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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印裔族群:身份与结构(1990—2017年)

崔 戈 焦 玉 平

内容提要 《1990年移民与国籍法》（t/ie 7990 /ffwreigraiion ared AteioreaZiiy y4ct)颁布 

以来，在美印裔族群迎来了又一次大发展，不仅在规模上成为继华裔之后的最大亚裔群 

体，而且积极参与到美国社会生活中，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外来族群之一。本文分析了 

1990年以来印度人以永久居民获得者、美国公民和合法非移民（Nonimmigrant)三种主要 

居留身份在美生活的发展历程，厘清了在美印度人的性别、年龄、职业、收入、婚姻、宗教信 

仰以及地域分布特征，认为印裔以其庞大的技术移民规模、高归化程度、良好的性别和年 

龄结构、优质的职业特征及稳定的家庭婚姻生活成为美国最成功的外来族群之一。

关 键 词 在 美 印 裔 永 久 居 民 美 国 公 民 合 法 非 移 民 人 口 结 构

在美印裔族群在不同时期展现出不同特征。第一批印裔移民于19世纪中期前往美国。® 19 

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由于美国政府排华、排日、排韩法案造成的劳工极度短缺，部分印裔移民得以 

从加拿大前往美国从事铁路建造和种植园劳动。® 1917年移民法案和1924年《约翰逊-里德法 

案》（Jo/wwora-ZieecMct or AteioraaZ Origi/w如 ）限制了包括印裔在内的亚洲移民的发展。总的来说， 

早期前往美国的印裔移民规模小,在各种移民歧视法案中艰难生存。1924—1944年，受经济危机 

和二战影响，印裔族群在美发展缓慢。1946年 7 月，杜鲁门总统签署《陆席-塞勒法案》 （ W  Luce- 
C e U r  〇/ 794(5)，印度移民美国第一次合法化。

进入50年代,部分技术人员、学生、研究人员通过诸如富布莱特等项目来到美国。这一时期, 

前往美国的印裔移民虽保持增长，但规模仍较小。美国1965年移民法案是影响印裔移民前往美国 

的一个转折点。该法案调整了移民优先权，更加强调家庭团聚和技术移民占额，为印裔移民前往美 

国铺平了道路。事实上,1965年仅有467名印裔移民移居美国,1990年则达到了 3 万人。③《1990 

年移民与国籍法》（&  7990 /mmigratiora arec? •/VationaZity Act)颁布以来，美国印裔族群保持了持续增 

长，截至2015年，超过240万的印裔生活在美国。印裔成为仅次于墨西哥裔的第二大外来族裔。® 

在美印裔移民不仅在人数上保持了高速增长，而且以其高技术人口比例和高归化程度活跃在美国

* 感谢《世界民族》编辑部老师和外审专家的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① T. Richard, Schaefer, ( ed. )  ^Encyclopedia o f  R ace 9 E thnicity, and S ociety,vol. 1 ,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Ins. ,2008 ,p . 711.

② US Department o f Commerce, Bureau o f the C 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 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〇5 ,10  October 2018 ,p . 

107. https：//fra se r . stlouisfed. org/files/docs/publications/histstatus/hstatl970_cen_1975_vl. pdf

③ 1965 年数据来自于  US Department o f Commerce， Bureau o f the Census，/fistorico/ Stofirfics q /"执c  States: CoZoha/ 7Ymes to 

1970s， 10 O ctober2 0 1 8，p. 107. h ttps://fraser. stlouisfed. org/files/docs/publications/histstatus/hstatl970_cen_1975_vl. pd f;1990  数据来自 

Homeland Security/*US Immigrant Yearbook o f 1997M ,10  October 2018. https：//w w w . dhs. gov/immigration -  statistics/yearbook

④ US Migration Policy In stitu te In d ia n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  November 2018. https：//w w w . migrationpolicy. org /article / 

indian -  immigrants -  united -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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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中。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印度技术人才。®他们以高学历 

和良好的英语水平成功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并积极融人美国社会。本文通过厘清印裔族群居留美 

国的身份和人口结构特征，揭示了印裔移民在美发展良好的原因，并对在美印裔族群的未来发展做 

出简单预期。

一、印裔移民获美国永久居留权变迁®

根据美国移民法案和国籍法案，美国居留身份主要包括:美国公民、永久居民、合法非移民、受 

庇护者、非法移民等。®不同身份的获得决定了在美国的权利和地位。外国人想要在美国合法长 

期居住的第一步是取得美国永久居留权。

(一）印度人获美国永久居留权变迁

永久居民身份者(Legal Permanent Residents)指那些被授予了合法永久居留权的移民，他们也 

被称为绿卡接受者(Green Card Recipients)。®  —方面,获取美国永久居留权的印裔移民绝对数值 

自1990年后增长迅速;另一方面，获永久居留权的印裔移民占美国授予移民永久居留权总数额的 

比例不断增长,并逐步超越菲律宾人，成为仅次于中国内地的第二大获取永久居留权的亚裔族群。

美国1990年移民法案颁布后，获取美国永久居留权的印裔移民绝对数值历经了稳定增长、高 

速增长、增长保持三个阶段。20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增长稳定。1991一2000年，印裔移民年均获 

得美国永久居留权人数为38308人，其中1991年和1996年分别高达45064人和44859人，1999年 

是该十年最低值，为 30157人。进入新世纪以来，获永久居留权的印裔人数开始迅速增长。21世 

纪的头十年,印裔移民年均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人数为66245人，其中2005年最高达到84680人， 

2002年最低为50228人。2011年以来，印裔移民获取美国永久居留权的人数在前十年高速增长的 

基础上保持了较稳定发展。2011—2017年均人数为67287人。其中2014年高达77908人，2017年 

受特朗普移民政策影响有所下降，但仍有60394名印裔移民获得了美国永久居留权。®

20世纪90年代早中期，除了 1993—1994年中国大陆移民获得永久居留权人数与菲律宾相当 

外，菲律宾以绝对优势成为获美国永久居留权的最大亚裔族群;2 0世纪9 0年代末期，获永久居留 

权的印裔移民、中国大陆移民和菲裔移民差距缩小。2001—2005年,获美国永久居留权的印裔移 

民占美国授予移民永久居留权总数额比例一度超过中国大陆和菲律宾，成为获取人数最多的亚裔 

族群。2005年后，中国大陆移民和印裔移民所占份额保持增长，截至2017年，获美国永久居留权 

的印裔移民、中国大陆移民以及菲裔移民占美国授予移民永久居留权总数额比例分别为5. 3 6 % 、 

6.3 5 %和 4.3 6 %。® 中印成为获美国居留权的人数最多的亚裔族群。总的来说，自1990年以来， 

获美国绿卡的印裔移民人数不断增长，并在美国总移民族群以及亚裔移民族群中扮演了越来越重 

要的角色。

①  项趙 : 《全球“ 猎身 ” :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北京大学出版社 ,2 0 1 2年，第 1 4 6页。

②  本文讨论以合法身份居留美国的印度人，以非法身份居留的印度人没有计算在内。

③  刘平、刘军编 : 《移民美国》，中国经济出版社,2 0 0 9年，第 4 2 页。

④ Homeland Security,u Yearbook o f Immigration Statistic 2 00 5 M ,1 2  October 2 0 1 8 ,p. 1. https：//w w w . dhs. gov/immigration -  statistics/ 

yearbook/2005

⑤ Homeland Security， “  Yearbook o f Immigration Statistics 1997，2 0 0 5，2 0 1 0 ， 2017 ” ， https :/ /w w w . dhs. gov/immigration -  statistics/ 

yearbook

⑥  1990— 2 0 1 7年美国授予移民永久居留权总数，获美国永久居留权的印度人、中国人（大陆）以及菲律宾人数来源于Homeland 

Security, “ Yearbook o f Immigration Statistics 1 997，2 0 0 5，2 0 1 0，2017” ，h ttp s://w w w . dhs. gov/immigration -  statistics/yearbook，比例由笔者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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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裔移民获取永久居留权的方式

美国移民和国籍法案为外国公民提供了几种人境许可途径从而获得永久居民身份，分别是:家 

庭赞助、就业优先、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多样化、难民和避难者以及其他。

表 1 1997—2017年印裔移民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总人数和各项分布（单位:人)

年份
总数

(T ota l)

家庭资助

( Family 

Sponsored)

职业优先

( Em ploy - 

m entbased)

美国公民 

的直系亲属

( Immedite 

Relatives 

o f U .S  

C itizens)

多样化

(D iversity)

难民和避 

难者

( Refugees 

and A sy lees)

其他

(other)

1997 38071 14229 9204 13926 115 462 91

1998 36482 15375 9533 11058 80 373 62

1999 30157 15179 5362 9356 80 373 62

2000 41903 14267 15557 11543 101 466 68

2001 70032 15443 39714 14714 78 942 57

2002 70823 11402 42885 15077 93 1558 63

2003 50228 15359 20560 12693 94 1517 133

2004 70151 13307 38443 16942 90 1181 132

2005 84680 15256 47705 19108 60 2331 221

2006 61369 14525 17169 22608 30 6841 196

2007 65353 15551 28703 18205 57 2680 157

2008 63352 15042 25577 19116 65 3423 129

2009 57304 12911 20264 21532 63 2228 306

2010 69162 14636 31118 21831 58 1324 195

2011 69013 13527 33587 20472 51 1217 159

2012 66434 11433 33408 20497 27 895 174

2013 68458 11943 35720 19756 39 754 246

2014 77908 16309 40980 19056 40 877 646

2015 64116 14591 27514 20558 53 978 422

2016 64687 18230 20747 24246 28 1068 368

2017 60394 20549 14962 23569 40 795 479

资料来源 ： Homeland Security/‘ Yearbook of Immigration Statistics 1997，2005 , 2010 , 2017”，https://www. dhs_ 
gov/immigration - statistics/yearbook

印裔移民主要通过家庭资助、职业优先、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获取永久居留权。家庭赞助指的 

是未列人直系亲属的家庭成员可能有资格根据家庭赞助的方式获得美国“绿卡”（按优先权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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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美国公民及其子女的未婚子女;第二，美国永久居民的配偶、子女;第三，美国公民的已婚子女 

及其配偶和子女;第四，年满21岁美国公民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和子女）；就业优先签证签发给能 

够为美国提供技术劳动或投资的移民。按优先权包括:第一，优先工作者(priority workers) ;第二, 

拥有高等学位或特殊能力者;第三，技术工人、专家及必需的非技术工人;第四，特殊移民;第五，创 

造就业或投资者;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包括配偶、子女和年满21周岁的美国公民的父母;多样化指 

的是每年入境美国较少人数的国家可获得的签证项目；难民指的是美国通过为遭受迫害或有充分 

理由担心受到迫害的人提供庇护(包括美国境内外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通过以上表1可以发现，1997—2017年，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的印裔移民总数为1280077人, 

其中以家庭资助、职业优先、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身份获得绿卡数额分别为309064人、558712人 

和 375863人，占比分别为24.1 % 、43.6 % 和 29.4 % 。可见，近一半印裔移民以职业优先权的方式 

获取美国绿卡。近年来，通过职业优先获得绿卡签证的比例有所下降,但仍占有所获总绿卡人数的 

3 0 %左右。事实上，印裔移民通过职业优先获得美国绿卡的人数占获绿卡总人数也要远远高于美 

国平均值。1997-2017年，美国共签发绿卡20908142张，其中职业优先2963324张，占比仅为14_ 

2 %  ,远低于同时期印裔移民所占比例。可以说明，将近一半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的印裔移民是技 

术工人或创业投资者,这种独特的身份使得他们在美国社会中扮演非同寻常的角色。

二、在美印裔族群的合法非移民身份

合法非移民(Nonimmigrant)是被允许临时入境美国的外国人。包括商务或娱乐等临时访问 

者，学术或职业学习者，临时工作者，或作为外国政府或国际组织的代表等。和绿卡持有者不同，这 

些合法非移民只允许在美停留规定的时间并从事特定工作。②非移民类别入境许可 （ Nonimmigrant 
admission)数量虽然不能代表当前美国国际移民的情况，但作为合法移民的第一道门槛，获得签证 

的人境人员是美国移民的储备池。尤其是前往美国学习、工作的迁人人口，相当一部分在期满后申 

请美国绿卡，最终成为美国公民。® 2000—2002年，印度籍合法非移民通过调整获得美国绿卡的数 

额分别为18674人、42256人和 45687人，其中临时工作者获得调整数额最大，分别是11550人、 

30297人和33373人。超过7 0 % 的调整绿卡获得者为临时工作者。® 同时，前往美国的学生在美停 

留时间较长，他们在留美期间逐渐融入美国社会中。对于印裔学生而言，美国良好的生活、工作环 

境、丰厚的工作酬金以及印度国内在移民政策上的大力支持使他们更愿意在学业期满后申请永久 

居民权，继续在美生活。

H-1B签证签发给那些能够为美国专业职位提供服务的外国人。®联邦法规第八章将这种专业 

职位定义为:指在理论和实践应用中都需要高度专业知识的职业，包括但不限于建筑学、工程学、数 

学、物理科学、社会科学、医学与健康、教育、商学、会计、法律、神学和艺术，以及那些在特定专业领

① Homeland Security, “ tranigrants Classes o f Admission” ， https :/ /w w w . dhs. gov/immigration -  statistics/lawful -  permanent — residents/ 

ImmigrantCOA

② Homeland Security, “ Nonimmigrant Admissions” ，02 November 2018. h ttp s://w w w . dhs. gov/immigration -  statistics/nonimmigrant

③  王辉耀、苗绿编 : 《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 2 0 1 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 0 1 8年，第 1 5 6页。

④ Homeland Security ,Y earbook  o f Immigration Statistics 2001 — 2 0 0 3 ,1 2  October 2018. https：//w w w . dhs. gov/immigration -  statistics/ 

yearbook

⑤ U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H -IB  Specialty Occupations, DOD Cooperativ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ject Workers, 

and Fashion Models^ ,14  October 2018. https：//w w w . uscis. gov/working -  united -  states/temporary -  w orkers/H -lB  -  specialty -  occupations -  

dod -  cooperative -  research -  and -  development -  project -  workera — and -  fashion -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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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获得至少学士学位及以上或同等学历作为进人美国最低要求的职业。①

从整体数额和占比来看，1997—2017年，美国共签发了 2829789张 H-1B签证，亚裔、印裔和华 

裔分别获得H-1B签证为2121260张、1538887张、218509张。占比分别为75.0 % 、54.4 % 和7.2 % 。 

可见，美国H-1B签证7 0 %以上流入亚洲，其中5 0 %以上由印裔获得。从发展趋势上看，亚裔获得 

美国H-1B签证的份额不断增长，尤其在近年来，几乎垄断了该签证，并且，其中印裔占据了绝大部 

分。2013年，超过8 0 %的美国H-1B签证签发给了亚裔，其中印裔占比65% ;2017年，超过9 0 % 的 

美国H-1B签证为亚裔所有，其中印裔占比为7 2 % 。印裔获得美国H-1B签证的人数绝对领先于美 

国其他族群，拥有 H-1B 签证的印裔在工作期满后通常以职业优先方式申请获取美国绿卡,这也解 

释了为何将近一半印裔移民是通过职业优先方式申请获取美国绿卡的（该比例远远高于同期其他 

美国移民族群）。

美国国土安全部公民及移民服务局规定，获得H-1B签证的移民的配偶或子女可随同通过H4  

签证到美国。® 印度是获得美国H-1B 签证最多的国家，相应的，美国每年签发的绝大多数H4 签 

证为印裔所获得。1997 — 2017年,美国共签发了 1758685张 签 证 ，其中亚裔、印裔和华裔分别 

获得了 1385553张、1090231张和74752张，占比分别为78. 8 % 、6 2 %和 4. 3 % ，超过6 0 % 的 签  

证为印裔所得。®近 年 来 ，印裔获得H4 签证的比例不断增大，2017年，印裔共获得了 签证

1090231张，占 美 国 签 发 签 证 的 86. 2 % 。® 2015年前,H4 签证获得者不拥有在美工作权。 

2015年 2 月 2 4 日，美国公民及移民局宣布，自2015年 5 月 2 6 日起，允许通过签证随同的配偶  

在美就业。⑤这些H4 签证持有者在正式签署雇佣合同后可申请H-1B签证，并进一步申请美国永

久居留权。

中国和印度是美国留学生的第一和第二大来源国。1990年后中印在美留学生数量经历了两 

个阶段。2008年之前，印度在美留学生在绝大多数年份都多于中国。1999一2007年，美国平均每 

年接纳来自印度的留学生72616名，同时期中国为64233名，比印度少8383人次。2008年及以后, 

来自中国的留美学生数量迅速增长。中国在美留学生数量在2008年首次超过了 10万人,2012年 

超过20万人，2017年，中国在美留学生为363341人。中国留美学生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 

国经济快速发展。2009年第二季度起，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家庭经济水 

平也随之上升，教育消费结构改变。“随着国内中等收人以上家庭的增多，家长对于高端教育尤其 

是国际教育愈加青睐”。® 2008—2013年，印度在美留学生数量增长不明显，2013年后增长较快， 

2017年，印度在美留学生数量为196271人。®

① 8 C. F. R. § 2 1 4 .2 ( h )  ( 4 )  ( i i ) ，03 November 2018. h ttp s://w w w . nafsa. org /_ /file /_ /am resource /8cfr2142h . htm

② U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DHS Extends Eligibility for Employment Authorization to Certain H-4 Dependent Spouses o f H- 

1B Nonimmigrants Seeking Employment -  Based Lawful Permanent Residence” ， 13 October 2018. h t tp s :/ /w w w .u sc is .g o v /w o rk in g -u n ite d -  

states/temporary -  workers/employment -  authorization -  certain -  H-4 -  dependent -  spouses

③ US Department o f States: Bureau of Consular Affairs, “ Nonimmigrant Visa Statistics FY 1997— 2017,f ,15 October 2018. https：//trav e l, 

state, gov /content/travel/en /legal/visa  -  lawO/visa -  statistics/nonimmigrant — visa -  statistics, html

④ US Department o f States： Bureau o f Consular Affairs, Nonimmigrant Visa Statistics FY 1997— 2017M ,https：//tra v e l. state, gov/content/ 

travel/en /legal/visa  -  lawO/visa -  statistics/nonimmigrant -  visa -  statsti. cs. html

⑤ US Citizenship find Immigration Services, MDHS Extends Eligibility for Employment Authorization to Certain H-4 Dependent Spouses of 

H-1B Nonimmigrants Seeking Employment-Based Lawful Permanent Residence,> ,1 5  October 2018. https：//w w w . uscis. gov/working -  united -  

states/temporary -  workers/employment -  authorization -  certain -  H-4 -  dependent -  spouses

⑥  中国产业信息网 : 《 2 0 1 7年我国国际学校行业发展现状分析》，载 h ttp ://w w w . chyxx. com /industry/201707/545687. html

©  The Institute o 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Leading Places o f Origin： Previous Years^ ,h ttps：//w w w . iie. org/Research -  and -  Insights/ 

Open -  Doors/Data/Intemational -  Students/Places -  o f -  Origin/Leading -  Places -  o f -  Origin/2015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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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开始印度在美留学生数量远不及中国，但印度留美学生最终留在美国的人数与中国相 

当，并逐渐超过中国。2016年，中国留美学生期满后选择专业实习（ 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简称 

OPT)的人数为59835人，2017年为65680人;2016年，期满后选择OPT的印度留学生为57132人， 

2017年为79390人，选择OPT身份的留学生占全部留学生的4 0 %左右。® 近年来，印度在美留学 

生数量增长迅速，可以预见，选择 OPT过渡身份的留美印度学生将会越来越多。这些学生在签订 

正式雇佣合同后申请H-1B身份，并最终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

总的来说，每年，美国超过一半的H-1B签证签发给了印裔(近几年接近70% )，这些印裔在劳 

动合同到期后通过调整的方式，主要通过就业优先（Employment-based )申请永久居留权;相应的, 

绝 大 多 数 签 证 被 印 裔 签 获 ，他们在获得正式雇佣合同后可申请H-1B签证，并逐步获得永久居 

留权;4 0 %左右的在美留学生申请OPT过渡身份，在正式入职后选择申请H-1B 身份，并逐渐通过 

调整的方式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大量的H-1B 临时工作者和通过调整获得H-1B签证的配偶、子 

女、留学生使得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印裔移民髙居其他移民族群前列。

三、在美印裔族群的公民身份

获取美国公民身份的过程又叫作移民归化(Naturalization)。移民归化即指获取美国永久居留 

权（即绿卡)五年以上，且年满十八周岁的移民均可通过移民局向联邦法院申请成为美国公民。® 

人籍后，外国出生的公民可同等享有美国宪法为本土公民提供的几乎所有利益、权利和责任，包括

投票权。③

1990年后，印裔移民归化比例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上文讨论到，就每年获得永久居留权 

的人数来看，1990年代菲裔多于印裔和华裔（中国大陆），这与1990年代菲裔归化比例高于华裔和 

印裔相符合;2000—2005年，获美国永久居留权的印裔移民占美国授予移民永久居留权总数额比 

例一度超过华裔和菲裔，相应的，印裔移民归化人数占美国移民总归化人数的比例高于华裔和菲 

裔;2005年后，华裔获得永久居留权人数开始超过印裔，但是，在移民归化上，印裔归化人数要多于 

华裔。总体上，三国移民归化人数占美国移民归化总人数的比例高低排列为印度、菲律宾和中国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可 见 ，在主要亚裔族群中，印裔成为归化程度最高的族群。

每年归化人数/每年获永久居民权人数可以体现一国移民完全融人美国社会的程度。从总趋 

势来看，1990—2005年，印度、菲律宾和中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三国移民归化人数与获永久居留 

权人数之比，除 1991-1995年度之外，差距不大。自2005年开始，印度、菲律宾移民归化比例要远 

远高于中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2005—2017年，印度、菲律宾和中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三国 

移民归化人数与获永久居留权人数之比年平均分别为73.1 2 %、71. 5 0 %和 45. 2 9 % 。⑤可见，获得 

7欠久居留权的人数中超过7 0 % 的印裔移民和菲裔移民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而中国（不包括港澳台 

地区）籍移民则不到5 0 % 。

①  O P T即为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 专业实习），是 F -1身份 ( 在美留学生签证) 到 H -1 B身份的过渡阶段。在该实习期间，留学 

生仍为F -1身份持有者，但可以在相关领域寻找实习单位，在正式签约雇佣合同后可申请H -1 B 身份。

② Homeland Security,u Yearbook o f Immigration Statistic 2 00 5 M ,1 6  October 2 0 1 8 ,p. 1. https：//w w w . dhs. gov/immigration -  statistics/ 

yearbook/2005

③ Homeland Security，“ Naturalizations” ， 15 October 2018. h ttp s://w w w . dhs. gov/immigration -  statistics/naturalizations

④  印度、中国大陆和菲律宾归化人数和美国移民总归化人数来源： Homeland S ecu rity /‘ Yearbook o f Immigration Statistics” ，h t t p s :/ /  

www. dhs. gov/immigration -  statistics/yearbook，比例由笔者整理。

⑤  数据来自于 Homeland S ecu rity /‘ Yearbook o f Immigration Statistics” ， https :/ /w w w . dhs. gov/immigration _  statistics/yearbook，比例由

笔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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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印度和菲律宾移民在美国归化程度要远远高于中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移民;并且，印 

裔移民归化总人数要高于菲律宾。印裔成为拥有美国公民身份的第一大亚裔族群。

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即绿卡）五年以上且年满十八周岁是移民归化的一个基本条件。美国 

国土安全部公民及移民服务局（ U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of Homeland Security)对移民 

归化做出了详细规定:移民申请美国公民身份除了是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即绿卡）五年以上且年 

满十八周岁的移民外，还可以是美国公民的配偶并已获得永久居民身份三年及以上,或者是美国公 

民的子女。但是，以上三项都必须按规定满足相关要求。其中最基本的要求是掌握美国政府的基 

础知识(身体和精神的永久损伤者除外)和基本的英语读、写、说能力。® 印裔族群良好的英语水平 

和高学历水平是其归化程度髙于其他族群的重要原因。

印度对海外印裔居民身份的政策调整也一定程度促进了在美印裔移民的归化。印度在1999 

年 3 月推出了“印裔卡(PI0 卡)制度”，规定出生于印度的海外印裔人可以免签证多次入境。这种 

相当于“回乡证”的身份卡，期限15年，可以延期。根据印度政府的规定，凡是根据1935年印度政 

府法令确认的印度裔人士及其配偶，或者其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出生于印度或为印度永久居民 

的，以及印度公民的配偶，都可以申请印裔卡。持有印裔卡的人不享有公民选举权，但可以享受一 

系列国民待遇的优惠，包括免签证自由进出印度;在经济、金融、教育等方面享有优惠政策;可以拥 

有除农业用土地之外的固定资产权。2003年印度议会又通过了对《1955年国籍法》的修正案，给 

予在美国、英国、欧盟、加拿大、澳洲和新加坡的海外印裔人“双重国民身份”，这些拥有双重国籍的 

海外印裔人被称为海外印度公民，他们凭政府发放的身份证(0-CI卡），可以终生免签，基本享受公 

民待遇。这一身份使他们在不具备印度选举权的情况下拥有财产权。这些政策一方面令海外印裔 

人产生了归属感，拉近了他们与印度的距离，鼓励他们回国投资。另一方面也解除了很多有意愿归 

化为美国公民的印裔移民的后顾之忧，使更多享有永久居留权的印裔移民归化为美国公民。

总的来说，大量印度技术人才前往美国，他们通过职业优先的方式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使得 

获得美国永久居民权的印裔族群成为仅次于华裔的最大亚裔族群。随后，近四分之三获得永久居 

留权的印裔移民申请并归化为美国公民，使得印裔移民在美的归化度也远远高于其他移民族群。 

自1990年后，印裔族群在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合法非移民身份和公民身份这三项都高居前列。

四、在美印裔族群的人口结构特征

人口结构分为人口自然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质量机构和地域结构。其中，自然结构主要 

分为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经济结构由职业、收入、消费等构成;社会结构包括民族、宗教、家庭婚姻 

等;质量结构指人口体制结构和人口文化结构;地域结构涵盖了地域、行政和城乡分布。® 结合印 

度人在美特征，本部分主要分析了印裔的性别、年龄、职业、收人、婚姻、宗教结构以及在美的地域 

分布。

( _ )在美印裔族群的人口自然结构

1.性别结构

总体上看，在美印裔族群性别比例男多女少，并保持了稳定。1990年，在美印裔族群的男女分 

别占总人口的5 4 %和46% ;2007年仍分别约占5 4 %和 4 6 % 。2010年后，男女比例差距在一定程

① U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Citizenship Through NaturalizationM , 16 October 2018. https：//w w w . uscis. gov/us -  

citizenship/citizenship -  through -  naturalization/naturalization -  spouses -  us -  citizens

②  刘长茂编 :《人口结构学》，中国人口出版社，1 9 9 1年，第 4一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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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有所缩小，并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发展，分别约占5 2 %和 4 8 % 。®从纵向来看，在美印裔族群与 

其他亚裔群体相比较有两点显著差异：

第一，印裔男性多于女性;第二，印裔男女比例更为平衡。2017年，亚裔平均男女比例为 

46.4 % 和 53.6 % ，男性低于女性约8 个百分点。其中，华裔、菲裔、日本裔、韩裔男性低于女性百分 

比分别约为1 1 %、2 1 %、3 1 %和 1 5 %。® 而印裔则是男性约高于女性4 个百分点。上文讨论到，约 

一半的印裔人通过职业优先的方式进入美国，可以说明的是，造成印裔男性多于女性的原因与他们 

的职业构成密切相关(下文职业构成部分将详细讨论）。并且，从男女比例差异可以看出，在美印 

裔族群是所有亚裔中性别比例最平衡的。

2.年龄结构

联合国人口司的文件将人口年龄分为四个阶段:儿童(0—14周岁），青年(15—24周岁），工作 

年龄人口（25—64周岁）和老年人口（65周岁及以上）。③

表2 2017年美国及主要亚裔族群年龄结构（单位:％)

年龄/族裔 美国本土 亚裔平均 印裔 华裔 菲裔 日裔 韩裔

5 周岁以下 6.9 0.9 1.6 0.5 0.3 2.0 0.5

5 - 1 7 周岁 18.3 5.5 5.2 5.5 4.2 5.3 4.8

18 - 2 4 周岁 9.9 6.8 5.1 9.4 5.0 6.2 6.7

25 - 3 4周岁 13.3 17.4 26.4 17.5 11.9 10.7 15.0

35 - 4 4 周岁 11.3 19.7 26.0 16.0 17.3 19.6 19.7

45 - 5 4 周岁 12.0 18.4 14.8 17.7 20.1 18.7 21.4

55 - 6 4周岁 12.6 15.0 9.9 15.1 19.3 13.6 16.8

65 - 7 4 周岁 9.1 9.9 7.2 10.3 13.8 10.7 8.9

7 5周岁及以上 6.5 6.4 3.9 8.0 8.0 13.1 6.1

资料来源：US Census Bureau，“2017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1-Year Estimates,Selected Population Profile in 
the United States" ,https：// factfinder, census. gov/ faces/ nav/ js£/pages/ searchresults. xhtml? refresh = t

1990—2017年,在美印裔族群中儿童、青年人口占比下降,工作年龄人口比例上涨迅速，而老 

年人口比例不断增长。1990年，儿童、青年、工作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比率分别为24. 7 % 、

① 1990 年印度移民男女人口数据来源于“ 1990 Census o f Population General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United States” ，h ttp s://w w w 2. 

census. g o v /p ro d 2 /c e n l9 9 0 /c p l/cp  - 1  - 3 7 .  p d f .比率由笔者计算。2007— 2017 年数据来源于  US Census Bureau， “ 2007 — 2017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1-Year Estimates, Selected Population Profile in the United States^ , https：//factfinder, census. gov /fa ces/nav /js£ /pages/ 

searchresults. xhtml? refresh - 1

② US Census Bureau,<42017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1-Year Estimates, Selected Population Profile in the United States” ，h t t p s :/ /  

factfinder, census, gov/faces/nav/jsf/pages/searchresults. xhtml? refresh = t

③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 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 Global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 6  October 2 0 1 8，p. 3. h ttp ://w w w . un. org /en /developm ent/desa/population /events/pdf/expert/25 /2016 _  £ G M _N ico le%  

20M un% 20Sam % 20Lai. pdf

85

https://www2
http://www


《世界民族》2019年第2 期

16.2 % 、55.4 % 和 2.8 %  ;® 2007年儿童和青年、工作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分别占总人口的13.1 % 、 

78.9%和 8.2% ;2017年儿童和青年、工作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分别占比为11. 9 % 、77. 1 % 和 

11.1 % 。工作年龄人口占比显著增长的主要原因是1990年后印度技术移民的快速增长。

与其他主要亚裔人口相比，印度裔在年龄结构上的两个显著特点是工作年龄人口比例高和老 

年人口比例低。2017年，25 - 6 4周岁的印裔占全部美国印度人比例的77.1 % ，而同时期亚裔平均 

为 70.5 % ，华裔、菲裔、日裔和韩裔分别为66.3 % 、68. 6 % 、62.6 % 和 72.9 %  (同时期美国本土仅为 

49.2 %  )，印裔工作年龄人口比例要高于其他主要亚裔族群。值得注意的是，2 5 ^ 4 周岁的在美印 

裔比例要远远高于其他亚裔。2017年，位于该年龄段的印裔占全部印裔人口的52. 4 %，而同期华 

裔、菲裔、日裔和韩裔分别为33.5 % 、29.2 %  ,30.3 % 和 34.7 % 。可以说明，在美印裔的工作人口比 

例不仅高,并且主要集中在中青年龄段，此外，对比美国本土和其他主要亚裔美国人65周岁及其以 

上年龄段人口比例可以看出，印裔老龄化相对较低。2017年，美国本土 65周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 

15.6 % ，亚裔平均为16.3 % ，华裔、菲裔、日裔和韩裔分别为18.3 % 、2L 8 % 、23.8 % 和 1 5 % ，而印裔 

则仅为11.1%。

(二)在美印裔族群的经济结构

1.职业

上文讨论到，超过一半的印裔移民通过职业优先（或先获得H-1B 签证，再通过职业优先调整 

的方式)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导致这一现象的两个重要原因是其高学历背景和高英语水平。在 

美印裔获得高等学历的人口比例要远远高于同期美国本土和主要亚裔。2017年 2 5周岁及以上获 

得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在美印裔比例为85.9% ,其中美国本土比例为63.2 %，亚裔平均为69.2 %，华 

裔、菲裔、日裔和韩裔分别64. 8 % 、77. 1 % 、74. 7 % 和 75. 4 % 。印裔中获得学士学位及其以上的比 

例高达78.6 %，成为美国社会中学历最高的族群。此外,印裔英语水平也高于亚裔其他移民群体。 

以2017年美国社区调查“说英语不是很好（ Speak English less than very well)”这一指标为例，在该 

指标中，亚裔平均为43.7 % ，华裔、菲裔、日裔和韩裔分别为58.7 % 、29.0 % 、45.7 % 和 49. 8 % ，而印 

裔中仅23.5 % 认为自己英语说的不是很好。®

在美印裔的高教育背景和英语水平使得他们有机会从事工商管理和科教艺术方面的工作。 

2017年，74. 3 % 的印裔从事管理、商业、科学及艺术类工作;排名第二的是销售及行政类，占总数的 

13.4 %  ;再次是5. 8 % 人口从事制造运输行业;剩余少数人从事服务业和建筑行业等。其中，30% 

服务于科学、管理和行政等岗位;2 0 %在教育服务、医疗保健以及社会援助行业工作;2 0 %分布于零 

售、金融、保险和房地产行业以及1 0 %的印裔人从事制造业。®而从事管理、商业、科学及艺术类工 

作的本土美国人和亚裔其他群体比例都难以望其项背。

印裔从事职业的特征也是其男女比例较其他亚裔族群更为均衡,且男性多于女性的重要原因 

之一。上文讨论到，在美国，获得H-1B签证的配偶或子女可通过H4 签证随同到美国。在美印裔 

技术人员的配偶也可通过H4 身份随同，这使得其男女比例较为平衡。同时，更多印裔从事管理、 

商业而不是服务、销售行业使得男性多于女性。在美亚裔族群中的日裔和菲裔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①  1 9 9 0年印度移民儿童、青年、工作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数据来源于“ 1990 Census o f Population :General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United States” ，h ttp s://w w w 2. census. g o v /p ro d 2 /c e n l9 9 0 /c p l/cp  -  1 - 3 7 .  pdf• 比例由笔者计算。

② US Census B ureau,K2017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1-Year Estimates, Selected Population Profile in the United States^ ,20  October 

2018. https：//factfinder, census, gov/faces/nav/jsf/pages/searchresults. xhtml? refresh = t

③ US Census Bureau， “ 2017 Com/仙raity 1-Fear 五5以77如65， Sefected h  认e f/ra加 States” ， 20 October

2018. https {//factfinder, census, gov/faces/nav/jsf/pages/searchresults. xhtml? refresh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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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人数远多于男性，也跟他们的职业密切相关。2017年，在美从事管理、商业、科学及艺术类的 

日裔比例仅为57.8 % ，菲裔仅为42. 8 %  ;从事服务、销售和办公行业的日裔比例为36.1 % ，菲裔为 

44.1 % , 而印裔仅为18. 8 % 。

表3 2017年2 5周岁及以上教育背景情况（单位:％)

受教育程度/族裔 美国本土 亚洲平均 印度裔 华裔 菲裔 日裔 韩裔

高中以下 8.7 14.6 7.1 18.7 7.5 5.5 7.2

高中毕业 

(包含同等学力）
28.1 16.1 7.1 16.5 15.5 19.8 14.4

大学或专科学位 31.0 17.2 7.3 12.8 27.2 22.6 18.2

学士学位 20.1 28.4 33.2 22.7 41.0 33.9 34.6

研究生或专业 

学位
12.1 23.6 45.4 29.3 8.9 18.2 22.6

资料来源 ： US Census Bureau, 2017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1-Year Estimates, Selected Population Profile in 
the United States^ ,https：// factfinder, census. gov/ faces/ nav/ js£/pages/ searchresults. xhtml? refresh = t

表4 2017年美国及主要亚裔族群16周岁及以上平民职业特征（单位:％)

职业类别/族裔 美国本土 亚洲平均 印度裔 华裔 菲裔 日本裔 韩裔

管理、商业、科学 

及艺术类
39.4 50.8 74.3 54.0 42.8 57.8 54.1

服务类 16.7 17.1 5.4 19.1 23.0 14.4 14.0

销售及行政类 24.3 18.5 13.4 17.3 21.1 21.7 21.5

自然资源、建筑、 

维护类等
8.0 3.1 1.1 2. 3.6 1.0 2.9

制造、运输、 

物流等
11.6 10.5 5.8 6.9 9.5 5.1 7.5

资料来源：US Census Bureau,“2017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1-Year Estimates, Selected Population Profile in 
the United States" ,https：// factfinder, census. gov/ faces/ nav/ js£/pages/ searchresults. xhtml? refresh = t

2■收入

高学历和高英语水平带来的还有在美印裔的高收入，数据显示在美印裔的个人平均收入远远 

高于美国本土、亚裔、华裔、菲裔、日裔和韩裔的收人，且有差距越来越大的趋势。2010年,印裔居 

民的人均年收入分别为美国本土居民的1.91倍，亚裔居民平均的1.42倍，2017年，这一优势进一 

步扩大，印裔居民的人均年收入达到美国本土居民的2 倍和亚裔居民平均的1.4 5倍。2010—2017 

年间，印裔居民的人均年收人保持了快速持续增长，增长率达到28.9 %，髙于美国本土居民23.1% 

和亚裔居民平均26.5 % 的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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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2010—2017年美国及主要亚裔族群个人平均收入（单位:美元/每年)

年份/族裔 美国本土 亚洲平均 印裔 华裔 菲裔 日裔 韩裔

2010 25884 34770 49505 34071 34784 34719 31426

2011 26502 35627 50443 35103 34354 38731 30563

2012 27049 36811 53936 35930 35013 37526 33483

2013 27862 38151 56036 37279 35718 37236 35457

2014 28557 38871 56979 38034 36535 40084 36095

2015 29576 40287 56656 39430 37163 40320 40280

2016 30672 42115 61034 40368 38861 41152 41278

2017 31856 43968 63814 42019 39897 41819 43024

资料来源：US Census Bureau, “2010—2017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1-Year Estimates, Selected Population 
Profile in the United StatesJ,, https：// factfinder, census, gov/ faces/ tableservices/ jsf/ pages/productview. xhtml? pid 
= ACS_ i 7_ l YR_S0201&prodType = table

(三）在美印裔族群的社会结构

1. 宗教

在美印裔族群绝大多数保留了对印度教的认同。皮尤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14年，信仰印度 

教的美国人中8 7 %为移民人口，其中9 1 %是亚裔。并且，9 0 % 以上的教徒年龄分布于18一 9 周 

岁;7 0 % 的信教者年家庭收人高于50000美元以及8 8 %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①此外，上文讨论 

到，2017年 7 7 % 的在美印裔族群年龄分布于25—64周岁，绝大多数印裔家庭收入较髙。这验证了 

印度教在美国印裔中仍然保持了高地位。同时,在美国，诸如“美国世界印度教大会” （ Vishva 
Hindu Parishad of America) , “ 印度教教徒志愿团” （ Hindu Swayamsevak Sangh)，“印度教教徒学生 

委员会” （ Hindu Students Council) ,印度人民党（ Bharatiya Janata Party) 的海外分支机构（ Overseas 
Friends of the Bharatiya Janata Party)等的不断发展，以及在美印裔的积极参与都显示出印裔对印度 

教的认同。®

2. 婚姻

从整体上看，在美印裔的家庭婚姻关系发展稳定。1990年，印裔的结婚、鳏寡、离婚、分居和未 

婚率分别为65.4 % 、2. 8 % 、2. 2 % 、1.1 % 和 28.5 % 。十年间，婚姻关系变化不大。相较于其他亚裔 

族群和美国本土居民，印裔的婚姻结构也更加稳定。在美印裔族群结婚率远髙于美国本土和亚洲 

各主要移民群体;离婚和未婚率则相对较低。® 在美印裔移民的高结婚率和低离婚率与传统文化、 

宗教等密切相关。印度有重嫁妆的传统。印度女性出嫁必须有高昂的嫁妆作陪，并且，随同的嫁妆 

在成婚后变为夫家财产，离婚后女性不取分文。如若再婚,家庭将再次面临高额的嫁妆费用;同时, 

印度女性工作率低，经济不独立，这大大降低了离婚率。印度政府虽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嫁妆问题的

0  Pew Research Center, Religion & Public L ife, <4HindusM , 20 October 2018. h ttp ://w w w _p ew fom m .org /re lig iou s-la n d sca p e-stu d y / 

religious -  tradition/hindu/

②  陈小萍 : 《远程民族主义视角下的印度教认同与美国印度移民政治》，载《世界民族》，2 0 1 3 年第 3 期，第 7 0 页。

③ US Census Bureau, **2017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1-Year Estimates, Selected Population Profile in the United States^ , https： / /  

factfinder, census, gov/faces/nav/jsf/pages/searchresults. xhtml? refres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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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但收效甚微。这种风俗不仅在印度本土蔓延，更是在海外印侨中盛行，是美国印度移民离婚 

率低的关键原因之一。此外，印度教从传统上认为婚姻缔结关系是不可解除的，虽然印度法律使得 

离婚逐步合法化，但传统印度教对家庭婚姻关系的影响仍深远持久。皮尤研究中心数据显示,60% 

以上的印度教徒为结婚人士，®这说明绝大多数已婚在美印裔信仰印度教，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他 

们的婚姻关系。家庭的稳定再加上髙收入水平使得印裔更关注自身的阶层属性和政治、经济权益， 

从而促使他们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美国的政治生活中来。

(四）在美印裔族群的地域结构

《1990年移民与国籍法》（t/ie 7990 /mmigraiio/i 的颁布加速了印裔技术移民

在美国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在美印裔主要从事管理、商业、科学及艺术类等,印裔族群的居住地分 

布也较为集中,主要在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和南部的德克萨斯州。2012— 

2016年印裔在美分布前第五的地区分别是:加利福尼亚州（436000人）、德克萨斯州（214000人）、 

新泽西州(240000)、纽约（159000)和伊利诺伊州（148000)。 其中排名前五的县是圣克拉拉、米德 

尔塞克斯、库克、阿拉米达和洛杉肌。其中圣克拉拉和阿拉米达是硅谷的重要组成部分，洛杉矶则 

是美国重要的工商科教中心之一;库克县地处繁华，临近有国际金融中心之一之称的芝加哥;新泽 

西州的米德尔塞克斯县则是纽约都会区的一部分印裔主要聚居的这些地区都是美国经济、科教中 

心正是其职业特征的体现。

五、结 语

1990年后在美印裔族群的身份特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印裔在H-1B签证的获取上几乎占据 

了垄断地位。近年来，超过5 0 % 的 H-1B 签证签发给了印裔,这些印裔人大多最终通过职业优先 

( Employment - based priority)的方式调整获得在美永久居留权，大量印裔获得H-1B签证，也预示着 

未来将有更多的印裔获得永久居留身份和归化成美国公民。第二，获得永久居留权的人数增长迅 

速。经历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长，印裔目前已超越菲裔成为继华裔之后最大的亚裔移民族群。第 

三，归化程度髙。在美印裔移民获得永久居留权身份的人数目前虽不及中国移民，但其归化程度却 

远远髙于中国移民，接近四分之三的印裔移民归化成为美国公民，而中国大陆移民的归化比率还不 

足 5 0 % ，高归化率使得印裔成为亚裔中归化程度最高的族群。印裔移民的高归化率一方面得益于 

良好的英语水平和高学历的教育，另一方面也与印度政府1999年推出的“印裔卡”制度和2003年 

实行的双重国籍政策密不可分。

此外，在人口结构方面，印裔以其相对均衡的男女比例、高比例的工作适龄人群、良好的职业结 

构、高收人和稳定的家庭婚姻关系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独树一帜，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政治 

上，一方面,绝大多数在美印裔人具有公民身份，他们利用自己的选举权积极投身于美国投票、选举 

活动。2004年，皮尤什•“鲍比” •金达尔（ Piyush “Bobby” Jindal)作为第二位印裔美国人入选国 

会〔第一位是达利普•辛格•桑德(Dalip Singh Saimd)，服务于1957年至1963年〕，并于2007年成 

功竞选为路易斯安那州长，成为第一位印裔州长。另一位优秀的印裔美国人妮基•黑莉 （ Nikki 
Haley)2010年成功竞选南卡罗来纳州长，成为第二位美国印裔州长，也是南卡罗来纳州的首位女 

州长。2016年，黑莉被特朗普提名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与此同时，通过结社和意见表达等方式积 

极参与到美国政治生活中去，如今，印裔美国人政治教育论坛 （ the Indian American Forum for

① Pew Research Center， Religion & Public L ife，“ Hindus” ， 20 October 2018. h ttp ://w w w .p ew fom m .org /re lig iou s -la n d sca p e -s tu d y / 

religious -  tradition/hin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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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Education)、美印政治行动委员会（U. S. -India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等组织已成为印 

裔参与美国政治生活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在美印裔通过支持印裔公民竞选国会议员、州长等社 

会公职，为美国的各项政治选举提供大量资金等方式，加强与美国政界的联系，成功推动了国会通 

过多个有利于美印关系发展和族裔利益维护的相关法案，对美国外交决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在 

经济领域，印裔以其高学历和良好英语水平活跃在美国科技、金融、管理等行业，创办了很多私人企 

业，不仅推动了美国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也为美国社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例如，沙比尔 

•巴蒂亚巴（SabeerBhatia)是 Hotmail的创始人之一；阿贾伊•巴特(Ajay Bhatt)被认为是通用串 

行总线(Universal Serial Bus)的发明人；维诺德•达姆(Vinod Dham)来自印度普纳,曾任因特尔高 

管，被称为“奔腾之父”;桑达尔•皮查伊(Srnidar Pichai)出生于印度泰米尔纳德邦,2004年加入谷 

歌公司，现任谷歌首席执行官（CEO)。此外，印裔美国居民还通过投资等方式与母国保持紧密的 

联系，支持母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2017年，印度汇款流人高达690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一。 

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美国印裔移民的直接投资。最后，在社会生活方面，印裔移民在美国仍坚守 

自身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印度的音乐、舞蹈、绘画艺术、传统节日等与美国主流文化进行了很好的 

融合，在保持自身传承的同时，促进了美国多元文化的发展。

2017年特朗普当选以来，多次公开表示加强对移民的入境管理，减少 H-1B 及 H4 签证的签 

发，印裔也受到了影响。2017年统计数据显示，印裔获得永久居留权的人数比上一年度减少了 

4000多人。但是，基于印裔移民(尤其是技术移民）对美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其良好的人口结构， 

长远来看，印裔仍将是美国最主要的移民族群之一，并将继续在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扮演重 

要角色。

Abstract The ethnic Indians have gone through another boom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1990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not only becoming the largest 
group of Asian origin after the American Chinese, but also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American 
social life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mmigrant groups. This article has analyze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ethnic Indians in three identities in the U. S. since 1990 as the legal 
permanent resident, the US citizen and the nonimmigrant, and sorted out the features involving 
gender, age, occupation, income, marital status, religion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is 
group, believing the ethnic Indians have already become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immigrant 
groups in the U. S. due to its large- composition of skilled immigrants, high degree of 
naturalization, favorable gender and age structure, superior occupation, and stable marital 
status.

(崔戈，副教授;焦玉平，硕士研究生，大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中心，大 

连，116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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