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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8国际移民的有利方面主要是移入国获得可选择的人力资源, 移入国支付较低的薪酬! 佣金, 移出国解决了国内就业问题并

获得海外汇软和国家间的文化联系; 国际移民自身获得较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 对异城文化有深入的了解 "国际移民的成本主要在于法律
上的界定与于理 , 移民数据的统计与分析 , 移民遇到的各种困难和福利待遇的缺失"现在的国际移民仍属于低层次发展 , 既需要宽松的政

策 , 也常要社会的关注 , 使之顺利发展 "

=关健词 2国际移民 人才 就业 成本

一 ! 国际移民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使世界经济 ! 政治 ! 文化等领域日新月异 , 国际移

民的数t 增多 , 种类各异. 许多国家需要对国际移民的流动加以管

理, 专门立法以规定移民的居留权 !公民权等事宜"现代国际移民

在形式上相对和平. 政治移民包括难民 !寻求庇护者及非法移民,

经济移民可分为低技术移民和高技术移民, 他们给移入国带来的往
往是正面影响"对于难民, 只要管理得当, 也不会对当地社会治安

造成严重威胁 "

新形势下应对国际移民加强理论研究 , 完善统计资料 , 对各

国的移民问题加以分析. 使移民对移入国 ! 移出国都能带来正面影

响"二+ 世纪前欧洲是主要的移民输出国: 通过建立殖民地 ! 自治

领的方式欧洲在世界各地大t 移民; + 八 ! 十九世纪有大t 非洲奴

隶从非洲迁移到美洲"近些年欧洲成为主要的移入国 , .-历史上是

主要移民输出地的欧洲. 已成为主要的移民输入地 0 (丘立本.

2007 > "李明欢 (2000 >也认为 , ..近代殖民扩张所催生的人口

规模性跨境迁移的主要流向是从宗主国! 较发达地区流向殖民地 !

不发达地区及新开发地区 , 那么, 20世纪下半叶世界人口的跨瑰流

动, 呈现出从较不发达地区人口 -奔向西方 . 的趋势 0 "中国历史

上是移民输出国, 世界各地华侨人数众多. 东南亚 ! 美洲等地都有

多处华人聚居区 , 追布世界的华人也给当地人带去中国的传统 ! 习

俗 , 使世界对中国的认识更加感性 "

由于各国间经济联系日趋增多. 交通运输条件也在不断改善.

使跨境流动人口数, 不断增加, 移民总t 虽然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

例不高 , 但在管理上也需要注惫 , 在分析国际移民的成本 ! 收益基

础上 , 确定移民的可行方式. 仍是各学科研究的范围"

二 !移入国和移出国的收益
1.移入国获得可选择的人力资源

移民通常属生产要素 , 是有别于国际贸易中商品的特殊的要

素, 移民在移入国的竞争与争取生存的过程. 增加了移入国劳动

力供给. 使移入国能在更大范围内选择适宜的人才 "哈立德 #科泽

(Zco g ) 认为 /移民往往是那些最具创业才能 !最有活力的社会

成员 / , 许多拥有专业技能的人才到经济条件更好的国家谋求发

展. 一些发达国家往往制定严格的移民标准, 如教育程度 ! 年龄 !
工作经验等: 使得拥有高技能的劳动力易于移民" /劳动力市场分

割理论 0 认为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具有双重特性 , 上层市场是高

收益 ! 高保障 ! 高福利的市场, 下层市场则属于一些简单初级劳动

的市场 , 发达国家本国人趋向于进入上层市场 , 而国际移民则补充

了下层市场的要素需求"当然. 在经济全球化下引致的外语 ! 外国

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 , 使移民也有机会在异国得到良好的工作条件

和环境 "一些国际移民具有较强竞争实力 , 他们不仅在本国内属于

出类拔萃者 , 在他国通常也能做出出色的成绩. 这部分人有可能成

为同类移民的代表性模范人物 "

移入国可以通过本国立法的规定调节对移民的需求. 目前一些

发达国家面临的另一难题是大最非法移民. 如美国境内存在有许多

里西哥 ! 加勒比海国家的非法移民. 美国近年曾有过 .-大赦 0 . 给

予非法移民以正当的移民资格 , 但这种临时的 ! 偶然实行的措施并

不能根治偷越国境的行为; 俄罗斯境内也有许多来自独联体和东南

亚国家的非法移民, 估计人数在30 0万至500万之间. 印度也存在

许多非法移民"很明显 , 非法移民和难民难以在移入国获得较好的

工作条件和环境 , 然而由于发达国家与一些贫穷国家巨大的收入差

距以及战乱 , 使这类移民仍然存在"

2 移入国给付较低的薪酬 ! 待遇

一些移民为了在移入国获得生存 ! 发展的机会而不得不降低求
职条件 , 或者增强自身能力以满足对方各种要求 , 这样移入国可以

用较低的待遇和薪酬获得良好的人力资源 " 曾少聪 ( 200 6 ) 曾提

到. /移入国政府却制定各种各样的政策限制外国人口的移入 , 并

对已经移入的外国移民在当地的发展加以限制" 0 移民在政治领域

与原住民的差异已是各国公认的实情. 在工作职位的竞争上. 移民

往往也不具有优势, 当地人可以较快 !较多地获得职位信息 , 相同

的语言 ! 习惯有利于本地人在竞争中获得优势"

3.移出国可解决就业问题

许多移民的原籍国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 不能提供良好的工作

环境或适宜的工作岗位 , 移民流向国外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移出国

的就业问题, 使劳动力向收益更高的地区流动"这虽然符合经济理

论, 其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对于移出国而言有可能是高

技术人才流失 , 能获得合法身份的移民通常在移出国接受过完整的

教育 ! 正当工作年龄 , 属成熟劳动力. 这部分人口的流失 , 对移出

国可能会产生不良影晌; 另一方面. 一些移出国国内经济发展滞

后. 政治腐败 ! 失业率高 , 移民国外是更好的选择"许多国家对于

低技术劳动力的移民并不反对 , 由于移民可以与移出国国内的亲朋

保持联系 , 移出国可以藉此获知一些外国的社会 ! 经济状况"

4 .移出国获得海外薪酬汇回

利用不同国家之间收入的差别 , 移民可以将自己在较高收入国

家的工薪汇回母国. 或者对母国进行投资 , 从而带动母国的经济发

展 "哈立德 (2009 6提到 /200 4年汇款接收国排名前三的是墨西

哥 (一百六十亿美元) ! 印度 (九十九亿美元 )和菲律宾 (八十五

亿美元 > ,,2004 年排名前三的汇款输出国有美国 5二百八十亿

美元 } ! 沙特阿拉伯 (一百五十亿美元 ) 以及比利时 ! 德国还有瑞

士 {各有/!十亿美元 ) 0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曾有许多华侨回国投

资 , 也有些海外华侨将积蓄汇回国内 , 表 ,是1986年至 , 996 年中国

大陆国际收支平衡表中侨汇收支数据 , 其中借方表示支出 , 贷方表

示收入 , 表中数据显示历年都是侨汇收大于支 , 呈现净流入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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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1986年至 1996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侨汇收支数据

单位: 千万美元

年年份份 贷方方 借方方 差额额

111986年年 20. 888 0 444 20. 444

111987年年 16 666 0. 333 16. 333

11198 8年年 12 999 0 444 12 555

11198 9年年 7. 666 0 . 333 7 . 333

111990年年 12 444 0 555 们 999

11199 1年年 20 . 777 1. 888 18 999

111992年年 22 888 1. 555 21 333

111993年年 10 888 1. 555 9. 333

1119 94年年 39 555 1. 999 3 7 666

111995年年 3555 000 3555

11199 6年年 16 7 222 000 167 222

资料来源 : 国际外汇管理局网站 (http :llw ww 名afe习ov名n, m odel_safe/index.

htm l) "

1997年以后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改变统计项目, 不再设置

侨汇一项 , 而在收益项下设置了职工报酬和投资收益两个小项 ,

表2是以后各年职工报酬的统计数据"从各年流t 数据可知. 除

少数年份净流入为负值外, 多数年份职工报酬呈净流入状态. 同

时流入 ! 流出数额呈增长趋势 , 十四年中贷方平均年增长率为

46 .48 % , 净流入平均增长率为48.36 % , 说明中国与外国间经济联

系日益密切 , 在职工收入上表现为双向流动增多"
表2 , 997年至2010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职工报酬数据

单位 : 千万美元

年年份份 货方方 借方方 差额额

11199 7年年 16 6 4 111 000 16 .6 4 111

11199a年 }}}一9.6527 }}}一20.392333 一10739666
111999年年 14.565333 }52.263555 一37t69888
222000 年年 20 .187111 67习36111 一47.74999

22200 1年年 29 74999 85 163555 一55.414555

222002年年 67 375222 95 032777 一27.657555

222003年年 1282 59444 112.023333 16.236222

222004年年 20 1435999 138 216888 63 2 19111

22200 5年年 333 7 06222 181 741444 151.964 888

22200 6年年 431.949333 232习99333 198.9555

222007年年 68331333 249305888 143000 7222
222 00 8年年 9 13 65 4 777 27 3 .6 39 111 64 0 .0 15 666

222 00 9年年 92 0.0000 2 10 .0000 72 0 .0 000

222 0 10年年 136 000 15 000 12 2000

资料来源: 国际外汇管理局网站 (htt p://w w w .safe.gov .enzm ode 一_sare/ind ex

htm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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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是2000年至2008年发展中国家接收汇款的增长率 , 九年中

平均增长率为18 % "移民向母国汇回薪酬 , 会有助于移民网络的形

成 , 与移民熟悉认识的人有可能在较好工薪收入的刺激下也进行移

民, 华侨当初移民东南亚国家往往采取同乡! 熟人介绍的方式 , 现

代的拉美国家移民不仅在移入国有主要居留区, 而且移民间相互联

系也比较紧密. 在较多保持本民族特点的同时, 在移入国逐渐形成

政治 ! 经济上的势力"

5 移入国与移出国的文化联系

虽然国际移民本质上属于劳动力迁移问题 , 与之相伴随的文化

现象仍需关注 "移民往往对移入国的经济 ! 政治产生影响 , 如移民

努力争取政治上的成就 , 对移入国公共管理领域的政策提出建议 !

意见等 , 参与当地政府治理 , 同时一些移民还会将自身原有的生活

习俗 ! 宗教信仰带到移入国. 使之接触到不同的文化"虽然在此

过程中移民可能会被当地原住民同化. 或者部分地失去自身原有的

文化 , 但通过现代化通讯 ! 交通设施 , 移民仍有可能较多地与移出

国保持联系, 原有文化和生活理念得以保留, 使移入国呈现出国际

化 ! 多元的文化色彩"

对外来移民与当地主流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形成了以下几种

主要理论: /熔炉论 0 ! /同化论 0 ! /多元文化论 0 , 其中 /熔

炉论 0 和 /同化论 0 的观点基本一致. 而 /多元文化论 0 则与其截

然相反 , 认为移民为移入国带去不同的信仰 ! 习俗 , 使移入国在种

族 ! 文化等方面具有差异性 ! 多样性. 移民的特性得以长期保持 "

持 /多元文化论 0 者接受不同种族 ! 民族共存的现实 , 认同这种差

异性 ! 多样性 , 在针对移民的政策制订上适当考虑移民原有的风俗

习惯 "

三 !移民的收益
1.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改善

移民种类很多, 移民动因也是多方面的, 可能是由于有国外的

亲缘关系 ! 血缘关系, 可能是由于受到周围人群的影响. 也可能是

由于在其他国家有更好的工作职位"虽然许多移民对未来的发展不

能做太多规划 , 但通过一些留学 ! 移民宣传 ! 推介活动. 通过自己

的社交网络可以对未来移民的国家有粗略的了解 , 预期到较好的收

入 !较好的社会环境 , 因而会选择到陌生的国度谋生"

工作 ! 收入条件的改善是移民的主要目标之一 , 移入国安定 !

和平的社会环境也是移民选择背并离乡的原因 , 通过这种跨国移民

活动, 通常移民能得到较好的生活条件 , 这也是现今国际上发展中

国家向发达国家移民数t 较多的原因"在此过程中发达国家可能会

发布一些限制移民的措施 , 根据国内经济情况加以调节 , 许多国家

移民是受限的, 这与国家间具有边界 !拥有主权等规定有关 , 也与

世界各国的交往仍比较初级 , 互相仍呈现较明显的分割状态有关 "

2 移民对移出国的投资

移居到发达国家的移民有可能利用不同国家间巨大的收入差

距 ! 科学技术差距 , 在通过努力在移入国获得较好经济条件后 , 再

向移出国投资 , 以获得高收益"移民的这类投资由于对双方都比较

熟悉 , 具有传递信息快 ! 切合实际的特点 , 因此不论是移入国还是

移出国都比较欢迎这种投资. 这一类在经济领域发展较好的移民也

容易成为社会上的知名人物, 为后来者提供经验和参照"一些移民

在国外工作或学习一段时间后. 会再返回原来国家 , 这类移民除了

带回国外的一些信息外 , 可能并不能有更多经济上的举措 , 难民返

乡也存在类似问题 "
图1 2000年 一200 8 年发展中国家接收汇款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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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深入了解异域文化

在移民数据的统计中通常不把短期到国外旅游 !度假 !探亲的

人算作国际移民, 能较长期地在国外居留的移民必然对移入国有更

多切身感受 , 对异国的文化 ! 制度 ! 语言等了解较多且深入 "文化

上的相互了解对移出国 !移入国都是有益的, 即使移民在工作中不

能获得成功, 至少也使得移民的活动具有意义"

四! 国际移民的成本
移民不同于本国劳动力 , 在国际间流动的各类人才豁要管理,

这是移入国和移出国共同的任务, 同时移民也会面临迥异的处境 ,

需要付出较多才能获得良好的工作 ! 生活环境 , 并逐步在政治领域

有所作为"

, .法律上的界定与管理

曾少聪 ( 2 00 6 ) 认为 /当前国际移民政策大多与现实脱

节. , 需要对移民材料加以综合 ! 分析 "国际上移民潮在不同时期

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这说明世界经济 ! 政治形势是在变化的. 也说

明国家之间仍存在明显的差异, 在移民问题上政策不统一"通常移

入国是移民问题的主体 , 其政策导向会影响到移民的数扭和质t ;

移入国对待移民的态度也影响到移民今后生活的质且和状态 , 如采

取多元文化理论的国家会对移民更为宽容 , 允许不同的信仰 ! 不同

的民族习惯存在; 而在采取同化论的国家. 移民则要逐步适应当地

习俗 , 逐步融合到当地的文化中去 , 经过几代后会变得与当地人完

全相同"不同的政策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对此各国间仍有讨论的必

要. 使移民同化为本国国民, 将便于管理, 减少种族冲突! 信仰抵

触的情形; 而允许移民保持原有习惯 , 会使本国表现出文化多样

性 , 同时两国间文化融合可能存在困难 "

移民管理中另一类问题是安全 ! 反恐, 比较突出的英国拉什

迪事件 ! 美国九一一恐怖袭击 , 都使这些国家对外国移民采取更严

的管理政策 , 也引起民众的种族主义思潮; 另一方面移民在移入国

的政治权利受限 , 特别是第一代移民. 面临语言障碍 ! 种族歧视 ,

政治上的不同安排 "当然许多国家对于移民的政策是在变动的 , 反

恐问题突出时政策趋严 ; 反恐问题不突出! 经济发展良好时政策趋

松 , 国家间的协调仍很缺乏"

2 移民数据的统计与理论分析

加强对移民的管理需要做好移民的相关数据统计 ! 分析工作 ,

由于移民涉及到经济 ! 政治 ! 文化以及国内外的不同因素, 有关资

料分布较广 , 对此进行系统的研究并不容易. 如以入婉时间为准计

算 , 则移民与旅游者的区分较难; 如以外国工作者计. 其来源和分

布都不易确知; 有些难民和非法移民的数t 更难精确掌握, 每年有

大里未经许可穿越国境的移民, 成为移民统计和管理中的难点"各
国在进行移民政策协调的同时 , 可以有针对性地对本国的移民情况

进行整理 , 归纳出其发展趋势 "从全世界的移民数据看 , 2006年

移民人数大约为2亿人 , 约占世界人口总数的3% , 这一比例并不

高 , 所以移民问题虽引起一些关注 , 许多国家并没有系统的管理措

施 , 给予移民切合实际的支持. 是各国政府可行的选择 "

3 ,移民面临的各类困难

除了语言上的差异外, 各国间仍实际存在着文化的差异 , 如

中国与美国间在文化 ! 习惯上的不同 , 必然会给两国移民带来心理

上 !精神上的影响"适应当地居民的生活, 在接受对方文化的同时

尽力保持自身的文化. 是几乎所有移民都要面临的问题 "长期在外

的移民有时不能兼顾自己的家庭责任 , 如对父母 !妻儿的照顾 , 如

果移民处境不佳 , 甚至与移出国的联系也会减少 "移民在移入国

有时会面临种族歧视问题 , 使得安全受到威胁 , 有时工作上没有

保障"一些通过非法手段到达外国的移民 , 如被贩卖的人口!偷渡

者 , 将面临难以预知的未来"

4 .移民社会福利的缺失

若移民没有移入国的公民身份 , 在福利待遇上往往比较欠缺 ,

发达国家的这一问题较突出 , 非法移民当然不能获得移入国的失

业保险 ! 养老保险 ! 医疗保险等"当今世界移民的流向主要是从不

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 ! 地区流动 , 或者从薪酬较低的地方向薪酬较

高的地方流动 , 这在许多国家国内也是现实存在的现象, 在此过程

中 , 移民的竞争力受到考验 , 在从原经济条件较差的国家移向较发

达国家的过程中 , 移民自身的生存技能可能存在不足 , 对移入国缺

少了解和认识 , 这些都会导致移民与原住民相比不具有强的竞争

力, 因而不能获得正常的公民待遇"

五 !结论
通过对国际移民的收益和成本的分析 , 可以知道多数国家能顺

应全球化的趋势, 对移民采取较宽松的政策 , 移民的境遇也能得到

改善"在此过程中各国得到所摇的人力资源, 解决了就业问题 , 移

民的收入有所提高"同时, 移民也带给移入国不同的文化 , 加强移

入国与移出国之间的了解. 为进一步的投资 ! ,合作奠定基础 "

然而移民面临的环境仍不完善. 各国的政策时有变化 "在适

应移入国的过程中, 移民能借助的力量并不多 , 驱动移民进行跨国

迁移的动机是多方面的 , 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和安全稳定的生活环

境 , 是目前移民的主要目标 "移民素质的高低对各国的影响不同 ,

高素质移民对于移民的成本往往并不在意 , 而低素质移民可能会因

此而无法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如果要求移民承担文化传播上的责

任, 或者作为传递文明的使者. 目前看仍不现实, 许多移民仍以经

济上的利益为考虑要素, 对于高层次的文化追求少而且不明确"所

以, 现阶段的国际移民仍比较初级. 不论是移民还是移入国和移出

国 , 在设定目标上都以经济利益为主要因素 , 对于文化的沟通与联

系并不很注重 "针对这种现实 , 各国制定关于移民的政策应以现实

为基础 , 多考虑移民的切身利益. 采取的政策应能使移民在异国安

居乐业 . 移民有了生存基础后再谋求更进一步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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