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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与展望

◆ 资本在跨境流动上面临很多的障碍：语言、文化、制度……

◆ 能够跨文化沟通的人是最好的“破壁人”

◆ 跨国（境）移民（“侨”）扮演了连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桥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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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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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境）移民的历史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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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移民总量：流出国（2020）

India 17 869 492

Mexico 11 185 737

Russian Federation 10 756 697

China 10 461 170

Syrian Arab Republic 8 457 214

Bangladesh 7 401 763

Pakistan 6 328 400

Ukraine 6 139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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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UN Migration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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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移民总量：流入国（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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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50 632 836
Saudi Arabia 13 454 842
United Kingdom 9 359 587
United Arab Emirates 8 716 332
France 8 524 876
Canada 8 049 323
Australia 7 685 860
Spain* 6 842 202

来源：UN Migration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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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估计的华侨华人规模要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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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庄国土，世界华侨华人数量和分布的历史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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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海外移民的研究难点

◆ 官方记录少，研究材料有限

➢ 散落于民间、境外

➢ 仅有少数侨乡的地方志会覆盖“华侨”的内容

➢ 材料通常碎片化、非系统

◆ 可量化的数据匮乏

➢ 现有的研究以描述性、概述性研究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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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华人移民的两类材料

◆ 侨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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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侨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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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与移民信息的载体——涉侨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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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侨族谱在研究华人移民行为上的价值

◆ 延续性：持续追踪一个宗族长达百年时间（Shiue，2016）

➢ 契合华人移民绵延不绝的特征

➢ 非常适合研究代际流动的问题（Shiue, 2017；Hu, 2023）

◆ 宗族性：移民行为与宗族制度密切关联

➢ 契合华人移民“链式移民”、“安土重迁”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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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跨境移民的形成：推-拉力（push-pull）分析

◆ 推力：人口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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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Exploring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Emigration through a Transnational Genealogical Lens, 
Fanghao Chen, Bin Xie, Yibo Z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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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跨境移民的形成：推-拉力（push-pull）分析

◆ 推力：人口压力→兄弟位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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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Exploring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Emigration through a Transnational Genealogical Lens, 
Fanghao Chen, Bin Xie, Yibo Z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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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跨境移民的形成：推-拉力（push-pull）分析

◆ 推力：移民政策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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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海禁时期

后鸦片战争时期，开放劳工外
出

来源：Exploring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Emigration through a Transnational Genealogical Lens, 
Fanghao Chen, Bin Xie, Yibo Z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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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海禁与福建沿海移民

◆ 顺治二年（1645年）郑成功起兵抗清

◆ 顺治十三年（1656年）《申严海禁敕谕》

➢ “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

➢ “不许片帆入口，一贼登岸”

◆ 顺治十八年（1661年）“迁界令”

➢ “上自福宁，下至诏安，或三十里，或二十里，
量地险要，筑寨安兵；仍筑高墙，以截内地。外
滨海数千里烟矣。”

➢ “界内之民，死于力役，死于饥饿，死于征输，
至有巷无居人，路无行迹者。”

◆ 民众多有不满，迁移海外谋生

➢ “其间又素贸于海者，相率辗转流寓南洋一带，
亿谋生路，而为后之侨商。”

◆ 施琅收复台湾后，清中期吸引了大量闽粤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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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鸦片战争时期的劳工移民

◆ 1860年中英法《北京条约》：
➢ “戊午（1858）年定约互换以后，

大清大皇帝允于即日降谕各省督抚
大吏，以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
英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
，俱准与英民立约为凭，无论单身
或携带家属，一并赴通商各口，下
英国船只，毫无禁阻”。

◆ 殖民者对于移民的吸引政策：
➢ 1875 《霹雳政府招领荒地通告》

➢ 1878 《霹雳政府奖励大规模种植
通告》

➢ 1897  《霹雳政府奖励种植树胶通
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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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跨境移民的形成：推-拉力（push-pull）分析

◆ 拉力：链式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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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Exploring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Emigration through a Transnational Genealogical Lens, 
Fanghao Chen, Bin Xie, Yibo Z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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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跨境移民的形成：推-拉力（push-pull）分析

◆ 拉力：西方殖民活动

◆ （19世纪末）中国没有让哪个国家享有
巨额顺差，那么它如何支应与英国、印
度长达百年的不平衡贸易？史料不足让
人得出确切答案，但最合理的推测是海
外华工、华商汇回中国的资金填补了差
额。随着19世纪末期的殖民行径为出口

导向的生产开辟了新天地，在东南亚原
已势力不小的华人社群随之更快速成长
加州淘金热在美洲开启了发达致富的机
遇；从古巴到夏威夷多个地方的种植园
，亟需廉价而技术纯熟的甘蔗工人；新
问世的消息传播渠道，使人更容易得知
存有什么机会。数百万工人只身前往这
些地方（往往因为他们所前去的社会不
准他们携带家眷），即使薪水微薄，不
赌不嫖的工人还是能省下大笔钱寄回老
家；电报和金融机构使汇钱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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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境）移民的历史与现状

◆移民网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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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行为都需要嵌入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之内
（Granovetter，1985）

1. “经济个体不是原子化的存在。”

2. “市场不是一种抽象的建构，而是人与人的关
系结成的复杂系统，因此所有的经济行为都必
须嵌入（embed）一定的社会结构而存在。”

——马克·格兰诺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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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民是早期国际贸易的主导者

◆ The market structures that are 
basic to our world were not 
natural or inevitable, always latent 
and waiting to be “opened up”; 
rather, markets are, for better or 
worse, socially constructed and 
socially embedded.

—Introduction,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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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民是早期国际贸易的主导者

◆ Any trader knows that personal 
contacts matter. But before the age 
of telecommunications, 
enforceable commercial codes, 
and standardized measures, it was 
even more important to have 
some nonbusiness tie with your 
partners, agents, and opposite 
numbers in other ports. So all over 
the world, trade was organized 
through networks of people who 
shared the same native place—
and thus a dialect, a deity （or 
several） to swear on, and other 
trust-inducing connections. 

—The Fujian Trade Diaspora,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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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民是早期国际贸易的主导者：
东南亚的华人甲必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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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民是早期国际贸易的主导者：
泉州的清净寺与阿拉伯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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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民是早期国际贸易的主导者：
马格里布商人与地中海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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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网络如何维持早期的贸易与投资
（Grief，1993；Rauch and Casella, 1998）

◆ 在现代通信技术（用于事前监督）、法律契约体系（用于事后追溯）成熟
之前，开展国际贸易和投资面临很大的违约风险（也即阻碍）

◆ 最早的国际贸易商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结成，彼此相识，拥有大量共同认
识的亲戚伙伴，并以此作为信任的基础（常常以口头承诺代替契约）

➢ 为何这样原始的、非正式的“关系”可以维持贸易与投资？

◆ 一次投机性的行为，就可能导致：

➢ 在整个贸易网路体系中的信誉破产，失去在网络中其他市场开展生意的机会

➢ 留守家乡的亲族将会承受不白之冤（i.e. “抵押品”）

◆ 事前预期到上述惩罚机制，处于网络中的贸易商就没有激励做出投机行为

◆ 此外，移民网络还提供了信息渠道的作用

➢ 传播市场机会

➢ 介绍合作商（供应商、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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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人群体身上“保守（崇尚宗族）+ 激进（爱好冒
险）”是如何统一起来的（赵子乐）

◆ 原乡的民间社会发达，宗族、民间信仰、地缘、方言都为民间结社提供巨
大凝聚力，并在心理层面成为影响深刻的文化资源

◆ 下南洋不可避免地损害到原有的民间社会联结，但由于本身根基雄厚，仍
保持相当生命力

◆ 在完全陌生、不确定、缺乏安全感的环境，南洋华侨的结社动力很强，原
乡地区的文化资源被迅速发掘，实现复兴甚至发扬光大

➢ 宗族文化被改造为更具包容性的宗亲会组织

➢ 远洋航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需要，都使得下南洋成为有组织的大批量移
民，同乡组团移民是常态，地缘纽带在南洋的作用被发扬光大

27



国
际
投
资

时至近期，移民网络依然是解释“消失的贸易”之谜最
强有力的解释因素之一

28

来源：James E. Rauch and Vitor Trindade, Ethnic Chinese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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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搭建起祖籍地与迁居地之间的FDI与侨汇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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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Dean Yang, Migrant Remit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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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批侨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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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加坡为何成为华商金融中心？
——侨汇业的历史遗产（滨下武志，2021）

◆ 自朝贡贸易体系以来，华人长期主导者东南亚的贸易

◆ 贸易所得与“衣锦还乡”的宗族文化创造了对侨汇业的需求

◆ 侨汇业进一步演化出了金融的职能

➢ 金融：跨空间、跨时间（+跨可能性）的资源配置学科

◆ 成为西方殖民地之后，香港、新加坡逐渐演化为东西方贸易中转地，特别
是华商商贸网络（移民、贸易、投资）的枢纽，形成了区域性的金融中心

◆ 改革开放后，香港更是扮演了大陆与世界市场之间独特的通道

➢ 同时被“两种系统”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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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移民、资本、贸易与侨汇的特殊通道

◆ “1848年初，加州發現金礦，自此華南地區
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人，前仆後繼遠渡重洋
，到達加州尋找他們的金山夢，此一浪潮也
徹底改變了香港的命運。淘金熱把太平洋變
成了連接北美洲和亞洲的幹道，並在此過程
中把香港打造成亞洲的主要太平洋門戶。香
港與後來被稱「舊金山」的三藩市的距離，
比起從大西洋的港口到舊金山要近得多，令
香港迅速崛起成為太平洋商貿的樞紐。

◆ 香港作為華人移民的「中介之地」，既是資
金、貨物、資訊、意念、個人通信不斷往來
流動的樞紐，也為移民提供各種與家鄉保持
聯繫的方法。香港對華人出洋的重要性，以
及華人出洋對香港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的
深遠影響，一直欠缺足夠研究，而這正是本
書的重點，以華人出洋前往加州為案例，探
討香港在華人移民史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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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移民、资本、贸易与侨汇的特殊通道

33

来源：陈方豪，以侨为桥：侨商投资与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北京大学博士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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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移民、资本、贸易与侨汇的特殊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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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Robert C. Feenstra, Gordon H. Hanson, Intermediaries in Entrepot Trade:  Hong Kong Re-Exports of Chinese G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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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移民、资本、贸易与侨汇的特殊通道

35

来源：《Migration and Remittance Factbook 2016》，World Bank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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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境）移民的历史与现状

◆移民网络的作用

◆涉侨企业与中国的外向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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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外向型发展：
世界工厂（出口）+跨国企业之乡（FDI）

37

来源： 陈方豪、熊瑞驰，2022，以侨为桥 ——侨资企业与中国的外向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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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何以实现外向型发展？

◆ 国际比较来看，成功并非理所应当：

➢ 70%的FDI流向OECD国家，而非广大发展中国家

•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有长达三十年的封闭期，能够在短时间内成功吸引
到大量外资则更属不易

➢ 单纯的资本或贸易开放政策并不一定能够带来稳健的经济增长

• 本国产业可能在受到外部冲击后萎缩（Dix-Carneiro and Kovak, 2017）

• 过度依赖外资阻碍本土企业的发展 （Kokko and Thang, 2014）

◆ 海外华人 & 涉侨企业的重要性：

➢ 流入中国的FDI以海外华人（包括港澳台在内）主导的侨商投资（DDI）为主 

➢ 吸引侨商投资的沿海省份恰恰是海外华人的祖籍地（Lever-Tracy et al., 1996）

➢ DDI的核心载体就是涉侨企业

➢ 很多的涉侨企业从事出口加工贸易（“三来一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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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何以实现外向型发展？

◆ 为什么是海外华人 & 涉侨企业？
➢ 中国深远的宗族文化延续在海外华人群体中（Kuhn, 2008；滨下武志， 2021）

➢ 侨企有别于一般的外企，可以更快识别出当地潜在的商业机会，对接国际市场的需
求，并利用其与家乡的宗族纽带克服很多交易上的摩擦（王望波，2005）

➢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政府出台了很多鼓励海外华人返乡投资的针对性政策（张秀明
，2008）

◆ 涉侨企业与外向型发展：

➢ 利用宗族网络，克服了外资企业在一个不成熟的市场环境中所面临的进入壁垒，对
中国大陆进行了宝贵的种子投资（Chen et al., 2022）

➢ 作为中国大陆本土与海外市场的纽带，贯通了海内外的信息流、贸易流、资金流

➢ 带动了本土产业的形成发展，完善了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

➢ 奠定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和“跨国企业之乡”的物质与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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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境）移民的历史与现状

◆移民网络的作用

◆涉侨企业与中国的外向型发展

• 侨乡产业集群案例：南安石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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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具有历史悠久的传统石材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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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毗邻经济特区厦门、拥有大量的海外侨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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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侨企业带动南安本土石材产业集群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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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头在外”——侨企作为“种子”与“桥梁”

来源： 陈方豪、熊瑞驰，2022，以侨为桥 ——侨资企业与中国的外向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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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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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侨资实现外向型发展的模式

来源： 陈方豪、熊瑞驰，2022，以侨为桥 ——侨资企业与中国的外向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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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境）移民的历史与现状

◆移民网络的作用

◆涉侨企业与中国的外向型发展

• 侨乡产业集群案例：南安石材业

• 涉侨外资企业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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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标准

◆ 外资企业

◆ 华人姓氏

➢ 港澳台企业不是完善的指标

◆ 非大陆证件（外国护照或港澳台居民证）

➢ 排除Roundtrip FDI（Huang, 2003；Geng，2019；Chen, 2022）

◆ 法人代表

➢ 关注“侨”的概念而非所有者——连接国内与国外两个市场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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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两种识别外资企业的方法

◆ 所有制类型

➢ 代表性文献：Yu（2014）; Chen et al. （2019）

➢ 优点：直接；官方；可以识别出更多维度的信息——JV/HMT/HQ

➢ 缺点：无法（完美）区分持股结构的异质性（官方定义标准≥25%）

◆ 控股股东

➢ 代表性文献：Brandt, Van Biesebroeck, and Zhang（2012）；Hsieh and 

Song （2015）

➢ 优点：外资在中国需要更高的持股比例才能行使国外相同持股比例所能行使
的职权（Huang, 2003）

➢ 缺点：第一层股权不代表最终控制权，股权追溯会陷入一种循环论证的困境
；对于不按出资比例定义的特殊所有制，例如JV，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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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所有制类型的理由

◆ 工商注册直接汇报所有制类型，直接、官方

◆ 第一层股东并不代表最终的控股结构

➢ 控股壳公司的广泛存在 （Bai et al 2020）

➢ 究竟追溯多少层股权arbitrary，过多过少都不好

◆ 无法观察到国外实体的自然人股东姓名，无法识别华侨

➢ 通过看企业法人代表的姓名，93%的概率和企业最高管理人员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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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侨企在侨企中的比例即使在九十年代也仅有约百分之六十
，2000年后进一步下降至百分之四十左右。

来源： 陈方豪、熊瑞驰，2022，以侨为桥 ——侨资企业与中国的外向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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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断海外华人的祖籍？——姓氏

52

来源： Fanghao Chen, Ruichi Xiong, Xiaobo Zhang, Familiar Strangers: The Role of Diaspora 
Networks in Foreign Investment and Long-ru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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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中国人的姓氏拼写

53

◆ 外籍法定代表人的姓名条目类型：

➢ 纯英文: e.g. “Fanghao Chen” （7.51%）

➢ 纯中文: e.g. “陈方豪” （91%）

➢ 中英混合: e.g. “陈方豪 （Fanghao Chen）” （1.49%）

◆ 基于中英混合的姓名条目构建华人姓氏的中英文对照

◆ 排除使用中文来登记姓名的外国人

➢ e.g. 日本、韩国、音译名

◆ 手动处理高度非结构化的条目



国
际
投
资

识别姓氏的复杂性

54

来源： Fanghao Chen, Ruichi Xiong, Xiaobo Zhang, Familiar Strangers: The Role of Diaspora 
Networks in Foreign Investment and Long-ru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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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55

◆跨国（境）移民的历史与现状

◆移民网络的作用

◆涉侨企业与中国的外向型发展

• 侨乡产业集群案例：南安石材业

• 涉侨企业的识别

• 侨企进入的时空、行业和组织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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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1：自1980年至2014年，侨企在所有新进入外企中的比例呈现不
断下降趋势，但该比例基本未跌出过百分之六十，在九十年代甚至
超出百分之九十。

事实1’：侨企进入受九二南巡影响更大，非侨外企进入受加入WTO
影响更大。

来源： 陈方豪、熊瑞驰，2022，以侨为桥 ——侨资企业与中国的外向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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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2：侨企早期大多分布在沿海和侨乡，但随着时间推移进入
内地省份的比例在不断扩大。

来源： 陈方豪、熊瑞驰，2022，以侨为桥 ——侨资企业与中国的外向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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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2’：侨企相比于非侨外企更加集中于侨乡地区

来源： 陈方豪、熊瑞驰，2022，以侨为桥 ——侨资企业与中国的外向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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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3 & 事实3’：早期侨企主要从事轻工业，2000年之后侨企主要
进入生产服务业；侨企轻工业比例更高、非侨外企服务业比例更高

来源： 陈方豪、熊瑞驰，2022，以侨为桥 ——侨资企业与中国的外向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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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4：早期侨企以与本土企业合资为主，1990年后开始出现大量的
侨资独资或控股企业，2000年后侨资独资或控股的侨企开始占比超过
百分之四十。相对应的，早期侨企大多以分支机构或办事处的形式出
现，1990年之后开始有侨企设立总部，2000年后设立总部的侨企占比
逐年增加至百分之三十以上。

来源： 陈方豪、熊瑞驰，2022，以侨为桥 ——侨资企业与中国的外向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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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61

◆跨国（境）移民的历史与现状

◆移民网络的作用

◆涉侨企业与中国的外向型发展

• 侨乡产业集群案例：南安石材业

• 涉侨企业的识别

• 侨企进入的时空、行业和组织特征

• 宗族网络与侨企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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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策略

◆ 估计如下的方程：

◆ s: 姓氏, p: 地级市, t:进入年份

◆ 𝑌𝑠𝑝𝑡: 涉侨企业的进入数量

◆ 𝑂𝑝𝑒𝑛𝑝𝑡：开放=1；未开放=0

◆ 其中，𝐸s𝑝为姓氏s在地级市p的人口规模（2005年人口普查）

◆ 可以直观理解为“姓氏为s的海外华人的祖籍可以追溯到地级市p的概率”

◆ 𝑚𝑠𝑝在历史上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安土重迁”）（Clark，2015）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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𝑚𝑠𝑝 很好地刻画了

宗族网络对涉侨企业空间选址倾向的影响

63

来源： Fanghao Chen, Ruichi Xiong, Xiaobo Zhang, Familiar Strangers: The Role of Diaspora 
Networks in Foreign Investment and Long-ru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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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宗族）地理分布的稳健性：比较不同的出生队列

64

来源： Fanghao Chen, Ruichi Xiong, Xiaobo Zhang, Familiar Strangers: The Role of Diaspora 
Networks in Foreign Investment and Long-run Development



国
际
投
资

姓氏（宗族）地理分布的稳健性：和历史人物作比较

65

来源：Kung and Bai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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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宗族）地理分布的稳健性：和历史人物作比较

66

来源：Kung and Bai （2022）



国
际
投
资

基准结果

67

来源： Fanghao Chen, Ruichi Xiong, Xiaobo Zhang, Familiar Strangers: The Role of Diaspora 
Networks in Foreign Investment and Long-ru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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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的开放后，最早进入的外资企业更有可能为
祖籍为当地的海外华人开设

68

来源： Fanghao Chen, Ruichi Xiong, Xiaobo Zhang, Familiar Strangers: The Role of Diaspora 
Networks in Foreign Investment and Long-ru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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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WTO前后，宗族网络的影响弱化了

69

来源： Fanghao Chen, Ruichi Xiong, Xiaobo Zhang, Familiar Strangers: The Role of Diaspora 
Networks in Foreign Investment and Long-ru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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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70

◆跨国（境）移民的历史与现状

◆移民网络的作用

◆涉侨企业与中国的外向型发展

• 侨乡产业集群案例：南安石材业

• 涉侨企业的识别

• 侨企进入的时空、行业和组织特征

• 宗族网络与侨企进入

• 涉侨企业的溢出作用



国
际
投
资

侨企作为先驱者

71

来源： Fanghao Chen, Ruichi Xiong, Xiaobo Zhang, Familiar Strangers: The Role of Diaspora 
Networks in Foreign Investment and Long-ru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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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变量：涉侨姓氏在空间分布上的差异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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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侨企带动非侨外资投资&产业集群形成

73
来源： Fanghao Chen, Ruichi Xiong, Xiaobo Zhang, Familiar Strangers: The Role of Diaspora 
Networks in Foreign Investment and Long-ru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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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侨企促进本地参与国际贸易

74

来源： 陈方豪、熊瑞驰，2022，以侨为桥 ——侨资企业与中国的外向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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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有潜在海外联系的企业家更有可能参与出口

75

来源： 陈方豪、左毅博、龙登高，涉侨宗族网络的经济福利效应——来自涉侨族谱的证据

（1） （2） （3） （4） （5）

是否出口 出口额度 出口额度占工业
总产值的比例

TFP 资本密度

标准化的全国族谱数量
-0.003** -0.032* -0.004*** -0.000 0.004**

（0.002） （0.016） （0.001） （0.001） （0.002）

标准化的涉侨族谱数量 0.005* 0.059** 0.005*** 0.000 0.006***

（0.003） （0.028） （0.002） （0.000） （0.002）

观测数
48,249 48,249 48,249 37,757 48,249

调整后R2

0.159 0.163 0.156 0.802 0.18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地级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2位数）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国
际
投
资

3.侨企改善本地营商环境

◆ “早期的外来投资者为了安排电力
、运输、建材和劳动力，拿到各种
批文，必须跟不同的官僚机构打交
道，这让他们不胜其烦。到了1980
年代中期，最能吸引外来公司的地
区是那些对政府机构进行重组、将
决策集中的地方……”

◆ “地方干部发现，过去几年做得好
的地方，都是尊重协议的地方……
一个地方的干部队伍靠得住，能在
早期野蛮的、不讲章法的中国市场
上解决不可预期的问题，必要时还
能在解决问题时发挥创造性，他们
当然愿意继续投资……”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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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侨企改善本地营商环境

77来源： 陈方豪、熊瑞驰，2022，以侨为桥 ——侨资企业与中国的外向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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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78

◆跨国（境）移民的历史与现状

◆移民网络的作用

◆涉侨企业与中国的外向型发展

• 侨乡产业集群案例：南安石材业

• 涉侨企业的识别

• 侨企进入的时空、行业和组织特征

• 宗族网络与侨企进入

• 涉侨企业的溢出作用

• 国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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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比较：DDI广泛存在

◆ 占据发展中国家FDI的很大比例
➢ 印度，1991年至2001年，26% （Wei and Balasubramanyam, 2006）

➢ 亚美尼亚，1998年至2004年，25% （Riddle et al., 2010）

➢ 菲律宾，37%（Graham, 2019）

◆ 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国际发展机构关注到DDI对于本国发展的重要意
义，并制定相关政策予以鼓励（Terrazas, 2010; Rodriguez-Montemayor

，2012）

➢ 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国家推出了针对海外侨民的政策或项目以促进其国家发展（世界
移民组织，2005）

➢ 印度：The Indus Entrepreneurs （TiE）

➢ 爱尔兰: Connected Ireland

➢ 非洲：African Diaspora Network（ADN）

➢ 埃塞尔比亚：Diaspora Coordinating Office

➢ 韩国：Korean IT Network

➢ 智利：Chile Global Venture

➢ 世界银行：African Diaspora Program；USAID：African Diaspora Marketplace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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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展望

◆ 市场不是一种抽象的建构，而是人与人的关系结成的复杂系统，因此所有
的经济行为都必须嵌入（embed）一定的社会结构而存在（Granovetter

，1985）。

◆ 侨商作为一类跨文化、跨制度的群体，既是被宗族社会所接受认可的成员，
又是熟稔国际市场制度的实践者，可以在两种社会结构中自如切换，又能在潜
移默化间帮助其宗族成员塑造达成市场经济的观念，成为了嫁接其家乡从宗族
制度到市场制度转变的桥梁。

◆ 借助涉侨企业实现外向型经济增长是中国发展故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
可供广大发展中国家借鉴复制的宝贵中国经验。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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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81

◆跨国（境）移民的历史与现状

◆移民网络的作用

◆涉侨企业与中国的外向型发展

◆海外华人与中国产业的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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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境）移民的历史与现状

◆移民网络的作用

◆涉侨企业与中国的外向型发展

◆海外华人与中国产业的未来发展

•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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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移民集中于东南亚且经济实力强劲

83
来源：经济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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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走出去”选择也深受华人网络的影响

84

来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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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走出去”：一举多得

现在 未来

政策思路 最大化GDP 最大化GNP

国家定位 制造大国 制造大国+货币大国

贸易平衡 顺差 平衡

世界经贸格局 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
+世界（美国）消费

由中国制造（made by Chinese）
+中国消费

世界货币体系 美元霸权 人民币国际化

85

◆ 当前，中国产业具备“走出去”的能力和契机

➢ 出口增加值世界第一、产业升级加快、产业链门类齐全

➢ RCEP经济圈与海外华人经济圈高度重叠

➢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冲击下国际化选址成为必需

• 规避关税

• 主动产业转移、培育新的消费市场

◆ 海南自贸区的战略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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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华人可以发挥的作用

◆ “产品出海”：海外市场的第一手信息

◆ “营销出海”：双重文化背景，更加了解东道国消费者偏好

◆ “工厂出海”：更加熟悉东道国环境，善于具体的落地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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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87

◆跨国（境）移民的历史与现状

◆移民网络的作用

◆涉侨企业与中国的外向型发展

◆海外华人与中国产业的未来发展

•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

• 从“引资”到“引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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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

88

来源：Shang-Jin Wei, Zhuan Xie, Xiaobo Zhang, From "Made in China" to "Innovated in 

China": Necessity, Prospect, and Challeng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31, 

No. 1,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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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

89

来源：Pengfei Han, Wei Jiang, Danqing Mei （2024） Mapping U.S.–China Technology 

Decoupling: Policies, Innov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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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智”做出了巨大贡献

90

◆ 涉侨专利数量与全体海外专利数量的变动整体一致，但比例呈不断上升趋势

来源：周圣楷、陈方豪、谢宝剑，“侨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涉侨专利的测度、特征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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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智”做出了巨大贡献

91

◆ 在面临“卡脖子”形势的关键高新技术领域，海外专利的涉侨程度不断提升

来源：周圣楷、陈方豪、吴战篪、谢宝剑，“侨智”与中国科技创新：涉侨专利的测度、特征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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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智”做出了巨大贡献

92

◆ 我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对外依赖度显著下降的同时，“侨智”明显成为海外
技术流入与创新的重要桥梁，显示涉侨专利可能在高新技术领域形成了重要
的溢出效应

来源：周圣楷、陈方豪、吴战篪、谢宝剑，“侨智”与中国科技创新：涉侨专利的测度、特征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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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的“侨智”规模巨大

93

来源：B. Chattergoon & W.R. Kerr, 2022. "Winner takes all? Tech clusters, population 

centers, and the spatial transformation of U.S. invention," Research Policy, vol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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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的“侨智”规模巨大

94

来源：W.R. Kerr, 2008. “The Ethnic Composition of US Inventors“, HBS Working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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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计划”为代表的海外人才（华侨华人为主体）引
进大大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

95

来源：Dongbo Shi, Weichen Liu, Yanbo Wang, Has China’s Young Thousand Talents 

program been successful in recruiting and nurturing top-caliber scientists?, Science,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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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in Drain vs. Brain Gain：简易模型

96

回报矩阵

（中国，美国）

美国

不允许技术外流 允许技术外流

中国

不允许人才外流
1，0 3，0

允许人才外流
0，5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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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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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境）移民的历史与现状

◆移民网络的作用

◆涉侨企业与中国的外向型发展

◆海外华人与中国产业的未来发展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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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高水平的开放应对挑战

◆ “引进来”→“引进来”（IFDI）+“走出去”（OFDI）

◆ “引资”    →“引资”（资本）+“引智”（人才、技术）

◆ “贸易开放” → “贸易开放”+“资本开放”

◆ 以华侨华人为桥梁，嫁接起中国与世界

➢ 人才流、贸易流、资本流、技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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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世界的“再连接”

◆ 中华文明在长历史周期中都处于领先的位置

◆ 近代的闭关锁国令中国丧失掉了与世界的交
流与融合，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

◆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借助海外华人网络，重
启了与世界的连接，开启了漫长的复兴周期

◆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进入了复兴的快车道，重
新令中华文明返回到其应有的位置

◆ 致力于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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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华人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 “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 《尚书·禹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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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 陈方豪 助理教授

◆ 经济学院 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

◆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广东产业发展与粤港澳台区域合作研究中心
副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网络
与企业家精神、华商经济与华侨华人经济史。当前我感兴趣的话题包括华
侨华人在连接中国与世界经济上发挥的作用，以及中国的产业政策与产业
升级、产业出海的联系。

◆ 邮箱：fhchen2017@nsd.pku.edu.cn

◆ 个人网页：https://fanghaochen.github.io/home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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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海南自贸区打造新“双循环”系统枢纽：
从美元结算体系到人民币结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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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华人经济成就的重要因素（赵子乐）

◆ 强烈的重商倾向

◆ 多世代的经商积累

◆ 发达的民间社会，令南洋华侨的“同乡同业”现象非常突出，比大陆至少早
50年，为南洋华侨提供了经商捷径并免于恶性竞争

◆ 在南洋各国普遍受到排挤的共同命运，令华人产生了跨国界跨方言的认同
感，加上结社能力的信手拈来，跨国网络为华商的成功提供重要动力（“

竹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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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战冲击真的冲击到中国了吗：产业转移 or 转口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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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东南亚的OFDI的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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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云南大学"海外中国企业与员工调查"（OCEES）数据（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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