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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类的迁徙行为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
。

迁徙 自由权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基本人权
,

被国际社会所普

遍接受
。

迁徙 自由原则是国际移民法的基本原则
。

我国 目前宪法中还未规定迁徙 自由原则
,

这 已经不适应国内发展和

国际形势变化的需要
。

我国应尽快通过宪法和法律赋予公 民的迁徙 自由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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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人类一产生
,

就遇到 了许许多多的 自然灾

害
,

火 山
、

地震
、

干旱
、

洪水
、

台风 ⋯ ⋯
,

恶劣 的环境

时时刻刻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

当生产力水平还十分

低下的时候
,

人类没有任何能力抵抗 自然的强大力

量
,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
,

迁徙成为人类维持生存

的唯一选择
。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

人类抵御 自

然的能力越来越强
,

人们已经可 以长时间的定居于

某地而不受 自然灾害的严重影响
。

此时
,

自然原因

引起人类迁徙的现象就不那么频繁了
。

然而迁徙行

为仍然大量存在着
,

迁徙的原 因也越来越多样化
。

战争
、

政治
、

工作等等各种原 因都可 以促使迁徙行

为的发生
。

迁徙已经成为人类个体和群体趋利避害

以保存和发展 自身的重要手段
。

一
、

迁徙 自由的含义及性质

迁徙自由的定义

一般地说
,

迁徙 自由是指宪法和法律赋予公 民

任意离开原居住地到外地 包括 国内和 国外 旅行

或定居的权利
。

狭义而言
,

一般是指公民在国籍所

在国领土内自由旅行和定居的权利
。

广义的迁徙 自

由不仅包括在 国内可以任意旅行或移居
,

而且还可

以享有 国际迁徙 的 自由
,

包括 择居 自由
、

旅行 自

由
、

出人本国的 自由等内容 蜘
。

也有学者认为
,

迁

徙 自由的基本含义应当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 迁徙

自由是一项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
,

它属于人身 自由

的范围
,

是人身 自由不可分割的重要 的组成部分

迁徙 自由是指公民享有的在国内自由选择居住地

以及出人国境的 自由 迁徙 自由还包括对从异地

移居而来的居民
,

地方政府不能对其实行歧视或差

别待遇侧侧
。

比较以上两种定义
,

第一种定义主要突

出的是迁徙 自由的内容
,

而第二种定义首要表明的

是迁徙 自由的性质
,

即认为迁徙 自由是人身 自由的

重要部分
。

迁徙 自由的划分及 内容

若按照迁徙的范围来分
,

迁徙 自由的内容包括

国内迁徙 自由和 国际迁徙 自由 若按照迁徙主体数

量多少来区分
,

包括个体的迁徙 自由和群体的迁徙

自由
。

个体迁徙 自由主要是指个人
,

或少数几个人的

迁徙 自由 群体迁徙 自由主要是指种族
、

民族等的大

批量人群的迁徙 自由 如果按照迁徙的目的来看
,

迁

徙 自由的内容包括定居 自由
、

旅行 自由
、

工作自由
、

出

人本国境 自由等
。

随着历史的发展
,

当迁徙的原因和

目的发生变化时
,

迁徙 自由的种类和内容也将随之发

生变化
。

在历史的早期
,

迁徙的目的比较简单
,

仅仅是

为了生存和择居
,

故迁徙 自由内容也就比较简单
。

然

而
,

当生存不再成为人们迁徙的主要原因时
,

迁徙的

目的就越来越多样化
,

迁徙 自由的内容也越来越多样

化
,

如为了旅游
、

求学
、

婚姻
、

择业
、

经商等目的而进行

迁徙
,

这使得迁徙 自由的内容大大的丰富了
。

迁徙 自由的性质

对于迁徙 自由的性质
,

学界大致有三种观点

一是把迁徙 自由视为人身 自由的基本内容
。

国内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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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界一般持此种观点
。

第二种是把它视为经济自

由的一部分
,

如 日本宪法学家东京大学教授芦部信

喜说
“

选择职业 自由
、

居住迁徙 自由与财产权
,

总称

为经济 自由权
。 ”

另一位 日本宪法学家杉原泰雄在

分析近代立宪主义型市民宪法的人权保障特色时

指出
“

经济 自由权
,

一般包括财产权
、

劳动 自由
、

契

约 自由
、

营业 自由
、

居住与迁徙 自由等
。 ”

“ 第三种

观点认为迁徙 自由是人身 自由和经济自由的结合
,

认为迁徙 自由属人身 自由的范畴
,

是人的行动举止

自由的重要 内容
,

又具有社会经济权利的性质
,

与

人的社会经济活动密切相关 助
。

笔者认为
,

对迁徙 自由的性质分析
,

应该从迁

徙的原因和 目的人手
。

从广义上
,

迁徙的 目的有很

多
,

有的是为人身性质的 目的
,

例如为了定居
、

婚

姻
,

探亲等等 而有些则是为了经济性质的 目的
,

例

如为了工作
、

经商 还有一些是为了既非人身亦非

经济性质的 目的
,

例如出国留学
、

旅游等
。

受教育的

自由有别于人身 自由和经济自由
,

故人身 自由和经

济 自由尚不能完全涵盖迁徙 自由的性质
,

迁徙 自由

的性质应该更广泛才对
。

二
、

迁徙 自由原则在国际移民法上

的确立

在古代
,

迁徙 自由并没有被法律所规定为一种

权利
,

只是一种 自然 自由
。

而对迁徙 自由的法律规

定
,

最早要追溯 巧 年英国的《自由大宪章 》
,

宪章

第 条规定
“

自此以后
,

任何对等效忠之人民
,

除

在战时为国家与公共幸福得暂加以限制之外
,

皆可

由水道或旱道安全出国或人国
。 ”

这里的
“

人 民
”

实

际上是指商人
,

出国或人 国是商人 的特权
,

而不是

人们普遍拥有的基本人权
。

由于大宪章对
“

迁徙 自

由
”

作出规定的初意是要打破人对土地的人身依附

关系
,

主旨在于保护人民经营商业和从事贸易的 自

由
。

因此
,

这与近代民主宪政条件下的迁徙 自由有

较大的区别
。

最早以成文宪法形式规定公民迁徙 自

由权 的是 年的 法 国宪法 》
,

其第 篇第 款

规定
“

宪法也 同样保障下列 的 自然权利和公 民权

利 各人都有行
、

止和迁徙的 自由
,

除非按照宪法所

规定的手续
,

不得遭受逮捕或拘留
。 ”

第一次明确规

定了
“

迁徙 自由
”

的宪法保护
,

因此这才是真正宪政

意义上的迁徙 自由
。

此处的迁徙 自由已演变成为人

的基本 自由权
,

要求社会为人提供 自由生存和发展

的空间
。

世纪后
,

世界各 国宪法 中
,

绝大多数都对迁

徙自由有直接或间接的规定
。

据荷兰宪法学家马尔

赛文等的统计
,

世纪 年代世界各国宪法直接

涉及迁徙 自由的占近
。

即便没有规定宪法迁徙

自由权 的国家也通过宪法判例或惯例等确认和保

障宪法的迁徙 自由权
。

如美国宪法即是如此
。

期 迁

徙 自由权逐渐成为一项基本人权
,

迁徙 自由原则也

逐渐被国际社会所接纳
,

并成为了国际移民法上的

一项基本原则
。

许多涉及人权的国际公约都将迁徙

自由规定其中
。

年的《世界人权宣言 》第 条

规定 人人在一国境 内有 自由迁徙及择居权

人人有权离去任何 国家
,

连其本 国在 内
,

并有权归

返其本国
。

《公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 》第

条也规定 合法处在一 国领土 内的每一个人在该

领土 内享受迁徙 自由和选择住所的 自由 人人有

自由离开任何 国家
,

包括其本国在内 上述权利
,

除法律所规定并为保护 国家安全
、

公共秩序
、

公共

卫生或道德
,

或他人的权利和 自由所必需且与本公

约所承认的其他权利不抵触的限制外
,

应不受任何限

制 任何人进人其本国的权利
,

不得任意加以剥

夺
。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第 条规定
“

缔约

各国对合法在其领土 内的难 民
,

应给予选择其居住

地和在其领土内自由行动的权利 ⋯ ⋯
” 。

《欧洲人权

公约 第四议定书 》规定
“

在一 国领土 内合法居留的

每个人
,

在其领土 内有 自由迁徙和 自由选择居住地

的权利
。

人人均可 自由离开包括其本国在内的任何

国家
。 ”

嘻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第 条

规定
“

缔约国公 民享有下列权利 在国境内自由迁

徙及居住的权利 有权离去任何 国家
,

连其本 国在

内
,

并有权归返其本国
。 ”

《美洲人权公约 》第 条

规定
“

合法地处在一缔约国领土 内的每一个人
,

有

权按照法律的规定在该国领土内迁徙和居住
。

人人

都有权 自由地离开任何国家
,

包括他 自己 的国家在

内
。 ”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第 巧 条规定
“

缔约各 国在有关人身移动和 自由择居 的法律方

面
,

应给予男女相同的权利
。 ” ’固

目前
,

迁徙 自由原则已经成为国际移民法上一

条最重要的原则
,

国际移民法的制度构建均 已此原

则为基础
。

但是
,

有了国家的存在
,

迁徙自由就不可

能是没有条件
,

没有限制的 自由
。

例如根据《公民权

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第 条第 款的规定
,

迁

徙 自由要受到国家安全
、

公共秩序
、

公共卫生或道

德
,

或他人权利的自由的限制
,

不得与之相抵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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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迁徙 自由原则在中国

在我国宪法史上
,

最早承认公 民迁徙 自由权的

是南京临时政府于 年颁布的 《中华民国临时

约法 》
,

该约法第 款规定
“

人 民居住迁徙之 自由
” 。

此后
,

无论是窃国大盗袁世凯
、

贿选总统曹馄
,

还是

国民党政府制定的宪法性文件
,

都不得不承认公民

享有迁徙 自由
。

解放前根据地的法律性文件中一般

也规定公民的迁徙 自由权
,

如 年的《陕甘宁边

区施政纲领 》的第 条有类似规定 , 。

我国的 年宪法第 条曾明确规定
“

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 自由
。 ”

可见
,

在建国之

初
,

我国是承认公民的迁徙 自由权的
。

但是
,

后来的三

部宪法中均未将迁徙 自由规定其中
,

取而代之的是

实行了户籍制度
。

户籍制度的实行是与我国当时的计

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
,

由于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

较低
,

农村人 口大规模向城市迁移而城市的就业
、

住

房
、

教育等条件又不堪负荷的特定情况下的结果
。

然

而
,

现在我国已经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
,

人 口

流动的需要越来越强
,

户籍制度的限制和迁徙 自由

权的缺失已经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
。

改革户籍制度并

将迁徙 自由规定到宪法之中的呼声越来越强
。

在我国确立迁徙 自由权的必要性

第一
,

市场经济是一种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一

种经济运行模式
,

它的最大特点是流动
,

即各种生产

要素根据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动和利润趋向进行 自由

流动
,

以达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效益的最大

增长
。

劳动力作为最重要的经济资源
,

当然也会随着

地区间及行业间利益的差异和供求关系的变动而 自

由流动
,

而且是差异越大
,

流动越大
,

这正是市场经济

的基本规律
,

违背了这一规律
,

市场经济就不能正常

发育
。

因此
,

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

然要求
,

我国 目前的户籍制度大大限制了劳动力的自

由流动
,

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

叫
, ’

第二
,

既然迁徙 自由权 已经成为世界公认 的基

本人权之一
,

迁徙 自由原则也 已经在 国际移民法上

确立
。

我国也应该修改现行法律和制度
,

赋予公 民

以广泛的迁徙 自由权
。

迁徙 自由
,

是 民主宪政条件

下公民一项基本的权利
,

如果宪法不确认这一权

利
,

显然与民主宪政的精神不相符合
。

公 民有追求

幸福生活
、

实现人生价值的权利
,

迁徙 自由正是从

宪法的高度保护公民的这一基本人权
。

我国社会主

义 国家的本质决定 了人身 自由权是我 国公 民一项

重要的基本人权
,

现行宪法对人身 自由进行详细的

规定
,

其 目的在于保障我国公 民享有广泛的人身 自

由权利
。

在宪法 中恢复迁徙 自由的规定
,

改变我国

对其保护长期处于空 白的现象
,

是最大限度保护和

实现公民人身 自由权利的需要
,

也是将依法治国建

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

第三
,

确立迁徙 自由原则
,

可 以使我 国与国际

公约保持一致
。

尽快融人国际社会
,

与国际社会接

轨
。

如前文所述
,

迁徙 自由原则已经被多个 国际公

约所吸纳
,

作为十三亿人 口 的大国
,

理应在宪法 中

确立迁徙 自由原则
。

迁徙 自由原则在我国的确立

在我国确立迁徙自由原贝纽
,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
,

在宪法中规定公民的迁徙 自由权
。

宪法是国

家的根本大法
,

确立迁徙 自由这一基本原则
,

必须先在

宪法中有所规定
。

而且
,

宪法中规定的迁徙 自由
,

应该

属于广义的迁徙 自由
,

不仅仅包括择居的自由
,

还应

包括择业 自由等
,

以充分保护公民的迁徙自由权
。

第二
,

制定相关的单行法律 以保证公 民迁徙 自

由权的落实
。

要真正实现迁徙 自由权
,

仅有宪法 的

保障是不够的
,

必须靠单行法来具体规定公 民迁徙

自由权
。

例如通过《迁徙 自由法 》
,

并在其他相关部

门法中对迁徙 自由权加以规定
。

第三
,

改革我国的户籍制度
。

立刻取消户籍制度

在我国目前还是不现实的
。

因为
,

这将会给社会带来

动荡与不安
,

但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应该是可以的
,

也完全是必要的
。

例如
,

改革农业户 口
、

非农业户 口 的

登记办法
,

建立以居住地为标准的户口登记制度等
。

总之
,

迁徙 自由原则是国际移民法 的一项基本

原则
。

迁徙 自由权是一项基本人权
。

建立并完善迁

徙 自由制度是国际社会的一致要求
。

我国应适应这

一要求
,

尽快在我国确立迁徙 自由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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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最小化 二是政治经济学理论
,

这种理论认为

政策制定者的 目标不是纯经济导向的
,

而是要兼顾

政治稳定性
、

收人分配的公平性
、

通货膨胀率
、

财政

赤字等目标之间的关系
。

但是
,

无论如何
,

灵活运用

各种筹资方式来降低筹资成本应该成为政府部门的

一个重要 目标
。

因此
,

财政当局与货币当局之间必须

加强协调和沟通
,

以优化政府部门的筹资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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