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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国的新移民高潮及其可能走向

王　　田

　　美国是由移民及其后裔组成的国家。移民是美国得

以建立和生存发展的根本要素之一 , 从一个时期的移民

情况可以反映出该时期美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

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

一

　　在美国历史上 , 移民浪潮持续不断 , 其中有两次高

峰期。①第一次是在 19世纪四五十年代。在这 20年时间

里 , 从海外进入美国的移民超过 400万人。第二次是

1880～1920年间 , 入境的移民更高达 2350万人。通过

持续不断的移民和这两次移民高峰 , 彻底奠定了美国社

会以白色人种为主体的基础。20世纪 80年代以来 , 美

国经历了其新一轮的移民高潮 , 在进入 21世纪之后 , 这

股浪潮非但没有减退 , 反而愈加强势 , 开始引导美国进

入了一个新的移民高峰时代。

2000年之后 , 每年的移民人数都超过了 100万 , 分

析导致这次新移民高潮发生的原因 , 首先 , 由于 20世纪

50年代以后 , 美国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 , 就业机会增

多 , 缓解了美国本土人的就业压力 , 因此种族歧视和排

外主义不能形成主流。1965年 , 国会颁布了 《外来移民

与国籍法修正案 》, 不再对移民的种族和国籍加以限制 ,

而是奉行平等原则 , 强调一视同仁。法案规定了欧洲、

非洲和亚洲等地区每年的总限额为 17万 , 每年各国的

移民人数不得超过 2万 , 这实际上是对亚洲移民政策的

放宽。暂且不论美国颁布此法的实际目的如何 , 仅从其

效果就可看出亚洲移民在法案颁布后 , 以家庭团聚和技

术性移民身份大量迁入美国 , 使亚洲移民不仅在数量

上 , 而且在组成结构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另一个重

要的法案是 1990年的 《家庭团聚与就业机会移民法 》,

这项法案增加了移民的总限额 , 并增设了 “投资移民限

额 ”。在这项法律的影响下 , 进入美国的移民数量又大

幅度增加 , 移民的层次也有所提高。其次 , 世界人口总

量的增长对移民的增加也有一定的影响。世界每年增加

7700万人口 , 其中 97%居住在欠发达区域。在中国、印

度等部分国家 , 出现了人员过剩 , 尤其是高级人才过剩

的现象。这些人在本国内找不到合适的发展空间 , 试图

到国外寻求工作机会。美国拥有着大量的就业机会和优

越的生活条件 , 并且对有能力的人采取了十分欢迎的态

度 , 吸引力很大。在这种 “拉力 ”与 “推力 ”的双重作

用下 , 自然出现大量移民涌进美国的现象。

在这次新移民高潮中 , 移民来源地有了新的变化。

拉丁美洲和亚洲移民数量的大量增加成为又一个特点。

根据美国移民局的统计 , 1981～2002年由欧洲迁入美国

的移民总共有 236166万人 , 非洲有 68195万人 , 亚洲有

640115万人 , 拉丁美洲有 755147万人。其中 , 亚洲的

移民以中国人、印度人、韩国人和菲律宾人为主 , 尤其

是以菲律宾人为最多。拉丁美洲移民中墨西哥人占据了

绝大多数 , 其次分别是古巴人、多米尼加人、牙买加人和

萨尔瓦多人。“1950年 ,只有 400万定居人口来自操西班

牙语国家 ,今天 ,该人数上升到了 2700万 ,其中有 50%的

人祖籍为墨西哥 ”②。由此可见 , 1980年代以来的新移民

高潮时期 ,是亚洲人与拉美人大力进驻美国的时代。

另外 ,由于地理条件的优势 ,数目巨大的非法移民和

难民也蜂拥而至 ,成为令美国政府十分头疼的一个问题。

二

　　综观这次移民高潮 , 有一个相当突出的特点就是移

民的层次及文化水平较以往有很大提高。1990年的移民

法规定 , 在 1992、1993、1994三个财政年度内 , 每年的

移民限额为 70万 , 此后降至 6715万。美国实际上每年

的移民数高达 100万左右 , 多出来的这些人中有很大一

部分就是高学历的技术性人才。从整个移民群体来看 ,

1990年以前 , 拥有本科学历的移民有 20%。到了 1990

年 , 这个比重增加到了 25%。而到了 2002年 , 18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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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海外移民中就有 7218%的人拥有高中以上学历 , 其

中拥有本科学历的占移民总数的 2613%以上。③对技术性

人才的需求 , 使美国愿意放宽条件地敞开大门。亚洲人

是整个移民群体教育水平最高的 , 以 1996年为例 , 25

岁以上的亚洲移民中 , 有 83%拥有高中以上学历 , 其中

拥有本科学历的占 42%。而同一时期 , 黑人高中以上学

历的有 74% , 其中只有 14%是本科学历。④

教育水平的提高、移民家庭的重视和美国政府的政

策是移民层次提高的主要原因。面对日益蓬勃发展的信

息产业 , 对高技术高学历人才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大 , 于

是美国政府通过制定法律和发放临时签证等方式 , 吸引

各国人才加入美国 , 为其提供服务。另外 , 美国各个学

校扩大招生规模 , 到 2003年 , 在学校就读的美国人超过

了总人数的 1 /4, 并且大大减少了对种族的限制。一部

分大学设立奖学金 , 吸引外国高素质的学生来校就读。

另一方面 , 各类高中、语言类学校也都积极招收海外学

生 , 这些学生的到来 , 不仅使美国政府和学校增加了收

入 , 而且有相当一大部分学生在毕业后会因为优越的生

活条件而选择留在美国工作 , 这也是美国移民层次提高

的一个重要原因。就移民家庭来说 , 第一代人大多是因

为战乱、饥荒、贫困等原因移居美国 , 这一代人 , 尤其

是亚裔 , 曾经长期受到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 , 他们为了

提高自己及子女的社会地位 , 对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视。⑤

这些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就很自然地有更高的素质和

学历 , 在客观上促进了美国整个移民社会层次的提高。

移居目的地的变化也构成了本次移民高潮的特点之

一。20世纪 80年代 , 外来移民开始郊区化的进程 , 其

中 , 亚裔居民的郊区化速度快于其他民族。1990年 , 亚

裔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为 219% , 在美国郊区人口

中占 218% , 郊区化比例较高 ; 西班牙裔移民占美国总

人口的 9% , 占郊区人口的 715% , 郊区化比例略低 ; 黑

人占美国人口的 12% , 仅占在郊区人口 8%。郊区化比

例远低于其他少数民族。⑥ 80年代以后进入美国的新移

民 , 越来越多地直接奔向郊区 , 而不再经历暂居中心城

市的过渡阶段。

由大城市迁居到郊区 , 是移民与美国社会相融和的

一种体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从 1980年的 10 155亿美

元上升到 2002年的 104 367亿美元 ,国民收入由 22 035

亿美元增长到 83 479亿美元 , ⑦这使得美国人向郊区迁移

有了足够的经济基础。近年来 ,美国发展的重点已从传

统的提高收入转向改善健康水平、教育和卫生等发展特

征 ,因此 ,郊区化也就成为了这种发展趋势的必然趋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 , 移民的

生活水平也有了相当大的改善 , 这与第一次移民高潮大

部分移民为贫苦农民和难民的情况有了很大不同。因

此 , 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来和母国进行沟通。同

时 , 近几十年来 , 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 , 各国经济都

有程度不同的改善或提高 , 移民的母国也逐渐有能力和

本国移居海外的移民进行交流。这样 , 和母国联系的加

强也构成了本次移民高潮的一个重要特点。⑧

到 2050年 , 美国的人口构成将出现令人瞩目的变

化。非法移民将继续困扰美国 , 但是移民同美国社会的

融和度将进一步加强。首先 , 移民的增加使得美国社会

越来越多元化 , 移民来自世界各地 , 尤其是各有色人种

的大量进入 , 使本土白人所占比例逐年缩小 , 就必然使

种族歧视和排外的思想淡化。其次 , 美国经济仍在继续

发展 , 大量的就业机会使美国本土人不会有太大的就业

压力 , 对外来移民的宽容度也自然会增加。第三 , 移民

素质的提高 , 让美国政府和民众都逐渐认识到 , 美国经

济的发展离不开这些高素质的移民 , 因此 , 对这类移民

也表现出了欢迎的态度。第四 , 文化上更加多元化。美

国社会从不会强迫外来移民被动接受美国文化 , 也不限

制外国文化的发展 , 因此 , 美国文化将在移民的努力下

更加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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