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纪是个移民的时代。全球化趋势增加了各

国间的交流，人口流动也日趋频繁。据“国际移民组

织（#$%）”发 布 的《!&&’世 界 移 民 报 告 》，预 计 在

!&&’年 上 半 年 全 世 界 国 际 移 民 约 为"()’亿 至"(*!
亿，占世界人口!(*+,"-。!&&.年，在扩大的欧盟!’个

国 家 中 有.(’/亿 居 住 人 口 ， 其 中 国 际 移 民 约 有

0/&&10*&&万，占欧洲总人中的)+左右，占世界移

民人口的" 2 ’,!-。在欧盟成员国涌动的移民潮已成为

欧洲乃至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中国作为一个人口

大国，改革开放以来，移居海外的新移民日趋增多，

成为国际移民潮中引人注目的一支。欧盟各主要成

员国成为中国新移民的重要目的地之一，涌入欧盟

国家的中国移民数量大幅增长。!&世纪’&年代时，

欧洲华人仅有万人左右，/&年代中期突破’万，3&年

代中期突破0&万，*&年代后猛增到上百万,0-。国际移

民组织在!&&.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中称，在!&&"年前

的"&年间，进入西班牙的中国移民增加了/倍，达

0(/万人。同期移民意大利的中国人则增长了!/&+，

达到了将近’万人。另外，在不到"&年的时间里，进

入爱尔兰的中国移民几乎从零增加到了.万人，占

到该国人口总数的"+。另外，匈牙利目前约有0万

中国人。根据德国和法国驻华使馆提供的数据，包

括留学生在内，!&&.年居住在德国的中国人达到了

3(’万人，居住在法国的中国人则有.(!万人,.-。对于

拥有"0亿人口的中国而言，这些移民无疑只是沧海

一粟，但他们给接收国却带去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大陆新移民在欧盟境内连续发生多起

惨案以及西班牙针对温州商人的烧鞋事件，引发了

人们对在欧盟国家的中国大陆新移民尤其是非法

移民的高度关注，某些国家或势力又开始了 “黄

祸”、“中国威胁论”等种种非议。如何认识在欧洲的

中国大陆新移民就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它

关系到中欧关系、海外华侨华人利益及中国、欧洲

的发展等问题的重要因素。

一、新移民研究的突破

"*3&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使越来越多的国

人有机会跨国迁移，从而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移民群

体。"**&年代以来，经济的全球化又加速了这一群

体的流动。由于第一人口大国的特殊地位和意识形

态等因素，中国大陆人口的国际迁移也即 “新移

民”，常常被过分“关注”，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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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新移民问题的重视，推动了对这一问题的深入

研究。在我国，由于历史的原由，对于人口跨境迁移

的研究，基本归入“华侨华人研究”的范畴。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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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近数十年来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人口

跨国迁移所涉及的范畴，业已远远超出我国传统华

侨华人研究所能涵盖的领域。因为，一方面，全球化

浪潮势不可挡，人力资源的全球观相伴而生，走向

“开放的社会”已成共识。但是，另一方面，每一个民

族国家却无不严格地固守、甚至日益强化着自己

“封闭的边界”，民族国家的利益至高无上。因此，

“开放的社会”与“封闭的边界”就成为当今一个严

重的时代悖论，在这一悖论中方兴未艾的国际移民

潮，业已使相关国家政府面对着一系列较之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为严峻的社会问题，也推动着国内外学

者们突破“华侨华人研究”的范畴，进入国际移民研

究这样一个更广阔的空间范畴。因此，将中国的新

移民问题置于国际移民大潮的背景下，从国际移民

的角度研究中国新移民问题，应成为我们客观公正

地认识新移民问题的一个切入点。

然而，国内外研究者把华侨华人研究纳入国际

移民研究只是近十多年来的事。之前，国际移民研

究与华侨华人研究是相对分离的，它们在不同的领

域分别进行。随着国际移民研究与华侨华人研究的

深入，它们之间开始相互渗透与结合。华人移民是

当今世界各地分布最广的移民群体之一。因此，在

国际移民研究中无疑具有典型性，成为当代国内外

国际移民研究领域越来越关注的前沿视点。同时，

海外华人研究也需要借鉴国际移民研究的理论模式

和方法，其中也需要关注当代国际移民研究中“反映

移民现象与社会政治日益密切的关系”问题$%&。

二、国外研究的历史脉络与现状分析

国际移民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世纪末，地理

家莱文斯坦（’()(*+,-./0-1.）就曾对人口迁移的问

题做过研究并试图总结出若干移民规律$2&。国际移

民研究领域具有理论建树的阶段是3#世纪六七十

年代以“新古典派”为代表的成就。当时从事这方面

研究的主流学者都是经济学家，在移民理论方面最

有影响的观点主要是移民原因、目的等方面的问

题，如“合理选择”、“效用最大化”、“预期净收入”、

“生产要素流动性”、“工资差”之类。但是，在3#世纪

4#年代中期以后，国际移民的现象、类型和特点都

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新古典派”的理论在日益变化

的现实中已经变得捉襟见肘，国际移民理论需要新

的发展，需要更多学科的参与。近三四十年来，根据

当代移民潮的新特点，西方学术界又从经济学、政

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人口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

角度，对当代大规模国际移民做了多方面的探讨$4&。

!""#年代以来，国际移民研究成为一个跨学科

的综合领域，各学科之间相互交叉、交融，成为当代

国际移民研究的一大发展趋势。纵观近年来在国际

移民研究领域产生较大影响的一系列理论或概念，

几乎难以单纯地归属于某一学科，例如，美国伯克

利大学的人类学教授王爱华最先提出 “弹性公民

论”（56-7186-9101:-./;1<），但是，这一概念显 然 远 远

超出传统人类学范畴，涉及政治学、法学、社会学、

经济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因而引起了多方关注

与热烈讨论$=&。国际移民研究因此进一步深化，不仅

涉及个人、家庭、群体的微观研究，也涉及民族、社

群、国家，乃至跨国族群（0>+./.+01?.+6 9?@@A.10B）或

散居族群（C1+/<?>+）的中观把握，还有全球性大环

境、大潮流的宏观剖析。从整体上看，国际移民研究

所探索的最基本问题则可以归结为二：其一，何时、

何人、为何、如何跨国迁移？其二，跨国迁移对迁移

者个人、家庭及相关群体、地区、国家乃至整个世界

可能产生什么影响？研究的直接目标，是在合理解

读移民行为的基础上，推动移民政策的合法制定，

进而达到移民个人或群体在大社会中的和谐生存

与发展；最终目标，是全球资源的合理有效共享，全

球人的和平共处，共赢共荣$"&。

在国际移民研究中，对于欧洲国家的国际移民

的关注开始于3#世纪2#、4#年代。在西欧，战后初年

因经济发展需求而 “请 进 来 ” 的 异 民 族 “客 工 ”

（DA-/0E?>F->/），自3#世纪4#年代石油危机爆发后不

仅不再受到欢迎，甚而因多数人选择定居于接纳国

而一直成为西欧社会 一 个 难 以 化 解 的 社 会 难 题 。

!"2"年 ， 美 国 明 尼 苏 达 大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了*?/-，

G>.?6C H( 著的《在欧洲的移民：接纳与调整的问

题》。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大量的

外来移民涌向欧盟国家，移民问题在社会经济发

展、社会就业、社会安全、社会福利政策等领域日益

突显，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这引发了欧洲朝野

的普遍关注，故而推进了欧洲移民研究。近年来，欧

洲移民研究基本上有三方面，一是将欧洲的移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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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世界移民的一部分，进行整体研究，从全球的角

度 和 视 野 来 考 察 欧 洲 的 移 民 。 主 要 论 著 有!"#$，

%&’’())的《*+,-至*++.年欧洲的国际移民：人口数

据与地理分布概况》；/01# 23)4，5## 2"#$)(40#，/(#6
#"7(8 90$3841的《欧洲的国际移民：资料来源、方式

和趋势》。二是对欧洲各国移民具体研究，或是比较

欧 盟 国 家 与 其 他 国 家 的 外 来 移 民 。 主 要 论 著 为

:18"’4"3# /0;;<(的《移民与国家：美国、德国与英国》。

三是移民问题专题研究，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融合等不同的角度研究移民，或是对某一外来移民

群体进行。例如=">13() ?"#4)(的《欧洲的文化与认

同》，@3# :088A主编的《经济学与欧盟移民政策》。

*++.年代以来，欧洲的国际移民研究开始与华

侨华人研究相结合。而与此同时，欧洲华侨华人研

究也从另一端渗透、拓展至国际移民研究领域。此

前，国外欧洲华侨华人研究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

的过程。在战前，由于欧洲华人群体数量有限，对他

们的研究还没有开始，只有一些资料记录，如欧洲

当地国的人口统计数据、档案材料、新闻报导以及

专项调查报告B*.C。战后的D.世纪-.、E.年代，华人移

民尤其是香港、东南亚的华人移民进入欧洲，国外

欧洲华侨华人研究开始起步，但著述不多，是一门

冷寂的学科。前苏联对我国华侨华人历史贡献的研

究在上世纪E.年代因中苏关系的破裂而归于沉寂，

西欧学者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从学术研究的

角度关注过生活在其周围的中国人，并出版了他们

的研究成果，其中有*+-F年荷兰“天主教社会教研

究所”的成果《荷兰华裔群体》，旨在了解华裔人口

宗教信仰状况的研究；*+EE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

=GHGI())"#$3和?GJGK0)4(8’完成了题为《阿姆斯特丹

华人：融入荷兰社会一个少数族群》的硕士论文；

*+EL年新加坡华人吴贵竹出版的专著《中国人在伦

敦》B**C。从整体上看，这一阶段的研究领域狭窄，倾

向于事实描述，观点与预见都失之偏颇，而且有限

的研究成果往往仅停留于用本国文字写成的报告

或论文，大多数未能正式出版，难以被外界所了解，

因此缺乏一定的理论建树。

D.世纪F.、L.年代以来，欧洲华人群体的壮大

与变化、发展，使欧洲一些国家政府认识到华侨华

人研究是现实性极强的专学，对此进行资助，因而

推动了这一研究的发展。例如在荷兰，上世纪L.年

代和+.年代，政府两次资助关于“荷兰华人社会地

位”的大型社会调查，并于*+LL年发表调查报告《荷

兰华人地位》，*+++年出版第二次调查报告《荷兰华

人社会地位》。在英国，*+L,年，英国内政部委托属

下“种族关系与移民小组”对国内华人的生活状况

进行过一项大型调查，*+L-年*月完成了《英国华人

社会报告书》，成为英国政府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

备忘录。在法国，+.年代初，法国城市健康与社会事

务处、社会活动基金会M52等共同资助由华裔学者

廖遇常主持的“法国华人一百年”专题研究及展览，

并于*++-年*月 在 巴 黎 举 办 “欧 洲 华 人 移 民 研 讨

会 ”，*+++年 巴 黎 第 七 大 学N8">J&(83’’"O077博 士 得

到为期三年的专项资助，主持“法国华人社团研究”。

在德国，柏林市政府外国人中心的“外国人在柏林”

研究系列，包含了“中国人在柏林”专题，并于*++E年

出版了中德文双语文本《中国人在柏林》。“意大利中

国新移民研究”是佛罗伦萨大学的重点项目。该大学

相继于*++,、*++-和*++F年三次举行关于“意大利中

国新移民”的研讨会。在华人人数较多、华人社会较

为活跃的国家，如荷兰、英国与法国，有关学者做了

一些重要的研究工作，关于欧洲华侨华人研究的文

章和专著相继问世。例如，英国学者班国瑞（J8($08
P(#40#）教授和彭轲（M83#< QG;"(<(）教授共同主编了

论文集《欧洲华侨华人》，法国华裔学者廖遇常（H"R(
S&T2"0#）发表过多篇关于法国华人研究的文章，丹

麦的朱梅（=(#(U1&#!）女士著有《中国人移民丹麦：

餐馆业与族群认同》一书。此外，意大利、俄罗斯、比

利时、德国、匈牙利等国也有一些学者在研究进入本

国的华人移民。在欧洲以外，*+F-年，人类学家华琛

（/3O(’ HG?34’0#）教授在美国出版《移民与宗族：在香

港与伦敦的文氏家族》一书，该书以人类学详实的田

野调查为基础，通过研究一个超越国境的宗族网络，

深刻剖析了跨越两种文化的迁移对传统宗族社会的

影响，成为研究欧洲华侨华人问题的重要参考书B*DC。

这一阶段的欧洲华侨华人研究内容丰富，而且涉及

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成为当代

欧洲华侨华人研究的一大特点。但是这些研究大多

数仍然局限于单一国家的研究，且研究方法雷同，不

注重比较分析。不过，一些学者如英国牛津大学的

彭轲博士认识到研究局限于欧洲某一国家是不完

全的，会看不到华人在全欧甚至是全球范围内活动

的情况，也会夸大华人群体的凝聚力。他提出要从

欧洲整体的角度来研究欧洲华人，这样才能得到全

面、深刻的认识B*VC。在他与班国瑞教授共同主编的

论文集《欧洲华侨华人》一书中就有一些文章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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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的角度对华人问题作了开拓性的探讨，如学者费

立民（!"#$$%&’ ()*%+,%-&+#&）的文章探讨了欧洲华

人的认同观，!*-&. /-01.2和李灵的文章则探讨了

欧洲华人的移民模式。尽管上述的研究还缺乏有力

的实证材料及剖析，然而，从全欧的角度对欧洲华

侨华人进行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标志着华侨华人

的研究开始向国际移民研究领域拓展，成为国际移

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如前所述，中国大陆

新移民成为了一个新的研究热点。

当前，国外学者们对欧洲国家的中国大陆新移

民的研究开始关注，但是到目前为止，成果并不多。

3445年，英国牛津大学设立了大型研究项目“跨国

族群研究”，其中的子项目之一是“在中国之世界体

系的边缘：欧洲的福州人”，该研究的初期成果已由

“国际移民组织”刊行，即：6.#"72&著《中国人非正常

迁移的迷失与现实》和!89%#.#著《中国人移民欧洲

的近期动向：福建移民研究》。这两本小册子以宏观

描述及理论探讨为主，但缺乏有力的实证材料及剖

析。:;;<年夏，该项目的最终成果，由彭轲等人所著

的《跨国华人：福建移民在欧洲》一书由美国斯坦福

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弥补了上述两本小册子的不

足，对福建移民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提供

了大量重要而翔实的原始资料，成为研究欧洲的大

陆新移民重要的参考书。此外，日本学者莫邦富著

有《拼着：在俄罗斯和东欧的新华侨》一书。:;;<年=
月，牛津大学的彭轲教授在圣地牙哥加州大学移民

比较研究的研讨会上提交论文《中国的全球化与移

民欧洲》。值得注意的是，在彭轲教授的著作与文章

里，已开始将欧盟国家的移民政策与大陆新移民结

合起来进行分析，对欧盟移民政策进行反思，并提

出建设性意见。尽管还不全面与系统，但却是重要

的理论创新，也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总之，目前欧洲的大陆新移民研究空白点还比较

多，该领域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开辟或拓展。

三、国内研究的进展与现状分析

国内学者是在344;年代以来才开始了对于新

移民的研究，但是由于研究视角和理论的局限，一直

以来，是将新移民纳入华侨华人研究范畴，《华侨华

人历史研究》等杂志还专门辟出“新移民研究”专栏

发表有关文章。而且对新移民的研究也多囿于北美、

大洋洲等国家与地区，对欧洲的大陆新移民则研究

较少，这一方面是因为欧洲的大陆新移民还未引起

相当的关注，另一方面是它的研究基础———欧洲华

侨华人研究还相当薄弱。在上个世纪5;年代只有寥

寥无几的著作，还多限于对俄罗斯 > 前苏联的华侨研

究，如盛岳著《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李永昌

著《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相对来说台湾学者对欧

洲华侨华人的研究则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也涉及

到一些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但由于政治原因，观点往

往偏颇，较少整体的客观的认识?3<@。值得注意的是，这

期间一些大陆学者利用熟悉本乡本土侨情的优势，

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侨乡调查。如浙江的王忠明、章志

诚等人，在欧洲华侨的主要移出地文成、丽岙、白门

等地，挨门挨户进行侨情调查，搜集整理资料，常以

地方志、华侨志和资料汇编的形成发表，如王忠明编

的《文 成 华 侨 历 史 资 料（34;AB345<）》、陈 慕 榕 编 的

《青田县志》、章志诚主编的《温州华侨史》，为欧洲华

侨华人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3444年A月，大型工

具书《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出版，其中包含了欧洲华

侨华人研究的最新成果及信息，是迄今为止关于海

外华人研究最为大型的参考书。基本上，上个世纪

5;、4;年代对欧洲大陆新移民的研究还是在华侨华

人研究范畴之内，缺乏从国际移民的角度对中国移

民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及相关的比较研究，这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正确认识。

进入:3世纪，欧洲的中国大陆新移民日益引起

海内外的关注，国内学者对大陆新移民的研究也开

始突破华侨华人研究范畴，进入更大的多学科的综

合研究的国际移民范畴。:;;;年，中国社科院社会

学研究所王春光博士出版了《巴黎的温州人：一个

移民群体的跨社会建构行动》一书。他运用社会学

的研究方法，进入巴黎温州人的圈子内，通过参与

观察、个案访谈及网络跟踪法进行实证调研。作者

没有仅仅停留于描述巴黎温州人的传奇性经历，而

是从“无边界公民”的视角探讨巴黎温州人的“跨社

会建构”，指出他们有着强烈主体能动意识，正在从

社会经济生活和价值观念等方面把自己建构成一

种社会新类，表现出一种独特的社会融入模式?3A@。

:;;:年，厦门大学人类学教授李明欢出版了《欧洲

华侨华人史》，这是第一部从欧洲整体的角度来研

究欧洲华侨华人的专著，尽管以“史”为立意，但却

尝试在社会学、民族学、人口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

融会贯通，从国际移民这一更大的视角来审视欧洲

华侨华人的发展及生存状态，其中很多第一手资料

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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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文章从多学科角度研究

大陆新移民，将之作为国际移民的一部分进行综合

研 究 ， 如 张 秀 明 的 《 国 际 移 民 体 系 中 的 大 陆 移

民———也谈移民问题》、黄润龙的《近十年我国大陆

海外新移民》等，对新移民的概念、组成及特点进行

了分析。此外，还有对新移民的来源地进行研究，如

朱美荣的 《福建省新移民问题剖析及相关政策初

探》、王付兵的《福建新移民问题初探》、吴潮的《浙

江籍海外新移民研究初论》等，对新移民产生的机

制进行研究。还有的对新移民在到达国的情况进行

研 究 ， 如 赵 红 英 的 《 试 论 中 国 大 陆 新 移 民 的 特

征———北美与欧洲的比较》、王春光的《流动中的社

会网络：温州人在巴黎和北京的行动方式》等，探讨

新移民如何更好的在当地融合。还有的对新移民的

重要组成部分———非法移民进行研究，如黄润龙的

《中国的非法移民问题》、林胜的《非法移民：一个世

界性的难题》、叶文振的《福建沿海非法移民潮的原

因分析》等，对中国非法移民产生的根源、机制、状

况进行深入的剖析，黄润龙的文章是基于人口学的

角度对中国非法移民进行研究，其中的数据统计是

目前较为准确和科学的，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非法

移民研究中资料的欠缺，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另外，还有一些公检法类的学术刊物，以分析案

情、打击人口走私及偷渡等跨国犯罪、研究对策为

主对非法移民进行研究，还有一些纪实类文学作品

对中国新移民的状况进行了描述，在此就不一一列

举了。上述这些文章中，绝大多数还是将欧洲大陆

的新移民作为新移民的一部分进行研究，单独、专

门的论述则较少，因此缺乏一定系统性与深度。

总之，从国内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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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学者在这一

研究进程中都有所建树，但还存在一些显而易见的

问题。首先，对新移民研究才刚起步，描述性、介绍

性的著述多，低水平重复浪费了有限的资源，经过

深入研究并具有一定理论深度的专著少。尤其是对

欧洲的中国大陆新移民研究还很薄弱，著述不多，

尽管开始多学科交叉式综合研究，但是研究停留在

表层，也缺少系统性及全面的理论概括。对欧盟各

国移民政策与大陆新移民之间的互动性开始关注，

但还没有很深入的展开。第二，尽管中国新移民研

究已成为国际移民研究的组成部分，但中国学界还

有很多学者仍然专注于华侨华人研究领域，缺少主

动与国际移民理论研究的对话，而且受到语言、经

费及数据资料来源的限制，研究往往是一些定性分

析，缺乏实证材料。第三，国外学者尤其是欧洲学者

对华人新移民的研究程度明显不平衡，对华人移民

群体较多的国家如英国、荷兰、法国之新移民研究

较多，其他国家则相对薄弱。而且一些学者对大陆

新移民研究缺少客观性，夸大一些事实，有些甚至

为了“吸引读者”往往使用一些带有种族歧视的攻

击性言论，影响了对中国大陆新移民群体的正确认

识。因此，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要客观全面地认识中

国大陆新移民，就要在世界性的学术大视野下，既

坚持中国学者的本位立场，又展示虚怀若谷的开放

性，以现实为基础，以历史为借鉴，这样才能在国际

移民研究中，做出中国研究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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