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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国际移民促进现代化建设的积极作用最大化

刘国福

(北京理工大学 法学院,北京 � 10029)

摘要: 国际移民在促进一个国家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作用。中国在现代化的进

程中需要倚重国际移民因素。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的国际移民仍然偏低, 在外国人出入境本国、本国公

民出入境等国际移民的 12个方面,都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巨大差距。我们需要把握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国际移

民的发展趋势, 采取肯定和倡导多元文化、推行促进移民社会融合政策和摒弃拒绝外国人才获得中国永久居留

权的观念等积极措施,将国际移民促进现代化建设的积极作用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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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假设入境人次与入出境人次的关系是 1�2�5。

� � 一、中国在国际移民方面与其他国家和

地区的差距

� � 中国是后发追赶型现代化国家, 不同于英国等早发内

生型西方现代化国家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更需要倚重国际

移民这一外部因素。历史上, 国际移民曾经推动中国部分

地区经济社会的繁荣。1930年, 国际移民约占上海总人口

78%。国际移民的大规模植入与吸纳启动了上海早期现

代化进程。1942年, 上海国际移民达到 15万, 1949年, 仍

然有 2� 8万 [ 1]。而 2006年,外国人在上海就业者仅 33 824

人。 1912年,在哈尔滨的俄国侨民有 43 091人, 占当年哈

尔滨总人口的 73�7%。 1930年, 在哈尔滨的苏联侨民 27

233人,无国籍俄罗斯人 30 619人。哈尔滨的城市化进程

明显是国际移民外力作用的结果。 1949� 1950年,大批上

海、天津难民涌向香港, 其中有资本家、高层次人才、熟练

工人, 他们带去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为香港经济的繁

荣奠定了资本和人力基础 [ 2]。

由于历史原因, 国际移民在 1949年建国后迅速消退甚

至消失, 直至 1978年改革开放。改革开放 30年来, 中国国

际移民发生了巨变, 大进大出和快进快出的人员国际流动

保障了我国与外界的联系。据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统计,

2009年,出入境人员总数 3�48亿人次, 是 1978年 566万人

次的 61倍 [ 3]。 2007年, 40万外国人持居留证在中国居住。

但是, 如果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 我国的国际移民仍然

偏低, 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巨大差距。

1�外国人出入境方面。根据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数
据, 2005、2006、2007、2008和 2009年, 外国人入出境中国为

2 025万、4 394万、5 207万、4 800万、4 373万人次。同期,

分别有 1�753亿、1�751亿、1� 71亿、1�75亿、1� 63亿外国
人持临时居留签证入境美国 [4] , 2 798 210、2 855 629、

2 988 815、2 962 536和 2 770 082外国人入境台湾地区 [ 5]。

2009年,出入境中国的外国人人次占中国总人口 3�26% ,

出入境美国的外国人人次占美国总人口的 132� 64% , � 出

入境台湾地区的外国人人次占台湾地区总人口 30�14%。

也就说, 在出入境本国外国人人次方面, 美国人均是中国

人均的 40�8倍, 台湾地区人均是中国内地人均的 9� 3倍。

2�本国公民出入境方面。根据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

数据, 2009年, 我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次 9 491�5万人次,

占总人口比例是 7%。以此推算,出境人次约为 4 000万人

次, 占中国总人口 3% 左右。据兰德公司的一项调查,

2003� 2004年, 美国公民出境 6 000万人次、澳大利亚公民

出境人口 400万人次, 年出境人次均约占其总人口 20%。

德国公民出境 5 000万人次, 约占其人口 61% , 英国公民出

境 6 500万人次, 约占其人口 104% , 爱尔兰公民出境 800

万人次, 占其人口 200% [6]。



3�在本国居住的出生在本国以外其他国家的人数方

面。根据国际移民组织数据, 2010年, 在中国居住的出生

在中国以外其他国家的人数占总人口的 0� 1% , , 与印度尼

西亚、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的比例持平。不仅低于美国

13�5%、日本 1� 7%、德国 13� 1%、韩国 1�1%等发达国家的

比例, 也低于印度 0�4%、巴西 0�4%、俄罗斯 8� 7%、泰国
1� 7%等发展中国家的比例。近 20年 ( 1990� 2010年 ), 日

本国际移民人数增长迅猛, 2010年达到 2 176 219人, 比

1990年 1 075 626人增长了 102% ,比 2000年 1 686, 567人

增长了 29�03%。� 自 1990年以来,德国国际移民人数逐

年上升, 2010年达到 10 758 061人, 比 1990年 5 936 181人

增长了 81� 23% , 比 2000年 9 980 722人增长了 7� 8%。

1990� 1995年 5年间年均国际移民增长了 8�3%。

4�在净移民率 (每千人入境人数和每千人出境人数之

差 )方面。根据国际移民组织数据, 2005� 2010年,中国净

移民率 - 0� 3移民 /每 1千人,不仅低于美国 3� 3、日本 0� 2、

德国 1� 3、法国 1� 6等发达国家的比例, 也低于印度 - 0� 2、
巴西 0� 2、俄罗斯 0� 4、泰国 0� 9等发展中国家的比例, 仅高

于印度尼西亚 - 0� 6%、越南 - 0� 5、巴基斯坦 - 1�6等发展

中国家。

5�每年批准外国人永久居留人数方面。 2004年 8月

15日, �外国人在华永久居留管理办法�颁布并实施, 截止

2005年 9月 30日, 649名外国人获中国永久居留签证 [ 7]。

此后, 官方没有再公布相关数据。 1998� 2009年, 美国共

签发了 10 538 067个永久居留签证,年均 878 172, 占 2009

年美国人口 0� 286%。 2009年, 美国向 1 130 818名外国人

签发永久居留签证。 1998� 2009 年, 澳大 利亚签发

1 358 063个永久居留签证, 年均 113 172, 占 2009年人口

0� 532%。新西兰签发 557 764 个永久居留签证, 年均

46 480, 占 2009年人口 1�073%。加拿大签发 2 778 476个

永久居留签证, 年均 231 540, 占 2009年人口 0� 691%。

6�每年批准外国人技术类永久居留人数方面。迄今,

中国未公布引进的技术类永久居留人数, 唯一的数据是

2004年 8月 � 2005年 9月期间批准 649名外国人获得中

国永久居留权, 但是没有细分获得永久居留的种类。

1996� 2009年 ,美国共引进 192万技术类永久居留移民,

年均引进数占引进移民总数 13�28%。 2006� 2009年, 美

国共引进 631 802名技术类永久居留移民, 年均引进

157 950,占引进移民总数 13�91%。同期, 加拿大年均引进

技术类移民 100 866人, 占引进移民总数 40�86% , 澳大利

亚年均引进 98 842人,占引进移民总数 64�66% , 新西兰年

均引进 30 361人,占引进移民总数的 57�79%。
7.临时居留工作签证方面。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2006年度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到 2006

年年底, 持外国人就业证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总计 18万

人, 比 2003年年底增长了近 1倍 [8]。但是, 这一数字仅相

当于新西兰一年签发的工作签证数, 1998� 2008年, 新西

兰批准的临时居留工作签证每年都在增长, 2008年达到

181 670, 为历史最高,是 1998年 38 814的 4. 68倍, 为新西

兰人口的 4. 2%。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 虽然 2009年下降

到 177 361, 2010年预计下降到 158 875, 但仍然是历史第

二和第四高位。 1999� 2009年, 456万人次和 350万人次

持 H 1B工作签证和持 L1工作签证入境美国, 年均达到 41

万人和 32万人。

8.国籍方面。 1980年�国籍法�是新中国第一部国籍

法, 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部国籍法, 其突出特点是不

承认双重国籍, 坚持一人一籍原则。该法对规范国籍的取

得、丧失和恢复, 以及解决华侨华人国籍问题发挥了重要

作用。过去 30年, 世情、国情和侨情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些

变化对中国的国籍法提出了新要求。在全球化时代, 双重

国籍成为一种事实, 人们日益重视国籍自由, 而不是限制

取得国籍。希望通过本国国籍法规定, 消除本国公民的双

重国籍现象和缓和国际关系只能是一种善意的理想。有

必要思考, 推广港澳台、德国、印度等国家和地区双重国籍

的经验, 寻找适合中国的灵活国籍政策。

9.工作类临时居留转永久居留方面。在严格限制直

接取得永久居留权的日本、英国、法国、香港、澳门、台湾等

国家和地区, 允许外国人持工作签证或临时居留许可在本

国或地区居住满 5~ 10年后,可以申请永久居留, 而中国没

有任何这方面的规定。日本法律规定, 在入境时不办理逗

留期限为永久性的永久居留签证。外国人在日本居住 10

年以上并纳税 5年以上, 拥有固定住址、稳定职业 ,遵守社

会公德, 品行善良, 可以申请永住资格 (永久居留 )。香港

和澳门规定,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以

前或以后持有效旅行证件进入香港、澳门, 在香港、澳门通

常居住连续 7年以上并以香港、澳门为永久居住地的非中

国籍的, 可以申请成为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台湾的相

关规定是, 外国人在台湾 �合法�居留 5年, 每年居住超过

183日,可以向所谓 �入出国及移民署�申请永久居留。

10.来华外籍人士与本地社会文化融合程度不高, 客

观上导致外来优势文化孤岛的长期存在。来华外籍人士

的移出国文化往往具有高位优势, 外资企业与合资企业的

组织化程度较高, 致使外籍人员在跨文化交流中居于主动

地位, 与本地社会文化的融合需求度低。由于语言障碍,

外籍人士对当地媒体的利用程度低,一般利用卫星天线设

施直接收看外国电视节目。外籍人与本地社会文化融合

程度不高, 除影响我国吸收其携载文化的精华外, 还会造

成外籍人士和本地居民的可能误会和冲突,增加外籍人士

的生活成本, 例如, 外籍人士定点就诊医院、特需门诊、国

际学校既挤占了稀缺的医疗和教育资源, 也加重了外籍人

士的医疗和教育支出。外籍人士的宗教组织和社会团体

加大了政府管理成本。外籍人士疏于汉语使许多会议和

谈判必须配备同声传译, 加大了交流成本。

11. 中国在国际移民方面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差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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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990年以来, 德国国际移民人数逐年上升, 2010年达到

10 758 061人,比 1990年 5 936 181人增长了 81�23% ,比 2000

年 9 980 722人增长了 7�8%。



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的现代化建设。2008年奥运会对

北京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和推动分析课题组认为, 国际交往

人口规模有待扩大是北京与伦敦、巴黎等世界城市的主要

差距之一 [ 9]。就外籍人士的居住比重、外籍人与本地人在

社会文化方面的融合程度这两项指标而言, 北京、上海都

没有达到现代化和国际化城市的要求 [ 10]。�全国人才发
展规划纲要 ( 2010- 2020) �指出, 要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

政策, 完善外国人永久居留权制度, 吸引外籍高层次人才

来华工作。大力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 (来华 )创新创

业, 制定完善出入境和长期居留、税收、保险、住房、子女入

学等方面的特殊政策措施。

二、国际移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国际移民是指离开本人祖籍国或此前的常住国, 跨越

国家边界, 迁徙另一国家的人。广义国际移民包括所有跨

国流动人员, 不受迁徙原因、迁徙时间和迁徙空间限制。

狭义国际移民指以定居为目的 ,迁徙至另一国家并居留 12

个月以上人员。就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而言, 国际移民应

取广义含义, 因为任何一种跨国流动人员都会对国家的现

代化建设产生影响, 只是影响的性质和程度不同。国际移

民是现代化动力机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促进了移民移入

国社会要素的多样化 [ 11]。必然的人员跨国流动、可能的族

群冲突、传统民族观和国家观面临严峻挑战是国际移民的

3个主要特点。 2000� 2009年, 国际移民总数从 1. 5亿人

增长到 2. 14亿人, 占全球人口的 3% [ 12]。纽约、东京和伦

敦等国际化大都市都是国际移民城市, 美国、加拿大、德

国、英国、法国、香港、台湾等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都

秉持开放的移民政策。

基于对世界各国国际移民发展规律和中国国情的认

知, 中国国际移民的未来发展将呈现 5个趋势: ( 1)中国在

完成工业化之前, 中国人口向外迁移的现象不可避免。

( 2)在迈入发达国家和完成政治民主改革之前, 优秀人才

净移居国外的现象很难消除。 ( 3)人均 GDP和收入持续

增长至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工资收入的比例降到 1�4�5时,

中国的大量对外移民将快速减少直至终止。 ( 4)老龄化社

会和劳动力人口负增长将可能使中国在实现移民对外移

民快速减少或终止后不久, 由移民输出国变为移民输入

国。 ( 5)男女严重失衡可能导致适婚男子向比中国更不发

达国家寻找新娘和生育混血子女。

国际移民在促进一个国家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

会的转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首先, 国际移民

有助于解决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临的市场经济、

劳动力、资金、贸易和投资壁垒问题。国际移民既是人力

资本, 又是物质资本。作为人力资本,国际移民的劳动力、

技术、知识及人脉资源都能创造出经济效益。作为物质资

本, 移民对移出国的汇款以及向移入国缴纳的税收对经济

发展都有着重要作用。移民人数增长可以促进移民国家

与移民来源国之间双边贸易的发展。据统计, 美国移民人

数增长 10% , 美国对移民移出国的出口增长 4. 7% , 来自这

些移民移出国的进口增长 8. 3% [ 13]。加拿大移民人数增

长 10% , 加拿大对移民移出国的出口增长 1. 3% , 来自这些

移民移出国的进口增长 3. 3% [ 14]。

其次, 国际移民推动国家的民主政治改革。国际移民

回国后扮演政治角色, 对输入国的政策提出意见和建议,

以期望自身在移出国和移入国的权益能得到更好的保护。

韩国和台湾地区政治的快速民主化,与其回国留学生的日

益增多密切相关。国际移民与居住地国家、城市和社区紧

密地结合在一起。他们会经常诉求更有利的生存条件或

政治条件, 并因自身不同的生活习惯和社会价值观形成不

同的政治团体, 促使很多社会改革运动的兴起。日本、韩

国的非政府组织发动了一系列的运动, 保障移民工人的权

益。台湾地区的非政府组织则不断呼吁, 保护外籍配偶的

权益。

再次, 国际移民促使人们从认同国籍等同公民权利和

义务向国籍与公民权利和义务适当分离转变, 重塑人们的

民族国家观念。居留地的改变影响国际移民身份的认定,

国际移民身份的改变影响其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这一系列连锁变化改变着根据国籍将居留在一国领土内

的居民界定为本国人或者外国人并赋予相应权利和义务

的传统国籍原则。开放地接受外来移民并使其在当地社

会与本国公民平等地共生将被证明是一种可能的国家认

同的形式。

第四, 国际移民有助于实现社会文化的动态变动和进

化。作为文化承载者和传播者的移民通过自觉不自觉的

活动, 将更多不同的文化因子带到了原有的系统中, 增强

了文化的多样与流动性, 促进了文化系统的进化。影响中

国现代化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制度不是物质和技术能否现

代化, 而是观念和制度能够现代化。如果中国不彻底抛弃

封建观念和儒家思想中的糟粕, 中国现代化将很难完

成 [15]。传统的儒学必须汲取世界一切外来的优秀文化, 对

自身进行现代化的转换和重构, 使之成为符合现代精神需

要的新儒学, 否则将成为束缚中国向现代化演进的工具。

第五, 国际移民有利于居住国形成多元文化社会, 提

高国家的创新能力。国际移民在移入国的稳定增长、获得

永久居留或公民身份和携载文化被接受会催生不同的族

裔社区。外来文化会促进本土文化结构的开放和多元, 多

元文化社会由此形成。如果国际移民居住国能够接受并

妥善对待多元文化, 将可以从中吸取优秀成分, 促使社会

结构的宏观有序程度更高, 从而提高社会功能, 提高国家

的创新能力。美国之所以成为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其

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社会能够吸纳和利用各种文化

中最优秀的精华, 各种文化给美国增添的各种新成分、新

营养不仅使它愈来愈多样化, 也愈来愈繁荣 [16]。

大量国际移民涌入在就业、住房供给、医疗保健制度

等方面给移入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大多数移民来自落

后于本国的国家, 其本身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与当地居民

存在差距, 可能导致社会分化加剧、贫困人口增加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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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率上升。无序的国际移民活动会影响移入国的社会

和政治稳定, 造成环境恶化、民族冲突和国际关系紧张, 这

些又成为影响地区及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危险因素。另外,

大量的非法移民通过各种非正规途径逃避国家的控制, 进

行跨国流动, 将挑战民族国家管理控制其领土事务的能

力。国际移民还可能造成当地居民的多重文化价值认同,

危及民族国家的社会及政治稳定 [ 17]。但总的来说, 国际移

民对于一个国家和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利大于弊。

� � 三、采取措施 ,将国际移民促进现代化建

设的积极作用最大化

� � 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 中国应该以一种开放的

心态来看待国际移民, 需要采取积极措施 , 将国际移民促

进现代化建设的积极作用最大化。

1.摒弃拒绝外国人才获得中国永久居留权的观念, 树

立竞争意识, 建立比发达国家更灵活的移民制度, 吸纳更

多的外国人才在中国永久居留。一个国际性大都市, 外国

常住人口一般占总人口至少 5% , 然而, 即使在中国最发达

的城市 � � � 北京和上海, 这一比例也不到 1%。中国不宜

对是否需要赋予外国人才中国永久居留权犹豫不久, 中国

要现代化, 必须吸纳外国人才, 疏通技术移民、投资移民、

雇主提名移民的渠道 ,虚心学习其他国家和地区在永久居

留制度上的成功经验 ,配合相关制度吸引到所需的外籍优

秀人才和外商投资, 凝聚中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外籍亲属对

中国的向心感和归属感,维护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负

责任保护难民的大国形象。

2.允许国际组织总部和跨国公司总部的退休官员或

雇员及其配偶子女在中国居留满一定期间后自动获得中

国永久居留权, 以密切中国与这些总部的关系。随着中国

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的控制力和影

响力会不断加强, 会有更多的国际组织总部和地区代表

处, 跨国公司总部和区域总部设在中国。美国 EB4签证即

适用于位于美国境内的国际组织的退休官员或雇员, 如果

该官员或雇员退休前已经在在美国境内居住并确实居留

的总计时间不少于 15年, 在申请前在美国境内居住并确实

居留总计时间不少于 3. 5年。 1996� 2009年, 共 110 729

人获得 EB4类签证。

3.建立健全无户籍国民、公民居留期、外国人居留期

等制度并与公民、外国人权利义务联动, 以吸引和留住有

利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公民和外国人。只有将选举

权, 被选举权,担任公职权, 从事特定职业权, 出入境权, 领

取福利金权, 享受教育、就业、医疗公民待遇权等政治经济

权利, 与无户籍国民、公民居留期、外国人居留期制度密切

联动, 后者才能发挥作用。要区别中国有户籍公民、中国

无户籍公民、有中国永久居留权但不在中国居留外国人、

有中国永久居留权在中国居留不满一定时间外国人、有中

国临时居留权在中国居留外国人, 赋予与中国联系最真实

者享有最多权利。建议: 放开工作类签证转永久居留许

可, 所有在中国工作 8年以上的外国人, 可以申请永久居留

资格。取得我国永久居留许可的外国人在我国居留满 2

年, 可以申请永久居留许可延期。另外, 获得永久居留许

可并在中国居留满 8年, 可以申请中国国籍。

4.放开外国人留学生就读期间和毕业后在中国的就

业。建议, 允许外国留学生就读期间从事兼职工作和寒暑

假期间从事全职工作。外国留学生毕业后,有权申请 1年

期的工作签证, 用于在中国境内求职。

5.适度放开外国人入籍标准, 特别是华人入籍标准,

渐进地推进灵活的双重国籍政策。修订 1980年 �国籍

法�,允许华人恢复国籍。如果认为允许华人恢复中国国

籍对国内外冲击太大, 可以采取较缓和的优先批准华人申

请中国国籍措施, 以吸引优秀华人回国。渐进地推进灵活

的双重国籍政策影响的不仅是华侨华人, 还有国内居民和

外国人。从目前的不认可过渡到有条件认可, 再从有条件

认可到无条件认可。同时, 通过制度设计, 妥善解决双重

国籍可能引发的效忠等义务冲突。政府特别是移民管理

部门, 要以更加开放、友善、公正、积极的态度看待移民入

籍问题, 不宜肆意夸大移民入籍的负面影响。

6.肯定和倡导多元文化, 吸纳世界其他优秀文化为我

所用, 冲击中华文化的死角和不足, 使中华文化更具有生

命力。融合新移民文化所带来的新元素, 把多元文化当成

中国的财富, 促使中华文化产生新风貌, 创造中国的新视

野。共同努力创造一个尊重人性、崇尚理性、保障多元、和

解共生的环境。多元文化得到社会认同后,会产生文化认

同危机和随之的身份认同危机。多元文化使我们了解差

异, 培养容忍, 尊重每个文化的价值选择。具体到每一个

人, 便是关怀每一个人。

7.积极推行促进移民社会融合政策, 坚决反对排斥外

来移民的种族主义。移民社会融合政策就是要消除或者

降低移民可能面临的跨文化适应困扰和问题。认真梳理

国际移民来华后面临的生活、工作等方面的问题, 留住新

移民和减少回归率, 减少和消除新移民与本国人的冲突。

移民法关于新移民融入措施主要有两类, 一是提高对移民

申请人的语言、技能、资金或者与移民接收国联系等自身

素质的要求, 增强新移民入境后的生存能力。二是为移民

特别是永久居留移民申请成功者入境后提供安居服务, 理

顺新移民与当地的各种社会关系。安居服务重在赋予永

久居留移民者与本国公民同等权益, 避免对其歧视, 同时

针对其不同于当地居民的文化、经济等特征, 给予相应

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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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2页 )与其影响地区 � � � 腹地形成一个利益共同
体。重庆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过程中, 必须遵循地缘经

济关系互补的原则, 发挥差异优势, 与辐射城市形成互补

强、联系紧的地缘经济匹配关系, 拓展中心城市的腹地范

围, 提高区域影响力和竞争力。一是加强与环渤海、长三

角、珠三角、长江经济带、北部湾经济区的联系往来; 二是

要利用成渝经济区、西三角这两个重要区域协作平台, 加

强与西陇海兰新经济带和南贵昆特色经济区的密切协作;

三是继续实施内陆地区的开放高地发展战略, 不断完善对

外开放平台, 创新开放模式, 积极融入全国乃至国际大

市场。

(三 )更加重视软环境建设

城市的竞争力不仅体现在硬件设施上, 同时也体现在

软环境上。良好的软环境, 是生产要素聚集的洼地、人才

向往的高地、商务成本降低的盆地和经济效益提高的福

地。重庆要成为国家中心城市, 软环境建设必不可少。一

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建设一个务实高效、廉洁勤政的

服务型政府; 二是进一步改善法制环境。良好的法制环境

是实现各种生产要素有效集聚的基本保障; 三是加强金

融、商业环境建设, 让投资者有一个良好的投融资环境和

商品流通渠道、配套协作体系; 四是继续推进 �五个重庆�

建设, 加强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良好的社

会道德风尚、宜居的城市环境、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是国

家中心城市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五是继续坚持不懈地

抓好 �唱读讲传�活动, 以唱读讲传来推动城市文化建设,

提高文化软实力。通过 �唱读讲传�活动、�五个重庆�建
设, 提振城市精气神,把重庆建成一个宜居、平安、健康、畅

通、生态环境美好的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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