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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二年中国侨生政策演变考析∗

陈　 非　 儿

　 　 一般而言， 侨生是指回到祖国求学的华侨子弟①。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至 ６０ 年代初， 至少有 ６． ４ 万名

侨生回国， 东南亚特别是印尼侨生构成其中的主体②。 与一般归 （难） 侨 “按籍安置、 面向农村”
或集中于华侨农 （林） 场不同， 侨生因 “华侨” 与 “学生” 身份而在教育和侨务领域受到双重照

顾。 国家为他们成立补习学校、 设置奖助金， 并在高考中优先录取。
理解中国侨生政策的演变需要参考侨务政策大背景。 因国内外形势变化，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侨务

政策经历明显调整。 国内方面，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加速，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与台湾当局斗争、 争取

华侨而出台的归侨、 侨眷优待政策被逐渐取消③。 国际方面， 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参加万

隆会议， 希望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关系， 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 说服华侨入籍当地， 成为新

中国打开外交局面的突破口④。 学者们基本认可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存在侨务政策的调整， 但对调

整的原因及表现有不同看法， 并从政治和经济角度揭示某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中国试图在外交层

面将华侨与祖国剥离的同时， 积极维系甚至加强华侨与祖籍地之间的经济联系， 这集中表现在争取

侨汇方面⑤。 这恰恰反映侨务政策变迁并非由单一因素决定， 而是受国内、 国际形势及历史传统等

多方面影响。 侨生回国求学的历史现象或许能提供一个观察侨务政策演变的切口， 折射出内政与外

交、 宏观与微观因素的互动。
现有侨生研究主要分为两类： 第一类以侨生为主体， 考察他们回国后的艰难适应过程⑥；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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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流变研究” （２２ＣＤＪ０２３） 的阶段性成果。
考虑到侨生身份与优待政策相关联， “成为侨生” 需要满足一系列条件， 如年龄、 侨居时间及海外关系等， 并取得中国

驻外使领馆、 侨团或侨校的证明书和介绍信。 参见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华侨事务处关于转发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关于

华侨、 侨眷、 归侨、 归国华侨学生身份的解释的通知》 （１９５７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Ｂ２０ －
２ － ４６ － １。
关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至 ６０ 年代回国升学侨生人数尚存争议， 此处笔者根据档案材料统计， １９４９ 年至 １９６３ 年经侨务部

门接待的侨生人数为 ６． ４ 万。 参见 《中侨委二司张帆司长报告》 （１９６４ 年 ４ 月 ２０ 日）， 江苏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４０１１
－ ００２ － ００５１。
关于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侨务政策的基本内容， 参见庄国土： 《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 第 ２４４—２８１ 页； 任贵祥： 《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改革开放》， 中共党史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 第 ８９—９５ 页。
Ｓｋｉｎｎｅｒ， Ｇ． Ｗ． （１９５９） ．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 Ｔｈｅ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３２１， ｐｐ． １３６ － １４７． Ｃａｒｉñｏ， Ｔｈｅｒｅｓａ Ｃ． （１９８５） ．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Ｑｕｅｚｏｎ Ｃｉｔｙ： Ｎｅｗ Ｄａ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ｐｐ． ２０ － ３３．
参见 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 Ｓｔｅｐｈｅｎ． （１９７２） ．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ｅｋｉｎｇ’ ｓ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９４９—１９７２） ．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Ｇｌｅｎ． （２０１２） ．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Ｌｉｍ， Ｊｉｎ Ｌｉ． （２０１９） ．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ａｌ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４９—１９５９ ． Ｌｅｉｄｅｎ ａｎｄ Ｂｏｓｔｏｎ： Ｂｒｉｌｌ。
Ｇｏｄｌｅｙ，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 Ｃｏｐｐｅｌ． （１９９０） ． “Ｔｈｅ Ｐｉｅｄ Ｐｉｐ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ｉｇａ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ｗｅｎｔ ｔｏ Ｍａｏ’ ｓ Ｃｈｉｎａ” ． Ａｒｃｈｉｐｅｌ， ３９， ｐｐ． １７９ － １９８； Ｃｈａｎ， Ｓｈｅｌｌｙ． （２０１４） ． “ Ｔｈｅ Ｄｉｓｏｂｅｄｉｅｎｔ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Ｍａｏ’ ｓ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５８ － ６６”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１０， ｐｐ． ２２０ － ２３８． 按： 还有数量庞大的华

侨口述与自传可划入此类， 在此不详列。



类利用美国及台湾地区档案， 研究二者如何争取侨生、 介入华侨教育问题①。 目前， 对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至 ６０ 年代初中国侨生政策的考察还较为薄弱②。 有鉴于此， 本文将梳理这一时期中国侨生政策

的演变历程， 探求侨生政策转变的多重原因， 并尝试探讨侨生问题与冷战、 东南亚国家去殖民化问

题的复杂关系。

一、 冷战背景下侨生回国升学的多重因素

２０ 世纪以来， 华侨学生有回国接受教育的传统， 中国政府亦比较重视侨生回国升学问题。 晚清

时期曾设立专门学堂帮助侨生补习， 此即暨南学堂的由来③。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作为英法荷殖

民地的南洋遭战火波及， 侨生纷纷回到祖国避难。 国民政府设立膳食贷金与特种救济金， 给予侨生

生活上的照顾和学业上的安置。 在国民政府所奉行的 “移、 殖、 保、 育” 四大侨务政策中， “育”
被视为侨务的总枢纽， 也意味着华侨教育是保侨的桥梁和基础④。 因此， ２０ 世纪上半叶， 华侨学生

回国升学现象， 是华侨传统和中国侨务政策延续的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东南亚国家开启去殖民化进程， 对华侨教育施加诸多限制， 这成为侨生回

国升学的新推力。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马来亚提倡马来文为国语， 并以此培养学生的马来亚国家观念；
政府还以津贴诱导华文中学改制为国民中学， 其核心目的是限制华文教育的发展⑤。 到 １９６２ 年初，
由于经费困难， 在 ７２ 所马来亚华文中学中已有 ５５ 所改为国民中学⑥。 印尼政府担心华校教学及其

中的国共党争， 可能会威胁印尼民族国家统一与身份认同， 因此加强对教学活动的监督， 增加印尼

语言与史地课程， 以引导华校融入当地。 １９５７ 年 《监督外侨教育条例》 颁布后， 印尼 １１００ 多所华

校被改为国民学校， 华校学生数量从 ４５ 万锐减至 １５ 万⑦。 与此同时， 泰国和菲律宾分别提出华侨

教育的 “泰国化” 和 “菲化” 改造， １９４８ 年至 １９５５ 年泰国华校学生从 １７． ５ 万人减少到 ５ 万人⑧。
在冷战背景下， 侨生的去向被赋予人心之争的象征、 政权合法性的指示等意义， 中国、 美国及

台湾当局都积极争夺侨生， 这从多方面影响着侨生升学的选择。 新中国的成立引发美国对所谓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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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Ｏｙｅｎ， Ｍｅｒｅｄｉｔｈ． （２０１０）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 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 ｉｎ Ｚｈｅｎｇ Ｙａｎｇｗｅｎ ｅｔ ａｌ． （ ｅｄｓ． ），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ｉｎ Ａｓｉａ： Ｔｈｅ Ｂａｔｔｌｅ ｆｏｒ Ｈｅ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ｄｓ． Ｌｅｉｄｅｎ ａｎｄ Ｂｏｓｔｏｎ： Ｂｒｉｌｌ， ｐｐ． ５９ － ９３； 刘雄： 《建国初期美国阻挠华侨学生

回国升学内幕》，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 张杨： 《“海外华人项目” 与美国反华保台之心理战政策初

探》， 《东北师大学报》 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 张杨： 《冷战前期美国对东南亚华文高等教育的干预与影响———以南洋大学为

个案的探讨》， 《美国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 翟韬： 《文化冷战与认同塑造： 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华侨宣传研究 （１９４９—
１９６５）》，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 陈月萍： 《美援侨生教育与反共活动 （１９５０—１９６５）》， 硕士学位论文， 台湾暨南

国际大学， ２００３ 年； Ｗｏｎｇ， Ｔｉｎｇ⁃Ｈｏｎｇ． （２０１６） ．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ｉｎ Ａｓｉａ：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５０ｓ” ．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５６ （２）， ｐｐ． ３３１ － ３５７。
例如有学者利用广东、 福建部分档案， 勾勒侨生回国的某些侧面， 但未能将档案与其他史料相结合， 论述也较为简略；
还有学者研究归侨知青， 侧重于 １９６３ 年之后归侨学生及青年在国内的融入经历， 而非关注侨务政策变化。 参见上官小

红： 《建国后归国侨生安置工作探析》， 《东南亚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叶青、 杨雅丽： 《福建归侨知青及其安置情况初

探》， 《中共党史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 易海涛、 叶青： 《“根据特点， 适当照顾”： 上山下乡历程中的归侨知青》， 《华
侨华人历史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林思温： 《暨南学校沿革史》， 罗志欢等编： 《中国近代华侨教育史料丛编》， 齐鲁书社， ２０１９ 年， 第 １１６６ 页。
周尚： 《战后华侨教育》， 《教育杂志》 １９４７ 年第 １ 期， 第 ９６—１０１ 页。 “移、 殖、 保、 育” 分别是指， 鼓励国人向海外

发展， 协助国人在海外立基， 护卫国人在海外安全， 教育国人在海外滋长。
李盈慧： 《“回国” 升学？： 星马华裔青年与海峡两岸关系》， 李志贤主编： 《东南亚与中国： 连接、 疏远、 定位》， 新加

坡亚洲研究学会， ２００９ 年， 第 ９６—９７、 １１１—１１３ 页。
郑良树：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简史》，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 第 １１０ 页。
廖建裕： 《现阶段的印尼华族研究》， 教育出版社， １９７８ 年， 第 ６３ 页。
Ｓｋｉｎｎｅｒ， Ｇ． Ｗ． （１９５９） ．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 ｐ． １４０．



主义扩张的严重担忧， 东南亚华人因数量庞大和地缘位置重要而引起美国政府重视。 １９５０ 年， 美国

政府评估认为， 海外华人群体对美国亚洲冷战政策成败至关重要。 １９５３ 年， 艾森豪威尔政府批准

“海外华人项目”， 其目的在于 “离间海外华人社会与中共， 争取其对自由世界的支持”； １９５４ 年该

项目重点转移到侨生教育方面①。 美国新闻署 （处） 及私人基金会为控制东南亚华侨教育， 阻止侨

生赴大陆升学， 花费数百万美元。 或采用多种媒介宣传诋毁新中国； 或援助台湾当局改善教育机

构， 吸引侨生赴台升学； 或支持新加坡南洋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 为侨生提供其他高等教育选择②。
与此同时， 海峡两岸在争夺侨生方面存在大致相同的认识和做法。 双方都认为除了侨生的培养

潜力之外， 争夺侨生本身就会给对方造成打击。 １９５６ 年 ６ 月， 中共中央批准统战部 《关于国内侨务

工作的方针任务及若干问题的意见》， 提出做好侨生工作， 不仅可为国内建设培养人才、 密切华侨

与祖国的关系， 还可让侨生学成后回侨居地服务， 以打击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对华侨青年的争夺③。
台湾当局奉行 “无侨教即无侨务” 方针， 认为保护海外侨校、 争取侨生是侨务最重要一环④。 １９５６
年 ７ 月， 台湾侨务部门负责人郑彦棻指出， 争取侨生除了本身的人才意义外， 还有另外两层重要意

涵： 一是从国际观来说， 许多外国人主要用侨生去向衡量华侨民意的向背； 二是从国共之争来看，
侨生回台湾可以打击中共的海外宣传及统战工作⑤。

二、 积极争取：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的侨生政策

在侨居地推力及祖国拉力之下， 新中国成立之初， 侨生回国人数不断增加。 １９４９ 年至 １９５０ 年

回国侨生超过 １６００ 人， １９５１ 年达 ２２００ 人， １９５２ 年达 ５４００ 人⑥。 １９４９ 年底， 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

务委员会 （简称 “中侨委”） 成立， 调查海外华侨情况、 重建华侨与祖国联系是其主要目标， 协助

侨生回国是其具体工作之一⑦。 广东作为侨生回国的主要落脚点，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 省侨委率先颁布优

待侨生回国就学暂行办法， 帮助侨生补习文化与政治课程， 从宽录取侨生， 并为贫寒侨生提供助学

金⑧。 朝鲜战争的爆发使抗美援朝成为 １９５１ 年侨务的中心工作。 中侨委鼓励归侨、 侨眷通过书信加

强与国外的联系， 以促进华侨踊跃捐献⑨； 教育部也将侨生回国视为 “关系海外政治影响和华侨统

一战线的重要工作”， 指示各地将照顾侨生入学 “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 不仅为侨生在广州设立考

区， 给予课业帮助和补考机会并照顾录取， 还在南方大学内特别设立华侨学院�I0。
１９５３ 年， 随着朝鲜战争结束及 “一五” 计划的实施， 侨生政策与措施开始走向正规化。 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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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杨： 《“海外华人项目” 与美国反华保台之心理战政策初探》， 《东北师大学报》 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
翟韬： 《文化冷战与认同塑造： 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华侨宣传研究 （１９４９—１９６５）》，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 张杨：
《亚洲基金会： 香港中文大学创建背后的美国推手》， 《当代中国史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张杨： 《冷战前期美国对东南

亚华文高等教育的干预与影响———以南洋大学为个案的探讨》， 《美国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
《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 “关于国内侨务工作的方针任务及若干问题的意见” （摘要）》 （１９５６ 年 ６ 月 ７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编印： 《归国华侨学生教育工作文件资料汇编》 （第 ４ 辑）， １９５６ 年印行， 第 １—２ 页。
郑彦棻： 《华侨文教工作的方针与任务》， 海外出版社， １９５７ 年， 第 １６ 页。
《蒋帮郑彦棻报告 “侨务工作的重点及其发展”》， 《侨情参考资料》 第 ４４０ 期 （１９５６ 年 ８ 月 ２ 日）。
《中侨委二司张帆司长报告》 （１９６４ 年 ４ 月 ２０ 日）， 江苏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４０１１ － ００２ － ００５１。
《致函海外华侨社团》， 《人民日报》 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按： １９５４ 年 “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 改名为 “中华

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 本文仍简称 “中侨委”。
《广东侨务工作在开展中》，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０ 年 ８ 月 ２２ 日。
何香凝： 《中侨委第一次侨务扩大会议开幕词》， 《双清文集》，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 第 ５９１ 页。
《教育部关于照顾归国华侨学生入学的暂行办法》 （１９５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 何东昌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

（１９４９—１９７５）》， 海南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 第 ９９ 页； 《南方大学华侨学院招生简章》 （１９５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 广东省档案

馆藏， 档案号 ２０７ － １ － ２３ － ８ － ８。



经侨务部门接待回国的侨生达 ８４００ 人， 开启侨生回国的第一个高潮①。 ８ 月， 高教部、 教育部和中

侨委联署的 《关于长期收容处理华侨学生工作方针与方案的报告》， 成为指导新中国侨生工作的第

一份专门文件②。 报告首次对投考中等和高等学校的侨生作出区分， 对安插地点、 照顾程度予以具

体说明， 并对逾考期回国和落榜侨生的安排、 专门侨校的建立作出批示。 从地点来看， 安插侨生的

中等学校主要分布于北京、 上海、 广州等大城市， 兼顾传统侨区以及与东南亚联系密切的边境省

份； 高等学校则集中于沿海、 沿江大城市。 中等学校的照顾尺度进一步放宽， 由考试录取改为能跟

班上课即可。 北京和广州成立专门的侨生招生委员会， 分别举行 ４ 次和 ３ 次入学考试， 以充分保证

侨生入学机会。 前者负责京津两地， 后者负责广州、 上海、 南京、 武汉四地侨生招考及分送入学。③

逾考期回国和落榜侨生可以进入华侨补校补习， 或通过各高校插班考试入学。 除了特定 １０ 所院校

或专业之外④， 其他高校均须接受侨生申请参加插班考试。 如侨生插班考试未通过， 还可参加全国

统考， 相当于多一次报考机会。⑤

１１ 月初， 廖承志在全国侨务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 此前中央及侨务部门曾担心侨生回国会削弱

华侨社会力量， 因而 “存在着一种消极的阻挡华侨学生回国的想法”。 随着国内和东南亚形势变化，
侨务部门逐渐认识到， 侨生并非华侨社会中坚， 转而希望通过侨生加强华侨与祖国的 “血肉联

系”。⑥ 此次侨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 国内外出席代表达 ４１２ 人， 涵盖东南亚、
欧洲和美洲等地区。 可以说， 廖承志的报告是向整个华侨社会宣告新中国欢迎侨生回国。⑦

国内欢迎侨生的政策与氛围， 还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传导至海外华侨社会， 间接促进侨生选择

回归新中国。 以印尼为例， 新中国不仅在当地华侨社会举办图片展、 放映中国电影和纪录片， 介绍

新中国发展情况， 驻印尼大使和领事还亲自到当地华侨学校演讲， 鼓励侨生回国。 １９５１ 年至 １９５２
年， 中国驻印尼总领事两次前往雅加达中华中学为侨生作报告， 介绍祖国高校将从 １９５２ 年起为学

生免除学费， 提供生活费和公费医疗。 这对很多学生极具吸引力， 被称作 “破天荒的及时雨”⑧。
此外， 华侨回国观光团及国内侨生的报告或书信， 也激发侨生的回国兴趣。 观光团成员回到侨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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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侨委统计， １９５３ 年至 １９５５ 年每年回国侨生人数超过 ７０００ 人， １９５６ 年回国侨生人数只有 ４２００ 人， 由此 １９５３ 年至

１９５５ 年可视为侨生回国的第一个高潮。 上海、 广东两地相关部门的报告亦印证了这一点。 １９５３ 年 ９ 月上海市教育局指

出： “１９５２ 年以前本市归国华侨生为数不多， 均由民政局介绍零星入学。 从 １９５３ 年开始侨生大量增加。” 广东省侨委

安置归 （难） 侨的数据显示， １９５０ 年至 １９５２ 年归侨转升学人数为 １７５ 人 （归侨总人数为 １５８３３ 人）， 这一数字在 １９５３
年就攀升到了 １１６３ 人 （归侨总人数为 ５６８９ 人）。 参见 《中侨委二司张帆司长报告》 （１９６４ 年 ４ 月 ２０ 日）， 江苏省档案

馆藏， 档案号 ４０１１ － ００２ － ００５１； 《关于归国华侨学生情况及处理意见的函》 （１９５３ 年 ９ 月 ２４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Ｂ１０５ － ５ － ９４０ － ４８； 《广东省华侨事务委员会安置处理归、 难侨情况》， 广东省统计局编： 《广东省国民经济建

设八年成就 （１９４９—１９５７）》， １９５８ 年印行， 第 １４７ 页。
《关于长期收容处理华侨学生工作方针与方案的报告》 （１９５３ 年 ８ 月 ６ 日）， 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编印： 《归国

华侨学生教育工作文件资料汇编》 （第 １ 辑）， １９５４ 年印行， 第 １—４ 页。
《中央侨委会文教宣传司对华侨回国观光团有关归国华侨学生入学问题的宣传要点》 （１９５３ 年 １０ 月）， 《归国华侨学生

教育工作文件资料汇编》 （第 １ 辑）， 第 ８４ 页。
这 １０ 所高校或专业是北京航空学院、 华东航空学院、 南京航空工业专科学校、 北京工业学院、 北京对外贸易专科学

校、 军委系统高等学校、 北京俄文专修学校、 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 北京大学东方语言学系、 清华大学无线电专业。
《中央人民高等教育部关于归国华侨学生插入高等学校的办法》， 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编印： 《归国华侨学生教

育工作文件资料汇编》 （第 ２ 辑）， １９５４ 年印行， 第 ９—１０ 页。
廖承志： 《关于归国华侨学生教育工作的若干问题》 （１９５３ 年 １１ 月）， 《廖承志文集》，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 第 ２４０—
２４１ 页。
当代中国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 １９５３ 年卷》， 当代中国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 第 ７１５—７１６ 页。
参见饶群章： 《赤子情怀， 壮心不已》， 林明江主编： 《荆山楚水系侨心 湖北归侨口述录》， 中国华侨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
第 ２４６ 页。 按： 饶群章放弃受资助留学美国的计划， １９５２ 年 ７ 月回国， ９ 月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



后往往会公开演讲、 介绍祖国的大好形势， 还有华侨尚在国内观光时就致信子女尽快办理回国手

续①。 例如， １９５１ 年至 １９５４ 年间陆续回国的黄汉光、 吴珠治和陈榜伟， 都受到哥哥姐姐从中山大

学、 北京农业大学来信的鼓励②。
侨生回国逐渐成为一种潮流。 １９５０ 年 ７ 月， 第一批印尼侨生启程回国。 当时印尼首都雅加达并

没有开往中国的客轮， ７０ 多名侨生只能同英国太古轮船公司谈判， 请求将他们当作 “货物” 运回

祖国。 获悉台湾当局准备在台湾海峡拦截这批侨生， 中国与太古公司几番交涉才保证他们顺利回

国。③ 无怪乎在当年 ８ 月中侨委举办的归国华侨学生招待会上， 廖承志特别祝贺侨生们 “安全渡过

帝国主义的阻挠和国民党匪舰的封锁” 回到祖国④。 此后， 有多批次印尼侨生陆续回国， 尤以暑期

居多。⑤

１９４９ 年至 １９５３ 年可视为侨生回国的第一阶段， 各地侨务机构接待和安置侨生达 １． ９ 万人， 加

上分散入学或直接工作的， 估计达 ２ 万至 ３ 万人⑥。
北京、 广州和集美三大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 （简称 “华侨补校”） 的开办， 标志着侨生安置

工作的常态化和机制化。 １９５３ 年以前， 回国侨生多被临时安排在华侨招待所或侨生接待站。 北京华

侨补校就曾在东堂子胡同、 大方家胡同等地流动办学， 直到 １９５３ 年 ９ 月才建成位于阜成门外的新

校舍， 燕京大学侨生先修班也就此并入该校。 为体现国家对侨生的照顾， 补校新校舍拥有教学楼、
办公楼、 男女浴室和标准足球场、 室内游泳池等一流硬件设施。⑦ 为分流不断前往北京的侨生，
１９５３ 年底， 中侨委开始筹建广州和集美华侨补校。 １９５５ 年， 广州华侨补校石牌新校舍启用， 次年

学生规模即扩大到五六千人⑧。 集美补校则在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村基础上边办学边扩建， 到 １９５４
年也已招收侨生 ９１０ 名⑨。 广州华侨补校仅在 １９５４ 年至 １９５８ 年期间， 就向各地正规学校输送 １． ２
万余名侨生�I0。

华侨补校既是接待和安置侨生的中转站， 也是连接海外华校和国内普通学校的桥梁。 如果说侨

生是祖国建设的宝贵 “原料”， 海外侨校负有提炼 “原料” 的任务， 华侨补校则是 “加工厂”。 因

侨生回国时文化程度不一， 故而需要经过一番 “加工” 后， 才能分配到祖国各地学习。�I1 这个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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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林得春： 《“泄密” 的伤害》， 王一心： 《我们回家： 新中国初期华侨归国记》， 山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 第 １５５
页； 陈笔春： 《永远扎根于祖国》， 林明江主编： 《燕赵赤子绘宏图 河北归侨口述录》， 中国华侨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 第

２８ 页； 张碧如： 《花红柳绿还初春》， 林明江主编： 《钱江侨杰数风流 浙江归侨口述录》， 中国华侨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
第 ３３２ 页。
黄汉光： 《如果生命重来一次， 我还是选择回国》， 《燕赵赤子绘宏图 河北归侨口述录》， 第 １０８ 页； 吴珠治： 《给世人

带来更多的健康》， 《燕赵赤子绘宏图 河北归侨口述录》， 第 ２８３ 页； 陈榜伟： 《祖国和人民把我培养成养猪专家》， 林

晓东主编： 《风雨人生报国路 山西归侨口述录》， 中国华侨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 第 ３１ 页。 按： 黄汉光 １９５３ 年考入北京师

范大学数学系， 吴珠治 １９５４ 年考入河北医学院， 陈榜伟 １９５５ 年考入山西农学院。
参见陈非儿采访梁立基的记录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３ 日）。
《欢迎最近归国侨生》，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０ 年 ８ 月 １７ 日。
参见 《侨生集体回国升学》， 《侨讯》 第 ４５ 期 （１９５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三百名华侨学生从泗水启程返国》， 《侨讯》 第

１４２ 期 （１９５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
《关于归国华侨学生教育工作的若干问题》 （１９５３ 年 １１ 月）， 《归国华侨学生教育工作文件资料汇编》 （第 １ 辑）， 第

５—６ 页。
傅克、 刘明明： 《磨砺 ８９： 一个老八路的跌宕人生》， 团结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 第 ２１８—２３８ 页。
陈丹等编： 《甲子心迹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广州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建院 ／ 校 ６０ 周年纪念特刊》， ２０１３ 年印行， 第 ６—２３
页； 陈非儿采访徐元昭的记录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按： 徐元昭 １９５２ 年 ６ 月从印尼回国后， ９ 月任北京华侨补校侨生

生活指导员， 并参与北京华侨补校新校舍筹建工作。 １９５３ 年 １２ 月被派往广州协助开办广州华侨补校。
周日升： 《集美学校八十年校史》， 鹭江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 第 １７６、 １９０ 页。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广州市志卷十八： 华侨港澳卷》， 广州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 第 １３５ 页；
《观光团张湘海在巨港报告我首长对国外侨教的指示》， 《侨讯》 第 ３２９ 期 （１９５５ 年 ６ 月 １３ 日）。



恰如其分地揭示了海外侨校和国内补校在侨生教育领域的角色与分工。 具体来看， 补校负责逾考期

回国、 文化程度较低及分送普通学校后再次回流的侨生安置工作。 其中暑期 （７ 月至 １０ 月） 主要

用于侨生的接待、 考试和分送入学， 其余时间则用来编班测验， 对侨生进行文化和政治补习①。 补

校贯彻 “缺什么、 补什么” 的原则， 实行补习教育而非学制教育。 在补习教育中， 政治补习是重中

之重。 通过政治补习帮助侨生了解中国革命基本知识， 并从爱国主义教育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 共

产主义教育②。 在生活方面， 补校为侨生免除学杂费， 提供助学金和福利基金补贴生活。 １９５３ 年集

美补校开办之初， 为侨生设立 １５％的助学金及福利金名额， 侨生可领取每月 １２ 元的助学金及每年

６０ 元的福利金③。 与国内普通学校相比， 补校硬件设施更优越， 教师对东南亚与华侨情况较熟悉，
能够照顾侨生的生活需求， 集中安置也可有效缓解侨生回国后面临的文化冲击。

三、 针锋相对：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的政策完善和改进

越来越多的侨生选择回到祖国大陆， 引起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的注意。 美国国务院估计 １９５３
年有 ２． ２ 万名港澳及东南亚学生回中国大陆升学， 台湾当局诬称中共或将侨生作为共产主义扩张的

“第五纵队” 以及勒索海外侨汇的 “人质”。 为此， 台湾当局放宽侨生入台要求、 简化入台手续，
并扩大名额以争取侨生。④ １１ 月， 美国副总统尼克松提议， 台湾方面应出于反共目的招收东南亚侨

生， 以阻止他们回大陆升学， 美国愿拨款支持， 此即 “美援侨教计划”⑤。 此后， 台湾当局将以往许

多停留在规划中的侨生政策付诸实践。 １９５４ 年至 １９６５ 年， 美国向台湾侨务和教育部门提供援款 ３．
１ 亿多元新台币及 １００ 多万美元， 帮助台湾方面吸引侨生 ２ 万余人⑥。 １９５６ 年， 美援侨生教育经费

显著增加， 以新台币和美元支付的部分， 分别是前一年的 ４． ６ 倍和 ８． ７ 倍⑦。 与此同时， 美国将注

意力放在东南亚华人学生及其教育问题上， １９５５ 年批准 “海外华人学生项目”， １９５７ 年专门制定长

达 ７０ 页的东南亚华人项目指导纲要⑧。 这些文件的相当篇幅是以侨生为目标群体设计的， 目的就是

为侨生提供新中国之外的升学选择。
中侨委和教育部也注意到， “美蒋争夺华侨学生与港澳学生的活动日益加紧， 被诱骗到台湾学

习的华侨、 港澳学生逐年增多”， 强调争取侨生和港澳生是粉碎美蒋阴谋的 “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

任务”， 要求各地正确认识侨生回祖国大陆升学和港澳生回内地升学的重要意义， 克服因政治情况

复杂而视他们为 “包袱” 的看法。 同时， 放开对侨生报考高校的专业限制， 允许通过审查的侨生报

考机密专业或重要专业。 逾考期回国的侨生或港澳生， 不仅可以通过补考进入普通中学， 还可以参

·９２１·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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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第二次侨务扩大会议上关于归国华侨学生教育工作报告》 （１９５３ 年 １１ 月）， 《归国华侨学生教育

工作文件资料汇编》 （第 １ 辑）， 第 ２０—２２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关于改进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工作的决定》 （１９５５ 年 ３ 月 １０ 日）， 中华人民共

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编印： 《归国华侨学生教育工作文件资料汇编》 （第 ３ 辑）， １９５５ 年印行， 第 ２１—２７ 页。
《中央高等教育部、 教育部、 华侨事务委员会关于福建集美学校附设 “厦门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 办理方案》
（１９５３ 年 １１ 月）， 《归国华侨学生教育工作文件资料汇编》 （第 １ 辑）， 第 ４１ 页； 《市教育局关于中学人民助学金发放问

题和归国华侨学生生活福利补助方法的请示及市府的批示》 （１９５４ 年 ６ 月 ２９ 日至 １０ 月 ２６ 日）， 北京市档案馆藏， 档案

号 ００２ － ００６ － ００２６４。
Ｗｏｎｇ， Ｔｉｎｇ⁃Ｈｏｎｇ． （２０１６） ．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ｉｎ Ａｓｉａ：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５０ｓ” ．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５６ （２）， ｐｐ． ３４５ － ３４６．
曹曦： 《美援与战后台湾教育》， 花木兰文化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 第 ６０ 页。
陈月萍： 《美援侨生教育与反共活动》， 第 ６２ 页。
赵既昌： 《美援的运用》， 联经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 第 １９９—２００、 １９０—１９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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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由中山大学、 华南工学院和厦门大学在广州联合举行的补考， 通过后即可被三校录取。① 针对赴

台学生以港澳学生和接受高等教育为主的特点， １９５６ 年新中国的侨生政策也作出针对性改进： 一是

以厦门大学为重点， 增强侨生高等教育力量， 加强对海外华校师资培训； 二是加大对港澳学生的争

取力度。
在侨生高等教育方面， 最重要的是调整厦门大学的发展方向， 确定厦大面向东南亚华侨、 面向

海洋、 多吸收侨生的办学方针②。 自 １９２１ 年陈嘉庚建校以后， 厦大与南洋华侨联系密切， 新中国成

立后， 海外华侨亦通过政府对厦大的态度来观察新中国的华侨政策。 因此， 为彰显新中国对海外华

侨的重视， 高教部要求厦大承担海外华校师资的培养任务； 成立东方语言系， 加强对南洋及台湾方

面的多学科研究； 尽可能多招收侨生， 以期达到学生总数的 １ ／ ３③。 考虑到厦大处于国防前线， 侨

生可能不愿前往学习， 福建省教育厅和省侨委特地动员集美中学侨生， 尽量报考厦门大学④。 在这

一背景下， １９５６ 年首批华侨新生正式进入厦大学习， 到 １９５９ 年 ５ 月厦大已有侨生 ４００ 多名， 主要

分布在外文系和生物系⑤。
与此同时， 厦大成立全国第一个东南亚研究机构———南洋研究所， 研究东南亚国家及华侨相关

问题。 “文化大革命” 以前， 研究所组织采访归侨、 调查福建侨乡及国内侨资企业， 成为新中国东

南亚研究和华侨研究的起源。 为增强海外侨校师资， 厦大成立华侨函授部， 招收侨居国外、 具有高

中学历的在职教师和社会青年， 期望海外侨生经过两三年系统学习， 达到国内专科毕业生程度。 函

授部与国外侨团、 侨校密切合作， 协助侨生报名， 并以通信方式对函授生进行书面指导。⑥ 函授部

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给予暂时滞留海外的侨生另一种接受祖国教育、 提升学历的机会。 １９５６ 年至

１９６２ 年， 函授部先后设立数理化和中国语文专修科， 招生名额从 ３００ 多名增至 １０００ 名以上⑦。
港澳生几乎与东南亚侨生同时回内地升学⑧， １９５２ 年至 １９５４ 年回广州参加高考的港澳生近

２０００ 人⑨。 １９５５ 年， 考虑到港澳生回内地升学， 在人才培养、 改变亲友对祖国态度以及争取侨汇等

方面的意义， 中共中央指示华南分局， 不再将落榜港澳生送回港澳， 而由广东省华侨中学统一接收，
以打消港澳生对于落榜的顾虑。 １９５６ 年 ３ 月， 港澳生补校与华侨补校合办， 进一步扩大招生规模。�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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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部、 教育部、 华侨事务委员会关于做好华侨回国、 港澳学生回内地报考高等学校工作的几点意见》 （１９５６ 年

７ 月 ２４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 （１９４９—１９７５）》， 第 ６６６ 页。
《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 “关于国内侨务工作的方针任务及若干问题的意见” （摘要）》 （１９５６ 年 ６ 月 ７ 日），
《归国华侨学生教育工作文件资料汇编》 （第 ４ 辑）， 第 １ 页。
高等教育部办公厅： 《高等教育文献法令汇编》 （第 ３ 辑）， １９５６ 年印行， 第 ２４０—２４２ 页。
《动员侨生报考厦大的通知》 （１９５６ 年 ５ 月 ２９ 日）， 福建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１４８ － ００３ － ２１５１ － ００１９。
《归国侨生在厦大》， 《生活报》 （雅加达） １９５９ 年 ５ 月 ２６ 日。
参见 《厦大校长王亚南谈华侨函授部招生情况》， 《大公商报》 （泗水） １９５６ 年 ７ 月 ２７ 日； 《厦大华侨函授部招生简

章》， 《大公商报》 （泗水） １９５６ 年 ７ 月 ３１ 日； 陈非儿采访李国合的记录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４ 日）。 按： 李国合 １９６０ 年考

上厦门大学函授班语文专修科。
《华侨函授部》， 《侨务报》 １９５７ 年第 ７ 期； 《厦大华侨函授部招生》， 《大公报》 （香港） １９６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
需要说明的是， 虽然港澳生在回内地升学时， 受到的照顾几乎与侨生相同， 但中侨委明确要求， 港澳生回内地升学

“不应也绝不能当华侨学生处理”， 要求侨务部门不能介入， 而让教育部门来负责。 在中侨委看来， 港澳问题是一个带

有外交性的重要问题， 担心以侨务机关处理港澳问题会给美英等国留下借口， 从而影响大陆对港澳的长远方针， 因此

要明确港澳人民不是华侨， 港澳学生也不是华侨学生。 但因为港澳生也长期处于英葡殖民统治下， 与内地学生迥然不

同而与侨生类似， 所以同样给予适当照顾。 中侨委特别强调港澳生与侨生的身份区别， 也从侧面揭示争取港澳生和侨

生的外交内涵。 参见 《中侨委函复对港、 澳学生回内地升学问题的处理原则及处理机关问题》 （１９５４ 年 ５ 月 ２７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Ｂ１０５ － ５ － １２５７。
当代中国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 １９５５ 年卷》， 当代中国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 第 ３２３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 １９５５ 年卷》， 第 ３２２—３２３ 页； 《中共中央同意广东省委关于兴建一个港澳学生补习学校的意

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 （１９４９—１９７５）》， 第 ６０３ 页。



７ 月底， 中侨委和高教部估计当年毕业的港澳高中生有 ３０００ 人， 回内地投考者可达 １ ／ ３。 为争取这

批港澳生， 侨务和教育部门加大照顾力度， 港澳生达到最低标准即按志愿录取， 未达标准也将其照

顾录取到广州高校或厦门大学， 同时为错过考试时间的港澳生安排补考， 并额外录取 １５００ 名港澳

生安排在广州， 将港澳生集中编班授课， 不以国内学生的标准来要求。①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 台湾当局实施 “美援侨教计划”， 中国政府调整厦门大学发展方向， 并加

强对港澳生的争取， 海峡两岸对侨生的争夺进入 “白热化” 阶段。 然而， 随着国内教育形势的急剧

变化， 为减轻侨务和教育部门的安置压力， 中国开始有选择地鼓励侨生回国， 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

对侨生的照顾。

四、 从“适当照顾”到“一视同仁”：１９５７ 年至 １９５８ 年的转折

一般认为， １９５７ 年底中侨委召开二届一次会议， 取消对归侨的优待政策， 标志着侨务政策的转

折②。 在当年 １２ 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 周恩来表示， 考虑到华侨回国还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并

面临适应新环境的困难， 绝大多数华侨应留在侨居地， 应该把劝导华侨留在当地 “说得彻底一

些”③。 其实， 侨生政策在此之前已开始调整。 １９５７ 年初的华侨教育总方针， 更明确和细分要争取

回国的对象。 从年龄和学段来看， 主要争取高中生特别是回国考大学的侨生， 对初中生不号召， 小

学生则被认为不应该回国。 在地区上， 主要争取港澳学生及尚未建交的资本主义国家侨生。④

侨生政策调整的宏观背景是新中国侨务工作阶段的转变———从新中国成立前的地下侨务阶段，
经历新中国成立初期以争取华侨为主要目标的第二阶段， 进入到鼓励华侨加入当地国籍并促进中国

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的侨务目标， 在国外是争取国际和平环境， 在国内则是进

行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⑤。 由此， 我们不难理解， 争取资本主义国家而非东南亚国家的侨生回国， 是

为了扩大外交影响， 而取消国内侨生优待政策， 则有动员侨生参加祖国建设的考虑。
与宏观背景相适应， 侨生政策转变的直接原因是 １９５７ 年国内教育形势的变动。 升学率降低导

致落榜侨生增加， 安置落榜侨生成为侨务和教育部门的一项长期任务。 以升学问题为起点， 侨生安置

政策核心由 “适当照顾” 转向 “一视同仁”， 从积极争取到有选择地接收， 并鼓励侨生在侨居地升学。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前期， 国内高等教育扩招与 “适当照顾” 政策， 促成侨生回国升学的 “黄金时

代”。 １９４９ 年底， 全国高校共有学生 １１． ７ 万人， 随后两年分别招生 ５． ８ 万人和 ５． ２ 万人。 １９５３ 年

实际招生人数达 ８． ２ 万人， 国内高中毕业生开始不敷需要。⑥ １９５６ 年， 高招计划突破 １６ 万人， 高中

和中专招生计划达 ８０ 万人， 国内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均显不足⑦。 因此， 为满足新中国对人才的需

求， 侨生回国基本都能得到升学机会。 １９５６ 年， 北京华侨补校在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中录取率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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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香港澳门学生回国升学问题的批复 华侨事务委员会、 高等教育部、 青年团中央关于香港、 澳门学生回国

升学问题的请示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 （１９４９—１９７５）》， 第 ６６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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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夏莉萍： 《周恩来的 “单一国籍” 思想研究》， 《外交评论》 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
《广西省人委华侨事务处在广西省教育行政扩大会议上关于华侨工作的发言》 （１９５７ 年 ２ 月 ７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

案馆藏， 档案号 Ｘ０４２ － ００１ － ００２６ － ０１０２。
廖承志： 《我国侨务工作发展的三个阶段》， 《廖承志文集》， 第 ３３８—３４４ 页； 方方： 《当前的侨务工作》， 《方方文集》，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 第 ５１１—５１４ 页。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 （１９４９—１９８２）》， 教育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４ 年， 第 １０、 １８、 ４０、 ７１、
１０３ 页。
《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成立》，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６ 年 ３ 月 ２０ 日； 《三十五万青年报考高等学校》，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６
年 ７ 月 １４ 日； 当代中国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 １９５６ 年卷》， 当代中国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第 １７７ 页。



８０％ 。 南京市则规定能够从初中毕业的侨生全部升入高中， 高考未录取的侨生也通过联系高校个别

录取， 因此南京市侨生的初中、 高中升学率分别超过 ９０％ 和 ８０％ 。① １９５３ 年至 １９５７ 年， 全国高校

从 １８２ 所增至 ２２９ 所， 在校生人数由 ２１． ２ 万人增至 ４４． １２ 万人， 累计招收新生超过 ５６ 万人②。
教育大发展局面在 １９５６ 年达到高点后开始收缩。 １９５７ 年 ３ 月， 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通知指出，

１９５６ 年学校数量的发展有些盲目， 正考虑压缩各级学校招生规模。 同月， 教育部在第三次全国教育

行政会议上也提出， １９５６ 年教育事业发展超过了可能的条件， 师资、 设备、 基建均跟不上需求。 紧

接着高教部联合团中央， 预警当年某些专业毕业生将供过于求。 ４ 月 ２４ 日， 高教部和教育部联合发

布高招新规定， 确定 １９５７ 年高招计划为 １０． ６ 万人， 比 １９５６ 年减少近 ８ 万人③。 ６ 月， 周恩来在

《政府工作报告》 中表示， 大部分高中生升入大学的情况是暂时的和不正常的， 以后中小学毕业生

除小部分升学外， 多数应该参加工农业生产④。
在教育形势急剧变化的背景下， １９５７ 年 ４ 月底， 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号召落榜侨生 “下农村”⑤。

５ 月中旬， 中侨委和教育部预估当年升学形势严峻， 提前制订落榜侨生的处理预案， 包括留原校复

习、 介绍入补校、 参加农业生产等⑥。 然而放榜后的实际情况比预估的还要严重， 例如广州华侨补

校的 ４９９ 名印尼侨生只有 １２ 人被录取⑦。 落榜侨生过多， 给各地安置造成很大困难， 仅 “介绍入补

校” 一项， 就让北京、 广州和集美三所华侨补校不堪重负。 福建省侨委要求集美华侨补校不对外公

布其接收情况， 以免侨生过多流动到补校⑧。 １１ 月 １ 日， 中侨委和教育部发布补充通知， 明确对待

侨生原则上与国内学生一视同仁， 逐渐取消对他们的特殊照顾， 打消侨生升学由国家 “包下来” 的

思想。 要求各地尽量就地安置落榜侨生， 严格控制介绍入补校。 对落榜侨生的出国审批， 其态度也

由 “一般劝留” 转变为 “一般可给予批准”。⑨ 在国内侨生政策调整的同时， 中央对海外侨生归国

的态度也有了明显转变。 １９５７ 年 ７ 月， 中侨委主任何香凝在题为 《澄清对侨务工作的一些糊涂思

想》 的讲话中表示， 新中国仍对侨生回国升学表示欢迎， 但 “更重要的还是鼓励华侨在国外办学，
使华侨学生在侨居地就能够受到适当的教育”， 以就近得到父母照顾且利于在当地的长期生存�I0。

１９５８ 年初， 中侨委和教育部联合发布 《归国华侨学生教育工作方针政策若干问题》， 标志着侨

生政策转折与调整定型。 首先， 限定回国升学侨生的类型， 明确超龄、 患病及文化基础差的侨生不

宜回国， 且回国侨生应由家庭资助而不可依赖国家。 接着， 在重申 “适当照顾” 的基础上， 更强调

对侨生与国内生 “一视同仁”。 这突出表现在对不守学校规矩的 “问题侨生” 及落榜侨生的处理方

面， 要求他们与国内普通学生一样接受处分、 留级或下农村参加农业生产。 最后， 要求补校 “整顿

巩固， 提高质量”， 主要负责接待新归国侨生并酌量收费， 清理老侨生并将他们按一般归侨处理。�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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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采石： 《关于归国华侨学生的升学和补习问题》， 《侨务报》 １９５６ 年第 ３ 期； 黄敦仁： 《武汉、 南京二市中等学校对归

侨学生进行教育的情况》， 《侨务报》 １９５７ 年第 ２ 期。
郝维谦、 龙正中主编： 《高等教育史》， 海南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 第 １１８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 （１９４９—１９８２）》， 第 １９２—１９３、 １９５ 页。
李均： 《中国高等教育政策史 （１９４９—２００９）》，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第 ６７ 页。
《提高社会主义觉悟， 正确对待升学问题》，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７ 年 ５ 月 ９ 日。
《教育部、 华侨事务委员会关于妥善安置初、 高中毕业考不上学校的华侨学生的通知》 （１９５７ 年 ５ 月 １８ 日）， 《中华人

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 （１９４９—１９７５）》， 第 ７５９ 页。
黄昆章： 《执着追求 默默耕耘》， ２０１１ 年印行， 第 １８—２０ 页。
《关于外省介绍侨生进集美补校应注意事项》 （１９５７ 年 ８ 月 ９ 日）， 福建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１４８ － ００３ － ２２１５ － ０００９。
《教育部、 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关于妥善安置初、 高中毕业生考不上学校的华侨学生的补充通知》 （１９５７ 年 １１ 月 １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藏， 档案号 Ｘ０６７ － ００２ － ００８５ － ００１４。
《侨务政策文集》，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５７ 年， 第 ７８ 页。
《归国华侨学生教育工作方针政策若干问题》 （１９５８ 年 １ 月 ２６ 日）， 广东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２３２ － ２ － １７７ － ２１ － ２３。



从 １９５７ 年政策转变伊始， 侨务部门就将宣传作为教育侨生的重要手段。 《侨务报》 紧紧围绕侨

生升学议题组织文章， 解释国内升学情况变化， 介绍侨务和教育部门针对落榜侨生的安置措施， 劝

导落榜生从事劳动生产。 侨务部门还在该报开辟专栏， 以设问形式解答侨生困惑和疑虑， 例如考不

上学校有哪些出路？ 考不上学校是否可以进华侨补校？ 是否可以申请出国？ 如何向国外同学谈今年

回国升学的情况？① 通过回答侨生所关心的升学及落榜问题， 明确党和国家对侨生回国及升学的态

度。 比较 《侨务报》 第 ８ 期至第 １０ 期关于落榜侨生工作问题的专题讨论， 可以发现其倾向性十分

明显。 在全部的 １８ 篇文章中， 有 １６ 篇都要求侨生端正劳动态度、 不搞特殊化、 服从祖国需要②。
在第 １２ 期中编辑室还给这一组讨论定调， 要求国内侨生摒弃 “特殊化” 思想， 国外侨生放弃对祖

国的美好 “想象”， 接纳和理解祖国的不完美③。 除此之外， 中侨委、 教育部和团中央要求学校对

侨生进行一次系统教育， 开展 “大争大辩” 和 “批评与自我批评”， 引导侨生在讨论中认可侨务政

策转变符合华侨自身利益和国家外交政策， 并在此基础上动员侨生向海外宣传， 说服同学、 亲友留

在当地升学④。

然而， 在实践层面上， 侨生下放农村遇到很大阻碍。 一方面， 海外华侨家长不理解， 他们以断

绝关系和断绝侨汇相威胁， 阻止侨生离开城市与学校； 另一方面， 长期生活在城市的侨生不愿意在

农村生活和落户， 不少侨生私自逃离农村、 要求继续升学， 甚至还出现部分侨生 “逃港” 现象。 因

此， １９５９ 年浙江和江苏两省陆续将下放侨生调回城市升学或安排城市工作。⑤ 在劝导海外侨生留当

地升学、 国内侨生下农村等措施之外， 侨务部门还采取一系列开源办法拓展侨生安置渠道。 在中等

教育方面， １９５７ 年 ８ 月国务院颁布 《华侨捐资兴办学校办法》， 动员华侨捐款增加班额， 优先录取

侨生， 或实行二部制教学 （分上、 下午班）、 增设技术补习班和高校补习班、 发展侨乡业余中学，
扩大接收落榜侨生⑥。 在高等教育方面， １９５８ 年 ９ 月恢复暨南大学， 为侨生和港澳生特设一年制预

科班⑦。 半年后暨大招生 １２００ 多人， 其中六成以上是侨生。 暨大也因此成为新中国第一所名副其实

的 “华侨大学”。⑧

有学者注意到， １９５７ 年之后， 官方侨务文件几乎不再提 “华侨是统一战线一部分”， 侨务工作

的重点已明显放在国内⑨。 １９５８ 年底， 为妥善解决华侨问题， 中国政府提出 “三好” 政策�I0。 相应

地， 处理东南亚与中国已建交国家的侨生回国升学问题， 也要求贯彻 “三好” 精神———自愿参加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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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下放农村劳动锻炼的归国华侨学生的处理问题的批复》 （１９５９ 年 ６ 月 １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编

印： 《归国华侨学生教育工作文件资料汇编》 （第七辑）， １９６０ 年印行， 第 １９—２１ 页； 《关于归国华侨学生安置就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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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ｊｏｕｒｎｅｒｓ： Ｒｅｔｕｒｎｅｄ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６２ （３）， ｐ． ３３４。
叶滋福： 《文昌县积极想办法解决侨属子女就学问题》， 王坚、 志华： 《今年福建省侨属子女的升学与就业问题》， 《侨
务报》 １９５７ 年第 ６ 期。
《在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７ 年 ６ 月 １ 日； 暨南大学校史编写组： 《暨南校史

（１９０６—１９９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 第 １１９—１２７ 页。
《归侨学生的高等教育问题》，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
代帆： 《侨务与外交： 对中国侨务政策的思考———以中印 （尼） 关系为例》， 《东南亚研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
“三好” 政策， 即华侨自愿加入侨居国国籍， 很好； 华侨自愿保留中国国籍， 同样好； 华侨愿意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
也好。 参见庄国土： 《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 第 ２６２ 页。



地国籍， 受当地国民教育， 这是好的； 保留中国国籍， 继续在华侨学校学习， 也是好的； 愿意回到

国内升学， 也是好的①。 从 “三好” 的次序来看， 此时新中国明显鼓励侨生留在当地升学。 与此同

时， 适用于国内侨生的 “一视同仁， 适当照顾” 原则也被重新解释。 “适当照顾” 主要指对侨生政

治思想上的关怀， 其次才是对学习和生活的适当安排， 不再强调侨生的特殊性或迁就落后的 “问题

侨生”②。 受 １９５７ 年国内升学率降低及侨生政策转变的影响， １９５８ 年回国侨生仅 １７００ 人， 成为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低谷。 即使在 １９５８ 年 “教育跃进” 的背景下， １９５９ 年回国侨生也仅有 ２８００ 人左

右。③ 本以为侨生回国升学的人数将逐渐减少以至归为沉寂， 但随之而来的东南亚特别是印尼排华

浪潮， 又促成新一波的侨生回国。 由此， 中国重启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欢迎侨生回国的政策。

五、 排华浪潮下的集中安置与优待：１９５９ 年至 １９６２ 年侨生政策的再次调整

１９５９ 年夏， 中国周边政治环境开始恶化。 印尼掀起反华、 排华浪潮， 波及面大、 持续时间长。
起初， 中国从民族民主运动的角度出发， 认为反排华斗争不仅是保护华侨利益的举措， 还是与帝国

主义斗争的体现。④ 但随着排华风潮愈演愈烈， １９６０ 年初， 中国最终决定从印尼撤侨。 从 ２ 月始，
一年内中国累计接侨 １３２ 个船次， 安置包括侨生在内的归 （难） 侨共计 ８２２１８ 人， 相当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归侨人数总和⑤。 排华期间， 印尼华校减少约 ７２％ ， 被迫失学的华侨学生达数十万⑥。 第二

波侨生回国潮由此形成。
１９６０ 年， 华侨补校接待和安置侨生约 １６０００ 人。 据 《南方日报》 估计， １９６１ 年前 １１ 个月， 有

近 １３０００ 名侨生在广东各港口登陆。 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侨生相比， 这批侨生多出生于比较贫苦的

工农或小商贩家庭， 女侨生数量明显增加 （占 ４４． ５％ ）。⑦ 中央认定排华是 “美帝国主义国际冷战

阴谋的一部分”， 强调争取侨生对外配合反排华斗争、 对内培养人才两方面的意义， 并重启欢迎与

争取侨生的政策⑧。
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分散安插入学不同， 新侨生的安置贯彻 “集中为主， 分散为辅” 的方针。 国

家扩大原有华侨补校的规模， 新建南宁和昆明华侨补校， 还在武汉、 厦门和海南岛创办华侨工农业

技术学校， 希望将侨生培养成华侨农 （林） 场的技术人员⑨。 １９６０ 年以前分散安置的侨生， 因分送

或升学后的人数逐渐减少， 侨务和教育部门也开始逐步将其调整为集中安置�I0。 １９６１ 年至 １９６２ 年，
恰逢 “教育跃进” 后的调整， 高招人数从 １９６０ 年的 ３２． ３ 万人削减至 １６． ９ 万人， １９６２ 年进一步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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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关于华侨学生回国升学若干政策和审批条件问题的通知》 （１９５９ 年 ２ 月 ２８ 日）， 中华

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编印： 《归国华侨学生教育工作文件资料汇编》 （第 ６ 辑）， １９５９ 年印行， 第 ９ 页。
《关于转发 “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 教育部抄转 １９５８ 年全国侨务工作会议 ‘关于华侨学生工作的几点意见’” 的通知》
（１９５９ 年 ３ 月 １１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藏， 档案号 Ｘ０６７ － ００２ － ０３３８ － ００１５。
《中侨委二司张帆司长报告》 （１９６４ 年 ４ 月 ２０ 日）， 江苏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４０１１ － ００２ － ００５１。
《中侨委方主任在本市侨生干部会上的讲话》 （１９５９ 年 １２ 月 ２ 日）， 江苏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４０１１ － ００３ － ００１９。
《方方副主任在国营华侨农场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１９６１ 年 ２ 月）， 湖北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ＳＺ０１９ － ００２ － ０２４８ － ０００２；
《去年归国华侨生产学习各得其所》， 《人民日报》 １９６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华侨教育遭受凶恶摧残 数十万华侨学生被迫失学》， 《人民日报》 １９６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
《方方副主任在国营华侨农场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１９６１ 年 ２ 月）， 湖北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ＳＺ０１９ － ００２ － ０２４８ － ０００２；
Ｇｏｄｌｅｙ，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 ，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 Ｃｏｐｐｅｌ． （１９９０） ． “Ｔｈｅ Ｐｉｅｄ Ｐｉｐ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ｉｇａ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ｗｅｎｔ ｔｏ Ｍａｏ’ ｓ Ｃｈｉｎａ” ． ｐ． １８２。
《关于大学学生团干部思想作风问题的调查、 对归国华侨学生工作的意见》 （１９６０ 年 ２ 月 ２４ 日至 １９６０ 年 １２ 月）， 北京

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１００ － ００１ － ００７０９。
《国务院批转华侨事务委员会、 教育部 〈关于建立各类华侨学校加强归国华侨学生教育工作的意见〉 的通知》 （１９６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 （１９４９—１９７５）》， 第 １００１—１００２ 页。
《关于目前国际形势问题与反排华斗争问题》 （１９６０ 年 ７ 月 ３ 日）， 江苏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４０１１ － ００３ － ００２６； 《关于

中小学华侨学生工作的情况和意见》 （１９６１ 年 ５ 月 ４ 日）， 北京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１５３ － ００１ － ００６４０。



至 １０． ７ 万人①。 与此同时， 为提高新生质量， 教育部取消对部分学生的高考照顾， 这增加了新侨生

的升学难度。 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自主自愿回国的侨生相比， 排华浪潮下回国的侨生缺乏思想准备，
且学习基础薄弱。 新建补校缺乏师资， 教学资源也较差。 多种因素叠加， 导致新侨生落榜问题严

重。 以南宁补校为例， １９６１ 年和 １９６２ 年参加高考的侨生分别为 ３５７ 名和 ２７８ 名， 经学校争取并降

低录取标准后， 仅有 １３９ 名和 １０３ 名侨生被录取②。 这不到 ４０％ 的录取率， 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一度

高达 ８０％至 ９０％的侨生录取率， 形成鲜明对比。
考虑到侨生升学问题的敏感性， 中侨委要求对侨生升学仍在内部采取 “同等成绩， 优先录取”

的政策， 并在部分地区降低录取标准或按比例分配侨生进入重点大学③。 侨务部门一方面帮助侨生

向教育部门和报考院校说明其海外关系情况， 以通过政治审查； 另一方面对落榜侨生采取 “包下

来” 的办法， 以示对新侨生的优待。 鉴于国内物资供应紧张及升学压力大， 侨务部门希望驻外使领

馆、 华侨社团及华侨回国观光团， 在了解国内真实情况后， 能够劝导海外侨生 “慢些回来”， 并放

宽侨生出国限制④。 １９６０ 年 ９ 月， 国家在侨乡泉州创办华侨大学， 以缓解迫在眉睫的侨生升学压

力。 根据中侨委的规划， 在华侨大学 ４０００ 名学生中， 侨生要占 ６０％ 至 ８０％ 。 虽然侨生回国潮是华

侨大学成立的直接原因， 但国家也希望发挥侨生优势， 将他们培养成热带作物培育、 东南亚国家语

言翻译、 侨务工作和侨校教学等方面的人才。⑤ １９６１ 年国家要求华侨大学全部招收侨生， 暨南大学

主要招收侨生及厦门大学多收侨生， 以解决侨生的升学问题⑥。
１９６０ 年底， 印尼排华活动基本停止。 随着 １９６１ 年 ３ 月中国外交部部长陈毅访问印尼， 以及６ 月

印尼总统苏加诺回访中国并达成有关华侨国籍问题的协议， 华侨问题的政治旋涡终于平息。 １９６２ 年

侨生回国潮基本结束⑦。 几乎与此同时， 美国为缓和与东南亚国家关系， 开始减少对侨生问题的介

入， 将美中关系中的华人问题放回到东南亚国家内部事务中⑧。 台湾当局在美援停止后， 一面筹措

经费， 一面减少对侨生的旅费、 生活费及学杂费补贴， 但仍延续争取侨生的政策。 １９６２ 年赴台侨生

人数首次超过大陆， 并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保持这一势头⑨。
随着侨生回国人数减少， 华侨补校的性质与任务也发生了根本改变。 因海外华文教育受限， 尤

其是华侨中学办学困难、 侨生减少的现实， 中侨委调整 ７ 所华侨补校的任务分工： 北京、 广州和集

美 ３ 所老补校主办先修班和高中补习班， 昆明、 南宁、 汕头和武汉新补校则主办初中补习班。 同

时， 华侨补校积极向普通学校转变， 贯彻职业教育方针， 以为国营华侨农 （林） 场培养劳动后备力

量。�I0 作为桥梁的补校普通化， 补习教育转变成升学教育和职业教育， 意味着中国针对侨生的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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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维谦、 龙正中主编： 《高等教育史》， 第 ６１３ 页； 李均： 《中国高等教育政策史 （１９４９—２００９）》， 第 １０１—１０４ 页。
《南宁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 １９６１ 年秋季参加全国高考总结汇报》 （１９６１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

藏， 档案号 Ｘ０４２ － ００１ － ０１２１ － ００２７ － ００３１； 《南宁归国华侨学生中等补习学校关于 １９６２ 年参加全国高考总结的报告》
（１９６２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藏， 档案号 Ｘ０６７ － ００３ － ０１５９ － ００２４。
《中侨委一九六一年归侨学生教育工作总结》 （１９６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 江苏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４０１１ － ００３ － ００４３。
《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办公厅关于送方方副主任在中侨委侨务汇报会议 （党内） 的讲话及方方副主任在中侨委侨务汇报

会议 （党内） 的总结的函》 （１９６１ 年 ９ 月 ４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Ｂ２０ － １ － ３２ － １７。
《华侨大学预科招生工作意见》 （１９６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福建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１４８ － ００３ － ２４８９ － ００９４。
当代中国研究所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 １９６１ 年卷》， 当代中国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第 ５０２ 页。
通过 １９６０ 年至 １９６５ 年福建省安置归侨数量变化， 可判断归侨及侨生安置在 １９６２ 年基本结束。 相关数据参见上官小红：
《建国后归国侨生安置工作探析》， 《东南亚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翟韬： 《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宣传政策的演变 （１９４９—１９６４）》， 《美国研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 Ｏｙｅｎ， Ｍｅｒｅｄｉｔｈ． （２０１０）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 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 ｉｎ Ｚｈｅｎｇ Ｙａｎｇｗｅｎ ｅｔ ａｌ． （ ｅｄｓ． ），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ｉｎ Ａｓｉａ： Ｔｈｅ Ｂａｔｔｌｅ ｆｏｒ
Ｈｅ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ｄｓ． Ｌｅｉｄｅｎ ａｎｄ Ｂｏｓｔｏｎ： Ｂｒｉｌｌ， ｐｐ． ９２ － ９３．
赵既昌： 《美援的运用》， 联经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 第 １９９—２００ 页。
《侨生教育工作会议总结报告》 （１９６４ 年 ５ 月 ７ 日）， 江苏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４０１１ － ００２ － ００５１。



照顾和教育政策退潮①。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至 ６０ 年代初， 中国的侨生政策经历三个阶段变化。 考察这一时期侨生政策的变

动， 需要从 ２０ 世纪整体视野出发。 在冷战的背景下， 海峡两岸侨生政策呈现竞争性、 复杂性特征，
从而客观上造成了 ２０ 世纪最大的侨生回国潮。 新中国从实际出发， 根据国内形势及国际环境变化

灵活调整侨生政策， 较好地实现了华侨诉求与国家利益的统一。 数万名回到祖国升学的侨生不仅为

国家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还加深了华侨社会对新中国的了解， 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推进中国

的对外开放、 扩大中国与世界在更多领域的交流打下很好的基础。

（本文作者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王婧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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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中国经济史三个问题的思考 （武　 力）
当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进展与前瞻 （赵学军）
国企发展史研究三题 （龙登高）
“公私合营” 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张忠民）
中国式医药卫生现代化的道路探索与实践经验

　 （姚　 力）
新中国城市蔬菜供应体系变迁的历史考察

（１９４９—１９６５ 年） （陈礼军）
新中国外交话语的历史生成与现实启示

　 ———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万隆会议

（谢迪斌　 孙潇潇）
中缅边界谈判与美国的干预及失败 （１９５０—

　 １９６１ 年）
　 ———基于中、 缅、 美、 英四方档案的历史考察

（李聪慧）
海外学界对新时代中国叙事的研究及其启示

（李庆云　 陈峻杰）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民国防教育探微

　 ———以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广东为中心

（周　 云　 孟鑫珂）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 年北京郊区公粮征收问题研究

　 （史会景）
小三线建设中厂办集体企业研究

　 ———以安徽为考察对象 （张　 胜）

·６３１· 中共党史研究

① 需要说明的是， １９６５ 年印尼又发生排华事件并导致新一轮侨生回国潮。 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不同的是， 这一时期回国的

侨生不少与其他家庭成员一起被安置在华侨农 （林） 场， 并非单独安置进补校或普通学校， 这批回国侨生更偏向归

（难） 侨的性质， 而非本文所定义的侨生， 故暂不作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