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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 ,国际移民作为重要的全球性问题日益突

出 ,对世界政治和安全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此背景

下 ,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开始重新审视国际移民问题 ,

许多国家也纷纷调整本国移民政策。

一、国际移民问题的概况

(一 )国际移民的规模与分类。国际移民指在

原籍国以外的国家居住超过一年以上的人。近年

来 ,全球移民的人数呈逐年增长的趋势。据联合国

人口署统计 ,国际移民在 1970年只有 8200万人 ,

2000年迅速增至 1. 75亿。1980—2000年 ,发达国

家接纳的移民人数从 4800万剧增至 1. 1亿 ,发展中

国家接纳的移民人数也从 5200万增至 6500万。目

前国际移民人口已接近 2亿 ,约占全球人口总数的

3% ,大致相当于世界第五大国巴西的人口规模 ,而

且这支队伍还在快速扩大。联合国 2006年发布的

《国际迁徙与发展 》报告就此指出 :“人类已经进入

第二个迁徙时代。”

国际移民有四种分类方法。第一 ,分为自愿移

民和被迫移民 ,前者或出于追求更好生活条件或与

家庭团聚而移民 ,后者则指因人道主义灾难、种族清

洗、战争等被迫离开家园。第二 ,分为经济移民和政

治移民 ,前者因就业或追求更多经济利益移民 ,包括

熟练工、非熟练工、临时工、客籍工等 ,后者则因逃避

战争或政治迫害移民。第三 ,分为合法移民和非法

移民 ,国际移民委员会 ( IOM )统计世界每年大约新

增 400万非法移民 ,占移民总数的 30—50% ,其中

约半数的非法移民牵涉偷渡、人口走私等国际犯罪

活动。第四 ,分为永久移民和短期移民 ,前者以永久

居住为特点 ,后者包括客籍工、季度工等。

(二 )当前国际移民的特点。首先 ,分布呈现不

平衡态势。从移民去向看 , 2000年的数据显示 ,美

国是世界第一大移民定居国 ,共有 3500万移民 ,约

占当年世界移民总数的 20% ; 俄罗斯次之 , 约有

1300多万外来移民 ,占移民总数的 7. 6% ;德国以

730万移民名列第三 ,占移民总数的 4. 2% ;乌克兰

和印度分列第四和第五 ,各有 690万、630万移民。

从移民来源看 ,中国籍移民最多 ,约有 3500万 ;印度

和菲律宾分列二、三位 ,分别提供 2000万和 700万

移民。

其次 ,难民、非法移民是数量庞大的特殊移民群

体。目前 , 2亿的国际移民中包括生活在发展中国

家的 920万名难民 ,巴基斯坦的难民最多 ,人数超过

100 万。 2000—2004 年 , 世界难民人数增长了

24% ;仅 2004年 ,寻求难民庇护者就达 67. 6万 ,比

2003年剧增 19%。此外 ,非法移民问题也愈演愈

烈 ,成为令各国政府头疼的难题。非法移民又分两

类 ,一是合法进入、非法居留 ,即持有短期签证合法

进入 ,但逾期不归者 ;二是非法进入、非法居留 ,即经

“蛇头 ”安排进入的非法入境者。在多数情况下 ,移

民、“蛇头 ”、接应人、地下工厂等多个环节构成较为

完整的“偷渡链 ”,这些“偷渡链 ”组成庞大的国际犯

罪网。目前 ,美国现有非法移民约 1000万 ,每年新

增 50万左右 ;欧洲的非法移民超过 500万 ,约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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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总数 (5600万 )的 10%。

再次 ,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自身人身安全和权

利保护状况堪忧。第一 ,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的人

身安全面临很大威胁。非法移民由于得不到法律承

认 ,在非法穿越边界时面临被“蛇头 ”抛弃和遭到其

他意外伤害的危险。据统计 ,每年从非洲途经地中

海到达欧洲的移民中 ,约有 2000人死亡。其次 ,移

民的工资待遇和劳动条件得不到保障 ,被剥削和虐

待情况时有发生。相较本地工人 ,移民劳工特别是

非法劳工的工作条件普遍缺乏安全保障和医疗福利

保障 ,超时工作屡见不鲜 ,经历工伤事故的几率很

大 ;许多非法移民被走私者控制 ,无法自主地选择工

作 ,甚至被强制或胁迫从事色情服务 ,其中妇女和儿

童的境况尤其糟糕。在 2000年香港移民中心对在

港 2538名移民劳工进行的一项调查中 ,超过 23%

的移民劳工称受到过语言侵犯 , 4. 5%挨过打 , 2%遭

受过性侵犯。第二 ,移民的社会地位仍然偏低。移

民被看成是对所在国经济的临时补充力量。尽管在

定居国居住多年并承担着很多公民的义务和责任

(如按时向所在国纳税等 ) ,很多移民非但未获得公

民权 ,也未获得和本地居民同等的法律地位。由于

宗教、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 ,移民也容易在政治和文

化上遭遇排斥和边缘化。如果一些当地团体刻意煽

动对移民的歧视和仇恨 ,定居国社会对外来移民的

恐惧和偏见情绪将更加强烈。

(三 )产生国际移民的主要原因。世界政治、经

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是产生大量国际移民的主要

原因。这种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全球

化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

拉大。据统计 , 1975年 ,世界上高收入国家的国民

生产总值分别相当于中等收入国家的 8倍和低收入

国家的 41倍 ;如今这两个数字分别攀升至 14倍和

66倍。目前 ,世界上约有 5. 5亿人的日平均收入在

1美元以下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仍处于低工

资和缺乏安全保障的工作环境中。而迁往发达国家

的移民 ,往往可以取得相当于原籍国劳动力收入

20—30倍的收入。第二 ,世界各国出生率存在差

异。发达国家的出生率偏低 ,社会面临人口老龄化

导致的劳动力不足等问题。发展中国家每年新增劳

动力则高达 3800万 ,占全球新增劳动力的 95% ,却

未能给持续增长的劳动力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

2004年的世界失业人口约达 1. 85亿。第三 ,世界

各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程度存在差异。许多人选择移

居国外 ,是出于改善政治权利和谋求更加安全的经

济社会环境的考虑。随着全球化效应的继续发酵 ,

国家间发展水平、人口数量和民主政治程度的差异

有可能进一步拉大 ,国际移民的规模和影响范围还

将不断扩大。

二、国际移民对主权国家的影响

(一 )合法的国际移民流动有助于人才、技术和

资金在更为自由和广阔的范围内进行配置 ,进而推

动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交流。对原籍国而言 ,

通过侨汇可以增加本国的外汇收入 ,同时学习和引

进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据世界银行统计 ,过

去 10年全世界的汇款增加了一倍以上 ,从 1995年

的 1020亿美元增至 2005年的约 2320亿美元。目

前 ,全球汇款总额已超过全球范围内国家资助的对

外援助项目总额 ,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

力。此外 ,移民能部分缓解本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

压力 ,有些移民利用获得的资金、技术回到原籍国进

行投资 ,也有助于原籍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

移民对目的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发挥着重

要作用。全球近 2亿移民每年为其生活工作的国家

和地区创造的产值超过 2万亿美元。大多数移民工

人从事的是所在国居民不愿意干的工作 ,这类工作

或者不受社会尊重 ,或者报酬低 ,或者劳动条件恶

劣 ;还有些工作需要较高的技能和专业知识 ,当地居

民中缺乏胜任者 ,多由外来移民中的高级人才承担。

此外 ,移民在防止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减少、调整其住

房市场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 20世纪 60、70

年代 ,许多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增长减慢 ,形成被称为

“逆城市化 ”的潮流。但在 80年代 ,逆城市化趋势

止步 ,原因之一正是在大城市中心定居的国际移民

者的不断增加。国际劳工组织专家预测 ,对于许多

发达国家来说 ,要想在 2000—2050年期间保有相当

数量的高素质劳动力 ,必须借助国外移民的力量。

(二 )国际移民进程深刻影响着主权国家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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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安全环境。首先 ,大规模移民削弱了国家对领土

和人口的控制能力 ,使得国家主权面临愈加严峻的

挑战。冷战时期 ,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东德人越过柏

林墙进入西德 ,东德政府对本国人的控制能力每况

愈下。流亡者和难民作为政治资源被利用 ,可能使

得国内冲突问题国际化。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 ,拥

有庞大流亡群体的国家再次发生国内冲突的几率是

普通国家的 6倍。难民还经常被当作政治运动的工

具。动荡国家和地区引发的难民潮可能加剧对本已

匮乏资源的争夺 ,激化种族、宗派间的冲突。政治难

民一般都仇视母国政府 ,有些还会利用政治手段 ,通

过演讲、示威、甚至歪曲事实等方法强调其反政府的

立场。其次 ,跨国有组织犯罪利用移民牟取暴利 ,威

胁社会稳定。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带来严重的全球

走私与买卖人口等问题 ,不法分子每年通过拐卖人

口获得的收入高达 100亿美元。不仅非法移民本人

在非法穿越边界时面临被“蛇头 ”抛弃和遭到其他

意外伤害的危险 ,而且给当地社会带来很多不良后

果 ,容易激发当地公众的仇外情绪 ,继而影响政府的

移民和庇护政策。再次 ,国际恐怖主义的渗透和活

动成为移民的副产品。“9. 11”恐怖主义袭击以来 ,

移民与恐怖主义的密切关系日益引起各国关注 ,恐

怖组织想方设法安插恐怖分子进入目标国 ,或直接

在移民定居者中培养、挑选人员实施恐怖活动。另

外 ,非法移民屡禁不止 ,还可能与腐败、有组织犯罪

等问题交织在一起 ,成为破坏社会稳定的因素。

(三 )移民大量涌入改变接受国民族、种族结

构 ,使国家认同问题凸现。由于发达国家的人口出

生率低 ,新移民日益成为这些国家人口增长的主要

来源。据统计 , 1990年至 1995年 ,发达国家的人口

增长有一半来自新移民 , 2000年至 2005年竟然高

达 3 /4。预计到 2010年以后 ,发达国家的几乎所有

人口增长都将来自新移民。新移民在语言、文化、宗

教背景和生活习惯上对接受国主体文化形成的强大

冲击引发政府和民众的强烈忧虑。出于民族主义 ,

很多国家历史上都对移民进入实行过苛刻的选择政

策 ,如美国 19世纪末的种族歧视移民政策、澳大利

亚“白色澳洲 ”同化政策等。但是全球化带来的种

族平等和人权观念、民权运动和多元文化的盛行、经

济上的相互依赖使得国家不能继续固守陈旧的移民

政策 ,由此引发出一国内部有关移民政策的激烈争

论 ,甚至危及国内社会稳定。以美国为例 ,根据最新

的人口普查统计 ,美国内拉美裔人口已超过 4000

万 ,占美国总人口的 14% ,他们在语言、文化、宗教

背景和生活习惯上与来自欧洲等地的老移民截然不

同 ,对白人主体文化形成强大的冲击。2006年美国

移民法案引发的激烈国内争论和数百万人的抗议浪

潮 ,显示拉美裔作为美国重要的新兴政治力量已经

兴起 ,也反映出美国内因移民问题造成的社会裂痕

正在扩大。移民政策的立法之争最终关系到国家身

份的认定 ,这是一场有关“谁才是美国人 ”的争论 ,

不仅凸现了参众两院内部的不同立场 ,更揭示了美

国一般民众、社会精英、商业团体、甚至教会在利益

和价值观上日益明显的裂痕。

三、各国对移民的管理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人才国际化格局逐步

形成 ,欧美传统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的内容和方式

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西方传统工业国家为保持

竞争力和优势地位 ,开始调整移民政策 ,加大打击非

法移民力度 ,遏制难民潮 ,大幅度减少接纳经济难民

数量 ,大大提高了移民申请的门槛 ;同时也把吸引国

际人才作为一项长期战略 ,先后出台了各自的以

“商务移民 ”、“高技术人才移民 ”等为内容的新移民

政策和计划。特别是在“9·11”事件之后 ,发达国

家为了防范国际恐怖主义带来的威胁 ,基于国家安

全和利益的考虑 ,陆续修改和制订了一系列针对移

民的专门法和立法修正案 ,对现行的移民管理体制

产生了影响。

(一 )与主要移民来源国签订劳工双边协议 ,协

同管理。针对移民劳工在劳动力短缺时无组织地大

量流入、在就业市场饱和后不能自动返回而引起的

非法滞留问题 ,一些移民迁入国主动与劳工输出国

签订双边协议 ,就市场需求、就业状况、人口流动趋

势、人才培训等方面进行交流 ,充分发挥政府在人口

流动中的协调功能 ,从被动控制移民入境向主动引

导合法劳工流入转变。例如 2001年以来 ,西班牙实

施了规范和协调移民输入问题的“全面计划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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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措施 :一是批准接纳移民的标准 ;二是评估国内

对短期和长期工人的需求 ;三是确定谈判协议的国

家 ;四是全面管理移民问题 ;五是建立遴选机制 ,必

要时借助社会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在移民输出国培训

外国工人。至今 ,西班牙已与 8个国家签署了双边

协议。以西班牙和厄瓜多尔的协议为例 ,协议包括

了整个劳工移民过程 :工人的预选、提供岗位情况的

通报制度、输出国对工人的选择和招聘、关于临时工

人的特殊规定、旅行的组织工作、在流入国的劳动条

件和权利的保证、家庭团聚的可能性以及劳工返回

的规定等各个方面。

(二 )实行移民准入条件和配额限制 ,并根据国

内劳动市场需求及时进行调整。移民迁入国根据本

国劳动市场需求 ,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和定期发布

劳务需求信息 ,吸引本国需要的技术人才和特定职

业的劳动力 ,避免流入劳动力过剩造成流动人口失

业。法国政府 2006年 5月通过“有选择移民 ”新法

案 ,宣布抛弃过去不加挑选地接纳移民的方式 ,将针

对高学历、高技术移民发放有效期 3至 4年并可续

延的长期居留许可证 ,对其他人群则增高移民门槛 ;

英国针对大量东欧移民涌入的现状 ,称将对罗马尼

亚、保加利亚两国劳工进入英国设限 ;荷兰政府计划

放松对外国知识移民入境工作的限制 ,以提高移民

素质 ;西班牙制定了在各经济领域分配名额接收移

民的计划 ,以保证国内产业平衡发展 ;德国未来着重

选留高科技人才特别是信息技术和科研领域的专业

人才 ,同时制定了方便遣返非法移民的政策 ;加拿大

宣布将大幅提高投资移民门槛 ,增加商业类移民配

额 ,削减技术移民配额 ,从而达到控制技术移民总人

数的目的。

(三 )强化入境的安全制度建设 ,并实行不同形

式的登记制度。以美国为例 ,受“9·11”恐怖袭击

的影响 ,美政府拨巨款加强美与墨、加接壤的边界安

全 ,提高巡逻队伍的训练和装备水平 ,建立综合性的

侦察和传感技术系统 ,并强化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

建设。2004—2005年 ,美国土安全部先后实施“美

国之盾计划 ”、“安全边界计划 ”,一方面强化网络建

设 ,通过监测设备、传感器、摄像机等高技术设备 ,将

美边界打造成“虚拟的围墙 ”;另一方面增加人员巡

逻 ,目前美边界巡逻员超过 1万名 ,比“9. 11”事件

前增加 15%。此外 ,完善的登记制度有利于政府把

握人口流动现状和趋势 ,制定比较合理的人口流动

管理和服务计划。“9. 11”事件后 ,美先后实行了国

家安全出入境登记制度、学生及交流访问信息系统、

访问者及移民身份指征技术系统 ,加强出入境安全

检查 ;强调通过技术的发展 ,以进入人员身份指征的

采集为基础和依据 ,建立出入境人员的电子追踪系

统。2005年 5月 ,美国会通过《真实身份法案 》,要

求联邦政府不能接受未经认可的证件作为登记或是

银行开户的证明文件 ,此法案将于 2008年 5月生

效。

(四 )促进移民与迁入地的社会和文化融合。

面对不断增加的穆斯林人口和日趋复杂的穆斯林问

题 ,欧盟各国普遍采取了加速同化的政策。法国政

府强调法国奉行严格的政教分离原则 ,学校里不准

进行宗教教育 ;要求移民掌握法语 ,学习并接受法国

社会价值观 ;政府推动成立了各派伊斯兰组织的联

合机构 ———穆斯林委员会 ,作为法国政府与穆斯林

对话的代表机构 ,穆斯林委员会受政府委托要促进

穆斯林融入法国社会。德国联邦政府为希望加入德

国籍的外国人提供统一的入籍课程 ;希望入籍的外

国人将有机会了解德国宪法、历史和价值观。欧盟

委员会强调 ,要保持各个层面、各个部门在移民、融

合和就业政策上的一致性 ,促进各国政府与研究机

构、公共服务提供者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 ,解决移民

融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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