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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偷渡泛指违反出入境管理法规，秘密地驾船或泅渡界江、界河、海峡，或偷乘合法出入境的交通运输工具，

或使用伪假出入境证件等欺骗手段偷越国（边）境的行为。因此偷渡对出境国和入境国的主权都构成了侵犯，同时

还严重地影响了出境国和入境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故各国对偷渡都持严厉打击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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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渡泛指违反出入境管理法规，秘密地驾船或泅渡界江、

界河、海峡，或偷乘合法出入境的交通运输工具，或使用伪

假出入境证件等欺骗手段偷越国（边）境的行为。因此偷渡

对出境国和入境国的主权都构成了侵犯，同时还严重地影响

了出境国和入境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故各国对偷渡都

持严厉打击的态度。然而为何偷渡现象屡禁不止而且还有愈

演愈烈之势呢？下面我将从偷渡现象的现状、成因、影响以

及防范对策等四个方面来加以阐述。 

一、偷渡的现状 

我国是向国外移民人口最多的国家。现在世界各地的中

国移民总数应当在 4000 万以上，所以有人说，世界上有阳光

和水的地方就有中国人，然而，这些移民中有相当大的比例

是通过偷渡而出去的。美国《芝加哥论坛报》援引我国官方

的统计数字，每年有数万名中国人通过各种途径被非法走私

偷渡出国，走私团伙钱财高达 30 亿美元以上。若以每个偷渡

者花费 3—5万美元，则中国每年有非法偷渡行为的人数约为

6—10 万人。若偷渡成功率为 20%，则每年偷渡成功、真正逃

离国境的估计为 1.8 万人左右。根据美国学者统计，1991 年

8 月到 1994 年 4 月近三年时间里，中国每年从西太平洋海上

偷渡移民为 33 船次 5336 人（平均每船载 172 人），合每年近

2000 人。最近十年偷渡现象更为严重，偷渡区域从沿海少数

省市发展到内地多数省市，偷渡人数成倍增加。据美国社会

学家波斯顿教授估计，2005 年中国流动人口为 1.25 亿人，

2010 年 1.75 亿人，假定其中的 20%的人（2500 万人、3500

万人）找不到工作而向国外发展，15%偷渡到美国，则 2005

年、2006 年非法到美国的移民分别为 375 万人、525 万人 

二、偷渡的成因 

1．经济利益的驱动 

偷渡，本质上是偷渡者在一定条件下做出“趋利”选择

的一种经济活动。我国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人

们在经济和生活水平上同发达国家有较大差异，致使一些人

产生了到发达国家谋生和发展的朴素的愿望，而当这种愿望

不能通过正当的途径得到满足时，偷渡就应运而生了。因此

出国打工挣钱就成了许多人的唯一目的，偷渡也就成了他们

自然而然的选择。 

2．正常的移民通道堵塞 

由于外来的移民将带来教育、就业、医疗保障等一系列

社会问题，发达国家对移民的态度依然十分慎重，当地的百

姓对移民也怀有抵触情绪。在 1941-1990 年间，美国人口由

1.32 亿径增至 2.48 亿，而白人的比重确由 89.8%降至 83%。

这种变化引起了不少白人的不安。在许多地方，“排斥移民的

情绪几乎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因此各国出台了不少限制

移民的政策。 

3．境内外偷渡集团的相互勾结 

偷渡犯罪集团和其他有组织犯罪一样，等级森严，分大

小“蛇头”。小“蛇头”负责在有关的地区物色偷渡者，中

级的“蛇头”负责把小“蛇头”的偷渡者接纳到一应数量后

交给大“蛇头”，而更大的“蛇头”则在海外负责伪造护照、

证件、担保书等，并负责接应工作，并且境外的偷渡活动大

多由黑社会组织控制。据了解，在美国大约有数十个黑社会

组织从事非法移民活动，每个组织都与中国大陆或台湾一个

集团相联系。黑社会通过他们的途径组织偷渡，将非法移民

带入美国后安排到餐馆或制衣店工作，从而使偷渡者在国外

有了“落脚地”，这无疑刺激了偷渡行为的发生。  

4．国外移民政策的刺激 

美国和西欧一些国家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先后多次推行

非法移民合法化政策，即“大赦”，使不少已在国外的非法

移民最终获得居留权。这对发展中国家一些想出国的人产生

了很大的吸引力。如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法国政府先

后采取了三次大规模的“合法化”运动，美国也进行了几次

大赦。偷渡者都希望有一天能得到大赦，因而这些政策从一

定程度上“吸引”了非法移民。  

5．国（边）境管理的漏洞 

我国的国（边）境漫长，同 15 个国家接壤，海岸线为

18 万公里，沿海港口有 150 多个，数百个航空港和陆地口岸，

管理存在空白点，再加上情报信息传递的不及时，给偷渡者

提供了机会和空子。 

三、偷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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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破坏了我国的国家形象和正常的国家交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政治的稳定，我国的

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赞同，但是偷渡活动

成为了一些西方国家攻击的把柄。美、日、澳等国的媒体多

次连篇累牍的报道我国人员的偷渡情况。日本报刊以“经济

低迷，逃亡异常”诋毁我国形象；澳大利亚主流媒体大肆渲

染“中国船员决非无目的的来澳”；法国的报刊将我国与伊

拉克、东南亚并列为“偷渡活动猖獗的地区”，并称“中国

是偷渡最大的源头”；美国更是别有用心的借以攻击我国的

人权状况不好，说“偷渡是因为受政治迫害”等等。可见，

偷渡活动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国际声望，损害了我国的对外形

象，使我国在外交上处于被动地位。  

2．危害国家的国（边）境管理制度，干扰了我国公民正

常的出入境秩序 

由于我国偷渡活动的猖獗，我国的出入境管理秩序直接

受到了破坏，同时还危害了我国公民的正常的出入境活动。

偷渡给前往国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外国对我

国出境人员的政策。如日本、墨西哥已对我国正常的出境人

员实行限制。特别是一些国家对福建的福清、浙江的青田人，

无论是否正常出境，一律拒签。一些与我国互免签证的国家

已经或试图修改互免签证的协议，有些国家逐渐缩小了互免

签证的范围，使我国正常的出境人员申办签证困难。  

3．偷渡者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 

偷渡犯罪不仅仅破坏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及我国的国（边）

境管理秩序，同时还严重侵犯了偷渡者的人身权、民主权和

财产权，在一定程度上说，偷渡者同时也是受害者。很多的

移民船都是不适合航海要求的轮船，甚至是在渗水的情况下，

还满载着货物和非法移民驶离港口。船上不仅没有配备可靠

的无线电通讯设备，甚至连足够的救生器具都没有备齐，其

安全性可想而知，偷渡者的安全更无从保障。 

四、偷渡的防范对策 

1．加强和完善立法，加强法制建设 

目前，我国打击偷渡犯罪已经迈出了很大的一步，已经

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入出境管

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及其实施

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以及《关于

严惩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犯罪的补充规定》等。但

是仍存在立法上的欠缺以及执法上的偏差。对偷渡犯罪要“有

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杜绝以罚代刑，

要充实打击偷渡犯罪的力量，组织一只富有战斗力的专门队

伍，要确定专案人员，成立案件查处机构，同时提高办案人

员的专业技能与执法水平。 

2．加强国（边）境的管理 

打击偷渡犯罪必须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的政策，

控制和消除偷渡犯罪赖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加强国（边）

境的管理，其主要的措施有以下几个： 

（1）加大边境的巡查力度 

由于我国陆地边界及海岸线都很漫长，因此许多偷渡者

利用管理的“空白点”进行偷渡。为有力的打击这一部分偷

渡犯罪者，需要我们采取增加边防和海关的执法人员的配置

并相应的增加其开支，加强边境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高级

的信息交流系统，增加巡查的密度等一系列措施来加以防范。 

（2）发挥技术检查在边检中的作用 

现在境外组织偷渡团伙利用先进的仪器和技术手段制作

的伪假证件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我们的边检也应当从

眼看手模过渡到用新技术、新设备加以甄别的阶段。 

（3）加强对“蛇头”的打击力度 

打击偷渡犯罪的打击重点在“蛇头”，这是治理偷渡活动

的根本。要加强对“蛇头”的缉捕和查处工作，建立案件督

办制度，统一部署打击“蛇头”的活动，对组织重大偷渡的

在逃“蛇头”实行悬赏督捕，对“蛇头”始终保持严打的高

压态势，从严处理，从严惩处。 

3．疏通正常的移民通道，大力开拓国际劳务市场 

联合国 2002 年 3 月份发布的世界人口报告做出的结论：

如果欧洲的人口增长率照现在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到 2050 年

时，将有近一半的欧洲人都是退休工人。由此可见，加强同

有关国家的对话与合作，疏通正常的移民通道是完全可行的

措施，正常的劳务输出必将是减少偷渡犯罪的有力措施。 

4．寻求国际合作 

由于开拓国际劳务市场犯罪的国际化因素，单靠某一国

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我国必须加强与有关国家的合作，

共同打击与防范偷渡犯罪。我国在此方面已经迈出了很大的

一步。如：针对伪造、变造出入境证件行为的猖獗，我国公

安部于 2002 年 11 月 25 日邀请了来自亚太地区 32 个国家、

地区的外交、移民和警察部门的 80 余名代表，参加了在深圳

举行的亚太地区打击偷渡、贩卖人口以及相关的跨国犯罪问

题部长级会议“第二专家组第三次会议”暨“执法和识别伪

假证件”国际研讨会。但是这些还是不够的，我国还应积极

开展与国际刑警组织、国际移民组织、欧盟组织的相关国家

的多边、双边警务合作工作，共同打击跨国组织偷渡集团的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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