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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梳理了泰国中国新移民的类型与现状，论述了泰国中国新移民社团的形成和发展，

分析了社团成立与运作对于移民个体和群体发展的重要社会资本价值，并从国家关系视角出发，运用

跨国主义理论分析了泰国中国新移民跨国实践的动力、政策环境、行为领域和影响。时至今日，泰国

中国新移民数量已经超过 50 万人，其类型主要包括商业移民、教育（留学）移民、技术和劳务移民、

生活方式移民等。随着泰国中国新移民规模和实力的壮大，大量新移民社团应运而生。新移民社团的

建立与运作，提升了新移民的生存与发展能力。跨国性是泰国中国新移民最显著的特性之一，其跨国

实践在助力中泰关系发展的同时，也成为他们寻求资源最佳配置，分享中国发展红利，有效提升经

济、人力、社会资本投资收益的绝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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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ailand has been a major destination country for new Chinese migrants to Southeast Asia. 

To date， the total number of new Chinese migrants in Thailand has exceeded 500，000. They arrived 

under various categories such as business migrants， skilled migrants， laborer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lifestyle migrants， and have formed a number of associations， which effectively provide communal 

assistance to newcomers with their adaptation into Thailand. Transnationalism is a distinct feature of the 

life of new Chinese migrants in Thailand， whose cross-border activities have contributed a significant part 

to the Sino-Thailand relationship. New Chinese migrants have not only benefited from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found an excellent pathway to allocate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to increase return on 

their inves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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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饶物丰的泰国素有东南亚移民枢纽之称。A历史上，泰国是中国移民下南洋的重要目的地，当

地政府和王室始终善待华人。根据美国学者施坚雅教授的估算，1947 年泰国华侨华人总数为 212.4

万，约占泰国总人口的 12%。［1］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受制于冷战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国前往东南亚

的移民活动基本断绝。20 世纪 70 年代后，随着中泰建交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施，国人前往泰国的移

民活动逐渐恢复，移民规模不断扩大。进入 21 世纪，泰国中国新移民数量快速增长，其规模已逾 50

万人，［2］泰国已成为东南亚地区中国新移民的主要聚集地之一。大规模中国新移民的到来，为泰国华

人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在促进泰国经济社会发展与中泰交往合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在当

地的社会适应与跨国实践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

学术界对泰国中国新移民的研究主要聚焦移民过程与动因、移民特征、移民构成、移民对泰国

社会的影响等方面。［3］就视角而言，这些研究既有宏观探讨，也有微观的个案分析；就移民类型而

言，中国留学生、新移民商人及退休移民群体等得到学者们更多的关注；就地域而言，相关研究主

要关注清迈等泰国北部地区和曼谷地区的中国新移民。以上成果不乏真知灼见和学术亮点，对本文

写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启示作用。不过，既有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其一，对泰国中国新移民构

成与类型的分析仍不够系统和全面；其二，社团组织建立与发展是泰国中国新移民群体社会适应的

重要体现，对其研究仍较为薄弱；其三，跨国性作为泰国中国新移民最显著的特征，既有研究缺少

对新移民跨国实践及其对国家间关系影响的深层关注。

有鉴于此，本文力图较为全面地阐述泰国中国新移民的类型与现状；进而论述泰国中国新移民

社团的形成和发展，分析社团成立与运作对于移民个体和群体发展的重要社会资本价值；最后，从

国家间关系视角出发，运用跨国主义理论分析泰国中国新移民跨国实践的动力、政策环境、行为领

域和影响，以期呈现新移民、泰国、中国三者互动的整体图景。

一、中国新移民的主要类型

20 世纪 70 年代后，中国国门逐步打开，部分归侨侨眷获准前往泰国探亲，其中部分人员滞留

下来，成为最早一批新移民，这部分人主要来自潮汕地区。至八九十年代，中国新移民群体不断扩

大，大陆移民借助旅游、劳务、探亲等方式前往泰国。与此同时，伴随着台湾当局“新南向政策”

的实施，大量台商及其眷属移居泰国。21 世纪后，在“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

下，中泰各领域合作全面推进，中国新移民开始大规模进入泰国，新移民社区开始出现，如曼谷辉

煌区的巴差拉挽聘路（Pracharat Bamphen Road）等。目前，中国新移民主要分布在曼谷都会区以

及罗勇、清迈、清莱、普吉、尖竹汶府等旅游业及经济快速增长的省份，大体可以分为如下四种

类型。

（一）商业（投资）移民
商业（投资）移民主要指因经商而居住在泰国的中国企业家、中小企业主、自雇人士、公司高

管及其眷属。经贸与移民的互动是商业移民的重要特征。一方面，中泰经贸关系的发展，创造了商

机与市场需求，带动了中国企业及商人前往泰国开展经营活动；另一方面，大量中国商业移民进入

泰国，又进一步促进了中泰双边贸易与投资的发展。

泰国是东盟第二大经济体，对外开放较早，社会总体稳定，经济政策透明度和贸易自由化程度

较高，基础设施较为完善，营商环境和条件位列发展中国家前列。B同时，泰国地处东南亚中心位置，

A 截 至 2018 年， 泰 国 境 内 居 住 的 外 国 人 大 约 有 490 万。 参 见 Thailand Migration Report 2019， United 

Nations Thematic Working Group on Migration in Thailand， p.12. https://thailand.un.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6/

Thailand-Migration-Report-2019.pdf， 2024 年 8 月 8 日浏览。

B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 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泰国营商环境在全球 190 个经济体中排名第 2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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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优势明显，是域外企业进军东南亚市场的重要跳板。凭借上述优势，泰国吸引了大量来自全球

各地的投资者和贸易商人，其中包括众多来自中国的企业和商人。

率先进入泰国市场的，是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企业和商人。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随着台湾岛

内生产成本提升以及外汇管制放松，台湾地区企业开始大规模前往泰国投资兴业。至 2012 年，台湾

地区累计核准对泰投资 20.43 亿美元，A移居到泰国的台商及其眷属大约有 14 万人左右。［4］与台湾地

区相比，大陆企业前往泰国投资进程较慢。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陆企业开始前往泰国投资，但以

国有企业为主，投资项目少，投资规模不大，来自大陆的商业移民数量亦不多。进入 21 世纪后，伴

随“走出去”战略的深入实施，越来越多的大陆企业前往泰国投资。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后，泰国作为“一带一路”重要沿线国家，成为中国开展对外经贸合作的重要市场，两国双边投资

贸易掀起新的高潮。截至 2023 年末，大陆对泰投资存量为 126.57 亿美元， ［5］与之相伴的是，数以万

计的大陆商业移民涌进泰国。

在泰中国商业移民经营范围广泛，涵盖制造、贸易、工程建设、银行、保险、运输、农业、医

药、媒体、旅游服务等各个行业。就投资区域分布而言，首都曼谷和第二投资区的北柳、春武里、

罗勇等 12 府，是中国移民在泰投资的主要集中地。此外，泰国北部的清迈也受到中国商业移民青睐，

主要投资领域包括度假酒店、住宅开发、建筑、商品批发、零售等。

（二）教育（留学）移民
教育（留学）移民主要指从小学至大学阶段的各类中国留学生及其陪读家庭成员。近 20 年来，

伴随着国内教育竞争加剧和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选择出国接受教育。泰国是

东南亚重要的教育中心之一，教育国际化程度较高，地理位置上毗邻中国，留学成本较低，因此成

为中国学生的热门求学目的地。

泰国的中国留学生大体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在泰国国际学校接受基础教育的中小学生，另一

类是在泰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其中，泰国国际学校办学水准较高，重视与欧美及日、澳、中、

韩等地教育接轨，提供了较多元的课程体系，学费相对低廉，能够满足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学生的

各类需求。2011 年，泰国国际学校有 133 所；2022 年，猛增至 235 所，主要分布在曼谷、清迈、普

吉、芭提雅等地，国际学生数量达 6.9 万。［6］泰国新加坡国际学校（SISB）是该国最大的国际学校之

一，主校区位于曼谷，2023 年，学生数量为 3284 人，较 2022 年增加约 25%，其中外国学生为 715 人，

68% 来自中国。［7］在清迈，国际学校招收的持全日制学生签证的中国学生从 2017 年的 1400 人增至

2019 年的 2000 人，［8］跟随这些学生到来的还有数以千计的陪读家庭成员。2022 年，多家清迈国际学

校的中国学生人数占比高达 40%。［9］在高等教育方面，泰国大学在政府持续多年的政策引导下，课

程体系国际化取得较大进展，设有国际招生项目、与国外大学合作的联合学位项目及交换生项目，

吸引了大批中国学生赴泰深造。据泰国高教部统计，2013 年，在泰国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为 4228 人；

2023 年，该数字猛增至 23457 人，占泰国大学留学生数量的 55%。［10］

（三）劳务和技术移民
劳务和技术移民主要指在泰国企业和公司的中国雇员、中方企业外派人员、教育机构中国员工

（含国际中文教师中国志愿者），以及来自中国的各类自由职业者、专业人士及劳工等。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前往泰国的新移民多为从事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务工人员，其中有不少是中

国企业承包工程派出人员和对外劳务合作人员。据中方统计，1995 — 1999 年，累计在泰从事承包工

程和劳务的中国人数量为 10629 人。B 21 世纪后，除传统的劳务输出人员以外，赴泰的各类专业和

技术移民逐渐增加，职业身份也更加多元。他们当中既有中资企业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也有与中

A 根据中国台湾地区经济部门相关统计整理而得。

B 根据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编：《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1998 年、2000 年）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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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经贸合作关系的本土和跨国公司的雇员；既有从事教育和语言类工作人士（如中文教师、志愿

者、翻译），也有酒店、旅行社、贸易、房产公司职员，还有各种文化艺术从业者（如音乐人、书

法家、作家）等等。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劳务移民相比，这一群体的学历层次和收入水平明显

提升。

近年来，伴随着互联网与数字经济的兴起，以及腾讯、阿里巴巴、京东等中国互联网和电子

商务企业纷纷进军泰国市场，在泰从事互联网开发运营、电商物流、媒体制作、跨国商务与法律咨

询的中国新移民日益增多。根据泰国劳工部的统计，2015 年，在泰持有专业和技术职业工作许可

证的中国人共有 24083 人；2023 年，该数字已增加至 41537 人，占总数的 22.17%，A超过日本、菲

律宾等国，位列第一。此外，中泰合作的工业园区和大型中资企业工厂是中国劳务和技术移民的主

要集中地。例如，由中国华立集团与泰国安美德集团共同合作开发的泰中罗勇工业园，已有 200 余

家中国企业落户投资，园区内有泰国员工 4.5 万余人，中国员工 5000 余人。［11］国际中文教师志愿

者也是新移民的重要来源。2002 年，中泰两国教育部就中文教育等开展合作；次年，国家汉办以

泰国为试点派出首批 21 名志愿者；截至 2023 年，累计有 21 批志愿者共 2 万余人次在泰国大、中、

小学开展中文教育，足迹遍及 70 多个府。［12］志愿服务结束后，许多志愿者选择留在泰国工作和

生活。

（四）生活方式移民
与前述三种移民类型相比，生活方式移民的区别在于移民的动机不是就业、教育以及获取经济、

商业利益，而是寻求舒适生活，提高生活质量；移民的目的地也并非发达国家或地区，而是景色宜

人、环境舒适、生活成本较低的地区。［13］

泰国是国际著名的度假旅游胜地，风景秀丽，自然环境良好，文化包容开放，物价和住房成

本较低，同时泰国签证政策宽松，中泰关系长期稳定，两国文化相似，几乎不存在排华的社会基

础。这些因素让诸多寻求改变生活方式的中国人移居泰国。曼谷、清迈、普吉、芭堤雅、华欣等

旅游城市一直是世界各国生活方式移民的热门选择。例如，泰国的第二大城市清迈，素有“泰北

玫瑰”的美誉，它位于该国北部群山之中，环境优美，生活节奏慢，是一个未受工业污染的绿色

城市，加上交通便利，临近云南，每天有十余个航班飞往中国各大城市，因此备受中国新移民的

青睐。

从中国前往泰国的生活方式移民大体可分成两类：“休闲移民”和“退休移民”。前者主要指未退

休但为寻求安逸、舒适、慢节奏生活而移居泰国的中国人，后者指的是已退休并前往泰国养老的中

国人。“休闲移民”们大多来自中国的大中城市，经济条件较好，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属于自由职业

或远程工作者（数字游民）B，职业分布十分多元，如民宿或餐饮自雇人士、程序员、撰稿人、编剧、

译者、设计师、网络销售、网红博主等等；还有一部分移民并未就业，处于职业的空窗期或转换期。

2024 年，泰国政府推出了专门针对数字游民的 DTV 签证，该签证对于居留时间、入境次数及家属携

带的规定较为宽松，为中国数字游民移居泰国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

根据《国际生活》杂志发布的全球退休指数报告，泰国长期入选最适合退休人员居住的国家。

2023 年，在全球适合外国人退休的国家中，泰国排名第 9 位，［14］在亚洲国家中位居首位。此外，

泰国退休签证的申请条件较其他国家更为宽松，只需年满 50 岁及银行存款超过 80 万泰铢。2022 年，

泰国政府又针对退休人士推出了长达 10 年的长期居留签证。宜居的环境、便捷的退休签证以及

较高水准的医疗保健，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外籍退休人士来泰养老生活。数据显示，2018 年，共有

A 根据泰国劳工部办公室 2015 年和 2023 年劳务形势报告整理，参见泰国劳工部网站：https://www.mol.

go.th/academician，2024 年 8 月 20 日浏览。

B 数字游民主要指无需固定工作地点，而是利用技术手段，尤其是无线网络技术完成工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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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969 名外籍退休人士居住在泰国；［15］持有泰国退休签证的中国移民从 2012 年的 1027 人增加到

2019 年的 5864 人。［16］未来，随着中国老龄化的加剧，前往泰国的中国退休移民人数将呈现增长

态势。

除上述四种类型的移民外，泰国还存在少数非正规中国移民。主要包括三种情形：非法入境、

逾期滞留和非法务工。这三种情形可能同时发生，也可能只有其中一种。具体而言，中国移民非法

入境泰国，一般是借道缅甸、柬埔寨等周边国家或从海路偷渡入境，有的由蛇头带入，有的则是被

诱骗拐卖入境。逾期滞留是指中国移民以探亲、旅游、工作等合法名义入境，签证到期后非法滞留

在泰国。

20 世纪 90 年代，泰国非正规中国移民数量相对较多，大约有 10 万人。［17］随着中国经济腾飞

和居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近 10 年来泰国非正规中国移民数量已经明显减少，但偷渡、非法滞

留的现象依然存在，非法务工问题较为突出。一方面，泰国政府注重保护本国公民就业，在法律

上对外国人可从事的工种进行限定，对企业可雇用外国员工的比例和人数加以限制；另一方面，

当地雇主为降低用工成本，更倾向于雇用熟练、高效的中国工人，特别是在建筑和装修行业。因

此，一些中国劳工心存侥幸，以旅游签证或落地签的形式入境泰国，在未获工作许可的情形下在

当地就业。A近年来，有关中国移民在泰非法务工案件时有见诸报端。例如，据媒体报道，2023

年 6 月和 12 月，在泰国巴真武里府和普吉府，共有 93 名中国劳工因非法务工被有关当局发现并

处理。［18］

二、新移民社团的兴起及其社会资本价值

（一）新移民社团的建立与发展
随着泰国中国新移民数量不断攀升，组建社团、共谋发展的呼声日益高涨，泰国新移民社团顺

势而生。新移民社团的建立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原因。第一，新移民初到陌生环境，在生活、学习、

就业以及商业经营过程中难免遇到各种困难，需要一个组织平台来抱团互助，维护自身权益，而泰

国传统华人社团对于新移民所能提供的协助相对有限。第二，新移民的来源更加多元，不再局限于

广东、福建等传统侨乡，他们当中有许多来自中国内陆地区或北方省份，需要成立属于自己的地缘

性社团。第三，在讲究资历的泰华社会中，新移民精英抵泰时间较短，资历较浅、经济实力相对有

限，在传统华人社团中他们深感难有作为，也难以跻身社团的领导层。因此，许多新移民精英希望

成立新的社团以施展抱负。第四，为扩大对外商贸、加强引资引智，祖籍地相关部门积极推动海外

商会和同乡会的建立，成为新移民社团建立的重要外部因素。如泰国广东商会便是在广东省贸促会

的指导和推动下于 2016 年在曼谷成立的。

20 世纪 90 年代成立的泰国台湾商会，是最早的中国新移民社团之一。彼时赴泰投资的台商日益

增多，为了守望相助、联络乡谊，时任泰国台湾会馆工商部负责人的余声清发起成立泰国台湾商会，

获得了台商的积极响应。泰国台湾商会于 1992 年 10 月 20 日成立，并于 1993 年 4 月正式获得泰国政

府法人组织登记，该社团现已更名为泰国台湾商会联合总会。21 世纪后，各类大陆新移民社团开始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社团有泰国华人青年商会、泰国中国企业总商会、泰中

文化人联合会、全泰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等。同期成立的其他新移民社团还有泰国四川会馆暨川渝

总商会、泰国福建商会、泰国江浙沪总商会、泰国云南商会、泰国湖南商会等。

A 由于泰国法律限制条件较为严格，且外国人工作许可申请手续耗时、繁琐，因此一些泰国雇主并未给

中国劳工申请工作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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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泰国的中国新移民社团一览（截至 2024 年）

类　型 社团名称

综合性社团 泰国华人青年商会、泰国文化经济交流协会

商　会

泰国中国企业总商会、泰中侨商联合会、亚泰经济交流总商会、泰国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泰
国福建商会、泰国川渝总商会、泰国江浙沪总商会、泰国浙江商会、泰国云南工商总会、泰
国湖南商会、泰国辽宁总商会、泰国广西总商会、泰国广东（粤）商会、泰国北京商会、泰
国湖北商会、泰国山东总商会、泰国江西总商会、泰国河北商会、泰国安徽商会、泰国河南
商会、泰国山西商会、泰国宁夏商会、泰国上海商会、泰国江苏商会、泰国闽商会、泰中西
北商会、泰国深圳总商会、泰国广肇商会、泰国温州商会、泰国无锡商会、泰国广州商会、
泰中福建安溪总商会、泰国南安商会、泰国江苏青年总商会、泰中湖北青年总商会等

同乡会 泰国四川会馆、泰国泉州晋江联合总会、泰国石狮同乡会、泰国贵阳华侨联合会等

专业协会
泰中文化人联合会、泰国安防协会、泰华新媒体协会、泰华房地产销售协会、泰中法律联盟
协会、泰国身份与生物识别协会等

留学生社团 全泰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

校友会
北京大学泰国校友会、山东大学泰国校友会、云南民族大学泰国校友会、广西民族大学泰国
校友会、上海大学泰国校友会等

宗教组织 爱之家、清迈华人基督教会、妙觉寺等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新闻报道、相关移民社团网站等信息整理。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泰国中国新移民社团的发展进入加速期。首先，社团的数

量快速增长。据估计，当前泰国中国新移民社团已逾百家；就来源地而言，泰国新移民同乡会或商

会已经覆盖中国 20 多个省份，温州、深圳、广州、无锡、安溪、石狮、南安等市县级商会也相继在

泰国成立。其次，新移民社团的类型更加多元，除原有的同乡会、商会、留学生组织外，泰华新媒

体协会、泰华房地产销售协会、泰中法律联盟协会、泰国身份与生物识别协会等新移民专业协会也

纷纷成立，中国大学校友会和新移民宗教社团也逐渐增多。另据资料显示，清迈共有三个以新移民

为主的宗教组织，分别是 2009 年成立的华人基督教会“爱之家”、2015 年成立的清迈华人基督教会

以及 2016 成立的佛教团体“妙觉寺”。［19］第三，新移民社团的规模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一些实力

较强的新移民社团，购置了办公场所，不断健全组织机构，社团运作日趋规范化。例如，泰国华人

青年商会的会员数量从创会初期的不足百名会员，增加至目前的 2000 余位会员，其领导层就职仪式

由泰国政府高官、中国驻泰大使、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共同主持，表明该商会已获得泰华社会及中

泰两国政府的认可。

历经 30 余年发展，新移民社团已成为泰国中国新移民团结互助、共谋发展的重要载体。新移民

社团还呈现出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商会占社团总数的比重大，这反映了在中泰经贸关系迅速发展背

景之下，新移民商人群体扩大以及抱团谋求发展的巨大需求；二是社团的宗旨与功能具有明显的拓

展与调整。纵观新移民社团章程，其宗旨多强调增进中泰交流合作，深化两国友谊，凸显了其作为

中泰联结重要纽带的特性。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新移民社团虽持续壮大，但其可支配的经济与政

治资源仍不及泰国中华总商会、潮州会馆、泰国工商总会等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传统社团。

（二）新移民社团的社会资本价值 
“社会资本”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理论分析视角。一般认为，最早对社会资本概念进行系统阐述

的学者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这些资

源与群体成员资格身份有关，是一种持续的、制度化以及相互认识和认可的社会关系网络。［20］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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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科尔曼、帕特南、波特斯、林南等学者对社会资本概念与分析方法进行了拓展和完善。科尔曼

从功能的角度进行界定，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性资源，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通过

社会关系的投资可以积累和增加社会资本，而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

目标。［21］帕特南进一步丰富了社会资本解释，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

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效率。［22］波特斯则强调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网络

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23］林南认为，社会资本是期望在市场中得到回报的社

会关系投资，是在目的性行动中获取或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24］上述学者们对社会

资本定义的视角不同，但基本都认可社会资本是一种有用的、来自社会关系网络的资源，“信任、规

范、身份认同、互惠合作、价值观念”等可以被看作是这种资源的表现形式，或被视为转化为社会

资源的机制，通过对社会网络资源的获取，［25］有助于行为目标的实现以及群体效率和社会治理水平

的提升。

作为中国新移民在居住国的社会关系网络核心之一，社团是新移民联络乡谊、休闲康乐、交流

互助的重要平台，是链接中泰两国政府与社会的重要载体，在促进新移民事业发展与社会融入方面

扮演着重要角色，对新移民个体成员及整个群体都具有重要的社会资本价值。

1. 个体层面

新移民个体组建或加入新移民社团后，依托社团运作所获得的社会资本效益主要体现在以下四

个方面。一是社交网络拓展。新移民社团经常组织各类联谊聚会、节日庆祝、文体活动等，社团成

员借此可以结识不同背景的专业人士、商业伙伴，从而扩大社交圈层并积累人脉。二是资源互助与

信息获取。新移民社团作为新移民之家，在社团成员遇到经济和生活困境时，可通过提供经济援助

缓解成员财务压力，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此外，社团通常建有微信群、网站公告栏等信息平台，并

提供咨询服务，可以帮助成员快速获得所需信息与资源，避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困扰。三是技能提

升。新移民社团通过举办专业知识讲座、职业培训以及开展创业指导等，A帮助社团成员提升职业技

能和行业素养。四是情感支持。社团通过举办各种丰富多元的活动，可以减少成员的孤独感，增强

其社会适应能力。

与一般社团成员相比，社团领导层因其对社团成立和运作投入了更多的物质和社会资源，有望

获得更大的社会资本效益。诚如美国学者波特斯所言，社会成员之所以在社会资本方面分配不同，

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网络特征不同，也就是他们嵌入网络中的程度或类型不同。［26］新移民社团的

领导层，借助社团运作以及对成员提供帮助，获得成员的认可和信任，进而提高个人声誉；通过参

与社团的管理和资源分配，增强了其作为领导人的权威；同时，因对社团发展、移民群体以及社会

的贡献，可以获得中泰两国政府、当地社会的肯定和认可，扩大了自身社会影响力。此外，社团领

导层还可以借助社团平台，与中泰两国政府官员、社会组织、精英人士建立联系，有效提升其社交

网络的质量与层级。

2. 群体层面

新移民社团的建立与功能发挥对于整个新移民群体也会产生重要的社会资本效益。

一是有助于构建更为紧密的新移民社会网络，增强群体的凝聚力。新移民社团广泛吸纳会员，

借此连接数以万计的新移民家庭和企业，构建起庞大的新移民社会网络，并且伴随着新移民社团数

量和相互联系的增加，这种社会网络密度进一步拓展。此外，新移民社团经常举办与中华文化相关

的活动，也有助于增强新移民的文化认同感，进而提升群体凝聚力。

二是有助于整合力量，维护群体权益。新移民个体的力量相对有限，但社团可以整合力量，以

A 如泰国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成立“泰国台商网络学院”，泰华房地产销售协会举办“房地产销售精英训练

营”，泰国江浙商会主办“未来讲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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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行动来表达诉求。如泰国华人青年商会长期与泰国政府经济、移民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就投资

贸易政策、移民居留等议题进行咨询沟通，争取有利的政策空间。此外，新移民社团是移民个体与

中国驻泰使领馆的联系纽带，面对自然灾害和健康危机等，新移民社团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快速响应，

提高群体抗风险能力。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新移民社团成为使领馆的重要帮手，在宣传抗疫政

策和知识、筹集和分发抗疫物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帮助新移民度过了疫情危机。

三是有助于加强外部联系，拓展群体资源。新移民社团通常会聘请泰国政府高层和各界精英担

任社团的顾问、名誉会长等职务，借此连接泰国主流社会，增强了新移民群体获取当地资源的能力。

泰国中华总商会同业公会联谊会涵盖泰国各主要行业，是泰华行业组织重要的信息沟通平台。A截至

2024 年，已有 40 余家新移民社团获准加入泰国中华总商会同业公会联谊会，以此建立与泰国传统华

人社会的机制化联系，从而拓展新移民群体的经济资源。

四是有助于群体规范构建，促进社会融入。B新移民社团章程的宗旨或入会条件，一般都要求

成员遵守泰国法律法规，无违法、违规记录，并就违反章程行为规定了相应处罚办法。随着越来越

多新移民加入社团，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新移民群体的信任水平，促进了互惠合作。此外，新

移民社团还通过举办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增进了新移民与主流社会的互动，促进了文化隔阂的消弭；

通过积极开展慈善捐赠、志愿服务等活动，回馈当地社会，改善了新移民群体的形象，提高了主流

社会对新移民群体的认可度和接纳度。

三、联结中泰：中国新移民的跨国主义实践

所谓“跨国主义”，一般指国际移民与祖（籍）国之间的社会关系和跨境行动，是“移民在祖籍

国与移居（接收）国之间所建立并维系的多层社会关系的动态过程”，在实践上体现为移民个体或组

织行动者有规律的、经常性的、正式的、多元的跨国参与，即在经济、政治或社会文化等方面有显

著意义的跨境活动。［27］泰国的中国新移民与祖（籍）国长期保持密切联系，其跨国主义实践十分活

跃，对中泰关系以及两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这种跨国主义实践对新移民自身的

发展、认同以及社会适应等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跨国主义实践的动力与政策环境
1. 行为动力

作为第一代移民，新移民与祖（籍）国有着与生俱来的联系，他们多数在中国出生成长，许多

亲属仍在中国生活，故土情结深厚；他们也大多在中国接受教育，受到中华文化熏陶，其中许多人

仍持有中国护照，其文化和国家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指向中国。这种情感和认同因素是构成新移

民跨国行为的主要动力之一。

利益需求也是推动新移民跨国行为的重要动力。中国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之一，拥有超大规

模的消费市场、优质的商品供给、稳定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与中国保持经济业务往来符合新移民的

经济利益，有助于他们分享中国的经济红利。中泰关系的好坏事关中国新移民的切身利益，深刻影

响其在泰国的生存发展环境。因此，他们乐见中泰友好合作，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同时，新移民

精英对中泰交往的参与扩展了自身社会网络，成为他们累积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而这些社会资本

将助力新移民精英在中泰两国获得更多商业机会和经济利益。

2. 政策环境

中泰两国政府对于中泰关系发展都给予高度重视。中国将泰国视为促进地区局势稳定的积极力

A 该联谊会每两个月举行一次聚餐会，截至 2024 年 6 月已经连续举办了 242 次聚餐会。

B 不过，也有学者指出，新移民如果过度依赖群体内部社会资本，如移民社团、虚拟网络社群等，将自

己的社交关系网络限定在群体内部，可能导致新移民群体与当地主流社会的区隔，造成融入困难。参见刘芳：

《新移民社会融入研究——基于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5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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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国际事务中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合作伙伴。泰国则肯定中国在促进地区局势稳定和经济

发展中的作用，将发展泰中关系作为其亚太外交关系中的重点。［28］因此，两国政策沟通与政治互信

一直保持较高水平。2012 年，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7 年，中泰签署关于共同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谅解备忘录；2022 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泰国，双方发表了《中泰关于构建更为稳定、

更加繁荣、更可持续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并签署两国战略性合作共同行动计划；2024 年，中泰

签署互免签证协定，双方正式进入“免签时代”。中泰关系的顶层设计为中国新移民的跨国主义实践

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此外，中国政府历来将海外移民视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在具体政策上，重视发挥侨资

侨智优势，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鼓励侨胞在住在国与中国的友好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维护和促

进国家统一；引导侨胞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泰国政府将中国新移民视为

对华交往的重要民间渠道，乐见他们在中泰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同时期待中国新移民能够引进更

多资金技术，服务泰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如时任泰国总理巴育在给泰国华人青年商会的贺函中所

言：泰国华人青年商会作为促进泰中两国贸易、投资和旅游的平台，在推动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

支持社会慈善与福利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商会能够加强与政府合作，促进泰中两国关系持

久稳定的发展。［29］总而言之，中泰两国政府对新移民在中泰交往合作中的跨国角色均持积极态度。

（二）跨国主义实践的领域 
与早期出洋谋生的老移民相比，泰国中国新移民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而新移民社团的兴起，

则为他们的跨国主义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组织载体。近 30 年来，国际交通、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为

新移民的跨国主义实践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中泰交通无论是在陆路、海路、还是航空运输

方面，均比以往更加高效和便捷。以航空为例，1980 年，中泰签署民航协定，中国开通第 1 条前往

泰国航线；90 年代初，双方航线增至 5 条；2017 年，中国直飞泰国航线已猛增至 175 条，运力达

1062.7 万座。［30］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发展，拓展了新移民与祖（籍）国联系的渠道和交往频率。数

字经济与电子商务的兴起，则大大增加了跨国商业机会，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在上述有利条件下，

中国新移民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重点领域展开跨国主义实践。

1. 经济领域

新移民的商业精英十分注重与国内企业、商业协会、政府机构的互动，积极构建多维度的跨国

商业网络与联系机制。他们或是在国内设有企业分支机构，或是借助新移民商会在国内建立代表处，

以此拓展跨国商业网络。如泰国华人青年商会先后在深圳、温州、北京、上海、西双版纳、广州等

地成立代表处，［31］服务会员在中国的商业活动。为了扩大与国内的商业联系，许多新移民商会还与

国内商会签署友好商会协议，定期互访，以实现信息共享，加强商业合作。祖籍地政府的商务、侨

务部门亦看重新移民企业家的跨国角色，与新移民商会共建驻泰联络机构，由新移民商会的领导人

担任联络代表，负责具体工作，助力家乡招商引资和企业出海。近年兴起的各类“祖籍地—泰国”

经贸对接洽谈会、投资推介会、商品展览会等，均有新移民商会或企业家的参与。

表 2　各省市依托中国新移民商会在泰建立的经贸联络机构

经贸联络机构名称 依托商会

汕头驻泰国经贸联络处、漯河驻泰国经贸联络处、梅州—曼谷经贸文化联络
处、广东驻泰国旅游合作推广中心、河源—曼谷经贸文化联络处等

泰国华人青年商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投资促进局泰国代表处 泰国广西总商会

湖南省驻泰国商务代表处 泰国湖南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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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经贸联络机构名称 依托商会

广东省驻泰国经贸代表处 泰国粤商会

浙江省贸促会驻泰国联络处 泰国浙江商会

深圳市贸促委驻泰国经贸联络处 泰国深圳总商会

江西省商务厅泰国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中心 泰国江西总商会

山西省贸促会驻泰国代表处 泰国山西商会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新闻报道整理。

在具体跨国经营活动中，新移民是中泰贸易投资的重要实践者和促进者。新移民贸易商熟悉中

泰两地商品和消费市场，拥有联结住在国和祖（籍）国的商业网络，有助于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寻

求更多的潜在伙伴，从而增加贸易机会，促进中泰贸易发展。自 2013 年以来，中国连续 11 年成为泰

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其中当有中国新移民的一份贡献。在投资领域，除自身的跨国投资外，新移民

企业家也是中国企业出海的重要伙伴和泰国吸引中资的重要力量，他们熟悉泰国的投资环境，又了

解中国企业运作模式，可以协助中国企业跨越投资壁垒，有效降低因两国制度差异造成的交易成本，

促进中国企业对泰投资。A

2. 政治领域

新移民在政治领域的跨国实践也值得关注。由于泰国对外来移民入籍实施严格的限制，许多中

国新移民保留了中国国籍，他们与中国驻泰使领馆互动频繁，定期举办各种活动，邀请中泰两国政

府官员参加，成为增进两国官员沟通交流的重要渠道。他们依托企业和社团组织，热情接待中国的

政府出访团，为访问的顺利完成提供各项支持。

除了参与中泰政治交往外，新移民也十分关注中国发展进程，积极维护和促进国家统一。为密

切海外侨胞与全国政协的联系，自 2001 年开始，全国政协开始邀请海外侨胞列席政协大会，如李桂

雄、蔡崇通、邝锦荣等新移民侨领都曾受邀列席会议，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受邀担任地方各级人

大、政协列席代表的泰国中国新移民精英数量多达数十位。此外，许多新移民精英还担任各级侨联、

致公党的海外委员，畅通与国内沟通渠道。据泰中侨商会的统计，该会成员中有 8 人曾担任全国政

协、各省市政协委员；担任中国侨联、中国侨联青年委员会、各省市侨联委员的有 18 人。［32］大陆新

移民是泰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总会的主要骨干，现任执行会长、秘书长及多位副会长均由大陆新

移民担任。该统促会自 2001 年成立以来，通过多种方式反对台独等分裂势力，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

完整。此外，泰国华人青年商会等新移民社团也常常就相关政治议题表达立场，引导当地舆论，维

护中国利益。

3. 文化社会领域

新移民经常参加泰国华人社区举办的中华传统节日庆典以及华人民间信仰活动，以此扩大与传

统华社的联系并维持自身的文化认同。其中，来自传统侨乡的新移民更热衷于参加此类活动。此外，

由于中泰交通日益便利，新移民也常常返乡参加各种文化民俗、宗亲联谊活动，开展慈善教育捐赠，

助力家乡社会发展，以此维系与祖籍地的文化和情感联结。

A 例如，泰国北京商会会长蔡荣庄促成了泰国电网新能源企业与中国建材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南方

电网综合新能源公司、国家电网上海电力公司、北方工业科技有限公司、国电科环公司等在新能源领域的项目

合作。参见《海外北京人丨倾听他们的故事》，“北京海外交流协会”微信公众号，2018 年 3 月 23 日，2024 年 5

月 20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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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是中泰文化交流的促进者，他们依托自身企业或社团，热情接待中国文化访问团、艺术

表演团体，在泰举办或资助各类中华文化演出和展览活动，推动中国文化在泰国的传播。与此同时，

新移民在跨国实践中也将泰国艺术、影视剧、餐饮等文化元素带回中国，增进了中国民众对泰国文

化的了解。例如泰中文化人联合会，以促进泰中两国文化、艺术事业的交流、合作与发展为宗旨，

与中国文化艺术部门保持密切交往，常年举办中国文艺演出、书画展览等，与中泰各大学合作开展

学术交流，增进了两国文化交流互鉴。

除此之外，新移民也积极支持中文教育在泰国的发展，如常年资助泰北华校、组织学生参加世

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承办“水立方杯”海外华裔青少年中文歌曲大赛（泰国赛区）等。2023 年，

新移民还创办了第一所以中国课程大纲为教学标准的国际学校，即泰国中国国际学校。值得一提的

是中泰文化交流标杆人物——李桂雄，他与中国中央电视台合作，成立泰国中文电视台（TCTV）并

于 2008 年正式开播，电视信号覆盖泰国等 25 个国家和地区，节目主要以中文会话附泰文字幕的方式

播出，同时兼有泰文会话以及潮州话、客家话等地方方言节目。该电视台的成立在中泰文化交流史

上具有重要意义。［33］

总之，一方面，新移民的跨国实践对中泰政经关系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在实践过

程中，因长期与祖（籍）国保持密切的经济、文化、社会联系，新移民群体的认同与身份趋于多元

性，其发展模式可能不是简单的“落地生根”或“落叶归根”，而是介于两者之间，或者如李明欢教

授所言的“逐梦留根”。［34］新移民精英的跨国实践特别是对中泰交往的参与，不仅给他们带来了直

接的经济利益，也促进了其社会资本的积累。新移民精英受邀参加两国间各种外事活动、重要庆典，

与政府高官、社会名流会晤，经媒体报道之后，提高了自身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他们也因为对中泰

交往的贡献被授予各种荣誉头衔，这些都极大拓展了新移民精英的象征性资本，这一特殊资源可外

化为一种吸引力和安全感，尤其是对于那些意图与之建立社会关系的人们。［35］上述社会资本经过转

化之后便可形成重要的经济资源，正如李桂雄先生所认为的“路通财通，名有了，利迟早会来；名

是因，利是果”。［36］

四、余论

大规模中国新移民的到来为泰国华人社会注入了源头活水。新移民与生俱来的中华文化元素及

其与传统华社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当地华人族群文化式微的速度。与此同时，新移民的经

济活动催生了巨大的华文需求，他们对泰国华文教育的推动也有利于当地华人意识的增强。同时，

作为外来族群，中国新移民为了适应泰国社会，一直在不断进行本土化调适，包括泰语的习得和使

用，日常生活与人际关系的在地化，跨国婚姻的增加乃至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的转变等等。随着时

间的推移，中国新移民的事业、家庭、财产逐渐与当地产生更加密切的联系，在泰国寻求机会扎根

下来将逐渐变成许多新移民的现实考量。

建立社团是新移民加强相互联系，实现守望相助，共同应对挑战与机遇的必然要求。经过 30 余

年的发展，中国新移民社群涌现出一批充满活力、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社团。不过，新移民社团的发

展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部分社团的运作高度依赖社团的创办者或领导者个人，一些社团存在制度化

建设不够、组织过于松散、凝聚力不足等问题，如何加强社团规范运作是未来的努力方向。

跨国性是中国新移民最显著的特性之一。泰国中国新移民兴起于中国崛起时代，得益于全球化

与中泰关系的全方位发展。华人因素不是泰国社会和中泰关系的敏感议题，因此与其他东南亚国家

相比，泰国的中国新移民进行跨国实践有着更为宽松的环境。新移民跨国实践在助力中泰关系发展

的同时，对自身的生存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新移民而言，跨国实践已成为他们寻求资

源最佳配置，分享中国发展红利，有效提升经济、人力、社会资本投资收益的绝佳路径，这也使新

移民拥有足够信心去面对各种挑战，进而更好地适应和融入泰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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