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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国际“移民女性化”浪潮下，移民妇女在移居国的生存与发展困境问题值得关注，文章通过对加拿大的实践经验

分析，提出社会工作介入是重构移民妇女社会支持网、促进其社会融入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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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化与一体化的推进，形成了新

一波的跨国移民浪潮。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的报告，截至 2007
年底，全世界约有 2 亿移民。1990 年到 2005 年之间，作为总
体，高收入国家的国际移徙者人数增长最多(4100 万)。另一新
的趋势是，女性移民数量增多。2005 年，女性移徙者占移徙
总人数的大约一半(49.6%)，而自 1990 年以来，发达国家的移
徙者中女性多于男性。[1]这一新动向被称之为“移民的女性化”
浪潮。在流动过程中，移民面临的风险与挑战是多重的，尤其
是对于移民妇女来说，“外来者身份”与“性别身份”的双重
交织，使其更易于陷入困境之中。加拿大是世界上移民最多的
国家之一，同时又是性别政策的先行者，探讨其在移民妇女问
题上的社会工作经验，对于我国应对当前的移民问题有着十分
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双重困境下的外来移民妇女 

（一）作为“外来者”的移民妇女 
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大国，社会文化氛围十分包容，然而对

于新移民来说，迁移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文化上的碰撞，尤其是
异质性文化的移民，如霍米•巴巴所言，移民是“文化和政治
性流散者”。这种“外来者”身份使其处于一种边缘的、疏离
的状态，难以融入当地主流社会。许多新移民生活在极端贫困、
住房拥挤或极低收入地区，同时还面临着城市适应方面的种种
障碍，包括能否使用当地语言进行交流、准入劳工市场和就业、
熟悉风俗习惯、接受移入国的社会价值与道德等。相对于当地
居民，她们都是一定意义上的弱势群体。 

除了面临文化冲击、语言、就业、贫困等问题外，外来者
的困境还在于有可能受到歧视，包括制度性歧视及非制度性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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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在劳动力市场准入方面，加拿大规定，要获得专业人员资
格就必须申请执照，并接受二次认证，许多高学历移民劳工都
面临这个问题，这种做法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化。加拿大咨
议局统计指出，加拿大有 40 万移民学历、资历不获承认，找
不到专业对口工作，浪费人才，找到工作的，也是收入及社会
地位低的职位，收入低微。来加拿大 5 年的新移民就业率为
65.8%，而土生的加拿大人就业率达 81.8%，收入则为本地人
的 60-65%。[4]这一问题在移民妇女的身上更为明显，其失业
率也比本国出生劳工要高。根据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
的 2007 年度国际迁徙展望报告，加国境内有 27.6%的外国出
生妇女屈就低层工作，加国本土出生的妇女只有 21.7%，外国
出生男性则有 23.2%，本国出生男性又只有 20.9%。这种鸿沟
或者差距使不少移民妇女体验到社会地位的下降。此外，新移
民也可能在其他层面受到排斥与歧视，如许多居民认为新移民
的迁入是造成当地失业率上升、社会环境动荡和房价上升的主
要原因，这些因素都妨碍着移民妇女融入城市主流社会。 

（二）“他者化”的移民妇女 
男性在把自身界定为自我的过程中同时建构了女性的“他

者”地位，在移民过程中，性别身份与阶层、种族、职业等其
他维度交叉渗透，形成了不平等的机制，从而加重了对于新移
民妇女的剥削和压迫。 

在家庭领域内，新移民妇女的“他者”化身份是显性的。
从移民类型来看，通常妇女似乎比男子更可能因为要与家人团
聚，因为要陪伴家人，或是因为结婚而移民，此外，还有不少
妇女是以难民身份或通过非正规化途径移民。在欧洲、北美、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归入家庭团聚类的移民明显是以妇女为主
的。显然，在这一过程中，移民女性大多是居于从属或依附地
位的。而且，一旦妇女作为“家属”进入移民国，可能陷入难
以找到与自己资格相符工作的困境。此外，有研究者发现，对
于某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而言，迁入到一个男女关系更平
等的社会的冲突反而导致了对传统性别角色和男权的强化。一
方面，移民女性从事带薪的工作仅被看作是家务劳动的延伸，
无法得到较高的社会评价；另一方面，移民女性的行动仍然受
到家庭中男性的束缚。[2] 

在社会其他领域，新移民妇女的“他者”化身份是被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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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从经济领域来看，虽然加拿大实行无差异的性别中立政策，
但由于职业的性别隔离以及劳动力市场对不同技术工人的需
求，使得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例如雇主对于熟练
工人的要求使移民妇女很可能被排除在外，因为大多数妇女属
于“无技能”的类型。从有关统计来看，一个显著的事实是，
家政服务业、娱乐服务业、护理业等低端或底层的行业是国际
妇女移民较为集中的领域，而还有为数不少的移民妇女由于各
种原因不得不从事非正式工作。根据相关研究，20 世纪 90 年代，
在北美国家根据出生地和性别划分的所有群体中，国外出生的
妇女成为正式劳动力的可能性最低。[3]（P123）非正规就业渠道使
移民妇女面临更高的流动风险与就业风险，劳动权益难以保障。 

（三）亟待重构的社会支持网 
移民妇女在新环境的适应过程中，面临着多方面的压力，

同时，伴随着地域空间的转换，其原有的社会关系日渐削弱，
难以有效地发挥社会支持功能。因而，在迁入地区重构社会支
持网络对于移民的生存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学者认
为移民成功地重建社会网络可减轻心理压力和抵消“连根拔
起”的消极影响。[5]通过社会支持网，移民妇女还可以获得包
括经济支持、培训、信息、心理辅导以及其他支持等。 

然而，如何帮助新移民妇女重建社会支持网仍然是个十分
复杂的问题。在加拿大，专业化的社会工作被视为帮助新移民
获得正式社会支持、促进其社会融合的一个有效途径和方法。
这既是由社会工作的使命决定的，也是由社会工作的实践性所
决定的。一方面，社会工作以助人为价值目标，以弱势群体为
重点关注对象，以此修正不公平的社会制度与环境；另一方面，
社会工作的确在消减社会贫困、增进社会福利、缓和人际关系、
提高弱势群体能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工作已经成为
加拿大不可或缺的一项福利制度。 

加拿大以移民为取向的社会工作实践有着多年的历史，并
形成了一套形之有效的工作模式：从行动领域来看，移民社会
工作的涉及内容十分宽泛，涵盖了教育、培训、住房、医疗、
照料等各种社会服务项目；从承担主体来看，政府、民间团体
以及社会组织多元结合、相互协作，分别从不同层次来开展社
会工作；从实施地点来看，社区是开展社会工作的最佳场所，
移民问题通常被纳入到整个社区的发展与服务体系之中。 

 
二  以移民妇女为取向的社会工作领域 

（一）注重为移民妇女排忧解难 
目前，加拿大移民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从加拿大的移民

类型来看，大致分为三类，即经济类移民、家庭团聚类移民和
难民。在加拿大 2002 年获准入境的 229091 名移民中，经济类
移民占 60%,家庭团聚类移民占 28%，难民占 11%。从 1980 年
到 2000 年，约有 370 万人获准移民到加拿大，其中，经济类
移民占 46%，家庭团聚类移民占 36%，难民占 16%。迁入之
初，许多新移民不得不面对贫困、住房、医疗、教育、儿童照
料等一系列问题，由于来源地域和身份层次的较大差异，部分
移民处于更为劣势的境地。加拿大以移民为取向的社会工作分
别从不同层面出发，注重为其排忧解难。 

廉租房制度定位于满足城市低收入者以及弱势群体基本
的居住需求，移民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通过政府出资与拨款，
加拿大修建了大量的经济“廉租房”。例如，仅安大略省就有
27 万个“廉租单元房”。在多伦多市，有多处高达 15 层至 30

层的公寓大楼作为廉租房，那里集聚了大量的移民以及低收入
者。加拿大的廉租房费用十分低廉，移民仅需交纳极少的租金
即可居住，同时为其配备的各项设施一应俱全，还能享受到与
此相关的各项社会服务。可供移民选择的廉租房类型十分多
样，除了大型的公寓楼和单元廉租房外，还有供多人同时居住
的院落及套间，可以满足不同类型移民家庭的需求。此外，考
虑到廉租房造成的居住隔离问题，部分社区还计划在附近修建
不同档次的住房以吸引其他中、高收入人群居住，打破社区低
收入群体单一聚群居住的状况，以避免贫富日益分化、促进移
民融入、增进社区和谐。 

提高语言能力有助于移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同时语言学
习对不同文化背景移民融入加拿大社会至关重要。为了帮助移
民妇女克服语言障碍，加拿大各级政府部门以及其他非政府组
织为移民妇女提供各种类型的语言培训，其中大部分是免费
的，在许多地区，新移民补习英语、法语还能够获得政府发给
的补助。鉴于加拿大移民妇女在就业方面所处的困境，技能培
训也成为移民社会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例如，加拿大移民与
公民部除了负责移民的日常管理与事务外，也为移民妇女提供
语言及技能方面的培训。不少机构还针对移民妇女推出了“职
前工作坊”等类似活动，帮助移民妇女掌握相应技能，获得求
职经验。另外还有些部门将技能培训与岗位介绍相结合，帮助
接受培训的移民找到合适的工作。 

（二）关注女性移民的性别化特征 
移民内部存在分化，不同的移民类型有着相异的特点。性

别作为一个重要分化的维度将移民妇女与其他移民群体区分
开来，但同时又与种族、职业、教育程度等维度彼此交织，进
一步强化了移民妇女的弱势地位。移民妇女除了与男性一样可
能在异国他乡受到经济剥削、种族歧视之外，还可能遭遇性骚
扰、家庭暴力、心理压力等问题，相应对当地的社会工作提出
了更为具体的要求。 

一般而言，新移民妇女遭受暴力侵害的风险更大。文化差
异﹑贫穷和语言障碍，容易影响新移民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令很多新移民妇女受到家庭暴力的威胁。加拿大卡加利援助移
民机构组织经理穆萨维指出：移民妇女以新移民身份来到加拿
大不久，或是在来加后头 6 个月内，出现很多家庭暴力事件。
为了帮助新移民妇女应对这些问题，政府部门以及非政府组织
等分别以不同的形式来开展社会工作。例如安大略省妇女理事
会采取项目资助的方式为移民妇女提供教育培训，主要包括防
止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以及提高女性经济独立。此外，加拿大
还有数目众多的妇女庇护所，仅安大略省就有 50 多家类似的
机构，其中 70%的资金来自于政府资助。妇女庇护所旨在为本
社区范围内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儿童提供庇护场所，同时还为
受侵害女性提供培训，移民妇女也是其服务对象之一。 

性别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社会网络的重建，新移民妇女的女
性性别角色形构了她们的交往机会。[6]由于移民妇女大承担着
家庭照顾者的身份，交往范围和对象十分有限，而男性亲属对
于移民妇女的交往限制也影响到新移民妇女扩大社会网络的
努力。此外，受语言、文化背景、生活习惯以及文化素质等因
素的影响，新移民妇女在城市适应方面面临着更大的障碍，难
以融入当地生活。围绕这方面的社会工作主要是以提供培训的
方式展开的，其涉及的内容十分具体细致。例如，加拿大“城
市妇女国际组织”为移民妇女开展以日常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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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适应性培训，包括帮助移民妇女熟悉当地的交通线路、学习
辩认交通地图以及选择安全的出行方式、躲避危险与求助、了
解当地的风土人情等，具有非常实用的意义。加拿大“人权教
育国际中心”则通过教育培训来培养移民妇女保护自己和他人
权益的意识与技能，并通过参与式的工作方式来赋权弱势群体
等。此外，还有一些心理咨询以及培训类的项目，旨在帮助移
民妇女学习处理自身面临的压力以及婚姻关系、家庭关系等。 

 
三  立足社区、多元合作的社会工作模式 

（一）以社区为基点，构建移民妇女社会支持网络 
加拿大各项社会工作都是以社区为基点来开展的，新移民

作为社区成员亦被纳入社区的发展与服务框架之中。一方面是
因为社区是移民最基本的生存空间与活动区域，社区工作的开
展具有可操作性的意义；另一方面是因为社区层次的移民和难
民服务组织对于移民的现实需求更为敏感，有助于解决新移民
面临的迫切问题。围绕新移民妇女，社区工作通过调动社区资
源、协调各方关系、整合社区力量的方式，帮助新移民妇女构
建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 

加拿大每个社区都设立了社区服务中心，并视移民需要提
供不同类型的服务项目。蒙特利尔为移民提供的社区服务既包
括一般性的项目，如政府服务、图书馆服务、地区地图提供、
公共花园、儿童照顾、法律和社会治安、家庭医生等等，也包
括特定的服务项目，如新移民信息服务与安家服务以及新居民
俱乐部等。渥太华市的某些社区则将新移民照顾列为当地优先
考虑的社区工作领域之一。在移民较为集中的城市，政府还会
拨出专款支持社区组织为移民提供诸如心理、法律、住房、就
业、子女教育和照顾等多方面的指导和咨询。位于加拿大多伦
多市的瑞杰特公园社区是一站式社区资源中心，是多伦多市最
有代表性的低收入社区之一，人口中有一半以上是移民，其利
用社区资源为当地移民妇女提供社会服务的模式十分值得借
鉴。瑞杰特公园社区利用社区内的日托中心及公立学校，不仅
为移民妇女解决了照料儿童的实际问题，同时也借助学校现有
的教育设施，为移民妇女提供语言培训和课程教育等，创立了
移民妇女与子女同校学习的模式。通过这一家长网络，还为移
民妇女创造充分的交流沟通机会，帮助其消除由于文化疆界、
风俗习惯所产生的隔阂感，促其尽快适应与融入当地生活。 

（二）以政府为主导，多元社会力量共同参与 
为加拿大新移民妇女提供社会支持的主体来自政府、非政

府组织、社区组织、社会企业以及其他社会团体等，其中，政
府是重要的主导力量。政府的主导性主要体现两个方面：一是
提供资金来源。加拿大的社会福利基本上由政府部门买单。加

拿大政府部门包括联邦、省级与地方三级，联邦政府主要通过
资金支持社区服务的发展，省、市政府对社区服务的供应负有
直接责任。同时，联邦政府与省和地方政府签订分担服务的协
定，根据一定的比例分担服务项目的经费开支。例如联邦政府
的国家性补助计划规定在多数服务项目上与省按 1：1 的比例
分担经费开支，1990 年对此政策又进行了一些调整，将安大
略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阿尔伯塔省等经济较富有的省承担
份额扩大到 2/3。为了避免各级政府部门任务重叠、资源浪费，
联邦政府将权力进一步下放给地方政府，区分政府的“核心”
与“边缘”责任，地方政府逐渐承担起提供地区公共服务的责
任。二是评估服务项目。为了降低成本，提高运作效率，加拿
大各级政府部门多数情况下并不直接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而
是以签订合同、提供经费的方式，将大量服务项目承包给相应
的社会组织或社区机构进行具体操作。同时，政府部门还会对
项目承担机构进行定期评估与监测，以了解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和项目实施绩效。 

权力下放改变了过去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单一模式，减
少了各级政府的重复任务，避免了多头管理以及资源浪费；同
时，由于各级政府主要是通过财政、法律和行政手段来规范服
务供应行为，并不直接提供社区服务，因而有助于培育社区内
的各类非政府组织与社会机构。目前，加拿大的非营利性、非
政府性社会服务机构发展已十分成熟，并形成了专门的领域、
专业的管理方式和从业队伍。立足于社区，非政府组织、社区
机构以及其他社会力量等与政府构建起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
共同为新移民妇女提供社会支持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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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trend of more and more women’s emigrating from their own countries, the difficulties which the 

woman immigrants face on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in their residence countries are worth notic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henomena in Canada from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social work is the effective way to reconstruct the social 
support net of woman immigrants and impel their social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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