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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中国居住、工作和定居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总量远 大 于 此，但 在 中 国 第 六 次 人 口 普 查 中，接 受 调 查 和 被 统 计 的 外 国

人和港澳台居民的数量就是此数据。本文对外国人和港 澳 台 居 民 的 所 有 自 然 结 构 分 析 和 社 会 结 构 分 析，都 是 建 立 在 此

数据基础上的。另外，上述人员指普查标准时点在我国境 内 居 住 三 个 月 以 上 或 能 够 确 定 将 居 住 三 个 月 以 上 的 港 澳 台 居

民和外籍人员，但不包括出差、旅游等在境内短期停留的 港 澳 台 居 民 和 外 籍 人 员。“境 内”指 的 是 我 国 海 关 关 境 以 内，不

包含港澳台地区。

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在中国大陆的
人口社会学分析

宋全成

摘要：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在被统计的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中，从人口自然结
构来看，规模已达到１０２万人，年龄结构呈现出年轻化的特征。从人口社会结构来看，在中国大陆的外国
人的国籍，已涵盖了五大洲；商务、就业、学习和定居，是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移民的四种主
要类型；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整体文化程度不高；分布在中国大陆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较
高的东部发达地区；获得一年及以上长期居留许可的，占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总数的三分之
二。毫无疑问，中国已成为国际移民的移民目标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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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我国曾一度封闭的国门再次向世界敞开。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

基于各种原因，来中国大陆定居、工作和生活。但２０１０年以前，我国历次人口普查和２００５年１％人口

抽查，都没有对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在中国大陆的人口及人口社会学情况进行调查和统计。因此，我
国人口学界和社会学界无法开展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在中国大陆的人口特征与人口社会学特征的相

关研究。２０１０年第六次人口普查，首次对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在中国大陆的情况进行了系统调查，尽
管调查和统计的对象并不是所有在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而只是部分接受了人口调查与统计

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但它仍具有十分重要的人口学和人口社会学意义。本文拟以２０１１年４月公

布的２０１０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关于被统计的外国人和港澳台人口最新数据为依据，运用人口社

会学的研究方法，对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在中国大陆的人口规模、性别比、年龄结构、来源国别、动机

类别、文化结构和居留期限结构等进行初步研究。

一、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的自然结构分析

从人口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的自然结构主要包括人口规模、性
别比和年龄结构。

１．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人口规模与男女性别比例分析。从２０１０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

关于接受调查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相关数据来看，截止到２０１０年１１月，接受调查的外国人及港

澳台居民总共１０２０１４５人①，占我国总人口的比例是０．００７６％，其中男性人口６０５８２１人，占在中国大

９８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第０８９　０９９页



陆外国人及港澳台人口比为５９．３９％，女性人口４１４３２４人，占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人口比为

４０．６１％。就类别而言，主要分为如下四个类别：外国人、香港人、澳门人和台湾人。其中，外国人人口

总量是５９３８３２人，男性外国人口３３６２４５人，占外国人人口比５６．６２％，女性外国人口２５７５８７人，占外

国人人口比４３．３８％；香港居民人口总量２３４８２９人，男性香港人口１４１３２１人，占香港人口比６０．１８％，
女性香港人口９３５０８人，占 香 港 人 口 比３９．８２％；澳 门 居 民 人 口 总 量２１２０１人，男 性 澳 门 人 口１１７０８
人，占澳门人口比５５．２２％，女性澳门人口９４９３人，占澳门人口比４４．７８％；台湾居民人口总量１７０２８３
人，男 性 台 湾 人 口１１６５４７人，占 台 湾 人 口 比６８．４４％，女 性 台 湾 人 口５３７３６人，占 台 湾 人 口 比

３１．５６％①。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的人口规模、所占总人口的比例以及性别比例情况，
详见表１。

表１ 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在中国大陆的规模、类别、男女性别比例一览表②

人口类别 人口数量 男性人口 所占比例（％） 女性人口 所占比例（％） 占总人口比例（％）

外国人及
港澳台总人口 １０２０１４５　 ６０５８２１　 ５９．３９　 ４１４３２４　 ４０．６１　 １００

１．外国人 ５９３８３２　 ３３６２４５　 ５６．６２　 ２５７５８７　 ４３．３８　 ５８．２１

２．香港人 ２３４８２９　 １４１３２１　 ６０．１８　 ９３５０８　 ３９．８２　 ２０．０２

３．澳门人 ２１２０１　 １１７０８　 ５５．２２　 ９４９３　 ４４．７８　 ２．０８

４．台湾人 １７０２８３　 １１６５４７　 ６８．４４　 ５３７３６　 ３１．５６　 １６．６９

从表１可以看出如下特征：
第一，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总人口中，主要群体是外国人。在被调查和统计的总

数为１０２０１４５人中，外国人人口达到了５９３８３２人，占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总人口的５８．２１％。其他

依次是香港人占２０．０２％、台湾人１６．６９％和澳门人２．０８％。见图１。

图１　在中国大陆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人口数量图

第二，无论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总人口中的男女性别比，还是各人群类别的男女性别比，男性

占５５％ ６０％之间，女性在４０％ ４５％之间。这表明，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总人口的

男女性别比例，并没有处于自然比例内（根据人口出生自然比例，男女比例应为１０６：１００）。从人口社

会学的视角来看，出现这种现象，可能与下列两个主要社会因素有关：一是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和港

澳台居民中，单身工作移民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就人口迁移的性别而言，男性更趋向于迁移；二是

就在中国大陆的已婚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而言，尤其对港澳台居民而言，男性在中国大陆工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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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资料：《按年龄、性别分的境外人员》，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ｐｃｓｊ／ｒｋｐｃ／６ｒｐ／ｉｎｄｅｘｃｈ．ｈｔｍ。

作者依据中国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资料数据中关于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相关数据而制作。



女性配偶在港澳台居住和生活，也是司空见惯的。

２．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人口的年龄结构分析。年龄结构是分析某一族群或人群的

重要人口指标。依据２０１０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相关数据，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

年龄结构，详见表２。

表２ 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年龄结构一览表①

年龄组 合计 比例（％） 外国人 香港人 澳门人 台湾人

０ ４岁 ８１８３９　 ８．０２　 ４４３９０　 ２７１２３　 １４７２　 ８８５４

５　９岁 ５７８００　 ５．６８　 ３５５３６　 １２２５０　 １０１２　 ９００２

１０ １４岁 ４８６７３　 ４．７７　 ２９５５９　 ９１９２　 ９１４　 ９００８

１５ １９岁 ５６９６２　 ５．５８　 ３９２４１　 ９２５０　 １９８１　 ６４９０

２０ ２４岁 ９７５８９　 ９．５７　 ７９９３１　 １０３１９　 ３１０９　 ４２３０

２５ ２９岁 ７９４８８　 ７．７９　 ６０６９１　 ９５７１　 ８６９　 ８３５７

３０ ３４岁 ９６３６０　 ９．４５　 ６１６１４　 １６６４０　 １２０７　 １６８９９

３５ ３９岁 １１０５２１　 １０．８３　 ６４２６０　 ２２８６２　 １６３５　 ２１７６４

４０ ４４岁 １０７９５１　 １０．５５　 ６０２５７　 ２３１５４　 １５７５　 ２２９６５

４５ ４９岁 ９１８０５　 ９．００　 ４６０００　 ２２９２５　 １５８６　 ２１２９４

５０ ５４岁 ６６８９４　 ６．５６　 ２９７０２　 １８９９０　 １２７９　 １６９２３

５５ ５９岁 ４５８５４　 ４．４９　 １８２６０　 １５３１４　 １１０１　 １１１７９

６０ ６４岁 ３０７９１　 ３．０４　 １１９０２　 １２５２４　 ９８４　 ５３８１

６５ ６９岁 １６０４９　 １．５７　 ５５７８　 ７５３５　 ６６６　 ２２７０

７０ ７４岁 １１４２２　 １．１２　 ２９６７　 ６５７２　 ６０２　 １２８１

７５ ７９岁 ８４２５　 ０．８３　 １８００　 ４９５４　 ４９０　 １１８１

８０ ８４岁 ６１２４　 ０．６０　 １１３４　 ３０３４　 ３６７　 １５８９

８５岁及以上 ５５９８　 ０．５５　 １０１０　 ２６２０　 ３５２　 １６１６

总计 １０２０１４５　 １００　 ５９３８３２　 ２３４８２９　 ２１２０１　 １７０２８３

从表２中可以看出，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年龄结构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年龄结构属于年轻化结构。表现为，从２０岁到５９岁

的劳动力是６９６４６２人，占所有在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总人口的６８．２４％；而６０岁及以上人口

的老年人数仅为７８４０９人，占所有在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总人口的７．７１％；从０岁到１９岁的

未成年人２４５２７４人，占所有在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总人口的２０．０５％。而中国大陆６０岁及以

上人口占１３．２６％，其中６５岁及以上人口占８．８７％②。显然，与大陆人口年龄结构相比，在中国大陆

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年龄结构属于年轻化年龄结构。
第二，从人口群体识别来看，在中国大陆的台湾人的人口结构最为年轻，其后依次为外国人、香港

人和澳门人。从２０岁到５９岁的劳动力的构成来看，台湾人有１２３６１１人，占其在中国大陆的人口总

数的１７０２８３人的７２．５９％；外国人有４２０７１５人，占其在中国大陆的人口总数５９３８３２人的７０．８５％；香
港人有１３９７７５人，占其在中国大陆的人口总数的２３４８２９人的５９．５２％；澳门人有１２３６１人，占其在中

国大陆的人口总数的２１２０１人的５８．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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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资料：《按年龄、性别 分 的 境 外 人 员》，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ｐｃｓｊ／ｒｋｐｃ／６ｒｐ／ｉｎｄｅｘｃｈ．ｈｔｍ，表

格相关内容，由作者制作。

马建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发布》，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ｚｇｒｋｐｃ／ｄｌｃ／ｙｗ／ｔ２０１１０４２８＿４０２７２２３８４．ｈｔｍ。



第三，就劳动力构成的人群而言，外国人是在中国大陆的外来人群的最大人口群体，其后依次为

香港人、台湾人和澳门人。从数据来看，在中国大陆、总数为６９６４６２人的外来劳动力中，外国人的劳

动力是４２０７１５人，占外来劳动力人口的６０．４１％；香港人的劳动力有１３９７７５人，占外来劳动力人口的

２０．０７％；台湾人的劳动力有１２３６１１人，占外来劳动力人口的１７．７５％；澳门人的劳动力有１２３６１人，
占外来劳动力人口的１．７７％。

二、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的社会结构分析

从人口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的社会结构主要包括来源国别结

构、来源动机结构、文化结构、地理分布结构和居留期限结构等。

１．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国别结构分析。从在中国大陆的外来人群的国别结构来看，除了港澳台

居民以外，外国人的来源国别涵盖了五大洲。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的国别结构，详见表３。

表３ 外国人在中国大陆的国别结构一览表①

国　籍 人口数 国　籍 人口数 国　籍 人口数

合计 ５９３８３２ 墨西哥 １２６１ 古巴 ３５９

韩国 １２０７５０ 苏丹 １２２８ 几内亚 ３５７

美国 ７１４９３ 加纳 １１６５ 尼日尔 ３４９

日本 ６６１５９ 伊朗 １１４１ 乌干达 ３２１

缅甸 ３９７７６ 奥地利 １０５４ 赞比亚 ３１０

越南 ３６２０５ 斯里兰卡 １０１５ 厄瓜多尔 ２９０

加拿大 １９９９０ 吉尔吉斯斯坦 ９８８ 几内亚（比绍） ２８４

法国 １５０８７ 爱尔兰 ９６９ 布隆迪 ２５８

印度 １５０５１ 沙特阿拉伯 ９５０ 安哥拉 ２４８

德国 １４４４６ 巴拿马 ９０５ 保加利亚 ２４６

澳大利亚 １３２８６ 刚果 ８７０ 津巴布韦 ２４１

英国 １２６１３ 约旦 ８６４ 马达加斯加 ２３８

新加坡 １２１９１ 挪威 ８５０ 摩洛哥 ２３８

马来西亚 １０９５４ 哥伦比亚 ８２３ 巴勒斯坦 ２１９

俄罗斯联邦 ９７１４ 乌兹别克斯坦 ７９９ 毛里塔尼亚 ２０４

菲律宾 ７８１８ 波兰 ７９４ 斯洛伐克 ２０３

巴基斯坦 ７７４６ 白俄罗斯 ７８７ 哥斯达黎加 ２００

印度尼西亚 ６８３８ 孟加拉国 ７５７ 多哥 １９１

泰国 ６４０９ 以色列 ７５７ 卢旺达 １７６

意大利 ５９５８ 叙利亚 ７５１ 玻利维亚 １７５

哈萨克斯坦 ４６８０ 阿富汗 ６８５ 赤道几内亚 １７０

朝鲜 ４６５１ 肯尼亚 ６６１ 突尼斯 １６１

蒙古 ４５４６ 毛里求斯 ６６０ 贝宁 １５７

新西兰 ３６５６ 喀麦隆 ５９２ 塞内加尔 １５４

西班牙 ３４２５ 马里 ５５６ 民主刚果 １５４

荷兰 ３３７８ 阿尔及利亚 ５５４ 加蓬 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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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资料：《按国籍分的境外人员》，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ｐｃｓｊ／ｒｋｐｃ／６ｒｐ／ｉｎｄｅｘｃｈ．ｈｔｍ。



　　续表３
国　籍 人口数 国　籍 人口数 国　籍 人口数

巴西 ３０１０ 塔吉克斯坦 ５５０ 塞尔维亚 １４９

瑞典 ２５６６ 不丹 ５３９ 摩尔多瓦 １３７

尼泊尔 ２４０１ 阿塞拜疆 ５３０ 牙买加 １３７

委内瑞拉 ２１２７ 坦桑尼亚 ４９８ 克罗地亚 １３６

也门共和国 ２０８９ 土库曼斯坦 ４８７ 斐济 １３６

阿根廷 １９３３ 柬埔寨 ４６４ 纳米比亚 １３４

南非 １９２５ 罗马尼亚 ４６０ 塞拉利昂 １３４

丹麦 １７５９ 埃塞俄比亚 ４５０ 乍得 １２３

土耳其 １７５０ 利比亚 ４２７ 利比里亚 １１６

比利时 １５７８ 秘鲁 ４２６ 莫桑比克 １１２

乌克兰 １４３７ 智利 ４１１ 冰岛 １１２

老挝 １３７３ 黎巴嫩 ３９９ 科特迪瓦 １０７

芬兰 １３４９ 索马里 ３８５ 苏里南 １０５

瑞士 １３４８ 匈牙利 ３８０ 拉脱维亚 １００

伊拉克 １３３４ 葡萄牙 ３７５ 立陶宛 １００

尼日利亚 １３３１ 希腊 ３７０ 巴布亚新几内亚 １００

埃及 １２９４ 捷克 ３５９ 其他国家 ８４７１

从表３可以看出，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的国别结构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从外国人国别的地理位置来看，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的国籍已涵盖了亚洲、美洲、欧洲、非

洲和大洋洲五大洲。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尤其在经济、科技和文化领域，吸引了全世界

的有志之士来到中国。既有来自发达的欧洲和北美的外国人，也有来自欠发达的非洲、亚洲和南美及

太平洋岛国的外国人。

第二，“按国籍分，在我 国 境 内 居 住 的 外 籍 人 员 数 量 排 在 前 十 位 的 国 家 是：韩 国１２０７５０人，美 国

７１４９３人，日本６６１５９人，缅甸３９７７６人，越南３６２０５人，加拿大１９９９０人，法国１５０８７人，印度１５０５１
人，德国１４４４６人，澳大利亚１３２８６人。在我国境内居住的其他国家人员１８１５８９人。”①

第三，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的国籍及国别分布体现了鲜明的地缘特征。从地缘因素来看，由于韩

国、日本、缅甸、越南等国家与中国或者领土接壤、或者隔海相望，再加上政治因素或经贸因素相对紧

密，因此，来自上述四个国家的外国人，人口规模就达到了２６２８９０人，占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总人口

５９３８３２人的４４．２７％。

第四，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 的 国 籍，也 鲜 明 地 体 现 了 地 缘 政 治 因 素 的 影 响。中 国 自 改 革 开 放 以

来，加强了与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外交和经贸联系。由此，北美和欧盟成为中国政治与经济紧密联系

的重要地区。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的国籍也鲜明体现了这种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美国人以７１４９３
人的规模，位居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的第二位，占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总人口的１２．０４％；加拿大人以

１９９９０人，位于第六位，占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总人口的３．３７％。这样北美地区以总人口９１４８３人的

规模，占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的１５．４１％。欧盟国家的外国人以６３７４３人的规模，位居北美地区之后，

占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总数的１０．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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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０年第六 次 全 国 人 口 普 查 接 受 普 查 登 记 的 港 澳 台 居 民 和 外 籍 人 员 主 要 数 据》，２０１１年

４月２９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ｐｃｓｊ／ｒｋｐｃ／６ｒｐ／ｉｎｄｅｘｃｈ．ｈｔｍ。



第五，来自欠发达国家的外国人国籍分布极广。早在２００４年国际移民组织在其发布的研究报告

中就曾指出，日益发展和迅速壮大的中国，正经历着由移民输出国到移民输入国的转变，正成为众多

欠发达国家某些人群的移民目标国。从被调查和统计的在中国大陆的欠发达国家的外国人的国籍来

看，涉及到７０多个国家。

２．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来中国大陆的动机结构分析。研究移民动机是研究国际移民的重要内

容。因此，移民动机分析是考察外国人的社会结构的重要方面。从２０１０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统

计数据来看，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移民动机大体可分为商务、就业、学习、定居、探亲

等方面。详见表４。

表４ 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移民动机一览表①

境外人员 合计 商务 就业 学习 定居 探亲 其他

香港居民 ２３４８２９　 ３７１３４　 １９８７０　 ２２５７３　 ９５０６２　 ２７６９４　 ３２４９６

澳门居民 ２１２０１　 ２３５５　 ９０３　 ５１０７　 ８０２９　 ２１８３　 ２６２４

台湾居民 １７０２８３　 ５６７５７　 ４６２９３　 ２１１９４　 １９３７８　 １３７０９　 １２９５２

外国人 ５９３８３２　 １０８７１６　 １３４８８９　 １５３６０８　 ６４１７９　 ５６５２７　 ７５９１３

总　计 １０２０１４５　 ２０４９６２　 ２０１９５５　 ２０２４８２　 １８６６４８　 １００１１３　 １２３９８５

所占比例（％） １００　 ２０．０９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５　 １８．３０　 ９．８１　 １２．１５

由表４可以看出，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移民动机结构具有如下显著特征：
第一，商务、就业、学习和定居，是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移民的四种主要类型，而且

所占比例大体 都 在２０％左 右。出 于 商 务 原 因 来 中 国 大 陆 的 境 外 人 员 是２０４９６２人，占 境 外 人 员 的

２０．０９％；出于就业原因来中国大陆的境外人员是２０１９５５人，占境外人员的１９．８０％；出于学习原因来

中国大陆的境外人员是２０２４８２人，占境外人员的１９．８５％；出于定居原因来中国大陆 的 境 外 人 员 是

１８６６４８人，占境外人员的１８．３０％。由此可见，在中国大陆的境外人员的上述四类移民动机，呈现出

均匀分布的特征。见图２。

图２　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移民动机比例图②

第二，定居已成为境外人员来中国大陆的重要移民动机类型。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前，由于国内社会、

经济和生活环境与某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拟移民的国人多选择在境外定居。

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在国际上对外开放、国内经济与社会的高

速发展，在中国生活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和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吸引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境外人员来中

国大陆定居。从而实现了由国人定居海外到境外人员定居中国大陆境内的根本性转变。在香港居民

２３４８２９人中，竟然有９５０６２人出于定居的动机定居大陆，占在中国大陆的香港居民总数的４０．４８％；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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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作者依据中国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资料：《按来大陆或来华目的分的境外人员表》，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ｐｃｓｊ／ｒｋｐｃ／

６ｒｐ／ｉｎｄｅｘｃｈ．ｈｔｍ，合并和新增相关数据而作。

作者依据中国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资料中的《按来大陆或来华目的分的境外人员》相关数据而作。



在外国人中，也有６４１７９人出于定居的动机定居大陆，占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总数的１０．８１％。

３．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文化结构分析。人口的文化结构分析是考察外国人的社

会结构的重要内容。人口文化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人口素质的重要指标。因此，对人口的文化结构进

行统计和分析，是考察人口社会结构 不 可 缺 少 的 重 要 内 容。依 据２０１０年 我 国 第 六 次 人 口 普 查 的 数

据，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的文化结构状况，见表５。

表５ 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的文化结构一览表①

境外人员 合计 未上过学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 大学本科 研究生

香港居民 ２３４８２９　 ３１０１５　 ２９２０１　 ４０９６０　 ５７８３４　 ２８１２４　 ４１６５１　 ６０４４

澳门居民 ２１２０１　 ２０５６　 ３２４２　 ３９２４　 ４７８６　 １６２３　 ５２０８　 ３６２

台湾居民 １７０２８３　 １０７１９　 １３９１９　 １１１５５　 ２７２３５　 ３４７７４　 ５８５７９　 １３９０２

外国人 ５９３８３２　 ６７３９８　 ７４５２４　 ４１１６２　 ５２３７４　 ４３２９７　 ２５２３２３　 ６２７５４

总　计 １０２０１４５　 １１１１８８　 １２０８８６　 ９７２０１　 １４２２２９　 １０７８１８　 ３５７７６１　 ８３０６２

比例（％） １００　 １０．９０　 １１．８５　 ９．５３　 １３．９４　 １０．５７　 ３５．０７　 ８．１４

由表５可以看出，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文化结构呈现出如下特征：
第一，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整体文化程度不高。突出体现在高中及以下文化程

度的境外人员总数达到４７１５０４人，占境外人员比例高达４６．２２％。如果考虑到０ １９岁以下的人群

多在幼儿园或读小学到高中的情况（从０岁到１９岁的未成年人共２４５２７４人，占所有在中国大陆的外

国人和港澳台居民总人口 的２０．０５％），那 么，２０岁 以 上 的 高 中 以 下 文 化 程 度 的 境 外 人 员，仍 然 高 达

２０５７６３人，占在中国大陆的境外人员总数的２０．１７％。由此可见，在中国大陆的境外人员的整体文化

程度不高。
第二，在境外人员的类别中，台湾人和外国人的受教育文化程度较高，而香港人和澳门人的受教

育文化程度不高。台湾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最高，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员高达１０７２５５人，占在大

陆的台湾人口总量的６２．９９％；外国人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数是３５８３７４人，占在中国大陆外国

人口总量的６０．３５％；澳门人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数是７１９３人，占在大陆的澳门人人口总量的

３３．９２％；香港人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数是７５８１９人，占在大陆的香港人人口总量的３２．２９％。
见图３。

图３　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大专及以上人员比例图②

４．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地理分布分析。人口的地理分布是研究人口社会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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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资料：《按受教育程度分的境外人员》，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ｐｃｓｊ／ｒｋｐｃ／６ｒｐ／ｉｎｄｅｘｃｈ．ｈｔｍ。

作者依据中国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资料《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大专及以上人员》的相关数据而作。



重要内容，也在一定的意义上，反映着一定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水平。一般说来，经济与社

会发达的地区，就会吸引更多的人口，反 之，经 济 与 社 会 欠 发 达 的 地 区，分 布 的 人 口 就 会 较 少。依 据

２０１０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相关数据，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按大陆省份的地理分布

情况，详见表６。

表６ 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按大陆省份地理分布一览表①

地　区 合　计 香港居民 澳门居民 台湾居民 外国人

全　国 １０２０１４５　 ２３４８２９　 ２１２０１　 １７０２８３　 ５９３８３２

北　京 １０７４４５　 ８０６０　 ５０１　 ７７８２　 ９１１０２

天　津 ２３２１７　 ６２５　 １６　 １５３５　 ２１０４１

河　北 ３０７２　 ９２　 ７　 ２２５　 ２７４８

山　西 ８７０　 ６０　 ６　 １８３　 ６２１

内蒙古 ２９７９　 ４８　 ４　 ５８　 ２８６９

辽　宁 ２３８３４　 ３９０　 ４１　 ６８０　 ２２７２３

吉　林 ６０３４　 ４３　 ８　 ６５　 ５９１８

黑龙江 ６８９４　 ８９　 ５　 ８６　 ６７１４

上　海 ２０８６０２　 １９２９１　 ８９９　 ４４９１６　 １４３４９６

江　苏 ６４１７７　 ２０８１　 １５３　 ３１０１５　 ３０９２８

浙　江 ３６３８０　 ２７３９　 １１２　 ６７６４　 ２６７６５

安　徽 ３４８５　 ３１９　 １３　 ７９８　 ２３５５

福　建 ６２５６４　 １７０３５　 ２４５４　 １５６８９　 ２７３８６

江　西 ３０９７　 ２２９　 １５　 ６３０　 ２２２３

山　东 ３３０９８　 ４５９　 ２２　 ２４４５　 ３０１７２

河　南 ２０６８　 １１５　 ２　 ３４１　 １６１０

湖　北 １０９０５　 １１０７　 ２７３　 １４６０　 ８０６５

湖　南 ３５９０　 ４７９　 ６１　 ９７１　 ２０７９

广　东 ３１６１３８　 １７７４１１　 １６４１０　 ４８３０６　 ７４０１１

广　西 ２３４４５　 ８２４　 ６０　 １０９６　 ２１４６５

海　南 ３９５０　 ９８４　 ４０　 ７６９　 ２１５７

重　庆 ４８２８　 ５６６　 ２１　 ９１４　 ３３２７

四　川 ９３５０　 ６８５　 ４４　 １９６６　 ６６５５

贵　州 １１８４　 ２８８　 ８　 ２５３　 ６３５

云　南 ４７３９６　 ５８３　 ２２　 ９９０　 ４５８０１

西　藏 ５７４　 １ － － ５７３

陕　西 ５３９７　 ９０　 ２　 ２２７　 ５０７８

甘　肃 ９７８　 ２９ － ３７　 ９１２

青　海 ４７０　 １３ － ４　 ４５３

宁　夏 ３７９　 ２７ － １３　 ３３９

新　疆 ３７４５　 ６７　 ２　 ６５　 ３６１１

由表６可以看出，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在中国大陆的人口地理分布结构，具有如下

显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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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主要分布在中国大陆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

发达地区，而经济与社会发展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分布较少。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主要

集中在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北、广东、广西、云南等省，上述省份的外国人

和港澳台居民的人数达到了９６０１８０人，占中国境内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总数的９４．１２％。而经济与

社会发展欠发达的西部地区，仅有５９９６５人，占中国境内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总数的５．８８％。

第二，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地理分布也呈现出典型的移民传统与对称地缘关系

的特征。从移民传统上看，福建、广东、上海历来有移民外迁和吸收外来移民的历史传统，因此，上述

三个省份也吸 引 了 总 量 为５８７３０４的 外 国 人 和 港 澳 台 居 民 居 住、工 作 和 生 活，占 境 外 人 员 总 量 的

５７．５７％。从对称地缘关系来看，山东吸引了众多的韩国和日本人，广东、广西和云南吸引了东南亚国

家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据统计，上述四个省份共吸引了４２００７７人，占境外人员总量的４１．１８％。

第三，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按居住地分，人数排在前十位的地区是：广东省３１６１３８
人，上海市２０８６０２人，北京市１０７４４５人，江苏省６４１７７人，福建省６２５６４人，云南省４７３９６人，浙江省

３６３８０人，山东省３３０９８人，辽 宁 省２３８３４人，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２３４４５人。居 住 在 其 他 省（区、市）的

９７０６６人。

５．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居留期限分析。外来移民在居住国家的居留期限的长

短，是考察外来移民社会结构的重要内容，也是考察外来移民社会融合程度的重要指标。从人口学的

统计来看，一般说来，对居留期限少于三个月以内的短期外来移民，不做人口学的统计。而三个月及

以上 的 外 来 移 民，常 被 看 作 是 常 住 人 口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因 而 在 人 口 普 查 时，予 以 调 查 和 统 计。但

２０１０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统计，将三个月及以下的外来移民也进行了详细统计，这对于全面掌握

在中国大陆的外来移民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人口学意义。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居

留期限结构，见表７。

表７ 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居留期限一览表①

境外人员 合计 ３个月以下 ３个月至
６个月

６个月至
１年 １年至２年 ２年至５年 ５年以上

香港居民 ２３４８２９　 ２３９４９　 １５８７８　 ２４８６２　 ３４３８２　 ５１８６２　 ８３８９６

澳门居民 ２１２０１　 ２９２２　 １４８２　 ２１７６　 ３３０２　 ５０２９　 ６２９０

台湾居民 １７０２８３　 １１１７５　 １２５６３　 １９６７８　 ２６２９５　 ４４３０６　 ５６２６６

外国人 ５９３８３２　 ６５７０８　 ６０１５５　 ９６４９４　 １１９０２２　 １４８４７１　 １０３９８２

总　计 １０２０１４５　 １０３７５４　 ９００７８　 １４３２１０　 １８３００１　 ２４９６６８　 ２５０４３４

比例（％） １００　 １０．１７　 ８．８３　 １４．０４　 １７．９４　 ２４．２７　 ２５．５５

由表７可以看出，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居留期限的结构具有如下显著特征：

第一，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获得一年及以上长期居留许可的，占绝对多数（２／３）。

而获得一年以下短期居留许可的外来移民只占少数（１／３）。据统计，获得一年及以上长期居留许可的

有６８３１０３人，占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总数的６６．９６％；而获得一年以下短期居留许可的

只有３３７０４２人，占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总数的３３．０４％。

第二，在中国大陆外来移民的不同类别，在获得一年以上长期居留许可的比例，呈现出不同的结

构性特征。统计显示，获得一年以上长期居留许可的人在不同类别中所占的比例，按照由高到低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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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 资 料《按 已 在 大 陆 或 在 中 国 大 陆 的 居 住 时 间 分 的 境 外 人 员》，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ｐｃｓ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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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进行排列，则依 次 是 台 湾 居 民、香 港 居 民、澳 门 居 民 和 外 国 人，其 比 例 分 别 是７４．５０％、７２．４５％、

６８．９６％和６２．５６％。这也充分说明了港澳台居民与中国大陆的紧密和长期的联系。图４显示了在中

国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获得一年以上长期居留许可的比例状况。

图４　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获得一年以上长期居留许可的比例状况图①

三、结论

通过对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自然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统计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

如下结论：
第一，从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自然结构上来看，在被调查和统计的在中国大陆的

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中，外国人与港澳台居民的数量相比，略占优势。外国人以５９３８３２人的规模，占

外来移民总量的５８．２１％；而港澳台居民以４２６３１３人的规模，占外来移民总量的４１．７９％。在中国大

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年龄结构与中国大陆居民相比，显现出年轻化的特征。依据２０１０年中国

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６０岁及以上人口为１７７６４８７０５人，占全国总人口的１３．２６％，其中

６５岁及以上人口为１１８８３１７０９人，占总人口的８．８７％②。而在被调查和统计的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

和港澳台居民中，６０岁及以上人口的老年人数仅为７８４０９人，占所有在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总

人口的７．７１％。
第二，从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社会结构上来看，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的国籍，已

涵盖了五大洲的１００多个国家，来自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外国人的数量尽管不多，所占比例不大，但

国籍分布极广，涉及到７０多个国家。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的国籍分布，体现出鲜明的地缘经济关系

和地缘政治关系的特征；从移民动机来看，商务、就业、学习和定居，是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

居民移民的四种主要类型。其中定居已成为境外人员来中国大陆的重要移民动机类型。这表明，日

益改善的中国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和生活环境，吸引了许 多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境 外 人 员 来 中 国 大 陆 的 定

居。中国正经历着由国人定居海外到境外人员定居中国大陆境内的根本性转变；从文化结构上来看，
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整体文化程度不高。但在不同类别的人群中，受教育程度显示

出结构性的不同。表现为，台湾人和外国人的受教育文化程度较高，而香港人和澳门人的受教育文化

程度不高；从地理分布来看，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主要分布在中国大陆经济与社会发展

水平较高的东部发达地区，而经济与社会发展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分布较少。同时，在中国大陆的外

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地理分布也呈现出典型的移民传统与对称地缘关系的特征；从居留期限结构来

看，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获得一年及以上长期居留许可的，占绝对多数（２／３），而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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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依据中国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资料《按已在大陆或在中国大陆的居住时间分的境外人员》的相关数据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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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以下短期居留许可的外来移民占少数（１／３）。在中国大陆外来移民的不同类别，在获得一年以上

长期居留许可的比例，呈现出不同的结构性特征。
第三，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人数，远大于１０２万人的规模，而且逐年增加。由于

缺乏官方权威的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实际人数，因此，我们只能从一些细小类别的统

计中，看 到 在 中 国 大 陆 的 外 国 人 和 港 澳 台 居 民 的 增 长 趋 势。依 据 教 育 部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９日 发 布 的

２０１１年来中国大陆的留学生 数 据 统 计，２０１１年 首 次 突 破 了２９万 人，共 有 来 自１９４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２９２６１１名各类来中国大陆留学人员，分布在全国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６６０所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和其他教学机构中学习。来中国大陆留学生总人数、生源国家和地区数、我国接收留学生单位数及

中国政府奖学金 人 数 四 项 均 创 新 中 国 成 立 以 来 新 高。与２０１０年 相 比，同 比 增 长１０．３８％①。另 据

２０１２年６月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发布的“２０１１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

数据，２０１１年年末，持外国人就业证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共２４．１９万人，持台港澳人员就业证在内地

工作的台港澳人员共９．４６万人②。至于越来越多的非法移民，更是无法计量。由此可见，在中国大陆

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人数在迅速增长。
毫无疑问，中国已成为一些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的跨国移民目标移民国。中国正经历着由传

统的移民外迁国家向移民接纳国家的转变进程。因此，研究和借鉴西欧现代意义上的移民国家（过去

是民族国家）的移民政策、法律法规、移民机构、移民管理实践的变迁、发展、经验与教训，对于同样作

为民族国家的我国，制定和完善出入境管理法、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政策、解决我国的外国人问题，具
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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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在中国大陆的人口社会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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