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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热点观察

⋯

—
【翌习

年第 期 月 日 门 川 、

却没有明确管理责任 负责管控
、

却没有

明确审批权
,

很难做到源头控制
,

更有悖

于事前防范原则
。

建议相关部门共同搭建

外国人管理的统一框架
,

如国外通行的移

民局
,

依法把签证
、

边检
、

管控工作统一

起来
,

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

以便掌握外国

人相关动态
。

另一种
“

边界真空
”

出现在劳动
、

税

务
、

工商
、

教育等部门的横向管理中
。

北

京市公安局出人境管理处外管处处长刘迎

宾说
,

工商局负责外国企业驻京机构的资

质审批
,

但一般情况下只看书面材料
,

不

进行实地核查
,

工商注册登记的外商投资

企业中有 一 的信自
、

不实
,

根本

找不到相关企业
。

在京外资企业到工商局

登记注册的有 万多家
,

到公安部门备案

的有 多家
,

而其他部门的数据也不

统一
。

虚假投资
、

异地办公 虚假注册
、

该注销的不注销等现象并不少见
,

很多信

息不完整
,

这说明对外籍组织依法管控力

度相当薄弱
。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指出
,

政府在管理过程中需要掌握外籍人员住宿
、

税务
、

就业等方面信息
,

但由于缺乏协作

机制
,

各职能部门各自为政
,

信息难共享
、

不统一
,

给外国人管理工作造成阻碍
。

随着外籍人员在华流动性加剧
,

地

方政府间也出现衔接不好的
‘

管控真空
” 。

广东省公安厅出人境管理局局长陈敏说
,

前两年针对广东外国人
“

三非问题
”

非

法人境
、

非法居留
、

非法打工 突出的情况
,

警方开展了大规模清理整治
,

结果是这些

人员流向防范相对较弱的周边地区
,

并呈

现明显
“

北上
”
趋势

。

各地政府需要联合

起来统一管控
,

否则任何一地的单一工作

带来的只是人员流窜
。

外国人在华非法就业新动向
目前

,

我国就业市场尚未完全向外

国人开放
。

根据目前执行的涉外劳动政

策
,

从事各类高科技行业
、

在华进行投

资开办企业或从事其他我国急需行业的

外国人允许在华就业
。

然而
,

随着我国

经济迅猛发展
,

外国人非法就业呈现蔓

延势头
,

已成为
“
三非

”

问题 非法人境
、

非法居留
、

非法就业 中最为突出的问题
。

广东省发现和查处的
“
三非

”

外国人

逐年增多
,

平均逐年增长率达
。

据

公安机关估计
,

目前在广东非法居留的

外国人大约有 万人
,

其中有相当部分

是非法居留并非法就业的
。

目前外国人非法就业增多主要有以

下原因 一是相当一部分外国人盲目来

华
,

对我国法律在外国人就业方面的相

关法律法规不了解 二是雇佣方认为办理

相关手续麻烦
,

被雇佣外国人的相关证

明材料不易准备齐全
,

委托专门中介公

司办理费用又太高
,

因此雇佣双方明知

行为违法却又心存侥幸 三是非法就业

的外国人所在单位多为民营或私营企业
,

有些是从事服务行业的个体经营者
,

这

类经营者主体资格欠缺
,

无法申请雇佣

外国人在华谋职的劳动许可 四是中国雇

主与谋职外国人由于语言
、

文化
、

观念

等方面的差异
,

较易发生劳务纠纷
,

非

法就业的外国人流动性大
,

时常会随时

离职
,

因而一些雇主不愿既出钱又出力

地为他们办理相关手续
。

《隙望 》新闻周刊记者在调研中了

解到
,

各地公安部门打击这一呈现蔓延

势头的非法就业面临着
“
三难

”

困局
。

发现难
。

虽然有一定数量的外国人

在华非法就业
,

但由于行业
、

人员分散
,

工作形式
、

时间多样化
,

加上部分雇佣

双方为逃避制裁
,

事先订好攻守同盟
,

统一口径
,

增加了发现的难度
。

取证难
。

一些雇佣单位与非法就业

的外国人不签订劳动合同
,

外国人干一

天算一天
,

雇佣关系松散
。

雇佣单位也

没有健全的财务制度
,

外国人在雇佣单

位的劳务报酬没有任何书面记载
。

如一

些外国乐队在酒吧内私自演出
,

只是 口

头上与酒吧经营者约定演出时间和报酬
,

而且常常采取每场演出完毕当场付酬的

形式
,

即来即演
,

即演即付
,

演完就离开
,

使办案民警很难取得相关证据
。

界定难
。

相关法规滞后
,

一些新的

雇佣行业难定性
。

目前外国人非法就业

呈现出形式多样化
、

手段隐蔽化的特点
,

有些行为在一定形式上规避在法律之外
,

对雇佣方的处罚没有法律依据
。

口

本刊记者 季明 陈冀 李舒

基层管控“细节空白”

《缭望 》新闻周刊记者在基层调研中

发现
,

我国有关涉外管控政策过于宏观
、

缺乏操作性
,

外国人管控尚存在不少
“

细

节空白
” 。

—近年来全国各地逐渐出现外籍难

民和生活无着的外籍
“
三无

”
人员

,

以北

京为例
,

年以来警方共遣返各类外

籍人员 万余人次
,

其中部分人员需警

方补贴返程机票和生活费
,

每年为此花费

万 一 万元
。

而近三年间来京申请

避难人员呈上升趋势
,

累计达 人
。

但

目前我国尚未出台针对外国人的救助政

策
,

民政部门也不便介人
。

—一些国内邀请单位随意发出邀请

函电
,

造成外国人人境后既无接待单位
、

又无行程安排
,

盲目活动
,

有的构成非法

滞留
、

非法就业
,

有的参与贩毒
、

抢劫
,

有的非法传教
。

警方每年查处的外国人犯

罪活动中
,

很多人均持访问护照人境
。

但

目前我们对提供虚假邀请函的单位几乎没

有处罚手段
,

最严厉的也不过是停止其邀

请权
。

—我驻外使 领 馆在核发签证时
,

缺少具体可操作的规范和准人门槛
,

导致

大量
“
三无

”

人员
、

低素质人员进人我国
,

引发系列社会问题
。

而很多国家在发签证

时
,

要审查
“

往返机票
、

酒店预订证明
、

出租房主担保函
、

出国期间基本生活费用
”

等
,

值得我们借鉴
。

王太元说
,

面对外国人数量和状态迅

速变化的现象和趋势
,

应尽快研究和建立

基层外籍人员管理的具体操作办法
,

填补

细节空白
。

总体上讲
,

在准许人境核发签

证环节应该严卡 人境后
,

要与境内流动

人口一视同仁
,

调动所有政府管理部门共

享资源共同管控
。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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