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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侨乡移民的典型特征：以《南安诗山坊前黄氏族谱》为例 

本文以涉侨族谱《南安诗山坊前黄氏族谱》为例说明。该族谱的最大特点在于详细记录

了每一位男性成员的移民状态与移民去向。在总计 9219 名男性成员中，共有 725 名初代移

民，有 2058 名移民后裔，大约 1/3 的族人定居于海外（含港澳台）。南安地处泉州地界，是

当地的著名侨乡，黄氏则是当地的涉侨大姓。诗山坊前黄氏于明代正德年间（1436 年）定居

现诗山镇坊前村地界，至 1994 年续谱时已历 20 代，续谱委员会遍及泉州、新加坡、印尼、

马来西亚、香港等世界各地。自第 7 世（约明末崇祯时期）起，族人开始广泛向现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台湾等地域外迁，构成了一张波澜壮阔的跨境宗族网络。 

1.链式移民 

宗族的男性成员按照移民状况可分为本土成员、初代移民、移民后裔三大群体，我们按

代际进行分类统计。从表 I1 中可见，即使对于新中国成立后乃至改革开放前后出生的群体

（18 世-20 世），仍然有约 6%到 9%的群体成为了初代移民（全世代平均移民概率为 10%），

且他们的移民去向地和早期宗族成员的去向地仍然保持着明显的相关性。具体到个人层面，

表 I2 到表 I4 进一步证实初代移民的去向有着极为明显的代际相关性。以上的微观证据表明，

经由“链式移民”的机制，侨乡与移出地之间形成的涉侨宗族网络即使在移民后裔丧失对祖

籍地的认同后仍可以长期保持活跃，直至今日依然联系着宗族的本土与海外成员，因此，涉

侨族谱所表征的内容超越了一般移民文化的体现。 

2.反哺故土 

《南安诗山坊前黄氏族谱》内部记载的“捐资芳名录”可作为海内外宗族成员确实发生

经济互动的补充证据。图 I1 为该族谱中记载捐款数额的“捐资芳名录”的一个节选，我们

将其中的海外宗族成员的捐款数额按迁居地进行了分类统计，展示于表 I5 中。从中可以看

出，哪怕截至续谱的 1994 年，黄氏宗族就从海外募集了超过 50 万元人民币的善款，而同年

期泉州城镇与农村地区的人均年收入水平仅为 3748 元和 2148 元①。值得注意的是，该处统

计的捐款数额仅涵盖对全体宗族成员共享的公共品（如宗祠修缮、道路修缮、教育基金、鳏

寡孤独的赡养等）的捐赠，还尚未包涵海外华人对直系亲属的直接转移支付。《南安诗山坊

前黄氏族谱》的案例说明，涉侨宗族组织具有极强的跨境动员能力，且具有强烈的利他性，

涉侨族谱的存在与转移支付行为是密切相关的。 

 
① 数据来源：福建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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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1 《南安诗山坊前黄氏族谱》分世代移民情况统计 

      初代移民 分移出地         

世代 （大致）出生年份 本土成员 总数 马来西亚 台湾 香港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其他 移民后裔 初代移民概率 移民群体比例 总人数 

3 1497 4 0       0 0.00% 0.00% 4 

4 1517-1541 5 0       0 0.00% 0.00% 5 

5 1542-1586 10 0       0 0.00% 0.00% 10 

6 1563-1613 24 0       0 0.00% 0.00% 24 

7 1611-1663 73 1  1     0 1.35% 1.35% 74 

8 1649-1699 94 12  12     1 11.32% 12.15% 107 

9 1677-1724 141 20  19    1 14 12.42% 19.43% 175 

10 1705-1763 247 38  38     33 13.33% 22.33% 318 

11 1723-1795 448 58 3 52    3 65 11.46% 21.54% 571 

12 1776-1830 599 47 1 42   3 1 111 7.28% 20.87% 757 

13 1791-1837 669 36 1 32 1 1  1 133 5.11% 20.17% 838 

14 1824-1877 798 36 21 5 1 1 7 1 176 4.32% 20.99% 1010 

15 1906-1966 836 107 84 1 2 9 6 5 139 11.35% 22.74% 1082 

16 1927-1987 739 162 86 2 16 11 42 5 279 17.98% 37.37% 1180 

17 1939-1964 766 137 103 4 7 4 10 9 421 15.17% 42.15% 1324 

18 1963-1991 612 38 15 2 6 2 10 3 425 5.85% 43.07% 1075 

19 1949-1991 306 28 6 4 8 2 6 2 167 8.38% 38.92% 501 

20 1949-1991 55 4   4    85 6.78% 61.81% 144 

21 1972-1994 10 1   1    9 9.09% 50.00% 20 

总计   6436 725 320 214 46 30 84 31 2058 10.12% 30.19% 9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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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2 “链式移民”：父亲与儿子的移民去向相关性 

  当代移民去向           

父亲移民去向 菲澳缅美日泰澳 马来西亚 台湾 香港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菲澳缅美日泰澳 41 1  1   

马来西亚 2 897 1 2 1 4 

台湾  1 645 4   

香港    82  15 

新加坡  1   83  

印度尼西亚 1  1 10  264 

未移民 32 320 215 46 30 84 

 

表 I3 “链式移民”：祖父与孙子的移民去向相关性 

  当代移民去向           

祖父移民去向 菲澳缅美日泰澳 马来西亚 台湾 香港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菲澳缅美日泰澳 19   2   

马来西亚 4 465  3  2 

台湾  1 520 2   

香港   1 28  21 

新加坡  7  1 55  

印度尼西亚 1  2 11  121 

未移民 52 747 339 98 59 223 

 

表 I4 “链式移民”：叔伯与侄子的移民去向相关性 

  当代移民去向           

叔伯移民去向 菲澳缅美日泰澳 马来西亚 台湾 香港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菲澳缅美日泰澳 10 2  4  3 

马来西亚 6 337  2   

台湾 2 1 286  7  

香港  9  17  19 

新加坡  8  1 22  

印度尼西亚 2 1 1 2  90 

未移民 56 862 575 119 85 255 

 



《经济学》（季刊）                                                              2024 年第 5 期 

 4 
 

 

图 I1 捐资芳名录（节选） 

资料来源：《南安诗山坊前黄氏族谱》。 

表 I5 海外宗族成员按迁居地的捐款金额统计 

迁居地 累计捐款金额（折合人民币，元） 

印尼 199963 

香港 150621.5 

马来西亚 125192 

新加坡 38740 

台湾 4400 

澳门 4030 

菲律宾 1250 

缅甸 400 

总计 524596.5 

资料来源：《南安诗山坊前黄氏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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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I 原始族谱数据的描述 

表 II1 和表 II2 对在人口和族谱数量上排在前十位的姓氏和地区进行了的描述，从中可

以看出几方面的特征：第一，族谱数量的排序不必然与人口规模的排序相一致，例如林姓并

非全国层面的大姓，但在涉侨族谱总数中却高居第三位，我国的人口大省河南、山东并则没

有与之人口数量相当的族谱留存。这说明宗族文化的强度在不同姓氏、不同的地区之间具有

异质性，这为本文的识别创造了条件；第二，全国族谱与涉侨族谱的姓氏分布、地理分布既

有重叠又有差异，特别地，虽然全国族谱数量高的地区包括许多沿海省份，涉侨族谱则尤其

集中于侨乡众多的闽粤两地，与我国移民的基本情况相一致；第三，两大族谱数据库都存在

地理维度上的采样偏差，族谱的分布偏度较高，例如全国族谱数据中来自浙江省的占据了

30.76%，涉侨族谱中来自福建省的占据了 66.73%。 

表 II1 数量前 10位的姓氏 

2005 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 全国族谱 涉侨族谱 

姓氏 数量 占比 姓氏 数量 占比 姓氏 数量 占比 

王 114632569  8.04% 陈 2335  5.85% 黄 24  6.40% 

李 113213513  7.94% 王 2323  5.82% 王 22  5.87% 

张 105678828  7.41% 张 2044  5.12% 林 20  5.33% 

刘 80680550  5.66% 李 1513  3.79% 张 19  5.07% 

陈 70065673  4.91% 刘 1410  3.53% 陈 18  4.80% 

杨 52787708  3.70% 黄 1342  3.36% 李 16  4.27% 

黄 37013487  2.59% 吴 1147  2.87% 吴 16  4.27% 

赵 32793643  2.30% 徐 988  2.48% 刘 10  2.67% 

吴 31824846  2.23% 周 970  2.43% 徐 9  2.40% 

周 30309461  2.12% 朱 889  2.23% 郑 9  2.40% 

数据来源：2005 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国家谱综合目录（CCCG）》、《华侨华人族谱

数据库》。 

 

表 II2 数量前 10位的省份 

2005 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 全国族谱 涉侨族谱 

省份名称 数量 占比 省份名称 数量 占比 省份名称 数量 占比 

广东省 109052732  7.64% 浙江省 12273  30.76% 福建省 337  66.73% 

河南省 104092893  7.29% 湖南省 6944  17.40% 广东省 112  22.18% 

山东省 100135320  7.01% 江苏省 3994  10.01% 江西省 22  4.36% 

四川省 91310504  6.40% 江西省 3230  8.09% 浙江省 10  1.98% 

江苏省 81503667  5.71% 广东省 2432  6.09% 湖南省 8  1.58% 

河北省 76723425  5.37% 安徽省 2279  5.71% 安徽省 3  0.59% 

安徽省 75288072  5.27% 福建省 2247  5.63% 广西壮族自治区 3  0.59% 

湖南省 69100100  4.84% 山东省 1053  2.64% 江苏省 3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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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 62244835  4.36% 湖北省 1012  2.54% 四川省 2  0.40% 

浙江省 53521603  3.75% 河南省 927  2.32% 内蒙古自治区 1  0.20% 

数据来源：2005 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国家谱综合目录（CCCG）》、《华侨华人族谱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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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II 变量的来源、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表Ⅲ1 变量的来源与定义 

变量名 定义 年份范围 来源 

地级市-姓氏层面 

涉侨族谱数量 涉侨族谱数量（本） —— 《华侨华人

族谱数据

库》 

全国族谱数量 全国族谱数量（本） —— 《中国家谱

综合目录

（CCCG）》 

个人层面 

家庭人均住房间数（间） 住房间数（间）/家庭人口（人） 

2005 

2005 年全国

人口抽样调

查数据 

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十平方

米） 

住房建筑面积（十平方米）/家庭人口（人） 

住房内拥有独立厕所 住房内有独立厕所取 1，否则取 0 

拥有购建住房 有自建住房或购买商品房或购买经济适用房或

购买原公有住房取 1，否则取 0 

家庭人均购建住房费用（元） 购建住房费用（元）/家庭人口（人） 

家庭人均月租房费用（元） 月租房费用（元）/家庭人口（人） 

主要生活来源由家庭其他成员供

养 

主要生活来源由家庭其他成员供养取 1，否则

取 0 

主要生活来源为保障性收入 主要生活来源为保障性收入取 1，否则取 0 

主要生活来源为财产性收入 主要生活来源为财产性收入取 1，否则取 0 

主要生活来源为劳动收入 主要生活来源为劳动收入取 1，否则取 0 

上月劳动收入（元） 上个月（或按年收入折算）的月收入（元） 

接受过教育 接受过教育取 1，否则取 0 

大于小学教育程度 大于小学教育程度取 1，否则取 0 

大于初中教育程度 大于初中教育程度取 1，否则取 0 

大于高中教育程度 大于高中教育程度取 1，否则取 0 

大于专科教育程度 大于专科教育程度取 1，否则取 0 

大于本科教育程度 大于本科教育程度取 1，否则取 0 

受教育年限（年） 受教育年限（年） 

上周在工作 上周在工作取 1，否则取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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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迁移 出生地≠当前所在地取 1，否则取 0 

上周工作小时数 上周工作小时数（小时） 

在公共部门工作 工作单位为机关团体事业单位或国有及国有控

股企业或集体企业取 1，工作单位为土地承包

者或个体工商户或私营企业或其他类型单位或

其他取 0 

私营创业 就业身份是雇主或自营劳动者取 1，就业身份

是雇员或家庭帮工或土地承包者取 0 

性别（男取 1） 男取 1，女取 0 

年龄（年） 年龄（年） 

家庭人口（人） 2005 年 10 月 31 日晚居住在本户的人数 

健康 身体健康或基本能保证正常的生活工作取 1，

不能正常工作或生活不能自理取 0 

汉族 汉族=1，少数民族=0 

非农业户口 非农业户口=1，农业户口=0 

已婚 初婚有配偶或再婚有配偶或离婚或丧偶取 1，

未婚取 0 

姓氏 受访者姓氏 

地级市 受访者所在地级市 

企业层面 

是否出口 出口交货值（千元）大于 0 则取 1，否则取 0 

1998-2007 

全国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

数据库 

出口额度 出口交货值（千元） 

出口额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 出口交货值（千元）除以工业总产值（千元） 

TFP 全要素生产率，计算方式同 Brandt et al.(2012) 

资本密度 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千元）除以全

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人） 

企业存续年数 调查年份减去企业创立时间（年） 

政府资本占比 政府资本除以总注册资本 

港澳台资本占比 港澳台资本除以总注册资本 

外商资本占比 外商资本除以总注册资本 

年份 调查年份 

地级市 企业所在地级市 

行业（2 位数） 行业代码（2 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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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Ⅲ2 描述性统计 

   年份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个人层面        

全国族谱数量（本） —— 339209 9.398  21.092  

涉侨族谱数量（本） —— 339209 0.234  0.968  

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平方

米） 
2005 339209 27.228  23.147  

家庭人均住房间数（间） 2005 339209 0.906  0.708  

住房内拥有独立厕所 2005 339209 0.683  0.465  

拥有购建住房 2005 339209 0.785  0.411  

家庭人均购建住房费用（元） 2005 266361 1292.503  12244.200  

家庭人均月租房费用（元） 2005 72848 15.474  61.750  

主要生活来源由家庭其他成员供

养 
2005 330134 0.265  0.442  

主要生活来源为保障性收入 2005 330134 0.057  0.231  

主要生活来源为财产性收入 2005 330134 0.007  0.082  

主要生活来源为劳动收入 2005 330134 0.655  0.475  

上月劳动收入（元） 2005 217861 808.601  837.129  

受教育年限（年） 2005 339209 8.302  3.624  

接受过教育 2005 339209 0.912  0.283  

大于小学教育程度 2005 339209 0.643  0.479  

大于初中教育程度 2005 339209 0.229  0.420  

大于高中教育程度 2005 339209 0.063  0.243  

大于专科教育程度 2005 339209 0.020  0.140  

大于本科教育程度 2005 339209 0.001  0.034  

上周在工作 2005 330134 0.659  0.474  

上周工作小时数（小时） 2005 217638 47.987  12.028  

发生迁移 2005 217638 0.225  0.417  

在公共部门工作 2005 217638 0.129  0.335  

私营创业 2005 217638 0.147  0.354  

性别（男取 1） 2005 339209 0.490  0.500  

年龄（年） 2005 339209 40.304  17.178  

家庭人口（人） 2005 339209 3.985  1.823  

健康 2005 339209 0.976  0.153  

汉族 2005 339209 0.984  0.124  

非农业户口 2005 339209 0.276  0.447  

已婚 2005 339209 0.755  0.430  

企业层面         

全国族谱数量（本） —— 48249 24.933  40.592  

涉侨族谱数量（本） —— 48249 0.330  1.245  

是否出口（是取 1） 1998-2007 48249 0.364  0.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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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额度（千元） 1998-2007 48249 18143.650  68344.040  

出口额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 1998-2007 48249 0.217  0.384  

TFP 1998-2007 37757 0.315  0.355  

资本密度 1998-2007 48249 122.613  163.981  

企业存续年数（年） 1998-2007 48249 7.325  6.063  

港澳台资本占比 1998-2007 48249 0.003  0.035  

外商资本占比 1998-2007 48249 0.003  0.033  

政府资本占比 1998-2007 48249 0.004  0.044  

注：资料来源详见附录 III。样本限定于福建、广东、浙江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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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V 工业企业的筛选流程 

2008 年之后的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在本文所需的变量上存在较为严重的缺失

问题，具体详见附录 IV表Ⅳ1，故在本文分析中仍然使用 1998 年至 2007 年的数据。 

本文参照余淼杰（2013）的方法进行样本筛选：（1）剔除关键指标缺失的企业样本；（2）

剔除明显不符合逻辑关系的观察值，如总资产、固定资产总额、工业总产值、注册资本、长

短期投资、利息支出、工业增加值、应付工资、应付福利为负值、成立时间异常、所在省市

代码异常的企业样本；（3）剔除营业收入低于 500 万元、员工人数小于 8人及名称重复的企

业样本；（4）剔除明显违反会计准则的企业，即总资产小于固定资产、固定资产总额或流动

资产，或累计折旧小于当期折旧。 

表Ⅳ1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变量缺失情况（2008-2013年） 

数据年份 缺失的关键变量 

2008 年 法定代表人、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国家资本、集体资本、法人资本、个人资本、港澳台资

本、外商资本、累计折旧、本年折旧、工业增加值、应付福利费总额 

2009 年 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累计折旧、国家资本、集体资本、法人资本、个人资本、港澳台资本、

外商资本、累计折旧、本年折旧、工业增加值、应付福利费总额 

2010 年 出口交货值、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工业销售产值、固定资产合计、主营业务(产品销售)收

入、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人)、流动资产合计、累计折旧、本年折旧、国家资本、集体资本、

法人资本、个人资本、港澳台资本、外商资本、工业增加值、应付福利费总额 

2011 年 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工业增加值、应付福利费总额 

2012 年 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工业增加值、应付福利费总额 

2013 年 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工业增加值、应付福利费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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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V 稳健性检验结果 

1.宗族网络的度量 

在基准回归中，本文使用全国族谱数量和涉侨族谱数量来测度宗族网络和涉侨宗族网络

的强度。由于族谱在不同地域和不同姓氏上分布比较稀疏，在“地级市-姓氏”的层面族谱

数量存在许多零值。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全体、涉侨宗族网络的强度的度量方式

换为二值变量形式（即在“地级市-姓氏”层面“是否有全国族谱”和“是否有涉侨族谱”），重

新估计方程（1）。如表 V1 所示，使用二值族谱数量得到的估计系数方向不变，除了涉侨宗

族网络对于受教育年限的负向影响消失了之外，显著性水平也变化不大，并不改变基准回归

的结论。 

以数量或者二值方式度量宗族网络强度忽略了可能存在的边际效应的非线性。为了进一

步检验本文的基准结论相对于宗族网络度量方式的稳健性，本文将本土宗族网络、涉侨宗族

网络的强度的度量方式转变为非线性变量族谱数量的形式：具体而言，分别将全国族谱数量、

涉侨族谱数量分为 1-2 本、3-4 本、5-7 本以及 7 本以上 4 个层级，以 0 本族谱作为参照系形

成一系列的解释变量，重新进行估计。表 V2 的结果显示，本土宗族网络、涉侨宗族网络的

经济福利效应符号保持不变，且可以看出系数大小整体随着族谱数量的增加而扩大。该发现

排除了 U 型关系的存在，进一步佐证了使用族谱数量来度量宗族网络强度的合理性。 

在基准回归中，本文仅将族谱数量加总至“地级市-姓氏”层面，没有将族谱数量进一

步在地理层面细化加总的原因在于：（1）在人员跨区域流动变强的时代里，宗族组织通常呈

现泛化的趋势，或基于更大地理范围来建立共同体认同，或不要求有确切的血缘关系只要求

同地区乃至同姓，体现了以东南沿海为代表的海洋性族群的务实灵活态度（赵子乐等，2020），

如随处可见（甚至扩张至海外）的“潮汕商会”、“泉州商会”等就是具体表现，表明宗族组

织不再拘泥于原生空间来发挥作用；（2）从行政区划调整的角度来看，区县层面的地理边界

在诸如“撤县设区”、市区行政区划重组等改革后恰恰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地级市的范围则

保持相对的稳定，可帮助我们较为一致地追溯同一地理区域（Zhang and Wu，2006）；（3）

数据所限。本文主要使用的 2005 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仅在地级市层面对个人进行分层

抽样。因此在数据中，研究者仅可观察到地级市层面的人员当前所在地。唯一例外在于对于

迁移样本，研究者可以进一步观察到该移民迁出地（祖籍地）的区县代码。为了进一步减轻

审稿人对于地理精确性的担忧，我们使用可以观察到迁出地区县代码的迁移样本做稳健性检

验，将族谱数量加总至“区县-姓氏”层面重新进行分析。如表 V3 所示，所得结论并未与基

准结果有太大的差异。 

表 V1 二值族谱数量 

  (1) (2) (3) (4) (5) (6) 

      上周在工作=1  

子样本 

  家庭人均住房

建筑面积（平

方米） 

受教育年

限（年） 

上周在工作 主要生活来源由家

庭其他成员供养 

主要生活来

源为劳动收

入 

私营创业 

是否有全国

族谱 

3.961*** 0.165*** -0.029*** 0.031*** -0.029*** 0.021*** 

(0.994) (0.038) (0.007) (0.007) (0.007) (0.006) 

是否有涉侨

族谱 

4.104*** -0.006 -0.038*** 0.034*** -0.038*** 0.015* 

(1.511) (0.040) (0.009) (0.010) (0.010) (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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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数 338,850 338,850 329,774 329,774 329,774 217,330 

调整后 R2 0.232 0.486 0.302 0.232 0.304 0.06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姓氏固定效

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级市固定

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聚类到地级市层面。***，**，*分别代表结果在 1%，5%，10%统计意义上

显著。回归样本包括为福建、广东、浙江三省的受访者。第（3）至第（5）列使用年龄在 16 岁及以上的样

本，第（6）列使用年龄在 16 岁及以上且上周在工作（上周工作时间大于 0）的工作样本。 

表 V2 非线性族谱数量 

  (1) (2) (3) (4) (5) (6) 

      上周在工作=1  

子样本 

  家庭人均住房

建筑面积（平

方米） 

受教育年

限（年） 

上周在工作 主要生活来

源由家庭其

他成员供养 

主要生活来

源为劳动收

入 

私营创业 

全国族谱数量

（1-2 本） 

2.472*** 0.123*** -0.021*** 0.023*** -0.022*** 0.016*** 

(0.551) (0.027) (0.005) (0.005) (0.005) (0.005) 

全国族谱数量

（3-4 本） 

4.701*** 0.169*** -0.031*** 0.030*** -0.029*** 0.023*** 

(1.004) (0.037) (0.008) (0.007) (0.007) (0.006) 

全国族谱数量

（5-7 本） 

4.475*** 0.158*** -0.039*** 0.044*** -0.041*** 0.020*** 

(1.095) (0.047) (0.008) (0.008) (0.008) (0.006) 

全国族谱数量（7

本以上） 

6.518*** 0.282*** -0.039*** 0.045*** -0.040*** 0.029** 

(1.800) (0.063) (0.012) (0.013) (0.012) (0.011) 

涉侨族谱数量

（1-2 本） 

2.845** -0.006 -0.029*** 0.025*** -0.029*** 0.008 

(1.081) (0.037) (0.008) (0.009) (0.009) (0.010) 

涉侨族谱数量

（3-4 本） 

3.864*** -0.005 -0.054*** 0.047** -0.053*** 0.017* 

(1.225) (0.053) (0.016) (0.017) (0.017) (0.009) 

涉侨族谱数量

（5-7 本） 

4.688 -0.178*** -0.049*** 0.040** -0.048*** 0.028*** 

(3.215) (0.048) (0.012) (0.018) (0.016) (0.010) 

涉侨族谱数量（7

本以上） 

8.799*** -0.261*** -0.047*** 0.052*** -0.047*** 0.040*** 

(2.532) (0.043) (0.010) (0.013) (0.011) (0.009) 

观测数 338,850 338,850 329,774 329,774 329,774 217,330 

调整后 R2 0.234 0.486 0.303 0.232 0.304 0.06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姓氏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级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聚类到地级市层面。***，**，*分别代表结果在 1%，5%，10%统计意义上

显著。回归样本包括为福建、广东、浙江三省的迁移者。第（3）至第（5）列使用年龄在 16 岁及以上的样

本，第（6）列使用年龄在 16 岁及以上且上周在工作（上周工作时间大于 0）的工作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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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V3 “区县-姓氏”层面加总族谱数量 

  (1) (2) (3) (4) (5) (6) 

      上周在工作=1  

子样本 

  家庭人均住房

建筑面积（平

方米） 

受教育年

限（年） 

上周在工作 主要生活来源由家

庭其他成员供养 

主要生活来

源为劳动收

入 

私营创业 

标准化的 

全国族谱 

0.064 0.064*** -0.005*** 0.005*** -0.006*** 0.008*** 

(0.061) (0.010) (0.001) (0.002) (0.002) (0.002) 

标准化的 

涉侨族谱 

0.146*** 0.016* -0.005*** 0.005*** -0.005*** 0.005*** 

(0.042) (0.009) (0.001) (0.001) (0.002) (0.002) 

观测数 59,363 59,363 58,995 58,995 58,995 48,696 

调整后 R2 0.197 0.332 0.218 0.130 0.220 0.10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姓氏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级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聚类到地级市层面。***，**，*分别代表结果在 1%，5%，10%统计意义上

显著。回归样本包括为福建、广东、浙江三省的迁移者（出生地≠当前所在地）。第（3）列至第（5）列使

用年龄在 16 岁及以上的样本，第（6）列使用年龄在 16 岁及以上且上周在工作（上周工作时间大于 0）的

样本。全国族谱数量、涉侨族谱数量加总到“区县-姓氏”层面，并在个人层面标准化为均值为 0，标准差

为 1 的 z-score。 

2.使用迁移子样本 

在方程（1）中，本文使用个体出生地的族谱数量作为其宗族网络的度量，并控制了所

在地固定效应，从而排除所在地的文化习俗及经济发展状况对结果的干扰。然而受访者中存

在大量出生地与所在地重叠的个体（𝑜=𝑐）。为更加干净地分离出宗族网络的影响，本文使用

所在地不同于出生地的迁移个体作为回归样本（𝑜 ≠ 𝑐），来重新估计方程（1）。如表 V4 所

示，出生地的宗族网络、涉侨宗族网络的系数依然显著，但现住地的宗族网络、涉侨宗族网

络的系数却几乎不显著，这表明基准回归中发现的福利效应主要是由出生地而非所在地的本

土宗族网络、涉侨宗族网络在发挥作用，而不太可能是由内生的迁移导致的。 

表 V4 迁移子样本 

  (1) (2) (3) (4) (5) (6) 

          

  

上周在工

作=1  

子样本 

  

家庭人均住房

建筑面积（平

方米） 

受教育年限

（年） 

上周在工

作 

主要生活来源

由家庭其他成

员供养 

主要生活来

源为劳动收

入 

私营创业 

标准化的全

国族谱数量

（出生地） 

0.202** 0.131*** -0.008*** 0.008*** -0.009*** 0.011*** 

(0.096) (0.016) (0.003) (0.003) (0.003)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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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的涉

侨族谱数量

（出生地） 

0.114** -0.003 -0.005*** 0.004*** -0.005*** 0.004** 

(0.046) (0.008) (0.001) (0.001) (0.001) (0.002) 

标准化的全

国族谱数量

（现住地） 

0.022 -0.041*** 0.000 -0.003 0.002 -0.002 

(0.029) (0.009) (0.002) (0.002) (0.002) (0.001) 

标准化的涉

侨族谱数量

（现住地） 

0.003 0.007 0.001 -0.002 0.001 0.001 

(0.031) (0.007) (0.001) (0.001) (0.001) (0.001) 

观测数 59,363 59,363 58,995 58,995 58,995 48,696 

调整后 R2 0.197 0.334 0.218 0.131 0.221 0.10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姓氏固定效

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级市固定

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聚类到地级市层面。***，**，*分别代表结果在 1%，5%，10%统计意义上

显著。回归样本包括为福建、广东、浙江三省的迁移者（出生地≠当前所在地）。第（3）至第（5）列使用

年龄在 16 岁及以上的迁移样本，第（6）列使用年龄在 16 岁及以上且上周在工作（上周工作时间大于 0）

的样本。 

3.控制当地同姓氏人口规模 

许多文献注意到宗族网络的测度有规模与强度之分（郭云南和姚洋，2012；郭云南等，

2013；林建浩等，2016）。在族谱数据库构建的过程中，当地姓氏人口规模越大，族谱被收

录的数量自然也随之增长。为了控制人口规模带来的影响，也为了分离宗族网络的规模与强

度效应，表 V5 展示基准回归在加入控制“地级市-姓氏”层面的人口规模后的结果①。回归

系数显示，以族谱数量度量的本土宗族网络、涉侨宗族网络依然发挥显著作用，而当地同姓

氏人口规模则在很多情形下或不显著或发挥相反的作用。例如在就业方面，宗族网络挤出了

劳动供给但同时也促进了创业，而同姓氏人口规模则促进了劳动供给，对创业却没有影响。

本文的发现也和过去的研究保持一致，即宗族网络的强度效应要大于规模效应。此外为了进

一步展现稳健性，本文采用与过往的文献一致的方式将族谱数量加总至地级市层面，除以地

级市 2005 年的人口数从而得到每万人的族谱数量，标准化处理之后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展

示于表 V6。大部分估计系数的方向与显著性都与基准结果保持一致，说明人口规模并不太

可能是影响结果的重要因素。 

  

 
① 过往使用族谱对宗族文化进行度量的研究通常直接以人口规模做分母对族谱数量做标准化，以规避

人口规模带来的影响（Greif and Tabellini, 2017；Chen et al., 2020；潘越等，2019；Zhang，2020）。本文采

取不同的回归设定原因有二：第一，本文已将宗族测度细化至“地级市-姓氏”层面并控制地级市、姓氏

固定效应，可以大大规避人口规模带来的影响；第二，本文将族谱数量和人口规模作为两个独立变量加入

回归，可以分离潜在的宗族网络的规模和强度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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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V5 控制“地级市-姓氏”层面的人口规模 

  (1) (2) (3) (4) (5) (6) 

            上周在工

作=1  

子样本 

  

家庭人均住房

建筑面积（平

方米） 

受教育年限

（年） 

上周在工

作 

主要生活来源

由家庭其他成

员供养 

主要生活来

源为劳动收

入 

私营创业 

标准化的

全国族谱

数量 

0.755*** 0.035*** -0.005*** 0.005** -0.004*** 0.005** 

(0.210) (0.008) (0.001) (0.002) (0.001) (0.002) 

标准化的

涉侨族谱

数量 

0.536*** -0.005* -0.005*** 0.004*** -0.005*** 0.002*** 

(0.181) (0.003) (0.001) (0.001) (0.001) (0.001) 

人口规模

对数 -0.894*** -0.076*** 0.013*** -0.012*** 0.012*** 0.001 

（地级市

-姓氏） (0.291) (0.017) (0.004) (0.004) (0.004) (0.002) 

观测数 338,850 338,850 329,774 329,774 329,774 217,330 

调整后

R2 0.232 0.486 0.302 0.232 0.304 0.06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姓氏固定

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级市固

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聚类到地级市层面。***，**，*分别代表结果在 1%，5%，10%统计意义上

显著。回归样本包括为福建、广东、浙江三省的受访者。第（3）至第（5）列使用年龄在 16 岁及以上的样

本，第（6）列使用年龄在 16 岁及以上且上周在工作（上周工作时间大于 0）的工作样本。 

表 V6 人均族谱数量作为宗族网络测度 

S 

(1) (2) (3) (4) (5) (6) 

    

 

上周在

工作=1 子样

本 

家庭人均

住房建筑面积

（平方米） 

受教育

年限（年） 

上周在工

作 

主要生活

来源由家庭其

他成员供养 

主要生活

来源为劳动收

入 

私营创

业 

标准化

的每万

人全国

族谱数

量 

0.246*** 0.013* -0.001 0.001 -0.001 0.003** 

(0.083) (0.007) (0.001) (0.001) (0.001) (0.001) 

0.275* -0.009** -0.003*** 0.003*** -0.003***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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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

的每万

人涉侨

族谱数

量 (0.158) (0.004) (0.001) (0.001) (0.001) (0.001) 

       

观测数 333,892 333,892 324,832 324,832 324,832 212,910 

调整后

R2 0.261 0.490 0.308 0.239 0.309 0.066 

个体控

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控

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聚类到地级市层面。***，**，*分别代表结果在 1%，5%，10%统计意义上

显著。回归样本包括为福建、广东、浙江三省的受访者。第 3 至第 5 张子表使用年龄在 16 岁及以上的样

本，第 6 列使用年龄在 16 岁及以上且上周在工作（上周工作时间大于 0）的样本。 

4.使用编制时间早于 1950 年的族谱 

单纯加总族谱数量作为宗族网络的测度可能忽视了族谱编制时间上的异质性。改革开放

之后，在地方政府的鼓励支持下，很多地方兴起了重修族谱的活动。经济发达的地区可能具

有更强的意愿和经济实力去开展这样的活动，这可能会引发族谱数量作为宗族网络测度的内

生性。然而，Zhang（2020）发现各地编制于 1950 年之前与编制于 1980 年之后的族谱数量

具有很强的相关性，显示宗族网络具有较强的延续性。为了进一步削弱这一方面的担忧，本

文借鉴 Zhang（2020）的做法，对于全国族谱和涉侨族谱都进行筛选，仅使用编制时间早于

1950年的族谱数量作为宗族网络的测度，重新进行本文主要的回归分析，结果展示于表V7。

从中可以看出，本文的定性结论几乎不变。 

表 V7 使用初始编制时间早于 1950年的族谱 

  (1) (2) (3) (4) (5) (6) 

            上周在工

作=1  

子样本 

  

家庭人均

住房建筑

面积（平

方米） 

受教育年

限（年） 

上周在工

作 

主要生活

来源由家

庭其他成

员供养 

主要生活

来源为劳

动收入 

私营创业 

标准化的全国族

谱数量 

0.669*** 0.033*** -0.003** 0.003 -0.003** 0.003*** 

(0.239) (0.007) (0.001) (0.002) (0.001) (0.001) 

标准化的涉侨族

谱数量 

0.531*** -0.006** -0.004*** 0.004*** -0.004*** 0.002*** 

(0.172) (0.003) (0.001) (0.001) (0.001) (0.001) 

观测数 338,850 338,850 329,774 329,774 329,774 217,330 

调整后 R2 0.231 0.486 0.302 0.232 0.304 0.06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姓氏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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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级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聚类到地级市层面。***，**，*分别代表结果在 1%，5%，10%统计意义上

显著。回归样本包括为福建、广东、浙江三省的受访者。第（3）至第（5）列使用年龄在 16 岁及以上的样

本，第（6）列使用年龄在 16 岁及以上且上周在工作（上周工作时间大于 0）的工作样本。 

5.区域异质性 

为了缓解族谱数据的采样偏差，本文在基准回归中仅使用了福建、广东、浙江三省的样

本。附录 V 的第 5 部分中检验本文的发现是否存在区域异质性。回归结果显示：（1）使用

闽粤浙三省样本进行分析的估计系数与全国样本的估计系数十分接近。说明闽粤浙三省内部

的族谱数量变动（variation）是解释全国层面结果的主要因素（见表 V8）；（2）在非闽粤浙

样本内部，几乎只有全国族谱数量的系数是显著，而涉侨族谱数量的系数则几乎不显著（见

表 V9）。这与涉侨宗族网络与文化集中盛行于海外移民众多的闽粤浙三省的事实是保持一致

的；（3）在闽粤浙内部，以族谱数量测度的宗族网络在福建、广东的效应更为显著（见表 V10

至 V12）。综上而言，本小节的发现证实了区域异质性对于结果的影响，也为本文使用闽粤

浙等侨乡三省作为基准结果的做法提供了实证支持。 

表 V8 全国样本 

  (1) (2) (3) (4) (5) (6) 

            上周在工

作=1  

子样本 

  

家庭人均

住房建筑

面积（平

方米） 

受教育年

限（年） 

上周在工

作 

主要生活

来源由家

庭其他成

员供养 

主要生活

来源为劳

动收入 

私营创业 

标准化的全国族

谱数量 

0.609*** 0.019*** -0.003*** 0.004*** -0.003*** 0.005*** 

(0.158) (0.006) (0.001) (0.001) (0.001) (0.001) 

标准化的涉侨族

谱数量 

0.477** -0.010*** -0.004*** 0.004*** -0.004*** 0.003*** 

(0.187) (0.002) (0.001) (0.001) (0.001) (0.001) 

观测数 1,912,079 1,912,079 1,861,966 1,861,966 1,861,966 1,250,076 

调整后 R2 0.261 0.492 0.332 0.264 0.348 0.04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姓氏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级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表 V9 非闽粤浙样本 

  (1) (2) (3) (4) (5) (6) 

            上周在工

作=1  

子样本 

  
家庭人均

住房建筑

受教育年

限（年） 

上周在工

作 

主要生活

来源由家

主要生活

来源为劳

动收入 

私营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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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平

方米） 

庭其他成

员供养 

标准化的全国族

谱数量 

0.513* 0.011 -0.00169* 0.004*** -0.003*** 0.006*** 

(0.276) (0.007) (0.00093) (0.001) (0.001) (0.002) 

标准化的涉侨族

谱数量 

-0.597*** -0.020 -0.00004 0.001 -0.001 0.018*** 

(0.202) (0.020) (0.00157) (0.002) (0.002) (0.004) 

观测数 1,572,936 1,572,936 1,531,898 1,531,898 1,531,898 1,032,488 

调整后 R2 0.272 0.493 0.33859 0.271 0.357 0.03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姓氏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级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表 V10 福建样本 

  (1) (2) (3) (4) (5) (6) 

            上周在工

作=1  

子样本 

  

家庭人均

住房建筑

面积（平

方米） 

受教育年

限（年） 

上周在工

作 

主要生活

来源由家

庭其他成

员供养 

主要生活

来源为劳

动收入 

私营创业 

标准化的全国族

谱数量 

-0.236 -0.007 -0.002 0.002 -0.001 0.006** 

(0.431) (0.011) (0.004) (0.004) (0.004) (0.002) 

标准化的涉侨族

谱数量 

0.688** -0.007 -0.005*** 0.005*** -0.005*** 0.003** 

(0.245) (0.004) (0.001) (0.001) (0.001) (0.001) 

观测数 36,115 36,115 34,980 34,980 34,980 22,585 

调整后 R2 0.145 0.494 0.299 0.242 0.305 0.04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姓氏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级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表 V11 广东样本 

  (1) (2) (3) (4) (5) (6) 

            上周在工

作=1  

子样本 

  

家庭人均

住房建筑

面积（平

方米） 

受教育年

限（年） 

上周在工

作 

主要生活

来源由家

庭其他成

员供养 

主要生活

来源为劳

动收入 

私营创业 

-0.349 0.061** 0.006 -0.005 0.006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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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的全国族

谱数量 (0.257) (0.023) (0.004) (0.004) (0.004) (0.001) 

标准化的涉侨族

谱数量 

0.504 -0.002 -0.008*** 0.007*** -0.007** 0.001 

(0.292) (0.005) (0.003) (0.002) (0.003) (0.001) 

观测数 253,383 253,383 246,247 246,247 246,247 162,558 

调整后 R2 0.262 0.462 0.308 0.227 0.307 0.05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姓氏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级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表 V12 浙江样本 

  (1) (2) (3) (4) (5) (6) 

            上周在工

作=1  

子样本 

  

家庭人均

住房建筑

面积（平

方米） 

受教育年

限（年） 

上周在工

作 

主要生活

来源由家

庭其他成

员供养 

主要生活

来源为劳

动收入 

私营创业 

标准化的全国族

谱数量 

1.113*** 0.047*** -0.006** 0.007** -0.006** 0.007** 

(0.315) (0.011) (0.002) (0.003) (0.002) (0.003) 

标准化的涉侨族

谱数量 

0.127 -0.044* -0.007 0.007 -0.008 0.013 

(0.625) (0.021) (0.004) (0.007) (0.006) (0.008) 

观测数 49,124 49,124 48,320 48,320 48,320 32,008 

调整后 R2 0.167 0.510 0.315 0.265 0.321 0.06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姓氏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级市固定效应 是 s是 是 是 是 是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聚类到地级市层面。***，**，*分别代表结果在 1%，5%，10%统计意义上

显著。表 V8 至表 V12 分别使用非闽粤浙、全国、福建、广东、浙江受访者进行回归。第（3）至第（5）

列使用年龄在 16 岁及以上的样本，第（6）列使用年龄在 16 岁及以上且上周在工作（上周工作时间大于 0）

的样本。全国族谱数量、涉侨族谱数量在个人层面标准化为均值为 0，标准差为 1 的 z-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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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VI 出口溢出效应的支持性证据 

为了给表 5 的发现提供额外的支持性证据，本文关注涉侨宗族网络分享出口市场渠道

的一种具体机制：即借助涉侨宗族网络引进祖籍地为本地的侨商的投资，打通海外销售渠道，

进而辐射至本土企业的发展模式，典型代表有晋江的鞋服业、石狮的纺织业、南安的石材业

等等（王望波，2004；陈方豪和熊瑞驰，2022），被称之为“晋江模式”，与“苏南模式”、

“温州模式”并称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的三大模式（滨下武志，2021）。我们借鉴赵子乐等（2020）

的做法，使用 1998 年至 2007 的闽粤浙三省的工业企业数据中的本土私营企业样本设计如

下的回归方程来检验这一机制： 

𝑌𝑖𝑗𝑠𝑐𝑡 = 𝛽1 × 𝐸𝑥𝑝𝑜𝑟𝑡𝑆ℎ𝑎𝑟𝑒𝐹𝐷𝐼𝑠𝑐 + 𝛽2 × 𝐸𝑥𝑝𝑜𝑟𝑡𝑆ℎ𝑎𝑟𝑒𝐹𝐷𝐼�̃�𝑐 + 𝜇𝑡 + 𝛿𝑐 + 𝜆𝑗 + 𝜃 × 𝑋𝑖𝑡 + 𝜖𝑖𝑗𝑠𝑐𝑡 

其中我们关心的解释变量是𝐸𝑥𝑝𝑜𝑟𝑡𝑆ℎ𝑎𝑟𝑒𝐹𝐷𝐼𝑠𝑐和𝐸𝑥𝑝𝑜𝑟𝑡𝑆ℎ𝑎𝑟𝑒𝐹𝐷𝐼�̃�𝑐，其分别表示位于

城市𝑐、法人代表姓氏为𝑠和不是𝑠(包括其他姓氏和由外国人作为法人代表)的外资企业出口

比例
①
。𝑌𝑖𝑗𝑠𝑐𝑡则表示企业是否出口的哑变量。其余设定都与原文方程（2）保持一致。如果涉

侨宗族网络的作用存在，那么那些与本地存在潜在宗族关联（法人代表为当地涉侨大姓）的

外资企业的出口会对本土的私营企业产生显著溢出作用（𝛽1̂ > 0），而作为安慰剂检验，异

姓外资企业的出口行为则不应对本土企业产生显著的溢出作用（𝛽2̂ ≤ 0）。 

最终回归结果如表 VI1 所示，确如预期地，本年度本市本行业“同姓”外资企业中出口企

业的比例显著促进了本土企业的出口行为，而本年度本市“异姓”外资企业中出口企业的比例

则与本土企业的出口行为没有显著的相关。表 VI1 的结果表明涉侨宗族网络能经由引进 FDI

的方式将出口的市场信息传递给本土私营企业，且这种市场信息传递只发生在同姓之间，进

一步细化了涉侨宗族网络的出口溢出机制。 

表 VI1 涉侨宗族网络的出口溢出机制：FDI溢出效应 

 是否出口 

本年度本市本行业“同姓”外

资企业中出口企业的比例 0.056*** 

 (0.008) 

本年度本市“异姓”外资企业

中出口企业的比例 -0.007 

 (0.008) 

观测数 48,249 

调整后 R2 0.160 

控制变量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地级市固定效应 是 

行业（2 位数）固定效应 是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聚类到地级市层面。***，**，*分别代表结果在 1%，5%，10%

统计意义上显著。回归样本包括为福建、广东、浙江三省的本土私营企业。 

  

 
① 中国早期引进的外资企业中有很高的比例为侨资企业，因此法人代表中具有华人姓氏的外资企业比

例极高（陈方豪和熊瑞驰，2022）。在选聘法人代表时，可能存在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为侨商使用自己

的身份登记，另一种情况则可能优先从本地的宗族成员中选拔作为其在本地的代理人——无论哪种情形都

反映了涉侨宗族网络在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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