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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移民数据既是分析、解决国际移民问题的基础性要素和决策性资源，也是国际移民权益保

护的对象和国际移民治理合作的资本。 我国数据安全相关立法为移民数据的应用提供了国内法依

据。 《移民问题全球契约》中有关移民数据应用的框架性共识为我国移民数据的开发提供了国际

经验指引。 在国际移民治理领域激活移民数据应用潜能，可以围绕实施层级化的移民数据战略、搭
建应用型移民数据平台、加强移民数据安全保护、深化移民数据国际合作等方面展开，开创以移民

数据开发为主导的国际移民治理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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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数据是认识和分析国际移民现象的基础，
是形成移民治理政策和共识的重要资源。 国内外有

关国际移民现象的研判分析、治理对策提出、政策法

律制定等都离不开移民数据的支撑。 但移民数据应

用在国内层面和国际层面普遍存在标准化、规范化、
系统化不足的问题。 明晰移民数据的基本构成及其

开发逻辑成为提升我国国际移民治理能力面临的一

项紧迫命题。 数字时代背景下，厘清移民数据的概

念和特征，探寻移民数据的开发逻辑和规范边界，有
助于我国形成符合国家发展形势的理性移民治理

观，开创以移民数据开发为主导的国际移民治理新

格局。

　 　 一、移民数据的界定

移民数据是指在人口跨境流动过程中形成的，
以电子或其他方式记录的各种与移民主体身份相关

的信息数据。 在国际层面，《移民问题全球契约》
（以下简称《契约》）中将“收集和利用准确分类数据

作为循证政策的依据”作为一项重要行动目标。 移

民数据主要指“按性别、年龄、移民状况和其他国情

相关特征分类的准确、可靠和可比数据”。 在国内层

面，出入境记录就是典型的移民数据，公安部《关于

印发〈公安机关查询出入境记录工作规定〉的通知》
就对因公和因私查询出入境记录作出专门规定。 移

民数据广泛存在于国际移民治理进程中，移民数据

研究对于我国在国际移民治理领域统筹国内法治和

涉外法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移民数据主要由移民各阶段的移民个人信息数

据和移民管理信息数据两部分构成。 “数据” “移
民”“个人信息”等是构成移民数据的基本要素。 无

论是移民个人信息数据，还是移民管理信息数据都

需要符合移民数据的基本属性，即能够在国际移民

治理过程中发挥自身标准化、规范化、系统性、可持

续性等价值。
（一）数据、个人信息与数据管理

１． 移民数据具有“数据”的基本属性

移民数据具有“数据”的基本属性，其特殊性在

于与移民主体发生了密切关联。 《中华人民共和国

数据安全法》 （以下简称《数据安全法》）第 ３ 条规

定，法律所保护的“数据”是指任何以电子或者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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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对信息的记录。 数据是信息时代的核心战略资

源之一，其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已经改变了人类

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
产业互联网、泛在感知等新技术均以海量数据为基

础［１］。 因此，对于国际移民治理而言，移民数据基于

这种基本属性，同样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数据”在
当前的移民管理工作中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移民数据直接关联移民治理领域的信息化建设，影
响数字技术在移民管理过程中的应用和创新，反映

一国在国际移民领域的数字化治理水平。
２． 移民个人信息数据具有“个人信息”的属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１０３４ 条的规

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

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

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
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
行踪信息等。 移民个人信息数据在内容上主要涉及

移民个体的个人信息数据，如移民个人的基本资料、
生物信息、出生地、国籍国、父母国籍、惯常居住地、
护照和签证有效期等。

移民个人信息数据是形成移民数据的前提。 移

民个人信息数据不仅是移民主体的“个人信息”在移

民治理领域产生“数据”意义的关键，也是分析移民

主体迁徙活动、研判各阶段移民迁徙行为法律意义

的基础。 移民个人信息数据关涉移民对个人信息数

据的同意权、知情权、访问权、自决权、拒绝权、获取

权、修改权、删除权、数据可移植权等各项个人信息

保护权。 我国对于个人信息的重视和保护是国家对

数字经济发展的时代回应，也是对自然人隐私权保

护的一种体现。 移民个人信息数据所具有的个人信

息属性决定了移民数据的处理应当遵循合法、正当、
必要的原则。

３． 移民管理信息数据因获取和处理移民个人信

息数据而形成

移民管理信息数据属于与国际移民治理相关的

政务数据范畴，具体形成于国籍管理、签证管理、护
照管理、出入境管理、停留居留管理等移民管理制度

运行过程之中。 移民信息管理主体具有多元性特

点，移民管理信息数据的获取需要从移民主体的合

法身份证明和证件信息等移民个人信息数据入手。
　 　 我国当前所推进的数字政府建设强调政务数据

的安全与开放，移民管理工作同样需要移民管理信

息数据的有力支撑。 《“十四五”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

目标纲要》指出，国家“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

会、数字政府”。 《数据安全法》第 ３７、３８、４１ 条等对

政务数据安全与开放作出明确要求：一是政务数据

应面向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注重提高科学性、准确

性、时效性；二是国家机关需要依据法定职权并根据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和程序收集和使用数据，
落实数据安全保护责任，保障政务数据安全；三是遵

循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按照规定及时、准确地公

开政务数据。 移民管理信息数据的管理者在移民管

理过程中需要依法向移民管理行政相对人履行告

知、通知等义务，对个人处理移民数据权利的请求应

当及时予以回应。
国家移民管理局成立以来推行的各项便民利民

措施大多都与数据处理、信息化建设密切相关。 从

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移民管理工作主要数据可以

看出，现阶段我国移民管理信息数据主要集中于全

国口岸查验出入境人员、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
办理内地居民出入境证件、办理赴港澳台签注、为在

华外国人签发停留居留证件、查获非法出入境人员、
查获“三非”外国人等方面。 这些数据初步构架起我

国移民管理信息数据库，并会在未来工作中进一步

标准化、规范化、系统化。
（二）移民数据的基本特征

移民数据的概念界定、特征归纳是将其规范应

用于国际移民治理领域的重要前提。 在国际移民治

理过程中，以准确、可靠、可比为基本特征的移民信

息数据是发挥其积极价值的重要保证。 例如，在移

民管理工作中，以移民数据为基础开展移民者画像

绘制、高风险人员分析、主要活动区域分析等，对于

防控移民出入境安全风险、助力移民治理能力现代

化建设具有现实意义［２］。
联合国的全球迁移数据库（Ｕ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ＵＮＧＭＤ）是国际社会相对权威的数据库。
但该数据库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如：ＵＮＧＭＤ 不仅存

在着迁移界定标准不一的问题，还因获取数据途径

不同，出现同一个国家、地区的同一个数据存在差异

的情况；联合国移民存量估计数据易受到各国迁移

定义不一致的影响；迁移流量数据能够比迁移存量

数据更加准确地分析人口迁移规模和变化趋势，但
其比存量数据面临更为严重的数据缺失问题；
等等［３］。

获取标准化、可靠性强的移民数据将是未来国

际移民治理取得实效的关键。 国家、区域和国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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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需要在移民数据的概念界定、统计方法、指标体系

等方面形成共识，体现移民数据标准化特征。 只有

获取标准、丰富的移民数据，才能对国际移民迁移趋

势和特征作出科学判断，进而为国际移民治理提供

有意义的对策支持。

　 　 二、移民数据开发有助于我国深度参与国际移

民治理

　 　 （一）判断国际移民治理形势的前提和基础

理性的移民治理观是国际移民治理的必要前

提，移民数据有助于人们对国际移民现象形成理性

认知。 据国际移民组织发布的 ２０２０ 年《世界移民报

告》显示，２０１９ 年全球 ７７ 亿人口中有 ２． ７２ 亿人为跨

国移民，移民人数占全球总人口的 ３． ５％ 。 相关数据

进一步肯定国际移民全球化发展趋势的不可逆转。
但也有学者认为，我们对于国际移民存在认知错误，
即：我们并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在移民？ 他们从哪

里移民到哪里？ 移民人数是增加还是在下降？ 是谁

在计算移民的数量？ 如何区分移民和难民？ 移民数

字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这些问题凸显出移民数据的

收集受到统计主体单一、数据传播影响、方法存在差

异等因素影响，使人们难以看清国际移民在整体上

呈总体下降趋势的真相［４］。
移民数据对于国际移民治理具有“国际移民全

球证据”的基础性作用。 《契约》期望实现的第一个

目标便是“收集和利用准确分类数据作为循证政策

的依据”。 这一目标凸显出移民数据作为分析和解

决移民问题的决定性作用。 《契约》呼吁世界各国应

致力于改进和开展相关数据的收集、分析和传播。
目前，我国移民数据来源多样，尚未建立起统一的基

础数据库。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
第 ５ 条规定“国家建立统一的出境入境管理信息平

台，实现有关管理部门信息共享”，但实务工作中数

据源头多元、信息获取标准不统一等现象较为普

遍［５］。 移民数据不仅涉及移民自身权益，还直接关

系国家安全，尤其在国家移民管理局成立以后，国家

致力于提升国际移民治理能力，与移民数据安全相

关的信息化建设显得更为必要且紧迫。
（二）影响国际移民治理的决策性资源

移民数据是实施移民治理的重要决策性资源。
如，从国际移民的规模存量与比重、集中化指数以及

有效迁移率等指标出发，分析我国国际人口迁移的

空间格局、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可以得出中国逐步

转向国际迁移目的地国、中国国际输出移民目的地

国分布呈现集中化趋势，以及移民来源国分布呈现

分散化特征等结论［６］。 移民数据的低效开发不仅会

制约包括决策层在内的社会各界对移民问题的认

知，进而影响国际移民治理观念转变、战略和规划制

定、制度和政策安排等，还会影响移民治理研究及其

成果转化［３］。
移民数据内生于国际移民治理的各个环节，相

关数据的收集和运用能力是国际移民治理水平的重

要体现。 一方面，移民数据有助于开展与国际移民

现象相关的各项研究，指导决策；另一方面，其有利

于对移民治理行为实施有效监督和后期评估。 如，
《契约》便是在前期收集移民数据、形成应对移民问

题共同认识基础上取得的成果。 未来，无论是履行

《契约》各项目标和承诺，还是应对移民治理新情况

都将依赖于移民数据这一重要的决策性资源。
（三）深化国际移民治理合作的重要资本

移民数据作为一种决策性资源是形成移民治理

共识、深化移民治理领域合作的重要资本。 现阶段

的移民治理合作多以数据和信息技术的共享和合作

为首要切入点。 基于移民数据的比对和分析，主权

国家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更容易在移民治理

领域找到共同关心的问题和领域。 因此，移民数据

不仅影响个人理性移民观念的形成，还影响主权国

家、国际组织之间开展深层次的国际移民治理合作。
获取和运用移民数据的能力不仅影响着移民治理共

识的达成以及合作行动的执行效度，还是各国寻找

合作伙伴的重要参考指标，进而能够决定一国在国

际移民治理领域的角色和地位。 就国内层面而言，
我国不断提升数据安全治理能力，持续推进各领域

信息化建设，移民治理领域也是如此。 但从国际层

面来看，我国在移民数据的获取和应用方面还存在

诸多问题，尤其是在移民数据的标准性和权威性，以
及配套信息化技术方面仍存在短板，这也导致我国

在移民治理领域的国际影响力有待提升，深层次移

民治理合作难以实现。
国际合作是实现国际移民治理的主渠道之一，

共享共赢的精神贯穿《契约》的形成、执行和评估等

过程。 国际移民治理的核心围绕执行力而展开，执
行力又以具体的合作机制、合作平台和合作框架等

为载体。 执行力上的差异直接影响国际移民治理过

程中的合作深度和广度。 重视移民数据的收集和运

用便是注重国际移民治理执行力的体现，也是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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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深度、更为广阔合作空间的基础。
（四）保护国际移民主体权益的实现方式

移民人权保护是国际移民治理的题中之义，是
一国移民治理水平的重要体现。 在信息化时代，个
人信息保护已经成为国际移民人权的重要构成部

分，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移民数据保护亟须提

供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双重保障。 在国内法领域，
为了规范我国境内外的数据处理活动，保障数据安

全，促进数据开发利用，国家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网络安全法》（以下简称《网络安全法》）、《数据

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等一系列法律，
初步构建了我国的数据治理立法体系。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以下

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也正式以专门立法的方式

将个人信息保护和个人信息处理纳入法治范畴，实
现了从隐私权保护向数据权保护的跨越［７］。 数据安

全治理体系的构建和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完善为我

国国际移民治理能力提升，保护国际移民主体权益，
以及高效推进国家移民管理工作带来重要契机。

在国际法领域，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人格权的

保护范围早已成为国际通行做法。 移民数据的应用

将在未来的国际移民治理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移
民数据保护也会成为保障和实现国际移民主体权益

的重要体现方式。 《契约》中承诺，在收集和运用移

民数据的同时，要保护移民个人信息，维护国际移民

的隐私权。 在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背景下，随意

收集、违法获取、过度使用、非法买卖个人信息等问

题不断凸显，且大量外国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

保护未能在相关规范中得到回应［８］。 加强移民数据

保护可以为数字时代背景下提升国际移民管理能

力，保障国际移民在我国境内的各项合法权益提供

有力保障。

　 　 三、移民数据开发的基本逻辑和实施路径

《契约》达成的各项目标和承诺为移民数据开发

提供了经验性指引。 立足于信息数据应用国内法律

制度，并对接国际移民治理共识，是我国未来开展国

际移民法治建设的有效进路之一。
（一）移民数据开发的基本逻辑

移民数据开发是指对移民个人信息数据和移民

管理信息数据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
公开等行为。 移民数据以共识性的国际移民定义和

标准化的移民数据库为逻辑前提，即国际移民的含

义框定和影响移民数据开发的具体领域。 移民数据

开发的内在逻辑是运用信息技术强化移民数据收

集，健全数据规范加强移民数据的管理，最终应用移

民数据，服务国际移民的可持续发展，保障和实现国

际移民的主体权益。
移民数据开发的基本原则是安全、开放、有序。

安全是移民数据开发的首要原则。 依据《数据安全

法》相关规定，在我国境内外开展移民数据处理活动

需要维护数据安全，并接受安全监管，不得损害国家

安全、公共利益或者公民、组织合法权益。 因此，移
民数据开发需要强调“移民数据安全”，即应当采取

必要措施，确保移民数据处于有效保护和合法利用

状态，并具备保障其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开放是

为了在移民治理过程中，打破移民数据管理部门之

间的数据壁垒，发挥移民数据的价值，形成移民管理

和服务合力。 有序是指开放的移民数据不能任意使

用，需要建立在规范的数据应用程序之上。 《数据安

全法》第 １９ 条明确提出：“国家建立健全数据交易管

理制度。”安全、开放和有序的开发移民数据是挖掘

移民治理创新潜能，助力移民治理水平提升的重要

保障。
移民数据开发需要通过法治化的手段明确其规

范边界，即解决好移民数据安全、移民数据处理与移

民数据主体权益保护之间的平衡问题。 移民数据在

生成、流动及应用过程中存在被滥用的风险，不仅影

响移民个人，还可能影响国家安全。 国内立法已经

为个人信息数据的应用提供了法治保障，这就为在

移民数据应用过程中实现管理主体资源配置、信息

主体权益实现、数据信息安全保障等方面提供了规

范依据。
（二）移民数据开发的实施路径

以国内数据治理规范体系为依据，对标《契约》
中提出的各项目标、承诺及其行动指引，开发和利用

准确分类的移民数据可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
１． 安全：实施移民数据战略，为国际移民治理提

供法制保障

国际移民全球治理的经验表明，国际社会在应

对国际移民治理问题上普遍采取全球、区域、国家和

地方协同推进的模式。 因此，实施以国家主导、地方

配合，全球及区域共同参与的层级化移民数据战略，
对于重构我国新时代国际移民治理理念具有重要的

现实价值。 《数据安全法》第 １４ 条规定：“国家实施

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和支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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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在各行业、各领域的创新应用。”实施移民数据战

略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促进移民治理过程中利益

相关方的积极参与，另一方面是要形成从地方到国

家、区域以及全球的四级统一的移民数据体系。 也

就是说，要在移民数据应用领域跨越国别屏障，充分

调动移民治理参与者的主动性，提升移民数据收集、
分析和传播能力，以全球性方案规划移民数据资源

的挖掘。
层级化移民数据战略需要以系统、完善的移民

数据法制体系为保障，发挥数据循证政策法治的功

能。 当前，我国坚持立法引领数据安全治理体系构

建，为移民数据应用提供了良好的国内环境。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网络安全法》的施行，填补了我国综合性网

络信息安全立法的多项空白。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实施的

《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为开展网络安全审查提供了制

度保障和法律依据。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数据安全法》正
式实施，明确了由中央国家安全领导机构“统筹协调

国家数据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建立国家数

据安全工作协调机制”。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个人信息

保护法》的施行迈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重要

一步。
国家数据和网络相关立法面向提升我国数据治

理能力，为移民数据法制体系建设提供了规范指引。
移民数据法制体系是国家数据安全立法的一部分，
需要在移民数据应用领域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

观，聚焦移民领域的数据分类分级管理、数据安全审

查、数据安全风险评估、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等基本

制度，避免因移民数据的不当收集和使用产生安全

隐患［９］。
层级化移民数据战略需要完善和细化配套立

法，实现移民数据应用领域的全覆盖。 其他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等，都可以在现有数据安

全治理规范基础上，继续细化和全面跟进。 国内诸

多省市也通过立法方式，推进大数据发展和应用。
依据《数据安全法》相关规定，未来应重点关注以下

几方面内容：一是加强数据安全风险防控，强化数据

安全审查；二是健全数据安全工作机制，明晰数据应

用法律责任；三是健全数据出境安全管理制度，提升

数据安全立法域外适用效力。
２． 开放：搭建应用型移民数据平台，服务国际移

民治理

应用型的移民数据平台需要拓展数据公开、自
助查询、信息服务等功能，对移民数据的科学、规范

应用形成社会共识，提升移民数据的应用价值，创新

移民数据的应用方法，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助力国际

移民的可持续发展。
（１）形成移民数据开发共识，提升移民数据收集

技术水平

明确移民数据的基本内涵和要素是移民数据开

发形成共识的前提。 因此，如何界定国际移民数据

统计的含义，其中又包括哪些数据变量，以及哪些数

据是分析移民现象、反映移民特征和规律、驱动和影

响移民发展的关键要素等，都是有待研究和统一的

具体指标。 就这些指标达成共识，是形成准确、可
靠、应用型移民数据的关键。

移民数据的收集、应用及合作依赖标准化统计

方法的运用。 标准化的目的是为了移民数据的可比

和兼容，可通过构建专业、权威的移民数据统计系统

予以实现。 如，可以依托国家移民管理局建立国家

统一的移民数据管理平台，拓展适用国际移民、移民

数据等基础性概念，以《契约》中的行动目标为参考，
记录移民模式与趋势、移民特征、移民驱动因素、移
民影响等，实现移民存量和移民流动计量统计的标

准化。
（２）规范移民数据管理，探索和创新移民数据开

发方法

移民数据管理的目的是实现移民数据价值的最

大化。 当前，国家围绕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目

的，通过立法在信息数据规范化应用方面取得明显

进步。 如，在移民管理领域，移民管理事业的高质量

发展离不开信息化建设的支撑。 国家移民管理局公

布的年度移民管理工作数据为提升移民管理效率发

挥了重要作用，有力提升了移民管理工作的规范性

和可预测性。 随着移民数据的广泛应用，应当推动

移民数据在应用领域的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探索用

于及时发现、破解风险的信息共享权限及管理路径

等［１０］。 移民数据开发的方法创新是移民数据管理

的重要努力方向。 未来可以尝试将移民数据统计纳

入国家普查，提高移民管理工作中甄别、评估和转介

等程序的操作性和确定性。
（３）服务国际移民可持续发展，实施移民管理领

域标准化建设

移民数据的开放可以积极助力国际移民的可持

续发展，但同时需要完善的移民数据应用平台予以

保障。 结合我国移民管理事业中存在的问题，加快

信息交流共享、提高移民事务管理水平，研发新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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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技术和装备，开展标准化建设研究具有重要

意义［１１］。
移民数据的开放是为了更好地共享，即为深化

移民数据国际合作创造条件，为国际移民治理提供

行动支持。 《数据安全法》第 １１ 条明确规定：“国家

积极开展数据安全治理、数据开发利用等领域的国

际交流与合作，参与数据安全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

的制定，促进数据跨境安全、自由流动。”当然，移民

数据的开发利用需要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

利益的前提下，遵循国际法治。 《数据安全法》第 ３６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机关根据有关法律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或
者按照平等互惠原则，处理外国司法或者执法机构

关于提供数据的请求。 非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机

关批准，境内的组织、个人不得向外国司法或者执法

机构提供存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数据。”因

此，坚持以移民数据为主导，充分发挥多元国际移民

治理主体的积极性，注重利益相关国家间的合作及

移民可持续发展将成为应对国际移民治理难题的可

行路径。
３． 有序：加强移民数据保护，为国际移民治理提

供决策数据

安全、开放的移民数据可以被应用到国际移民

治理的各个领域，加强移民数据的开发和保护，可以

为我国国际移民治理提供更多的决策型数据。 移民

数据开发主体需要增强移民数据保护意识、履行移

民数据保护义务，深化移民数据保护公众参与，积极

为提高国家移民管理机构的服务和管理能力提供支

持。 有序利用是移民数据开发的终极目标。 《数据

安全法》第 ７ 条强调“国家鼓励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

用”。 有序利用包含合法、合理、高效、自由等多重价

值要素。
（１）移民数据安全开发是实现移民权益保护的

方式之一

２１ 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对于国际移民的认识越

发理性和积极，国际移民的优势和价值逐渐被人们

所正视，国际移民权益保护逐渐成为国际移民治理

领域中的核心命题。 移民数据对于国际移民的可持

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许多内容直接涉及国际移民

的基本权利和切身利益。 根据《数据安全法》第 ７ 条

的规定，国家明确了保护公民合法数据权益的基本

导向。 移民数据保护应当引起移民管理部门的重

视。 在移民管理工作实践中，国家移民管理局高度

重视公民隐私保护。 如，２０１９ 年 ９ 月制定出台《出入

境证件身份认证管理办法（试行）》，积极保障移民

数据应用过程中可能涉及的各项合法权益。 移民管

理工作实践中会因中外人员往来形成各类移民数

据，此类信息的管理和应用存在滥用和侵权的风险。
为此，需要及时完善我国移民管理全球型、区域型、
国内型等数据库，制定移民数据应用的系统性管理

方案。
（２）数据应用主体应完善配套管理机制，依法履

行移民数据保护义务

《数据安全法》第 ８ 条规定：“开展数据处理活

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和伦理，遵守

商业道德和职业道德，诚实守信，履行数据安全保护

义务，承担社会责任，不得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
不得损害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为保证出入境证

件身份认证管理安全有序、有章可循，国家移民管理

局开发建设了出入境证件身份认证平台，明确了出

入境证件身份认证提供方、服务对象、服务内容、资
质条件、申请材料、办理流程、违规处理措施、安全管

理责任等事项。 相关规定为国家移民管理局充分履

行移民数据保护义务，充分保障中外人员往来过程

中的移民数据安全提供了机制保障。 未来应通过细

化移民数据的应用流程、责任机制等方式，保障相关

主体依法履职［１２］。
（３）加强移民数据规范应用，还需要推进移民数

据安全保护的公众参与

《数据安全法》第 ９ 条规定：“国家支持开展数据

安全知识宣传普及，提高全社会的数据安全保护意

识和水平，推动有关部门、行业组织、科研机构、企
业、个人等共同参与数据安全保护工作，形成全社会

共同维护数据安全和促进发展的良好环境。”强化公

众参与是数字时代加强数据安全保护的重要路径选

择，与数据的安全性、开放性、规范性紧密相关。 为

移民数据应用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鼓励公众参与，
形成社会共识，才能真正发挥其助推移民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重要价值。

　 　 四、结束语：开创以移民数据开发为主导的国际

移民治理新格局

　 　 移民数据对于提升新时代中国国际移民治理能

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移民数据的应用需要坚持法

治化思维，以国内立法为基础，并充分对接国际规

则。 国内立法是实现移民数据标准化、规范化、系统

·０１·



白永峰：移民数据的界定及其开发

化开发的前提和保障。 国际规则可为移民数据的保

护和共享提供经验指引。 《契约》中关于收集和利用

移民数据的目标、承诺和行动建议是国际社会协商

达成的一个框架性协议。 其执行原则包括：尊重国

家主权原则，即需要兼顾不同国家、地区的客观情

况、能力及发展水平，尊重相关执行主体的国家政策

和优先事项；遵循国际法原则，即强调各执行主体要

以国际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为基本依循。
在国际移民治理过程中强化移民数据开发，需

要坚持国家主导，并实现全球和区域治理平台的协

作共享。 《契约》呼吁相关国家和地区积极制定执行

《契约》的有效对策，为国际移民治理的决策形成和

经验交流提供可靠素材。 未来的国际移民治理应统

筹国内国际法治资源，开创以移民数据开发为主导

的国际移民治理新格局。

参考文献：
［１］ 李自强，薛彬睿． 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安全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０３） ［２０２２ － ０８ － １５］ ． ｈｔｔｐ： ／ ／ ｗｍ． ｑｘｎｌｚ．
ｇｏｖ． ｃｎ ／ ｇｚ ／ ｌｉａｎｚｈｅｎｇｙａｏｗｅｎ ／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０３ ／ ６１５２． ｈｔｍｌ．

［２］ 蔡威，屈健，石佳鑫． 大数据背景下移民管理情报工作研

究［Ｊ］ ．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学报，２０２２，３８（５）：２０ － ２５．
［３］ 庞丽华． 国际人口迁移的概念和测量：兼论中国国际人

口迁移趋势［Ｊ］ ． 人口与发展，２０１８，２４（１）：５４ － ６３．
［４］ 明格斯． “全球人口大迁徙”是个伪命题［Ｎ］ ． 社会科学

报，２０１６ － ０６ － ２３（７） ．
［５］ 左晓斯． 全球移民治理与中国困局［ Ｊ］ ． 广东社会科学，

２０１４（５）：１８４ － １９８．
［６］ 陈红艳，喻忠磊，张华． 中国国际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及

影响因素［Ｊ］ ． 人口与发展，２０１６，２２（６）：１２ － ２４．
［７］ 李成刚． 个人信息保护法：从隐私权到数据权的跨越

［Ｎ］ ． 中国经济时报，２０２１ － ０８ － ２６（３） ．
［８］ 董泽宇． 大数据时代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新探［Ｊ］ ． 武

警学院学报，２０２１，３７（３）：４６ － ４９．
［９］ 丁晓东． 法治护航数字经济健康发展［Ｎ］ ．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０３（９） ．
［１０］ 赵蔚然，王强． 后疫情时代入境外国人风险防控［ Ｊ］ ． 中

国人民警察大学学报，２０２２，３８（３）：２５ － ３０．
［１１］ 曹国杰，宋世伟，段鹏． 移民管理领域标准化建设策略

研究［Ｊ］ ． 中国标准化，２０２１（１３）：７６ － ８０．
［１２］ 付微明．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法律保护模式与中国选

择［Ｊ］ ．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９，２２（６）：７８ － ８８．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ＢＡＩ Ｙｏｎｇｆｅ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Ｐｏｌｉｃ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ａｎｇｆａｎｇ， Ｈｅ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０６５０００，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ａｎｄ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ｓ ｄａｔａ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ｄｏ⁃
ｍｅｓｔｉｃ ｌｅｇ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ａｃｔ ｆｏ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ｆ⁃
ｆｏｒｔｓ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ｍａｄｅ ｔｏ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ａ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ｂｕｉｌ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ｄｅｅｐｅ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ｓｏ ａｓ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ｎｅｗ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ｄａｔａ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ａｃｔ ｆｏ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　 刘彦超）

·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