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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移民问题的“安全化”视角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讲师  章雅荻 
 

    “移民”一词没有普遍认可的定义。根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的定义，移民是因各种原因暂

时或永久离开一国境内或跨越国际边界的人。有学者认为，难民也应该被纳入国际移民的范畴。

国际移民的类型包含国际学生流动、循环移民、外籍工人流动、非常规移民、人口偷运与贩卖等。 

    国际移民问题如何进入安全议程 

    历史上，人口的流动处于相对自由的状态。但自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各国主权以

来，欧美国家逐渐引入移民法、护照并设立通关障碍，人口的跨境迁徙就不再自由，移民问题由

此产生。20世纪 80年代，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产生了规模化的难民群体：超过 4000万人离开

原居住地，大规模的难民潮影响着和平进程与国家安全。高流动性与异质性的移民群体不仅威胁

到接受国的主流文化与认同，也对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合理性、合法性提出了挑战。当一个

社会意识到自己受到外来挑战性身份的威胁时，就会产生较强烈的社会不安全感。巴里·布赞则

将一个社会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和潜在或现实威胁下保持自身基本特征的能力定义为社会安全，

即语言、文化、宗教、民族身份以及习俗传统模式的可持续性。移民所带来的正是这一类“认同

危机”。伴随认同危机、社会安全等概念的兴起，传统上有关移民权利的讨论转化为某种“安全

话语”（security discourse）。 

    进入 21 世纪，“9·11”恐怖袭击事件使人们将移民与恐怖袭击直接联系。美国政府立即收

紧移民政策，颁布《国土安全法》与“美国访客”计划，设立国土安全部并强化了边界控制。至

此，移民与安全的联结进一步加强。始于 2010 年的难民危机再次挑战了欧洲的政治、经济和社

会模式，刺激了欧洲民粹主义和身份政治的兴起。随着移民的数量、类型、流向以及异质性冲突

不断增加，国际移民逐渐被认为是威胁国家安全的来源之一。移民问题在全球范围内逐渐被政治

化并被纳入安全研究的框架。 

    国际移民问题的安全化进程 

    国际移民问题的“安全化”是一个系统性、技术性地将移民问题转化为安全议题的过程。这

是一个包含安全实践、安全话语并不断自我强化的复合进程，主要涉及安全化施动者、受众、存

在性威胁三个要素。国际移民问题的安全化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引起关注、制造连接。安全化施动者利用公共资源或用话语权连续、频繁地报道

移民议题，引发安全化受众的关注；并通过隐喻、图像连接、框架叙事等对移民进行充满敌意或

陈规定型的叙述；将移民与不安全、恐怖主义、犯罪等联系在一起并视之为社会暴力和恐怖活动

的潜在制造者，从而使公众对移民产生严重偏见与误解。 

    第二阶段，建构威胁、说服受众。安全化施动者通过对移民议题进行策略性的框定、高频次

的重复某些表述威胁以及威胁紧迫性的话语来完成对存在性威胁的建构，催化受众的紧迫感与不

安全感，最终成功说服受众，以此获得将移民问题安全化的合法性。 

    第三阶段，采取措施、应对威胁。采取超常规措施（如制定政策、动用公共资源、修建基础

设施、开展外交实践等）应对移民威胁，标志着安全化的启动。比如，欧盟为了加强边境管控，

争取联合国授权开展军事行动以打击人口走私，加速实施“欧洲难民行动计划”的难民分摊配额

方案，成立应急机制等。 

    在移民问题安全化的过程中，安全化施动者、受众、移民，甚至要素所处的环境不断互动、

相互影响；这种层叠式的情境互动最终形成一种安全场域，使移民问题场景化与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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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移民问题的“去安全化” 

    “去安全化”是使安全议题回到“常态政治”领域，即运用“积极安全”的方式来消解“威

胁”与解决“问题”。不同于其他非传统安全议题，移民群体自身具有相当程度的主观能动性，

当他们感受到“隐性歧视”、难以摆脱“他者”身份后极易陷入身份认同困难和民族悲情，进而

愈发倾向在宗教中寻求归属感和精神慰藉，甚至走向宗教极端主义。于是，新的安全问题一触即

发。因此，我们必须要清楚地认识到移民问题被“过度安全化”或“超安全化”本身存在的缺陷。 

    第一，塑造自者与他者、原住民与移民群体之间的对立关系，引发大众对外来移民的不信任、

猜忌、怀疑和排斥，最终导致社会的分裂、民粹主义的复燃。第二，引发社会不安全感。安全化

进程有意放大了社会对移民群体的恐惧，强化了移民与安全的负面联系，构建了一个充满不安全

感和风险的社会，合理化了边境控制、威胁管理和保守的移民政策，最终营造了一种不安全的环

境和氛围。第三，牺牲自由与个人隐私。政府对公民言论、隐私、社会活动等各个方面进行审查

和监控并将信息收集触角伸入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不仅构成了对少数群体自由和人权的侵犯，

也损害了公民的人权、自由和隐私，甚至威胁到西方式民主安身立命之所在。 

    如上所述，将移民视为威胁的安全化思维与实践不仅无助于移民危机的消解，反而会加速移

民危机的扩散。为此，我们应寻找一种“去安全化”的路径以构建全球性机制、开展对话与合作，

将移民问题从威胁防御的话语中移出。为此，我们必须做到：首先，化解对立与冲突，促进移民

的自然融合。西方基于竞争性认同的认知，将“他者”当作一个不言而喻的威胁。而中国文化则

积极性地看待差异，强调“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中国文化认为不同文化、民族之间可以和睦

相处、和而不同。唯有加强移民的融入，增进文化之间的交流，才是解决移民问题的长效方法。

国际移民的社会融合关系着整个社会的稳定以及治理能力的提升，正确看待移民群体的差异性，

有助于提高多元化移民治理系统性，营造自由开放包容的移民生态环境。 

    其次，促进全球的和平与发展。战争、冲突和动荡是导致难民人数急剧增长的根本原因。全

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严重两极分化也是移民数量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全球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性日

益凸显，跨境移民是全球不平等的可视化反馈之一，也是反映福祉、自由、安全、机会、收入、

财富、商业和就业机会、个人和群体生活、权力与声望方面在全球层面不平等的可视化指标之一。

因此，促进全球的和平与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移民问题。 

    最后，加强国际协作与合作。移民现象本身具有跨国性，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凭借一己之力

独自解决移民问题。各国应利用多边主义的力量，加强双边、区域合作，帮助移民融入目的国，

促进正常途径迁徙，推动原籍国、过境国、目的国之间的合作，巩固针对现有及未来移民挑战的

合作机制以共同应对移民问题。 

    总之，全球化语境下的国际移民加速流动，不仅为国际安全研究增添了诸多非传统安全议题，

同时也为国际社会带来诸多新挑战。因此，国际移民的融合、发展与治理将是新时代国家面临的

重要课题。这也更加凸显了多元化移民治理体系、开放自由的社会环境、完善的移民治理框架、

理性的移民政策以及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