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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国际移民呈现出移民类型多样化、移民方向多元化、移民结构

多层次化等特点, 其影响从经济领域向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多层次、多方位扩

散, 并直接影响到移民迁入国的民族组成和治国理念。本文对主要发达国家应对

移民与本民族融合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ΞΞΞ 国际移民是伴随着国家的出现而产生

的社会现象。根据联合国研究机构的定义, 移

民是指在其出生国或国籍所在国以外的国家

居住时间超过12 个月的人。总部设在日内瓦

的国际移民组织 2003 年 6 月 10 日发布的

《2003 年全球移民报告》指出, 全球国际移民

人数目前已超过 1. 75 亿, 约占全球总人口的

3% , 其中48% 是女性。报告说, 最近35 年来,

国际移民人数增加了一倍①。这些移民包括

难民和申请庇护者、外国留学生、各种长期访

客、非法留居者, 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

等国批准获得国籍的外国出生国民。

国际移民的新趋势

(一)迁入国在劳动力移民迁入的基础上

要求高技术、高学历的专业人才。劳动力移民

曾经是经济发展迅速、出生率低的西方国家

接受移民的主要部分, 本国人不愿干的肮脏、

危险、困难的工作造成整个国家劳动力结构

性缺失, 这种缺失成为移民迁入的重要原因

和空间。但随着移民多年的大量涌入, 这一部

分劳动力已经达到饱和。同时相对低素质的

劳动力涌入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使这些国家不

断提高接受移民的标准, 投资移民和技术移

民的比例越来越高。
(二)出现了不以民族国家为背景的人口

迁移, 即被称为“专业过客”的那部分国际移

民, 他们属于各种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各部

门驻外机构及合资企业的管理和专业人员。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这部分高技术移民剧

增并大多是短期性的, 它一方面造成了西欧、

北美、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间人员的交流, 另

一方面也给投资迁入国带来了经济生机和多

元文化价值, 促进了双向流动。

移民类型的多样化、移民方向的多元化、

移民结构的多层次化使国际移民所造成的影

响从最初主要的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文化

领域、社会领域多层次、多方位扩散, 移民还

造成迁入国人口组成日趋多样化、复杂化, 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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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对迁入国的国家民族性产生了诸多影

响。

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分析

在人口曲线呈下降趋势的情况下, 西欧、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吸收外来移民

满足经济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同时, 却不愿

意接纳外来移民成为本国公民, 因为授予外

来移民公民权就意味着让他们分享本国公民

的政治经济利益和平等参与就业的权利。国

家主体民族甚至执政者对此有着本能的排

斥。移民浪潮的出现往往与工业化高潮同步

到来, 伴随着工业化而来的城市贫困人口增

加、政治腐败和阶级冲突更加剧了主流社会

对外来移民的疑虑, 造成外来移民与主流社

会之间的紧张, 并最终以民族冲突为依托爆

发, 移民问题逐渐引起政府和学界的关注。

笔者将主要发达国家分为三类, 通过对

它们的分析可以了解外来移民对移民迁入国

民族性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各国面对民族多元

化问题所持的不同态度和应对措施, 从而更

全面地了解移民问题。

(一)传统移民迁入国

在西方国家自启蒙运动以来就具有的优

越感基础上, 这类移民迁入国制定了一系列

以征服和同化为目的的移民政策, 它们自信

其高度发展的经济和优势文化可以融化其他

民族的民族特性。其代表为美国和法国。

美国从建国始就是个由移民组成的国

家, 土著居民所占的人口比例很小, 因此美国

早期的移民政策和移民法均以鼓励外籍移民

入境定居为其特征, 这也是它与欧亚各国移

民法规的显著区别。然而进入 20 世纪后, 面

临持续不断的移民潮, 美国国会于 1921 年

讨论通过了带有强烈种族歧视色彩的《移民

配额法案》,“熔炉论”、“归同论”、“多元论”等

移民理论也在美国相继出现。“熔炉论”认为

一切人类文化都可以汇入美国文化这个大熔

炉中, 进入美国社会的不同民族的人都需要

向居于核心地位的美国新教文化看齐。它虽

然提出各种文化与美国文化在同一个“改型

炉”中相熔以形成一种新的文化, 但其理论所

希望熔掉的是其他民族的文化而不是使美国

文化受其影响。“归同论”更是要求移入美国

的外来移民彻底放弃自己原来民族的传统文

化和思维范式, 无条件服从美国式的盎格鲁

—撒克逊种族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 是一

种同化和强制理论。而“多元化”理论虽然承

认了其他民族文化的存在, 但仍认为各种移

民的文化是一种“小文化”, 仍然是“趋向于适

应美国文化模式的大潮同步前进的”①, 并不

认为各民族交往中会产生整体的内聚倾向。

20 世纪 60 年代后, 一些美国学者, 如约翰·

海厄姆又提出了“多元一体说”, 即捍卫共同

文化的正当性, 同时也维护少数集团保持和

提高自身完整的努力, 一切民族分界皆被认

为是可渗透的。移民理论的演变过程与美国

移民政策的改进是密切相连的, 受“多元一体

说”的影响, 1965 年《移民和国籍法》获得通

过。这是美国移民政策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

——该法案废除了以民族来源制为基础的移

民限额制, 制定了以国籍为基础的全球限额

制, 打破了以民族来源为基础的移民模式, 而

且把西半球移民纳入全球限额制, 在法理上

承认了各族移民的平等地位, 承认了各族移

民在美国发展史上的作用。该法案通过后, 来

自拉美和亚洲的移民大量增加, 美国社会的

种族结构变化巨大。此后, 1986 年《移民改

革与管理法案》和 1990 年《美国移民法和国

籍法》相继出台, 美国的移民理论也渐渐转向

了对美国现实移民政策的评论与批判。美国

85

当代亚太　　2005 年第1 期社　会

① 杨国美、黄兆群:《美国学术界关于移民、民族和种
族问题的研究》, 载《世界民族》1997 年第 3 期。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开始以现实主义的态度规范和接纳移民, 形

成了世界上最完善的移民制度体系。

法国是一个接纳移民历史较长、移民人

口较多的国家, 移民与法国工业化进程密切

相关。战后, 法国仍然奉行长期以来引以为豪

的“共和模式”, 但 20 世纪 60 年代后, 北非

移民取代南欧移民成为法国最大的移民群,

这一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族群与法国社会

文化传统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北非马

格里布三国 (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作

为前法国殖民地在战后初期居民有自由进入

前宗主国的便利, 因此, 当南欧移民无法满足

法国企业界需求时, 大批马格里布人涌入法

国。1946 年, 法国的外国移民中欧洲人占

88. 7% , 两万余马格里布人仅占移民总人数

的 2. 3%。到 20 世纪末, 以马格里布人为主

的非洲国家移民已占法国移民总数的 50.

5% ①。他们在长期的殖民统治中形成了执着

的宗教信仰和族群认同, 这在移居法国之后

成为互帮互助、异域谋生的天然纽带。“共和

模式”对他们的同化阻力重重。此后, 法国也

逐渐采取承认多元文化为基础的移民政策,

放弃了同化其他民族的思想, 寻求多民族和

谐共存的局面。

20 世纪 60 年代到 21 世纪初, 西方传统

的移民迁入大国基本上都经历了移民来源的

转变与劳动力需求平衡后移民的持续涌入,

移民与当地社会的融合成为政府不可回避和

急待解决的大问题。目前各国的政策仍然是

以肯定外来移民的经济贡献为主, 更多的是

侧重于移民的基本劳动保障, 而在政治权利

与社会福利等方面所做的让步与准入幅度却

不大。20 世纪 90 年代后奉行“新民族主义”

的极右翼政党势力在法国、德国等国再度崛

起的现象值得关注。特别是九一一事件之后,

在“国家安全至上”、“国家利益至上”的大旗

下, 外来移民成为主体社会关注的一大焦点。

移民尤其是具有某种宗教背景的移民受到了

排斥。“零移民政策”、“捍卫传统价值”成为右

翼党派甚至执政党的宣传口号, 一些极右翼

分子甚至鼓吹“种族一致”原则, 更令人忧心

的是“移民抢了我们的饭碗”的思想在普通工

薪阶层中得到了认同, 这必然会造成主体民

族与外来移民之间关系的进一步紧张甚至使

部分国家业已形成的民族融合发生倒退。

(二)种族意识浓厚的国家

此类型国家的典型代表是澳大利亚。

从历史上看, 澳大利亚民族是一个从英

吉利民族中派生出来的、身处有色人种的“包

围”和以白种人为主体的新民族, 具有明显的

种族单一性特征和英国化特色。“把澳大利亚

建成一个白人社会”为内容的“白澳”意识是

推动其民族形成和民族国家建立的精神力

量。这使得澳大利亚民族和国家带有浓厚的

民族偏见与种族主义色彩。二战后初期的移

民政策偏重于向北欧移民尤其是英国移民来

澳大利亚提供种种优惠和便利。但由于英国

人和北欧人对移居澳大利亚兴趣不大, 其他

地区却因政治动荡或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而形

成移民大量外流, 这使澳大利亚不得不逐步

消除了移民政策中的种族主义色彩。

随着大量非英籍移民的进入和各民族之

间的交融, 澳大利亚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与

文化的多元化的演进开始持续进行。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澳大利亚政府在对待种族问题

上, 公开摈弃了“白澳政策”, 努力实现种族平

等。从60 年代初到70 年代初, 政府对亚洲移

民政策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变, 放宽了移民

入境条件, 修改乃至终止了对澳洲土著的同

化政策, 提倡与土著人平等共处, 在往后的10

年时间里, 政府明确表示不能允许种族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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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象存在于澳洲社会。进入 90 年代后, 强

调各族人民的权利平等与各族之间的平等共

处成为政府的重要政策。1997 年, 澳大利亚

议会通过了反对种族主义的法案, 正式将种

族歧视列为非法行为, 倡导多元文化发展的

观念取代了原先力主各民族应“与统一的澳

大利亚生活方式相统一”的概念①。

澳大利亚种族主义的逐渐消散、本土人

民和外来移民的良好融合局面出现的另一重

要动因是澳大利亚向亚洲的回归。澳大利亚

种族主义的源流是其作为英国殖民地的这一

段历史, 它使得澳大利亚不仅在种族上基本

是单一的英吉利民族, 而且它的国家发展也

始终依赖于英国,“白澳”意识给澳大利亚人

带来安全感和优越感。二战后, 英国自顾不

暇, 国力每况愈下, 澳大利亚的独立发展已成

大势所趋。而种族主义严重阻碍了澳大利亚

同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各国的正常往来, 因

此, 在 20 世纪 70 年代, 澳大利亚正式宣布

放弃“白澳中心主义”, 开始推行“面向亚洲”

的政策, 除保持与美日的传统关系外, 开始积

极寻求与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进行友好合

作。1973 年, 时任澳大利亚移民部长的拉格

斯访问加拿大时, 引进了“多元文化主义”概

念, 并于当年正式宣布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政

策。这不仅肯定了所有澳大利亚人都不受种

族、民族、宗教和文化因素影响的歧视, 还承

认了所有澳大利亚人享有平等分享政府资源

和社会参与的权利, 将“多元文化”的概念落

实到了国家政策上。在这种制度保障下, 澳大

利亚各民族已经形成了良好的融合, 新的移

民政策更多考虑的已经不再是严格限制移

民, 而是如何将外来移民分散到澳大利亚地

广人稀的非中心地区, 以形成更合理的移民

分布。

澳大利亚种族主义在二战后的逐渐衰

落, 形成了澳大利亚现在开放、兼容、多元的

社会形态, 促进了澳大利亚经济的进一步发

展和社会繁荣。虽然澳大利亚与西欧特别是

英国仍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 种族主义仍有

生存空间, 但相对来说, 其移民政策的转变和

移民与当地社会的融合, 特别是澳洲人民对

外来移民的接受和认同, 是国际移民发展过

程中值得借鉴的案例。

(三)严格限制移民的国家

日本是这一类型中最典型的国家。

日本处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中

期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时, 工业化发展所需要

的劳动力主要是通过农业劳动力转移来实现

的。然而, 80 年代以后, 由于日本农业劳动力

比重已经下降到很低的水平②, 无法继续向

第二、三产业提供充足的劳动力, 使劳动力短

缺问题日益突出。与此同时, 日本经济高速增

长, 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 形成了 80 年

代以后劳动力短缺的局面。另外, 日本劳动力

在选择就业岗位时, 不愿从事社会和家庭服

务, 不愿到建筑业和肮脏、危险、困难的行业

工作, 造成这些行业劳动力更加短缺。

近代以来日本的移民政策经历了四个阶

段: (1) 1853～ 1945 年开放的移民政策, 这

一阶段进入日本的多为殖民式移民; (2) 1945

～ 1981 年的严格控制移民政策。即使在50 至

80 年代经济飞速发展时期, 日本也不愿意接

受外来民族而宁愿靠延长工作时间和雇佣年

长者和学生从事兼职工作来解决劳动力短缺

问题; (3) 1981～ 1990 年, 仍然严格控制移

民, 但开始接受难民, 外国侨民的权利、地位

有所提高; (4) 1990 年至今, 日本移民政策相

对宽松。大量因战争生活在海外, 特别是韩国

的日本侨民可通过侨民遣返政策回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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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外国非技术劳工, 也可以通过劳动合同、短

期培训等渠道进入日本, 前往日本的留学生

也开始大幅增加。

日本在吸收国外移民问题上一直持非常

谨慎的态度。日本列岛地域狭小及其与世隔

绝的地理位置, 形成了日本文化结构的同一

性和民族结构的单一性。这一特点使日本的

移民政策与西欧国家截然不同。从以上分析

的日本移民政策的四个阶段可以看出, 除了

短暂的海外扩张时期日本接受了大量殖民移

民外, 在近代以来的大部分时期, 为了维护文

化的完整统一性, 日本一直把限制外国移民

作为一项基本原则, 并且严格限制非技术移

民, 堵塞了通过利用外国劳动力平衡劳动力

市场的渠道, 也使得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矛

盾越来越突出。直至 80 年代以后, 日本各界

特别是工商界要求开放劳动力市场的呼声越

来越高, 移民政策才逐渐松动。1982 年, 日本

《移民控制法》增设了“培训人员”(T ra inees)

身份, 允许其在日本以实习身份工作一段时

间, 他们有一定的报酬, 但不属于日本有关劳

动法规保护的范围。1989 年, 日本修订了移

民法, 并于 1990 年起实施《移民控制和难民

识别法》, 该法案重申了严格控制非法移民,

但同时放松了专业技术人才来日本工作的限

制。新移民法案使技术移民进入日本更加容

易, 增加了几种允许外国技术劳动力就业的

类别, 而对于非技术移民仍然持“关门”政策。

2000 年, 日本法务省颁布了《移民控制第二

基本法案》, 该法案为移民控制和外国劳工的

准入问题提供了新的方向, 增加了引进工业

移民的国际合作计划, 加入这一计划的国际

公司和组织将优先获得他们所需的熟练技术

移民人员, 日本政府也将根据他们的需要来

培训技术移民①。但是新移民法仍然是以严

格控制移民为主的, 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日

本的劳动力需求问题。

另一方面, 因为日本与亚洲其他国家经

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巨大的收入差距极大

地刺激了低收入国家劳动力向日本流动, 使

日本非法移民问题越来越严重, 并进一步导

致了日本外来移民问题的恶化。严格限制移

民的制度增加了雇主和外来劳动力双方滞留

的愿望, 同样产生了非法移民和非法雇工的

问题。因此, 在日本超期滞留的非法移民越来

越多, 这也是非法移民问题不能得到根本解

决的一个重要因素。

日本的岛国属性导致其民族有着强烈的

自我保护和忧患意识, 对外来民族的接受能

力本来就极差, 因此外来移民与本土民族的

融合过程仍将是曲折和漫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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