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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从地理上讲 , 东亚包括亚洲大陆东部的大陆、半岛和海岛。狭义的东亚仅指东北亚国家 , 即中国、日本、韩国、蒙

古、朝鲜 ; 广义的东亚除东北亚之外 , 还包括东南亚 , 甚至有学者将南亚也包括在内。就本文而言 , 主要集中于中、
日、韩及周边国家的范围 , 这大体上是指汉字文化圈影响所及的地区。

　　②　关于东亚现代化的研究 , 学术界论述的角度比较多。 (1) 着重从东亚现代化发展历程和发展模式的视角来研究的包括
罗荣渠 《现代化新论》和 《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 罗荣渠、董正华 《东亚现代化 》等 ;
(2) 着重从东亚现代化发展的动力角度来论述的包括赵自勇 《探寻东亚现代化的动力 : 内因和外因 》, 刘燕 《东亚现
代化发展的因素分析及启示》; (3) 着重从文化对东亚现代化的影响的角度来研究的主要有 : 张洪武 《东亚地区的现
代化及其启示》、乔瑞雪 《东亚文化现代化理论的探源研究 》等。总体而言 , 学术界把重点放在东亚现代化的进程、
东亚现代化发展模式、东亚现代化发展的因素等几个方面 , 而将跨国移民与东亚现代化联系起来的文章很鲜见。经检
索中国期刊网 , 与此紧密相关的文章有 : 金永花的博士论文 《外籍劳动力对韩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分析了外籍劳动力
对韩国产业发展、劳动力市场、中小企业的影响 , 指出外籍劳动力有助于韩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李路曲、李培广 《全
球化时代的移民对东亚的影响》一文指出跨国移民对东亚的社会结构及民主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罗纳德 ·斯凯尔顿
《亚太地区跨国移民之动向》一文涉及到了亚洲移民对亚洲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这些文章对本文的研究具有借鉴作用。

跨 国 移 民 与 东 亚 现 代 化
———以中、日、韩三国为例①

李其荣　沈凤捷

　　摘 　要 : 跨国移民对东亚尤其是中、日、韩三国现代化具有重要影响 : 为中、日、

韩三国提供了物质和人力资本 , 其商业网络促进了中、日、韩三国市场的扩大 , 并对

中、日、韩三国政治结构的分化整合及文化结构产生了影响 , 进而促进了社会的开放性

和多元性。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 , 各国间经济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增强 , 移民尤其是

移民后裔越来越快地融入当地社会 , 在与他国公民交往和沟通的过程中建立起日益友好

的民间联系 ; 东亚各国的联系将会日益密切 , 东亚一体化终将会实现 , 而东亚也将在东

亚各国人民互通有无、互相补益、互相协同的基础上 , 充分发挥人类的力量 , 成功实现

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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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地区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 也是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它曾经有过辉煌的

历史 , 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东侵下 , 却经历了一段屈辱的历史。但在最近几十年里 , 东亚终于

重新崛起 , 东亚现代化的进展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十分重要的成就。日本、中国、“四小

龙 ”、东盟各国都在短期内迅速发展 , 其现代化的规模和速度不仅远远高于欧美工业化的历史记

录 , 也与当代中东、拉美等地区形成鲜明对照。这种 “东亚奇迹 ”的历史现象引起了学术界的

广泛关注 , 出现了很多关于东亚现代化的研究成果②。但是 , 具体从跨国人口流动的视角来探讨

东亚现代化的著作或论文却很少。实际上 , 在东亚地区 , 造成东亚变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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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激增。因此本文试图弥补这个缺陷 , 重点分析跨国移民对东亚尤其是中、日、韩三国现代化

的影响。之所以选择中国、日本、韩国为特例 , 是因为中、日、韩三国在东亚地区具有特殊的地

位① , 而且中、日、韩三国的发展道路代表了东亚现代化的三种不同类型②。

现代化是社会系统的转化 , 它最根本的特征是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 , 即 “从一个封闭的、

平衡态或近平衡态的社会结构转变成一个开放的 , 远离平衡态 , 内部存在着物质能量信息的宏观

流动与转换 , 因而拥有自我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的社会结构 ”③。实现这种转变的最首要的因素

就是社会开放。只有社会开放 , 社会成分之间才能建立起物质能量和信息之间的长程关联 , 产生

大量成分间的协同动作 , 而且社会要素的种类越多 , 差异越大 , 社会结构的有序度就越高 , 形成

的协同动力就越强 , 现代化就越成功④。将此理论应用于移民研究中 , 我们认为非常适用 , 人口

流动尤其是跨国流动必然能促进社会的开放性。不同的移民带来了不同的基因、技能、思想、宗

教、文化和生活习俗 , 而不同民族间的相互交往和通婚 , 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和撞击 , 又会整

合出新的人群和新的文化 , 从而促进了东道国社会要素的多样化。社会要素越多 , 就意味着系统

离平衡态越远 , 那么要素间的相互作用的非线性就越强 , 形成的协同动力机制就越大 , 一国的政

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就越强劲有力。所以可以说 , 跨国移民是现代化动力机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今 , 全球流动的人种图景越来越壮观 , 国际人口流动已逐渐作为一种社会转型的力量日益

受到重视 , 它影响了输出国和输入国的整个社会 , 以一连串不同且重要的方式重组国家与社

会⑤。对于东亚来说 , 在早期的后殖民和后二次大战时期 , 东亚几乎没有大的人口流动。但从 20

世纪 70年代开始 , 由经济原因产生的国际移民对该地区国家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东亚

各国经济发展的趋势 , 亚洲国家之间的大量移民过程开始了。据调查 , 2003年在韩国的中国人

占了韩国外国人的一半。近五年来 , 日本的华侨华人一直以平均每年 5000人左右的速度增长 ,

许多韩国人近年来加入了日本国籍 , 有许多还具有韩国人、日本人的 “双重国籍 ”, 而中国的日

本人、韩国人也很多⑥。跨国移民在东亚的大量出现 , 带来了资本的流动、市场的扩大、政治结

构的变化、思想文化的多样化 , 这些要素都促使着社会结构向更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 跨国移民将

成为 21世纪东亚社会变迁的最有力的动因之一。

一、跨国移民为中、日、韩三国提供了物质和人力资本

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 , 在经济生活中 , 资本包括物质资本 (货币、自然资源和生产设备等 )

和人力资本 , 其中人力资本高于物质资本的收益 ; 人力资本对经济的影响可以总结为 : 人口的迁

移与恒定性流动是市场经济运作机制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⑦。跨国移民本身是一种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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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已取得经贸大国的地位 , 日本在经贸和科技方面占有领先地位 , 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 韩国也在世界经贸体
系中争得一席之地。但是 , 目前全世界几乎所有经济规模处于前 30位的国家都加入了地区合作组织 , 唯独中、日、韩
三国仍游离于地区组织之外。中、日、韩合作不仅对东亚经济稳定具有决定性作用 , 能提升东亚地区的地位 , 也对自
身现代化进程有推动作用 , 其合作的必要性非常明显。所以本文选择中、日、韩三国为例 , 从侧面理解跨国移民对促
进中、日、韩合作的积极意义。
罗荣渠在 《现代化新论续篇》和 《东亚跨世纪的变革与重新崛起》中指出 , 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三种基本演变类型包
括 : (1) 日本型。其特点是没有经历内部衰败 , 通过维新改革并以东亚其他国家的边缘化为条件迅速崛起。这是日本
前期现代化的经历。 (2) 韩国型。其特点是衰败化与边缘化交织 , 经过殖民地时代的畸形增长和民族独立运动 , 然后
走上现代发展的道路。 (3) 中国型。其特点是经历内部严重衰败化和半边缘化 , 通过革命重组国家和社会 , 走上工业
化———现代化道路。
毕道村 : 《现代化本质———对中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变化的新认识》, 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 第 184页。
根据系统科学和耗散结构理论 , 客观世界都以系统形式存在 , 系统的开放是系统进化的首要前提。一个开放的系统 ,
能够与环境间保持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 , 导致系统成分的组合和破裂。这种内部结构变化使得系统失去稳定
性 , 系统远离了平衡态 , 就变得对外部特别敏感 , 从而能激发出系统的创新能力 , 也能使系统跃进到某种新的有序状
态中 , 系统功能得到大幅度提升。
参见 Stephen Castles , Mark J·M iller, The Age of M igration: In ternational Popula tion M ovem ents in the M odern W orld; New
York, 20031p121。
[澳 ] 特萨·莫里斯·铃木 : 《越境移民与日本、东亚间合作的将来》, 司韦译 , 《南洋资料译丛》2007年第 2期。
参见梁茂信 《“人力资本论”中的劳工迁移观分析》, 《求是学刊》2007年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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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 又能创造出物质资本。论及人力资本 , 劳工移民的劳动力与技术、高科技人才的知识及智力

资源都能创造出经济效益 ; 论及物质资本 , 移民对母国的汇款以及移民对东道国的税款对经济发

展都有着重要作用。同时从整体上看 , 移民也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和收入的增加。

1、劳工移民的经济作用

劳工移民对母国和东道国的经济都产生了作用。对于母国来说 , 劳动力迁出能够缓解国内人

口和就业压力 , 也可以实施一种 “预谋战略 ”, 一旦在居住国实现了知识积累 , 就可在回祖籍国

后使用获得的技能来加强事业发展 , 并将在外国获得的移民经验实现利益最大化①; 对于东道国

来说 , 东亚国家的高速发展需要大批技术劳动力 , “而当地的技术劳力不是尚未形成 , 就是供不

应求 ”② , 来自国外的劳工可以填补本地社会劳动力不足的空白 , 也节省了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

经费 , 尤其是一些专业技术人才更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跨国劳工可以加强双边关系 , 推动其

他经济联系的广泛发展。

以韩国为例。韩国从 20世纪 60年代起 , 经历了短短二十几年时间 , 就从一个穷国迅速成为

新兴工业化国家之一 , 这期间跨国人口流动的贡献十分明显。在 20世纪 60年代 , 韩国处于劳动

力过剩、失业率较高的状态。当时国内劳动力大量输出 , 这不仅缓解了韩国就业问题 , 还赚取了

外汇 , 同时学习了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 促进了韩国的经济发展。到 20世纪 80年代 , 韩

国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 但同时又出现了结构性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受到韩国人均收入水平较

高的吸引 , 一些东亚国家的劳动力开始流入韩国。其中中国劳动力自从 1992年中韩建交至今 ,

逐渐成为韩国外籍劳动力的主力军 , 加强了中韩两国的联系。这些外籍劳动力一般活跃于韩国劳

动力比较短缺的农业、近海渔业、制造业、建筑业以及部分服务业 ,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短

缺的现象 , 同时也增加了产业产值 , 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岗位。据调查 , 韩国外籍劳动力在各行业

的工作 , 共增加产业总产值 10, 393亿韩元 ; 并由于外籍劳动力的加入 , 这些行业可增加雇佣韩

国本地劳动力 30777人③。

日本的移民政策一向比较保守 , 但在 1990年到 2003年间 , 外国工人在日本劳动力市场所占

份额几乎增长到过去的 3倍 , 达到了 70万 , 占日本劳动力总数的 113%④。电子机械、塑料、化

工企业、建筑和汽车部件生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低工资的外国工人了 , 即使是在经济不景气

时期也是如此⑤。据统计 , 1997年至 2010年间 , 日本劳动力年增长率约为 - 013% , 要使劳动力

供给适应需求增长 , 日本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将依赖于这些外来劳工 , 尤其是专业技工。

中国的香港、台湾也非常依赖外来劳工。自 20世纪 80年代起 , 香港劳动力市场就很紧张 ,

尤其缺乏建筑业和家政业工人 , 在香港回归祖国的前几年 , 每年流失的高技能和专业技术工人超

过 612万人 , 所以香港吸收了许多外来劳动力。1997年 , 外来劳动力在香港的参与率超过了

89%⑥。现在香港一些产业如捕鱼业、纺织业、水产业等仍然缺乏劳动力 , 它还将继续依赖外来

劳工。而台湾地区这几年来劳动力也很短缺 , 并呈严重趋势 , 外来劳动力的迁入缓解了这个矛

盾。

由此可见 , 劳动力在国家间的迁移可以使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较合理的配置 , 既可以

满足经济发达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 , 也可以加速资源丰富地区的资源开发 , 从而影响这些参与了

人口流动的国家的经济发展 , 提高了整个区域的福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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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W ei Shen, “From B rain D rain to B rain Gain - How China is Benefiting from International StudentM igration?”p144, 引自
“华中师范大学第四届海外人才与中国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9年 6月。
[英 ] 罗纳德·斯凯尔顿 : 《亚太地区跨国移民之动向》, 祝东力译 ,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2001年 8月 , 第 18卷第 3
期。
参见金永花 《外籍劳动力对韩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吉林大学 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 , 第 118 - 119页。
参见李昕蕾、任向荣 《东亚国际劳工移民的流动性特征及其动力机制》, 《东南亚纵横》2008年。
参见李路曲、李培广 《全球化时代的移民对东亚的影响》, 《山西大学学报》2002年第 5期。
参见 [澳 ] CharlesW1 Stahl《东亚国际移民 : 趋势与政策》, 殷鹏译 ,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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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移民汇款的经济作用

在评估移民对经济的影响时 , 汇款总是占据首位①。移民在国外的收入往往高于其在国内的

收入 , 其中相当部分成为汇款回到母国。汇款的经济影响主要有 :

其一 , 汇款不用支付利息 , 不存在偿还压力 , 可以有效地弥补国家外汇短缺 , 减少国内贫困

现象② , 是发展中国家最为稳定的外汇来源③。中国收到侨汇的数值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 据世界

银行的报告 , 仅 2007年 , 中国就收到海外汇款近 260亿美元④。大大增加了中国的外汇收入 ; 韩

国 1973年至 1982年的外汇收入达到 40亿美元 , 仅 1981年一年就达到 1617亿美元 , 这些外汇

为韩国扭转国际收支逆差起了重要作用⑤。日本属于侨汇输出国 , 在这方面影响不是十分突出。

其二 , 汇款可以增加汇款家属的消费和储蓄 , 国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可以刺激本地产业 ; 而储

蓄的增多可增加社会投资 , 扩大产业生产能力 , 从而增加国民收入 , 有利于母国经济增长⑥。如

1965年至 1967年韩国的劳务汇款对韩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 13% , 从 20世纪 70年代以

来 , 由于劳务汇款的增加 , 韩国私人消费增长达到了 013% ,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0124%⑦。再

如中国第一大侨乡广东省 , 1978至 1997年 , 侨汇收入高达 76亿美元 , 这些侨汇大多转化为生

产性资金以及创业的启动资金。这 20年里 , 利用这些侨汇兴办的各类企业达 412万家 , 投资金

额 17亿元 , 引进各种生产设备 316万台套 , 就业人员 55万人。仅汕头一个市从 1978年到 1999

年利用侨汇建立的侨属企业就达 10987家 , 产值达 135亿元 , 相当于全市工农业总产值的

27136%⑧。

3、移民人数增长的经济作用

近年的一些研究表明 , 移民聚集会形成一种效应 , 对输出国和输入国之间双边贸易产生正面

影响。有经济学家使用 “引力模型 ”检验美国与 47个贸易伙伴在 1970年到 1986年的双边贸易

后发现 , 10%的移民增加将带来 417%的出口增加和 813%的进口增加。把这个模型应用在加拿

大与 136个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中 , 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 , 即加拿大移民人数的 10%增长 , 不

仅使得加拿大对移民输出国的出口增长 113% , 又可使加拿大来自这些移民输出国的进口增长

313%⑨。另外 , 从更广范围看 , 移民的增加甚至可以影响全球的经济收入。有资料表明 , 如果

移民数量的增加可以使高收入国家的劳动力在 2025年之前增长 3%的话 , 也就是说贫穷国家向

富裕国家的移民能再增加 1500万 , 全球实际收入就可以增长 016% , 或增长 3560亿美元 �λυ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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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英 ] 罗纳德·斯凯尔顿 《亚太地区跨国移民之动向》, 祝东力译 ,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1年 8月 , 第 18卷
第 3期。
D ilip Ratha and SanketMohapatra在“Increasing the Macroeconom ic Impact of Rem ittances on Development”(Development Pros2
pects Group, TheW orld B ank, November 26, 2007, p141)一文中指出 :官方人均汇款每增长 10% ,就会导致贫困人口比例下
降 315%。
丘立本在 《国际侨汇新动向与我国侨汇政策》一文中指出 , 大部分汇款是海外移民用来赡养家庭而不是用来投资的 ,
因此较少受到资本市场的直接影响。即使是用来投资的侨汇 , 海外移民一般不会因为家乡市场一时的变化而匆忙撤
资 , 他们会继续汇款支持已投资的事业。所以 , 侨汇是稳定的外汇来源。
“华侨华人———中国的海外力量 ”, 新华网 , 2008 年 6 月 11 日 ; http: / /www1360doc1com /content/080614 /09 /13012 _
13332691htm l。
参见金永花 《外籍劳动力对韩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吉林大学 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 , 第 25页。
Zafar Idpal, Abdus Sattar在“The Contribution of Workers’Rem ittances to Econom ic Growth in Pakistan”( Rexearch Report
No1187, Pakista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Econom ic , 2005)一文中 ,根据对巴基斯坦的案例研究指出 ,汇款越多经济增长率
就越高 ,每年汇款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 ,国内生产总值就会增长 014% ,虽然这个研究结果还没有被证
明适用于任何国家 ,但至少说明了汇款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
参见金永花 《外籍劳动力对韩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吉林大学 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 , 第 25页。
参见龙登高 《侨乡经济发展论纲》, 引自周南京主编 《华侨华人百科全书 》 (总论卷 ) ,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2年版 ,
第 574页。
参见《国际贸易社会网络理论研究综述》,外贸指南 ,见网址 : http: / / article1bridgat1com /guide /p rocess/200804 /1141htm l。
参见《移民与汇款 》,世界银行 , 2009年 5月 ; http: / /web1worldbank1org/WBSITE /EXTERNAL /EXTCH INESEHOME /EXT2
NEW SCH INESE /0, , p rint: Y～isCURL: Y～contentMDK: 21327100～pagePK: 64257043～p iPK: 437376～ theSitePK: 3196538,
001ht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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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跨国移民能按上述速度增加 , 它对全球经济的贡献要远远大于消除当今尚存的所有贸易壁

垒①。由此可见 , 移民人数的增长能够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和收入的增加。但据调查 , 亚洲的移

民水平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 东亚的移民水平又低于亚洲平均水平 , 而东北亚的水平又低于东

南亚② , 因此 , 东北亚的人力资源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劳动力和资金是任何一个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移民通过出卖劳动力及汇款在

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家经济发展的需求 , 而且移民人数的增加对于一国来说 , 也存在着很大的利

益潜力。所以各国在移民政策方面 , 应该改善移民过境、就业以及汇款的条件 , 促使本国最大经

济效益的实现。

二、跨国移民的商业网络促进了中、日、韩市场的扩大

根据系统科学的理论 , 系统元素间的关联越长 , 交互信息越大 ; 就越能弥补系统要素在数量

方面的不齐全和质量上的缺陷 , 从而获得杂交优势 , 系统出现新质、新功能的机会就会越大 , 现

代化动力机制才会越强大③。因此 , 市场作为一个系统 , 当然是范围越大 , 包含的资源种类越

多 , 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发展动力才越大。由跨国移民所形成的商业网络便是这样一种市场。从

全球化的角度而言 , 国家可以说是对资源配置的壁垒 , 而跨国移民所建立的族群网络却突破了这

层壁垒 , 他们通过跨国公司的形式建立了一个跨国界的广阔的市场 , 有助于技术转让和贸易投资

联系的加强 , 使人们从中获取一个国家内部所没有的资源与要素的组合。正如龙登高教授所言 :

“网络与国家之间 , 不是你退我进或你赢我亏的博弈关系 , 而是相互补充与促进 , 能够互利双赢

的关系。”④ 在东亚 , 华商网络、日商网络、韩商网络是主要的移民经济网 , 它们不仅促进了本

国的经济发展 , 更促进了东亚的整体发展。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 :

1、移民所建立的跨国公司与母国国内市场的结合 , 促进了母国的经济发展。以中国为例 ,

海外华商已经成为支持中国经济的重要力量。20世纪 80年代 , 海外华人企业到大陆的投资每年

约 10亿至 20亿 ; 之后投资数额不断增加 , 2000年时 , 中国接受外国投资的 410亿美元中 , 几乎

一半来自海外华人⑤。目前据估计 , 我国利用外资总额中近 60%来自海外华侨华人以及港澳台地

区 ; 在海外投资企业数中 , 侨资企业约占 70%⑥。而且华商广泛的人际关系 , 可以为我国及时提

供市场信息 , 帮助我国企业跨越国境 , 在世界范围内结合各种所需资源 , 加速我国企业的跨国

化 , 参与国际竞争的市场规则 , 推动中国市场经济的进程。再比如韩国 , 虽说其移民远远少于华

人 , 但是占韩国的人口比例却大大高于华人与中国人口的比例 , 近 700万的海外韩人所占有的经

济价值估计为 1300亿美元 , 占韩国 GDP的 25%、出口总额的 16%、进口的 14% , 尤其是韩国

利用 “韩商大会”⑦ 帮助国内企业走向世界 , 并欲将在外同胞企业家升华为国家资产 , 据统计 ,

第二届韩商大会对韩国就投资了 2222万美元 , 第三届对韩国投资了 49969万美元⑧。

2、在这个地区性的流动空间里 , 三个移民商业网络都具备自身的特点 , 呈现出很强的互补

性。网络的所有成员为了共同利益会自发联结起来 , 并通过相互之间通讯、亲善等领域的交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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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移民人数史上最高滋生大量社会问题 》, 人民网 2009 年 10 月 15 日。 http: / / chinese1peop le1com1cn /GB /
101964701htm l。
参见李文 《东北亚人口跨国流动与迁移的难点与问题》, 《当代亚太》2001年第 5期。
参见毕道村 《现代化本质———对中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变化的新认识》, 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 第 102页。
龙登高 : 《人才跨国流动与发展———海外华商在跨越国家与制度屏障中成长》, 载李其荣、谭天星 《海外人才与中国发
展研究 (2006 - 2007) 》,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8年版 , 第 17页。
参见 Andrew Burns and Sanket Mohapatra1,“ International M igration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M igration and D evelopm ent

B rief 4, February1, 2008, p13。
参见谭天星 《浅谈海外华商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 《侨务工作研究》2005年第 1期。
韩商大会是自 2002年开始召开的全世界韩民族企业家的盛会 , 主要致力于强化韩国企业及海外同胞企业之间的联系。
参见李丹 《超国家民族经济网络的运营 : 华商大会与韩商大会的比较分析》,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7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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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贸易、投资等各种交易活动①, 从而促进了网络的紧密程度 , 突破了各个网络自身的局限

性。华商网络以人际信用关系为基础 , 在华商之间 , 只要相互信任 , 有的生意一个电话就可以成

交 , 这样就不需要繁琐的法律程序 , 降低了华商间的交易成本 , 提高了交易效率 , 扩大了交易范

围。而且华商网络更加注意商业化而不是技术化 , 它较少看重对技术权利的保护 , 更愿意向当地

企业转让技术。另外 , 华商网络中 , 中国只是参与者 , 不是中心 , 它可以随意地与世界各地发展

经济联系 , 赚取自己的利润。总之 , 华商网络具有更高的效率性、开放性和包容性 , 日商网络与

韩商网络很多时候离不开它的帮助。有资料说明 , 东亚地区不同产品的双边贸易增长有 60%应

归功于华人网络②。相比而言 , 日商网络显得封闭化 , 决策更加谨慎和注重实利 , 日本企业在构

建地区性生产网络的时候 , 非常不愿意与其他国家或企业分享技术③。而韩商网络存在很大的局

限性 , 因为韩国的民族主义要求海外韩人对韩国一定要有爱国心 , 这种由海外韩人发挥爱国心建

成的以韩国为中心的韩民族群网络不能够像华商网络那样发挥更大更广泛的经济作用④。不过 ,

日商网络、韩商网络所具备的高科技、高水准专业人才的优势也是华商网络所需要的。

3、华商、日商、韩商网络分别与自己的母国中、日、韩三国国内市场紧密相连。通过移民

网络这个桥梁 , 各个国家间的联系也更为紧密 , 使整个东亚成为一个区域生产贸易网络 , 相对降

低了东亚各国对区外市场的依赖程度 , 有利于地区经济的稳定发展。日本有一个成熟的经济体

系 , 所有基本的商业基础设施和设备已经到位 , 其内部已经存在许多的外国公司 ; 韩国在食品服

务、制造业、信息通信技术、电子和精密工程、手机技术方面都很先进⑤; 中国有一个广大的市

场和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 , 三国在跨国公司的推动下有了更密切的经贸关系。在 2005年华商

大会上 , 很多非华裔企业家参加了会议 , 其中有 800多名韩商。在此会议上 , 韩国吸引了约 813

亿美元的华商资金 , 韩商与华商之间达成的贸易额为 518亿美元⑥。2007年上半年 , 中国已超越

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 , 中国也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出口目的地以及最丰富的进口

来源地。2008年 1月至 3月 , 日本在中国投资了 10171亿美元 , 韩国紧随其后 , 在中国投资了

10157亿美元 , 三国的区域贸易占三国的贸易总额的 55%⑦。

在移民的作用下 , 东亚的移民网络与国家、网络与网络、国家与国家都建立了密切联系 , 促

进了东亚一体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 , 市场的作用远远超过政府的作用和制度的安排 , 跨地域的

庞大市场极大地提高了东亚各国的经济增长潜力。

三、跨国移民对中、日、韩三国政治结构的影响

结构决定功能 , 结构发生变化 , 促使系统从平衡态向非平衡态转化 ; 而系统只有在远离平衡

态的时候才拥有自我发展的动力 , 从而才能提高社会功能。那么 , 在这条促使社会远离平衡态的

道路上 , 跨国移民又发挥了怎样的政治影响作用呢 ?

1. 移民影响了国家的政策制定

对于移民本身来说 , 他们与本地公民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多 , 更为紧密地与当地城市和社区的

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 , 由此他们对自身的权利也要求得越多。他们会经常因为要求改变不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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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条件或政治条件向政府请愿或抗议 , 引起政府的注意和重视 ; 他们也会因自身不同的习俗和

世界观影响到自身对待政治和政党的态度 , 从而形成不同的政治团体 , 进而因相互之间的争论和

活动促使很多社会改革运动的兴起 ; 他们还会积极地参与政治选举 , 参与东道国的政治事务。

对于母国来说 , 移民不再仅仅被视为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安全阀 , 而是越来越被视为本国社会

和经济发展中重要的资金和人才资源。有些移民回国后还能扮演重要的政治角色 , 今天东亚各国

的政界领袖也大多曾在海外受过教育。比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政治的快速民主化 , 与其回国留

学生的日益增多密切相关。所以输出国越来越重视他们的政治态度 , 而移民也往往不断地对祖国

的政策提出批评。

对于东道国来说 , 尽管东亚国家一般来讲民族主义都比较强盛 , 不愿意本国社会政治多元

化 , 但在现实面前 , 如果继续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把移居者排斥在公民社会之外 , 是要冒

很大风险的。因为移民问题可以成为国家政治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 国家及地方政府必须关注和支

持当地移民的利益 , 并为他们作出政策上的变化。以日本为例 , 迫于合法和非法的入境者在日本

居留时间不断增加的事实 , 地方政府开始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 , 包括如何防止在外国移民和日本

人之间的摩擦 , 如何使非公民享受到日本人享有的福利等 , 有的地方政府还允许在公共场所使用

多种语言。而且为了移民的方便 , 地方政府在报道当地事务时 , 除使用日语外还同时使用其他语

言。地方政府通过这些政策 , 引导人们建立一种新型的 “与外国人共存的社区 ”; 有些地方政府

还在试图绕过中央政府 , 而努力扫除为非日本人取得日本公民身份所设置的障碍。另外一些国家

的非政府组织也为移民采取了一些行动。比如在日本 , 据 1997年的统计 , 有 145个支持移民争

取人权的非政府组织。在韩国 , 1997年经济危机来临后 , 非政府组织发动了一系列的运动 , 为

移民工人提供合法的保护①。东道国对于移民的宽容或保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移民的生存

环境和东道国的制度 , 从而有利于民主的发展。

2、移民影响了人们关于民族国家的认同观念

随着国际移民的增加 , 国家边界变得更容易跨越 , 通过强制手段控制移民的可能性越来越

小 , 移民对国界和民族国家的冲击也越来越大。在人们传统观念中占支配地位的关于民族国家的

认同发生了变化。

其一 , 移民的增加 , 使得东道国政府处理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经常性问题 , 当政府越

来越把外国移民当作地方公民的时候 , 就如前文中提到的日本地方政府采取措施给予移民以当地

公民的权利 , 人们那种把单一民族和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主导观念以及一个人只能有一国公民身份

的传统观念都会发生变化。开放地接受外来移民并使其在当地社会与本地公民平等的共生将被证

明是一种可能的国家认同的形式。

其二 , 移民在东道国的稳定增长会形成一个个不同的族裔 , 居住地的开放 , 公民身份的授予

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接受也都有利于形成族裔社区 , 这被看作多元文化社会的一部分②。并且根据

有关同化理论 , 族裔不是回归祖籍国的方式 , 而是成为当地人的方式 , 族裔资源是一种重要的社

会资本 , 可以帮助移民融入主流社会中上层③。各种不同民族的移民群体可以按各自适应的不同

方式同时生活在一个国家里 , 所以在东道国 , 族裔的多样化局面或许不会消失 , 人们那种多元化

社会认同观念也会成定势。

其三 , 当代的跨国迁移并不仅仅意味着在一国定居下来 , 而可能是两国之间或多国之间的流

动。像现在流行的 “宇航员现象 ”、“空降子女 ”等术语都反映了这一形势 , 这种移民模式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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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和资讯的快速发展也变得更易被接受。正如管理大师彼得 ·德鲁克所说 , “我们现在是生活

在 ‘新的心智地理 ’之中 , 没有什么距离 ”①。由此形成的 “既在这里也在那里 ”的两地或多地

居留模式又使得跨国社群快速发展并普遍起来② , 从而动摇了有关领土国家及其公民生息于固定

地方的传统观念 , “使对聚居区的认同逐渐代替对国家的认同 , 当然这样的社群或聚居区很少形

成能同国家抗衡的权力机构 ”③。

现代化不仅仅是市场化 , 如果不对一国传统的政治结构进行全面的分化整合 , 也不能建立起

强大的现代化动力机制。当然 , 在这条分化整合之路上 , 本国政府及统治阶级的作用才是至关重

要的。东道国虽然或多或少认识到了移民的影响力 , 但对于移民的保护和宽容政策 , 目前也并不

是非常乐观。尽管如此 , 我们仍不能否认移民确实对母国、东道国的政策制定产生了一定的作

用 , 也影响了人们的认同观念 , 促进人们的观念由认同民族国家向认同聚居区和多元化社会转

变。

四、跨国移民对中、日、韩三国文化结构产生的影响

东亚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肯定了

东亚传统文化中存在着现代化进程的动力 , 其中的推崇和谐、集体主义、勤力节俭、重视教育等

为东亚各国取得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独创的、富有活力的原动力。除了东亚传统文化

本身所具备的经济动力外 , 我们也不可忽视移民的功能。因为现代化需要的不是同一的、停滞的

文化 , 而是多样的、流动的文化 ; 而迁移不仅是人类的一种迁徙活动 , 更是一种动态的社会文化

变动过程。作为文化承载者和传播者的移民通过自觉不自觉的活动 , 将更多不同的文化因子带到

了原有的系统中 , 增强了文化的多样与流动性 , 冲击了原有的文化结构 , 促进了系统的进化。

1、东亚区域内的移民流动促进了东亚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 , 也促使文化交流的各方从异质

文化中吸取丰富的营养 , 促进新技术的出现 , 大大提高国家的创新能力。从整体上说 , 东亚各国

具有共同、共通的文化背景 , 即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 ; 但也不可否认 , 东亚各国的本土文

化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 , 所以存在文化交流的可能。早在公元前 , 中、日、韩三国文化就有了交

流。7世纪后 , 朝日两国更是大量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宋代开始 , 朝鲜、日本对中国大陆的文化

逆向输出也成为文化交流中的重要部分。到现在 , 随着移民潮的强势劲头 , 当代东亚地区的文化

传播与交流更是迅速发展 , 成为促进各国现代化建设的巨大动力。留学生历来是中外文化交流的

先驱。改革开放后 , 在东亚国家中 , 留学生交流迅速扩大。据新华社公布的教育部统计显示 :

2006年我国共接待来自 184个国家和地区的 162695名各类来华留学人员 , 其中排在前两位的国

家是韩国与日本④。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也很多 , 据调查 , 2004年中国留学生占日本外国留学生总

数的 6613%。这些具有高素质的人才不仅有意识地在异国传播母国文化 , 维护民间的友好关系 ,

也尽力吸收多国文化的精华 , 创造出更好的文化成果。例如旅日画家曹亚钢把中日两国的美学巧

妙结合起来 , 出版了许多享誉世界的有特色的作品⑤。

2、一个民族的成员从自己的祖国移民到异国他乡 , 是不会很快就脱离原有的民族文化而迅

速融入侨居国社会的。相反 , 他在新的居住空间还会不自觉地受到原有文化的影响 , 从而保存了

祖国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就算经过侨居国民族长期的同化 , 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乃至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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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 在他们身上 , 我们依然可以找到他们自己民族文化的烙印①。而且有研究证明 , 融入主流社

会与保存自身传统文化并不矛盾。保持传统文化可以保护移民子女 , 促使他们融入主流社会②。

因此移民在东道国的长期居住 , 有利于东道国形成多元文化社会 , 促进文化结构的开放性和多元

性 , 可以促使社会结构的宏观有序程度更高 , 从而提高社会功能。正如美国一样 , 美国之所以能

够成为发达国家的领头羊 , 成为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美国社会能

够吸纳和利用各种文化中最优秀的精华 , 各种文化给美国增添的各种新成分、新营养不仅使它愈

来愈多样化 , 也愈来愈繁荣 ”③。所以 , 文化多元化一定能逐渐被东亚国家所理解和接受 ; 多重

认同、多层公民权、双重国籍等或许都能成为一个可以考虑的问题。

3、随着多国间迁移的跨国移民的增多 , 东亚区域内不仅仅只有东方文化内部的相互冲击和

融合 , 也存在着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接触和融合。毕竟那些处于 “太空人模式 ”的跨国移民

所暂住的国家或曾经居住过的国家可能是西方国家 , 理所当然地在他们身上留下了西方文化的痕

迹。类似于这种跨国移民所具备的文化元素是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碰撞和协调的产物。通过他们

的文化传播 , 促使了东亚文化更深层次的变化 , 而这种变化更有利于东亚文化的发展。因为东亚

共同的传统文化 ———儒家文化虽然有许多方面与现代化是契合的 , 但也有某些部分阻碍着现代化

的发展。不同于英国等西方 “早发内生型 ”现代化国家 , 作为东亚这些 “后发外生型 ”现代化

国家来说 ,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可能更为激烈④ , 当儒家文化面临着现代化和西方文化的双

重考验时 , 我们不要敝帚自珍 , 敌视变革 , 把西方文化的传播当作文化渗透 , 不要把简单的文化

交流渲染上太多的政治意义 ; 亦不要把文化间的差异视为异端 , 认为是无法接受和可憎恨的 , 而

要将其视为共同生活的试验 , 其中包含着许多对全人类有价值的教导和信息⑤。传统的儒学要想

经得住历史的考验 , 必须汲取世界一切外来的优秀文化 , 融会东西方文化之长 , 对自身进行现代

化的转换和重构 , 使之成为符合现代精神需要的新儒学。一个民族的文化只有实现了自身的现代

化 , 它才能成为一个社会现代化的动力。

其实 ,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人的自主性思想的发展 , 人类各社会的发展也不太可能走一条一

种文化同化另一种文化的道路 , 而将是走一条自由选择文化认同并相互融合的道路。未来的东亚

文化也应当是广泛吸取其他文化精华的一种革新了的东亚文化。所以 , 移民通过促进东亚国家的

文化交流和多元文化社会的形成 , 影响东亚地区的文化结构 , 从而促进东亚地区文化的革新与发

展 , 使之与时俱进地成为东亚现代化的文化动力。

综上所述 , 跨国移民是促进东亚社会和政治变化的一种重要力量。虽然学术界关于移民的影

响有不同观点⑥ , 有人认为移民尤其对于一些欠发达国家来说 , 是社会危机的一个方面 , 在此我

们也并不否认 ; 但本文仍然认为移民的积极影响是占第一位的 , 伴随移民现象更多的是融入世界

市场和现代化建设⑦。跨国移民为东亚尤其是中、日、韩三国提供了人力和物质资本 , 扩大了交

易市场 , 影响了政治结构 , 实现了文化交流 , 从而促进了社会的转型和进化。另外 , 现代化社会

最完美的表现是 , “社会的各个要素、各个层次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已融合成一个整体 , 且这种

联系和作用十分通畅而很少发生梗阻 , 整个社会因而也就成了一个由众多不同要素的相互关联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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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的一个高度复杂和高度有序的生产力系统所组成的巨系统 ”①。现在的东亚确实是在许多方

面将中国、日本、韩国、朝鲜等结合起来的移民相互交叉流动的地区 , 频繁的跨国人口流动将东

亚各国联系起来 , 使生产要素在区域范围内优化配置 , 促使东亚地区向一个有机程度高的巨系统

发展。因而移民可谓是促使这种现代化动力机制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然 , 在这条由东亚区域化促进东亚现代化的发展之路上 , 也存在一些障碍。比如移民尤其

是非正规移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 东亚各国强烈的主权意识使得东亚难以形成类似于欧洲的超国

家的管理和监督体制 , 东亚各国尤其是中、日、韩之间的历史恩怨导致国家之间缺乏整合机制 ,

安全互信的程度低 , 等等。但是 , 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 , 各国间经济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增

强 , 移民尤其是移民后裔越来越快地融入当地社会 , 以及越来越多的移民在与他国公民交往和沟

通的过程中建立起越来越友好的民间联系 , 东亚各国的联系将会越来越密切 , 东亚一体化终将会

实现。而东亚也将在东亚各国人们互通有无、互相补益、互相协同的基础上 , 充分发挥人类的力

量 , 成功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责任编辑 : 李 　申 )

　　评审意见 : 东亚现代化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重要课题。该文选择从 “跨国移民 ”的角度切入

对于东亚现代化进程的探讨 , 是一个具有新意的研究视角。全文资料丰富 , 条理清楚 , 观点明

确 , 论证有力。

作者认为 , 跨国移民是促进东亚社会和政治变化的一种力量 , 并依次从人力资本、商业网

络、政治结构、文化变迁等四个方面进行剖析 , 论证当代在东亚大量出现的跨国移民带来了资本

的流动、市场的扩大、政治结构的变化和思想文化的多样化 , 促使社会结构向更现代化的方向发

展 , 跨国移民因而将成为 21世纪东亚社会变迁的最有力的动因之一。

作者还援引大量资料 , 说明人口跨国流动必然能促进社会的开放性。不同的移民带来了不同

的基因、技能、思想、宗教、文化和生活习俗 , 而不同民族间的相互交往和通婚 , 不同文化间的

相互交流和撞击 , 又会整合出新的人群和新的文化 , 从而促进东道国社会要素的多样化。社会要

素越多 , 就意味着系统离平衡态越远 , 那么要素间相互作用的非线性就越强 , 形成的协同动力机

制就越大 , 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就越强劲有力。所以 , 可以说跨国移民是现代化动力机制

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文章中若干有待改进或未来继续深入探讨之处 , 不影响对于文章达到发表水平的结论。

评审专家 : 李明欢 ,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人口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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