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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东亚金融危机后, 缅甸经济明显有恶化的趋势, 政治仍然不稳

定,“民主化”政治近期内难以出现, 但中缅关系继续保持着友好发展的势头。缅

甸华侨华人在危机后仍然以经济发展为主, 政治地位有所提高, 文化状况有所改

善, 但较长时期内仍将无法取得与缅族同等的政治地位。缅甸华族形成进程受若

干因素制约, 将是一个充满变数的长期过程。

【关 键 词】　缅甸　华侨华人

Ξ

金融危机后缅甸国内状况

　　 (一)经济状况

缅甸虽然没有建立与国际接轨的金融市

场, 但依赖国外 (主要是东盟和中国) 的投资

和经济技术合作, 因此也受到了 1997 年东亚

金融危机的影响。

据有关资料, 1998ö1999 财政年度, 缅甸

吸引外资总额仅为 2945 万美元, 仅相当于

1997ö1998 财政年度和 1996ö1997 财政年度

吸引外资总额的 3. 78% 和 1. 04%。东盟成员

国对缅甸的直接投资下降了 70% ①。东亚金

融危机后, 缅甸货币持续贬值, 通货膨胀率增

加, 国外投资减少, 财政状况也持续恶化 (见

表 1)。
(二)政治状况

1998 年 5 月, 缅甸国内最大的反对派

——全国民主联盟 (以下简称“民盟”) , 向缅

甸政府提出限期召开议会、进行对话、无条件

释放所有政治犯等政治要求。同年 9 月,“民

盟”宣布成立由吴昂瑞 (U A ung Shw e) 任主

席的 10 人议会代表委员会, 行使议会权力。

缅甸政府宣布此举违法, 并采取措施进一步

限制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的活动, 不允

许其在周末发表路边演讲及赴外地活动, 双

方矛盾激化。2000 年 10 月, 缅甸政府与昂山

素季开始政治对话。2002 年 5 月, 缅甸政府

解除了对昂山素季的软禁, 允许其自由旅行

及参加政治活动。2003 年 5 月 30 日, 昂山素

季在国内开展政治活动时, 引发群众性流血

冲突, 造成 4 人死亡, 50 多人受伤。缅甸政府

以维护政局稳定为由, 拘禁了昂山素季及其

他“民盟”温和派的领导人, 关闭了“民盟”总

部及其分部。8 月 25 日, 缅甸政府进行重大

改组, 任命温和派的钦纽为政府总理。钦纽随

后发表讲话, 提出政治和解“民主路线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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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表示将继续与“民盟”对话, 制订新宪法,

并最终实现民主。这使得缅甸的政治局势开

始有所缓和。但是, 2004 年 10 月 19 日, 缅甸

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突然宣布, 总理钦纽

因健康原因卸任, 由强硬派的梭温接任总理。

从而为“民主路线图”计划的实施投下了阴影。

表 1　缅甸经济状况一览表

项 目
年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货币汇率 (1 美元兑换缅元) 159. 80 240. 39 232. 27 236. 71 261. 43 458. 75 644. 61 901. 66

缅甸官方汇率 (1 美元兑换缅元) 5. 92 5. 92 5. 92 5. 92 5. 92 5. 92 5. 92 5. 92

外债 (百万美元) 2 2 2 6004 5928 5670 6580 7320

外贸余额 (百万缅元) 2 2 2 2 24825. 8 23318. 9 4607. 1 2402. 3

外汇储备 (百万美元) 2 2 2 2 222. 8 399. 9 469. 9 550. 1

通货膨胀率 (% ) 20. 0 31. 7 46. 8 8. 6 26. 3 51. 0 57. 2 2
财政赤字 (百万缅元) 253873 257626 293187 2109301 2119698 2 2 2
外国直接投资 (百万美元) 581 879 684 304 208 192 191 128

　　资料来源: Coun try P rof ile 2005 M y anm ar, T he Econom ist In telligence U nit, pp. 50252; A SEAN F inance and M acroeco2

nom ic Surveillance U nit (FM SU ) D atabase (h ttp: ööwww. aseansec. o rg) ; A S EA N S ta tistica l Y earbook , 2004, p. 42, p. 54,

p. 139.

　　总之, 东亚金融危机后, 缅甸的政治、经

济形势均不容乐观, 经济上明显有恶化趋势,

政治上仍然不稳定,“民主化”政治近期内难

以出现。

金融危机后中国与缅甸的互动

东亚金融危机后, 中缅关系继续保持友

好发展势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关系

金融危机后, 中缅高层领导人互访频繁。

中国方面有副总理吴邦国 (1997 年 10 月)、

国务委员司马义·艾买提 (2000 年 5 月)、国

家副主席胡锦涛 (2000 年 7 月)、国家主席江

泽民 (2001 年 12 月)、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

书长王忠禹 (2002 年 1 月)、国务院副总理李

岚清 (2003 年 1 月)、吴仪副总理 (2004 年 3

月)、李肇星外长 (2005 年 7 月)先后访缅。缅

甸方面有钦纽秘书长 (1999 年 6 月、2004 年

7 月以缅甸总理身份再次访华)、吴温昂外长

(1999 年 12 月)、丁吴第二秘书长 (2000 年 4

月)、貌埃副主席 (2000 年 6 月)、温敏第三秘

书长 (2000 年 10 月)、丹瑞主席 (2003 年 1

月)先后访华。

胡锦涛主席 2005 年 4 月会见缅甸和平

与发展委员会主席丹瑞时表示, 发展中缅睦

邻友好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

国愿同缅甸朋友一起, 巩固和发扬中缅“胞

波”友谊, 不断把两国关系推向前进。中缅在

双方确定的农业、人力资源开发、自然资源开

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的合作取得了

重要成果。中方将继续鼓励和支持有实力、信

誉好的中国企业到缅甸开展形式多样的互利

合作。双方还可以探索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

的新思路、新途径、新方式。中国将继续为缅

甸经济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丹瑞主席

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给予的帮助和支持深为感

激。他说, 缅甸的工业投资明显增加, 这为中

国企业来缅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创造了有利条

件, 并希望不断扩大两国的合作领域。2005

年 12 月 14 日,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吉

隆坡会见缅甸总理梭温时说, 中国将一如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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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地奉行对缅友好政策, 深化全方位、多层次

合作, 推动中缅关系不断深入发展。希望中缅

双方加强在贸易、投资、能源等领域的合作。

梭温同意温家宝对两国关系的评价, 并感谢

中方对缅甸经济建设给予的宝贵支持, 希望

双方根据已达成的共识和协议, 深化互利合

作。双方还同意加强禁毒合作①。

中缅先后签署了《中缅关于未来双边合

作框架文件的联合声明》(2000 年 6 月)、《中

缅科技合作协定》(2000 年 7 月)、《中缅旅游

合作协定》(2000 年 7 月)、《中缅经济技术合

作协定》(2000 年 7 月和 2001 年 12 月)、《中

缅渔业合作协定》(2001 年 11 月)、《中缅边

防合作议定书》(2001 年 12 月)、《中缅投资

保护协定》(2001 年 12 月)、《中缅动植物检

验检疫协定》(2001 年 12 月)、《关于中国免

除缅甸部分到期债务的政府间协定》(2003

年 1 月)和《关于信息通讯领域合作的谅解备

忘录》(2004 年 7 月)等文件。

(二)经贸关系

1997 年以来, 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中缅双边贸易额连年下降。2000 年后逐渐好

转, 据中国海关统计, 2002 年中缅双边贸易

总额达到 8. 62 亿美元, 同比增长 36. 4% ; 其

中中国出口 7. 25 亿美元, 增长 45. 7% , 进口

1. 37 亿美元, 同比增长 2. 0%。据缅方统计,

中国已成为仅次于泰国的缅甸第二大贸易伙

伴国。 2003 年, 中缅双边贸易总额达到了

10177 亿美元, 同比增长 25% , 中国出口

9108 亿美元, 进口 117 亿美元, 同比分别增

长 2512% 和 2318%。2004 年 1～ 10 月, 中缅

双边贸易额为 8197 亿美元, 同比增长 3% ,

其中中国出口 7119 亿美元, 同比下降

212% , 进 口 1177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3112% ②。

而且, 中缅经贸合作领域已从原来单纯

的贸易和经济援助扩展到工程承包、投资和

多边合作。截至 2002 年 10 月, 中国公司在缅

甸已签订承包工程合同 800 项, 合同金额超

过 21 亿美元; 签订劳务合作合同额超过

6000 万美元。截至 2002 年第三季度, 在缅甸

的中资机构已有 37 家, 投资项目 36 个, 协议

投资额约 1. 7 亿美元③。

总之, 东亚金融危机后, 中国与缅甸保持

着良好关系, 这为缅甸华侨华人的发展提供

了良好的环境。但是, 作为中国与缅甸关系纽

带的缅甸华侨华人, 如果无法处理好与中国

的关系, 如果对中国过分亲密, 将会导致缅甸

政府的疑虑, 甚至有可能遭到歧视和迫害。

1967 年缅甸就曾发生过“六·二六”排华事

件④, 这也为缅甸华侨华人向华族过渡进程

增加了不确定因素。

金融危机后缅甸华侨华人状况

截至 2002 年, 缅甸华侨华人约有 10118

万人, 占缅甸总人口的 2. 1%。随着缅甸政府

对华侨华人看法的改变, 华侨华人的政治地

位有一定改善, 但是仍然未获得法律保障。

缅甸华侨华人目前所从事的行业非常广

泛, 但大多以中小企业为主。在商业方面, 最

多的为零售杂货业, 约有 25000 家以上; 在工

业方面, 以机械修配、食品加工及成衣业为

主, 其中食品加工业已增至 5000 家左右。

教育方面仍然是以果敢文⑤ 学校、佛经

教授班和中文补习班为主。但是, 政府对华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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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度在逐渐变化, 可能不久会给予华校合

法地位, 允许华校正常运营①。1998 年 11 月,

华文报《缅甸华报》正式发行, 成为缅甸惟一

合法的华文报。

在公认具有代表性的华侨华人社团中,

全国性社团占据一定比例, 但基本上均为商

业性或文化性社团, 缺乏具有影响力的政治

性组织 (见表 2)。

总之, 东亚金融危机后, 缅甸华侨华人仍

然以经济发展为主, 在政治上的地位有所提

高, 在文化上的状况有所改善。但是, 由于缺

乏政治性的全国组织及其对政治的冷漠, 缅

甸华侨华人无法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保障自身

在其他方面的利益, 这是现今缅甸华侨华人

最大的缺陷, 也正因此, 他们在很长时期内将

无法取得与缅族同等的政治地位, 这无疑阻

碍了缅甸华族形成的发展进程。

表 2　中国驻缅大使馆公认的具有代表性

的侨团的排行榜 (2000 年)

顺序号 侨团名称 侨团负责人

1 缅甸华商总会 黄其德

2 缅甸福建同乡会 吕振膑

3 缅甸华侨慈善会 许文亭

4 缅甸华侨图书馆 钟华盛

5 缅甸华侨文协 陈万昌

6 缅甸华侨中学校友会 陈万昌

7 缅甸南洋中学校友会 方民杰

8 广东会馆 梁联发

9 云南会馆 赵　忠

10 缅甸华侨互助会 戴炎鼎

11 缅甸华侨妇女协会 卢透莲

　　资料来源: 林锡星:《中缅友好关系研究》, 第 66～ 67

页。

缅甸华侨华人向华族的转变

“华侨”(O verseas Ch inese )、“华 人”

(Ch inese, E thn ic Ch inese, Ch inese D iaspo2

ra )、“华裔”(Ch inese D escen t, Peop le of

Ch inese D escen ts) 和“华族”(E thn ic Ch inese

Group ) 这四个概念的描述在学术界一直存

在着争议。

中国历史上的“唐人”、“华人”、“中国人”

或“中华人”, 以及“北人”、“闽粤人”、“中国贾

人”或“华民”、“华工”、“华商”之称, 其含义都

是指移居海外的中国人。

19 世纪末,“华侨”一词开始使用, 逐渐

取代旧名, 其含义仍然是指移居海外的中国

人。二战后,“华侨”之外又出现了“华人”、“华

裔”、“华族”种种名称。在中国,“华侨”和“华

人”的使用在学术界获得了大体一致的认同。

截至 20 世纪 90 年代, 华侨在广义上是指所

有移居海外的中国人, 而在狭义上则指仍然

保留中国国籍的海外中国人。华人则与狭义

的“华侨”相对而言, 指的是移居海外已经取

得当地国国籍的具有中华民族特征的人。而

“华族”这一概念的使用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

并不多见。一般而言, 国外学者使用的“华

侨”概念是指中国学者使用的狭义概念, 而

“华人”概念大体与中国学者所指的相同。“华

族”则指, 除了上述的“华侨”和“华人”之外,

还可以包括许多具有中华民族特征和双重以

上的国籍或国籍不明甚至无国籍的人, 亦即

包括所有具有中华民族特征而移居海外的中

国人, 而不问其有无中国国籍。对于“华裔”,

国内外学术界通常并未加以明确界定②。

进入 21 世纪, 中国学术界对这些术语的

使用开始出现变化, 庄国土认为,“‘华侨’、

‘华人’、‘华裔’、‘华族’诸概念的使用和流

行, 实际上反映了海外中国移民及其后裔的

客观社会身份和主观认同的发展变化。20 世

纪 50 年代中期以前,‘华侨’是这一群体最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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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的称谓, 反映了这一群体在国内外 (尤其在

中国国内)的官方和民间中被视为‘侨寓者’、

‘中国人’、‘中国侨民’, 以及这一群体本身对

中国的认同。50 年代以后, 这一群体中的绝

大部分已加入当地国籍, 在政治上认同于当

地, 但在文化和族群意识上仍认同于华人群

体本身,‘华人’这一概念开始逐渐取代‘华

侨’。随着不少华人在文化、血缘上与当地土

著混合, 甚至日益趋同于当地土著, 逐渐丧失

了华人的主观认同和客观标识 (如外貌、语言

和习俗等) , 这部分人就成了‘华裔’。而保持

华人认同者的群体则成为了‘华族’”①。

表 3　影响缅甸“华族”形成因素一览表
影响因素 强弱度 直接或间接影响

缅甸政治经济等国内因素 强 直接

缅甸华侨华人自身状况 强 直接

中国与缅甸关系的互动 较强 间接

东盟对缅甸的影响 中 间接

国际 (尤其是亚太地区)

政治经济状况
对缅甸的影响

弱 间接

对于缅甸而言, 华侨华人向“华族”过渡

的进程开始于 1962 年奈温推翻吴努政府实

行军人专政之后, 并在东亚金融危机前已有

了相当的发展。虽然东亚金融危机对缅甸产

生了一些影响, 但是这一进程不会终止。笔者

认为, 东亚金融危机后, 缅甸华侨华人发展主

要受五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见表 3)。

　　东盟对缅甸的影响, 主要是东盟各国“华

族”形成过程对缅甸华侨华人的“示范”效应。

东盟国家中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国

的华侨华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都有

所建树, 已成为该国重要的民族组成部分。

1997 年缅甸加入东盟后, 东盟各国华侨华人

在各方面取得的进展和经验, 将会给予缅甸

华侨华人有益的借鉴, 从而大大减少其在向

“华族”转变的进程中可能遭遇的失误和障

碍。另一方面, 虽然东盟一贯奉行“不干涉”原

则, 但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压力, 东

盟其他成员国也开始向缅甸施压, 使得缅甸

被迫放弃了 2006 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 这

可能将导致缅甸国内产生一些变化, 从而为

缅甸华侨华人向华族的过渡增添了变数。

国际 (尤其是亚太地区)政治经济状况对

缅甸的影响虽然是最弱的一个间接因素, 但

是, 随着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深入, 缅甸也难以

偏安一隅。国际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将可能

导致缅甸国内外状况的变化, 从而影响缅甸

华侨华人向“华族”转变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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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庄国土:《二战以后东南亚华族社会地位的变化》,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22～ 23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