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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已经对旅游劳务移民( tour ism labo r mig rants, T LM )的概念、特

征、分类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 为研究旅游劳务移民这一新移民群体初步搭建了一个基础性

平台。但既有研究大多是基于旅游移民或劳务移民的宏观层面上展开论述, 缺乏应有的概念内涵及对

中国具体国情的考量。如何对旅游劳务移民这种衍生的城市新移民类型进行深入的研究,还需要结合

旅游相关产业的特性做进一步的探讨, 尤其应着力结合能调动移民的主体能动性的一些因素来进行

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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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世纪 70、80年代以来, 随着世界经济的全

面全球化,出现了多种衍生的移民类型,如技术移

民、投资移民、劳务移民、高考移民、库区移民、灾

后移民、季节性移民、生活方式移民、旅游移民等,

移民的形态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特点。相应

的, 各种移民理论层出不穷, 出现了大量的概念、

模型与分析框架。随着旅游业在全球的发展,以

及旅游行为在民众日常生活中日益普遍的嵌入,

旅游与全球人口的流动紧密结合起来, 并在这一

过程中催发了多种与旅游行为相关的移民类型。

本文所关注的旅游劳务移民由旅游地迅速发展的

经济带动出现, 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当前我国

城市移民的重要类型之一。据统计, 2002 年末我

国旅游业直接从业人员已达 612. 63万人。据世

界旅游组织预测, 2020年我国入境旅游人数将居

世界第一位,这可增加约 3500 万个就业岗位。
[ 1]

巨大的需求潜力将引起旅游劳工的大量迁移, 并

对旅游目的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目前有关旅游劳务移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

方学界, 探讨的问题有: 旅游劳务移民产生的宏

观、微观原因; 旅游劳务移民概念、特征、类型; 以

及旅游劳务移民对旅游地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

等。我国有关旅游劳务移民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

段,为数不多的既有研究成果主要是涉及旅游劳

务移民的类型层次、功能作用的讨论,对旅游劳务

移民的行为特征、转移模式、从业感知的研究,旅

游劳务移民及其对旅游地及劳务输出地产生的影

响分析等,并尝试探讨有关旅游劳务移民研究的

具体方法体系。

上述研究既有定量分析, 也有定性研究,还有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取向, 大致呈现了关于

旅游劳务移民研究的基础概念和分析思路。但不

可否认,既有的研究只是初步涉及旅游劳务移民

这一领域,其中尚存一些问题需要辨析,结合中国

国情,其理论探讨及实践指导价值还可以有进一

步开掘拓展的空间。

一、旅游劳务移民相关研究概观

(一)关于旅游劳务移民的内涵界定

有关旅游劳务移民, 一般都将其定位于因为

旅游目的地的旅游相关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短缺而

产生的从�外地�引入、吸纳劳力所引起的人口迁
移。如,瑞典学者 Linda Lundmar k指出, 当大众

旅游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会出现劳动力数量不足

和结构不平衡的现象, 这会导致劳动力向旅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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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迁移,并把由这种原因导致的人口迁移现象

称为旅游劳务移民。
[ 2]
这一界定强调旅游目的地

经济发展带动了劳务输出人员向该地区的迁移,

但对这批人员的居留时间问题未置说辞。相应

的,我国学者杨钊根据对九华山旅游劳工移民的

跟踪研究,将旅游劳务移民定义为:由于区域旅游

业的发展,本地旅游劳工出现数量上的不足或结

构上的不调,从而引起旅游地以外的劳务迁入旅

游地从事旅游行业, 且从业时间超过一定期限的

移民。[ 3]此定义进一步凸显了这一群体的认定中,

移入地本土劳力的缺失性、劳务移民来源的异地

性、从事职业的专门性以及在移入地居留的长期

性等要素,把立论的重心放在了旅游劳务移民产

生的外在动因方面, 忽略了旅游劳务移民迁移的

内在动因的分析;同时,对于�异地�范围或界限语
焉不详,导致在核心旅游地周边区域从事旅游相

关产业的移民群体被学术话语所遮蔽。

而来自英国学者 Edith Sziv as等人的一种基

于劳力迁移动力调查的解释认为, 旅游劳务移民

是一种生活方式(移民) , �认为人们为了寻求一

种更为自由的生活状态,自愿放弃现有的工作生

活环境而迁移到景色优美的旅游地居住、工作和

生活。
[ 4]
这一论调的提出,迥异于既往那种第三人

称的判断立场, 从移民自身价值衡量出发,将个人

的自主适应性与职业选择之间的张力充分揭示出

来,以一种社会人类学的研究路径,彰显出人的自

我掌控姿态,从而在学界同行里产生了不小的影

响。但显而易见, 此观念的提出是奠基于经济状

况较好的瑞士山区, 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大量旅

游劳务移民来说, 放弃现有工作而把去旅游地定

居工作当做一种生活方式来实践的人群毕竟是少

数。所以,这一提法更具有区域性或旅游经济发

展的层次性特质,其普适性是成问题的。

因此,杨钊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相关论著的总

结归纳,又给出了关于旅游劳务移民多维度、修正

性的群像描述: 动向上,旅游劳务移民的流向既可

以是单向、永久性的,也可以是多向或季节性的;

迁移空间上,他们大多数由贫穷地区向富裕地区

迁移,且以寻找生活机会为目的;在与当地社会的

融合上,旅游劳务移民的迁移紧随着社会、文化和

政治的自觉融合。
[ 5]
此定义路径提醒研究者, 理论

和其运用对象的匹配适用性是要基于地方化考量

修正的。

(二)关于旅游劳务移民特征的研究

事实上,当无法给出一个有效的逻辑界定时,

学者们往往更乐于在�反本质主义�的大旗鼓舞下
开展描述性工作。关于旅游劳务移民的行为特

征, A. J. Bur kart 和 S. M edlik提出了三点:第一,

有一处比较正规的住宅; 第二,旅游行为与劳务输

出行为相结合;第三,旅游劳务移民有定期或不定

期的返乡意图。[ 6]可见,其强调旅游劳务移民除了

在旅游地定居生活外还要以劳务输出和产出价值

为特点,同时, 用�不定期的返乡意图�区分了旅游
劳务移民和一般移民。值得特别说明的是,也许

这种陈述仍然会被诟病缺乏对居留的一个时限界

定。但无奈的是, 一方面因各国移民政策相关规

定的不同而不便一概而论,另一方面如果为满足

学术知识生产的需求而采用国际上对�移民�的通
用计算标准 � � � �超过 6个月的定居时间� � � � 为
旅游劳务移民的时间性限定, 又难免会忽视对频

繁往来于旅游地进行商贸、餐饮等交叉性服务的

劳务迁移群体的研究。因此, 笔者以为,在这里采

用概念化的修辞表达要比给出确定的时间限度更

合理,涉及具体研究时,可依据地区规定及样本统

计质量而做出一个说明性的评估即可。

Hall和 Page 对旅游的三个特征分析, 为我

们研究旅游劳务移民的内涵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

值。这三个特性是: 一, 空间上的异地性, 指旅游

行为要发生在日常定居地之外;二,时间上的短暂

性,指旅游者经过几天、几周或几个月后将返回原

居住地; 三, 动机上的非定居性, 指旅游者不是出

于在旅游地永久定居和就业获取报酬为目的。[ 7]

此特征的价值在于强调了旅游者的返回意图和非

永久定居的特性, 这也正是旅游劳务移民区别于

旅游者的一个重要特征。此外, 对旅游者的特征

分析,排除了其在目的地就业以获取报酬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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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凸显了旅游者与在旅游地非永久性定居的劳

工(旅游劳务移民)的区别。前者以在旅游地消费

为目的,后者以在旅游地获取收入为目的。但也

要注意到此分析对一些具有混合动机的情况的遗

漏, 如背包兼打工的旅游者, 休闲兼寻找工作的

�迁移旅游工作者�( m igrant tourist w or ker)等。

作为补充修正, 2000年, Williams 与 Hall合作发

表 T ourism and M igr at ion : new relat ionships

betw een pr oduct ion and consumpt ion 一文, 把

旅游劳务移民的特征补充概括为空间上的异地

性、时间上的长期性(区别于旅游者时间上的短暂

性)和动机上的经济性。[ 8]通过强调旅游劳务移民

在旅游地就业以获取生活费用这一经济动机, 不

但避免了此前标举短暂性�非定居�所带来的理论
和实践困境,也把被动输入劳务的贫困人口和主

动输入劳务或资本的有钱、有闲阶级包括在了旅

游劳务移民的分析概念中,从而更有效切合了旅

游劳务移民的实际行为状况。

此外,鉴于俄国经济发展和贸易部�关于确定

地区外籍劳务需求的规定�, 我们可以看到,作为

劳务移民必须持有劳务输出国的劳务证明,有卫

生、社会保障部门对劳工年龄、工龄、健康等状况

的限制性规定, 以及相关的身份户籍证明等, 依

此,我们或许可以进一步补充发挥为:旅游劳务移

民身份的确定必须有户口的转移、同时伴有享受

当地的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服务等条件,才能称

为旅游劳务移民。但这种划分也会导致对边缘性

劳务移民群体样本的遗漏。

(三)关于旅游劳务移民的类型划分

关于旅游劳务移民的类型, 被大量提及的分

类是 King 的研究。他综合了旅游劳务移民所从

事的职业类型、受教育层次等因素而将其区分为

三类:第一类是旅游企业主移民和高技能管理人

员移民,如国际饭店和航空公司的管理层;第二类

是位于中间的旅游劳务移民, 如导游和旅行社代

理人;第三类是处于底层的(技术)工人移民, 他们

以满足基本生存为目的。
[ 9]
杨钊通过对国外相关

研究的归纳,又进一步将上述第一类旅游企业主

移民细分为 3个亚类型: 一,服务于特定国家的旅

游者或定居者的。这些企业主移民的优势在于他

们的文化和语言背景, 能向来自于故土的旅游者

出售�本土化�的商品和服务, 并能发挥母语在移

民地的优势;二,寻找机会者。即被旅游地相对较

高的旅游消费特性吸引而来的; 三, 寻求快乐者。

这些人被旅游地良好的人居环境所吸引,并不特

别考虑旅游企业的发展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此

类高层次的旅游劳务移民其实具有多重的移民身

份特征:他们既是生活方式移民,又是劳务(资本)

输出移民,同时还是以旅游地为移民目的地的旅

游移民。

此外,依据不同的研究主题、针对成果提交评

估的不同部门,还形成了多样化的旅游劳务移民

分类尝试:如以时间,可以划分为季节性和永久性

的;以国界, 可以划分为国际的和国内的; 以法律

上的登记手续,可以划分为登记的和未登记的;不

一而足。

当然,有关旅游劳务移民类型的划分方面研

究还存在一定缺陷, 尤其国内学界,总体还停留在

译介国外相关研究的层次上, 缺乏对各种旅游劳

务移民群体长期的实际跟踪调查, 特别缺乏对少

数民族移民群体样本的关注。

(四)关于旅游劳务移民对旅游地影响的研究

Williams和 Hall指出, 有关旅游劳务输出与

旅游地生产消费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被人们忽视且

需要强化的概念。他们认为旅游劳务移民对旅游

地主要会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形成了� VFR�
模式的旅游形态( Visit f riends and relat iv es) ;二

是旅游劳务移民的经历为以后的退休移民或生活

方式移民提供了选择依据。
[ 10]
他们倡导关注旅游

劳务输出与旅游地生产消费之间的关系,引起了

学界的普遍重视;同时,对应于其关于旅游劳务移

民行为特征要素的归纳,将旅游劳务移民与探亲

访友、退休移民等建构起了富有学理探讨价值和

实践指导意义的逻辑关联。

Rodriguez则认为, 旅游劳务移民对旅游地

社会经济的发展会同时产生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

影响。其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旅游劳务移

民在旅游地的居住时间比旅游者长, 这可以提高

旅游地设施的利用率, 促进当地经济市场及相关

行业的发展;第二,以劳务输出为主导的旅游劳务

移民, 可以缓解旅游地淡、旺季的劳动力需求矛

盾,增加就业, 填补当地旅游劳工总量的不足,减

少当地劳务市场的压力; 第三,有利于扩大旅游地

物资和信息的辐射范围,促进旅游地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其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 第一,大量旅游

劳务移民的涌入可能造成本地人就业不充分或季

�146�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43 卷 ��



节性失业;第二,如果大量上层旅游劳务移民进入

旅游地,会造成当地人只能从事旅游相关的外围、

低端职业,从而引起本地人的不满。
[ 11]

这样一些富于启发性的思考大致涵盖了旅游

劳务移民实际运作中的情形, 也成为学界从事相

关社会研究的侧重点。然而, 必须注意的是, 既有

的成果呈现出一边倒向�旅游劳务移民 �移入地�

此单向度的影响研究, 鲜见关于移入地对旅游劳

务移民行为的限制性影响探讨 � � � 事实上, 在经

济相关因素外, 历史人文方面的积淀特色也始终

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露出来, 进而对�外来
者�产生牵制。故而,旅游劳务移民与移入地之间

的互动关系,乃至与劳力移出地之间的关联, 都应

被广泛纳入研究视阈。

二、多种移民理论对旅游劳务移民动因的适

用评析

(一)推拉理论

关于人口流动研究的最重要理论当然是�推
拉理论�。其认为人口迁移的目的是改善生活条

件,流入地的那些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就

成为拉力,而流出地的不利的生活条件就是推力。

�推�和�拉�的双重作用决定了劳工移民的存在和

发展。鉴于该理论的广泛周知性, 于此不再赘述

其理论得失,而仅就其对旅游劳务移民的形成的

阐释力做讨论。

作为新兴产业,区域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巨

大商机会吸引大量其他地区的劳工进入当地旅游

市场。Williams和 Hall指出,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范围和旅游业的发展速度这两个要素共同决定了

劳动力从其他部门、地区转移到旅游地的程度和

范围。
[ 12]
实际上, 这也是推拉理论的一种表述。

此外, Oig enblick、Kirschenbaum, Tr uly 也都运用

了推拉理论对旅游移民产生的动力机制和类型进

行了研究。我国学者杨钊等人指出, 旅游劳务移

民对新职业的适应和选择过程、对异地生活的评

价过程等因素能够反映出推拉作用的程度和旅游

地劳务市场的稳定程度。
[ 13]

推拉理论呈现了劳务人员流动的最基本规

律,但我们需要注意仅把旅游劳务移民产生的动

机简单归因为被�推�和�拉�的�理性选择�过程,

容易忽视旅游劳务移民自身的主体能动性。并

且,为什么在相似的�推拉�因素作用下,同一移民

群体中的人走上了不同的移民道路? 为什么在

�推拉�因素发生变化后,劳务移民的行为却并没

有立刻终止? 为什么在原有的�推拉�因素并未发
生明显变化时,劳务移民的数量却明显减少或增

多了。在对诸如此类现象的解释中, 推拉理论都

缺乏解释力。

(二)劳动力供需理论

1954年,经济学家阿瑟 �刘易斯提出了利用

无穷劳动力资源来促进经济发展, 从经济学的角

度分析了劳务移民产生的原因。刘易斯认为,在

经济发展快且劳动力相对缺乏的国家比经济发展

慢且劳动力相对充裕的国家可得到更高的工资收

入,这就促进了劳动力由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

区流动。

从旅游劳务移民转移模式来看,劳动力的来

源主要有两种途径: 一是旅游地周边的剩余劳动

力,二是旅游地以外的外地劳动力。第一种旅游

劳务流动的产生,是受到当地旅游业门槛低、前景

好、类型多、收益快, 以及职业自由度大、流动频率

高等特性的吸引。第二种旅游劳务移民产生的原

因主要有三方面。其一,由于旅游业的收入和社

会地位较低,因而本地劳工不愿进入,但这种较低

的经济收入和不高的社会地位恰恰满足了外地劳

工对工资水平和职业地位的期望。其二,受旅游

地经济快速发展的影响,导致旅游地劳工总量供

应不足,因而需引进大量外地劳工。其三,旅游地

教育能力不能提供满足当地旅游经济发展的需要

的专业人员,从而自外引进。

供需理论引入了对旅游地职业供需结构的分

析,可以从不同的劳务转移模式来理解旅游劳务

移民产生的原因和迁移特点, 其着眼宏观,有利于

我们把握对旅游劳务移民群体整体特征的认识。

但在探讨一些相对个体化、小规模群体的移民类

型时,却体现出一些不足。如,反观劳力移出地社

区,其中成为旅游劳务移民的往往并不是那里处

于社会最底层、不掌握任何社会资源的贫困人群。

这说明,经济差异需求的刺激是劳务移民的产生

的重要原因,但绝不是唯一的原因。再者,供需理

论无法解释为什么生活在相似社区中的人们会有

不同的移民倾向。如, 为什么居住在高寒山区的

居民通常倾向于移居到就近的城市, 而不是经济

发展水平更好、就业机会更多的发达城市? 这些

问题值得深思。针对这个问题, 有学者引入物理

学概念�距离衰减规律� ( at tenuat ion distance)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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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旅游劳务移民群体对迁移地的选择。[ 14]该概

念认为通常情况下, 距离越近,分布概率越大,距

离越远,流量可能性越小,从而解释了为什么劳务

移民倾向就近在旅游地择业, 而非涌向经济条件

更好的发达地区。尽管如此, 此概念仍不足以说

明旅游劳务移民产生的复杂原因。

(三)移民家庭化理论

移民家庭化的基本含义有两层:一是指劳务

移民在流动过程中组成家庭; 二是指某些劳务移

民家庭由一个或部分家庭成员迁移转变为整个家

庭迁移。从钟摆式流动到候鸟式迁移再到家庭化

移民,移民家庭化已经成为当前移民的一种显著

趋势。格勒米那 �贾瑟( Guillermina Jasso )和马

克�罗森茨维格( M arkRosenzw eig)研究表明,每

个新移民移居 10年后平均会带入 1. 2 个�劳工
类�新移民迁入移居地。[ 15] 旅游劳务移民家庭成

员两地分离所造成的精神痛苦以及在子女教育上

的角色缺位等都是造成劳务移民出现家庭化流动

的主要原因。在我国的一些旅游业较为发达的地

区,也出现了类似的�移民家庭化�现象,他们成为

城镇人口不容忽视的一个群体。

移民家庭化理论承袭了人们认为集体行动会

使预期收入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思想,认为迁

移行为不仅要使迁移者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同时

也要为移民家庭提供减小风险和增加资本的效

益。在中国,许多贫困家庭常常有意识地利用外

出务工即劳务迁移来增加家庭的效益机会或减轻

家庭风险,以期增加家庭的绝对收入。就算在�绝

对经济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有外出务工人员的家

庭也可增加其�相对成功感�或提高在当地的社会

地位。

移民家庭化理论没有将劳务移民产生的原因

简单归结为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 而强调家庭因

素对移民行为选择的决定作用, 关注移民汇款对

留守家庭成员的意义以及移民家庭与周围环境复

杂的互动关系。此理论或多或少地弥补了劳动力

供需理论的缺陷, 但仅从移民家庭内部考察移民

的动机,适用范围较小;再者, 对于复杂、长期或者

不稳定的旅游劳务移民案例缺乏较强的解释性,

因此,运用此理论到旅游劳务移民研究时,还应加

以具体的修正和提炼。

(四)移民网络理论

当代有关劳务移民的研究中, 移民网络说也

被认为有着相当的阐释力。在布迪厄看来,当一

个人拥有某种持久性的社会关系网络时,这种关

系就会变成为他实际或潜在拥有的资源。
[ 15]
张晓

青的研究进一步指出: �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移民

网络是一系列人际关系的组合, 其纽带可以是血

缘、亲缘、地缘、乡缘、情缘等�。[ 16]唐灿、冯小双通
过对�河南村�流动农民的研究发现, 因为有了移

民网络的存在,使流动农民的流向有了质和量上

的差别。其移民网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种关系

上:一是�亲哥们儿弟兄�、�把兄弟�等亲缘、地缘

社会关系,二是�顶用的�、�能办上事的�互利型社
会关系。与亲缘、地缘关系间的互助极少带有鲜

明的功利色彩不同, �顶用的�、�能办上事的�社会

关系则多半以交换手段在行业内或居住地之间发

展建立,具有一定的实效性和互利性。[ 17] 随着时

间的推移和移民网络的不断扩大, 来源于同一地

区的移民对移居地的选择不再直接与经济、政治、

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程度以及家庭风险等条件直

接相关,而更多地取决于个人在移民网络中所积

攒的社会资本。通过所拥有的社会网络,移民间

的各种信息得以准确、广泛、迅速地传播, 从而降

低了移民的成本和风险,并不断强化了移民群体

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因此,移民网络在加强移民

彼此间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同时, 还成为一种能赚

钱、投资和储存的�资本�。

当大量迁移者在迁入某地定居时就可能自发

形成移民网络,网络会促使迁移不断进行且推动

规模不断扩大。这就增加了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

同乡人迁移的可能性。格勒米那 �贾瑟( Guiller-

m ina Jasso)和马克�罗森茨维格( M ark Rosenz-

w eig)对移民到美国的墨西哥人的研究表明, 每个

移民的迁移经历都成为后来移民的资源,通过为

后来移民牵线搭桥, 不断扩大和发展了移民网

络。
[ 18]

Rodriguez的研究也认为形成一定的移民

群体和一定的区域影响是构成劳务移民的两个基

本要素。[ 19]

移民网络说虽不能解释移民行为最初发生的

原因,但却可以说明移民延绵不绝的原因,有助于

预测未来的移民动向。

(五)心理地图理论

从微观上分析, Oig enblick L 和 Kirschen-

baum A 通过引入帮助盲人寻找目的地的�心理

地图�( Psycholog ical map)概念,指出旅游者先期

�148�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43 卷 ��



的旅游经历潜在地影响着他们的移民决定,即旅

游经历会在旅游者心中构成一张�印象地图�, 它
成为移民者了解移居城市的重要信息源之一。

[ 20]

此外, Warnes 对西班牙季节性移民的研究也发

现,先前的�假日旅游�经历, 常使退休移民形成

�心理地图�,从心理上决定了他们对移民目的地
的选择。[ 21]因此, 在某种程度上旅游 (经历)本身

上已成为构成移民� 心理地图�的一种重要媒介。
Oigenblick L . 和 Kirschenbaum A. 将 �心理地
图�这一特殊教育概念引入旅游相关移民的动机

分析上,极富对应切合性 � � � 对旅游地地理空间
特征有一定的感知, 有利于帮助劳务移民迅速融

入当地生活。并且, 如果回应将旅游劳务移民作

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立场, 不难发现�心理地图�对
移民者有较强烈的行动号召力。但此分析的不足

之处在于, �先期的旅行经历�是立足于西方发达

国家旅游劳务移民的分析,在众多的发展中国家

中,大多数旅游劳务移民(特别是中下层旅游劳务

移民)是没有机会进行�先期旅行�的, 因此�心理

地图�这一说法在我国目前还缺乏适用性的。但
根据本土实践情况, 笔者认为,我国学者研究中多

用的�先期旅游劳务移民的个人经验�及�旅游劳

务移民网络内存在的舆论作用�等, 其实可视为

�心理地图�说的一种替偿表述。
综合来看, 上述各种劳务移民理论各有其理

论侧重点,从经济性的劳务收益、劳力市场供需关

系,到社会性的家庭名利、社会关系资本, 再到人

文性的个体心理体验及个性化的价值诉求等, 呈

现了对劳务移民动机复杂多重的利益体系的解

构。当然我们会注意到, 除�心理地图�理论与旅

游劳务移民有较直接的对应联系外, 其他几种劳

务移民理论如何与旅游劳务移民相深入对接, 还

需要结合旅游相关产业的特性做进一步的探讨,

尤其应着力结合能调动人的主体能动性的一些因

素来进行考量。如, 某些研究者通过案例研究发

现, 旅游地优美舒适的居住环境、完善的旅游设

施、便利的交通条件及惬意的生活方式等是旅游

地吸引旅游劳务移民产生的重要原因; 旅游劳务

移民的从业感知和满意度,在移民地选择上也具

备十分重要的影响。

三、小 � 结
旅游劳务移民行动是有理智的主体选择的结

果 � � � 尽管宏观来看会呈现一些时代和地域的总

体特征,但其实践毕竟是由个体来完成的,是涉及

经济的、社会的、个体人生观价值观的一个综合权

衡的行动抉择过程, 需要转换调动多种视角来进

行剖析。我国学界在相关研究中主要关注的是游

客的空间流动及影响, 鲜有学者探讨旅游从业人

员的空间流动和行业选择,旅游劳务移民的研究

无疑成为旅游研究和移民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一个

新的研究方向, 具有前瞻性、探索性及应用性等

价值。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已经对旅游劳务移民的

概念、特征、分类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相关研究,

形成了一批学术成果, 为研究旅游劳务移民这一

新移民群体初步搭建起一个基础平台。但同时,

我们也必须承认该研究领域尚存不少需要进一步

着力的空间,即:既有研究大多是基于旅游移民或

劳务移民等宏观概念层面上展开论述的,专门涉

及旅游劳务移民的相关研究还比较薄弱。具体表

现为:有关旅游劳务移民的概念界定还存在争议;

对类型的划分存在着交叉和遗漏的现象;对旅游

劳务移民群体心理的研究及对劳务移民群体内部

结构改变后对旅游地经济社会造成的影响等方面

的研究关注还比较少等。

随着中国旅游经济的蓬勃发展和我国城市化

进程的全面展开, 旅游劳务移民已成为一种不可

忽略的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 但与此不相映衬的

是:目前中国学界有关旅游劳务移民的研究尚处

于起步和探索阶段, 译介国外理论多, 本土化、理

论创见少;尤其专门针对旅游劳务移民的个案追

踪还不多,且大多数是在汉人社会背景下进行的,

这也与中国多民族地区的现状和少数民族旅游产

业整体的发展水平和地位很不相称。因此,探讨

有效的理论剖析工具, 对旅游劳务移民进行深入

系统的研究,不仅对我国旅游产业及旅游地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 而且对产生学术

新知和指导移民管理、旅游规划等工作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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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m Labor Migrants as New Urban Migrants and the Relevant Theories

HONG Ying, � WANG Chen-na
(Center f or Studies of Chinese Southw est Borderl and's Ethnic M inor ities , Yunnan Univ er sity , K 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 � In recent years, scholars all over the w orld have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studies on the def-i

nit ion, classif icat ion and characterist ics of tourism labor migr ants( TLM ) and obtained some prelim-i

nary achievements. How ever, most scholars have been devoted to the micro- studies o f tourism m-i

g rants or labor m igrants and there ar e no adequate studies on their implicat ions and the actual situa-

t ions in China. T he future studies on T LM rely on the integrat ion of the tourism indust ry w ith the

typical featur es of T LM, especially their subject ivity and init iat ive.

Key words: � labor migrant; tourism labor migrant; m ig ra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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