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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列为对外政策的根本方针。合作共赢是中国倡导建设的

新型国际关系的三大核心内容之一。

第四，中国对外合作交流给相关国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好处。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许多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加强

对国外投资，开展合作工程 ；许多外国专家学者加强同我国

同行的交流，促进相互了解和友谊 ；许多中国年轻人到国外

学习 ；许多普通的中国人到国外旅游。这些“许多”实际上

给有关国家带去丰厚的利益。以旅游为例，中国游客在国外

的消费，总体数额庞大，客观上帮助了这些国家的商业、就

业和财政收入，这就是许多国家争相采取措施吸引中国游客

的原因。大量中国留学人员促进了相关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

中国在当地开展的项目，基本都是这些国家发展所急需的。

海外中国人严格遵守相关国家的法律法规，尊重当地人民，

从不干涉他国的内政。这些都是不可辩驳的事实。把这些对

当地带来好处的活动称作“渗透”，是对他们最大的污蔑，更

是损害两国人民感情、破坏与中国合作关系的愚蠢之举。中

国同世界各国发展互利友好合作关系，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

挡的潮流。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前驻英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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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中国和平发展的步伐加快，中国人以旅游、

经商、留学等名义走出国门的频率日益增强，中国在

海外影响力也随之不断提升。在当今逆全球化势力抬头，民

族主义、民粹主义沉渣泛起的背景下，一股“抹黑”海外华

侨的论调甚嚣尘上，污蔑中国政府通过海外华侨华人对他国

进行“渗透”，有的国家甚至公然把无辜的海外中国留学生当

成重点监控的对象，视他们为中国的“第五纵队”。在 21 世

纪的今天，试图将海外华侨华人当作“中国渗透论”的替罪

羊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了。

海外华侨华人是和平使者，不是武力渗透者

中国人移居海外具有悠久历史。早在 2000 多年前，即

秦、汉时期，中国人通过陆路和海陆与周边国家人民开始交往，

【摘要】海外华侨华人是中华民族在海外的延伸和有机组成部分，是和平

使者、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也是当地政治进程的积极参与者、经济活动

的重要贡献者。“中国渗透论”者“抹黑”海外华侨，既不符合历史，也

不符合现实，本质上是那些传播“中国渗透论”的国家国内矛盾尖锐，执

政危机凸显，执政当局为了转移矛盾，缓解执政危机，企图把海外华侨华

人当成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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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开始移居生活。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移居海外的华侨华人

大约 6000 万，分布世界约 200 个国家或地区，其中 75% 集

中在东南亚。这些海外华侨华人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

基本上高度融入当地主流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主张“和谐安邦”“安居乐业”“反对

外侮”。历史上，为了维护当地的和平与稳定，也为了自身在

当地的生存与发展，很多优秀的海外华侨华人继承和发扬中

国传统文化，与当地人一起反抗外国入侵，被当地人尊奉为

民族英雄。与此相反，西方人通过炮舰征服东方。1510 年和

1511 年，葡萄牙人通过武力分别攻陷印度果阿和马来西亚的

马六甲。1521 年，西方航海家麦哲伦通过远征队武力征服菲

律宾的萨马岛和宿务岛，结果在征服马克坦岛的过程中，被

当地人击毙。无数历史事实充分证明，海外华侨华人移居海外，

谋生是其第一要务，根本没有任何意愿用武力侵占当地一寸

土地。他们是和平的使者，不是武装渗透者。

海外华侨华人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也是中外文化交流

的桥梁，不是文化渗透的工具

海外华侨华人是中华民族在海外的延伸和有机组成部分。

在迁徙过程中，他们不仅带去了当时中国传统先进农业生产

技术，而且还带去了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使得中华文化与

当地文化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为了更好地在海外传播中华文化，海外华侨华人通过自

筹经费兴办华文学校或中文学校。现在全世界约有 2 万多所

海外华文学校或中文学校，有的学校在校生人数超过百万。

目前，这些学校不仅吸引当地华侨华人子弟上学，而且也吸

引了不少当地社会其他族群的学生来上学。海外的华文学校

或中文学校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外文化沟通的桥梁。海外华侨

华人传播中华文化，主要目的是延续中国文化在海外的“根”，

打造沟通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促进文明交流与互鉴，营造

华侨华人在海外生存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这种文化的交

流是双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的过程，是平等自愿的过程，

根本谈不上任何文化渗透或入侵。

海外华侨华人适当参与当地政治活动，维护其权益，不

是政治渗透的媒介

随着海外华侨华人利益辐射面越来越广，以前那种“两

眼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想发财梦”的思维惯性正在改变。特

别是历史上一些国家发生排华事件后，海外华侨华人开始逐

渐意识到，只做生意，不参与政治，将很难维护其权益，也

就无法保障维系其生存的商业利益。无论在发达的西方社会，

还是处在政治转型的发展中国家，海外华侨参与当地政治热

情越来越高涨。一方面，海外华侨华人成立自己的政党或参

加当地社会主流的政党组织，直接参与当地政治 ；另一方面，

海外华侨华人作为当地选民中的一员，积极参加当地的选举

造势和投票活动，间接参与当地政治。

此外，海外华侨华人还通过建立中文传统媒体或社交媒

体，宣传华侨华人利益诉求，争取更多华侨华人权益。无论

海外华侨华人采取何种政治举动，其核心是维护自身在当地

的合法权益，避免海外华侨华人作为当地少数族裔，其地位

被边缘化，与政治渗透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关系。

华侨华人海外投资，惠及所在地国家与人民，不是经济

渗透的“白手套”

历史上，海外华侨华人通过勤劳致富，积累了一定资本，

并投资当地。在东南亚的许多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

海外华侨华人往往是当地现代纺织业、化工业、钢铁业等行

业的开拓者与引领者。他们不仅在当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

会，而且给当地带来大量税收，更重要的是他们引进了先进

生产技术，推动了当地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更多中国本土企业走向

海外。2017 年，中国对外投资为 2446 亿美元，位居世界前

列。对外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从劳动力密集型为主转为技术

资本为重，以中小企业为主转为大小企业并重。面对中国不

断增加的投资，一些国家领导人如坐针毡。无论是德国，还

是美国，相继否决中国企业的投资案例，其实是与这些国家

的国内政治日益对立、社会愈加撕裂、经济增速乏力以及对

中国和平崛起的焦虑感增加等相关，是彻头彻尾的选择性政

治棒杀。总的说来，当代的“中国渗透论”是相关国家政府

转移国内视线的一种谬论，其本质在于这些国家国内矛盾尖

锐，执政危机凸显，执政当局为了转移矛盾，缓解执政危机，

企图把海外华侨华人当成替罪羊。

(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员 , 天津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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