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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难民庇护申请者

自然特征与社会结构的比较研究＊

宋全成

摘　　要：２０１６年德国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数据表明，与２０１５年相比，难民

庇护申请的人数急剧增长，达到了７４．５５万，创造了德国历史上的

新纪录。难民庇护申请者在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上，与２０１５年相

比，男性占比高和高度年轻化的特征没有改变。但 在 来 源 国 结 构

上，发生显著变化：２０１６年难民庇护申请主要来自叙利亚、伊拉克

和阿富汗，替代了叙利亚、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在宗教信仰结构

上，与２０１５年相比，２０１６年的穆斯林难民庇护申请者依然成为在

德国的最大避难申请群体，基督徒和雅兹迪人紧随其后，且穆斯林

族群增长迅速。在难民庇护申请处理结果的数量 和 类 型 结 构 上，

与２０１５年相比，２０１６年难民庇护申 请 处 理 总 量 达 到 了６９．５７万，

其中获得难民等类型的居留许可的比例，高达６２．４％。执行法律

诉讼程序的避难申请也高速增长到约１６万，创造了德国历史新纪

录。如何让获得居留许可的难民融合到主流社会 中，成 为 合 格 的

劳动力，并抵御伊斯兰极端宗教思想的入侵，防 止 恐 怖 主 义 袭 击，

将是德国政府今后面临的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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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全成：德国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难民庇护申请者自然特征与社会结构的比较研究

　　２０１６年是欧洲难民危机的重要转折点。为阻止难民无序地进入 欧 洲 地 区，３
月１８日欧盟与土耳其达成了难民入境和遣返非法移民的协议，双方同意：“自２０１６
年３月２０日起，所有从土耳其入境希腊的避难者须在希腊进行登记、提交避难申

请，未履行上述步骤或不满足避难条件的非法移民将被遣返回土耳其。同时，每遣

返一名经土耳其入境希腊的非法移民，欧盟将安置一名土耳其境内的叙利亚难民

到欧盟境内，安置名额上限是７．２万人。欧盟将协同成员国、联合国难民署建立针

对性机制来执行安置进程。”①由于该协议的严 格 执 行，再 加 上 欧 盟 国 家 加 大 了 对

难民进入的控制力度以及实施了新的难民遣返、难民自愿返回等相关政策，进入欧

洲地区的难民人数锐减，欧洲难民危机得到有效缓解。与２０１５年有１３０多万寻求

避难者进入欧盟而仅德国就接纳８９万相比，２０１６年只有３６．４万难民经地中海进

入欧洲，进入德国的仅３２．１万人，比２０１５年减少近三分之二②。欧盟阻止难民无

序地进入欧盟的目标基本实现。然而，到达欧洲国家的难民提出难民庇护申请的

数量却呈现出急剧上升的态势。２０１６年欧盟境内正式提出的难民庇 护 申 请 高 达

１２０万份③，其 中 在 德 国 申 请 难 民 庇 护 的 人 数 就 达 到７４．５５万 人④，比２０１５年 的

４７．６６万人增长了５６．４２％，是２０１４年２０．２８万人的３．６８倍⑤，创下了自１９９２年

以来的新纪录。德国是难民的主要目标避难国家，也是欧盟中接收难民庇护申请

的主要成员国，因此，研究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德国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自然特征和社

会结构状况，对于洞悉欧盟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自然特征和社会结构状况具有窥

一斑而知全豹的意义。目前，国内学术界研究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数据的论文寥

若晨星。因此，本文拟以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的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难民庇护申请者

的数据为依据，对难民庇护申请者的自然特征、社会结构与动态发展趋势作一比较

研究。

一、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自然特征之比较

从人口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人口的自然特征主要包括人口的数量与规模、人口

的性别结构、人口的年龄结构等。限于篇幅，本文拟选取以上三个重要变量作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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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难民庇护申请者的自然特征的主要维度。

１．与２０１５年相比，２０１６年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数量与规模再创历史新高。

人口的数量和规模是人口自然特征的重要内容。考察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数量

和规模，有利于从整 体 上 把 握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者 的 总 体 状 况，从 而 为 难 民 政 策 的 实

施、修订和完善提供决策基础。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提供了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１月

到１２月相关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数据。考察德国每个月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数据，

不仅可以从总体上把握难民庇护申请者在德国的数量和规模，而且对于把握难民

庇护申请者的单位时间（每月）的数量、规模及其动态变化具有重要意义。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年１～１２月份在德国提出的难民庇护申请的单位时间数量、规模、类别及其

变化动态的基本状况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１～１２月德国境内难民庇护申请类型及数量一览表①

月份
难民庇护申请每月合计 首次申请数量 再次申请数量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１月 ２５　０４２　 ５２　１０３　 ２１　６７９　 ５０　５３２　 ３　３６３　 １　５７１

２月 ２６　０８３　 ６７　７９７　 ２２　７７５　 ６６　１２７　 ３　３０８　 １　６７０

３月 ３２　０５４　 ５９　９７５　 ２８　６８１　 ５８　３１５　 ３　３７３　 １　６６０

４月 ２７　１７８　 ６０　９４３　 ２４　５０４　 ５９　６８０　 ２　６７４　 １　２６３

５月 ２５　９９２　 ５５　２５９　 ２３　７５８　 ５４　０５６　 ２　２３４　 １　２０３

６月 ３５　４４９　 ７４　６３７　 ３２　７０５　 ７３　０３３　 ２　７４４　 １　６０４

７月 ３７　５３１　 ７４　４５４　 ３４　３８４　 ７２　９８４　 ３　１４７　 １　４７０

８月 ３６　４２２　 ９１　３３１　 ３３　４４７　 ８９　７０３　 ２　９７５　 １　６２８

９月 ４３　０７１　 ７６　４００　 ４０　４８７　 ７４　７８２　 ２　５８４　 １　６１８

１０月 ５４　８７７　 ３２　６４０　 ５２　７３０　 ３０　８６４　 ２　１４７　 １　７７６

１１月 ５７　８１６　 ２６　４３８　 ５５　９５０　 ２４　５７４　 １　８６６　 １　８６４

１２月 ４８　２７７　 ２０　５７５　 ４６　７３０　 １８　９６８　 １　５４７　 １　６０７

总量 ４７６　６４９　 ７４５　５４５　 ４４１　８９９　 ７２２　３７０　 ３４　７５０　 ２３　１７５

　　　　数 据 来 源：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ｆü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Ｆｌüｃｈｔｌｉｎｇｅ，Ｄａｓ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ｉｎ　Ｚａｈｌｅｎ　２０１５，Ａｓｙ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ｒｌｉｎ，２０１６，Ｓ．１０；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ｆü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Ｆｌüｃｈｔｌｉｎｇｅ，Ｄａｓ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ｉｎ　Ｚａｈｌｅｎ　２０１６，Ａｓｙ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ｒｌｉｎ，２０１７，Ｓ．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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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在统计报告中特别提示，按照月份的难民统计数据由于后续的变化调整，各

月难民数据的累加均 小 于 最 终 的 年 度 统 计 数 据，但 总 体 趋 势 和 特 征 不 变。?Ｄｉｅ　Ｍｏｎａｔｓｗｅｒｔｅ　ｋｎｎｅｎ　ｗｅｇｅｎ
ｅｖｔｌ．ｎａｃｈｔｒｇｌｉｃｈｅｒｎｄｅｒｕｎｇｅｎ　ｎｉｃｈｔ　ｚｕ　ｅｉｎｅｍ　Ｊａｈｒｅｓｗｅｒｔ　ａｄｄｉｅｒｔ　ｗｅｒｄｅｎ．“参 见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ｆü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Ｆｌüｃｈｔｌｉｎｇｅ，Ｄａｓ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ｉｎ　Ｚａｈｌｅｎ　２０１５，Ａｓｙ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ｒｌｉｎ，２０１６，Ｓ．１０；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ｆü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Ｆｌüｃｈｔｌｉｎｇｅ，Ｄａｓ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ｉｎ　Ｚａｈｌｅｎ　２０１６，Ａｓｙ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
ｔｉｏｎ，Ｂｅｒｌｉｎ，２０１７，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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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的相关数据表明，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在德 国 的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者 的 数 量、规 模

及其动态变化呈现出如下四个显著特征：
（１）２０１６年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数量和规模有较大幅度的增长。２０１６年难民庇

护申请者的数量达到了７４．５５万人，与２０１５年的４７．６６万人相比，增加了５６．４２％。
（２）从难民庇护申请的类别上看，２０１６年在德国的难民庇护申请者中首次申请的

数量以７２．２４万依然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占难民庇护申请总量的９６．９％。与２０１５年相

比，首次难民庇护申请在数量上增加了２８０　４７１人，在比重上增加了４．２个百分点。
（３）２０１６年上半年和下半年的难民庇护申请的数量大致相等。２０１６年１月

到６月，在德国提出难民庇护申请的数量每月稳定在５万～７万人之间，上半年难

民庇护申请总量是３７．０７万人。７～１２月份，与上半年相比，接纳的难民庇护申请

的总量没有多大的变化，总量是３２．１８万人，减少了４．８９万人。这与２０１５年上半

年和下半年之间的落差情况大不相同。
（４）从单个月难民庇护申请的数量及其动态变化上看，波动显著，２０１６年从７

月份的７．４５万人，上升到８月份的９．１３万人，随后急剧下降到１０月份的３．２６万人

和１２月份的２．０６万人，从最高的８月份到最低的１２月份，下降了７０％多。２０１５年

情况正好相反。从７月份开始，申请数量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到９月份实施欢迎难

民的政策以后，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数量出现较大增长，从９月份的４．３１万人，上升

到１０月份、１１月份的５．４９万人、５．７８万人。到１２月份才下降到４．８３万人。出现

上述特征的根本原因是，伴随着２０１６年进入德国的难民庇护寻求者的数量的锐减，

急剧增加的难民庇护申请的较大数量得到了有效释放，再加上２０１６年下半年德国

政府收紧了难民庇护政策，并出台了鼓励难民返回祖籍国的自愿返回政策。由此，

难民庇护申请的数量呈现出逐月递减的态势。但总体来看，２０１６年德国以７４．５５万

人的难民庇护申请总量依然刷新了德国难民庇护的历史纪录，远超２０１５年的４７．６６
万人。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每月数量及动态变化情况见图１。

图１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每月数量及动态变化

　　来源：作者依据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公布的数据制作。以下所有图相同。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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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难民庇护申请者 的 性 别 结 构 严 重 失 衡 的 局 面 没 有 改 变，但 女 性 比 例 有 所

上升。
“性别结构是最基本的人口结构，是社会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性别结构对一

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意义影响深远。因此，人口社会学十分重视性别结

构及其变化。”①研究欧洲难民这一特 殊 的 人 群，同 样 需 要 关 注 其 性 别 结 构。这 是

这一人群结构是否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提供的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相关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十大来源国的数据（见表２）表明，除个别来

源国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性别比大体正常以外，多数难民庇护申请国的难民庇护

申请者的性别比严重失调，总体来看，是男性远多于女性。

表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德国境内难民庇护申请者十大来源国及性别比例一览表

２０１５年

来源国 总量 男性 ％ 女性 ％

叙利亚 １５８　６５７　１１７　１３０　７３．８ 　４１　５２７　２６．２

阿尔巴尼亚 ５３　８０５　３２　４６６　６０．３　 ２１　３３９　３９．７

科索沃 ３３　４２７　２１　５２８　６４．４　 １１　８９９　３５．６

阿富汗 ３１　３８２　２２　９２３　７３．０　 ８　４５９　２７．０

伊拉克 ２９　７８４　２１　１０９　７０．９　 ８　６７５　２９．１

塞尔维亚 １６　７００　 ８　５１２　５１．０　 ８　１８８　４９．０

来源国不明 １１　７２１　 ８　１４５　６９．５　 ３　５７６　３０．５

厄立特里亚 １０　８７６　 ８　２２７　７５．６　 ２　６４９　２４．４

马其顿 ９　０８３　 ４　７２３　５２．０　 ４　３６０　４８．０

巴基斯坦 ８　１９９　 ７　５９７　９２．７　 ６０２　７．３

十国合计 ３６３　６３４　２５２　３６０　６９．４　１１１　２７４　３０．６

其他国家 ７８　２６５　５３　２２４　６８．０　 ２５　０４１　３２．０

申请总量 ４４１　８９９　３０５　５８４　６９．２　１３６　３１５　３０．８

２０１６年

来源国 总量 男性 ％ 女性 ％

叙利亚 ２６６　２５０　１６９　４３３ 　６３．６ 　９６　８１７　３６．４

阿富汗 １２７　０１２　８６　６３３　 ６８．２　４０　３７９　３１．８

伊拉克 ９６　１１６　５９　０６５　 ６１．５　３７　０５１　３８．５

伊朗 ２６　４２６　１８　７９６　 ７１．１　 ７　６３０　２８．９

厄立特里亚 １８　８５４　１３　１３４　 ６９．７　 ５　７２０　３０．３

阿尔巴尼亚 １４　８５３　 ８　７５１　 ５８．９　 ６　１０２　４１．１

来源国不明 １４　６５９　 ９　６３０　 ６５．７　 ５　０２９　３４．３

巴基斯坦 １４　４８４　１３　３０６　 ９１．９　 １　１７８　８．１

尼日利亚 １２　７０９　 ８　１２７　 ６３．９　 ４　５８２　３６．１

俄罗斯 １０　９８５　 ５　５４９　 ５０．５　 ５　４３６　４９．５

十国合计 ６０２　３４８　３９２　４２４　 ６５．１　２０９　９２４　３４．９

其他国家 １２０　０２２　８２　１４２　 ６８．４　３７　８８０　３１．６

申请总量 ７２２　３７０　４７４　５６６　 ６５．７　２４７　８０４　３４．３

　　　　数 据 来 源：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ｆü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Ｆｌüｃｈｔｌｉｎｇｅ，Ｄａｓ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ｉｎ　Ｚａｈｌｅｎ　２０１５，Ｓ．２２；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ｆü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Ｆｌüｃｈｔｌｉｎｇｅ，Ｄａｓ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ｉｎ　Ｚａｈｌｅｎ　２０１６，Ｓ．２２．注：十国包括“来源

国不明”的情况。“申请总量”指首次申请总量。因再次申请数量不 影 响 结 论，后 文 若 无 说 明，所 有“难

民庇护申请”均指难民庇护首次申请。

表２的数据表明：
（１）２０１６年除俄罗斯和阿尔巴尼亚以外，其他８个难民庇护来源国的性别比

例严重失衡。其中来源于巴基斯坦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女性只占８．１％，而 男 性

所占比例高达９１．９％。从前十国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统计来看，男性难民庇护申

８

① 宋全成：《２０１５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人口社会学分析》，载《德国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４期，第４－１６
页，这里第７页。



宋全成：德国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难民庇护申请者自然特征与社会结构的比较研究

请者是３９２　４２４人，占十国难民庇护申请总量的６５．１％，而女性难民庇护申请者只

有２０９　９２４人，仅占难民庇护申请总量的３４．９％。出现这种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根

本原因，一是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来源国的伊斯兰宗教文化背景。“难民庇护申请者

的十大来源国多是有着信奉伊斯兰教的宗教文化背景，有些国家直接就是伊斯兰

国家。而伊斯兰文明中重男轻女的宗教和文化传统，在很大的程度上，直接限制着

女性难民庇护申请者的迁移行动。”这是导致上述八个伊斯兰国家难民性别结构失

衡的主要原因。二是“从国际移民性别类型的理论来看，男性国际迁移的愿望更强

烈一些，而女性远低于男性。从迁移行动的角度来看，男性更容易实现从愿望到行

动的迁移，而女性由于有孩子和家庭的羁绊，不容易实现跨境迁移。”①这是导致难

民性别结构失衡的又一重要原因。
（２）个别国家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性别比有所变化，尽管变化的幅度不大，但

表明女性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比例在增加。表２的数据表明，最大的难民庇护申请

者来源国是饱受战争蹂躏的叙利亚，２０１５年叙利亚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性别比例是

男性７３．８％、女 性２６．２％；２０１６年 其 男 女 性 别 比 例 是６３．６％、３６．４％。阿 富 汗

２０１５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性别比例是男性７３．０％、女性２７．０％；２０１６年其男女性

别比例是６８．２％、３１．８％。伊 拉 克２０１５年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者 的 性 别 比 例 是 男 性

７０．９％、女性２９．１％；２０１６年 其 男 女 性 别 比 例 是６１．５％、３８．５％。厄 立 特 里 亚

２０１５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性别比例是男性７５．６％、女性２４．４％；２０１６年其男女性

别比例是６９．７％、３０．３％。由此可见，来自上述国家的难民庇护申请者中，男性比

例在下降、女性比例在上升。

３．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年龄结构高度年轻化，尤其是未成年人总量大幅上升。

在人口社会学中，不同的年龄组构成的人口年龄结构，是决定人口类别属于年

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关键因素。从难民迁移的一般规律上来看，难民的年龄结

构容易呈现出高度年轻化的特征。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提供的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难

民庇护申请者的年龄性别数据（表３、表４），验证了这一观点。

表３　２０１５年德国境内难民庇护申请者年龄结构及性别比例一览表

年龄别 总量 百分比
其中

男性 百分比 女性 百分比
男性比 女性比

４岁以下 ４１　２５３　 ９．３％ ２１　５２９　 ７．０％ １９　７２４　 １４．５％ ５２．２％ ４７．８％

４～６岁 １４　９７２　 ３．４％ ８　０３７　 ２．６％ ６　９３５　 ５．１％ ５３．７％ ４６．３％

６～１１岁 ３２　７２３　 ７．４％ １７　６７６　 ５．８％ １５　０４７　 １１．０％ ５４．０％ ４６．０％

９

① 宋全成：《２０１５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人口社会学分析》，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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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年龄别 总量 百分比
其中

男性 百分比 女性 百分比
男性比 女性比

１１～１６岁 　２８　０６０ 　６．３％ 　１７　２３３ 　５．６％ 　１０　８２７ 　７．９％ ６１．４％ ３８．６％

１６～１８岁 ２０　４７１　 ４．６％ １６　２５３　 ５．３％ ４　２１８　 ３．１％ ７９．４％ ２０．６％

１８～２５岁 １０９　６７２　 ２４．８％ ８８　１２１　 ２８．８％ ２１　５５１　 １５．８％ ８０．３％ １９．７％

２５～３０岁 ６７　２５８　 １５．２％ ５０　８２８　 １６．６％ １６　４３０　 １２．１％ ７５．６％ ２４．４％

３０～３５岁 ４６　６９８　 １０．６％ ３２　９２３　 １０．８％ １３　７７５　 １０．１％ ７０．５％ ２９．５％

３５～４０岁 ３１　２３９　 ７．１％ ２１　２１６　 ６．９％ １０　０２３　 ７．４％ ６７．９％ ３２．１％

４０～４５岁 ２０　１９４　 ４．６％ １３　７０４　 ４．５％ ６　４９０　 ４．８％ ６７．９％ ３２．１％

４５～５０岁 １２　８４８　 ２．９％ ８　５５７　 ２．８％ ４　２９１　 ３．１％ ６６．６％ ３３．４％

５０～５５岁 ７　４８９　 １．７％ ４　７１１　 １．５％ ２　７７８　 ２．０％ ６２．９％ ３７．１％

５５～６０岁 ４　２４５　 １．０％ ２　３８６　 ０．８％ １　８５９　 １．４％ ５６．２％ ４３．８％

６０～６５岁 ２　３８２　 ０．５％ １　２９４　 ０．４％ １　０８８　 ０．８％ ５４．３％ ４５．７％

６５岁以上 ２　３９５　 ０．５％ １　１１６　 ０．４％ １　２７９　 ０．９％ ４６．６％ ５３．４％

合计 ４４１　８９９　 １００．０％ ３０５　５８４　 １００．０％ １３６　３１５　 １００．０％ ６９．２％ ３０．８％

　　　　数据来源：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ｆü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Ｆｌüｃｈｔｌｉｎｇｅ，Ｄａｓ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ｉｎ　Ｚａｈｌｅｎ　２０１５，Ｓ．２２．
注：出于四舍五入原因，各项相加与１００％有偏差。

表４　２０１６年德国境内难民庇护申请者年龄结构及性别比例一览表

年龄别 总量 百分比
其中

男性 百分比 女性 百分比
男性比 女性比

４岁以下 ７８　１９２　 １０．８０％ ４０　３８４　 ８．５０％ ３７　８０８　 １５．３０％ ５１．６０％ ４８．４０％

４～６岁 ２７　６６８　 ３．８０％ １４　６９７　 ３．１０％ １２　９７１　 ５．２０％ ５３．１０％ ４６．９０％

６～１１岁 ６０　６９９　 ８．４０％ ３２　７８０　 ６．９０％ ２７　９１９　 １１．３０％ ５４．００％ ４６．００％

１１～１６岁 ５２　４３４　 ７．３０％ ３２　６２８　 ６．９０％ １９　８０６　 ８．００％ ６２．２０％ ３７．８０％

１６～１８岁 ４２　３９３　 ５．９０％ ３４　０４４　 ７．２０％ ８　３４９　 ３．４０％ ８０．３０％ １９．７０％

１８～２５岁 １６９　８５３　 ２３．５０％ １２９　０４９　 ２７．２０％ ４０　８０４　 １６．５０％ ７６．００％ ２４．００％

２５～３０岁 １０１　５６０　 １４．１０％ ７１　９６２　 １５．２０％ ２９　５９８　 １１．９０％ ７０．９０％ ２９．１０％

３０～３５岁 ６９　４４９　 ９．６０％ ４５　７１３　 ９．６０％ ２３　７３６　 ９．６０％ ６５．８０％ ３４．２０％

３５～４０岁 ４５　５０３　 ６．３０％ ２９　１１９　 ６．１０％ １６　３８４　 ６．６０％ ６４．００％ ３６．００％

４０～４５岁 ２８　１８７　 ３．９０％ １７　７５４　 ３．７０％ １０　４３３　 ４．２０％ ６３．００％ ３７．００％

４５～５０岁 １９　０１０　 ２．６０％ １１　６２５　 ２．４０％ ７　３８５　 ３．００％ ６１．２０％ ３８．８０％

５０～５５岁 １１　６７９　 １．６０％ ６　６６６　 １．４０％ ５　０１３　 ２．００％ ５７．１０％ ４２．９０％

５５～６０岁 ７　１４５　 １．００％ ３　８９４　 ０．８０％ ３　２５１　 １．３０％ ５４．５０％ ４５．５０％

６０～６５岁 ４　４５６　 ０．６０％ ２　３５６　 ０．５０％ ２　１００　 ０．８０％ ５２．９０％ ４７．１０％

６５岁以上 ４　１４２　 ０．６０％ １　８９５　 ０．４０％ ２　２４７　 ０．９０％ ４５．８０％ ５４．２０％

合计 ７２２　３７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７４　５６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４７　８０４　 １００．００％ ６５．７０％ ３４．３０％

　　　　数据来源：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ｆü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Ｆｌüｃｈｔｌｉｎｇｅ，Ｄａｓ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ｉｎ　Ｚａｈｌｅｎ　２０１６，Ｓ．２２．
注：出于四舍五入原因，各项相加与１００％有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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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表４的数据表明：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人口结构呈现出高度年轻化的显著

特征，这一点在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年没有变化，但数量和比例有所调整。集中表现在

如下三个方面：
（１）１６～６０岁的基本劳动力仍是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主体组成部分。２０１５年

难民庇护申请者中的劳动力高达３２．０１万人，占难民庇护申请者总数的７２．４４％。

２０１６年这一组成部分的人数是４９．４８万人，占难民庇护申请者总量的６８．５％。尽

管所占难民庇护申请者总量的比例有所降低，由７２．４４％下降到６８．５％，但由于难

民庇护申请者的总量有较大的增长，因此，从绝对量上来看，劳动力 依 然 从３２．０１
万人增加到４９．４８万人。这对于人口高度老龄化的德国来说，无疑是宝贵的劳动

力资源，但前提条件是被接纳和获得居留许可的难民必须融合到德国的主流社会

中，并拥有一定的工作技能，合格地进入德国劳动力市场。
（２）难民庇护申请者中的０岁到１６岁的未成年人总量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

势。２０１５年难民庇护申请者中的０岁到１６岁的未成年人总量是１１７　０１７人，占难

民庇护申请总数的２６．４８％；２０１６年该年龄组的总量高达２１８　９９３万人，占难民庇

护申请者总量的３０．３０％。较高的未成年人数量和较高的未 成 年 人 比 例，意 味 着

成长为劳动力的巨大潜能。
（３）难民庇护申请者中的６０岁以 上 的 老 年 人 口 的 数 量 有 较 大 幅 度 增 长，但

所占比例变化不大。２０１５年难民庇护申请 者 中 的６０岁 以 上 的 老 年 人 总 量 仅 为

４　７７７人，占难民庇护申请 总 数 的１．０８％；２０１６年６０岁 以 上 的 老 年 人 总 量 增 长

到８　５９８人，占难民庇护申请总数的１．２０％。由此可见，难民庇护者中的老年 人

的总量和比例依然很低，这也 意 味 着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者 总 体 上 呈 现 出 高 度 年 轻 化

的特征。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德国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年龄结构状况见图２。

图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年龄结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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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社会结构之比较

从人口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国际难民的社会结构，难民的来源国结构、宗教信仰

结构、被接纳国家的地理空间分布结构、难民庇护申请的处理的类型结构及执行法

律程序的避难申请者的数量及走势，通常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内容。限于篇幅，本文

拟选取以上五个重要变量作为考察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社会结构的

主要维度。

１．与２０１５年相比，２０１６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主要来源国结构发生显著变化，

但宗教信仰结构没有实质性改变。

难民的来源国结构，不仅反映着难民申请者的国际来源地和基本的迁移流向，

而且深刻映衬着产生难民的复杂的地区因素和国际格局。而难民的宗教信仰结构

不仅折射出难民来源 国 的 宗 教 信 仰 状 况，也 能 反 映 宗 教 信 仰 交 融 或 冲 突 的 状 况。

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提供的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来源国结构和宗

教信仰结构的相关数据（见表５、表６），展示了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来

源国国别结构与宗教信仰结构的真实画面。

表５　德国２０１５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国别结构和宗教信仰结构一览表

国别 总数
宗教信仰类别及比例

穆斯林 ％ 基督徒 ％ 雅兹迪人 ％ 无教派 ％ 印度教徒 ％ 其他 ％

叙利亚 １５８　６５７　１３６　７４３　８６．２ 　６　１９８ 　３．９ 　３　４９５ 　２．２　１　１６１　０．７ 　　３　 ０．０　１１　０５７ 　７．０

阿尔巴尼亚 ５３　８０５　４０　２６４　７４．８　１０　３５０　１９．２　 ０　 ０．０　１　２５７　２．３　 １　 ０．０　 １　９３３　３．６

科索沃 ３３　４２７　３０　４００　９０．９　 ７００　２．１　 ０　 ０．０　 ２８１　０．８　 ０　 ０．６　 ２　０４６　６．１

阿富汗 ３１　３８２　２６　１３１　８３．３　 ４０２　１．３　 ０　 ０．０　 １９３　０．６　 １９７　 ０．０　 ４　４５９　１４．２

伊拉克 ２９　７８４　１２　３７８　４１．６　１　２５５　４．２　１４　２６１　４７．９　 １７６　０．６　 ０　 ０．０　 １　７１４　５．８

塞尔维亚 １６　７００　 ５　５５７　３３．３　１０　０２８　６０．０　 ０　 ０．０　 ４１０　２．５　 ０　 ０．０　 ７０５　４．２

来源国不明 １１　７２１　１０　６３２　９０．７　 ３１１　２．７　 ２６０　 ２．２　 ４０　０．３　 ２　 ０．０　 ４７６　４．１

厄立特里亚 １０　８７６　 １　５０８　１３．９　７　８３５　７２．０　 ０　 ０．０　 １　０．０　 ０　 ０．０　 １　５３２　１４．１

马其顿 ９　０８３　 ７　３８６　８１．３　１　２３６　１３．６　 ０　 ０．０　 ６８　０．７　 ０　 ０．０　 ３９３　４．３

巴基斯坦 ８　１９９　 ７　８３３　９５．５　 １２６　１．５　 ０　 ０．０　 １１　０．１　 ４　 ０．０　 ２２５　２．７

前十国合计３６３　６３４　２７８　８３２　７６．７　３８　４４１　１０．６　１８　０１６　 ５．０　３　５９８　１．０　 ２０７　 ０．１　２４　５４０　６．７

所有国总计４４１　８９９　３２２　８１７　７３．１　６１　０６１　１３．８　１８　６８５　 ４．２　６　０７２　１．４　 ２　１１１　 ０．５　３１　１５３　７．０

　　　　数据来源：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ｆü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Ｆｌüｃｈｔｌｉｎｇｅ，Ｄａｓ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ｉｎ　Ｚａｈｌｅｎ　２０１５，Ｓ．２５．
注：出于四舍五入原因，各项相加与１００％有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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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德国２０１６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国别结构和宗教信仰结构一览表

国别 总数
宗教信仰类别及比例

穆斯林 ％ 基督徒 ％ 雅兹迪人 ％ 无教派 ％ 印度教徒 ％ 其他 ％

叙利亚 ２６６　２５０　２４３　６９１　９１．５ 　６　８３７ 　２．６ 　４　１０７ 　　１．５　１　８２４ 　０．７ 　　３　 ０．０ 　９　７８８　３．７

阿富汗 １２７　０１２　１１　６０８１　９１．４　２　１４２　１．７　 ６　 ０．０　 ６７３　 ０．５　 ４０３　 ０．３　 ７　７０７　６．１

伊拉克 ９６　１１６　５１　９０６　５４．０　３　１９０　３．３　３７　２７５　３８．８　 ９２２　 １．０　 ０　 ０．６　 ２　８２３　２．９

伊朗 ２６　４２６　 ６　４１２　２４．３　１５　６９９　５９．４　 ２９　 ０．１　２　８４０　１０．７　 ０　 ０．０　 １　４４６　５．５

厄立特里亚 １８　８５４　 ２　４５７　１３．０　１５　６１３　８２．８　 ０　 ０．０　 ７　 ０．０　 ０　 ０．０　 ７７７　４．１

阿尔巴尼亚 １４　８５３　１０　６４５　７１．７　３　４１４　２３．０　 ０　 ０．０　 ４０１　 ２．７　 ０　 ０．０　 ３９３　２．６

来源国不明 １４　６５９　１２　３１５　８４．０　１　１２１　７．６　 ４３０　 ２．９　 ７２　 ０．５　 １０　 ０．１　 ７１１　４．９

巴基斯坦 １４　４８４　１３　７８２　９５．２　 ３２９　２．３　 ０　 ０．０　 ３０　 ０．２　 ３　 ０．０　 ３４０　２．３

尼日利亚 １２　７０９　 ８２６　６．５　１１　６３７　９１．６　 ０　 ０．０　 ２９　 ０．２　 ０　 ０．０　 ２１７　１．７

俄罗斯 １０　９８５　 ９　７５９　８８．８　 ６７２　６．１　 ２４５　 ２．２　 ８５　 ０．８　 １　 ０．０　 ２２３　２．０

前十国合计６０２　３４８　４６７　８７４　７７．７　６０　６５４　１０．１　４２　０９２　 ７．０　６　８８３　 １．１　 ４２０　 ０．１　２４　４２５　４．１

所有国总计７２２　３７０　５４８　１５６　７５．９　８８　４２７　１２．２　４２　８６１　 ５．９　９　１４６　 １．３　４　２０６　 ０．６　２９　５７４　４．１

　　　　数据来源：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ｆü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Ｆｌüｃｈｔｌｉｎｇｅ，Ｄａｓ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ｉｎ　Ｚａｈｌｅｎ　２０１６，Ｓ．２５．
注：出于四舍五入原因，各项相加与１００％有偏差。

表５、表６的数据表明：
（１）与２０１５年相比，２０１６年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来源国国别结构发生重要变

化。２０１５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前三位来源国分别是：叙利亚以１５８　６５７人高居榜

首，紧随其后的是阿尔巴尼亚５３　８０５人、科索沃３３　４２７人。而２０１６年，难民庇护

申请者的前三大来源国是：叙利亚以２６６　２５０人高居榜首，占据第二位和第三位的

来源国是伊拉克１２７　０１２人和阿富汗９６　１１６人。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前三位来源国

国别结构及其变化，充分表明：

首先，美国及追随美国对外政策的某些欧洲国家对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科
索沃等国家的军事和政治干预是欧洲难民产生的主要原因，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

国”的崛起是加剧难民潮的又一重要因素。２０１５年的前三位来源国 叙 利 亚、阿 尔

巴尼亚和科索沃，都是美国及追随美国的某些欧洲国家以避免人道主义灾难为名

而进行军事和政治干预的国家，这导致这三个国家数以十万计的难民在世界各地

寻求避难。尽管科索沃战争已经过去了１５年，但由此造成的跨越国境线而到欧洲

国家避难的难民依然数以万计。２０１６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前三位来 源 国 变 化 为

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更明显地体现出，美国、北约和某些欧洲国家追随美国发

动的叙利亚内战、伊 拉 克 战 争 和 阿 富 汗 战 争 是 上 述 国 家 产 生 难 民 潮 的 主 要 动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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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叙利亚东北部、伊拉克西北部政治权力的缺失导致的“伊斯兰国”的崛起，进
一步加大了难民潮的规模①。就这个意义而言，美 国 及 其 西 方 盟 国 应 对 发 生 在 欧

洲地区的难民潮承担更多的直接责任和难民接纳与安置的国际义务②。

其次，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前三位来源国国别结构的这种变化，是德国难民政策

调整的直接产物。难民政策中的“安全国家名单”设定是欧洲国家控制外来移民和

难民的规模和国别结构的重要举措。只要将某一个国家列为安全国家，那么，来自

这个国家的避难申请者将被拒绝并被遣返。２０１５年１０月，面 对 着 数 以 十 万 计 的

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难民，德国政府决定，给予叙利亚难民庇护申请者

以优先接纳权，同时，德国政府第一次修订了难民政策中的“安全国家名单”，根据

该修订政策，阿尔巴尼亚、科索沃和黑山被列入“安全国家名单”。据此，来自上述

安全国家的避难申请人将没有避难权，并被遣返。由此，曾经在２０１５年位居第二、

第三难民来源国的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的难民庇护申请人数迅速下降，而来自伊

拉克和阿富汗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人数激增。于是，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个曾在

２０１５年难民庇护申请者来源国中位居第四、第五位的国家③，在２０１６年的难民庇

护申请者来源国中迅速上升至第二、第三位。由此可见，德国难民政策中的“安全

国家名单”的调整，是难民庇护申请者国别结构产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２）与２０１５年相比，２０１６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宗教信仰结构依然是信奉伊斯

兰教的穆斯林高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基督徒和雅兹迪人，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宗教

信仰结构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但一些国家难民的宗教信仰新状况反映着这些国家

内部不同宗教冲突的深刻文化因素。

首先，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宗教信仰结构没有发生重大变化。２０１５年德国的难

民庇护申请者的宗教 信 仰 结 构 是：“信 奉 伊 斯 兰 教 的 穆 斯 林 以３２．２８万 人 高 居 榜

首，信奉基督教的基督徒和信奉雅兹迪教的雅兹迪人，分别以６．１１万人和１．８７万

人列第二和第三位。”④２０１６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宗教信仰结构，依然是信奉伊斯

兰教的穆斯林信徒居首位，穆斯林难民庇护申请者共有５４．８２万人，占难民庇护申

请者总数的７５．９％，毫无疑问，穆斯林难民已成为在德国的最大的避难申请群体，

主要产生于信奉伊斯兰教的伊斯兰国家，如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阿尔巴尼亚、

巴基斯坦等；信奉基督教的基督徒难民以８．８４万位居第二、信奉雅兹迪教的雅兹

１４

①

②

③

④

宋全成：《族群分裂与宗教冲突：“伊斯兰国”恐 怖 组 织 的 崛 起、特 征 与 发 展 前 景》，载《当 代 世 界 社 会

主义问题》，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１０３－１１３页，这里第１１３页。

宋全成：《欧洲难民危机：结构、成因及影响分析》，载《德国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第４１－５３页，这里

第４４－４５页。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ｆü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Ｆｌüｃｈｔｌｉｎｇｅ，Ｄａｓ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ｉｎ　Ｚａｈｌｅｎ　２０１６，Ｓ．１８．
同上，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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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人以４．２９万位居第三位（详见图３）。难民庇护申请者的这种宗教信仰结构，体

现着鲜明的西方基督教与东方伊斯兰教冲突的宗教文化特征。正是西方基督教国

家对这些东方伊斯兰教国家的军事打击和政治干预，才造成了真正的国际人道主

义灾难———人数数以十万计的难民潮。

图３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宗教信仰结构

　　　　注：“其他”指除穆斯林、基督徒、雅兹迪人之外的其他难民庇护申请者之和。

　　其次，与２０１５年相比，一些国家难民中的较大群体的宗教信仰，也凸显着该国

国内宗教冲突进一步加剧的特征。具体体现在：（１）无论是哪一种宗教信仰的难民

申请者，其数量均 呈 现 出 急 剧 增 长 的 特 征。其 中 增 长 最 迅 速 的 是 穆 斯 林 难 民，从

２０１５年的３２．２８万，增加到５４．８２万；基督徒难民从６．１１万增加到８．８４万；雅兹

迪难民从１．８７万上升到４．２９万；其他难民从３．９３万上升到４．２９万。（２）２０１６
年，与来自于叙利亚、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的难民９０％以上是信奉伊斯 兰 教 的 穆 斯

林族群不同，来自于厄立特里亚、尼日利亚和伊朗的难民中的最大群体是信奉基督

教的基督徒：厄立特里亚的难民中的８２．８％、尼日利亚难民中的９１．６％、伊朗的难

民中有５９．４％都是基督徒。而上述三国都是国教为伊斯兰教的国家，其数以万计

的基督徒难民在德国申请避难说明，上述三国国内存在着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

明显的宗教冲突，这些难民庇护申请者中的基督徒难民，是其国内伊斯兰教与基督

教之间宗教冲突的直接产物。（３）与２０１５年相比，雅兹迪难民增长迅速，折射着伊

斯兰教中的逊尼派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对 雅 兹 迪 人 迫 害 的 加 剧。２０１５年

难民庇护申请者中的雅兹迪人只有１．８７万人，２０１６年到达了４．２９万人，增长了一

倍多。同样雅兹迪人主要生活在今天的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东北部，“伊斯兰国”

自２０１４年７月崛起 以 来，就 开 始 了 对 雅 兹 迪 人 的 种 族 主 义 灭 绝 和 疯 狂 迫 害。从

２０１５年开始，数以万计的雅兹迪人被杀害，还有数万雅兹迪人被迫背 井 离 乡 而 前

往德国和其他 欧 洲 国 家 避 难。急 剧 增 长 的 雅 兹 迪 避 难 申 请 者 数 量 表 明，２０１６年

“伊斯兰国”进一步加强了对雅兹迪人的迫害，迫使更多的雅兹迪人到德国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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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国家避难。

２．与２０１５年相比，２０１６年难民庇护申请集中在德国西部各州的非均衡性特

征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但难民庇护申请量及所占比例在某些联邦州的增减显著。

德国政府是按照基 于 各 州 前 一 年 的 财 税、人 口 等 因 素 的“柯 尼 希 施 泰 因 配 额

（Ｋｎｉｇｓｔｅｉｎｅｒ　Ｓｃｈｌüｓｓｅｌ）”在 各 州 进 行 数 量 不 等 的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者 临 时 安 置 的。

难民庇护申请者需要在安置地提出避难申请，这也决定了难民庇护申请者在各州

的分布是非均衡的。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提供的２０１６年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

数据表明，与２０１５年相比，难民庇护申请在各州的人数、所占比例以及柯尼希施泰

因配额情况，总体地理分布特征无明显变化，但难民庇护申请量及所占比例在某些

联邦州的增减显著（详见表７）。

表７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难民庇护申请者在德国各州分布数量、比例、柯尼希施泰因配额一览表

德国联邦各州
难民庇护申请总量 所占比例 柯尼希施泰因配额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１ 巴登－符腾堡 ５７　５７８　 ８４　６１０　 １３．０２９６７％ １１．７１２８３％ １２．９７４９６％ １２．８６４５６％

２ 巴伐利亚 ６７　６３９　 ８２　００３　 １５．３０６４４％ １１．３５１９４％ １５．３３０４８％ １５．５１８７３％

３ 柏林 ３３　２８１　 ２７　２４７　 ７．５３１３６％ ３．７７１８９％ ５．０４５５７％ ５．０４９２７％

４ 勃兰登堡 １８　６６１　 １８　１１２　 ４．２２２９１％ ２．５０７３０％ ３．０８０９２％ ３．０６０５３％

５ 不来梅 ４　６８９　 ８　８７１　 １．０６１１０％ １．２１４２０％ ０．９４０９７％ ０．９５６８８％

６ 汉堡 １２　４３７　 １７　５１２　 ２．８１４４４％ ２．４２４２４％ ２．５２７３８％ ２．５２９６８％

７ 黑森 ２７　２３９　 ６５　５２０　 ６．１６４０８％ ９．０７０１４％ ７．３１５５７％ ７．３５８９０％

８ 梅克伦堡－前波莫瑞 １８　８５１　 ７　２７３　 ４．２６５９１％ １．００６８２％ ２．０４１６５％ ２．０２９０６％

９ 下萨克森 ３４　２４８　 ８３　０２４　 ７．７５０１９％ １１．４９３２８％ ９．３５６９６％ ９．３２１０４％

１０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 ６６　７５８　 １９６　７３４　 １５．１０７０７％ ２７．２３４５２％ ２１．２４０５２％ ２１．２１０１０％

１１ 莱茵兰－普法尔茨 １７　６２５　 ３６　９８５　 ３．９８８４７％ ５．１１９９５％ ４．８３４７２％ ４．８３７１０％

１２ 萨尔 １０　０８９　 ６　８６５　 ２．２８３１０％ ０．９５０３４％ １．２１５６６％ １．２２１７３％

１３ 萨克森 ２７　１８０　 ２３　６６３　 ６．１５０７３％ ３．２７５７５％ ５．１００６７％ ５．０８３８６％

１４ 萨克森－安哈尔特 １６　４１０　 １９　４８４　 ３．７１３５２％ ２．６９７２３％ ２．８５７７１％ ２．８３０６８％

１５
石 勒 苏 益 格 － 荷 尔 斯

泰因
１５　５７２　 ２８　９８２　 ３．５２３８８％ ４．０１２０７％ ３．３８７９１％ ３．４０３３７％

１６ 图林根 １３　４５５　 １５　４４２　 ３．０４４８１％ ２．１３４９２％ ２．７４８３５％ ２．７２４５１％

所在州不明 １８７　 １６３　 ０．０４２３２％ ０．０２２５６％

德国总计 ４４１　８９９　 ７２２　３７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数 据 来 源：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ｆü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Ｆｌüｃｈｔｌｉｎｇｅ，Ｄａｓ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ｉｎ　Ｚａｈｌｅｎ　２０１５，Ｓ．１６；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ｆü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Ｆｌüｃｈｔｌｉｎｇｅ，Ｄａｓ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ｉｎ　Ｚａｈｌｅｎ　２０１６，Ｓ．１６．
注：出于四舍五入原因，各州所占比例相加与１００％有偏差。

表７的数据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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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难民庇护申请集中在德国西部各州的非均衡性特征，没有发生实质性改

变。依据财 税、人 口 的 多 少 来 确 定 临 时 安 置 的 难 民 数 量 的 柯 尼 希 施 泰 因 配 额，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在德国各州的数据没有实质性变化，这就决定了繁荣的德国西部即

原来西德各州将接纳更多的难民庇护申请。从实际接纳的难民庇护申请来看，２０１６
年德国西部的如下五个州，即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１９６　７３４人、占比２７．２３％）、巴
登－符腾堡州（８４　６１０人、占比１１．７１％）、下萨克森州（８３　０２４人、占比１１．４９％）、巴
伐利亚州（８２　００３人，占比１１．３５％）和黑森州（６５　５２０人、占比９．０７％），以总量５１１
８９１人，承担了德国７０．９５％的难民庇护申请。２０１５年的情况是：北莱茵－威斯特法

伦州、巴登－符腾堡州、下萨克森州、巴伐利亚州四个接纳难民庇护申请者最多的

州，共接纳了２２６　２２３人的难民庇护申请，占德国难民接纳总量的５１．１９％。
（２）难民庇护申请量及所占比例在某些联邦州的增减显著。尽管柯尼希施泰

因配额在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年没有发生较大变化，但一些联邦州的难民庇护申请的

人数和比例显著增 加。北 莱 茵－威 斯 特 法 伦 州、下 萨 克 森 州２０１６年 分 别 接 纳 了

１９６　７３４人、８３　０２４人的难民庇护申请，比２０１５年的６６　７５８人、３４　２４８人分别多出

了１２９　９７６人、４８　７７６人，是２０１５年的２．９５倍、２．４２倍，所占德国难民庇护申请总

量的比例分别从１５．１０％、７．７５％猛增至２７．２３％、１１．４９％。另一方面，一些联邦

州的难民庇护申请的人数和比例显著减少。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柏林州２０１６
年分别接受了７　２７３人、２７　２４７人，比２０１５年分别减少了１１　５７８人、６　０３４人，所占

德国难民庇护申请总量的比例分别从４．２７％、７．５３％急剧下降到１．００％、３．７７％。

尽管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数量以及所占比例的变化是正常的，但某些联邦州接纳难

民庇护申请者的数量和比例的增减变化如此显著，着实构成了难民庇护申请者的

地理空间分布的一大特点。

３．与２０１５相比，２０１６年难民庇护申请处理总量、获得居留许可的数量和比例

出现大幅增长，再创德国历史上的新纪录。

按照德国难民政策相关条款，难民庇护申请将最终通过甄别而被区分为难民

资格、辅助保护、免驱逐、拒绝、其他程序五类，前三类可以获得在德国的居留许可，

第四类则直接拒绝，并被驱逐。第五类是其他程序。

２０１２年以来，德国面临着日益增多的数以万计的难民庇护申请，特别是２０１５
年难民危机爆发以来，难民庇护申请的数量激增。为此，２０１６年，德国联邦移民与

难民局通过改革避难程序、增加人力资源和创新避难工作模式等，大大加快了难民

庇护申请处理的效率①。为了更好地把握在德 国 提 出 的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的 规 模、处

１７

① 伍慧萍：《欧洲难民危机中的德国应对与政策调整》，载《山东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２期，第１－８页，

这里第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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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量及处理结果走势，本文截取了从２０１２年到２０１６年的难民庇护申请处理结果

的类型结构数据（见表８）。

表８　德国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难民庇护申请处理结果类型结构一览表

年 总数 难民 比例 保护 比例 免驱逐 比例 拒绝 比例 其他 比例

２０１２ 　６１　８２６ 　８　７６４　１４．２％ 　６　９７４　１１．３％ １　４０２　２．３％ 　３０　７００　４９．７％ １３　９８６　２２．６％

２０１３　 ８０　９７８　 １０　９１５　１３．５％ ７　００５　８．７％ ２　２０８　２．７％ ３１　１４５　３８．５％ ２９　７０５　３６．７％

２０１４　１２８　９１１　 ３　３３１　２５．８％ ５　１７４　４．０％ ２　０７９　１．６％ ４３　０１８　３３．４％ ４５　３３０　３５．２％

２０１５　２８２　７２６　１３７　１３６　４８．５％ １　７０７　０．６％ ２　０７２　０．７％ ９１　５１４　３２．４％ ５０　２９７　１７．８％

２０１６　６９５　７３３　２５６　１３６　３６．８％ １５３　７００　２２．１％ ２４　０８４　３．５％ １７３　８４６　２５．０％ ８７　９６７　１２．７％

　　　　数据来源：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ｆü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Ｆｌüｃｈｔｌｉｎｇｅ，Ｄａｓ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ｉｎ　Ｚａｈｌｅｎ　２０１６，Ｓ．４７．
注：出于四舍五入原因，每年各项的比例相加与１００％有偏差。

表８的数据表明：
（１）与２０１５年 相 比，２０１６年 的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的 处 理 量 急 剧 增 长。如 果 说

２０１５年德国避难申请处理总量达到了２８．２７万份，比２０１４年上涨了１１９．３２％，超
过了历史纪录的１９９２年，那么，２０１６年避难申请的处 理 规 模，再 次 创 造 了 德 国 历

史上的新纪录。２０１６年难民庇护申请的处理数量达到了惊人的６９．５７万，比２０１５
年的２８．２７万增加了４１．３０万，增长率达到１４６％。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德国的难民庇

护申请处理的数量情况见图４。

图４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德国的难民庇护申请处理数量

　　（２）２０１６年难民庇护申请者中获得难民、保护和免驱逐身份从而获得在德国

的居留许可的数量和比例，与２０１５年相比明显升高，再次创下了进入２１世纪以来

的德国历 史 新 高。２０１５年 德 国 给 予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者 在 德 居 留 许 可 的 总 量 是

１４０　９１５人，比例高达４９．８％。２０１６年则更上一层楼，获得在德国居留许可的人数

达到了４３３　９２０人，比例高达６２．４％。与此相适应，没有获得居留许可或走其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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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比例下降为３７．７％，比２０１５年的５０．２％下降了１２．５个百

分点。从较高的居留许可率可以看出，德国延续了相对宽松的难民甄别政策，欢迎

难民政策的积极效果由此可见一斑。难民们愿意视德国为避难目标国，也就可以

理解了。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获得德国居留许可的难民数量见图５。

图５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获得德国居留许可的难民数量

　　４．与２０１５年相比，２０１６年难民庇护申请被拒而执行法律诉讼程序的数量急

剧增长。

按照德国的难民政策和避难程序，不能获得德国居留许可的庇护申请者还可

以通过司法程序，起诉到行政法庭、行政法院、上一级法院甚至联邦行政法院。尽

管德国移民政策被称之为拒斥的移民政策模式，但由于德国拥有较好的社会福利、

完善的法律救济机制，因此，那些不能获得德国居留许可的庇护申请者依然可以通

过法律的方式，为获得德国的居留许可赢得一线生机。因此，难民庇护申请被拒而

后上诉法院、执行法律诉讼程序的数量及其动态变化，总体上也能反映出难民庇护

申请者的社会状况。为此，可参照从２０１２年到２０１６年的难民庇护申请被拒后而

执行法律诉讼程序的数据（见图６）。

数据表明，自２０１２年以来，执行法律诉讼程序的难民庇护申请案件呈现出逐

年增加的趋势，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的数据分别是３２　０１７、３９　４３９起，进入２０１４年、尤其

是２０１５年难民危机以后，伴随着进入德国庇护申请者数量的增多，执行法律诉讼

程序的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案 件 激 增，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 分 别 增 加 到５２　５８５起、５８　９７４起，

２０１６年猛增至１５９　９６５起，创造了二战结束以来难民庇护申请被拒后执行法律程

序的新纪录①。可以 预 料，伴 随 着 难 民 危 机 的 化 解，入 境 寻 求 难 民 庇 护 的 人 数 减

少，难民庇护申请被拒的人数也会出现下降的趋势。再考虑到德国２０１７年面临着

联邦议院选举，联盟党面对着反对难民接纳的右翼政党的崛起和反穆斯林化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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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运动，主张收紧难民政策，同时鼓励难民庇护申请者返乡。因此，从长远看，难民

庇护申请被拒后执行法律程序的数量将呈现出急速下降的趋势。

图６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难民庇护申请被拒后执行法律诉讼程序的数量及动态变化

三、结论与前景

通过对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在德国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人口自然特征和社会结构

进行分析与比较，可以得出如下简要结论：

难民庇护申请者的自然规模刷新了冷战结束以后的历史新高。在２０１５年有

４７．６６万人提出了难民庇护申请从而刷新德国历史纪录的基础上，２０１６年在德国

提出避难申请的人数达到了空前的７４．５５万，再次创造了德国历史上的新纪 录。

在申请类型结构上，与２０１５年相比，首次申请者依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在性别比

结构上，男性居多、性别比例失衡的特征依然突出；在年龄结构上，难民庇护申请者

的人口结构呈现出高度年轻化的特征。

在来源国结构上，２０１６年的难民庇护申请者主要来自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强力

军事侵入和干预的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国家，与２０１５年相比，前三位来源国

有明显变化，阿尔巴尼亚、科索沃由２０１５年的第二、第三位，分别降至第六位和跌

出前十位。这主要是由德国“安全国家名单”的设置、难民政策收紧造成的。在难

民申请者的宗教信仰结构上，２０１５年与２０１６年相比 没 有 显 著 变 化。穆 斯 林 难 民

依然是在德国的最大避难申请群体，其次是基督徒和雅兹迪人。在难民庇护申请

的处理结果的数量和类型结构上，与２０１５年相比，２０１６年处理的难民庇护申请总

量达到了空前的６９．５７万，净增了１４６％，其中获得难民等类型的居留许可的比例

高达６２．４％，创下了进入２１世纪以后的德国历史新纪录。与此相适应，没有获得

居留许可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比例，仅为３７．７％，比２０１５年的５０．２％下降了１２．５
个百分点。但执行法律诉讼程序的庇护申请却高速增长到约１６万，比２０１５年的

约５．９万增长了约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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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１６年３月欧盟与土耳其达成了难民协议从而阻断了难民涌入欧洲的巴

尔干通道，以及德国收紧难民政策并实施了鼓励难民返乡的政策以后，２０１７年，在
德国提出难民庇护申请的人数出现大幅度的降低，难民庇护申请总量只有２２２　６８３
人，与２０１４年２０２　８３４人的水平相当。尽管２０１７年的难民庇护申请人数大幅度减

少，但前三位难民庇护申请来源国没有发生变化，依然是：叙利亚（２４．７％）、伊拉克

（１１．１％）和 阿 富 汗（８．３％）。① ２０１８年，难 民 庇 护 申 请 的 人 数 继 续 回 落，只 有

１８５　８５３人，比２０１７年下降了１６．５４％（见图７）。前三位难民庇护申请来源国发生

变化，依次是：叙利亚（２７．３％）、伊拉克（１０．１％）和伊朗（６．７％）。② 至此，可以说，

２０１５年爆发欧洲难民危机以来，德国难民庇护申请总量急剧上升的局势已发生根

本性逆转，欧洲难民危机已经基本消除。

图７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难民庇护申请者数量及动态变化

　　进入欧洲地区和德国境内的来自中东和北非地区的难民大幅减少，对德国政

府意味着大规模处理难民庇护申请的工作即将结束。而能否对获得德国居留许可

的外国难民进行有效的社会融合，从而让其合格地进入劳动力市场，并同时抵御伊

斯兰极端宗教思想的入侵、防止恐怖主义袭击，将是德国政府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

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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