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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人国际移民活动的几点思考
α

庄国土

二战以后, 随着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 国际移民活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其主流是

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发展中国家人口大量移居发达国家。华人移民活动是这个主流

的组成部分。七十年代中期以来, 大陆移民在华人国际移民潮中的比例越来越大。新时期以

来, 海外华人与中国的经济、文化、科技关系越来越密切, 移民活动与海外华族的存在与发

展密切相关。因此, 正确认识华人国际移民现象, 正确对待国内居民向国外移居, 是我国政

府制定稳定、有效对海外华人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新移民的数量、分布与移民方式

据美国移民部门估计, 战后世界移民数量至少在 3500 万以上, 而战后迄今的华人移民不

会超过 400 万, 仅占 12%。中国人口占世界的 20% 以上, 从大陆出国者则不超过 100 万, 可

见中国并非典型的向外移民的国家。然而, 海外华人在新时期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中

却具有重大的意义。仅从经济角度来看, 华人与港澳同胞的投资占流入大陆外资的 70% 以上。

到 1993 年底, 外商直接投资占大陆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 13% , “三资企业”出口值占全大陆

出口值的 34%。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人成为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动力, 是中国与世

界经济、科技、文化交流的主要桥梁之一。随着移民活动的发展, 海外各国华族将不断补充

新鲜血液, 与中国的关系将进一步加强, 在今后 30—50 年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 将发挥更

重要的作用。

(一) 华人移民目的地

战后的华人移民趋向与世界移民趋势一致, 即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尤其是发达

国家移民。各国移民的政策与法律相差甚多, 接受华人移民的数量也大不相同。大体上北美

是华人移民的最佳去处, 其次为澳大利亚与西欧, 再次为东南亚国家。南美、南太平洋国家

也成为部分华人移民的去处, 但这些地方多作为向发达国家再移民的中转站。

美国、加拿大与澳大利亚是华人新移民的首选地区, 也是容纳华人新移民最多的国家。其

华人总数在近 10 来年期间增长 115 倍。70 年代以后, 大多数华人新移民都是前往这三个国

家。欧洲所接受的华人绝对数不大, 约在 50 万左右, 但按比率则是华人数量增长率最快的地

区。

α 3 　本文的华人, 是指种族、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 (E thn ic Ch inese) , 包括华侨、华人与华裔; 华人国际移民 ( In ternational
M igration) 指华人以经济目的为主的跨国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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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1993 年主要移民去向国家的华人人口变动　　单位 (万人)

被移民国家 1981 年 1993 年 民间估计

美国 8016 180 250

加拿大 2912 75 80

澳大利亚 1213 40

英国 911 25 27

法国 15 21

荷兰 4 6 10

德国 2 7 9

意大利 0135 5

日本 6 18 20

通过对以上华人新移民的主要接受国华人人口变动的统计, 1981—1993 年, 华人人口增

长近 200 万。扣除人口自然增长 (以 2‰增长率计) , 则 1981—1993 年间, 移居发达国家的华

人可能在 160 万以上。近两年华人的移民规模至少与前十年相当。由此可以大概估算, 70 年

代中期至今, 移居发达国家的华人移民可能在 200 万以上。如根据民间估计, 可能达到 250 万

人。

东南亚国家独立以后, 均采取禁止华人移入的政策 (近年来允许少数的技术和投资移

民)。但近十年来移居东南亚华人亦有一定规模, 其主要移居地为泰国、菲律宾。近三年亦有

一定数量的移民进入越南与柬埔寨。除少数技术和投资移民外, 近年进入这些国家的华人绝

大多数是通过非正式途径。据称, 1980 年以后移民泰国曼谷地区的潮汕人可能在 10 万以上。

以各种途径进入菲律宾的华人亦数以万计。近年进入越南的华人至少亦在数千以上。大陆人

非法移居东南亚的目的在于依托当地华人社区寻求较好的发展机会, 或伺机向发达国家再移

民。

据以上估算, 70 年代中期至今, 华人移民规模至少在 240 万人以上。
(二) 华人移民源地

近 20 年华人移民的主要源地为大陆、香港和台湾。香港与台湾移民方式、移居地与价值

取向比较稳定。大陆人的移民动机更强烈, 更多注重移民行为能否成功, 移民方式、目标与

价值选择的考虑则在其次。

11 香港移民

　　数量: 1980—1995 年, 移民的总数约 6215 万人, 加上先留学后定居的人数, 则总数

可能达 75 万人。

　　去向: 加拿大, 26 万; 澳大利亚, 16 万; 美国, 15 万; 英国, 2 万; 其它, 415 万。

　　原因: (1) 加、美、澳均为地广人稀、乐于接受移民的发达国家, 适合香港专业、实

业人才工作;

(2) 对 1997 年以后的考虑;

(3) 移居地原有的港人社区条件;

(4) 以上三国移民法对香港的优待, 如美国每年的移民配额中给香港一万名。

　　方式: 以专业移民为主, 其次是投资移民, 这两类移民行为完成后, 又可以亲属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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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方式进行移民活动。

21 台湾移民

　　数量: 1950—1993 年, 从台湾移居国外者 7018 万人, 同期赴美留学者 12 万人, 返

回台湾者 217 万人。在 1980—1993 年间移居国外者可能有 20 万人。1993 年

台籍在日留学生 6000 人。

　　去向: 以美国、加拿大为主, 约占移民总数的 70%。

　　原因: (1) 留学后留居当地, 寻求较舒适工作的机会;

(2) 配合台湾的对外投资。

　　方式: (1) 留学后以专业人才留居当地;

(2) 投资移民, 发展在国外的营销网络。

31 大陆移民

　　数量: 1980—1995 年, 从大陆由正常途径移居发达国家者约 60 万人。其中在美国者

约 35 万人 (1990 年约 25 万人, 加上每年 2 万移民额) , 西欧 8 万人, 澳大利

亚 7 万人, 日本 10 万人, 正式移民其它国家者 6 万人, 总数接近 70 万。

　　原因: (1) 寻求较好的生活与工作条件;

(2) 求学。

　　方式: (1) 以专业人才身份申请移民;

(2) 家庭团聚理由;

(3) 投资移民 (数量较少) ;

(4) 非法途径移民。

70 年代末至 1995 年, 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三地通过正常途径移民发达国家的人数估计

为 14215 万。而同期进入发达国家的华人移民人数可能在 200 万以上。其中来自东南亚国家

的华人应有相当数量, 但估计不会超过 20—30 万 (包括印支难民) , 再加上数万人的澳门移

出的华人, 至少还有 10—20 万为非法移民, 相信绝大部分来自大陆。如果加上非法移居泰国、

菲律宾、越南等地的华人, 则通过非正式途径移出的大陆人数量至少 20—40 万人, 可能相当

于合法移民的 30—50%。加强对其追踪与关注, 对了解新移民及海外华族有重要意义。同时

也应注意到, 近两年香港局势平稳, 从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回流香港者也越来越多。对

这种把事业放在中国、把国藉放在外面的“飞人”的发展趋势, 应进一步追踪了解, 才能全

面了解香港移民的状况。

二　新移民的特点、处境与前景

(一) 特点

11 较高层次的知识结构

来自大陆的近 70 万新移民中, 约 60 万人移居发达国家。以留学方式出国连同其亲属

(约有大多数亦是受过高等教育者) 约 40 万人, 占总移民数近 60%。非法移民 (暂估计为 20

万人) 的知识层次较低。台湾海外移民亦以留学人员及其亲属为主, 人数至少占其总移民数

60% 以上。香港移民中专业人士及其家属约占一半。香港与台湾的投资移民教育程度亦较高。

港、台移民均可以说是两地优秀人才, 其知识结构远优于港、台两地平均水平。即使把大陆

低层次非法移民计入, 70 年代末以来的新移民大多数是中华民族的精英, 其适应及其开拓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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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远胜于老华侨华人。

21 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新移民中有相当部分人属经济移民, 主要来自香港的事业有成者。在 62 万香港移民中,

至少有 30% 属于经济移民, 占全球华人新移民总数的 10%。经济移民扩大了华族的经济基础,

亦为其它新移民提供工作机会, 并刺激新一轮的移民活动。

31 较低的年龄结构与深厚的中华文化熏陶

据估计, 新移民出国的平均年龄不超过 30 岁, 年轻与知识使新移民在异域能迅速提高适

应能力和工作技能。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几年内就能进入当地主流社会, 其它大部分人亦

能打下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由于新移民大部分在中国完成高中或大学教育, 其中国式思维、行

业方式和价值观念很难改变, 对故乡、文化、民族有根深蒂固的亲和力。教育水准较低的新

移民 (包括绝大部分非法移民) 的文化与故土情结更难以改变, 随其年龄的增长而更强烈。

(二) 处境与前景

在欧美发达国家的新移民经数年努力, 大多数人的生活已达到当地国平均生活水平。由

于移居时间较短, 海外新移民的最重要成就在于科技领域, 尤其是美国的华人。80 年代以后,

较有成就的美国华裔科技人才中大多是台湾留学生。当前美国华人从事研究及专业工作者, 不

但在美国有重要地位, 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台湾、香港及东南亚华商产业升级。在可以预见

的将来 10 年内, 大陆籍学者 (总数已相当于来自台湾的学者) 将在各个科学领域崭露头角,

与台湾来的学者一起, 加倍扩大华人在美国科技人才中的比例。

有意思的是华裔学生的杰出表现。1983—1991 年入围美国“西屋科学奖”(每年全美最杰

出的 40 名高中生入围) 360 名学生中, 有华裔 70 名, 获奖的 90 名学生中, 有华裔 17 名。这

些华裔学生大多是 50—60 年代的华人移民子女, 属第二代华人。80 年代以后新移民的后代在

美国的成就将不会亚于 50—60 年代出生的第二代华人。

大部分新移民, 尤其是大陆新移民, 在发达国家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或在餐馆或技术含

量低的工厂打工。少数人经营实业, 以餐馆业为主, 在欧洲和日本, 华人餐馆业占华人经济

事业的 90% 以上份额。在美国, 华人经营的实业已向制造业、资讯、电脑业发展, 取得一定

成就, 但与目前在科技领域中的成就相比, 新移民在经济事业方面的成就仍太小。1989 年全

美华人家庭平均收入 3176 万美元, 超过白人家庭的平均收入 (3111 万美元) ; 比西语裔和黑

人的平均家庭收入 (分别为 214 万和 119 万美元) 多得多。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 包括

华人多聚居在生活费用高的大城市, 以及华人家庭大多是双职工, 乃至更多人参加工作养家,

等等。华人的两级化相当严重。除 816 万户收入 5 万到 7 万美元之外, 收入超过 10 万美元的

有 318 万户, 收入不到 5000 美元的有 316 万户。总户数当中, 有 14% 收入在贫困线 (1989 年

4 口之家年收入 12, 674 美元) 以下, 其中绝大多数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新移民。他们找不到高

报酬职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语言障碍。其实这是符合第一代移民艰苦创业、第二三代进入主

流社会的规律的。但是下面将提到的一些情况值得注意。

华人家庭平均收入超过白人并不奇怪。美国对华人实行“有选择移民”, 吸收了许多教育

水平较高, 或者带来资金较多的人。美国之兴旺发达跟它吸收精英, 重用“客人”, 有很大的

关系。近来有两个因素将推动将来新移民的经济事业。一是投资新移民的资金。据估计, 香

港投资移民每年带出的资金在 200 亿美元以上。第二是台湾对外投资的增长。台湾的世界第

二、三位的外汇存底与每年近百亿美元外汇顺差使对外投资规模越来越大。香港和台湾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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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今后几年继续外流, 这些外流资金会在相当程度上与新移民结合, 而这一结合将很大程

度改变发达国家华人的经济事业。

新移民将极大地改变海外华人社会的发展趋势。70 年代以前, 海外中国人的变化趋势大

体上为华侨——华人——融入当地社会。由于新移民使海外华人, 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华人数

量剧增, 随之而来的是整体华人意识 (Ch ineseness) 的重新加强。新移民中相当部分的家庭

成员仍留在中国, 与中国的关系也将更为密切, 接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也会更多, 反过来又加

固其华人意识。发达国家大多接受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观念, 因此, 只要移民活动继续以

目前规模进行, 海外华人的发展趋势有可能成为: 华人——华族。华族在新移民所在国的形

成将改变现有的中国与海外华人的关系。

新移民的民族意识强, 绝大多数希望祖国统一, 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尤其

不愿看到有损祖国主权、民族尊严的情况。美国政府把中国的知识产权、人权等问题与给中

国的最惠国待遇相联系, 普遍遭到海外中国学人的反对。

三　对新移民的几点思考

(一) 对新移民的基本看法

11 新移民 (包括来自港澳台者) 是中华民族的精英, 其素质远高于 40 年代以前的老移民。

相比当前世界其它主要移民群体 (如印度、菲律宾、中东、北非的阿拉伯国家、土耳其、墨

西哥、南斯拉夫等) , 华人新移民的教育层次, 创业精神亦是最高的, 即使知识分子比重较大

的印度籍移民, 其知识分子的比重也不如华人。

21 大规模移民行为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产物, 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不可避免的现

象。在全世界的移民潮中, 中国人按其人口比例仍是平均移民水平较低的群体。巴基斯坦自

1971 年以来, 劳工输出迅速增加。1981 年劳工输出达到高峰, 为 16184 万人, 1986 年跌至 6175

万人, 以后又逐年回升, 1990 年和 1991 年输出的劳工分别为 11155 万人和 13150 万人。1994

年有 11140 万人向政府登记出国外护照到期而非法居留者。据保守估计, 现有约 350—400 万

巴基斯坦劳工在国外工作, 1994 年回国定居的劳工约为 715 万人。每 3 名出国劳工中, 有 2

名回国定居。当代交通资讯条件使移民过程日益简单, 中国政府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断然取消

或以较激烈的手段限制移民行为。

31 非法移民历来是国际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只要存在移民动机, 非法移民行为就不可

避免。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常以大赦或允许入籍等非法移民合法化方式正视非法移民

的存在。有些国家 (如加拿大、澳大利亚) 的移民法就带有对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有色人种的

歧视。同时, 因非法移民导致外交关系紧张的局面在本世纪从未发生, 不应认为非法移民严

重影响国家声誉。如巴基斯坦, 据报刊透露, 每年仅有 27% 的劳工办理正式手续, 其它属非

法出境, 但并未闻发生大的外交纠纷。但对移民活动中的欺诈与暴力行为要坚决打击。

41 由于新移民素质较好, 在其移居国将很快进入主流社会。在 10—20 年以后, 他们将成

为海外华族的中坚和异域中华文化的载体。由于其民族意识强, 希望祖国强大, 将成为国际

社会中支持中国的重要力量。(相似的现象为: 世界犹太人组织与伊斯兰不同教派的跨国影响

力)

51 新移民素质与规模直接影响海外华族的存在和发展。由于东南亚国家严厉的排斥华人

政策, 多数东南亚国家华人的华族意识将随着老一辈移民的去世而削弱乃至消失, 新移民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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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华族将延续这一过程。发达国家的华人将因新移民规模的扩大而形成华族, 作为当地多元

民族的组成部分。

61 从种族、文化意义上将新移民视为同类群体。新移民中尽管有部分人已入籍, 但国籍

常被华人作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 而种族与文化的认同感更为持久、强烈, 是他们某种感情

程度认同于中国的主要基础。

(二) 如何对待新移民

11 支持合法移民。在出境手续、审批等方面尽量给予便利。按国际通行惯例, 公民出国

是其权利之一, 原本无需等到特别许可。政府有关部门有责任协助出国旅行者取得相应信息

和联系渠道。并应公开出国程序, 手续齐备后马上审批, 不得以再研究而拖延。

21 不支持和鼓励非法移民, 但无需将非法移民问题看得过重而严厉打击。出国旅行是公

民权利之一。而非法移民的主要违法行为是非法入境, 在国外的违法行为应由国外司法机关

予以惩处, 我方只应在对方要求协助时予以配合, 但要打击在国内以欺诈手段组织移民的行

为。

31 关注和协助改善新移民的处境。旧式华人社会有血缘、地缘、业缘、语缘组织, 这些

社团组织当时在帮助新移民生存方面起了极大的作用。应鼓励原有的华人社团接纳新移民, 协

助新移民加入或成立相应的社团组织。鼓励新移民在共同的血缘、文化基础上加强相互联系。

促进新移民和以族缘、地缘为基础的传统华人社会之间的联系和组合, 形成华族群体力量。

41 政府应加大对包括新移民在内的华侨华人工作的力度。1993 年台湾“侨委会”预算经

费为 6600 万美元, 其中用于文教经费占 45%。而 1984 年的预算仅为 1720 万美元。以文化、

语言教育为主要工作手段, 培养与巩固新移民与第二代华人的民族、文化意识, 应作为侨务

工作的长期和最重要的政策。

51 在关注较有成就的新移民的同时, 亦应关心层次较低、包括以非法途径出国的新移民。

他们虽多是地位较低的非熟练劳工, 但也常成为其亲戚朋友移民的媒介, 亦是华族存在的基

础之一。而他们的第二代将与精英阶层的第二代华人无甚区别。

61 促进新移民与原有华人社会、新移民之间、新移民与家乡的联系。有关部门应制定可

操作性强的工作程序, 如定期的联谊会、协助组织各种社团、举办职业、文化培训班、观光

活动等, 使每一个新移民都成为某一华族社团的成员之一。关心新移民, 包括非法出境者在

国内的亲属和原有利益, 不得歧视。

(作者系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黄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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