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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两国相邻的
地理因素和不断提升
的经济合作环境。新
加坡政府奉行开放型
经济政策，注重与中
国的经贸合作，对于
华人新移民以及与中
国在经济上联系互动
持积极态度。近年来
中国政府的招才引智
和引资工作也不断完
善，针对海外华人投
资创业有一些扶持政
策，鼓励他们参与中
国的经济发展。三是
新移民企业家与老一
代华商相比，有更强
的双重嵌入的意愿和
能力。

中新社记者：新
加坡华人社团在帮助
华侨华人融入住在国
社会和搭建与祖(籍)
国联系方面分别起到
怎样的作用？

刘宏：海外华人
聚集区会自发形成华
人自我管理的社会形
式，组成华侨华人联
合会、华商会、同乡
会等社团。传统的华
人社团大多是基于地
域和亲缘成立的，而
新移民社团成员来自
中国不同区域，社会
背景更多元化，也更
具包容性，华人社团
在帮助新移民融入住
在国和联系祖(籍)国
两方面都起到作用。

新加坡最大的华
人新移民团体华源会
成立于2001年，其使
命包括协助会员更好
地融入新加坡的多元
种族社会、助推新加

坡与中国的商业贸易
合 作 等 。 我 对 华 源
会成立以来至2019年
期间举办的263项活
动进行定性和定量分
析发现，与融入当地
有关和与祖(籍)国有
关的活动数量呈现增
长趋势，但以前者更
为显著。成立于2000
年的新加坡天府会也
有类似的发展轨迹。
虽然天府是四川的别
称，但其会员来自中
国各地，天府会各类
活动也注重将帮助会
员融入住在国和加强
会员与祖(籍)国的联
系相结合。

作为全球化浪潮
与跨界商业网络日益
发 展 的 一 个 方 面 ，
新 移 民 社 团 也 推 动
了 制 度 化 网 络 的 建
构。自1990年新中建
交以来，特别是2001
年 中 国 加 入 世 贸 组
织、2013年“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后，两
国 经 济 关 系 发 展 迅
速，中国成为新加坡
最大贸易伙伴。新移
民社团能更有效地推
动两国间交往，在跨
国商业网络建构过程
中起到桥梁作用，使
华人新移民企业家可
以充分发挥了解两种
制度、两种文化的优
势，进而成为中国企
业 在 地 化 的 合 作 伙
伴，同时将国外的一
些先进经营管理理念
带到中国。

中新社记者：如
何理解华人的“社会

认同”？近十年来新
加坡华人的社会认同
产生了怎样的变化？
中华文化如何影响华
人身份认同的构建？

刘宏：谈到社会
认同，其经典的定义
是“一个社会的成员
共同拥有的信仰、价
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
体 现 ， 本 质 上 是 一
种集体观念，它是团
体增强内聚力的价值
基础”。进入21世纪
以来，新加坡华人社
群面临的关键问题就
是身份认同问题，即
如何在全球化时代、
在这个多元种族和多
元文化的国家中，塑
造、培育和强化新加
坡人的身份认同和内
部凝聚力。

近十年来，在新
加坡政治经济新常态
的大背景下，华人新
移民的社会认同发生
了一些转变，在延续
此 前 的 多 元 性 特 征
同时，其重心日益向
本土认同转移。与此
同时，祖籍地联系以
及全球商业网络依旧
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
用。

这种变化其实是
很自然的现象，大部
分 的 新 加 坡 华 人 在
当地出生，与祖(籍)
国和家乡的地缘联络
有所减弱，但文化上
的牵绊依然重要。例
如 ， 新 加 坡 移 民 局
2022年5月底取消了
新生儿出生证上的父
母籍贯标识，在接到

很多民众特别是华人
民 众 和 社 团 的 反 馈
后，移民局决定9月1
日起把籍贯这一包含
深厚历史文化意义的
标识重新加上。

中华文化源远流
长，对华人的影响是
深刻且长久的，新加
坡华人社会经过两百
年的发展，其文化融
入 了 住 在 国 和 东 南
亚的因素，呈现出本
土化特点，形成了有
特色的华人文化，表
现在语言、文化、习
惯、思维方式等方方
面面。比如华人依然
保持着过中国传统节
日的习惯，但节俗中
已融入了住在国文化
特 征 ( 如 捞 鱼 生 的 传
统 ) ； 语 言 方 面 ， 新
加坡华人日常使用华
文时也会加入一些英
文或马来语词汇等，
逐渐形成植根于多元
种族社会中的充满活
力 的 新 加 坡 华 人 文
化。同时，政府也认
同华人文化是新加坡
社会很重要的组成部

分，通过不同方式注
重保留、传承和推广
中华文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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