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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移民一直是法国城市化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战后法国制定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移民管理制度和法律体系,从世界各

地引进了大量移民,为法国经济建设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和技术人才,也为法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法国工业化和

农业现代化完成较早,早已不存在本国的农民工问题,而其外来移民问题就相当于我国的农民工问题,因而研究法国城市化进

程中的移民管理经验,对我国的农民工问题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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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工业革命后, 法国较早开展了工农业现代化
和城市化的进程, 二战后又加速进行城市化和国

家社会保障制度的高福利化建设。其社会保障

体系在西方大国中首屈一指。法国高福利的社

会保障制度是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完成的, 其中

外来移民功不可没。法国在城市化过程中逐步

摸索出一套管理外来移民的经验, 这套经验尽管

有许多瑕疵,但总体来说是比较有效、比较开放、

比较宽容的。在这套制度体系下, 法国从世界各

地引进大量移民, 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充裕的劳动

力和技术人才。法国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完成

较早,已不存在本国的农民工问题, 而其外来移

民问题与中国的农民工问题颇有类似之处, 因而

研究法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移民管理经验,对我国

的农民工问题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一 � 法国城市简史和移民简史

(一 )法国城市化简史

法国是西欧最大的国家,国土面积为 55万多

平方公里,其中 1 /4为森林覆盖, 55%为农耕地,

人口 6380万 ( 2008年 )。
�
在西欧国家中,法国无

论是土地面积、地理位置, 还是气候条件、自然资

源等方面都是最好的。法国原先是一个传统农

业国家,自 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 工农业经济得

到了迅速发展, 工业区和城市面积大大增加, 农

牧业地区相对缩小, 土地利用率不断提高。法国

城市化进程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起步发展阶

段 ( 1750- 1850): 在工业革命的带动和影响下,

法国迈出了城市化的步伐。 1800年法国城市人

口比重仅 10%, 1880年上升到了 35%。加速发

展阶段 ( 1850 - 1950) : 城市化加速发展, 达到

50%左右。高速发展阶段 ( 1950- 1990) :城市化

水平由 50%直线上升到 70%以上。[ 1]稳定发展

阶段 ( 1990-至今 ): 据统计, 1994年法国城市人

口占总人口的 96%,农业人口仅占总人口的 4%;

非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 95. 7%, 农业劳动力

仅占总劳动力的 4. 3%。法国的城市化率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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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以上。[ 2]由此可见, 随着经济的发展, 法国

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法国

的工业化则是城市化的 �发动机�,是城市化的根

本动力。

法国的城市化历程有其独特性:

1.工农业协调发展。法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

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农业在其国民经济中占有

一定比例。法国在工业发展同时也加快了农业

机械化进程,大批农民转移到城市。可以说法国

的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是在相互制约相互促进

下发展的, 也是同时完成的。在 18世纪末, 法国

82% - 83% 的人口是农民, 到 1931年减至 48.

8%。流失的农民们逐渐成为城市工业化的主力

军, 广大农村成为工业劳力的大储存库。[ 3 ] 1931

- 1936年间, 农村人口又减少 50万左右,农民大

规模移居到城市,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才放

慢速度。 1931年法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

口, 这是法国城市化程度提高的标志之一。[ 1]

2.以中心城市带动中小城市发展。法国的城

市化以发展中心城市为主线, 然后向周边扩展。

相比之下,小城镇的发展在法国则相对迟缓, 大

小城市发展不均衡。法国城市人口中有 80%集

中于人口在 4万以上的大中城市中。 1789年前

后, 人口在 4万以上的法国城市就有 12个, 其中

巴黎 52. 4万, 里昂 13. 9万,波尔多 8. 3万, 马塞

7. 6万。

3.土地广袤,人力资源不足。为此,法国政府

积极吸收外来移民。

4.循序渐进地推进城市化进程。法国政府在

城市化进程中没有实行赶超战略, 而是根据自己

的国情采取渐进的发展战略。近代法国城市发

展相对缓慢, 使得城市的经济发展、各种设施及

行政管理等没有跟城市人口增长过于脱节, 社会

问题也就不像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异常尖锐

突出。[ 1 ]

(二 )法国移民简史

法国经历了四次移民输入浪潮:第一次从 19

世纪到 20世纪初,主要来自与法国接壤的中欧、南

欧和英国;第二次在 20世纪上半叶,以中东欧国家

为主要来源地、以斯拉夫人为主体;第三次从 1945

年到 1973年,先是以中南欧移民为主体,随后被来

自马格里布等非洲和亚洲国家的移民所取代;第四

次从 1974年至今,以来自世界各地的难民和非法

移民为特征。经过这四次移民潮,法国也从一个单

纯的民族国家演变成为非典型意义的现代移民国

家。如果就移民在人口中所占比重而言,法国也许

是世界上 �最大�的移民国家。[ 4 ]据法国历史学家

统计,每三个法国人中必有一人的祖辈是外国人。

以北部加来省为例,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大批波

兰移民到那里投入煤矿开采工作, 加来省约 30%

的人口是波兰后裔。如今,法国总人口 6000多万,

其中有近 600多万犹太人和 500万穆斯林,华裔人

口估计约 60万。另外,法国还存在一个总数约 350

万人口的非法移民群。

二 � 法国移民政策的演变和对移民的管理

(一 )法国移民政策的演变

法国尽管有 200多年的移民历史, 但真正意

义上的大规模移民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而法国移民政策也随着法国的政治、经济等因素

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法国的移民政策可以分为

几个阶段:

1. 1945- 1973年,大量接纳外来移民。法国

在 1945年就颁布了 �外国人入境和居留法 �, [ 5 ]

同时成立了国家移民局, 由移民局主管审查、招

聘外国劳工移民和入境居留期间的户籍管理。

二战后大量移民的涌入弥补了当时法国劳动力

的不足,为法国经济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2. 1974- 1985年, 严格控制移民数量。 1973

年因石油危机而导致的经济危机使法国蒙受巨

大损失,冲击了法国社会的各个层面, 而外来移

民成为最大受害者。由此,在 1978年和 1981年,

法国政府先后两次修订 �外国人入境和居留法 �,

规定无论是旅游者和做工者, 都必须具备充足的

经济来源,才能获准入境。

3. 1986- 1999年, 打击非法移民, 控制合法

移民,加强移民融入。1987年 7月 18日,法国通

过了新�外国人入境与居留法 �,对在法国境内非

法居留的外国人作出了严厉惩罚的规定。按照

该法,经许可入境的外国人, 在法国期间分别享

有三种居留资格: 临时居留、短期居留和长期居

留。法国政府为了减少外国移民的人数,对申请

以移民身份入境的外国人限制得十分严格。非

法国公民或是外国侨民的直系亲属, 特殊批准的

合同劳工以及政治避难者等, 是不能取得移民许

可的。只有符合以下几项条件者, 才能得到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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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 1)法国公民的配偶、未婚夫妻和 21岁以下

的子女以及父母等; ( 2)取得长期居留权的外籍

侨民的配偶和不满 18岁的子女; ( 3)接受雇主雇

佣, 劳工合同经移民局批准的; ( 4)经核准身份,

准予合法居留的难民。[ 5]

4. 21世纪至今,法国移民政策从 �被动接受

移民 �变为 �主动接受移民 �。进入 21世纪以来,

法国经济持续低迷,而近年来国际金融海啸的爆

发更使法国的经济雪上加霜, 这使希拉克政府和

萨科奇政府的移民政策日趋严厉。 2005年 10月

27日,两名移民少年为躲避警察而触电身亡的事

件引起法国骚乱, 约一万辆汽车被毁, 数十栋建

筑遭到破坏。受法国骚乱影响, 比利时和德国一

些城市也出现了焚烧汽车等骚乱行为。由此, 在

2006年, 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原内政部长萨科奇

的 �加强移民控制法案 �, 从原来的 �被动接受移

民�变为 �主动接受移民�,对高学历、高技术移民

进行有选择的接纳。同年 9月 5日, 在原有法案

的基础上,法国出台了 �优秀人才居留证�。对象

主要包括三种类型: ( 1)到法国来进行研究工作

的高水平专家学者或者学生; ( 2 )想要到法国成

立企业、并对此有具体规划的企业家, 其企业规

模不一定很大,但要为法国创造至少两个就业机

会; ( 3)艺术或运动领域的人才,包括想要到法国

搞艺术活动的艺术家,或者是到法国长时间接受

运动训练的运动员。 �优秀人才居留证 �发放的

决定权并不在法国移民部, 而是由法国各领事机

构直接决定。此举不仅避开了繁冗、复杂的申请

手续,成功申请者还可以一次性获得在法三年的

居留证,并可在三年之后续延一次, 实际上等于

是发放了六年居留权。 [ 6 ]而根据法国的移民程

序, 在法居住满五年者, 可以申请十年长居, 此后

可以申请法国绿卡。法国的移民政策从原来的

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接受, 以促进法国经济发展,

这个法案得到大多数法国人民的认同。

(二 )法国的移民管理

法国政府对人民的 �户籍�管理非常严格, 外

来移民尤然。尽管法国没有像中国那样所谓的

户籍本,但是身份证 (移民根据居留时间长短有

不同的居留证 )和护照就是法国的户口本, 如果

移民居留法国三个月以上, 一般在入境后半个月

之内,根据签证的性质, 就必须到当地的移民局

报到登记,否则就有麻烦。其实外国移民在本国

办理申请法国签证的手续时, 法国国家移民当局

已经将该移民的户籍落实到移民申请单位所在

的移民局去了, 而且在移民申请来法国之前, 就

需要申请者提供法国担保人证明、法国资金证

明、法国住房证明、法国用工单位 (学校 )证明等。

另外还需要移民提供所在国的学历、技能、婚姻、

房产、工资等证明。申请者来到法国, 各地移民

局对这些外来移民的管理仍然很严格,若移民的

住所因故搬迁, 或更换单位 (学校 )等, 该移民也

必须及时向移民局汇报和登记新地址,不然会被

认为不守法,影响到下次签证。法国移民当局对

外来移民的监管十分到位, 若他们对某个移民有

怀疑,就会跟踪这个移民的行踪, 必要时还会监

听移民的电话信件等。

以最近法国对移民的严格管理为例。 2010

年 7月以来,法国政府以改善社会治安为由,加速

收紧移民政策。先是宣布取缔吉普赛人非法聚

居地,大规模遣返吉普赛人。接着, 又宣布修改

移民法,主要涉及那些只允许在法国逗留 3个月、

但试图延长居留时间的外国人。萨科齐总统发

出更强硬声音, 他准备推动立法, 以剥夺危害公

职人员尤其是警察的移民的国籍, 这一法案针对

的是那些获得法国国籍未满 10年的人。金融危

机发生后,法国社会保障体系濒临 �破产 �, 许多

法国人将其归罪于外来移民。吉普赛人在法国

人口中占的比例很小,在法国的地位也不如其他

少数族裔,所以拿吉普赛人开刀 �操作性强�。[ 7]法

国总统萨科齐说: �法国松懈的移民政策已持续了 50

年,使得社会融合陷入了失败的境地� [ 8] ,正是这种

情绪让萨科齐坚定地选择了驱逐吉普赛人的政

策。在经历金融海啸两年后, 法国在身份认同和

文化问题上变得越来越敏感。出生率低、人口老

龄化,以及公共财政在支付养老金和医疗福利方

面所承受的压力, 都加剧了这些不安情绪。法国

的一些政客们还渐渐产生了一种看法:法国的本

土文化正面临被移民浪潮吞没的风险。移民的

出生率高于本土居民,而且既不愿也不能融入当

地社会。法国人一方面希望维持较高的生活水

准和社会经济模式,由企业与国家相互配合提供

大量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又希望通过控制移民来

保护民族文化。两者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

总之,从法国大革命以来一直到 20世纪 80

年代,法国移民政策总体来讲是比较宽松的,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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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社会的氛围对于移民来说也是宽容的, 移民

安置也比较顺利, 这在传统大陆非移民国家中是

罕见的。但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法国经济长期

陷入了萎靡不振的状况, 特别是受新世纪爆发的

金融海啸影响,法国经济持续恶化,失业率高涨,

而法国的移民政策也随着经济恶化而不断紧缩,

目前已经到达一个高峰期。法国的移民政策是

与法国经济发展正相关的。

三 � 法国外来移民存在的问题和高福利

社会保障体系的危机

(一 )法国外来移民存在的问题

移民为法国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劳动力保

障,为法兰西文化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与此同

时,移民也给法国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比如移民

群体难以融入主流社会, 给社会稳定带来挑战;移

民固守自身文化传统,给政府的整合带来挑战;移

民整体经济状况较差,给法国福利制度带来挑战等

等。[ 9]从 20世纪 80年代至今,法国的移民问题经

历了一个从凸显到发展再到逐渐恶化的过程。近

年来,移民成为法国社会的一大问题, 非法移民源

源不断,这些人依附于法国相对优厚的福利体系,

为法国财政增加了沉重的负担。

法国移民问题的出现并非偶然, 它有着深刻

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根源。 [ 9 ]从经济方面

看, 法国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工业产值世界

第五、欧洲第二, 农业产值世界第三、欧洲第一,

高度发达的经济水平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经

济移民。从政治方面看, 法国提倡 �自由、平等、

博爱 �,政治体制相对比较稳定。法国社保体系

比较完善,教育质量也比较高。另外法国的模式

对前法属殖民地的人们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因此

吸引了一大批世界移民。

但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法国经济萎靡不

振, 难以为移民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 移民群体

失业率普遍较高, 加之大部分移民聚居于城市郊

区, 这都在不同程度上造成了移民问题的产生。

从政策层面来看, 法国政府的某些移民政策并未

达到预期效果,长期推行的 �共和同化�模式也没

有将移民真正融入主流社会。而纷繁复杂的党

派斗争则使移民成为政党政治的牺牲品。从文

化层面来看, 移民及其后代对主流文化缺乏认

同, 社会上对外来文化尤其是穆斯林移民及伊斯

兰文化缺乏正确的认识和理解。移民群体和主

流群体之间的文化需求不同, 难以达成一致。 [ 9 ]

正是上述各方面的因素使得移民问题愈演愈烈,

成为法国的一大社会难题。法国巴黎第九大学

马克教授认为: 法国的移民由欧洲、东亚、中东、

南亚、非洲等地组成, 欧洲移民由于历史文化宗

教信仰等与法国比较接近, 大多数已经融入法国

社会;东亚移民因历史文化宗教人种等因素与法

国差距较大, 与法国人相对较难融合, 但东亚人

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除了赚钱还是赚钱, 他们生

活在自己的小圈子内, 不会惹是生非, 对法国的

贡献比较大,因此法国人对东亚的移民一般都不

反对; 至于中东、南亚、非洲的移民, 他们因为历

史文化宗教人种等与法国差距大, 因此最难融入

法国社会。[ 10] ( P. 41)

(二 )移民给高福利社会保障体系带来冲击

法国现代福利社会保障制度是二战后在借

鉴其他西方国家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它是

�以行业为基础, 多种制度并存, 以总制度为主,

其他制度为辅的复杂结构 �。 1945年, 法国政府

通过 �社会安全保障法�,开始建立一个普遍的社

会保障体系, 到 1978年, 社会保障人口覆盖率基

本上达到 100%。从保障项目来看, 法国的社会

保障制度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

险等内容。 [ 11 ]法兰西共和国最重要的原则是:

�法国所有公民,不分籍贯、人种和宗教都一律平

等�, 因此移民也理所当然地享有同法国人一样

的社会保障权利, 而 1999年法国的移民总数为

430多万,此外还存在着一个庞大的非法移民群,

给社会保障体系带来了冲击。为改变这一状况,

法国政府出台了移民零点计划, 即外国人在法国

所生的孩子须满 16岁方可入籍,非法移民不得享

受种种社会保障制度的福利待遇等等。在经济

快速增长时,政府财政还可以维持庞大的福利开

支; 但伴随着经济增长疲软, 社会保障制度也随

之失去了坚强的后盾, 出现所谓的 �福利病 �现

象。各种福利支出给财政造成严重负担,导致出

现大量的财政赤字。[ 11]具体表现为:

1.移民群体老龄化, 使养老保险金覆盖范围

日益扩大。2000年法国 60岁以上的老人占人口

总数的比例是 20%, 远远超过 10% 的标准 [ 11] ,

说明法国已经迈入了老龄化社会。法国退休金

主要来自于在职职工的工资提成, 因此, 移民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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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人口的不断增加给养老保险制度造成了巨大

的压力。

2.医疗保险中对移民的费用支出大幅度增

加。移民人口老龄化不仅加重了退休保险的压

力, 而且加重了健康保险压力。此外, 人均寿命

的普遍延长也大大增加了医疗保险的支出。 2004

年, 法国人均寿命男性为 76. 7岁, 女性为 83. 8

岁。法国的医疗制度是中央集权的, 由社会事务

部扶植控制健康保险, 提供资金, 并决定医生的

费用和医药价格, 因而比退休金退休保险制度具

有更大的社会性。 [ 11 ]据统计, 法国人每年光顾

医疗机构 14�8次,每年有 1300余万人住院治疗。

1995年每个法国人的医疗支出为 12 000法郎。

医疗保险已成为一种日常消费, 药品价格迅速增

长,人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法国现有公立医院

1071家, 私立医院 2717家, 各类工作人员 100

万; 每年就诊人次 4700万,住院 1400万人次, 医

疗保险覆盖面人口达 99%以上。 [ 11] 1999年法国

出台了 �全民疾病保障法 �, 提出 �人人都有健康

权�的口号,当年, 法国人用于医疗卫生的支出高

达 1327亿欧元, 人均 2212欧元, 以法国 430万移

民计算,社会保险需要为移民支出 71亿欧元 (社

会保险提供 75%的费用 ),随着人口老龄化,医疗

保险开支更会惊人地增长。[ 11 ]

3.移民的高失业率, 导致失业保险支出居高

不下。自 1985年以来,法国的失业率就一直在二

位数, 20世纪 90年代, 法国经济 �滞胀 �, 失业人

数高达 300万, 外来移民占 1 /6,因为法国早期的

移民主要是非技术性移民, 因此他们受冲击的机

会特别多。2006年 4月法国政府发表统计,总失

业人数近 249万人, 失业率超过 10%, 而移民的

失业率高达 22% ,远远超过当地人的失业率。在

法国,失业者只要满足年龄 60岁以下、失业者连

续工作 6个月以上、有证明表明其正在积极地寻

找工作等条件,就可以获得 600- 800欧元不等的

失业金,这使原来就入不敷出的社会保障计划负

债累累。[ 11]

4.移民子女的大量增加, 使教育开支入不敷

出。法国幼儿教育完全免费,中小学实行 10年免

费义务教育,午餐费一般根据学生家庭收入确定

收费标准, 贫困家庭子女免除。在法国, 教师由

中央直接统一管理的政策在 19世纪末得到确立。

这种政策有效地保证了法国各地区基础教育师

资质量的统一,从而为每一个儿童获得良好教育

提供了可能性。法国的高等院校分公立和私立

两种。公立大学的教育经费由国家承担,学生读

公立大学一般是免学费的, 贫困学生还享有奖学

金。私立大学都收费, 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学

校、不同专业收费都不一样, 一般情况下,学校越

好, 收费越高。据法国 �费加罗报 �报道, 法国教

育部预测与评估司发表的最新数据显示, 2006年

法国政府教育开支约为 1214亿欧元,相当于人均

1920欧元,或者每位学生人均 7168欧元。占国

民总产值 ( P IB )的 7%, 占国家预算的 37%。另

据统计,法国一位普通类高中毕业生或技术类高

中毕业生的总教育支出平均为 10. 2万欧元。法

国高等教育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公立大学学习没

有学费 (只有很低廉的注册费 )。这一点是英、美

学校所不能比拟的,也体现了法国较为优越的福

利条件。这既造就了众多的各类人才,为法国科

学技术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但高额的教育津贴

和福利也为法国财政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总之,法国移民对法国所造成的影响是两面

性的:一方面, 移民为法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 其对法国社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战后 �辉煌

的三十年 �期间, 法国经济得以强劲发展离不开

大量移民的贡献; 另一方面, 它也给法国社会造

成了许多社会问题。但无论移民给法国社会造

成多大的问题, 法国都离不开移民, 若是让外国

移民返回,整个法国的经济基础就要塌陷, 因此

移民对法国社会的影响还是利大于弊。 [ 11]

四 � 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管理的启示

法国的行政管理体系是采取中央集权制, 某

些方面与中国的行政管理体系相类似。法国早

已不存在农民工问题,而其外来移民问题就相当

于我国的农民工问题,因而法国城市化进程中的

移民管理经验,对我国的农民工问题具有一定启

示意义。

首先,关于农民工户籍问题, 说到底就是农

民工能否享受同当地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制度

的福利待遇问题。这是世界性的难题, 坦率地

说, 就是到目前为止, 法国政府也还没有完全解

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尽管如此, 法国已有一些成

熟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在法国,移民想

要获得法国 �户籍�即法国居留证和入法国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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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要符合法国的签证条件。法国有三种居留

资格的签证: 第一种是临时居留证, 主要包括旅

游者、留学生、商务和季节性劳动者。一般允许

居留 3个月、6个月或 1年等; 第二种是短期居留

证, 主要指签订合同的劳工移民, 居留期限为 3

年; 第三种是长期居留证, 包括法国公民的家属、

难民以及上述第二种的申请者。前两种人员经

过批准,可以改变自己的居留身份, 成为长期居

留者,也就是取得了在法国永久居留的 �户籍 �。

另外法国政府也欢迎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 他们

只要符合条件立马就可以变为永久居留资格的

移民,有了永久居留资格的移民才能享受法国整

套社会保障福利待遇。说白了天下没有免费的

午餐,外国移民要取得法国 �户籍 �, 必须要为法

国作出贡献。法国对外来移民 �入籍 �的经验, 结

合中国具体国情, 也可以应用到我国农民工户籍

的问题上。农民工如果想将户籍迁移到城市, 享

受城市社会保障福利待遇, 也要像法国移民一样

要为该城市作出贡献,这种贡献可以转化设计成

一种量化考核指标,农民工一旦达到这个指标就

可以落户该城市, 这种方式既科学又比较合理,

而且容易操作。

其次,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 应该学习法国

对移民户籍的管理经验, 建立起全国性的农民工

机构,加强对农民工户籍的管理。该机构的职能

是制定农民工 (移民 )的政策法规,加强对农民工

的户籍管理, 对农民工 (移民 )的移民流量、社会

治安、思想文化、婚姻状况、教育科技等进行总体

控制。

再次,根据轻重缓急有步骤地吸引农民工。

在进行城市化的同时,法国政府没有放任人口增

长, 而是根据自己的国情控制人口比例, 这样人

与资源能够平衡发展,并且在城市化日益提升的

时期,不失时机地制定政策吸引外国移民来法建

设,这些都促进了法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 1 ]我

国政府也应该根据各地城市化发展的不同程度

来制定相关的人口政策, 对人口的发展进行限制

与鼓励, 以协调城市资源与人口的关系。同时,

我国政府也应打破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加速城

乡人口的流动,按照市场规则对人力资源进行合

理调配,促进城市的建设与发展, 提升城市化的

质量。[ 1 ]

第四, 在城市化进程中, 要努力解决我国的

农业生产问题, 加速农业现代化发展。随着我

国城市化发展, �三农问题 �已越来越成为提高

城市化质量的严重障碍和瓶颈。以法国经验为

例,发展城市化并不意味着抛弃农业、不发展农

业,恰恰相反, 在法国城市化历史进程中, 农业

现代化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它是法国城市

化的原动力, 是城市化的基础前提。法国农业

总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虽然仅占 3% ,

但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仍占有非常重要的地

位,同时在世界农业中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是

世界第二大农业输出国。法国甜菜产量居世界

第 1位, 葡萄酒产量居世界第 2位, 牛奶产量居

世界第 3位, 肉类产量居世界第 4位, 小麦、玉

米产量居世界第 5位。法国城市化的终极目

标,不是消灭农村、取消农业,而是在城乡协调、

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城乡一体化。 [ 2 ]可见,

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是密切相连的, 能否妥善

解决我国的 �三农 �问题, 将成为我国城市化进

程中的关键。

综上所述,法国城市化进程中渗透着经济结

构的变迁、伴随着产业结构的演进和制度变迁的

推动。城市化的进程就是以第一产业农业的现

代化为前提,以第三产业为牵引和以第二产业工

业的兴起为动力的社会综合变迁过程,在这个过

程中移民的贡献是巨大的。 [ 2 ]法国在城市化过

程中逐步摸索出一套对外来移民的管理经验, 这

套经验尽管有许多瑕疵, 但总体来说还比较有

效, 为法国经济建设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和技术

人才,也为法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中

国在推动城市化的过程中, 既要借鉴法国等西方

先进国家的移民管理经验, 也要结合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摸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

城市化发展道路, 并按照城市化的自身规律推动

其发展, 走上一条快速、稳健、生态、和谐和安全

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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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ch ool ofH um an it ies, H angzhouN orm alUn ivers ity, H angzhou 310036, Ch ina)

Abstrac t: In the French urban ization advancem en,t the imm ig ration has been one o f urbanized deve lopm en t subject m a tters.

S ince the Industria lRevo lution, pa rticularlyW or ldW ar II, F rance�s econom y has deve loped rap idly. F rance is the bigg est coun�

try inW estern Europe. Them u lti�b ir th rate s o f population a re no t low, and the econom ic deve lopm ent needs m assive imm ig ra�

tio n to m ake up its labo r sho r tag e. G radually am ong thew o r ld non�imm ig ration countr ies, F rance has turned out to be � the g rea t

imm ig ration nation�. The po stw ar F rance has fo rm u la ted a set o f quite com plete system s and the lega l fram ew o rk fo r the imm i�

gra tion m anagem en .t It ha s introduced the m assive imm ig ra tions under this sy stem and the sy stem from o ther coun tries, w h ich

ha s prov ided abundant labo r force and technical ta len ted persons fo r F rench econom ic developm en.t This has la id the foundation

for F rench econom y�s susta ined developm en.t The F rench industria liza tion and ag ricultura lm odernization is com pleted qu ite ea r�

ly and it doe s no t have the prob lem concern ing pea sant labo rer s a s Ch ina doe s. S ince the imm igra tion problem o f pea sant labo r�

ers is quite a prob lem in C hina, the study o f the imm ig ra tion m anagem ent exper ience in F rench urban iza tion advancem ent can

prov ide signif ican t im plica tions fo r Ch 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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