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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简况

“中国与亚洲的移民:实践与政策”国际

会议于 2010 年 5 月 20 ～ 21 日在北京召开。
本次国际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

与人类 学 研 究 所①和“国 际 大 都 市 组 织”联

合主办，由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中国国

际友谊促进会、国际企业人类学委员会、中国

都市人类学委员会等 4 个机构协办。来自北

美洲、欧洲、大洋洲、亚洲等 25 个国家和地区

的学者参加了会议。
移民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国际性的社会

经济问题。随着全球化发展 的 进 程，移 民 及

其相关问题日益引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

政府和学术界的关注。
这次会议是该组 织 在 中 国，也 是 在 亚 洲

召开的第一次国际会议，其意义非常 重 大 而

深远。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

所副所长黄行研究员在开幕式讲话 中 提 议，

国家民委主管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与

中国社会 科 学 院 民 族 学 与 人 类 学 研 究 所 联

合，在 适 当 时 机 申 办“国 际 大 都 市 组 织”于

2012 年举行的第 17 届国际会议。在开幕式

致辞中，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秘 书 长 黄

忠彩表示，愿意与在座的各国学者一道合作，

共同推进 有 关 移 民 问 题 和 文 化 多 样 性 的 研

究，为建设更加文明、公正和谐的社会作出不

懈的努力。国家民委国际交流合作司副司长

巴莫阿依博士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本 次 会

议的议题与国家民委提倡的保护和发展民族

文化多样性的政策密切相关。国家民委国际

司支持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和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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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有关领导的大力支 持 及 工 作 人 员 的 不 断 努 力 下，该

所于 2009 年 11 月 顺 利 成 为“国 际 大 都 市 组 织”
(Metropolis International) 的正式合作伙伴，是中国境

内惟一的合 作 伙 伴 ( 换 言 之，是 代 表 中 国 参 与 这 个

国际组织的 惟 一 机 构 ) ，也 是 东 亚、东 南 亚、南 亚 等

亚洲地区 的 惟 一 合 作 伙 伴;与 此 同 时，该 所 也 成 为

“国 际 大 都 市 组 织”筹 划 指 导 委 员 会 ( steering
committee) 的正式委员 单 位，以 后 可 以 派 人 参 与“国

际大都市组 织”的 工 作 会 议，与 其 他 国 家 的 成 员 一

起共同商议有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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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院等机构合作，申办 2012 年“国际大都

市组织第 17 届大会”，共同推进有关移民问

题和文化多样性的研究。
参加会议的近 90 位学者中，有 70 位 发

表了论文。他们的论文分别探讨了中国与亚

洲的移民、回归移民( 新发展、新回应)、移民

的民族文化和企业发展、有技能和无 技 能 的

移民、年青移民和国际教育、移民的性别与跨

族婚姻、海外华人及散居海外的侨民、多民族

的社会认同与社会和谐等议题。

二、中国与亚洲的移民

在东亚和东南亚 地 区 各 国 的 工 业 化、城

市化过程中，都出现了巨大 的 移 民 运 动。根

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的《2005 年世界移民

报告》，2000 年 全 世 界 共 有 1. 76 亿 移 民，到

2005 年 全 球 移 民 人 数 增 加 到 了 1. 92 亿 人。
根据中国政府的估算，有超过 40 万的中国人

在国外充当劳工。①

美国学 者 在 关 于 东 亚 移 民 的 主 旨 发 言

中，不但指出了东亚移民在世界移民 中 的 重

要性，而且特别指出了中国移民在其 中 的 重

要性，因为中国移民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其流

出和流入的类型也多种多样，值得深入研究。
香港中文大学的学者研究了来自南亚和非洲

的大约 6000 名 在 香 港 寻 求 避 难 的 人。来 自

马来西亚的学者讨论的是泰国与马来西亚边

境的土著人移民问题。
在中国，自 1978 年 改 革 开 放 以 来，随 着

人口流动的大量增加，流动人口曾经 引 起 了

人口学、经济学、地 理 学、社 会 学、历 史 学、人

类学等多门学科研究者的关注，以及 政 府 有

关部门( 如农业、公安等部门) 的重视。20 世

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 代 初，对 当 代 流 动 人 口

的调查与研究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焦 点 之 一。
自 1996 年起，人 口 迁 移 研 究 更 加 深 入，研 究

成果在数量上的增加已经明显减缓，而 在 研

究方法的创新、国外研究方法的引入，以及跨

学科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对中国日益增多 的 外 国 移 民 问 题，与 会

学者们围绕以下两个问题展开了讨论。
1. 中国是否应该成为移民接收国家

有些学者指出，中 国 目 前 还 不 是 人 口 输

入国，也不应该成为移民接收国。这是因为，

中国的人口众多，资源和就业机会有限，本国

自身的就业、资源和政府管理的压力就很大，

如果输 入 外 国 人 口 将 增 大 本 国 的 压 力。对

此，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从国际移民

理论上看，根据推拉理论、经 济 均 衡 理 论、国

际分工理 论 和 劳 动 力 市 场 分 割 理 论 等 的 原

理，外国人 口 迁 移 到 中 国，与 我 国 的 人 口 众

多、资源和就业机会有限等 并 不 矛 盾。中 国

政府 30 年来积极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引进了

大量外国的资本和技术，为中国提供 了 众 多

的就业机会。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全
球经济均 衡 和 劳 动 力 市 场 呈 现 出 了 新 的 格

局，外国公司是中国新增的企业，其外籍雇员

得到的也是新增的就业机会，这不但 没 有 挤

压中国自身的人才和就业市场，而且 使 中 国

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我国许多有 技 术 的

人才和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也在外国投资的企

业中获得了不少就业和发展的机会。另一方

面，从现实情况看，迁移到中国的外国人口在

中国经济腾飞中获得了自己的就业和发展机

会，他们各得其所，而不是抢了中国人的“饭

碗”。比 如，在 上 海，外 国 人 约 有 15 万 人，

81. 6% 的外国人分布于近 2 万家外商投资的

企业里，主要担任企业中层以上的管 理 人 员

和中高级技术专家;在国外公司驻沪办事处、
国外银行驻沪代表机构的外国人占 13. 5% ;

只有 5% 左 右 的 外 国 人 在 一 些 国 有 企 业、私

营企业等非境外投资企业 中 工 作。总 之，外

国的资本和技术进入中国，增大了中 国 的 经

济总量，也增加了中国人的就业机会。
这些学者还认为，中 国 目 前 还 不 是 人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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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2005 年 世 界 移 民 报 告》(World
Migration 2005) ，第 1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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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国，因 为 中 国 自 1958 年 起 实 行“户 口”
制度，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到目前为

止，中国还 没 有 实 行“国 际 移 民 法”，对 外 国

人来中国就业也是严格控制的。根据有关的

国际移民理论，人口大规模地向某一 个 方 向

或目 的 地 迁 移，会 形 成 一 种 迁 移 流 ( 移 民

潮)。虽然，中 国 目 前 尚 没 有 一 部 专 门 的 法

律来规范外国移民的管理，但是，外国人口大

量地、持续地迁入中国已成为一种不 可 逆 转

的事实。面对这种现实情况，尽 管 有 些 学 者

不愿意承认中国是人口输入国，但是，中国实

际上已经是一个移民接收国。这在世界历史

上是有先例的。例如，英国、法国、德国、荷兰

等欧洲国家，原来都是移民 输 出 国，后 来，特

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许多 国 家 也

逐渐地从移民输出国转变为人口输入国。有

学者指出，在全球化的国际分工和劳 动 力 市

场背景下，中国也将不仅是移民输出国，而会

成为移民输出国和人口输入国。
从发达国家发展 的 历 史 来 看，接 受 外 国

移民的迁 入 往 往 体 现 了 一 国 综 合 国 力 的 上

升，而妥善解决好外国移民流入带来 的 各 种

社会经济问题则是一个国家开放和成熟的标

志。因此，有的学者倡议，我国应开始酝酿起

草一部与国际移民有关的法规，以推 动 中 国

更好地应对由人口输出国向输入国的转变。
2. 中国的外国移民

近年来，越来越多 的 外 国 移 民 使 中 国 城

市化进程面临新的挑战。这主要是因为多年

来我们在搞城市建设的过程中，主要 抓 的 是

经济建设，注重的是对外招商引资，而没有想

到大量的 外 国 人 也 随 之 来 到 中 国 工 作 和 生

活。据不完全统计，在广州临 时 居 住 的 外 国

人每年约 50 万人，居住一年以上的外国人约

有 1. 7 万人，人数之众在全国省 会 城 市 中 首

屈一指。在北京工作或学习、有 租 房 需 求 的

外国人大约有 20 万人。随着全球化的进程，

越来越多的外国移民来华问题应引起中国政

府和学界的高度重视。现在，我 国 已 从 传 统

的移民输出国，变成为新的 移 民 接 收 国。然

而，面对数量不断增加的外国移民，有关的政

府部门和相关学者在对外国人的管 理 政 策、
办 法、观 念 等 方 面，还 跟 不 上 现 实 情 况 的

变化。
最近几年，中国有 200 多个大城市提 出

了建设国际化都市的设想。其 中，北 京 还 计

划建设为世界级城市。要建设国际化都市或

世界级城市，不但意味着城市中有为 数 众 多

的跨国公司，引进大量的外国资金和技术，吸

引来自于世界各国的游客，而且意味 着 城 市

居民中有 大 量 来 自 世 界 不 同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人，他们中 有 资 金 雄 厚 的 投 资 者、高 级 经 理

人，也有普通的技术人员和小商人;他们的种

族、语言、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也是千差万

别的。从发达国家发展的历 史 来 看，外 国 移

民的流入往往体现了一国综合国力 的 上 升，

而妥善解决好外国移民流入带来的各种社会

经济问题则是一个国家开放和成熟的标志。
中国当前对于外国移民的管理政策一直

散见于出 入 境 管 理 制 度 和 招 商 引 资 两 个 方

面，目前尚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来规 范 外 来

移民的管理，保障和规范外来移民人 口 的 发

展。中国可以借鉴发达国家 的 经 验，首 先 对

入境外国人口进行分类，如分成技能劳工、无
技能劳工、技 术 移 民 和 投 资 移 民 等 类 别; 然

后，在此基础上形成具体分类管理的办法，一

方面可以满足外国人来华发展的需 求，吸 引

海外人才，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更好地 保 障 外

来人口的在华权益，推动文化多样性。

三、多民族的社会认同与社会和谐

在城市环境中，移 民 自 身 所 携 带 的 本 民

族文化或乡村文化必然与城市的主体文化发

生一系列的接触和碰撞。在 很 多 情 况 下，少

数族裔移民面临着语言能力和工作技能不强

等劣势，以及子女教育、住房和宗教等方面的

问题。这需要一个广泛的整合过程。在世界

的不同地区，发生民族之间的紧张和 冲 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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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由于少数民族的期望和心愿 未 能 得

到满足。这一现象在多民族的城市中是相当

明显的。因此，这是一个亟待 给 予 关 注 的 重

要问题。
在关 于“多 民 族 的 社 会 认 同 与 社 会 和

谐”的专题研讨中，与会代表都在探讨:在实

践中，如何在一个国家中处理好民族 多 样 性

和国家统一之间的关系。少数民族移民在迁

往城市之后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他们还能保

留自己的传统文化和独特的认同吗? 安德森

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

布》一书，作 为 当 代 研 究 民 族 与 民 族 主 义 的

经典著作，提出了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

都是“特 殊 的 文 化 的 人 造 物”的 见 解。德 国

学者在题为《对移民社会的社会归属感的探

讨:一个比较研究的理论概念》的论文中，以

安德森的观点为基点，并结合学界对 认 同 概

念和跨国主义的观点，对加拿大温哥 华 的 华

人移民和德国的土耳其人移民在不同的多元

文化社会中的社会归属感进行了比 较 研 究。
日本学者指出，日本一直被认为是一 个 单 一

民族的国家，但是，在日本居住的外国人日益

增多，已从 1980 年的 78 万增加到了 2008 年

的 220 万。尽 管 外 国 人 只 占 日 本 总 人 口 的

1. 7% ，但是，日本已成为 一 个 多 民 族 和 多 文

化 的 社 会。日 本 国 立 民 族 学 博 物 馆 曾 于

2004 年举办了 一 个 主 题 为《多 民 族 的 日 本:

在日本居住的外国人》的特别展览。无论是

目前还是未来，外国移民的公民权和 人 权 都

是日本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新加坡学者在

题为《多元 文 化 的 印 尼 之 华 人》的 论 文 中 认

为，华人不只是一个生活于印尼的少数族裔，

也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其命运与这个 国 家 的

发展前途息息相关。目前印尼华侨华人总数

有近 1000 万，约 占 印 尼 总 人 口 的 5% ，其 中

90% 以上 已 加 入 了 印 尼 国 籍。1998 年 发 生

了“五月暴乱”，一些暴徒有组织地在华人聚

居区焚毁店 屋，抢 劫 财 物，共 有 近 1200 名 华

人被屠杀，168 名 华 人 妇 女 被 强 暴。印 尼 华

人习惯上把苏哈托下台以来的 10 年 称 为 印

尼的“十年改革开放”。10 多年来，印尼总统

和官员还在 一 些 场 合 多 次 提 到“融 合”的 概

念。印尼华人的政治、经济、语言和文化艺术

地位受到政府和主流社会的认同;华 人 的 言

论和集会权利也获得尊重;印尼华人 参 政 的

意识明显提高。
在这个 专 题 小 组 上 宣 读 的 其 他 论 文 还

有:来自德国的学者探讨了德中跨国 家 庭 中

两种文化的关系;南京理工大学人文 学 院 社

会学系李崇新的论文是对俄勒冈州塞勒姆华

人福音教会的人类学考察。

四、移民回归的新发展和新回应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学者关于“移民回

归的新发展和新回应”的专题研讨包括三个

方面。由于全球化的经济动 力，不 少 亚 洲 年

轻人来到北美求学，以便挣 得 更 多 的 钱。由

于同样的原因，不少亚洲年轻人回归 到 自 己

的来源地，特别是回到中国大陆和香港，因为

这里是世界经济的引擎。导致亚洲年轻人在

完成了西方学业之后回到来源地就业的社会

基础是，他们与来源地的社会网络的 连 接 性

和他们对本民族的认同。国 内 学 者 认 为，自

1978 年以来的留学大潮后，截至 2008 年，我

国送出留学人员总数为 139 万，居世界首位。
同时，归国的留学人员为 39 万。与传统华侨

回国投资大多从事生产严重依靠廉价资源与

劳动力、消费严重依赖出口的低端制 造 业 不

同，高科技产业与新经济领域是高学 历 的 海

归人员创业的主要阵地，他们很少从 事 房 地

产以及低端制造业，创业领域主要在 填 补 国

内空白行业，完善中国经济结构。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学者在关于留学生

与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的论文中认 为，长 期

以来留学人员的“滞留海外”现象备受关注，

如何阻止人才外流，促进人才回归一 直 是 研

究的主题，而鲜见对滞留海外的留学人员，特

别是文科留学人员对于祖国社会发展所作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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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方面的论著。基于这种现状，她以 20 世纪

80 年代初留学日本的国家公派本科生为例，

通过对公开发表的有关教学科研国际交流等

资料的详尽分析，阐述留学生出身的 在 日 中

国学者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
由于全球金融危机，2009 年春节前中国

大陆有 2200 万 农 民 工 返 回 家 乡，对 此，澳 大

利亚 墨 尔 本 大 学 的 王 耀 林 ( Mark Yaolin
Wang) 副教 授 于 2009 年 1 ～ 2 月 对 2700 名

回乡农民工进行了调研。他 的 研 究 显 示，农

民工返回家乡实属无奈之举，他们还 将 继 续

外出就业，但是不一定到大城市和沿 海 地 区

打工，而更有可能在一些小城市或与 家 乡 邻

近的中心城市打工。

五、海外华人及散居海外的侨民

关于“海外华人及散居海外的侨民”，著

名的海外华人研究专家、加拿大萨斯 喀 彻 温

大学李胜生(Peter Li) 教授①在主旨演讲“海

外华人人口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提出了

如何界定海外华人的问题，并分析了 海 外 华

人在居住国的地位和作用。李 教 授 指 出，海

外 华 人 人 口 1955 年 为 1100 万，1980 年 为

1100 万，2007 年为 3900 万。李教授还预计，

到 2030 年，全 球 的 海 外 华 人 人 口 将 达 到

5000 万，其中，70% 分布在亚洲，30% 分布在

北美、澳洲、欧洲等地区。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与亚裔

美国人研究中心的周敏教授通过考察一个华

人国际组织，探讨了华人移民的国际 性 和 在

美国的经济和社会整合情况。华人在美国有

1370 个社团 组 织，她 考 察 了 55 个 国 际 性 的

华人组织。这些组织既有传 统 的 地 缘 性 的、
宗亲性的组织，也 有 公 民 性 团 体、音 乐 /艺 术

类团体、运动类团体、社会服 务 类 团 体、政 治

性团体、同学会、教育类团体、经济类团体、专
业人士组成的团体等。

加拿大亚太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张康清的

论文探讨的是人口流动与加拿大和中国的关

系，他特别谈到加拿大的侨民问题 ( 简称“加

侨”) ，加拿大作为移民接收国同时也输出了

不少人口，全球的侨民大约有 280 万，其中有

60 万侨居在亚洲。

六、移民的民族文化和企业发展

有 10 篇论文 探 讨 了 移 民 的 民 族 文 化 和

企业发展。荷兰学者指出，民 族 社 区 既 是 休

闲的场所也是消费的场所。荷兰学者分析了

荷兰华人的财富来源。芬兰学者分析了延边

朝鲜族迁移到韩国之后其资本的流 动 情 况。
挪威学者调查研究了在中国广州的尼日利亚

商人。西班牙学者分析了西班牙华人的人口

和资本流动情况。加拿大学者探讨了在全球

劳动力和资本流动的背景下从香港到广东省

的小额投资。泰国学者探讨了泰国的印度人

在曼谷建立的社区和设立的企业。台湾南开

大学的刘黄丽娟教授研究了台湾企业中的女

性工人。加拿大学者研究了马来西亚的女性

外国劳工。加拿大学者探讨了加拿大劳动力

市场上华人移民教育程度过高的现象。

七、有技能和无技能的移民

日本学者探讨了全球竞争对亚洲知识分

子的挑战。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学者比

较分析了从中国和印度到美国和加拿大的高

级技术移民。亚洲当前的合同式劳工移民体

系开始于 20 世纪 60 年 代，主 要 是 围 绕 西 亚

的石油 生 产 国 而 产 生 的。但 是，自 20 世 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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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教授曾当选为加拿大社会学与人类学协

会主席(2004 ～ 2005)、世 界 海 外 华 人 研 究 会 副 会 长

(2004 ～ 2010) ，2009 年 10 月 当 选 为 加 拿 大 皇 家 学

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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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出生率的降低，在亚洲的 日 本、韩 国、马 来

西亚、泰国、新加坡、文莱以及 中 国 香 港 和 台

湾等国家和地区，也产生了对劳工移 民 的 大

量需求。

八、关于移民的性别与跨族婚姻

有 7 篇论文探讨了移民的性别与跨族婚

姻问题。例如，自 1978 年以来中国妇女向东

南亚的迁移情况，在新加坡的中国陪读妈妈，

中国农民工的新婚家庭生活，日本、韩国和台

湾地区的女性移民的健康和生育问 题，巴 基

斯坦—日 本 跨 国 婚 姻 家 庭 的 个 案 调 查 研

究等。

九、结 语

本次会议 是“国 际 大 都 市 组 织”第 一 次

在亚洲召开的国际会议，具有划时代 的 里 程

碑价值。由此，中国学者在亚 洲 地 区 的 移 民

研究中可以处于主导性的地位，占据 一 个 宝

贵的国际学术制高点。

( 责任编辑:杨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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