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继 2003 年前后出现的一轮富

人移民潮后，新一轮国内富人移民潮在

2009 年加速升温，2010 年更是形成一股

势不可挡的潮流。正因为汹涌而至的中国

申请者超出了这些国家的负荷，才导致当

局不得不提高门槛。

加拿大加价“米已成炊”

加拿大投资移民项目一直以“运作

成熟”和“资金安全”受到广大中国申请

人的青睐，加拿大移民投资款支付程序是

“面试通过后再打款”，基本上没有投资风

险。2010 年 2 月底，在加拿大移民当局

积压的投资移民申请个案已达 15000 余

富人移民，是不是好事？

□  高峰

（中国科普研究学会，100102）

2010 年以来 , 多个国家同时调高
了移民政策。门槛高了 , 能否挡
住富人的迁徙 , 到底富人移民的
心态是什么，新政策对中国移民
局势又有多大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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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其中仅 2月份，就达 1100 多个。不

断增加的投资移民申请个案给加拿大移民

当局带来了巨大压力，加拿大移民局不断

通过多种方式应对。2010 年，加拿大投

资移民配额已增调到 3000个。尽管如此，

依然满足不了这“过热”的市场需求。在

此情况下，加拿大移民当局近期或将宣布

提高关于资产总额和投资总额的要求。

目前加拿大投资移民对于投资申请

人的要求是：1. 拥有 80 万加元以上资产

( 相当于人民币 540 万元左右，包括房产、

现金、股权收益等 ) ；2. 拥有 2 年以上高

级管理经验，包括企业主、总经理、董事长，

以及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士等；3. 投资

40 万加元（相当于人民币 270 万元左右）

购买政府指定基金 5年，5年后返还，收

益归政府所有，或选择一次性支付 12 万

加元(相当于人民币80万元左右)的方式。

加拿大移民政策最主要的变化，体

现在对于投资人的资产拥有量的核定及未

来投资款的数额要求上，政策修改后，可

能提升到目前要求的两倍。

澳洲移民政策大变身

澳大利亚移民部此前发布商业投资

移民新政。新政已于 2010 年 4 月 19 日

开始实施，此前的申请者不受影响。一些

人欲把澳大利亚留学当成移民“跳板”，

或是刚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澳洲技术移民的

人，可能愿望即将破灭。

    据介绍，新政策有三大变动：1. 提

高了申请人在生意中的投资比例，原来要

求申请人在过去 4 年中有 2 年在公司持

股 10%以上，现在要求如果生意是上市

公司，申请人持股不少于 10%；如果公

司的年营业额是 40 万澳币以上，申请人

的持股不能少于 30%；如果公司的年营

业额低于 40 万澳币，申请人持股不能少

于 51%。2. 对申请人和配偶总资产额的

要求大幅上扬，160 企业主类别和 161 企

业高管类别的申请人总资产要求从原来的

澳币 50 万上涨到了澳币 80 万；163 州政

府担保企业主类别和 164 州政府担保企

业高管类别申请人总资产要求从原来的澳

币 25 万上涨到了澳币 50 万。3. 取消了

163B 高级管理人类别。

申请澳洲商业移民的人数众多是导

致澳洲移民局提升门槛的主要原因。取消

163B 是对中国申请者影响最大的一面，

并且到 2010 年 7 月 1 日，澳洲 2010 年

的商业移民配额已经用完，今年澳洲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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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减大约 1/3 的移民配额，这些都将使移

民澳洲越来越困难。

香港投资定居额

或上调至一千万

内地富豪群体的迅速崛起及到港置

业的大手笔，极大地刺激了香港的房地产

行业。许多刚推出的楼盘就迅速吸引了众

多内地买家慕名而来，且多以一次性付款

的方式进行购置，很少使用按揭贷款。如

此豪爽作风，自然极受港人欢迎。

但 2010 年 4 月 28 日香港立法会议

员梁美芬就最近香港房地产市场异常火热

原因向港府建议，考虑修改香港资本入境

者计划投资额下限，由现时的 650 万港

币提高至 1000 万港币或以上。香港保安

局长李少光明确回复，香港特别行政区政

府已开始就计划的各项安排。综合各种表

现分析，香港定居门槛的提高，势在必行。

目前香港投资定居条件较宽松，大

部分国家和地区对投资定居者要求有成功

的商业背景，个别国家还将追溯资金来源。

而香港并无这些要求，定居没有面试环节，

这样保证了申请通过率，对英语水平也没

有要求，这对大部分内地人士来说无疑极

具吸引力。如果香港政府对《资本入境者

计划》进行调整，除了提高投资额下限后，

诸如以上利好条件不知是否也会随之进行

调整。但在修改确定以前，申请定居香港

的内地富人数量激增已成定局。

投资移民

为什么形成热潮 ?

据 2010 年 4 月初发布的《2010 胡

润财富报告》估算，   中国目前有 5.5 万

名亿万富豪。没有可信的数据显示这些富

豪已有多少移民海外，但仅从国内各移民

机构收到的庞大移民申请数量上，就能感

觉到一股不可抑制的往外涌的力量。

许多专家担忧富人移民带来的恶性

循环，它不同于上世纪出现的知识分子移

民潮，现在的富人移民潮出去的主要是富

人、明星等非富即贵群体，带走的是巨额

财富，且这些人虽迁出国籍，却依然以中

国作为挣钱发财之地，就是说，中国的财

富，通过移民这一渠道，在源源不绝地往

国外输送。也许从经济上看，这确实不利

于国家利益，但从这些富人的角度出发，

他们似乎也有难言之隐：

1. 子女教育问题。在国内致富的这

代富人现在都是四十好几的中年人，子女

的成长教育成了他们最担忧的问题。这代

人享受了国家先富政策的恩惠，发家致富

了，但过程中，他们深深感受到中国社会

贫富的不公。他们不放心在这样的环境下，

扭曲自己孩子的心灵。

不少打算移民的人，他们在送子女

留学期间，了解了不少国外的风土人情与

生活环境，开始萌生移民念头。90%的

投资移民是为了拿一个国外的身份，以便

子女在海外读书。其实一个孩子在国外从

初中到大学享受到的教育优惠，正好可抵

消移民的费用，是一笔很划算的交易。

2. 寻找安全感。除了子女教育，不

少富人移民的原因是社会对财富“原罪”

的追问及不时引发的“仇富”心态也让他

们时时找不到安全感。

客观地说，富人对安全感的惶惑，并

不是今天才有的问题。由于财富再分配机

制力度较小，不能起到显著的贫富差距调

节作用，这最终使得社会疏导机制出现问

题，并导致仇富心态产生。

因此，富豪们因不安全感而移民海

外，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其实是社会问题，

并非仅仅与财富有关。这实际也呼吁，制

度应及早对存在其中的财富分配问题进行

改良，而不是一味抱怨富人的财富或只懂

得靠移民逃离。

3. 寻求新的生活方式。比起国内大

城市终日的阴霾、灰暗的天空，与嘈杂的

车声人声，许多人在见识了国外优美的自

然环境和舒适的居住环境后，心中难免产

生落差。

“我们这代人总被教育要为国家、为

社会做贡献。小时候家里很穷，学生时代

被沉重的功课压得抬不起头，工作后要看

领导脸色，自己做企业后天天绷着一根弦，

要为底下的几百号员工负责，也要陪工商

税务、客户关系吃饭喝酒。钱是挣到了一

些，但却是以身体健康为代价的。”不少

人对自己的国内奋斗史，不无感慨。

首个编撰中国富豪榜的胡润接触中

国富豪频率很高。他承认，很多富豪移民

了，但可能还不是一个普遍现象。“我觉

得这和人们观念的一些转变有关系，尤其

现在富二代崛起之后。他们更多地会考虑

到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更加追求生活质

量，不想像上一辈人那样忙碌地生活，他

们开始追求一种缓慢的生活节奏。”

80 后的怨声载道，也再一次验证了

国内大中城市生存环境压力之大。年轻的

父母们不再希望自己的子女们在巨大的竞

争压力下苟延残喘。与其如此 , 在有经济

能力的情况下，避开激烈的竞争，到资源

更丰富的国外去充分发展或许是更好的选

择。

是不是门槛越高，

富人移民速度越快 ?

人在面对可能出现的资源紧缺时，都

有一种危机感，特别是中国人，一拥而上

的疯抢是常出现的情况。那么面对国外移

民局提升门槛，限制移民人数的情况下，

中国人怕吃亏、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的

心理又会不会出来作祟呢？

此次多个国家政策大变动给国内移

民申请者带来正反两面的影响。对财力雄

厚的申请者来说，申请个案减少，无疑加

快了审批的速度，对他们尽早地移民成功

是最有利的消息：反之，对一些财力平平，

想通过特殊渠道移民海外的人来说，则加

大了难度。自新政策发布以来，移民机构

接到的咨询电话是平时的数倍，但是不是

因此导致更多的富人选择移民，还需要更

长时间的观察。

蛋糕只有那么大，想吃的人却很多。

就国人的心态来说，门槛的提高，可能吓

不退他们的脚步，“机会难得”的诱惑反

而会刺激一些本无坚定移民心态的富人动

了这个念头。盲目的从众心理，深思熟虑

的缺乏，在富人群中也在所难免。

（作者为中科院中国科普研究学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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