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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諸省一帶沿海居民，自古靠海維生，福建省中，晉江為移出人口最多的縣市之

一，其次為福州。在 19 世紀後期至 20 世紀初期，多次大規模移民潮使得福建人藉由

廈門港到海外謀生。菲律賓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僑居地。華人南渡菲律賓，主要集中於馬

尼拉、宿務、依里岸及岷答那峨等地區。在菲律賓華人從西班牙殖民地時代歷經約有六

次屠殺華人的事件，到獨立建國之後因民族主義思潮興起，華人受到了諸多限制，然而

在異地必須面對各種衝突下以尋求生存、發展的機會，使得華人間的團結互助，並探討

華人家族如何動用社會與文化資本，使家族企業得以生存與傳承。 

本研究主要以福建省(包含金門籍)華僑華人家族為主，探究移民至菲律賓後華僑華

人在僑居地如何發展其家族商業網絡之模式與發展經驗，並勾勒較完整的時空背景下華

人生活圈縮影。主要分為三部份，首先，整理僑居地之社會網絡發展情況，檢視各執政

時期對菲華社會之形成與影響；第二，以福建省華僑華人家族為例實地田野調查並深入

了解在菲律賓僑居地的產業活動、社會適應、企業文化、組織性質等情況，歸納其商業

網路發展型態；第三，檢視福建省後裔家族在僑鄉與僑居地中扮演的角色，並探討兩地

間之連結運作與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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