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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移民是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从未间断过的世界范围内的人口迁移现象。移民有三个基本内涵和维度，一是空间
维度，二是时间维度，三是数量维度。移民问题历来受到广泛关注和重视。在简要概括国际国内移民历史，梳理移民内涵的
基础上，从移民迁移区域、主观意愿、诱导因素、移民开发目的等划分标准对移民类型进行了进一步分类，并对相应移民类型
做简要说明和典型案例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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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移民是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从未间断过的世界

范围内的人口迁移现象，地球上的人口分布态势正是

人们在时空内不断迁移的结果。人类历史进程中由

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方面的

差别，特别是自然灾害、战争、政治冲突等影响，国家

内部以及跨国界的人口转移在人类社会自从出现国

家以后就已产生并从未间断。今天，由于现代信息社

会迅速发展、现代交通工具的迅捷、现代多元文化的

趋异以及经济发展差距的拉大，移民规模和速度也随

之扩大和加快，移民类型也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同样

出现了大量的移民类型。既有 4. 3 亿的为改变城乡

户籍二元结构的农村居民转移进城的城镇化移民人

口，也有上百万的通过求学海外、投资海外的国际输

出移民，成为全球最大移民输出国［1］。改革开放飞

速发展也形成了多目的、多渠道、多需求的移民类型，

既有显性也有隐性，既有自愿也有非自愿的。就国内

移民而言，目前已演化出城镇化移民、水利水电工程

移民、地质灾害移民、环境恶化引发的环境移民、维护

生态系统实施的生态移民、区域性贫困引发的扶贫移

民等等。尤其是当前国内移民从移民类型、移民方

式、移民目的、移民安置等都越来越呈现出复杂性和

多样性，在移民政策和制度设计上也呈现多变性和动

态性，而西部、西南欠发达和民族地区，工程移民、灾
害移民、生态移民、扶贫移民等类型又交叉耦合。学

术界也从人口学、地理学、文化学、社会学、历史学等

不同学科视角对人口迁移的动因、方式、机制、制度或

政策、社会网络等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无论从理论

还是经济社会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甚至逐步开始形

成一门边缘交叉新兴学科———移民经济学。
二、移民简史及内涵

1. 国际移民简史简述
早在国家形成、国界划定之前，人类的先民们就

一直翻山越岭，跋山涉水的寻找适宜的生存环境。现

代意义上的国际移民则是近代民族国家概念清晰化

后，才开始广泛受到关注。笔者将近现代国际移民历

史按时间划分为四个阶段: ( 1 ) 1500 年 － 1800 年，15
世纪以前，跨越国际的移民活动相对较少，规模相对

较小。16 世纪初，在“地理大发现”后，西班牙、葡萄

牙、荷兰、法国、英国等殖民国家入侵美洲，征服大片

土地，建立众多殖民地。然后，为了进一步开发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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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以适应欧洲对原料和市场的需求，殖民者到非洲掠

夺黑奴。这一时期国际移民的明显后果是欧洲人在

非洲、亚洲尤其是美洲占据了大片地方，大大改变了

美洲人口的结构和民族成分，加速了欧洲和美洲资本

主义的发展［2］。( 2 ) 1800 年 － 1914 年，资本主义工

业化的进程从欧洲迅速扩展到欧洲人在美洲的殖民

地，资本主义完成了从手工业向大工业的过渡后，紧

接着在 19 世纪末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

渡。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移民呈现出历史上空前的

盛况。据 美 国 社 会 学 家 Massey 的 统 计［3］，1846 －
1924 年间，总共有 4800 万移民离开欧洲，约为欧洲

1900 年总人口的 12%，其中英国向外移民占 1900 年

英国人口的 41%。这一时期，欧洲移民的目的地非

常集中，85% 前往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

和美国，其中美国就吸收了总数的 60%［4］。( 3) 1914
年 － 1960 年，该时期发生了 1914 年 － 1918 年的第一

次世界大战、20 世纪 30 年代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和

1937 年 － 1945 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民族独

立运动的高潮，与之前时期相比，经济移民大量减少，

政治性移民空前增加。( 4) 1960 年至今，二战结束以

来，国际移民再也不像工业化时期那样由少数欧洲国

家流向少数欧洲人建立的定居地，而是真正具有全球

的规模。移民输出国和移民输入国的数量和种类不

断增多。据联合国经济与事务委员会提供的统计数

据，全球跨国移民总数从 1990 年的 1. 54 亿上升到

2010 年的 2. 14 亿，并预计在 2050 年将达到 4. 05 亿，

当今世界已进入“国际移民时代”［5］。寻求更佳机

会、改善自身生活水准，是当代国际移民的基本追

求［6］。
2. 我国移民简史概述
我国历史上的人口迁移情况颇为复杂。国内人

口迁移的流向、规模、距离和形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都有着不同的特征。随着活动范围的逐步扩展，还有

部分人口移居国外。移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4000 多

年前，黄帝为诸夏部落群结成的部落联盟首领，兴起

于关中平原中部的岐水流域上，逐步发展，东迁到嵩

山之外，一度定居在新郑一带。先秦时期，商人在建

国前后曾进行过十几次迁移。从成汤灭夏至盘庚迁

殷，商朝前期有成汤前的迁和成汤后的 5 迁［7］，迁徙

地都在在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黄河的中下游进行，

以集团性的或大批的迁移为主，个人移民活动极少，

形成中国人口分布北多南少的格局。春秋战国时期，

各少数民族深入华夏族区域，而华夏族又散居到各少

数民族区域，形成犬牙交错的杂居局面，打破了原来

各族间的地域界限。由于军事、政治等因素，造成各

民族频繁迁徙。从秦汉时期开始，由黄河中下游平原

向四周扩散，特别是向南方的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扩

散，从而使人口逐步扩散到我国的每一个地区。明清

时期，以长江流域为核心地带，呈辐射状向四周迁移，

但主要为长江流域内由东向西的移民活动。另外，

“闯关东”①、“走西口”②、“下南洋”③等人口迁移，都

是中国近代比较大的移民活动。建国以来，一方面有

由国家组织的比较大的移民活动，如:“三线建设”④、
“三峡移民”⑤等，另一方面也有自发性的人口迁移，

如: 农村人口省( 区) 际直接的自发移动，主要是由于

经济原因而引起的，贫穷地方的人向富裕地方迁移，

受灾地区的人更要向外谋生。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

口的非户籍乡—城迁移始终为迁移主流。新世纪的

移民类型更加丰富化，多元化，国际化。
3. 移民内涵综述
《美国大百科全书》［8］对“移民”一词的释义是:

广义的移民是指个人或团体有相当长距离的比较经

常性的迁移活动。这一定义中的“相当长的距离”和

“比较经常性的”两个关键定语，因人们使用的标准

不同，而各有不同的解释。《英国大百科全书》［9］对

“移民”作了如下解释: 移民通常是指居住地发生了

经常性的变更的个人或团体。由于这一定义取决于

“经常性”的含义，统计学者在收集移民数据时或多

或少会作出各自不同的解释。例如，一个以在迁入地

居住至少一年为目的的人通常被称为移民。我国的

《辞海》［10］对“移民”作如下解释: ( 1) 迁往国外某一

地区永久定居的人。( 2) 较大数量的、有组织的人口

迁移。葛剑雄等著的《中国移民史》［11］对移民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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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指从清朝顺治年间到中华民国这段历史时期内，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及皖北、苏北等地的百姓去关东谋生，是一次移

民壮举。
这里指清代以来成千上万的晋、陕等地老百姓涌入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谋生的移民活动。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末年，不堪战乱的普通百姓和权力失落的前朝贵族纷纷移居海外。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

亚成为中国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因此这种迁徙历史上称为“下南洋”。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中期，我国对西南，西北内陆地区开展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与之相伴的，就是大规模的有

组织的跨省区的人口迁移活动。
20 世纪 90 年代，因修建三峡大坝，而由国家组织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活动。



是: 具有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时

间的迁移人口。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移民有三个基本内涵和特

征，一是空间维度，即移民必须是在一定空间上的变

化、转移或迁移; 二是时间维度，即移民在空间上的变

化所维持的时间是相对稳定和固定的，并具有或承担

当地社会一定权利和义务的个人或人群; 三是数量维

度，移民不是单个人的时间和空间变化行为，而是在

数量上具有群体性的迁移行为，这种迁移行为具有单

向性特征。因此移民和人口流动在表现形式上具有

相似之处，但有本质的区别。移民具备在异乡合法定

居的权利，并持有所在区域的注册户口或国籍身份。
而流动人口则是暂时性的居住在某地，没有合法定居

的权利，其户口或身份证明仍然还留在原来居住的地

方。基于上述对移民内涵和特征，本文对移民进行如

下分类。
三、移民类型划分

关于移民类型划分，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就在于移民是一个涉及多学科

问题。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不同，划分类型

也不同。本文从移民迁移区域、主观意愿、诱导因素、
移民开发目的等角度进行类型划分。

表 1 按区域移民类型划分表

划分标准 移民类型 相关定义 相关案例及说明

迁移空间
区域

国内移民
指在同一国家内从一个地方迁移至另一个地
方。按移民迁移的方向，还可以分为城市化
移民、农业移民等。

上文提及“闯关东”、“走西口”、“三线建设”、
“三峡移民”等都属于国内移民，亦是我国规模
比较大的移民活动，迁移人口多，影响范围广。

国际移民
指由一个国家迁居至另一个国家，跨越国境
的移民活动。但因为度假、商务、医疗等原因
而短期出国者，不包括在内。

上文提及 Massey统计的国际移民、世界大战
期间跨国移民迁移活动、现代的海外移民等
等都是典型的国际移民活动。

太空移民 或称宇宙移民，指在地球外建立可以自给的
地外移民区。 科学家提出的太空城、火星移民等构想。

表 2 按主观意愿移民类型划分表

划分标准 移民类型 相关定义 相关案例及说明

主观意愿

自愿移民
指移民主体在主观意愿上愿意、自发的移民
活动。可细分为有组织的自愿移民、无组织
的自愿移民、完全自愿移民等。

以“三西建设”①为例，在一方水土养不活一
方人的贫困山区，政府实行有组织的自愿移
民，愿意移出的农民可以获得较好生存条件，
持续解决生计问题，而不愿意移民的留居者，
生存空间也相对变大。

非自愿移民

指移民主体在主观意愿上非自愿，被动、被迫
向其它地方迁移的移民活动。通常是由于各
种外力因素如工程建设、战争、灾害、生态环
境恶化等导致。

古代有“湖广填四川”②、现代也有“三峡工
程”、“南水北调工程”③等。相同点是带有国
家强制性、经历周期相对较短。国外研究移
民问题偏重于个体性自愿移民。对我国而
言，非自愿移民在整个移民现象中有较大比
重。

86

①

②

③

1983 年，我国在甘肃的河西走廊，以定西为代表的中部干旱地区和宁夏西海固地区( 因其三地都有“西”，故简称“三

西”) 开展区域性扶贫开发。以解决温饱为目的，组织超出土地承载能力的贫困山区农民向新开发的地区迁移，是三西建设的

一项重大决策。
明末清初，四川经过战乱，导致人口急剧减少，清政府出台政策，利用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口移来四川，其中就

包括大规模的非自愿移民活动。
1952 年至今，由国家主导的，用以缓解北方水资源严重短缺局面的重大战略工程。因修建水利枢纽工程等就产生了大

量的非自愿移民。



表 3 按移民诱导因素移民类型划分表

划分标准 移民类型 相关定义 相关案例及说明

利民诱导因
素

政治移民
通常是因为战争、政变等政治因素诱导而引发的移
民活动，可以是行政或军事手段推行的强制移民，
也可以是自发性的。

比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争移民、我国古代因
政变、战争动乱导致的人口迁移，近代抗日战争时
期难民的迁徙等等。

经济移民
因经济因素而离开原来的区域而引起的移民活动。
包括投资移民、商业移民，福利移民、企业移民等。
可能是自发的，也可能是有组织有规模的。

比如: 20 世纪“南欧与拉美移民流向的逆转”①、改
革开放以来，因经济因素导致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
移活动。

文化 ( 宗教)
移民

因宗教传播、文化影响等原因而迁移并定居他地的
移民活动。

比如:我国“唐宋时期僧道移民”②、国外伊斯兰教
传播过程中的大规模移民现象③。新宗教与旧宗
教之间的冲突、宗教教派之间的冲突和宗教内部的
竞争等原因都会导致宗教移民。

工程移民
因修建水库、铁路、公路、港口、机场、工厂等工程活
动而发生的由工程建设项目所引起的需迁居他地
的移民活动。

工程移民往往都是政府主导，带有较强的政策性，
搬迁对象的主体一般是农民。水电工程移民是工
程移民中的一种，以修建水库为例: 丹江口水库移
民约为 38 万，黄河小浪底工程约为 20 万，长江三峡
工程约为 120 多万。

环境 ( 灾害 )
移民

因干旱、洪水、飓风、冰雹、地震、蝗灾、海啸、火山、
泥石流、地质滑坡等自然灾害因素胁迫导致的人口
迁移与社会经济重建活动［12］。也可以细分为自然
灾害移民、社会灾害移民和天文灾害移民。

我国的“5·12 汶川大地震”④、俄罗斯萨哈林悲
剧，巴什基尔、车里雅宾斯克及其他化学生产中出
现的严重事故，引起的大量环境移民。［13］

生态移民

生态环境破坏和恶化而导致人类生存条件丧失后
产生的人口迁移活动，或以生态环境保护重建为目
的进行的有计划的将人口从生态环境脆弱地区迁
出活动［14］。可分为自发的生态移民和政府主导的
生态移民。

如墨西哥的生态移民⑤ ;我国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移
民:为遏制三江源生态环境的继续恶化，青海省政
府在三江源地区实施了生态移民工程，2009 年底，
已搬迁约 5 万人，基本完成计划任务。是我国实施
规模最大也是最集中的生态移民工程之一［15］。目
前生态移民工程在我国各地尤其是西部地区全面
展开，为我国生态保护建设起到重要作用。

表 4 按移民开发目的标准划分表

划分标准 移民类型 相关定义 相关案例及说明

移民开发的
目的 开发性移民

把移民安置同安置区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开
发有机地结合起来，为移民创造新的生产、生
活条件的一种移民方式。

常见于我国水库移民安置方针中，1991 年，国
务院正式颁布《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征地补
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其中第 3 条规定“国家
提倡和支持开发性移民，采取前期补偿、补助
与后期生产扶持的办法”，第一次将开发性移
民纳入移民安置行政法规体系。2006 年，国
务院颁布新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征地补
偿和移民安置条例》，明确提出在移民安置中
实行开发性移民方针，并确定其目的是使移
民生活达到或超过原有水平。

①20 世纪 60 年代西欧经济强劲增长，大批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等南欧国家的劳动力纷纷北上打工。但是，自八九十年

代后，随着南欧经济跃升，西欧经济疲软，不仅原北上打工的南欧人相继返回原居国，而且还吸引了非洲、亚洲的新移民纷纷

进入当地的劳动力市场。
②唐宋时期，有部分僧、道宗教移民迁入我国，这部分宗教移民以僧人为主，在迁移时间上主要集中于唐中后期与北宋时

期，迁徙原因主要与佛道之学传授有关，他们的到来对我国宗教文化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③从伊斯兰教创立时穆罕默德出走麦地那，再到伊斯兰教历史上发生的宗教迫害、冲突乃至战争，形成了大规模的宗教移

民现象。
④2008 年 5 月 12 日在四川汶川发生的 8. 0 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地震。地震、重灾

区范围超过 10 万，受灾人口超过 2000 万人。地震发生后，已有 1400 余万人被迫转移到安全地带。除了灾害重建，为了防止

今后地震、滑坡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给当地群众造成的严重危害，不得不进行必要的灾害移民，并对当地的人口分布进行一

定的调节。
⑤20 世纪末，拉丁美洲许多地区气候适宜，土壤肥沃。但随人口的迅速增长，生态环境不断退化，尤其是北部比较干旱的

中美洲地区，人们放弃那些严重退化、不足以维持生计的土地而选择迁移，生态移民数量不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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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标准 移民类型 相关定义 相关案例及说明

移民开发的
目的 扶贫移民

指在政府和其他机构的组织协调下为了使贫
困人口摆脱现实的恶劣生存状态获得较好的
发展条件与环境而进行的移民活动。根据致
贫原因可分为自然环境致贫扶贫移民与社会
经济环境致贫性扶贫移民。

1983 年，因宁夏西海固地区生态脆弱、环境恶
化、经济落后、人口严重超载现实问题，宁夏
政府确立了“以川济山，山川共济”的扶贫方
针，并正式提出了扶贫移民的重大战略。经
过十多年的开发建设，到 1998 年，通过县际
整建制移民吊庄、县际插户移民吊庄、山区县
内吊庄等多种形式，共迁移人口 28. 3 万，在
引黄灌区边缘和扬黄新灌区建立起了 20 多
处吊庄，迁移人口脱贫率达到 94%［16］。

除了上述几类，还有其他移民类型，如: 以移民

的根本目的为标准，可划分生存型移民和发展性移

民; 以移民的数量为标准，可划分为小群体移民、大
规模移民; 以移民的距离为标准，可划分短程移民、
长途移民或跨洋移民，洲际移民等。以移民的时间

为序，可划分短期移民、长期移民或临时移民、长期

移民，以移民的法律角度为准，可划分为合法移民、
非法移民或正规移民、非正规移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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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the Division of Im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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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migration is a common phenomenon in the world since the birth of human society． Immigration contains
three basic dimensions，first is spatial dimension，second is time dimension，third is quantitative dimension． It is
widely concerned about the immigration problem． On the basic of the briefly summarise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history and the connotation of immigration，we classify immigration from four aspects，including the area，

the intention，the inducing factors，the environment and the motives． And each type has its brief corresponding
supplement and typical cases．
Key Words: the division of Immigration; Hydropower migrants; Ecological migrants; Poverty alleviation migr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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