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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中国和世界移民史的框架内 , 从中国的人口政策、经济发展战略、外资的引进和城

市化与就业政策等角度 , 对中外社会经济性质及移民政策进行比较分析。认为 , 中国的人口政策和经

济发展战略保持了极低的对外移民率 ; 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 , 未来中国国际移民与人口比例将比当时

欧洲崛起时低得多、“移民峰”的时段也将比欧洲当年的时段短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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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article studies Chinaπ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the framework of world history of

migratio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s adopted with a focus on a number of key issues including

Chinaπs population policies , strategie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 FDI , urbanisation and its links

with employment policy. Based upon a comparative study on different social and economic natures

embedded in , and different migration policies adopted by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an extreme low proportion of migration generated by Chinaπs population policies and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has been maintained in China. The author also predicts that with

the peaceful rise of China in the world , the volume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would be much

less than that of Europe during the period when Europe rose up as a global power , and the period of

“Emigration Peak”would also be shorter than that of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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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华人源于中国的对外移民 , 现代中国移民是世界移民的组成部分。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

来 ,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深入发展 , 世界移民的规模、流向、结构、模式和影响等都发生了

重大变化 , 作为世界移民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移民及华侨华人社会发生了哪些深刻变化 , 中国经

济的发展对于中国海外移民产生了哪些深远影响 , 这些问题引起了世人关注。[1 ] 本文仅就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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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崛起与中国对外移民问题试做若干分析。

从世界历史角度看中国的崛起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 中国经济以年均 9 %以上的速度增长。2006 年

中国的 GDP 已达 26847105 亿美元 , 为 1978 年的 1313 倍 , 经济总量在世界的排位从 1978 年的第

十位上升到第四位 ; 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 17607 亿美元 , 为 1978 年的 85 倍 , 从世界第二十七位

跃居到第三位 ; 中国外汇储备量突破 1 万亿美元 , 居世界前列。中国正在迅速崛起已是不争的事

实。[2 ]

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的历史背景下 , 在一个拥有五分之一世界人

口的国家里进行的 , 其规模之大 , 开放度之高 , 速度之快 , 影响范围之深远 , 都是世界上史无前

例的。

早在 19 世纪前 , 中国的农业文明与农业经济就曾达到世界的高峰。美国学者肯尼迪在《大

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 , 18 世纪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的 32 % , 而当时全欧洲也才占 23 % , 足

见中国当时的实力。[3 ]清康熙 —乾隆时期 (1662 - 1796) , 世界人口约为 9 亿 , 中国人口已达 3 亿 ,

中国在自己的土地上养活了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中国的衰落是 19 世纪中叶以后的事情 , 因此 ,

正如清华大学教授胡安钢所说的 , 中国今日之崛起在一定的意义上说 , 乃是经历了百年衰败之后

的“再崛起”。[4 ]

中国今日的崛起实为“再崛起”, 这使我们得以从更长的历史跨度和更宽的空间维度 , 通过

中外对比来考察中国崛起与对外移民的关系。

中外移民历史的回顾与比较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 , 也是一个移民大国。自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至明清的两千多

年间 , 中国有过五次大规模的移民潮。这些移民潮 , 人数都很多 , 持续时间也很长 , 为世界历史

所罕见。但这些移民潮 , 均属于封建时期的人口流动 , 主要从黄河流域向长江和珠江流域移动 ,

大体上都在现今中国领土之内 , 越出国境向外移民者人数不多 , 规模不大 , 主要迁往周边地

区。[5 ]中国人向外移民初具规模是在 12 世纪初南宋以后的事。从那时起 , 中国海外移民大体上经

历了下列五个时期 :

(一) 从 12 世纪初至 16 世纪中期 (1127 - 1567) , 即从南宋建炎元年 , 经整个元

代至明隆庆元年 , 前后 400 多年 , 是中国海外移民初具规模的时期
这一时期 , 中国人口经过三次大规模南迁之后 , 其比重已由南轻北重彻底改变为南重北轻 ,

到元朝时 , 南方人口一度达到全国总人口的 80 %以上。明初 , 为了恢复北方的经济 , 虽曾组织

数百万移民北迁 , 但到明朝后期 , 南方人口仍创新记录 , 超过了 1 亿。[6 ]

这一时期 , 中国北方经济重心已南移 , 江南各地丝绸、陶瓷等手工业日益兴盛 , 商品经济获

得空前迅速的发展。宋、元两代 , 造船业和航海技术也有很大提高 , 指南针的发明和运用 , 大大

促进了海上运输业的发展。北方长年战乱也促使宋、元两代政府致力发展海外贸易 , 因此 , 这一

时期 , 随海舶前往与中国有朝贡关系的东南亚各地经商贸易的商人、水手日益增多 , 一些人因经

商或受雇而长期“住蕃”不归 , 干脆与当地妇女通婚衍生子孙。还有一些因战乱而滞留国外的边

民、伤兵和在战争中被掠为奴隶者及在改朝换代时因政治原因而逃到国外的。这一时期的对外移

民作为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和政治动乱的产物 , 累计约在 10 万到 20 万人左右。[7 ]

(二) 从 16 世纪中期至 19 世纪中期 (1567 - 1840) , 即从明隆庆元年全面开放海

禁起到清道光 20 年鸦片战争爆发止 , 为中国海外移民的发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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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隆庆元年 (1567) 开放海禁后 , 中国沿海地区私人海外贸易迅速发展 , 中国社会在商品经

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以中国和印度为两大轴心 , 以东南亚为媒介而形成的

亚洲区域市场此时空前活跃 , 吸引了大量中印商人前去贸易 , 构成亚洲区域内的多边贸易网。此

时 ,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西方殖民者也开始入侵南亚、东南亚及中国的台湾和

沿海地区 , 欧洲和美洲市场开始与亚洲原有的区域市场发生联系。同时 , 西方殖民者为了在东亚

和东南亚建立起各自的贸易据点和基地 , 竞相招募中国劳动力 , 因此 , 这一时期移居海外的中国

人 , 除商人、水手外 , 还出现了大量的矿工、小手工业者和各种工匠。他们的足迹 , 东自日本、

朝鲜和菲律宾 , 西到印度东海岸 , 北起缅甸伊洛瓦底江上流 , 南至印度尼西亚。一般估计 , 至鸦

片战争前夕 , 其人数已超过 100 万 , 多集中在亚洲商品集散地和西方殖民者新建的城市 , 如泰国

的曼谷、菲律宾的马尼拉、东印度 (印度尼西亚) 的巴达维亚和马来亚的新加坡等。可见 , 这一

时期的中国移民已受到欧美资本主义因素的重大影响 , 西方殖民者一面招徕华商和华工 , 并将华

商逐渐转变为其中介商 , 另一方面又限制华人经济势力的发展。1603 年至 1762 年期间 , 菲律宾

发生西班牙殖民者五次屠杀华侨事件 , 1740 年印度尼西亚也发生过荷兰殖民者在巴达维亚屠杀

华侨的“红溪事件”。[8 ]

(三) 从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840 - 1949) 是中国海外移民的高潮

时期 , 也是中国海外移民史上最为重要的时期
目前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 , 绝大多数是在这一时期移居海外的中国移民及其后裔。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 将中国迅速卷入世界市场并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随着古

老的封建社会的解体 , 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破产的小手工业者被迫背井离乡 , 浪迹天涯。从鸦

片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 100 年间 , 中国海外移民的人数从此前的 100 多万人增至 1000 多

万人。大多是以契约劳工的身份由广东、福建等中国沿海地区迁移到东南亚各地的 , 也有一小部

分迁至欧洲、美洲、大洋洲和非洲 , 成为列强开发殖民地和发展国际贸易的劳动大军。从 1882

年起 ,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相继实施排华法令 , 致使那里的中国移民难以立足 , 人数锐

减 , 这是今天华侨华人绝大多数集中在东南亚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时期的中国海外移民已是世界

移民的一部分 , 中国移民和印度移民共同构成了世界移民大军中的“亚洲军团”, 他们在居住国

的资源开发、经济发展和当地民族的独立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 做出了重大贡献。[9 ]

(四)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 (1949 - 1978) 是中国海外移民基本

停止时期
一方面 ,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 由于东南亚新兴民族国家对移民入境采取严格限制政策 ,

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国际冷战局面的形成也阻碍了国际移民的流动 ; 另一方面 , 由于新中国实行高

度集中的计划经济 , 施行严格的户籍制度 , 限制人口的流动 , 中国大陆对外移民处于基本停止状

态 , 只有台湾、香港、澳门还有少量的对外移民。[10 ]

(五)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改革开放到如今 , 是大陆对外移民逐渐恢复并兴起新

移民潮的时期
这一时期的对外移民具有如下特点 : 11 从人员结构上看 , 已由过去的契约劳工或自由劳工

转变为家庭团聚、留学、商业与技术移民 , 知识阶层占有相当比例 ; 21 从移民迁出地和迁入地

看 , 这一时期的移民迁出地已不限于沿海几省 , 而是逐渐扩大到沿江、沿边各地和上海、北京等

一些大城市 ; 其移入地也因 1965 年后 ,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先后放弃明显的种族歧视

政策 , 实施新移民法而集中到美、加、澳和西欧等发达国家 ; 31 从民族成份看 , 这时期的移民

已不限于汉族而是扩大至许多少数民族 ; 41 从移民的动机看 , 过去的移民主要是为了生存 , 现

在的移民主要是为了发展。[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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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中国对外移民的基本史实。把上述史实置于世界历史中考察 , 人们不难发现 : 11 虽

然中国早在 17 世纪以前已是世界人口大国 , 但中国的对外移民比起欧洲同时期的海外移民来要

少得多。19 世纪中叶 , 中国人口已达到 4 亿 , 其海外移民及其后裔只有 100 多万人 , 约占中国总

人口的 0125 %。当时全欧洲人口不到 215 亿 , 仅在美洲的欧洲移民及其后裔就达 1350 万人 , 约

占欧洲人口的 514 % , 而非洲裔的移民作为欧洲人在美洲的奴隶也已达到 650 万人。[12 ]
21 虽然中

国早在汉唐时已是世界大国 , 到康熙 —乾隆时期 , 农业和工业产值更达到世界的高峰。但是中国

在其强盛时并没有出现大量对外移民。中国的大量国际移民是在其衰败的时候出现的。而欧洲在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中叶工业化和崛起的 100 年间 , 向外移民潮此起彼伏 , 一浪高过一浪。仅

1846 - 1924 年间 , 欧洲向外移民就达 4800 万 , 约为欧洲 1900 年总人口的 12 % , 其中工业化最早

的英国 , 对外移民约为英国 1900 年人口的 41 %。而到 20 世纪 60 年代 , 欧洲移民人数累计多达

6000 万人 , 大大改变了许多地区的民族构成和世界的面貌。[13 ]

出现这种强烈反差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和欧洲各国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 , 其社会经济类

型和性质以及国家政策也存在根本的差异。19 世纪初的中国虽是世界人口最多、GDP 仍居世界

首位的国家 , 但中国还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国 , 处在封建社会的末期 , 封建统治阶级和中央集

权国家的收入还主要来自封建地租和税收 , 严格的户籍制度把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 , 商品经济

虽有所发展但对外贸易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大 , 资本主义萌芽未能茁壮成长 , 工商业者的

地位很低 , 因此中国内部仍缺乏对外扩张的重商主义的巨大动力 , 政府不但不鼓励对外贸易和移

民 , 反而加以种种限制。[14 ]只有在西方入侵 , 王朝衰败 , 中央政府失去控制 , 被迫与外国签约允

许劳工出国后才出现移民大潮。而欧洲的情况则大不相同 , 欧洲各国此时已由资本原始积累的重

商主义阶段先后进入工业革命时期 , 资本、原料、市场和劳力的争夺十分激烈 , 殖民地的占有和

人口的输出已成为各国的国策 , 因此欧洲许多国家不但移民数量巨大而且持续时间颇长 , 呈现出

与中国截然不同的景象。[15 ]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移民与中国移民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新一轮全球化到来的背景下开展的。随着全球化进程的

加速 , 国际移民 (在移居国以外出生 , 滞留 12 个月以上者) 总数已从 1985 年的 8400 万人增加到

2005 年的 1191 亿人 , 约为全球总人口的 3 % ; 南北流向与南南流向的移民已各占移民总数的三

分之一 , 国际移民已成为全球现象 , 许多国家既是移民输出国又是移民输入国或过境国。移民模

式也发生重大变化 , 短期移民、环流式移民正取代永久性移民 , 国际移民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政

府与非政府组织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国际移民的历史正翻开新的一页。[16 ]

与此同时 , 随着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 , 中国对外移民的人数

也迅速增加。移民的动机、模式、成份和走向等也发生前面提到的重大变化。由于中国至今还没

有统一管理对外移民的机构 , 各有关单位统计移民人数的标准不一 , 移民人数缺乏权威的统计数

字。一般估计 , 改革开放后大陆出去的新移民大约在 200 - 400 万之间 , 加上香港、澳门、台湾

的移民 , 约为 400 - 500 万人。[17 ]但目前流行的说法是中国在世界各地有 3400 万移民 , 是世界移

民第一大国。这种说法把海外华人族群 (Chinese ethnicity) 和中国移民 (Chinese migration) 混为

一谈 , 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许多海外华人是在他们的祖辈父辈定居的地方出生的 , 其中大多数

人已加入了当地国籍。[18 ]把他们当作移民计算也有悖于联合国统计国际移民人数的标准。联合国

的统计是以在移居国住满 12 个月的非移居国出生者为移民的 , 在移居国出生者的移民后裔为当

地人 , 不在移民之列。所谓世界第一移民大国的 3400 万中国移民是按血统计的 , 即不论国籍 ,

也不论出生地 , 将中国血统的华侨华人统统说成中国移民。如果按血统标准计算的话 , 欧洲血统

人在世界各地者远比中国人多。爱尔兰现有人口 357 万 , 侨民 300 多万 , 而具有爱尔兰血统的人

4



多达 5000 万 (其中美国约 4000 万 , 澳大利亚 540 万 , 英国 100 万 , 新西兰 54 万) 。[19 ]意大利现有

人口 5719 万 , 1861 - 1965 年间对外移民达到 2750 万 , 其移民与后裔约有 5000 万 , 为意大利国内

总人口的 87 %。[20 ]怎么能说中国是移民第一大国呢。有一点是清楚的 , 那就是到目前为止 , 中国

新移民人数从各方面看还是很少的。即使以 500 万计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国内移民累计已达

114 亿 , 大陆出去的新移民只是国内移民的 315 % ; 2005 年国际移民的人数已达 1191 亿人 , 大陆

新移民也只占全球移民人数的 217 %。这个数字对于一个 13 亿人口的国家来说就更小了 , 还不到

中国总人口的 014 %。

根据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 , 人口稠密的农业国 , 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 , 因城市尚无能力吸收

大量离开土地的农民 , 都出现人口大量外流现象。待到工业化进程基本完成 , 国内就业机会增

加 , 生活条件逐步改善之后 , 这种现象才逐渐消失 , 形成了移民潮由低到高再低的过程

(Emigration transition ) , 也即 Philip Martin 和 Edward Taylor 所谓的“移民峰”(migration hump) 。欧

洲移民潮由来潮至退潮大约持续了 80 - 90 年 , 战后的韩国则用了 40 年。[21 ]
Henrik Olesen 认为战

后“移民峰”的起点约在人均收入 (PPP) 1500 美元左右 , 而终点则约为 8000 美元。[22 ] 从微观层

面研究移民问题 , 即从移民个人的动机来看 , 工资收入的差距也是移民考虑的重要原因之一。

Mamadou 的研究认为 , 如果移民输出国工资收入与输入国工资收入的比例降到了 1∶3 , 也就是说 ,

如果国外工资降到只有本国工资的 3 倍 , 那么很少有人愿意冒风险到国外求职 , 移民就会大量减

少或停止。Martin 的比例是 1∶4 , 而 Faini 的研究结果是 1∶415 , 即国外收入若低于国内的 4 倍或

415 倍就很少有人会放弃本国原有的工作 , 背井离乡出外谋生。[23 ] 社会学家还告诉我们 : 移民网

络是实现移民的重要中介 , 也是一种社会资本 , 能大大降低移民的成本和风险。移民网络的存在

与否对各国人口国际迁移的状况影响甚大。移民网络一旦形成 , 便使移民过程获得自行发展的内

在机制 , 可产生“乘法效应”, 在一定时期内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24 ]

从以上由不同学科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世界移民问题所揭示的一些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现

象来看 , 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 但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 , 处在工业化

与现代化的进程中 , 农村富余劳动力近 2 亿 , 每年净增劳动力近千万 , 劳动力总供给大大超过总

需求。[25 ]

中国目前人均收入刚刚超过 2000 美元 , 在世界人均收入排行榜上还排在 100 位以后。正处

在 Henrik Olesen 等学者所谓的“移民峰”的“移民段”内。

中国目前工资的收入和移居日、美和欧洲发达国家的中国移民的收入差距很大 , 例如日本人

均收入是中国人均收入的 32 倍 , 若按实际购买力平价计则为 15 倍。[26 ]

海外华侨华人 3000 多万 , 分布在世界 100 多个国家 , 血缘、地缘、业缘组织随处可见 , 移

民网络布满全球 , 为对外移民提供了社会资本和便利条件。[27 ]

笔者曾指出 , 从这几点来看 , 在完成工业化、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前 , 中国出现移民潮

是不可避免的 , 这是现代化进程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的一种客观趋势 , 堵是堵不住的。人们必须

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 加强研究 , 因势利导 , 使其既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 , 又能对居住国做出贡

献 , 从而在国际劳动分工中发挥积极作用。[28 ]

当然 , 这是就移民趋势而言的 , 眼下中国海外移民并不多。至于将来中国移民潮的规模究竟

有多大 , 移民将占总人口多少百分比 ,“移民峰”的起止时段有多长等等 , 仅从国际经验和一般

规律是无法推导出来的 , 必须进一步研究中国的国情、发展战略和时代特点。事实上 , 欧洲各国

工业化时期虽然普遍出现移民潮 , 但由于各国国情不同 , 人口政策不同 , 进入工业化的时机和战

略不同 , 移民潮的大小和移民峰的长短也就有很大的差别。例如 , 英国和法国同为殖民大国 , 英

国 1846 - 1924 年移民人数达到该国 1900 年人口的 41 % , 而法国却只有其人口的 1 %。又如德国

在 19 世纪末加速发展工业后 , 外出移民显著减少 , 而工业化进程缓慢的意大利、西班牙、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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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等南欧国家则直至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才由移民输出国转为移民净输入国。可见对于具体国家

来说 , 仅仅了解历史的大趋势是不够的 , 必须进一步研究这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点 , 尤其必须

研究该国与移民问题密切相关的人口政策 , 分析该国工业化战略及其进程和特点。

从中国的国策和经济发展战略看中国移民的现状

　　 (一) 中国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 , 30 年少出生 4 亿人
1949 年年底 , 中国总人口已达 5142 亿 , 由于人口控制未得到足够重视 , 出现了 1949 - 1958

年和 1972 - 1975 年的两次生育高峰。自 1978 年开始 , 人口问题受到了中国政府的重视和科学家

的关注 , 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 , 大力降低生育率 , 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并促进了生育观念

的转变。中国在社会生产力还不发达的情况下 , 成功地将生育水平降至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 , 将

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分别由 1970 年的 33143 ‰和 25183 ‰下降到 2003 年的 12141 ‰和

6101 ‰。妇女总和生育率仅为 1122 , 不但大大低于 211 的人口更替水平 , 也低于日本和韩国的妇

女总和生育率。经过近 30 年的努力 , 中国少出生了 4 亿人。[29 ] 不仅缓解了人口增长给经济、社

会、资源、环境带来的各种矛盾 , 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 改善了人民生活 , 提高了综合国力 ,

同时也大大减轻了人口向外迁移的压力。2007 年 1 月 23 日 , 中国又发布《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

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 再次提出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性 , 坚定不

移走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30 ]

(二) 中国以工业 (制造业) 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 , 吸纳农村亿万劳动力 , 推

动国民经济高速持久发展 , 减少人口的外流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也对移民趋势产生重大影响。由于中国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 , 工人素质较

高而价格低廉 , 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根据自己的优势和强项 , 大力发展工业 (制造业) 。早在

2000 年 , 中国第二产业即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就已升至 5012 % , 大大高于世界平

均值 (2918 %) , 也高于韩国 (4019 %) 、日本 (3313 %) 和印度 (2619 %) 。2001 年 , 中国制成品

出口已占全部出口的 8816 % , 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 7810 %) , 也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8210 %) 。中国已经是制造业生产和出口大国 , 成为世界市场制造业产品的生产基地和重要供应

商。随着工业化的快速进展 , 中国第三产业比重也将大幅上升。中国这一发展战略和定位 , 吸纳

了从农村流向城镇的亿万劳动力 , 推动了国民经济高速持久发展 , 大大减少了人口的外流。[31 ]

(三) 大量吸纳国际资本 , 使中国劳动力与外资得以在中国土地上结合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另一特点是大力吸纳和利用外资 , 其数额之大、领域之广是欧洲工业化时

期所未见的 , 也是发展中国家所罕见的。截至 2006 年 9 月底 , 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已超过 57 万

家 , 累计直接投资超过 6650 亿美元 , 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超过 200 个 , 全球 500 强企业已有

480 多家来华投资兴业 , 中国已连续 15 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位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首位。[32 ] 伦敦

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认为 , 中国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与 GDP 之比跟英国相同 , 比美国高 3

倍 , 比韩国高 4 倍 , 比日本高 18 倍。[33 ]外商投资领域主要在制造业 , 2005 年 , 在外商投资企业中

直接就业人员已超过 2500 万 , 占中国城镇就业人口总数的 11 %。也有人认为 , 仅广东一省 , 在

外企直接间接就业的人员就有 1000 多万 , 全国人数应达到 4000 - 5000 万人。外资在华开办企业 ,

扩大了劳工求职机会 , 解决了数千万中国人的就业问题 , 避免了大量人口的外流。[34 ]

(四) 抓住国际产业转移机遇 , 积极参与全球分工 , 在扩大贸易规模的同时解决

千万人就业问题
中国 2006 年进出口总额达到 17605 亿美元 , 为 1978 年的 85 倍。为发展对外贸易 , 中国建设

许多出口创新基地 , 大力培育自主品牌 , 提高外贸增长质量。近 5 年来 ,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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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番 , 信息产品出口从 2003 年的 1421 亿美元提高到去年的 3640 亿美元。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不

但扩大了贸易规模 , 还解决了 3000 多万人的就业问题。[35 ]

(五) 开展历史上罕见的城市化实践
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 (2000 - 2005) , 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最快的时期。过去四年 , 城镇化率

由 4015 %上升到 4319 % , 城镇人口新增 7494 万人 , 年均增加 1874 万人。改革开放以来已有将近

3 亿农村人口迁移进城市 ; 据专家估计 , 到 2020 年还有 3 亿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 , 届时城镇人口

可望超过 8 亿。[36 ] 城市化的提速 , 不但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 , 也为解决中国“二元社

会”结构打开了通途。同时也大大减少了人口向国外的流动。

(六) 劳动就业工程的成就与影响
就业是“民生之本 , 安国之策”, 中国政府向来重视劳动就业问题。到“十五”期末 , 全国

城乡就业人员达到 716 亿人 ,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12 %以内。五年城镇新增就业 4200 万人 ,

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 1800 万人 ; 五年转移农业劳动力 4000 万人。中国职业培训工作取得较大进

展 , 社会保障事业取得长足发展 , 劳动关系调整机制初步形成 , 劳动保障法制建设取得新进展 ,

有力地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大大减少了人口的外流。[37 ]

应当指出 , 上述中国这些战略抉择和重大国策 , 并不是直接针对移民而是针对中国人口众多

的特殊国情、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制定的。但恰恰是这些经济战略和基本国策 , 保证了 13 亿

人口大国在经济转型、体制转轨中不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 而且保持了极低的对外移民率。

试想 , 如果没有严格的控制人口生育的有效国策 , 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之前实现人口再生产类

型的历史性转变 , 今天的中国已是 17 亿而不是 13 亿人口的国家了 , 且不说在如此重大的人口包

袱下中国能否取得今天的进步 , 中国对外移民的压力无疑会比现在大得多。如果中国未能利用大

量外资 , 实现国际资本与中国劳动力在中国土地上的结合 , 并以空前的速度实现城市化 , 千方百

计地解决就业和再就业问题 , 使得 716 亿的城乡人口获得就业的机会 , 那么人口外流的压力又该

有多大呢 ?

从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看中国对外移民的趋势

　　不仅如此 , 上述中国的人口政策、经济发展战略、外贸出口、城市化与就业政策还清楚表

明 , 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 , 在不断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实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同时 ,

坚决摈弃世界历史上主要大国通过海外殖民和移民、对外掠夺乃至于发动侵略战争以实现工业化

和现代化的旧式道路 , 努力探索和开拓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 一条和平崛起的发

展道路。这条道路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充分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 努力做到中国的发展

主要依靠中国自己 , 中国的困难由中国自己克服 , 自己消化 , 不给别人带来麻烦。30 年的实践

证明 , 中国所选择的这条和平崛起的道路是可行的也是成功的。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 , 中

国迄今为止的崛起是通过和平的手段从国际市场获得所需的资金、技术和现代化所必需的资源 ,

是经过自身艰苦努力、通过国内巨大的劳动市场、将亿万劳动力转化为建设国家的巨大驱动力而

实现的。人们将看到 , 沿着这条近代史上后兴大国崛起所从未走过的全新的和平发展道路 , 未来

30 年 , 虽然中国人口将增至 15 亿的峰顶 , 但中国对外移民绝不会像欧洲工业化时期那样以占总

人口 12 %的比例涌向世界。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 , 随着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落实

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面建成 , 未来中国的“移民峰”的时段也定会比欧洲当年的时段短得

多。Ronald Skeldon 指出 , 西方某些人士出于“对中国这个人口最多国家未来移民的潜力的恐

惧”, 担心“中国今后移民的数量会接近一世纪前欧洲向外移民的比例 , 使世界面目全非”,
[38 ] 这

是用西方人的老经验、老眼光看世界 , 完全不了解全球化历史条件下和平发展的新的可能性和今

日中国的实情 , 如果他们了解上述中国的国策、经济发展战略和各项政策 , 了解中国开拓的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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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对对外移民的影响 , 那就用不着如此忧心忡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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