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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摘 要 

 

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是通过梳理和分析不同时期福建批信局与国家邮局及银行

关系的发展变化，透视私营经济与国家控制的关系。创新之处主要有两点：其一，

系统地梳理和分析近代福建批信局与国家邮局及银行关系的发展变化；其二，以三

者关系为例，运用现代化、国家与市场和新制度经济学等相关理论分析近代私营经

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私营经济与国家控制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侨批业的历史演进中，批信局形成了独特的制度和经营网络。在此基础上，

本文尝试从 1928－1937、1937－1945、1945－1949 和 1949－1958 年等四个时期厘

清福建批信局与国家邮局及银行之间既合作依赖、又竞争排斥的多重关系，认为批

信局在国家邮局及银行的挤压下呈衰落的总体趋势，透视出近现代中国私营经济在

国家控制力变化之下的涨消轨迹。 

因而本文的结论主要从四个理论视角阐述。从现代化角度看，国家主导现代化

模式直接决定了近代私营经济的命运，即国家控制日趋加强，私营经济日益萎缩。

从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的角度，私营经济与国家控制的关系具有多样性，呈现

出替代、补充和亲善等多种模式。从国家行动能力角度看，国家利益的部门化制约

着国家行动能力的有效性，影响了控制私营经济的效果；从私营经济本身而言，其

经营领域、制度和实力一定程度地制约着国家控制。 

 

    关键词：福建批信局；邮局及银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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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The key issue being discussed in the dissertation is to explore out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rivate economy and state regulations by describing and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i-xin Agency (An enterprise dealing with remittances and mails for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state-operated post offices and banks in Fujian province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 The two main academic contributions of this dissertation are highlighted: 

The first one is that the dissertation provides a systematical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i-xin Agency and state-operated post offices and 

banks in Fujian province; The other is that using related theories of modernization, state and 

market, and Neo-Institutional economy, the dissertation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i-xin Agency and state-operated post offices and banks,  demonstrates underlying rules of 

development of modern private economy, and also investigates complex relationships between 

private economy and state regulations. 

    During the evolution of Qiao-pi industry, Pi-xin Agency gradually developed its 

particular systems and operating networks. Based on those systems and networks, the 

dissertation attempts to respectively illustrate multiple relationships (dependence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Pi-xin Agency and state-operated post offices and banks during four 

different stages (namely, from 1928 to 1937, from 1937 to 1945, from 1945 to 1949, from 

1949 to 1958), and concludes that Pi-xin Agency had been going through declining trend 

on the whole due to competition exclusion of state-operated post offices and banks, and its 

evolution indicates up-and-down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 private economy under 

movement of the extent to which state regulation is exercised. 

  The dissertation’s conclusions are made based on four different perspectives. From 

the standpoint view of modernization, modernization model dominated by the nation 

determines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private economy, namely, with state regulations 

being strengthened, private economy would be gradually on the decline.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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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point view of economy laissez fair and state intervention, there exist multiple 

relationships including substituting, complement and friendship between private economy 

and state regulation. From the standpoint view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administration’s 

power, sectionalization of state interest limited effectiveness of administration’s power, 

and therefore influenced the extent to which private economy was regulated. From the 

standpoint view of private economy, its operating scope, systems and strength limited state 

regulations to some extent. 

 

Key Words: Pi-xin Agency in Fujian;  State-operated Post offices and Banks; 

Relationships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Abstract 

 IV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1 

第一节  学术史回顾…………………………………………………………1 

第二节  研究对象、相关界定和文章结构及内容…………………………12 

第三节  资料来源说明………………………………………………………15 

第二章  侨批业的历史演进……………………………………………………17 

第一节  侨批业的产生和发展………………………………………………17 

第二节  批信局的组织和经营制度…………………………………………29 

第三节  福建批信局的经营网络……………………………………………48 

第三章  福建批信局与国家邮局与银行之关系（1928－1937 年）……57 

第一节  福建侨批业、邮政与银行业的发展………………………………57 

第二节  批信局与邮政之关系………………………………………………61 

第三节  批信局与银行之关系………………………………………………78 

第四章  抗战时期福建批信局与国家邮局及银行之关系（1937－1945 年） 

    …………………………………………………………………………………88 

第一节  抗战时期的福建侨批业、邮政及银行业…………………………88 

第二节  批信局与邮局之关系………………………………………………92 

第三节  批信局与银行之关系………………………………………………102 

第五章  战后福建批信局与国家邮局及银行之关系（1945－1949 年） 

    ………………………………………………………………………………110 

第一节  战后福建侨批业的发展与变迁……………………………………111 

第二节  批信局与邮局之关系………………………………………………119 

第三节  批信局与银行之关系………………………………………………130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私营经济与国家控制：福建批信局与国家邮局及银行之关系研究（1928－1958 年） 

 V

第六章  建国后福建批信局与国家邮电局及银行之关系（1949－1958 年） 

    ………………………………………………………………………………149 

第一节  建国初期福建侨批业的恢复与整顿………………………………150 

第二节  批信局与邮电局之关系……………………………………………157 

第三节  批信局与银行之关系………………………………………………171 

尾声……………………………………………………………………………189 

第七章 结语……………………………………………………………………191 

附录………………………………………………………………………………204 

参考文献…………………………………………………………………………212 

后记………………………………………………………………………………223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Contents 

 VI

 

Contents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1 

  Section I   Review of Academic History…………………………………………1 

  SectionⅡ  Explanations of the Objects of the Research, Definitions of the Related  

            Conceptions, the Research Framework and Sketchy Contents………12 

  SectionⅢ  Explanations of major Materials……………………………………15 

Chapter Two  Evolving History of the Qiao-pi Industry………………………17 

  SectionⅠ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Qiao-pi Industry……………17 

  SectionⅡ  Organization and Operating Institutions of the Pi-xin Agency……29 

  SectionⅢ  The Business Network of the Pi-xin Agency in Fujian Province……48 

Chapter Thre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Pi-xin Agency and the State- operated 

               Post Offices and Banks in Fujian Province(1928-37) ………57 

  SectionⅠ  The Situation of the Qiao-pi, Postal and Banking Industry in Fujian Province 

             ………………………………………………………………………57 

  SectionⅡ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Pi-xin Agency and the State-operated Post Offices 

            ………………………………………………………………………61 

  SectionⅢ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Pi-xin Agency and the State-operated Banks 

           ………………………………………………………………………78 

Chapter Four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Pi-xin Agency and the State-operated 

Post Offices and Banks in Fujian Province During the 

Anti-Japan War (1937-45) ……………………………………88 

  SectionⅠ  The Situation of the Qiao-pi, Postal and Banking Industry in Fujian 

Province During the Anti-Japan War…………………………………88 

  SectionⅡ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Pi-xin Agency and the State-operated Post 

Offices………………………………………………………………92 

  SectionⅢ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Pi-xin Agency and the State-operated Banks 

            ………………………………………………………………………102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私营经济与国家控制：福建批信局与国家邮局及银行之关系研究（1928－1958 年） 

 VII

Chapter Fiv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Pi-xin Agency and the State-operated 

Post Offices and Banks in Fujian Province After the Anti-Japan 

War (1945-49) …………………………………………………110 

  SectionⅠ  The Situation of the Qiao-pi, Postal and Banking Industry in Fujian 

Province After the Anti-Japan War…………………………………111 

  SectionⅡ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Pi-xin Agency and the State-operated Post 

Offices………………………………………………………………119 

  SectionⅢ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Pi-xin Agency and the State-operated Banks 

            ………………………………………………………………………130 

Chapter Six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Pi-xin Agency and the State-operated 

Post-Telecommunication Offices and Banks in Fujian Province 

Dur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49-58) ……………149 

  SectionⅠ  The Resuming and Rectifying of the Qiao-pi Industry in Fujian  

Province Dur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50 

  SectionⅡ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Pi-xin Agency and the State-operated  

Post-Telecommunication Offices…………………………………157 

  SectionⅢ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Pi-xin Agency and the State-operated Banks 

            ………………………………………………………………………171 

Epilogue………………………………………………………………………189 

Chapter Seven  Conclusion……………………………………………………191 

Appendixes…………………………………………………………………………204 

Bibliography………………………………………………………………………212 

Postscript…………………………………………………………………………223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私营经济与国家控制：福建批信局与国家邮局及银行之关系研究（1928－1958 年） 

 1

 

第一章  导 论 
 
侨批业就字面含义就是经营侨批（华侨汇款和批信）的行业，侨批和经营者

是侨批业的基本构成要素。侨批业大约出现于 19 世纪初期，20 世纪逐步进入鼎

盛时期，势力遍及中国闽粤两省、东南亚和其他国家和地区。平均每年流入闽粤

两省（广西也有一定数量的侨汇，影响不及闽粤）数千万美元的侨汇不仅维系和

改善了侨乡地区数以百万计侨眷的生活，而且对中国民主革命和经济建设做出了

巨大贡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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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世了一批优秀的专著、研究论文和调查报告。新中国初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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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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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以时间为分期，对百余年来的侨批业研究作一简要

回顾。① 

 

第一节  学术史回顾 

 

一、民国时期的侨批业研究    

学界关注侨批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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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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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马士和雷麦的估算影响 大，马士以

                                                        
① 集邮界多研究侨批封，考证侨批封的邮戳、邮路、发行时间以及反映的当时某些社会政治经济情况，

本文不予细述，但一些相关文章以实物论证史实，对本文研究有借鉴。 
② Memorial of the California Senate 1877[A]，转引自姚曾荫：《广东省的华侨汇款》[M]，上海：商务印

书馆，1943 年，第 31 页。 
③ San Francisco, Morning Call, 1882; H. B. Morse, An Inquiry into the Commercial Liabilities and Assets of 
China in International Trade [M],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hanghai, 1904, pp11-15; China and the Far 
East[M], New York: Clark University Lectures, 1910,P.107; S. R. Wagel, Fiance in China [M] , Shanghai, 
North China Daily News and Herald,1914, pp.473-474; C. S. See, The Foreign in China[M], New York,1919, 
pp.334-336; C. F. Remer,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M], Shanghai, 1928; A. G. Coons, The Foreign Public 
Debt of China[M], Philadelphia, 1930, p.183; C. F. Remer, Foreign Investments in China[M], New York,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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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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这种统计方法遭到后来诸多学者批评；雷麦根据经

营外汇的银行报告，和对香港、厦门和汕头等地官营行局以及东南亚实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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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为后来学者

借鉴和引用。这些研究基本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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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之一，相关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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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籍台湾银行早在 1914 年完成的调查，即《侨汇流通之研究》，①

是较早完整论述侨批业的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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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目的在于为台湾银行谋求发展侨批业服

务，因而对各国银行的侨批业务特别关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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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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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调查海外侨批业的经营和发展状况，③学界的侨批业研究成果不断

涌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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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主要研究如下： 

刘伯奎全面论述侨汇的成因、侨汇机构的演变，分析侨汇用途并对此检讨反

思。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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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这种观点颇有见地，对于我们认识

侨批业及其组织极其重要。战后侨汇逃避非常普遍，学者对此讨论很多。姚枬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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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杨建成主编：《侨汇流通之研究》[M]，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4 年。 
② 杨起鹏：《汕头银业史略及其组织》[J]，《银行周报》，1929 年，第 13 卷第 14、15 期。 
③ 如《缅甸华侨汇款回国方法之调查》[J]、《十九年巨港华人汇兑业概况及每月汇回款额统计》[J]、《华

侨近年汇款回国之调查》[J]，分别见《外交部公报》，1930 年，第 3 卷第 6 期；1931 年，第 4 卷第 6
期；1934 年，第 7 卷第 3 期。  
④ 刘伯奎：《侨汇之回顾与前瞻》[J]，《经济汇报》，1943 年，第 8 卷第 6 期。 
⑤ 何启拔：《批信局的组织及其业务》[J]，《广东省银行季刊》，1947 年，第 3 卷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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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侨汇网等长远措施，希冀解决侨汇逃避问题；①杨尔珵着重分析抗日战争前

后侨汇数额变化及其萎缩原因，认为侨汇萎缩由于两个因素：其一，侨民海外事

业因战争损失大，以及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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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这一时期研究以吴承禧的《厦门的华侨

汇款与金融机构》 突出。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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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政府时期侨批业研究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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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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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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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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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姚枬：《侨汇改进之途径》[J]，《广东省银行季刊》，1947 年，第 3 卷第 10 期。 
② 杨尔珵：《侨汇问题研究》[J]，《中央银行月报》，1947 年，第新 2 卷第 2 期。其他类似论文很多，

如季龙：《南洋侨汇问题》，探讨汇率对侨汇的影响；陈葆灵：《侨汇萎缩与侨汇逃避》[J]，伍凌羽：《今

后的侨汇问题》[J]，均参见《广东省银行季刊》，1947 年，第 3 卷第 10 期；国民政府驻仰光领事馆详

细调查了缅甸华侨汇款回国的方法，《缅甸华侨汇款归国方法之调查》[J]，《外交部公报》，1934 年，第

7 卷第 3 期。 
③ 吴承禧：《厦门的华侨汇款与金融组织》[J]，《社会科学杂志》，1938 年，第 8 卷第 2 期。作者其他

论述侨汇较有影响的论文有《厦门的华侨汇款》[J]，《华侨半月刊》，1937 年，第 98 期；《 近五年华

侨汇款的一个估计》[J]，《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7 年，第 3 卷第 3 期。 
④ 郑林宽：《福建华侨汇款》[M]，福州：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1940 年；姚曾荫：《广东省的华

侨汇款》[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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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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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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改善侨汇

的具体途径等。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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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分布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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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具体、详实，叙述较可靠。 

同时期日本的侨批业研究也颇突出。1943 年，日籍台湾银行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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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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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部分文章和论著虽非专门研究，但也部分涉及侨批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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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结构与内容略有差异。③其中详细调查和探讨了侨汇的用途以及

侨汇对侨乡的生活水平、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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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只是暂时现象，随后

转入沉寂，直至 1980 年代国内才重新有研究成果出现。就笔者所见，这一时期

                                                        
① 张公量：《关于闽南侨汇》[M]，泉州：中国银行泉州支行，1993 年；刘佐人：《金融与侨汇综论》

[C]，广州：广东省银行，1947 年，主要文章为《侨汇问题》、《批信局侨汇业务研究》和《争取南洋侨

汇问题》，相关文章曾刊登在 1947 年《广东省银行季刊》第 3 卷第 10 期上，由于作者是银行职员，列

入著作类便于论述。 
② 杨建成主编：《三十年代南洋华侨侨汇投资调查报告书》[M]，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3
年。 
③ 陈达：《浪迹十年》[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年，第 1－13、156－160 页；《南洋华侨与闽粤

社会》[M]，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 年；Ta Chen, Emigrant communities in south China:a study of overseas 
migr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standards of living and social change[M],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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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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阳详细研究了不同时期批信局的利润；①冯肇伯采用比较方法分析南洋与美洲

两侨汇区的侨汇机构、侨汇数额和侨汇政策等差异及原因；②通过比较，两地侨

批业的特点和差异较为明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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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柯木林利用新加坡的文

献及口访资料，详细研究 19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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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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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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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海外华侨、侨眷的意见和要求等，是很好的

研究资料；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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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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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保留了一些当时侨

汇经营的具体资料。建国后规模 大的一场调查是 1958－62 年厦门大学南洋研

究所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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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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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 年冬对晋江专区和厦门两地若干重点侨乡展 调查，

                                                        
① 向阳：《侨批局利润研究》[J]，《经济导报周刊》，1949 年，第 129 期。 
② 冯肇伯：《南洋侨汇与美洲侨汇》[J]，《社会经济研究》，1951 年，第 2 期。 
③ 高维廉：《马来亚侨汇与中马贸易之展望》[M]，新加坡：中南联合出版社，1950 年。 
④ 柯木林：《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研究》，柯木林等著：《新加坡华族史论集》[C]，新加坡：南洋大学

毕业生协会，1972 年。 
⑤ 厦门侨务局资料组：《厦门侨汇材料及意见》[Z]，厦门档案馆藏，全宗号 66，目录号 1，案卷号 1，
记作“66－1－1”，本文从档案中引用的资料均以此方式注明。 
⑥ 厦门中国银行：《侨汇资料汇编》（共三辑）[Z]，厦门：华侨服务社，19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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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部分章节探讨了建国后侨汇对侨区的影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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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前者系统研究 194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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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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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就可看出，存在诸多偏颇之处，但拓宽了侨批业研究时段和领域，值得借鉴。 

另外，美国华裔学者吴春熙的研究也比较突出。③作者利用当时美国、东南

亚、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各种资料，探讨新中国建立的侨批业发展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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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调查研究发掘了一

批具体资料；台湾和海外侨批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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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兴旺”，研究成果日益增多，侨批业研究时间跨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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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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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章振乾、陈克俭、甘重民、陈可琨等：《福建主要侨区农村经济探论——侨区农村调查之一》[J]，《厦

门大学学报》，1957 年，第 4 期。 
② 何雨文：《共匪侨汇的研究》[M]，台北：侨务委员会“敌情”研究会，1969 年；黄定文：《侨汇的

研究》[M]，台北：侨务委员会研究发展考核处，1970 年。 
③ Chun-his Wu, Dollars Dependents and Dogma：Overseas Chinese Remittance to Communist China[M], 
Stanford, 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1967. 
④ 杜桂芳：《潮汕侨批：义务与权利——以强烈的心理需求为特征的家族观念》[J]，《华侨华人历史研

究》，1995 年，第 2 期。另外，作者其他文章系研究侨批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侨批——潮汕历史文

化的奇观》[J]，《东南亚研究》，1995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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