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归侨侨眷发展问题>>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西南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归侨侨眷发展问题研究/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研究系
列>>

13位ISBN编号：9787509743928

10位ISBN编号：7509743923

出版时间：2013-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归侨侨眷发展问题>>

内容概要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归侨侨眷发展问题研究》的内容摘要如下：
    在广西、云南等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除了居住有各种各样的少数民族人口，还居住着一个特殊
群体：归侨，也叫“归难侨”，或叫“难民”。
他们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政治风波影响而被
迫回到中国并被政府安置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

    1949年以后，东南亚国家先后发生了三次较大的“排华”浪潮，并相应导致了三次华侨归国高潮：
第一次是1949～1954年间的“排华”，其中以马来西亚“排华”为主，共有约2万名华侨被驱逐出境。
当时，回到中国的归侨大部分由中国政府本着“以分散安置为主，集中安置为辅”的方针安置到原籍(
主要是农村)。
第二次是1960年前后，印度尼西亚发生“排华”事件，仅1960年就有约8万名华侨被驱赶回到中国。
当时，回到中国的归难侨大部分由中国政府本着“以集中安置为主，分散安置为辅”的方针安置在兴
建的41个华侨农林场和3个华侨工厂。
第三次是1978—1979年的越南“排华”事件，导致200多万名华侨离开越南，其中有超过28万名归难侨
回到中国。
当时，回到中国的归难侨大部分由中国政府集中安置在广西、云南等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归侨安置场(
另有一部分被集中安置在广东等其他省份)。

    当前，广西有归侨侨眷共约138万人，其中归侨约18万人。
在18万名归侨中，约有13万名集中居住在22个华侨系统的农林场、10个林业系统的林场和13个农垦系
统的农林场，另外约5万名则分散居住在全区各地的农村原籍(包括比较集中的广西北海市侨港镇和防
城港市企沙镇华侨渔村等)。
云南省共有归侨侨眷50多万人，其中归侨约8万多人，主要集中居住在13个华侨农林场。

    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近200万名的归侨侨眷群体中，约有110万名青年归侨侨眷。
他们正处于接受教育、就业和创业的关键时期，这个群体的发展对他们自身非常重要，对当地的社会
发展也很关键。

    为了帮助这个特殊的归侨侨眷群体发展，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侨务政策，包括一些特殊的帮扶
政策，如华侨农林场的两次重大改革，并于1990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以上政策在一定时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不过，随着时势的变迁，中国的侨务政策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归侨侨眷的发展面临新的难题。
与此同时，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归侨侨眷的发展也具有明显的时代优势。
在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国际背景下，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具有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桥头堡的区
位优势，还有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两廊一圈”与“一轴两翼”等区位优
势，并有西部大开发等政策优势。

    当前，西南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归侨侨眷的发展面临一定的挑战：一是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总体上还比
较落后，归侨安置场发展面临困境；二是华侨农林场体制改革进程相对落后；三是归侨安置场基础设
施落后；四是归侨侨眷群体贫困问题较为严重；四是归侨安置场普遍处于“文化孤岛”；五是他们的
社会关系网络非常有限。

    同时，西南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归侨侨眷的发展也具备一定的优势：一是具有“跨文化”优势，二是
具有语言优势，三是具有跨国亲缘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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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归侨侨眷要发展，需要紧密切合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区位、政策优势，发挥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归侨侨眷群体自身的优势，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

    在教育方面，西南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归侨侨眷面临一些问题：基础教育方面，主要是设施落后；职
业教育方面，主要是家庭贫困，并缺乏针对性；高等教育方面，主要是由于找不到工作，“读书无用
论”尤其严重；家庭教育方面，由于父母文化低，甚至不认识中国汉字，难以承担家庭教育辅导的功
能。
要发展西南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归侨侨眷的教育，需要首先保障归侨安置场子弟享受公平的基础教育，
完善归侨子女的教育扶持体系。
其次，宜探索设立面向归侨侨眷群体的出国留学资助项目，包括设立政府公派出国学外语基金，设立
政府公派留学东南亚基金，深入推进跨国联合培养模式，简化出入境求学的程序。
再次，宜探索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建立华侨大学。

    在就业、创业方面，西南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归侨侨眷面临一些问题：归侨安置场就业体制变迁和“
人情社会”特点导致西南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归侨侨眷的就业陷入困境。
要帮助西南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归侨侨眷就业，在华侨农林场内部就业渠道方面，宜确立“归侨侨眷优
先”原则；归侨安置场土地承包经营方面，宜确立“场内优先”原则；大力发展归侨安置场的第二、
三产业，以促进就业；拓展跨国就业渠道；探索实施“探亲访友”工程，促进他们利用跨国亲缘开拓
跨国就业。

    在社会保障方面，西南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归侨侨眷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他们的社会保障权利游离在
城市和农村之外，既不能享受目前已初具规模的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又不能纳入越来越健全的农村
社会保障体系。
特别是住房保障问题更为突出。
要帮助西南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归侨侨眷的社会保障问题，首先需要树立公平的社会保障权利意识，完
善归侨安置场社会保障的体系管理，实行归侨安置场社会保障的属地化管理，并在养老保险、医疗保
险、住房保障等方面采取相应的完善措施。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归侨侨眷群体要发展，除了教育、就业和创业、社会保障等三个主要方面，
还需要在其他方面采取一定的措施，包括归侨安置场“体制融入地方”和“管理融入社会”，加强归
侨安置场的土地确权和权利保护，加强社会捐赠，采取必要的归侨原居住国财产保护的外交行动。

    另外，为了帮助西南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归侨侨眷群体发展，有必要结合优势，探索归侨安置场的经
济发展路径，确立品牌发展战略。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归侨安置场有其自身发展优势，包括跨国文化、跨国亲缘、土地资源、自然资源和
区位后发优势。
归侨安置场经济发展品牌战略，需要有一定的政策支持，恰当选择承包经营和规模经营的分工，大力
发展归侨安置场第二、三产业，引进人才。
另外，要在“侨”文化与生态旅游产业发展方面探索品牌经营路径。

    要更好地促进西南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归侨侨眷群体的教育水平，还需要从整体上探索西南边疆民族
地区的教育发展，其中，教育区域国际化发展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
为此，需要确立教育优先发展的理念，改革教育体制，加强与东盟国家的教育合作，实行教育免签证
制度，全面实施政府公派出国留学东南亚项目。
另外，针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归侨侨眷群体的语言优势，需要改革当前的外语必修制度，促进西
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外语教育品牌战略，并实行“国家公派出国学外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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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归侨侨眷发展问题研究》由李雪岩、龙四古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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