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新社福州 6 月 5 日
电 中新社记者 龙敏

2023 年是中国改革开
放 45 周年。45 年来，海外
华侨华人通过投资、捐赠、
经济文化交流等多种渠道
参 与 祖（籍）国 建 设 和 发
展，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
亲历者、建设者、推动者，
被视为中国独特的宝贵资
源。

当 下 ，中 国 正 以 中 国
式现代化新征程，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
民族复兴之路上，为何说
海外华侨华人是实现中国
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如
何 促 进 海 外 侨 胞 融 通 中
外？中国侨乡（福建）研究
中心主任、福建省华侨历
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福州大学教授林胜近日接
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
下：

中 新 社 记 者 ：回 首 中
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如何
评价海外华侨华人在其中
的作用？

林 胜 ：华 侨 华 人 是 中
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支持者
和 推 动 者 。 改 革 开 放 初
期，中国面临着许多困难
和挑战，需要大量的外资
和技术支持。华侨华人率
先回到中国投资兴业，带
来了新技术、人才以及先
进的管理经验。

据 统 计 ，改 革 开 放 至
今 ，中 国 引 进 外 资 60% 以
上 是 侨 资 ，外 资 企 业 中
70%以上是侨资企业。广
大海外侨胞、港澳同胞为
国内社会公益事业捐赠累
计 已 超 过 1000 亿 元 人 民
币 ，涉 及 教 育 、医 疗 、扶
贫、基础设施建设等方方

面面。这在促进中外经济
技术合作与交流中，对吸
引 外 资 起 到 良 好 示 范 作
用。同时，大量的侨汇收
入缓解了中国外汇约束困
境，为中国外汇储备作出
突出贡献。华侨华人通过
投资贸易、技术转移、侨汇
捐赠等各种方式，为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
力和活力。

华 侨 华 人 是 中 国 文
化 的 传 承 者 和 推 广 者 。
改 革 开 放 需 要 有 友 好 的
外 部 环 境 和 稳 定 的 周 边
关 系 。 海 外 华 侨 华 人 自
觉 承 担 起 传 承 和 发 扬 博
大精深中华文化的职责，
凭 借 熟 悉 中 国 与 住 在 国
的文化习俗、拥有丰富的
国 际 交 流 合 作 经 验 等 优
势，在住在国积极开展各
种文化活动，推广中华文
化 ，介 绍 真 实 的 中 国 ，塑
造良好的中国形象，让更
多 的 当 地 民 众 了 解 和 理
解中国，在潜移默化中提
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华侨华人是中国统一
和 领 土 完 整 的 坚 定 维 护
者。在迎接港澳回归、促
进两岸交流、反对分裂势
力中，海外侨胞都发挥了
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
台湾问题上，海外侨胞不
仅为两岸交流互动牵线搭
桥，也在海外成立中国和
平统一促进会（简称“统促
会 ”）等 社 团 组 织 ，与“ 台
独”势力作斗争。目前，全
世界共有 220 多个统促会
及相关团体，遍布五大洲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可 以 说 ，华 侨 华 人 是
中 国 改 革 开 放 的 重 要 力
量，在推动中国经济社会
发展、传扬中华文化、维护
国家统一等方面发挥了独
特而重要的作用。中国改
革 开 放 事 业 取 得 伟 大 成
就，广大华侨华人功不可
没。

中 新 社 记 者 ：海 外 华
侨华人这个群体是怎么形
成的？他们融入住在国或
住在地，对当地有何贡献？

林 胜 ：海 外 华 侨 华 人
群体形成可以追溯到几个
世纪前，例如，福建大规模

向海外移民的历史就可以
追溯至明清时期。

当 时 ，中 国 的 商 人 和
移民因社会环境变化及生
存策略，主要前往东南亚
等 地 开 展 贸 易 和 寻 求 生
计 。 到 19 世 纪 末 和 20 世
纪初，随着中国的政治动
荡和经济落后，更多的人
开始移民海外寻求机遇，
职业构成以劳工、工匠、小
商 贩 为 主 。 新 中 国 成 立
后，民间对外移民活动一
度中断；直至改革开放后，
沿海地区才重新开始向海
外迁移人口，学界称之为

“新移民”。随着新移民受
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迭

代财富的积累，如今移民
活 动 主 要 以 投 资 经 营 为
主。

目 前 ，海 外 华 侨 华 人
总数逾 6000 万，分布在世
界 近 200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
融入住在国的程度因地区
而 异 。 在 一 些 国 家 和 地
区，如东南亚，华侨华人已
成功融入当地社会和文化
中 ，成 为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随着海外华侨华人综合素
质不断提高，他们在当地
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
域的影响力也不断提升，
为当地发展和进步作出了
贡献。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目 前
世界华商总资产约为 5 万
亿美元，已逐渐从传统低
端产业转向物流、跨境电
商、酒店等现代服务业，更
多的资本开始流向技术密
集型行业，通过参与当地

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为住
在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
会。

为 更 好 融 入 当 地 社
会，海外华侨华人愈发重
视参与当地社会事务和公
益 活 动 ，履 行 社 会 职 责 。
例如，投身慈善事业，积极
为当地医疗、教育、环境保
护 等 领 域 提 供 支 持 和 帮
助，在海外树立良好的中
国形象。

中 新 社 记 者 ：中 国 式
现代化的新征程，为海外
华侨华人共享中国发展红
利提供了哪些机遇？

林胜：中国提出的“一
带一路”倡议，为华侨华人

海 外 商 业 活 动 带 来 新 机
遇。华侨华人可以凭借通
晓双方贸易规则和管理、
具有丰富的国际贸易经验
和雄厚的资本等优势，投
资“一带一路”建设相关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为“一带
一路”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和经贸合作机会，成为助
力经济复苏不可或缺的动
力。

中国的发展将让华侨
华人在国际上获得更多认
可与尊重，有助于其更好
地在所在国发展。随着中
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世界
各国人民开始关注并了解
中国。中国坚持走和平发
展的现代化道路，也使“热
爱和平”的中国形象深入
人心。作为与祖（籍）国同
呼吸、共命运的华侨华人
群体，他们在国际舞台上
也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与人

民所认可，这让他们在发
展 经 贸 方 面 获 得 更 多 机
遇。

中 新 社 记 者 ：为 何 说
海外华侨华人是实现中国
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林 胜 ：实 现 全 体 人 民
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华侨
华 人 是 举 足 轻 重 的 贡 献
者。改革开放以来，华侨
华人除了率先回中国投资
兴业外，还热心以慈善捐
赠回报中国社会；而中国
的发展，也为他们的事业
提供了成长空间。双方发
展 实 现 了 良 性 互 动 和 共
赢，成为实现共同富裕路
上不可忽视的群体。

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华
侨华人是生生不息的奋斗
者。近代以来，华侨华人
不仅在经济上回馈与反哺
家乡，更在潜移默化间对
社会精神面貌产生了深刻
的 影 响 。 广 大 侨 胞 秉 承

“爱拼才会赢”的锐意进取
精神，一代代人把先辈们
的奋斗故事接续传承，久
而久之，也形成了内涵丰
富的“侨乡文化”和“侨乡
精神”。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华侨华人是
踊跃争先的建设者。长期
以来，在“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的引领下，华
侨华人利用在海外学习的
环保知识和理念来支持家
乡建设。越来越多高层次
海 归 人 才 投 身 于 环 保 事
业，充分发挥自身专长，通
过加速推进产学研深度融
合，不断促进环保技术成
果转化。

实 现 走 和 平 发 展 道
路的中国式现代化，华侨
华 人 是 融 通 中 外 的 讲 述
者 。 华 侨 华 人 生 活 在 世
界各地，熟悉住在国民众
的思维模式、语言习惯及
文化背景，可以用当地人
易于接受的方式，向国际
友 人 讲 述 中 国 的 和 平 发
展道路，充分展现中国的
良好国际形象。同时，他
们 能 够 促 使 各 国 人 民 在
交流中克服文化差异、在
互鉴中超越利益冲突，与

世 界 各 国 携 手 应 对 全 球
性挑战，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提供持续的人力、
智力支持。

中 新 社 记 者 ：在 中 国
式现代化进程中，如何让
海外华侨华人发挥自身优
势，融通中外，促进交流合
作？

林 胜 ：海 外 侨 胞 网 络
资源丰富，可灵活对接各
类中外资源。“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东
南亚的华侨华人，经济实
力雄厚、人脉资源丰富，涉
足领域遍及制造业、贸易、
金融、知识型产业等方面，
可以充分发挥其全球性、
跨国性、灵活性的华商网
络优势，在中国和住在国
之间的产业对接、资本对
接、网络对接、技术对接、
市 场 对 接 等 层 面 牵 线 搭
桥，带动华侨华人经济和

“ 一 带 一 路 ”倡 议 互 动 建
设，共同发展，推动中国、
住在国和自身实现三者共
赢。

住 在 国 当 地 的 华 侨
华 人 和 侨 团 了 解 中 外 文
化 、社 会 、法 律 制 度 等 方
面的差异，可以凭借其在
当地的广泛人脉资源、丰
富 的 商 业 经 验 以 及 社 会
地 位 优 势 ，为 企 业“ 走 出
去 ”释 疑 解 惑 ，让 中 国 企
业 更 加 真 实 和 迅 速 地 了
解当地市场信息，帮助其
迅速开展经营活动，不断
增进企业与当地的沟通、
了解。

海 外 侨 胞 巧 借 华 文
媒体，可塑造中国良好国
际形象。至今，海外侨胞
创 办 的 华 文 媒 体 累 计 多
达 5000 余 种 。 海 外 侨 胞
通过华文媒体、自媒体等
平台，能够大力宣介中国
企 业 履 行 社 会 责 任 的 情
况，加深与当地民众的交
流，提升中国企业形象。
同时，随着影响力日益扩
大，海外华文媒体可以架
设 起 中 外 友 好 交 流 的 桥
梁 ，推 动 中 国 优 秀 文 化

“ 走 出 去 ”，讲 好 当 代 中
国 故 事 ，让 世 界 更 加 全
面 、客 观 、准 确 地 了 解 真
实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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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促进海外侨胞融通中外？
——专访中国侨乡（福建）研究中心主任、福州大学教授林胜

中新社昆明 6 月 8 日
电（胡远航 熊佳欣）2023 年
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十周年。8 日，在昆明启幕
的第19届东盟华商会上，多
国侨领侨商高度评价“一带
一路”建设，并呼吁海外华商
持续发挥融通中外的优势，
继续做好“一带一路”倡议的
见证者、参与者。

中国侨商联合会会长、
泰国正大集团资深董事长谢
国民评价称，十年来，“一带一
路”倡议为国际社会作出了重
大贡献，取得了国际社会的广
泛认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提供

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特
别是在东盟十国，“一带一路”
倡议对充分发挥各国优势、互
惠互利、共同繁荣起到了积极
作用。泰国东部经济走廊高
铁项目、中老铁路等一系列标
志性项目，表明“一带一路”建
设在东盟十国高质量发展的
广阔空间。

谢国民认为，当前，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
改变世界经济结构和发展格
局。云南是中国面向东盟的
重要门户，地理位置得天独
厚、基础建设条件优越、物产
资源丰富多彩、人民友好热
情，是东盟十国和中国合作发

展最有潜力的重要区域。广
大侨商具有广泛联系国际市
场的天然优势，将充分发挥桥
梁纽带作用，促进云南、中国
与东盟的高质量发展。

老挝中华总商会会长
姚宾指出，中老铁路是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
工程，为区域合作创造更多
机遇。“铁路将老挝从‘陆锁
国’变为‘陆联国’，让中老贸
易往来更加便利快捷。”姚宾
透露，此次东盟华商会，老挝
中华总商会派出有史以来最
大规模参会团来滇，旨在开
拓两国间物流、旅游、新能源
等方面合作。

在缅甸中华总商会会
长林文猛看来，未来，共建

“一带一路”将在更高水平、
更深层次的国际合作实践中
开启新征程，将持续为世界
提供新机遇。“这对缅甸和全
世界而言，都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起点”。

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林
楚钦呼吁，海外华商持续发挥
融通中外的优势，继续做好

“一带一路”倡议的见证者、参
与者、受益者。他相信，随着

“一带一路”建设及泰中高铁
等项目合作的深入推进，两国
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等务实合
作将迎来全新机遇。

东盟侨领昆明共话“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
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中新社昆明 6 月 8 日
电 中新社记者 胡远航

“过去 10 年，我们看
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
域取得飞速发展。同时，
以饮食为代表的中国文化
也在崛起。”“10 年来，中
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国
际影响力越来越大。”“我
见证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走
向海外，也看到大家的双
赢。”……

8 日，正在昆明举行的
第 19 届东盟华商会上，新
老华商分享他们与中国及

“一带一路”建设的“这十
年”。10 年间，他们既是见
证 者 、参 与 者 ，也 是 分 享
者、受益者。

作为一名“老华商”，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署理
总会长吴逸平见证过去 10
年中国的发展：“在经济方
面，中国取得让世界惊叹
的成绩；在科技方面，中国
的太空探索也令人瞩目；
随着中国和平发展，中华
文化被越来越多人共享。”

吴逸平说，“学习中文
可以加强竞争力，也能促
进马中两国间的交流。这
已是马来西亚人的共识。”

菲华商联总会“一带
一路”委员会督导、副理事
长陈章成，是“一带一路”
建设的参与者。“10 年前，

第一次听到‘一带一路’倡
议时，大家的认知还停留
在做生意上。但现在明白
其内涵是非常深厚的，包
含民心相通、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等探索。”陈章成
分享称，10 年间，其看到

“一带一路”建设在菲律宾
实现双赢。华商做了很多
义诊、义捐活动，“表达华
人的温暖和爱”。

共 建“ 一 带 一 路 ”倡
议 2013 年被提出时，钛米
机器人创始人潘晶、云南
艾 瓦 特 网 络 科 技 有 限 公
司总裁谭孟良，还分别在
美 国 工 作 、澳 大 利 亚 留
学。倡议的提出，让他们

“感受到召唤”，后来开始
回国创业，发力海内外市
场。

“这 10 年，中国应用
技术的创新已经超越很多
强国。”潘晶看到，“中国有
更大的市场、更丰富的业
态，这使得中国具有更强
的技术跨越能力。”谭孟良
观察到，“中国品牌、中国
经济、中国文化的世界影
响力越来越大”。

新老华商都认为，“一
带一路”建设不仅惠及华
商 ，还 给 全 球 带 来 机 遇 。
下一个 10 年，华商将继续
展现担当与作为，推动共
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

新老华商眼中的“这十年”：
见证中国深化开放 共享发展新机遇

中新社泉州6月9日电
（记者 孙虹）正值国际档案
日，“侨批·乡愁”——水墨漫
画展9日在中国著名侨乡福
建泉州侨批馆开展，以独具特
色的水墨漫画形式，展示侨批
作为侨眷间血脉亲情和经济
往来的维系纽带，让参观者感
受侨批中深厚的家国情怀。

作为泉州市2023年国际
档案日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水
墨漫画展以泉州晋江市档案
馆馆藏的侨批主题水墨漫画
为基础，选取29幅侨批主题
水墨漫画展出。

在闽南语中，“信”为

“批”，海外华侨通过侨批信局
等民间渠道汇到家乡的银信
合一的家书便是“侨批”。侨
批主要分布于福建、广东侨
乡。2013年6月，侨批档案入
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
忆名录》。2021年10月，由旅
菲华侨陈光纯故居改造而成
的泉州侨批馆开馆，成为福建
省首个地市级侨批展示馆。

泉州也是台湾汉族同胞
的主要祖籍地，两地地缘相
近、血缘相亲，长期的交往融
合留下深厚的共同记忆。
2021年，福建省发布“迁台记
忆”档案文献征集公告，社会

各界反响热烈，台湾同胞积极
捐赠相关资料。

当天，泉州市永春县玉
斗镇坑柄村台胞肖进金向泉
州市档案馆捐赠两岸家书、照
片等“迁台记忆”档案资料54
件。这些档案资料都是肖进
金近30年来与其父亲往来的
两岸家书，承载了两三代人隔
海相望、相思、相守的情感。

肖进金的儿子肖庆城告
诉中新社记者，此次捐出的家
书、照片、相机等“迁台记忆”
档案文献，是父亲珍贵的记忆
与收藏。“随着时间的推移，信
纸、照片保存的难度越来越

大，我们希望由专业机构收
藏，让这些资料得以永久保
存，也让更多人了解‘迁台记
忆’中的两岸故事。”

此次国际档案日活动期
间，泉州侨批护照首发仪式及
侨批主题文创产品推介活动
同步举行。泉州侨批护照设
计理念来源于早期泉州人下
南洋所持有的护照，汇集各类
与侨批相关的信笺、信封、印
章、文字、图案等元素。游客
持侨批护照可前往泉州侨批
馆及鲤城、洛江、南安、永春4
个分馆，晋江梧林侨批馆、南
安梅山侨批馆、永春湖洋侨批
馆等处免费参观、集章打卡，
沉浸式体验世界记忆遗产
——侨批档案的文化魅力。

侨批漫画述乡愁“迁台记忆”连两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