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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 要: 欧洲各国在战后都受到了移民潮的影响和冲击。出于各自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建国过程以及对国家的理

解差异, 欧洲各国对于如何促进移民融入采取了不同的理念、政策手段和具体措施。笔者通过对德、法、英、荷等若干

欧洲国家移民融入政策的比较研究, 深入分析了几种典型的融入政策模式的特点、异同之处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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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随着欧洲社会人口老龄化以及出生率低下的现象日

益严重, 欧盟各国先后拓宽了合法工作移民的渠道, 以

期满足劳动力市场对各种层次人才的需求。最晚自上世

纪末以来, 外来移民已经成为欧洲各国共同的现象。在

荷兰、瑞士和德国等国, 有移民背景, 即父母至少有一

方不是在该国出生的人占总人口的 20%左右, 而在卢森

堡, 单单是外国人就占到总人口的 38� 6%。移民给他们

的客居国带去了不同文化、语言、习俗和宗教, 无论是

有无移民传统的国家, 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多元文化冲突

和移民聚居的现实, 如何更好地促使移民融入是摆在各

国面前实实在在的挑战。

一、移民融入的概念与移民融入政策的分类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移民始于移民个体或者群体迁

移意愿的形成, 其显著标志是个体或者群体居住地的变

化, 这种变化不是简单的地域间移动, 而是以离开原属

的政治共同体为前提的。� 较长的时间跨度是移民现象的

另一特征。居住地的改变不是移民过程的终点, 在进入

新的社会环境之后, 移民又面临着在语言、生活、文化、

心理等各方面进入新的社会系统的问题, 在这一阶段,

移民不再是简单地地域迁徙。由于移民主体原有的文化

和社会属性与客居国新的社会系统之间存在张力, 移民

主体同时面临着去社会化和再社会化、再组织化的过程,

亦即移民的融入。移民具有其来源国的种族和文化特征,

而客居国的社会形态、政治传统, 更会对移民的生活产

生影响。

(一) 移民融入与政策

一旦移民融入的问题上升到国家任务和政策领域的

层面, 国家就会针对这一现象制定相应的法律和行政手

段、调控措施和政策法规, 形成本国的移民融入政策。

移民研究学者海克曼认为, 移民在客居国的机会结构更

多是由其总体社会条件决定的, 包括社会秩序以及经济

和社会福利体制的质量 , 例如劳动力市场和教育体制,

而这些并非专为移民、而是为普通大众设计的, 只有一

部分是有意识地针对移民设计的。基于此, 海克曼提出

了 �国家移民方式� 的概念, 并给出了定义: � 我们将影

响融入因素的整体称为国家移民方式�, 也就是 � 社会对

移民形势的定义、国家理念、特殊和一般融入条件的相

互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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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移民融入政策的规范性意义来说, 其实质在于理

顺移民群体、社会结构、社会分配关系、社会生活环境

以及政治目标之间的关系, 并在此基础上把握移民融入

的结果。移民融入政策需要通过为移民创造平等享有社

会资源的机会来实现社会的聚合效应, � 它既要符合移民

群体的利益, 为移民创造开放而平等的资源获取条件,

促进移民拥有共享社会资源的意愿和能力, 也要符合客

居国主体社会的利益, 使之从移民活动中受益。

从移民融入政策的调控范围来说, 融入政策属于移

民政策的一部分, 但又远远不限于此。一方面, 由于移

民的融入发生在包括劳动力市场、教育、住房市场、社

会福利等几乎一切社会生活领域, 因此在政策的设计和

执行过程中, 移民融入政策不仅限于移民政策领域, 而

是跨领域的横向任务。恩特辛格就认为, 移民融入政策

有三大组成部分, 即国家、民族和市场, 而它们分别对

应移民过程三个主要向度, 即法律政治向度、社会经济

向度和文化向度。� 另一方面, 由于移民融入还牵涉到各

个政治层面的众多主体, 包括各级行政和立法机关、移

民、社会团体、企业等等, 因此移民融入政策又具有纵

向的特征。

(二) 几种典型的融入政策模式

海克曼从 � 国家移民方式� 的定义出发, 将欧洲国

家的移民融入政策总体上区分为多元文化式、福利国家

式与共和式 �。

1� � 多元文化模式� : 多元文化模式大都形成于某些

具有移民传统的国家之中。在移民融入政策上国家推行

多元文化主义, 制定法律允许移民长久居留, 支持保留

移民自身民族特征和自身生活方式, 在国民身份上对移

民持相对较开放的态度, 入籍政策相较而言较为宽松,

移民从而享有更多政治权利, 可以说多元文化主义更加

注重身份意义的平等。

2� � 福利国家模式� : 福利国家模式是指国家主要采

用社会福利制度作为吸纳移民、促进移民融入的主要手

段, 移民享有充分的社会和经济权利。这一模式主要产

生于 � 二战� 之后欧洲经济重建时期。由于欧洲重建的

需要, 大量外籍劳动力进入欧洲各国劳动力市场, 并从

一开始就被纳入到了社会福利体系之中。值得一提的是,

欧洲几乎所有国家在移民融入政策中都采用了福利制度

这一手段, 这与欧洲国家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有关。但

不同之处在于, 在借助于福利制度使得移民享有充分的

社会和经济权利的同时, 国家如何对待其文化身份和国

民身份。相对于 � 多元文化式� 的融入政策, � 福利国家

式� 更加强调赋予移民社会和经济权利, 而在移民的文

化独立性和国民身份认同方面则采取较为消极甚至排斥

的态度。

3� � 共和模式�, 共和模式将移民视为长期存在的事

实, 欢迎移民留居, 客居国为其提供法律地位保障, 同

时积极争取将移民吸收纳入主流文化。在这一模式下,

移民往往需要接受客居国的民主国家理念, 同时在很大

程度上放弃原先的民族特征和生活方式, 在个体上对共

和制国家产生新的效忠和认同心理。可以说 � 共和式�

带有普遍主义色彩。

此外, 恩特辛格援引霍利菲尔德 ( Ho llifield) 1997

年的分类, 将融入政策分为了 � 少数民族模式�、 � 客籍

劳工模式� 和 �同化模式� , � 这种三分法与海克曼的分

类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二、欧洲各国移民融入政策理念、特点、政策

手段

欧洲各国移民的历史有长有短, 移民史长的国家有

法国、英国和荷兰等, 短的有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

它们从各自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建国过程以及对国

家的理解出发, 对于如何融入移民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和

措施。从下文中选取的几个有代表性的欧洲国家的对比

分析中可以清晰地体现出欧洲各国融入政策理念和调控

手段的巨大差异性, 而移民的处境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

该国舆论对移民的定义以及对于国家的理念的影响。需

要指出的是, 由于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的移民历史短,

有关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还尚未完全展现出来, 所以虽

然这些国家目前的移民比例也相当高, 但在此处不作为

研究对象。

(一) 德国

对德国移民融入影响最为深远的要数福利国家模式,

这与德国 �客籍劳工模式� 的移民模式有着紧密关系。

德国人口出生率一直是欧盟国家中最低的之一, 而持久

的经济奇迹引发劳动力市场的旺盛需求, 使得德国在

1955年到 1973 年之间先后与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土

耳其、葡萄牙和南斯拉夫等国签订了劳工招募协议, 依

据轮转机制进行了大量劳务输入, 这在执行之初受到了

德国社会的广泛欢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客籍劳工的

临时性身份带给企业的成本压力日益明显: 企业不愿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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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培训工人并提供社会保障, 而另一方面, 劳工也在不

断推延返回本国的时间, 将家庭成员接到德国团聚, 生

活重心渐渐转移到德国境内。1973 年的石油危机导致招

工停止, 更是促使大量外籍劳工改变自己的生活计划,

开始争取家庭团聚并在德长期定居。目前德国有外来移

民 672� 8 万, 有移民背景的人更是有 1556� 6 万, 主要来

自当年参与招募的客籍劳工国家。

德国在客籍劳工产生之初主要是依靠社会福利制度

和劳动力市场制度促进移民的社会融入, 移民享有充分

的社会和经济权利。而针对移民群体所设计的特定融入

政策, 例如语言融合、住房政策等, 却由于联邦政府长

期否认德国是移民国家而处于滞后和效率低下的状态

(事实上, 早在 19 世纪, 德国的鲁尔区矿山中就有大量

长期性的外籍移民, 来自波兰、奥地利、俄国等地)。而

随着事实上的移民状态在上世纪 70 年代初到 80 年代中

期渐趋形成并稳定, 德国经济在 70 年代中期进入滞涨

期, 社会福利包袱显得愈发沉重 , 移民所带来的社会问

题也日渐浮现, 移民的融入逐渐成为政党竞争和公众共

同关注的重要论题。为此 , 90 年代末以来, 德国政府逐

步完善了移民政策理念, 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法律文件和

融入促进措施。在 2000年的新国籍法中, 在血统原则之

外首次引入了有限制条件的出生地原则, 2005 年生效的

移民法中增加了移民参加融合课程的义务, 并要求各级

政府、宗教团体、社会团体广泛参与, 为移民提供融合

机会。

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历史文化传统根深蒂固, 德国

不可能像典型的移民国家那样施行多元文化主义, 其融

入政策中有妥协甚至是矛盾之处, 总体上未摆脱对外来

移民的限制性特征。德国的外国人入籍率在欧洲范围内

仍然处于较低水平, 其着眼长久的融入促进理念和目标

更多是在朝渐进式的同化政策方向发展。

(二) 法国

法国有移民 668� 5 万人, 占总人口的 10� 7% �。作

为传统的移民国家, 法国深受共和主义的影响, 对待外

来移民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在都推行共和主义的同化模式。

在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过程中, 为了克服勃艮第、普罗

旺斯等高度自治的地方居民在文化与宗教认同上强烈的

族群差异, 同化政策就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 如今它同

样也是法国移民融入政策中的核心要素。这种模式下的

融入政策主要是建立在开放的普世性共和制国家理念的

基础之上, 认为融入更多是个人而非集体的事务, 而中

小学也应当是传播普世性理念的而非宗教特征的地方。

法国实施开放的国籍法, 其国籍法 �同时结合了出生地和

血统原则 � � � 无论出生或居住何地, 只要父母是法国人

就可以取得法国国籍。按照共和制传统, 国家政策不加

考虑民族来源, 因而也就不存在优待移民的保护措施,

无须明文规定少数民族的政治和文化权利, 外国人和法

国国民享受除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外同样的公民权、社

会权与经济权。虽然移民没有被作为特殊居民对待, 但

他们也能够以 � 生活困难� 者、长期失业者、无人照顾

的亲属、残疾人或者无学历青年的身份, 受惠于法国的

社会保障机制和措施。

在同化政策指导下, 法国人和移民之间在教育、就

业机会、住房等方面还是有所差别, 为此, 法国在 1958

年设立了外籍劳工与亲属社会行动基金 ( FAS) , 意在通

过住房、培训和就业方面的行动促进移民的融入。

(三) 荷兰

荷兰是欧盟中移民历史较长的国家, 其移民史可以

追溯到中世纪 , 尤其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荷兰兴起

的文化解放运动和国民经济的飞速增长进一步吸引了摩

洛哥、土耳其等国的移民源源不断地来到荷兰。到八九

十年代, 随着荷兰经济的放缓, 对于移民劳动力的需求

也随之下降。一开始荷兰招募工作移民也是有着客籍劳

工模式的临时性特征, 但是基于文化和宗教上的自由、

开放和包容的多元文化价值观, 荷兰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

就陆续采取了一些积极的融入措施 , 从 80 年代初起制定

了本国的融入政策, 明确其宗旨是保证融入, 同时保障

移民自身的认同感。在这一模式的指导下, 荷兰欢迎难

民和外籍劳工长期居留, 积极保护移民的权利, 不对移

民融入本国社会施加压力, 相反鼓励他们保留自身的文

化传统, 对于不懂荷兰语的移民, 政府甚至会提供服务,

将官方文件译成其本国文字。移民除了享受荷兰社会的

高福利之外, 加入荷兰国籍也相对容易, 并允许移民将

其家庭接至荷兰团聚。2006 年, 移民占总人口的 4� 2% ,

而有移民背景的人更是占到总人口的 19� 3%。尽管实行

了这样宽松开放的移民政策, 但是事实还是证明, 许多

移民在社会福利和经济处境方面居于劣势, 政府虽为此

采取了许多政治措施, 但收效甚微。

进入到新世纪之后, 多元文化模式面临考验, 日益

成为融入社会的障碍。自 1998 年以来, 荷兰的许多移民

政策明显趋于严厉, 重心从文化多样性转移到了劳动力

市场上的公平性。许多人担心荷兰也要走上较为严格的

适应主流社会的路线。尽管如此, 文化多样性仍旧是荷

兰融入政策的基石, 相对于其他国家更为强调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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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英国

英国有移民 645� 2 万人, 占总人口的 10� 4% �。可

以划归 � 多元文化模式�。英国的国家理念基于多元种族

之上, 本身就是英格兰、苏格兰等多地区融入的结果。

英国 � 二战� 之后才发展成为移民国家, 主要的移民来

源是前殖民地国家的工作移民及其亲属的团聚。在 1962

年以前, 英联邦国家的公民可以不受限制移民英国, 这

导致 50 年代移民激增, 英国不得不在 1962 年首次采取

了限制性移民控制规定, 而已入境的移民所带来更多的

家庭团聚 � � � 每个移民都带来了 2 到 4 名亲属 � � � 更使

得英国政府在 1965 年再度扩展了移民控制范围。

虽然在英国民众中对于移民带来的社会问题一直微

词不断, 认为移民抢去了本国人的工作、住房和社会福

利, 且不教育其子女认同英国的价值标准, 客观上也存

在种族聚居现象, 但英国在反对种族歧视的过程中, 还

是制定了最为完备的政治和法律框架, 包括在 1965 年就

颁布了 �种族歧视法� , 并在 1976 年以 �种族关系法�

全面取代, 不断完善了反对歧视、保护少数民族权益的

规定, 而 2000 年的 �种族关系法� 更是将 1976 年立法的

适用范围拓宽到所有公共机构和执行公共职能的私人机

构。政府、公共机构和媒体都致力于保障少数民族的利

益得到充分表达, 并将多元文化主义作为移民政策的基

本原则。2002 年英国又颁布了 �国籍、移民和难民法�,

对促进高素质人才的技术移民进行了规定, 并参照澳大

利亚的模式采取了评分制。

(五) 瑞典

瑞典与加拿大、澳大利亚一样, 是西方最早实施多

元文化政策的一个国家, 在历史上也一度是一个多种语

言和文化、宗教并存的多元民族文化的国家, 在两次世

界大战之后接纳了人数众多的难民。在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 瑞典从芬兰、西德、荷兰, 后来又从南斯拉夫和土

耳其等国招募了大量工作移民。1973 年经济放慢导致招

募工作移民的过程结束之后, 更多的外来人口来自家庭

团聚。与德国不同, 瑞典没有采取客籍劳工政策, 而是

从一开始就打算留住并融入这些工作移民。为此, 瑞典

坚持并发展了多元文化政策, 在外国人政策指导方针中

规定了平等原则, 保障移民平等享有社会福利体制, 政

府甚至出资资助图书馆购置主要移民群体的外语图书,

促进学校中一定时间的移民母语授课, 为移民积极创造

条件, 使之广泛参与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 瑞典

甚至出现了数位有移民背景的内阁部长。此外, 瑞典是

唯一一个在 2004 年和 2007 年欧盟两次东扩之时都立刻

对新成员国开放劳动力市场的欧盟国家, 目前一直还在

招募外籍工作移民, 其多元主义的移民融入政策可谓经

受了考验。2007 年瑞典有移民背景的人超过 120 万, 占

本国人口的 13� 7% 。

三、各国融入政策的共同点及发展趋势

从以上几个典型的欧洲移民国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在移民模式和发展历程的巨大差异背后还是存在着一些

共同点。欧洲各国移民的主要来源都是招募外籍劳工,

尤其集中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战后重建和经济发展

过程中。而随着 70 年代早期爆发全球性石油危机, 欧洲

国家也都先后提出了 � 零移民� 的口号, 包括德国、瑞

典、法国在内的国家移民政策随后趋紧, 停止了除政治

避难和家庭团聚者以外的移民, 在这之后, 家庭团聚成

了多数国家移民的主要来源。而最近几十年以来人口发

展的总体趋势和劳动力市场的客观需求又带动了欧洲国

家将移民视为解决民族老化问题的良药, 仍旧希望加大

移民的力度。

(一) 共同点

不容否认的是, 伴随大规模移民而来的还有疏远和

隔阂, 所有欧洲移民国的宏观经济和社会文化都在移民

潮中受到了类似的影响和冲击,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1 ) 对劳动力市场的中长期结构性影响: 由于招募外

籍劳工成本低廉, 许多生产领域延迟了原本必要的生产

结构合理化和现代化进程; 此外, 欧盟内部目前已经在

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服务业自由迁徙和有限期的用工合同,

这带来了大量非法用工现象 (例如在老年护理和农业的

季节工领域) , 影响到了本地人口的就业机会, 也对劳动

法和社会保障法提出了新的挑战 �。( 2 ) 对教育领域的影

响: 欧洲各国的移民现状报告和统计数据都反复证实, 除

了少数的例外, 移民家庭普遍存在子女教育失败的现象,

移民子女中学毕业的比例明显低于本国人, 这一方面导

致劳动力市场上可供支配的劳动力整体素质下降, 另一

方面也引发社会问题, 因为教育决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

机会。鉴于移民在各国社会底层中的比例日渐增加, 欧

洲各国都曾扩建教育体制, 但这些尝试总体而言都失败

了。目前许多欧洲国家公众舆论都在讨论如何动员移民

家庭重视子女的教育。( 3) 对社会安全的影响: 移民教育

和就业的边缘化导致移民引发了结构性的不安全感, 而 9

� 11事件之后穆斯林移民又引起欧洲各国对自身安全的

警觉。2001年一些亚洲裔和白人青少年团体在英国北部

城市发生暴力冲突; 2002 年, 荷兰右翼领袖福图恩公开

宣称 �荷兰已经满员� , 不久遭到暗杀; 2004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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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导演兼记者特奥 � 凡高因其针对穆斯林世界宗教和

不平等等问题的言论和电影作品遭一名摩洛哥裔穆斯林

枪杀; 2005 年 11月, 荷兰移民大臣费尔东克在办公室遭

到枪击, 法国巴黎郊区多次发生移民骚乱事件, 德国也

一度移民青少年的群体性暴力事件, 与移民相关的结构

性安全问题背后折射出的是融入政策面临的挑战。( 4) 文

化背景与宗教观的冲突: 无论是有无移民传统的国家, 是

采取开放还是保守融入政策的国家, 欧洲各国都存在不

同程度的多元文化冲突、社会分层和移民聚居的现实。

虽然已经实现了政教分离, 但是欧洲本身一直仍处在对

自我理解的矛盾之中。基督教的宗教传统始终影响到绝

大部分欧洲国家, 这一点充分体现在最终未曾通过的

�宪法条约草案� 是否应当明文提到对上帝的信仰是欧洲

传统的一部分。移民带来的文化现象中有许多因素是与

欧洲奉行的普世性价值观相冲突的, 例如放血屠宰牲畜、

荣誉谋杀等, 占移民最大比例的穆斯林对于其宗教信仰

的坚持更是引发了欧洲社会的忧虑, 这使得许多国家都

开始对于移民带来的影响持有防御的姿态 : 欧洲许多国家

都试图对于移民带来的文化影响持有防御的姿态, 瑞士

全面公投禁止建造穆斯林尖塔教堂, 法国等国家颁布禁

令禁止在公共场合穿穆斯林长袍, 这些事例都充分体现

出了移民与其客居国间巨大的文化差异。

(二) 趋势

欧洲各国的移民融入政策有其各自的连续性, 在表

现出差异的同时又有大体趋同的走向。在全球化时代,

人口老龄化和高失业率成为摆在众多欧洲国家面前的社

会和经济难题, 怎样激发移民的潜在价值为其所在移民

国家做出积极贡献, 成为欧洲国家对移民政策和移民融

入政策调整的重要出发点。另一方面, 2001 年的 9 � 11

事件之后, 整个欧洲都开始讨论穆斯林移民与当地社会

的融合问题, 种族关系骤然紧张 , 虽然目前并未形成常

态, 但引起了主流社会以及移民团体对于融入问题持久

的关注, 反思和对话成为多数国家选择的态度。而在此

过程中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就是: 多元文化主义的融入政

策正日益遭遇危机: 多元文化主义对于身份平等的过分强

调导致移民过分依赖福利制度, 从而丧失了其在劳动力

市场上的动力; 对于文化差异性的保护却造成了不同文

化之间的隔膜, � 一系列暴力事件加剧了欧洲各国对多元

化社会的疑虑和不安。那些有着宽容的多元文化传统的

国家限制并引导移民适应主流社会的呼声日益高涨。在

欧洲最开放的国家荷兰, 人们开始反思自由和宽容的代

价, 2006 年出台的 �新移民融合法案� 就规定, 除欧盟

成员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以外, 来自其他大部分

国家打算移民荷兰的申请者必须通过以语言和文化为主

的综合考试。此前, 荷兰移民大臣费尔东克已采取了一

系列严格的移民措施, 包括提高与外国人通婚的最低年

龄限制、针对移民引入当地社会设置融合课程、移民倘

若有轻微违法 , 就撤销其住宅许可等等, 她甚至还提议

禁止穆斯林在公共场合戴面纱; 英国政府在 2002 年出台

控制移民的白皮书, 并加强对英语和英国公民权方面的

教育训练, 引入入籍课程和入籍仪式, 同时在学校中将

公民课列为必修课; 同样执行多元文化融入的瑞典社会因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难民潮和家庭团聚中所受压力剧

增, 在之后的难民法和移民法中不得不采取了限制性措

施, 并承认之前的多元文化主义过于强调了移民与本国人

之间的差异性, 而今后的融入政策则需要加强相似点和团

结, 并且对新的难民也规定了语言和国情课的要求。

比尔泽在 2005 年研究了 15 个欧盟老成员国的移民

政策后得出结论, 发现各国都同时存在对外开放和对内

收紧移民政策的趋势, 这正是对欧洲各国目前在移民问

题上的两难境地之下采取的折中双重策略的最好概括,

在她看来, 其背后隐藏的是各国针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带

来的去国家化采取的一种再国家化战略, � 而笔者认为,

需要深思的是 , 作为积极的调控干预手段, 融入政策在

欧洲大多数国家是否已经逐渐成为了事实上的 � 强制性

同化� 的代名词, 而这又是一些国家在进行了多元文化

主义尝试之后的无奈之举? 2009 年厄尔萨尼里和科普曼

斯通过对于土耳其移民的实证分析, 尝试找到哪些因素

决定了移民多大程度上保留了来源国的文化, 又是在多

大程度上接受了客居国的文化。其结论证明, 对于移民

个体而言, 保留来源国文化和接受客居国文化之间是非

此即彼的负面关联: 在奉行同化政策的法国, 移民也更趋

向于接受和认同客居国文化, 而在多元文化主义的荷兰,

保留来源国文化的倾向最为明显。� 而移民成为长期现

象, 给教育体制带来的一个思考就是: 教育的规范性要求

是应当强化统一性, 还是应当鼓励多样性及差异性? 目

前多数欧洲国家都要求在学校中只使用客居国语言, 以

促进移民子女在客居国的社会交往能力。在这种情况下,

学校又应当在多大程度上传播其他文化圈的知识和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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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的能力, 已经退居其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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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bstract: After the Wor ld War II,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w ere st rong ly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immig rat ion w aves.

Due to r easons such as different t raditions, political cultur e, state building process and understanding o f the nat ion, these

countries implemented differ ent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integr ation of immigr ant s. This st udy illustrat es

different immigr ant int eg rat ion policies in European count ries such as Germany, F rance, the G reat Br itain and H ollan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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