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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华族的身份与认同1

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的公民绝大多数是汉族人：中国与新加坡。这使得中国

人对新加坡有天生的亲近感，甚至将之看作“自己人”。这是一种错误认知，新

加坡华族的身份认同与中国人迥然不同。新加坡华族的身份与认同可从“政治身

份与认同”“文化身份与认同”“情感认同”三方面分析。“身份”是客观的，

而“认同”则是主观的。新加坡常住人口（居民）约 550 万，其中新加坡公民约

340 万，永久居民约 50 万，外籍人士约 160 万。新加坡公民中华族约占 75%，马

来族约 13%、印度裔约 9%，欧亚混血人约 3%。这种构成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基

本形成。一般认为，新加坡永久居民的族群构成与公民的相似。外籍人士的族群

构成不详。本文的分析对象主要是新加坡公民。

政治身份与认同 在民族国家体系内，公民的政治身份与政治认同以国籍为

主要标识。双重国籍意味着双重的政治身份与政治认同。新加坡不承认双重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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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须先注销原国籍才能获得新加坡国籍。因此，华族公民的政治身份是新加坡

人，政治认同是新加坡这个国家，两方面均跟中国没有关系。华族永久居民的绝

大部分均有资格申请入籍新加坡，有资格购买二手组屋与二手执行公寓。他们的

政治身份是中国人，政治认同理论上是中国，但他们长期生活在新加坡，在利益

与情感的双重驱动下对中国的政治认同呈弱化趋势。

文化身份与认同 新加坡官方与媒体通常用“华族”指称来自中国的新老移

民及其后代，包括海峡华人与尚未入籍的永久定居者。1965 年建国前来到新加

坡的华族一般来自福建、广东、海南等中国省份，其中福建占一半以上。1990

年以后中国移民的来源地则扩大到中国的大多数省份（与新加坡“吸引高质量中

国人”的移民政策有关），这些新移民强化了新加坡原有公民的“我们感”，进

而把自己称作“真正新加坡人”（true blue Singaporean），而用“中国人”

乃至“阿中”（Ah Tiong）称呼新来的中国移民与中国访客。

海峡华人以外的华族文化身份上多属于中国文化或中华文明。主观上，他们

也为中华文明与身为华族而自豪。但华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存在明显的代际差

别：第一代移民强烈认同中华文化，过节、穿着、饮食、艺术等，都偏好“中国

的”，连旅游都喜欢到中国；第二代起则明显弱化，他们认为虽然自己的先人来

自中国，但中华文化有好有坏，即使是好的东西也多多少少过时了。第二代移民

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主要体现为：在一些场合用中文交流、过某些传统节日等。海

峡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则更弱。

华族文化身份与认同的功能主要体现在新加坡国内族群的区隔方面：认为自

己不属于马来族、印度裔、欧亚裔；祖上是福建某地人、广东某地人；自己属于

某个宗亲会等。中国人的民族国家意识只有百年左右的历史，几千年身处宗法社

会的历史，使得中国人习惯于构建宗族与地域小圈子，即使到了海外依然如此。

情感认同 把“情感认同”单列的原因是，它不属于上述两种认同，却可能

对上述两种认同产生强烈的影响。总体上，新加坡华族在情感上不认同中国，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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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主要有：英国海峡殖民地当局历史上推行奴化教育，这在“真正新加坡人”身

上体现的最为明显；立国后的新加坡政府为建构民族国家而强调新加坡是一个多

元种族多元文化社会，大力淡化华族的“中国色彩”；身处两个穆斯林占居民主

体大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包围的地理环境，使得新加坡政府为避免邻国

的猜疑而刻意与中国保持距离；英文主导的教育方式，精英普遍接受西方教育而

对中华文化日益生疏；冷战时期中新两国意识形态的差异，中国与东南亚左派华

人华侨的政治关系；部分新加坡人认为，冷战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对东南亚

国家有“霸凌行为”；新加坡人普遍觉得中国缺少有吸引力的价值观；新加坡华

族的社会关系网主要在东南亚；身处发达国家所带来的优越感。

总之，新加坡公民的政治身份与中国没有关系，文化身份与中国的关系微弱，

而在政治、文化、情感等几个方面，新加坡人对“中国”“中国文化”的认同度

也都不高。虽然不能说新加坡已经“全盘西化”，但新加坡的“脱中国化”确实

比较彻底。所以，当我问一位新加坡资深学者“中国应该如何看待新加坡”时，

他的回应简单明了：“看作一般国家就好了。”准确把脉新加坡华族的身份与认

同，是准确把握中新关系的必要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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