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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妇女迁移与亚洲公民社会
———移民女工权利保护与菲律宾 NGO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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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移民女性化是全球化时代人口国际迁移的一个重要特征 , 对移民女工的权利保护也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

NGO关注的焦点。本文以亚洲劳工输出大国菲律宾为例 , 探讨了菲律宾女性移民的特点以及菲律宾 NGO在移民女工权利

保护方面的角色与影响 , 指出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 , 亚洲移民女性权利保护运动与 NGO的发展呈现出高度互动的特

征 , 女性正在成为推动亚洲社会政治话语变迁的主角以及促进亚洲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本文进一步指出探究全球化

时代公民概念的变迁及其意义 , 赋予移民工人的公民身份才是保护移民权利的重要途径 , 也是民族国家与公民社会不可回

避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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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em inization of across2border m igration is becom ing a significant phenomenon in the era of globaliza2
tion, thus the rights of women m igrant labors are attracting huge attention of NGO s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ty1
Taking the Philipp ines—the third biggest labor2exporting country for examp le, the paper exam ines the feature of

Philipp ine women M igrants and the role of Philipp ine NGO s in the rights p rotection of overseas m igrant labor, and

points out that p romoted by the econom ic globalization, the rights p rotection movement of A sian women m igran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GO s interact highly, and women are becom ing an important force for driving the transfor2
mation of social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sian civil society1 A t the last part, the paper further ex2
p lores the concep t of citizenship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and concludes that only granting m igrant labors citizen2
ship legally is an idealmeans of p rotecting m igrant laborsπrights1 This is a big p roblem that the nations and interna2
tional community must face1

一

20世纪 70年代以来 , 伴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

展 , 人口的跨国迁移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一个重要表

现与显著特征。在日益汹涌的世界人口跨国迁移浪

潮中 , 女性的跨国迁移活动尤其引人注目 [ 1 ]。亚

洲作为人口跨国迁移的主要输出地区 , 女性参与跨

国迁移的人数迅猛增加 , 尤其是东南亚与南亚地

区 , 女性作为跨国劳工输出的比例大幅并稳定增

长。国际劳工组织 1996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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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世纪 70年代 , 亚洲女性只占亚洲跨国劳务输

出总数的 15% , 到 20世纪 80年代 , 该比例上升

到 25% , 到 20世纪 90年代 , 跨国务工的亚洲女

性已达 180万 , 基本上与跨国务工的男性持平 , 在

菲律宾、印尼与斯里兰卡等国的海外劳务输出中 ,

女性甚至已经超过男性 [ 2 ]。进入 21世纪 , 亚洲女

性的跨国迁移活动仍然保持高增长率 , 跨国务工的

亚洲女性多达 200万人以上 , 其中 , 菲律宾、斯里

兰卡、印尼等国的女性移民比例仍然均远在本国男

性之上。亚洲女性成为劳动力跨国迁移的重要构

成 , 不仅对输出国与接受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

献 , 而且也对亚洲社会文化变迁与政治发展带来深

远影响。与男性的跨国迁移相比较 , 亚洲妇女的跨

国迁移 , 具有显著的类型与结构特征 , 主要表现为

以家庭工人为主的低 (无 ) 技能劳工、以色情
(娱乐 ) 行业为主的受歧视群体以及以婚姻家庭团

聚的依附型迁移 [ 3 ]
, 这些特点决定她们不可避免

地遭受到剥削、歧视 , 甚至奴役与虐待。并且 , 亚

洲女性迁移的目的地主要在亚太地区 , 尤其是中东

海湾地区阿拉伯国家与东亚国家与地区 [ 4 ]
, 这些

国家与地区普遍存在的以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为

核心的男权观念无疑加深了移民妇女的困境。除了

经济剥削、性别歧视与性暴力等伤害外 , 亚洲移民

女性还普遍遭遇到种族 (文化 ) 或者身份 (国籍 )

歧视 [ 5 ]。因此 , “易受伤害 ” ( vulnerability) 成为

亚洲女性在整个迁移过程中相同经历的一致表述 ,

移民女性的遭遇与困境在现代社会性别研究的语境

中 , 成为女权主义抨击男权社会、维护妇女人权的

新契机。随着国际移民女性化趋势的不断加深 , 女

性移民对国家的经济贡献以及女性移民 “受伤害 ”

状况的不断曝光 , 可以说 , 女性移民的跨国迁移已

经超越家庭的私域空间 , 成为社会公共生活的热点

话题 , 尤其是在女性劳动力输出的大国。如菲律

宾、印尼以及斯里兰卡等国 , 越来越多的 (NGO )

参与到对移民女工的研究与权利保护行动之中 , 并

正在演变发展成为一场反对性别歧视、种族 (文

化 ) 歧视、身份 (国籍 ) 歧视、保障移民 (妇女 )

人权的国际性社会运动 , 折射出全球化时代 , 在全

球女性移民浪潮的推动下 , 女性正成为推动亚洲社

会政治话语变迁中的主角与促进亚洲公民社会发展

的重要力量。

二

随着越来越多的亚洲女性加入跨国迁移的浪

潮 , 对移民女性的地位与权利保护成为亚洲国家与

亚洲公民社会关注的问题。值得指出的是 , 国家与

公民社会对移民的关注有不完全相同的利益考量。

对国家而言 , 保护每一个海外公民是国家的责任与

义务 , 海外公民不仅是一国财富及利益的重要组成

部分 , 而且是一国对外政策及对外交往的重要领

域 , 在一些劳工输出大国 , 海外劳工对国家的巨大

经济贡献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国家对海外劳工的保

护力度。因此 , 国家对海外公民的保护有强烈的国

家利益考量 , 体现了国家的利己主义本质。而公民

社会对移民权利的保护 , 其根本出发点是基于普世

主义捍卫人权的观念 , 对个人的合法迁移权力、工

作权力、性别平等、种族平等、身份 (国籍 ) 平

等的强调成为公民社会捍卫移民工人权利的基础 ,

集中体现了公民社会关注社会问题、关怀弱势群

体、捍卫社会公正、利他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因

此 , 全球化时代 , 对移民工人的保护运动成为由公

民社会 (非政府组织 ) 领导的超国界、超种族、

超性别的社会政治运动。

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制度等因素 , 菲律宾拥有

发达的公民社会。菲律宾作为拥有全球第三大

NGO的发展中国家 (仅次于巴西与印度 ) , 其

NGO享有 “组织完备 , 发展良好 ”, “规模庞大 ,

在发展战略与行动策略上均具有创新精神 ”等国

际声誉 [ 6 ]。菲律宾 NGO大约可以分为三类 , 即发

展型 NGO、服务型 NGO以及行动型 NGO。自 1974

年海外劳工政策被纳入到菲律宾国家经济发展战略

以来 , 这几类 NGO, 都会涉及到菲律宾海外劳工

(妇女 ) 问题。特别是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 随着

越来越多的菲律宾妇女加入跨国务工浪潮 , 菲律宾

移民女工在海外的生存状况成为 NGO关注的焦点。

90年代初期 , 菲律宾海外妇女劳工的几大事件成

为菲律宾海外劳工权利保护政治叙事的转折点。

1991年日本的菲律宾舞女 Marcris Sioso的非正常死

亡事件 , 1994年阿联酋菲佣 Sarah Balabagan被控

谋杀事件 , 以及 1995年新加坡菲佣 Flor Contemp la2
cion被处死刑事件 , 均在菲律宾国内引起强烈反

响。尤其是新加坡菲佣 Flor事件引起菲律宾社会

的极大关注 , 并掀起巨大的政治风波。一方面 , 菲

律宾社会猛烈批评菲律宾政府在海外移民工人权利

保护问题上的无能与失职 , 另一方面 , 包括教会在

内的公民社会强烈谴责新加坡政府的无情与冷漠 ,

导致菲新关系一度陷入紧张状态。在公民社会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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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下 , Flor的形象发生了巨大转变 , 从一个普通的

女佣成为数百万 “被压迫 ”、被政府 “抛弃 ”的海

外菲佣代表 [ 7 ]。Flor的故事甚至被搬上银幕 , 她被

渲染的悲剧形象进一步加深了菲律宾社会对海外菲

律宾妇女工人的同情与关怀 , 引起了菲律宾社会对

海外菲佣集体命运的极大关注 , 这种社会关怀成为

推动菲律宾移民工人权利保护 NGO 产生的重要

力量。

Flor事件为公民社会参与菲律宾海外劳工权利

保护提供了新的契机。在公众舆论的推动下 , 1995

年 , 菲律宾政府颁布了共和国 8042号法案 , 即著

名的 “海外菲律宾劳工与海外公民保护法案 ”。该

法案第二条 ( h) 款规定 : 菲律宾政府承认 NGO

作为政府的重要合作伙伴 , 促进实施海外移民权利

保护。这一规定为 NGO参与移民权利保护提供了

合法地位 , 对推动菲律宾关注妇女发展与移民权利

保护 NGO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

作为东亚地区 NGO 最发达的国家 , 菲律宾

NGO在移民妇女权利保护方面的活动非常活跃 ,

形式多样 , 并卓有成效 , 反映出当代菲律宾 NGO

不仅继承了菲律宾公民社会的历史传统与自愿精

神 , 而且也体现出菲律宾 NGO在新的社会政治经

济环境下的主动适应与创新特征。

表 1　近年来 “菲律宾移民权利观察 ” ( PMRW ) 主办 /协办的主要活动

时间 /地点 活动名称 主题内容

2009 23届国家移民星期日 (NMS) 呼吁国家与社会关注经济衰退对移民及其家庭的影响

2008 “国际移民日 ”论坛 “让移民成为不是唯一的选择 ”, 关注移民工人与家庭状况

2008 PMRW与媒体 通过媒体宣传移民工人与家庭的生活

2008 “国际天主教移民委员会 ”亚洲协议会 教会 NGO讨论亚太地区移民问题

2008 移民与发展全球论坛协商会 移民、发展与非政府组织角色

2008 PMRW能力建设交流会 NGO在移民权利保护方面的经验交流、能力培训

2007 “国际移民日 ”论坛 一致行动 , 促进移民权利

2007 /台北 PMRW成员组织代表会议 工作总结 , 经验交流 , 组织建设

2007 /台北 “全球化与移民 /工人权 ”研讨会 研讨移民 /工人及其权利保护

2007 “菲律宾工人福利与保护 ”论坛 非法劳工招聘与归国工人状况

2007 “有效倡议与游说 ”研讨会 加强 NGO的倡议与游说能力

2007 “移民故事 ·移民心声 ”书展 让公众了解移民的生活

2007 “媒体与移民 ”论坛 移民权利保护

2005 “PMRW倡议分子培训课程 ” NGO的倡议、游说能力培训

2005 “海外菲律宾人缺席投票修正案 ”协商会 保障海外菲律宾移民的投票权利

2004 “菲律宾劳工跨国迁移前景 ”国际研讨会 菲律宾劳工海外就业与权利保障

2003 “全球菲律宾劳工代表 ”圆桌会议 海外菲律宾劳工状况

2003 “联合国移民工人与家庭 ”论坛 关注移民工人及其家庭

2003 “缺席投票 ”论坛 海外移民工人的投票权利

2002 “第 22届国际移民日 ”论坛 海外移民工人的投票权利

　　注 : 根据 PMRW网站的相关资料整理 , 参看 http: / /www1pm rw1org/activities1asp。除特别说明 , 活动地点均在菲律宾

首都马尼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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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律宾海外妇女劳工权利保护 NGO主要有三

类 : 第一类是专门关注妇女 (性别 ) 与发展的

NGO , 女性移民工人权利保护成为这类妇女 NGO

活动的重要内容。根据 “菲律宾妇女角色国家委

员会 ” (National of Comm ission on the Role of Filip i2
no Women ) 公布的专门从事妇女发展的 NGO指南

显示 , 菲律宾全国有 47个妇女 NGO组织将移民女

工纳入它们的议事日程与行动计划之中。这些妇女

NGO将移民妇女的福利与权利保护作为工作重点 ,

在倡议宣传、教育援助、技术与技能培训、信息服

务与咨询、心理辅导、法律援助、小额贷款等方面

为女性移民及其家庭提供帮助①。可以看到 , 在保

护海外女工权利问题上 , 菲律宾妇女 NGO强调将

海外菲律宾女性纳入妇女与发展的国家发展计划

中 , 强调妇女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 以及妇

女在发展中遭遇的不公平歧视与伤害 , 并为妇女发

展提供各种实际的援助。

第二类是移民权利保护 NGO, 这一类组织在

保护菲律宾海外妇女劳工权利方面也发挥了积极影

响。其中最有影响的是 1995年成立的 “菲律宾移

民权利观察 ” ( Philipp ine M igrants R ights W atch,

PMRW )。该组织作为一个移民保护权利联盟的发

起者 , 其会员包括多个国内外移民 NGO, 近年来

在促进移民权利保护的倡议宣传、组织建设、项目

开展、研究咨询与国际合作方面都非常积极 , 显示

出移民与菲律宾 NGO发展高度互动的特征。

第三类是有教会背景的 NGO。在关注移民权

利保护的 NGO中 , 菲律宾教会 NGO扮演着积极的

角色。菲律宾是亚洲著名的天主教国家 , 20世纪

70年代以来 , 随着菲律宾海外移民工人的增加 ,

对移民工人及其家庭的关心与援助也成为菲律宾天

主教会积极开展社会工作的重心。

天主教会是菲律宾最有影响的社会组织 , 长期

以来 , 教会 NGO在关注并参与菲律宾的政治经济

与社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 8 ]。作为菲律宾社会

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 , 菲律宾海外劳工问题自然成

为菲律宾天主教会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早在

1955年 , 菲律宾天主教会的移民委员会就向 “天

主教福利委员会 ”② 汇报海外菲律宾劳工的情况。

20世纪 60年代以来 , 随着菲律宾海员与海外劳工

的增加 , 菲律宾天主教会建立了相关组织来关心海

外菲律宾人及其家庭 , 如先后成立的 “海员传教

会 ”、“移民与旅行主教委员会 ”。1987年 3月 8

日 , 菲律宾教会最高机构 “天主教主教会议 ”还

倡议建立 “菲律宾国家移民日 ”。该节日的宗旨是

促进政府和公众对菲律宾移民工人权利及其家庭的

关注。每年的 “国家移民日 ”, 菲律宾政治家和菲

律宾天主教会的主教都会针对有关移民的不同主题

发表演讲 , 并举行盛大游行与公众弥撒等活动 , 通

过这些方式来呼吁全社会关注数百万菲律宾海外工

人及其家庭。可以说 , 这项活动已经演变成为一个

宣传菲律宾海外劳工保护的公共论坛 , 已经连续举

办了 23届 , 对倡议关注移民群体、保护移民权利

产生了积极影响。

1990年代以来 , 随着菲律宾海外就业人口的

增加 , 尤其是女性参与跨国迁移的迅猛增加 , 针对

移民的宣教与服务工作成为教会活动的重点。1995

年 , “天主教主教会议 ”正式将 “移民与旅行者主

教委员会 ”改名为 “教会关心移民与旅行者主教

委员会 ”, 该组织成为菲律宾 “天主教主教会议 ”

下设的关心与保护海外菲律宾移民 /劳工的一个重

要组织。该组织自 1995年以来 , 一直将菲律宾人

的海外迁移以及移民工人的宣教活动作为重心 , 先

后在吕宋、米沙鄢与南部棉兰佬地区开设 “移民

课堂 ”, 为菲律宾海外劳工提供各种辅导与援助。

1997年 , 该委员会还增开 “亚洲移民课堂 ”, 其宗

旨是联合亚太地区的教会 , 为移民工人提供更多的

服务与保护 , 这反映了教会组织在全球化浪潮下 ,

关注现实、服务社会的发展战略。

一方面 , 教会 NGO组织在菲律宾海外劳工服

务援助与权利保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另一方面 ,

教会 NGO组织也在保护移民工人权利的行动中也

得到发展。著名天主教嘉禄教会 ( Scalabrini M is2
sionary) 与嘉禄国际移民组织的发展不仅凸显了移

民与宗教之间的密切关系③ , 同时也反映出全球化

背景下 , 人口的国际迁移对宗教组织跨国发展的影

响。天主教嘉禄教会是意大利主教嘉禄布勒尼

(John Bap tist Scalabrini, 1839 - 1905) 于 19世纪

后期创立的 , 该教会最早在美国为意大利移民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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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参见 http: / /www1ncrfw1gov1ph / index1php /directory - women - ngos
该组织是菲律宾 “天主教主教会议”的前身。
关于 Scalabrini主教的事迹 , 请参看 Tina De Rosa, B ishop John Bap tist Scalabrini, Father to theM igrants, Insider Publications, in associa2

tion with the Fathers of St1 Charles, Province of St1 John the Bap tist (Darien, Conn) , 19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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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 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专门为移民工人提供宗

教服务、社会服务以及保护移民工人权利的国际性

组织。1982年 , 嘉禄教会开始在菲律宾开展活动 ,

它的到来直接推动了菲律宾教会移民组织的发展。

1987年 , “嘉禄移民研究中心 ”建立 , 其宗旨在于

促进亚太地区移民问题的跨学科研究 , 并开展移民

权利 NGO的培训项目。在菲律宾 , 隶属于嘉禄教

会的移民福利机构还有 “嘉禄移民中心 ”、“海星

服务中心 ”、“嘉禄信徒协会 ”, 这些组织都是 “嘉

禄国际移民网络 ”的重要成员 , 在提供移民福利、

保护移民权利、移民研究以及国际合作方面扮演着

重要角色。

四

可以说 , 对海外移民工人 (女性 ) 的权利保

护推动了菲律宾移民 NGO的全面发展 , 尤其是在

倡议与宣传能力、发展战略、国际合作与影响力方

面 , 菲律宾移民 NGO在亚太地区甚至在国际舞台

上都堪称典范。

倡议保护移民权利是菲律宾移民 NGO的一项

重要活动。2003年 , “海外缺席人选举权法案 ”的

通过可以说是菲律宾移民 NGO开展移民权利立法

倡议运动的一项重要成果。在菲律宾 , 选举是宪法

赋予每一个公民的权力 , 但数百万的菲律宾海外劳

工却长期不能享受与行使这项法律赋予的权利。数

百万的海外劳工的选票不仅对于菲律宾政治选举结

果有重大意义 , 而且对菲律宾海外劳工政治权利的

保障也具有非凡影响。1987年以来 , 菲律宾 NGO

与海外移民团体就开始为争取海外移民工人的选举

权利开展倡议游说活动 , 尤其是 “菲律宾移民倡

议中心 ”、“菲律宾移民权利观察 ”、“菲律宾移民

权利集团 ”以及海外菲律宾移民 NGO, 如 “欧洲

菲律宾移民组织 ”、“海外菲律宾人政治授权全球

联盟 ”、“荷兰菲律宾人联合会 ”等都积极参与争

取海外菲律宾移民的政治权利。 1997 年 11 月 ,

“荷兰菲律宾人联合会 ”在海牙举办关于海外菲律

宾人政治参与的论坛 , 随后在希腊雅典召开了菲律

宾移民会议 , 大会拟订了会议决议草案 , 其中确认

菲律宾海外劳工的选举权与代表权成为主要内容。

1998年 , “荷兰菲律宾人组织联合会 ”代表回国参

加移民论坛 , 并向菲律宾国会呈交了 “海外菲律

宾移民会议议程 ”[ 9 ]。经过 15年的不懈努力 , 终

于在 2003年 3月 13日 , 经菲律宾总统阿罗约签

署 , 通过了 “海外缺席人选举权法案 ”, 该法案规

定 18岁以上的海外菲律宾人 , 无违反法律行为者 ,

可登记为海外选民 , 拥有投票选举总统、副总统、

参议员以及党派代表的权力。这一法案保障了海外

菲律宾人尤其是广大菲律宾海外劳工的政治参与权

力 , 被认为是海外菲律宾人权利保护的一大成就。

具有明确的发展战略与行动策略是菲律宾移民

NGO的一大特点。首先 , 明确与国家机构在移民

保护权利方面的伙伴关系 , 积极与相关移民管理与

服务机构合作沟通。与东亚其它国家相比 , 菲律宾

NGO的发展具有良好的文化土壤与政治环境 ,

NGO在菲律宾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不

仅得到菲律宾宪法的承认 , 1991年菲律宾政府颁

布的 《地方政府法令 》还明确规定了地方各级机

构中 NGO代表的席位 , NGO对地方发展战略的决

策权 , 以及 NGO在地方立法机构中的席位。因此 ,

利用法律赋予的合法权力参与菲律宾社会经济发展

与管理是菲律宾 NGO非常重要的发展战略。在这

样的发展战略指导下 , 移民 NGO在开展移民权利

保护实践中也积极与有关政府部门进行沟通与合

作 , 共同促进海外菲律宾劳工的权利保护。

其次 , 建立广泛的 NGO联盟也是菲律宾移民

NGO发展战略的一个亮点。NGO联盟不仅是菲律

宾 NGO组织建设的成就 , 而且也体现了其发展战

略。目前 , 菲律宾 NGO基本都呈现网络化或者联

盟化的特征 , 全国性、地区性的甚至跨国际 NGO

联盟成为保护移民权利的重要力量。如 “菲律宾

移民权利集团 ” ( PMRG) , 就是一个由移民工人、

倡议者、菲律宾 NGO以及来自其它国家的 NGO组

成的国际性 NGO联盟。它包括四个全国性菲律宾

NGO联盟 , 即 “菲律宾人权倡议联盟 ”、“菲律宾

移民权利观察 ”、 “公共服务与劳工独立联盟 ”、

“劳工教育与研究联盟 ”和一个亚洲劳工保护组

织 , 即 “亚洲移民论坛 ”, 以及来自亚太与中东地

区的 24个移民权利保护的倡议集团、妇女组织与

工会。通过 NGO的跨国性网络建设 , 有效地加强

了各国移民问题与权利保护的研究、交流与合作。

此外 , 菲律宾 NGO还积极加强与国际组织 , 如国

际劳工组织 , 以及联合国的相关机构 , 如 “联合

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联

合国移民委员会 ”在移民问题上的交流与合作 ,

成为这些组织召开的移民会议或者公共论坛的重要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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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 在行动策略上 , 菲律宾 NGO注重在移

民工人接受国开展倡议活动。1997年 , “荷兰菲律

宾人组织联合会 ”在其会议决议中提出 : 促使欧

洲国家放松移民法律 ; 反对种族主义以及消除一切

形式的歧视 ; 承认菲律宾移民的学术背景与专业技

能 ; 重视菲律宾移民青年问题 ; 批准或实施移民保

护的国际条约 ; 促进在欧菲人企业发展与菲律宾移

民的合作 [ 10 ]。这反映出菲律宾 NGO的移民权利保

护活动已经发展成为一种跨国行动。

五

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 , 它既加快了世界经济的

发展 , 又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贫富差距。人口的跨

国流动正是这种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的产物。人口

跨国迁移洪流对世界各国都带来广泛而深远的影

响。移民输出国在品尝移民工人带回巨大外汇收入

的喜悦时 , 也承载着移民带来的伤痛与血泪。移民

的社会成本 , 特别是女性大规模的跨国劳务迁移所

带来的社会问题 , 正逐渐成为移民输出国政府与社

会关注的重要议题。“让迁移不再是菲律宾人唯一

的选择 ”, 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在第二届 “移民与发

展全球论坛 ”主题演讲中的致词 , 反映出亚洲国

家、社会与海外劳工的心声。然而 , 随着全球化的

加深 , 人口跨国迁移越来越成为一股不可遏制的浪

潮 ,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 依靠劳动力出口这种

“依附型 ”方式参与由发达工业国家主导的经济全

球化模式在短期内不可能得到改变 ; 从长远来看 ,

跨国劳务迁移仍将是发展中国家众多人口被迫选择

的消除贫困的一种重要方式。因此 , 发展中国家的

政府与社会 , 不仅应该应对 “促进海外就业 ”与

“促进移民权利保护 ”的双重挑战 , 而且更应该着

眼于流动公民身份、跨国公民身份、世界公民身份

等理论的研究与实践①。从长远来看 , 让移民工人

享有公民权利 , 才能彻底保障移民工人的权利 , 这

是全球化时代人口国际迁移浪潮对民族国家与公民

社会带来的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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