 新移民问题成为华侨华人研究的一个热点 [ 12 ]。

对中国新移民的研究 , 国内主要集中在 :

(1) 关于新华侨华人的宏观研究。庄国土、
谭天星在 90年代初探讨了新华侨华人的现象 , 到
90年代中后期 , 庄国土对新移民的活动包括华人
移民目的地、新移民的特点、新移民的处境与前景
提出了进一步的思考 [ 13 ]。赵红英探讨了新华侨华
人的形成原因、规模与特征以及非法移民问题 [ 14 ]。
张秀明探讨了新华侨华人的概念、类型与流向 [ 15 ]。
朱惠玲探讨了新移民的特点及其在国际人口迁移中
的地位 [ 16 ]。黄润龙主要研究了 80年代后期我国海
外新移民的数量及其原所在地区分布特点 ; 我国移
民的年龄性别构成、结婚生育状况以及受教育状
况 ; 此外 , 还探讨了近年来大陆人口移居国外的三
种类型 : 留学、劳务、家庭团聚 [ 17 ]。郭玉聪探讨
新华侨华人对中国和移入国的积极作用 [ 18 ]。曾少
聪探讨了华人新移民的分布、特点、新移民内部以
及新、老移民之间的关系 [ 19 ]。

(2) 关于新华侨华人的微观研究。
首先是关于美国新华侨华人的研究。曾少聪探

讨了美国新华侨华人的概况与影响 [ 20 ]。赵和曼探
讨了美国新华侨华人的三大变化 [ 21 ]。吴开军探讨
了美国的大陆新华侨华人的原因、规模、类型、职
业与影响 [ 22 ]。程相文探讨了美国新移民的中国文
化观 [ 23 ]。笔者探讨了美国新华侨华人的特点、作
用与参政 [ 24 ]。

其次是探讨加拿大的新华侨华人。这方面的成
果较少 , 目前笔者见到的仅有王 　与梁晓合写的
《温哥华华人新移民的社会融合 》一文 [ 25 ]。

第三 , 探讨欧洲新华侨华人。这包括李明
欢 [ 26 ]和章志诚 [ 27 ]对欧盟国家移民政策与中国新移
民关系的研究 , 以及对欧洲新华侨华人的原因和特
点的探讨。

第四 , 探讨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新华侨华人的
生存适应方式。高伟浓探讨了新华侨华人在澳大利
亚、新西兰的生存适应情况 [ 28 ]。张秋生探讨了澳
大利亚的移民政策对华人新移民的影响 [ 29 ]。李兴
探讨了新华侨华人对澳大利亚社会的影响 [ 30 ]。

第五 , 探讨东亚、东南亚的新华侨华人。这方
面的成果不多 , 笔者所能见到的有 , 鞠玉华探讨了
日本新华侨华人状况及未来走向 [ 31 ] ; 黄兴球探讨
了老挝新华侨 [ 32 ]。

第六 , 关于新华侨华人的专题研究。如周聿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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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了新华侨华人对美国华文教育的推动作用 [ 33 ]
;

程希探讨了 70年代以来前往日本和欧洲的留学

生 [ 34 ]
; 施雪琴 [ 35 ]和沈燕清 [ 36 ]就福州的非法移民

问题进行了探讨 ; 王付兵探讨了福建新华侨华人的

基本状况和类型 [ 37 ]
; 郭剑波探讨了温州新华侨华

人出国的特点 [ 38 ]
; 朱美荣就福建的新移民问题及

相关政策进行了探讨 [ 39 ]。
(3) 关于新华侨华人的比较研究。这方面的

成果较少 , 目前笔者见到的是 , 赵红英所写的

《试论中国大陆新移民的特征 》一文。该文将北美

与欧洲进行了比较 , 从新移民的数量和规模、类型

和方式、来源、职业、对华人社会的影响等方面论

述了中国大陆新移民的特征 [ 40 ]。笔者也曾写过一

篇文章 , 题为 《融合与认同 : 美国新华人与华人

新生代角色的比较 》[ 41 ]。
(4) 关于新华侨华人的学术史研究。这方面

的研究也比较薄弱。目前笔者见到的成果 , 仅有傅

义强写过 《欧洲的中国大陆新移民研究述评 》一

文。他在文中指出 “中国新移民研究已经突破了

传统的华侨华人研究范畴 , 成为国际移民的重要组

成部分。研究进程中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 但还存在

显而易见的问题。”[ 42 ]

国外研究主要集中在 : 新加坡的王赓武教授探

讨了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及东南亚

地区的华侨华人移民和 “再移民 ”现象 , 并对

“新移民 ”的称谓、东道国接受移民的政策、“新

移民 ”与其先辈的不同之处、“新移民 ”面临的主

要问题进行了探讨。王赓武认为 , 华侨华人既融入

在海外的本族群 , 也融入当地的其他族群 , 又保持

自己的种族认同 [ 43 ]。

日本的小木裕文探讨了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潮

及其对华人社会的影响。他认为 , 在新加坡各族人

口比率中 , 华人所占的比率大约保持在 76%。这

是因为有政府的努力和政策 , 中国的改革开放所带

来的急速的经济发展不仅加速了新加坡与中国之间

的经济合作 , 而且加快了两国间人与文化的交流。

包括中国新移民和中国工人、留学生在内的人员国

际移动给新加坡 , 尤其是华人社会带来了不少的影

响。华人新移民的增加 , 使新加坡出现了华语文化

和华语景观复活的征兆 [ 44 ]。

日本学者莫邦富探讨了俄罗斯和东欧的新华

侨 , 著有 《拼着 : 在俄罗斯和东欧的新华侨 》一

书。英国牛津大学彭轲 ( Frank N1 Pieke) 教授于

2004年出版了 《跨国华人 : 福建移民在欧洲 》一

书 , 该书通过田野调查 , 提供了大量重要而翔实的

资料 , 成为研究欧洲的大陆新移民重要的参

考书 [ 45 ]。

加拿大学者戴威 ·兹维格和中国学者陈昌贵通

过合作与实证研究 , 探讨了中国脑流失在美国
(David Zweig and Chen Changgui, Ch inaπs B ra in

D ra in to the U n ited S ta t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
Berkeley, 1995 ) , 即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发展

情况。

国外的成果还必须提到美国学者罗宾 ·艾尔代

尔、郭飞和桑蒂 ·罗扎里合著的 《亚洲太平洋的

回归移民 》 ( Robyn Iredale, Fei Guo and Santi

Rozario, R eturn M igra tion in the A sia Pacif ic, Chel2
tenham, UK·Northamp ton, MA , USA: Edward El2
gar, 2003) 一书。该书作者利用他们的人类学、

经济学、人口学和社会学的背景 , 对 “回归移民 ”

进行了具有不同的经济、文化和历史特征的研究 ,

这本书 “填补了回归移民研究的空白 ”。回归移

民 , 实际上大都是新移民。

综上所述 , 国内外学者有关新华侨华人的研究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 既有宏观研究 , 也有微观研

究 , 还有比较研究。但是研究中还存在明显的不

足 : 一是缺乏理论研究 ; 二是缺乏比较研究 ; 三是

缺乏学术史研究 ; 四是研究领域不平衡 ; 五是对新

华侨华人的侨务政策研究不够。因此 , 弥补上述不

足 , 加强对新华侨华人的研究 , 实为中国侨史研究

之当务之急。

三 加强对华人新移民的研究 , 弥
补研究薄弱环节

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对华人新移民的研究取得了

不小的成绩 , 但是 , 以往的研究对现象解释多 , 对

理论探讨少 , 无论是在理论上 , 还是在方法和资料

上都存在不足。因此 , 加强对华人新移民的研究 ,

弥补研究薄弱环节 , 是我们应做的工作。

第一 , 应加强理论研究 , 用理论指导华人新移

民的具体研究 , 而不是对现成的事实进行简单的解

释。由于人们对移民问题越来越关注 , 也由于移民

现象变得越来越复杂 , 于是出现了许多理论。一般

认为 , 当代国际移民理论比较成熟的有 : 新古典经

济平衡理论、历史 —结构主义理论、双重劳动市场

理论和移民系统理论。在移民理论评介方面 , 国内

已有一些学者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在这里应特别

提到的是 : 陈孔立、赵敏、张晓青、李明欢和周聿

峨等 [ 46 ]。但是 , 仅用这些理论分析、解释华人新

移民现象还是很不够的。在今后的研究中 , 应加强

·16·

SOU THEAST AS IAN STUD IES　　　　　　　　　　　　　　　东南亚研究 　2007年第 5期



移民理论对华人新移民的原因、移民的后果、移民

融合、移民转型等的研究。同时 , 也应加强移民本

身的研究 , 分析移民的社会结构和文化适应等。我

们也应吸收其他学科有关国际人口迁移的理论 , 如

人口社会学理论、民族政治学的有关理论 , 来指导

华人新移民研究。西班牙华金 ·阿朗戈说得对 , 移

民实在是难于界定难于测量 , 多方面多形态 , 不易

理论化 , 因此 , 需要跨学科来解决。

第二 , 在方法上 , 加强对新移民的比较研究和

实证研究。比较是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历史比较

研究 , 可以增强历史论证的鲜明性 , 开阔视野 , 启

发思路 , 产生新思想 , 提出新观点。因此 , 可以在

探索华人新移民中运用这种方法。如 : 将华人新移

民与华人新生代进行比较 ; 将美洲与欧洲的新华侨

华人进行比较 ; 将传统移民国美国、加拿大、澳大

利亚的新华侨华人进行比较 ; 将某国的新华侨华人

与其他族群的比较 , 中西方关于新华侨华人研究的

比较 , 等等。

实证研究对于新华侨华人的研究也是十分重要

的。因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通过调查 , 获得

第一手资料。在对华人的研究中 , 国外如加拿大学

者戴威·兹维格与中国学者陈昌贵合著的 《中国脑

流失在美国》一书即是对美国的 273个留学生和访

问学者的访谈研究 , 资料具体、真实 , 具有可靠性。

国内学术界有些学者的田野调查做得也不错 , 如庄

国土、李明欢等人。但是 , 总的来看 , 我们的田野

调查还是做得不够的 , 需要做进一步的努力。实地

调查的具体方法可以采用诸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

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

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等方法。

第三 , 加强对新移民的学术史研究。目前对新

华侨华人的研究 , 缺乏学术史的研究。只有了解了

前人或同时代人对此问题的研究状况 , 才能把学术

研究向前推进。“正如同一位企业家要领导和管理

好企业必须掌握有关信息一样 , 一名研究人员或教

学人员也必须了解本学科的研究动态。”[ 47 ]情报研

究是 “研究的研究 ”, 从一定意义上说 , 我们今天

正处在信息发达的社会 , 要建成开放性的国际移民

学 , 就必须加倍重视史学研究的情报。了解史学情

报 , 对我们确立研究课题、选择突破点以及向深广

发展我们的研究工作 , 大有裨益 , 促使空白得到迅

速填补 , 薄弱得到加强。本文所做的工作 , 即是一

种学术信息的研究 , 希望对我们的研究工作有所

帮助。

第四 , 加强对新移民的对策研究。历史科学研

究的是历史 , 但其立足点应该是现实 , 决不能离开

现实去研究历史。我们研究历史 , “要有时代的目

的 , 反映时代的要求 , 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

题。”[ 48 ]目前我国关于新华侨华人的研究 , 多是基

础研究 , 专门的应用研究较少。我们应根据新华侨

华人的特点 , 制定有关海外新华侨华人的政策原

则 , 做到 “合情、合理、合用 ”。比如说 , “保护

海外新华侨华人的合法权益 , 加强与新华侨华人的

广泛联系 , 争取新华侨华人以各种方式为国服务 ,

尊重新华侨华人来去自由的选择 , 鼓励新华侨华人

为祖国和居住国的合作与交流发挥积极作用 , 为祖

国的现代化和统一大业的完成出谋献力 ”[ 49 ]
, 等

等。我们的研究应为政府有关部门提供有用的

咨询。

第五 , 收集资料问题。任何科学都要坚持实事

求是的原则 , 只有从客观事实出发 , 才能研究出事

物发展的规律。历史研究当然也不例外。“它只有

详尽地占有史料 , 对史料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 ,

才能得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50 ]史料的分类 ,

范围非常广阔 , 从表现形式来看 , 一般可以分为文

献、实物、网上资料。这三大类资料 , 各有长短

处 , 我们应当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 , 扬其所长 , 避

其所短 , 综合利用。当前 , 我们特别要收集新移民

重点专业人士资料 , 为建立人才资源库积累资料。

第六 , 对有争议的问题或薄弱环节进行重点研

究。有争议的问题如 : 新移民与新华侨华人的概

念、海外新移民的人数、非法移民的概念等 ; 薄弱

环节包括 : 新移民社团研究、新移民中的女性移民

研究、移民接受国政府的准入政策比较研究、新华

侨华人的社会结构研究、新华侨华人的认同研究

等。就地区来说 , 美洲的研究较多 , 主要是对美国

新华侨华人研究较多 , 而对加拿大研究较少。此

外 , 对东南亚、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新华侨华人研

究也较少。因此 , 我们的研究应均衡发展。

总的来说 , 新华侨华人研究 , 具有重要的理论

和实践意义。做好新移民的研究工作 , 有利于他们

在当地长期生存和发展 , 有利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

现代化建设 , 有利于我国同华侨华人所在国的关

系 , 有利于所在国的民族团结和经济发展。近年

来 , 国内外学术界对新华侨华人的研究取得了可喜

的进展 , 既有宏观研究 , 也有微观研究 , 还有比较

研究。但是以往的研究对现象解释多 , 而理论研究

薄弱。我们应加强理论、方法和应用对策研究 , 掌

握第一手资料 , 把握学术史的发展 , 弥补研究中的

薄弱环节 , 深化新华侨华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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