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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探讨

1959 年以来胡志明市华人工作机构变迁 *

——越南共产党A华人政策与华人地位变化管窥

黄云静
（中山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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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梳理了越南共产党在胡志明市设置的华人工作机构的变迁，探讨了越共华人政策

的变化和华人地位的改变。第一次印支战争结束后，依据《日内瓦协议》，越南暂时形成南北分治的

局面。1959 年，越南劳动党决定在南方开展武装斗争，并发动华侨华人参与斗争。同年 ,“西贡—堤

岸—嘉定特区党委华人工运干事处”成立，并于 1967 年升级为“西贡—堤岸—嘉定特区党委暨华运

处”。1975 年南方解放后，越南劳动党胡志明市委直属“华运处”成立；1978 年更名为“市委民运处

所属华人工作小组”，1988 年再度更名为“华人工作处”；最新的更名发生在 2012 年，更名为“民族

处”，华人事务由“民族处”管理。至此，胡志明市官方的华人事务管理机构中再无“华人”二字。

越南华人问题由政治问题转变为公共事务，华人工作由执政党管理改为政府管理，这个过程反映了越

南共产党华人政策的变化与华人地位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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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主要探讨越南共产党在胡志明市设置的华人工作机构的变迁，不涉及南越政权及其他华人机构。为行

文简便起见，标题统一以“胡志明市”指称不同历史时期该地理区域，文中则使用各时期相应的名称。“胡志明

市”旧称“西贡”，早在 1946 年越南共产党已经提出把“西贡”改为“胡志明市”（参阅 Tìm lại ý tưởng đặt tên 

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Tuổi Trẻ Online, https://tuoitre.vn/tim-lai-y-tuong-dat-ten-thanh-pho-ho-chi-minh-960435.

htm）；1975 年 4 月 30 日，越南劳动党把西贡特区党委更名为胡志明市市委；1976 年 7 月越南国会宣布“西贡”

正式更名为“胡志明市”（参阅胡志明市政府官网：40 Năm thành phố mang tên 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2/7/1976-

2/7/2016），http://ubmttq.hochiminhcity.gov.vn/TinTuc/thongtinkhac/Lists/Posts/Post.aspx?List=1db6fada%2D2f4d%2D484

d%2Db1a8%2Dafb5e73b4a85&ID=2773&Web=244ac557%2D7073%2D4a30%2Da303%2D9c1cb4e71212）。

A 越南共产党名字几度易名，1930 年 2 月 3 日成立时名为“越南共产党”，同年 10 月改名为“印度支那

共产党”，1951 年更名为“越南劳动党”，1976 年全国统一后恢复使用“越南共产党”的名称。为简便起见，本

文副标题统一以“越南共产党”指称各阶段的越南共产党组织，文中则使用各时期相应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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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1954 Geneva Accords. In 1959 the Vietnam Labour Party decided to launch an armed struggle in the 

South, and mobilized ethnic Chinese to take part in the struggle. An organization named the ethnic Chinese 

“Ban Cán sự công vận người Hoa trực thuộc Đặc Khu ủy Sài Gòn-Chợ Lớn-Gia Định” was established in 

1959, and upgraded to “Đảng ủy kiêm Ban Hoa vận Đặc khu Sài Gòn-Chợ Lớn-Gia Định” in 1967. After 

the liberation of the South, this organization was changed into “Ban Hoa vận trực thuộc Thành ủy 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 In 1978, the Ethnic Chinese Affairs Office of Ho Chi Minh City was renamed “Tiểu 

ban Hoa vận thuộc Ban Dân vận Thành ủy, 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 It was renamed again in 1988 and 

became “Ban Công tác người Hoa 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 In 2012 the Ethnic Chinese Affairs Office was 

integrated into “Ban Dân tộc thuộc Ủy ban nhân dân 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 which does not include 

the word “Chinese”. Transferred from the VCP to the government, the issue of ethnic Chinese affairs 

has been incorporated into public affairs. Those changes of organization names and governing bodies for 

ethnic Chinese affairs manifest the evolution of the VCP’s policy changes towards ethnic Chinese and their 

varying status in Vietnam.

越南是中国的近邻，也是华侨华人分布较多的国家。华侨华人在越南经济开发、民族解放和现

代化发展各阶段均做出了重要贡献。越南南部商业中心胡志明市A的形成和发展更是与华人B的贡献

分不开。长期以来，西贡是越南华人人口最集中的聚居地，二战前越南华人一半以上居住在胡志明

市。1931 年，居住在堤岸的华侨人数达 6.6 万，占该市人口的 49%；西贡华侨人数 3.4 万，占该市

人口的 28%。［1］1954 年 7 月，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签订，越南南北方暂时以北纬 17

度线为分界线，南方华人剧增，其中西贡—堤岸达到 57.3 万人，占南方华人总人口的 71%。［2］根

据越南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报》报道，2016 年生活在胡志明市的华人为 44.4 万，约占该市总人口

的 6%。［3］

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在北方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后，在争取南北方统一的革命活动中，积

极动员华人参与革命抗战救国斗争。1959 年，已更名为越南劳动党的越南共产党在胡志明市（当

时称西贡）设立华人工作机构。从那时起到今天，胡志明市华人工作机构几度易名，“在越南共产

党领导的悠久革命历史中，为了适应每个革命时期的形势任务的需求，动员华人参加本市各项革命

活动的工作机关也多次易名。”［4］从 1959 年最早建立的“华人工运干事处”到现在的“民族处”，

负责华人管理工作的机构中再无“华人”二字。那么，胡志明市华人工作机构变迁的背景是什么？

其变迁过程与越南政府的华人政策与华人地位变化存在什么关联？本文将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在已有相关研究成果中，越南文、中文和英文文献均未搜索到专题探讨胡志明市华人工作

机构的学术论著，一些探讨越南华人问题的论著有所涉及，但比较简略。在越南，华人问题是

一个敏感话题，越南学术界关于华人问题的研究成果不多，公开发表的论著大多数集中于越南

共产党执政之前、历史上的越南华人问题研究。至于对华人现状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华人经

济、社会和文化习俗等领域，很少涉及华人政策问题。陈氏英武主要从经济学角度探讨胡志明

市华人私营经济的发展，未涉及胡志明市华人工作机构问题，［5］其著作是为数不多的关于越南

华人问题的越南文文献。胡志明市民族处副主任梁鸿德是一位越南华人，他对历史上胡志明  市

的华人革命活动进行了介绍，其中涉及各阶段华人工作机构的变迁，对本文写作具有一定参考

价值。［6］

中文学术文献方面，未见到专题探讨胡志明市华人工作机构的成果，有几篇论文主要探讨越南

A 胡志明市旧称西贡，辖区范围有大小变化，大西贡包括西贡、堤岸、嘉定。

B本文涉及华侨和华人两个群体，为行文简便，除部分引文及涉及国籍问题时使用“华侨”称谓外，其余

统一以“华人”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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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政策和华人经济社会发展问题。陈衍德以胡志明市华人为例，探讨不同政策背景下华人政治、

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变迁；［7］闫彩琴集中探讨了二战后越南华人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8］于向东主要关

注华人政治地位；［9］衣远主要关注华人经济地位；［10］覃翊集中探讨华人经济社会发展；［11］赵卫华研

究革新开放后越南华人政策调整及其影响。［12］这些论文在论及华人政策时偶有提及胡志明市华人工

作机构，但基本上是一笔带过，并未深究。

英文文献中，拉美西斯·阿梅尔（Ramses AMER）主要探讨 1975 年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越南

共产党的华人政策，对越南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排华政策及 1982 年以后对华人政策的调整及其影

响进行了研究，分析了 1982 年政策与 1986 年华人政策效果不同的原因，认为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有助

于华人地位改善和提升。［13］但该文亦未涉及华人工作机构问题。

本文将围绕 1959 年以来胡志明市华人工作机构变迁进行研究，并由此管窥越南共产党华人政策

与华人地位变化，这是一项新课题；同时，本文在研究中综合参考了中文、越南文和英文文献，尽

可能使资料来源多元化。

一、南方解放前西贡华人工作机构的创建和发展（1959 —1975）

1959 年越南劳动党作出在南方开展武装斗争，推翻南越政权，解放南方，统一全国的决定。西

贡及周边地区是华人聚居之地，越南劳动党动员华人积极参与革命抗战救国斗争。华人武装力量出

现在抗美救国战场前线，为越南南方解放和民族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从“西贡—堤岸—嘉定特区党委直属华人工运干事处”到“西贡—堤岸—
嘉定特区党委暨华运处”

1959 年创立的“华人工运干事处”是越南劳动党为了动员南方华人积极参与抗战救国斗争而专

门建立的工作机构。在美军对越南发动全面战争后，1967 年，西贡越南劳动党组织又把“华人干事

处”升级为“华人工作处”，加强组织和培训华人武装力量，吸纳华人加入越南解放军。

1．“西贡—堤岸—嘉定特区党委直属华人工运干事处”（Ban Cán sự công vận người Hoa trực 

thuộc Đặc Khu ủy Sài Gòn-Chợ Lớn-Gia Định，1959 —1967）及其革命活动

1954 年 7 月，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签订。根据协议，以北纬 17 度为分界线，越

南暂时分为南北两部分。协议规定，1955 年南北方举行全国自由选举，实现统一。美国拒绝在协议

上签字，并在法国撤退后随即派遣军事顾问到南越，扶持吴庭艳南越政府，越南南北方从此陷于分

裂状态。1959 年，越南共产党决定在南方发起武装斗争，夺取革命胜利，实现全国统一。由于南方

华人人数多，且具备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支持越南共产党在南方开展武装斗争，越南共

产党十分重视动员华人参与解放斗争。1959 年底，为了落实越南劳动党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第 15 号决

议，越南劳动党西贡—堤岸—嘉定特区委A决定成立“华人工运干事处”，［14］动员华人参与抗美斗争。

这是越南共产党在西贡最早设立的华人工作机构，直属特区委工运处领导，其任务是动员全市的华

人工人阶层、劳动者参加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入侵和西贡的傀儡政权。［15］

华人工运干事处在特区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开始提出民生诉求，进而提出民主要求，在这个

阶段以非暴力的群众性运动为主要斗争方式。后来随着美国不断加强对越南事务的介入，越南共产

党领导下的华人工运干事处也开始建立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1964 年，华人干事处成立两个市

区武装小组，1966 年成立劳动区武装队与市区治安组。除开展武装宣传活动外，还进行了一些零星

和小规模的武装斗争。华人武装力量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则是在美军在越南的侵略战争升级，1967 年

“西贡特区党委暨华运处”成立后展开的。

A 越南劳动党中央在 1959 年底酝酿把西贡—堤岸党部与嘉定党部合并为一个组织。1960 年初，西贡—堤

岸—嘉定特区委正式成立，由武文杰担任书记。参阅 Lịch Sử Đảng Bộ 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 trang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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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贡—堤岸—嘉定特区党委暨华运处”（Đảng ủy kiêm Ban Hoa vận Đặc khu Sài Gòn-

Chợ Lớn-Gia Định（gọi tắt là Ban Hoa vận T4， 简称为 T4 华运处，1967 —1975）及其贡献

1965 年 3 月 2 日，美国总统约翰逊批准了“滚雷行动”（Operation Rolling Thunder），美军对北纬

20 度线以南的北越目标进行了攻击。3 月 8 日，3500 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越南岘港登陆，越南战

争正式爆发。1967 年初，美军向位于西贡以北地区的越共“铁三角”根据地发动了“雪松倒下”作

战行动。随后，美军又于 1967 年 2 月在西贡市的西北部沿柬埔寨边境的 C 战区发动了“枢纽城市”

行动，企图摧毁越南共产党在南方的指挥中心——越南劳动党南方局（Trung ương Cục miền Nam）A。

面对严峻的斗争形势，越南共产党决定把工作中心转向城市，为此加强对城市民众的宣传和动员，

号召各族人民投身抗美斗争。由于华人集中居住在城市，从 1967 初开始，越南共产党对华人的宣传

动员工作进入新阶段。为适应新形势下华人群众运动工作的要求，特区委西贡—堤岸—嘉定特区党

委决定把华人工运干事处更名为“华运处”，成立“西贡—堤岸—嘉定特区党委暨华运处”。［16］

“西贡—堤岸—嘉定特区党委暨华运处”设书记兼主任、副书记兼副主任，还有 5 个干事处：

军事干事处（Ban Cán sự quân sự）、工运干事处（Ban Cán sự công vận）、学运干事处（Ban Cán sự 

học vận）、劳动区干事处（Ban Cán sự xóm lao động）和财经干事处（Ban Cán sự tư sản vận-kinh 

tài）。每个干事处由党委兼华运处的一名委员直接负责，至于宣训工作则由副书记兼副主任直接负

责。除财经干事处外，其余四个组织均有武装队伍和武装宣传队伍。此外，华运处还成立了宣训暨

华文报刊出版工作委员会（Ban Tuyên huấn kiêm công tác xuất bản báo chí chữ Hoa）和 T4 华运基地

（bộ phận căn cứ Hoa vận T4）两个专门机构。上述各组织在特区党的领导下，在各种运动斗争中发

挥了核心组织作用。

华运处在西贡—堤岸—嘉定特区委的领导下，因事制宜地制定政治斗争策略，结合当时城市形

势与华人工人、劳动人民的特点，建立与发展革命力量，开展革命斗争活动。［17］首先，华运处成立

后，积极在各阶层华人中组织和发展革命力量，建立和健全党组织，因地制宜，巧妙、灵活、创造

性地开展各种斗争行动。在华人集中的工厂均建立起党支部、工会组织，以各种形式引导工人参加

各种斗争运动。至 1967 年底，在华人贫苦阶层居住的地区建立了劳动区干事处直属支部，其他各干

事委员会也建立直属支部。［18］其次，华运处继续加强武装力量，开展抗美武装斗争。至 1967 年底，

直属华运处的军事、工运、劳动区、学运等干事处都成立了自己的武装队，华运处动员华人工人和

青年进入解放区，增强了特区和南方的力量。在 1968 戊申年之春季总进攻战役中，华运处已动员逾

100 名爱国华人青年从军，加入越共正规部队行列。华运武装力量全程参与了 1968 年春季总进攻的

两轮战役，为抗美斗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在整个抗美战争期间，华运处不仅动员华人工人、知识分子等各界力量参与，还动员华人捐赠

和贡献财力，有 235 名华人烈士为抗战献出了生命。［19］

（二）抗美斗争时期越南共产党华人政策与华人地位：团结合作的力量
在抗美斗争时期，越南劳动党创建华人工作机构，体现出越南劳动党在抗美斗争期间视华人为

抗战的重要力量，争取和团结他们，并把他们组织和武装起来，参加抗战救国斗争。

由于二战后南北方分治，越南共产党在南方的华人政策与北方的政策并不完全同步。例如，在

北方，党中央层面于 1969 年撤销了华人工作机构，并对有关负责干部进行清洗。［20］但在南方，由于

抗美战争尚未结束，需要华人支持抗战，故在同时期，南方华人工作机构在发展壮大，并武装起来。

越南南方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与顾问委员会对华人的贡献给予肯定，向西贡—堤岸—嘉定特区

华人同胞、干部授予“一等解放勋章”；越南南方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国防部向华运特区的工运干事

A1961 年 1 月 23 日，越南劳动党（即越南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 3 次会议决定设立南方局，领导南

越的革命活动。为保密起见，使用 B2 战场、R 战场的代号。



32

处、劳动区干事处、军事干事处与宣训处授予“三等战功勋章”。［21］但是，越南共产党对越南南方

华人抗战救国的功勋给予正式、全面的肯定评价则是在若干年之后，亦即革新开放之后。

二、南方解放后至革新开放初胡志明市的华人工作机构设置（1975 —1988）

1975 年 5 月，越南共产党解放了南方，胡志明市华人工作机构从党委独立出来，更名为“华运

处”，成为越南劳动党市委直属机构。1978 年，越南共产党胡志明市党委对华人工作机构进一步调整，

改为“华人工作小组”，隶属市委民运处。这种调整反映了越南共产党在全国统一后同化华人的思路

与政策。

（一）从“胡志明市委华运处”到“胡志明市委民运处所属华人工作小组”
1.“胡志明市委华运处”（Ban Hoa vận trực thuộc Thành ủy 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1975 —

1978）

1975 年 4 月 30 日，越南共产党攻下南越政权政治中心西贡，党组织率先更名，越南劳动党把

“西贡特区党委”更名为“胡志明市委”；5 月，南方全部解放。1976 年 4 月选出统一的国会，7 月宣

布全国统一，并把西贡正式更名为“胡志明市”。

南方解放后，华人工作机构从共产党市委组织分离出来，成立华运处。胡志明市是一个大城市，

越南共产党接管后，作为执政党，党务工作繁忙，不可能再直接管理华人工作，于是华人工作机构

从党委分离出来，直属胡志明市委领导和管理。

2.“胡志明市委民运处所属华人工作小组”（Tiểu ban Hoa vận thuộc Ban Dân vận Thành ủy， 

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1978 —1988）

在 1975 年越南南方刚解放时  ，大概由于越南共产党忙于全国统一工作，还来不及深入考虑华人

工作机构设置，只是暂时让其从市委分离出去。待全国统一的各项工作告一段落，越南共产党才得

以重新审查和调整华人工作机构。1978 年，越南共产党胡志明市委把“华运处”改为“华人工作小

组”，不再直属市党委，而是隶属胡志明市委民运处。［22］

（二）南方解放后越南共产党华人政策与华人地位：强制同化与排斥的对象
1975 年越南南方解放后，越南共产党的华人政策尤其是南方华人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前面提

到，在北方，党中央层面在 1969 年胡志明去世那年已经撤销华人工作机构，并对华人干部进行清洗。

表明当时北方的华人政策，或者说中央层面的华人政策已经开始变化。但在南方，则从 1975 年开始

与北方同步，与中央层面的华人政策同步。

这种调整表明越南共产党对华人管理的思路和政策发生了变化。抗美战争时期越南和中国协商

解决越南华侨问题，尊重华侨自愿选择国籍；南方解放后则开始把华侨纳入内部民族工作中。民运

处是越南共产党组织系统中的一个机构，主要负责民族和群众工作。早在 1930 年越南共产党成立后，

便提出劳动人民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决定成立各种群众运动组织如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

等组织。1948 年越南共产党成立民运部，各地方相继成立民运处。1981 年中央民运委员会（Ban Dân 

vận Trung ương）成立。［23］民运机构主要管理民族和群众团体工作，其工作范围包括阵线工作、人民

团体、民族工作、宗教工作、各阶层运动、各人民群体和海外越南人的工作。［24］胡志明市党委把华

人工作纳入民运机构管理，则体现了要把华人融合到越南民族中去的管理思路。不过，当时的融合

是强制性的，反映了当时的越南共产党用对立思维看待华人，一方面强制同化，另一方面排华，越

南华人遭遇严冬。

1976 年全国统一后，越南在南方推行社会主义改造，加上与中国矛盾公开化，越南开始掀起排

华运动，华人从革命时期越南共产党的盟友成为打击对象，这个时期越南共产党对华人的政策是强

迫同化与打击华人经济并行。

首先是强制同化，强迫华侨入籍。1976 年 2 月，越南政府发布决定，强迫南方华侨一律按照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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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艳统治时期非法强加于华侨的（越南）国籍进行登记。“官方将华人划为族裔少数民族”，强行将

华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一起融入国家民族之中。其次是借社会主义改造打击华人经济和华人社会。其

手法一是发行新货币，兑换旧货币，导致华侨财产严重缩水；二是对华人企业和财产实行公有化，剥

夺华人财产；三是强迫华人工商业者迁往“新经济区”从事农业劳动；四是接管华人社团的学校、报

刊、产业及其他机构。越南政府的排华运动导致大批华人逃离越南，造成举世震惊的难民潮。［25］

华人大批离开越南，既影响了越南的国际形象，对越南经济也带来负面影响。越南共产党开始调

整华人政策。1982 年 11 月颁布 10 号指示，提出把华人视为公民，给予华人和其他越南公民同等的地位。

但不到一年，1983 年 9 月越共中央政治局“第 14 号条例”又取消了华人的上述权利，并规定已实施

者应予停止和整治。此后一直到 1986 年越共六大召开前夕，当局的华人政策未再有大的变化。［26］

三、革新开放后胡志明市华人工作机构与华人地位的重大变迁

1986 年，越南实行革新开放，华人政策亦进入大调整时期，胡志明市华人工作机构相应作出了

大调整。首先是更名为“华人工作处”；其次，由市党委直属机构转为市政府直属机构。这种调整体

现了越南共产党华人政策的重大转变，也反映了华人地位的深刻变化。

（一）从“胡志明市人民委员会直属华人工作处”到“胡志明市人民委员会民
族处”

1.“胡志明市人民委员会直属华人工作处”（Ban Công tác người Hoa 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

1988 —2012）设立

1986 年越南实行全面革新开放政策，发展市场经济。为了调动华人参与市场经济的积极性，越

南的华人政策也相应作出调整。在 1986 年 12 月越共六大召开前两个月，即 1986 年 10 月 16 日，越

南政府部长会议主席作出 256 号指示，肯定华人的贡献，承认华人公民身份地位和权利义务，要求

各级政府落实华人权益。［27］

胡志明市是华人聚居的城市，胡志明市党委和市政府很快对中央 256 号指示作出回应。就在越

共六大召开后不久，1987 年 2 月 20 日，胡志明市人民委员会作出 6 号指示，要求贯彻执行中央政府

256 号指示精神。6 号指示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贯彻 256 号指示基本精神。第二部分对各行各

业提出落实华人政策的具体要求，例如要求劳动部门解决华人员工就业问题；要求教育行业解决华

人儿童入学问题，解决华文教材、师资等问题；要求政府各部门增设专门负责对华人工作的设置等。

第三部分就如何组织落实具体工作作了部署。［28］

1988 年 8 月 3 日和 9 月 17 日，胡志明市党委和市政府分别作出 411 号决定和 178 号决定，把

胡志明市华人工作机构更名为华人工作处，直属胡志明市政府（即胡志明市人民委员会）。［29］另外，

在华人集中的第五郡、第六郡、第十郡、第十一郡等区分别设立华人工作小组，由华人工作处指导

开展有关管理工作。

2.“胡志明市人民委员会民族处”（Ban Dân tộc thuộc Ủy ban nhân dân 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2012 年 3 月至今）

随着华人地位的提高及华人融入越南本土社会的程度加深，越南共产党对华人的政策也相应作

出了新的调整。2012 年 3 月，胡志明市华人工作机构迎来重大的历史性调整——纳入民族管理机构

“民族处”。“民族处”系根据 2012 年胡志明市人民会议“关于成立民族工作机构”的 4 号决议［30］和

胡志明市人民委员会“关于成立市人民委员会直属民族处”的 10 号决议［31］，于 2012 年 3 月 16 日

正式设立，由直属市政府的“华人工作处”和内务处所属的“宗教民族委员会”中管理民族工作的

职能机构合并而成。原“民族宗教处”则更名为“宗教处”。根据胡志明市“民族处”官方网页的介

绍，民族处是胡志明市人民委员会下属的一个职能机构，负责管理胡志明市民族工作，具有法人资

格，有专项经费，接受胡志明市人民委员会指导、检查和监督。［32］市民族处为市政府有关民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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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提供咨询，并协助市政府管理全市民族工作，共有 15 个工作小组，其中比较特殊的职能是依法

开展国际民族合作。民族处有责任研究、引导及配各政府各部门开展民族工作，提出建议、办法动

员和发挥全市少数民族同胞参加全市建设和发展。［33］

（二）革新开放后越南共产党华人政策与华人地位：民族同胞
1. 从党务到公共事务的转变

华人工作机构由党委领导转为政府机构的一部分，表明华人管理从政治性问题转变为公共事务

管理范畴，体现了越南共产党对华人问题认识的重大变化。

华人工作处领导干部从正职到副职均由华人出任，普通员工亦为华人。该机构主要职能是配合

胡志明市政府相关部门组织和管理华人工作，同时为市党委对华人工作的指导提供咨询参考。具体

包括提出各种措施激发华人潜能，鼓励华人为城市经济发展作贡献；保留华人文化传统；与教育和

培训部合作，根据教育和培训部的规定，为华人子女教授中文；设立堤岸经济发展服务咨询中心，

为华人企业提供培训和交流经济信息的平台等。［34］

胡志明市华人工作机构更名及其隶属关系的转变，是越南共产党对华人工作思想转变的开始。

革新开放后，越南共产党逐步落实华人政策，保障华人权益，越南华人的地位逐步得到改善和提升。

1988 年 6 月通过的《国籍法》，给予与越南公民通婚的华侨为其子女选择保留中国国籍的自由。1988

年底，越南政府释放了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被逮捕的 100 多名华人知名人士，并下发文件，规

定退赔过去被没收的华人房屋资产，允许华人社团恢复活动。

越南政府还重新评价华人，肯定了华人在越南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革命斗争中所做出的贡献。

1998 年 8 月 4 日，越南国家主席向胡志明市华人同胞、干部颁赠“一等独立勋章”；2010 年，西贡—

堤岸—嘉定特区华运处获国家授予“人民武装力量英雄”称号。［35］此外，越南政府还对为越南民族

解放和统一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华人同胞、干部、战士追赠和授予 10 位越南英雄母亲、4 位武装力

量英雄、追认 235 位烈士及上千位革命群众等称号。［36］

另外，越南政府看重华人的经济活动能力，制定各种措施鼓励华人投身越南经济发展和现代化

建设。越南革新开放以来，引进外资最多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等，华人

在招商引资中的特殊作用得到凸显，这也反过来促进了政府进一步改善华人地位。［37］华人得以发挥

其所长，为越南革新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

2. 从侨民问题到内部民族问题的转变

越南各级民族事务管理机构的设置可追溯到胡志明时期。1946 年，胡志明领导的民主共和国中

央政府成立“少数民族署”（Nha Dân tộc thiểu số），主要负责少数民族工作。1959 年，越南民主共和

国中央政府成立民族委员会（Ủy ban Dân tộc），直属政府会议，各地方相应成立民族工作机构，在中

央政府民族委员会领导下，分管当地少数民族事务。［38］民族处是越南地方民族工作机构。

从“华人工作处”到“民族处”，这个变更体现出越南政府对华人管理工作思路和政策的新

特点。

首先，视华人事务为内部民族事务。从“华人工作处”到“民族处”，不再突出“华人”的族群

名称，有意淡化华人与其他族群的差异，表明越南政府不再视华人为特别群体，而是视其为越南民

族的一分子。也反映了越南共产党希望华人融合进越南民族大家庭的构想。

其次，加强对华人工作的领导。合并后的民族处正职即主任一职由越南人担任，副职则全部是

华人。［39］这与过去华人工作处的正副职均由华人担任不同。这种变化至少有两种含义：一方面，体

现了越南政府对华人工作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越南共产党虽然姿态上不再视华人为外人，

但实际上还是有所戒备。当然，由于民族处不是华人的专门管理机构，如果由华人出任正职领导，

可能会引起其他族群的意见，于是，民族处的正职顺理成章地由越南主体民族出任。不过民族处副

职均由华人担任，也体现了胡志明市民族处的工作重点是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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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胡志明市民族处主要领导和科室干部

姓 名 职 务

吴文展（Ngô Văn Triển） 处长（ó Trưởng ban）

梁鸿德（Lương Hùng Đức） 副处长（Phó Trưởng ban）

曾锦荣（Tăng Cẩm Vinh） 副处长（Phó Trưởng ban）

方诗明（Phương Thơ Minh） 办公室主任（Chánh Văn phòng）

林秉荣（Lâm Bỉnh Vinh） 办公室副主任（Phó Chánh Văn phòng）

阮文智（Nguyễn Văn Trí） 监察科科长（Chánh Thanh tra）

黎氏美幸（Lê Thị Mỹ Hạnh） 监察科副科长（Phó Chánh Thanh tra）

陈志伟（Trần Chí Vĩ） 宣传科科长（Trưởng phòng Tuyên truyền và Địa bàn）

黄氏清河（Huỳnh Thị Thanh Hà） 宣传科副科长（Phó Trưởng Phòng Tuyên truyền và Địa bàn）

阮氏青娥（Nguyễn Thị Thanh Nga） 民族政策科科长（Trưởng Phòng Chính sách Dân tộc）

文忠孝（Văn Trung Hiếu） 民族政策科副科长（Phó Trưởng Phòng Chính sách Dân tộc）

陈黎芳（Trần Lệ Phương） 民族政策科副科长（Phó Trưởng phòng Chính sách Dân tộc）

刘洪洲（Lưu Hồng Châu） 综合计划科科长（Trưởng Phòng Kế hoạch-Tổng hợp）

资料来源：Thông tin chung-Ban Dân Tộc， http://bandantoc.hochiminhcity.gov.vn/ttc，2018 年 5 月 13 日浏览。

总体来看，越南政府对华人的政策越来越宽松，越南华人的待遇和地位也逐步得到提高。越南共

产党机关报高度评价华人对越南发展的贡献，“在胡志明市，华人各类企业约占 30%，对城市发展作出

重要贡献。同时，华人也是越南联系世界、招商引资、发展与世界经济贸易关系的重要桥梁。”［40］

不过，越南华人地位的提升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政治地位仍然有待改善。与经济政策调整产生的

效果相比，政治上对华人政策的调整进展缓慢，许多尚停留在纸上，落实也往往大打折扣。华人进入政

府尤其是公检法机构任职、入党、参军仍然受到严格限制，与主体民族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41］

四、结语

胡志明市作为华人在越南聚居的城市，汇聚了过半越南华人人口。因此，胡志明市共产党党委和

胡志明市政府对华人工作的管理举措就成为越南共产党政府对华人政策的风向标。胡志明市华人工作

机构数度易名，先是在 1959 年建立“西贡—堤岸—嘉定特区党委华人工运干事处”；1967 年升级为

“西贡—堤岸—嘉定特区党委暨华运处”；南方解放后，于 1975 成立市委直属的“华运处”；到 1978

年更名为“市委民运处所属华人工作小组”；再到 1988 年更名为“市华人工作处”；最新的更名发生

在 2012 年，更名为“民族处”，目前胡志明市华人工作由“民族处”管理。至此，胡志明市官方负

责华人管理工作的机构中再无“华人”二字。华人问题由政治问题转为公共事务，华人工作由执政党

管理改为由政府管理，这个变迁过程反映了越南共产党华人政策的变迁与华人地位的改变，华人正逐

渐融入越南民族大家庭，或者说越南政府希望华人融入越南民族大家庭，真正成为越南共产党所称的

“同胞”（đồng bào）。“越南华人越来越融入越南的生活，他们在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使他们重新定

位自己为越南多元族群社会积极的一分子。经济增长使战后出生的越南华人寄希望于越南。对他们来

说，中华文化是一种符号和仪式，而越南是现实的存在。华人文化实践的重构体现在华人一些庆祝活

动、语言中心及华人慈善工作方面，显示华人效忠于一种符合官方政策的文化。华人性不再与越南民

族认同对立。新生代华人依然认为他们的根在中国，但中国不再是‘想象的共同体’。”［42］

不过，华人真正融入越南民族大家庭必须以取得与主体民族完全平等的地位为前提，而目前华

人地位的改善主要局限于经济领域，其他领域的平等权益还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限制，距离真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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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的民族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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