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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从民国时期 、 1949—1979 年和 20世纪 80 年代后三个时期 , 回顾近百年来国内外有

关中国侨批业的研究。作者认为 , 已有的侨批业研究选题不够宽泛 , 具体领域的研究不平衡 , 研究理

论有所欠缺。作者指出 , 未来的侨批业研究应从资料收集 、 研究领域和研究理论等方面着手 , 拓宽和

加深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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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汇是国际上常见的现象 , 实际上就是移民汇款 , 本文的研究范围仅限于中国海外移民的汇款 , 即 “侨”

仅限于 “华侨” , “侨汇” 即为华侨汇款的简称 , 不涉及其他国家的海外移民汇款;侨批业是海外华侨汇款行业

的专门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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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give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researches on the industry of overseas

Chinese' s remittances during recent 100 years , covering both the Republican period and the

People' s Republican period.The author points out the weakness in the present study , e.g., the

narrow scope of the research , a state of imbalance between different specific topics , and the lack of

theoretical approach , therefore , th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data collection , scope-extension

and theory-formulation.

侨批业又称侨汇业 , 是专门经营 、 传递华人移民侨批 (书信 、 钱物)的私营商业性服务行

业 , 侨批及其经营机构是侨批业的基本构成要素。侨批俗称 “番批” , 闽南语和潮州话称信为

“批” , 因华侨寄信时一般会有汇款 , 因而侨批既包括 “信” , 又包括 “钱” 。侨批业的出现与侨汇

和移民密切相关 。目前所见最早的侨汇记载约在 16世纪左右 ,
[ 1]
真正形成一个行业大概要追溯至

19世纪上半期 , 20世纪逐步进入鼎盛时期 , 曾遍布中国闽粤桂等省以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

平均每年有数千万美元经侨批业者汇入中国 , 维系和改善了数以百万计的侨眷的生活 , 对中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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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革命和经济建设也做出了巨大贡献①。经营侨批业的组织即为批信局② , 主要分布于福建 、广

东 、 广西 、香港和东南亚各地 , 其最初创始时间因年代久远且无可信的文献记载已不可考。有关

侨批业的学术研究出现相对较晚 ,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呈现高潮 , 取得丰硕成果 , 涌现出了一批优

秀的专著 、研究论文和调查报告。新中国成立初期 , 政府组织大批人员详细调查华侨投资国内企

业情况 , 推进了侨批业的研究 , 然而不久就陷入沉寂 。改革开放后 , 学界重新关注侨批业 , 不断

引进新的理论 , 拓展研究范围 , 取得不少成果 。本文以时间为分期 , 回顾百余年来的侨批业研

究 , 分析已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 , 并探讨未来研究的方向 。③

一 、 民国时期的侨批业研究

　　学界关注侨批业最初由华侨汇款引发。早在 1877年 ,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参议会就对美国华

侨汇款额进行估计 ,
[ 2]
这是目前所见世人关注侨汇的最早纪录 。随后 , 旧金山Morning Call报 、马

士 (Morse)、 Wagel 、 See 、 Coons和雷麦 (Remer)等都对侨汇数额进行估算 ,
[ 3]
其中以 1903年马士

和1930年雷麦的估算影响最大。马士以在外华侨人数乘以每人平均汇款数 , 以归国华侨每人携

带侨汇数计算 , 或以华侨所驻地经济状况为标准进行估算 , 这种统计方法遭到后来学者的诸多批

评;雷麦根据经营外汇的银行报告及对香港 、厦门和汕头等地官营行局和东南亚的实地调查 , 对

侨汇进行系统研究和估算 。其估算方法和数据为学界广泛接受 , 常被借鉴和引用。这些研究基本

上都是从国际贸易角度分析侨汇与中国对外收支的关系 , 此后侨汇始终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

相关研究也奠定了侨批业研究的基础。

民国时期学界有关侨批业的论文颇多 , 就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粗略统计 , 专门论述侨汇和侨批

业的期刊文章就有 128篇 , 如果包括大量报刊文章 , 就达数百篇 。就笔者所见 , 日资台湾银行早

在1914年完成的调查 , 即 《侨汇流通之研究》 ,
[ 4]
较早完整论述侨批业。该书详细考察邮政局 、

批信局 、 银行 、 钱庄和银号等经营机构经营侨批业的情况 , 该书目的在于为日资台湾银行谋求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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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由于侨批业研究集中于中国大陆 , 因而本文以中国的历史发展作为划分标准 , 海外研究列入相关时段。

另外 , 集邮界多研究侨批封 , 考证侨批封的邮戳 、 邮路 、 发行时间以及所反映的当时某些社会政治经济情况 ,

本文不予采用。

批信局因时因地名称各异 , 有 “侨批局” 、 “银信局” 、 “批信局” 、 “民信局” 、 “信局” 、 “批局” 、 “侨信

局” 、 “华侨民信局” 、 “汇兑信局” 、 “汇兑局” 、 “批馆” 、 “侨批馆” 、 “汇兑庄” 等十多种 , 较正式的称呼为 “民

信局” 或 “批信局” 。

学界对 “侨汇” 的具体内涵并没有严格的划分标准 , 《辞海》 中将其解释为 “侨民汇回祖国的款项”;

雷麦界定为 “海外华侨汇回中国的资金” , 其中包括华工积蓄的资金 、 华商企业的利润和产业的进款;郑林宽界

定为 “海外投资及薪工所得 , 以及按期寄钱供养他们国内的亲属或家庭的费用” , “贸易及捐予的款子不算在

内” ;日资台湾银行的调查界定为 “华侨以投资或劳力之所得 , 送回国内以供亲属或家族需用” 的款项。吴春熙

将其界定为 “海外华侨的汇款 , 用以赡养家人或亲属 , 用于购买土地 、 房屋或投资工商业的款项” ;林家劲等根

据侨汇用途界定为:除赡养家费外 , 还包括捐赠 、 投资等其他形式的款项或实物。本文主要回顾侨批业研究 ,

侨汇只是其中的部分内容 , 因而采用广义概念 , 即侨汇是华侨汇回国内的款项 , 其中包括赡家款 、 投资或捐赠

等。以上界定分别参见:夏征农主编:《辞海》 (1999 年版缩印本), 上海辞书出版社 , 2000 年 , 第 289 页;雷麦

著 , 蒋学楷 、 赵康节译:《外人在华投资》 , 商务印书馆 , 1959年 , 第 132 页;郑林宽:《福建华侨汇款》 , 福建省

政府秘书处统计室 , 1940年 , 第 24 页;杨建成主编:《三十年代南洋华侨侨汇投资调查报告书》 , 台北中华学术

院南洋研究所 , 1983 年 , 第 39 页;Chun-his Wu , Dollars Dependents and Dogma:Overseas Chinese Remittance to

Communist China , Stanford: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 Revolution and Peace , 1967 , P.15;林家劲等著:《近代广东

侨汇研究》 , 中山大学出版社 , 1999 年 , 第 3页 。另外 , 华侨本指 “侨居国外的中国公民” (夏征农主编:《辞

海》 , 辞书出版社 , 2000 年 , 第 146页), 1955年新中国政府和东南亚国家解决双重国籍问题 , 大多数华侨逐渐

加入当地国籍 , 成为当地国民 , 因而 “华侨汇款” 的提法并不准确 , 学者为行文方便仍习惯沿用 “侨汇” , 这儿

的 “侨” 并非严格法律意义上的国籍概念 , 相当于广义华人或华裔。



展侨批业服务 , 因而特别关注各国银行的侨批业务 , 并论及侨汇货币兑换问题。国内迟至 1929

年才有杨起鹏的完整论述 。
[ 5]
杨文详细探讨了汕头侨批业的组织结构 、 经营和管理方法以及未来

发展趋势 , 具体翔实 。由于侨批业发展日益突出 , 国民政府外交部也开始调查海外侨批业的经营

和发展状况 ,
[ 6]
广东省银行还出版专刊 (《广东省银行季刊》 第 3卷第10期 , 1947年)予以探讨 。

学界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刘伯奎全面论述侨汇的成因和侨汇机构的演变 , 分析侨汇用途并对此进行检讨反思。
[ 7]
何启

拔集中探讨批信局组织及其业务 , 认为批信局并非一种创造性的特殊侨汇机构 , 而是固有文化的

遗俗;不是经济性 、 而是社会性的金融组织 , 经济性是其结构的功能 , 社会性是其结构的动

力。
[ 8]
这种观点颇有见地 , 对于我们认识侨批业及其经营组织极有启发。战后侨汇逃避非常普遍 ,

学者对此讨论很多。姚 详细探讨了防止侨汇逃避的途径和方法 , 提出治标和治本之法 , 即简化

手续 、增设银行机构 、利用批信局等临时措施和改革政治 、保护侨资 、外交交涉取消限制 、 组织

侨汇网等长远措施 , 希冀解决侨汇逃避问题;
[ 9]
杨尔 着重分析抗日战争前后侨汇数额的变化及

其萎缩原因 , 认为侨汇萎缩是因为两个因素:其一 , 侨民海外事业因战争损失大以及各国开始限

制汇款;其二 , 汇价与黑市差价大 , 侨汇逃避多 。基于此 , 作者提出促进侨汇的措施与途径 , 如

帮助侨民事业复兴 、 与所在国交涉 、采取各种措施防止侨汇逃避等 。
[ 10]
其他类似论文颇多 , 如季

龙 、陈葆灵等的论文 。
[ 11]
这一时期的研究以吴承禧的 《厦门的华侨汇款与金融机构》 最为突

出。
[ 12]
作者 1936年到厦门实地调查华侨汇款和金融组织 , 首次从当时的金融体系考察侨批业 , 揭

示侨汇在金融市场上的流通情况;详细分析厦门侨汇占全国侨汇的比重 , 论证了厦门侨汇与对外

贸易 、汇兑和金银流动等的联系;分析了厦门的批信局 、 钱庄 、国内银行和外国银行等金融机构

的组织 、 经营特点以及与侨汇的互动关系。该文研究思路和角度都值得肯定。

国民政府时期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侨批业研究专著 , 最突出的要数郑林宽著 《福建华侨汇

款》 和姚曾荫著 《广东省的华侨汇款》 。
[ 13]
郑著充分吸收雷麦 、吴承禧等人的研究成果 , 并利用

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的有利条件 , 较深入细致地论述福建侨汇的数量 、汇款者的构成 、侨汇的用

途 、 侨汇对福建侨乡社会经济 、生活习俗等的影响 、 侨汇机构与侨汇手续以及福建吸纳华侨资本

的能力等。作者对 1905—1938年间福建侨汇的数量 、来源 、 分布和用途作了较科学的估算 , 这

一估算至今仍被学界视为最具权威性 , 并广为引用。作者深入研究了各种不同侨汇机构间的竞争

与协调关系 , 并提出不少独到之见 。另外 , 该书附录的 39个图表 , 内容广泛 , 为侨批业研究提

供了宝贵资料 , 该书也是当时福建侨批业最完整和系统的著作 。姚著结合当时的金融 、 邮政和贸

易体系系统论述广府和潮汕地区的侨批业运营;阐明了侨批业经营的多种方式 (兑换方式 、 卖港

单或省单之法 、 运货抵帐和送现接济), 集中论述潮汕侨汇 “上盘生意” 的操作方式 , 并比较汕

头与厦门侨批业经营的不同之处。

一些银行工作人员利用业务之便撰写的侨批业著作也值得关注 , 如中国银行泉州支行经理张

公量著 《关于闽南侨汇》 和广东省银行经理刘佐人著 《金融与侨汇综论》 。
[ 14]
前者详细论述了闽

南侨批业的发展历程 , 包括华侨汇款和批信局的起源 、侨批业组织以及中行泉州支行办理侨汇的

经过等;后者为论文集 , 作者从当时金融体系和贸易体系等角度分析了侨汇逃避与资金南逃的内

在联系 , 提出了改善侨汇的具体途径等 。该书最精彩之处是对批信局侨汇业务的研究 , 详细分析

批信局的内部组织 、 具体分布 、经营过程以及经营方法。由于作者都是银行职员 , 直接参与金融

业务 , 资料翔实 , 叙述较可靠 , 观点也较新颖。

同时期日本的侨批业研究也颇突出 。1943 年 , 日资台湾银行继 1914年报告后又完成了 《三

十年代南洋华侨侨汇投资调查报告书》 ,
[ 15]
主要调查华侨侨汇投资情况 , 尤其是抗战时期的侨汇 ,

调查者注意到地位日益突出的政府侨汇经营和以货代款的汇款新方式。该调查报告虽然论述缺乏

深度 , 但资料丰富翔实 , 是研究侨批业不可多得的宝贵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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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 部分文章和论著虽非专门研究 , 但也涉及侨批业 , 相关论述也颇值得借鉴。如陈达的

中文专著 《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 和英文专著 《南中国的移民社会》
[ 16]
, 详细调查和探讨了侨汇

的用途以及侨汇对侨乡生活水平 、 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影响等问题。

二 、 1949—1979年的侨批业研究

　　新中国建立之初 , 国内还有不少侨批业研究成果问世 , 但只是短暂现象 , 随后研究转入沉

寂 , 直至 20世纪 80年代国内才重新有研究成果出现。就笔者所见 , 这一时期的期刊论文不到 20

篇 , 报刊报道也不多 。然而 , 其中也有一些较高质量的研究。如向阳详细研究了不同时期批信局

的利润;
[ 17]
冯肇伯采用比较方法分析东南亚与美洲的侨汇机构 、 侨汇数额和侨汇政策等方面的差

异及原因
[ 18]
。国外学者也有研究成果出现 , 高维廉探讨了马来亚华侨汇款与中马贸易间的关系 ,

肯定侨汇的积极作用;
[ 19]
柯木林利用新加坡的文献及访谈资料 , 详细研究 1946-1949年新加坡侨

批业由盛而衰的过程 , 对新加坡侨批业的产生 、 不同时期的发展状况和殖民地政府的侨批业政策

都提出一些独到见解 , 并保留很多新加坡侨批业的历史资料 , 是侨批业研究者必读之文 。
[ 20]

新中国政府对侨汇非常重视 , 为了争取侨汇和方便侨务工作 , 先后组织人员对各地侨批业进

行调查 , 取得很多成果。如厦门侨务局在 20世纪 50年代对厦门侨批业进行详细调查 , 内容包括

1950年前厦门侨批业的发展情况 、 具体经营 、 东南亚国家的侨批业政策和侨汇逃避以及华侨 、

侨眷的意见和要求等 , 是很好的研究资料;
[ 21]
福建省政府先后组织人员编写 《侨批业社会主义改

造史料 (1949—1958)》 和 《福建批信局历史资料》 等 , 尽管报告的意识形态色彩浓厚 、 偏颇之

处甚多 , 当时也未公开 , 但保留了很多侨批业的资料 , 是研究福建侨批业宝贵的原始资料;厦门

中国银行先后编印 《侨汇资料汇编》 三辑 ,
[ 22]
保留了一些当时侨汇经营的具体资料 。建国后规模

最大的一场调查是 1958-1962年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组织的 , 由庄为玑和林金枝负责 。他们受

国家科学技术规划委员会之托 , 组织厦门大学部分师生在福建 、广东 48个市县的侨乡以及上海

等地调查整理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 , 随后整理出 《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

初稿 , 按地区编排分为福建 、 广东和上海三卷 , 遗憾的是这批成果当时并没有产生应有的研究效

应 , 直到 20世纪 80年代才真正问世并被广泛利用 。另外 , 有些调查部分涉及侨批业 , 对研究有

借鉴作用。如厦门大学的章振乾 、陈克俭 、 甘重民 、 陈可琨等人组成的调查小组于 1956年冬对

晋江专区和厦门两地的若干重点侨乡展开调查 , 调查报告部分章节也探讨了建国后侨汇对侨乡的

影响 。
[ 23]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 , “侨务委员会” 也组织人员先后编写了 《“共匪” 侨汇的研究》 和 《侨汇

的研究》 。
[ 24]
前者系统研究 1949—1968年中国大陆的侨批业和侨汇状况 , 详细统计中国大陆历年

的侨汇 , 分析华侨社会变迁对侨汇的影响 , 并对侨批业政策进行评介和研究;后者除关注中国大

陆的侨汇外 , 还分析国民党迁台后的侨批业政策以及侨汇对台湾经济发展的作用。两书虽然意识

形态色彩浓厚 (从书名就可得知), 存在诸多偏颇之处 , 但拓宽了侨批业研究的时段和领域 , 值

得借鉴。

另外 , 美国华裔学者吴春熙的研究也比较突出 。
[ 25]
作者利用当时美国 、东南亚 、中国大陆 、

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各种资料 , 探讨新中国建立后侨批业的发展状况 , 对 1949-1963年中国大陆

的侨汇数额进行统计或估算 , 探讨新中国的侨批业政策及其对侨汇的影响 。该书研究深入 , 资料

较翔实 , 是研究建国后至 “文革” 前中国大陆侨批业发展的重要专著。

总体而言 , 这一时期国内侨批业研究虽然趋于沉寂 , 但是调查发掘了一批具体资料;台湾地

区和海外侨批业的研究范围和视角都有所拓宽 , 有利于侨批业的更深入研究。

三 、 1980年至今的侨批业研究

　　1980年后 , 随着国内学术环境日渐宽松 , 新的侨批业资料不断面世 , 侨批业研究又开始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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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 , 研究成果日益增多 , 研究的时间跨度 、 范围和视角都有所拓展 , 出现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 、

极有深度的成果 。然而 , 总体质量并不高 , 很多或属描述介绍性 , 或重复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

有关侨批业发展历程的研究。首先是侨批和侨批业的起源研究 , 杜桂芳利用原始批信 , 从心

理角度分析华侨的权利与义务 , 探讨潮汕侨批的起源及其发展 ,
[ 26]
对认识侨批起源有积极作用;

陈训先从潮州人 “根” 意识的递变 、 “智” 潜能的优化组合和 “商” 思想的灵活应用等方面论述

侨批业的起源。
[ 27]
这些研究主要限于潮汕地区 , 但是文化特征具有普遍性 , 有助于认识其他地区

侨批和侨批业的起源 。然而 , 侨批业起源研究也显示出一些倾向 , 即归结为文化和信用等因素 ,

内容比较宽泛和空洞 。其次是侨批业总体发展历程研究。虽然大多研究属描述性 , 深度不够 , 但

也偶有较好之作 。如吴同永叙述 1949—1985年福建省侨批业的历史和当代发展情况 ,
[ 28]
该文研究

时段一直延续至 1985年 , 涉及新中国侨批业的发展 , 值得肯定。黄清海和林春森分别探讨了福

建泉州和厦门的侨批业发展情况:
[ 29]
前者简要概括泉州侨批业的产生 、 兴盛和最后消亡过程 , 资

料相对翔实 , 叙述清晰;后者简要探讨厦门侨批业的形成与发展 、 侨批业的组织形式与经营管理

以及 1945—1949年间厦门侨批业的情况 , 文章深度有所欠缺 。另外 , 厦门大学历史系申显扬撰

写了题为 《论近代闽南侨批业》 的硕士论文 , 探讨闽南侨汇的产生 、 数额及历史影响等 。
[ 30]
袁

丁 、 陈丽园先后发表一系列论文 , 集中讨论广东侨批业经营体系的重建和失败及二战后侨汇逃避

的产生及其原因 、主要趋向和终结等问题 ,
[ 31]
对研究二战后侨批业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学者对侨批业组织———批信局的研究也不断加深 。林真利用福建省档案馆所藏的丰

富档案 , 详细论述批信局的萌芽 、 逐步发展 、艰难发展 、 畸形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以及不同

时期的发展特点和形式 , 作者认为批信局因海外华侨与国内家眷 、 居留国与祖国的政治 、经济状

况和血缘 、地缘 、业缘等原因产生和发展 , 肯定其在沟通海内外联系方面的桥梁作用和争取侨汇

中的历史作用;
[ 32]
焦建华分别探讨了侨批业的经营制度 、经营特色及其制度创新与文化传统之间

密切的内在联系;
[ 33]
袁丁 、陈丽园探讨政府与批信局的关系 , 指出 1946—1949年国民政府为了打

击侨汇黑市 、解决侨汇逃避问题 , 对批信局采取既限制又利用的政策 , 因恶性通货膨胀最后失

败。
[ 33]
这是首次从政企关系角度探讨近代批信局的发展。台湾学者彭瀛添对海外批信局的产生 、

发展与变化以及批信局与中国邮政局之间的斗争有所探讨 ,
[ 34]
这是首次从邮政史角度探讨批信局

的民信业务。

新材料和新视角有助于拓宽和加深侨批业的研究 。广东省档案馆收藏了丰富的侨批业档案资

料 , 林家劲等人利用这批资料合作出版 《近代广东侨汇研究》
[ 35]
, 这是1949年后国内首次系统研

究近代广东侨批业的著作 , 该书资料新而丰富 , 但论述 “大而全” , 在理论框架和论述深度方面

存在明显欠缺。陈春声利用这批资料详细探讨清末至民国年间广东潮汕地区侨批业经营与运作的

若干侧面 , 分析批信局运营实态及其内部机制。
[ 36]
借助现代化理论 , 学者们开始关注批信局的传

统性与现代性问题。何启拔 1947年就提出批信局是固有文化遗俗的观点 , 但缺乏严密论证。滨

下武志以新加坡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 “合会” 和批信局为例分析华人金融的特点和性质 , 认为

批信局是传统区域社会对外联系的金融组织 , 其内部组织 、 经营方法都具有传统社会的特征。
[ 37]

戴一峰以二十世纪上半期批信局与厦门中国银行 (即 “闽行”)的关系为中心 , 详细探讨批信局

与银行之间竞争 、合作 、 利用 、借鉴及共生等多重关系 , 由此认为 , “现代” 与 “传统” 简单对

立的模式存在偏颇 , 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非常复杂多样 , 有合作 、互补 、融合和共生的一面 , 传统

中也包含许多积极 、 推进性的因素 。
[ 38]
滨下武志重在论述批信局的传统性 , 戴一峰则将理论与批

信局个案有机结合 , 从批信局与银行的关系中透视传统中的现代性 , 该研究不论对现代化理论 ,

还是批信局研究都有裨益 。

随着 20世纪 90年代华商网络理论的提出 , 学者们也开始将其应用到批信局研究中。戴一峰

采用新经济社会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探讨非正式制度对批信局组建的影响以及批信局与社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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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之间的关系 , 认为批信局借助社会纽带将自身网络化 , 并使其商业活动结构性地嵌入华人跨国

社会;
[ 39]
在戴一峰的指导或影响下 , 张军和焦建华分别撰写有关侨批业的硕士论文 , 探讨侨批业

网络的组织结构及具体运作以及侨批业网络与银行及邮局的关系 ,
[ 40]
论文虽然视角独特 , 但资料

存在欠缺 , 论述深度明显不够 。马明达和黄泽纯分析了潮汕批信局经营网络的组成和结构;
[ 41]
陈

丽园借用网络理论延伸了有关政企关系的讨论 , 详细论述 1927-1949年潮汕侨批网络与南京国

民政府之间的交锋 、 依存以及国家控制的失败 , 展示二者间的紧张和合作关系 , 指出国家体系和

民间商业网络若明确各自的活动空间 , 充分发挥优势可能会出现良性互动 。
[ 42]

另外 , 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所著 《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 虽非专门论述侨批业的著作 , 但是作

者新的视野和理论方法颇值得借鉴 。作者将东亚和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 , 从亚洲经济圈的视角讨

论侨汇与亚洲金融贸易体系的关系 , 认为侨汇加强了早已存在的亚洲金融贸易体系 , 外商银行参

与侨批业经营又促进以新加坡 、香港和上海为中转站的亚洲地区金融体系的形成 , 并使之连接欧

美金融体系 , 从而反过来影响侨汇发展 。
[ 43]

这一时期的其他研究对侨汇数额的估算 、侨汇用途和侨汇的历史地位予以极大关注 。林金枝

先后发表一系列文章 , 详细探讨 1949年前福建侨汇款额 、 特点 、侨汇用途和侨汇的历史地位 ,

对批信局经营方式有所涉及。
[ 43]
朱东芹着重分析 1946—1949年国民政府汇率政策与侨汇的关系 ,

指出因恶性通货膨胀和不断恶化的财政经济形势 , 侨汇优惠政策最终失败 , 侨汇逐年减少且大部

分逃入黑市;
[ 44]
冯元对国民政府时期侨汇的经营 、 统计以及广东的侨汇用途都做了详细探讨 , 指

出侨汇与侨乡生产不发展之间存在恶性循环 。
[ 45]
陈衍德探讨侨汇和华侨投资对厦门经济生活的综

合影响 , 认为其促成了厦门城市的消费性。
[ 46]
王付兵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福建侨汇的规模 、 地位

以及用途 , 这是对改革开放后福建侨汇比较完整的探讨
[ 47]
;丘立本从国际侨汇数量与侨汇作用

的变化以及我国侨汇数量的变化 , 探讨我国侨汇政策的得失 , 并提出相关改进措施。
[ 48]
杨世红考

察了 1949—1961年间新中国保护侨眷的利益 、争取侨汇的侨务政策和历史进程。
[ 49]
这些研究有助

于厘清和认识侨批业不同历史时期发展的具体情况和趋势 , 即使某些研究仅仅涉及侨批业。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 , 这一时期发掘 、整理和出版了大量的侨批业资料 。泉州中国银行先后整

理出版 《泉州侨批业史料》 、 《闽南侨批业纪述》 两本侨批业资料专辑 , 专辑除收集公开出版的资

料 、 档案资料外 , 还收录了诸多侨批员和有关人员的回忆或记述以及相关的口述材料等 , 这些资

料弥足珍贵 , 对福建侨批业研究不可或缺;汕头 “潮汕文化研究中心” 专门收集 、 整理和研究侨

批 , 先后整理出版了 《潮汕地区侨批业资料》、 《潮汕侨批萃编》 (共二辑)、 《潮帮批信局》 等侨

批业资料专辑 , 并发行侨批业研究专刊 《侨批文化》 , 还在 2003年成立了 “潮汕侨批馆” 。同期

出版的其他涉及侨批业的资料选辑有:《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 (福建 、广东和上海

卷)(1985 、 1989 、 1994年)、 《福建华侨档案史料》 (上下卷)(1990年)、 《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

编》 (三册)(1991年)、 《中国银行福建行史资料汇编 (1914 —1949)》 (1991年)、 《四联总处史

料》 (上下卷)(1993年)、 《交通银行史料》 (1995年)、 《中国银行厦门市分行行史资料汇编》

(三卷)(1999年)以及福建和广东各地的 《华侨志》 。如福建在 20世纪 90年代出版的 《厦门华

侨志》 (1991年)、 《福建省华侨志》 (1992年)、 《同安华侨志》 (1992年)、 《晋江华侨志》 (1994

年)、 《安溪华侨志》 (1994年)和 《泉州市华侨志》 (1996年)等 , 这些资料选辑和华侨志中包

含有大量的侨批业资料。此外 , 在政协主持下 , 各地侨乡先后出版了相应的 《文史资料》 , 其中

也保留了部分相当珍贵的侨批业口述和回忆材料 。

四 、 对已有研究的探讨及未来研究的展望

　　从以上回顾可以看出 , 侨批业研究从 20世纪初发端 , 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进入高潮 , 1949

年后趋于沉寂 , 20世纪 80年代后又见 “兴旺” 。笔者就已有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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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初步看法。

首先是选题问题 。笔者查阅从 20世纪初至今的有关侨批业研究的期刊论文 189篇 (不包括

文史资料), 根据研究内容和涉及的时间粗略分类统计① , 制成表一:
表一:侨批业研究论文统计表 (单位:篇)

　时段

内容
侨　汇

数额 作用
批信局 综 合 合 计

建国前 64 21 15 60 160

建国后 2 1 1 15 19

跨越前后 6 2 1 2 11

合　计 72 24 17 77 190

　　从表中可以看出 , 学者研究内容明显偏重

于新中国建立前的侨批业 , 在 190篇期刊论文

中 , 关注新中国建立前侨批业的研究文章为

160篇 , 占 84.3%。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

是因为 1949年前侨批业的发展和作用都非常突

出 , 资料获得也较方便 , 吸引大批研究者加入 ,

研究成果相对较多 。建国后侨批业的发展不管

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受到严格限制 , 而且国内政

　　治和经济形势变化很大。此外 , 新中国从 1955年起与东南亚国家逐步解决双重国籍问题 , 大批

华侨相继认同于当地 , 原来的华侨转变为外籍华人 , 侨汇数额逐年减少 , 中国大陆 1982—1999

年侨汇收入总额只有 110亿美元。
[ 50]

更重要的是 , 改革开放后 , 尤其是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 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 , 外币存

款逐渐增多 , 外汇储备迅猛增长 , 国家对侨汇的依存度极大降低。侨汇只作为一般外汇由国家外

汇管理局掌管。侨汇作为一般资金流动 , 属普通金融工作范畴 , 并未予以过多关注 , 而且各级政

府工作重点在于吸引外国投资 , 侨务部门也不例外 , 除了关心华侨华人捐赠公益事业外 , 侨务工

作很少提及侨汇问题 。实际上 , 部分侨汇也以外资形式合法或通过地下钱庄非法流入中国 , 境外

汇入的可自由兑换外汇已不再是华侨赡养家属的汇款 , 而是通过银行或其他汇款机构的多种形式

汇款 , 很难掌握准确翔实的资料 , 但应指出的是 , 直至 20世纪90年代末 , 进入中国的外资中有

60-70%是港台资本 , 直接来自东南亚华人的资本不到 4%。
[ 51]
再者 , 物资供应极大改善 , 侨眷

生活水平已极大提高 , 也不需依赖侨汇维系生存 , 政府在 20世纪 80年代初还实行的侨汇券 、侨

汇商店等各种优惠措施也逐渐销声匿迹 。总之 , 建国后的侨汇资料相对有限 , 因而没有多少人认

真加以研究。

其次是研究主题分布不均衡。学者多关注侨汇问题 , 侨汇数额和作用的相关研究多达 96篇

(如果严格划分 , 数目更多), 占 51%, 即过半数的文章关注侨汇 , 主要集中于侨汇款额的统计

与估算 、款额变化及其原因 、 侨汇用途及历史地位等。批信局的研究为 17 篇 , 不足 1%, 其中

探讨批信局与政府机构关系的文章就更少 , 只有两三篇 , 明显欠缺 。总体而言 , 批信局研究多为

介绍性 , 总体缺乏高质量 、有深度的研究和论述 , 主要关注其性质 、内部组织 、发展概貌 、 演变

过程 、国家政策和侨汇业务等 , 但都只有一两篇文章 , 极需加强。笔者认为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

至少有以下三点:

(1)侨汇方式与途径复杂 , 特别是私人侨汇渠道众多 , 因而无法对侨汇款额作全面且准确的

统计 , 但是侨汇对中国社会经济影响巨大 , 款额是最基础的部分。中国国际收支长期逆差 , 严重

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经济发展 , 国人对争取经济权益非常敏感和重视 , 学者也不例外 , 力图

对款额做出接近实际的估算。学者和政府一直试图估计出较真实的数目 , 因此涉及华侨汇款的研

究必然会涉及侨汇款额和款额变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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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一篇论文可能涉及多方面内容 , 本文采用以文章集中探讨的内容作为粗略的分类标准 , 侨汇类限

侨汇数额和历史作用 , 其中前者包括侨汇款额统计 、 估算 、 款额变化及其原因和相关措施;作用主要指对国家

外贸 、 经济与侨乡经济 、 社会 、 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作用及其历史地位。除侨汇数额 、 作用和批信局研究之外

的所有内容属综合部分。



　　(2)当时学者对批信局的价值取向非常清楚:一般认为传统的和旧的金融机关迟早要消亡 ,

工作重点在于 “现代” 部分 , 而不是关注早已过气的事物 , 自然谈不上重视资料的发掘 、保存和

详细调查研究 , 这也造成后人研究缺乏资料 。

(3)批信局一般组织规模较小 , 经营较隐秘 , “往往不肯将营业的实际情形告诉旁人” ,
[ 52]
外

人很难对其有深入和足够的了解;同时华人经营管理很少留下翔实的文字材料 , 这也给学者研究

增加了难度。

其三 , 研究理论有所欠缺 。侨批业研究多采用叙述和比较方法 , 关注于侨批业的发展脉络和

具体经营过程 , 研究深度有所欠缺 。值得指出的是 , 当代学者开始借用其他理论来研究侨批业 ,

如现代化理论 、 新制度经济学 、新经济社会学和网络理论等 , 采用新的理论无疑对侨批业研究具

有积极作用。

因此 , 未来的侨批业研究一方面应注重档案和其他资料的发掘和开发 , 努力从民间收集原始

资料 , 并对原来的侨批业者进行调查和采访 , 进行口述史研究 , 这个工作必须抓紧时间进行 , 因

为大多数业者已故去 , 幸存人数已经很少;另一方面 , 侨批业研究应努力拓宽研究领域和范围 ,

不应仅限于 “侨” , 而应扩展到华人或华裔 , 除了继续从金融 、外贸以及当地经济发展等角度研

究侨批业的发展与影响外 , 也要从投资角度重新审视华人资本 , 注意研究华资与中国经济以及与

当地经济的互动 , 更要立足于全球 , 从国际移民和资本流动角度探讨侨汇业的发展 , 比较各国侨

汇业的异同 , 探讨全球化形势下侨汇业新的发展 , 同时积极引进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 , 加强研究

的深度。总之 , 未来的侨批业研究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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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冲突与融合———菲华商联总会与战后菲华社会的发展》 出版

华侨大学朱东芹博士的新著 《冲突与融合 ———菲华商联总会与战后菲华社会的发展》 已于

2005年 11月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共分七章 、 28万余字 。

该书将商总与战后菲华社会的发展分为华社冲突和商总的诞生 (1945—1954年)、 商总的初

创时期 (1954—1966年)、 华社的团结和商总的成长时期 (1966—1975年)、华菲融合和商总的稳

定时期 (1975—1994年)、 商总和菲华社会的转折时期 (1994—1998年)以及世纪之交的商总和

华社 (1998年以来)六个时期 , 运用社会学冲突理论深入分析了各时期商总和菲华社会的发展

特点 。作者认为 , 战后以来菲华社会面对的外部及内部冲突总体上呈现出减缓的趋势。该书内容

丰富 、资料翔实 , 对了解战后菲华商联总会与菲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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