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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妇女跨国迁移及其性产业与公共治理
———菲律宾 NGO 的社会行动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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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亚太地区的人口迁移与性产业相互推动 ,促使越来越多的女性

移民卷入性产业。如今 ,性产业的蔓延与繁荣已经成为亚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严重问

题 ,引起各国政府与相关非政府组织的极大关注。因此 ,治理性产业的法律与公共政策也成为亚

太地区国家与公民社会讨论的重要内容。本文以菲律宾妇女海外性工作者与菲律宾 NGO 的社会

行动为例 ,探讨发展中国家的妇女移民在跨国迁移中的角色、地位与社会、性别危机 ,以及公民社

会参与性产业的社会治理行动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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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移民女性化已成为全球化时代的重要表现与特征 ,在妇女跨国迁移的浪潮中 ,性工作者构成妇

女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男性移民相比 ,妇女移民普遍遭受经济剥削、性别歧视与性暴力的侵

害 ,而其中性工作者更是成为妇女移民群体中社会地位最低 ,最易遭到剥削与侵害的群体。由于各

国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与社会文化的差异 ,导致各国政府在治理性产业的法律政策方面存在巨大的

差异 ,不仅影响了对性产业的公共治理 ,而且也在不同程度上侵犯了性工作者的合法权益。而公民

社会 ,作为一个超越国家与意识形态的社会行为体 ,在性产业的公共治理与保护性工作者的合法权

益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成为治理性产业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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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亚太地区的妇女移民 :结构与问题

移民女性化是全球化时代人口跨国迁移的一个重要特征与表现 ,亚太地区作为人口跨国迁移

活动的主要地区 ,女性跨国迁移的规模、结构、特征与影响尤其引人注目 ,成为影响亚太国家与地区

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变迁的重要因素。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亚太地区妇女跨国迁移呈现以下特

点。

首先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 ,亚洲女性的跨国迁移活动异常活跃 ,参与跨国迁移的妇女

人数迅猛增加 ,妇女成为亚太地区人口迁移的重要组成部分 ,尤其是在东南亚与南亚 ,女性作为跨

国劳工输出的比例大幅并稳定增长。据国际劳工组织 ( ILO) 1996 年的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在 20

世纪 70 年代 ,亚洲女性只占亚洲跨国劳务输出总数的 15 % ,到 20 世纪 80 年代 ,该比例上升到

25 % ,到 20 世纪 90 年代 ,跨国务工的亚洲女性已达 180 万 ,基本上与跨国务工的男性持平。在有的

国家 ,如在菲律宾 ,印尼与斯里兰卡等国 ,妇女劳工输出甚至已经超过男性。[1 ]

第二 ,虽然亚太女性跨国迁移活动呈现出移民目的地全球化、移民结构多元化、移民方式多样

化的趋势 ,目前其迁移结构与类型仍然集中在亚太地区为中心的低端劳务市场 ,主要表现为以家庭

工人为主的低 (无)技能劳工、以色情 (娱乐)行业为主的性产业从业人员及以商品化婚姻为主体的

依附型迁移。①

第三 ,值得注意的是 ,移民妇女涉足性产业的现象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在东

南亚国家 ,移民妇女在移入国从事性产业的现象非常普遍 ,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固定的行业与区域。

如菲律宾移民妇女主要分布在日本、香港、韩国 ,泰国移民妇女主要在日本 ,印尼移民妇女主要在新

加坡与马来西亚 ,而缅甸、老挝的移民妇女主要在泰国。而近年来 ,中国女性前往东南亚从事性工

作的人数也不断增多 ,尤其是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 ,已引起当地社会的关注。② 从事家庭服务业、

商品化的跨国婚姻与跨国性产业成为亚太妇女跨国迁移的主要模式。

第四 ,移民妇女在亚太地区跨国的性产业链条中 ,成为人口贩运集团的重要目标。尤其是在

1997 年东南亚经济危机后 ,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妇女为生活所迫 ,不得不加入性产业 ,成为国际人口

贩运集团的商品。③ 另据 2002 年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的估计 ,每年有大约 225 000 名东南亚妇

女、儿童被国际人口走私集团贩卖到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及欧洲等国从事性产业。[2 ]

亚太妇女迁移的类型与结构特征使她们不可避免地遭受到剥削、歧视 ,甚至奴役与虐待。并

且 ,亚洲女性迁移的目的地主要在亚太地区[3 ]
,尤其是中东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及东亚国家与地

区 ,这些国家与地区普遍存在的以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男权观念无疑加深了移民妇女

·85·

①

②

③ 东南亚国家性产业链条与跨国的人口贩运集团密切相关。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亚洲移民研究中心根据 1997

- 1998 年的调查 ,出版了关于中南半岛地区妇女移民的一系列报告 ,主要有《泰国妇女迁移德国 :原因、生活条件及
其对泰国与德国的影响》、《在泰国从事性产业的中国妇女》、《在东亚与东南亚的泰国性工作者 1996 - 1997 年》、《泰
老两国之间的儿童贩卖》、《中缅泰边境的儿童贩卖》、《东南亚地区的妇女劳工迁移 :变化与延续》,都涉及到国际人
口贩运集团贩卖妇女并操纵其从事性产业的情况。

参看施雪琴 :《全球化视野下的女性跨国迁移 :以 1978 年以来中国女性迁移东南亚为中心》,《南洋问题研
究》2009 年第 1 期 ;Baradan Kuppusamy ,Malaysia’s hot new import : Chinese sex slaves , http : ∥www. atimes. comΠatimesΠ
Southeast - AsiaΠEG16Ae02. html。

关于亚太女性的迁移概况与特点 ,请参看 Graeme Hugo , Migration in the Asia2Pacific Region. Report for Global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 www. gcim. org. Nana Oishi , Women in Motion : Globalization , State Policies , and Labor

Migration in Asia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佟应芬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东南亚女性跨国流动的特点与影响》,

《南洋问题研究》2009 年第 1 期。



的困境。除了来自社会经济方面的歧视与剥削 ,种族 (文化) 或者身份 (国籍) 歧视外[4 ]
,移民妇女 ,

尤其是移民女佣与性工作者因为其工作环境的隐蔽性使她们更容易遭受暴力与性侵害。2009 年 3

月 ,联合国相关机构与国际移民组织的一份最新的联合调查报告显示 ,阿拉伯国家的移民妇女工人

成为 HIV 的易感染人群[5 ]
,而阿拉伯国家妇女外劳主要来自菲律宾、斯里兰卡、孟加拉、巴基斯坦、

印尼等国。因此 ,“易受伤害”(vulnerability)成为亚太移民女工在整个迁移过程中共同遭遇的表述 ,

尤其是女性移民中的性工作者 ,在亚洲深厚的男权文化的土壤与社会环境里 ,无疑更是一个被国家

法律与社会道德所“罪化”与“污名化”,歧视与攻讦的群体 ,成为移民社会中地位最低的群体。

二、菲律宾妇女跨国迁移 :特点与影响

在亚太妇女跨国迁移的图景中 ,菲律宾妇女的跨国迁移无疑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

首先 ,妇女成为菲律宾海外劳工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菲律宾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众所周

知 ,菲律宾是世界上著名的劳务输出大国 ,800 万左右的海外菲劳分布在 192 个国家与地区 ,约占全

国人口的十分之一。而海外菲劳每年高达 70 亿 - 80 亿美元的外汇收入为菲律宾国家经济做出了

巨大贡献 ,海外菲劳因此被称为“国家英雄”。

其次 ,女性化是菲律宾劳工海外迁移的显著特征。菲律宾海外移民高潮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 ,

国际市场对半熟练工人与低技能工人的大量需求刺激了菲律宾工人的海外迁移 ,而菲律宾政府也

将劳工输出长期确立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① 从 70 年代一直到 80 年代后期 ,菲律宾人的海

外迁移一直以男性为主要构成 ,只有 12 %的菲律宾女性迁移海外从事劳务。80 年代后期以来 ,女

性海外劳务工人迅猛上升 ,从 1987 年 47. 2 %增长到 2002 年的 69 % ,2004 年甚至达到 75 %。菲律

宾海外就业管理署 1997 - 2001 年的统计数据表明 ,菲律宾女性海外就业一直连续增长。② 导致菲

律宾妇女大规模海外就业的因素主要有两方面 :一方面 ,国内人口增长过快、经济发展缓慢、贫困与

就业严重不足推动菲律宾妇女海外就业人数猛增 ;另一方面 ,国际市场 ,尤其是经济较发达的国家

与地区服务业发展及从业人员的严重不足是拉动菲律宾女性海外迁移的重要力量。

第三 ,菲律宾女性海外就业 ,呈现出鲜明的结构与类型特征。据“菲律宾海外就业署”的统计资

料显示 ,大约 64 %的海外妇女菲劳在 15 - 34 岁之间。从她们就业的行业来看 ,数量最多的是家庭

服务人员与护理人员 ,主要分布在中东阿拉伯国家、新加坡、香港、台湾等亚太地区及北美地区与西

欧国家。其次是性工作者 ,包括大量的在娱乐行业就业的舞女、吧女 ,尤其在日本最为集中。据报

导 ,1998 年 ,在日本的 15 万性工作者中 ,大约一半来自菲律宾。[6 ] 此外 ,在亚洲的其他国家与地区 ,

如韩国、香港、台湾、泰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也普遍存在菲律宾移民妇女涉足性产业的

现象。

第四 ,菲律宾女性海外迁移的庞大规模及特殊的结构与类型 ,已经引发严重的性别与社会危

机。一方面 ,菲律宾妇女移民工人集中在低端劳务行业的结构与特征严重固化了海外菲律宾女性

的形象 ,她们已经被刻化为“女佣”与带有色情含义的“艺人”形象。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随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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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菲律宾海外就业署”(Philippine Overseas Employment Administration (POEA) ) 的年度报告 ,1992 - 2006 年 ,

菲律宾每年新增海外就业的女性数量分别为 :123 399 (1997) 、133 458 (1998) 、151 840 (1999) 、178323 (2000) 、186 018

(2001) 、199 423 (2002) 、166 325 (2003) 、209 372 (2004) 、201 538 (2005) 、184 416 (2006) 。

1974 年 ,马科斯政府颁布的《劳动法案》(Labor Code) ,将推动菲律宾人海外就业纳入国家发展计划 ,并建立
了海外就业发展署 (OEDB)与国家海员银行 ,负责海外就业市场的发展、招聘及菲律宾工人的安置。1987 年的菲律
宾宪法进一步规定了菲律宾的外劳政策及国家在推动海外就业方面的角色。宪法第十三条规定 :“国家负有完全
责任保护国内与海外劳工、组织的与个人出国的劳工 ,推动全面就业与就业机会的平等”———笔者注。



量妇女菲劳的输出 ,关于海外菲律宾妇女被伤害的报导不断 ,尤其是 1995 年新加坡菲佣弗洛尔

(Flor Contemplacion)被处死刑事件 ,在菲律宾国内与海外菲律宾人社会引起强烈反响 ,引发了菲律

宾公众对海外菲律宾妇女移民工人人权的广泛思考。另一方面 ,大量中青年妇女的海外迁移也引

发了国内各种各样的家庭与社会问题 ,妻子与母亲角色与责任的缺失使菲律宾社会开始集体反思

由国家推动与主导的劳务输出政策带来的严重负面影响 ,菲律宾妇女海外移民引发的广泛而深刻

的性别危机与社会危机成为菲律宾公众生活的重要话题。

第五 ,妇女海外迁移成为推动 90 年代以来菲律宾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保护海外菲律宾

工人权益成为菲律宾 NGO 的重要责任 ,移民与菲律宾公民社会发展呈现高度互动的特征 ,甚至可

以说 ,移民妇女成为当代菲律宾政治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量。① 随着越来越多的菲律宾女性加入海

外就业的浪潮 ,对移民女性的权益保护成为菲律宾政府国家与公民社会关注的问题。1995 年颁布

的《海外菲律宾劳工与海外公民保护法案》是菲律宾政府保护海外菲劳的重要里程碑 ,该法案在很

大程度上是在菲律宾公民社会的直接推动下产生的。2003 年通过的《海外菲律宾人选举权法案》

也是菲律宾公民社会推动移民工人权益立法倡议运动的一项重要成果 ,它保障了数百万海外菲劳

的政治选举权利。

三、菲律宾 NGO :反性产业合法化与行动

可以说 ,菲律宾移民妇女在海外从事性产业是二战后亚太地区性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它实际

是菲律宾国内的性产业向海外的一个延伸。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因素与经济社会原因 ,菲律宾是

亚太地区性产业非常繁荣的国家。菲律宾性产业的发展与二战后美军基地的建立与长期存在 ,以

及 70、80 年代亚太地区旅游业、休闲娱乐业的发展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美国军事基地的长期存在

是菲律宾妇女从事性产业的一个重要因素 ,给菲律宾社会 ,尤其是菲律宾妇女带来严重的危害。带

有新殖民主义痕迹的性产业发展在菲律宾遭到妇女非政府组织与左派劳工组织的严重抗议。1998

年 9 月 16 日 ,大约 6 000 名菲律宾人举行和平示威 ,反对延长美军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租借时间。

妇女代表走在抗议队伍的前面 ,与反新殖民主义的左派人士相比 ,她们更担心美国在菲军事基地的

长期存在将给菲律宾妇女与家庭带来的社会影响 ,导致更多菲律宾妇女与未成年人陷入性产业的

陷阱与困境之中。[7 ] 在反对延长美军驻菲军事基地租借期限的社会抗议活动中 ,妇女 NGO 主要担

忧美军基地长期存在将进一步促进菲律宾性产业的发展 ,加速恶化菲律宾妇女的地位与困境。从

总体来看 ,菲律宾公民社会在原则上也是坚决反对性产业的合法化 ,即使国际劳工组织要求菲律宾

政府承认性产业的合法性 ,但这也遭到菲律宾妇女 NGO 的抗议。

首先 ,菲律宾妇女 NGO 反对“性产业合法化”,她们认为“性产业合法化”并不能消除性剥削 ,反

而合法化性消费者对妇女的虐待行为”。其次 ,从事产业的妇女真正需要的是谋生技能的培训与教

育机会 ,菲律宾妇女不能接受性工作者这个称号。第三 ,反对将性产业职业化与合法化 ,因为它践

踏了妇女的权利与尊严。妇女 NGO 认为 ,性产业合法化将进一步恶化妇女正在遭受的严重的性别

不平等 ,尤其是大量妇女因经济贫困所迫 ,以及遭到暴力侵害而被迫从事性产业活动。因此 ,应该

在基于性别结构、压迫妇女的制度结构等多维政治、经济与社会框架下来讨论菲律宾性产业问

题。[8 ]菲律宾 NGO 对性产业的抵制得到了“国际反贩卖妇女联盟”(Coalition Against Trafficking in

Women ,CATW)的支持。该组织是于 1988 年成立的旨在推动妇女人权 ,反对性剥削 ,尤其是反对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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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施雪琴 :《全球化、妇女迁移与亚洲公民社会 :移民女工权利保护与菲律宾 NGO 的角色》,《东南亚研究》
2009 年第 6 期。



运妇女从事性产业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其次 ,菲律宾 NGO 对性产业的抵制还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菲律宾被美国国务院评定为亚

太地区重要的性工作者的输出国、接受国与中转站。[9 ] 引诱、贩卖儿童从事性产业尤其猖獗。1997

年 ,菲律宾有 30 万女性与儿童卷入性产业 ,其中未成年人大约在 6 万人到 10 万人之间。[10 ]因此 ,抵

制性产业是消除性产业链条上贩卖妇女与儿童罪恶、对妇女儿童实施保护的一个有效途径。

在海外从事性产业的菲律宾妇女移民工人主要集中在日本。日本的菲律宾移民工人大约有

90 %是女性 ,其中 90 %以“海外艺术表演者”的身份获得工作签证到日本的酒吧、夜总会等娱乐场

所工作。日本的菲律宾艺人在海外菲律宾劳工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 ,菲律宾政府将她们归于

海外菲律宾艺人 ,并颁发资格证书推动她们到海外就业。2004 年 ,“菲律宾海外就业署”的数据表

明 ,有 71 480 名菲律宾艺人前往海外工作 ,其中 70 619 名进入日本工作 ,签证有效期为半年。2005

年 ,美国国务院监察与反人口贩卖的年度报告同样显示 ,有 71 084 名菲律宾妇女以表演艺术家身

份进入到日本性产业行业。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 ,持“海外艺术表演者”签证的菲律宾女性按照事先签定的合同 ,是禁止从事

性产业活动的。但实际上 ,在海外 ,尤其是在日本 ,菲律宾“海外艺术表演者”已经成为“性工作者”

的代名词。特殊的工作场所与残酷的经济剥削是促使她们工作性质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首先 ,

“发展行动妇女网络”(Development Action for Women Network ,DAWN)的研究报告显示 ,几乎所有的菲

律宾艺人都是在签约的夜总会、酒吧等场所工作 ,并遭受严重的经济剥削 ,如允诺每月的 2 000 美

元工资 ,多数人得到的却只有 300 - 700 美元 ,护照与旅行证件被扣押 ,人身自由被限制。工资通常

是在合同期满时离开日本之前领取。[11 ]这与她们的预期经济收入相差甚远 ,因此 ,采取其他方式获

得“快钱”成为可行之道。其次 ,酒吧、夜总会的老板为经济利益 ,鼓励、纵容甚至强迫菲律宾艺人采

取各种方式获得顾客青睐 ,发展固定的客人到酒吧、夜总会消费。此外 ,除了酒吧、夜总会工作外 ,

多数菲律宾艺人还从事一些高级的商业陪侍活动 ,名为“同行”或“同伴”(dohan) ,而这种工作方式

多数也成为性产业的一种形式。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对海外菲律宾艺人问题的关注成为菲律宾公共社会生活的主题。1991

年 ,日本的菲律宾舞女 Marcris Sioso 的非正常死亡事件触发了公众对海外菲律宾性工作者工作环境

与人身安全的思考与讨论。Sioson 案后 ,一个名叫 Social Weather Stations 的菲律宾民间调查机构在

全国做了一个名为“公众对海外菲律宾妇女劳工的态度 :菲律宾劳务输出政策的意义”的民意调查。

该调查发现 ,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妇女劳工的输出将会产生更多的家庭问题与困境。调查还发现 ,在

妇女外劳与国家形象问题上 ,有 47 %的被调查者不认为妇女外劳会给国家形象带来负面影响 ,

21 %认为妇女外劳 (尤其是女佣与色情行业)影响国家形象 ;32 %没有直接表态。此后 ,菲律宾的民

间调查机构还做了一系列的关于移民劳工问题的公共调查 ,内容包括“菲律宾家庭、妇女角色与其

他社会问题”、“海外菲律宾女工的危险处境”、“公众对海外工作母亲的态度”。这些调查显示 ,公众

普遍认为 ,菲律宾艺人与家庭女佣面临特殊工作带来的危险、她们的海外务工对家庭有决定性的影

响、她们在海外的就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形象。[12 ]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对海外菲律宾妇女劳工集体命运的关注成为菲律宾政府与 NGO 的重

要话题。1995 年后成立的一大批妇女NGO、移民权益保护NGO 可以说是菲律宾政府与社会对海外

菲律宾移民妇女权益高度重视的表现与结果。但多数移民 NGO ,或者妇女 NGO 都着重于海外菲律

宾女佣群体 ,而对于海外菲律宾艺人这一特殊的群体 ,则较少有专业 NGO 团体来支持。而 1996 年

成立的“发展行动妇女网络”则是近年来在保护与救助海外菲律宾艺人方面取得成效的一个妇女

NGO。

“发展行动妇女网络”的宗旨在于帮助海外回来的菲律宾妇女 (性工作者) 重新融入家庭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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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开展生产职业技能培训 ,开展社会宣传与倡议 ,反对一切对妇女的暴力与歧视 ,建立广泛的社会

支持网络来护持援助在海外饱受创伤的菲律宾妇女及其子女。“发展行动妇女网络”实施的具体项

目包括 :医疗健康援助、法律事务援助、职业技能培训、综合社会服务 (包括个案跟踪管理、旅行寻亲

服务、临时住所提供、信息咨询、教育协助) 、宣传与研究、立法游说、跨国合作等。

“发展行动妇女网络”成立 10 多年来 ,在援助海外菲律宾性工作者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首

先 ,该组织的活动取得了实际的效果。截止 2006 年 ,共有 386 名从日本回来的菲律宾女性及 503 名

J FC(日菲混血儿童)加入“发展行动妇女网络”,并获得实际帮助 ,重新融入菲律宾社会。其次 ,积极

参与妇女 NGO 与移民 NGO 的立法倡议活动 ,促成 2003 年菲律宾反人口贩卖法案与 2003 年海外菲

律宾人选举法案的通过。第三 ,积极加入国际妇女人权保护组织 ,并开展富有成效的合作。2006

年 2 月 ,“发展行动妇女网络”成立 10 周年之际 ,与国际著名的非政府组织“生命之声全球伙伴”

(Vital Voices Global Partnership)举办了主题为“承认妇女尊严与权利 ,关注妇女迁移与人口贩卖”的

国际学术会议。会议得到相关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包括前美国国会参议员 ,现任美国国务

卿希拉里也致电祝贺 ,赞扬它们对打击人口走私 ,保护妇女人权所做出的贡献。

从根本上看 ,作为救助海外菲律宾性工作者的 NGO ,“发展行动妇女网络”反对菲律宾妇女到

海外从事性产业。2005 年 ,由于在日菲律宾艺人普遍涉及变相的性产业活动 ,尤其是人口贩运集

团有组织地贩运妇女到日本从事性产业 ,日本政府在美国国务院人权观察组织的压力下 ,对 (海外)

菲律宾艺人入境政策实行改革 ,要求入境的菲律宾艺人必须接受过两年正规的歌舞训练 ,或者有两

年工作经验 ,这对菲律宾女性进入日本带来了影响。由于该政策有利于限制菲律宾妇女在日本从

事性产业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防止犯罪集团贩卖菲律宾女性从事性产业 ,因此得到菲律宾 NGO

的普遍支持。“发展行动妇女网络”发表声明 ,支持日本政府针对菲律宾艺人的入境政策改革。但

菲律宾政府担心此举将影响菲律宾女性的海外就业 ,因此菲律宾政府专程派员到日本商议 ,希望延

期执行该签证政策 ,此举遭到以“发展行动妇女网络”为代表的菲律宾 NGO 的抨击。她们认为 ,

1995 年《海外菲律宾劳工与海外公民保护法案》虽然是菲律宾海外工人权益保护的一大转折点 ,但

国家对菲律宾工人外汇收入的过分依赖 ,使其所做出的不鼓励菲律宾海外就业方面的承诺并没有

得到实现 ,菲律宾政府与日本政府关于菲律宾艺人入境政策的交涉 ,实际上反映了菲律宾政府在保

护海外移民权益方面的心口不一。政府十分清楚菲律宾妇女在日本的生存状况与工作性质 ,但却

无意来改变这样的现状。该组织的执行主任 Carmelita Nuqui 女士认为 ,日本政府的新政策有助于

打击遏制菲律宾女性从事性产业趋势 ,从长远来看 ,菲律宾女性的人权与安全比国家的外汇收入更

重要。[13 ]“发展行动妇女网络”的主张也得到一些菲律宾 NGO 的支持 ,并提出新的措施来缓解日本

入境政策改革对菲律宾女性带来的经济困境。如菲律宾移民倡议中心 (CMA2PHIL) 提议日本政府

将海外艺人保护纳入日本政府对菲发展援助项目 ,为海外艺人建立社会安全保障 ,并为因新政策失

业的海外菲律宾艺人提供资助。在 2004 年 1 月菲律宾众议院召开的听证会上 ,菲律宾移民倡议中

心执行主任 Ellene Sana 将这个建议作为议案提交讨论 ,她认为 ,建立海外艺人保护基金从根本上符

合日本政府海外发展援助项目的援助、减贫的宗旨 ,贫困的菲律宾女性如果能享受日本政府发展援

助而不再出国从事性产业活动 ,能够从根本上改变菲律宾社会妇女的地位 ,推动菲律宾妇女的发

展。

四、结语 :跨国迁移中的性别、阶级与国家

首先 ,作为全球化时代的重要表现与特征 ,以发展中国家人口为主体的劳动力跨国流动所折射

的并不是简单的经济收入差距问题 ,大规模的劳动力跨国迁移实际上反映了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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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济结构困境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不平等。从菲律宾国内来看 ,移民工人被国家赞誉为拯救

国家经济的“民族英雄”而给予崇高的精神鼓励 ,而这一切是否能抵消数百万海外移民工人及其家

庭遭遇的伤痛 ?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菲律宾政府将推动菲律宾人海外就业确立为推动国家经

济发展的重要战略 ,却又长期忽视菲律宾外劳的权益保护 ,更无从谈及改革国内严重制约经济发展

的政治经济结构 ,努力消除菲律宾人被迫海外迁移的贫困根源。正如菲律宾文化学者 Sonny San

Juan 所言 ,“外劳实际上被当作‘奶牛’,源源不断地为把持国家政治经济的权贵集团输送血液 ,毫无

疑问 ,这种‘输血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无助于彻底根除制约菲律宾国内经济发展的障碍 ,菲律宾移民

工人的经济贡献反而掩饰了国内寡头政治集团治理的无能与低效。”[14 ] 从更深层次的国际政治经

济关系来看 ,随着全球化的加深 ,发展中国家依靠劳动力出口这种“依附型”方式参与由发达工业国

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模式在短期内不可能得到改变 ,而这种依附式的结构已经全面渗透到南北国

家体系中国家、社会与个人层面。英国牛津大学“移民、政策与社会研究中心”(COMPAS) 的资深研

究员布里奇·安德森 (Bridget Anderson)在其著作《从事肮脏的工作 :家庭雇佣工人的全球政治》( Do2
ing the Dirty Work ? The Global Politics of Domestic Labour ,London , 2000)一书中 ,考察了来自菲律宾、斯

里兰卡等欠发达国家的移民女工在移居国家庭中的地位与处境 ,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移民女工普遍

作为“合法奴隶”的令人震惊的事实。作者从依附论出发 ,深刻剖析了劳动力跨国迁移浪潮中折射

出来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不断深化的依附关系 ,以及发

达国家在政治经济领域的不断强化的霸权地位。作者通过对工业化国家中产家庭的雇主与家庭工

人的关系考察与分析 ,认为雇主对家庭工人的权力及工人对雇主的全面依附关系实际上是发达国

家对发展中国家的霸权 ,以及二者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真实的依附关系的体现。安德森对跨国

移民工人与全球政治关系的研究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反映出全球化浪潮下劳动力跨国迁移的

政治经济本质。①尤其值得指出的是 ,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不断席卷 ,资本作为一种超越民族国

家的权力符号及新殖民主义的象征 ,正在挑战民族国家 ,尤其是多数发展中国家越来越脆弱的政治

经济与社会结构。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浪潮中 ,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政治治理不善、经济效率

不高及社会发展失衡带来的诸多问题持续恶化 ,导致越来越多的贫困与失业人口加入国际移民浪

潮。

其次 ,应该看到 ,性工作者是全球化时代国际移民浪潮中一个重要构成。从历史看 ,性产业的

产生与长期存在是人类阶级社会发展与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近代以来 ,工业化在全球的发展更

是推动以妇女为主体的性产业在全球的蔓延与繁荣。后冷战时期 ,全球化浪潮进一步推动资本主

义的全球扩张 ,亚太地区性产业的蔓延与繁荣正是现代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衍生产业。由于历史

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多种推动性产业因素的长期存在 ,性产业很难在人类社会消失 ,但这并不意

味着国家与社会可以以此为借口来漠视性产业的蔓延 ,尤其是当现代性产业广泛涉及到严重侵犯

妇女与儿童人权的暴力与伤害等犯罪行为。此外 ,我们更应该看到 ,妇女在现代社会成为性产业的

最普遍的受害者 ,尤其是本文所探讨的因贫困所迫而涉足性产业的亚太国家的移民妇女 ,她们的遭

遇不仅仅是人权遭到侵犯 ,而且从更深层次看 ,它折射出全球化时代性别与社会阶级分层关系的新

特点与新趋势 ,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妇女在全球化时代 ,正逐渐坠入新的阶级金字塔的最低层。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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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获得 2001 年英国社会学学会 (BSA)颁布的 Philip Abrams Memorial Prize。评论认为 ,该书不仅探讨跨国移
民劳工流动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联系 ,而且通过发达国家家庭服务人员的“种族化”(racialization) 现实及家庭劳
动关系的不平等现象 ,挑战发达国家自我刻画的“平等社会”形象及以自我 (种族)为中心的女权主义。http : ∥www.

britsoc. co. ukΠpublicationsΠPAM. htm.



果说妇女发展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与国家发展的重要指标 ,那么各国政府与国际社会都有责任来

挽救、保护这一日益扩大的女性群体 ,在消除性产业产生的根源 ———贫困的同时 ,也必须推动国家

与公民社会对性工作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与救助 ,因为无论从全球范围 ,还是从国家范围来看 ,她们

是不公正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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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1970s , with Asia2Pacific sexual industry booming , more and more migrant women have been and being en2
gaged in sexual industry , which is generating significantly impact on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Asia2pacific countries , there2
fore , it attracts amount attention of governments and NGOs. This paper focuses on Filipino overseas sexual worker and NGOs’atti2
tude towards sexual industry , exploring the status and gender crises of migrant women in global migration as well as the role and in2
fluence of civil society in curbing sexual industry in Asia2pacific countries.

Key words :Asia2pacific Migrant Women Labor , Sexual Industry , Philippine NGOs

·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