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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高洪艳

一方是艳羡着大洋彼岸优

质教育、清洁空气、安全食品、资

产保护盾的中国大陆各界精英和

富商，一方是深陷危机、饥渴难耐，

亟待资金且虎口大开的欧美经济体，

双方入戏，移民潮扑面而来。

浙江温州某五星级酒店的大堂经

理告诉记者，最近在他们酒店举行的移

民推介会越来越多，几乎能达到每周一

次。会场内外移民中介机构摆放的各式各

样的易拉宝广告上，“投资 50 万美元，全家快

速获绿卡”一类的宣传语极具煽动性。

据记者了解，此类推介活动效果颇好。在

国内举行的一个美国房地产市场及海外置业沙

龙活动上，有 3 个人当场拍板办理美国移民。在

浙商一个小范围 20 多人的加拿大考察团归来后，

其中一半的人决定办理移民。

中国富人赚足了世界的眼球。最近，胡润研究

院联合中国银行私人银行发布的一份《2011 中国私

人财富管理白皮书》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一致关注，

《中国半数千万富豪准备移民出国》的标题登上多家

外媒当天版面的醒目位置。有美国和印度媒体分析

称，赚中国的钱、做外国的公民，这将造成中国财富

的大量外流，便宜了囊中羞涩的美国和欧洲国家，正

所谓“肥水流入外人田”。

成交惨淡的美国房地产市场早就想对中国富人

敞开大门。美国参议员最近提交了一份在美国购买

50 万美元的房产即可获得绿卡的议案，让诸多希望

通过购房方式移民美国的中国人雀跃不已。有移民

机构的人打趣称，如果美国真的通过上述法案，会有

无数的中国人雇人到美国排队买房。这样的话，这

个政策很有可能在一个月后就被叫停。

不过，在美国加州某律师事务所负责办理移民

手续事宜的赵洁女士在听说这件事后，直呼为了拯

救房地产市场，美国议员真的是打算无所不用其极

了。并且质疑，如果此议案通过，中国的富豪们真的

会愿意“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吗？因为在很多国家和

地区，比如新加坡和香港等，都已经悄悄关上了曾经

洞开的购房移民之门的时候，美国此时却试图打开

投资房地产换移民的政策大门，很明显地有“既抢钱

又抢人”的嫌疑。

赵洁解释说，即使这个议案被通过，有移民意向

的中国富豪也该注意，如此获得的身份有别于普通

美国公民，背后还有一系列限制条件，比如外国人持

这种新签证进入美国，除非通过正常程序获得常规

工作签证，否则不能在美国就业。这些人可带一名

配偶和年龄低于 18 岁的孩子进入美国，但如果卖掉

在美国的房产，他们将无法在美国继续合法居留。

“ 细细品味这些限制条件，便成了这样一种模

式，获得了美国身份的中国富豪们将不得不继续在

国内赚钱，而把国外当成归宿和消费地。除了日常

的消费，他们的子女教育、房产购置、金融服务都转

向了国外。也就是说，西方国家通过移民策略，把

人们对于发达经济体的向往，变成了一个财富转

移机制。让这些新移民源源不断地吸取中国创

造的财富，同时转向自己的移民国家。”赵洁说。

正如中国经济分析人士描绘的那样，中国

经济将成为一个“巨大的漏斗”，成为外国的

提款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报

道更是危言耸听：中国大富豪的外流带走

了大量现金，如果现金由于经济萧条而无

法回流，中国经济或将面临崩溃。中国

建 设 银 行 副 行 长 陈 佐 夫 曾 透 露 ：“ 仅

2009 年，大陆就有 3000 人投资移民到

美国和加拿大，他们投资的总额超过

了 80 亿元人民币，若再加上其他比

较热门的地区，中国移民带出去的

资金就超过了 100 亿元人民币。”

编者按：胡润研究院与中国银行私人银行最新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再一次揭开中国富豪的神秘面纱。白皮书显示，国内目前造就了

超过95万名千万富豪，其中46%正在考虑移民国外，14%已经移民或者正在申请移民。而资产在1亿元以上的富人中，有移民意向的人所占比例更高达74%。

其实，这种状况已非一日，现实是，但凡有点家产，官员潜伏做“裸官”，演员痴情于换国籍，学者最好有国外的绿卡，而民营企业家则纷纷选择海外

投资，移民成了一种潮流。如今富人移民，去势汹汹，成为舆论焦点。有分析人士指出，“出口”高净值人群是中国对世界的“最新贡献”，这些人给欧美

送去奇缺的现金，却将经济崩溃的风险留给中国。

中国半数千万富豪“移”失海外
“在浩瀚的太平洋上，散落着无数璀璨的明珠，

帕劳就是其中的一颗……”电影导演冯小刚 1992 年

的作品《大撒把》反映了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移民热

潮。电影中，演员葛优颇具黑色幽默地如是谋划

移民路线图，也正说明了在那股浪潮中，移到哪儿

是次要的，移出去才是关键。20 年过去了，轰轰

烈烈的出国移民热丝毫没有降温，只是，腰包越

来越鼓的中国人，已经不再绕道太平洋上帕劳

一类的岛国，而是“直捣”世界财富的中心。美

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这些据说是

月亮更圆的地方，开始散落甚至聚居着越来

越多的中国富人。

今年 5 月至 9 月，胡润研究院与中国银

行私人银行面对面访问了全国 18 个重点城

市的高净值人群（可投资资产超过 1000 万

元的人群），调研共获得 980 份有效问卷，

受 访 人 群 的 平 均 财 富 达 到 6000 万 元 以

上，平均年龄 42 岁。近日，调研结果以

《2011 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的形

式发布。白皮书显示，14%的中国千万

富豪目前已移民或者正在申请移民，

还有 46%在考虑移民。如此结果被戏

称为“中国富人们不是在移民，就是

在通往移民的路上”。

为子女教育——值

不愿被称为“富豪”的赵老板

是河北省某地级市一家玻璃钢制

造企业的老板，资产几千万元。

在当地的朋友圈中，他几乎是

最早做了移民打算的。不过，

他告诉记者，他之所以有移民

想法完全是因为一次意外，有

点儿被忽悠的意思。

今年年初，赵老板来北京见一个重要的客户，入

住的某五星级酒店正好在办移民推介会。出于好

奇，他便进去听了听。没想到，热情的中介人员一路

引导，从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到北美洲的美国、加拿

大，再回到亚洲的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从教育养老等

生活环境到贸易投资商业环境，详细介绍了一番。

赵老板出行北京前被儿子的班主任叫去学校训

话，气得一宿都没休息好，要回宾馆房间休息，本无

意再听中介“絮叨”，没想到却被中介人员切中要害，

指出正好可以为了子女出国受教育而选择移民。

这一理由深深打动了望子成龙的赵老板，从来

没有出过国的他开始动心通过移民的方式把孩子送

出国去学习。得知在美国投资 50 万美元便几乎可以

实现移民后，赵老板当即拍板交由这家中介负责其

移民事宜。

现在的赵老板在耐心等待移民申请结果。他告

诉记者：“300 多万元，为儿子的教育‘买单’，值了，总

比他不成器，以后要给他买房买车强。”

并不像赵老板被中介忽悠才要买美国身份，毕

业于国内某名牌大学，在北京经营一家信息技术公

司的陈先生早给妻子和儿子换成了加拿大国籍。“他

们都生活在加拿大，我会经常飞过去和他们团聚。”

陈先生说，让孩子从小受到国外的良好教育，享有当

地人的教育福利，是他周围很多朋友给自己或家人

移民的主要原动力。

《2011 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的统计也印证

了这一说法，子女教育和移民是中国富豪进行海外

投资的最主要目的。具体而言，进行海外投资的富

豪中，1/2 是因为子女教育，另外有 1/3 是为了移民。

保财产安全——躲

相对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由于人身不安全与饥荒

倒逼的第一波移民运动和 90 年代对西方高等教育、

工作机会追逐引发的第二波“洋插队”来说，现在的

第三轮移民高潮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

移民潮汹涌的原因也更加复杂。

招商银行联合贝恩资本发布的最新《2011 私人

财富报告》指出，中国移民潮汹涌的三大主要理由分

别是，方便子女教育（占 58%的比例），保障财富安全

（占比 43%），为未来养老做准备（占比 32%）。

不过，东升盛世移民中介机构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在浙江福建等沿海城市的民营企业家中，保障

财富安全的移民理由远远多于《2011 私人财富报告》

中排在第一位的方便子女教育。大部分企业主给出

的移民理由都是担心财产安全。

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陈有西也指出，正

是由于财产与人身安全的不确定性，迫使很多民营

企业家移民海外。

福建泉州某造船厂的王老板经营企业多年，最

近 感 到 生 意 越 来 越 难 做 了，而 且，社 会 对 财 富“ 原

罪”的追问以及时不时引发的“仇富”心态也让他很

不安。“像我一样的私人老板，越来越难生存了。国

内国外经济形势越来越复杂，社会的贫富差距也越

来越大。有其他老板告诉我说没准儿哪天会‘均贫

富’呢，所以，趁着现在有点儿钱，赶紧移民吧。”王

老板说。

“财产不安全是中国富裕阶层头顶挥之不去的

阴影，是中国产权体制匮乏在现实生活中的经典投

射。”在财经观察员叶檀看来，中国的富裕阶层或者

无法洗刷转型时期的原罪，同时被历史上“革财富之

命”的心理暗示所震慑，担心中国无法形成现代的产

权体制，所以纷纷出国。

一份浙江省官方调研报告显示：浙江中小企业

中只有不到 20%能沾到银行信贷的光，大多数企业是

得不到银行贷款的。改革之初，一个小商小贩可能

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就能发

家致富，但现在越来越难，人

们的上升渠道被堵塞，阶层在

板结化。

据 记 者 了 解 ，自 2004 年 宏

观调控以来，中国开始出现“ 国

进 民 退”，国 有 资 本 在 一 些 垄 断

型行业和资源型行业中获得了越

来 越 大 的 市 场 份 额 ，出 现 了 一 些

获利能力非常高的垄断型企业，比

如 说 在 钢 铁 行 业 、电 信 行 业 、金 融

业 等 出 现 了 很 多 寡 头，这 使 得 从 制

造业中溢出的民营企业生存空间越

来越小。相比之下，如今国外经济不

景 气 ，欢 迎 境 外 投 资 拉 动 经 济 ，资 本

能 够 自 由 准 入，各 种 优 惠 自 然 吸 引 国

内富豪投资移民。国外更规范化、法治

化 的 市 场 经 济，也 更 适 合 他 们 去 投 资、

创业。

此外，财经评论人吴晓波指出，中国的

政策环境对民营资本不够友好，社会对民营

资本家原罪的质疑，也使得民营企业家的生

存状态没有想象中好。而黄光裕等许多民营

富豪被查出存在犯罪行为获刑，再一次将原罪

的问题提升到了一个高度，使国内富人们的神

经紧张起来。

王老板一向低调，他告诉记者，社会两极

分化，财富分配不公的原因有很多，但是，现在

的矛头更多地指向了先富起来的他们这些民营

企业老板。社会上已经习惯了戴有色眼镜审视

他们，认为有钱的老板就是一个“灰色群体”。“如

果 不 想 背 这 个 黑 锅，还 是‘ 三 十 六 计，走 为 上 策’

吧。”王老板说。

中国肥水正流外人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