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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２０１５年的欧洲难民危机中，德国 实 施 欢 迎 难 民 的 积 极 政 策，慷

慨接纳了近百万难 民 入 境，同 时，也 有４７．６６万 人 提 出 了 难 民 庇

护申请。难民庇护申 请 者 的 自 然 结 构 特 征 是，在 规 模 上，创 下 二

战结束后的 历 史 新 高；在 性 别 结 构 上，男 性 占 比 高；在 年 龄 结 构

上，呈现显著的年 轻 化 特 征。其 社 会 结 构 特 征 是，在 来 源 国 结 构

上，主要来自叙利 亚、阿 尔 巴 尼 亚、科 索 沃、阿 富 汗、伊 拉 克；在 宗

教信仰结构上，穆斯林难民庇护申请者已 成 为 在 德 国 最 大 的 难 民

庇护申请群体；在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处 理 结 果 的 数 量 和 类 型 结 构 上，

２０１５年难民庇护申请处理总量达到了空前的２８．２７万人，其中获

得难民等类型的居留许 可 的 比 例 高 达４９．８％，创 下 了 进 入２１世

纪后的德国历史新纪录。难民甄别、难 民 庇 护 申 请 的 处 理 及 其 社

会融合，将是德国政府面临的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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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２０１５年，欧洲难民危机打上了深刻的德国烙 印：一 方 面，德 国 首 先 放 弃

《都柏林公约》中 的 第 一 责 任 国 的 原 则，实 施 欢 迎 难 民 的 积 极 难 民 政 策；另 一 方

面，德国高举人道主义救援的大旗，慷慨接纳了入境欧洲１３０万 难 民 中 的 近 百 万

入境德国。毫无疑问，掌握在德国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 状 况 及 处 理 结 果，就 可 以

大体上把握欧洲难民危机 中 的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在２０１５年 的 基 本 概 貌。本 文 拟 以

德国联邦 移 民 与 难 民 局、联 邦 统 计 局 有 关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者 的 数 据 为 依 据，对

２０１５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自然结构、社会结 构 和 处 理 结 果 动 态 趋 势 作 人 口 社 会

学分析。

一、后冷战时代背景下的欧洲难民危机以及在德国提出难民庇护申请的状况

从历史发生学的视角来看，２０１５年 的 欧 洲 难 民 危 机 只 是 后 冷 战 时 代 欧 洲 难

民状况的一个缩影和集中 体 现 而 已。尽 管 在 冷 战 时 期，来 自 东 部 原 社 会 主 义 国

家的非法移民都被冠名为政 治 难 民 而 在 德 国 得 以 被 慷 慨 地 接 纳，但 由 于 东 西 方

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军事上的对立，难民庇护申请者的 数 量 还 是 十 分 有 限 的。

但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华 沙 条 约 组 织 的 解 散，原 东 欧 国 家 回 归 西 方 阵 营，冷 战

大幕的阴霾终于散尽，欧洲 迎 来 了 后 冷 战 时 代 的 曙 光。同 时，欧 洲，尤 其 是 处 于

冷战前沿的德国，迎来了难民潮的新时期。德国联邦移 民 与 难 民 局 的 数 据 显 示，

１９５３年以来，在联邦德国提出难民庇护 申 请 的 人 数 是４６０万 人，其 中１９９０年 以

后的难民庇护申请 者 就 达 到 了３７０万 人。１９９２年 是 欧 洲 和 德 国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历史上的重要一年。当年在欧洲提出难民庇护申请的 人 数 达 到 了７６万 人，其 中

在德国提出难民庇护申 请 的 人 数 就 高 达４３．８２万 人。在１９９３年 德 国 实 施 新 的

避难法以后，在德国申请难民庇护的人数骤然下降，到２００８年，只 有２．８万 人 提

出了难民庇护申请。

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及其盟国在连续 发 动 科 索 沃 战 争、伊 拉 克 战 争、阿

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并军 事 干 预 叙 利 亚 内 战 以 后，打 着 防 止 发 生 人 道 主 义 灾

难旗号的上述战争却制造了真正的人 道 主 义 灾 难———上 述 地 区 产 生 了 数 以 百 万

计的难民潮。大部分跨境 的 国 际 难 民，在 周 边 国 家 暂 时 避 难。“截 至２０１３年 年

底，发达国家只接收了全球难民的１４％，而 巴 基 斯 坦、伊 朗、黎 巴 嫩、约 旦 等 发 展

中国家则接收 了 全 球 难 民 的８６％，仅 巴 基 斯 坦 一 国 就 接 收 了１６０万 阿 富 汗 难

民，土耳其一国则接收了２００万 叙 利 亚 难 民。”①由 于 地 缘 政 治、移 民 传 统 和 移 民

网络链的共同作用，也有 数 十 万 的 难 民 远 走 他 乡、到 欧 洲 国 家 避 难。到２０１４年

５

① 《难民偷渡欧洲已形成“黄 金 路 线” 发 展 中 国 家 是 难 民 安 置 主 体》，网 易 新 闻，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１６３．
ｃｏｍ／１６／０６２２／２２／ＢＱ６ＴＭＴＫ４０００１４ＳＥＨ．ｈｔｍｌ，访问日期：２０１６－０９－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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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约５０多万难民进入欧洲国家，仅仅在德国提出难民 庇 护 申 请 的 人 数 就 达 到

了２０．２８万人。尽管没有达到１９９２年欧洲难民庇护申请的最高 纪 录，但 后 冷 战

时代的欧洲难民危机逐渐形成。由于《都柏林公约》和其 他 避 难 体 系 指 令 的 局 限

性，接触难民的前哨国家希腊和意大利承受了巨大的难 民 入 境、甄 别 和 暂 时 安 置

的压力。上述国家数度呼吁 欧 盟 制 定 出 统 一 的 接 纳 难 民 的 配 额 方 案，以 缓 解 日

益临近的难民危机。但由于 多 数 欧 洲 国 家 的 无 动 于 衷，欧 盟 层 面 上 达 成 一 致 的

难民配额方案一再流产，致 使 欧 洲 难 民 问 题 日 益 严 重。到２０１５年９月，德 国 终

于暂时放弃《都柏林公约》中的第一责任国的原则，实施欢 迎 难 民 的 政 策，积 极 接

纳难民。但东欧国家在难民 接 纳 问 题 上 采 取 集 体 反 对 立 场，西 欧 国 家 也 动 作 迟

缓。由此，欧洲难民危机最终形成。到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有大约１３０万 人 进 入 欧 洲

地区，德国由于实施欢迎难 民 的 政 策 而 吸 引 了１１０万 难 民（包 括 过 境 难 民，最 新

数据是８９万）入境德国，同时，在德国提出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的 人 数 也 达 到 了４７．６６
万人，超越了１９９２年的历史纪录，创造了难民庇护申请的历史新高①。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研究２０１５年入境德国的难民提出难民庇护申请 的 自 然 结 构 和 社 会 结

构及难民 申 请 的 处 理 结 果 状 况 等，可 以 成 为 窥 见２０１５年 欧 洲 难 民 危 机 的 晴

雨表。

二、难民庇护申请者的自然结构考察

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 提 供 的 有 关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的 数 据，是 目 前 欧 洲 国 家

中最权威、最全面的数据。特 别 是 其 十 大 难 民 来 源 国 的 相 关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人 数

就达到了４４１８９９人，占其难民庇护申 请 总 数４７６６４９人 的９２．７１％。因 此，透 过

德国十大难民庇护申请国及其他国家的 相 关 数 据，我 们 就 可 以 大 体 上 把 握２０１５
年欧洲难民在德国的自然 结 构。从 人 口 社 会 学 的 理 论 视 角 来 看，人 口 的 单 位 时

间规模、性别结构、年龄结构是人口自然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让我们来分析２０１５年１月 到１２月 在 德 国 提 出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的 单 位

时间规模的基本状况（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５年１月～１２月德国境内难民庇护申请类型及数量一览表②

月份 难民庇护申请每月合计 首次申请数量 再次申请数量

１月 ２５０４２　 ２１６７９　 ３３６３

２月 ２６０８３　 ２２７７５　 ３３０８

６

①

②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ｆü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Ｆｌüｃｈｔｌｉｎｇｅ，Ｄａｓ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ｉｎ　Ｚａｈｌｅｎ　２０１５，Ａｓｙｌ，Ｂｅｒｌｉｎ，２０１５，Ｓ．８．
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在统计报 告 中 特 别 提 示，由 于 每 月 的 最 终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的 数 量 会 有 少 量

增加，因此，此每月数据的累加与２０１５年的合计统计数据略有差异，但总体趋势和特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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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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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月 ３２０５４　 ２８６８１　 ３３７３

４月 ２７１７８　 ２４５０４　 ２６７４

５月 ２５９９２　 ２３７５８　 ２２３４

６月 ３５４４９　 ３２７０５　 ２７４４

７月 ３７５３１　 ３４３８４　 ３１４７

８月 ３６４２２　 ３３４４７　 ２９７５

９月 ４３０７１　 ４０４８７　 ２５８４

１０月 ５４８７７　 ５２７３０　 ２１４７

１１月 ５７８１６　 ５５９５０　 １８６６

１２月 ４８２７７　 ４６７３０　 １５４７

　　　　数据来源：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ｆü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Ｆｌüｃｈｔｌｉｎｇｅ，Ｄａｓ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ｉｎ　Ｚａｈｌｅｎ　２０１５，Ａｓｙｌ，Ｂｅｒｌｉｎ，

２０１５，Ｓ．１０．

从表１可以看出，２０１５年下半年的难民庇护申请的数量与２０１５年上半年相

比，有较大幅度 的 增 长，而 且 主 要 是 首 次 申 请 难 民 庇 护 人 数 的 增 长。２０１５年１
月～６月，在德国提出难民庇 护 申 请 的 数 量 每 月 稳 定 在２．５万～３．５万 人 之 间，

上半年难民庇护 申 请 总 量 是１７１７９８人。而 下 半 年 的７月～１２月，难 民 庇 护 申

请的数量每月稳定在３．５万～５．７万 人 之 间，下 半 年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总 量 达 到 了

空前的２７７９９４人，增长了６１．８１％。出 现 这 种 情 况 的 根 本 原 因 是，一 方 面，５月

份以来，通过地中海通道进入意大利和通过土耳其、巴尔 干 通 道 进 入 希 腊 的 难 民

人数急剧增长，从 而 使 得 进 入 德 国 的 难 民 人 数 呈 现 出 急 剧 增 长 的 态 势；另 一 方

面，自８月底以来，德国放弃《都 柏 林 公 约》的 第 一 责 任 国 的 原 则，实 施 欢 迎 难 民

的积极政策，由此带来难民庇护申请者规模的迅速增 加。由 此 可 见，难 民 庇 护 申

请人数的急剧增加是德国政府实施欢迎难民政策的直接结果。

其 次，难 民 庇 护 申 请 者 的 性 别 结 构 呈 现 出 较 大 的 非 均 衡 性。“人 口 的 性 别

结 构 是 指 一 定 时 点、一 定 地 区 男 女 两 性 在 全 体 人 口 中 的 比 重。”①从 性 别 比 的 角

度 来 看，男 女 两 性 的 性 别 比 一 般 稳 定 在１０３～１０７之 间，即 男 性 略 多 于 女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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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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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德 国 联 邦 移 民 与 难 民 局 提 供 的 相 关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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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① 佟 新：《人 口 社 会 学》，北 京：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２０１０年 第４版，第１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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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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 多 于

女 性。

表２　２０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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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民庇护来源国 总量 男性 比例 女性 比例

叙利亚 １５８６５７　 １１７１３０　 ７３．８％ ４１５２７　 ２６．２％

阿尔巴尼亚 ５３８０５　 ３２４６６　 ６０．３％ ２１３３９　 ３９．７％

科索沃 ３３４２７　 ２１５２８　 ６４．４％ １１８９９　 ３５．６％

阿富汗 ３１３８２　 ２２９２３　 ７３．０％ ８４５９　 ２７．０％

伊拉克 ２９７８４　 ２１１０９　 ７０．９％ ８６７５　 ２９．１％

塞尔维亚 １６７００　 ８５１２　 ５１．０％ ８１８８　 ４９．０％

来源国不明 １１７２１　 ８１４５　 ６９．５％ ３５７６　 ３０．５％

厄立特里亚 １０８７６　 ８２２７　 ７５．６％ ２６４９　 ２４．４％

马其顿 ９０８３　 ４７２３　 ５２．０％ ４３６０　 ４８．０％

巴基斯坦 ８１９９　 ７５９７　 ９２．７％ ６０２　 ７．３％

十国合计 ３６３６３４　 ２５２３６０　 ６９．４％ １１１２７４　 ３０．６％

其他国家 ７８２６５　 ５３２２４　 ６８．０％ ２５０４１　 ３２．０％

难民庇护申请总量 ４４１８９９　 ３０５５８４　 ６９．２％ １３６３１５　 ３０．８％

　　　　数据来源：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ｆü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Ｆｌüｃｈｔｌｉｎｇｅ，Ｄａｓ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ｉｎ　Ｚａｈｌｅｎ　２０１５，Ａｓｙｌ，Ｂｅｒｌｉｎ，

２０１５，Ｓ．１９．注：十大来源国包含“来源国不明”的情况。

从表２可以看出，除马其顿和塞尔维亚以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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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中 的 女 性 只 占

７．３％，而男性所占比例高达９２．７％。即使前 十 国 合 计，男 性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者 是

５３２２４人，占十国难民庇护申请总量的６８％，而 女 性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者 只 有２５０４１
人，仅占难民庇护申 请 总 量 的３２％。出 现 这 种 状 况 的 根 本 原 因 是：一 是 从 国 际

移民性别类型理论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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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难民庇护 申 请 者 的 性 别 比 失 衡，也

在一定意义上，体现着这些 国 家 深 厚 的 伊 斯 兰 教 重 男 轻 女 的 文 化 背 景。难 民 庇

护申请者的十大来源国大多 有 着 伊 斯 兰 教 的 宗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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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 度 上，直 接 限 制

着女性难民庇护申请者的迁移行动。

最后，难民庇护申请者 的 年 龄 结 构 呈 现 出 年 轻 化 的 典 型 特 征。在 人 口 社 会

学中，“人口年龄结构是指一 定 时 点、一 定 地 区 各 年 龄 组 人 口 在 全 体 人 口 中 的 比

重，通常用百分比来表示。人口年龄结构是最基本的人 口 结 构，是 社 会 构 成 的 重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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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组成部分。它深刻地影响着人口过程 和 社 会 结 构 的 诸 多 方 面。”①不 同 人 口 的

年龄结构，决定着人口的年轻型、中年型和老年型的不 同 类 别。从 德 国 联 邦 移 民

与难民局提供的２０１５年相关难民庇护申 请 者 的 数 据（见 表３）来 看，难 民 庇 护 申

请者的人口结构呈现出典型的年轻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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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１２５３　 ９．３％ 　２１５２９　 ７．０％ １９７２４ 　１４．５％ ５２．２％ ４７．８％

４～６岁以下 １４９７２　 ３．４％ ８０３７　 ２．６％ ６９３５　 ５．１％ ５３．７％ ４６．３％

６～１１岁以下 ３２７２３　 ７．４％ １７６７６　 ５．８％ １５０４７　 １１．０％ ５４．０％ ４６．０％

１１～１６岁以下 ２８０６０　 ６．３％ １７２３３　 ５．６％ １０８２７　 ７．９％ ６１．４％ ３８．６％

１６～１８岁以下 ２０４７１　 ４．６％ １６２５３　 ５．３％ ４２１８　 ３．１％ ７９．４％ ２０．６％

１８～２５岁以下 １０９６７２　 ２４．８％ ８８１２１　 ２８．８％ ２１５５１　 １５．８％ ８０．３％ １９．７％

２５～３０岁以下 ６７２５８　 １５．２％ ５０８２８　 １６．６％ １６４３０　 １２．１％ ７５．６％ ２４．４％

３０～３５岁以下 ４６６９８　 １０．６％ ３２９２３　 １０．８％ １３７７５　 １０．１％ ７０．５％ ２９．５％

３５～４０岁以下 ３１２３９　 ７．１％ ２１２１６　 ６．９％ １００２３　 ７．４％ ６７．９％ ３２．１％

４０～４５岁以下 ２０１９４　 ４．６％ １３７０４　 ４．５％ ６４９０　 ４．８％ ６７．９％ ３２．１％

４５～５０岁以下 １２８４８　 ２．９％ ８５５７　 ２．８％ ４２９１　 ３．１％ ６６．６％ ３３．４％

５０～５５岁以下 ７４８９　 １．７％ ４７１１　 １．５％ ２７７８　 ２．０％ ６２．９％ ３７．１％

５５～６０岁以下 ４２４５　 １．０％ ２３８６　 ０．８％ １８５９　 １．４％ ５６．２％ ４３．８％

６０～６５岁以下 ２３８２　 ０．５％ １２９４　 ０．４％ １０８８　 ０．８％ ５４．３％ ４５．７％

６５岁及６５岁以上 ２３９５　 ０．５％ １１１６　 ０．４％ １２７９　 ０．９％ ４６．６％ ５３．４％

合计 ４４１８９９　１００．０％ ３０５５８４　 １００．０％ １３６３１５　 １００．０％ ６９．２％ ３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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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ｅｒｌｉｎ，２０１５，Ｓ．１９．

从表３可以看出，难民 庇 护 申 请 者 的 人 口 结 构 年 轻 化。这 突 出 表 现 在 如 下

两个方面：一 是 基 本 劳 动 力 是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者 的 最 重 要 组 成 部 分。在 高 达 约

４４．１９万难民庇护申请者中，１６～６０岁的劳动力高达３２．０１万人，占难民庇护 申

请者总数的７２．４４％。如果再进一步细分，１８～４５岁 的 中 坚 劳 动 力 高 达２７５０６１
人，占难民庇护申请者劳动力总数的８２．０９％。由 此 可 见，难 民 庇 护 申 请 者 呈 现

出高度年轻化的年龄结构。二是在非劳 动 力 的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者 中，１６岁 以 下 的

９

① 佟新：《人口社会学》，第１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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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 人 总 数 是１１７００８人，占 非 劳 动 力 的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者 总 量１２１７８５的

９６．０８％。６０岁以上的老年人只有４７７７人，占非 劳 动 力 的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者 总 量

的３．９２％。由此可见，即使是非劳动力的难 民 庇 护 申 请 者 也 呈 现 出 高 度 年 轻 化

的特征。

三、难民庇护申请者的社会结构分析

人口的社会结构涵盖诸多内容，但限于篇幅 和 难 民 研 究 关 注 的 焦 点，在 此 仅

考察难民庇护申请者主要来 源 国 家 及 宗 教 信 仰、提 出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的 联 邦 州 的

地理分布和难民庇护申请的处理结果的类型结构 等。难 民 庇 护 申 请 者 的 人 口 社

会结构之其他组成部分，将在其他论文中专门研究。

首先，考察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主要来源国结构及其宗教信仰结构。

研究这一人口结构部分，不仅可以把握难民 申 请 者 的 来 源 地 和 基 本 流 向，而

且可以深入洞察复杂的国际格局和微妙的宗教文 化 背 景。德 国 联 邦 移 民 与 难 民

局提供的２０１５年相关难民庇护申请者的 相 关 数 据（见 表４），为 我 们 揭 开 了 难 民

庇护申请者的主要国别与宗教信仰的神秘面纱。

表４　德国２０１５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国别和宗教信仰一览表

国别 总数
宗教信仰类别及比例

穆斯林 ％ 基督徒 ％ 雅兹迪 ％ 无教派 ％ 印度教 ％ 其他 ％

叙利亚 １５８６５７　１３６７４３　８６．２　 ６１９８　３．９　 ３４９５　 ２．２　１１６１　 ０．７　 ３　 ０　１１０５７　 ７．０

阿尔巴尼亚 ５３８０５　４０２６４　７４．８　１０３５０　１９．２　 ０　 ０　１２５７　 ２．３　 １　 ０　 １９３３　 ３．６

科索沃 ３３４２７　３０４００　９０．９　 ７００　２．１　 ０　 ０　 ２８１　 ０．８　 ０　０．６　 ２０４６　 ６．１

阿富汗 ３１３８２　２６１３１　８３．３　 ４０２　１．３　 ０　 ０　 １９３　 ０．６　 １９７　 ０　 ４４５９　１４．２

伊拉克 ２９７８４　１２３７８　４１．６　 １２５５　４．２　１４２６１　４７．９　 １７６　 ０．６　 ０　 ０　 １７１４　 ５．８

塞尔维亚 １６７００　 ５５５７　３３．３　１００２８　６０．０　 ０　 ０　 ４１０　 ２．５　 ０　 ０　 ７０５　 ４．２

来源国不明 １１７２１　１０６３２　９０．７　 ３１１　２．７　 ２６０　 ２．２　 ４０　 ０．３　 ２　 ０　 ４７６　 ４．１

厄立特里亚 １０８７６　 １５０８　１３．９　 ７８３５　７２．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５３２　１４．１

马其顿 ９０８３　 ７３８６　８１．３　 １２３６　１３．６　 ０　 ０　 ６８　 ０．７　 ０　 ０　 ３９３　 ４．３

巴基斯坦 ８１９９　 ７８３３　９５．５　 １２６　１．５　 ０　 ０　 １１　 ０．１　 ４　 ０　 ２２５　 ２．７

前十国合计 ３６３６３４　２７８８３２　７６．７　３８４４１　１０．６　１８０１６　 ５．０　３５９８　 １．０　 ２０７　０．１　２４５４０　 ６．７

所有国总计 ４４１８９９　３２２８１７　７３．１　６１０６１　１３．８　１８６８５　 ４．２　６０７２　 １．４　 ２１１１　０．５　３１１５３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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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ｅｒｌｉｎ，２０１５，Ｓ．２２．注：前十国包括“来源国不明”的情况。

从表４可以看出：一是从难民庇护申请者的 主 要 来 源 国 来 看，难 民 主 要 来 自

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强力侵入和干预的叙利亚、阿尔巴尼 亚、科 索 沃、阿 富 汗、伊 拉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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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和塞尔维亚。自“９·１１”恐怖袭击以来，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以打 击 恐 怖 主 义、避

免出现人道主义灾难为由，发动了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 争、利 比 亚 战 争，并 积 极

介入叙利亚内战，期望以此 建 立 起 亲 西 方 的 民 主 国 家，改 变 中 东 的 国 际 格 局，但

由于上述国家的部族关系复杂、宗教冲突加剧，地区间国 家 关 系 与 宗 教 关 系 的 相

互交织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致使建立现代民主国家的政 治 体 制 的 努 力 化 为 泡 影。

上述国家陷入了长时期的 部 族 混 战、宗 教 冲 突 之 中，由 此，伊 斯 兰 中 的 极 端 宗 教

派别和恐怖主义组织“伊斯兰国”逐渐做大并迅速崛起。在 上 述 因 素 的 共 同 影 响

下，产生了数以百万计的难民，这是欧洲难民危机产生 的 根 本 原 因。这 些 难 民 遍

布于中东、西亚和北非地区，也 是 在 欧 洲 国 家 提 出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的 主 要 来 源 地。

尤其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国 直 接 干 预 叙 利 亚，致 使 一 个 中 等 收 入、拥 有２２００万 人

口的国家陷入旷日持久的 内 战 之 中，产 生 了４３０多 万 国 际 难 民 和５００万 国 内 难

民。从德国２０１５年接纳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情况来看，首 先 是 来 自 叙 利 亚 的 难

民庇护申请 者 以１８．８６万 人 高 居 榜 首，占 德 国 接 纳 的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者 总 量 的

３５．９％，其次是来自阿尔巴尼亚、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和塞尔维 亚 的 难 民 庇 护

申请者。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急剧增 多，毫 无 疑 问，与 美 国 及 其

西方盟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紧密相关，即 使 来 自 阿 尔 巴 尼 亚、科 索

沃和塞尔维亚的难民，也与美 国 介 入 和 发 动 的 前 南 斯 拉 夫 内 战 和 科 索 沃 战 争 紧

密相连。尽管科索沃战争已经过去了１６年，但由此造成 的 人 道 主 义 灾 难 的 难 民

潮仍在今日的欧洲国家肆 虐。就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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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二是从难民 庇 护 申 请 者 的 宗 教 信 仰 结 构 来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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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１０万人和１．８７万 人 列 第 二 和 第 三 位。难 民 庇 护 申 请 者 的 这 种 宗 教 信 仰 结

构，体现着鲜明的宗教对抗、族群冲突和种族主义的文化特征。
（一）从难民最大 的 宗 教 群 体———穆 斯 林 难 民 总 体 情 况 来 看，穆 斯 林 难 民 庇

护申请者共有３２．２８万人，占难民庇护 申 请 者 总 数４４．１９万 人 的７３．０５％，已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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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等。这 些 伊 斯 兰 国 家 出 现 难 民 潮 的 主 要 原 因，既 有 以 基

督教文明为核心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上述以伊斯兰教 文 明 为 核 心 的 伊 斯 兰 国 家 的

入侵和干预，这是中东地区的难民潮产生的根本原因，也 有 伊 斯 兰 国 家 内 部 不 同

派别，如逊尼派与什叶派不同教派的冲突，这是中东地区 难 民 潮 产 生 的 又 一 重 要

因素。其中西方基 督 教 文 明 与 东 方 伊 斯 兰 教 文 明 的 冲 突，始 终 占 据 重 要 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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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发生学的视角来看，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 冲 突 由 来 已 久，并 延 续 了

１０００多年，两种宗教影 响 下 的 人 民 的 对 抗 不 可 能 在 短 时 间 内 消 失。因 此，二 战

结束以后，穆斯林世界尽管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殖民主 义 体 系 中 解 放 出 来，获 得

了民族与国家的独立，但两种宗教文明支配下的国家与 人 民 间 的 对 抗，从 来 就 没

有停止过。这也是反西方的伊斯兰教极端 派 别 和 恐 怖 组 织———如 基 地 组 织、“伊

斯兰国”等产生的重要诱因。
（二）某 些 国 家 如 科 索 沃 和 塞 尔 维 亚 的 穆 斯 林 难 民 的 产 生，与 民 族 国 家 内

的 不 同 宗 教 信 仰 下 的 族 群 分 裂、族 群 冲 突 紧 密 相 关。纵 观 二 战 结 束 以 来 全 球

的 地 区 冲 突 和 局 部 战 争，除 了 不 同 宗 教 或 同 一 宗 教 内 不 同 教 派 的 冲 突 因 素 以

外，不 同 宗 教 信 仰 下 的 族 群 分 裂 和 族 群 冲 突，也 是 导 致 地 区 冲 突、局 部 战 争 和

难 民 潮 的 重 要 因 素。在２０１５年 德 国 接 纳 的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者 中，来 自 科 索 沃 和

塞 尔 维 亚 的 穆 斯 林 难 民 群 体，就 与 这 些 国 家 内 的 族 群 分 裂 与 族 群 冲 突 密 切 相

关。仅 以 科 索 沃 为 例，２０１５年 在 德 国 提 出 避 难 申 请 的３３４２７人 中，就 有３０４００
人 是 穆 斯 林，占 科 索 沃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者 总 量 的９０．９％。科 索 沃 难 民 的 产 生 就

是 原 南 斯 拉 夫 联 盟 的 塞 尔 维 亚 共 和 国 内 的 阿 尔 巴 尼 亚 族 和 塞 尔 维 亚 族 的 分 裂

与 冲 突、北 约 发 动 的 科 索 沃 战 争 直 接 造 成 的。美 国 及 其 领 导 的 北 约 以 保 护 阿

尔 巴 尼 亚 族 的 人 权、避 免 人 道 主 义 灾 难 为 名，于１９９９年３月，发 动 了 代 号 为

“盟 军 行 动”的 科 索 沃 战 争，进 一 步 加 剧 了 阿 尔 巴 尼 亚 族 与 塞 尔 维 亚 族、黑 山 族

的 民 族 间 冲 突，由 此 产 生 了 数 以 百 万 计 的 难 民。由 于 距 离 欧 洲 地 区 较 近，再 加

上 欧 洲 国 家 历 来 有 高 举 人 道 主 义 旗 帜、接 纳 难 民 的 政 治 传 统，因 此，多 数 难 民

跨 越 国 境 线，进 入 欧 洲 国 家。尽 管 科 索 沃 战 争 已 经 过 去 了１６年，但 在 欧 洲 国

家 申 请 难 民 庇 护 的 科 索 沃 难 民 人 数 依 然 居 高 不 下。２０１５年 在 德 国 申 请 庇 护

的 科 索 沃 难 民 就 以３３４２７人 而 位 居 第 三。就 这 个 意 义 而 言，美 国 及 其 北 约 盟

国 应 对 科 索 沃 的 难 民 潮 承 担 重 要 责 任。
（三）恐怖主义组织“伊 斯 兰 国”对 雅 兹 迪 人 的 种 族 主 义 灭 绝 行 为，是 导 致 大

量雅兹迪难民在德国申请庇护的主要原因。雅兹迪 人 因 为 信 奉 雅 兹 迪 教 而 被 称

之为雅兹迪人，主要散落在 伊 拉 克 西 北 部、叙 利 亚 西 北 部 和 土 耳 其 东 南 部，但 也

有少量成员居住在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恐怖主义组织“伊 斯 兰 国”利 用 美 国 及

其盟国对伊拉克和叙利亚进 行 军 事 打 击、导 致 上 述 两 国 的 政 治 权 力 出 现 真 空 并

且社会秩序难以确立的有 利 时 机 而 崛 起。之 后，在 宗 教 上 信 仰 伊 斯 兰 原 教 旨 主

义的“伊斯兰国”，开始了 对 信 仰 雅 兹 迪 教 的 雅 兹 迪 人 的 种 族 主 义 灭 绝 行 动。从

２０１４年７月底开始，“伊 斯 兰 国”开 始 围 困 分 散 在 伊 拉 克 西 北 部 辛 贾 尔 山 区、其

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的 大 约４万 名 雅 兹 迪 人。他 们 被 告 知，要 么 改 信 伊 斯 兰

教，要么被砍掉脑袋。正是由 于“伊 斯 兰 国”对 雅 兹 迪 人 的 这 种 种 族 主 义 灭 绝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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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数以万计的雅兹迪人流 离 失 所、远 走 他 乡，进 入 德 国 和 其 他 欧 洲 国 家 申 请 难

民庇护。

其次，考察和分析难民庇护申请者在德国联邦各州的地理分布结构。

依据德国现行的难民安置法规，难民安置在 德 国 各 州 的 分 布 并 不 均 衡，而 是

由德国科学委员会依据上一 财 政 年 度 的 各 州 的 财 税、人 口 的 多 少 确 定 具 体 的 难

民配 额 比 例。德 国 将 这 种 难 民 安 置 分 配 方 法 称 之 为 “柯 尼 斯 坦 比 例”
（Ｋｎｉｇｓｔｅｉｎｅｒ　Ｓｃｈｌüｓｓｅｌ）。依据德国联 邦 移 民 与 难 民 局 提 供 的２０１５年 的 相 关 数

据，难民庇护申请在 各 州 的 人 数、所 占 比 例 以 及“柯 尼 斯 坦 比 例”情 况，参 见 下

表５。

表５　难民庇护申请者在德国各州分布数量、比例一览表

德国联邦各州 难民庇护申请总量 所占比例 柯尼斯坦比例

１ 巴登－符腾堡 ５７５７８　 １３．０２９６７％ １２．９７４９６％

２ 巴伐利亚 ６７６３９　 １５．３０６４４％ １５．３３０４８％

３ 柏林 ３３２８１　 ７．５３１３６％ ５．０４５５７％

４ 勃兰登堡 １８６６１　 ４．２２２９１％ ３．０８０９２％

５ 不来梅 ４６８９　 １．０６１１０％ ０．９４０９７％

６ 汉堡 １２４３７　 ２．８１４４４％ ２．５２７３８％

７ 黑森 ２７２３９　 ６．１６４０８％ ７．３１５５７％

８ 梅克伦堡－前波莫瑞 １８８５１　 ４．２６５９１％ ２．０４１６５％

９ 下萨克森 ３４２４８　 ７．７５０１９％ ９．３５６９６％

１０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 ６６７５８　 １５．１０７０７％ ２１．２４０５２％

１１ 莱茵兰－普法尔茨 １７６２５　 ３．９８８４７％ ４．８３４７２％

１２ 萨尔 １００８９　 ２．２８３１０％ １．２１５６６％

１３ 萨克森 ２７１８０　 ６．１５０７３％ ５．１００６７％

１４ 萨克森－安哈尔特 １６４１０　 ３．７１３５２％ ２．８５７７１％

１５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１５５７２　 ３．５２３８８％ ３．３８７９１％

１６ 图林根 １３４５５　 ３．０４４８１％ ２．７４８３５％

情况不明 １８７　 ０．０４２３２％

　　 德国总计 ４４１８９９ 　 　１００％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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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ｅｒｌｉｎ，２０１５，Ｓ．１３．

由 表５可 以 看 出，难 民 庇 护 申 请 在 德 国 东 西 部 的 分 布 呈 现 出 较 大 的 非 均

衡 性，德 国 西 部 各 州 承 受 了 更 多 的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的 配 额，而 东 部 各 州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的 配 额 较 少。原 因 是，一 方 面，由 于 二 战 后 统 一 的 德 国 分 裂 为 联 邦 德 国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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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主 德 国，并 且 分 属 于 不 同 的 国 际 阵 营———北 约 和 华 约，因 此，西 德 和 东 德 走

上 了 不 同 的 发 展 道 路。４０多 年 的 发 展 直 接 造 成 西 德 和 东 德 处 于 不 同 的 经 济 与

社 会 发 展 水 平 上。即 使 在１９９０年 两 德 统 一 以 后，德 国 东 部 与 西 部 经 济 与 社 会

发 展 水 平 上 的 差 距 依 然 明 显，总 体 而 言，德 国 西 部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水 平 远 高 于 德

国 东 部。由 此，依 据 柯 尼 斯 坦 比 例，德 国 西 部 承 担 了 更 多 的 难 民 安 置 的 义 务。

难 民 庇 护 分 担 占 比 在９％～２１％之 间 的 四 个 州 是 下 萨 克 森、巴 登－符 腾 堡、巴

伐 利 亚 和 北 莱 茵－威 斯 特 法 伦，全 部 分 布 在 德 国 西 部，占 德 国 难 民 配 额 总 量 的

５６．８６％。从 实 际 情 况 来 看，上 述 四 个 州 也 承 担 了２２６２２３人，占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者 总 量 的５１．２９％。

最 后，考 察 和 分 析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者 在 德 国 的 处 理 结 果 的 类 型 结 构。

在 德 国 的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需 要 经 过 德 国 联 邦 移 民 与 难 民 局 及 相 关 机 构 进 行

甄 别，以 便 确 定 是 否 归 属 于 难 民 身 份、社 会 保 护 和 免 驱 逐 三 个 类 型 之 一，从 而

获 得 在 德 国 的 居 留 许 可。如 果 不 能 获 得 上 述 三 种 身 份 之 一，则 将 被 驱 逐 或 进

入 其 他 程 序（包 括 提 起 法 律 诉 讼）。因 此，通 过 考 察 和 分 析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者 处

理 结 果 的 类 型 结 构，可 以 把 握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者 的 最 终 处 理 结 果，以 此 确 定 究 竟

有 多 少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者 获 得 了 在 德 国 的 避 难 居 留 许 可，又 有 多 少 申 请 者 被

拒 绝 或 进 入 其 他 程 序。为 了 便 于 研 究 在 德 国 提 出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者 的 规 模 走

势，我 们 截 取 了 从２００８年 到２０１５年 的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结 构 的 类 型 结 构 数 据（见

表６）。

表６　德国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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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８ 　２０８１７ 　７２９１　３５．０％ 　１２６ 　０．６％ 　４３６　 ２．１％ 　６７６１　 ３２．５％ 　６２０３　 ２９．８％

２００９　 ２８８１６　 ８１１５　２８．２％ ３９５　 １．４％ １２１６　 ４．２％ １１３６０　 ３９．４％ ７７３０　 ２６．８％

２０１０　 ４８１８７　 ７７０４　１６．０％ ５４８　 １．１％ ２１４３　 ４．４％ ２７２５５　 ５６．６％ １０５３７　 ２１．９％

２０１１　 ４３３６２　 ７０９８　１６．４％ ６６６　 １．５％ １９１１　 ４．４％ ２３７１７　 ５４．７％ ９９７０　 ２３．０％

２０１２　 ６１８２６　 ８７６４　１４．２％ ６９７４　 １１．３％ １４０２　 ２．３％ ３０７００　 ４９．７％ １３９８６　 ２２．６％

２０１３　 ８０９７８　 １０９１５　１３．５％ ７００５　 ８．７％ ２２０８　 ２．７％ ３１１４５　 ３８．５％ ２９７０５　 ３６．７％

２０１４　１２８９１１　 ３３３１　２５．８％ ５１７４　 ４．０％ ２０７９　 １．６％ ４３０１８　 ３３．４％ ４５３３０　 ３５．２％

２０１５　２８２７２６　１３７１３６　４８．５％ １７０７　 ０．６％ ２０７２　 ０．７％ ９１５１４　 ３２．４％ ５０２９７　 １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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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ｅｒｌｉｎ，２０１５，Ｓ．３４．

由表６可以看出：第一，伴 随 着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人 数 的 增 多，德 国 难 民 庇 护 申

请的处理数量也呈急剧 增 长 的 态 势。进 入２１世 纪、特 别 是２００８年 全 球 金 融 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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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以来，在德国，政府始终需 要 面 对 数 以 万 计 的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者 的 甄 别 和 处 理，

但申请者的处理规模和人数从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１３年，基本上呈现线 性 增 长，增 长 速

度缓慢。但时间的车轮进入２０１４年 以 后，伴 随 着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者 人 数 的 增 多，

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的相关甄别机构处理避难申 请 者 的 数 量 呈 现 出 几 何 指 数

增长的态 势，２０１４年 的 避 难 申 请 处 理 总 量 达 到 了１２８９１１人，比２０１３年 净 增

６８０８７人，上涨了５９．１９％；作为难 民 危 机 年 的２０１５年，避 难 申 请 处 理 总 量 达 到

了２８２７２６人，比２０１４年净 增１５３８１５人，上 涨 了１１９．３２％。如 果 说，２０１５年 在

德国提出难民庇护申请的 人 数 超 过 了 历 史 纪 录 的１９９２年，那 么，避 难 申 请 的 处

理规模也同样达到了历史新高。

第 二，难 民 庇 护 申 请 者 中 获 得 难 民 身 份、保 护 或 免 驱 逐 从 而 获 得 在 德 国 居

留 许 可 的 比 例，从２００８年 到２０１５年 经 历 了 一 个 先 拉 高、后 降 低、再 升 高 的 过

程，２０１５年 的 获 得 难 民 等 类 型 的 居 留 许 可 的 比 例，创 下 了 进 入２１世 纪 以 后 的

德 国 历 史 纪 录，高 达４９．８０％。实 际 上，冷 战 结 束 以 后，由 于 社 会、文 化、法 律

和 历 史 等 多 种 因 素 的 影 响，在 德 国 的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中，获 得 难 民 等 类 型 的 居 留

许 可 的 比 例 还 是 较 高 的。特 别 是２０１５年 欧 洲 难 民 危 机 发 生 以 后，来 自 叙 利

亚、阿 富 汗 等 国 家 的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获 得 了 快 速 认 定 和 处 理 的 优 先 权。面 对 堆

积 如 山 的 难 民 庇 护 申 请，德 国 联 邦 移 民 与 难 民 局 及 相 关 部 门 创 新 了 甄 别 模 式，

简 化 了 对 来 自 叙 利 亚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者 的 认 定 程 序，由 此，大 大 提 高 了 难 民 甄 别

的 认 定 比 例。

第三，在被拒绝和按照其他程序处理的难民 庇 护 申 请 者 中，没 有 获 得 居 留 许

可的比例 有 较 大 幅 度 的 降 低，但 被 拒 的 绝 对 数 量 却 呈 现 出 持 续 增 高 的 趋 势。

２０１０年没有获得在德国难民居留许可 的 比 例 是７８．５％，而 后 逐 年 下 降，到２０１４
年下降到６８．５％。但在 难 民 危 机 到 来 的２０１５年，没 有 获 得 难 民 居 留 许 可 的 比

例呈现出断崖式下跌，迅速下降到了５０．２％。但 没 有 获 得 德 国 居 留 许 可 的 绝 对

人数，却没有伴随比例的降 低 而 减 少，相 反，却 因 为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者 的 规 模 增 大

而急剧增多。从２００８年的１２９６４人，上 升 到２０１４年 的８８３４８人。２０１５年 因 为

难民危机的爆发，没有获得居留许可的人数创下了１４１８１１人 的 历 史 纪 录。这 也

意味着在难民庇 护 申 请 者（总 数 是２８２７２６人）中，有５０．２％的 申 请 者 没 有 获 得

居留许可。

四、结　语

通过对２０１５年在德国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自 然 结 构 和 社 会 结 构 的 分 析，可

以得出如下简要结论：

从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者 的 自 然 结 构 来 看，在 规 模 上，创 造 了 冷 战 结 束 以 后 的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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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有４７６６４９人 提 出 了 难 民 庇 护 申 请。在 申 请 类 型 结 构 上，主 要 是 首 次 申 请

者；在 性 别 比 结 构 上，男 性 占 比 高；在 年 龄 结 构 上，难 民 庇 护 申 请 者 的 人 口 结 构

呈 现 出 显 著 的 年 轻 化 特 征。从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者 的 社 会 结 构 来 看，在 来 源 国 结

构 上，主 要 来 自 美 国 及 其 西 方 盟 国 强 力 侵 入 和 干 预 的 叙 利 亚、阿 尔 巴 尼 亚、科

索 沃、阿 富 汗 和 伊 拉 克、塞 尔 维 亚；在 宗 教 信 仰 结 构 上，穆 斯 林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者

已 成 为 在 德 国 的 最 大 的 避 难 申 请 群 体；在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的 处 理 结 果 的 数 量 和

类 型 结 构 上，２０１５年 处 理 的 难 民 庇 护 申 请 总 量 达 到 了 空 前 的２８．２７万 人，其

中 获 得 难 民 等 类 型 的 居 留 许 可 的 比 例，高 达４９．８０％，创 下 了 进 入２１世 纪 以

后 的 德 国 历 史 纪 录。

２０１６年３月份以来，伴 随 着 欧 盟 与 土 耳 其 达 成 的 难 民 协 议 生 效，进 入 德 国

和欧洲的土耳其通道已基本关闭，这样，单一通过地中海 通 道 进 入 欧 洲 的 难 民 人

数持续减少。由此，２０１６年１～９月 份 进 入 德 国 的 难 民（非 正 规 移 民）人 数 只 有

２７２１８５人。但同期，在德国提出难民庇护申请的人数却达到了创纪 录 的６５７８５５
人①。这也是２０１５年大量难民 进 入 德 国 的 滞 后 效 应。大 量 难 民、尤 其 是 穆 斯 林

族群难民的进入，将对德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从积极 影 响 来 看，数 十 万 计 的 年

轻难民的进入，有利于缓解德国的人口老龄化；如果能够 实 现 较 好 的 社 会 融 合 的

话，年轻难民庇护申请者的 到 来，将 缓 解 劳 动 力 市 场 紧 张 的 状 况，降 低 社 会 抚 养

比，促进德国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消极影响来 看，如 何 对 数 量 巨 大 的 难

民庇护申请进行甄别和具 体 处 理，将 是 德 国 政 府 近 期 工 作 的 重 中 之 重。而 如 何

将这些获得难民资格和居留 许 可 的 难 民 真 正 融 入 到 德 国 主 流 社 会 中，防 止 德 国

的族群分裂、难民的身份冲突与穆斯林极端分子的恐怖 主 义 袭 击，对 德 国 政 府 来

说，更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

责任编辑：郑春荣

１６

① 数据来源：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ｆü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Ｆｌüｃｈｔｌｉｎｇｅ，Ａｋｔｕｅｌｌｅ　Ｚａｈｌｅｎ　ｚｕ　Ａｓｙｌ，Ａｕｓｇａｂｅ：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Ｂｅｒｌｉｎ，２０１６，Ｓ．３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