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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发布的《2011 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在接受调查的投资

资产超过千万元的富裕人群中，近 60%的人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

关考虑。
移民不是新现象。历史上，从“欧亚丝绸之路”到“哥伦布发现新大

陆”，移民实现了世界各地人员的相互往来和商品技术的互通有无，成

为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上世纪 80 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与

移民欧美人员携技术、资金与管理经验回归不无关系。今天，经济全球

化大大提高了国家和地区间移民的自由度和吸引力，一定数量的中国

人移居海外，不仅让个人对生活条件、工作机会、投资环境有更多选

择，也有利于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合作与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人口基数本来就大，尽管移民海外者绝对数量猛

增，但比照不断成长的富裕人群、庞大的海归群体，移民后“人走企业

留”的现实，以及来华外资“外脑”不断增加的趋势，对移民的过度担忧

并不成立，当以开放的心态看待。
不过，如果移民在一段时间成为一种热潮，其背后的社会动因值

得关注。
移民话题在当下之所以变得有些沉重，是因为这一轮“移民热”一

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内的某些“不宜居”因素———受访移民们解释的原

因集中在这样几方面：为了孩子摆脱应试教育重压，为了获得健康

的生活环境与完善的社会保障，希求投资环境更为规范，期待没有

因贫富差距导致“仇富心态”的氛围……移民远行所“期”，也是中国

当下所“缺”。人们当然有通过合法合理途径选择更好生活质量的权

利，只是，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知识精英及富裕人口过多流失，会加

重普通人乃至整个社会的焦虑感。
移民话题在当下之所以变得敏感，还因为人们担心，一些非法致

富人群，借移民而“漂白”。虽然各国移民条款都十分严格，但大量事实

让人们有理由怀疑：对上述人群及其亲属移民出境的审查、管理仍存

漏洞。
对“移民热”的关注，理应转化为这样的思考和行动：进一步深化

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比如发展和改革教育理念，让孩子的成长更健

康、更快乐；完善国内相关立法，提高居民财富的“安全感”；完善社会

保障和福利制度，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坚决惩治贪污腐败，促进社会

公平正义，确保居民的“尊严感”……
只有从“经济大国”迈向“宜居大国”，中国才能留住财富、留下人

才、留存自信，向外移民才不会成为一种热潮，带来诸多焦虑。□
（来源：《人民日报》2011 年 5 月 25 日）

从移民热看经济大国迈向宜居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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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和幸福，从没有一个统一绝对

的定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诉

求。很难说快乐就是幸福，也很难界定

快乐和幸福究竟是一时的还是持久的。
但可以说，一时的快乐并不是幸福，快

乐更多是表层的，而幸福是较长时间的

感觉。幸福的内涵也不止快乐。
曾经从广播上听到一个故事。一家

穷人与一家富人毗邻而居。穷人家有好

几个孩子，以修补鞋子为活计，日子过

得紧巴。可每晚都会有大人孩子的快乐

歌声和笑声。富人家虽然日子富裕，但

相对冷清，不闻歌声笑语。为此，富人的

老婆总觉得日子乏味，对穷邻居也由瞧

不起到羡慕，再到妒忌，以至于最后不

断发出抱怨。当有一天富人被老婆的妒

忌和抱怨声吵烦了时，便说：“我有办法

让隔壁从明天起再也没有歌 声 与 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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