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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国际移民的存量在过去数十年之内迅速增长。

根据世界银行以及联合国关于国际移民存量的统计，国际移民存量从 1960 年的 7188 万增加到了

2020 年的 2.81 亿，已占世界人口的 3.6%。其中，1.57 亿国际移民生活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占全部

国际移民的 56%，1.23 亿国际移民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占全部的 44%。国际移民的流出地

和流入地也变得更加的多样化，越来越多的国家被“移民全球化”所带来的迁移运动剧烈影响 [1]，

国际移民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以及带动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经过 4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在全球市场

中占据重要的位置，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逐渐形成对国际人口流动的“拉力”。同时，中国坚

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推进，在

经济和政策的双重影响下，中国开始成为国际移民的目的国，越来越多的外国移民开始进入中国工作、

学习和投资 [2]。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31 个省、市、自治区内共有超过 84 万外籍人员。

近年来，与在华国际移民相关的事务也多次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2020 年 3 月 27 日，司法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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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移民存量和来源地的变化。发现在华国际移民的情况受到中国社会经济状况以及管理政策的影响，经历

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变动阶段。目前，在华国际移民的相对存量仍然较小，但其绝对存量从 1980 年前后开

始迅速增加，来源国也更加广泛。未来中国可能会迎来国际移民流入的大潮，需要尽快开展国际移民相关

的研究，做好在华国际移民的信息采集、识别和管理工作，有针对性地做好在华国际移民管理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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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其中关于在华外国人成为永久

居民的条例引起了广泛争议，部分观点认为，如果该条例开始实施，可能导致更多外国人涌入中国。

而在此之前，在华国际移民的规模、社会融入和受到的待遇是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问题 [3–6]。目前，

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特定地区国际移民群体的生活状况和社会融入问题。广州及周边地区的非洲

裔移民的迁移行为、居住模式和空间交往模式目前得到了较多的关注，当前研究发现在广州的非

洲裔移民的迁居次数较多，受到政府管控大，具有国际移民早期阶段的发展特征 [7-8]；何亚平和骆

克任、朱蓓倩等通过历史资料收集和实地调查总结了在沪日本人和其它国别的国际移民的迁移定

居的历史沿革、人口结构和迁移模式，发现在沪日本移民已经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族裔经济，具

有高度的空间聚集特征 [9-10]；居住在北京望京地区的韩国人同样形成了族裔经济模式，并且由韩

国人和中国朝鲜族共同经营，这也使得在京韩国人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社会融入问题 [11-12]。

过往的文献对特定城市中特定族裔的在华国际移民研究已经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是由于国

际移民定义口径不一和数据缺乏等原因，仍然没有回应社会各界最为关注的关键问题之一，即在

华国际移民规模、来源地及其历史变化情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共同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一深刻时代命题的社会实践中，中国势必要面对国际移民进入中国的新

局面，也必然要提前谋划关于国际移民的社会治理内容。而获得准确的在华国际移民规模信息是

制定和规划国际移民相关政策的基础，对了解国际移民的基本情况、发挥国际移民带来的优势和

处理国际移民可能带来的问题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联合国等多来源数据对 1960-2020 年在华国际移民变动状况进行梳理，

通过总结在华国际移民的存量和来源地的变动，概括不同阶段在华国际移民的空间特点，对在华

国际移民的发展态势进行讨论和提出建议。因两岸四地实际存在不同的移民管理机构，各地也有

着不尽相同的移民管理政策，因而，若不作特别说明，本文在华国际移民的数量和情况实际指代的

是在中国大陆国际移民的数量和情况，并排除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迁移到中国大陆的移民。 

2 国际移民的概念和数据

在国际层面上，移民并没有普适性的定义，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将国际移民定义为：“任

何改变其通常居住国的人”，常住地指的是一个人生活或者日常休息地方，为旅游、度假、商务、

医疗或者宗教目的的临时出国并不意味着通常居住地的改变。联合国将国际移民分为长期移民和

短期移民，如果国际移民改变其常住地至少一年以上就被定义为长期国际移民，而改变常住地 3

个月以上，但不满一年者被定义为短期移民。

在人口迁移的研究中，国际迁移的水平和趋势目前是通过移民存量（Migrant Stock）和移民流

量（Migrant Flow）来衡量的。移民存量指的是在某一特定时间点出现在某一国家内曾经改变其通

常居住地的国际移民总数，是一种静态的指标。移民流量是指的在特定时期内移入一个国家的国

际移民人数（Immigrants）或者是离开一个国家的国际移民人数（Emigrants）。移民流量是动态指标，

可能包括在给定时期内多次跨越国境线的移民。国际移民存量和流量数据对于分析国际移民的水

平和趋势都非常重要，移民存量侧重于记录了国际迁移的累积影响，移民流量则记录了在迁移发

生后不久特定时间段内的迁徙行为，因而更能够反映国际移民的最新情况。但移民流量口径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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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更为严重的数据缺问题，因而，以往的研究主要通过移民存量数据来分析和解释当代国际移

民的迁移模式 [13-14]。 

本 研 究 使 用 的 数 据 主 要 来 自 于 世 界 银 行 发 布 的 全 球 双 边 迁 移 数 据 库（Global Bilateral 

Migration Database，下称 GBMD），除此之外，使用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公布的全球

迁移存量数据库（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tock）进行补充。二种不同来源的数据均采用了移民存

量来衡量国际移民。GBMD 数据库使用了 1000 多套国家人口普查和人口登记数据来计算和估计

1960-2000 年间每十年的全世界各国国际移民的存量，并构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原籍地—目

的地 232*232 迁移矩阵。该矩阵包括世界各地的每个国家、地区、主要领地和属地，该数据中的

国际移民使用联合国的长期国际移民定义，对其它相关指标也进行了相对应的说明。GBMD 的时

间跨度为 1960-2000 年，共包括 5 轮数据，能够充分地反映在华国际移民在不同年份下来源国的

时空变化。在 GBMD 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反映国际移民在中国的近况，本研究选取了联合国发布

的 2010 年、2020 年国际移民存量数据进行补充。联合国关于国际移民存量的数据同样进行了多

轮统计，但是初始轮次统计只是从 1990 年开始，对于国别的分类不够精确，针对在华国际移民而

言，只能够识别较少的来源地，但因其同样对迁移存量的总量进行了计算，并且时效性更强，因此

可作为 2000 年之后的数据进行延续。

1960 年至今，全球范围内发生了一些地缘政治的变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管辖范围被重新划定，

而这也是影响国际移民研究的重要原因。因此，本文对 GBMD 和联合国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了相

应的调整，以及排除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的数据。 

3 在华国际移民存量历史变动情况

3.1 在华国际移民绝对存量的历史变动情况

通过 7 轮数据的衔接，本研究覆盖 1960-2020 年共 60 年间在华国际移民历史变动的情况。

近 60 年间，在华国际移民的存量经历了两个非常明显的变化阶段，从 1960-1980 年间，在华国际

移民的存量逐渐下降，从 1960 年的 24 万人下降到了 1980 年的 5.4 万人。而从 1980 年开始，在

华国际移民的存量逐渐上升，到 2020 年达到了 81 万人。整体变化呈现出明显的 U 型（见图 1），

拐点发生在 1980 年。

60 年间，在华国际移民存量在时间上的变化同中国的移民政策也就是外国人管理政策的变化

息息相关，根本上是由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所决定的。中国的移民政策在改革开放开端经历了大

的转型，改革开放前对在华国际移民持保守和防范态度，而改革开放后针对在华国际移民的限制

逐步放开，近年来开始建立正式的国际移民管理体系。总体上来看，在华国际移民的变动情况可

以分为 1980 年前和 1980 年后两个阶段。

3.1.1 1960-1980 年在华国际移民绝对存量大幅减少

这一阶段，中国的国际移民存量迅速下降。1960 年，中国国际移民的存量为 24 万人，在 1960

年到 1970 年间就大幅下降了 62%，十年间减少了 15 万人。1970 年到 1980 年又减少了 3.7 万人，

到 1980 年在华国际移民的存量减少到 5.3 万人，不到 1960 年在华国际移民存量的四分之一。

这一时期西方国家对华采取敌对措施，西方国家在华侨民存量大幅度减少。从 50 年代末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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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交恶，苏联也逐渐撤离

在华专家，在冷战的大背景下，

国际形势使得国际移民入境中国

的居留需求很小。从建国之初到

70 年代末，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严

格管理外国人在华的访问、就业

和居住，采取“打扫干净屋子再

请客”的方针，根据帝国主义国

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别，实施

“逐步挤走大部分，有意留下一

部分”的驱挤政策 [15]。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我国颁布了一系列

关于外国人管理的法律法规，如

1951 年的《外国侨民出入境及居

留暂行规则》，1954 年的《外国

侨民出境暂行办法》、《外国侨民

居留登记及居留证签发暂行办法》、《外国侨民旅行暂行办法》和 1964 年的《外国人入境出境过境

居留旅行管理条例》，这一时期关于外国人的管理主要依托于政策性的文件规定、法规和规章，以管

控为主，不以外国人在华就业为考量点，对外国人出入境、过境、居留与旅行等在华期间的活动实施

严格规范管理 [16-17]。总之，内外交杂的因素使得在华国际移民存量从 1960 年到 1980 年间大幅减少。

3.1.2 1980-2020 年在华国际移民绝对存量逐步上升

1980 年开始，在华国际移民的存量开始上升。1980 年到 1990 年之间，在华国际移民的存量

上升相对较为缓慢，10 年间的增速为 52%，到 1990 年在华国际移民的存量还没有超过十万。而从

1990 年到 2010 年，在华国际移民的存量迅速上升，且增幅也在不断提高，1990 年到 2000 年在华

国际移民的存量就增长了 153%，但在 2000 年时，在华国际移民存量仍然没有超过 1960 年的数值。

2000 年之后在华国际移民存量的数据来自于联合国社会与经济事务部人口司。进入 21 世纪后前

10 年，在华国际移民的存量加速上升，2000-2010 年，在华国际移民的存量从 20 万上升到 68 万，

增幅高达 229%。 2010-2020 年，国际移民的存量继续上升，但上升幅度迅速减缓，10 年间在华

国际移民增加了约 13 万人，达到 81 万人，增幅为 19.3%。

1980 年后在华国际移民的存量的迅速上升客观上反映了中国政治经济情况的变化以及针对在

华国际移民管理政策的变迁。在 21 世纪前，中国针对外国人的管理方针经历了由“简化手续、掌

握情况、重点控制”到“维护主权、保卫安全、服务四化建设”的转变。中国政府也出台新的关于

管理外国人入境和出境的法律，1985 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与 1986 

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实施细则》等两部法律法规对外国人的入境要求、

入出境证件检查、居留、住宿登记、旅行、出境等做了详细的规定，客观上放宽了外国人在华居留

时间、活动范围的限制。同时，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发现专家，培养专家，

图 1 1960-2020 年在华国际移民存量的变化（单位：万人）

数据来源：1960 年至 2000 年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国际双边迁移库

（GBMD），2010、2020 年数据来自联合国全球移民存量数据库。下文图

表来源同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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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用专家”[18]。此后，外国专家引进工作正式开始：1980 年国务院针对外国专家专门出台了《外国

文教专家工作实行条例》，在改革开放后首次对外国专家的范围作出界定；1983 年，中共中央和

国务院发出《关于引进外来智力以利四化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引进国外人才来加快中国现代化

建设的战略方针；而在之后陆续颁布的《关于引进外国人才工作的暂行规定（1983）》、《聘请外

国文教专家工作实施细则（试行）（1987）》、《对外国专家奖励办法（1990）》、《外商投资企业

外国专家管理办法（1996）》等规定和办法则对外国专家的选定标准、生活待遇、保密问题、引进

模式等进行了规定 [19]，以方便外国专家在华开展生活和工作。

21 世纪后，随加入世贸组织等一系列扩大开放的举措，我国参与国际事务，融入国际社会的

脚步也进一步加快。2004 公安部联合外交部发布施行了《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

标志着我国通过制度开始规范外国人在华永久居留。2013 年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

管理法》、《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使得在华外国人的出境入境、签证签发、停留

居留、调查遣返等事宜得到了全方位的完善。2018 年，全国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表决通过了关

于国务院的机构改革的方案，其中提出要整合公安部门的出入境管理和边防检查等职责，组建由

公安部管理的国家移民管理局。同年 4 月，国家移民局正式挂牌，并全面负责全国移民管理工作。

国家移民管理局的命名和成立也标志着我国针对在华国际移民的官方概念从带有一定意识形态的

“外国人”正式转向到“移民”这一中性概念，针对国际移民专门的机构设立，标志着在华国际移

民的管理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在华国际移民的管理朝着法治化、服务化、平等化推进。

3.2 在华国际移民相对存量的变化 

从 1960 年到 2020 年，全球国际移民的总体水平以及中国的总体人口的数量也发生了巨大的

改变，因此，本文对在华国际移民的相对存量变化进行了分析，将在华国际移民存量与国际移民存

量 以 及 我 国 人 口

总量进行了对比 (

见图 2)。

60 年 间， 全

球 国 际 移 民 存 量

从 7188 万 人 上

升 到 了 2.81 亿

人，绝 对 存 量 增

加了 2.1 亿人。而

1960-2020 年，我

国 的 国 际 移 民 存

量 占 全 球 国 际 移

民 存 量 的 比 例 始

终 保 持 在 较 低 水

平，但 在 变 化 趋

势 上 同 样 呈 现 出

1960~2020 年在华国际移民变动情况研究

图 2　在华国际移民存量占世界国际移民和中国总人口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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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型。1960 年，在华国际移民的存量占全球国际移民存量的 0.34%, 从 1960 年到 1980 年，该份额

下降到了 0.06%，1990 年和 1980 年所占的大致相同。随后在华国际移民占全球国际移民的比例有

所上升，到 2010 年达到了 0.31%。尽管在 2010 年在华国际移民存量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增长，但在

2010 年其所占比例仍然略微低于 1960 年的比例。2010-2020 年，在华国际移民存量占全球国际

移民存量出现了略微下降，占全球存量的 0.29%。从在华国际移民存量占全球国际移民存量的比

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在华国际移民的变化态势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但其变化的范围仍然

是在小区间内，1960-2020 年间，我国始终不是国际移民的主要输入地。 

而从 1960 年到 2020 年，在华国际移民的存量相较于我国庞大且在不断增长的人口基数而言，

其所占的比例仍然是极小的。从 1960 年到 2020 年，在华国际移民的相较于中国人口总量的比例

始终都没有超过 0.06%。因此，事实上中国还远不能被看作主要的移民输入地和移民国家。

4 在华国际移民来源地变化

4.1 在华国际移民主要来自亚非拉，欧美澳等大洲占比较少

总体而言，按大洲区分的在华国际移民形成了两个相对较为独立的部分，一部分由亚洲、非

洲、拉丁美洲组成，来自这一部分的国际移民在数量上占据了在华国际移民的绝大多数。另一部

分由欧洲、北美洲、大洋洲组成，这一部分的在华国际移民的占比始终较小并且占比变化不大。从

1960 年到 2020 年，大多数在华国际移民的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三大洲。并且亚洲的比例呈

现出压倒性的优势。具体来看，来自亚洲的在华国际移民的占比呈现出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从

1960 年到 1980 年，来自亚洲的在华国际移民占比均保持在 90% 以上，并在总体上呈现出了小幅

度的上升趋势（见表 1）。这反映出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在华国际移民主要来自于我国周边地区，

长距离的国际移民数量极少，在华国际移民主要来源于积累的存量以及历史上大量迁移到东南亚

华人当中的回流人口。但从 1980 年开始，来自亚洲的在华国际移民的比例呈现出下降的态势，从

1990 年的 86.9% 下降到了 2020 年的 70.9%，反映出中国对于国际移民的吸引不再仅仅局限于亚

洲地区，而是向其它大洲扩散。这客观上体现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扩大，尤

其是和世界其它各国之间的商贸往来日益密切，越来越多的外国移民来到中国经商、就业、就学。

在这一阶段的国际移民存量变化中，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变化最为明显。来自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在

华国际移民占比在 1980 年及以前均不到 1%，但是 1980 年后便迅速上升，来自拉丁美洲的在华国

际移民占比在 2000 年后

已经接近 10%。来自非洲

的占比在 2000 年后迅速

上 升，在 2020 年已经 超

过了 15%。而在 60 年间，

来自欧洲、北美洲、大洋

洲 的 在 华 国 际 移 民 的占

比 不 大，都 在 5% 以 下，

2020 年，欧洲、北美洲、

表 1　按大洲分的在华国际移民来源地占比（%）

　 1960 年 1970 年 1980 年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 2020 年

亚洲 92.7 91.7 94.0 86.9 80.5 74.1 70.9

欧洲 2.4 3.9 2.4 4.0 3.1 1.0 1.2

非洲 0.0 0.1 0.0 0.1 0.4 14.0* 15.7*

北美洲 4.1 3.2 2.5 4.7 4.3 3.7 3.4

拉丁美洲 0.0 0.5 0.7 3.7 9.7 9.2 8.4

大洋洲 0.7 0.6 0.4 0.5 2.0 0.5 0.5

全球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注：联合国数据中没有明确提供来自非洲的在华国际移民数据，本表中的数据根

据作者通过联合国数据推算而来。



7

大洋洲的占比分别为 1.2%、3.4% 和 0.5%，同时变化幅度也相对较小。尽管这三个大洲都有过一

定的上下波动，但整体上最大波动幅度均不超过 2 个百分点。

在华国际移民来源地的变动情况，基本符合国际移民一般的发展规律。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

论 [20-21]，人口迁移的产生是基于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工资差异以及就业水平。改革开放后，我国经

历了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历程。2020 年，我国人均 GDP 达到了 10504 万美元，相较过去已经有了

长足的增长。从流入地视角来说，相较亚非拉地区而言，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吸引国际移民的能力。

但是相比欧美澳等大洲的发达国家而言，仍然不具备比较优势，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以预

计我国的国际移民主体仍以亚非拉地区流出的国际移民为主。

4.2 来源地数量先降后增，移民吸引辐射范围逐渐变广

1960-2000 年，按大洲级别地域来看，各个大洲（不包含南极洲）都有国际移民来到中国（见

表 2），1960 年在华的国际移民来自 84 个国家和地区，亚洲和欧洲占据了这些来源地的大多数。

1970 年相比 1960 年而言，在华国家移民的来源地数量还有所增加，这其中主要是来自于非洲地区。

考虑到 1970 年前后大量非洲国家同中国建交，因此导致了更多数量的非洲国家有国际移民进入中

国。1980 年在华国际移民的来源地最为稀少，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亚、欧、非三个大洲来到中国的国

际移民国家和地区的数量都有较大规模的下降。1980-2000 年，来华国际移民的来源地迅速扩散，

在华国际移民国家的来源地辐射更广，尤其是非洲大陆有越来越多国家的国际移民开始进入中国。

到 2000 年，在亚洲除了没有记录到来自马尔代夫的在华国际移民以外，其它所有亚洲国家都有在

华国际移民。从国际移民来源地的变化看，从 1980 年开始，我国的国际移民的来源地也越来越广

泛。这一方面来源于我国吸引国际移民的能力增强，同时国际交通网络日益发达也客观上推动了国

际移民从世界范围内迁移到中国。到 2000 年，在华国际移民共来自全球 167 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4.3 朝鲜半岛始终是在华国际移民主要来源地

1960-2020 年，在华国际移民主要来自于朝鲜半岛的朝鲜和韩国两个国家（见表 3）。在 1960

年，来自韩国和朝鲜的在华国际移民共占据了全部在华国际移民的 90%。这种情况可能是来自于

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我国东北边境地区生活着大量的朝鲜族，其语言和生活习惯同朝韩两国一致，

不少家庭中也有跨国的亲属往来，因此导致了大量的朝韩出生的人口进入了中国。第二，朝鲜半岛

在 1960 年前屡遭战乱，从朝鲜日据时期开始，朝鲜半岛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等两次

大规模的战争，由于战争导致的移民和难民可能大规模的进入了我国东北地区，导致了在 1960 年，

我国仍然存在大量的来自朝鲜半岛的国际移民。但从存量上看，来自朝鲜半岛的在华国际移民对

我国的 影响 在 不 断 的 减 弱，从

1960 年开 始，朝韩两国所占比

例 从 90% 下 降 到 了 2000 年 的

42%，而 这 主 要 是由于 在 华 韩

国移民的 存 量 下降 导 致的。而

来自朝 鲜 的国 际 移 民 在 1960-

1980 年间相较 其它国家而言，

没有受到较大的影响，这 20 年

1960~2020 年在华国际移民变动情况研究

表 2　按大洲分的在华国际移民来源地数量（个）

1960 年 1970 年 1980 年 1990 年 2000 年

亚洲 32 33 23 31 46

欧洲 25 25 14 25 35

非洲 11 26 3 18 47

北美洲 2 2 2 2 2

拉丁美洲 7 8 8 24 23

大洋洲 7 4 2 7 14

全球 84 98 52 107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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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虽然其在华国际移民的存量不断波动，但占比却是不断上升的。但是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

越来越多其它国家的国际移民进入中国，来自朝鲜的国际移民比例从 1980 年开始也随之下降。

4.4 欧美国家在华国际移民存量变动较大

在 1960 年，我国仍然存在一定数量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移民，但 1960-1980 年间，

来自这些国家的国际移民急剧减少，其中在华的美国国际移民下降了 86%，到 1980 年，只有 1000

余美国国际移民还在我国境内，这与 1980 年前我国特定的外交政策有关。而从 1980 年开始，西

方发达国家在华国际移民的存量开始回升，美国在华国际移民的存量从 1980 年 1000 余人回升到

2000 年的 7000 多人，其后近 20 年，在华美国国际移民大幅增加，在 2020 年有 2 万余人，其它发

达国家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见表 3）。

4.5 东南亚国家来华猛增，部分新兴国家需重点关注

从 1970 年开始，来自我国其它陆上和海上邻国的国际移民存量也在不断上升，例如越南、菲

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中以越南和菲律宾上升的幅度最为迅猛。越南从 2010 年后便

一跃成为联合国数据中我国第一大国际移民来源地。2010 年和 2020 年，越南在华国际移民存量

均超过了 30 万人，且占比超过了 35%。而菲律宾的在华国际移民存量则从 1990 年的 2000 余人

上升到了 2020 年的 5.7 万人，已经是我国第四大国际移民来源地。东南亚国家在历史上同我国关

系密切，民间有较多的往来，特别是我国西南地区的跨境贸易极其发达，加上菲律宾和马来西亚

有大量的外籍劳工前往其它国家工作的传统，这二者共同导致了这些国家在华国际移民的增加。

表 3　1960~2020 年在华国际移民来源国（地）的变动情况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2020

序号 国家
人数

占比
国家

人数

占比
国家

人数

占比
国家

人数

占比
国家

人数

占比
国家

人数

占比
国家

人数

占比

1 韩国
179624

（74.6）
韩国

60214

(66.2)
韩国

22491

(41.9)
韩国

32282

（39.6）
韩国

47152

（22.9）
越南

300897

(44.3)
越南

303095

（37.4）

2 朝鲜
39389

（16.4）
朝鲜

17673

(19.4)
朝鲜

21672

(40.3)
朝鲜

31900

（39.1）
朝鲜

40337

（19.6）
韩国

107940

(15.9)
韩国

144831

（17.9）

3 美国
8807

（3.7）
美国

2804

(3.1)
菲律宾

1680

(3.1)
美国

3469

（4.3）
菲律宾

17828

（8.6）
巴西

42931

(6.3)
巴西

57602

（7.1）

4 英国
4098

（1.7）
英国

2513

(2.8)
美国

1188

(2.2)
巴西

2409

（3.0）
巴西

16246

（7.9）
菲律宾

42227

(6.2)
菲律宾

56657

（7.0）

5 前苏联
2483

（1.0）
前苏联

971

(1.1)
英国

1082

(2.0)
菲律宾

2321

（2.9）
泰国

14829

（7.2）

印度尼

西亚

22963

(3.4)

印度尼

西亚

30811

（3.8）

6
澳大

利亚

1643

（0.7）

马来

西亚

937

(1.0)

印度尼

西亚

787

(1.5)
英国

1743

（2.1）

印度尼

西亚

8586

（4.2）
美国

15475

(2.3)
美国

20762

（2.6）

7 加拿大
998

（0.4）
新加坡

888

(1.0)
泰国

666

(1.2)
泰国

767

（0.9）
美国

7748

（3.8）
泰国

8780

(1.3)
泰国

11779

（1.5）

8 日本
971

（0.4）
印度

826

(0.9)
越南

580

(1.1)
日本

611

（0.8）

马来

西亚

7278

（3.5）
秘鲁

7792

(1.1)
秘鲁

10455

（1.3）

9 葡萄牙
561

（0.2）
菲律宾

739

(0.8)

马来

西亚

514

(1.0)

马来

西亚

548

（0.6）
新加坡

6179

（3.0）
英国

5264

(0.8)
英国

7061

（0.9）

10 法国
388

（0.2)

澳大

利亚

461

(0.5)
日本

487

(0.9)
葡萄牙

402

（0.5）
印度

5767

（2.8）
印度

5183

(0.8)
印度

6953

（0.9）

其它国家

和地区

1960

(0.8)

2873

(3.2)

2506

（4.7）

5018

（6.2）

34330

(16.6)

120136

(17.7)

161196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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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90 年开始，巴西就成为了在华国际移民的主要来源地，从 1990 年开始，在华的巴西国际

移民存量就迅速增长，在 2000 年就超过了 1 万人，在 2020 年甚至达到了 5.8 万人，已经占据所有

在华国际移民存量 7%，是我国第三大国际移民来源国。巴西在地理上与我国距离遥远，且没有向

外大量输出国际移民的传统，因此，巴西的在华国际移民存量的异军突起值得特别的关注。

5 结论和讨论

从 1960 年到 2020 年，中国针对在华国际移民的政策发生了巨大的转型，经历了从严密管控

外国人的到逐步放开针对外国人的管控措施，然后发展到开始确立在华国际移民专门管理机构和

开始全面制定在华国际移民相关管理机制的阶段。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在这 60 年间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而在华国际移民的存量随着政策和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在 1980 年之前，在华

国际移民的存量不断下降，来源地的范围也在缩小。而 1980 年之后，更为准确的说是在改革开放

之后，在华国际移民的数量不断上升，增长速度也不断加快，我国对国际移民的吸引范围也在不断

扩大，越来越多国家的移民来到中国学习、工作和投资。尽管在华移民的相对存量长期以来还是

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但从改革开放之后在国际移民的增长态势看，在华国际移民的存量在未

来一段时间内可能会继续增长，甚至是大幅度的增加。

进入 21 世纪后，我国持续的经济快速增张在客观上已经形成了对国际移民的“拉力”，我国

目前经济总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二，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是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是全球 120 多

个国家和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而在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2020 年全球经济有所衰退，

中国是所有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全年 GDP 增长为正数的国家，中国 GDP 总量比 2019 年增长 2.3%。

从我国持续的经济增长以及疫情防控形势来看，我国国际移民的“拉力”进一步提升。虽然在新冠

大流行期间，国际移民浪潮处于低谷期。公共卫生安全环境好转后，国际交通商贸开始恢复到正

常的状况，我国可能迎来国际移民迁入的浪潮。

尽管当前在华国际移民的规模还相对较小，但其快速增长的势头以及其可能其可能带来的影

响必须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人口流动实际上就是人力资源在全球范围的再配置。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要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建造全球人才高地”。这意味着，在我国现代化强国的道路上，

不仅需要激发国内的创新活力，同时也需要从世界各地广纳英才。如何吸引国际移民，吸引什么样

的国际移民，怎样做好国际移民的融入和制度安排，将是我国未来在全球人才的竞争和挑战中，必

须要面临和解决好的问题。

总之，我国即将从一个没有国际移民，不了解国际移民，不熟悉国际移民事务的状态，向一个

有大规模国际移民，需要了解国际移民、熟悉国际移民事务的状态转变，必须快速适应这一转变
[22]。为了更好的解决在华国际移民管理中可能存在问题和更好的促进在华国际移民融入中国、发

展中国，本文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第一，迅速开展全面系统的在华国际移民信息采集、识别和管理工作。从过去在华国际移民

的变动发展经验看，全世界普遍都面临国际移民信息采集难、识别、管理难等问题 [23-24]。针对在

华国际移民的管理，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确立在华国际移民的管理对象，即在华移民的口径问题，什

么样的人是在华国际移民？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来进行区分和定义。在本文使用的两种

1960~2020 年在华国际移民变动情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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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数据来源中，均没有对在华国际移民做出统一和准确的定义，这也就导致即便在相同的年份

都会出现数据不一致，甚至是相差较大的情况。因此，需要迅速确立在华国际移民的准确定义，这

样才能为全面系统的开展在华国际移民的信息收集管理工作打好基础。除此之外，需要全面推进

在华国际移民国际信息共享机制，加强国际间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协调，共同建立起统一的国际移

民信息平台，通过信息共享、对比和更新机制，提高国际移民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准

确把握国际移民的变动情况。

第二，尽早启动国际移民领域的理论性、基础性和政策性的研究，同时要注意国际移民的比较

研究。一方面，我国学界和社会对于国际移民的了解不多，对于国际移民的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形

成机制、社会影响都缺乏系统和完善的了解，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基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制度演变、社会心态等方位的考虑，厘清在华国际移民的情况。同时需要关注东亚其它国家和地

区的国际人口迁移的共性、特性研究以及欧洲北美面临国际移民管理困境的研究，特别是要关注

国际移民与经济发展、人口负增长、人口老龄化等议题之间的关系，做到未雨绸缪。另外要加强各

单位、机构之间的数据、信息和研究成果共享，积极推动国际移民的跨领域和跨学科研究。

第三，有针对性的建立和完善在华国际移民的管理预案和制度安排。随着我国经济体量的不

断增长以及对于劳动力的多元化需求，越来越多的移民流入我国，在部分边境地区时有偷渡和人

口贩卖发生，在一些主要城市也已经形成了移民聚集地，关于在华国际移民引发的社会事件并不

鲜见。因此，针对在华国际移民，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建立在华国际移民处理的预案，并且

逐步建立起人性化、法制化的制度安排。对非法偷渡入境的移民，要严厉打击，从源头上制止边

境偷渡和人口贩卖的活动，对于合法的在华国际移民，要采取弹性化、差异化的管理方法，对于有

可能出现的社会状况要有充分有效的处理方案，既要做好服务，也要做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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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Global Bilateral Migration Database of the World Bank and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Database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nges in the stock and origin areas of international immigrants in China from 1960 to 2020. It shows 

that the international immigration in China is affected by both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the immigration policies, 

and it can be distinguished into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stages. At present, the international immigrants stock is still small relatively, 

but the absolute size of international immigrants in China has been increasing rapidly  from an increasing variety of countries since 

1980. In the future, China may experience a large wave of international immigration and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relevant researches to 

improve the information collection, identifi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immigrants in China for an efficient administrative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immigrants in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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