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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著者带着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与侨乡经济活力有何关系的问题意识，以福建晋江、广东台
山、浙江温州等著名侨乡发生的社会经济变化与侨汇的关系为主轴，考察了改革开放时代侨乡的资金
、人口的动态变化，论述了改革开放后的侨汇数量变化与政策演变、新移民的关系，侨乡经济发展与
侨汇的内在关系等诸多重要问题；将侨汇研究置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变化和国际金融形势的大框架
内，论述侨汇动态性变化及其“内”、“外”原因；书中具体论及的“农转非”、“以物代汇”、“
以钞代汇”、“民间信贷”等等，在同类研究中尚属少见。该书日文版出版后，有论者以为是“日本
第一部真正研究侨汇的著作”。中译本译前经作者修订，并增加“终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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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本书著者山岸猛教授1944年生于日本群马县，1973年于拓殖大学研究生院国际经济研究科修完硕士课
程后，进入德山大学经济学部执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随后任八千代国际大学政治经
济学部教授以及秀明大学综合经济学部教授。在此期间，曾任日本现代中国学会干事、中国辽宁大学
专家、日本一桥大学客座研究员，现为日本现代中国学会会员、亚洲政经学会会员、日本华侨华人学
会常任理事等。
山岸猛教授一直从事现代中国经济的研究和教学，尤其是侨汇研究几乎成了他半生的研究课题。山岸
教授严于治学，勤于笔耕，迄今已出版和发表许多著述，例如《中国手工业变革过程的诸问题——主
要对大跃进时期前后的考察》、《关于中国农业机械化运动的一个考察》、《中国的物资管理体系改
革与非中央统制物资》、《现代中国计划经济》、《侨汇与侨乡的经济变化》等。
译者刘晓民教授曾在日本的大学经历过长期的研究生活，日语水平很高，已在日本出版了几部辞典。
刘晓民教授所在的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是中国研究华侨华人的代表性研究机构。该研究院发行有两本
学术刊物——《南洋问题研究》（季刊）和《南洋资料译丛》（季刊）。刘晓民教授也是两刊的编辑
，对华侨华人研究当然有很深的理解。山岸猛在中译本序言中说：“难得由精通日语、对华侨华人研
究有深刻理解的译者翻译拙著，笔者深感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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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侨乡与海外华侨华人
——以对外开放后的侨汇与新移民为中心
前言
第一节 侨汇与侨乡
第二节 新移民（新华侨）
结语：针对“侨户”的优惠措施
第二章 对外开放后福建侨乡的经济发展与海外华侨华人的经济作用
——以晋江市为中心
前言
第一节 晋江市乡镇企业的发展与侨乡
第二节 乡镇企业的发展与侨资的利用
第三节 侨汇与侨眷
第四节 为增加海外华侨华人向侨乡投资、汇款而改善条件
结束语：从点到面的波及效果
第三章 改革开放后广东省侨乡的经济变化与海外华侨华人
——以台山市的新移民和侨汇为中心
前言
第一节 广东省的海外移居状况
第二节 广东省代表性侨乡的“侨户”与“非侨户”的收入比较
结束语：台山的工业化与海外华侨华人
第四章 对外开放后侨乡的经济变化与海外华侨华人
——以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人口移动为中心
前言
第一节 流动人口
第二节 出国出境
第三节 海外华侨华人资本与侨乡经济的发展
第四节 广东、福建侨乡的经济活动与外资
第五节 广东、福建侨乡的侨属企业与华侨华人资本
第六节 华侨华人的购房及其亲属的农转非
第七节 侨乡建设、公益事业与华侨华人捐款
第八节 归国难侨
第九节 侨乡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联系
结束语
第五章 中国的新移民与人口普查
前言
第一节 新移民的变迁
第二节 从人口普查看临时海外居住者
第三节 从改革开放后的人口普查看出国出境状况
第六章 中国新移民及其主要输出地
前言
第一节 福建省的新移民
第二节 广东省的新移民
第三节 上海市的新移民
第四节 北京市的新移民（以留学生为主）
第五节 浙江省的新移民
第七章 侨汇与侨乡的经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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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侨乡的外汇与金融市场化步伐
第九章 改革开放后的民间金融与侨乡
第九章 补论民间金融机构：当铺与民间金融
第十章 新阶段的侨汇与新移民、个人外币存款与中国银行
终章 21世纪的侨汇与中国经济
后记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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