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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自 20世纪 60年代以来 ,欧洲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 , 1999年人口开

始负增长 ,这无疑是其人口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在欧洲各个地区中 ,东欧是 2000

年以前全球第一个也是仅有的一个人口有所减少的地区。在北欧和西欧地区 ,如

果没有国际移民的净流入 ,人口增长率也将很低。大约在 2010 - 2040年间 ,预计

欧洲所有地区的人口都将出现负增长。由于自然增长率在过去一个世纪乃至未

来的变动 ,欧洲人口已不可逆转地老龄化 ,其中位年龄在各大洲中是最高的。未

来数十年内欧洲人口结构的进一步老化 ,将对社会安全和保健体系构成挑战 ,对

经济发展和全球竞争力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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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的 1999年 ,欧洲人口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转折 :总量开始减

少。当年欧洲总人口为 72822万 ,比历史最高的上一年减少了 5万多人 ,到 2003

年 ,总人口已减至 72634万 ,比 1999年减少了 188万人 ,且降幅明显增大。欧洲

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出现了连续的快速下降 : 1950年为 21. 7% , 1998年为

12. 3% , 2003年已降至 11. 5%。上述转折预示着欧洲人口总量已经步入了一个

较长时期的下降过程 , 2003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人口分部对 2050年欧洲总人

口的中位预测为 63194万 , ①与 1998年的历史峰值相比 ,减幅达 13. 2% ,届时欧

洲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将降至 7%左右。

早在 20世纪 70年代初 ,德国就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人口总量减少了的国

① UN,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2 Revision, V1,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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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但从 1983年起 ,除一年外 ,该国人口总量年年保持微量的正增长。如果把

德国去除 ,欧洲最早开始人口总量连续减少的国家是匈牙利 ,时间在 1980年。

进入 90年代 ,此类国家迅速增多 ,截至 2003年 ,已达 18个 ,几乎占全洲国家总

数的一半。在地理上 ,人口总量减少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东欧地区 ,其次是南欧。

按照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区域划分 ,东欧人口总量从 1993年开始下降 ,比全欧

早了 6年 ;到 2003年 ,东欧人口已减少了 3. 6%。南欧人口预计在 2006年开始

绝对减少 ,西欧和北欧可能分别在 2025年和 2040年前后出现负增长。

表 1　人口总量开始减少的时间及其降幅 (截止 2003年 )

国 　家 年代 降幅 % 国家 年代 降幅 % 国 　家 年代 降幅 %

匈牙利 1980 - 7. 8 立陶宛 1991 - 7. 9 俄罗斯 1993 - 3. 7

保加利亚 1985 - 11. 9 克罗地亚 1991 - 8. 6 捷 　克 1995 - 0. 9

爱沙尼亚 1990 - 16. 6 摩尔多瓦 1992 - 2. 4 斯洛文尼亚 1998 - 0. 7

波 　黑 1990 - 4. 6 乌克兰 1992 - 6. 6 南斯拉夫 1998 - 0. 6

罗马尼亚 1991 - 3. 8 阿尔巴尼亚 1992 - 4. 0 波 　兰 2000 - 0. 2

拉脱维亚 1991 - 15 白俄罗斯 1993 - 3. 9 意大利 2001 - 0. 2

　　资料来源 : U. N. W orld Population P rospects: The 2002 Revision, V1, 2003. 图 1 - 3同此。

欧洲人口减少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著名人口学家鲁茨在《欧洲人口进

入转折点 》一文中指出 :“欧洲已进入人口演变的急迫阶段。大约在 2000年 ,其

人口开始负增长 ,由于过去 30年中 ,低生育率 (出生率 )导致年轻人数量减少 ,

因此总人口已趋于减少。”①保罗 ·德米尼在《21世纪拂晓时的欧洲人口政策困

境 》一文中把俄罗斯与西亚小国也门、欧盟 25国与北非西非的人口发展状况做

了对比 ,发现 1950年俄罗斯的人口超过也门达 23倍之多 ,而预计 21世纪中叶

或稍晚一些时候 ,也门就可以赶上俄罗斯 ; 1950年欧盟 25国的总人口比北非西

非多 2. 3倍 ,而到 2050年后者反而将超过前者 1倍。对于这种前景及其在社会

经济发展和地缘政治方面的不利影响 ,作者深表忧虑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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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Wolfgang Lutz, “Europe’s Population at a Turning Point”, Science, 2003, Vol. 299,

No. 1991 - 1992.

Paul Demeny,“Population Policy D ilemmas in Europe at the Dawn at the Twenty2first

Century”, Popula tion and D evelopm ent Review , 2003, Vol. 29, 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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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开始减少确实标志着欧洲人口形势发生了质的变化。以下 ,文章将着

重从人口自然变动、老龄化和国际人口迁移三个方面对此作出分析。

一 　生育率锐降 ,人口出现负自然增长

虽然欧洲人口总量直到 1999年才开始减少 ,但早在 1995年前后死亡率即

已超过出生率 ,进入了负自然增长阶段。全欧每年自然增长的人数在 20世纪

50年代后半期的补偿性生育高峰期间曾达到 633万人 ,年均自然增长率为

10. 8‰;到 80年代后半期降至 224. 8万 (3. 2‰) ;至 90年代前半期和后半期又

分别锐降至 9. 4万人 (0. 2‰)和 - 90. 6万人 ( - 1. 2‰)。

导致欧洲人口自然增长率迅速下降的根本原因是第二次人口转变进程迅

猛 ,总和生育率普遍跌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下。

作为一个整体 ,欧洲于 20世纪 70年代完成了第一次人口转变 ,其标志是育

龄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 2. 1的世代更替水平 ,平均预期寿命提高至 70岁以上。

此后 ,欧洲进入了第二次人口转变时期 , ①到 90年代后半期总和生育率已降至

历史最低的 1. 42,在全洲 39个列入联合国人口统计的国家和地区中 ,除波黑一

国总和生育率达到 2. 43外 ,其余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 ,最低的捷克仅为 1. 14,

此外有 10个国家和地区低于 1. 3,有 11个国家和地区低于 1. 5。全世界总和生

育率最低的 17个国家均在欧洲。

欧洲第二次人口转变进程十分迅猛 ,在某种程度上完全超乎人们的预料。

1982年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人口分部对 90年代后半期希腊和西班牙总和生育

率的中位预测数分别是 2. 26和 2. 16,实际仅为 1. 30和 1. 19;对意大利的预测

数是 1. 71,实际为 1. 21;对英国和法国的预测也偏高了大约 1 /10。在西班牙的

北部和东部、意大利的北部和中部以及德国的东部 ,近年总和生育率已直逼 1. 0

大关。造成此种局面的基本社会经济大背景是 :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来临 ,人们

的价值观日益从以家庭为中心向以个人为中心转移。由于妇女地位得到了提

高 ,女性大量就业 ,两性在社会经济领域的相对地位和作用与以往相比均发生了

显著变化。以成人平均受教育年数为例 , 1980年西班牙男性比女性多一年 ,

49 欧洲研究 　2005年第 2期 　

① Van de Kaa,“D. Europe’s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Popula tion B ulletin, 1987,

Vol. 4, 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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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反而比女性少一年 , ①法国、挪威等国情况类似。

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 ,必然在婚姻、家庭、生育等方面有所反映 ,其突出

表现就是结婚率下降 ,独身率和离婚率上升 (1965年欧盟国家结婚率比离婚率

高 12倍 , 1980年高 2. 5倍 , 1995年仅高 1. 8倍 ) ,女性第一次生育的平均年龄推

迟 (1990 - 1999年间 ,斯洛文尼亚推迟 2. 4岁 ,西班牙和捷克推迟 2. 1岁 ,希腊、

匈牙利推迟 1. 7岁 ,意大利推迟 1. 5岁 ) , ②家庭规模减小 (英国平均已不足 2. 4

人 ) ,婚姻和家庭的社会作用趋于淡化。女性比以往有更强的独立意识 ,为了不

妨碍学习和就业 ,她们不愿意 (事实上也不可能 )多生育子女。1999年 12月瑞

典中央统计局公报在报道当年本国生育率达到历史最低点时即明确指出 :“繁

忙的学习和工作是导致瑞典育龄妇女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③

由于生育年龄显著推迟 ,有学者认为 ,现在常用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这一

指标已难以真实地反映欧洲的生育状况。事实上 ,调查表明 ,许多欧洲国家 30

- 34岁妇女的生育意愿普遍达到 2 - 2. 5个子女 ,大大高于总和生育率的水平。

保罗 ·德米尼计算了 1990 - 1997年前后一些欧洲国家因育龄推迟导致所谓“进

度效应 ”( tempo effect)所造成的总和生育率偏差 ,其中西班牙为 0. 42,捷克为 0.

4,希腊和意大利为 0. 34,葡萄牙为 0. 33,保加利亚为 0. 17,俄罗斯为 0. 05,平均

大约在 0. 3左右 , ④这就是说 ,当前欧洲经修正的总和生育率不是 1. 4,而是 1. 7。

但正像沃尔夫冈 ·鲁茨在分析欧洲生育率低下的原因时所强调的 :“即使计入

进度效应 ,生育率仍然低于世代更替水平。”⑤

对于欧洲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快速下降 ,有一个因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那

就是一大批苏联东欧国家政治经济发生剧变 ,雪上加霜地使得人口再生产形势

空前恶化。这些国家自 20世纪 80年代末以来 ,社会急剧动荡 ,经济大幅度滑

坡 ,十年中 GDP普遍下降了一半左右 ,由此导致结婚率和出生率猛降 ,离婚率和

死亡率急升 ,对人口态势产生了极大影响。典型的如俄罗斯 , 1995 - 2000年间

与十年前相比 ,其出生率下降了 7. 2个千分点 ,死亡率上升了 3. 4个千分点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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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UN, Fertility and Fam ily Surveys: Spain, New York, 1999, p165.

Hans - Deter Kohler,“The Emergence of Lowest - Low Fertility in Europe during the

1990 s”, Popula tion and D evelopm ent Review , 2002, Vol. 28, No. 4.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 1999年 12月 14日电。
Paul Demeny, op1cit. .

Wolfgang Lutz, op1c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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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增长率从 5. 1‰锐降至 - 5. 5‰。到 2002年上半年 ,俄罗斯的离婚人数竟然

超过了结婚数 ,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十分罕见的。苏联东欧国家曾长期全方位

地鼓励生育 ,政治剧变后这一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 ,如欧洲最贫穷、自然增长率

最高的国家 ———阿尔巴尼亚 ,过去曾严禁堕胎 ,生育七个孩子的妇女将受到表扬

并奖励一头牛 ,生育十个孩子的妇女将荣获“为阿尔巴尼亚人口增长做出突出

贡献者 ”称号。该国发生政权更迭后 ,新政府取消了对堕胎的法律限制并开始

积极支持家庭计划 ,加之其他社会因素 ,该国的出生率由 1980年的 44‰锐降至

1998年的 16‰,前后对比 ,变化可谓极大。

与东欧相反 ,原先自然增长率属世界最低水平的西欧、北欧国家在高福利政

策之下 ,普遍采取了多种措施来鼓励生育。以芬兰为例 ,目前政府对出生的第一

个孩子每月补贴 120美元 (折合 ) ,第二个孩子 170美元 ,第三个孩子 210美元 ,

直到其年满 18岁。此外 ,还有住房、水电费等方面的优惠 ,孩子的父母还可以享

受很长时间的带薪生育假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扭转或减缓了生育率的下降趋势。

芬兰在 20世纪 70年代前半期 ,丹麦、挪威、荷兰在 80年代前半期 ,总和生育率

降至谷底后均出现了明显的回升 ,并一直持续到现在 ,对改善人口再生产形势起

了不小的作用。

图 1 欧洲各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动 (‰) 　　另一个积极因素是近一

二十年来 ,大量国际移民涌入

欧洲特别是西欧和北欧国家。

受年龄结构和生育意愿的影

响 ,这些移民出生率高 ,死亡

率低 ,对有关国家的人口自然

变动起了很积极的作用。如

20世纪 90年代中期 ,在德国

西部地区 (原西德 ) ,占总人

口 90%的本国公民每年自然减少 10万人 ,而仅占 10%的外国侨民每年却自然

增长 9万人 ,从而大大减小了平均自然增长率的负值。目前欧洲每年自然减少

120多万人左右 ,若按以上比例推算 ,“真正 ”的欧洲人的自然减少量很可能达

170万人左右 ,其自然增长率已降至 - 2. 5‰。

由于以上因素 ,欧洲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人口再生产形势的对比发生了非

常显著的变化 ,就近一二十年的自然增长率而言 ,大体上是东欧急剧下降 ,南欧

69 欧洲研究 　2005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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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显下降 ,西欧、北欧国家仅为小幅下降。20世纪 80年代前半期四大地区自然

增长率由低到高依次是西欧、北欧、南欧、东欧 ;仅过了不到 20年 ,这一次序就完

全颠倒了过来 (图 1)。1980 - 1985年间与 1995 - 2000年间相比 ,西欧、北欧国

家自然增长率在欧洲各国中的排序普遍大幅度上升 ,如英国从第 30位升至第

13位 ,丹麦从第 37位升至第 16位 ,法国从第 18位升至第 7位 ,芬兰从第 19位

升至第 11位 ,而东欧、南欧国家多出现大幅度下降 ,其中俄罗斯从第 13位降至

第 36位 ,乌克兰从第 23位降至第 37位 ⋯⋯对比确实十分强烈。如果说东欧在

1990 - 1995年间、南欧在 2000 - 2005年间已进入自然负增长 ,则西欧和北欧要

分别到 2005 - 2010年和 2025 - 2030年才会进入这一阶段。近年前两个地区对

全洲人口自然增长的贡献是负数 ,而后两个地区仍然是正数。

2003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人口分部中位预测欧洲的人口出生率将继续下

降 ,即从 1995 - 2000年间的 10. 2‰降至 2020 - 2030年间 9. 1‰的最低点 ,然后

缓慢回升 , 2045 - 2050年间可能达到 9. 6‰;而死亡率则将由于老龄化而不断上

升 , 2045 - 2050年间可能高达 15. 1‰,比现在提高 5个千分点以上。自然增长

率仍将持续下降 , 2045 - 2050年可达 - 5. 5% ,每年约自然减少 300余万人 ,负

自然增长态势将遍及全洲绝大多数国家。

二 　人口深度老龄化

欧洲是世界上最早开始人口老龄化的地区 ,目前老龄化程度也最深 , 2004

年全洲 65岁及以上老人比重达 15. 7% ,已基本与少年儿童的比重持平 ,即老少

比达到 100%。1999年联合国人口机构曾按老龄化程度将世界各国排序 , ①占

据前 31位的 (除日本排第 4外 )全为欧洲国家 ,其中意大利、希腊、德国居前三

位 ,充分反映出欧洲国家的低生育率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

欧洲人口年龄金字塔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存在着两个巨大的战争凹陷 ,在

2000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凹陷移至 80岁以上 ,致使全洲 80岁以上人口数比

1995年减少 1 /8;同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凹陷移至 55岁以上 ,全洲 55 - 59岁年龄

段的人口数量因此比五年前剧减 1 /3。两大凹陷的向上推移 ,客观上使得当前

欧洲快速的老龄化进程稍有减缓 ,例如 , 2000年全洲 80岁以上老人比重比 1995

79　总量开始减少的欧洲人口形势分析

① UN. Popula tion A geing,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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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下降了 0. 2个百分点。上述凹陷主要存在于东欧和西欧的一些国家中 ,如

2000年俄罗斯 55 - 59岁人口比五年前减少 44% ,预计 2005年该国 60岁以上

老人比重将比 2000年下降 0. 9个百分点。

图 2 1990 - 2005欧洲各年龄组人口增长率 ( % ) 　　如果避开受战争凹陷

影响较大的 2000 年 ,把

2005年的年龄结构 (联合

国人口机构 2003年中位

预测 )与 1990 年进行比

较 ,则一个显著特点是大

约 38岁以下的人群为负

增长 , 38岁以上的人群为

正增长 ,且增长率由低龄

到高龄几乎逐龄提高 (图

2)。这一态势无疑将促使欧洲的老龄化进程继续以高速度推进 ,联合国人口机

构中位预测 2050年欧洲 65岁及以上老人比重将为 27. 9% ,老少比将高达

190%。

深度老龄化及其所带来的与日俱增的养老负担已经把许多欧洲国家压得喘

不过气来。问题的严重性在于 : ( 1) 相比较而言 ,交纳养老保险金的人越来越

少 ,享受者则越来越多。1990年欧盟 12国在职职工人数与养老金领取者之比

大约是 1. 5: 1, 2040年将演变为 1: 1. 5; (2) 50年前 ,一个现欧盟国家的公民于

60岁退休后领取养老金的平均年限为 6年 ,现因长寿已延长至 17年 ; ( 3) 养

老、医疗保健等开支日益庞大。2000年 ,意、法、德三国在这方面的公共支出占

GDP的比重已高达 12 - 14%。① 为缓解“白发浪潮 ”的冲击 ,维持养老保障体

系 ,推迟退休年龄是不少欧洲国家已经采取或准备采取的一项措施 ,如意大利

1994年颁布《政令法 》,规定 2005年前把男性退休年龄由 60岁推迟至 65岁 ,女

性到 2016年由 55岁推迟至 60岁 ;捷克的《养老保险法 》规定 1996 - 2007年间 ,

男性退休年龄每一年均比前一年推迟两个月 ,女性则推迟四个月 ;德国和英国也

要把女性的退休年龄由 60岁推迟到 65岁。然而 ,目前的实际情况不是推迟退

休的问题 ,而是许多人想提前退休。英国 1960年男性实际退休的平均年龄是

89 欧洲研究 　2005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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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2岁 , 1995年已提前到 62. 7岁 ,同一时期 ,法、意两国分别由 64. 5岁提前到

59. 2岁和 60. 6岁 , ①这无疑使老龄化问题雪上加霜。法国曾计划取消从事某些

职业的劳动者 (如火车司机 )一直享有的提前退休的权利 ,意大利则提出“让退

休者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结果都招致大规模游行示威的反对 ,这从一个侧面反

映出解决上述问题的难度。

由于受生育率变动和国际人口迁移的双重影响 ,近一二十年欧洲各地区人

口老龄化的速度出现了悬殊差距。1980年按 60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重

计 ,老龄化程度的排序是北欧、西欧、南欧、东欧 , 1950 - 1980年间各地区老人比

重分别增大了 3. 2 - 4. 6个百分点 ,相差并不大。而到 2005年 ,排序演变为南

欧、西欧、北欧、东欧。25年中 ,原先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北欧老年人比重增加了

1. 6个百分点 ,西欧、东欧增大了 4个多百分点 ,南欧增大了 7. 4个百分点。期内

不少北欧、西欧国家在老龄化排序上大幅度下降 ,如挪威 1980年在欧洲所有国

家中高居第 2位 , 2005年已降至第 23位 ,卢森堡由第 9位降至第 30位 ,英国由

第 4位降至第 16位 ;而大部分南欧、东欧国家排序却显著上升 ,其中意大利由第

13位升至第 1位 ,西班牙由第 22位升至第 8位 ⋯⋯发展速度上的这种差异缩

小了老龄化程度的地区差距 ,实际上标志着整个欧洲普遍进入了深度老龄化阶

段 : 2005年欧洲 60岁及以上老人比重除最低的阿尔巴尼亚为 10. 1% ,略低于世

界平均数 (10. 3% )以及摩尔多瓦为 13. 8%外 ,其余各国各地区全部高达 15 -

25%。

三 　国际移民的作用日益显现

从 19世纪到 20世纪 50年代 ,欧洲一直是国际移民的主要来源地。此后欧

洲各国渡过了二战后的恢复期 ,社会经济得到了持续发展 ,而其人口的发展却明

显不相适应 ,尤其是西欧 ,人口的平均自然增长率即使在“婴儿热 ”的 50年代亦

仅为 6. 1‰,且年龄结构因战争等因素异常扭曲 ,年轻劳动力严重匮乏 ,加之战

后政治版图的剧变 ,欧洲作为世界国际移民的主要源头迅速枯竭 ,西欧、北欧国

家进而寻求外部劳动力的“输血 ”,欧洲国际人口迁移形势由此发生巨变 ,年均

净移民数量由 50年代的 - 48万人剧减至 60年代的 - 6. 4万人。此后欧洲从整

99　总量开始减少的欧洲人口形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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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转变为净迁入 ,年均数由 70年代的 30. 5万人、80年代的 49. 8万人增至 90

年代达到历史峰值的 104. 6万人 (其中德国约 37万 ,俄罗斯 33万 ,意大利 11

万 ,英国 9万 ,法国 5万 ) , 21世纪的头几年 ,仍保持在 60 - 70万人的高水平上。

图 3　欧洲 5年平均的年增长人数 (万人 )

　　由于从 90年代中期起 ,欧洲已进入负自然增长阶段 ,因此移民对减缓人口

总量的下降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在 80年代前半期 ,欧洲年均净移民数大约

相当于自然增长数的 5% ,后半期为 39% ;到 90年代前半期 ,净移民已比自然增

长超出 10. 4倍 ,后半期人口年均自然减少 90万人 ,净移民高达 102万人 ,移民

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鉴于欧洲人口的负自然增长和正在加速的老龄化进程 ,要维持社会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 ,势必要更多地依赖外来移民。不久前联合国人口专家提出一项估

算 ,即从 2000年到 2050年 ,若要维持现有的劳动人口总量 ,德国每年需要净迁

入 49万外来移民 ,意大利需要 37万 ,英国需要 13万 ,法国需要 11万 , ①均比现

在的实际规模大得多。而如果要延缓人口老龄化 ,所需要的移民数量将更为庞

大。

虽然对于联合国人口专家的上述估算 ,不少欧洲人斥之为“天方夜谭 ”,“政

治上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 ”,但在严峻的人口形势下 ,一些欧洲国家近年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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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宽移民及侨民入籍的倾向 ,典型的如德国、法国。尽管这些国家移民越来越

多 ,但长期以来却一直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接纳移民的国家 ,在侨民归化入籍方面

要求尤其苛刻。经过多年争论后 ,德国终于在 1999年通过新国籍法 ,将申请加

入德国国籍所必需的在德居住年限由过去的 15年减至 8年。此外 ,凡在德出生

的外国人子女 ,可以自动拥有德国国籍 ; 1995年 ,意大利总统签署法令 ,使 25万

非法移民取得合法居留权 ; 1997年法国颁布新移民法 ,规定凡能证明已在法国

连续居住了 15年以上、无犯罪记录且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外国人 ,均可以获得短

期居留权。1999年 10月 ,欧盟要求各成员国协调彼此政策 ,以改善外来移民状

况。2001年 7月 ,欧盟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政策建议 ,据此各成员国可以通过采

取向外国移民发放绿卡等特殊措施来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 ,这表明对外来移民

政策和难民政策的制定已逐步从国家一级转让给欧盟一级 ,因此其政策走向将

进一步引起世界的广泛注视。2004年底 ,欧盟决定一年后启动与人口众多的土

耳其的入盟谈判 ,改善欧洲人口状况很可能是其中的一项考虑。应予指出的是 ,

在欧洲反对移民的右翼势力也不小 ,并在奥、法、荷等国的选举中屡屡得手 ,这无

疑也是一个应给予密切关注的问题。

在现阶段对欧洲 (主要指欧盟 )国际人口迁移的考察中 ,还有一个问题也经

常引起世人注意 ,那就是偷渡者或非法移民数量激增并多次酿成重大的人身伤

亡事故。非法移民实际上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全世界非法移民的总量估计至少

在 3000万人以上 ,不法之徒或黑社会甚至已把偷渡塑造成了一个庞大的“产

业 ”。自 1990年以来 ,每年约有 30 - 50万非法移民涌入欧洲。英国当局估计 ,

俗称“蛇头”的偷渡集团每年可以从中获利几十亿美元。非法移民大规模向欧

洲偷渡 ,有以下几方面的直接原因 : (1)欧洲存在着巨大的非法劳务市场。欧盟

国家普遍实行高福利政策 ,劳动工时为世界最短 ,劳动力成本高。因此大量技术

含量不高的工作岗位更倾向于使用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外国劳工。 (2)欧盟国家

之间已基本打破国界 ,人口迁移流动非常方便。 ( 3)欧洲国家对操纵非法移民

的犯罪集团打击不力。 (4)一些欧盟国家以“人权 ”为标榜的政治避难政策实际

上鼓励了非法移民 ,他们可以此取得暂时居留权。仅英国 1999年要求避难的人

数就多达 9. 5万人。

欧洲的非法移民主要来自亚非的发展中国家 ,他们付出巨额费用 ,甚至以生

命为赌注踏上偷渡之路 ,到头来很可能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这个问题如不能

获得妥善解决 ,无疑将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重大不安定因素。

101　总量开始减少的欧洲人口形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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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 　论

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先决条件。欧洲由于工业

化和人口转变进程开始最早 ,加上两次世界大战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已率先在全

世界范围内进入人口负自然增长和深度老龄化阶段 ,近些年其速度还明显加快 ,

从而为整个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前景蒙上了阴影 ,在不少国家已引起人们的

普遍忧虑。近一个世纪以来 ,欧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下降 ,占全球 GNP

总量的比重已由 1900年的 42. 4%降至 1965年的 30. 3%和 2000年的 25. 5% , ①

人口状况的变化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人口的再生产受到人的社会

属性和自然属性的双重制约 ,有其巨大的运动惯性 ,因此对欧洲人口的发展前景

我们很难持乐观态度 ,而国际移民的迁入也不是解决人口问题的长久之计 ,因为

它是一把双刃剑。欧洲未来的人文状况究竟将如何 ? 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作者简介 :张善余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彭际作、俞路 ,华东师

范大学人口研究所博士生。责任编辑 :彭姝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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