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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全欧华侨抗日
救国联合会”等，但
真正意义上的华人国
际社团则直到20世纪 
70年代才形成持续不
断的普遍现象。世界
客属联谊会1971年成
立于香港，因其政治
力量的支持仍具有一
定的特殊性。八十年
代开始，地缘性华人
国际社团陆续成立，
如1980年世界潮团联
谊大会、1983年世界
广西同乡联谊会、世
界越棉寮华人团体联
合会等。1988年世界
福清同乡联谊会应该
是第一个县域华人国
际社团。90年代逐渐
增多，如 1990 年年成
立的世界福州十邑同
乡会，1991 年成立的
世界华商大会、世界
广东人联谊会等。

作为非政府性民
间机构的国际化，将
全球各地华人与社团
组织起来并持续开展
活动，是十分不容易
的。这需要突破地域
的障碍，国家与制度
的障碍，并且具备相
应的经济基础，具有
强烈的需求推动，还
得形成足够的组织能
力。七八十年代以前
虽然也不乏华商与社
团之间的跨国联系，
但总体而言，直到八
九十年代，华人社团
国际化才具备相应的
条件，也才使得华人
社团迈向国际性非政
府组织的新阶段。

其一，东亚、东
南亚国家与地区的工
业化进程中海外华商
力量的壮大，华人社
团组织的经济基础与
能量增强。二战后，
从 日 本 到 亚 洲 四 小
龙，到 70年代东盟各
国相继展开工业化，
华商成为香港、新加
坡和东盟工业化与经
济起飞的重要主体，
经济力量迅速壮大。
据统计，20世纪 90 年
代，福清—莆田—福
州群体可能占海外华
人 总 数 不 足 5 % 的 人
口，但是却出现很多
著名的海外华人企业
家。1997年亚洲金融
风暴之前，顶级的30
个福州华商控制了超
过1500家公司，净资
产至少260亿美元。
在印尼，1991年最大
的200家私营企业集
团中，华人企业集团
占 167 家，且前 11 家

最大的企业集团均为
华人企业集团，如三
林集团、金光集团、
盐仓集团等。其中，
福清人举足轻重。 林
绍良、蔡云辉、林文
镜、郑年锦、林学善
等都是印尼最富有的
华商，70 年代以来充
分利用苏哈托的经济
政策，在印尼工业化
过程中壮大自身的力
量。

其二，华商企业
集团开展跨国经营，
各国华侨华人经济联
系逐渐增强，各地华
人社团在国际联系中
发挥作用，并在这些
跨 国 活 动 中 日 趋 活
跃，组织力得到拓展
和强化。20世纪中晚
期的全球化，通讯、
交通运输革命使生产
要素与资源在世界范
围内的流动与整合日
益 扩 大 ， 华 商 国 际
联系日益密切。70年

代，林绍良三林集团
通过联合马来西亚华
商郭鹤年的资源建立
印尼最大的面粉厂，
又在泰国华商陈弼臣
和台商辜振甫、陈由
豪的协助下，建立世
界 单 体 最 大 的 水 泥
厂。华族商业成功的
关键是跨越国界的族
群联系。虽然 80 年代
福清人社团组织在印
尼还不能正式公开活
动，但在雅加达、泗
水、三宝垄等的玉融
公会，凭借深厚的历
史积淀，以各种形式
维系和延续着。在新
加坡、日本，在澳大
利亚、北美等地，福
清同乡社团进一步活
跃起来。在香港、新
加坡作为新兴工业化
经济体，国际都会与
华商经济都会的功能
得到提升，为华侨华
人国际经济联系与社
团活动提供了平台。

福清籍华人以印尼最
为集中，仍选择在新
加坡举行成立大会，
除了当时印尼的敏感
性外，新加坡国际都
会的便利性也是重要
原因。

其三，华商经营
国际化恰逢中国大陆
改革开放之时，在国
际产业梯度转移的趋
势下，亚洲四小龙与
东南亚各国华商积极
开展中国大陆的投资
与经贸往来。20世纪 
80年代至1998年1998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
前，在中国大陆的外
商直接投资中，华商
居主导地位。中国改
革开放政策的实行进
一步强化了华人社会
组建华人国际社团的
迫切性。这是由于二
战后东亚和东南亚的
华人普遍经历了认同
的迷茫期和压抑期。
二战后中国大陆与外
界几近隔绝，东南亚
国家普遍实行土著优
先政策，华人受到程
度不一的政治、经济
乃至文化的不平等政
策打击。这些境遇反
过来积蓄了华人内部
对民族认同的强力需
求。在改革开放的推
动下，海外华人长期
被压抑的民族情怀在
经济力量的推动下喷
涌而出，华人社团的
组织力得以释放和拓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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