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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针对移民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 ,萨科齐出台了“选择性”新移民政策 ,吸收青壮年劳动力和高技术人

才 ,坚拒“非法”移民。解决移民问题要大力发展本国经济 ,努力实现南北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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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现有人口 6290 万 ,位居欧洲第五位 ,移民达 490

万 ,占全国总人口的 8. 1 % ,在欧盟诸国中 ,无论是接纳移民

的绝对数或移民与本国人口的相对比例 ,法国均位居第二 ,

仅次于德国。1973 年“石油危机”爆发后 ,法国经济受到重

创 ,移民问题显得尤为突出。法国民众对移民的态度从“欢

迎”变为“排斥”,历届政党竞选之时和政府上台后都十分重

视移民政策 ,法国的移民政策愈来愈封闭 ,右翼政党尤其立

场强硬 ,法国现任总统萨科齐便是代表之一。

法国人早就意识到应该有选择的移民 ,但法国历来强调

人人平等 ,加之经济基础的薄弱 ,移民政策的缺憾 ,使得法国

一直不能只要“需要的人”。萨科齐早在 2002 年担任内政部

长时便针对“非法”移民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举措 ;2007 年 5

月当选总统后出台了一系列针对“非法”移民的政策 ,明确法

国将实行“选择性”移民政策。

那么 ,萨科齐“选择性”移民政策是如何形成的呢 ? 为何

会有如此政策 ? 又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

“选择性”移民政策的形成

2002 年夏天 ,法国大批的无证移民请愿游行 ,要求身份

合法化。对此 ,萨科齐发表讲话说 :“法国需要移民 ,但法国

不可能也不应该接受所有人”,法国应当奉行一种“平衡的、

既无伪装 ,又不虚伪并符合法国利益的移民政策”[1 ] 。萨科

齐清醒地认识到法国的移民政策应朝着务实的方向发展。

萨科齐对非法移民的态度一向严厉。2003 年 1 - 6 月 ,

法国警方总共将 16893 名非法移民驱逐出境 ,这一数字与

2002 年同期相比 ,增加了 9. 4 %[2 ] 。2005 年 10 月 ,两名非裔

青少年为躲避警察的追捕而意外触电身亡 ,此事引起了众多

青少年的不满 ,他们纷纷走上街头示威 ,逐渐演变成为骚乱。

对此 ,萨科齐用词激烈 ,指责那些示威的青少年为“渣滓”[3 ] 。

萨科齐的这一强硬态度更激起了青少年的愤怒 ,导致骚乱扩

散至全国。

2006 年 7 月 24 日 ,萨科齐主导在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

“有选择移民”法案。在关于筛选移民、家庭移民、非法移民、

驱逐出境等问题上做了严格规定。法案的通过 ,提高了移民

法国的门槛 ,变被动接受移民为主动选择移民。

2007 年竞选期间 ,萨科齐竞选纲领中制定的移民政策为

他争得占选民 55 %的反对移民来法的选民的票。竞选成功

后 ,萨科齐公布的简要政策主张中提出“减少非法移民数量 ,

实行选择性的移民政策 ,以有利于那些具备一定资格的工人

进入法国”。萨科齐“有选择移民”新法案于 2007 年 8 月 26

日正式生效。

萨科齐的“选择性”移民政策可分为两大方面 :一是欢迎

“有用”移民 ,对青壮年劳动力和高技术人才大开国门 ;二是

坚拒“非法”移民 ,严格审核来法移民的条件。

欢迎“有用”移民

萨科齐的移民政策的总体思路是“法国需要移民”。

第一 ,法国税收福利的弊端 ,导致劳动力市场人才短缺。

据统计 ,法国目前的失业大军有 245 万人之多 ,失业率高达

9 % ,但同时又有近 40 万份工作没人干。这些工作是在当地

人眼里被视为困难、肮脏、危险的“3D”工作。法国人享有完

善的社会福利 ,失业人员可领取高额失业救济金 ,加上法国

政府提供的廉租房 ,他们可以不工作便很“体面”地生活着。

而法国的税收制度也存在很大的弊端 ,所有的补助都来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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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阶层创造的财富 ,工资越高 ,税交的越多。因此 ,大多数人

宁可失业也不愿从事一些艰苦行业。这样就造成了一定行

业范围内的劳动力短缺 ,而“外国人过惯了较低水平的生活 ,

所以更容易接受较差的工作条件”[4 ]P328 。

大多数法国人还是清醒的意识到 ,如果没有移民 ,法国社会

将无法正常运作。2002 年 11 月 ,法国国家人口研究所所长弗朗

索瓦·埃朗向计划署提交的报告中指出 :“法国是个移民国家 ,没

有移民的贡献 ,许多经济部门不可能运转起来。”[1 ]P137

近年来 ,二战后大批迁入的移民的年龄开始老化 ,法国

劳动力市场大量缺乏青壮年劳动力和技术人员。法国劳动

力市场是离不了外国移民的。

第二 ,法国需要移民对付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两次世界大战使法国损失了 400 多万人口 ,人口比例严重失

衡 ,老年人口比例增多 ,青壮年和儿童人口比例下降。战后 ,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 ,在“1945 - 1955 年法国

共出生 900 万人 ,到 1958 年共出生了 1100 万人”[5 ]P448 ,形成

了“战后婴儿潮”。这些战后婴儿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自

2005 年起开始大批退休 ,这将给法国社会带来严峻考验。

法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国家 ,人口老龄化将给

法国社会带来一系列问题。这导致对老年人口的经济投入

上升 ,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据预测法国“到 2020 年 ,现

有的整个退休系统每年所需要的财政补助将达到 500 亿欧

元 ,到 2040 年将突破 1000 亿欧元”[6 ] 。这将直接影响国民

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法国政府为鼓励国民生育 ,给多子女家庭发放特殊的家

庭补助金 ,结果却不尽如意。而移民“生育率则遥遥领先 ,马

格里布三国的妇女平均生 5 - 6 个孩子 ,”[7 ]P181法国需要根

据社会的需要选择移民 ,特别是青壮年移民 ,以弥补劳动力

的短缺 ,平衡退休人口与劳动人口的比例 ,缓解日益严重的

人口老龄化的压力。

第三 ,法国必须迎接全球人才争夺的挑战。据统计 ,“法

国在近 20 年内对具有工程师水平的科技人员的需求将从

2001 年的 16 万增至 40 万 ,而国内只能培养出 1 - 6 万名这

方面的人才”[8 ] 。随着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 ,法国退休人员

大幅增加 ,2000 年法国教育部称 ,在未来 10 年内公立大学系

统有半数的教学 —研究人员将面临退休。[9 ]总之 ,法国的高

精尖人才将十分匮乏。

近年来 ,法国高等教育转向“职业化”方向 ,旨在培养“职

业技术”型人才 ,这远远满足不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高端人

才。法国教育部门在世界各地大力宣传其高等教育 ,吸收大

量留法学生 ,这也是法国引进人才的重要途径。

坚拒“非法”移民

早在 2003 年 ,时任内政部长的萨科齐就曾大规模遣返

过一次移民。2007 年 5 月 20 日 ,萨科齐任命的法国新任移

民和国民身份部部长奥特弗声称 ,预计 2007 年将驱逐 2. 5

万非法移民出境。萨科齐对非法移民的立场如此强硬 ,是因

为移民 ,特别是非法移民的大量存在确实给法国社会带来一

系列问题。

第一 ,经济问题。大量移民的存在 ,政府为安置他们需

花费大量金钱 ,这加重了政府的经济负担 ,而且移民的确对

法国的劳动力市场带来更大的压力。20 世纪 50～60 年代 ,

来法劳工以年轻力壮的单身男性为主 ,移民在法国立稳脚跟

后 ,就希望把家人接来共同生活 ,法国政府便以家庭团聚的

方式接纳了大量移民 ,“1976 年时 ,移民人数估计达到 370 万

(占总人口的 7 %)”[7 ]P181 。法国政府投入巨资在城市郊区建

设低收入住宅区 ,提供给移民住。移民确实给法国政府带来

了一定的累赘和负担 ,法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不断攀升 ,占

GDP的比例已超过了欧元区《发展与稳定协定》规定的 3 %

的标准。移民在很多法国人不愿从事的行业工作 ,因此移民

尤其是非法移民受到小企业主的欢迎 ,这势必会减少本国公

民的就业率。法国政治科学国家基金会的分析家指出 :“如

果我们限制外国人的数量 ,无论如何将会减少失业。”[10 ]

第二 ,社会问题。外国移民给法国社会福利政策增加了

负担 ,对社会治安造成了剧烈地冲击。20 世纪 50～60 年代 ,

来法的移民多是年轻力壮的青年劳工 ,他们对法国的经济增

长作出了贡献 ,享有社会福利是合情合理的。但 70 年代以

后 ,以家庭团聚方式来法的移民多是妇女、孩子和老人 ,但只

要在法国居留 10 年以上 ,便可享有法国公民的同等社会福

利。这无疑会使法国沉重的社会福利负担雪上加霜。

为使移民融入法国社会 ,法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同化”

措施 ,鼓励外来移民完全融入法国。“共和同化”的移民模式

确实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在国际上广受赞誉。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后 ,面对大批与法国有着巨大时代和文化差异的马

格里布地区的穆斯林移民 ,“共和同化”模式显得一筹莫展。

由于穆斯林文化的熏陶和法国生育政策的鼓励 ,穆斯林

家庭要比一般的法国家庭生育更多的孩子 ,而且 ,移民不重

视孩子的教育 ,加之法国对移民社会教育的欠缺 ,移民子女

接受高等教育的不多 ,况且法国在求职过程中对移民存在种

族歧视 ,这就使得他们的就业形成问题 ,来自北非的 20～29

岁的青年失业率高达 40 %。文化素养的低下 ,社会的歧视与

就业的困境 ,使得移民青少年更容易走上犯罪道路。这样移

民的就业与融合问题越来越突出 ,形成恶性循环。

第三 ,文化问题。主要是来自非洲和马格里布的穆斯林

移民封闭、自我的伊斯兰教文化与法国灿烂的多元文化产生

冲突。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 ,法国的移民主要来自欧洲。他们

与法国人的生活习惯大致相同 ,而且大多也都信奉天主教 ,没有

重大的文化冲突。至 20 世纪末 ,马格里布人及来自其他非洲国

家的移民在法国移民中的比例已超过半数 ,达 50. 5 %。[1 ] P131

法国全国有 62 %的人信奉天主教 ,而 490 万外来移民中

有近 400 万信仰伊斯兰教 ,占全国人口的 6 % ,伊斯兰教逐渐

成为法国的第二大宗教。 (下转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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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存在追求真、善、美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不可缺少的

认识论前提和实践前提。

另外 ,要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可持续增长和人的全面发

展 ,特别需要重视另一个重要问题即人的实践的歪曲形式 —

异化劳动的问题。“异化既表现为我的生活资料属于别人 ,

我所希望的东西是我不能得到的、别人的占有物 ;也表现为

每个事物本身都是不同于它本身的另一个东西 ,我的活动是

另一个东西 ,而最后 , ⋯⋯这也适用于资本家 , ⋯⋯则表现为

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一切。”[2 ]马克思的这段话在明确我们

对异化劳动深刻认识的同时 ,给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结论 :

是异化劳动“异化”了人的本质 ,把人的本质力量的增长带向

了一个完全消极的反面。对于这一结论 ,感性及感性方式又

应该表现为何种重大作用呢 ? 按照马克思的基本观点 ,消除

异化劳动的惟一方式就是通过实践活动扬弃私有财产及人

的自我异化。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

异化的积极扬弃 ,从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

真正占有 ; ⋯⋯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 ,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

种解答。”[4 ]可以看到 ,最终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面占有以

及人的全面发展 ,必然地发生在基于人的感性的现实的实践

活动不断发展而最终到达的共产主义社会 ,从这个意义上

说 ,感性及感性方式在人类的终极目标的实现方面以及人的

本质力量的最完整占有方面 ,都长远地发挥着作用。关键问

题是 ,作为个体生存在面对异化劳动时 ,感性方式的作用可

以充分体现在前文中涉及的几个方面 ,即在“异化”面前要学

会“终极”地关怀自我 ———关注自己的精神生活、道德生活、

交往生活等等。这里强调的是 :感性及感性方式的所有独特

价值和作用在终极意义上都必然内化为个体生存的本质力

量 ,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感性及感性方式有自身的特点、结构及作用机制。正是

感性及感性方式的这种独特性决定了它对个体生存的重大

意义也是独特的。探讨感性方式意义的目的就是为了唤起

对感性及感性方式的重视 ,从而在波澜壮阔的大时代下 ,能

更广视野地解放思想 ,有所作为。马克思说得妙极了 ,“任何

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4 ]我们

不知道这一名言在多大程度上采用了感性的方式 ,但可以确

信的是 :“还给人自己”的那种“解放”里一定内涵着感性和感

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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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6 页)由于伊斯兰教文化固有的封闭性、自我性和

宗教非世俗性 ,这些移民法国的穆斯林教徒“致力于按自己

的主张编织一个完整的团体 ,有时过分的拒绝法国社会提供

的融合和世俗文化的建议”[11 ]P320 。伊斯兰教文明与基督教

文明的相异性 ,使得双方都“觉得相异一方的存在便是对自

己、对自己的特性的否定 ,”[7 ]P184曾令法国国民引以自豪的

对异民族、异文化的容纳能力已受到巨大冲击。

正因为移民的存在给法国社会带来了如此多的问题 ,使

得法国历届政府都感到棘手 ,既不能实现“零移民”,又不能

接纳所有移民‘萨科齐的“选择性”移民政策是应运而生。

结语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 ,以及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

国际人口大规模流动成为大趋势 ,总体是“从穷国向富国流

动 ,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流动”,[12 ]萨科齐“选择性”移民

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会有效地解决法国移民问题 ,但这

些政策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要从根本上解决移民问题 ,首先必须大力发展本国经

济。国民创造的财富便会增多 ,财政赤字等问题便会迎刃而

解。社会安定团结 ,反过来又会进一步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

发展。其次是努力实现南北合作 ,帮助发展中国家缩小与发

达国家间的差距 ,人口的不平衡迁移自然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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