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2021年08月25日（星期三）                                                                                                                                                                                                      19

华人国际社团组织力的拓展(一)
——基于“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的考察与解释

摘要：源于传统
中国基层自主秩序的
民 间 组 织 ， 随 华 侨
华人移植海外，形成
普遍而广泛的华人社
团。二十世纪后期，
华人社团组织经济基
础与能量增强，组织
力在跨国活动中得以
拓展和强化，加之长
期积蓄的乡情与族群
认同，及中国改革开
放的情感召唤和经济
机会，涌现大量华人
国 际 社 团 。 “ 世 联
会”随之诞生并多样
化 构 建 全 球 组 织 体
系，实现跨越国界、
突破制度障碍的国际
化网络活动，并在此
过 程 中 深 化 组 织 功
能 。 同 时 ， “ 世 联
会”通过与政府合作
建设家乡，实现华侨
华人群体组织性、常
态化、制度化的投资
与开发模式，进一步
拓展组织功能。侨领
通过创建制度化的国

际华人社团，不仅实
现了自身组织能力与
人生价值的提升，而
且推进了世界各地同
乡社团的组织力与长
期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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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人社团是
华 侨 华 人 社 会 的 核
心，是中国传统基层
秩序主导力量——民
间组织的海外移植。
上 世 纪 七 十 年 代 以
降，海外华侨华人的
经济实力逐渐增强，
并谋求资源的国际化
流动和配置。在这样

的背景下，海外华人
社会逐渐涌现一批华
人国际社团，借助华
侨华人天然的纽带，
开展世界性活动。时
人多从跨域性和国际
化的角度对世界华商
大会、世界客属恳亲
大会等的个案进行描
述，或者强调侨领的
作用，而忽视对华人
国际社团自身的组织
力的考察和解释。

“世界福清同乡
联 谊 会 ” （ 后 改 称
为“世界福清社团联
谊会”，均简称“世
联 会 ” ） 由 林 绍 良
为代表的侨领于1988
年 联 合 世 界 福 清 籍
华 侨 华 人 在 新 加 坡
创 办 ， 是 华 侨 华 人
最早在海外自发组建
的县域乡亲世界性社
团 。 本 文 在 作 者 团
队 2014—2018 年田野
调查基础上、以“世
联会”及各地分会的
会刊、纪念刊等文本

资料为基础，从比较
视野考察“世联会”
组织体系的形成及其
作用，分析和解释，
其组织力的释放与功
能拓展，揭示作为非
政府、非营利性机构
的华人国际社团在全
球化中不可替代的作
用。

一、华人社团组
织力的地域拓展

海外华人国际社
团组织，是在各地华
人社团联络逐渐强化
的 基 础 上 发 展 起 来
的。19世纪以来，各
地 华 人 社 团 延 绵 不
绝，直溯源可溯至传
统中国本土的民间组
织。林绍良的家乡，
福清海口镇有一座龙
江桥，就是在宋代由
民间主导建造与不断
维 护 ， 至 今 仍 在 使
用。此类公共产品，
由乡绅、僧侣等地方
精英组成理事会，负

责资金筹集、建造及
长期维护，并有效实
施资产管理及其市场
化经营以保值增值，
因此历数百年不辍。
这种传统，使民众能
够 自 强 、 自 立 、 自
主，并且民间组织主
导基层公共产品与公
共服务，不依赖政府
或强权而保持其独立
性与持续发展。这种
传统随着华侨华人移
植海外，使得华侨华
人社团组织形成相对
独立的自我管理，在
没有当地政府支持甚
至反而受到外界压力
下 依 然 能 够 自 主 生
存。

但国际性的华人
组织在世界范围内开
展活动，则是前所未
有的。尽管早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前，海外
华侨华人就在民族危
亡时刻组建跨地域的
民族组织，如“南洋
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

林绍良家乡，福清海口镇龙江畔

林绍良与林文镜联合创建的福清元洪工业
区，现在发展为中印尼"两国双园"合作伙

伴，为印尼经济振兴扮演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