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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的日本社会能否化解外来移民新挑战 
 

本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蒋丰 
 

    编者的话：从严格控制到逐渐开放，过去 50 年里，日本政府对移民的态度历经了近乎 180

度的大转变。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上，日本政府不得不重视外国劳动者发挥的

作用，并为此调整相关政策，如放宽签证要求、促进外国人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另一

方面，“保守”的日本社会，也面临着移民增多带来的新挑战。社会整合和文化适应道阻且长，

外国移民和日本社会间的相互选择，能否走到最后呢？近日，《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就该

国半个世纪以来对移民问题的态度转变、政策制定等进行了梳理。 

    半世纪几经变革的日本移民制度 

    “移民日本”这个话题，在最近几年频频成为国内外媒体的热点。但事实上，涌向日本的“移

民潮”早在 30年前就已经出现。 

    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从 1990年至今，移民日本的外国人中最多的是来自韩国和朝鲜，

其次是中国，来自巴西和菲律宾的移民人数也在逐年增加。同样也是在上世纪 90 年代，日本的

移民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 

    日本法政大学名誉教授上林千惠子在论文《战后日本移民政策转变》中介绍道，现行的外国

劳动者接收制度之所以被称为“1990年体制”，就是基于 1989年新修订的出入境管理法以及 1993

年设立的技能实习生制度。但它的前身是 1972年开始实施的《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彼时

日本面临是否应该接收难民的转折期。 

    越南战争结束后，被称为“船民”的印度难民要求登陆日本，但未能从日方获得登陆许可，

这让日本政府备受国内外批评。当时的《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废除了此前的驱逐出境理由，

使得外国人与本国人在基本人权层面上享受平等待遇。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日本人口开始下降，

而经济却迎来高速增长，劳动力缺口首次出现，也由此产生了对外来劳动力的需求。 

    然而，当年的日本政府在吸收国外移民问题上一直持非常谨慎的态度，这导致了在上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期间，出现了大量非法移民。在不开放劳动力市场的条件下，为了以较小的代价

满足对非技术劳动力的需求，日本政府采取了短期劳动力迁移政策这一折中方案。一方面，招收

海外日本裔回国工作，允许他们在日本工作 3年。在这样的政策支持下，到 1993年就有大约 15

万海外日本裔回日本工作，其中大多数来自巴西和秘鲁；另一方面，日本也逐渐拓展其培训制度，

满足国内劳动力的需求。比如，1982年日本开始允许“培训人员”在日本以实习身份工作一段时

间，但他们在工作中得到的是“津贴”而不是工资，也并不受日本劳动法的保护。这种不公平也

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后来的“1990年体制”，带来了更为人性化的改革。 

    历史车轮转动半个世纪，据《日本经济新闻》今年 3月报道，来自出入国在留管理厅的统计

报告显示，截至 2023年末，在日本居住的外国人已经达到了近 342万人，同比增长 10.9%，再创

历史新高。其中，持有中长期在留资格的人数达到近 313万。按国籍来看，在这些人中，中国人

最多，其次是越南人和韩国人。此外，在日永居者也达到了 89.16万人。 

    从地域来看，东京都仍然是全日本外国人最为聚集的地区，2023年居住在东京的外国人多达

66.34万人，同比增加 6.72万人；其次是爱知县和大阪府，也有 30万以上的外国人口；排在第四

位和第五位的是神奈川县和埼玉县，外国人口分别约为 26.75万人和 23.47万人。 

    移民数量的快速增长得益于日本移民政策的不断优化。目前，日本为外国人设定了 29 种签

证，其中 24种被允许从事相关劳务工作，如“特定技能”签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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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为吸引更多外国高质量人才，日本又对移民政策进行了优化。无论是实施了十多年

之久的“高度人才积分制度”，还是自 2019年实施的“特定技能制度”，又或是 2023年创设的“特

别高度人才制度”和今年刚落地的“新特别高度人才制度”，都加大了对高学历的外国研究人员、

技术人员以及高收入外国经营者移民日本的政策优惠力度。这些政策为日本吸纳外国劳动力，尤

其是优质劳动力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和制度保障。 

    迎接外来移民潮，日本准备好了吗？ 

    移民，不是单方面输出，而是“双向奔赴”。在外国移民“愿意来”的基础上，日本也给出

了“欢迎来”的态度。 

    “我们需要打造一个与外国人共存的社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曾这样表示。据《日本经济

新闻》去年 3 月 17 日报道，在当日召开的政府“教育未来创造会议”中，岸田提出了要努力达

成 2033 年接纳 40 万名外国留学生的目标。去年 4 月，日本政府表示，到 2033 年，外国留学生

毕业后留在日本的就业率要提升到 60%。 

    虽然这一目标距离日本毕业生高达 98%的就业率仍有差距，但日本也在努力留下人才。据《日

本经济新闻》去年 10 月报道，日本政府将放宽注册资本金、事业场所等要求，以降低外国人创

业门槛。未来如果事业计划得到批准，可以留在日本两年的时间。 

    2023年 11月，日本政府决定废除已实行超过 30年的“技能实习制度”，并用“育成就劳”

新制度加以取代，希望为外国人长期在日本务工开辟一条新道路。但另一方面，日本外籍劳工的

来源地主要是亚洲邻国，随着亚洲经济快速发展，东亚、东南亚各国工资水平快速提高，也让日

本在薪资方面的优势逐渐缩小。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制造业发展也使得这些国家的劳动力

需求猛增，加大了日本在这些国家招收劳工的难度。 

    据日本《产经新闻》去年 7月报道，日本政府和相关团体十分重视外籍劳工的招募和福利问

题，完善培训体系、优化人员考核、确保劳动力流动顺畅、提高同岗位待遇、提供公平的晋升机

会等，这些举措对于外籍人员和接收企业来说都十分重要。这一系列保障措施让外籍劳动者留下

来的意向越发明显，逐步实现了从“工作移民”变为“生活移民”的角色转换。 

    外国人能融入“排外”的日本社会吗？ 

    关于“日本人是否排外”的讨论，似乎从未停止过。此前实行了约 30年的“技能实习制度”

因外国劳动者待遇差、工作环境恶劣等问题一直饱受诟病，也由此加重了外界对日本“排外”的

印象。 

    2018 年 12 月，日本国会通过《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简称“入管法”）修正案，并于

2019 年 4 月正式实施，计划 5 年内引进 34.5 万名外国劳工，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虽然日本政

府在此次修改法律的过程中一再强调这不是“移民政策”，但日本国内普遍认为，这就是实际意

义上的“新移民政策”。 

    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教授田边俊介发表了一篇题为《现代日本的排外主义及移民政策》的

文章，专门就日本人排外的问题展开论述。田边教授认为，说日本人普遍排外，是有失偏颇的。

他本人从 2009年起，每 4年就参与一次“国际化和市民政治参与有关的民意调查”，从 2009年、

2013 年、2017 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在“活跃日本经济”“抢占工作岗位”“扰乱日本治安秩序”

等方面，肯定外国人对日本经济振兴贡献度的积极民意逐年增多，而认为外国人抢占了日本人劳

动岗位的消极民意逐年下降。不过，在治安秩序方面，日本主流观念的确还是认为外国人对日本

治安造成了较为恶劣的影响。 

    相关民调数据显示，日本民众普遍是能够接受外国劳动者的。日本《朝日新闻》今年 4月公

布的民意调查报告显示，就日本政府在劳动力短缺行业中接收外国劳动者的问题，有 62%的受访

者表示赞成，仅有 28%的受访者表示反对。6年前，《朝日新闻》也曾做过类似调查，而当时的结

果是 44%赞成，46%反对。 

    《朝日新闻》还就 2024年调查数据和 2018年调查数据做了一个对比，往往被认为是“老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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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的日本老年人，对于外国劳动者的接受比例明显提升。2018年，60岁至 70岁之间的老年人，

只有 35%的人对日本吸纳外国劳动者表示支持，而到了 2024 年，这一比例已经提升到 63%。此

外，70岁以上的老年人对吸纳外国劳动力的赞成比例也从 2018年的 38%提高到 62%。在 18岁至

29岁的年轻人群体中，赞成的比例则从 60%提高至 66%。 

    不仅如此，日本各地政府也在推出各种特殊政策，希望不仅吸引外国人，也要留住外国人，

并让外国人能够与当地人加强联系。以奈良县吉野町为例，此地是木材和木工产业发达的“木之

城”，外国工人在这里发挥着重要作用。自 2022 年起，当地教育委员会在这座拥有 6000 多人口

的小镇中开办了免费的日语教室。日语教室是外国移民和本地居民友好交流的平台，还承担着将

需要帮助的外国人与服务者、支援者联系起来的“网络”功能。像这样的免费日语教室，日本各

都道府县几乎都有。仅 2023年度，日本政府就为免费日语教室的运营提供了 7亿日元的补助。 

    去年，日本发布新政策，即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即使父母是“黑户”，只要没有重大犯罪史，

其在日本出生的孩子也可以拿到“在留特别许可”，继续留在日本学习和生活。同年拿到这一许

可的未满 18岁的儿童就有 200多人。 

    从结果来看，民众的接纳与政策的利好，对于外国劳动者来说是一场“双向奔赴”，日本也

确实迎来了大量外国劳工。据日本商业媒体 JBpress 报道，今年 1 月下旬公布的“外国人就业形

势”报告显示，在日外国劳动者人数首次突破 200万，达到 204.87万人，同比增加 22.6万人。 

    日本在敞开怀抱的同时，也在进一步筛查漏洞，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日本即将首次针对生活

在日本的外国人开展实际缴纳养老金及医疗保险等情况的调查。在日本居住的 20岁至 59岁的人，

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外国人都应加入“国民养老保险”。为防止定居日本的外国人同时承担母国的

社会保障制度的保费，造成双重负担，日本的公共养老金制度还设有社会保障协定制度，在日本

的外国人可以根据协定决定在哪个国家承担保险费。截至今年 4月，日本已与包括中国在内的 23

个国家签署了协定。 

    今年年初，日本《产经新闻》围绕移民与日本人这一话题，采访了日本经济界的“三巨头”，

分别是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十仓雅和、经济同友会代表干事新浪刚史、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

小林健。十仓雅和认为，日本不会用外国人填补所有的劳动力空缺，而是会更加积极地发展人工

智能等新技术。在小林健看来，日本安全可靠，外国劳动者来到日本也是抱着这样的期望，而现

在亟需解决的是外国人和日本人如何在社会中融洽相处。新浪刚史表示，打造多元化社会的确是

有必要的，但前提是要让外国人有“向日本公民看齐”的意识，在日本生活一定要遵守日本的法

律法规和社会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