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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系作者承担的国家社科课题“发达国家国际移民政策比较研究” (04BMZ015) 的成果之一。作者感谢

匿名审稿人及编辑对拙文提出的宝贵意见。但文中的错误或不当之处均由作者本人负责。

②联合国在 2006 年发布的以“国际移民与发展”为主题的主要文件及召开的重要会议包括 : (1) 联合国世

界银行 2006 年度报告 :《2006 全球经济展望 : 汇款与移民的经济意义》。 (2) 2006 年 4 月 , 世界卫生组织《卫生

工作者的国际迁移》报告。(3) 2006 年 4 月 3 日至 7 日 , 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委员会第 39 届会议召开 , 联合国秘

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向大会提供的主题文件《世界人口监测 : 聚焦国际移民与发展》。(4) 2006 年 5 月

18 日 , 联合国第 60 届会议发布文件 :《全球化与相互依存 : 国际移民与发展》。(5) 2006 年 6 月 , 为筹备拟议于

同年 9 月的高层对话会 , 联合国“国际迁移与发展研讨会”在意大利都灵举行 ; 安南发表关于促进国际移民与

发展的重要讲话。(6) 2006 年 7 月 12 日 , 联合国第 61 届会议举行关于“大会与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和私

营部门代表非正式咨询会”, 主题是如何确保移民及其家庭成员的人权得到尊重 , 如何在移出国与移入国之间建

立伙伴关系应对挑战。(7) 2006 年 9 月 14 —15 日 , 联合国首届“国际移民与发展高层对话会”在总部召开。(8)

2006 年 12 月 14 日 , 秘书长安南发表“国际移民日致词”。其中第一项即世界银行报告 , 笔者已经另文进行评述

(详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6 年第 3 期) , 在此不再赘述。

2006 年 9 月 14 日 , 联合国首届“国际移民与发展高层对话会”在纽约总部成功举行 , 共计

127 个成员国派出了包括一位副总统、47 位部长级代表在内的大批高层官员与会。回首 2006 年

联合国的活动议程 , 围绕这一重要会议的召开 , 从联大主席到秘书长安南均多次发表重要讲话 ,

联合国各专门委员会相继发布一系列重要报告 , “国际移民与发展”成为近年来联合国的一大热

点话题 , 而且 , 联合国大会明确提出的“各国政府合作营造移民自身、移民原居国、移民接纳国

三方共赢”的目标 , 也已在政治层面上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

“国际移民与发展”为何被如此醒目地提上联合国讲坛 ? 国际移民对当代世界具有什么意义 ?

联合国在国际移民时代肩负着什么样的历史职责 ? 而且 , “国际移民与发展”对中国有何意义 ?

本文选择联合国围绕这一主题于 2006 年发布的四个重要文件 , 剖析其所揭示的深刻意义 , 探讨

其对中国的特殊启示。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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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委员会报告 : 人口、国际移民与发展

2006 年 4 月 3 —7 日 , 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委员会以“国际移民与发展”为主题 , 召开第 39 届

会议。按照委员会的要求 , 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向大会提供了主题文件 : 《世

界人口监测 : 聚焦国际移民与发展》 (World Population Monitoring : Focusing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 以下简称《人口监测》) 。

该报告的主要特点是以当代世界人口发展态势为背景 , 审视国际移民人口在地区分布上的变

化与发展趋势 , 分析移民人口的年龄、性别、教育、从业构成 , 并就未来国际社会如何在国家、

区域及全球等三个不同层面上 , 有效制定国际移民的相关政策法规 , 提出意见建议。

《人口监测》报告提供了当今国际移民流动的翔实数据 (详见表 1) 。从 1990 年到 2005 年的

15 年间 , 世界移民的绝对人口总数增加了 3600 万。就增长比例而言 , 则从 1990 —1995 年的年均

增长 114 %上升到 2000 —2005 年的 119 %。而且因为通过跨国迁移改善个人的生存状况 , 实现个

人的理想和希望 , 是众多普通民众走上移民道路的基本动因 , 因此 , 经济收入高、就业机会多、

社会福利好的国家 , 自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从 1990 年到 2005 年的 15 年间 , 北美接纳的外国移

民数增长了 1690 万 , 欧洲增长了 1470 万。2005 年全球 1191 亿跨国移民中 , 6015 % (1115 亿) 生

活在发达国家 , 其中三分之一在欧洲 , 四分之一在北美。在中东石油国家 , 随着国际油价持续上

涨 , 本国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 外国劳动力也已成为这些国家经济运转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

其中如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等三国 , 外国劳动力在本国劳动力市场总量中所占比例高达

82 % —90 % (第 13 页) 。①

表 1 　国际移民地区分布与发展趋势 ( 1990 —2005)

主要地区
国际移民人数 (百万) 增加数 (百万) 国际移民分布比例

1990 2005 1990 —2005 1990 2005

全世界 15418 19016 3518 10010 10010

较发达地区 8214 11514 3310 5312 6015

较不发达地区 7215 7512 218 4618 3915

最不发达地区 1110 1015 - 015 711 515

非洲 1614 1711 017 1016 910

亚洲 4918 5313 315 3212 2810

拉美与加勒比 710 616 - 013 415 315

北美洲 2716 4415 1619 1718 2313

欧洲 4914 6411 1417 3119 3316

大洋洲 418 510 013 311 216

　　资料来源 :《人口监测》第 4 页。

　　《人口监测》依次列举 1990 年和 2005 年全球接纳外国移民最多的前 20 国。在前后两次排名

中 , 高居首位的一直是美国。作为世界第一移民接纳大国 , 美国 1990 年接纳外国移民总量占全

世界移民总数的 15 % , 2005 年又上升到占 2012 % ; 德国在 1990 年排名中名列第六 , 2005 年上升

到名列第三。在前一次排名中名不见经传的一些国家“异军突起”: 西班牙在 2005 年猛升到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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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 阿联酋进入第 13 位 , 排名第 16 的意大利、第 19 的约旦和第 20 的日本 , 也都是 2005 年新进

入前 20 名的移民接纳国 (第 5 —6 页) 。

国际移民是移民群体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 , 国际移民流向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关社会经济发展

的晴雨表。且以过去 20 年南欧与拉美移民流向的逆转为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 西欧经济强劲

增长 , 大批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希腊等南欧国家的劳动力纷纷北上打工。但是 , 自八九十

年代后 , 随着南欧经济跃升 , 西欧经济疲软 , 不仅原本北上打工的南欧人相继返回原居国 , 而且

还吸引了来自非洲、亚洲的新移民纷纷进入当地劳动力市场。以外国移民的净接纳数为例。西班

牙在上世纪 90 年代前半期 , 年均接纳移民 313 万人 ; 进入 90 年代下半期后则翻了一番 , 增加到

年均接纳 616 万人 ; 进入 21 世纪后 , 又猛增到年均接纳外来移民 4813 万人 , 其中 65 %来自发展

中国家 , 35 %来自其他发达国家 (第 7 页) 。拉美的情况则正好是个反证。上世纪中叶之前 , 拉

美地区以移民流入为主 , 但随着该地区传统的移民接纳国智利、阿根廷、委内瑞拉等相继出现政

局动荡 , 经济滑坡 , 不仅外来移民纷纷离境 , 本国民众也出现向外迁移浪潮。

近 15 年来国际人口跨境流动量在最不发达地区也出现明显下降趋势 , 究其原因 , 主要是近

十余年来 , 随着阿富汗、卢旺达等曾经产生大量跨境难民的最不发达国家局势渐渐回归正常 , 共

有 2100 万难民通过各种途径返回本国。由联合国难民署记载在案的难民总数已经从 1990 年的

1590 万下降到 2005 年的 920 万 (第 5 页) 。

在发达国家 , 人口构成上难以逆转的少子化、老龄化趋势 , 促使这些国家政府不得不将如何

选择、接纳外国移民的问题 , 郑重提上议事日程。《人口监测》提供的数据显示 , 自上世纪 90 年

代以来 , 外来移民平均占发达国家人口增长总量的四分之三 ; 而且按照目前欧洲的人口构成测

算 , 未来欧洲地区净移民接纳量必须比目前增加三倍以上 , 才能保证欧洲拥有社会经济可持续发

展所需要的足够劳动力。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国家是日本。日本历来对外来移民相当排斥 , 可是 ,

由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情况日趋严重 , 日本不得不在 1990 年至 2005 年的 15 年间接纳

了大约 120 万外来移民 , 目前全日本移民总数已达到创纪录的 200 万人 (第 6 页) 。

在劳动力富足的发展中国家 , 通过加入国际劳动力市场竞争以增加本国获益已被列为重要国

策 , 如印度、印尼、泰国、菲律宾等当代劳动力输出大国 , 均已成立专门机构管理移民工人的跨

国迁移问题。

鉴于移民流向及发展趋势的变化 , 各国政府的移民政策均处于重新考量与修正之中。自

1996 年以来 , 希望减少接纳国际移民人数的国家数大约减少了一半 , 而希望维持移民输入水平

的国家从 30 %上升到大约 55 % , 明确希望增加移民输入的国家也有所上升。显然 , 适度接纳外

国移民对于本国社会经济发展可能带来良性促进作用 , 已成为相当一部分政府的共识 (详见图

1) 。

《人口监测》对相关国家的移民政策进行了介绍、比较与分析 , 从中可以看出 , 相关国家在

移民政策的基本取向上主要呈现以下三大趋势 :

第一 , 积极促进外来移民融入本国社会。2005 年全球共有 75 个国家制定了促进外国人融入

本国社会的具体政策 , 比 1996 年时的 52 国增加了近 50 %。在发达国家中 , 四分之三以上国家专

门定有促进移民融入的政策。融入的前提是移入国政府应当保证外来移民在本国国内享有平等待

遇 , 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视 , 保护其基本人权 , 尊重文化的多样性。而外来移民则应当学习掌握当

地国语言 , 了解尊重当地国民情风俗 , 遵守当地国法律法规。然而 , 如何将增进社会和谐的美好

理想与政策付诸实施 , 真正有效地促进具有异文化背景的移民融入本国社会 , 仍然是困扰相关国

家政界、学界的重要问题。

第二 , 各国都争相加大吸引专业人才的力度。目前全球已有 30 多个国家明确制定了吸引高

级人才移民本国的鼓励性政策 , 其中以美国为最。美国共制定了三个特许“专门人才”入境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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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人口监测》第 29 页。

图 1 　各国政府移民政策变化趋势 ( 1996 —2005)

划 , 并有一项针对高技能劳工的计划 , 从 2000 年到 2003 年 , 按此计划入境的移民年均达 2011 万

人。2000 年经合组织国家总共接纳 25 岁以上、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外来移民约 2000 万人 , 其中约

85 %集中移居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六个国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 担

心“智力流失” (brain drain) 曾经是发展中国家阻止本国技术人才 (包括留学生) 外移的一大原

因。但是 , 随着时代发展 , 许多国家政府意识到在一定条件下 , 智力不流动的结果有可能是“智

力浪费” (brain waste) , 适当流动却可能带来较高层次上的“智力获得” (brain gain) 。例如 , 那些

技术人才一批批外移的国家 , 如果能够促使任职它国的技术人员与原居国保持适当联系与交流 ,

将可能分享发达国家科技发展的成果 , 获得信息、技术乃至资本回流的正效益。因此 , 不仅接纳

国希望接纳更多的专业移民 , 输出国也在争取从专业人员的流动中获益。

第三 , 鼓励移民在工作一段时间后返回其原居国。目前全球共有 72 个国家制定了鼓励外来

移民返回其原居国的政策。对于高福利、高收入国家而言 , 这是最为有利可图的移民政策 , 身强

体壮的外来移民将其最富创造力的青壮年时期贡献给移入国后 , 返回其原居地养老 , 无疑将大大

减轻移入国的社会负担。然而 , 当外来移民在移入国工作、生活十几数十年后 , 他们与移入国必

然形成千丝万缕的联系 , 此时要再返回原居地 , 谈何容易。因此 , 这一政策同样存在如何付诸实

施的具体问题。

总之 ,《人口监测》报告的基本观点是 : 应当在全球层面应对国际移民带来的新挑战。联合

国人口与发展委员会理应为拟议中的“国际移民与发展高层对话”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 旨在通过

国际合作 , 切实有效地协调解决国际移民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二、联合国秘书长报告 : 全球化与相互依存

2006 年 5 月 18 日 , 以秘书长安南的名义 , 联合国正式发布AΠ60Π871 号文件 , 题为 :《全球化

与相互依存 : 国际移民与发展》( Globalization and Interdependence :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 以下简称《相互依存》) 。该报告反复强调的主旨是 : 在当今这个相互依存度日益上

升的世界 , 国际移民已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存在差异的国家之间具有重要意义的联系纽带。通

过移民流动 , 移出地和移入地之间能够相互取长补短 , 同步实现经济上的良性发展。国际迁移在

全球发展战略中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 是促进共同发展的一大理想途径 (第 22 页)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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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依存》报告首先以世界银行、人口基金等各分报告提供的数据为基础 , 对当代国际移

民的构成、流向、途径、特点及发展趋势进行了全景扫描。报告强调移民为目的国和原居国双方

所创造的积极效益 , 同时亦逐项分析在移民的权益保护、社会福利及共处融合等方面值得关注的

问题。该报告最重要的特点 , 是以联合国秘书长的名义 , 敦促各相关国家政府充分履行管理与保

护移民的职责义务 , 倡导在地区乃至国际层面建立规范性的国际移民管理框架 , 充分发挥联合国

协调国际移民问题的共享平台作用。

就移民接纳国的政府职责而言 , 该报告指出 ,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 国际迁移对于许多

国家 (包括接纳国和移出国) 的社会发展都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迁移并不是相关国家之间

的零和博弈 , 恰恰相反 , 如果处理得好 , 相关国家都可以从移民流动中实现优势互补 , 共赢共

荣。报告指出 , 政府应当在国家层面上宣传移民的特殊贡献 , 使接纳国的普通民众认识外来移民

在弥补本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缺失方面的贡献 , 使移出国民众认识迁移的合法途径和应有的职责

权益。虽然相关国家政府完全有权决定允许什么人、在什么条件下进入本国 , 或允许什么人、在

什么条件下离开本国 , 但与此同时 , 相关政府也必须在严格遵守国际人权标准的前提下 , 以合

法、安全和公平的方式善待移民 , 确保他们获得平等的权益和机会。政府必须承担责任 , 制定准

则 , 宣传包容、公平、平等意识 , 并建立切实有效的保障与实施机制 (第 72 —73 页) 。国际移民

应当纳入全球性宏观扶贫战略。因为事实上 , 劳动力迁移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中一个重要的环

节 , 它既是世界各国依存度增强的必然结果 , 同时又不断地提升各国的依存度。

由于移民流动性已大大增强 , 因此 , 如今移民的“社会融入”已经有了与既往不同的涵义 ,

它不仅意味着接纳国政府和社会团体应当帮助外来移民融入本国社会 , 同时亦要求接纳国应当尊

重和适应外来移民。换言之 , 当代的“社会融合”已不再是永久定居、宣誓入籍的代言词 , 而是

意味着移民与移入国社会双向互动的社会过程 , 是移民自身、移民接纳国乃至移民原居国都应当

分享和承担的一系列权利和义务。
表 2 　关于国际移民的国际法律文书一览表

类别 法律文件名称
生效
年份

签约国

签约
国家数

占联合国成
员国百分比

移
民
工
人

1949 年国际劳工组织移民就业公约 (1949 修订本) (第 97 号文件) 1952 45 23

1975 年国际劳工组织关心处于恶劣环境中的移民及促进移民工人获得平
等机会与公平待遇公约 (补充条款) (第 143 号)

1978 19 10

1990 年关于保护所有移民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益的国际公约 2003 34 17

人口
贩运

2000 年关于预防、禁止和严惩贩运人口尤其是严禁贩运妇女儿童的议定书 2003 97 50

2000 年关于打击通过陆、海、空贩运人口的议定书 2004 89 46

难民
1951 年国际难民公约 1954 143 73

1967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 1967 143 73

　　资料来源 :《相互依存》第 78 页 (资料截至 2006 年 4 月 19 日) 。

　　由于国际移民是超越国界的行为 , 加强各国协商、提高各国共识尤为重要。报告对联合国自

成立以来涉及国际移民的重要文件 , 进行梳理归纳 , 罗列了其中最重要的七个文件 (详见表 2) 。

然而 , 报告同时指出 , 虽然这七个文件都非常重要 , 但在联合国成员国中的认可程度相当有限。

其中 , 认可程度最高的是 1951 年的“国际难民公约”及在此基础上修订的 1967 年难民地位议定

书 , 签约国为 143 个 , 占联合国成员国总数的 73 % ; 其他法律文书签约国比例都在半数以下 ,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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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仅为 10 %。报告大力呼吁各国加强沟通 , 提升签约国比例。

　　报告反复强调联合国在协调国际移民问题上的重要作用。报告以安南秘书长的名义特别指

出 :“我坚信 , 在 (国际移民) 这个最典型的全球问题上 , 联合国的作用无可替代” (第 11 页) 。

由于国际迁移涉及的国家至少在两个以上 , 任何单个国家的移民政策多多少少都具有跨国乃至全

球性的影响 , 因此 , 只有联合国才能构建当今处理国际移民问题的最佳平台。从打击跨国人口贩

运 , 到移民养老金、福利费的跨国携带 , 都只有通过国际性协商方有望达成必要共识。联合国鼓

励世界各国建立有效的数据信息分享机制 , 对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需求做出前瞻性的预测 , 实现

全球劳动力的有序流动 , 使国际迁移成为造福于全球的长期性事业。

三、联合国人口基金 2006 年度报告 : 妇女与国际移民

2006 年 9 月 , 以 Maria Jose Alcala 为首的人口基金专家小组 , 在全面综合考察当今世界数千

万跨国谋生普通女性生存状况的基础上 , 发布了新一年度的世界人口报告 ( State of World

Population 2006) , 题为 : 《通向希望之路 : 妇女与国际移民》 (A Passage to Hope : Women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 以下简称《妇女与国际移民》) 。

该报告开宗明义指出 : 伴随着当代国际移民的滚滚浪潮 , 国际移民女性化 (the feminization of

migration) 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目前全球移民人口女性总数约有 9500 万人 , 比例高达

4916 % , 真正成为全球移民的“半边天” (第 5 页) 。在印尼、巴西、多米尼加等国的出国务工者

中 , 女性比例都超过 70 % , 在菲律宾、斯里兰卡的出国务工人员中 , 女性比例也达到三分之二

(第 23 页) 。

当代国际移民出现女性化趋势的原因何在 ? 首先 , 全球产业结构的变化使女性得以进入更为

广泛的就业领域 , 推动了女性的流动。当新科技发展进入产业领域使得“身强力壮”的男性不再

具有从业优势后 ,“心灵手巧”、“听话服从”的年轻女性、尤其是来自外国的移民女性 , 就成为

“价廉物美”的劳动力而具有相对“从业优势”。

其次 , 高收入国家的护理服务业成为吸引低收入国家女性的一个就业大市场。大多数高收入

国家均为本国国民提供全面的社会医疗服务 , 而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则使这些国家的社会养老机构

与设施承受空前的需求压力 , 从医院、老人院到面向各类残障、智障人士服务的社会机构 , 对护

士和护理人员的需求量空前激增。然而 , 护理业是一个被认为既脏又累、且社会地位相对低下的

行业 , 少有当地年轻女性愿意从事这一工作 , 因此 , 发展中国家的年轻女性已成为发达国家护理

业不可或缺的人力资源。例如 , 美国目前有四分之一的护士和护理人员是出生于外国的移民 , 而

到 2020 年全美还需补充 100 万名护士 , 可以预见 , 其中大部分将不得不由发展中国家的女性移

民来填补。

再者 , 高收入国家本国国民生活水平、福利待遇的提高 , 使得中产阶级以上家庭纷纷将“家

务”转为雇佣劳动 , 对“女佣”的大量需求形成了又一个跨国劳动力大市场。最突出的事例之一

是 , 菲律宾训练有素的百万“女佣”跨国务工 , 已经成为国际劳务市场的一个“品牌”, 也成为

给菲律宾国家大量创汇的“民族英雄”。最新数据显示 , 沙特阿拉伯全国雇佣的外籍家佣在 100

万人以上 , 阿联酋平均每户雇佣三个佣人 , 西班牙每年将近 50 %的移民配额系直接发给“家政

工作者” (第 51 页) 。

最后 , 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和带有歧视性的社会定位 , 使女性在大多数国家成为餐饮、旅

馆、娱乐、旅游、电话中心等服务业的主要从业人员 , 而某些男性以女性 (尤其是异国女性) 为

欣赏、消费乃至玩弄对象的欲望 , 则推动了以性产业为主的某些特殊行业的发展。在欧盟各成员

国从事性产业的移民女性可能达到 20 万至 50 万 , 她们中相当一部分是被人口走私团伙从欧洲以

外地区运送入欧洲的。某些性产业的操纵者们为满足其客户的猎奇心态 , 在亚洲、欧洲以及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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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美之间形成了一个互通有无的地下网络 , 通过引诱、交换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女性进入

本地性产业以赚取更多利润 (第 26 页) 。

在对跨国女性流动原因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 ,《妇女与国际移民》一书对女性移民的贡献

给予了比较客观、积极的评价。例如 , 1999 年斯里兰卡总计收到本国移民从国外汇回的钱款约

10 亿美元 , 其中 62 %以上来自女性移民的贡献。在菲律宾 , 90 年代后期大约每年收到 60 亿美元

汇款 , 其中三分之一汇款人是女性。而且 , 虽然女性移民总体收入水平低于男性 , 但由于女性对

于原居地的家庭更有责任感 , 因此她们汇回家乡钱款占其收入的相对比例 , 明显高于男性。在政

治上 , 不少女性还从跨国谋生的经历中 , 提高了对自身价值的认识 , 增强了权利意识。

然而 , 希望、机遇总是与风险并存。离开熟悉的故土走向异乡 , 需要勇气、毅力和途径 , 也

可能遭遇不可预测的风险与危害。女性移民除了与男性一样可能在异国他乡受到经济剥削、种族

歧视之外 , 还可能遭到性骚扰、性暴力、性虐待 , 并可能面对高艾滋病感染率风险。国际劳工组

织的估计 , 目前全球遭受人身束缚与虐待的“现代奴隶”可能多达 1230 万人 , 其中以妇女儿童

为绝大多数 : 在受到过度经济盘剥的跨国移民中 , 56 %系妇女儿童 ; 在被迫进入性产业的移民

中 , 98 %是妇女儿童。女性移民遭受性侵害的问题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

心理、情感压力是女性跨国迁移需要面对的又一问题。在菲律宾 , 800 万人在国外工作的现

实使得跨国家庭成为常态 , 许多年轻母亲在异国日日夜夜为他人抚育孩子 , 照顾老人 , 却终年不

得与自己年幼的子女见上一面。因此 , 从性别视角研究女性移民问题务必注意到 : 发达国家女性

得以享受高质量悠闲生活的背后 , 是发展中国家女性移民从劳力到情感的高度付出。

《妇女与国际移民》强调指出 : 数十年来 , 女性移民犹如一条虽日益拓宽、却一直在悄无声

息中滚滚流淌的大河 (A mighty but silent river) 。因为如果说跨国移民因为是新世界里的陌生人而

面对各种潜在风险与障碍的话 , 那么 , 进入异国劳动力市场的女劳动者 , 则是跨国移民群体中更

为弱势、也更易受到伤害的群体。从长远看 , 妇女在迁移中 , 而且还将继续迁移。报告呼吁 , 女

性移民的辛苦付出应当得到承认 , 她们的权益应当得到保障 , 女性移民的权益与要求 , 应当提上

联合国的议事日程。

四、联合国首次“国际移民与发展高层对话”系列文件 : 以三方共赢为目标 ①

2006 年 9 月 14 日 , 联合国历史上第一次“国际移民与发展高层对话”在联合国总部举行。

正如会议文件所明确指出的 : 此次会议旨在通过会员国之间多方位、多层面的广泛对话 , 探讨如

何有效制定相关政策 , 以求最大限度地减少国际移民的负面影响 , 提高效益。

安南在致词中首先高度评价国际移民 , 指出 : “移民是个人希望战胜逆境、追求更美好生活

的大无畏行动。”接着 , 他意味深长地提及 :“仅仅几年之前 , 许多人还无法想象这样一个以国际

移民为主题的会议能够在联合国召开 , 因为各国政府都不敢将这个本国国民极为敏感的问题提到

国际讲坛上。可是 , 现在你们都坐到了这里 , 我感到人们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 ⋯⋯越来越多人对

移民能够帮助移入国和原居国同时改变面貌而欢欣鼓舞 ; 越来越多人理解各国政府可以合作营造

移民自身、移民原居国、移民接纳国三方共赢的局面。”②

为期两天的高层对话会围绕以下四个主题召开圆桌会议 : 第一 , 探讨国际移民对社会经济发

展的影响 ; 第二 , 探讨如何维护国际移民人权 , 打击跨国人口贩运 ; 第三 , 探讨“提高移民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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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Address of Mr1 Kofi Annan , Secretary2General , to the High2Level Dialogue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 New York , September 14 , 2006 ,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 Volume 40 Number

4 (Winter 2006) : 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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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等实际问题 ; 第四 , 探讨建立区域性伙伴关系、增进移民效益的最佳途径。先后有来自

127 个会员国的 140 多名代表在各次会议上发言 , 就相关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高层对话会为世界各国共同探讨如何使国际移民实现效益最大化 , 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

会议的系列文件充分展示相关国家对此的高度认同 : 面对国际移民时代带来的新挑战 , 世界各国

必须携手合作。对国家边境进行严格有效管理是国家的主权所在 , 但仅仅依赖安全管制措施 , 并

无法消除非正常迁移。因此 , 已经和正在出现劳动力短缺的国家 , 应当制定合理的政策引进外来

劳动力 , 以平衡本国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国际移民、发展与人权在本质上是相互关联的 , 应当尊

重所有移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 反对种族歧视 , 制止仇外心理 , 防止对外来移民的社会排斥。

这次高层对话会将成为世界各国在国际移民问题上开始进行认真合作的重要标志。会议达成

的重要共识是 : 只要人类社会继续发展 , 国际移民问题就会与我们共存。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 ,

国际移民人数还会继续上升 , 与这一最具活力之人口现象密切相关的机遇和挑战也将层出不穷。

会议决定建立一个常设性的“国际移民与发展全球论坛”, 虽然它不具备做出任何有约束力决定

的权力 , 但将为国际社会交换意见、为促进各国政府之间开展更为密切的合作提供一个非正式的

场所。在比利时政府代表提出主办下一届高层对话会的意向后 , 大会做出决议 : 2007 年将由比

利时政府主办新一届“国际移民与发展全球论坛”。①

五、“国际移民与发展”对中国的意义和启示

回首 2006 年联合国围绕“国际移民与发展”开展的活动与颁布的文件 , 结合中国自身国情 ,

认真解读全球国际移民的最新动向 , 关注国际移民政策的要旨与趋势 , 具有特殊意义。

在中国 , 国际移民问题长期未受到学术界及相关部门的必要重视 , 近年来虽有学者开始将华

侨华人问题置于国际移民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 , 但与社会发展所出现的大量新问题、新需求相比

较 , 研究依然明显滞后。例如 , 自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通过不同途径跨境迁移的人口已达数百

万 , 对于近 20 年在中国民间社会底层基本自发形成的跨境移民潮 , 认真总结其经验 , 剖析其利

弊 , 预见其动向 , 势在必行。笔者以为 , 通过对上述联合国系列文献的解读 , 将有助于我们从全

球化时代国际社会“相互依存”程度空前提高的层面上 , 从“国际移民与发展”的新视角 , 以

“三方共赢”为目标 , 对当代海外华人社会及新移民的发展态势与时代意义 , 深化认知。

首先 , 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相互依存”程度空前提高的直接表现之一 , 是劳动力市场所呈

现出的高度跨国化趋势 , 是大量普通劳动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被裹挟进劳动力跨国就业的大潮流。

在全世界数以千万计的跨国流动的劳动力中 , 既有居于劳动力市场上端、受过专门训练、拥有专

门技能的专业人士 , 更有大量居于劳动力市场下层、仅有一般技能或完全没有特殊技能、但年轻

力壮、对未来满怀希望的普通劳动者。市场为劳动力提供的机会 , 劳动力在特定“国家”范围内

可能期盼的收益 , 成为劳动力流动的潜在导向 ; 而“国家”层面的移民政策与劳动力民间流动所

具有的跨越障碍的特殊活力 , 则处在持续不断的博弈之中。由于不同群体的期待值不同 , 不同条

件下市场需求的构成不同 , 因此 , 目前国际劳动力市场呈现出来的是你来我往的交相互动的流动

状态。越来越多国家既是移民输出国 , 也是移民输入国或移民中转国。以今日中国为例 , 如果说

中国人走向世界已为人所共知的话 , 那么 , 自进入 21 世纪以来 , 在北京望京小区出现的“韩国

社区”, 在浙江义乌、绍兴长期居住的数以万计的韩国、阿拉伯商贩群 , 在广州秀山楼周边日益

为当地人所熟知的非洲人生活工作圈 , 还有许多因婚姻而移居中国的外籍配偶们则鲜为人知。目

前长期生活在中国的来自境外、国外的移民已达数十万 (有的报道甚至认为上百万) 。一个不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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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实是 , 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同时 , 世界移民也在源源进入中国 ; 中国劳动力在加入国际劳动力

市场竞争的同时 , 境外国外不同层次、不同民族的劳动者也在进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外国移民

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新群体 , 成为中国与国际社会日益密不可分的标志之一 , 自然也成为我们在

关注传统海外华人社会及新移民的同时 , 也需要认真探索的问题之一。

其次 , 在“国际移民与发展”的宏观视野下 , 需要强调的已不再是单向性的“移民融入”,

而是双向或多向性的“移民融合”。换言之 , 当代移民的社会融合问题 , 既不是主流社会对外来

移民居高临下的单向要求 , 也不是移民作为外来者、边缘人而不得不无条件遵从的社会政策。在

国际社会“相互依存”前提下的社会融合 , 应当是移民群体、移入国社会乃至移民原居国社会和

谐互动的社会过程 , 它既包含外来移民“入乡随俗”的主客观要求 , 亦包含移民群体保持其自身

特色以增强竞争力的权力 , 包含从移民原居国到移民接纳国都应当分享和承担的社会职责。移民

一旦完全同化于移入国社会 , 就意味着其自身特性的丧失 , 也意味着其特殊竞争力不复存在。理

解这一点 , 将有助于中国学者从一个新的高度认识中国侨务政策所应承载的一系列权利和义务 ,

将有益于正确理解广大海外华侨华人在海外传承乃至创新中华文化传统的时代意义 , 进而认识

“跨国化生存”现象所具有的时代意义及其对于社会政策制定者和理论研究者所提出的新挑战。

第三 , 联合国相关文件强调的“三方共赢”应当成为移民政策及研究的主导。在正确政策的

扶持下 , 国际移民将有可能对移出国和移入国都做出贡献 , 并且移民自身也从中获益 , 但三方共

赢的前提是移民本身的权利应当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任何国家政府 , 在从进入本国的外来移

民身上获取人口红利的同时 , 也必须在尊重移民人权的基础上 , 让移民群体乃至他们的原居国分

享移民所创造的经济效益。任何国家政府 , 在从外出移民向家乡的反哺性汇款、投资中获取额外

收益的同时 , 也必须举国家之力 , 合法合情合理地为劳动力跨国流动疏通渠道 , 在海外移民遭遇

权益伤害时 , 理直气壮地为其护法维权。在当今世界上 , 任何一国政府都不能企图一味坐享移民

收益而不负维权职责 , 也不可能试图靠强权完全阻止移民流动。

只要人类社会继续发展 , 国际移民问题就会与国际社会的发展共存。当代中国人的跨境流

动 , 与国际大趋势相互吻合 , 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程度加深的表现。而且从长远看 , 不同类型的人

口跨境流动势必一步步趋向常态化发展 , 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相互依存、共谋发展的程度势必与

日俱增。虽然不同国家之间可能在思想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制度、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存在诸多

差异 , 但是 , 在多数情况下 , 这一切并不会成为人口迁移不可逾越的障碍 , 国际移民已成为不同

国家民族之间绵延不绝的联系纽带 , 在此意义上 , 国际移民对于当今“和谐世界”发展所具有的

深刻意义 , 不容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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