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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网络与跨界发展
———当代香港福建籍政商企业家的人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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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国经济动力的推动下，华人商业不断拓展全球与区域的生产网络，带有重要的跨国特征。从系统
论和过程观的视角，以中国人海外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当代香港福建华人跨界创业与族群网络构建的内外部原因
与发展动力，可以发现，香港福建华人企业家的跨界移民经验与他们的成长创业密切相关。福建华人企业家凭借在
族群网络与社团组织中建立的领导地位，进行跨界创业，参与当代香港的政治经济转型。通过强化自身的族群网络
福建华人企业家发展了跨界政治经济参与能力，提升了在中港两地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当香港回归中国，成为
中国的一个国际城市之时，福建华人企业家带有族群色彩的资本与商业网络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福建华人企
业家与东南亚华人族群资本的天然联系以及同中国政府的沟通能力，提升了他们在香港商界社会的影响力。他们
利用地缘认同、华商群体与社团组织等具有鲜明族群色彩的网络关系，在中国与香港的政治经济变迁中，成功地构
建了跨越族群界限的政商关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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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国主义理论视野下，华人移民的经济理性

与文化理性在移民发展过程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

位。对于华人跨国移民而言，要从移民发展与跨国

劳动力人口流动的角度，来重新看待他们建立在故

乡、文化、家庭、道德与血缘之上的族群网络。跨国

主义理论有关移民研究最大的贡献在于，将移民流

动和移民发展、移民居住国与移民来源地的政治经

济互动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考察。从系统论和过程

观的视角，才能够以中国人海外发展的眼光，重新审

视华人跨界创业与族群网络构建的内外部原因与发

展动力。本文关注在海外华人商业资本、移民网络

与中国国家和地方发展互动的过程中，香港福建华

人企业家的族群网络是如何通过政商互动，嵌入到

中国情景当中，并突破其局限性，实现跨界发展。
一、族群网络与华人企业家的跨界适应性发展

Mckeown Adam 认为，近代以来的华人跨国移

民发展，深受侨乡所在地与移民定居地之间跨国政

治经济、文化互动的影响［1］。Ong Aihwa 认为，在亚

太发展的场景之下，要关注跨国移民行动的文化逻

辑与政治经济过程之间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如何

影响了移民的家庭生活与身份认同［2］。“可适应的

身份”理论［3］关注移民族群在不同国家疆界之间发

展时对于族群身份与国籍身份的选择，是其经济理

性与适应性生存策略的一部分。在跨国移民发展的

理论背景之下，华人跨国主义的人类学民族志展现

了中国人海外发展的经济理性、组织基础与文化纽

带。徐元音书写广东台山籍移民在美国与华南之间

跨国发展的民族志［4］，关注了华人移民利用在美国

积累的财富与专业知识，通过修建铁路推动广东地

方现代化的努力。当代福建人在欧洲的海外发展过

程中，华人社团在社区发展与跨国网络的形成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5］。柯群英描述新加坡柯姓宗族在

福建安溪重建侨乡联系的民族志［6］，表明族群文化

与族群认同是跨国华人网络形成的重要纽带。
Portes 等人的论文［7］提出，要从移民经济适应

的视角，来看待跨国企业家的社会网络与跨国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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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Portes and Alex 的社会学著作［8］表现了大量

古巴跨国移民的涌入和定居，使处在社会主义古巴

与资本主义美国之间的迈阿密城，发生了经济和社

会的双重变迁。在这部作品中，古巴籍的华人移民

企业家利用族群联系与跨国网络，不仅使其企业成

功地融入到迈阿密的城市经济当中，而且通过政治

参与和游说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身族群在美

国的政治地位。同样，韩起澜( Hong Emily) 描写苏

北人在上海的民族志［9］中，族群网络对于在上海备

受歧视的苏北移民的生存发展，有相当重要的帮助。
族群网络不但帮助外来的苏北移民能够在上海立足

谋生，也使得他们中的精英分子能够在某一行业中

拥有领导地位。族群认同与族群网络构建的背后，

隐藏着群体经济利益与政治诉求。地缘性组织与行

业性组织是族群网络构建与发展的基础。在对上海

华人 社 会 社 团 组 织 的 研 究 中，顾 德 曼 ( Goodman
Bryna) 认为，故乡、国家、民族主义与华人移民的地

缘性网络和族群身份认同密切相关。当族群组织与

社团组织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与发展时，移民的

行动策略与所表达的公共诉求，对于社会变迁有显

著的影响作用。移民企业家精英往往凭借族群社团

领导人的地位，来构建他们企业与个人的政商网络

与跨族群关系［10］。
面对社会变迁与国家地方社会互动，华人企业

家必须采取跨族群合作的开放态度。在遭遇华人网

络关系之时，无论是西方与日本的大企业，还是中国

的民族资本家，都必须以理性与现实的态度，采用跨

界合作与适应性策略。高家龙( Corchran Sherman)

对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研究也表明了在华人企业

家创业过程中，超越族群网络局限的跨界发展是充

满痛苦但又必须进行的理性选择。华人族群网络内

部具有排他主义的特点，但面对商业环境与政治环

境的考验时，又必须作出现实主义的抉择［11］。在现

代中国与东南亚互动的商业史中，华人企业家并不

是单纯的“文化中介人”，而是具有主动性和创造

性，游走于政商之间，跨越国家疆界的商业消费文化

创造者。东南亚民族国家背景之下，华人企业家作

为少数族群企业家不得不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通

过与当地精英的联盟合作，来实现适应性生存。他

们的跨族群合作网络嵌入到当地的政治经济情景当

中，并随着当代东南亚的政治经发展而发生改变。
高家龙( Corchran Sherman) 聚焦中国与东南亚医药

市场上的华人企业家，展现了他们如何创造新的消

费文化，并使其延伸到地方、国家与跨国层面［12］。

现代东南亚华人大亨胡文虎的万金油帝国与星岛报

业的崛起，不仅借助了客家人的族群网络，也借助了

现代传媒手段与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参与。在跨国

商业实践中，族群网络与跨界联盟对于华人企业家

的成长与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在整个 20 世纪，在

中国之外的华商为了商业目的，开始逐步适应西方

公司结构，并在此基础之上，通过组织创新来发展和

保持个人网络，从而不断地积聚财富。“他们从英

国或者其他欧洲殖民者那里学到了公司机构的组织

方式。殖民者的法律促使他们很早地适应到亚洲二

战后的企业组织形式与开放的经济体制当中。华人

企业家快速地将建立起的个人网络拓展到他们各自

的控股公司当中，从而形成了具有东亚特色的华人

大企业关系网。”［13］

在中国经济动力的驱使之下，华人商业不断拓

展全球与区域的生产网络，并且带有重要的跨国特

征。跨国移民企业家带来的资本与人才的双向流动

与互动发展，有时会超越侨乡地方的局限，对国家层

面的产业升级与技术提升产生影响［14］。华人族群

文化的一致性与均衡性进一步强化了华商在大中华

地区商业网络的优势地位［15］。在国家与市场之间，

考察华人的族群关系与商业网络的发展趋势，要从

历史 渊 源、空 间 发 展、制 度 建 设 与 发 展 局 限 性 入

手［16］。对于中国人海外发展这个宏大主题，要从东

亚地区经济贸易发展、跨国华商网络形成、中国沿海

经济社会变迁与国家政策影响等方面入手，进行综

合性的研究考察［17］。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协作与

跨国企业商业网络的活动密切相关。华人企业家的

族群网络，在促进中国与东南亚之间跨境投资方面

起着积极的作用。建立在族群网络之上的华人跨国

商业网络，在亚太经济整合当中，以非正式的机制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18］。Dahles Heldi 的研究表明，新

加坡华人企业家通过构建以文化和故乡联系为纽带

的族群网络，为企业在中国的商业项目拓展，提供了

跨越政治体制差异的发展空间［19］。戈德利·迈克

尔( Godley，Michael Ｒ． ) 关于南洋华侨企业家参与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著作，其学术价值常常被忽略。
这部作品不仅表明了满清政府在自强运动时期对于

海外华人企业家经济资本与专业知识的需要，也表

明以张弼士为代表的华人企业家主动参与中国现代

化进程的努力。这不仅是海外华人资本在东亚地区

崛起的案例，更是东南亚华人企业家利用南洋资本

打通 政 商 网 络，在 近 现 代 中 国 回 流 发 展 的 典 型

案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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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香港的后殖民转型与当代福建华人政商精

英的崛起

香港自开埠以来就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商

贸优势成为一个亚洲网络社会。作为中国沿海华人

的第二故乡，香港一直是中国与东南亚之间华商网

络的 核 心 环 节。在 英 国 殖 民 政 府 积 极 不 干 预

( 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 政策影响下，香港形

成了多元文化社会与崇尚创业的商业文化环境，孕

育和发展了发达的商业网络和具有政商企业家特点

的华人精英。薛凤璇与黄绍伦的研究，首次注意到

了香港工业化进程中福建籍中小型企业家的创业发

展历程［21］。福建族群是继广东族群之外香港本地

最大的族群团体。香港福建社团是福建籍移民保持

与中国和东南亚故乡文化与商业联系、情感诉求及

文化认同的重要志愿性团体［22］。近 30 年来，香港

福建社团也经历了由旅居者同乡会到香港本地主流

社团的演变历程。20 世纪 80 年代初，香港的华人

族群在香港、中国大陆与东南亚之间，开始了重建商

业资本与文化网络的过程［23］。在中国内地与香港

之间，这批华人跨界移民企业家整合资源谋求发

展［24］。香港福建籍政商企业家的成长与香港回归

前后的政治经济发展密切相关。香港前中央政策组

主任顾汝德( Goodstadt Leo) 指出，在准备对香港恢

复行使主权期间，中国政府决定培养与扶植在后殖

民政治中能够发挥作用的个人与团体［25］。在香港

与中国内地的政治经济融合过程中，当代香港福建

籍政商企业家的族群网络、社团地位与影响力，日益

得到了强化和发展。在 1997 年后的香港后殖民转

型期间，这批支持中国发展、拥护香港回归的华人企

业家，成为新一代的香港政商精英［26］。
三、一国两制背景下的香港福建华人企业家的

跨界创业与政商发展

1. 跨界移民经验与香港福建华人企业家的成
长。本文中所考察的当代香港福建籍政商企业家，

直接继承了他们父辈在东南亚的移民经验与商业冒

险精神。他们都是 20 世纪 30 年代末至 40 年代出

生在福建泉州侨乡的华侨子弟。他们的童年教育深

受福建地方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70 年代菲律宾

排华运动阻断了他们与父辈团聚的东南亚移民之

路。他们大多和母亲一起滞留在香港的福建人社

区，成为香港社会的外来新移民。中文教育的背景

使他们一方面保持了与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和政治

联系; 另一方面，被排除在英国殖民地香港的主流社

会之外。边缘化的社会地位、受歧视的族群身份与

政治背景阻断了他们进入香港大学和成为政府公务

员的道路。华人家庭的商业背景与跨国族群网络为

他们在 70 年代的创业提供了资本来源和市场机遇。
他们在香港的成长，同时受到了华人关系网络的影

响与西方跨国企业科层体制的严格训练。他们凭借

来自家族和东南亚的族群资本支持，成为香港工业

化过程中的中小型企业家。往来于香港和亚太市场

之间，他们很快开拓了海外市场，融入了跨国制造业

产业链。随着 80 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的启动与香

港回归的日益临近，这批香港福建籍工业家开始重

建与中国的商业与政治联系。

图 1 跨界经验与香港福福建华人企业家的成长

2. 福建华人企业家的族群资本与回国创业。
改革开放后，香港福建籍华商回国创业的资本主要

有三个来源。第一，来源于他们在香港、东南亚和亚

太其他地区项目投资的收益。第二，来自香港与东

南亚的福建华商族群网络资本。第三，来源于香港

与内地的资本市场。在开始阶段，香港福建籍华商

在珠三角地区与福建省对接全球制造产业链，参与

地方经济开发。在纺织业、服装业与玩具制造业，他

们凭借中国制造的优势，与国际品牌建立代工关系，

拓展了国际市场。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他们凭

借政府政策支持与华人资本优势，在福建侨乡进行

工业园区的开发与建设。同时，他们将资本积累投

入到中国内地的房地产开发当中。在工业地产领域

积累的专业经验与政府资源，使他们在住宅地产与

商业地产的发展当中占有先机。香江国际集团的杨

孙西将香港中环的开发理念引入到北京的中央商务

区，发展了以财富中心为代表的商业地产项目。许

荣茂以世贸广场与滨江花园模式，在上海及长三角

地区发展高端商业地产与住宅产品。黄如论专注于

世纪金源大型住宅项目开发，创立了从北京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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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二三线城市的造城开发模式。香港福建籍政商

企业家在中国内地房地产开发领域的跨界发展，一

方面得益于他们族群网络与族群资本的支持; 另一

方面，也借助于他们整合政商资源，利用中港两地的

资本与跨界沟通的能力。

图 2 福建华人企业家的族群资本与回国创业

3. 一国两制背景下香港福建籍企业家的政商
发展路径。新一代福建华人政商企业家的成长，与

其在一国两制背景下的族群网络发展和跨界实践密

切相关。对于香港福建籍政商企业家的人类学考

察，要将其嵌入到香港与中国大陆近 30 年的政治经

济转型与社会变迁当中。改革开放、香港回归、一国

两制，构成了中港两地政治经济变迁的主线。中国

自上而下的市场经济发展，推动了地方政府针对海

外华人招商引资的热潮。香港福建籍华人企业家同

时具有海外华侨与港商的双重身份，他们与东南亚

的华人资本有着密切的族群联系，因而成为地方政

府招商引资优先支持和争取的对象。在香港回归前

后中英双方的政治经济角力过程中，中国政府针对

香港商界实行了强有力的统一战线政策。在中国大

陆的不断投资，使他们家族的商业利益与中国的发

展息息相关。香港福建华商成为一国两制的忠实拥

护者。香港回归前后中国国家力量的介入，推动了

福建传统族群社团的进一步整合。1997 年香港回

归之后，随着香港后殖民政治的发展，福建族群社团

作为主流建制派的影响力得到进一步凸显。福建籍

政商企业家立足强化自身的族群网络，发展了跨界

政治经济参与能力，提升了自身的社会地位与政治

地位。这种超越族群网络局限的跨界政商拓展，使

他们的企业从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沿海侨乡地区，发

展到北京、上海这样的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区域，进而

深入到中国内地。在这种跨界发展的过程当中，香

港福建籍政商企业家的族群网络成功地嵌入到中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当中。

4. 香港福建籍政商企业家的跨界创业与创新
发展。中国经济的崛起带来了两大市场契机: 一是

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 二是中国内地房地产市

场迅猛发展。植根于香港制造业，熟悉国际制造业

产业链的香港福建籍企业家，较早地布局中国大陆，

建立国际代工生产体系。香港福建籍政商企业家在

内地创办的工业企业，发展出了先进的供应链管理

模式。凭借爱国港商与侨商的双重身份与政府资

源，香港福建籍政商企业家将工业与商贸的利润投

入到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当中。经过

近 20 年的发展，他们成为中国领先的福建籍房地产

财团。他们的跨界发展突破了福建侨乡地域的局

限，进入到北京上海，成为主流的房地产开发商。他

们将房地产开发领域成熟的香港经验与专业知识，

应用到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开发领域。从社区改造到

都市整体开发重建，从高端住宅、写字楼到购物中

心，他们的房地产开发模式成功地植入到当代中国

的都市化进程之中。在中国内地的商业项目开发过

程中，香港福建籍政商企业家表现出高度的政策敏

感度与对市场机遇的把控能力。他们非常善于利用

海外华人族群的商业力量与影响力，与地方政府就

项目发展取得共识。在跨界发展过程中，这些政商

企业家对国家政策与项目开发有很好的对接能力。
他们对当地环境与国际经验有较强的知识嫁接能

力。香港福建籍政商企业家，在强烈的企业家精神

驱动下，表现出很强的地方适应性。他们以内部信

任为纽带，通过族群网络进行联合投资，抱团发展，

敢于冒险，注重政商结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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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香港福建籍企业家的政商发展路径

图 4 香港福建籍政商企业的跨界发展与创新

四、研究结论与思考

回到本文所要探索的理论核心问题，香港福建

籍政商企业家的族群网络与其跨界发展之间的关

系。本文主要讨论了他们如何从香港这样一个国际

大都市的外来移民，逐步克服边缘化的身份障碍，通

过创业来实现向上的社会阶层流动。族群网络构建

的过程包括了族群利益、族群文化、宗教等与国家权

力的复杂博弈过程。族群网络所链接的不仅仅是文

化认同和宗教认同上的无数个体，而且是结合了整

个群体更大层面上的经济与政治发展的需求。跨界

活动对于移民企业家而言，同时具有经济和政治的

双重作用，促使他们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与市场体系

之间，取得企业经营上的成功。对于有族群背景的

华人企业家而言，在创业阶段家族联系与同乡网络

是他们获取创业资本的主要来源。面对不稳定的商

业环境与激烈的同行竞争，家族的血缘关系、同乡的

商业信任与族群网络的资本，帮助华人企业家渡过

难关，并得以生存与发展。但这种族群网络内部的

信任关系，在商业上也并非完美的设计。在华人企

业成长壮大的过程当中，往往需要建立跨族群的商

业联系，并与跨国企业合作。趋向保守的族群网络

与家族关系，有时会与华人企业家在创业过程当中

的跨界发展努力形成冲突。当香港回归中国，成为

一个中国的国际城市之时，香港带有华人族群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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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本与商业网络，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27］。他

们利用地缘认同、家族网络与社团组织等具有鲜明

族群色彩的网络关系，在中国与香港的政治经济变

迁中，成功地构建了跨越族群界限的政商关系网。
在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工厂之时，中国的国家角色与

华人企业家作为跨国商业网络行动者之间的互动，

变得更加复杂［28］。在中国制造与华人制造之间，华

人商业的全球身份认同也发生了改变。这种变化源

于中国国家发展与华人商业拓展在全球产业链中的

互动。当代香港福建籍政商企业家在中国经济发展

与国内市场需求中，找到了合适的商业项目发展平

衡点。凭借在族群网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华人企业

政商关系网，他们把成功的香港经验嫁接到中国地

方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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