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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综述】

 “21世纪出入境（移民）管理学术研讨会”主题综述

戚建霞
（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 哲学研究室，中国 石家庄 0�00��）

随着经济全球化所引发的国际移民潮的出现以及中

国对外开放的日益扩大，我国公民和外国人出入境活动

日益频繁。�00�年，我国出入境人员总量达�.��亿人次，

呈现“大进大出、快进快出”的局面，跨国犯罪、非法

入境和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加剧，开始给我国的边境安全

和经济社会利益带来不稳定因素。为了进一步加快中国

出入境管理（移民）法律和政策的建设，汕头大学法学

院（主办）、中国武警学院边防系（协办）和《太平洋

学报》杂志社（协办）于 �00�年�月��-��日在广东省汕

头市举办“��世纪出入境（移民）管理学术研讨会”，

从多学科的角度检视了出入境管理体制改革、来华外国

人及外籍劳动力管理、华侨华人和非正规移民权益、吸

引人才与双重国籍等热点难点问题，回应了正在起草的

《出入境管理法》，并就首部《移民法》的制定提出了

各自的见解。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外交部

领事司、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国际移民组织北京事务

所、联合国难民署驻华代表处和来自全国�0多所高校科

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此次研讨会还得到各界

媒体的关注，分别有China Daily、《法制日报》、《人民

公安报》等媒体记者采访和报道了本次研讨会。与会者

呼吁，“在新形势下，有必要推进新一轮出入境立法，

系统修改现行的出入境法律法规”。

�．新形势对出入境法律体系提出新要求。作为国内

首次系统的研究出入境管理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议题

之一就是研讨处于立法进程中的出入境管理法。在新形

势下，推进新一轮出入境立法，系统修改现行的出入境

法律法规，成为参会专家的共识。

国际移民组织驻华联络处执行主任过凯瑞先生提

出，中国正在转变为移民来源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

需要新的移民管理框架以适应这种转变。中国武警学院

边防系副主任张保平、副教授马勇认为，我国对外开放

�0年以来，出入境管理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公民

及外国人出入境人数大量增加，人员构成、事由和流向

多元化，我国社会、科技、经济的发展对外籍高技术人

才、高级管理人才的需求增强。外国人非法入境、非法

居留、非法就业的现象也日趋严重，国际恐怖分子、跨

境犯罪集团通过出入境渠道潜入潜出从事分裂、恐怖、

组织偷渡等严重危害我国安全和稳定的威胁上升。����
年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及这两个

法律的实施细则，���0年�月�0日，公安部、外交部下达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签证条例》。这些法律法规

为出入境管理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但随着经济

社会形势的整体变化和出入境形势的发展，对重新修法

有了现实而紧迫的需求。

张保平认为，从现有法律本身来看，出入境法律虽

然体系健全，但内容庞杂，几乎每一个具体事项都有相

应的法律文件。每个部门根据自己的事权制定规范，造

成了散乱的局面。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华侨华人研究室

主任郭玉聪教授指出，目前施行的“两法”颁布时间

早，很多地方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应加快新一轮出入

境立法的进程，出台一部“重保护的出入境管理法”。

广东警官学院教授荆长岭认为中国现行的出入境管理体

制，中央出入境管理部门与其他具有出入境管理职责的

部门横向并立，协调难度大，影响国家出入境管理主权

行使的统一性；地方出入境管理部门的财政保障、人员

配备由地方公安机关承担，与出入境管理中央事权属性

不一致，不利于保障中央事权的有效执行，建议进行进

一步改革。

�．出入境法要立足国情，放眼长远。我国的出入

境管理在某种程度上比其他国家的内涵更为丰富，因为

我们面临的不仅仅只是本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出入国境

问题，亦有往来内地与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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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大陆与台湾地区的问题。复旦大学国际法研究中心主

任、博士生导师张乃根教授认为：一国两制是长期存在

的，因此我们的管理模式独一无二，没有现成的模本可

以照搬，在立法中必须考虑到现实的国情。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梁淑英教授也赞同这种观

点，认为我国的出入境立法确实不同他国，从词语上来

看，我们讲的是“出入境”，而不是“出入国境”。许

多国家通过采取先进的出入境（移民）安全防范措施提

高管控能力、加快通关速度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例如

签发电子护照、施行旅客信息预报系统、采集生物特征

等，但需要在法律上修改完善相关规定，为其应用提供

法律依据。张保平教授强调，中国出入境法制建设重点

应围绕三个方面展开：法律形式上走向法典化，并重视

与其他法律相衔接；管控模式和理念上从管理型向管控

与保障并重转变；制度设计上进一步完善，并注重与国

际接轨。

�．提高安全意识的同时，保护移民合法权益成当务

之急。中国武警学院边防管理系滕莉副教授认为，在严

峻的反恐、反偷渡形势下，当前各国出入境管理部门都

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既要确保国境的安全，又要促进

有序的国际往来，必须强化和更新安全理念，完善层级

防卫措施，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复旦大学法学院张乃根

教授认为，出入境管理立法一方面是服务，提供便利这

也是服务，但还需要考虑到反恐需要，便利和安全之间

需要做一个平衡。中国政法大学梁淑英教授认为新一轮

出入境立法中，应该强调“一种保护的意识，不光是实

体的，更应该是理念上的，要重保护，轻处罚”，“实

际上，很多偷渡者本身也是受害人，需要处罚的应该是

蛇头而不是这些偷渡者”。“应该有一种变通机制，不

仅仅只是处罚类似这样的受害者，还应该给予帮助，立

法应该考虑这些问题。”外交学院副教授万霞则强调了

对外国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国家对外国人的管理必须坚

持依法管理的原则，保障其在居留期间的合法权益，完

善外国人出入境管理法律依据，杜绝和减少行政管理中

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中国武警学院边防管理系副教授王强则介绍了当前

出入境边防检查中个人信息使用与公民权利保护情况，

介绍了有关国家移民管理中个人信息应用及法律保护，

提出了完善我国出入境边防检查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对

策。出入境管理立法一方面是服务，提供便利这也是服

务，但还需要考虑到反恐需要，便利和安全之间需要做

一个平衡。

�．积极借鉴国际移民管理经验，建设中国特色的国

际移民管理体系。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陈茗副教授利

用经济学理论评析了日本外籍劳动力政策及管理方针，

特别提到日本建立出入境管理业务申请代理制度有效地

提高了行政效率。武警学院边防管理系马勇副教授、王

强副教授，上海商学院社科部副主任陈志强副教授、广

东警官学院治安系叶氢副教授立足于我国系统修改出入

境管理法的需要，对美国、加拿大、欧盟和我国香港、

澳门地区的移民法律体系、管理体制和法律制度进行了

比较研究，提出了借鉴意见。

�．新一轮立法选择出入境管理法框架还是移民法

框架以及双重国籍问题引起争议。汕头大学法学院副院

长刘国福教授通过对非传统移民发达国家、新兴国家、

不发达国家规范出入境活动的法律名称及相关内容的考

察，认为从国际上看，规范跨国人员流动的法律必然向

以移民为核心的移民法方向发展。郭玉聪教授认为目前

世界上已经有�00多个国家设立了移民局，我国应该设立

移民局专司移民事务。部分专家学者提出为鼓励华侨爱

国热情，顺应全球化宽松的人员迁徙趋势，中国应适时

放弃单一国籍制度，引入双重国籍制。

上海商学院陈志强副教授应邀做了题为“欧盟移民

政策——反思与出路”的报告。他介绍了移民的“三门

模型”理论，围绕《申根协定》的产生过程、问题与经

验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阐述了学术观点。他认为，移

民入境后，还要经过新移民、移民和公民三种身份的转

变，出入境仅仅是移民过程的一个环节，首先要杜绝非

法移民和打击移民走私和犯罪，应该有一部包括出入境

在内的反映移民入境、居留和收容、定居、归化管理的

移民法规，如果仅仅是进行出入境控制，无法从根本上

解决移民问题，因而要从建立移民长效机制入手；其

次，要客观看待移民的作用，从积极角度看待移民对促

进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第三，要通过多

边合作，变消极的移民管理为积极的移民管理；第四，

要探索人道主义移民管理经验，提出了非法移民合法化

理念。

此次研讨会有诸多特点：一是在中华泱泱大国内首

次系统的研究出入境管理的研讨会；二是利用学术研讨

平台，政府主管部门和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在同一个平

台研讨，倾听学者意见和群众呼声，体现以民为主；三

是此次研讨会与会人员层次丰富，从社会学、法学和管

理学等不同领域、不同角度研究出入境管理工作，境内

外学者共同参与；四是此次研讨会围绕新一轮出入境管

理立法中各方关注的焦点问题，对于促进立法工作、提

高草案质量有重要帮助。

戚建霞

QI Jianx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