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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冉小毅：《人口国际迁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党政干部论坛》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②　按照李安山的划分，在２０世纪，国际学术界一共发生了四次华侨华人研究高潮。参见李安山：《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历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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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来中国人口国际迁移研究的定向历程

陈志强　朱国宏

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人口国际迁移研究经历了从起步恢复到转向发展的历程，实现了由华侨
华人研究向人口跨国迁移研究的重大转型，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研究手段不断创新，国别和地区研究范围
不断扩大，学科特征逐渐淡化，海内外学者群联动局面形成，正在进入到一个繁荣的新时期。但与海外同
行相比，国内学者还存在着区域研究不平衡、应用价值不高、国际化程度较低和研究范式固化的状况。当
前，经济全球化正在改变人口跨国迁移的原因、迁移方式、治理方式和融入方式，新移民现象和移民介入政
治经济的途径越来越复杂多样，需要积极寻找时代变迁与人口国际迁移的契合点，发挥我国人口国际迁移
研究的现实干预和引导功能，使之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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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接轨以及

人口管制的放松，成为中国人口国际迁移的巨大推力，仅２００１ ２００６年，全国出境人数就达１５４８７６多万人

次。①目前，全球约有４８００万海外华侨华人和３０００万归国侨眷，分布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五大洲１３０个国家，
从事着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宗教、科技和教育活动。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崛起的步伐加快，回国返流人员

日益增多，这些人大多是外国专家、企业管理人员和留学生，总体受教育程度很高。海外人口的迁入尤其是

高素质人才流入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和国际投资活动，为
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人才储备。而中国人口国际迁移规模的扩大，势必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一现

象的关注。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开始，在海内外掀起了一场华侨华人研究热②，并进一步转向为对中国人口

国际迁移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进一步总结经验，明确研究方向和发展目标，本文拟从研究历程、
阶段性特征和发展定向三方面，对三十年来中国人口国际迁移的研究规律进行探索。

一、中国人口国际迁移的研究历程 （１９７８ ２０１２）

尽管中国自古以来就出现了跨国移民现象，但对于这种现象的研究却远远滞后。中国学术界对

跨国迁移的关注始于清末，经历了草创、转折、封闭和萧条四个时期。从１９７０年开始，我国人口学研

究逐步恢复，研究文献也逐渐增多，而对人口迁移的研究（当时主要是华侨华人研究）从１９７７年也随

之重启，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人口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算起，中国人口国际迁

移研究的演变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１９７８ １９９４）为重启阶段，以厦门大学“华侨人口的国际迁移研究”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为起点，揭开了中国人口国际迁移的研究大幕，研究平台相继建立，以华侨华人史为先导的研究成

果陆续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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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研究平台的建立。从１９７８年开始，国内各层次的华侨华人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这些研究机构

大致有以下三类：一是高等院校中的华侨华人研究机构。除较早成立的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外，暨南

大学和北京大学等高校相继成立华侨华人研究所；二是社会科学院系统的研究机构，有中国社会科学

院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等机构和地方社科院所属研究所如广西社科院①东南亚研究所、云南

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福建社科院华侨研究所、广东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及上海社科院的五缘文化研究

所（１９９６年正式成立）等；三是海内外华侨华人学会和有官方背景的侨务理论研究机构。中国侨联于

１９８１年１２月成立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并创办了《中国华侨历史学会通讯》（后改名为《华侨华人历史研

究》）。随后，各省（市）的华侨历史学会纷纷成立。１９９２年，“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ＩＳＳＣＯ）在美国

洛杉矶成立，标志着华侨华人研究者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国际性学术组织。

２．研究成果的发表。研究成果分两部分：一是以华侨华人留学史、契约华工史和经济史②为主要内

容的研究成果。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人员对印尼、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

的华侨历史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出版了《华侨研究》、《华侨教育》等论文集和《菲律宾华侨史》、《印尼华

侨史》等著作，受到学术界的好评。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出版了《东南亚华侨通史》。出版的个人著述有：
林金枝的《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研究》（１９８３）和《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概论》（１９８８），林仁川的《明
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１９８７）③和《明代大陆人民向台湾的迁移及对台湾的开发》（１９９１）④。陈翰笙主编

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共十辑，１９８０ １９８５）是一部资料最全面的世界华工史著作，该书约３５０万字，包
括中国官方的文书选辑、英美等国政府方面的文件选译和世界各国各地学者的代表作。１９７９年，厦门大

学南洋研究所和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在联合进行的契约华工采访调查项目成果基础上，以口述历史方

式出版了《“猪仔”华工访问录》。此外，国务院侨办定期出版了《侨务工作研究》和《侨务工作论文集》。二

是以华侨华人与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华工、留学史和国别史（以东南亚国家为主）为主要内容的研究成

果（参见注释）。⑤

第二阶段（１９９４至今）为转向发展阶段，以《中国的海外移民》（１９９４）、《中国移民史》（１９９７）和《华

侨华人百科全书》（２００１）的相继出版为标志，我国人口国际迁移研究突破时空限制，进入到多学科交

叉研究的阶段。
从１９８６年开始，华侨华人史类研究逐渐退热，在人口迁移成果数排名中不断后退，到１９８９年居

倒数第二位，２００２年居倒数第一位，这意味着以华侨华人史为核心的研究局面正在被打破。

１．中国人口国际迁移研究的转向。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中国的海外移民———一项国际迁移的历

史研究》（１９９４）、《中国移民史》（１９９７）和《华侨华人百科全书》（２００１）等一批力作相继出版，以人口国

际迁移为定向的研究逐渐成为主流。
《中国的海外移民》⑥首次尝试运用国际上的“推力—拉力”理论并以历史人口学的交叉视角，对

中国历史上海外移民的发生机制进行实证分析，从而概括出了中国国际迁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征

差异。国内学界认为，该 书“用 多 学 科 的 研 究 方 法，将 中 国 海 外 移 民 置 入 国 际 移 民 的 大 环 境 进 行 探

讨”⑦，“概述了自秦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２０００多年的海外移民史，这在海内外是首创之举；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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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７年，广西社会科学院创办《八桂侨史》，并于２０００年更名为《八桂侨刊》。
［澳］王赓武：《南海贸易与南洋华人》，姚楠编译，香港：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日］李国卿：《华侨资本的形成和发展》，郭梁、金永

勋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英］凯特：《荷属东印度华人的经济地位》，王云翔、蔡寿康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８年。

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林仁川：《明代大陆人民向台湾迁移及对台湾的开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３期。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出版的华侨史类著作有《菲律宾华侨史》、《印尼华侨史》、《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美国华侨史》、《日本华侨

史》、《澳大利亚华侨史》、《南洋华侨史》等丛书。

朱国宏：《中国的海外移民———一项国际迁移的历史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李安山：《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历 史 与 现 状 概 述》，中 国 日 报 网 站，２００３年８月８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ｇ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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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华侨史的研究领域，加强了历史学和人口学的学科交融”，“为历史人口学在中国的兴起奠定了一

个基础，同时也填补了中国海外移民史研究的一部分空白，特别是著者根据中国海外移民的发展变化

特征对海外移民史进行历史分期，提出了中国人口国际迁移的五个历史时期或发展阶段说”①。
《中国移民史》②是目前国内外最完整、最系统的中国移民史，论述了自先秦时代至２０世纪４０年

代发生在中国境内的移民，对我国人口迁移起因、迁移对象、迁移时间、迁入地、迁出地、迁移路线及方

向、定居过程和产生的影响，做了详细的定量分析，对人口迁移规律做了全面分析。全书约２６０万字，
共分六卷。第六卷第十二章较系统地论述了海外移民的三个阶段（秦汉至隋时期、唐宋元明时期、明

后期至清中期），并就近代海外移民的背景、苦力贸易及移民方式和移民动因进行了概述，分析了海外

移民对移民迁出地的影响。
《华侨华人百科全书》③共１２卷，总字数超过１８００万字，历时十年，内容涉及华侨华人人物、社团

政党、经济、教育科技、新闻出版、法律条例政策、文学艺术、著作学术、侨乡和历史等内容，几乎涵盖了

华侨华人问题的所有方面。全书的编写荟萃了中国国内大多数研究华侨华人的专家，并邀请部分海

外学者参与，被称为“中华盛世修辞书”。该书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侨史研究的重大成果。
上述文献的出版标志着中国人口国际迁移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式的转向，以此为起点，

国内学者开始把目光转向更广泛的迁移人群、更广阔的时空和更深层次的迁移动因。

２．多学科交叉局面的形成。中国人口国际迁移研究的转向使中国学者突破了传统的学科范畴，
进入到了一个多学科相互借鉴和交叉的“新领域”。在这个时期，杨国桢的《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

移民》（１９９７）和曾少聪的《东洋航路移民———明清海洋移民台湾与菲律宾的比较研究》（１９９８）相继出

版，两部专著分别论述了明清时代中国的海外移民活动的特点（民间自发、和平经商和共同发展）④。
同时，一些有国际交流背景的学者开始在该领域崭露头角。其中，周敏⑤出版的《唐人街》被美国社会

学学会评为１９９３年书籍二等奖。她的《美国华人社会的变迁》（２００７）是一部研究唐人街及亚裔群体⑥

文化融合的著作，从比 较 视 野 论 述 了 美 国 华 人 的 历 史 与 现 状，并 提 出 分 层 同 化、族 裔 经 济⑦等 分 析

框架。
刘国福是另一位国际移民领域的研究新秀，早年留学澳大利亚研究移民法。他个人或与人合作

完成了《移民法：出入境权研究》（２００６）、《移民法：国际文件与案 例 选 编》（２００９）、《移 民 法：理 论 与 实

践》（２００９）、《移民法》（２０１０）、《技术移民法律制度研究：中国引进海外人才的法律透视》（２０１１）和《国

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２０１２版Ｎｏ．１）》⑧等系列新著。此外，一批有国际关系研究背景的

学者也开始关注中国人口的国际迁移问题。２００７年以来，不断有新著问世。《海外印度人与海外华人

国际影响力比较研究》⑨、《欧盟移民政策与中国大陆新移民》、《移民对当代中俄关系的影响：非传统

安全视角的分析》瑏瑠、《欧洲移民研究：２０世纪的欧洲移民进程与欧洲移民问题化》瑏瑡、《欧盟国际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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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光宗：《中国国际迁移的填补空白之作———读朱国宏博士新著〈中国的海外移民〉》，《人口与经济》１９９６年第２期。

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周南京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著作学术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在此期间，华人华侨史研究也取得一定进展，任贵祥的《孙 中 山 与 华 侨》（１９９８年）和 郝 平 的《孙 中 山 革 命 与 美 国》（２０００）相

继出版。论文集有华侨历史学会编的《辛亥革命与华侨》、丘克辉和钟颖科主编的论文集《孙 中 山 与 华 侨》（１９９２）和 中 山 大

学孙中山研究所编《孙中山与华侨———孙中山与华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１９９６）。

周敏，海外华人，定居美国，主要著作有《Ｃｈｉｎａｔｏｗｎ》（１９９２），《Ｇｒｏｗｉｎｇ　ｕｐ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１９９８），《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ｓｉａｎ　Ａｍｅｒｉ－
ｃａ》（２０００），《Ｔｈｅ　ｂ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ｅｔｎａｍｅ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２０００）等。

周敏的主要汉语著作包括：《唐人街：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华人社区》（天普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英文版，曾获美国社会 学 学

会１９９３年最佳学术著作荣誉奖）；《唐人街》（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５年中文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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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海涛、石沧金：《海外印度人与海外华人国际影响力比较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４０页。

强晓云：《移民对当代中俄关系的影响：非传统安全视角的分析》，北京：时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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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２０１１）①、《欧盟移民政治》（２０１０）②和《移民问题国际比较研究》（２０１１）③等专著都从国际关系

角度对中国人口跨国迁移现象进行了研究。
借鉴西方移民法律制度，开展对中国人口国际迁移出入境权、移民权利保障的研究是当前学术界

的另一个亮点。２０１０年，翁里出版了新著《国际移民法》。厦门大学李明欢教授在其新著《国际移民政

策研究》（２０１１）④中，从经济地理性和政党政治与移民的关联角度分析了国际移民所存在的问题。
上海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不仅是海归人才中心和中国跨国移民集散中心，更是国际移民的集聚中

心。２００４年在沪停留半年以上的外籍人士多达３６万人，在沪工作、留学的外籍人士共有８万余人。⑤
上海在华人经济、五缘文化⑥、华人社团和华人国际关系研究方面形成了特色。２００７年１月，上海市

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决定设立“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侨务理论研究上海基地”，并与上海社科院联合组

建“上海侨务理论研究中心”，上海的华侨华人研究首次在政府和学术机构两个层面实现了优势互补。
２００３年，林其锬等出版了《五缘文化概论》。

二、中国人口国际迁移研究的阶段性特征

中国人口国际迁移研究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实现了研究范式、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

究坐标和研究理念的转向，本质上是一次学科特质的历练。以此为转折点，中国学者开始从书斋走向

田野，从历史走向现实，从单向走向多向，从静态走向动态，从单边走向多边，从叙事走向理性。
范式的转向使我国学者对华侨华人与国际迁移的关系有了明晰的认识。中国人口国际迁移从概

念的外延上涵盖了华人华侨的所有问题。中国人口若不迁移，就根本无从产生华侨华人，中国人只有

越出国境进入另一个国家，并在那里定居一段时间才有可能成为华侨或华人，因此，国际迁移是华侨

华人产生的前因，而华侨华人则是国际迁移的结果。
那么，由研究华侨华人问题向研究国际迁移转向的意义何在？

从迁移过程看，迁移过程对迁移者未来的命运（身份、国籍、事业、婚姻和福利等）有重大影响，而

对国际迁移的研究恰恰是从已知推测未知的过程，通过研究可以洞悉移民迁移动机，从而规范移民迁

移过程，引导移民趋利避害，有效应对机遇与挑战，使人口流动井然有序，有效维护国家稳定；从迁移

后果看，华侨华人研究关照的是出境中国人（或华侨华人）的生存，却很少关照入境华侨华人的生存，
而出入境人群既可能是华侨华人，也可能是中国境外劳工、外国人、无国籍人士和非法移民，因此研究

者需要将研究对象放大到整个迁移群体，才能使研究更深化、更全面、更客观和更富规律性，得出的结

论才可能更有合理性和可行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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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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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远远超出我国传统华侨华人

研究所能涵盖的领域，“开放的社会”与“封闭的边界”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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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使有关国家不得不面对一系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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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更长远的意义上看，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所实现的研究转向将使我国人口国际迁移

研究更具现实性、工具性、学理性和兼容性，进一步展示自身的存在价值和阶段性特征。其阶段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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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郝鲁怡：《欧盟国际移民法律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陈志强：《欧盟移民政治》，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潘兴明：《移民问题国际比较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李明欢：《国际移民政策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上海侨务理论研究中心：《上海侨务理论研究报告集（２００７２００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所谓“五缘”，指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是人际交往的五种联系通道，相互交叉而织成 一 张 伸 缩 自 如 的 社 会 网 络，进

而形成亲和、调谐、凝聚和团结的社会功能。

傅义强：《欧洲的中国大陆新移民研究述评》，《八桂侨刊》２００６年第１期。



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研究内容开始多样化，研究对象由华侨华人拓展到了整个国际迁移群体。从近年发表的科

研成果看，国内外学者在中国人口国际迁移的研究内容上已经实现了多样化。境外期刊发表的论文

主要集中在社会、文化和历史方面，更多地关注族群和谐、新移民社会融入和弱势群体问题，而大陆地

区的论文主要集中在华侨华人政治、历史、经济、侨务、华文教育、留学史、留学政策和侨乡等方面。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人口的国际迁移形式多样———“旅游、学生、难民、家庭团圆、劳工和商业，由经

济推动的移民，特别是短期移民急遽增长”。① 新移民问题、华人社会多元化、华人社会网络、华人与

国际关系、文化认同与融合和华人华侨法律制度等问题逐渐进入了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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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的学者对新移民的来源地和产生机制进行了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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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的学者对新移民在居住国的情况进行了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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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新移民如何融入当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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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前进在《新华侨华人与民间关系发展———以中国—新加坡民间关系为例》一文中，探讨了新华

侨华人和跨国华人的概念特征、新华侨华人与中—新民间关系的发展、海外民间关系发展的时代价值

以及民间关系的模式特 征 和 意 义，用 以 说 明“社 会 转 型 时 期 与 全 球 化 一 致 的 行 为 方 式（跨 国 或 跨 边

界）、关系特征（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和制度模式（意在推进居住国和祖籍国双边关系的族群团体、联
谊组织和专业协会等）”②。

综上所述，我国人口国际迁移的研究内容正在走向多样化，研究对象由华侨华人向整个国际迁移

群体拓展，但需要看到的是，由于研究传统的惯性加之成为华侨华人是中国人口迁移的主要的动机和

最终的结果，因此华侨华人作为一个群体在人口迁移研究中仍然居主体地位，有关研究成果仍然占据

了大半个江山。③

二是地区和国别研究开始由东南亚诸国扩大至全球各国，研究队伍形成了内外联动之势。在国

别和地区研究中，海外学者们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北美地区，因为北美地区新移民规模庞大。据统计，
目前美国华人总数已达３４９７４８４人，占美国总人口的１．２％，占亚裔总人口的２４．３％。④ 在境外发表

的期刊论文中，研究北美地区的论文最多，其中美国３８篇，加拿大９篇，东南亚综合研究７篇，欧洲地

区欧洲综合研究３篇，英国５篇，俄罗斯２篇。而在境内，东南亚地区仍是华侨华人研究的主要地区。
在境内期刊论文中，研究东南亚地区的论文最多，共６２篇，北美地区共４７篇，欧洲地区欧洲综合研究

５篇，亚洲地区除东南亚外，中国大陆侨乡研究１９篇。⑤

从论文来源地来看，以华侨华人研究为例，据统计，２００９年，境内外共发表华侨华人研究论文５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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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澳］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Ｓｔａｈｌ著：《东亚国际移民：趋势与政策》，殷鹏译，《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吴前进：《新华侨华人与民间关系发展———以中国—新加坡民 间 关 系 为 例》，《华 侨 华 人 历 史 研 究》２００７年 第２期。吴 前 进

在此文中还对“新华侨华人”和“中国大陆新移民”的含义做了界定。

关于华侨华人的研究进展情况请参考有关综述，部分综述如下：赫伯特Ｓ·伊：《中国的东南亚华侨研究趋势》，方微译（载《南

洋资料译丛》１９９３年第２、３期）；廖建裕（Ｌｅｏ，Ｓｕｒｙａｄｉｎａｔａ）：《中国的东南亚学者：过去３０年之初探》（载黄朝翰、曹云华编：《中

国的东南亚研究：成就与挑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７年）；李安山：《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概述》（载周南京

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总论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２００２年）；梁志明：《世纪之交中国大陆学术界关于华侨华人的研

究》（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１期）；王赓武（Ｗａｎｇ，Ｇｕｎｇｗｕ）：《中 国 历 史 著 作 中 的 东 南 亚 华 侨》，蔡 寿 康、陈 大 冰 译

（载《南洋资料译丛》１９８２年第２期）；庄国土：《回顾与展望：中国大陆华侨华人研究述评》（载《世界民族》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暨南大学图书馆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侨情综览２００９》，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２月第１版。

暨南大学图书馆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侨情综览２００９》，本文第二部分有关统计数字皆出自该统计结果。



篇，其中境内期刊论文３５２篇，境外期刊论文１５８篇。境外的论文主要集中在中国台湾地区和马来西

亚、新加坡等地，并以中国台湾地区为主，境内期刊论文作者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和北京。从作者所

属机构看，高校作者占绝大多数，其中暨南大学、厦门大学和华侨大学形成了研究高地。２００９年，在境

外发表的１５８篇学术论文中，发文最多的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香港大学和美国德克萨斯州大

学奥斯汀分校。
上述情况说明，海外研究中国人口国际迁移的学者群正在形成。纽约市立大学梁在副教授在纽

约华人社区进行关于福州籍新移民的调查并整理出了《纽约福州籍华人调查资料》。日本华人学者朱

炎主编的《亚洲华人企业集团实力———彻底验证》（２０００年）、澳大利亚学者叶大维和Ｔｒａｃｙ夫妇合编的

《华商与亚洲金融危机》（２０００年）对亚洲金融危机后华人经济的恢复及进一步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
三是研究范式的国际化程度开始提 升，且 正 在 形 成 由 史 学 和 人 口 学 向 多 学 科 并 进 转 型 的 态 势。

三十年来，我国学者在不断扩大研究领域的同时，也逐步更新研究工具、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从根

本上讲，我国在人口国际迁移领域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是以分析迁移动因为基础的研究范式转化的

结果。《中国的海外移民》首次尝试将“推拉理论”运用到人口国际迁移研究，将历史学与人口学结合，
认为中国国际移民的产生“从秦汉至民国时期，大体经历了发轫、自发、过渡、高潮和持续发展五个阶

段”①，分析了中国国际移民的规模和人口学特征，认为中国的人口国际迁移既有与全球移民共同的

迁移原因，又有其独特的发生机制和运作形式。
吴前进尝试将跨国主义理论运用到中国人口跨国迁移的研究，王春光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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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欢对西方国际

移民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于２００２年出版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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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意，但却尝试社会学、民族学、人口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融会

贯通，从国际移民的视角来审视欧洲华侨华人的发展及生存状态。
境外学者也不断创新研究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比如美国杜鲁门州立大学历史系令狐萍的

专著《金山谣———美国华裔妇女史》，采用“新种族”研 究 方 法，为 美 国 华 裔 妇 女 史 研 究 填 补 了 一 项 空

白；日本大阪国立博物馆陈天玺的专著《华人裔群———华商的网络和认同》（２００１年）一书，提出了华人

社会及其人际关系的“彩虹理论”；香港城市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黄丽嫣运用区域主义理论来分析东

南亚华人资本在区间内的流动。② 加拿大瑞尔森大学地理系Ｌｕ　Ｗａｎｇ的《全球连通、本地市场与华族

经验》③运用地理学方法，通过对多伦多华人移民在华族经营的以及当地主流超市、电器商场、旅行社

等之间消费选择偏好的分析，揭示了族群特征及族群文化对移民消费行为产生的重要作用。英国哥

伦比亚大学地理系Ｓ．Ｙ．Ｔｅｏ在《温哥华的最新华人移民：定居者还是移民暂住者？》④一文中从海外散

居者和跨国主义两个概念入手，对新近由中国移民温哥华的技术型移民展开研究，分析其在异国他乡

就业、语言、婚姻等方面面临的诸多问题。
四是研究状态易变性增强，受国内外政治经济因素影响加深。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学者对人口国

际迁移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史学领域，这与该领域的政治风险有很大关系。正如叶继海所言：“华侨

华人研究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研究资料的来源，研究者的专业和兴趣爱好等，但是国内外政治

因素则是最重要影响要素。”⑤改革开放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信息网络科技的进步，我国正在由封

闭走向开放，公民的身份归属意识在逐渐淡化，多重身份开始出现，人口迁徙将更加便捷，这就为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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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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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国宏：《中国国际移民探微》，《中国人口科学》１９９４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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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真实有效地开展研究提供了良好契机。

三、中国人口国际迁移的研究定向

２０１０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全国人才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提出要“完善外国人永

久居留权制度，吸引外籍高层次人才来中国大陆工作”，“支持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与海外高水平教育、
科研机构建立联合研发基地。推动我国企业设立海外研发机构”①。上述措施为中国人口国际迁移

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随着研究队伍、研究机构的规模和数量的不断扩张，研究成果也呈百花齐放之

势，一个繁荣的研究局面正在到来。通过对三十年来的发展历程、发展现状的考察，可以从五个方面

勾勒出中国人口国际迁移研究的未来走势及其特点。

１．地区和国别研究将逐渐均衡。全球化的一个重要作用是造成人口迁移的全球聚散效应。随着

交通、信息的越来越便利，人口迁移的范围也开始不断扩大，中国的人口国际迁移遍及世界五大洲，但
很多海内外学者无法适应这种形势，一直将注意力集中在美国和东南亚地区。这是由于过去中国人

外迁地主要集中于该地区，且移居历史比较悠久，因此对 该 地 区 的 移 民 历 史 和 现 状 研 究 有 一 定 的 基

础，有关著作和论文也颇为可观，相比之下，对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研究成果则少之又少。
当前，中欧、中非间经贸、文化交流发展迅速，加强这两个地区的华侨华人研究对推动这一趋势有

极大的帮助。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口大量移入非洲务工和农业开发，但对于非洲中国人的研究却鲜有

问津。２０００年，李安山所著《非洲华侨华人史》的正式出版，才填补了非洲华侨华人研究的空白。正如

他在书中所言：“不容忽略的是，我国对非洲华侨华人史的研究仍十分薄弱。迄今为止，对其他各洲的

华侨华人的研究大多已有专著出版，但对非洲华侨华人的研究却呈现出边缘化趋势。”②未来一段时

间，估计会有一批有外语优势的学者开始涉足这些地区。

２．研究的应用性将继续增强。历史是现实的基础，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三十年来的人口国际迁

移研究走过的历程，是专家学者们的目光由远拉近的过 程，研 究 内 容 充 满 了 现 实 的 厚 重 感 和 人 文 关

怀，研究的结论逐渐向管理、服务、福利、制度和政策靠拢，这种理论倾向体现了该领域研究的经世致

用的价值导向，是我国学术研究转由书斋走向生活促进制度变迁的智力支撑。

３．研究队伍和研究内容的国际化程度将显著提高。中国人口的跨国界流动已经成为全球人口迁

移的一部分，必然受全球经济政治及国家间关系变化的影响，流动的原因越来越复杂，流动的手段也

正在呈多样化趋势。而我国学者对时局变化的敏感性不强，很少能与世界对话，这导致我国在该领域

的研究徘徊不前，与海外学者存在明显差距，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好在近年来，我国有海外交流背景

的学者日益增多，大量海外学者最新研究成果正在被积极引入国内，中外学术界的交流和对话日益增

多，形势正在发生明显的好转。

４．研究方法和手段将进一步更新。与国际同行相比，我国学者的研究范式还没有实现根本转变，
从而影响了研究的可行性、客观性和准确性。国外同行的研究多以微观研究、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为

主，我国学者的研究则多侧重宏观研究。传统上，中国移民研究集中于史学领域，运用社会学、经济学

和政治学等学科交叉研究力度还不够，对于运用国际推拉理论、新经济移民理论、新古典主义理论、劳
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分析现实问题还不得心应手。

综上所述，“从中国移民是世界移民潮组成部分的基点出发，结合中国移民的特点加入国际移民

研究对话，增进国际移民学界对于中国移民问题的正确认识与合理关注，回应国际上某些人在中国移

民问题上带有攻击性的偏见与挑衅，是我们国内移民学研究者应当大力加强研究的课题。”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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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页。

李明欢：《２０世纪西方国际移民理论》，《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０年第４期。



５．学科特征将逐渐淡化，同时多学科交融趋势加快。随着中国人口国际迁移研究的深入发展，人
口学领域能否诞生一门新的学科，尚存疑义，而这个学科如何命名，学界也莫衷一是。厦门大学李枫

认为，国外华侨华人研究正在显现“‘学科’痕迹淡化，‘领域’意味增强”①的趋势，未来的中国人口国

际迁移研究有可能是一个兼收并蓄的领域。这种观点很有道理，但在国内并非主流。２００１年，庄国土

出版了专著《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被认为是“起到了架构华侨华人学的作用”②。２００３年９月，由
北京大学华侨华人中心、“华侨华人学科建设研究”课题组主办了“华侨华人学：学科定位与研究展望”
学术研讨会。２００６年，李安山主编的《中国华侨华人学：学科定位与研究展望》出版，标志着华侨华人

学科建设步伐正在加快。目前，学科名称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关键问题是如何使该学科既能体现自

身特色，又能与国际接轨，既能体现本学科的独特性，又能兼顾与相关学科的共通性。
综上，随着网络时代、信息时代和民主化浪潮的到来，跨界移民现象也随之出现纷繁错综的变化，

气候移民、季节移民、家庭团聚移民、难民和无国籍人士越来越多。在华侨华人方面，侨团、侨群的交

往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华侨华人产业结构和社会资本、社会网络正在形塑和整合，华侨华人回流趋

势明显，这就要求我们要密切关注我国人口国际迁移动态，寻找移民研究的契合点，扩大研究领域和

范围，从根本上提高研究水平，为进一步做好我国人口管理与服务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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