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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的外国移民：历史、现状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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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1988年以前，外国人移居缅甸的历史可以根据缅甸的历史发展进程分为六个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的外国移民数

量和特点随着缅甸历史和政局的变动而不同。1988年后，随着缅甸新军人政权的建立，大量的中国人移居缅甸，成为缅甸的新

移民。不同时期的外来移民对缅甸的发展贡献了力量，同时也对缅甸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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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移民是一个极具争议的概念，本文里面
的“国际移民”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既指以定居
为目标并且已在居住国连续居住了1年以上时间的
移民，也包括在居住国居住时间相对比较长的移民
工人。此外，本文的国际移民包括“合法移民”和
“非法移民”。

一    1988年以前移居缅甸的外国人
（一）1988年以前外国人移居缅甸的历史、概

况和特点
外国人移居缅甸的历史比较久远。1988年以

前外国人移居缅甸的历史可以简要分为下面几个阶
段：英国殖民时期以前、英国殖民时期至日本侵略
之前、日本占领缅甸时期、1945年至1947年、缅甸
独立至1962年、1962年至1988年。    

英国殖民统治缅甸之前，移居缅甸的外国人主
要是中国人。中国人移居缅甸可以追溯到唐朝，大
约明末清初时，就有大量的中国人移居缅甸，至英
国对缅甸殖民统治前夕，在缅甸的中国移民已经形
成一定的规模。

第二阶段，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进入缅甸
的外国移民主要是中国人和印度人。1824年，英国
开始入侵缅甸，至1886年，英国完全把缅甸纳入其
殖民体系，成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在殖民当局鼓
励大米出口的政策以及当时国际市场上持续攀高的
稻米价格的刺激下，下缅甸的水稻种植得到快速发
展。随着水稻种植面积的增长，下缅甸对劳动力的
需求也不断扩大，英国殖民当局先后颁布了《1852
年外侨条列》、《1864年外侨条列》和《1876年的
田赋法案》，鼓励外国人移居下缅甸。在这些政策
和法律的鼓励下，大量的中国人和印度人移居缅
甸。根据殖民政府的调查，1911年全缅华人为12.2
万人，1921年为14.9万人，1931年为19.4万人，1941

年增长到30万人，约占缅甸总人口的1%。[1]1862
年，下缅甸被并入英属印度后，印度人能够很方便
的移居下缅甸。为了方便印度的穷人移居下缅甸，
英国殖民政府向航运公司提供补贴以降低票价鼓励
印度人移居缅甸，19世纪后半叶，移居下缅甸的印
度人的数量不断增长，1872年为3.75万人(不到下缅
甸总人口的2% )，1901年则超过了29.7万人(超过下
缅甸总人口的7%)。[2]1921年至1931年间，在缅甸的
印度移民人口从88.1万人增至110.8万人[3]，缅甸成为
东南亚国家中印度移民最多的国家。[4]

1942年1月，日本大举入侵缅甸，至5月30日，
日本已经完全占领了缅甸，取代了英国成为缅甸的
殖民统治者。这段时期，在缅甸的外国移民主要有
印度人、中国人和日本人。总的来说，这段时期，
移居缅甸的印度人和中国人的数量呈下降趋势，因
为不堪忍受日本殖民者的残酷统治，大量的印度人
和中国人撤离缅甸。据估计，这个时期印侨撤离缅
甸回国的约40万人[5]，中国侨民撤离缅甸回国的大约
几万人，但是途中死亡超过半数以上，实际安全撤
离缅甸抵达中国西南的约2万多人[6]。同期，一定数
量的日本人以政治移民的方式移居缅甸，直接为日
本对缅甸的殖民统治服务。

1945年5月，日本对缅甸的殖民统治完全崩溃，
英国殖民者卷土重来，恢复了对缅甸的殖民统治。
至缅甸独立之前，英国又对缅甸进行了约3年的重
占。英国殖民者沿袭了战前的移民法规。1945年底
至1946年初，大量的中国侨民和印度侨民返回缅
甸。然而，大量的中国侨民和印度侨民返回缅甸引
起缅甸人民的舆论，英国殖民当局不得不在1947年
颁布了一项移民紧急条例，对外来移民进行一定的
限制和约束，这个政策是缅甸移民政策的转折点，
此后，缅甸从鼓励外来移民向限制移民进入缅甸方
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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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月4日，缅甸获得了完全的独立，1948
年至1962年在缅甸历史上被称为自由同盟时期。这
个时期，缅甸的移民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继续
延续了1947年以来以限制为主的移民政策。在侨民
加入缅甸国籍问题上，缅甸当局改变了殖民时期以
出生地为主要原则的做法，转而采取以血统主义为
主、出生地主义为辅的入籍政策，并在《缅甸联邦
宪法》里面对缅甸公民资格作了如下规定：“(l)凡
其父母现为或原为缅甸任一土著之种族者；(2)凡出
生于联邦境内任一地区，其祖父母中至少有一人现
为或原为缅甸任一土著种族者：(3)凡出生于联邦境
内任一地区，其父母现为缅甸公民，抑或其父母假
使在本宪法实施时仍然生存则应为缅甸公民者：(4)
凡出生于任一地区，当其出生时，该地系属于英皇
领土范围内，而在紧接本宪法实施之日或1942年正
月一日以前十年间，曾居住于联邦境内任一地区8年
以上，有永久定居该地区之意，且依法律规定之方
式及限定时间内，表示其愿为联邦公民者，即为联
邦公民。”[7]由于入籍条件相对苛刻和其他原因，
这个时期的侨民加入缅甸国籍的并不多。拿华侨来
说，至1961年，缅甸移民部报告，加入缅籍的华侨
共有6，279人，没有入籍的18岁以上的华侨有91，
156人。[8]总的说来，正如1964年缅甸《仰光报》社
论指出的，缅甸“独立16年来，加入缅籍的外侨是
很少的。”[9]在这个时期，尽管加入缅甸国籍的华人
占移民缅甸的中国人的比例不大，但是随着中缅两
国建交和关系不断深入发展，移民缅甸的中国人还
是比较多，他们在缅甸的地位也比较高。

1962年至1988年，奈温军政府统治时期，进
入缅甸外国移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数量上急剧
减少。奈温军政府于1963年大力推行国有化政策，
把大量外侨所有企业收归国有，一大批华人和印度
人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失去了在缅甸继续生活的
经济基础，不得不离开缅甸。大批的印度人回到印
度，至20世纪80年代初，缅甸大约还有40万印度
人，其中4.7万人已加入缅甸国籍，4.7万人保留印
度国籍，4.6万人拥有其他国籍，其余26万人无国
籍[10]。华人在奈温政府时期的地位可谓一落千丈，
除了经济上受到国有化运动影响外，1967年6月，缅
甸很多地方都发生了大规模缅人排华反华事件，6月
26日，奈温军政府策划了反华暴乱，对仰光华侨进
行了镇压，这一事件被称为“6.26”事件。“6.26”
事件爆发的原因主要有：第一，中国文化大革命极
左思潮对缅华社会造成了影响，缅华社会采取了一
些模仿中国国内文化大革命的极左做法，如佩戴毛
主席像章、读背毛主席语录等[11]，给缅甸当局造成
了紧张感，认为缅华社会的行为不利于进一步建
立国家认同，缅甸华人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
嫌疑；第二，“6.26”事件也是缅甸军政府利用极
端民族主义牺牲华侨利益，转嫁统治危机，寻求合
法性的牺牲品[11]。1962年，奈温军政府上台后，一

直面临政权合法化的危机，民众反对军人社会主义
高压政权的行动一直没有间断，1967年，缅甸面临
内战的危险可能比奈温上台以来任何时候都大。食
用油、大米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分配出现了全面的
恐慌，”市民、学生不断游行示威。奈温政府为了
转移民众的注意力，利用了缅华社会极左的行为，
煽动了缅人对华人华侨的仇恨。正如西方学者认为
的“6.26”事件的事实是“奈温将军把国内问题转
变为国际问题，把国家拉向自己这边，使华人成为
缅甸人愤怒的目标，给军队一个喘息的机会”。[12]

此外，“6.26”事件还有其他的原因，如当时国际
上的反华浪潮也对“6.26”事件具有一定的示向作
用。正是由于“国有化、大排华”形成了巨大的推
力，大量的华人和印度人离开了缅甸。1963至1967
年间，有超过30万印度人与10万华人离开缅甸，
1982年，缅甸政府通过新公民权法，歧视外籍人，
使华人难以立足。于是，华人又掀起另一股离境浪
潮，许多人移居台湾、香港、澳洲与美洲。[13]

总的来说，1988年以前移居缅甸的外国人主要
是华人和印度人，他们在缅甸的人口数量和地位随
着缅甸国家政权的变更和移民政策的变化而发生巨
大的变化。

（二）1988年以前外国移民对缅甸社会发展的
影响

毫无疑问，大量的外国移民进入缅甸对缅甸社
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
消极的一面。

从积极的方面说，大量的印度人和中国人移居
缅甸为缅甸的经济发展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为缅甸的发展提供
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缅甸
的水稻种植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然而，水稻种植业
是一种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大量
的印度人和中国人移民缅甸为开发缅甸提供了廉价
的劳动力。他们为英国殖民者创造财富的同时，也
为缅甸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给缅甸带来
了先进的科学文化，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总的来
说，印度人和中国人的科技文化比缅甸人的要高得
多，大量的印度人和中国人移民缅甸后，带来了先
进的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促进了缅甸生产力的发
展；第三，对缅甸商品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总
的说来，在印度人和中国人来到缅甸之前，缅甸主
要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而移民缅甸的大多数印
度人和中国人主要是从事工商业。客观上促进了缅
甸经济结构的完善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如根据1962
年的一份材料，当时华人所经营的工业占缅甸私营
工业的75%，华人还垄断了一些新兴工业项目。[14]

第四，大量的外来移民促进了缅甸城市化进程。以
仰光为例，1824年，仰光还只是一个有约9000人的
小镇，到1921年，仰光的人口就达到了到100万人，
其中有印度人约50万，华人7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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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量的外国移民也对缅甸的社会发展造
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第一，1988年以前移居缅甸
的外国人，除了华人外，印度人和日本人分别是伴
随着英国殖民和日本占领而进入缅甸的，他们大多
都是直接为殖民当局服务，给缅甸带来了深重的灾
难；第二，大量外来移民进入缅甸与缅人竞争工作
岗位，使得缅人的处境变得艰难。而且，大量的印
度人和华人比缅人能够吃苦，使缅人在竞争中处于
劣势；第三，经济上的矛盾转化为政治矛盾和民族
矛盾，给缅甸社会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对
于印度人来说，缅甸人认为他们是英国殖民统治者
的附庸，而且忠实于英国，是他们的敌人。由于这
种观念，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缅甸发生了两次比
较大的印度人和缅人的冲突。一次是1930-1931年的
缅甸人与印度人冲突。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
蔓延到缅甸，加之来自印度的齐智人通过放高利贷
等方式霸占了农村的大量土地，许多农村人口不得
不迁移到城市找工作。缅甸本地劳工和外来印度劳
工之间对工作岗位的竞争直接导致了缅人和印度人
的冲突。冲突从仰光开始，之后蔓延到仰光周围的地
区，在东吁、勃固和汉萨瓦底地区都发生了缅甸人与
印度人的冲突。官方报告显示，在冲突中大约有100
人被杀死，1，000人受伤，其中大多数是印度人；而
当时的观察家认为大约有300-500人被杀死。[16]另一
次是1938年的反穆斯林运动。1931年 ，一个名叫瑞
皮(ShweH pi)的穆斯林写了一本包含有极度贬低佛陀
内容的书，这本书发行量和销售量的大增引起了缅
甸佛教徒的注意，随后爆发了佛教徒与穆斯林之间
的冲突。1938年，冲突激化，反对穆斯林的激进运
动很快蔓延到仰光市的其他地区，而且几天之内又
蔓延到缅甸的大多数城市和城镇。由于在缅甸的很
大一部分印度人是穆斯林，这场佛教徒与穆斯林之
间的冲突很快演变为缅人与印度人之间的冲突。这
场冲突直到当时的巴莫政府被迫制定《仰光紧急安
全法案》后，才得到了平息，给缅甸当时的社会秩
序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二    1988年以来进入缅甸的新移民
1988年9月，缅甸国家恢复法律与秩序委员会接

管政权，实现民族和解，放弃了奈温政权长达26年之
久的闭关锁国政策和计划经济体制，宣布经济改革和
对外开放，实行市场经济和鼓励私有化的政策，采取
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积极利用外资，鼓励发展私
营经济，加强同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泰国等
的边贸关系。在这样的政策鼓励下，大量的外国移民
进入缅甸，成为进入缅甸的新移民。

（一）1988年以来外国人移居缅甸的原因
从目前国际移民理论来看，主要的理论大多

都集中于解释国际移民的动因。本文认为能够解释
1988年以来外国人移居缅甸的动因的理论主要有以
下几个：

1、推拉理论。推拉理论认为“推”和“拉”
双重因素决定了国际移民的存在和发展。“推”的
因素，如人口增长、生活水准低、缺乏就业机会、
政治压力等等，迫使人们离开故土；而“拉”的因
素，如外国的劳工需求，获得土地、良好与充足的
经济机遇、政治自由等，亦能吸引人们寻求移民。
1988年9月以来，缅甸政府施行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
措施和政策，给外来移民提供了良好和充足的经济
机遇，对外来移民形成了“拉力”；同时，由于移
出地人口增长，竞争加剧，经济机会少，对移民形
成一定的“推力”。

2、移民网络理论。移民网络是指移民和仍在原
居地的亲人、朋友，基于亲情、友情所建立起来的
种种联系。一般来说，那些与海外移民有着某种社
会关系的人会极大地增加国际迁移的可能性；那些
有过一次迁移经历的人，后来的迁移会依赖于其以
前的迁移经历和与其他移民之间的社会联系。[17]印
度人和华人移居缅甸的历史悠久，已经在缅甸建立
和一定的网络和社区，这为后来移民者能够提供很
大的帮助和使他们能够找到归属感。同时在奈温政
府时期返回迁出国的大量移民由于具有迁移经历，
在1988年后也逐渐回迁缅甸。

3、移民系统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殖民、政
治影响、贸易、投资和文化联系等原因，使得移入
国与移出国之间形成了紧密而稳定的纽带；正是因
为存在这个纽带，导致了后续的大规模移民。[18]进
入缅甸外国移民的数量和规模总是伴随着迁出国与
缅甸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1988年9月，缅甸国家恢
复法律与秩序委员会执政后，由于印度政府支持缅
甸民主派领袖昂山素季，收容逃亡的缅甸民主斗士
和学生，导致缅、印两国关系一定程度上恶化，卑
谬(Prome)、东枝(Taunggyi)、眉苗(Maymyo)等地先后
发生反印骚乱，印度人纷纷逃到首都仰光避难。[19]

也有很大一部分印度人返回了印度。而中国在处理
与缅甸关系时，继续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双方关系一直发展良好，这给华人移民缅甸奠定了
基础。

（二）目前缅甸境内外国移民的基本情况和特点
1988年以来，缅甸国内的新移民人数最多的是

中国人，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1988年至今进
入缅甸的华人新移民数量却难于估计。香港《亚州
周刊》1988年8月26日报导，在缅甸4千万人口中，
华人占2.2%。按此计算，缅甸当时的华侨人口已经
超过80万。[20] 21世纪初年以后，随着GMS次区域建
设的推进，中国与缅北经济关系更加密切，不少中
国人移居到缅甸定居和经商。据庄国土教授估计,至
2007年，缅甸的华侨华人约250万，其中新移民的
数量约在100-110万人之间[21]。从分布上来看，缅
甸华人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中小城镇，如仰光、曼
德勒、腊戍、勃生、当阳、东枝、密支那、毛淡棉
等，他们主要从事商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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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缅甸具有一定数量的非法华人移民，中
国到缅甸的非法移民包括两部分，一是从中国非法
出境跑到缅甸的中国籍公民；二是根据云南地方政
府与缅甸少数民族武装签订的合作协议，从中国合
法出境到缅甸打工的中国籍公民。由于缅甸特区政
府无权批准外资企业开采矿产和伐木，缅甸中央政
府将这部分到缅甸从事资源开发的中国人也视为非
法移民。目前，从中国到缅甸的非法移民数量无法
准确统计。总的来说，在缅甸的中国移民的数量一
直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的问题，非法移民的数量更
是无法统计。但据有关部门的统计，仅缅甸掸邦东
部第一特区（果敢地区）到2001年就有来自中国大
陆的非法移民4万多人，可见在缅甸的中国非法移民
数量还是不少的。

（三）外国新移民的影响
总的来说，大量的外国新移民对缅甸的社会发

展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1、外国新移民对缅甸经济社会的影响
从经济上来说，外来移民对缅甸的经济发展具

有特殊的贡献。1988年9月，新军人政府上台后，施
行了一系列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鼓励
私人投资工商业，另外还颁布了两项促进经济自由
化的法律，一是1990年宣布“税收特赦令”，允许
个人无法说明来源的财产，只要补缴25%的税就可
变成合法收入，用于投资和购买房地产；二是1994
年颁布的一项“公民投资法”，允许私人投资者开
办各种工商企业。缅甸政府的这些政策有力地调动
了华人投资工商实业的积极性，因为华人的经济发
展在法律上得到了保护。在越来越宽松的政策下，
华人投资工商业的热情不断高涨，不少华人向工、
商、金融、服务业多种经济行业发展。随着不断地
发展，华人经济已经是是缅甸私营经济的重要动力
和重要组成部分，据2000年统计，当前在缅甸私人
经济中，华人已和缅甸人、印度人一道平分秋色，
各占到1/3左右[22]。随着缅甸积极推进私有化、自由
化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及跨国界的华人经济资本
的进入和中缅经贸关系的发展，缅甸的华人经济会
朝着更高层次和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将会在缅甸的
经济结构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2、缅甸的中国新移民对中缅关系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中国新移民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移

居缅甸，给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
也成为影响未来中缅关系发展的消极因素。首先，
数量众多的中国非法移民在缅甸从事非法活动和非
法生意，不仅会给缅甸政府和人民造成恐惧，同时
也会改变缅甸对中国的看法，给中国的国际形象造
成不良影响。其次，由于缅甸的中国新移民数量中
国，已经成为一些国家渲染“中国威胁论的”证
据。2005 年， 一位长驻印度孟加拉邦的独立研究者
Sudha Ramachandran 提出：在过去10 年中，至少有
100 万以上的中国移民进入缅甸，其数量之大已经

改变了缅北地区的族群结构。[23]此后，这一关于缅
甸中国新移民的数量被西方人口问题观察家反复引
用。[24] 他们认为数量如此之大的中国移民对缅甸来
说是一种威胁。从长远看，移民问题，尤其是数量
众多的中国非法移民问题将会成为影响中缅关系发
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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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Season of Migration to the North is regarded as a miracle in Arabic literature. Salih presents the readers 
with a picture of migration which is filled with fantastic conversion of time and space, and the characters’ identities in this 
novel take on a dynamic view between de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And in this paper, it analyzes three types of questing 
for identities among th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identity in construction in a resistant way, identity from destruction to 
construction in a mimetic way, and identity from construction to destruction in a strategic way. Cultural identity is not fixed 
and closed, but dynamic in a historic process. As the active negotiation between de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goes, it offers 
the characters in interstice a new identity which is created in “liminal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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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nna's Foreign Immigrant:History、Present Situation and Its Influence
SHAO Jian-ping

(Honghe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 Relations,Mengzi 661100,China)
　　Abstract:Before 1988, the immigrants history of Myanmar can be divided into six stages, the amount and traits of 
every stage varied with the change of Myanmar's history and regimes. As the military junta took power in 1988, a great 
number of Chinese have been migrating into Myanmar.The immigrants of different stages made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Myanmar.
　　Key words: Myanmar;immigrants;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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