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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面对全球治理议题所发出的中国声音。性别平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思想价值体系中的一部分，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事业的实践与发展，又展示了中国对全球妇

女发展事业的深度参与。全球女性移民作为移民问题和妇女发展交汇的治理主题，是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建设过程中亟须聚焦的群体。国际学界以移民女性化趋势为切入点，使移民研究在跨国空间中，从无性

别视角过渡到性别化研究的新阶段。而作为国内人口流动大国，我国大陆学界在农村 向 城 市 流 动 妇 女

研究中产生丰富成果，也应该与边境地区的跨境妇女流动研究、台湾地区的女性移民研究一起被纳入全

球女性移民研究的内涵中，并通过与台湾开展女性移民研究的学者交流对话，搭建跨越海峡两岸的移民

研究共同体，扩大女性移民研究的对象和内容，积极吸纳国外最新理论和方法，最终构 建 全 球 女 性 移 民

研究的中国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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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的性别平等意识

习近平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治理上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人类和平发展事业铸就

了辉煌的中国篇章，积累了丰富的中国经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是对万隆会议以来确定的“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政策延续，明确了中国将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的外交政策宗旨；又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成就的“四个自信”之上，面对全球化

时代复杂的世界经济政治情势，中国人民将国家梦想与世界梦想联通，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努

力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的创新和实践。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得到了广泛而深刻的探讨。学者们对人类命运体产生

的背景、内涵、实施的过程、目标以及原则进行了充分的阐释。干春松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

现代民族国家体系里灌注互助和礼让的价值，并建构起天下一家的新共同意识”①。徐艳玲等把人类命

运共同体视为一种新型文明观，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既能对内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也对世界文

明发展贡献了新型文明样态。② 郭楚等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将人类命运共同体阐述为一个社会建构

概念，它区别于以往社会学中的共同体概念，从建构领域来看是一个从经济合作到政治合作、安全合作

直至观念统一的渐进过程；同时还是一个从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到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直

至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空间上由小到大，时间上需要长期奋斗的建设过程。③ 于宏源也强调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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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共同对西方传统共同体理念的超越，是对世界秩序重建的基本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强调尊重

成员国主权，照顾成员国舒适度，不提出超过成员国发展阶段的目标。① 刘传春指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为一个系统建设工程包括了３个统一：一是精神共同体（认同）与合作共同体的统一；二是利益共同体

与命运共同体的统一；三是相互依存的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与全球治理观的统一。②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面对政治、经济、安全、人文、全球治理、环境、发展、反恐、防扩散、维和、妇女

等世界最重要的议题时，结合中国经验和世界形势发出了中国声音。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建立在两性

平等的价值观基础上的共同体，性别平等意识根植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价值体系中。

首先，这种性别平等意识来源于指导中国妇女解放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马克思主义妇女

观主要有５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其一妇女被压迫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必将被新的历

史条件下的男女平等所取代；其二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妇女被压迫地位的实质

是阶级压迫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其三参加社会劳动是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其四妇女解放是

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其五男女两性都是人类历史前进的推动者，妇女在创造人类文明、推动社会发展

中具有伟大的作用，尊重妇女、保护妇女，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文明社会应有的法律规范和道

德风尚。③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我国五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共同智慧，体现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实践中，对妇女解放运动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升华。

其次，这种性别平等意识延续了１９９５年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

动纲领》所提出的“将社会性别纳入主流”，也就是性别主流化（ｇｅｎｄｅｒ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策略，即在社会各

个领域、各个层面从国家立法、政策、项目的制定到评估和实施的全过程都考虑两性的关注与需求，从而

使性别主流化成为推动和实现社会性别平等最有效的手段。我国早在从１９５４年建国初期就将男女平

等写入宪法，１９９５年世妇会成为一个良好的契机，将性别主流化策略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融合在一起，伴随２００５年我国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条例，再到２０１２年男女平等作为基本国策得以在党

的十八大报告中体现，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完成了从“政府承诺”到“立法确认”再到“执政党意志”的全方

位确认，这个过程中我国确立了将男女平等作为我国一项整体的、长期的和根本国策，为解决新时代妇

女发展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政策保证。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强调构建两性平等的共同体，但这个性别平等的共同体又不同于西方女性主义

学者所倡导建立的战略性姐妹情谊（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ｉｓｔｅｒｈｏｏｄ）。战略性姐妹情谊是由西方精英女性主义者

提出的一种基于北－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联盟的“战略性发明”，旨在给予第三世界受压迫的妇女

学术和道义上的支持，帮助其对政府进行施压，以期促进第三世界妇女权益提升。④ 而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的性别平等观，一是不同于战略性姐妹情谊所依托的西方个体主义精神对跨国女性身份和公民身份

的阐释基础，更重视妇女地位形成的历史、文化、国族和社区基础；二是不同于战略性姐妹情谊忽视第三

世界妇女群体内部之间包括阶层、宗教、意识形态的具体差异，抛却妇女生活的具体场域而进行的无差

别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性别平等观发端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事业的自我探索。这条独立的

发展之路使其坚持尊重各国的主权和礼俗制度，在各国内部特有的文化网络中去寻求符合各国国情的

妇女发展道路。性别平等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也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目标之一，它的实现

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方面着眼于实现男女两性的平等，建设全球范围内支持女性发展的环境，以及

自我能动性施展的公平空间；另一方面重视女性群体内部发展的不充分与不平衡，针对特定群体，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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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情景，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给予特别的支持和辅助，增强其向上流动的能力。
性别平等观贯穿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整个形成、深化和实践过程中，向内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妇女事业的实践和发展；向外立足于我国在全球妇女发展事业中更深层次的参与。２０１５年，习近

平在全球妇女峰会上指出：“各国各地区妇女发展水平仍然不平衡，男女权利、机会、资源分配仍然不平

等，社会对妇女潜能、才干、贡献的认识仍然不充分”，而中国将通过推动妇女和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积极

保障妇女权益、努力构建和谐包容的社会文化，以及创造有利于妇女发展的国际环境这４个方面来为全

球男女平等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人类共同体思想为这一全新的历史使命提供了理论构想与行动指

南，更是新时代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由中国走向国际的理论实践。
二、全球移民女性化趋势与国际研究

全球治理在今后一段时期面临两个大挑战：一是由于全球范围内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的地区、国家之

间、国家内部的结构失衡，二是文明冲突，主要以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之间的冲突为主。处理好

人口流动尤其是国际移民问题是解决这两个挑战的关键。① 伴随着国际移民人口的不断增加，女性移

民人 口 从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起 也 出 现 了 剧 增。研 究 者 将 这 一 现 象 称 为 国 际 移 民 的 女 性 化 趋 势

（ｆｅｍｉ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通过对比２０１５年与２０００年的统计数据，联合国的一项调查显示：女

性移民从２０００年占移民总人口的４９％降至２０１５年的４８％，与此同时，在欧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

域、北美洲和大洋洲女性移民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男性移民的增长速度。在亚洲和非洲，女性移民的

增长速度和数量却远不及男性移民，对比２０００年与２０１５年的数据发现，亚洲女性移民在亚洲地区移民

总人口的占比从２０００年的４５．６％降至２０１５年的４２％，但亚洲移民女性人口从２０００年的２２０万增长到

了２０１５年的３２０万。② 虽然女性移民的增长速度整体上落后于男性移民，但女性移民人口数量整体上

还是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此外，还有大量的妇女在国家内部，完成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
在全球化进程下，一方面女性移民摆脱了之前作为尾随配偶的移民依附者形象，作为独立的劳动力

移民，在迁徙过程中对家庭、输出和输入两个社会的贡献不断被识别，女性在迁徙过程中能动性的施展、
自主性的增强也得以体现，迁徙成为女性向上流动的一个机遇与渠道。但同时，女性移民还是脆弱的移

民群体中的更脆弱者：既容易成为被迫移民（ｆｏｒｃｅｄ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遭遇国际人口拐卖，或者沦为难民；又在

迁徙过程中更易受到来自跨国结构、性别、种族／族群、阶层、国籍、劳动力市场等方面的结构交织性压

迫，生存和发展遭遇极大困境。③ 因此，如果说移民问题是当今全球治理中的一大难题，那么女性移民

问题就是这个难题中最核心的部分。
“移民女性化趋势”的提出，是全球化移 民 浪 潮 中 女 性 行 动 和 贡 献 可 视 化（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的 一 个 过

程。来自联合国的统计显示，过去５０多年来，女性移民始终占据着移民总人口的一半左右。但由于在

认知论上，对移民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基于一种无性别的视角（ｕｎｇｅｎｄｅｒ　ｗａｙ），④大量的研究关注

作为移民劳工的男性，包括劳工的历史，以及男性劳工作为家庭收入主要来源的贡献等，女性移民者则

成了研究盲区。在这一研究趋势下，移民逐渐被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男性移民为主的独立、主动移

民，另一种是作为伴随者的移民，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女性因此被框定在被动的、不独立的尾随配偶

形象中。对女性移民学术关注的缺席一直持续到１９７０年中后期。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女性移民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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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ｏｍ　ａ　ｇｅｎｄｅｒ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Ｒ］．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ｏｍｅｎ，２０１０．



因其在经济活动中更大的参与度和性别研究的发展，逐渐以独立移民主体的身份得以发现。①

女性移民沦为移民研究盲点的原因，不仅只是因为她们的依附者地位，更与她们所从事工作领域有

关。女性移民大都在边缘的经济领域从事非正规或低技能工作，如家事劳动、娱乐－性产业，以及劳动力

密集型加工行业，社会可视化程度较低。加之女性劳动力移民具有公认的“沉默驯顺”特征，更使得她们

成为被遗忘的群体。② 与此同时，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西方妇女以平权运动为路径，推进自我在公共领

域的全面、平等参与。职业母亲群体的扩大改变了家庭内部空间结构。为保证西方中产阶级女性的社

会再生产得以有效进行，一种新型的跨国分工格局得以形成，大量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女性涌入发达国

家，成为市场化的再生产劳动工作者。③ 而在发展中国家内部，伴随社会的转型与发展，男性作为家庭

经济来源的传统家庭结构也逐渐在消解。女性移民由此进入移民研究的学术视野中，成了研究的焦点。
因此，总的来说，伴随女性移民迁徙类型、途径、主体性彰显程度的动态变化，全球女性移民研究经历了

从学术缺席，到框定为被动尾随者，再到被识别为全球劳动力新市场中的主角这一系列发展过程。
提及全球女性移民研究的发展历程，不得不提及性别与移民两个研究视域的交汇与互动，在性别与

移民研究各自的发展与跨学科交融互动下，移民女性化研究已成为了一门显学，无论是理论工具的生

产、女性移民权利和地位的提升，以及国际化的实践合作上都有突破性的进展。作为全球移民女性化趋

势最主要的研究贡献者，女性主义／性别研究者在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与第三次浪潮的历史交汇点上，
一方面承袭了第二次浪潮的倡导性基础结构（ａｄｖｏｃａｃｙ　ｕｎｄｅｒｐｉｎｎｉｎｇｓ），④既通过马克思主义、社会主

义与世界体系理论分析框架，关注移民妇女在流动过程中遇到的现实困境，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抨

击，又定位于政策导向，着力于探讨妇女的参与、权利，以及生产和再生产劳动的贡献，对促进移民妇女

状况的改善提出具有主导性和介入性的建议；另一方面又跟随第三次浪潮对于跨越性别、族群、文化等

多重交织边界的尝试，将性别作为一个中心分析视角，分析微观、中观和宏观过程，同时将社会阶层、族

群、年龄、性向等一起纳入分析框架中。将性别作为一个变动、灵活的结构来分析移民过程。
在女性主义／性别研究擅长的整体分析（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研究框架下，研究者们通过全球照护链、

女性移民汇款、身份与权利等一系列理论工具的提出，把性别作为第一位的结构变量（ｆｉｒｓｔ－ｏｒｄｅｒ　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将移民同时置于本地、国家、区域，以及全球这４个由大到小的空间范畴中进行考量。⑤

进入千禧年后，伴随性别主流化得以透过联合国倡议，在各个国际组织的政策纲领中广泛覆盖，并由此

促进了国际组织对女性移民及其发展问题的关注。例如２０００年联合国提出的《千年宣言》就将性别平

等与保障妇女权益写入千年发展目标。４年之后，联合国再次推出《妇女与国际人口流动：关于妇女参

与发 展 贡 献 的 世 界 调 查》（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Ｗｏｒｌｄ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强调女性作为国际人口流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移民输出国和输入国需推行

具有性别针对性的移民政策来赋权移民女性，尤其是作为难民的移民女性。２００４年还召开了“妇女流

动与新型国际分工”会议（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Ｆｅｍａｌ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ｕｒ），学者、国际组织代表，发展实践家，以及女性主义活动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移民女性化，国际

政策形式、具体情形下女性移民的生活经验等等。这些理论探讨促进了有关国际分工、充权和剥削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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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陈雪．国外性别与移民研究的互动［Ｊ］．妇女研究论丛，２０１６，（４）．
Ｍａｒｙ　Ｂｅｔｈ　Ｍｉｌｌｓ．Ｔｈａｉ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Ｃｏｎｓｕｍｉｎｇ　Ｄｅｓｉｒｅｓ，Ｃｏｎｔｅｓｔｅｄ　ｓｅｌｖｅｓ［Ｍ］．Ｌｏｎｄｏｎ：

Ｒｕｔｇｅｒ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１１４．
Ｆｉｏｎａ　Ｗｉｌｌｉａ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ｒｅ：Ｔｈｅｍｅ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Ｊ］．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０（３）．
Ｅｍｉｌｉｅ　Ｈａｆｎｅｒ－Ｂｕｒｔｏｎ，Ｍａｒｋ　Ａ．Ｐｏｌｌａｃｋ．Ｇｅｎｄｅｒ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Ｊ］．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Ｌｅｇ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２，（３）．
Ｊａｎｅ　Ｌｅｗｉｓ．Ｇｅｎｄｅｒ，Ａｇｅ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Ｎｅｗ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Ｃａｒ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Ｊ］．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２）．



究关键词的概念化。①

在联合国与国际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尽管移民问题本身依旧是一个全球治理中涉及国别政治、双

边、多边和区域关系的复杂议题，但女性移民研究还是冲破了国家边界的藩篱，得以在一个跨国视域下

进行探讨。并通过国家内部政策的调整，国家之间的合作，以及各个层级的国际组织、区域妇女、移民保

护组织、本地化的草根组织有针对性的专题和项目支持等一系列社会力量的共同推动，特定国家／地区

的女性移民在身份、权利以及生活和发展状况上获得了改善。然而，同时也应该重视，全球女性移民研

究还面临３个尚待拓展研究的问题：一是现有研究主要聚焦南北流向的女性移民及发展研究，仅有少量

研究关注南南区域内部的妇女流动及发展研究；二是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特定国家之间的妇女流动，缺
乏区域研究的整体视野；三是现有研究，尤其是有关女性移民的政策研究主要以移民接收国为主，缺少

在移民输出国视域下，针对女性移民输出前与返乡后的相关研究。
三、中国学者开展的女性移民研究脉络梳理

从１９世纪后期开始，移民研究就开始进入西方传统移民接收国各个学科的研究视域内，并由此产

生了丰富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一个事实是：无论哪个范式的移民理论，都没有对国内与国际移民

研究进行区隔，因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人口流动，都是由社会、经济和文化变迁所驱动的过程。而在

诸如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国内人口流动对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国际人口流

动。恰如学者Ｋｉｎｇ和Ｓｋｅｌｄｏｎ所说：“两种人口流动现象往往是紧密相连的，一国农村－城市人口流动

还往往是边境地区跨境流动的序曲。”②作为全世界国内人口流动数量最大的国家，中国国内的城乡人

口流动研究是全球移民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中国对于全球女性移民研究的贡献就研究的地域空间

而言，主要有３个部分组成：一是内地以农村－城市为主导流向的妇女流动研究；二是对边境地区跨境婚

姻移民开展的研究；三是以台湾地区为接收地的女性劳动力和婚姻移民研究。
（一）农村－城市妇女流动研究

１９９５年世妇会的召开，可以作为一个时间坐标，将国内农村－城市女性移民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开始的，伴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中的妇女成了国内

人口流动中的一个主要研究对象，引起了学者的重视，与国外早期移民研究中女性移民“缺场”的情形不

同，国内人口流动从一开始就将妇女移民纳入到了研究场域中。只不过在早期的研究中，研究者更多的

只是将两性性别作为一种选择女性流动者作为研究对象的分类方式，在计划生育政策严格实施的大背

景下，聚焦于流动带来的女性移民在生殖健康、婚姻、生育状况等人口学特征的变化关系。③ 也有少量

的研究开始关注由西部向东部，农村向城市妇女婚姻迁徙现象，④并由此注意到妇女流动过程中的人口

贩卖问题，⑤以及移民妇女在城市中的双重边缘角色。⑥ 值得一提的是，在早期的研究中，学者已将流

动的妇女定位于主动的劳动力移民，肯定了农村女性移民在现代化转型时期，同时作为农业生产力和城

市经济的劳动者和创造者的价值与贡献。⑦

第二阶段是世妇会召开后，社会性别概念在国内学术界完成了引入和逐渐普及的过程，国内城乡妇

女流动的相关研究，也得以透过性别视角进行观察和分析。这一阶段的研究出现了３个显著的特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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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Ｐｅｔｒａ　Ｄａｎｎｅｃｋｅｒ．Ｍｉｇｒａｎｔ　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ｇｅｎｄｅｒ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Ｐｌａｃｅ，２０１０，
（５）．

Ｋｉｎｇ，Ｒ．＆ Ｓｋｅｌｄｏｎ，Ｒ．“Ｍｉｎｄ　ｔｈｅ　Ｇａｐ！”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０，（１０）．

田心源．人口流动·妇孕生育孩子变［Ｊ］．中国人口科学，１９９０，（４）．
张和生．婚姻大流动：外流妇女婚姻调查纪实［Ｍ］．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３６．
庄平．关于我国买卖妇女社会现象的分析［Ｊ］．社会学研究，１９９１，（５）．
啸天．都市边缘女［Ｊ］．妇女研究论丛，１９９４，（３）．
孟宪范．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中国农村妇女［Ｊ］．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９３，（４）．



是研究的议题和内容得到了扩展和深化，二是研究理论和方法呈现多元化趋势，三是与国际移民性别化

研究的发展轨迹相似，从关注流动中的妇女过渡到聚焦流动中的性别身份和性别关系研究。

首先在研究的议题和内容上，国内学者除了继续关注流动妇女的健康研究之外，更对女性移民的社

会权利与社会保障、①职业流动与个人发展、②人格塑造与心理健康、③家庭暴力问题、④贫困与减贫⑤等

与流动妇女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的内容进行了拓展研究。研究者也不再局限于将流动妇女作为一个均

质化的群体进行研究，而是针对女性移民特定的族群身份、从事职业，以及年龄等多重身份，在不同地域

空间下开展研究。⑥ 其次，在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上尝试与国际接轨，采取了一些性别研究中的经典理论

工具，在本土女性移民研究中广泛使用。例如伴随１９６０年代起在联合国和各个国际组织的推动下，“妇
女参与发展”（ＷＩＤ）过渡到“妇女与发展”（ＷＡＤ），再到今天的“性别与发展”（ＧＡＤ）３种妇女发展研究

范式得以产生和融合，国内学术界也积极地将这３种研究范式运用于农村－城市的妇女流动研究中，关

注妇女在迁徙过程中的能动性施展、家庭贡献，以及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⑦ 此外，在性别研究中国

化与国际化的互动中，学者们也进一步拓展了研究对象的范围，除了继续以流动妇女为研究对象之外，
还通过量化与质性研究方法结合，分析农村男性流动，对留守妇女在家庭中决策权力的影响；探讨妇女

流动引发的母职缺席，随之而来的留守儿童的照料问题；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博士杜平在她出版的最新

著作中，还将多元交织性（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作为分析工具，探讨男女两性农民工在阶级和性别交织的社

会背景下，在私人家庭、农村社区空间和城市空间的选择与生存。⑧

（二）边境地区跨境婚姻移民研究

中国西南地区与老、缅、越三国，以及东北地区与韩国的跨境婚姻移民研究已成为边疆地区跨境人

口流动中的一个主要议题，并形成了各级政府调查组织与学者相融合的研究力量。大部分对跨境婚姻

移民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以下５个方面问题的描述和分析，呼吁从顶层设计上构建我国移民法成了大量

学者的一致表述。
一是对跨境婚姻移民剧增现象的产生动因，大多借用１９世纪地理学家Ｒａｖｅｎｓｔｅｉｎ在做关于“迁移

法则”研究时首先提出的推－拉模型（ｐｕｓｈ－ｐｕｌｌ　ｍｏｄｅｌ）分析跨境婚姻移民人口流动的供求关系，并认为

包括移民法律和个体因素在内的输出国与我国作为移民输入国之间积极和消极的因素是造成移民的根

本原因。⑨ 事实上，作为有关移民研究最早的理论模型之一，推－拉模型存在的缺陷已被当代移民研究

者反复指出，推－拉模型仅仅指出了影响移民迁移的一组动因，却未对各个因素在移民迁徙结构中的作

用和相互关系给予严谨的阐释，缺乏准确清晰的研究机制，国外移民研究者已一致认为它不是一个完整

理论，而仅仅只是一种研究模型（ｍｏｄｅｌ）。因此再采用这一理论模型分析我国当前的跨境婚姻移民现

象，无论是从研究理论还是研究方法上来说都与当前国际移民研究，尤其是移民的性别化研究形势形成

了巨大的差距。
二是将跨境婚姻现象放置于族群、文化和地缘接近性中探讨跨境婚姻形成的动因。这种将跨境婚

·３５１·　第３期 陈　雪：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女性移民研究回顾与思考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陈爱萍，宋运英．浅析妇女流动人口劳动保障的措施［Ｊ］．政法学刊，２００３，（６）．
孙琼如．外来农村妇女职业流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泉州市流动人口为例［Ｊ］．人口与发展，２００７，（４）．
刘越，黄慧娟，林朝镇，尹勤．竺波流动妇女人格特征与心理健康关系［Ｊ］．中国公共卫生，２０１０，（５）．
孙峰，楼超华，程艳，涂晓雯．上海市流动人口已婚妇女对家庭暴力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Ｊ］．国际生殖健康／计划

生育杂志，２０１２，（３）．
张晓颖，冯贺霞，王小林．流动妇女多 维 贫 困 分 析———基 于 北 京 市４５１名 家 政 服 务 从 业 人 员 的 调 查［Ｊ］．经 济 评

论，２０１６，（３）．
杨国才．边疆少数民族妇女流动的特征及变化［Ｊ］．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６）．
罗桂芬．农村妇女劳动力主体能动性发挥与农村社会发展［Ｊ］．管理世界，２００１，（５）．
杜平．男工·女工：当代中国农民工的性别、家庭与迁移［Ｍ］．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１２４．
戴波．中缅、中老、中越少数民族跨境婚姻行为的经济学思考［Ｊ］．世界民族，２０１６，（２）．



姻移民放置于特定空间进行探讨的方式，能够对跨境婚姻移民形成的时空文化延续性进行一定程度上

的剖析，但却不能解释跨境婚姻移民形成阶段性一边倒增长趋势的根本原因，而且这类研究大都集中于

跨境婚姻移民的族群认同身份，而忽略了婚姻移民以女性为主体的性别化身份，也忽视了婚姻移民处于

社会底层空间迁徙的阶层化流动特征。①

三是在跨国主义研究框架中展开对跨境婚姻移民的研究，将跨境婚姻移民现象放置于我国与周边

国家的关系，以及在经济和资本的区域性流动中进行探讨。② 这种研究倾向已经尝试将婚姻移民现象

放到了一个相对宏观的区域化视阈范围内进行探讨，通过国家与国家之间，区域之间的经济和政治联

系，来探讨跨境婚姻移民现象发生的深层次动因。但这类研究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忽略了以女性为主

体的跨境婚姻移民的主体选择性。
四是将跨境婚姻移民人口增长视为我国性别人口比例失衡的一种解决途径进行描述分析。这也成

为了解释跨境婚姻现象“合理性”的一种普遍观点。③ 但这种观点忽视了婚姻移民剧增现象与经济发展

的内在联系，忽视了跨境婚姻移民作为劳动力的一种补充形式流入我国边疆地区这一根本动因。
五是从法律和社会治理的角度出发探讨跨境婚姻移民对边疆治理造成的冲击，以及跨境婚姻移民

“非法性”身份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对跨境婚姻移民家庭自身发展，尤其是对婚姻移民子女成长带

来的影响和困难。④ 但目前的大多数研究忽略了婚姻移民在新生家 庭 和 当 地 社 会 发 展 中 的 价 值 与 贡

献，未从跨境婚姻移民权利保障的视角出发，并且很少参考其他具有相似现象的国家和地区治理跨境婚

姻移民的政策经验，仅局限于狭小的本地化语境中进行探讨，未能对解决跨境婚姻移民治理与移民及其

家庭发展之间的矛盾提出有效建议。
（三）台湾跨境女性移民研究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起台湾学者就开始对来自大陆的婚姻移民进行研究，伴随东南亚各国女性劳动

力移民和婚姻移民的大量涌入，台湾学界对跨境女性移民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台湾学者对整

个国际移民性别化研究在观点、理论、方法，以及政策上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是南南区域中促进地区与女

性移民共同发展的示范基地。台湾地区研究的特点在于：一是从跨国视域而非本土视域研究；⑤二是将

女性移民作为研究主体，以保护这一群体的权益为研究出发点，分析女性在劳动力移民和婚姻移民之间

的身份转换、强调女性移民对当地社会的价值和贡献，通过梳理女性移民区域迁徙的商业化链条，分析

女性移民在多重权利结构中受到的压制；⑥三是政策制定者与学界、非 政 府 组 织 之 间 形 成 了 良 好 的 互

动，构成了女性移民被接纳和融入的良好政策和社会环境，并通过完善的社工组织对女性移民开展全方

位多层次的服务。⑦

回顾我国学者开展的女性移民研究，不难发现：首先，伴随世妇会的召开，性别／妇女研究学科的发

展，性别视角已成为女性移民研究，尤其是国内农村－城市流动妇女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工

具；其次，边境地区的跨境婚姻移民研究已成为了我国跨国流动人口研究中的一个重点，但绝大多数研

究都是在国家治理视角下展开，仅有少量研究运用了跨国视角、性别研究视角，在当前的研究语境下，跨
国女性移民更多地被视为影响边境安全、带来各种非法社会问题的“闯入者”，她们在迁徙过程中的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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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谷家荣．地域、身份与认同———云南金水河村傣族跨国婚姻调查［Ｊ］．青海民族研究，２００９，（４）．
杨晓兰．桥头堡建设战略下中缅边民跨境婚姻管理创新探索［Ｊ］．云南财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４）．
孙卫．云南省边境地区跨国婚姻问题研究———以临沧市为例［Ｊ］．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２０１３，（４）．
雷明光，王保同，等．我国边民跨境婚姻家庭的困境 与 思 考———以 云 南、广 西 边 境 地 区 为 例［Ｊ］．中 央 民 族 大 学 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２）．
游素玲．跨国女性研究导读［Ｃ］．台北：五南，２０１１；蓝佩嘉．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 家 庭［Ｍ］．吉

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１１．
马宗洁．压迫概念之认识：以服务新移民工作者为例［Ｊ］．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刊，２０１１，（２）．
陈芬苓．女性新移民生活状况的转变与政策意涵［Ｊ］．东吴社会工作学报，２０１４，（２７）．



性，在跨国空间中对原籍国家庭、社会，对新组建的跨国家庭、边疆地区发展的价值贡献，与跨境生活中

遭遇的生存困境和脆弱性却很少成为研究的重点；再次，有关女性移民研究的论著较多，但对移民理论

的实践运用却是相对滞后的，大多数研究仍在采用诸如推－拉模型等较老的理论工具进行女性移民研究

分析，不仅不利于移民实证研究的理论提升，不利于移民研究与国际学界的对话和交流，而台湾地区有

关女性移民研究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海峡两岸形势，未能开展广泛的学术

交流，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尚未汇合提炼成为我国移民女性化研究的经验和方案；最后，我国现有的研

究主要是基于移民接收国立场之上展开的研究，而忽略了我国同时作为传统移民输出大国的身份，仅有

极少量的研究关注到输出女性移民，且实证研究较少，向外输出的女性移民较多地出现在海外旅居作家

的笔下，而在我国的学术研究中一再缺席。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女性移民研究的中国话语构建

２０１７年２月和１１月，联合国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多次写入联合国决议中，体现了国际社

会对这一思想体系的广泛支持，以及对中国在新时期全球治理中的新角色新实践的拥抱。可以预见在

区域化、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之下，未来有关移民和性别的研究还将成为全球治理、国际学界共同

参与的重要议题之一。在这场有关女性移民的国际讨论中，中国学者不应该缺席。尤其是伴随我国人

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开展全球女性移民研究的中国话语建构的紧迫性更为突显。这既是由于我

国作为国内人口流动的大国，国内移民治理问题没有可以直接借鉴的国外经验，无论是处理农村－城市

人口流动，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养育和照料问题，还是保护流动妇女权益，促进乡村与城市共同

发展都需要积累更多有关流动妇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还因为我国同时兼具移民输出／输入国身份，开

展输出和输入两个流向的女性移民研究，不仅有利于识别流动妇女的价值，更有利于通过女性移民流动

的力量，消除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对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误解，对中国发展的担忧和质疑。故而，开

展全球女性移民的中国建构，是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之举，是积极参与区域和全球治理之行，更是

促进国内与国际妇女发展事业之需。
构建全球女性移民研究的中国话语须从以下几个路径展开：
首先要汇合海峡两岸关于女性移民研究的相关成果，提炼有关国内外妇女流动研究和治理的中国

经验。大陆学者在国内农村－城市妇女流动、边疆地区跨境妇女流动研究中的实践研究经验，是可以并

也应该与台湾学者对于跨海峡大陆女性移民、东南亚女性移民的研究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学术交流和对

话。从台湾学者对入台婚姻移民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台湾学界对大陆婚姻移民多怀有同情与关爱之义，
呼吁改变大陆婚姻移民领取相关证照要比他国婚姻移民时间延长２年的政策现状，减少对大陆婚姻移

民的歧视也是学者们普遍的表达。因此，无论是从联络海峡两岸学者的学术情感，促进彼此在相关研究

议题和观点上达成共识，从而形成海峡两岸有关全球移民研究学术共同体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借鉴台湾

地区学界和社工组织形成合力促进女性移民融入、治理与发展方面的经验来说，促进两岸学者的互动交

流都是构建全球女性移民研究中国话语的第一步。
其次要扩大女性移民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在继续将国内农村－城市流动妇女研究作为我国女性移

民的研究重点和特色的同时，更要拓展对境内跨国流动妇女的研究类型，转变仅以婚姻移民为研究对象

的固化研究思维，将劳动力移民、经商移民和留学生等多种类型的女性移民纳入研究视野，另外我国向

外输出的女性移民也应该作为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但需要强调的是，在扩大研究对象和视域范围之

时，应该将南南区域内的女性流动作为我国构建女性移民研究学术话语体系的重点，尤其是关注我国在

亚洲区域内，与周边国家、其他国家之间妇女的双向流动。南南区域内部国际移民的一个有别于南北移

民的重要特征就是：非规范／无证移民成了一种主要的移民类型。无证移民对区域输出和输入国的治理

都形成了困境，“例外的状态”同时又使移民远离于法律保护之外，成为边缘的他者。因此，在研究中要

具有性别、区域共同治理、共同发展这三种意识，并要理解移民与接收国长期以来存在的血缘、族群与文

化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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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充分吸收移民理论和方法的最新成果，针对国际学界的观点交锋，积极开展实践研究，参与

国际学界的探讨，发出中国声音。移民研究专家Ｃａｓｔｌｅｓ认为１９４５年二战结束以来，移民研究成为社会

科学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不同范式、不同流派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层出不穷，但迄今为止也无被广

泛认可的移民理论，学者们对移民动因的解释也千差万别。① 尽管如此，在全球女性移民研究中，性别

和发展成为了两个研究关键词，诸如全球照护链、国际劳动力的性别化分工、“汇款效应”、多元交织性等

还是成了重要的理论产出与研究工具。构建女性移民研究的中国话语，既需要吸纳与实践这些研究成

果，又需要回应学界对移民与妇女发展、性别平等相互之间关系的学术争论与探讨，从性别视角，从案例

入手，关注不同地区女性流动的差异，关注流动妇女在宏观和微观层面的贡献，并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角度去思考如何促进移民、国家和区域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而这些研究成果本身也将成为丰富

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的积淀与支撑，成为促进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理解、认同的桥梁与

路径。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ｅｍａｌｅ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ｋｉ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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