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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12月9
日电 题：海外华人如何
告别“政治冷感”？

——专访华南师大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
治学教授、副院长万晓
宏

中新社记者 谢萍 金
旭

当地时间11月2日，
美国波士顿市议员吴弭
当 选 为 该 市 2 0 0 多 年 历
史上的首位女性华裔市
长 。 这 再 次 证 明 华 人
对参政议政的追求和探
索从未停止，这些努力
是华人获取话语权，融
入当地主流社会的必由
之路。从无力参与到意
识觉醒再到参政热情高
涨，海外华人展现了一

段努力打破移民壁垒、
维 护 自 身 权 益 的 奋 斗
史。

海 外 华 人 如 何 告
别“政治冷感”？华南
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
理学院政治学教授、副
院长万晓宏近日接受中
新社“东西问”独家专
访时表示，海外华人参
政是华人在当地社会地
位提升的标志，是融入
当地社会的重要一步。
根植于血脉深处的族裔
情感和中华文化基因，
海外参政的华人在助推
住在国与中国的交流中
大有可为。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
如下：

中 新 社 记 者 ： 一

直以来，海外华人被视
为“经济动物”和“沉
默一族”，在一些西方
主流叙事中，他们似乎
缺乏参政意识和参政热
情，您觉得华人“政治
冷漠”是真实存在还是
误解偏见？形成这种认
知的原因是什么？

万晓宏：关于海外
华人对政治冷漠的观点
是一种误解和偏见。

这类刻板印象源于
对海外华人参政历史和
参政方式的不了解。其
实历史上华人自移民到
海外伊始就积极参与当
地政治，只是由于当时
住在国严苛的法律和制
度限制导致他们无法参
与当地的选举政治。无
论是在东南亚国家还是
美国和加拿大，都是如
此。

政 治 参 与 可 分 为
参与选举政治和参与非
选举政治。前者的方式
有：参加选举登记和投
票 、 竞 选 各 级 政 府 公
职、提供政治捐款、为
候选人助选等；后者的
方式有：游说、游行、
示威、抗议、诉讼、个
人接触等。那种认为海
外华人政治冷漠，通常
是指他们对选举政治参
与不够。但实际上，他
们运用游行、示威、抗

议、诉讼和游说等非选
举政治方式维护自身权
益的活动非常多。

中新社记者：进入
21世纪以来，世界各地
越来越多的华人用选票
表达诉求、维护权益，
甚至参与政治选举。您
觉得参政给华人社会带
来了哪些改变？

万 晓 宏 ： 新 世 纪
以来，海外华人积极参
政，不但谙熟用选票表
达诉求，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而且擅长通过竞
选或委任方式担任住在
国 各 级 政 府 公 职 。 他
们的参政纪录不断被刷
新，一方面是因为他们
的个人能力，另一方面
得益于新世纪海外华人
人口数量和结构不断优
化，如人口数量增长、
受教育程度提高、从事
专业工作比例增加、家
庭或人均收入提升、经
济地位提高等。这些变
化改善了海外华人的人
口素质，进一步提升其
参政水平。同时，中国
日益发展提高了海外华
人的自信心，使其对参
与住在国政治活动更加
积极。

海外华人积极参政
至少带来三大变化：第
一，大幅改善华人社区
在住在国主流社会的整

体政治形象，实现从“
旁观者”到“积极参与
者”的转变，纠正了“
华人对政治冷漠”的观
感。第二，更好地维护
华人社区的整体利益和
个体利益。例如，新冠
疫情暴发以来，海外华
人通过积极参政，有效
推动当地政府加大力度
打击针对华人和其他少
数族裔的种族歧视和仇
恨犯罪，维护华人社区
安全。第三，海外华人
社 群 从 “ 落 叶 归 根 ”
到“落地生根”，从长
期边缘化的移民社区开
始融入当地主流社会。

中新社记者：华人
参政在不同国家或地区
是否存在差异性，表现
出哪些多元化的特点？

万晓宏：新世纪以
来，海外华人参政总体
呈上升趋势，已经形成
四大中心，包括亚洲的
东南亚，北美的加拿大
和美国，欧洲的英国、
法国、德国和意大利，
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
西兰，同时还在向发展
中国家扩展，但在不同
国家和地区仍存在显著
差异。

东南亚各国尤其是
新马泰的华人参政已非
常成熟，对当地社会的
影响巨大。美国和加拿

海外华人如何告别“政治冷寞感”？
积极参政将带来至少三大变化(上)

2021年9月，加拿大多伦多华人团体联
合总会代表在一华人超市门前促票，呼
吁华人选民在联邦大选投票日积极履行
公民义务、行使政治权利，参与投票。

中新社记者 余瑞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