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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经济全球化带动资金、信息、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从而使国际移民活动

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这一国际移民行为对移民者本身、移出国、迁入国都产生了

多层面的影响，而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正是国际移民大军中的一部分。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一批一批的中国人迈出国门前往海外谋生和发展，他们的迁移行为引起了有关专

家和学者们的关注。但目前的中国新移民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发达国家为目的地的研究

上，而对前往东南亚地区等发展中国家的新移民研究则相对较少，本文拟就 1980 年

代以来前往柬埔寨的中国新移民进行个案研究。 

本文首先对中国人移民柬埔寨的历程进行概述，并描述了柬埔寨华人华侨不同历

史时期的处境，其中重点在于二战以来柬埔寨华人华侨的地位变迁。然后，从分析柬

埔寨有关外资和外国劳工的法规政策入手，继而阐述 1980 年代以来前往柬埔寨的中

国新移民的来源地和迁移类型，其中，来源地主要为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三个地区，

迁移类型则分为商业（包括贸易与投资）移民、劳工移民和非法移民。此外，对新移

民的谋生方式和职业构成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 1980 年代

以来中国人移民柬埔寨的原因，包括迁移的历史背景和运用“推-拉”理论解析中国

人移民柬埔寨的动因两个部分。其中，对迁移历史背景的分析主要着重于柬埔寨政局

变化、中柬关系发展及新时期柬经济政策环境等几个方面，而动因分析主要从中柬双

边贸易、中国对柬投资及援助、中方承包工程及劳务输出等几个重要的经济互动因素

中的“推拉”作用力来进行阐释。接下来，聚焦柬埔寨华人新移民目前面临的主要现

实问题，如生活问题、治安问题以及新老移民分歧问题等，分析问题存在的根源并尝

试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对策，以期对新移民今后的生存和发展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

用。 后对全文的论述进行一定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柬埔寨华人华侨的发展趋势

提出希望。 

 

关键字：新移民；柬埔寨；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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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accelerating the flows of capital,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throughout the world, which drives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ctivities to 

proceed on an overwhelming scale. Thes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ctivities have generated 

various influences on the migrants themselves, the emigrating countries and the 

immigrating countries. Chinese new emigrants are just part of the international migrants 

group.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1980s, more and more Chinese people went 

overseas to make a living and develop their careers. Their emigration activities have drawn 

much attention of the relevant experts and scholars. But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Chinese 

emigrants mainly focuses on those who chose developed countries as their destinations. 

There is much less research on those who emigrated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countries in Southeast Asia. This paper will make a case study on Chinese emigrants who 

went to Cambodia since 1980s. 

Firs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migration activities to Cambodia, 

and analyzes the conditions of Chinese migrants there in different historic periods, 

especially the changes in their status after World War Ⅱ. Chapter Two begins with analysis 

on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about foreign capitals and foreign labors in Cambodia, and then 

studies the emigration sources and migration types of Chinese new emigrants to Cambodia 

since1980s. The emigration sources mainly include Chinese Mainland, Hong Kong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As for migration types, they are commercial migration (trade 

migration and investment migration included), labor migration and irregular migration. 

Moreover, this chapter also makes an elementary analysis on how the Chinese new 

emigrants make a living and their careers. 

Based on the above descriptions and analysis, Chapter Three focuses on the reasons 

why Chinese people chose to emigrate to Cambodia since 1980s. There are two sections, 

the historic background of emigration and the analysis on detailed reasons under the push- 

pull theory. The first section lays stress on changes in the political patterns of Cambo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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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Cambodia relations and Cambodian new economic environment during this period. 

The second section analyzes the push-pull factors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Sino-Cambodia bilateral trade, Chinese investment and aids to Cambodia, Chinese 

contracted projects in Cambodia and labor exports to Cambodia. 

In the last chapter,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main problems that Chinese new 

emigrants meet with at present, such as living problems, public security issues and the 

discrepancies between new Chinese emigrants and old ones. Then this part analyzes 

essential causes for these problems, and raises some recommendations and solutions, which 

are expected to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the future for the living and development of new 

Chinese emigrants in Cambodia. Finally, this paper concludes by summarizing all the 

discussions and analysis. It also states some expect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Chinese migrants in Cambodia. 

 

Keywords: New Migrant; Cambodia;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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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本文选题意义 

柬埔寨地处中南半岛，是我国的近邻，在历史上柬埔寨就是中国移民目的国之一，

早在 700 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已定居在这片湄公河和洞里萨湖孕育的平原沃土上。元

代温州人周达观随使团访问真腊后，便撰写了《真腊风土记》这一随笔。对中国移民

而言，柬埔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米粮易求、妇女易得、屋室易办、器用易足、买卖

易为”①的世外桃源。尤其是近代以来，华人人口在柬埔寨总人口中一直占有一定比

例。国内外学界对于柬埔寨华人的研究都不乏其人，他们从政治地位、华人经济、华

文教育等多个角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大部分阐述都是基于柬埔寨华人在不同历史

时期的静态分析，对于 1980 年代以来前往柬埔寨的华人新移民则几乎没有涉及，这

一方面的中英文研究材料都极为有限。本文在理顺和搜集现有资料的基础上，拟对这

一时期华人新移民的迁移动因进行一定层次上的分析。 

研究柬埔寨的华人新移民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首先，他们为中柬两国的商贸往

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与中国中小企业在柬的投资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其中

有很多是需要中国政府加以关注的成衣业劳工。其次，通过对柬埔寨中国新移民概况

的初步把握，包括移民的迁移类型、来源地以及移民的动因，中国政府能够更加有效

地保护海外中国公民的利益，并在政策层面上对中国公民的海外迁移活动提供更多支

持和保障。 后，对于柬埔寨中国新移民的职业构成和现实问题进行一定的阐述，可

以为新移民自身和即将成为新移民的个体提供一种比较全面的参考，以便他们更加科

学地谋划未来的发展，在职业规划、决定移民与否和如何移民等方面做出更好的选择。 

二、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近年来，新移民研究成为国际华侨华人研究的重点之一。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颇

丰，研究方法也不断多样化，尤其以发达国家的华人新移民为研究对象的较多。如台

湾淡江大学拉丁美洲研究所暨西班牙语文学系熊建成教授所写的《全球化下西班牙新

华人族群之研究》， 意大利波龙尼亚大学中文教授 Antonella Ceccagno 写的《意大利

                                                        
① 【元】周达观著，夏鼐校注：《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 2000 年版，第 1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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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2 

的华人新移民》等。对日本新移民的研究，也有多位华人学者出版了学术著作，如日

本侨报社总编段跃中博士在 2003 年出版的著作《现代中国人的日本留学》（东京：明

石书店，2003 年）一书，系统探讨了中国人赴日留学史，尤其对改革开放后中国人赴

日留学高潮的形成，在日中国留学生的教育、生活现状及存在问题，留学生新移民与

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变化，中国留学生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等，做了较详尽的论

述。从宏观方面来看，日本学者山岸猛写的《中国的新移民与人口普查》一文从历次

人口普查的情况来分析中国的新移民，其中对新移民层次的分析和大量的数据都有很

好的借鉴意义。 

对柬埔寨的华侨华人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著述：厦门大学庄国土教授所著的《二

战以后东南亚华族社会地位的变化》系统地阐述和剖析了二战后东南亚各国华族社会

地位的变迁，其中第九章分几个时期讲述了二战以来柬埔寨华人社会地位的变化。陈

显泗所著的《柬埔寨两千年史》以柬埔寨自古以来的发展脉络为研究对象，其中第十

二章讲述了 17 到 19 世纪华侨在开发柬埔寨中的历史功绩。梁志明等编著的《近现代

东南亚》，第十九章着重阐述了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其中系统讲述了

战后华人社会的变化。另外，这方面的学术文章近年来也明显增多，显示出人们对这

个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如：香港城市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Stephen Frost, Sanjiv 

Pandita 和 Kevin Hewison 所写的“implications for labour of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Cambodia”，从界定对外直接投资入手，进而讲到中国在柬埔寨的投资和柬埔寨的纺

织业， 后阐述了中国投资工厂的劳动条件，为研究劳工移民开辟了新视角。Stephen 

Frost 和 Mary Ho 所写的“mainland investment on the mov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investment in southeast Asia”中重点阐述了中国对外投资在东

南亚和东盟的分布情况，其中谈到了中国的跨国公司在柬埔寨的投资情况。周中坚写

的“柬埔寨华侨华人史主要事件述略”一文非常系统地讲述了从古至今，一直到 1970

年华侨华人的迁移过程以及在柬埔寨的生存发展经历，提供了一种研究新移民的历史

视角。高斌写的《1980 年代末以来柬埔寨华人经济地位的发展变化》一文从华人资本

在柬埔寨的投资环境、投资状况以及发展前景几个方面系统阐述了柬埔寨华侨华人经

济地位的变化，其中对华人资本的细分及引用的相关材料与本论文密切相关。王士录

写的《柬埔寨华侨华人的历史与现状》一文，在回顾柬埔寨华侨华人历史发展的同时，

重点阐述了 1991 年以后华侨华人的新生，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后，香港大学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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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的钱江在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ISSCO）第五次会议上的参会论文《企业

家和劳工：柬埔寨的华人新移民》，他在文中谈到了红色高棉政权垮台之后，一度遭

受重创甚至是毁灭性打击的华人族群伴随着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新移民数量不断递

增而逐渐恢复了生机，目前，柬埔寨各行各业都有他们创办的公司，诸如工厂、银行、

医院、的厅、饭店、酒店等等。与此同时，大量中国劳工输送到柬埔寨的台资、港资

以及中国大陆投资的成衣厂工作。在过去的十年中，已经形成了华人新移民的族群，

他们有着自己的商业网络和谋生方式。 

国内的新移民研究则主要集中在福建、广东、浙江的新移民上，而且多采用田野

调研的方式展开。人们研究的福建新移民侨乡有：福州市区及其周边的福清、长乐、

三明的明溪和南平的建阳等。这方面的主要学者及成果有：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庄国

土教授的《从跳船者到东百老汇大街的“主人—近 20 年来福州人移民美国研究”》（《华

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 年第 3 期）；《近 20 年来福建长乐人移民美国的动机和条件—

以长乐实地调查为主的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6 年第 1 期）；《近 30 年来的

中国海外移民：以福州移民为例》（《世界民族》，2006 年第 3 期）；《论中国人移民东

南亚的四次大潮》（《南洋问题研究》，2008 年第 1 期）。厦门大学人口研究所李明欢教

授的《福建侨乡调查：侨乡认同、侨乡网络与侨乡文化》（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5 月第 1 版）；论文《“侨乡社会资本解读”：以当代福建跨境移民潮为例》（《华侨

华人历史研究》， 2005 年第 2 期）。厦门大学施雪琴副教授主编的《改革开放以来福

清侨乡的新移民—兼谈非法移民问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0 年第 2 期）。厦

门大学王付兵老师的《福建新移民问题初探》（《南洋问题研究》，2002 年第 4 期）。江

门五邑大学社科部张国雄的《九十年代广东五邑侨乡新移民的涉外婚姻观》（《南方人

口》，1997 年第 2 期）等。 

对浙江温州新移民的研究，目前成果有厦门大学李明欢教授的《“相对失落”与

“连锁反应”：关于当代温州地区出国移民潮的分析与思考》（《社会学研究》，1999

年第 5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王春光研究员的著作《巴黎的温州人—一

个移民群体的跨社会建构行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年）；论文《温州人在巴黎：

一种独特的社会融入模式》（《中国社会科学》，1996 年第 6 期）；《移民的行动抉择与

网络依赖—对温州侨乡现象的社会学透视》（《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2 年第 3 期）。 

总体来看，国内外对于中国移民的研究集中在以美国为目的地或者以欧洲国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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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的某些华人族群的研究上，而对以东南亚国家，如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

柬埔寨、越南等，为目的地的华人新移民则涉及不多，尤其对柬埔寨的中国新移民研

究尚少。本文拟采用移民理论与移民事实、资料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这一问题展开论

述。 

三、研究方法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1、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移民理论与移民事实、材料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搜集大量报刊资

料、会议论文资料、各类年鉴数据资料和网络资料的基础上，运用相关移民理论进行

实证分析，力求对于 1980 年代以来前往柬埔寨的中国新移民这一特殊群体的概况、

迁移动因以及面临的问题进行系统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 

2、相关概念的界定—“国际移民”与“新移民” 

我们在对“新移民”作出界定之前，应该首先了解“国际移民”的概念定义。由

于外国人入境是一种受到控制的活动，所以公民身份自然成为有关部门进行登记的一

项主要信息，另外一项关键信息即是入境的目的。这两个因素，即公民身份和入境目

的，便确定了不同的停留时间。而依据各个国家的立法和惯例，我们可以根据停留时

间的长短将入境人士区分为访问者、游客或移民等。此外，进行移民活动统计所依据

的其他重要信息还有居住国和出生国。 

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对“国际移民”的定义为：

一般来讲，国际移民是指以在其他国家定居为目的而跨越国境流动的人群，包括暂时

性居住在内；游客和短期商务考察者通常不计入移民之列。①为了协调各国的统计管

理以求不同国家的移民数据之间具备更高的可比性，联合国的统计学家们拟定了《国

际移民统计建议》。联合国在 1953 年发布了第一份关于改进和协调国际移民统计的建

议，之后又在 1976 年和 1997 年进行了修订和更新。其中，《1997 国际移民统计建议》

是应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的要求，由联合国统计处拟定的。联合国统计处在工作中与欧

共体-欧盟统计局（Eurostat）、以及联合国人口司（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密切配合，其中部分数据的录入则来自与国际移民有关的联合国各地区委员会和许多

专门机构。在 一般的意义上，《1997 国际移民统计建议》将国际移民界定为“任何

                                                        
①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dentifying International Migrants”:  
http://www.iom.int/jahia/Jahia/pid/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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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常住国的人”。 这样一来，所有游客和日常过境往返者即被纳入了移民范畴中，

因此， 需要对时间进行进一步的规定。于是，《建议》对长期移民和短期移民进行了

进一步区分：长期移民是指“移居非常住国至少一年的人”，以至于目的国实际上变

成了其新的常住国；因为在国际迁移模式中出现了不同于旅游的短期移徙新类型，联

合国将另外一类移民，即短期移民，界定为“移居非常住国达到至少 3 个月，又短于

12 个月的人群，但为娱乐、度假、探访亲友、商务、医疗或宗教朝拜等目的而前往该

国的除外。① 

另外，联合国在 1994 年发布的《旅游统计建议》中，将“常住国”界定为“人

们在过去 12 个月中大部分时间所居住的国家，或者居住时间较短，但在将来的 12 个

月中会返回并继续居住的国家”。世界旅游组织(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将国际游

客界定为：前往非常住国和离开常住环境旅行不超过 12 个月，并且其主要旅行目的

不是工作的人。后面这一说明强调了不同迁移目的之间的差别。持续较长时间的旅游

并不能认定为移民，而为工作前往其他国家并居留 3-12 个月则是短期移民。② 

综合上述各国际组织的相关概念界定，并基于学术研究意义上的考量（短期移民

不便分析且对所在国家影响较小），本文中将国际移民定义为：跨越国界的常久性人

口空间移动，主要是指在其原常住国（一般为出生国或国籍所在国）以外居住超过 12

个月的人。 

 “新移民”这一概念 早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由美国学者提出的，到了 90

年代，国内的有关部门和学者也开始关注并逐渐重视新移民问题的研究。目前，国内

就“新移民”这一概念的“新”有两种主张：“1970 年以来”和“改革开放以来”。1971

年 6 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华侨、侨眷出入境审批工作的规定》，恢复了对归侨和侨

眷的出国审批。1978 年 8 月 1 日，国务院又颁布实施了“关于放宽和改进出国归侨侨

眷出境审批意见”，1979 年 2 月又进一步简化了出国审批的程序，为归侨侨眷出国出

境提供了方便。一般而言，中国大陆的移民潮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但就传统

侨乡而言，移民潮从 70 年代初就开始了，在 70 年代末已经达到了一个小高峰。并且

港澳台这一时期大批的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并没有受到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影响。 

但具体就柬埔寨的情况来看，20 世纪 70 年代正是在柬华人遭受磨难的 10 年，或

                                                        
①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dentifying International Migrants”:  
http://www.iom.int/jahia/Jahia/pid/518。 
②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dentifying International Migrants”:  
http://www.iom.int/jahia/Jahia/pid/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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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杀戮或被驱赶，1978 年 12 月红色高棉主导的民主柬埔寨政权垮台，此后，柬埔寨

成立了越南扶植的韩桑林傀儡政权，这一政权继续推行排华政策，并且从越南占领柬

埔寨开始，柬拥有武装的各种政治派别奋起反抗，整个国家再次陷入了武装割据、战

火纷飞的局面。一直到 1986 年，越南共产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调整了国内外政

策，缓和了与中国的关系，国内外的排华活动也有所收敛，唯越南马首是瞻的柬埔寨

傀儡政府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鼓励工商业发展和允许华人做小生意的。在这前后，一

直以来以东南亚国家为主要迁移目的国的广东和福建等省的侨乡，开始有少量的人移

民柬埔寨，对于当地华人经济恢复和重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鉴于此，本文在赞同

“1970 年以来”这种主张的基础上，将柬埔寨中国新移民的时间确定为“1980 年代

以来”。并且，本文研究中所指的“中国新移民”就其地域范围来讲，不仅包括大陆，

还包括港澳台的移民（主要是港台移民），但是不包括东南亚等地的再移民。在这两

个基础上，在柬埔寨的中国新移民既包括通过正常途径进入柬埔寨的新移民，也包括

部分非法移民，其中有商人、公务员、工商业等的雇员、成衣业的劳工、专业人士等

多种职业分工。 

四、本文写作框架 

本文共分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简述了中国人移民柬埔寨的历史溯源和在柬华人华侨的生存状况分析，

分时期阐述了柬埔寨华人华侨社会地位的变迁。 

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了柬埔寨有关外资和外国劳工的法律，阐述 1980 年代以来前

往柬埔寨的中国新移民的来源地和迁移类型，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新移民的谋

生方式和职业构成。 

第三部分将中国学者在移民研究中经常应用的“推—拉”理论与中国人移民柬埔

寨的具体情况相结合，重点分析 1980 年代以来前往柬埔寨的中国新移民的迁移动因，

其中不乏经济的推动因素、政治的稳定因素和其他外界因素的作用。 

第四部分聚焦柬埔寨华人新移民目前面临的现实问题，分析问题存在的根源，并

尝试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对策，以期对新移民今后的生存和发展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

用。 

后在以上四章的基础上进行了总结，提出本文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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