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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

跨界劳工是国际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

国来自越南的劳工移民大多属于非正规移民。近年

来，越南非正规劳工大规模涌入我国，对我国边疆

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这一问

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越南劳工非法入境现状

从数量上来看，近年来，中越边境跨界劳工人

数急剧增加。目前，在中国的越南劳工确切数量难

以估算，但从近几年报道的情况来看，总量是巨大

的。据统计，2009年广西警方查获非法入境人员数

量为1820人；2010年为2055人；2011年为298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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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比上一年增长12.9%、45.4%。仅2012年上半

年广西警方就查获2606名非法入境人员，同比增加

32.6%。而据实地调查，活跃在边境地区的季节性

越南劳工数量更为惊人。广西崇左市是我国著名的

“糖都”，每到榨季来临，急需大量的劳动力砍运

甘蔗，砍蔗劳工缺口达到5万人，这些缺口大多由越

南劳工填补。

从流迁途径来看，由边境逐渐向腹地渗透。

中越两国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边民往来比较频

繁，但过去一般局限于边境地区。自2004年以来，

越南劳工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国腹地渗透。经济发达

的“珠三角”和“长三角”成了越南劳工“淘金”

的首选地。与此同时，其他的内陆省份如湖南、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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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陕西、安徽等地都出现了越南劳工非法就业的

案例。甚至有相当数量的非正规越南劳工通过我国

内陆前往香港务工。

现阶段我国来自越南的劳工移民大多没有接受

过中等教育，有的甚至没有任何教育背景。越南在

外劳务人员素质普遍较低，小学毕业占17%，初中毕

业占62%，高中毕业占19%，高中以上占2%，仅约

12%的劳务人员经过技术培训，所以在国际市场上的

竞争力相对较弱。由于受教育水平低，越南劳工在

中国非法就业主要从事高强度的劳动密集型工作，

很多工作是我国劳动力所不愿意从事的。

从中越跨界劳工性别特征来看，女性比重较

高。尽管越南劳工在中国具体数量无法精确统计，

其性别比例也难以准确计算，但从实际调查的情况

来看，女性所占比重在逐年提升。近年来广西边境

非法入境活动呈现组织化和规模化特点，人群结构

亦由以往探亲、访友、互市等不确定人群，转化为

具劳动能力的特定人群，且以女性为主。调查数据

显示，崇左市每到甘蔗榨季，劳工缺口大多由越南

劳工填补，砍蔗女工人数约占70%左右①。

二、越南劳工非法入境原因分析

（一） 中越跨界劳工急剧增加是全球化的必然

结果

全球化背景下，人口的跨界流动和迁徙成为

不可逆转的趋势。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全

球范围的大规模劳工流动成为世界经济中的普遍现

象，国际劳工市场一体化日益加强。在国际移民

中，除了少数是因为政治原因外，绝大多数是因为

经济原因。目前，新的移民潮估计在全世界有1.2

亿人，其中3000万人拥有劳动合同，3000万人（如

果可以估计其数量的话）为非法移民，还有3000万

难民和3000万家庭团聚的受惠者，这主要波及中近

东、前苏联和亚洲地区。

前几次大的国际移民浪潮主要是亚非拉贫困国

家向欧美发达国家移民。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亚洲

国家内部移民活动也日趋增多。

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

韩国、香港以及中东地区国家吸引了大量的劳工移

民，这些移民大都来自印度、泰国、菲律宾、孟加

拉、越南等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随着中

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作为劳工输出大国的中国也成

为了跨界劳工的目的地，近年来，大量来自越南和

非洲国家的“洋劳工”涌入中国“淘金”。使得

“三非”问题日益突出。

目前阐释国际移民的理论较多。著名的“推拉

理论”（push-pull theory）指出，国际移民浪之所以

潮持久不衰，主要是移民输出国和迁入国两方面的

“推力”和“拉力”作用。从目前越南劳工大量涌

入中国的情况来看，这种推拉作用是明显的。从推

力方面来说，在越南国内市场有限、劳动力严重过

剩和就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开拓国际劳务市场，

鼓励劳务出口，成为越南政府缓解就业压力的一项

重要举措。现在越南是一个劳务输出大国已经是不

争的事实，其自1980年起出口劳务，截至2008年，

已经在40多个国家有40多万名劳务人员，主要分布

在韩国、日本、中国台湾、马来西亚和中东地区，

劳务人员年总收入约为20亿美元，其中大多汇回国

内。而据报道，越南2010年出口劳务人员100万，这

可使本国劳动力接受更多的技能培训和赚取外汇。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发展，工作酬劳远

比越南高。到中国崇左来砍甘蔗的越南劳工每天能

挣80～100元，而在越南做同样的工作只能挣30～40

元。这样高额的酬劳差别，对越南劳工形成了强大

的吸引。但中国目前并没有开放低端劳动力市场，

对知识水平和劳动技能相对较低的越南劳工而言，

通过非正规途径进入中国劳动力市场，成为他们惯

常的选择。

（二）中国部分行业和地区低端劳动力短缺，

成为越南非正规劳工涌入的现实根源

自 2005 年以来，我国理论界就围绕着“刘易斯

拐点”，是否到来以及何时到来的问题展开讨论，

因为它的到来， 意味着我国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

时代”的结束。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也证

明，到 2015 年，农村人口的负增量将与城市人口的

正增量相等，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净增量将为零。因

此，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在数年之内消失，“用

工荒”将成为中国经济必须长期面对的问题。

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部分地区和行业出现

了经常性的“用工荒”。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

数据来看， 2011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8499

① 根据课题组在广西主要产糖区的调查，甘蔗种植户在雇佣越南劳工时，性别比
例是有讲究的，男女比例一般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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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占总人口的13.7%，比上年末增加0.47个百分

点；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2288万人，占总人口的

9.1%，增加0.25个百分点。由于生育持续保持较低水

平和老龄化速度加快，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

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2011年为74.4%，比上

年微降0.10个百分点。

中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转折性变化。目前学

术界对“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尚未有统一意

见，但“用工荒”的存在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随

着经济高速发展，我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历了

三次较大规模的“用工荒”，即 2004 年首次在东莞

出现的暂时性“用工荒”；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之

后出现的“用工荒”；2010 年经济回暖之后出现的

大规模 “用工荒”，这种“用工荒”现象正伴随着

经济发展趋势的变化在不断升级。自 2010 年以来，

随着农民工大规模回流到迁出地，东南沿海发达地

区持续的“用工荒”不仅已是无争的现实，而且呈

现普通工人和中高级技工“双短缺”的特点。

我国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往往处在产业链的末

现端，利润低，因此，相对那些工人短缺的企业而

言，冒着风险招聘非正规越南劳工也一种无奈而现

实的选择。

（三）日益发达的走私偷渡行业为越南劳工进

入中国提供了便利条件

非正规的越南劳工进入中国的途径主要有以下

几种：一是中国老板直接到越南招聘工人，这些老

板会为这些越南工人办理为期一个月的旅游签证，

以此为名义进入中国工厂。而越南工人需向本国的

中介机构支付几百元中介费。二是利用边民身份在

中国边境地区务工，然后逐渐向中国腹地转移。三

是通过偷渡的方式进入中国，这是主要的方式。近

年来查处的案例表明，国外非正规劳工已形成规模

性涌入，由于利润巨大，组织偷运越南非法劳工已

经形成了完整的利益链条。越南劳工进入中国，特

别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已经有专门的人提供专

业帮助，形成了物色人选、帮助入境、联系工作和

接送带路等环节的“一条龙”服务。

（四）移民行为的场域和惯习

 跨国劳工流迁的原因很复杂，没有一种“普

世”理论能解释一切移民行为。缅甸、老挝等国同

样与我国西南边境接壤，但这些国家的劳工和越南

劳工选择不一样，他们更多的宁愿去泰国或马来西

亚务工，而越南劳工更青睐中国。

笔者认为，布迪厄的“场域” 和“惯习”理论

能够比较好地阐释越南非正规移民劳工的选择。布

迪厄将“场域”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

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 姜磊等学者则将

移民行为发生的情境定义为“移民场域”。“移民

场域”不指代某个特定的地理区域（如：移入地，

原住地等），具体来看它是一个关系系统，其中存

在着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移民行为发生在一

个独特的运作空间，其中任何与该空间有关的对象

所经历的一切都需要参照这个场域中的谱系关系来

理解。

场域是一个非地理性的社会空间，包含着经济

场域、政治场域、文化场域等，各个场域之间相互

渗透，任何一个场域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这就为移

民研究提供了整合性概念，因为移民不是单一的政

治、经济、文化或制度现象，通过场域间的相互影

响我们可以构建多因素移民分析范式，将移民行为

置于各类场域中进行研究。

“惯习”是布迪厄实践主义理论的一个核心内

容，是指具有持久性的一套或一系列的人的性质，

是一定社会条件下内化为人们心理的一种结果。他

认为当移民行为内化为超越意识控制的、具有衍生

性的“惯习”时，即使诱发初始移民行为的客观环

境发生变化，亦为当地人们所推崇和遵循。

“移民场域”着重描述场域的客观网络，“移

民惯习”则强调网络中各参与者的行为。中越陆地

边界线上没有天然屏障，仅崇左市辖区533公里的

中越边境线上就有123条可通行的小道，越南人只

需步行几分钟就可以进入中国；中越边境跨界民族

长期和平跨居，历史上共同祖先形成的语言相近、

习俗相仿等文化特质，使越南边境民族有关较强的

“熟人社会”感，形成了长期密切的边民互市、通

婚流动往来的习惯，桂西南边疆地区这样的“熟人

社会”圈俨然成为越南劳工的“移民场域”。场域

制约个体的惯习，越南跨界民族劳工借助“熟人社

会”进入桂西南很容易适应“移民场域”，他们在

移民场域中获取经济资本，扩大社会资本，得到当

地雇佣者的欢迎，形成了“移民惯习”。通过场域

和惯习，中越边境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制

度、情感等诸要素相互作用，促进了越南劳工移民

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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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策建议

（一）逐步开放劳务市场，加强国际劳务合

作，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目前我国面临严重的就业压力，对开放劳务市

场尤其是低端劳务市场顾虑重重。现时的困境是，

一方面劳工实行严格的准入制度，另一方面是部分

地区和行业劳动力紧缺，非正规劳工大规模涌入，

现有的监管政策和措施效果也极为有限。要打破这

一困境，我国应逐步开放劳务市场，加强国际劳务

合作，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由于我国是一个劳

动力资源大国，也没有与东盟国家制定劳务合作的

框架结构，因此在开放外劳市场需要谨慎对待，可

先在边境省份对部分行业开放，逐步建立中国—东

盟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综合管理体系，形成高度开放

的劳动力市场。

（二）修订劳工政策，加快移民立法工作

我国目前现行的劳工条规还是1996年由劳动

部、外交部、外经贸部发布的《外国人在中国就业

管理规定》，距今已有17年，已难以适应新的经济

发展形势。我国应根据当前劳工发展趋势，及时调

整相关政策，未雨绸缪，加快移民立法工作。

（三）适当下放权限，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自

主权

我国应适当下放权限，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自

主权，在部分地区一些行业采取灵活性政策，有针

对性地引进外国劳动力。如广西崇左地区是我国著

名的蔗糖产区，蔗糖产量占全国的1/5。由于蔗糖产

业的特殊性，需要大量的季节性低技术劳工，如果

严格按照国家目前的劳工政策，如“禁止个体经济

组织和公民个人聘用外国人”, “用人单位聘用外

国人从事的岗位应是有特殊需要，国内暂缺适当人

选，且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岗位”等条款，既会

给当地经济发展造成困难，也无法解决非正规劳工

大量涌入的问题。

（四）加强对跨国劳工的管理，消除不利因素

大量的非正规劳工的劳动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当权益受到侵害时没有申诉渠道，容易引发一些极

端事件，危害社会稳定。应设置外来劳工权利保障

部门，专门负责外来劳工的后期管理，尽可能解决

相关问题，消除不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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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Globalization,??in recent years China?”labor shortage” appear gradually forming smuggling network, Chinese rela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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