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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裔 的 权 益 和 面 临 的 挑 战
9月15日下午，印第安纳州卡梅尔

市举办了《印州公民领导力论坛》的座
谈会。该活动由美国华人联合会主办，
印州、俄亥俄州的华裔和印度裔的政、
商、教育界人士共四十余人参加了会
议。与会者热烈地讨论了关于亚裔参政
议政、提高华裔的社会地位和维护华裔
的基本权益等问题。这是印州第一次举
行这样的研讨会。本文在这里聚焦华裔
移民历史与现状、华裔面临的挑战和讨
论如何维护华裔的基本权益。

华裔的移民历史与现状
华裔作为美国的少数民族之一，占

美国总人口的1.5%，在亚裔人口中排名
第一。华人第一次大规模移民到美国是
在1850年代，加州的淘金热和随后的铁路
修建期间。当时华人以契约劳工身分来
美国从事繁重的体力工作。到1880年，
美国华人已达10.5万左右。由于美国加州
经济低迷，出现了排华浪潮，特别是在
1882年，美国通过了《排华法案》，以控
制华人移民的数量。因为每年105名移民
的限额，到1940年代末，华裔人口始终
在10万以下。第二次华人移民潮发生在
1950年到1975年。因为《排华法案》的废
除，大量的台湾留学生毕业后留在美国
工作；此外，南越西贡陷落后，许多越
南的华裔逃亡到美国，当时华裔人口达
43.5万。第三次华人移民潮发生在1979年
中美建交以后。从那时起，每十年华裔
人口几乎成倍地增长。1980年代末为80.6
万，1990年代末是164.5万，2010年初为
243.2万，2018年达508.1万。华裔人群主
要分布在加州、纽约州、德州以及其他
州的大中城市。从近30年华裔数量猛增的
趋势来看，其群体以第一代移民为主。

调查统计显示，华裔人群在美国受
教育程度较高，本科以上学历达55.2%，
明显高于全美31.2%的平均水平。华裔家
庭平均年收入为7.28万元，较印度裔家庭
11万要低，但高于白人家庭6.1万。华裔
贫困率为15.5%，较亚裔平均水平11.8%
要高。这说明华裔人群中，贫富差距较
大，因此华裔的社会地位和收入有很大
不同。他们包括高学历、高收入从事技
术、科研、教育的精英和低学历、低收

入从事饮食、服务行业的体力劳动者以及
许多中等收入的专业人士。因为语言和生
活习惯以及文化的差异，第一代移民很难
进入美国主流社会。在美国出生的华裔被
称为ABC (American-born Chinese)。由于
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些
人已经渐渐地融入了美国主流社会，成为
美国社会的一员。

华裔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在美国这个多民族、多文化的移民

国家中，作为少数民族的华裔面临许多问
题和挑战，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歧视问题。虽然华裔教育程
度较高，有调查发现他们在职场上受歧视
的比率为31%，比黑人26%要高，并且很
少对歧视和不公平进行投诉。华人在职场
上的升迁比白人和印度人慢，特别是在第
一代华裔移民中尤为突出。这可能与语言
表达能力不足和不喜欢张扬的传统有关。

第二，政治热情和兴趣不高。华裔
以勤奋努力、吃苦耐劳闻名遐迩。华裔
家庭重视下一代的教育，维持生活稳定和
安逸，但较少涉及、参与政治和社会公益
活动。因此，华裔对社会的影响力不大。
美国华裔在争取权益和平等地位方面与黑
人有着很大区别。对于社会上的不公和歧
视，黑人可以走上街头，抗争和发泄，而
华裔很少能做到这一点。虽然近年来有所
改变，但与其他族裔比较仍有很大差距。

第三，社区的凝聚力不高。华裔社
会各种组织和社团林立，大家各自为政。
因为政见不同和利益冲突，彼此不相往
来。这些都使华裔难以形成强大的、团结
的、有影响力的群体。

第四，自信心和领导能力的不足。
华裔学生被认为刻板、缺乏领导能力，
体育弱，只专注读书。它和中国传统文化
和教育有关，因为中国式的教育是顺从家
长、压制个性和缺少独立思维。第一代华
裔由于语言表达能力不足，缺乏自信心。
这些都限制了优秀的、有号召力的华裔人
才的大量出现。

第五，社会交流和沟通不足。华裔
喜欢居住在一起，互相来往，但是缺乏与
其他族裔交流和相互了解。这样使华裔很
难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

近年来，有几个问题在华裔人群中
引起很大的争议和强烈的反应。1.亚裔细
分法案。从2016年起在加州、华盛顿州、
夏威夷州等多个州的亚裔细分法案被通
过。它是在民众填写族裔壮态的表格中，
将原来是亚裔的选项改为中国、印度、菲
律宾等不同的国家。这些表格包括选举、
人口调查、工作和学校申请表。反对者认
为，这种亚裔细分法是对亚裔的歧视，因
为其他族裔不需要细分。另外它有可能影
响亚裔高校录取和就业申请。支持者则认
为亚裔细分法有利于统计数据，能更好地
合理分配资源和服务项目。2.高校录取问
题。同为少数族裔，华裔学生大学录取分
数线明显高于西裔和非洲裔学生，特别是
在著名高校的招生中。甚至有白人学生投
诉这种不公，但最后不了了之。曾经有加
州民主党议员提议取消加州209法案。因
为他们认为，在大学中西裔和非洲裔的
比例过低。该法案禁止在大学招生中考虑
种族因素，即不应该有种族录取的名额限
制。这项提案受到强烈的反对未能通过。
这种在大学招生中分配各族裔比例的现
象本质上是种族歧视。3.社会上出现的歧
视华裔言行。如2016年，美国歌手YG所
创作的《遇见劫匪》的歌词中，有煽动
抢劫华人的内容。它引起11万华裔联名向
白宫请愿。但最后被定为“属于言论自
由范围”，投诉未果。4.陈果仁案件的影
响。1982年6月19日，华裔青年陈仁果在
底特律一间酒吧与白人父子发生冲突，
受到歧视性的谩骂，并被殴打身亡。在华
人的声援下，法庭先后反复宣判，给予凶
手无罪释放、有罪25年和最后定为无罪释
放。如果是华裔杀害了白人，能被无罪释
放吗？如此不公正的判决极大伤害了华裔
群体，也使华裔清醒地认识到反对种族歧
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维护华裔的权益    
美国的华裔在许多方面需要维护自

身的利益，争取应有的权力和地位。它们
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提高主人翁的意识。虽然是
少数民族，但也是国家的主人，应该行使
自己应有的权力。应该破除传统的“事不
关己，高高挂起”的观念，积极参与社会

政治生活和文化事务活动。
第二，开展各种宣传工作和各种形

式的座谈会。正如本次印州公民领导力
论坛所讨论的主题，维护华裔的基本权
益和提高华裔的领导能力。通过报刊、
网络加强宣传和教育。通过微信和公众
网络平台，促进华裔人群的交流和联
系。

第三，参政议政，向主流社会表达
本族裔的观点和立场。积极参加各种投
票选举活动，包括总统、议员和各级政
府官员的选举，行使公民选举权。鼓励
和推荐有领导能力、正直公益的候选人
角逐公开选举的职务。

第 四 ， 反 对 歧 视 和 不 公 正 。 组 织
民众反对和抗议社会上、教育和生活中
对亚裔的各种歧视和不公正。支持和声
援受种族迫害和歧视的亚裔人士。如在
2014年纽约华裔梁警察因手枪走火误杀
黑人的案件中，全美多个城市华裔举行
游行声援。法庭最后以轻罪判决梁警察
缓刑五年，免于牢狱之灾。这一事件对
今后华裔公开反对歧视和偏见，支持华
裔同胞的正当权益的运动给予极大的鼓
舞。

第五，组成政治团体，参加美国主
流政党。各种华裔团体摒除政治偏见，
团结一致，联合推选共同的代表。团结
其他少数民族，形成政治联盟。当年奥
巴马能当选和连任美国总统，是和非洲
裔的团结一致、鼎力支持分不开的。这
些成功的经验给予华裔极大的启示。

        

结束语
面 对 美 国 多 元 素 ， 多 文 化 和 多 民

族社会，华裔应当勇于承担社会的责任
和义务，不断增强群体的影响力和竞争
力。大张旗鼓地宣传华裔参政议政的重
要性、迫切性和必要性。努力提高华裔
的社会地位，不遗余力地维护华裔的基
本权益。坚决反对和抵制任何歧视华裔
的言行，并且对华裔不公正的案件大声
说“不”，使华裔成为美国社会中重要
的、举足轻重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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