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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移民在加拿大面临的社会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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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 认为从中国大陆移居到加拿大的新移民大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并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士,

力求在加拿大谋求新的发展机会,但许多人却在加拿大社会遭受各种挫折和困境, 因为不能实现其满意的社

会和经济地位而倍感烦恼和失望;在此基础上, 回顾了中国大陆居民来加拿大的移民趋势, 探析新移民在融

入加拿大社会时所面临的各种障碍,探讨中国大陆移民在加拿大面临的社会障碍以及新种族主义的产生,分

析民族关系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一些变化性特征;讨论在专业移民职业获得问题上的理论争论, 并分析

隐形种族主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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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大陆已成为加拿大最大的移民来源国, 自

1998年开始,其移民人数迅速增加。例如, 1998年全

年来加拿大的中国大陆移民是 19 781人, 占加拿大当

年移民总数的 11. 4% ,到 2001年,全年来拿大的中国

大陆移民的人数增加到 40 315人, 占加拿大当年移民

总数的 16. 1%。在这些新移民当中,有相当一大部分

是在国内取得学位, 并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士。

他们出国主要是为了寻求更多的发展机会,然而,许多

新移民来加后发现, 找一份属于自己专业的工作十分

困难。有的为了养家谋生,不得不出去打工,从事非专

业的蓝领职业。专业工作就业难和职业的下向流动已

成为中国大陆专业移民面临的严重问题,引起加拿大

政府、社会和华人社区的关注。影响大陆专业移民在

加拿大就业和职业向下流动的因素很多,其中包括个

人语言能力的不足、海外生活经历的缺乏、劳动力市场

的供需关系、他们在中国取得的专业证书和资历不被

承认、以及种族歧视等。本文分析中国大陆居民来加

拿大的移民趋势,考察新移民在融入加拿大社会时所

经历和面临的障碍, 探讨加拿大多元化社会中的隐形

种族歧视的问题。

一、中国大陆居民来加拿大的移民趋势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来加拿大的中国大陆移民很

少,移民者大都是在加拿大有亲属的人。例如, 1956

年到 1965年期间,只有 4 890人从中国大陆移民到加

图 1� 1956~ 2004年加拿大的中国移民数量变化趋势

拿大。 1967年, 加拿大改变移民政策, 采取不分国别

和种族的  打分制 ! ( P rivy C ounci,l 1967: 1350 -

62)
[ 28]

,从而给亚洲国家提供了平等的移民机会。同

时,由于中国文化大革命 ( 1966- 1976)使社会动荡不

安,很多在加拿大有亲属关系的人都设法移居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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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在异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这一推一拉

的作用使得加拿大在 1966年至 1970年期间增加了

32 534名中国大陆移民。然而, 在 1971至 1978年期

间,因为中国国内的政治压力和对公民出国的严格限

制,移居加拿大的大陆移民有所减少。直到 1979年,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并放宽了中国公民出境的条件

以后, 才使更多中国大陆人士能够有机会移民到加拿

大,从此以后加拿大的中国移民数量再度上升,如表 1

所示
∀
。

表 1� 1956- 2004年中国大陆移民加拿大人数

年份 人数 年份 人数 年份 人数

1956 1 516 1972 � 25 1988 2 770

1957 856 1973 60 1989 4 415

1958 894 1974 379 1990 8 116

1959 519 1975 903 1991 14 203

1960 183 1976 833 1992 10 548

1961 118 1977 798 1993 9 485

1962 244 1978 644 1994 12 513

1963 179 1979 2 058 1995 13 308

1964 184 1980 4 947 1996 17 532

1965 197 1981 6 552 1997 18 524

1966 4 094 1982 3 571 1998 19 781

1967 6 409 1983 2 220 1999 29 113

1968 8 382 1984 2 220 2000 36 716

1969 8 272 1985 1 883 2001 40 315

1970 5 377 1986 1 905 2002 33 231

1971 47 1987 2 625 2003 36 236

2004 36 411

� � 1979年至 1989年期间,总共有 35 366人从中国

大陆移民到加拿大。 1989年的学潮,引发了大陆移民

的大幅度增加。 1989年, 加拿大政府采取了特别政策

( OM - IS- 339) , 允许当时在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和

访问学者移民。表 1显示, 在 1990年和 1991年,中国

大陆有 22 319人移民到加拿大; 接下来的 1992至

1993年,又有 21 998人移民到加拿大。从 1994年起,

每年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都在增加, 2001年达到

40 315人。在 1994年至 2004年 10年间, 总共有

293 680人从中国大陆移民到加拿大 (见图 1) ∀。

移居加拿大的中国大陆移民大多数都喜欢选择大

城市为永久居留地。 1980年至 2000年期间, 66. 6%

的大陆移民选择多伦多 ( 41. 3% )和温哥华 ( 25. 3% )

作为自己的永久居留地;选择其他喜欢的城市还包括

蒙特利尔 ( 7. 3% ) ,渥太华 ( 4. 2% ) ,卡尔加里 ( 3. 8% )

和埃德蒙顿 ( 3. 2% ) ;有 14. 9%的大陆移民选择加拿

大其他城市为永久居留地。

二、影响大陆新移民在加拿大就业和职业流动

的因素

根据加拿大 2001年人口普查的统计数字, 选择

 华人 !为自己唯一族籍的加拿大华裔民族有

1 029 400人,占全加总人口的 3. 5%。在这 1 029 400

华裔民族中,有 25%是在加拿大土生土长的华人, 有

75%是移民到加拿大的华人。为了比较全面地了解近

年来加拿大的中国大陆专业移民之就业及职业流动状

况, 1997年至 1999年, 笔者在温哥华、多伦多、渥太

华、爱德蒙顿、卡尔加里、萨斯卡通六所城市对 1 180

名从大陆移民到加拿大的专业人士进行了一次问卷调

查。调查对象主要是出国前在国内从事专门职业的医

生、工程师、学校或大学教师。这些专业人士绝大多数

是在 20世纪 90年代移民到加拿大的, 其中有 34%的

人已取得了加拿大国籍。从性别上看,男性占 56%,

女性占 44%。从年龄构成看, 20岁至 30岁的人占

18%, 31岁至 40岁的人占 58%, 40岁以上的人占

24%。他们当中有 95%的人在中国至少取得了学士

学位,有 39%的人取得的最高学位是硕士或博士。在

这些专业移民中, 50%的人移民前曾在中国具有 5-

10年的专业工作经验, 21%的人曾有 10年以上的专

业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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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只有 31%的专业移民在加拿

大从事专业性的工作, 5. 5%的人有自己的生意或从事

经营管理工作, 41. 1%的人从事社会地位相对低下的

非专业性的工作,还有 22. 4%的人从未工作过。从职

业流动的情况看, 62% 的人经历了向下的职业流动

(例如, 出国前从事医生工作, 目前在加拿大从事实验

室化验员的工作、打工、或没有工作 ) ; 34%的人取得

了同样或类似的工作, 没有职业的上下流动 (例如, 出

国前作工程师, 目前在加拿大仍然作工程师 ); 只有

5%的人经历了向上的职业流动 (例如, 出国前从事非

专业性的工作, 目前在加拿大找到了专业性工作 )

( Zong, 2004: 82- 83)
[ 40 ]
。

关于移民的就业问题, 理论上有两种探讨。第一

种理论是强调个人的因素, 着眼于移民者的经历和面

临的个人障碍,包括达不到专门职业的准入资格,缺乏

加拿大工作经历, 英语能力达不到要求等 ( Ornste in

and Sharm a, 1983)
[ 27]
。 1997- 1999年的调研结果显

示, 49%的受访者表示由于英语不熟练,使自己的就业

面临困难; 34%的人表示不能适应西方文化和新的环

境。在回答掌握英语  难!或者  很难!的人中, 70%的

人经历了向下的职业流动。在回答融入西方文化

 难!或者  很难!的人中, 65%的人经历了向下的职业

流动 ( Zong, 2004: 83)
[ 40]
。

关于影响新移民就业的个人因素,如文化不适应和

语言障碍,是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克服的。调查研究表

明,  时间 !是一个重要变量,随着在加拿大居住时间的

延长,新移民的适应能力和语言能力都会提高, 向下的

职业流动百分比有所降低 ( Zong, 2004: 84)
[ 40]
。

影响新移民就业和融入加拿大社会的原因不仅是

个人的因素,还有社会和制度上的因素。第二种理论

探讨主要强调体制和政策上的障碍、不平等的机会和

种族歧视 ( Basran and Zong, 1998; Boyd, 1985: 393-

445; M cDade, 1988; Trovato and Grindstaf,f 1986: 569

- 687; R ajagopa,l 1990: 96- 105; R alston, 1988: 63

- 83; B each and W orsw ick, 1989: 36 - 54; Zong,

2003, 2004, 2007, 2009)
[ 2, 5, 25, 34, 29, 30, 3, 39- 42]

。例如, 博

伊德 ( Boyd)做了一个关于加拿大本土出生的专业技

术人员和外来的专业技术移民在职业地位获得上的差

异分析,她发现, 与教育程度相同的外来专业技术移民

相比, 加拿大本土出生的专业技术人员获得的教育回

报更高 ( Boyd, 1985: 405)
[ 5]
。费尔南多和普拉萨德的

研究 ( 1986)表明, 在他们采访的专业移民中, 尤其是

移民前职业为医生和工程师的人中, 71%的人认为他

们在国外取得的学历和专业资历不能在加拿大获得承

认,这是影响他们不能从事专业工作的重要原因。

很多中国大陆专业移民在加拿大都亲身经历和感

受到结构性障碍对他们获得专门职业的影响。笔者在

1997- 1999年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 73%的大陆专业

移民认为少数民族在加拿大没有平等的就业机会, 这

是影响他们就业的重要因素之一; 77%的人认为劳动

力市场的因素也很重要, 直接影响他们的就业机会。

44% - 55%的人认为他们在就业时受到歧视或不公平

待遇主要与他们的肤色、种族、以及来自非英语国家有

关; 77. 5%的人报告说, 他们以前在中国取得的学历在

找工作时不能被承认或被贬低; 47%的人认为, 他们在

中国多年的专业经历在加拿大不能获得承认, 因此无

助于他们的就业 ( Zong, 2004: 83)
[ 40]
。

近几年,中国存在着盲目移民的问题。许多人对

国外的情况缺少了解,认为只要出了国,就一定会有发

展机会;还有许多人并不了解, 符合移民打分标准、拿

到移民身份本身并不能保证在国外找到自己想从事的

工作;许多人对于出国后可能遇到的挫折和困难估计

不足,因而缺少必要的心理和精神准备。在进行问卷

调查时,笔者曾采访了一些刚刚来加拿大不久的新移

民。他们中有些人本来在国内有一份很好的工作, 收

入也很可观,可来到加拿大后却找不到好的工作,靠打

工度日,有的在缝纫厂作临时工,也有的在餐馆作招待

员,彻底放弃了自己多年从事的专业。有人为了出国

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不仅花了许多钱,而且影响了正常

的婚姻和家庭生活。

三、多元文化社会的隐形种族主义

自 1971年加拿大实行多元文化政策以来, 一直存

在着关于多元文化是否有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的

争论。虽然加拿大多数人支持和接受平等和民主的价

值观念,但是种族和文化偏见仍然存在,许多人明显地

表现出对少数民族群体和新移民不能包容和不能接纳

的态度。特别是在过去的 20年里,随着第三世界国家

难民和移民的大量涌入,以及亚洲国家大量的企业和

专业人士移民到加拿大,加拿大种族主义的问题日趋

严重。

种族歧视是在一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产生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及其间, 种族歧视是以公开的方

式表现出来的,这种公开的种族主义是基于种族优劣

论或文化优劣论的观点。随着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

扩张,白人的  天生优势 !和有色人种的  天生劣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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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对有色少数民族进行种族压迫和社会排斥的理由

(H orsm an, 1976: 387 - 410; H orsm an, 1981: 9 - 77;

M acDouga l,l 1982)
[ 15, 16, 23 ]

。加拿大在历史上有许多针

对华人的明显和公开的制度性种族主义。例如, 为了

限制华人移居加拿大,加拿大政府在 1885年实行的直

接针对华人的人头税政策, 每个入境的华人都要缴纳

50加元的人头税; 1900年人头税增加到每人 100加元;

到 1903年,又增加到每人 500加元。1923年,加拿大政

府颁布排华的移民法案,禁止华人移民加拿大。早期的

中国移民作为廉价劳动力为加拿大铺建铁路,从事其他

各种社会地位低下的工作, 遭受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

历史上中国移民是公开种族主义的受害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特别是 20世纪 60年代以

后,北美以及世界范围的人权运动、黑人运动、学生运

动、妇女运动和反殖民主义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

资本主义社会不公平、不平等的法制体系,加拿大也像

其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 不得不进行一系列制

度上和法规政策上的改革。 1947年, 加拿大废除 ∃华

人移民法案 %; 1967年,颁发以公平打分为基础的新移

民法; 1971年,实行多元文化的民族政策; 1982年, 对

个人权利和自由实行法律上的保障。与此同时, 加拿

大政府为缩小贫富差别而实行的福利政策的出现, 为

加拿大努力成为民主福利的国家提供了制度上的保

证。在北美,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根本

性改变,民主的理念、平等和公平的原则为人们所普遍

接受。作为原则和理念,绝大多数的人都承认少数民

族应该享有平等的机会和同等的权利。那种基于生物

或基因解释的种族优劣论已站不住脚, 在社会上只是

极少数人还公开坚持这种观点 ( Duster, 1990)
[ 9]
。然

而,接受平等公平的原则并不意味着消除了传统的文

化偏见和种族歧视 ( Rodney, 1982)
[ 32]
。 2003年,加拿

大 ∃全球邮报 %问卷调查显示: 74% 的人认为加拿大仍

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种族主义。 2002年, 加拿大统计

局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 20%的加拿大有肤色的

少数民族报告说,在过去 5年里,他们有时或经常经历

种族歧视或不公平待遇。

在当今北美的社会价值体系里, 两种相互对立和

矛盾的价值观念并存 ( E llio tt and F leras, 1992; H enry

et a.l , 1995; Zong, 1994, 2009)
[ 11, 13, 36, 42]

。人们一方

面作为原则和理念普遍接受平等、公平的民主观念,另

一方面还仍然保留着种族和文化的偏见 ( Bo laria and

L,i 1988; Satzew ich 1992)
[ 4, 33]
。在这种情况下, 种族

主义往往是以一种隐蔽的或非公开的方式表现出来

(W e ige l and H ow es, 1985; Zong, 2004: 83)
[ 35, 40]

。近

年来,北美许多学者 ( E lliott and Fleras, 1992; Gaertner

and Dov id io, 1986; H enry et a.l , 1995; K atzW acken�
hu,t and H ass, 1986: 35- 60; M cConohay, 1986: 91-

126; W e ige l and H ow es, 1985: 117 - 38; Zong, 1994,

1997, 1998)
[ 11, 12, 13, 17, 24, 35, 36, 37, 38 ]

开始关注和研究新种

族主义及其表现方式。中国大陆移民在加拿大日常生

活中、在劳动力市场上、在他们工作的地方更多的是经

历这种非公开的隐形种族主义。例如,在找工作时,虽

然一个对华人有种族或文化偏见的公司经理不会公开

说,因为你是华人而不愿意雇用你,但他会表面和蔼地

给你一些让你听起来很有说服力的其他理由。

从个人的层面看,隐形种族主义的主要特点是表

里不一,在语言和行为上以伪装的方式出现,来达到其

歧视和排斥异族群体成员的目的。这种情况不仅在社

会上存在,也往往发生在政府机构中。自 20世纪 70

年代以来, 北美政坛上时髦使用  po lit ica lly correct!
(  政治上不要说错话 !)的说法, 这似乎已成为任何政

治精英获取选票和得到公众支持的座右铭或一种政治

手段。即便有些政客骨子里仍然有种族的、性别的或

文化的偏见,但在表面上还是要表现出公平、公正和平

等的姿态。从制度的层面看, 隐形种族主义通过表面

上似乎公允中立的规则、政策、标准和程序,来实现其

在实际意义上限制少数民族群体的平等机会之结果。

例如,不承认新移民在祖籍国获得的专业资历和学历,

强调对来自非英语国家的移民申请人的英语要求, 并

将其作为获得移民身份的重要标准。

1995年,笔者对温哥华地区的公众进行问卷调查

的结果证实了这两种对立价值观的并存。尽管人们普

遍接受种族平等的理念原则, 但还是有许多人不能接

纳华人和中国移民。当问到  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是否
应该与其他加拿大人一样有同等的就业机会? ! 79%

的人回答是肯定的。当问到  加拿大的少数民族是否

应该与加拿大人一样在就业、受教育、晋升等方面有同

等的机会? ! 82%的人回答是肯定的。然而, 欧洲移民

和中国移民并未得到公众同样的接纳和支持。调查结

果显示, 73% 的人愿意接纳更多的欧洲移民, 只有

47%的人 (其中包括许多少数民族成员和移民 )同意

接纳更多的中国移民。

隐形种族主义为本质上具有排斥和歧视性的民族

关系戴上了所谓  民主!、 公平 !、 公正 !的虚假面

罩,它使少数民族和新移民处于更加脆弱和无助的境

地。隐形种族主义的受害者往往是有苦难言, 有理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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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明明感受和知道是种族歧视,但拿不出明显确凿的

言论证据去向别人倾诉或向人权委员会申诉。在现实

中,隐形的种族主义比公开的种族主义有更大的伤害

性和难抵御性。

四、结语

在过去的 25年里,移居加拿大的中国大陆移民逐

年增加。这些新移民当中有许多是受过高等教育和移

民前有职业背景的专业人士, 他们在国际劳动力市场

上是一批重要的人力资源。然而, 许多中国移民来加

后不能获得与自己专业相关的职业, 经历了职业上的

向下流动。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加拿大面临着个人和

社会的双重障碍。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 个人因素,如

语言能力、文化适应等,可以在华人社区的帮助下通过

个人努力来克服,但是移民者自身并不能通过个人的

努力来改变体制和社会性的障碍。比如,他们在中国

获得的学历、资历、以及工作经验不能在加拿大获得承

认;在加拿大劳动力市场上遭遇不平等的就业机会;以

及隐形的种族歧视。因而, 要消除体制和社会性的障

碍,需要华人集体的努力。加拿大的华人要通过自己

的团体和组织诉求平等权利与集体的利益。

加拿大多元文化社会中有两种相互冲突和矛盾的

社会价值观念并存: 一方面是人们普遍接受的平等原

则和理念;另一方面是传统的种族和文化偏见。这种

双重社会观念的并存是新种族主义产生和存在的重要

思想基础。新种族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特别

是 20世纪 60年代以来在北美形成的一种非公开的、

隐形的种族歧视现象。隐形种族主义的存在使北美日

趋紧张的民族关系更加模糊、微妙、和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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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Re lations and New Rac ism inMulticultural Society

# # # Soc ial barriers faced by m a inland Chinese im m igrants in Canada

ZONG L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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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Departm ent of Socio logy, Saskatchew an U niversity, Canada;

2. Research Institute of Em p irica l Soc ial Sciences, X i�an Jiaotong Un iversity, X i�an 710049, Ch ina)

Abstract� A s one of the d im ensions of socia l re la tionships, ethnic re lationship is an im po rtan t research area o f " re la�
t iona l socio logy. " The paper exp lores socia l barriers faced by m a in land Chinese imm igran ts in Canada and the em er�
gence of new racism, and analyzes chang ing features o f ethn ic relat ionship under new social and h istorical contex ts. M ost

recentm a in land Chinese imm ig rants arew ell trained and experienced pro fessionals seeking new opportun ities. H ow ever,

m any o f them are disappo inted and frustrated because they have no t been able to achieve a satisfactory socia l and eco�
nom ic status in Canadian soc iety. This paper rev iew s the trends of recentm ain land Chinese imm igrat ion to Canada and

exam ines obstac les thatm a in land Chinese imm igrants face in integ rating into Canadian society. Theo retica l debates on

the issue o f occupationa l attainm ent fo r professiona l imm ig rants and covered racism w ill be addr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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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Hand of Social Capital Impact ofAcquisition of Job Information

through Routine Social Exchanges on Position Obtain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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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Departm ent of Socio logy, Duke Un iversity, USA;

2. Research Institute of Em pirical Social Sc iences, X i�an Jiaotong Un iversity, X i�an 710049, Ch ina;

3. Departm ent of Soc io logy, Ch inese Un iversity ofH ong Kong, H ong K ong)

Abstract� Social capital capacity reflects its ex tensive effects in the labor m arket through m ultiple avenues o fm an ifesta�
t ion - its long hand includ ing them ode o f them ore v isib le use o f soc ia l relat ions and the resources in the job seeking

course as w ell as the less v isible mode to acqu ire job in form at ion in rou tine soc ial exchanges. Them em bers in the group

occupy ing the dom inant socio- econom ic posit ion are easier to acquire the in form ation about better jobs in routine ex�
changes, so they are able to obta in and prov ide to the netw ork m em bers this kind o f in fo rm ation. It is another feasible

avenue for them em bers o f the group fa iling to occupy the dom inant soc io- econom ic posit ion to actively explore and use

social re lations for accessing and providing the in form ation about better jobs. Bo th avenues p lay, to a d ifferent degree,

an enhanc ing ro le in the position acqu isition in the labor forcem arke.t From the em pirical ana lysis of an exam ple o f the

nat ion- w ide survey of em ployed adu lts in theUn ited States, itw as found that even after contro lling over other re lated

facto rs, soc ia l cap ita l still p lays a sign if icant ro le.

Key words� soc ial capita;l job relat ion; position acqu isition; job in form at ion

88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http: / /www. xbskb. 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