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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荷兰是一个政策宽松，经济发达的欧洲小国。自建交以来与中国的双边关系

迅猛发展，是中国企业向欧盟发展的重要基地。中国人移民荷兰已经有一个世纪

多的时间。与其他国家相比，华人在荷兰能够顺利融入。当地的华人社团历史悠

久、发展迅速、会务活跃，其中不少社团还成为欧洲比较成熟而有影响力的社团

之一。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尤其是 2000 年以来，荷兰华人社团不断壮大，数

量多达上百个，类型更是多种多样，并与当地政府和社会以及中国有着良好互动。

系统地考察荷兰华人社团的发展现状，对于了解荷兰华人社会，促进其与中国的

交流联系，发展中荷友谊，具有较大的学术意义。 

本文第一部分叙述荷兰华人移民概况及华人社团发展历程；第二部分将当前

荷兰华人社团归纳为综合类、政治类、经济类、文化类、宗乡类、服务类、特殊

群体类这七大类，并举例介绍其中具有代表性、影响较大的社团；第三部分论述

荷兰华人社团的运行机制及其主要功能；第四部分根据荷兰华人社团的问题和不

足，提出相应解决办法。 后预测荷兰华人社团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华人社团； 发展现状； 荷兰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Abstract 

The Netherlands is a small, highly developed and policy-easing country in 

Europe. Since the Dutch-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started, its rapid 

development becomes the important basement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to develop in 

the European Union. It has been more than a century since the Chinese people 

immigrated into the Netherlands. Compared with other foreign immigrants, Chinese is 

easier to be able to join in the society in the Netherlands. The local Chinese 

associations which have a long history are rapidly developed and active in the 

community affairs, and many of them become relatively mature and influential in 

Europe. In recent years, the types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s in the Netherlands 

whose amounts are over hundreds become various and their interaction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society deepen. A new investigation on the status quo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s in the Netherlands has great academic significance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associations in the Netherlands, further promoting the 

connection and developing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first part of this essay describes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Chinese 

immigrant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s in the Netherlands. The 

second part summarizes the categories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s and illustrates 

some representative associations. The third part introduces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s in the Netherlands. The fourth part tries to find some 

solutions for the problems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s in the Netherlands, and forecast 

their prospect.  

 

 

Key Words: Ethnic Chinese Association; Development and Status quo; The 

Nether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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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荷兰是一个小国，只有 1700 万人口。但现有的华人约 12 万人，其中还不包

括没有居留权的非法移民。荷兰侨社历史悠久，发展迅速，会务活跃，不少侨团

已成为欧洲比较成熟而有影响力的侨团之一。荷兰华人社团是维系荷兰华人社会

的重要支柱之一，也是了解荷兰华人社会的重要窗口。如欲对荷兰华人社会进行

研究，先从他们的社团入手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切人点。 

以往学者关于荷兰华人社团的研究多集中于 20 世纪的荷兰华人社团分析。

而 21 世纪以来，荷兰华人社团规模不断壮大，数量多达上百个，类型更是多种

多样。除了传统的以血缘、地缘等关系建立的宗乡类社团，还出现了以参政议政

活动为主的政治类社团；以商会、同业公会为主的经济类社团；以文艺、教育、

体育活动为主的文化类社团；以义工活动，社会公益事业为主的服务类社团；以

老人、妇女、青年以及学者为主的特殊华人群体社团……这些社团都能从不同的

层面，采用不同的形式和方法，竭力帮助华人解决困难，维护华人正当权益；不

断地关心华人老人、妇女、青少年的生活和成长；努力推进荷中文化交流和科技、

经贸合作等。确确实实为华人社会做了许多实事，为华人融入主流社会发挥了积

极的推动作用。因此，与时俱进地探究 20 世纪末以来荷兰华人社团的发展现状

显得尤为必要。 

随着从业领域的扩大和经济实力的增强，荷兰华人在居留国的地位已有很大

的提升。中国改革开放，加之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的出现和信息时代的来临，荷

兰华人亦出现了从“侨”向“桥”的转变。他们不但在居留国开创巨大业绩，也

与中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祖籍地甚至中国其他地方进行建设和投资。华人社

团如何适应变化了的华人社会需要，如何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是涉及到荷兰华

人社会发展前景的关键问题。对荷兰华人社团的现状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对于

了解荷兰华人华侨社会，帮助其更好融入主流社会，促进与中国的交流联系，发

展荷中友谊，具有较大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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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长期以来关于荷兰华人社团的著述和文献相对较少。且研究时间大多局限于

上个世纪。 

1、中文文献 

相关的著述有彭柯(Frank N. Pieke)著、庄国土译《荷兰华人的社会地位》、

李明欢《当代海外华人社团研究》、方雄普和许振礼《海外侨团寻踪》、李明欢《欧

洲华侨华人史》等。 

《荷兰华人的社会地位》是荷兰国立莱顿大学汉学院学者彭柯经数年资料积

累与社会调查，于1988年撰成的研究报告。作者对荷兰华人的历史和发展，荷兰

华人的家庭、社会结构、就业、教育、住房、人口、心态等方面均有详细的描述

和分析。运用了社会学研究理论进行抽样、分类、综合调查，将档案资料与采访

资料相互印证，参照使用，研究方法十分独到。但因其采访对象仅40多人，得出

的结论可能失之片面。且关于荷兰华人社团的内容比较概括，时间局限于20世纪

90年代以前。 

李明欢的《当代海外华人社团研究》，对1995年以前的海外华人社团作了一

个整体的概述和分析，主要研究了世界华人较多国家华人社团出现的历史条件、

组织形态、经济机制、社会功能等，全面而系统的反映出了90 年代以前海外华

人社团的全貌，但由于当时荷兰的华人社团数量不多，影响不大，作者很少涉及

到，只提到旅荷华侨总会、荷兰华人社团联合会等极个别社团。 

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的方雄普和许振礼编著的《海外侨团寻踪》，从华侨

史的角度对1995年以前海外华人社团的发展演变做了系统的论述，涉及到社团的

发展、演变的各种社会因素，并对有影响的社团做了分析和探究，但关于荷兰华

人社团仅点滴提及。 

李明欢的《欧洲华侨华人史》是第一部较全面地论述欧洲华侨华人历史与现

状的综合性研究著作。作者既从宏观上探讨欧洲各国各地区华侨华人发展沿革的

共性，同时也注意从不同层面解剖各国华侨华人的特性。在研究荷兰一国的华侨

华人时，作者娴熟运用荷文资料并进行田野调查，剖析了前人研究中未能预见到

的中餐业长久兴盛的深层因素。通过发掘荷兰工人运动的卷宗、传单等资料, 反

映出当地民众中主张平等对待华侨华人的呼声。本书还融入了作者的博士论文—

—《荷兰华人社团研究》的主要成果，较为详细地介绍了21世纪以前荷兰华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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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但无法反映近12年荷兰华人社团的现况。 

关于荷兰华人社团的学术刊物论文。主要有池莲子《荷兰华人的历史、现状

及问题》、张康清的《荷兰的华人，华人经济与就业》、李明欢《从半月报载文看

荷兰华人心态》等。但这些论文只是宏观上概括介绍荷兰华人整体，没有针对荷

兰华人社团进行具体的剖析。郭剑波《荷兰侨社的的中坚——旅荷华侨总会》详

细介绍了旅荷华侨总会的创立历史、宗旨和组织、主要活动与特色。李坚尚的《荷

兰华人社团内外的社会联系网络——“旅荷华人联谊会”实地考察》通过对旅荷

华人联谊会进行实地考察，认为社会联系网络对华人的文化认同、经济发展及融

入主流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但这些文章只针对个别华人社团进行调研，没有综

合、全面、系统地分析整个荷兰华人社团的情况。王春光的《华侨华人社团的“拟

村落化”现象——荷兰华侨华人社团案例调查和研究》通过实地调查部分荷兰华

人社团及相应侨乡，认为荷兰华人社团是华人在异国他乡的村落替代物，即拟村

落化。但此文只是从以温州人为主的华人社团层面去理解移民在主流社会的组织

建构活动，所调查的 35 位对象大多是通过社会关系网络移民国外、不易融入主

流只能在移民内部实现组织化的移民。因此限制了全文观点的普适性。 

2、英文文献 

李明欢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专著《我们需要两个世界——活跃在西

方社会的华人移民社团》①详细研究了荷兰华人社团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该书

较充分地利用各种文献资料，采取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综合研究方法（包括社会调

查与口述历史），从理论上论证了华人移民身处“两个世界”的社会形态，阐述

了华人移民为改变其不利地位而作出的各种努力。因其成书时间为 1999 年，所

以无法反映本世纪初以来的荷兰华人社团发展状况。 

荷兰华人社团资料相对匮乏，加之不能实地调研和采访。因此除了查阅纸质

文献外，笔者充分采用了海外华人研究的新工具——互联网。通过访问侨务、政

府机构网站，华人社团网站，研究学术机构网站等，获得 新或一手的数据及资

料。此外，笔者还利用在荷兰的亲友和留学生探知荷兰华人生活的概况，通过邮

件联系到部分华社的领导成员，进行沟通访谈，获得信息援助。写作时注重各种

观点的比较和考证，争取从历史的、宏观的、客观的角度反映荷兰华人社团的现

                                                        
① Minghuan Li , We Need Two Worlds: Chinese Immigrant Associations in a Western Society,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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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在探究华人社团的具体情况时，从微观角度统计、比较、列举实例，力争资

料详实、观点正确、有说服力，以达到本文重在反映荷兰华人社团现状的目的。 

三、论文框架和相关概念界定 

1、论文的思路与框架 

本文因研究荷兰华人社团的发展现况，因此把时间点侧重于 20 世纪 90 年代

后，尤其是 2000 年以来，各社团开展的活动及新成立的社团。近年来荷兰华人

社团种类繁多，活动越来越频繁，形式更加多样化。仅以某种分类并不能完全覆

盖所有类型，且社团也在不断地发展演变。因此对于荷兰华人社团的产生、发展

和变化，应当放到华人社会变迁的大趋势下来认识。如对于华人社团功能，以往

的研究多注重于举办庆典、行业互助、传承文化等对内功能，笔者认为新时期荷

兰华人社团沟通政府、融入社会、联系中国的对外功能越来越得到体现。 

笔者认为，一个社团的状况集中体现于宗旨目标、日常活动、机构功能上。

本文以分类中具有代表性的社团为个案，用以点带面的形式反映当前荷兰华人社

团的全貌。其中涉及到了综合类、政治类、经济类、文体类、宗乡类、服务类以

及特殊群体类的社团（因宗教类社团相关资料极少，所以本文未作研究）。在组

织材料时多集中在以活动产生的影响大小来确定探究的对象，不同类型的社团采

取不同的侧重点来组织材料。通过分析各社团的内部组织机构、组织原则、社团

宗旨、参加人数、领导人以及分支情况和分布区域等方面情况，反映当今荷兰华

人社团的现状，从而全面预测荷兰华人社团的发展趋势及其前景。 

本文共分六个部分展开分析论述，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第一部分绪论，阐

明本文的选题意义、研究思路、采用的理论方法，并对本文所使用的概念与术语

进行了界定和说明，对相关领域的学术史与学术动态进行了回顾和予以简单的评

论。第二部分，概述荷兰华人社团的发展历史，先简要介绍荷兰华人的移民情况，

再叙述早期荷兰华人社团的产生和发展，以及新时期华人社团的现状和特点。第

三部分，按出笔者的分类方法对荷兰各类华人社团给予系统的归纳和分类。分析

时每一种类型的社团只列举较有影响的几个，以便能纲举目张，更为清晰明白。

第四部分，着重分析荷兰华人社团的内部组织机构，并依据社团中具有代表性的

活动概括其功能。第五部分，指出目前荷兰华人社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对此

提出相应的解决改善办法。结语部分，预测荷兰华人社团的未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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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关概念的界定 

华侨：指的是具有中华民族特征、移居海外而仍保留中国国籍的人。其正当

权益受到损害时应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保护。 

华人：指的是具有中华民族的特征、移居海外并已经加入当地国国籍者。① 

华族：所有生活在中国（含大陆及台、港、澳地区）以外的具有中华民族血

统和中华文化特征的人，包括仍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已取得外国国籍的原华侨

及其后裔所构成的华人，以及华侨、华人的后裔的华裔。② 

华裔：就是外国出生的华人的后裔，一般指的是没有中国国籍，但含有中华

民族血统的人。与其是否承认属于中华民族无关。③ 

社团：拥有一定范围的成员，具有某些需要达到的功能或目标，在明确的制

度规范内运行的非盈利性的社会组织。英文可称作 community、association、

organization 等。Community 多指宗亲会、同乡会；association 多见于学术性团

体、同业公会、商会、行业会所；organization 多指功能或目的较为单一、有统

一指挥和行动的团体，英语中关于华人社团的称呼此类用法较为常见。 

海外华人社团：生活在中国本土之外的华人，为达到一定目标、按一定原则

自行组织起来的、非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合法团体。④ 

在本文中，一是为了行文简洁起见，二是由于“华人”实为当今中华民族海

外移民群之主体，因此，笔者在全篇基本均以“海外华人社团”统称当代由海外

华侨、华人、华裔组建的团体。

                                                        
① 庄国土：《论东南亚的华族》载《世界民族》，2002 年第 3 期，第 37 页。 
② 陈衍德：《论华族-从世界史与民族史的角度所做的探讨》载《世界民族》，2001 年第 2 期，第 21 页。 
③ 陈碧笙：《世界华侨华人简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 年，第 3－5 页。 
④ 李明欢：《当代海外华人社团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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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荷兰华人社团发展史 

荷兰是一个政策宽松，经济富裕，全民重商的小国。在全球具有重要的商业

战略地位，是通向欧洲的门户。自建交以来与中国的双边关系迅猛发展，是中国

企业向欧盟发展的重要基地。长期以来，荷兰在世界上以宽容和文化多样性著称，

其宽松的移民政策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移民。中国人移民荷兰已经有一个

多世纪的时间。近几十年来随着从业领域的扩大和经济实力的增强，荷兰华人在

居留国的地位已有很大的提高。荷兰华人社团也从上世纪初的萌芽到如今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且规模不断扩大，种类更加繁多，紧跟着时代步伐，适应着变化了

的华人社会的需要。 

第一节  荷兰华人的移民概况 

华人作为移民进入荷兰社会当始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早移居荷兰的华

人包括：19 世纪 80 年代以后陆续从当时的荷属东印度前往荷兰经商或留学的华

人；20 世纪初“跳船”定居荷兰的华人；以及同期从浙江、山东等地抵荷的商

贩。① 

第一批中国大陆移民踏上荷兰土地的时间大约是 1911 年 6 月。②当时荷兰海

员大罢工，荷兰船务公司从伦敦雇佣了一批华籍海员、消防员和煤炭工人，以击

败荷兰海员罢工。因为荷兰曾是世界海上强国，海上运输非常发达，海员罢工给

荷兰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华籍海员的到来无疑缓解了船务公司乃至荷兰因罢工

造成的困境，但也遭受到荷兰海员的不满和抗议，视华人为“肮脏的、卑鄙的人”。

这时期的华工，主要来自中国广东、福建，尤其珠江三角洲一带的破产农民和小

手工业者。他们往往是先去广州、香港谋生，然后以此为跳板出洋，到英国、荷

兰等欧洲国家。1918 年，2000 名华人移民从广东迁移到荷兰。此后，有更多的

华人从世界其他地方(如印尼、德国、法国等)合法或非法地进入荷兰。来自浙江

                                                        
① 李明欢：《华人移民荷兰开端考》，《八桂侨史》，1993 年第 1 期，第 33 页。 
② F.N. Pieke <Immigr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he Chinese in the Netherlands Revue Europeenne Des 

Migrations Internationales>, 1992. 摘引自张康青：《荷兰的华人，华人经济与就业》，《中国人口科学》，1993
年第 3 期，第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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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地区青田一带的华人，虽也有当船工和苦力的，但大多数是以流动小贩为业。

他们贩卖各种小商品，如花生糖、青田石刻、棉织品等等。提篮着篮子沿街串巷，

上餐楼、进剧院，以手势比划到处叫卖。据当时不完全的估计，30 年代在荷兰

的温州青田人约五六百人，其中的流动小贩就有 400 人左右。①当时身居荷兰的

主要是出来打拼的青壮年男性，女性的数量微乎其微，华人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1932 年聚居于荷兰鹿特丹唐人街的 1200 名华人中，没有一名女性。②另据荷兰

老华侨回忆，二战刚结束时，在荷兰约有 1300 名华侨，其中来自中国的女性共

13 人，可谓“百里挑一”。早期的华人作为劳工、水手来到荷兰，在艰苦的环境

里参加了一次、二次世界大战，在战争中帮助荷兰；在战后他们还是一直在艰难

地求取生存，无论是在街上卖花生糖，还是在工厂、农场、餐馆打工，华人都是

以 大的勇气和坚持，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终于在当地立稳了脚跟。 

二战后，荷兰的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的购买力迅速提高。随着 1949 年印度

尼西亚的独立，很多荷兰人从印尼回到了祖国，也带回了他们对东方食物的爱好。

且大多数荷兰人没有经营餐馆的习惯，在当地没有土生土长的、廉价的、大众化

的菜肴，因此当时的华人及时抓住时机，开办“中印尼餐馆”。这类餐馆一开业，

就立即吸引了无数食客，并且越来越多，甚至到了供不应求的地步。50 年代约

有 65 家，1960 年有 400 家，1970 年达到 1000 多家，1980 年超过 2000 家。③迅

速增长的客源市场使得华人餐馆立刻出现严重的劳动力欠缺现象。导致那些已在

荷兰的华人，想方设法要求申请亲友出国来荷帮厨。且当时的中餐业势不可挡的

快发展形势，使得荷兰政府必然给予了允许和支持。大批华人以连锁的移民方式

纷纷进入荷兰，形成了荷兰华人历史上又一个“移民潮”。20 世纪 60 年代，中

国大陆的人们还不容易直接出国。许多移民从大陆先跑到香港，再从香港转到荷

兰，也有一些移民从欧洲其他国家转到荷兰。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渠道，进入

荷兰。 

1978 年，中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后，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纷纷进入荷兰。

他们有的是通过其先期在荷兰生活、移居的亲戚朋友牵线，而来荷兰团聚或务工；

有的是受聘或外派而居留荷兰；有的是来荷自主创业；有的则是留学、校际交换

                                                        
① （荷）池莲子：《荷兰华人的历史、现状及问题》，《汕头大学学报》，1998 年第 14 卷第 3 期，第 72 页。 
② Van Heek, Chinezen Immigranten in Netherland, 1936. 摘引自豆丁网. 李明欢. 当代欧洲华人人口构成剖析. 
http://www.docin.com/p-102360788.html. 2010-11-30. 
③ 黄如捷：《战后海外中餐业发展剖析》，《华人华侨历史研究》，1991 年第 2 期，第 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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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荷兰……相比于法国和德国等国家，20 世纪末荷兰对外来工的限制比较少，

对黑工的打击力度也不大。1989～1993 年，荷兰政府对“难民”政策较宽。80%

申请“难民”的人，因无任何身份证件，无法强制送回原籍国。一般半年或一年

内，便获得临时避难居留证。自 1994 年 10 月 15 日起，司法部发布新的难民条

例措施。一般情况下，在申请难民外籍人中，16%在 24 小时内立刻被驱送出境。

①但被驱送回国的人毕竟是少数，因此还有许多华人通过非法移民手段进入荷兰。

至 20 世纪末，华人群体自身的构成发生了明显变化。就人口的自然构成而言，

目前荷兰华人群体中，男女性别比都已趋于正常。20 世纪上半叶那种以青年男

性为主的现象已根本改观；就人口的质量而言，华人新移民的整体素质明显高于

先前。来荷的许多是挟才、挟财之士，与当年那种赤手空拳求生异域的移民形成

鲜明对照。并且海外华人的政治意识对比二战前更是有天壤之别。 

21 世纪初，荷兰政府通过两项新规定，进一步采取各种措施打击非法移民，

使融入社会成为外来移民的义务而不是自愿，同时也鼓励和吸引技术和资金移

民。②此外，2007 年初荷兰政府在全国进行了一次“移民合法化”运动。所有在

2001 年以前进入荷兰的非法移民，都在这次“大赦”中获得荷兰的合法身份。

截至 2006 年，荷兰有华侨华人约 12 万人左右。至 2010 年，在荷华人约 14 万。

③荷兰华人的来源背景非常复杂，虽然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侨华人已经占多数，但

是还有不少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人移民，如有从前荷兰殖民地（如印尼和苏

里南等）来的移民和后裔；有从越南来的政治难民；有从中国台湾、香港及新加

坡、马来西亚来的移民及后裔等等。据荷兰中央统计局资料，不同来源地所占比

例为：中国大陆 35%，香港 23%，印尼 20%，苏里南 6%，其他地区 16%。中国大

陆的大部分来自广东（深圳、大鹏）、浙江（温州地区和青田县）、福建（福州和

长乐）等地。荷兰大部分华人从事餐饮业及相关行业，目前荷兰有中餐馆 2600

                                                        
① （荷）池莲子：《荷兰华人的历史、现状及问题》，《汕头大学学报》，1998 年第 14 卷第 3 期，第 73 页。 
② 规定一、自 2004 年 3 月起，不仅 1998 年以后来荷的外籍移民需要参加融入社会课程并通过考核，年满

16 岁的移民，无论来荷时间长短，均需通过荷语水平考试。中央政府还增加检查非法移民的执法人员，

加强对境内外国人的监控，扩大非法移民收容所和遣返中心的收容能力，加重对出租住宅给非法移民的

业主以及雇用黑工者的惩罚。规定二、自 2004 年 10 月 1 日起，以工作为由移居荷兰，年净收入在 45000
欧元或以上的外国人即为符合条件的技术移民，在荷兰工作不再需要工作许可。自 2007 年起，只要在荷

兰的个人报税年薪达到 46541 欧元以上（30 周岁以下的人则为 34130 欧元以上），即可获准移民，并享

受一系列快捷、便利的移民服务。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荷兰王国大使馆网站.荷兰移民及国籍政

策.http://www.chinaembassy.nl/chn/zjhl/t268012.htm．2006-08-17。 
③ 大展网. 陈光平：荷兰华人摄影协会情况介绍. http://photo101.zjphoto.org/view/5yd7d.htm. 2010 年 1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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