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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加速了人口的跨国流动 ,从深层次来分析 ,影响人口跨国流

动主要有政治、经济与自然等三方面原因。同时 ,全球化时代下的跨国人口流动也是一把双刃

剑 ,它从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对国家安全构成了重大挑战。在此情况下 ,中国更应在处

理跨国人口流动问题时谨慎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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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自古有之 ,本文所分析的

“跨国人口流动”主要研究的是在二战结束后 ,特

别是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过程中各国间出现的人

口流动。随着跨国人口流动的全球性发展 ,对其

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进行深入分析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一、跨国人口流动的原因

影响人口跨国流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主要

原因是政治、经济和自然等三个方面。

第一 ,影响人口跨国流动的政治原因。

首先 ,国家通过相关政策 ,尤其是民族和移民

政策对人口的流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 ,二战

结束后 ,各国入境政策逐步清除了种族主义倾向 ,

吸引了大量移民的流入。1962 年加拿大出台《移

民调节法》和 1965 年美国颁布《移民与民族事务

法案》都有效地为非欧洲族裔的入境者打开了进

入两国的大门 ,使得更多的外来人口以移民身份

合法地进入这些国家。冷战时期 ,由于西德法律

给予东德人以相等的政治与经济地位 ,至 1990 年

初 ,去西德的东德公民逾 1 000 多万人次 ,通过各

种途径在联邦德国定居的约有 20 万人 ,[1 ] ( P121) 这

也造成了东德人才和劳动力大量流失。可以看

出 ,主要移民国家出入境政策的调整 ,对人口的跨

国流动的产生事实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其次 ,国家的政治动荡影响人口的流动。国

家战乱频仍造成了非洲大量难民。据统计 ,非洲

难民 1965 年不过 50 万人 ,到 1980 年已突破 500

万人。1972 年 ,长达 17 年的苏丹内战结束时 ,有

20 万苏丹难民生活在埃塞俄比亚 ,1718 万人在乌

干达 ,616 万人在前扎伊尔 ,212 万人在中非共和

国。1983 年苏丹内战再度爆发。由宗教和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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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引发的战争又使几十万苏丹人沦为难民。

1989 年 12 月 ,利比里亚也由于部族矛盾等原因

爆发内战 ,长期战乱使全国 250 万人中的一半流

亡国外 ,成为难民。[2 ] ( P34) 1994 年卢旺达人口不到

800 万 ,发生部族仇杀后 ,该国竟有 200 多万人逃

往国外。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 ,苏联解体

为 15 个国家 ,东欧也陆续出现了几个新国家 ,这

也使得过去的国内人口流动在一夜之间转变成了

跨国流动。

第二 ,影响人口跨国流动的经济原因。

纵观人类历史 ,经济因素是造成人口跨国流

动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大

发展、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欧洲

向全球大范围地扩展 ,现实的海外经济利益已经

取代促使早期移民的宗教迫害等因素而成为影响

跨国人口流动的重要原因。例如 ,殖民地时期在

巨大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大量的非洲人被贩运到美

洲。20 世纪后期 ,古巴大量人口涌入美国 ,其原

因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古巴国内经济环境恶劣 ,另

一方面则是美国在机遇和经济上的优势对他们的

巨大诱惑 ,因此 ,他们被美国舆论称为“经济移

民”。1970 年 ,古巴人在美国迈阿密经营的商业

或企业不足一千家 ,但 10 年后 ,具有企业家头脑

的古巴人经营的企业和商业已达一万家。这些企

业和商业包括银行、建筑公司、电台、电视台及各

类饮食服务、娱乐服务的机构。[3 ] ( P236)

近半个世纪以来 ,“有一种全球化形式比其他

任何全球化形式都更为普遍 ,这种全球化形式就

是人口迁移”。[4 ] ( P392)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

化的不断深入发展 ,世界上除了欧美传统经济增

长地带之外又出现了很多新的经济生长点 ,而这

些新的经济生长点必然带动人口的跨国流动。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随着海湾国家经济的发展 ,海

湾地区也成为国际人口流动最频繁的地区。海湾

各国国内劳动力市场需求急剧增长 ,大批海外劳

工移民迅速进入海湾六国 ,乃至改变了海湾六国

的人口结构。1985 年海湾六国中的外国移民增

加到 78812 万人 ,相当于 10 年前的 2185 倍 ,占人

口总数的 4812 %。[5 ] ( P16) 近十几年来 ,随着海湾局

势的紧张和东亚经济的崛起 ,越来越多的外来人

口从海湾国家转向了东亚国家。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随着持续的经济增长 ,韩国国内工资水

平显著提高。同时 ,由于人口结构以及产业结构

的变化 ,韩国国内某些行业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

象。从 80 年代后半期开始 ,大量外籍劳工从亚洲

各国不断涌入韩国。[6 ] ( P24) 1992 到 1993 年有 17

万孟加拉国人前往中东打工 ,到 1996 年已经下降

到 13 万多人 ,而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人数则从

1991 年的数千人上升到近 712 万。据估计 ,在东

亚和东南亚有 660 万外国移民。[7 ] ( P58) 可以看出 ,

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已成为推动跨国人口流动的

强大动力。

第三 ,环境恶化与人口增长导致跨国人口

流动。

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古特雷斯称 :“今天的

冲突可能起源于政治因素 ,但是探究更深层的原

因可以看到贫困、政府管理不善、气候变化导致对

稀缺资源竞争的加剧等因素都发挥了作用。”“最

近的食物和燃油短缺已经对贫困人口和无产者 ,

包括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 ,产生了立竿见影的

巨大影响。急剧的物价上涨导致了很多地区的动

荡和冲突 ,很有可能导致更多的人离乡背井。”[8 ]

其实 ,对历史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 ,自然与社会的

因素对人口流动的影响从未减少。19 世纪中叶

爱尔兰全国有 800 万人 ,但由于发生瘟疫和饥荒 ,

数百万人向国外移民。到 1961 年时 ,爱尔兰人口

下降至 260 万人 ,先后有 400 万左右的人移民他

乡。20 世纪 60 —80 年代 ,非洲遭遇多次自然灾

害 ,大面积的严重干旱就有 4 次 ,其中 1982 —

1984 年那次旱灾波及 34 个国家。据诺曼 ·迈尔

斯的估计 ,由于环境恶化和人口剧增 ,使得撒哈拉

以南非洲地区每 4 个人中至少有 1 人缺少食物 ,8

个人中有 1 人从国内一个地区移居到另一个地

区 ,16 个人中有 1 人完全离开自己的国家 ,逃往

他国。[9 ] ( P80) 战乱、贫困和自然灾害这三者互相影

响 ,加上人口增长过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形成

恶性循环 ,致使非洲难民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 ,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导致

了环境的急剧恶化 ,并同时引发资源争夺战 ,致使

大量的人口外迁 ,进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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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70 年代 ,引发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之间

的欧加登战争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过度砍伐和焚

烧森林致使可耕地流失 ,大量埃塞俄比亚农民开

始迁入埃索边境存在领土争端的欧加登地区 ,从

而加剧了两国间摩擦 ,导致战争的爆发。在卢旺

达与坦桑尼亚、尼日利亚与其邻国等都已经爆发

了因人口增长引发的武装冲突。孟加拉国每隔一

段时间 ,就有许多人移居印度边境的几个邦 ,原因

很简单 ,因为那里的人口密度还不到孟加拉国人

口密度的 1/ 4。在印度的阿萨姆邦 ,1991 年的一

项人口调查表明 ,700 万以上的人 ,即阿萨姆邦人

口的 1/ 3 ,是来自孟加拉国的移民。[10 ] ( P114) 有学者

认为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 ,人口压力、环境恶化和

国内战争之间有着某种联系。

可以看出 ,产生跨国人口流动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 ,一方面有其国家内部的因素 ,另一方面也有

外部因素。简单而言 ,良好的政治、经济条件与适

宜的自然环境是推动人口跨国流动的三大主因。

二、跨国人口流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全球化时代下的跨国人口流动也是一把双刃

剑 ,与之伴生的各种难题使各国政府不胜其烦。

事实表明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发展 ,跨国人口

流动在深度和广度方面的持续拓展已对当代国家

安全构成了重大挑战。

第一 ,跨国人口流动影响国家的政治安全。

政治安全是一个国家对其主权的维护与保

障 ,当代跨国人口流动对国际政治产生了重大影

响 ,其中尤为显著地表现在国际移民与国家或地

区政治安全的关系上。“国际移民的最为持久的

意义 ,也许正是其对于政治的影响”。[11 ] ( P253)

首先 ,大量人口的流入影响国内政治格局走

向。在人口大量流入的国家和地区易于诱发政治

动荡。冷战结束后 ,东欧地区特别是前南联盟地

区的社会动荡和战乱导致大量难民涌向西欧国

家 ,造成严重的难民和移民问题。据国际移民组

织统计 ,欧盟各国目前居住着 1 800 万非欧盟成

员国的公民 ,占欧盟各国 317 亿人口的 419 % ,在

德 8 200 万人口中有外国人 780 多万 ,占人口比

重的 915 %。[12 ] ( P49) 随着经济发展放慢 ,失业人数

不断增加 ,有越来越多的欧盟国家公民对这些移

民表示担忧 ,认为这些移民抢走了他们的工作、使

社会犯罪率不断上升和国家福利预算变得紧张。

在此背景下 ,西欧的一些极右翼政党利用人们对

移民问题的恐惧 ,大肆宣扬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

例如 ,法国的“国民阵线”代表了极端民族主义思

潮 ,煽动排外情绪 ,其政治纲领主张改革国籍法 ,

按照血缘确定法国人国籍 ;把“国民优先”原则引

入宪法 ;并要求政府有组织地遣返外国人等。被

认为是德国现行的新纳粹政党的“德国国家民主

党”反对有色人种、犹太人和穆斯林进入德国社

会 ,主张应把“劳动位置留给德国人”,该党还反对

欧盟东扩 ,原因是他们认为“欧盟东扩只会花德国

更多的钱并带来更多移民”。其他的诸如瑞士和

丹麦的人民党 ,奥地利自由党 ,挪威进步党 ,意大

利北方联盟、“法西斯与自由”和“三色火焰”,比利

时的“弗莱芒集团”等等 ,这些右翼政党都不同程

度地具有种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排外主义倾向 ,在

根深蒂固的种族优越感的影响下 ,他们对其他外

来移民都抱有偏见 ,主张排斥外国人。这些政党

利用了选民对大量外来人口涌入的恐惧心理 ,大

力宣扬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 ,得到了不少选民的

拥护。因此 ,“新右翼”政党已经成为不少国家政

治格局中的基本组成部分 ,而“极右翼”政党也具

有了很强的政治力量。很多右翼政党相继进入国

家的各级议会 ,还有些同传统右翼组成联合政府 ,

这都很大地改变了欧洲大陆的政治格局。

其次 ,跨国人口流动易导致国家间矛盾复杂

化和尖锐化。跨国人口流动对国家安全影响的极

至便是成为引发国家间战争的导火索。1969 年 ,

萨尔瓦多与洪都拉斯之间爆发了有名的“足球战

争”。这场边界战争表面上看是足球比赛引起的 ,

但战争的根源却是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边界和民

族纠纷。萨尔瓦多人多地少 ,人口密度居拉美首

位 ,经济相对落后 ,而洪都拉斯的面积是萨尔瓦多

的 6 倍 ,但人口却少于萨尔瓦多 ,经济状况也优于

萨尔瓦多 ,因此 ,大量萨尔瓦多居民越界到洪都拉

斯谋生、定居 ,这给洪都拉斯造成了一定压力 ,并

导致两国之间经常发生民族摩擦与对立。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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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洪都拉斯将 10 多名萨尔瓦多移民遣返出境 ,

这使萨尔瓦多大为恼火 ,愤怒的情绪被带到了

1969 年 6 月的世界杯足球预选赛中美洲小组的

比赛场 ,首先爆发了球员、球迷和数万名观众的对

抗骚乱 ,进而爆发了两国战争。第三次印巴战争

也与难民问题有着密切关系。1970 年巴基斯坦

大选中 ,在东巴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人民联盟”获

得胜利 ,但其东巴自治的主张遭到了巴中央政府

的拒绝。这一分歧引发了巴基斯坦国内政治危

机。1971 年 3 月 ,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 ·汗以东

巴法律和秩序失控为由 ,派军队进入东巴镇压。

东巴大量孟加拉人出于对巴军队及政府当局的愤

恨和恐惧 ,纷纷逃亡印度。1971 年约有1 000万

东巴难民涌入印度。1971 年 4 月 ,“孟加拉国临

时政府”在印度建立 ,东、西巴分裂。巴基斯坦内

乱本来是一国的内政 ,与印度毫无关系。但印度

借口巴总统叶海亚·汗对东巴孟加拉人的军事镇

压以及解决东巴难民问题发动战争。

第二 ,跨国人口流动影响国家的经济安全。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各国间的交流。但跨国人

口流动在为人口输入国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

同时 ,也给输出国的经济安全带来了一系列的隐

患 ,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即人才流失现象严重。

随着综合国力竞争的日益激烈 ,人才的竞争

也愈发白热化。目前 ,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流向

少数几个发达国家 ,而人才的大量流失已经成为

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进步的严重问题。据

统计 ,20 世纪 60 —70 年代 ,印度、巴基斯坦、菲律

宾等国 ,向美、英等国家和地区输出了 40 多万名

科学家、工程师、医生和其他技术人员。80 年代

中期 ,获得博士学位的阿拉伯国家学者中有近六

成寄居发达国家。苏联解体后 ,中亚五国的俄罗

斯人由于受到当地主体民族主义冲击 ,大量离开

中亚迁返俄罗斯。截止到 1998 年 ,迁离哈萨克斯

坦的俄罗斯人约有 130 万 —200 万人 ,在吉尔吉

斯斯坦的俄罗斯人也从 1990 年的 9118 万减少到

70 万人 ,在这些移民的俄罗斯人中 ,有 65 %是有

劳动能力的人 ,年轻人占 25 % ,在中亚接受过中、

高级教育的占 45 %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教

师、医生、科技和管理工作者及工程师等专业人

才。[ 13 ] ( P22) 俄罗斯族人才大量流失严重影响了中

亚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的顺利发展。非洲是人才流

失的重灾区。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 ,非洲就开始

出现人才外流现象。特别是 80 年代以后 ,非洲人

才向欧洲、北美和中东产油国的流动大大增加。

国际移民组织估计 ,在工业化国家工作的非洲专

业人员现有 10 万人 ,占该洲熟练劳力的 1/ 3。根

据人口普查数据 ,从 60 年代到 90 年代 ,拉美进入

美国的移民无论是专业人员还是劳动力数量都很

庞大 ,总数从 100 万跃升至 850 万人。流向美国

的大量移民 ,有许多是高技术人员 ,他们中相当一

部分有研究生 (硕士、博士)学历。调查显示 ,在美

国的一些拉美移民平均教育程度比美国当地人

高 ,这也意味着他们比本国的平均水平高。[14 ] ( P67)

这些都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一般来说 ,人才流失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经

济损失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 ,人才流出国培

养人才所付出的教育费用。波兰政府为 1983 至

1987 年外流人才付出的教育费达数千亿兹罗提

(ZLO T Y 波兰货币) ,其中仅移居国外的近 2 万

名工程师和 5 000 多名医生所造成的损失约合 l

亿美元。有调查显示 ,由于人才外流到发达国家 ,

印度已经损失数百亿美元。其二 ,外流人员从流

出国带走巨额资金。1959 年古巴革命后 ,原巴蒂

斯塔政权下的官员、银行家和企业家在卡斯特罗

政权建立后纷纷逃亡 ,随着这些流亡者流失的巨

额资金 ,对古巴本已脆弱的金融体系造成了沉重

的打击。[3 ] ( P163) 随着南非大量人才的出走 ,仅 1985

和 1986 年间 ,南非有 40 亿美元被输往国外。其

三 ,外流人员应为本国创造的价值流往国外。通

常认为 ,高级人才创造的价值是其国家对他投入

的教育经费的数十倍。有统计认为 ,1 名印度医

生流往美国 ,印度要损失 33 万卢比 ,美国得益

51715 万卢比 ; l 名科学家流往美国 ,印度损失

1712 万卢比 ,美国则获益 18715 万卢比。美国人

保险研究所的统计结果证实了这些结论。自

1949 至 1969 年流往美国的 1413 万名发展中国

家的人才 ,所耗专业培训费用就达 50 亿美元 ;而

1 名高校毕业生 20 年可给雇主带来 44 万美元的

收入。这样 ,这 1413 万名人才 20 年中就为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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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了 630 亿美元的物质财富。[15 ] ( P60 - 61)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由于历史与现实等各

种原因 ,国内社会经济条件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 ,

这种人才流动中的“推力”与“拉力”,使得发展中

国家的人才流失导致了这些国家的人才严重匮

乏 ,也直接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

第三 ,跨国人口流动影响国家的社会安全。

跨国人口流动影响国家的社会安全主要表现

在非法移民问题。按照联合国经合组织所下的定

义 ,所谓非法移民是指“其旅行、到达、逗留、就业

违背国际协议或国家法律”。[16 ] 根据国际移民组

织 ( IOM) 2001 年的保守估计 ,全世界 115 亿国际

移民中 ,大约有 4 000 万属于非法移民。[17 ] ( P47)

非官方的数据显示 ,美国的非法移民已高达

1 100 万 —1 400 万人 (其中 60 %来自墨西哥) 。

西欧中受非法移民潮冲击最大的国家有英国、德

国、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与荷兰。其中西班牙

近几年成为拉美及非洲非法移民的目的地。而澳

大利亚、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区的非法移民人

数也在不断增多。非法移民问题是现代国家主

权、国际社会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副产品 ,它们是

世界人口特别是劳动力国际性转移的非法部分 ,

非法移民所带来的丰富收益不断攀升及跨国犯罪

组织暗中操作 ,使跨国非法偷渡成为获利丰厚的

“产业”。据联合国经合组织估计 ,每年获利从 60

万美元直至 20 亿美元不等。[16 ] 尽管各国政府及

有关国际组织加大了打击的力度 ,非法移民问题

仍然愈演愈烈 ,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张庞大的

全球网络。

非法移民活动屡禁不止 ,甚至愈演愈烈 ,主要

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其一 ,经济发展的差距是

诱发非法移民活动的直接原因 ,通常来说 ,世界人

口流动的基本趋向都是低收入地区的人往高收入

地区流动 ,这符合世界人口流动的基本趋势。其

二 ,历史和文化的诱因。例如 ,中国沿海地区自古

就有向外迁徙的传统。而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了

今天 ,很多沿海地区的偷渡行为频频发生。其三 ,

国际偷渡集团和国际黑社会组织的勾结使偷渡等

非法移民活动更加国际化和组织化 ,也是非法移

民活动无法有效遏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四 ,世

界各国关于惩治非法移民行为的法律界定存在差

异 ,客观上增加了非法移民的控制和惩罚的难度。

而所谓的“政治人道”因素也是诱发非法移民的主

要外在原因。[18 ] ( P73 - 75) 应该看到 ,非法移民现象是

一个历史性问题 ,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非

法移民活动的长期性给国际关系带来了负面

影响。

非法移民虽然能够成为输入国劳动力的有益

补充 ,为当地的经济建设做出贡献 ,但是非法移民

的负面影响非常明显。一般来说 ,非法移民的负

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非法移民

造成了输出地的年轻劳动力的大量流失 ,从而影

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其次 ,由于非法移民经常

与犯罪活动纠缠在一起 ,给输出国和输入国的社

会治安都带来了层出不穷的隐患。这不仅严重损

害了输出国的国家形象 ,而且还会衍生许多犯罪

问题、教育问题、腐败问题等社会问题。而且 ,国

际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伪造货

币和洗钱犯罪等都与非法移民有直接或间接的关

联 ,这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社会稳定。在美国与墨

西哥边境 ,非法移民问题与走私贩毒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再次 ,非法移民大量涌入占用了输入

国有限的资源 ,容易引发种族之间的矛盾 ,从而破

坏输入国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为组织和打击非

法移民 ,输入国要耗费大量资源。最后 ,非法移民

影响了国家关系和国家之间的正常交往。由于各

国在处理非法移民问题上的政策不一 ,而且缺乏

配合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相互指责、推诿责任。有

些国家还利用这个问题与“人权”等挂钩 ,对别国

的内部事务指手画脚。因此 ,非法移民问题很容

易引发国家间的外交纠纷 ,影响两国间的关系。

可以看出 ,跨国人口流动主要在政治、经济与

社会等三方面影响着国家安全 ,除此之外 ,大量的

人口流动也影响着国家的生态环境。例如 ,20 世

纪 60、70 年代爆发的欧加登战争、足球战争等地

区冲突的诱因都是跨国人口流动对生态环境造成

了重大影响。目前 ,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 ,在跨

国人口流动、生态环境与国际安全之间存在着客

观的联系 ,三者之间已经形成了一条利益悠关的

安全之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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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实启示

当前 ,全球经济高速发展促进了政治、文化等

领域交流与合作的不断深入 ,也进一步带动了跨

国人口流动的发展。鉴于跨国人口流动对国家安

全的影响 ,中国在处理跨国人口流动问题时应该

谨慎而行。

首先 ,国家层面。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通

过不同途径跨境流动的人口数量不断增多。根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7 年全球政治与

安全报告》显示 ,当前海外中国移民被认为是国

际上人数最多的移民群体 ,在世界各地的中国移

民已达到 3 500万人 ,约为国际移民总人数的

1813 %。[19 ] ( P197) 面对现实情况 ,中国应将经济全

球化下的跨国人口流动当作一个发展的机遇。例

如 ,中国可以将自身的人口数量优势发挥出来 ,积

极参与国际劳动力市场的竞争 ,这样可以大大缓

解国内巨大的就业压力 ;而且 ,扩大劳务输出可以

为国家赢得大量外汇 ,形成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又

一股强大力量。因此 ,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应尽快

出台完善的、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国家级劳

务合作法律 ,使之纳入法制的轨道。”[20 ] 为劳务输

出、甚至是人才输出创造有利的条件 ,保障人口、

人才的合理流动。同时 ,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 ,将

会有更多的外国人进入中国。因此 ,中国政府应

该扩大开放的步子 ,加紧修改现行法律 ,制订一部

适应我国国情的移民法 ,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吸

引海外人才到中国来发展 ,促使人才在国际范围

内合理流动 ,而这也将有力地推动中国社会经济

的发展。

其次 ,国际层面。国家间应制订管理跨国人

口流动的长期性、专门性合作战略 ,以使人口的跨

国流动更加规范化 ,并使合理的人口流动促进各

国的发展。目前 ,中国与世界很多国家及国际组

织间的合作机制在合作形式上大多偏向于某一具

体的合作领域 ,如打击非法移民、偷渡等 ,并且大

多还停留在政治协调的层面上 ,表现在国家间主

要通过外交手段进行政策协调 ,或者是通过国际

会议的形式在非法移民等问题上达成共识 ,并形

成联合声明、谅解备忘录等具体形式。例如 ,中英

两国在处理“多佛尔惨案”善后事宜过程中就打击

偷渡和非法移民问题取得了共识和默契。2000

年中美双方在签署《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以

后 ,对双方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合作起到了推动和

约束作用。中国还与法国、东盟等国家和国际组

织有相关的合作。但总体来说 ,迄今为止还没有

一项真正以跨国人口流动为主题的双边协定 ,而

声明、谅解备忘录或者是某一双边协议中概括性

声明的条款又不具备法律的约束力 ,因此 ,中国政

府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就亟需具有

法律约束力的、专门管理跨国人口流动的协议加

以确定。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和平发展的人口大

国 ,努力推动跨国人口的国际合作 ,将从一个侧面

为国际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贡献。

四、结 　语

总体来说 ,自二战结束以来 ,经济全球化的

飞速发展加速了人口的跨国流动 ,从深层次分

析 ,可以看出 ,良好的政治、经济条件与适宜的自

然环境已成为推动跨国人口流动的三大主因。同

时 ,全球化时代下的跨国人口流动也是一把双刃

剑 ,大量人口的流入对一个国家的现有政治格局

是一种挑战 ,而且容易激化国家间的矛盾 ,甚至引

发冲突与战争 ;跨国人口流动在为人口输入国经

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给人口输出国的经

济安全带来了诸多隐患 ,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即人

才流失现象严重 ;此外 ,跨国人口流动中存在的非

法移民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影响社会安全的主要

因素。总之 ,跨国人口流动已从政治、经济、社会

等多方面对国家安全构成了重大挑战。在此情况

下 ,中国更应在处理跨国人口流动问题时谨慎

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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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s for the Cross2border Population Movement

and Its Influence on National Security

DAI Chang2zheng , QIAO X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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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 words] 　cross2border pop ulation movement ; causes for t he flow ; national security

[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 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quickened t he cross2border

pop ulation movement . At a deep level , major causes for t his p henomenon are of political , eco2
nomic and nat ural aspect s. On t he ot her hand , we should be aware of it s dual effect , for it may

challenge national security f rom political , economic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Therefore , caution

should be taken in handling issues concerning t he cro ss2border pop ulation move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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