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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 到原籍国之外的

国家居住和就业的国际移民规模不断增加。根

据联合国 2007 年初发布的报告 , 2005 年末在

非原籍国工作和生活的移民人数达 1191 亿。

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妇女移民达到了 9450 万[1 ]
,

尽管她们移民的目的与途径不尽相同 , 但迁移

后都面临就业与生存问题。由于各国普遍存在

制度性的或非制度性的性别歧视与移民歧视 ,

而且这两类歧视常常叠加 , 使妇女移民的权益

受到双重威胁。本文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 , 分

析国际妇女移民的就业行业特征和权益保护状

况 , 对我国现行的境外就业管理政策提出完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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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妇女移民及其主要途径

国际妇女移民 , 指在原籍国之外的国家或

地区生活和工作的女性。长期以来 , 妇女移民

一直没有引起国际社会、各国政府及学术界的

足够重视 , 可能有两个主要原因 : 一是国际妇

女移民规模相对较小 ; 二是国际妇女移民常常

被看做是被动的 , 是男性移民的从属。然而 ,

自 20 世纪 60 年代 , 特别是近 20 年来 , 上述

两个方面的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 , 从移民规模上看 , 国际妇女移民已

接近“半边天”。根据联合国 2007 年发布的报

告 , 国际妇女移民在 2005 年末达 9450 万人 ,

占国际移民总数的 4916 %。除亚洲和非洲外 ,

在欧洲、大洋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海地区 , 国际妇女移民数量均已超过男性 (见

表) 。即使在亚洲 , 虽然总体规模上国际妇女

移民略少于男性 , 但一些国家的国际妇女移民

已超过男性。例如 , 2005 年 , 菲律宾的外出

移民中 65 %为女性 , 斯里兰卡的外出移民中

约 67 %为女性 ; 印度尼西亚的外出移民中

79 %为女性。在非洲 , 尽管妇女移民尚未占到

其总移民数的一半 , 但所占比例也在上升 , 由

20 世纪 60 年代的 42 %上升为 2005 年的 47 %。

妇女移民在全世界及各大洲移民中所占比例比较表 %

地区 全球 亚洲 非洲 欧洲 拉美及加勒比 北美洲 大洋洲

1960 年 4619 4618 4217 4817 4419 5111 4511

1980 年 4710 4513 4312 4815 4819 5213 4812

2005 年 4918 4514 4710 5317 5110 5110 5211

资料来源 : httpΠΠ: www. un. org , 联合国世界人口报告 , 2006。

　　其次 , 从移民方式和途径来看 , 国际妇女

移民不再只是男性移民的从属 , 其作为独立性

移民所占的比例逐步增大。 (1) 经济性移民。

这在国际妇女移民中所占比例最大 , 指以出国

就业为目的的妇女移民 , 约占妇女移民总数的

60 %
[2 ] 。从具体途径来看 , 有的通过中介机构

介绍 ; 有的通过亲戚朋友介绍 ; 有的通过网络

等与雇主取得联系 ; 还有的通过留学。(2) 跨

国婚姻移民。这是国际妇女移民的第二大途

径。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 随着网络与信息技

术的发展和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的扩大 , 加上

一些国家和地区婚龄人口性别比失调和婚姻挤

压状况严重 , 对外国新娘的需求不断增加。与

此同时 , 跨国婚姻中介机构迅速发展 , 出现邮

购新娘、网络新娘等现象 , 相当数量的国际妇

女移民通过跨国婚姻出境。例如 , 俄罗斯就有

近 1000 家这样的中介机构 , 每年约 1 万到 115

万名俄罗斯妇女持未婚妻签证出境[3 ] 。(3) 难

民。国际妇女移民的第三大途径是通过申请庇

护或逃难移民。有的因为政治或其他因素 , 申

请临时庇护 ; 有的因为战争或自然灾害等 , 沦

为难民。此外 , 还有一些妇女通过非正规渠

道 , 有的通过旅游出境非法滞留 , 有的被非法

组织或个人拐骗出境从事强迫劳动 , 即我们通

常所说的“拐卖妇女”。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 ,

每年约 1200 万妇女遭受拐卖[4 ] 。

二、当前国际妇女移民就业的主要行业

国际妇女移民的就业状况 , 特别是行业分

布特征日益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无论通

过什么渠道移民的妇女 , 都会面临在异国生存

的问题。就业是民生之本 , 也是移民在异国生

存的最主要途径。由于国际妇女移民在各国都

普遍受到针对移民和妇女的双重歧视和排斥 ,

国际妇女移民的就业行业具有相当的局限性 ,

常常被隔离在非正规就业领域。从目前联合国

有关组织的统计情况看 , 家政服务业、娱乐服

务业、护理业等是国际妇女移民较为集中的行

业。

(1) 家政服务业。从全球情况看 , 家政服

务业是吸纳国际妇女移民最多的行业。随着北

美、西欧和东亚等一些发达国家妇女就业率的

上升 , 专职在家照顾孩子和老人的本国妇女越

来越少。以美国为例 , 1950 年 , 家中有 6 岁

以下孩子的母亲工作比例仅为 15 % , 而 2004

年达到了 65 %
[5 ] 。同时 , 随着生活成本的提

高 , 很多家庭需要夫妻双双就业。此外 , 人口

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剧导致需要照料老年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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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不断增加。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 , 2003

年 , 香港、马来西亚及沙特阿拉伯分别有外籍

女佣 20 万人、1515 万人及 100 万人 ; 西班牙

50 %的移民配额给了外籍女佣 ; 菲律宾每年的

出境就业女性中 72 %从事家政服务业[6 ] 。

(2) 娱乐服务业。经济全球化同时带来娱

乐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 包括酒店、餐馆、歌舞

休闲和性工作场所的服务。由于收入低、风险

高且社会地位低 , 很多国家的本国公民不愿从

事这些岗位 , 特别是性服务业 , 国际妇女移民

便成为娱乐服务业的廉价劳动力。据统计 ,

2004 年 , 申请英国工作许可的外籍妇女中 ,

排在第二位的就是娱乐休闲服务业 , 有 5908

人[7 ] ; 申请日本入境许可的外籍妇女中 , 有

65000 人是以娱乐场所歌舞表演为由进入的[8 ] 。

此外 , 大量妇女被拐卖出境后 , 为了生存 , 被

迫从事性服务业。研究表明 , 仅欧盟国家 , 非

法从事性服务业的妇女约 10 万～20 万人[9 ] 。

(3) 护理行业。该行业是新近吸纳国际妇

女移民的一个重要行业 , 成为仅次于家政服务

业和娱乐服务业的第三大行业。随着很多发达

国家迈入老龄化社会 , 对护理人员的需求不断

提高 , 而这些国家新生劳动力又不足 , 加上护

理行业的相对收入较高、工作稳定性较强 , 越

来越多的国际妇女移民到发达国家从事该行

业。例如 , 美国的护士 1Π4 是外籍妇女 ; 新西

兰的注册护士中 23 %是外籍妇女 ; 新加坡的

注册护士中外籍妇女比例高达 30 % ; 1998 年

到 2004 年间 , 英国新注册的非洲护士翻了 4

倍[10 ] 。而且 , 这个缺口目前仍然很大。据世

界卫生组织估算 , 与 1997 年相比 , 2008 年英

国要增加 25000 名大夫和 25 万名护士才能满

足需求 ;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未来 4～5 年分

别缺 718 万名和 4 万名护士 ; 美国到 2020 年

将有 100 万名护士缺口[11 ] 。

(4) 其他行业。除上述 3 个国际妇女移民

聚集的行业以外 , 技师、教师和企业主等岗位

也逐步吸纳一些国际妇女移民。21 世纪以来 ,

随着经济全球化、人口老龄化及技能人才的不

足 , 许多国家的部分技能岗位开始接受国际妇

女移民。例如 , 在芬兰、瑞典和英国 , 2000

年后入境的妇女移民有 15 %在教育与卫生行

业。美国和英国从 2001 年开始从加勒比海地

区招聘人员到其高中和大学任教 , 其中就包括

女性。对澳大利亚的研究数据表明 , 到澳的妇

女移民从事管理和其他专业技能的比例也在提

高 , 包括信息、通讯、金融等行业[12 ] 。

三、国际妇女移民行业分布特征对其权益

的影响

根据以上分析 , 国际妇女移民目前集中在

家政服务业、娱乐服务业和护理行业就业 , 正

是这种行业分布特征给妇女移民权益保护带来

了风险 , 具体表现在 :

11 劳动权益保护的风险。首先 , 多数国

家的劳动法对家政服务业、娱乐服务业和护理

行业的保护条款力度不够 , 甚至没有 ; 对这些

行业的劳动条件、工资报酬等情况的监督检查

也明显缺乏。就家政服务业来看 , 国际妇女移

民的劳动权益保护主要依赖雇主的平等意识和

权益意识 , 如果雇主不能保障其基本权益 , 家

佣常常由于身处异国缺乏社会支持和语言障碍

等原因选择忍气吞声。其次 , 多数国家移民就

业政策中对家政工人转换雇主有限制 , 即便对

雇主不满 , 也难以更换雇主 , 甚至常常会因此

受到处罚。例如 , 有的国家采取签证担保制 ,

一旦家政工人被雇主辞退 , 她在当地就可能失

去合法身份。就娱乐服务业来看 , 情况可能更

糟。一些在娱乐服务业工作的妇女常由于迁移

途径的非法而难以获得在迁入地的合法身份 ,

即便权益受到侵犯 , 也由于担心被遣返甚至入

狱而不敢投诉。

21 健康风险。这类风险包括生理上的和

心理上的。从生理健康而言 , 无论在家政服务

业还是娱乐服务业从业的国际妇女移民 , 就医

都十分困难。首先 , 许多国家 , 甚至发达国家

尽管具有相当丰富的医疗资源 , 但这些资源对

国际移民来说具有明显的不可及性。因为绝大

多数的国际移民 , 特别是家庭女佣 , 都不在当

地社会保险覆盖范围之内 ; 第二 , 在家政服务

业和娱乐服务业工作的国际妇女移民 , 常常由

于种种原因缺乏人身自由。即使出现不健康状

况 , 一些国际妇女移民也常常因为害怕被辞退

而不愿让雇主知道。对于娱乐服务业中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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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移民来说 , 生理健康问题更多 , 特别是那

些性服务工作者 , 她们的生殖健康问题尤为集

中。一是感染艾滋病的比例高 , 且难以得到及

时治疗。例如 , 2002 年斯里兰卡的政府报告

指出 , 女性移民血液检测艾滋病病毒呈阳性的

是男性移民的 7 倍。二是怀孕流产的比例高 ,

且多数是悄悄地流产。在西班牙 , 妇女移民的

流产人数是当地女性的 2 倍 ; 在挪威 , 妇女移

民只占人口的 15 % , 但流产人数占 25 % ; 在

意大利 , 外籍女性流产人数是本地的 3 倍[13 ] 。

从心理健康来看 , 国际妇女移民多数与自己的

亲人处于长期分离状态 , 心理上非常孤独。除

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少数国家外 , 绝大多数国家

的移民政策对低技能行业的国际移民工人与家

庭团聚有近乎苛刻的规定。有的国家甚至规

定 , 男性移民可以申请配偶、子女团聚 , 而女

性移民却不允许 , 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妇女

移民的孤独与忧郁。

31 性暴力风险。广义地看 , 性暴力风险

是国际妇女移民面临的健康风险之一 , 但其性

质与一般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风险不同。性暴力

本质上是一种犯罪行为。但由于作为移民和女

性的国际妇女移民处在双重的弱势地位 , 针对

国际妇女移民的性暴力常常难以引起足够的重

视。例如 , 一些从事家政服务业的妇女移民常

常遭受雇主的性暴力 , 甚至长期同时担当着性

伙伴和女佣的角色 , 却不敢投诉 , 也无处投

诉。国际移民组织 2005 年的一项调查发现 ,

很多莫桑比克的年轻女性被拐卖到南非的矿主

家从事家政服务 , 同时又成为这些矿主的性伙

伴 , 得不到分文报酬[14 ] 。由于工作场合和工

作性质的特殊性 , 在娱乐服务业工作的国际妇

女移民更容易遭受性暴力 , 也更不被人重视 ,

因为很多娱乐休闲场所的服务与性服务工作是

混合在一起的 , 难以区别开。一些人利用这一

点强迫或诱使娱乐服务业工作人员为其提供性

服务 , 却不支付报酬。

国际妇女移民不仅在工作场所易遭受性暴

力 , 而且在整个迁移过程中 , 甚至包括在迁移

后的家庭中都面临性暴力风险。墨西哥的一项

研究发现 , 在国际妇女移民中 , 46 %受到过不

同程度的性暴力。其中 , 23 %的人说海关官员

是主要侵犯者 , 其次是联邦警察、法官和地方

警察、地方军队[15 ] 。一项对居住在波士顿的

受过高等教育的南亚中产阶级妇女的调查发

现 , 近 35 %受到家庭虐待 , 19 %受到性虐

待[16 ] 。一些国际妇女移民在迁移后的家庭中

遭受性暴力 , 常常与一些条件不明的跨国婚姻

有关 , 很多女性移民前根本不了解对方的真实

情况 , 特别是品行 , 一旦移民特别是有了孩子

后 , 考虑到孩子的照顾、自己身份的合法性以

及投诉的语言障碍等 , 她们往往选择忍耐 , 而

不是投诉。可见 , 国际妇女移民在迁移中和迁

移后都会面临风险 , 权益很难得到维护 , 需要

引起移民管理工作者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四、国际妇女移民行业分布特征对我国境

外就业管理的政策启示

近年来 ,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

通过各种渠道移民出境的公民人数不断增多。

我国公民跨境迁移的主要渠道包括 : 11 通过

中介机构介绍出境 ; 21 通过亲戚朋友介绍出

境 ; 31 通过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出境 ; 41 通

过留学出境 ; 51 通过跨国婚姻移民出境 ; 61
通过非法手段出境 , 包括被拐卖出境。与所有

国际移民一样 , 无论以何种方式出境 , 他们都

面临就业问题。与国际移民总体趋势略显不同

的是 , 我国妇女移民在移民总量中约占 39 % ,

就业行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餐饮业①。然

而 , 由于目前有关国际迁移统计的相对缺乏 ,

这一比例能够反映的状况十分有限 , 所做统计

只是局限于对通过合法机构出境就业者的不完

全统计。对于其他渠道出境的人数和女性比

例 , 目前缺乏统计。即便通过合法机构出境的

人员 , 中国目前也很少有渠道了解和掌握其权

益保护问题。近年来频发的境外劳动争议案件

表明 , 我国出境就业者的权益保障急需加强。

鉴于国际妇女移民就业特征和权益保护中存在

的问题 , 为进一步维护我国出境就业人员 , 特

别是妇女移民的权益 , 对中国公民出境就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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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劳动保障部、商务部政府网 2006 公布的数据计算分析得出。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理提出如下建议 :

第一 , 在全球化背景下正确认识中国劳动

力出境就业的利与弊。一方面 , 劳动力出境就

业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 , 而不是中国特有

的现象。通过出境就业 , 不仅可以拓宽劳动者

就业渠道 , 增加收入 , 开阔视野 , 而且可以增

加国家外汇 , 促进民间交流。另一方面 , 劳动

者出境就业会面临各种风险 , 其中很多是出境

就业人员自身难以克服的 , 需要通过政府层面

的沟通、协调与管理 , 以加强对出境就业人员

的权益保护。因此 , 加强公民出境就业管理与

服务是国家政府顺应全球化必须承担起的职

责 , 是维护在外公民权益的必要措施。

第二 , 加强移民及其就业、婚姻政策宣

传 , 对妇女移民实行针对性的权益保护提醒。

通过广播、电视、网络、报纸等多种媒体 , 让

公民切实了解有关国家的移民、就业及婚姻的

法律和政策 , 通过典型案例深入浅出地进行分

析 , 特别是对那些生活在信息不发达地区的贫

困居民 , 应采用适当的办法宣传相关知识 , 防

止盲目、非法的国际迁移发生。充分发挥妇

联、工会等组织的力量 , 既要做好合法渠道的

宣传 , 预防针对妇女的国际贩卖 , 也要及时掌

握拟出境的妇女信息 , 做好移民前的权益保护

知识宣传 , 使移民在迁移前就了解侵权行为的

种类和表现、境外维权的渠道和方法等。

第三 , 提高境外就业培训的针对性 , 扩大

中国劳动力 , 特别是女性劳动力在世界就业市

场上的份额。根据国际劳动力市场需求有目的

地开展培训 , 特别是针对今后一段时期内国际

劳动力市场上护理等行业对女性劳动力需求旺

盛的特点 , 我国应采取措施 , 制定培训规划 ,

有目的地培养一批懂护理、会英语的技术人才

队伍 , 使她们能够主动进入欧美劳动力市场 ,

即便不出境就业 , 也能更好地适应我国劳动力

市场需求。

第四 , 做好基础性统计工作 , 加强境外就

业管理与服务。首先 , 对我国移民去往的地区

或国家、就业行业、年龄分布等情况作分性别

统计 , 掌握女性移民分布的行业与地区特征、

薪酬水平、权益保护程度、劳资纠纷案件处理

情况等信息 , 为制定移民保护特别是妇女移民

保护政策提供支持 , 同时对出境就业人员和境

外就业中介机构给予正确导向。其次 , 加强境

外就业中介市场的监管 , 规范境外就业中介的

服务流程 , 为出境就业人员提供必须的法规、

习俗等培训 , 提供必要的跟踪服务 , 特别是法

律援助。同时 , 严厉打击非法境外就业中介机

构或个人 , 减少直至杜绝非法移民。此外 , 要

加强政府在维护国际移民权益中的职能 , 应与

中国公民迁入较多的国家签署相关协议 , 将在

迁入国生活和就业的中国公民权益保护纳入所

在国法律保护框架。同时 , 在这些国家的我国

使领馆派驻劳务官或设立劳工事务小组 , 使中

国公民境外就业权益受到侵犯时能够得到快速

协调与妥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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