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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外对世界难民问题的研究综述

孟 辽 阔
（中共中央党校 研究生院，北京　１０００９１）

摘　要：难民问题既是历史问题，又是现实问题，既是世界性问题，又是区域性问题。难民问 题 背 后 潜 藏

着深层次的原因，如国际政治经济不平衡、大国争夺势力范围、国际体系不平等、民族宗教矛盾等。难 民 问 题

也涉及到国际安全、地区发展、战争与和平、大国关系、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人权保护、国际公 法、民 族 宗 教、

南北关系、国际合作、全球治理等诸多 领 域。对 世 界 难 民 问 题 进 行 深 入 研 究，对 于 世 界 各 国 更 好 地 应 对 和 解

决难民问题，消除贫困和落后，防止战争和冲突乃至对于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目前 国

内外学者对于世界难民问题的研究，在难民的概念、产生原因、影响、地区和国别难民问题、难民与法 律 问 题、

难民的保护问题、难民问题的应对及解决对策等领域取得了较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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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民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其产生原因主要

是因为战争和冲突，也有环境、政治、宗教、种族等方

面的原因。难民问题因其爆发的突然性、难民人数

众多、影响范围广等特性，给国际社会带来诸多问

题。近年来，由“阿拉伯之春”引发的西亚北非多国

政局动荡和内战，造成大量难民，使难民问题再次引

起世人的关注。难民问题既是历史问题，又是现实

问题，既是世界性问题，又是区域性问题，对世界难

民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对于世界各国更好地应对难

民问题，消除贫困和落后，防止战争和冲突乃至对于

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目前国

内外关于世界难民问题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

大类。

一、难民的概念

要研究难民问题，首先需要了解难民的概念，即
什么是难民、谁是难民、成为难民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等。梁淑英老师详尽阐释了难民概念，她指出，按照

１９５１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１９６７年《关于难

民地位的议定书》的规定，难民包括历史文件规定的

难民和新界定的难民。其中历史文件规定的难民是

指根据１９５１年《难民公约》之前生效的国际条约或

其他文件的规定，被承认为难民的人。新定义的难

民是指按１９５１年《难民公约》和１９６７年《难民议定

书》共同承认的条件下的难民，即指因有正当理由畏

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者具

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留在其本国之外，并且由于

此项畏惧而不能或不愿受该国保护的人；或者不具

有国籍并由于上述事情留在他以前经常居住的国家

之外，而现在不能或由于上述畏惧不愿返回该国的

人。此外，梁淑英老师在她的国际法专著《国际难民

法》里专门用一章来论述难民的定义，并列举了

１９２２—１９４６年的难民概念、国际难民组织章程的难

民概念、联合国难民署章程的难民概念、普遍性难民

概念和区域文件的难民概念［１］（Ｐ２６～５４）。
关于难民概念，国内其他学者从广义上和具体

上对难民概念进行解读。李晓岗博士认为，从广义

上讲，难民是逃离本国，失去或者不愿接受本国保护

的人。刘成社具体阐释了难民的涵义，他认为难民

是指因有正当理由畏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

某一社会团体或者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留在本

国之外，并且由于此项畏惧而不能或不愿受该国保



护的人。闫金红博士在她的博士论文里对难民概念

进行了全面概括：难民是国际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
是战争、种族迫害、部族矛盾、国家领土变动、政治避

难、自然灾害、经济恶化等原因造成的一个不能或不

愿回原籍国的群体［２］。此外，孙倩认为应该动态地

看待难民这一概念，认为难民这一概念会随着时代

的发展而具有不同的涵义。黄素梅、易为中指出，为
了更好地对全球急剧增加的难民提供及时、全面的

保护，有必要对１９５１年《关于难民地位的日内瓦公

约》及其１９６７年议定书中的难民定义予以全面、准
确的理解［３］。

二、难民问题产生的原因

根据周宏均老师在他的著作《国际法》里对国际

难民的定义，难民产生的原因有自然灾害、战争、大
规模内乱和各种政治迫害。国内学者对于难民产生

的原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别难民产生的原因，学
者们从难民流出国的国内和国际因素、政治、宗教等

视角进行了研究。李晓岗博士指出，战争是造成２０
世纪初人口大规模逃亡的重要原因，随着科技、经济

和社会变化，战争的规模和破坏性有了质的变化，大
量平民为躲避战火而沦为难民。方金英认为，叙利

亚出现大量难民是因为国内爆发内战，并引起教派

仇杀、伊斯兰“圣战势力”不断坐大、教派与民族冲

突、大国地缘政治角逐等使得难民问题愈演愈烈。
胡欣指出，难民和难民潮的出现，有着极为复杂的国

内和国际原因。他从哲学的角度对难民产生的原因

进行探讨，认为难民是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副产品。
罗圣荣、汪爱平对缅泰边境地区的缅甸难民的缘起、
现状及影响进行了研究，指出泰缅边境的缅甸难民

问题，透过内战的表象，缅甸长期的民族政治纷争与

民生凋敝才是其根源所在［４］。目前国内学者阐述的

多是国别难民产生的原因，缺乏专门研究难民产生

原因的具有普遍性和概括性的成果。

三、难民问题的影响

与难民问题产生的原因类似，目前国内学者对

难民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别和地区难民的影响

上，缺乏总结和概括性的难民问题的影响。综合国

内外学者关于国别和地区难民问题的影响，可以归

纳为难民问题会产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安全、
环境、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影响。宋全成、赵雪飞认

为，欧洲难民问题对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的政

治、经济、非传统安全、社会文化和国际关系等方面，

产生了一系列消极的影响［５］。胡志丁等通过实地考

察、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方法分析缅甸果敢冲突对

中国边境地区造成的影响，发现难民的涌入使得边

境地区的双方贸易往来受损，治安压力增大，生态环

境受到威胁，但也为边境地区带来新的劳动力和经

济收入来源［６］。陈天社指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难

民回归权的拒绝、巴勒斯坦实力不济以及阿拉伯国

家的不同利益考量，是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延续未解

的主要原因。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存在与延续对巴

勒斯坦民族与国家构建、对巴勒斯坦难民寄居的阿

拉伯国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７］。裴予峰从难民问题

对一带一路安全保障影响的视角指出难民大规模涌

入给接收国带来不良影响，主要表现在：难民的大规

模涌入往往会给接收国带来很大的政治、经济、社会

资源分配等方面的压力。此外，大量涌入的难民群

体对接收国生态环境也造成巨大的压力［８］。有学者

对阿富汗难民的进行了研究，分析阿富汗难民对阿

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影响。朱永彪、闫培记分析了阿

富汗难民对阿富汗本国、恐怖主义、阿富汗对外关系

的影响，认为阿富汗难民问题直接影响阿富汗的重

建与稳定，且已成为恐怖主义组织招募新兵的重要

来源，此外阿富汗难民也成为了影响阿富汗对外关

系的重要因素。黄云松则分析了阿富汗难民对巴基

斯坦的影响，指出阿富汗难民对巴基斯坦的影响是

显而易见的，主要体现在社会经济、公共秩序和国家

安全等三个方面［９］。但也有学者认为看待难民问题

不能只看到消极的影响，也应看到难民潜在的积极

影响，难民既可成为暴恐温床，也可为经济发展释放

正能量［１０］。

Ｓａｒａｈ　Ｋｅｎｙｏｎ　Ｌｉｓｃｈｅｒ在其论文《难民对国际

安全造成的威胁》中，从边界冲突的蔓延、逐步加剧

的内部暴力冲突、战争持续时间增长三个大的方面

阐述了难民对国际安全造成的威胁。他认为，暴力

冲突每年造成数百万的人逃离家园，难民危机不仅

造成后勤和人道主义灾难，而且威胁国际安全和稳

定。尽管难民问题学者指出难民对国际安全的威

胁，但是政策制定者和国际组织对这些危机只有部

分偏狭的认识［１１］。

四、地区和国别难民问题

（一）中东地区难民

中东是战乱频仍之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先后爆发了五次中东战争、两伊战争、海湾战争、伊
拉克战争、“阿拉伯之春”运动等战争和动乱，造成了

·８３１·



大量的难民。
首先是巴勒斯坦难民。巴勒斯坦难民的产生主

要源自于１９４８年和１９６７年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

间爆发的两场战争。除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

外，巴勒斯坦难民主要流落到阿拉伯国家。陈天社

从阿拉伯国家巴勒斯坦难民基本生存状况、各方对

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立场、阿拉伯国家巴勒斯坦难

民的影响三个方面论述了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难

民及其影响。藤仕伟回顾了巴勒斯坦难民的由来和

演变，并分析了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的现状和

挑战，详细论述了难民恶劣的生存现状、难民营中权

力的纷争和混乱，并指出巴解和哈马斯在难民营中

争 权 夺 利 的 时 候，诸 伊 斯 兰 圣 战 组 织 在 悄 然

成长［１２］。
其次是伊拉克难民。１９８０—１９８８年的两伊战

争，１９９１年的海湾战争，２００３年的伊拉克战争都造

成了大量的难民。李涛认为，伊拉克难民在广义上

包括难民、国内流离失所者和寻求庇护者。他在《剖
析伊拉克难民》一文中以三个大的部分对伊拉克难

民进行全面分析，并预测伊拉克难民问题在相当长

的时间内难以解决。李涛在他的另一篇文章里指

出，伊拉克难民潮给伊拉克现政府以及国际社会都

带来了深远影响，它不仅给周边国家带来了沉重的

社会和经济负担，削弱了伊拉克政府执政的基础，还
给复杂的中东局势增添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国际社

会虽给予伊拉克难民人道主义援助，提出诸多解决

伊拉克难民问题的方案，但由于伊拉克难民规模之

大、广度之深及难民本身的复杂性，使难民问题的解

决变得尤为困难［１３］。
再次是叙利亚难民。国内学者对叙利亚难民的

人数、去向、对接收国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方

金英指出，叙利亚内战导致难民问题外溢，冲击周边

国家社会稳定。叙难民对收容国有限的能源和水资

源、社会服务及基础设施造成巨大压力，经济、社会

形势非常严峻。王海滨指出，叙利亚内战已经导致

７６０万难民被迫逃离家园，几乎占据该国人口半数，
位居全球之首。此外，还有３８８万叙难民流落在世

界１０７个国家。这些难民主要分布在叙利亚周边各

国，又以土耳其、埃及、伊拉克、黎巴嫩、约旦等国最

为集中。吕澍指出，目前逃难到欧洲的叙利亚难民

达几十万，其中三分之一落脚在德国。德国的历史

文化中蕴含的人道主义关怀，使德国社会积极救助

了难民［１４］。
最后是中东其他地区难民。国内学者认为，难

民问题在中东比较普遍，除了巴勒斯坦、伊拉克、叙
利亚等国数量较大的难民群体外，还有库尔德难民、
利比亚难民、也门难民等。邢新宇指出，库尔德人作

为中东仅次于阿拉伯、突厥、波斯的第四大民族，大
多聚居在边境地区，流动性很强，加之长期受到打

压，生活状况十分艰难，属于典型的难民群体。２０１１
年初，“阿拉伯之春”在中东地区引起的政局动荡又

造成新一轮的难民潮，其中利比亚最为典型。自冲

突爆发以来，已经有超过７０万人逃离利比亚，其国

内也有超过５万流离失所者。利比亚难民已经形成

危机规模，并且这种危机还有日益深化的趋势［１５］。
（二）南亚和东南亚难民

南亚和东南亚难民包括阿富汗难民、罗兴亚难

民和越南难民。国内外学者从难民产生的原因、历
史、影响、政策与展望等方面对南亚和东南亚难民问

题进行了研究。
首先是阿富汗难民。朱永彪、闫培记指出，阿富

汗难民主要是由三股难民潮引起的，当前仍有数量

众多的阿富汗难民流落在国外。阿富汗难民问题不

仅会影响到阿富汗的重建，还会影响到阿富汗的对

外关系，且难民营有成为恐怖主义滋生地、输出地的

趋势，这是国际社会必须认真对待的。但是朱永彪、
闫培记只是就阿富汗难民问题的历史与现状、难以

解决的原因、影响与前景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并没有

对解决阿富汗难民问题提出对策和建议。黄云松从

阿富汗难民危机的背景、影响和法律地位、巴基斯坦

的政策、国际组织发挥的作用等几个大的方面对巴

基斯坦境内的阿富汗难民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分析

了２０１４年后阿富汗局势与解决难民问题的关联［９］。
但是黄云松同样没有对解决阿富汗难民问题提出对

策与建议。
其次是东南亚难民。宋清润指出东南亚爆发严

重难民危机，他从此次难民危机的几大特点、难民产

生的原因等对此次东南亚难民危机进行了剖析，指
出根除东南亚难民危机既需要治标，又需要治本，并
对解决东南亚难民危机提出了对策和建议。丁丽兴

和乌帕拉从罗兴亚人给孟加拉国带来的安全困境的

视角对罗兴亚难民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缅甸当

局拒不承认罗兴亚人的公民权或财产权，因此数以

万记的罗兴亚人被迫逃往孟加拉国，给该国原来就

不富裕的资源分配带来极大的压力，同时难民与伊

斯兰教极端组织的密切联系又威胁着孟加拉国的国

家安全［１６］。丁丽兴和乌帕拉从孟加拉、整个地区的

角度提出的解决罗兴亚难民问题的建议切实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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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也是近年来从孟加拉和整个地区角度提出解决

罗兴亚难民的不多的研究成果之一。Ａｓｈｌｅｙ　Ｓｏｕｔｈ
和 Ｋｉｍ　Ｊｏｌｌｉｆｆｅ受联合国难民署委托所做的报告

《被迫的迁移和缅甸的和平进程》探索了难民和国内

流离失所者问题是如何在和平进程中起作用的，以
及过去的发展对被迫迁移者的未来展望意味着什

么［１７］。但是该报告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对缅甸东南

部的难民，以及武装冲突造成的迁移，而较少地强调

由发展引起的以及其他形式的被迫迁移。
（三）撒哈拉以南非洲难民

国内近年来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难民的研究很

少，大部分研究发表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最新的三

篇文章分别是发表于２０００年的《非洲难民问题难解

之源》、、２００１年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际移民问题

及其最新趋势》和２０１０年的《非洲统一组织和非洲

难民问题》。潘蓓英指出，非洲各国独立之后，由于

独裁政权的镇压、民族或宗教矛盾、边境冲突、内乱

等原因，难民问题尤为突出。阿得兰提·阿得泊鞠

认为，目前非洲的移民潮以地区内流动工人、无证非

法移民、游牧民、边境工人和难民为主，高技能专业

人员也越来越多。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难民产生的

原因，阿得兰提·阿得泊鞠指出，由于内战和政治、
经济管理不当，非洲国内经济一片混乱，当政治、经
济和环境条件滑落到某一临界线以下，非洲人觉得

在自己的家乡呆不住了，只好远走他乡。此外，他还

对难民迁移的主要趋势和问题、地区经济联盟与劳

动力流动、迁移的不同目标、新世纪展望等方面对撒

哈拉以南非洲难民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路征远和

雷芳从非洲统一组织的视角研究了非洲统一组织在

解决非洲难民问题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由于殖

民主义、种族主义、非洲国家间边界冲突等因素的存

在，非洲大陆的难民问题一直非常严重。作为非洲

最大最重要的国际组织，非统本着泛非主义精神，为
非洲难民问题的解决付出了巨大努力，作出了重要

贡献，特别在有关法律的制定方面成就突出［１８］。
（四）欧洲地区难民

２０１１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大批中东难民涌

入欧洲。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欧洲地区难民的研究

较多，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欧盟陷入非法入境难民

困境的原因、难民对欧洲地区的影响、欧洲地区难民

的前景等领域。宋全成、赵雪飞论述了欧洲难民问

题及其消极影响，他们指出欧洲难民问题形成于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以后，欧洲难民的主体是来自东欧、非
洲、中亚等国家和地区的难民。欧洲难民问题对欧

洲特别是西欧的政治、经济、非传统安全、社会文化

和国际关系等方面，产生了一系列消极影响。储殷

认为，欧盟多主权结构的现实决定了各个国家存在

难以遏制的自利主义倾向，而这是欧盟在治理非法

移民中所无法摆脱的困境。同时他也指出，移民和

难民问题既是负担也是机遇。胡欣指出，如何应对

日趋严峻的难民危机，已经成为欧洲国家必须尽快

处理的严肃问题。他从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冲击、“都
柏林主义”面临的考验、欧洲为何排斥“难民”和欧洲

对难民敞开的大门究竟能开多久进行了研究，得出

的结论是难民问题将长期困扰欧洲。如何寻找道

德、安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平衡点，仍将是欧洲必

须面对的一大挑战［１９］。

五、难民与法律问题

国内学者主要是从国际法的角度研究难民与法

律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难民法、国际法视角下

的难民问题以及国际难民法中的不推回原则、排除

条款等领域。
（一）难民与国际法

梁淑英老师是国际难民法领域的权威，她的专

著《国际难民法》是中国国内第一部国际难民法著

作，填补了我国难民法领域研究的空白。梁淑英老

师在《国际难民法》里阐释了难民的概念，论述了难

民身份取得和丧失的条件、难民的甄别程序、难民的

法律保护和难民不推回原则，并列举了中国保护和

援助难民的实践、介绍了保护和援助难民的国际机

构。梁淑英老师指出，依据１９５１年《难民公约》和

１９６７年《难民议定书》规定的条件，取得难民身份，
应符合以下三个条件：（１）栖身于其本国或经常居住

国之外。（２）不能或不愿接受本国保护或返回以前

经常居住国。（３）有正当理由畏惧迫害。梁淑英老

师认为，按照《难民公约》的规定，下列三种人被确认

为不得取得难民身份：（１）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

或反人道罪的人；（２）进入避难国前，曾在该国之外

犯过严重的非政治罪的人；（３）实施了违反联合国宗

旨和原则的犯罪行为的人［２０］（Ｐ６２～８５）。
李明奇研究了难民公约中的排除条款。他指

出，在实践中１９５１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的关于公

约不适用对象的规定非常容易引起争议，这需要我

们对公约排除条款中提到的三种特定人群进行谨慎

的分析。同时他强调，为了我国的国家利益，我们有

必要加强对难民公约中排除条款的研究［２１］。黄云

松和郝鲁怡对欧洲的难民庇护制度进行了研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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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黄云松主要对欧洲庇护制度中的基本指导思想

“都柏林主义”的渊源和内涵进行了研究，并指出“都
柏林主义”与国际难民法的抵触之处，最后指出“都
柏林主义”将违背国际难民法的“第一入境国”和“安
全第三国”原则作为责任划分机制的基础，这必然导

致人们对欧洲共同庇护制度遵守国际难民法的初衷

产生严重怀疑。郝鲁怡则对欧盟难民与庇护一体化

法律制度进行了研究。她指出欧盟将难民制度与庇

护制度结合为一个整体，统称为难民与庇护制度，创
设了以庇护申请国家审查机制与庇护申请者待遇标

准为两翼，以庇护申请审查程序规则和难民地位确

定及权利保护的实体法规则为核心的统一密不可分

的一体化法律制度［２２］。
（二）国际难民法中的不推回原则

李明奇、汤磊、任平丽等探讨了国际难民法中的

不推回原则。不推回原则是指任何国家不得将难民

推回或送回到其生命或自由因政治原因而受威胁的

领土边界。他们对国际难民法中的不推回原则的含

义、发展历史、性质等基础理论、不推回原则在国际

难民保护体系中的地位、不推回原则适用的范围与

适用方式、不推回原则适用例外、不推回原则与中国

的难民保护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尤其是汤磊的博士

论文《国际难民法上不推回原则适用问题研究》的第

六部分，即“不推回原则对中国难民保护”这一章列

举了我国面临的难民形势，梳理了健全我国难民保

护制度的思路，并指出我国适用不推回原则的具体

建议［２３］。汤磊博士对于不推回原则与中国的难民

保护的探讨对于中国的难民保护具有重要指导和借

鉴意义。李欣燃从国际法的视角研究了难民问题。
她按照难民产生的原因对难民进行了分类，即政治

难民、战争难民、经济难民及环境难民。她列出难民

权利保护的法律依据，罗列了国际法视角下难民法

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在国际法制下寻求难民问题

的解决途径［２４］。
（三）国际难民法的发展和历史

Ｄａｖｉｄ　Ｍｃｋｅｅｖｅｒ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原有

国际公约中的对词和短语的解释不是固定不变的，
而是应该随着国际法律和实践的发展而相应的变

化。他指出，１９５１年联合国难民公约不适用于有重

大理由认为“该人曾有违反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行

为并经认为有罪”（第一条Ｆ款Ｃ项）。时至今日，
这一条排除条款被法院、评论家和联合国难民署以

一种静态的形式解释，而没有考虑到国际法和实践

的发展。Ｄａｖｉｄ　Ｍｃｋｅｅｖｅｒ在论文中考虑到对于条

约解释的‘演化路径’，并将该路径应用到条约解释

的伴随标准规则中，应用到第一条第Ｆ款第Ｃ项。

Ｄａｖｉｄ　Ｍｃｋｅｅｖｅｒ的这篇文章挑战了一系列针对该

条款所做的大量断言，而总结出应该根据实施大量

严重的或者持续不断的人权迫害的影响来进行解

释，这样才会达到公约第一条 Ａ款２项的目标，满
足第一条Ｆ款Ｃ项下排除的标准［２５］。

六、难民的保护问题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难民保护的研究有很多，大
致可以分为四个大的领域，分别是难民的国际保护、
难民保护与国际法、难民保护的原则和政策、难民组

织与难民保护。
（一）难民的国际保护

对于难民的国际保护，有多篇论文从多个角度

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李莉回顾了难民及其国际保

护的历史现状，分析了难民的国际保护中存在的问

题，并就如何加强难民保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杨

洋从国际法的视角对局部战争导致的难民权利保护

进行了研究，并对中国处理中朝边境可能发生的难

民问题进行了思考。杨洋对于中朝边境可能发生的

难民问题的探讨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对于中朝边

境可能出现的难民问题对我国的影响的探讨也具有

现实意义。钟俊辉对难民保护问题中的难民保护面

临的困境、难民权利保护的完善和我国难民权利保

护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尤其是在我国难民权利保

护的问题部分，他鲜明指出了我国难民权利保护的

不足，如没有专门的难民立法和明确的难民身份甄

别程序，没有处理难民问题的特定机构等，并提出了

完善难民权利保护的建议。
王淼从欧洲共同体产生的背景与内容、欧盟的

难民认定标准与保护、欧盟难民保护的都柏林体系、
欧盟难民保护的程序四个大的方面对欧盟的难民保

护制度进行了研究，并着重介绍了欧盟具有争议的

欧盟安全第三国程序，并阐释了这一制度从程序上

和实体上均违反了欧盟和相关国际条约的规定［２６］。
（二）难民保护与国际法

难民保护与国际法密不可分，事实上难民接受

保护的权利也是国际难民法规定的。张爱宁认为，
对难民提供国际保护既是人道主义的要求，也是维

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使然，但是拒不接受难民的趋势

却越来越严重。为应对这一问题所应采取的法律措

施，她认为应该从修改既有难民定义和强调国际人

权法在难民国际保护中的应有作用两个方面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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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这样既可以扩大国际难民法的保护范围，又可以

通过敦促有关国家履行国际人权保护义务来实现对

难民的保护。陆海娜从国际法的视角探讨了难民在

中国的工作权的保护问题。她指出，我国对难民只

是进行基本的人道主义援助，而难民的各项权利包

括工作权尚未纳入我国的法制轨道。她认为应该从

难民工作权的国际法标准出发，考察我国对难民工

作权的法律规定并完善我国的难民保护机制［２７］。
许慧从国际法的视角，对难民的国际保护现状、难民

的困境与出路进行了研究，并从法律和实践的角度

对难民保护提出了解决对策［２８］。
（三）难民保护的原则和政策

对于难民保护，国内学者认为应该遵循不推回

原则、便利原则等原则。甘开鹏指出，为了保护难民

权利，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通过各种国际性和或

区域性文件为难民保护制定了一些基本原则以促进

国际社会对难民问题的关注。关于难民保护的基本

原则有人道主义与人权原则、难民不推回原则、临时

避难原则、国际团结与合作原则。梁淑英老师论证

了国家对非法入境难民保护的两项原则，一是边界

不拒绝原则，二是宽容与便利原则。相比较于难民

保护的原则，难民保护的政策则有一个较长的发展

演变过程。阮惠风和甘开鹏对难民保护政策进行了

研究，并将国际社会的难民保护政策分为两个大的

部分，分别是国际联盟与难民保护、二战后国际难民

保护政策的发展。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国际联盟对

俄罗斯、土耳其、德国犹太难民的政策，第二部分阐

述了二战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国际难民组织的

难民保护政策、１９５１年日内瓦难民公约签订后联合

国和签署国的难民政策。他们最后指出救济难民仅

仅依靠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采取人道主义援助是

远远不够的，应该从根本上改变难民政策，消除难民

产生的根源［２９］。
（四）国际难民组织与难民保护

国际难民组织是当今国际难民保护机制的主要

力量，在国际难民保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内学

者对国际难民组织的研究比较深入，多集中在联合

国难民署对难民的保护上。周聿峨、郭秋梅考察了

２０世纪上半叶成立的四个国际性的难民组织在难

民保护上所起到的作用，并分析了其局限性，并对更

好地发挥难民保护机制的有效性提出了切实可行的

建议。洪廷伦和吴敏贞对联合国难民署对难民的保

护进行了深入研究。洪廷伦分析了联合国在难民保

护中的作用，并对联合国难民署进行个案分析，分析

了联合国难民署在紧急情况下的阿富汗难民保护政

策。吴敏贞则从难民保护的国际合作、国际组织在

难民保护中的重要作用的视角来进行研究，并从联

合国难民署在国际法上的地位、联合国难民署的活

动与作用、联合国难民署的永久解决措施三个方面

对联合国难民署进行深入探讨，与洪廷伦论文类似

的是，吴敏贞也在论文的最后一部分对联合国难民

署对阿富汗难民的保护政策进行个案分析［３０］。

七、难民问题的应对及解决对策

（一）难民问题的基本对策

各国解决难民问题的对策各不相同，但是从普

遍意义上讲，国际社会解决难民问题的对策具有一

些普遍特点和原则。方华等指出，第三国安置、融入

本土、遣返是处理难民的三种方式。现在，以美国为

首的发达国家对将难民融入本土持谨慎和回避态

度。现在的难民安置中，第三国安置都不现实了。
一方面发达国家本国的经济社会压力都比较大，无
暇多顾更多的难民。另一方面，有些地区如欧洲，自
己家门口的难民问题都处理的焦头烂额，根本不会

接纳更多的难民。在难民遣返上，难民接受国在遣

返难民时必须确保难民回去后不再承受其成为难民

的原因，如在遣返战争难民时必须确保其国内的战

事已经平息。方华等还指出，甄别身份是处理难民

问题的首要前提。只有对进入各个国家的人群的身

份进行界定，才能对难民进行第三国安置、融入本

土、遣返等程序［３１］。
（二）国际难民政策的历史演变

难民问题是一个历史性问题，能够追溯到很早

以前，而难民政策的历史演变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阮惠风、甘开鹏对国际难民保护政策的发展演变进

行了梳理。他们从古代难民权利保护的缘起、国际

联盟与难民保护、二战后国际难民政策的发展三个

大的部分对国际难民保护政策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详

细阐述。他们指出，早在西方民主国家建立与难民

有关的国际组织之前，各种宗教组织即古代统治者

已根据自己的规范和信仰为逃离迫害的人提供庇

护。同时，他们指出１９５１年《难民地位公约》和联合

国难民署在冷战期间的作用和角色严重受到西方民

主国家的支配和控制，其难民政策带有浓厚的政治

特征，从而沦为西方国家重要的政治工具。甘开鹏

在另一篇文章里对二战后国际难民政策的历史演变

进行了研究。他指出１９４３年建立的联合国善后救

济总署、１９５１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联合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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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署都对二战后国际难民政策的发展起了不可忽视

的作用。同时，他也对这些组织进行了客观评价，指
出这些国际组织的难民政策具有比较明显的政治色

彩，使大多数难民无法充分地得到国际保护［３２］。
（三）国际难民机制建设

国际难民机制是解决难民问题的法规、国际组

织、难民政策、地区难民机制的综合，从长远看对于

解决难民问题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国内外关于国

际难民机制建设的研究并不多。王海滨、戴长征认

为，目前国际难民机制主要由难民相关法规、国际难

民救助组织、地区难民机制及各国难民救助政策四

个主要部分构成。他们分析了当前国际难民现状，
阐释了当代国际难民机制，分析了国际难民机制现

存的主要问题并就进一步完善国际难民机制提出了

建议。王海滨、戴长征特别强调国际社会应该共同

推动难民问题合作共识，进一步完善难民法规及救

助机制，做到治标和治本并重。

Ｇｌｅｎ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在《主权，国际法和国际难民机

制不均衡的发展》一文中对现存国际难民机制的历

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批判性的检验，并对未来的研

究提供了一些可替代的路径。Ｇｌｅｎ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指出

该文三个概括性的目标。第一是提出国际难民机制

替代性历史的大纲，在这个大纲里非欧洲地区和前

殖民地不会被忽略或者处于边缘地位，而是处于主

体的核心部分。第二是探讨中国移民在这个人类重

新安置的替代性历史中可能会占据什么位置，考察

整个２０世纪的历程。第三，文章尝试着显示从

１９４５年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早期这段时间是国际难

民机制历史特别重要的一段历史。在这一段时间

内，无论是进入还是输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难民运

动，对于生成各种产生于国际难民机制从欧洲转移

到殖民地和后殖民地亚洲的紧张和矛盾都是至关重

要的［３４］。

结语

综合近年来国内外对世界难民问题的研究可以

发现，很多学者主要是从国际法、历史的角度对世界

难民问题进行研究，而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角度进

行研究的成果则很少。如果能够在国际法、历史视

角之外再增加国际政治学、社会学等视角研究世界

难民问题，应该会对世界难民问题有更加全面透彻

的研究。此外，国内外学者对于我国面临的难民问

题及其对策这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研究成果较少。在

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难民问题早已超出了地区

和国界范围，而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我国需要加

强对难民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对策、我国所面临的难

民问题及对策的研究，为从根源上消除世界难民问

题、维护和确保世界和平，并为我国妥善应对难民问

题提供建设性意见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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