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墨西哥移民在美国的地域分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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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地域分布集中是美国墨西哥移民的一大显著特征。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 ,墨西哥移民主要聚

居于美国西南部的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亚利桑那和中西部的伊利诺伊诸州。《1986 年移民改革与控制法》

颁布实施后 ,墨西哥移民的地域分布模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由高度集中向分散、多元化转向 ,移民从传

统定居地转向非传统“新定居地”。非传统定居地包括南部、中西部、东北部诸州和西北太平洋地区。地域模

式的改变致使墨西哥移民从一个区域性问题日渐成为一个全国性问题。传统分布模式的主导因素是历史、地

理与经济层面的 ,新定居地转向则缘于经济与政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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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西哥移民在美国移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

位 ,是当今美国最大的单一移民群体。墨西哥人

向美国较大规模的移民始于 20 世纪初前后 ,中经

几次移民浪潮 ,直至今日移民势头依然强劲。据

2000 年美国人口普查资料 ,美国的外国出生人口

为 3100 余万 ,其中墨西哥人接近 918 万 ,占美国

全部外国出生人口的 30 %。①另据华盛顿皮尤西

裔中心 (the Pew Hispanic Center) 2006 年 9 月的统

计数字 ,到 2005 年 ,有 1085. 6 万出生于墨西哥的

人生活在美国。②此外美国还有大量的墨西哥裔

人口。作为当下美国最大的移民群体 ,墨西哥移

民对美国的经济、政治、人口构成、社会与文化等

诸多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当然上述影响因墨

西哥移民在美国不同地区的分布状况而异。探寻

数量庞大的墨西哥移民在美国的地域分布模式及

其动因有助于深化对墨西哥移民问题的研究。

高度集中的区域分布

当今美国各地都有墨西哥移民的足迹 ,然而

他们在美国各州的分布从来都不是均衡的。相较

于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移民 ,墨西哥移民除了

规模巨大和持久延续性之外 ,地理分布高度集中

更是其鲜明的特征。在美国全部外来移民中 ,墨

西哥移民的地理集中程度是最高的。从地区层面

看 ,2000 年前后 ,62. 7 %的墨西哥移民居住于美国

西部 ,以下依次为 :南部 25. 3 % ;中西部 9. 6 % ;东

北部 2. 4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来自墨西

哥之外其他国家的移民在美国的分布较为均衡 ,

西部、南部和东北部接纳的非墨西哥移民各自占

约 30 % ,中西部的份额相对较轻 ,为 11 %。③地理

分布集中成为墨西哥移民一大特性。

墨西哥人向美国移民开启于美国西南部诸州

———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和得克萨

斯 ,这里的经济发展对墨西哥移民产生了旺盛的

需求 ,同时与墨西哥北部、西北部毗邻的地理位置

使其成为墨西哥移民的入境地 ,由于墨西哥移民

多本着就近落户原则 ,这些门户州自然成为他们

首选的定居地。早期墨西哥移民多属季节移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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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短期和循环性质 ,住在美国边境州便于往返

于两国之间。而且这些地区直到 1848 年都是墨

西哥领土 ,比起完全陌生的环境 ,墨西哥移民在这

些已有大量墨西哥裔美国人居住的地区更容易适

应 ,“墨西哥移民来到美国 ,特别是加州 ,发现了一

系列熟悉的文化习俗、活动和人际网络 ,使加州看

似墨西哥人留在身后的生活和文化传统的延

续”。④

诚然 ,即使在边境诸州 ,地理因素也不意味着

一切 ,有些州一直比其他的州更具吸引力 ;而且非

边境州 ———伊利诺伊 ———多年来一直是墨西哥移

民一个重要的目的地州 (destination) 。除了易于理

解的历史、地理因素外 ,经济增长的律动也发挥了

重要作用。墨西哥人被那些他们认为工资优厚的

工作 ———农业、矿业和铁路建设 ———吸引到美国

西南地区。同样 ,成千上万的墨西哥人受到美国

工厂的诱惑前往中西部 ,特别是伊利诺伊州的芝

加哥。“芝加哥因其铁路枢纽地位、钢铁厂和罐头

工厂 ,成为移民的一个重要中心”。⑤

揆诸历史 ,最初墨西哥移民在新墨西哥州人

数最为集中 ,1850 年有 75 %的墨西哥裔人口居住

在新墨西哥。⑥但是当时的墨西哥移民绝对人数

很少。1900 年前后得克萨斯的墨西哥人口超过

了新墨西哥。在美国所有的州当中 ,得克萨斯与

墨西哥共有边界线最长 ,与墨西哥内地人口中心

最为接近 ,最早的跨国铁路线也正是在此穿越美

墨边境的。“对移民的地理分布考察显示 ,1900

年得克萨斯的墨西哥定居者人口为 71062 人 ;亚

利桑那 14172 人 ;加利福尼亚 8096 人 ;新墨西哥

6649 人 ;在其他任何一州没有达到 500 人的。也

许墨西哥移民在得克萨斯人数最多是由于该州拥

有数量最多的从法律上看是美国人 ,但实际上从

种族属性看是操西班牙语的墨西哥人 ,很自然这

吸引了更多墨西哥定居者”。⑦在 20 世纪的上半

叶 ,大多数到美国的墨西哥移民主要是通过得州

入境的。

19 世纪后半期涌向加州的移民增长迅速 ,但

是移民中的大多数来自亚洲 ———首先是中国 ,然

后是日本和菲律宾。1900 年在总共约 10 万名墨

西哥移民当中 ,“62. 5 %的人生活在得克萨斯 ,只

有 7. 8 %的墨西哥移民生活在加利福尼亚。”⑧在

美国政府一系列减少亚洲移民的限制性政策⑨实

施之后 ,这一情形开始改变 ,墨西哥移民不久就出

现在加州农业部门 ,代替了先前的亚洲移民风潮。

到 20 世纪 20 年代 ,作为美国西部新的经济势力 ,

加州迅速崛起 ,不久它就超过得克萨斯成为墨西

哥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州 ,而墨西哥人也成为美国

西部移民劳工最重要的来源。“据美国人口普查

资料 ,1920 年全部墨西哥移民中有 22 %居住在加

利福尼亚”。⑩

表 1 　1900 - 1920 年墨西哥移民在

美国主要目的地州的分布

州别
年份及人数

1900 1910 1920

亚利桑那 14172 29987 61580

加利福尼亚 8086 33694 88771

新墨西哥 6649 11918 20272

得克萨斯 71062 125016 251827

堪萨斯 71 8429 13770

伊利诺伊 156 672 4032

科罗拉多 274 2502 11037

　　资料来源 :美国人口普查资料 ,根据 Manuel Gamio , Mexican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 A Study Of Human Migration And Ad2

justment , New York : Dover Publications , Inc. 1971 , pp . 24 - 25 图表

整理制作。

总之 ,20 世纪 30 年代之前 ,墨西哥移民主要

流向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和亚利桑那。三州加

在一起 ,大致吸收了全部墨西哥 —美国移民的

85 %。�λϖ

1940 - 1950 年 ,墨西哥移民的地理分布状况

变化不大。得克萨斯的墨西哥移民比例从 40 %

上升到 45 % ,加州大致保持在 34 % ,亚利桑那、伊

利诺伊和其他州保持稳定。�λω二战开始后 ,加利福

尼亚经济空前繁荣 ,墨西哥人迅速成为加州农业

的主力 ,还有许多人涉足制造业和服务业。《布拉

塞洛计划》�λξ实施期间 ,加州种植主雇用了大量墨

西哥合同短工 ,到 1960 年 ,加利福尼亚超过得克

萨斯成为墨西哥移民最大的集中地。到 1970 年 ,

加州墨西哥移民比例上升到 53 %。1965 - 1970

年间抵达的墨西哥移民当中 , 60 %的人到了加

州。�λψ源于美国的需求 ,《布拉塞洛计划》实施期间

墨西哥移民的目的地模式呈现出最初的分散化趋

势 ,该计划改变了墨西哥移民的地理分布轮廓。

从 1970 - 1980 年 ,加利福尼亚作为移民目的

地的重要性持续增强 ,到 1970 年 ,外国出生的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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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哥人中超过半数 (53 %) 居住在该州 ;到 1980

年 ,这一比例上升到 57 %。除了伊利诺伊这个例

外 (从 6 %上升到 8 %) ,所有其他州的墨西哥移民

比例都下降了 ,其中得克萨斯最为明显。�λζ与此同

时 ,墨西哥移民从西南部迁出的情况亦在发生。

当然 ,在关注墨西哥移民高度集中的地理分

布特性的同时 ,也要充分认识到这一集中居住模

式的含义 ,“他们‘集居’在美国西南部地区 ,但这

个所谓‘集居’的地区却比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

国加在一起的面积还大 ,仅洛杉矶市区的面积就

比比利时的领土还大。美籍墨西哥人社区广泛分

布在美国西南部各地 ,但在每一地区 ,他们又都是

“集居”的。”�λ{墨西哥移民在美国为数不多的几个

州聚居 ,但聚居地面积相当之大。

分散化流向趋势的形成

20 世纪 80 年代移民改革后 ,新移民浪潮与

过去的不同之处即在于其散布于美国各种经济地

貌和地理区域 ,移民日益从那些被认为是传统目

的地的州和就业领域迁移出来 ,进入到新目的地

州和季节性不强的行当 ,诸如食品加工、建筑、轻

工制造和快餐业。在中西部和东部沿海地区 ,劳

动力密集型工业 ,例如禽类与肉类加工 ,在非典型

目的地的确立方面也发挥了作用。20 世纪 80 年

代后墨西哥移民社区扩大了 ,墨西哥移民开始离

开传统居住州 ,前往新目的地州定居。这一变化

与同期美国整体移民定居模式的改变相伴而生 ,

同时也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λ|

墨西哥移民地理分布多元化表现在移民从传

统的西南部转向南部、东北部、中西部和西北太平

洋地区。当然地区、州和地方层面仍然存在巨大

差异 ,体现在各地墨西哥移民人数、在美国整个墨

西哥移民人口中所占比重、墨西哥移民增长比例

及在全部外来移民人口中所占比例等方面。

迟至 1980 年 ,美国墨西哥移民中超过 80 %的

人居住在加州、得州和伊利诺伊。这是墨西哥移

民集中分布的顶峰阶段 ,此后传统定居州的墨西

哥移民比例开始逐渐下降 ,非传统州的墨西哥移

民比例日渐上升。

表 2 　加州、得州和伊利诺伊州三州外国出生墨西哥移民数量与所占比例

移入州 墨西哥移民总数 1980 年前移入 1980 - 1989 年移入 1990 - 2000 年移入

加州、得州、伊利诺伊 6425898 1777063 1934108 2714727

比例 70 % 83 % 75 % 61 %

其他 47 州 2754288 368629 655321 1730338

比例 30 % 17 % 25 % 39 %

美国墨西哥移民总数 9180186 2145692 2589429 4445065

　　资料来源 :美国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 ,引自 Ivan Light , How Los Angeles Deflected Mexican Immigrants to the American

Heartland , October 2007 , http :/ / www. migrationinformation. org/ Feature/ display. cfm ? id = 645

　　《1986 年移民改革与控制法》的合法化计划

实施后 ,墨西哥移民的区域特征发生变化 ,逐渐扩

张到非传统接收地 ,呈现出居住空间的多元化倾

向。尽管前往非传统州的合法移民的相关人数在

1986 年前已经开始上涨 ,但在 1986 年移民法案实

施后的几年中猛增 ,到 80 年代末达到 25 % ,1992

年回落到 12 %。�λ}

后冷战时代加州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 ,加

州南部遭受的打击尤为严重 ,无论是移民还是本

土人的失业率都在上升。由于通过 1986 年移民

法获得合法身份的 230 万墨西哥移民当中约有

55 %生活在加州 , �λ∼这些移民出现在当地劳工市

场触发了更大的工资竞争。随着失业上升和工资

停滞 ,公众情绪急速转向反移民方向 ,人数众多的

墨西哥移民成为众矢之的。1994 年加州通过“187

号提案”,旨在阻止非法移民享受教育、住房、医疗

保健等方面的公共社会福利服务。反移民对抗情

绪达到顶点。在这种形势下 ,一些原住加州和新

近来美的墨西哥移民转而寻求避开加州 ,转向非

传统目的地 ,迁居到附近州或到美国其他地区 ,对

于他们而言是全新的定居地。

“20 世纪 90 年代生活在美国的墨西哥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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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将近 500 万人 , ⋯⋯来自墨西哥的移民潮

伴随着居住模式的显著变化”。�µυ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墨西哥人在非传统的南部、东北部、中西部和

西北太平洋地区建立了新的定居地。墨西哥移民

已经从几乎排他性地在西南边境定居转向到美国

其他地区定居 ,移民目的地比从前更为多样化了。

墨西哥移民达到美国东南部 ,包括阿拉巴马、

阿肯色、佐治亚、肯塔基、密西西比、北卡罗来那、

南卡罗来那和田纳西州 ,从事家禽处理、轻工业制

造和建筑业。在中西部的北部 ,包括艾奥瓦、内布

拉斯加、明尼苏达和威斯康星 ,墨西哥移民从事猪

肉、牛肉和火鸡加工。墨西哥移民人数在东海岸

亦不断增长 ,从东南的佐治亚 ,到宾夕法尼亚和新

泽西 ,再到纽约。其中纽约的墨西哥移民尤其值

得关注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资料 ,2000 年纽约州

的墨西哥人超过 26 万 ,纽约市的墨西哥人人数为

18 万以上。这就意味着 ,虑及少计部分 ,纽约州

可能有 45 万 - 50 万墨西哥人 ,而仅纽约市墨西

哥人口就达 30 万人。”“人口普查专家预测 ,10 年

后墨西哥人就将成为东海岸最大的少数民族。”�µϖ

此外 ,新目的地还包括西北太平洋地区 ,主要是爱

达荷、华盛顿、俄勒冈和蒙大拿四州 ,这里的墨西

哥移民更多从事农业。根据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大

学学者 J . 杜兰 (Jorge Durand) 等人的推算 , 1980

年 ,墨西哥移民中有近 2 %生活在西北太平洋地

区 ,到 20 世纪 90 年代 ,这一数字提高到 4 %左右 ,

从而增加了近年墨西哥移民在该地区的存在。�µω

尽管墨西哥移民定居模式存在分散化现实 ,

但超过 83 %的墨西哥移民仅居住在美国 10 个州

内。根据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的统计数据 ,2006

年 ,加州来自墨西哥的外国出生人口在全国数量

最多 ,约为 440 万 ,其次为得州 ,约为 234 万 ,再次

是伊利诺伊 ,约为 72. 5 万。余下拥有墨西哥移民

数量最多的 7 个州分别是 ,亚利桑那 (约 61 万) 、

佛罗里达 (约 30. 5 万) 、佐治亚 (约 27. 7 万) 、科罗

拉多 (约 25. 5 万) 、北卡罗来那 (约 25. 5 万) 、内华

达 (约 23 万)和纽约 (约 23 万) 。�µξ

随着墨西哥移民在美国地域分布日益多元

化 ,墨西哥政府采取措施加强对于本国移民的领

事保护工作 ,墨西哥驻美领事馆不断扩增。自

2000 年以来 ,墨西哥先后在那些来自墨西哥移民

剧增的城市开设领事馆 ,包括明尼苏达州首府圣

保罗、印第安纳州首府印第安纳波利斯、密苏里的

堪萨斯城、内布拉斯加的奥马哈和北卡罗来纳首

府罗利。“在美国遭到破坏、国会正尝试予以全面

改革的移民体制中 ,领事馆也日益成为 (墨西哥移

民)具有影响力的免费代理人。⋯⋯墨西哥政府

正在追随本国公民远离边境进入扩展中的拉美裔

移民居住区 ,其中大多为非法移民。”�µψ据《纽约时

报》2007 年 5 月 23 日报道 ,墨西哥于是年 4 月在

阿肯色州首府小石城开设领事馆 ,这是墨西哥在

美国开设的第 47 个领事馆 ,墨西哥成为在美驻有

领事馆最多的国家。�µζ

从墨西哥移民在美国城乡的分布情况看 ,地

域集中模式在特定大都市地区非常明显。自 20

世纪 30 年代起 ,墨西哥移民就开始从美国西南部

农村向其他地方迁移 ,到城市寻找工作。二战结

束时大量墨西哥裔人口生活在城市中 ,美国的墨

西哥人也变得城市化了。加州和得州的墨西哥移

民大比例地生活在大都市地区 ,尤其是那些接近

美墨边界的大都市地区。1980 年 ,在西部地区 ,

87 %出生于墨西哥的人口和接近 80 %的墨裔人

口生活在大都市地区 ,包括加州的洛杉矶、圣迭

戈、弗雷斯诺、圣何塞 ;得州的圣安东尼奥、休斯顿

和亚利桑那的菲尼克斯。�µ{2006 年 ,加州洛杉矶的

长滩 - 圣安娜 (Long Beach - Santa Ana) 都会区拥

有墨西哥移民 190 余万 ,是墨西哥移民人数最多

的大都市地区 ,占全部墨西哥移民的 16. 5 %。�µ|

大都市地区的经济机会是移民集中于此的最

重要的原因 ,墨西哥移民亦不例外。随着墨西哥

移民居住模式的变化 ,他们开始前往从前很少涉

足的大城市地区。墨西哥移民城市分布变化与其

总体地域模式变化相适应。90 年代期间 ,来自墨

西哥的移民在许多“新”城市创建了规模相当大的

移民社区。得州的达拉斯和休斯顿的墨西哥移民

增长速度非常快 ;亚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和内华

达州的拉斯维加斯也经历了墨西哥移民人口的快

速增长。佐治亚首府亚特兰大、纽约和科罗拉多

州首府丹佛所吸收的大量墨西哥移民更是令人吃

惊 ,这三个城市距离墨西哥边界都很遥远 ,而且在

1990 年时墨西哥人口密度都非常低 ,但是这三个

城市加在一起吸收了墨西哥移民人口增长的

9 %。俄勒冈的波特兰市、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华

盛顿州西雅图、华盛顿特区和北卡罗来那的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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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勒姆、格林斯博罗、夏洛特诸城市 ,在那些历

史上墨西哥移民人口较少、90 年代则经历了快速

移民流入的城市中也很突出。1990 - 2000 年间 ,

这 10 个城市总计吸收了新增成年墨西哥人口 41

万余人 ,或者说是全国成年墨西哥人口增加部分

的 12 %。�µ}

在一个世纪的墨西哥 - 美国移民过程中 ,不

但洛杉矶、圣迭戈、休斯顿、芝加哥、图森、圣安东

尼奥和埃尔帕索这些城市深深打上了墨西哥人的

烙印 ,而且越来越多的定居于其他大都市的墨西

哥移民也正在改变着新目的地城市的面貌 ,逐渐

成为当地历史和风貌的一个组成部分。

居住空间多元化的动因

作为社会变化的一个因素 ,移民的空间分布

与其人口规模和成分同样重要 ,直接关乎对美国

社会诸多方面的影响。新的地理区域变化对移民

个人和接收地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今日墨西哥

移民在美国的散布是多种因素的复合结果。墨西

哥移民地理分布扩散化既包含老移民在美国国内

的迁移 ,又可以归于新移民的行为选择。许多原

来居住于传统州的移民因收入下降、失业等原因

流动到其他地区 ,另有一些新移民从墨西哥国内

直接前往非传统定居地区。其中既有人基于自

择 ,亦有人迫于无奈。地域分布模式的转换主要

源于美国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和移民政策的变

化。新目的地劳动力短缺 ,进而对于墨西哥移民

劳动力的需求和吸引是空间多元化的动力 ,移民

所处政治环境的变化也是促成新目的地出现的重

要因素。当然墨西哥移民自身日益增多的在美国

居住的经历和技能水准的提高也有助于其地理散

布。

经济因素。考察一个世纪墨西哥移民在美国

地理分布的变迁可以看出 ,美国经济对墨西哥劳

动力的需求是一条主线 ,就业机会的多寡与收入

高低是决定移民地域流向的主要因素。20 世纪

八九十年代 ,传统目的地经济低迷 ,导致移民的纯

收入下降 ,失业率增高 ,加州尤其明显。与此同

时 ,东北部、中西部和东南部经济变热 ,肉类加工、

禽类加工、海产品罐头制造、建筑和农业综合企业

等行业中劳力短缺 ,急切需要雇用低成本、高生产

力的劳动力 ,墨西哥移民适时填补了这一空白 ,新

定居地的经济机会与工作预期像磁石一般吸引着

他们。墨西哥人开始从传统但却饱和的目的地向

非传统且未饱和的目的地分散 ,甚至完全绕开传

统目的地而选择新目的地。

20 世纪 90 年代墨西哥移民传统定居州的失

业情况总体上比全国平均数要高 ,而收入降低。

从收入情况看 ,以墨西哥移民聚居最为集中的洛

杉矶县为例 ,1980 年 ,洛杉矶县的墨西哥移民收

入要高于加州、得州和伊利诺伊三个传统州的墨

西哥移民 ,而该三州的墨西哥移民收入又超过它

们以外州的墨西哥移民收入。但是到了 1990 年 ,

情形发生了逆转 ,在洛杉矶县、加利福尼亚和在三

个传统定居州的成年墨西哥移民的年均收入低于

8 个新定居州和美国其他 39 州的墨西哥移民。

而且从支出的总租金 (gross rent) 情况看 ,传统定

居州之外地区的墨西哥移民的租金要低于传统定

居州。1990 - 2000 年 ,差异进一步扩大 ,新定居州

的平均收入高 ,平均租金低 ,从而推动了墨西哥移

民离开洛杉矶、离开传统居住州。�µ∼

尽管加州的经济衰退终结得缓慢 ,但是美国

其他地区的经济迅速进入了持续的繁荣 ,到 1990

年代中期 ,传统目的地以外地区出现了供不应求

的劳动力市场、工资上涨和工作条件的改善。纽

约时报记者 Louis Uchitelle 指出在从未有过大规

模墨西哥移民的中西部、东北部和东南部 ,失业率

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对于非熟练和半熟练工人产

生了持续的需求 ,后者的实际工资自 1973 年以来

首次增加。�νυ以东南部而论 ,上世纪 90 年代 ,东南

部是美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地区之一 ,经济进步蔓

延到多种行业 ,收入和就业率普遍增加 ,从而为迁

移到新定居州的墨西哥移民提供了经济动力。

1990 - 2000 年间 ,南方新定居州 (北卡罗来纳、阿

肯色、佐治亚、田纳西、南卡罗来纳、阿拉巴马) 和

这些州的主要大都市地区的失业率始终低于全国

水平。健康的经济支撑了包括墨西哥移民在内的

拉美裔人口增长。“不足为奇 ,拉美出生年轻人口

的快速流入与南方经济充满活力的增长是一致

的。新定居地区经历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南

方与全国和传统定居地区相比 ,其增长速度要快 ,

尽管绝对数字不是很大。白人和黑人的就业也提

高了 ,而且就业增加伴随着特定的行业模式。”�νϖ

该地区成为受到墨西哥移民青睐的定居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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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由于其经济在美国最具活力 ,而且缘于这里的

经济发展的多样化形式创造了拉美裔人急于且愿

意从事的工作机会 ,“在大多数地区制造业部门工

作机会下降时 ,南方许多新定居县制造业工作增

加了 ,这成了吸引拉美裔人的磁石。其他县 ,尤其

是接近大都市地区的县 ,正在经历受到服务业、金

融行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和公共事业驱动的增

长。随着非拉美裔人在南方大城市中占据了白领

的职位 ,拉美裔工人转移到这些地区的建筑业

中。”�νω

政策因素。美国的立法与移民政策变化也促

成墨西哥移民空间分布多元化。最初可从《布拉

塞洛计划》的实施窥其端倪 ,前文曾提及该计划实

施期间墨西哥移民的目的地模式呈现出最初的分

散化趋势。《布拉塞洛计划》扩展了墨西哥人定居

的地理分布 ,当然这个阶段墨西哥移民仍主要分

布于西南部和中西部地区。

《1986 年移民改革与控制法》的颁布不仅是

美国移民政策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对墨西哥移

民在美国的地域分布模式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1986 年移民法实施后 230 万墨西哥人获得了合法

身份 ,从而使他们摆脱了过去被强制奴役的非法

身份地位 ,骤然间拥有了美国劳工的权利 ,并且丢

掉了被拘捕的恐惧。“有了证件在手 ,墨西哥人忽

然间可以自由地离开历史上的移民飞地和确定的

环境到别处去寻找更好的机遇。随着合法化的移

民地理分布的扩大 ,后加入其中的移民浪潮也追

随这一趋势”。�νξ几百万墨西哥移民获得了合法身

份 ,意味着他们获得了职业和地理双重自由流动

的机会。为了尽可能满足自身的利益 ,许多人离

开从前的定居地 ,去其他地方寻求发展。

1986 年移民法的合法化计划赋予了墨西哥

移民以流动的自由 ,而 1986 年法案中的雇主制裁

和加强边境强制条款对墨西哥非法移民而言又是

促使其流动的动机。八九十年代后美国加强了对

非法移民的打击力度 ,其中对边境地区非法移民

的拘捕是一个重要手段。1993 年得州埃尔帕索

实施了“封锁行动”(Operation Blockage) ,次年加州

圣迭戈实施了“守门行动”(Operation Gatekeeper) ,

皆旨在打击非法移民。这些行动一方面导致从其

他州入境的非法移民比例剧增 :“1996 - 1998 年从

加州以外入境的无证件移民比例从 39 %攀升到

58 % ,3 年内增加了 19 个百分点”, �νψ另一方面间

接促进了移民目的地多样化 ,美国移民归化局对

内陆地区非法移民拘捕的政策相对宽松。“1992

年 ,在封锁行动的前夕 ,只有 15 %的非法移民前

往非传统目的地州 ,但是 ,随着 1993 年大规模边

境强制军事化的实施 ,非法移民潮立即从传统接

收州转向新的目的地。1992 - 1998 年间 ,前往非

传统目的地的份额增至 3 倍 , 从 15 %上升到

45 %”。�νζ上述政策因素皆促成墨西哥移民在美国

地域分布的扩大化趋势。

综上所述 ,墨西哥移民在美国的地域分布一

向比较集中 ,西南部的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亚

利桑那和中西部的伊利诺伊是墨西哥移民传统定

居地。20 世纪初期居住在得克萨斯的墨西哥移

民人数最多 ,20 世纪中后期加利福尼亚取代得州

成为墨西哥移民的首选居住地。地域分布集中成

为墨西哥移民一大特性。《1986 年移民改革与控

制法》( Immigration Reform and Control Act of 1986)

颁布和实施后 ,墨西哥移民的地域分布模式发生

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由高度集中向分散、多元化转

向 ,移民从传统定居地转向非传统“新定居地”。

非传统定居地包括南部、中西部、东北部诸州和西

北太平洋地区。尽管各州移民规模大相径庭 ,由

几百人到几百万人不等 ,但墨西哥移民的身影已

经遍布美国 50 州和 1 个特区。传统分布模式的

主导因素是历史、地理与经济层面的 ,新定居地转

向则缘于经济与政策因素。由集中向分散转化的

模式反映了墨西哥移民新的和更加复杂的社会地

理学特点。与此相对应 ,墨西哥移民的影响逐渐

扩大 ,墨西哥移民问题从一个区域性问题逐渐变

为全国性问题 ,日益引起美国公众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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