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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内容摘要 

在东南亚，新加坡华商不仅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亦非常关注

中国与祖籍地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公益事业。当中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

初实行改革开放，新加坡华商又来到厦门，成为最早来厦门投资的外商群体，并

在厦门创造了众多的“第一”。因此，将来厦门投资的新加坡华商作为研究个案，

对于海外华商研究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论文以第一手的田野调查资料，

具体地考察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新加坡华商来厦门投资的原因、经营方式，以及他

们对厦门与祖籍地社会公益事业的关注等问题。本论文的研究显示，在厦门的新

加坡华商既有浓厚的祖籍认同感，又有在商言商的经营视野，这是当代新加坡华

商在厦门乃至在中国投资经营的重要特点之一。 

1980 年厦门成为四个经济特区之一，为了吸引了海外华商来厦门投资，厦

门市政府实行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新加坡华商看到了厦门巨大的市场潜力，开始

纷纷选择在厦门投资。投资初期，新加坡华商对厦门的投资环境不是很了解，对

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持续性的担忧，因此他们在投资之初基本上属于试探性投资，

投资的规模不是很大，投资的金额也不是很多。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的缓

和，中国与新加坡正式建交，特别是 1992 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表明了中国坚持

改革开放的政策是一贯的及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政方针，这

些给新加坡华商注入了强心剂，增强了他们在厦门投资的信心，于是新加坡华商

开始大规模来厦门投资，投资的规模和投资的金额都快速增长。虽然新加坡华商

血管里流着华人的血，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但是新加坡华商生长的环境，受的

教育不同，导致了新加坡华商在厦门投资也遇到一些问题和挫折。 

新加坡华商由于浓厚的祖籍地情感，认同祖籍地，在建设厦门的同时，也不

忘中国和祖籍地的社会公益事业，为公益事业出钱出力。他们为厦门社会经济的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也是改革开放后来厦门投资的开路先锋，而对这个群

体的研究却相对匮乏，本文在这方面做了些有益的探索。 

 

关键词： 改革开放；新加坡华商；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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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gapore Chinese businessmen not only mak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local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outheast Asia, but also are very interested in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public welfare of china and ancestral home. when china 

implement the policy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 late seventies of last century, 

they went to Xiamen and became the first foreign group to invest in Xiamen, they 

have created many "first" records in Xiamen, so taking Singapore Chinese 

businessmen’s investment in Xiamen as a case has academic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men. 

The main data is from my fieldwork in this paper, I through the data Specifically 

study the reasons and ways of Singapore Chinese businessmen’s operation in Xiame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as well as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public welfare of 

Xiamen and ancestral home. The study in my paper shows that Singapore Chinese 

businessmen on the one hand have strong hometown feelings and recognize the 

ancestral home,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ve businessmen’s business vision, which is 

one of an important features to Singapore Chinese businessmen’s investment in 

Xiamen even in china. 

Xiamen has become one of four 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 1980, the Xiamen 

municipal government adopted a series of preferential policies in order to attract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men to invest. Because of the huge market potential in 

Xiamen, Singapore Chinese businessmen start to invest in Xiamen. At the beginning, 

Singapore Chinese businessmen are not familiar with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in 

Xiamen, they worry about the continuity of the policy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so basically the beginning of their investment is tentative, the size of investment is not 

large and the amount of investment is not much. With the easing of China- Southeast 

Asia relations, China and Singapore established the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 

especially Deng Xiaoping's southern tour in 1992 remarks that the Chinese continue 

to adhere to the policy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 14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proposed to establish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hich inject a “tonic” to 

Singapore Chinese businessmen, increase their confidence to invest in Xiamen,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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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I 

begin a large-scale investment, the scale of investment and the amount of investment 

are growing rapidly. Although Singapore Chinese businessmen and Fujian province 

have the same ancestor and culture, the growth environment and education of 

Singapore Chinese businessmen are different, so they encounter some problems and 

setbacks. 

Singapore Chinese businessmen have the strong hometown feelings, recognize 

the ancestral home, they not only help construct Xiamen, but also not forget Chinese 

and the hometown’s public welfare, they contribute money and manpower for the 

public welfare. They mak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Xiamen, they are also the pioneer to invest in Xiame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while the research of this group is relatively scarce, my paper has done 

some useful exploration in this area.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ing-up; Singapore Chinese businessmen; Xi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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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绪  论 

一、学术史回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

的腾飞，伴随着该地区经济的发展，华人经济也迅速成长起来，尤其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兴起和发展，华人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引起了全世界学者的关注和研究的兴趣。1979 年中国改

革开放，东南亚华人纷纷来中国投资，国内对东南亚华侨华人各种问题的研究也

逐渐兴起，并且有不少国外著作被翻译成中文，介绍到国内。到目前为止，国内

外研究东南亚华人经济的论文、著作可谓汗牛充栋。新加坡是东南亚的重要组成

部分，由于专门研究新加坡华商的著作、论文较少，因此，本人就国内学者研究

东南亚华人经济的主要问题稍微做一个整理。 

1、东南亚华人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 

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海外华人经济，其创始人当属马克斯·韦伯。他从比较东

西文化的角度解释世界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进程，他指出经过宗教改革

之后的新教更能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没有经历过宗教改革以儒教为代表的

宗教伦理则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他撇开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仅从文化

的角度来解释华人经济的发展，“这种模式不无片面之嫌，实际上难于对经济发

展做出全面解释”① ,自然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反对。其中反对最强烈的以中岛岭

雄为代表的“新儒教”学派，他们用海外华商成功的事实驳斥了马克斯·韦伯的

观点。中岛岭雄认为儒家文化对华人经济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把儒家文化看作

是华人经济成功的秘诀，并且对儒教资本主义做了系统性的论述。这种观点也遭

到了一些学者的反对，梁英明认为不应该夸大一种文化的影响，“任何国家的经

济发展道路, 都是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从东南亚国家华商企业

                                                 
① 陈文寿：《韦伯新教资本主义与海外华人经济的诠释——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载《华侨华人历

史研究》，1999 年第 2 期，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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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历史来看, 自然也离不开其所在国家的特定环境”①。一时间，关于东南

亚华人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激烈讨论 。 

2、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形成和发展 

国内学者主要从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形成的原因、发展的历程、发展的特征

等方面进行研究的。如王勤教授关于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兴起、发展特征的一系

列论文，是对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较早的探讨。李国梁教授在《东南亚华侨华人

经济简史》一书中对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形成和发展作了综合性的论述和分

析。岩崎育夫著、刘晓明译的《新加坡华人企业集团》，本书对华侨华人在新加

坡积累资本形成企业集团及企业的特点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北京大学的郑学益教

授对东南亚的华人企业集团进行了较全面的综合性研究，同时对东南亚华人企业

和企业家的经营管理思想做了微观的分析。汪慕恒教授主编的《东南亚华人企业

集团研究》是国内第一部系统性介绍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专著。该著作有助于

大家正确了解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兴起和发展。该著作出

版后，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意，日本亚细亚大学教授、著名的华侨华人经济研

究家游仲勋先生曾高度评价此书，认为此著作“充分利用东南亚各国的资料，简

洁地描绘出了各国华人企业集团的全貌，日本尚无此类著作出版。因此该书不仅

对于日本的研究者而且对于经济界也是有用的”②。在研究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

的特征时，大多数的研究成果都会涉及到家族企业这个特征。家族企业的特征在

企业的形成和发展中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企业的进一步壮大，家族企

业就会面临现代化改造。除此之外，国内学者有关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个案研究

的论著也不在少数。 

3、东南亚华商网络 

东南亚华商网络是在血缘、地缘、业缘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种华

商网络在华商经营中引人注目，因此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纷纷探讨了

东南亚华商网络的缘起、发展、特点、作用及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市场

化的条件下，华商网络的跨国化。蔡林海先生在《华商网络的起源》的论文中，

对华商网络的起源作了详细的专门论述。龙登高、丘立本也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对

                                                 
① 梁英明：《东南亚华商企业与儒家文化》，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8 年第 4 期，第 4 页。 

② 李国梁：《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研究之管见》，载《南洋问题研究》总第 103期，2000 年第三期，第 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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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网络形成的原因与特征进行了各有侧重的论述。刘宏教授引入“社会资本”

的概念，从华商网络形成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层面进行了综合的研究,通过对新

加坡的华商社团和华人领袖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探讨了华商社团的运作、华

商“社会资本”的形成过程、这种“社会资本”对华商领袖成功的重大作用以及

伴随着华商的跨国投资，华商网络的跨国化。 

4、东南亚华商的跨国投资 

东南亚华侨华人对中国的投资可以说源远流长。由于东南亚华侨华人跟中国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希望中国能够富强、祖籍地能够富足，因此在经济上都

热心于来中国兴办实业，为祖籍地的经济建设和中国的繁荣富强做出贡献，尤其

是 1979 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投资浪潮席卷华夏大地。

林金枝教授在《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概论》中，对近代以来华侨在中国的投资

作了系统的研究，是国内较早的专著。王勤教授对东南亚华商的跨国投资也做了

有益的探讨。王望波的《改革开放以来东南亚华商对中国大陆的投资研究》一书，

对改革开放以来东南亚华商在中国投资的动机、投资的现状、投资的方式与特点

及对中国经济建设的意义做了详尽的分析，是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东南亚华商在中

国投资的重要专著之一。除了这些以东南亚华商在中国大陆投资的整体状况为研

究对象的著作之外，国内的学者对广东、福建等地的侨乡也进行了颇有成果的研

究，如 1999 年，庄国土教授领导了一个课题组，对晋江侨乡展开了深入的调研，

成果颇丰。陈衍德教授在《论民国时期华侨在厦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一文中，

专门论述了民国时期，华侨在厦门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中的作用。庄国土教

授的《论近 20 年来东南亚华人资本在厦门的投资》，该篇论文论述了改革开放

以来东南亚华商在厦门投资的原因、特点。 

二、问题意识和研究意义 

新加坡与福建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关系。1330 年，元朝著名航海家汪大渊

从泉州出海远航到新加坡并写下《岛夷志略》，成为迄今华人在新加坡的最早文

字记录①。远在 16 世纪欧洲人到达之前，中国人已在这个地区活动了数百年，居

                                                 
① 福建盛世金领传媒机构：《盛世金领》，2009 年 4 月，第 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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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中有混血的华人，讲福建话（即闽南方言）。1819 年莱佛士在新加坡插上英

国国旗时，那里已有华人居民。作为新开埠的贸易口岸, 新加坡以其优越的地理

位置和实行自由贸易的政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帆船前来贸易。1821 年2 月,

一艘来自厦门的中国帆船驶抵新加坡, 首开新加坡开埠以后中国与新加坡直接

贸易往来的记录。之后新加坡跟厦门的贸易往来不断，新加坡主要从厦门输入陶

瓷器、砖瓦、花岗岩石板、纸伞、粉条、干果、线香、纸钱、烟草, 以及土布、

生丝等货物。新加坡开埠之后，由于开发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导致大批的闽南人

前往，根据 1891 年海峡殖民地人口统计，来自闽南的移民已占新加坡华人人口

总数的 37.6%，1901 年为 36%，1911 年为 41.7%，1947 年华人人口达 72.95 万人，

其中闽南人 39.1 万人，占 39.6%①。 

闽南移民用血汗和智慧谋得生存发展的空间和创造着新加坡的奇迹，他们对

早期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为了表彰这些来自厦门的华人的巨大

贡献，“莱佛士在 1822 年就指示城市计划委员会分配一个特区给来自厦门的华

人，称这些华人是贸易者和商人，属上层阶级”②，给予特别照顾。由于闽籍华

人的艰辛劳动和勤俭节约，一些人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资本，甚至有一些闽籍华人

脱颖而出。如早期成为巨富之后做了许多善事的陈金声、陈明水、陈若水祖孙三

代和陈笃生、陈金钟家族，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以及他的女

婿李光前、族人陈文确、陈六使和闽南同乡刘金榜、林文庆、林推迁等。为了纪

念功绩卓著的这些闽南乡贤，新加坡有不少地名都与闽南人有关而流传至今，如

文庆路、菽园路、芳林坊、福建马车路、厦门街„„。 

这些闽南乡贤对中国和祖籍地有着浓厚的感情，积极为中国和祖籍地的经济

建设和公益事业出钱出力。新加坡闽籍华侨感慨祖籍地的交通事业落后，积极投

资帮助祖籍地发展交通事业。1905 年华侨创办的漳厦铁路，东南亚的闽籍乡贤

积极响应，短短几个月，捐款达到 170 余万银洋，占全部资金额的三分之二强。

正是有了华侨的支持，漳厦铁路才在百般艰难中诞生，新加坡的闽籍乡贤自然也

不例外。“1913 年新加坡华侨林文庆拟办‘福建实业公司’，资本计划 2000 万元，

拟兴办银行及全省采矿筑路事业；1913 年新马华侨黄怡安拟集资 200 万元，建

                                                 
①《新加坡华人社团沿革史》，新加坡 1986 年 2 月版，第 29 页。 

② 郭瑞明：《厦门侨乡》，鹭江出版社，1998 年 9 月版，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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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福州至琯江的铁路公司，并拟开采重要矿山”①。此外新加坡的华侨华人也积

极投资厦门的工业，详见下表所示： 

     

表一：新中国成立前新加坡华侨华人在厦门创办的企业 

创办年份 企业名称 主要投资人 

光绪末 诒厥齐酒厂 吴其昌 

1907 年 厦门大同酱油厂 陈嘉庚 

1916 年 合顺砖瓦公司 吕超 

1917 年 华泰电灯公司 林秉祥 

1920 年 厦门民生电动染织布厂 林文角 

1927 年 厦门陶大制造机器厂 黄笃修 

1927 年 厦门陶大铸鼎厂 黄笃修 

1928 年 厦门永明皂灼厂 蔡近 

1933 年 龙溪宏昌碾米厂 苏水来 

1946 年 厦门大道肥皂厂 黄大伟 

1948 年 厦门民生肥皂厂 张国荣 

资料来源：根据林金枝、庄为玑：《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福建卷》第 88—92 页整理 

 

同时新加坡的华侨华人在厦门也大量投资于商业、房地产、金融业，截止到

新中国成立之前，华侨华人在厦门的大小企业达到 2668 家，投资金额为 8749 万

元（折合人民币）②。虽然没有新加坡华侨华人投资的具体数字，但是从寄居在

厦门的华侨华人来看，新加坡华侨华人的投资应该不在少数。新加坡的华侨华人

也热心于厦门的文化教育、公益事业。陈嘉庚先生用来兴办厦门大学、集美师范、

航海学校等教育事业的资金总数就达 2 亿元以上③。厦门中山医院也是由林文庆

先生积极向南洋华侨华人募捐，同时得到胡文虎、胡文豹兄弟的资助才能顺利开

业的。 

                                                 
① 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年 8 月版，第 81 页。 

② 林金枝、庄为玑：《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福建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年 8 月版，第

54 页。 

③ 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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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华侨华人的投资，为厦门的工业近代化奠定了基础和促进了厦门城市建

设的发展，但是因为地方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的摧残、遏制，大部分华侨企业发

展举步维艰，甚至破产，到新中国成立时已经所剩无几。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资

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受“冷战”思维的影响，厦门跟新加坡基本

上断绝了来往，新加坡的华侨华人也不可能来厦门投资。 

1979 年中国改革开放，为了吸引外资，鼓励华侨华人来中国投资，但是改

革开放必须要找到一个突破口。为了利用海外闽籍华侨华人众多，经济实力雄厚

的优势，1980 年 10 月 7 日，国务院批准在厦门湖里划出 2.5 平方公里土地作为

经济特区，1984 年 3 月，中央决定把厦门经济特区从 2.5 平方公里扩大到全岛

（包括鼓浪屿，约 131 平方公里），并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同时给海外华商

提供许多了优惠条件。厦门的开放，自然吸引了许多闽籍的新加坡华商前来寻找

商机和投资。1981 年 5 月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孙炳炎先生率新加坡华商

访闽团一行 29 人，访问了厦门、泉州、漳州、福州、武夷山五市，与福建有关

方面签订了几项合作协议。1982 年印华地砖厂有限公司在厦门成立，成为厦门

第一家外商独资企业。孙炳炎认为“厦门是福建仔海外的华人回乡探亲访友必经

之地，旅游业大有可为”
①
，所以他于 1985 年与开元饭店合资兴办新加坡酒店，

成为厦门第一家中外合资的酒店。1985 年，新加坡华商白火煅先生创办的汇成

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金 2千万元，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早来厦门开发

房地产的外商企业。1985 年 9月 14 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新加坡大华银行

在厦门设立分行，成为厦门第一家外商独资银行。1987 年新加坡企业家洪恭仕

设立的助学基金是厦门第一个由海外乡亲设立的奖学金。1993 年特香鸡餐饮有

限公司在厦门成立，成为厦门第一家洋快餐店„„，新加坡华商在厦门留下了这

么多“第一”的纪录②，而专门研究新加坡华商在厦门投资状况的论著并不多。

目前国内学者主要把新加坡华商跟东南亚华商放在一起考察，新加坡虽然是东南

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是新加坡华商的投资又有其自身的特色，尤其是在厦

门的投资。那么新加坡华商为什么会在厦门投资呢？他们的投资过程是怎么样

的？投资的特征又如何？他们又为中国作了哪些贡献？本文主要就这些问题进

                                                 
① 陈毅明：《独木成林—孙炳炎和他生活得年代》，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第 114 页。 

② 福建盛世金领传媒机构：《盛世金领》，2009 年 4 月，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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