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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述评 

 

罗小惠 董璇 

（华中师范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9 三峡大学 湖北 宜昌 443002） 

 

摘要：学界在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主要内容、继承性和创新性研究等方面取得了

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综合来看，学界对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的研究，在学理性、整体性和系

统性上有待深入。本文以收录在中国知网的相关文献为例, 对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的研究现状、

存在问题进行述评, 以期为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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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A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高度重视侨务工作，将其提升至党和国家重要工作的层面，并提出了一系列内涵

丰富且理论深刻的论述。随着侨务工作重要性的提高，学界对于侨务工作，特别是对于习近

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的研究呈上升趋势。学界围绕侨务工作的缘起、主要内容、创新

性以及对于侨务工作实践的指导意义等方面对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行深入的

研究，并取得一系列的成果。但是总体来说，学界对于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的研

究不够，收录在中国知网的相关文献一共 73 篇，直接研究有 29 篇。因此，对于习近平关于

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的研究在数量、角度以及深度上都有待加强。 

一、 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研究 

学界对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理论渊源和实践

渊源两个方面展开。 

（一）理论渊源 

学界从不同的视角对习近平侨务思想的理论来源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其

核心观点是：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的理论来源于对前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至于

前人是谁？继承和发展的内容是什么？则因不同学者以及不同的视角而异。 

首先，关于党的侨务工作理论方面。张春旺穿越 100 多年的历史，从党的历史的角度对

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的理论渊源作历史的考察。他认为，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

要论述的理论来源于不同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的关于侨务工作的论述，来源于习仲勋关

于侨务工作的思考和经验总结，来源于深厚的华侨历史与传统。具体来说习近平关于侨务工

作的重要论述的理论来源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在不同时期提出的关于侨务工作的论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侨务”理念以及

“三有利”的侨务工作原则等观点，与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不同时期提出的凝聚海外华侨

华人为祖国建设作出贡献、将海外侨胞视为中国大发展的独特机遇和重要资源、维护华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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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根本权益等观点，呈现出一致性。在新时代侨务工作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凝聚侨心侨力，

共同实现中国梦的主题，以及“根”“魂”“梦”的主线是对中国共产党侨务工作思想的传

承和延伸。其二，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处理侨务工作时的实践和思考也具有重要意义。习

仲勋在广东主政时，根据实际经验提出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是发展深圳、珠海和汕头等地的

有利资源。他认为华侨华人之所以投资国内，首要是出于经济利益考虑，其次才是出于爱国

情感。习近平提出的“资源论”和“三有利”的侨务工作原则与习仲勋在广东主政时的观点

不谋而合，是对习仲勋关于侨务工作的论述的继承和发展。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其次，关于统一战线方面。李忠壹则侧重于从统一战线的角度去探索习近平关于侨务工

作的重要论述的理论来源。他认为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

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科学地回答了侨务工作为了谁、依靠谁、

该做什么、怎么做等问题，为新时代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提供了理论指导。
错误!未找到引

用源。
张克兵和黄清迎对此进行更具体的阐述。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的坚持党

的领导、注重党自身的团结建设以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等是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

要论述的理论来源。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最后，关于华侨华人历史方面。张春旺从整个华侨华人发展史、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对

这个问题进行探索。他认为深厚的华侨历史与传统是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的理论来

源。中华文化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是华侨华人始终保持的文化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期

的工作实践中对华侨华人生存与发展的历史、华侨华人传承的优秀传统、华侨华人对中国发

展的历史贡献等有着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习近平总书记从历史的长河中深刻洞悉华侨华人与

中华文化的关系，提出了“根”“魂”“梦”的侨务工作主线。目前学界对于习近平关于侨

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的理论的来源的探索侧重于从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侨务工作理论以及

华侨历史与传统的角度展开，但未涉及习近平自身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的角度。习近平高度

重视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他认为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博大精

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也应

是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的理论渊源。 

（二） 实践渊源 

习近平扎根侨乡工作的实践经验为其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的形成和创新提供了坚实基

础。习近平的实践活动、对侨情、国情以及国际环境的深入洞察，被学界广泛认可为习近平

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的主要实践来源。张春旺深入探讨了习近平侨务工作理念的实践渊源，认

为习近平在侨乡和中央书记处工作期间的侨务工作实践以及对中国和世界大势的深刻理解，

都构成了习近平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的实践基础。这些实 践经验使习近平深刻理解了华侨华

人的历史、特点、传统、优势、地位、作用，以及侨务工作的方针、政策、定位、措施和国

内外的整体格局。这些因素合起来构成了习近平侨务工作论述的重要实践来源和理论基础。

李忠壹强调，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得以形成和创新的实践基础包括对新时代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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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准确洞察以及新时代侨务工作实践的创新举措。与此同时，李忠壹认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构成了习近平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的价值根基，而发挥侨务工作在实现中

国梦中的重要作用，凝聚侨心侨力为中国梦的实现贡献力量，则体现了习近平侨务工作理念

的价值实践。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二、 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研究 

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内容构成和特征

两个方面。 

（一）关于习近平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的内容构成 

关于习近平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的内容构成，学界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总结

概括。张春旺从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的角度和时间维度对其内容划分

为两个部分。一是习近平在福建等侨乡工作期间以及在中央书记处工作期间对于侨务工作的

思考和探索；二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党的领导核心，对新的形势下的侨务工作的相关的

论述。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李其荣从特征描述的角度将习近平侨务论述的主要内容归纳为“奉献论”、

“爱国论”、 “机遇论”、 “创新论”、 “纽带论”、 “优势论”、 “大侨务论”七

部分。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而在另一位学者任贵祥的观点中，习近平的侨务思想内容丰富多样，主要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率先提出了“大侨务”的理念，坚守着“以人为本、为侨服务”

的原则；其次，精准地总结了海外华人与中华民族的紧密联系，高度赞誉了他们在中国革命

和建设方面的贡献，充分肯定了他们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作用和地位，同时也促进了中外友

好交流，传播中外文化，并鼓励华侨华人为居住国作出贡献等。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此外，另一位

学者陈云云则以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为视角，提出习近平的侨务思想

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引进侨资对我国改革开放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其次，

华裔人才是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宝贵资源；再者，海外华人对我国和平统一事业的推动力量

不可忽视；此外，他们也是我国走向国际舞台的重要桥梁；最后，维护华侨权益是我国侨务

工作的核心原则。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宁卉川将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观点分为以下四个重要

方面：首先是“以侨为本、为侨服务”的原则；其次，海外华人是中国软实力建设的重要资

源；接下来，海外华人对推动祖国和平统一事业具有重要推动力量；最后，他们也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最后，还有一位学者林琳认为习近平关于侨

务工作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对海外华人所作的历史贡献的高度肯定、对海外华人与祖国关系

的高度概括、强调海外华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对海外华人

的期望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二）关于习近平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的特征 

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林琳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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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的手法，将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与中国共产党的历任领导人关于侨务工作的

重要论述进行对比，深刻的提出：时代性、深刻性、前瞻性、互利性、双向性是习近平的侨

务思想最鲜明的特征。时代性体现在习近平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条工

作主线去论述海外华侨华人的作用；深刻性在于其凝练、准确、深刻的概括了海外华侨华人

同中国之间的关系；前瞻性结合世情和侨情，将侨务工作的对象从老一辈的华侨华人转向新

生代华侨与老一辈华侨。互利性体现在习近平首次提出与海外华侨华人胞“互利共赢”、“互

惠合作”。双向性体现在：习近平在鼓励海外华侨华人为实现中国梦贡献力量的同时鼓励华

侨华人融入驻在国，为当地发展发挥作用。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任贵祥认为，由于习近平长期丰富的

侨务工作经验使其上通侨理下接地气，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的特点。张春旺认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侨务工作的重点。习近平把侨务工作放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构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的背景之下，更多的是从国家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工作布局、工作重点

以及工作方式等，以大外交、大局观去谋划侨务工作。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三）关于“大侨务”观 

“大侨务”观是习近平侨务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学界对“大侨务”观进行了

单独的研究。学界对“大侨务”观进行研究主要围绕其产生的背景，以及当前侨务工作如何

展开来探讨。白雪关注了"大侨务"观念的出现，着重分析了华侨、华人数量的快速增长、分

布广泛、新一代华裔的涌现，以及华侨华人的经济科技实力增强、更深入融入当地社会、强

化了侨胞民族自豪感和中华文化认同等因素。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李海峰则详细探讨了"大侨务"观

念在当前拓展侨务工作中的应用，强调了海外侨胞是全国各地宝贵的共享资源，并提出，唯

有树立"大侨务"观念，消除省籍和地域的限制，才能真正认识和发挥侨务工作的巨大优势，

释放其潜力。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张国雄则通过纵向比较，强调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大局观"是

对邓小平侨务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旨在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服务、促进国家统一，传播中华文

化，提高中国的软实力，以支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其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错误!未找到引

用源。
 崔守军和张政强调了建立和完善"大侨务"工作机制，倡导"大侨务"工作氛围，并坚持"

大侨务"观念的重要性，以充分发挥侨团的"安全杠杆"作用，积极推动侨团参与"一带一路"

安全体系的构建。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最后，李夕菲采用历史回溯的方式，探讨了习近平"大侨务"

观的生成逻辑。她认为"大侨务"观念经历了从地方实践升华为国家战略，从关注地方到谋划

全局的发展演变过程，是习近平同志对党的侨务理论的创新性贡献。她在梳理习近平关于侨

务工作的"大侨务"观念形成过程时强调了习近平的深刻思考和他在侨乡福建从事侨务工作

的实践经验等原因。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三、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的继承性和创新性研究 

习近平侨务论述是党的侨务理论的最新发展，是对党的侨务理论的创新和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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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旺从整体性研究的角度指出习近平侨务工作论述对是党和国家侨务理论政策的继承与

发展。他认为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号召侨胞参与祖国建设的思想、邓小平的

“独特机遇论”、江泽民的“人才资源论”以及胡锦涛提出的要充分发挥归侨侨眷和海外侨

胞“四个重要作用”的科学论断都是习近平侨务工作论述的重要来源。习近平的 “大侨务”

观和“根”“魂”“梦”论，开拓了党和国家侨务工作理论的新境界。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杜谆和张

国雄侧重探究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对于具体的人物的侨务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杜

谆从统一战线的角度对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论述和毛泽东的侨务思想的理论脉络进行梳

理，他提出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论述是对毛泽东侨务思想的继承和创新。习近平和毛泽东

都主张保护华侨华人利益是侨务工作的主要矛盾，并且认为维护侨益是获得统一战线的领导

权的重要保障。此外，习近平对维护侨益的观点有了新的内容和表达，即侨务工作不仅是侨

务工作的重点而且是其根基。在同盟力量的方面，杜谆认为习近平与毛泽东都将华侨华人视

为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并且概括习近平关于华侨华人同盟作用新的侧重点，即更加重视华

侨华人在经济建设、科技发展进步、实现祖国统一以及推动国际交流方面的作用。在实现侨

务工作目标上，习近平根据新的社会主要矛盾赋予其新的时代特征。新时代的侨务工作目标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张国雄更侧重于研究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对于邓小平的侨务工作论述的继

承和创新。他认为习近平同志的侨务论述中的“大局观”继承了邓小平侨务工作要服务国家

大局的思想。习近平同志的侨务论述，“大局观”在邓小平的“侨务工作与其他工作一样服

从服务国家建设大局的基础上有了更具体的内容和表述，即服务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为

促进国家完全统一作贡献，推动中国文化传播，增进中外友好。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张国雄在其另一

文中就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小平的侨务工作大局论的立足点进行了对比性研究。

他认为邓小平的侨务工作大局论主要是立足于国内，服务于改革开放。而习近平侨务的“大

局观”实现了由国内为主向国内国际并重的转变。两者在服从服务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

为促进国家完全统一作贡献，推动中国文化传播，增进中外友好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刘芳彬

和陈云云更侧重于习近平涉侨论述的创新性研究。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刘芳彬将习近平涉侨论述的创

新性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首次从 “根”、“魂”、“梦”三个方面界定海外侨胞与祖（籍）

国的共生关系；二是深刻阐述海外侨胞对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作用；三是开创性提出海外侨胞

“融入和回馈当地社会”新理念；四是高度重视海外侨胞联通中国与世界的桥梁优势；五是

创造性提出“互惠合作”、“同圆共享”中国梦。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陈云云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

务工作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的角度着力探究其创新性。他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

重要论述在肯定海外侨胞的地位和作用、明确新时代涵养侨务资源的基本策略、明确新时代

侨务工作的主线、确海外侨胞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特殊力量等几个方面做出原创性贡献。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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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评述 

综上所述，学界对习近平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主要内容、生成逻辑及

对党的侨务工作理论和政策的继承性和创新性等几个方面。已有的成果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但研究尚处于初创阶段，研究成果有待丰富、研究方法有待多样、整体性研究

有待加强、系统性研究有待提高、学理性研究有待深化。 

 

（一）学界在主要内容、生成逻辑以及继承性研究上取得的成果 

学界从多个方面、多个角度对习近平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行了初步分析和探讨，在具

体的内容、构成体系及特征、继承性和创新性、指导意义、“大侨务”观和新时代的侨务工

作和对当今侨务工作的启示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对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

论述的研究在主要内容和生成逻辑以及继承、发展方面研究比较充分。在主要内容上，已有

研究基本形成了以新时代侨务工作主题、工作主线、工作原则、工作格局、工作重点、干部

队伍建设要求为框架的内容体系。这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生成逻辑的研究

上，学界也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即党的侨务工作理论和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以及华侨华人的历

史文化传统是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的理论来源。习近平在著名侨乡的实践以及对

侨情、世情和国情的深刻把握是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的实践来源。习近平关于侨

务工作的重要论述深深植根于习近平在著名侨乡的工作实践。这是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

要论述区别于其他党的领导人的侨务工作理论的显著特点。在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

述的继承性和创新性上，学界细致的分析了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对毛泽东、周恩

来、朱德、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以及习仲勋的的侨务工作的论述的继承和发展，认为习近平

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的是对前人的侨务工作的论述的继承和发展。 

（二）研究展望 

首先，研究成果更丰富化。在中国知网上以“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为主题

词进行搜索的相关研究成果仅有 29 篇；而以“习近平与侨务”为主题词进行搜索的相关研

究成果仅有 73 篇。习近平从 1985 年至 2007 年在中国著名侨乡任职十八年。关于侨务工作

方面具有直接的实践经验，对侨务工作有独特的认识。据相关资料记载，从 1991 年至今，

习近平高度重视侨务工作并在不断完善和提出新的关于侨务工作的论述。习近平关于侨务工

作的重要论述的研究资料丰富、意义重大。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海外华侨华人能发挥联

通中外的独特桥梁纽带作用。遍布全球的海外华侨华人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新时代研究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

义。已有研究的内容比较集中，主要是是围绕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的形成逻辑、

主要内容以及特点展开。研究的内容以及角度和方法都有待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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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研究内容更整体化。在以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这个整体为研究对象的

研究成果中，大多数侧重于从历史纵向的角度去分析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历史继

承性和创新性。且对于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的研究有待深入。此外，

从横向角度分析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作用以及与其他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中共中国侨联党

组在《新时代侨联工作改革创新的根本遵循——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

重要论述》提到“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的高度，对侨务、侨联工作作出一系列深刻论述和重要指示，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内容丰富、系

统完整、总系统和子系统有机联系的理论体系。作为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

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他组

成部分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具有重要推动作

用。但是现有的研究将其置身于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及具体侨务工作的实践的角

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等方面的背景下展开的研究有待加强。 

再次，研究深度更学理化。所谓学理，就是蕴含于思想理论体系中的学科专业知识和理

论逻辑。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的学理性突出体现为理论基础、理论体系和话语表

达的学术性、理论性、思辨性、抽象性。学界已有的对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的理

论逻辑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中国共产党的侨务工作理论、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以及华侨华人历史

和优秀传统几个角度展开。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的

成果。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是对习近平在侨乡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习近平运用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侨务工作的结果，是对中华优秀传统的深刻把握。

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坚持“以侨为本，为侨服务”

的侨务工作原则；习近平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性的角度提出了“团结统一的中华

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的侨务工作主线。但是已有研究对于习近平

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角度的解读。同

时，从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角度对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的分析和研究也有待

加强。 

最后，研究层次更系统化。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包括凝聚侨心侨力同圆共享

中国梦的新时代侨务工作主题、“根”“魂”“梦”的新时代侨务工作主线、“三有利”的

新时代侨务工作原则、“大侨务”的新时代侨务工作格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

代侨务工作重点、“贴心人”“实干家”的侨务干部队伍建设要求等主要内容。工作主题、

工作主线、工作原则、工作格局、宗旨、侨务工作重点、侨务干部队伍建设要求等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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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学界对于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和组成部

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梳理和解读。但围绕主题和主线，深入揭示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

论述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层次结构、相互联系及其组织形式的系统性研究开展得尚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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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achieved rich research results in the formation logic, main 

content,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ve research on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However, in terms of comprehensive, the study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needs to be deepened in terms of Scientific rationality, integrity and systematicnes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relevant documents included in China Know the net as an example. The current 

state of research on Xi Jinping's significant discourse regarding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will be critically 

reviewed, aiming to offer insights and guidance for a more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into this v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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