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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地区华人的国际地位和竞争力

郑 绍 钦

海外华人约国际地位和竞争力问题
,

意义 重大
。

本文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和

世界历史横 向联系加强与扩展 的视角
,

结合华侨在南洋与华工在北美的不同遭遇和

处境
,

立足现实
.

展望海外华人为促成
“
亚 太世纪

”
的来临必将肩负的历史使命

。

作者
:

郑绍钦
,

男
,

1 9 3 3 年 生
,

汕头大学文学院教授
。

一
、

从世界史看中国移民

只有
“

打破历史上形成的那种单纯从中国角度看待华侨的旧观念
” , “

把近代中国移民史放

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下进行考察
,

即从世界史角度开展研究
” ,

才能
“
对华侨

、

华人的历史地

位与作用作出较为全面的评价
” 。

①

世界历史
,

简单概括地说
:

有经有纬
。

经
,

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
;
纬

,

就是世界各地区

横向联系的加强与扩展
。

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

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 由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

的
。

他在《资本论 》及《经济学手稿 ( 18 5 7一 1 8 5 8 年 ) 》中
,

把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

段
:

手工工具阶段
、

机器阶段和 自动控制阶段
。

与之相适应
,

出现三种社会形态
: I

,

以 自然经济

和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最初社会形态
; l

,

以商品经济和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 的现代社会形

态 ; l
,

实行计划产品经济
,

个人全面发展的
、

具有极大 自由个性 的未来社会形态
。

② 关于未来

的社会形态
,

即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

马克思说
: “

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

质生存条件
,

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
、

痛苦的历史发展的 自然产物
。 ” ③

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发展分为三阶段的学说
,

即
“
三形态说

” ,

集中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

的普遍规律
,

是唯物史观的精髓
。

如今
,

它已成为中外许多学者剖析世界历史和当代世界各国

复杂的社会问题最为犀利的理论武器
。

一般认为
,

形态 I 当然包括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结束

这一漫长历史时期
。

形态 l 虽然对应于资本主义社会
,

但实际上指的是整个商品经济时代
。

从

总结 中
、

苏和其他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建设经验使我们认识到
:

社会主义社会也属于商品经济

阶段
,

形态 I 应当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
。 “

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
,

是社会经济发展

不可逾越的阶段
” 。

④ 这种对于商品经济的新认识
,

对于重新评价海外华侨与华人经济非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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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

可以说
:

没有商品经济和海上贸易
,

就不会有海外华侨
。

从横向联系看
,

马克思指出
: “

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 ;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
。 ” ①

就是说
,

人类历史并非自始就具有世界全局的意义
。

历史之所以成为世界史
,

其自身经历了一

个从分散到整体的发展过程
。 “

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农本经济足以支撑幅员广裹的帝国
,

但由之

分泌而 出的
、

可以起沟通闭塞作用的商业贸易
,

却远不足以发生在世界范围内突破闭塞的作

用
。 ” ② 历史上最早产生于西欧的资本主义

,

从 1 5 0 0 年起
,

随着
“

地理大发现
”

开辟的新航线
,

先

后侵入全世界的各个主要地 区
。

马克思写道
: “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
,

土著居民的被剿灭
、

被奴

役和被埋葬于矿井
,

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
,

非洲变成商业性猎获黑人的场所
:

这一

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
。 ’ ,③ 在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初始阶段

,

商业资本
“

产生过压

倒一切的影响
” 。

④得到西欧各国政府重商主义政策支持的商业资本
,

作为一支打通各民族
、

各

地区之间彼此闭塞的力量
,

远非东方封建国家处于农本经济附庸地位的商业可比
。

商业资本主

义经历 1 6
、

1 7
、

18 三个世纪的发展
,

导致 18 世纪后期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
,

标志着资本主义

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
。

接着
,

欧美各先进国家也都在 19 世纪前期进入了工业资本主义阶段
。

机器大工业造成社会的物质生产力空前急剧增长
, “

由于需要不断扩大产品的销路
,

资产阶级

就不得不奔走全球各地
。

它不得不到处钻营
,

到处落户
,

到处建立联系
。 ” ⑤ 工业资本主义这种

无可遏阻的扩张力
, “

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
” 。

⑥ 在它的支配性的影响

之 下
,

世界 日益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 “

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

史
” 。

⑦

就在西欧商业资本主义闯荡全世界 ( 16 至 18 世纪 )和欧美工业资本主义支配全世界 ( 19

至 20 世纪 )这两个阶段里
,

与全世界出现空前规模的洲际人 口大流动相对应
,

中国先后出现了

两次海外移民高潮
。

据国内侨史专家估计
,

16 世纪后期海外华侨当有 15 万人至 20 万人
; 1 84 0

年鸦片战争前夕增加到 10 0 万 以上至 1 50 万人
; 1 9 4 9年世界各地华侨总数已超过 1

, 0 00 万

人
,

其中 95 %分布在东南亚地区
。

⑧ 而在同一历史时期里
,

全靠吸收外国移民才得以建立和强

大起来的美国
,

在 1 9 5。 年拢共只有 15 万华人
,

如果撇开夏威夷
,

那就只有 1 1 7
,

62 9 个华人
。

⑨

为什么中国海外移民在东南亚和美国的发展状况如此悬殊 ? 岂不令人深思 !

二
、

商品经济与南洋华侨

不论从外国史还是从中国史的角度看
,

海外移民与商品经济同样地源远流长
。

在外国有古

希腊的荷马史诗为证
。

在中国与南洋关系方面
,

远的不说
,

《汉书
·

地理志 》关于南海丝绸之路

的记载已为中外学者所熟知
。

西方学者根据在苏门答腊
、

爪哇和婆罗洲发现的墓碑石刻和相当

多的墓葬陶器
,

断定
“

中国殖民者或商人早在汉代必定已在印度尼西亚居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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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的经济文化在当时来说是世界文明的高峰
,

经济实力很大
。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
,

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
。

这时的文化是整个封建时代最先进的
。 ” ①在科学技术上

,

宋代有活字

印刷术
、

火药制造和制炮术
、

指南针的改造三大发明
。

这三大发明促成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空前

繁荣
,

真可以和当代以电子计算机
、

原子能和航天技术的开发和利用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使战

后资本主义出现的
“

黄金时代
”

相媲美
。

指南针 (水罗盘 )的普遍使用和造船业的发达
,

使载重数

百吨的海船可以直航 日本和东南亚各地
,

形成以中国为中心从东北亚各国到东南亚各国的古

代西太平洋贸易网
。

② 北宋末年 ( 12 世纪初 )朱或《萍洲可谈 》说
: “

海舶大者数百人
,

小者百余

人
,

以巨商为纲首
。

… …舶船深阔各数十丈
,

商人分占贮货
,

人得数尺许
,

下以贮物
,

夜卧其上
。

货多陶器
,

大小相套
,

无少隙地
。 ” ③ 这种满载陶瓷器的海舶

,

就是北宋商人来往东南亚各地的

货船
,

足见贸易之兴盛
。

由于中国陶瓷通过南海航路得以远销西亚
、

北非和欧洲
,

外国学者又美

其名为
“

陶瓷之路
” 。

④

如果说
,

宋代以前中国人移民海外始终稀疏
,

那么
,

宋代开始情况大变
:

中国移民到东南亚

的人数颇为可观而且源源不断
。

这种情况
,

侨史专家已经引用许多中外古籍做了充分的论证
。

究其根本原因
,

就在于
“

中国和南洋的海上贸易
、

经济交往频繁发展
” 。

⑤ 当时东南亚各地仍然

基本上停滞在封建领主制或更为落后的社会发展阶段
,

中国商人和破产的农 民
、

手工业者给当

地带来先进的物质文化和生产技术
,

颇受各族人民的欢迎而得以植根当地
。

再加上前辈专家早

已指出的族缘
、

地缘种种有利因素
,

从宋代开始直到近现代
, “
过番

”
(到南洋去 )就成为广东

、

福

建沿海人民生计没有着落时的共同出路
,

不断地补充了开发东南亚的劳力
。

从 16 至 18 世纪
,

葡萄牙
、

西班牙
、

荷兰
、

英国和法国殖 民主义者先后闯入东南亚
,

为西方

资本的原始积累开拓了新的领域 、肆意掠夺
,

给当地各族人民和华侨带来深重的灾难
。

他们惧

怕土著和华侨联合起来反抗而不断排华
,

其中以 1 59 6
、

1 6 03
、

1 6 3 9
、

1“ 2
、

1 6 8 6 年西班牙殖民当

局对菲律宾华侨的五次大屠杀
,

和 1 7 4 。 年荷兰殖 民当局镇压爪 哇华侨造成红溪事件最为惨

烈
。

可是
,

在这个时期里东南亚的华侨人数非但没有减少
,

反而差不多增加十倍
,

原因何在呢?

现在看来
,

最主要原因在于西方殖 民者东来以后
,

把原先属于地区性的西太平洋贸易网
,

日益

纳入一个世界性的贸易网络
,

造成东南亚的商品经济空前活跃
。

世界性贸易的发展既刺激了中

国人民以更大的热情出洋贸易
,

也刺激了东南亚的开发
,

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大量谋生的机会
。

而侵占东南亚的西方殖民当局之所以非但不能把华侨斩尽杀绝
,

反而继续大量招徕华人
,

这是

因为
“

华人具有三种不可替代的作用
:
(一 )他们携带欧洲市场所需的中国商品

; (二 )他们是欧

人得以立足南洋大部分生活用品
、

技艺的供应者
; (三 )把当地产品纳入世界市场有赖于华人的

中介作用
。

⑥

三
、

世界移民与北美华工

18 4 0年鸦片战争
, “

满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
” ,

英国的大炮
“

迫使

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
” , “

野蛮的
、

闭关 自守的
、

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
,

开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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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联系
。 ” ① 中国从此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

。

正像资产阶级使乡村服从于城市

一样
,

它强迫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农本经济国家服从于工业资本主义国家
,

强迫东方服从于西

方
,

这标志着资产阶级
“

建立世界市场 (至少是一个轮廓 )和沙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
”

的历史

任务已经完成了
。

②

从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中叶一百年间
,

中国海外移民累计超过 1
,

0 00 万人
,

约为前三百

年移民总数的十倍
,

劳工取代商人成为移民的主体
,

而且不止到东南亚
,

足迹遍及全世界
。

这种

情况
,

若按照老一套
,

把
“
国内经济破产

,

民不聊生
”
列为首要原因

,

难以服人
。

必须看到
,

资本主

义经济根本不同于以前的商品经济
,

它把人的劳动力变成了商品
。

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在世界

市场上的流向
,

也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
。

很多学者在考察国际移民的时候
,

把移出国和接纳 国

双方的因素联系起来
,

认为它是移出国的推动和接纳 国的吸引共同作用的结果
。

这种
“

推
” 、

“

拉
”

理论
,

体现了世界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关系
。

依照
“

推
” 、 “

拉
”

理论看 19 世纪中叶以来的中

国移民问题
, “

拉
”

的因素才是首要的
、

起决定性作用的
。

当时
,

西方殖民者开发东南亚
、

拉美
、

非

洲和澳大利亚需要大量劳工
。

可是
,

就在 1 8 3 0一 1 8 7 0年
,

在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下
,

英国
、

法

国
、

秘鲁
、

葡萄牙
、

美国
、

荷兰和西班牙都先后宣布禁止贩卖黑奴并废除了奴隶制
。

于是
,

英
、

美

等国殖民者便使用
“

苦力贸易
”
强拉中国劳工前往各地填补劳动力的真空

。

劳工中虽有一些 自

愿出国者
,

然大多数系被拐骗
、

掠贩而去
,

被称为
“

猪仔
” 。

苦力船又挤又脏
,

与早期的非洲奴隶

船情况一模一样
,

因而很多人病死途中
。

幸存者到 目的地后又复受牛马不如的虐待
,

须操艰苦

不堪的劳役
,

境况与奴隶无异
。

殖民主义者为把奴役劳工合法化
,

称之为
“

契约劳工
” ,

并威逼清

廷签订一系列有关条约
,

承认英
、

法
、

美等国在华招工的权利
。

据估计
,

在 1 8 5 0一 1 9 0 0 年这 50 年间到海外的中国劳工将近 3 00 万人
,

其中 10 0 万人惨

死
,

30 万人残废
。

③ 由于贩卖
“

猪仔
”

是秘密进行的
, “

猪仔
”

的数 目难以确知
。

因此
,

作为
“

猪

仔
”

输入东南亚各国共计有多少 ? 说法不一
,

有的说
“

有数十万人
” ,

也有说
“
至少有 1 00 多

万
” 。

④

美国方面有移民局的统计
,

从 1 8 5 2一 1 8 8 4 年进入美国的华人共有 28 8
,

67 8 人
。

1 8 8 2 年
,

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
,

规定十年内不准一切华工 (熟练的和非熟练的 )移入美国
,

并禁止所有

在美华人加入美籍
。

因此
, 1 8 8 5一 1 8 8 9 年入境华人拢共只有 2 16 人

。

⑤ 1 8 8 3一 1 8 8 9 年每年约有

一万以上华人离美
。

1 8 9。 年美国华人人口总共只有 1 07
,

4 88 人
,

此后逐年递减
,

至 1 9 4。 年为

7 7
,

50 4 人
。

1 9 4 3 年 12 月罗斯福总统废除 1 8 8 2 年以来的排华法案
,

华人得以归入美籍
,

并准许

每年华人移民数额为 10 5名
。

因此
,

至 1 9 5。年才有华人 1 1 7
,

6 29 人
。

⑥ 分析美国排华
,

当然有

许多方面的原因
,

其中最主要的
,

就是作为有色人种的华人
,

在白人至上的美国遭受种族歧视
。

四
、

战后变化与前景展望

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发了以原子能
、

液体推进剂火箭和 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

志的第三次科学技术大革命
,

发展到今天的高技术推广应用到几乎每一个经济领域
,

促使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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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年来全球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并进入了一个
“

黄金时代
” 。

发展的最终结果便是
, “

在 1 9 5 5一

1 9 8。 年间
,

世界总产值 (所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 )用不变美元计算
,

实际上增加了两倍
。

在那 25 年中
,

虽然世界人 口从 24 亿增至 44 亿
,

全世界按人 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还是翻了

一番
” 。

①

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高科技资本主义阶段 中
,

世界各国和各个地区之间的

经济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和紧密
。

国际投资的迅速增长和跨 国公司的广泛发展
,

使

各国之间的生产过程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

国际分工的广度和深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

现

在
,

除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垂直分工 (即先进工业 国生产制成品
,

落后农业 国提供

原材料 )之外
,

发达国家相互之间的部门内的水平分工 (即横 向分工
,

最终产品是 由许多国家生

产的零部件组装起来的 )有了显著的发展
。

今天
,

世界市场 已经连成一气
,

绝非 19 世纪中期那

种只是
“

一个轮廓
”

的世界市场了
。

战后以来的新科技革命具有空前的广泛性
、

全面性
,

它要求多种学科综合发展
。

高科技开

发不是表现为一个或几个方面的技术飞跃
,

而是表现为成批涌现的技术群在相互作用
,

相互依

托和相互渗透中不断发展和深化
。

它需要人数众多的专家学者贡献自己聪明才智
。

战后每年

成千 上万来美国留学的中国大 中学毕业生恰好赶上这种机遇
,

他们普遍做出了让美国社会人

士刮 目相看的劳绩
,

其中最为杰出者荣获国际科学界最富声誉 的诺贝尔奖金
.

而且不止一两

人 ! 因为当时美苏冷战国际格局造成他们有国归不得而变为美籍华人
。

据统计
,

1 9 6 0 年美国华人总数 2 3 7
,

2 9 2 人
,

1 9 7 0 年 4 3 5 , 0 6 2 人
。

7 0 年代后期
,

由于越南排

华
、

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等缘故
,

从大陆
、

台湾
、

香港
、

印支等地来美的新移民急剧增加
。

1 9 8 0

年美 国华人总数 8 06
,

。27 人
,

1 9 9 。 年为 1
,

6 45
,

4 72 人
。

其中高科技人员
、

学者
、

科学家 3 万多

人
。

② 可以说
,

战后半个世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一代移民的到来
,

的确改变了华人在美国

的形象和地位
。

东南亚华人的遭遇与美国华人不同
,

地位不稳定
。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

摆脱欧美的殖

民统治
、

开始走上独立道路的东南亚各国
,

把华侨的存在视为当地民族主义的对立物
,

是 当地

走向民族独立的障碍
。

它们限制华侨的就业范围
,

加重华侨的税收负担
,

甚至以
`

企业国有化
’

的名义没收华侨的企业
,

采取种种的方式来抑制华侨的经济活动
。 ” ③

在一系列排华措施未能获得预期效果
,

国民经济蒙受损失之后
,

民族主义者才逐渐认识

到
:

原来华侨经营的商品经济
,

其购销网络
“

像血管一样地
”
密布城乡各地

,

是本国经济不可分

割的组成部分
,

根本不能像对待西方殖民资本那样将它消除出去
。

因此
,

从 60 年代开始
,

东南

亚各国政府先后调整对华人经济的政策
,

与华人资本合作
。

华人经济逐步获得复苏和发展
。

面对 已经连成一气的世界市场
.

生意实在巨大
,

利润实在诱人
,

一些有远见的华人资本家

率先组织大企业集团
,

实行多元化经营
。

经过 20 多年的奋斗和经营
,

今天东盟国家已涌现了成

百上千的华人企业集团
,

约 40 %的外贸由他们经营
。

在泰国的七大银行中
,

华人有五家
,

马来

西亚和新加坡拥有资产在亿元以上的华人企业集团有 20 多个
。

不过
,

从整体看
,

华人企业大多

数仍 以中小型为主
。

笔者认为
,

充分肯定华人的国际地位和作用是必要的
,

但不能夸大
。

所谓
“

美国的财富在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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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人的口袋里
,

智慧在华人的脑袋里
”
和

“

相对于欧美华人社会所享有的
`

人才库
’
之誉而言

,

东

南亚华人社会有
`

钱库
’

之称
”
的种种论调

,

都是背离事实的
。

从美国和世界的角度看
, 3 万华人

专家
,

数目的确很小
。

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材料
,

在过去的 30 年中
,

世界大约有 70 万名专业人才

移居美国
。

成为当代高科技发明的故乡的美国
,

其方针政策是从全世界搜罗优秀人才
。

至于华

人在东南亚的财力间题
,

1 9 9 0 年马来西亚最大的华人企业集团郭氏兄弟家族财富为 50 亿美

元
,

1 9 9 1年和 1 9 9 2 年印尼首富林绍 良家族为 25 一 35 亿美元
,

与 1 9 9 0 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

资产为 1
,

8 02
.

4 亿美元相比
,

都是小巫见大巫
。

而且
,

到 目前为止
,

东盟各国的华人企业集团尚

无力从事高科技的开发
。

顺便说到中国本身
,

涣映大国
,

经济上却十分弱小
。

邓小平说得好
:

“

所谓
`

亚洲太平洋世纪
’ ,

没有中国的发展是形不成的
。 ” ① “

现在人们都在议论二十一世纪是

太平洋世纪
。

我认为这句话说得太早了
,

我们还需要五十年的努力
。 ” ② 促成

“

亚太世纪
”

的来

临
,

对华人来说
,

既是任重道远
,

又是责无旁贷
、

复杂艰巨的历史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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