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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社会流动的加快，移民和移民社会已经普遍存在。移民社会特有的内涵及其多样的生

活方式、价值观念对现存的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社会政策和社会和谐提出了挑战。界定移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构建移民社会学理论体系，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

移民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尚处在

开创阶段。要建构移民社会学，首先必须确定它的研究对

象。关于移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至今尚未见到人们对它

作出理论概括和说明。

从移民社会学所包含的主要范畴的界定中来确定

何谓移民？何谓移民社会？这是移民社会学的两个最

主要的范畴。移民是人口不断迁移和流动的产物，这是学

术界的共识。本文从广义的移民概念出发，对移民社会进

行分析研究。广义的移民概念表明：第一，移民是相当大

数量的人口迁徙。就国内而言，主要是广大进城务工的农

民工以及部分来自其他城市的无业人员，他们实际上已

经构成为城市的新移民。他们具有相对固定的收入和住

所，是潜在的定居者，而不是临时的流动者。第二，移民的

方式多种多样，包括自发移民、强制移民、计划移民、工程

移民、技术移民、下山移民、生态移民和留学移民等。第

三，移民具有置业安家定居的动机，一旦条件成熟，他们

中的许多人就举家迁徙，或在迁入地结婚成家，成为长期

的定居者。经过长期的交往和生活，他们会认同迁入地的

精神文化和价值观念。而且不同的社会经历和价值观念

结合在一起，经不断的磨合和沉淀，也会逐渐形成一种独

特的移民文化。
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聚居，与土著居民互动而生成具

有独特特征的一种过渡形态社会，即移民社会。移民社会

的本质规定可以概括如下：第一，作为移民社会的首要条

件是有相当大规模的外来人口或族群迁入异地。否则，移

民社会无法生成。第二，不论是本地居民，还是外来人口

或族群，他们都按照自己不断增长和提高的生产、生活的

需要，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进行共同活动，从而彼此间

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第三，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或

族群在生产过程中必然要建立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如

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等，这些社会关系都是在

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受生产关系的性

质所制约，并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第四，由于相

当大规模的外来人口或族群迁移到异地，便生成了带有

新的构成因素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移民社会。移民社

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具有独特特

征的社会。

从移民社会学所涉及的移民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来

确定

从微观上理解，社会互动是指社会上个人与个人、个
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所产生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的过程。从宏观上理解，社会互动是指社会上个人与社

会、群体与社会以及社会各个基本要素之间所发生的相

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在移民社会中，移民与移民之

间、移民群体与移民群体、移民群体与其他群体、移民与

社会、移民群体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个极其复杂的互动

关系和过程。
良性互动。这是指移民与社会互动双方对彼此间互

动的利益、目标、道德、制度、规范、政策及价值观念、价值

取向等方面基本上取得共识性，彼此间能够在许多方面

做到互相促进、协调发展；虽然矛盾冲突因素时有发生，

但能够被控制在最小的限度和最小的范围之内。这是移

民社会运行和发展的理想模式。
常态互动。这是指移民与社会互动双方对彼此间互

动的利益、目标、道德、制度、规范、政策及价值观念等方

面有所了解，但并不具体、深入。一般说来，互动双方还能

够以常态的方式进行互动。不过，在双方互动过程中，还

存在着不少障碍、失调因素，有待于协调解决。这是移民

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一般模式。
恶性互动。这是指移民与社会互动双方对彼此间互

动的利益、目标、道德、制度、规范、政策及价值观念等方

面完全不顾，矛盾纠葛频繁，利害冲突激烈，并且采用极

不正当的政策或手段来解决问题，结果导致关系严重失

衡，行为严重失控，工作严重失范。这种恶性互动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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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必将给移民个人、移民群体以至整个社会带来极

大的危害。这是移民社会运行和发展的离轨表现。

从移民社会学所研究的世界范围的移民模式中来确

定

国际移民是国际社会互动的一种基本形式，也是

当代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据日内瓦国际劳工

组织估计，目前全球有 1 亿多人背井离乡，到他国谋

生。在过去 300 年里，国际移民的变化有三个特点：第

一，国际移民存量在增加，2004 年达到 1.76 亿人；发达

国家移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在增加，2004 年达到 10.2%。
第二，每年的国际移民人数在波动，移民率（年移民人

数与人口之比）的国家差异比较大。第三，移民的方向

在变化。在 18～19 世纪，主要的国际移民方向是从欧洲

到美洲和大洋洲，非洲向美洲的奴隶移民，亚洲到南

亚、俄罗斯和美洲移民等。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欧洲

和发达国家成为移民净流入国，发展中国家成为移民

净流出国；发展中国家之间也有移民。①世界范围不同

的移民模式形成。
世界范围的移民模式可以被视为快速变化的国家间

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的一种反映。英国学者安东尼·吉

登斯在其著作《社会学》中对世界范围的移民模式作了概

括和说明：经典模式，如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

已经成发展成为“移民们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尽管限

制和配额约束了移民的迁入，但移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

受到鼓励，承诺给新来者公民资格。殖民模式，如法国和

英国实行的是殖民模式，它们更倾向于接纳来自前殖民

地国家而不是其他国家的移民。英国的大量来自英联邦

国家的移民就说明了这种趋势。客居工人模式，如德国、瑞
典和比利时等国家属于这类模式。其特征是，为了满足劳

动力市场的需要，移民暂时被允许进入这个国家，甚至长

时间定居后也不能获得公民资格。非法模式，由于许多工

业化国家的移民法日益严格，非法移民现象越来越普遍，

因为秘密地或伪装成“非移民”进入某个国家的移民经常

能够在官方社会的掌控之外非法地生存下来。这种例子可

以在美国南部各州中大量存在的墨西哥“非法侨民”以及

日益增多的跨国界走私难民的国际贸易中看到。②从上述

世界范围的移民模式中可以看出，移民作为全球一体化

进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乃是社会和移民、宏观和微观层

面相互作用的产物。

从移民社会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的解决中来确定

推拉理论认为，现代社会移民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因

为 20 世纪以来国与国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差距不但没

有缩小，反而在不断扩大。也就是说，对发达国家来说，不

论是非法移民还是合法移民，都是无法断绝的。因此，联

合国于 2006 年 3 月 14 日发表报告预测，从现在开始至

2050 年，全球将出现史无前例的持续大规模移民潮。每年

都会有至少 220 万人移居富裕国家，而富裕国家的原居

住人口将停滞不前，甚至下降。从全球移民的角度来说，

移民对各个国家的作用和影响各不相同，利弊共存。大量

人口的迁徙对缺乏劳动力或人才的国家有利，但同时带

来诸多问题。澳大利亚社会学家斯蒂芬·卡斯尔斯教授对

此有过深刻的分析，“移民问题在当今绝大多数国家的社

会转型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移民既是全球变化的结

果，同时也是移民输出社会和接受社会进一步变化的强

大推动力量，不但在经济方面的影响立竿见影，而且还会

影响到社会关系、文化、国家政治和国际关系。”与此同

时，他还指出，与移民问题相伴随的 9 大矛盾：接纳与排

斥、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市场与国家、全球与地方、经济与

环境、国家公民与全球公民、个人与网络、财富增加与贫

困化、自上而下的全球化与自下而上的全球化等方面的

矛盾。③

在国内，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

化、现代化迅速推进，带来了大量的人口流动和人口迁

移。2006 年 3 月 16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根据调查数据推算，2005
年年末总人口为 130756 万人。全国人口中，流动人口增

至 14735 万，其中，跨省流动人口 4779 万人。但是，流动

人口在迁入地，以“他者”的身份与迁入地主流群体相互

动，成为迁入地主流文化的边缘人群，存在着与主流社会

身份相关的身份缺失，很难享受到相应的权利或利益。④

面临的问题也十分突出，经济、政治、社会权益还得不到

有效保障。目前我国政府和学界都共同关注到了“新生代

农民工”、“农民工二代”问题，但是，这个新移民群体的生

存和发展依然面临着十分现实的困境，在户籍、教育、就
业、社会保障、个人发展、政治参与等方面的权益难以得

到保障。这正是移民社会学理论研究必须要关注和解决

的问题。（作者单位：义乌工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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