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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对于发生在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UN ECE) 主管地区的国际移民来说 , 20

世纪 90 年代是动荡的 10 年。当铁幕掀起

之际 ,人们曾纷纷预料会出现人口的大规

模迁移 ,一时间“群众性移

民”成为口头禅。现在大

家都公认 ,事实上的人口

流动 ,并没有出现预料中

的那种可怕规模。欧洲有

记录的移民似乎是在

1992 —1993 年期间达到

高峰。中东欧各国流行的

“留在家”哲学与西方对移

民实行比较严格的控制互

相配合 ,有效地防止了大

规模移民。

虽然过去几年有记录

的移民一般说来趋于减

少 ,但无案可稽和非正规移民的发生频度

颇成问题。人们通常认为这种移民已经、

正在并将继续增加。不幸的是此种观点却

没有证据。当人们意识到问题时 ,就想方

设法解决 ,从而使统计数据更为公开 ,这

样 ,问题很快就变得严重起来。

显而易见 ,尤其是在中东欧 ,短期、短

程的跨国境人口流动增加了。这种人口流

动大多是为了谋生 ,同市场经济的早期发

展有关。它利用了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开放

性 ,涉及小买卖、工作旅游 (labor tourism) ,

以及其他形式新颖的人口迁移。

北美关于外来移民的争论 ,与欧洲有

不同的出发点。在北美 ,

外来移民的主要目标是永

久定居。而在欧洲 ,多数移

民 ,至少在初期是暂时的 ,

后来有的变成定居的移民

社群。90 年代加拿大和美

国有关外来移民的争论 (至

少在欧洲人看来)愈来愈像

是大西洋彼岸的回声。尤

其在美国 ,人们愈来愈对

“移民精神”提出质疑。移

民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对北

美本地人就业的影响 ,更易

受到强调。不管怎么说 ,新

大陆和旧大陆争论的问题更加接近了。主

张政府对外来移民控制 (或管理)得紧些似

乎比主张松些更合乎时尚。在多大程度上

这种情绪是缘于感到非正规移民使边界失

控 ,只能靠猜测。

本文以下部分试图通过弄清实际情况

而间接探讨下列问题 :移民究竟有多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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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的模式是什么 ? 其规模、流量、趋势如

何 ? 新的未曾记录的人口流动类型有多重

要 ? UN ECE 移民体系的官员面临什么样

的难题 ?

西欧的移民

数据问题

国际移民的统计问题 ,影响到对移民

模式和趋势的分析 ,影响到对原因的识别 ,

及对未来人口流动的预测。欧洲的数据近

年来无疑有所改进 ,尽管仍有较多漏洞和

矛盾之处 ,给数据的使用造成不少麻烦。

主要问题是数据来源混乱 ,概念定义不清。

中东欧各国和独联体各国更有数据收集方

法欠妥和统计制度不健全的问题。移民的

复杂性也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作为收

集统计资料依据的移民概念大都已不能反

映当今人口流动的现实 ,即新形式、新动

态。短期的流动和身份变化 ,还有非法移

民 ,都特别难以把握。

根据最初得到的统计资料 ,我们可以

较好地监测本地区的国际人口迁移。然

而 ,在考虑下面以及别处的统计数据时 ,应

当牢牢记住统计的“健康警告”。表 1 列出

1996 年西欧人口迁移的主要指标。

西欧外籍人口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 ,整个西欧的外籍人口无疑增

加了很多。1996 年居住在西欧各国的外

籍人口约有 1 990 万 ,相当于该地区总人

口的 5 %。1988 年 (爱尔兰和法国的数据

分别是 1989 年和 1990 年的) 的外籍人口

总计为 1 490 万。也就是说 ,从 1988 年到

现在 ,西欧各国外籍人口总数增加近 1/ 3。

此外 ,1996 年在中东欧也许还有 50 万外

籍人口。

对于 1981、1988 年和 1995/ 1996 年前

后有统计资料的国家 ,我们计算了外籍人

口的增长率。1981 —1988 年期间每年平

均增加 99 100 人 ,而 1988 —1996 年期间

则增至每年 630 400 人 ,仅德国每年就增

加 383 500 人。虽然最近的统计资料表明

外籍人口仍在增加 ,但西欧外籍人口的总

增长率从 90 年代初起已显著下降。

虽然一般说来各国外籍人占总人口的

比重都有增长 ,但国与国之间差别很大。

1996 年以卢森堡的外籍人占总人口的比

例为最高 , 达 3314 % , 其次是瑞士 , 为

1916 % ; 属中间一组的国家有比利时
(819 %) 、奥地利 (9 %) 、德国 (819 %) 、法国
(613 % ,系 1990 年数据) 、瑞典 (519 %) 、以

及荷兰 (413 %) 。最近时期有数据可查的

国家中有少数则有所下降 ,尤以比利时、荷

兰、挪威和瑞典最为突出。导致外籍人口

比例下降的原因可能很多 ,其中包括外籍

人取得本国公民资格的比例和统计资料的

更新。

西欧外籍人口的国籍

西欧外籍人口的构成反映了战后几次

移民潮的情况。初期的移民同劳动力短缺

有关 ,后来 (特别是 70 年代中期以后)则同

家庭团聚和建立家庭有关。每个国家主要

有哪几种外籍人 ,既反映战后从哪些地区

招募劳工的情况 ,也反映西欧国家与前殖

民地的特殊历史联系和双边关系。人数最

多的外籍群体仍然来自传统上输出劳工、

最近也开始接收移民的南欧国家 (意大利、

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 ,此外还有土耳其

和南斯拉夫 ,近年还有北非。

欧洲联盟 ( EU) 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EFTA)共有 1 990 万外籍人 ,其中 1 280

万 (6615 %) 是欧洲人 ,非洲人略超过 300

万 ( 1 519 %) ,亚洲人1 9 0万 ( 1 0 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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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初欧盟各国共有外籍居民 1 740 万

人 ,其中将近 550 万 (3113 %) 来自其他成

员国 ; 而 一 年 前 这 个 数 字 是 560 万
(3119 %) ,可见欧盟各国内部来自其他成

员国的外籍人口的相对比重没有增加。欧

洲经济区 ( EEA ) 加上瑞士 (即 EU 和

EFTA) ,使这个总数达 560 万 ( 3214 %) 。

这两个统计数字都略小于前一年的相应

数。

西欧外籍劳工数量

获得欧洲各国外籍劳工准确的、可以

比较的数据要比获得外籍总人口的数据更

困难。判断什么人应该计入 ,哪些数据可

以使用 ,都是问题。此外 ,相对于总人口中

未登记的居民 ,在劳动力市场未登记的工

人所占比例肯定更高。

西欧 1996 年前后 (每个国家均使用最

新数据)未登记的外籍劳工约有 750 万 ,与

1988 年的数字 (620 万) 相比约增加 27 % ,

但是与 1994 年的数字相比只增加了 1 %。

的确 ,过去几年未登记的外籍劳工数量看

来变化很小。有 8 个国家提供了 1980、

1988 年和 1996 年三个年度的数据 ,对之

加以比较可以获得较长时期的变动情况。

1980 年这 8 个国家共有外籍劳工 460 万 ,

1988 年下降为 450 万 ( - 319 %) ;1996 年

又上升到 530 万 , 8 年中共增加 84 万人
(1819 %) 。对这 8 个国家来说 ,1980 年以

后外籍劳工的增加都是发生在 1988 年之

后。

然而 , 1988 年以后也是个波动的时

期。我们对有 1988、1992 年和 1996 年 (或

最近的一年)数据的那些国家进行了比较。

1988 年登记的外籍劳工总计为 590 万 ;到

1992 年增长了 23 % ,达 730 万 ,但是到

1996 年只增加了 116 % ,为 750 万。由此

看来西欧各国注册外籍劳工的增加几乎都

发生在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 ,此后则很

少变化。

流入西欧的移民

移民流动也存在前面讨论过的数据问

题。移出的统计问题尤其严重 ;许多国家

不做此类统计 ,而进行统计的国家又往往

偏于低估 ( Salt , Singleton and Hogarth ,

1994) 。就 1980 —1996 年期间进行移民统

计的国家而言 ,出入境人口相抵后净增移

民 780 万人 ,1996 年一年净增 41 万人。

这些净增长看来也有所波动。80 年

代前期 , 移民流入呈下降趋势 , 德国
(1982 —1984 ) 、卢森堡 ( 1982 ) 和 瑞 士
(1983) 等国甚至流出大于流入。数据表

明 ,从 80 年代中期起 ,多数国家外籍人口

有净增长 (冰岛除外) 。1994 年以后 ,有统

计数据可查的国家净增数一般趋于下降。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 ,这些数据可能都

低估了总净流入 ,因为这些国家大都没有

考虑申请避难者以及某些类临时移民。这

些临时移民 ,如众所周知 ,不少非法地居留

下来。

申请避难者的人数

申请避难人数的增加是近来移民形势

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它既说明世界许多

地方越发不安全 ,也说明本是出于经济目

的的移民在钻移民法避难条款的空子。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西欧各国申请避

难的人数曾经迅速攀升 ,在此之后则明显

下降。在 13 个 EU 和 EFTA 成员国 ,1991

年至 1994 年期间申请避难者人数达到顶

峰 ,随后就下降了。

过去 10 年在接受避难申请的国家中 ,

德国一直居于首位 ,1992 年申请避难者达

438 000 人 ,1996 年为 116 400 人 ,是 1989

年以后人数最少的一年。申请避难的人数

66 约翰·索尔特 　詹姆斯·克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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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可能反映了申请避难程序的一系列变

动 ,包括加快处理进度、增加人员、分工更

细、计算机化 ,以及指纹等等。采取上述步

骤使甄别时间缩短 ,加上许多国家给予申

请避难者的补贴和福利减少了 ,可能使那

些想离开本国的人望而却步。公布安全国

家名单或许也会减少申请避难者。

据 1996 年西欧一些国家的移民数据
(表 1) ,申请避难者总计约为 245 000 人。

然而应当指出申请避难者人数在经历几年

减少之后于 1997 年又显著回升。虽然不是

所有国家都有这方面的数据 ,但 15 个有此

数据的国家中有 11 国 1997 年申请避难的

人数 (超过了 1996 年) ,总计约为252 000

人 ,另外 4 国的数据阙如。

90 年代前期 ,来自中东欧的避难者急

剧增加。目前该地区基本安定 ,所以避难

申请已经极少。前华沙条约成员国 ,特别

是匈牙利 , 现在也已经接受避难申请。

1991 —1992 年以后 ,南斯拉夫人居避难移

民人数的首位 ,继之是罗马尼亚人、土耳其

人、斯里兰卡人、索马里人、伊朗人、扎伊尔

人、伊拉克人、保加利亚人、阿尔巴尼亚人、

尼日利亚人、黎巴嫩人及中国人 ,也都为数

可观。截至 1993 年末 ,前南斯拉夫有 424

万流离失所的人接受过联合国难民救济总

署某种形式的援助。这些人大部分来自波

黑。大约有 8119 万人属于某种形式的留

居国外的难民。另有 163 万人属于在前南

境内流离失所者 ,179 万人属于受援的战

争受害者。来自前南和前苏联的申请避难

者已有所减少。许多从前南特别是波斯尼

亚逃离的人没有被当做难民 ,而是获得了

某种形式的被保护身份。虽然过去一年来

逃离的人数减少了 , 但至 1997 年仍有

836 650 人登记为受临时保护者 ( OSCE ,

1997) 。近几年土耳其、前南斯拉夫、伊朗、

伊拉克、索马里、以及斯里兰卡成为难民的

主要输出国 ,这些国家都有内部冲突 ,都可

能产生需要保护的人群。1997 —1998 年

的材料表明 ,大部分寻求避难者有资格受

到保护。

是否给予难民庇护的决定需统计数

据 ,许多国家却没有这种数据。然而就有

数据的国家来说 ,按照 1951 年日内瓦公约

而给予完全难民身份的人所占百分比很

低。过去 3 年中 ,这些国家只给予 1/ 4 的

申请避难者以难民身份 ,在许多场合连

1/ 10也不到。

与此同时 ,一些难民和“受临时保护”

的人在冲突停止以后回到本国。1997 年

统计 ,从欧盟各国有组织遣返的波斯尼亚

难民大约有 715 万人 ,进一步的遣返尚在

计划中。在欧盟各国避难的波斯尼亚人将

近 60 %住在德国 ,从德国遣返的约有 7 万

人 (Black , Koser and Walsh , 1997) 。

中东欧

移民的一般特征

对中东欧各国的移民进行监测异常困

难。在共产党掌权时代建立的登记制度只

考虑某些特定类型的移民 ,主要是“永久性

的”移民 ,它对 1989 年以后发生的移民是

无能为力的。的确 ,这些国家的很多种人

口流动 ,是进入不了那里“中规中矩”的数

据收集系统的。

显然 ,铁幕的掀起使得移民在中东欧

各国之间的流动和从那里流出有所增加。

据估计 ,90 年代初期官方登记的从中东欧

国家向西方国家净流出人口年平均约 85

万人 ( Garson Redor and Lemaitre , 1997) ,

而 30 年前的年平均净流出人数还不到这

个数字的一半 ( Frejka , 1996 ; Okólski ,

1998) 。在共产党执政时期 ,大部分移居外

76UN ECE 地区的国际移民 :模式、趋势与政策

© 1995-2004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国的人都属于特定民族 ,主要是犹太人和

日耳曼人。

90 年代中东欧地区移民的特点一直

与民族相关 ,并增加了几种新型的移民。

把这些特点归纳为 :

●本地区内外旨在移民西欧的过境迁移 ;

●寻求保护者 ;以及

●苏联的后继国之间的大量人口流动
(Okólski ,1998) 。

此外还有地域选择的人口流动 ,包括 :

●流向西方的短期劳工 ,如阿尔巴尼亚人

到意大利和希腊打工 ,爱沙尼亚人和俄

罗斯人到芬兰打工 ,罗马尼亚人到以色

列 ,捷克人、保加利亚人、波兰人和匈牙

利人到奥地利和德国打工 ;

●地区内部的劳工流动 ,特别是乌克兰

人、白俄罗斯人、罗马尼亚人和俄罗斯

人流向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波兰 ;

●从一些发展中国家流入的劳工 ,如中国人

和越南人到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波兰 ;

●从西欧流入的主要是高技能工人 ,特别

是流入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波兰 ;

●回迁移民 ,例如回到波兰、保加利亚和

罗马尼亚 ;

●特定民族人口从波兰、罗马尼亚和前苏

联迁移 ,特别是流向德国、以色列和前

苏联地区。

在上述人口迁移模式之上还有一幅短

期流动的五彩图。包括“边打工边旅游”和

做小买卖 ,为谋生而频繁跨越国境穿梭往

来。传统上这种短期人口流动不被视为移

民 ,但是由于人数众多、经济上举足轻重、

形式上新颖而挤入了移民词典。奥科尔斯

基 (Okólski , 1997) 把其中相当部分归入

“不完全移民”。不完全移民指的是这样一

种情况 ,当事人经常到国外短期做工 ,同时

在本国有家庭。其特点是在本国地位模

糊 ,职业不定 ;在外国逗留时间或工作时间

不规则 ;在本国有固定的居所和家庭。流

动的距离一般很短 ,也许只是过境。虽然

每次出国不过几天而非几周 ,但是就全年

而言 ,则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外度过的。

永久性移民

中东欧多数国家都经历了永久性的迁

入移民 ,其中许多为回迁移民 ,虽然人数很

有限 (不完备的) 。统计数据表明 ,官方承

认的外籍人口在普遍增长。特别是在捷克

共和国 ,到 1996 年 ,外籍人口已达 20 万人
(表 2) 。匈牙利的外籍人口也颇为可观 ,

虽然匈牙利的数据仅指持有暂时居住许可

证者。保加利亚的外籍人口亦稳步增加 ,

由 1989 年的 24 100 人增加到 1996 年的

36 300 人。登记的外籍人口仅占总人口

很小的比例 ,大多在 1 %左右 ,比西欧的外

籍人口比例小得多。在新建立的民主国家

中 ,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属经

济最发达之列 ,外籍人口所占比例也最高。

中东欧国家有关迁入移民的大部分统

计指的是永久性移民 ;因此这些数据远低

于实际的人口流动量。规模不大 ,通常也

无增长。登记的移民有许多是从前的公

民 ,在共产党执政时期离开本国 ,许多人已

在新国家归化入籍。流入最多的年份是

1991 年或 1992 年 ,即国家恢复民主制度

以后的两三年 ,这个模式印证了这样的观

点 :少数想回国的人观望了一段时间 ,直到

他们确信政治变革已不可逆转方才动身。

在东欧寻求避难

有关在东欧各国申请避难的统计数

据很不全面 ,记录在案的人数大都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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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东欧若干国家的国际移民指标 ,1996 年 (或有数据可查的最近年度)

外籍人口

(千)

占总人口

的 %

外籍劳工

数量

(千)

外籍人口

流入量

(千)

申请避难者

流入量

(千)

保加利亚 36. 3 0. 4 — — 1. 0

克罗地亚 — — — 44. 6 —

捷克共和国 198. 6 1. 9 143. 2 10. 9 2. 2

爱沙尼亚 — — — 1. 6 —

前南马其顿 — — — 0. 6 —

匈牙利 138. 0 1. 4 19. 2 12. 5 1. 3

拉脱维亚 7. 1 0. 3 — — —

立陶宛 — — — 3. 0 —

波兰 70. 0 0. 2 — 8. 2 3. 2

罗马尼亚 1. 7 0. 0 3. 9 2. 1 0. 6

俄罗斯 158. 5 0. 1 292. 2 647. 0 2. 9

斯洛伐克共和国 — — 2. 8 2. 5 0. 4

斯洛文尼亚 43. 0 2. 2 — — —

　　资料来源 :OECD , 1998.

1989 年以后在匈牙利申请避难的人数逐

年减少 (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

1995) 。其他国家的数字则有起有伏。许

多申请避难者实际是过境移民 ,最终想进

入的是西欧。最近有证据表明 ,有些寻求

避难者看到中东欧国家政治自由 ,经济发

展 ,因此愿意在那里定居。

前苏联的人口流动

在前苏联境内的移民以内部流动为

主 ,有少量其他国家的进出。造成人口流

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包括生活水平下降 ,

社会和政治不稳定 ,以及一系列武装冲突。

结果形成颇为复杂的流动类型 ,其中有一

些算是“正常的”(如劳工流动) ,其他则是

一系列紧急状况的产物。在所有独联体国

家中 ,不论从绝对数字还是相对数字看 ,俄

罗斯仍然是主要参与者。1989 —1996 年

期间该地区人口流动总量下降 ,主要归因

于俄罗斯人外迁者减少。近年来特定民族

人口流动的相对比重也在下降 ,其流动模

式与苏联时期颇为相近。

因紧急事态引发的人口流动也实在太

多。发生冲突的地区有 :亚美尼亚、阿塞拜

疆、格鲁吉亚、塔吉克斯坦、摩尔多瓦和车

臣。估计自 1989 年以来大约有 87 万人沦

为难民或处境类似难民。另有 110 万人

在境内流离失所 ,包括亚美尼亚人 ( 712

万) 、阿塞拜疆人 ( 5419 万) 、格鲁吉亚人
(2611 万) 、摩尔多瓦人 (511 万) 、车臣人
(1419 万) ( IOM , 1997a) 。自 80 年代中期

以来 ,大约有 75 万人因环境恶化而被迫迁

移 ( IOM , 1997a) ,其中大部分是切尔诺贝

利核电站灾难造成的 (据估计多达 300 万

人仍居住在被污染地区) (Omelyanets and

Torbin , 1991 ,引自 Shamshur , 1995) 。其

他人口迁移发生在阿拉尔海盆地和哈萨克

斯坦的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地区。

其他大规模移民包括前苏联境内的回

归本土者 ,其中大部分是回到俄罗斯的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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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卜杜拉是都灵的摩洛哥移民 ,他正在修复意大利文物。Francesco Broli 摄影/ REA 供稿。

罗斯人。引起这些人口流动的原因是复杂

的 ,虽然当地人的驱赶似乎是主要因素。

在最初回归故土的人当中有被斯大林从传

统定居地放逐的少数民族 (如克里米亚的

鞑靼人 ,到 1995 年大约有 25 万人已回到

克里米亚) ( Shamshur , 1995) 。大致估计

有 420 万回归故土者 ,虽然并非都是最近

回归的。70 年代以来 ,讲俄语的人从今日

独联体其他地方回归的尤其多。这个趋势

在 80 年代加快了 ,并扩展到其他民族 ,特

别是中亚的民族 ,例如从 1991 年到 1996

年 ,估计有 1515 万哈萨克人分别从俄罗斯

联邦、乌茨别克斯坦、蒙古以及伊朗返回故

土 ( IOM , 1997b) 。

与此相关的一个移民趋势是 ,那些被

迫从历史上的家园出走的少数民族回归故

土。自 80 年代中期以来大约有 100 万这

样的少数民族回归故土 ,其中包括克里米

亚的鞑靼人 ,伏尔加流域的日耳曼人 ,以及

格鲁吉亚的麦斯赫蒂人 ( IOM , 1997b) 。

由于统计工作不完善 ,前苏联内部流

入和流出的“正常”移民难以计算。看来大

部分劳工移民是去了俄罗斯 ,人数多 ,时间

短。非法迁移属家常便饭。

欧洲的移民地域

表 3 表明具体国家的移民有多少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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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范围之内 ,所依据的是做过有关统

计的国家流入和流出移民的比例。各国之

间流入与流出移民的情况有很大差异。

在迁入移民方面 ,就做过统计的中东

欧国家 (特别是波罗的海国家和斯洛文尼

亚)而言 ,绝大多数移民来自中东欧国家 ,

只有少数来自欧盟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

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入境移民也多在

欧洲范围之内 ,主要来自欧盟和欧洲自由

贸易联盟国家以及“其他欧洲”国家 (大部

分来自土耳其和前南斯拉夫) ,少数来自中

东欧。德国的入境移民绝大部分来自欧

洲 ,德国和希腊的移民有很大一部分来自

中东欧。与此相对照 ,英国的入境移民几

乎近 2/ 3 来自欧洲以外。地中海国家接收

的移民有半数左右来自欧洲以外 ,荷兰亦

如此。

至于迁出移民 ,也是足迹不出欧洲。
(西班牙人例外 ,绝大多数移居欧洲以外) 。

中东欧国家的移民大部分移到中东欧其他

国家 ,只有德国相当一部分人移到中东欧。

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的数据表明 ,移民

主要流向欧盟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 ,

罗马尼亚有些移民走得更远 ,主要迁入地

是北美。

很难依据表 3 的数据进行概括 ,这是

因为有些国家的统计数据存在如何解释的

问题 ,还因为许多国家没有统计资料。可

以得出三点结论。首先 ,欧洲的移民有局

限于欧洲范围的倾向 ,尤其是中东欧国家 ,

大部分流入和流出是同自身其他部分或欧

洲其他部分进行交换。其次 ,具体国家的

移民流向很不相同。这反映了历史的 (如

后殖民时期的联系)和地理的 (特别是地域

邻近)过程。最后 ,所描述的模式支持了对

全欧洲移民经验多样性的认识。

非正规移民

总体模式

要估计非正规/ 非法迁入移民的规模

有多大十分困难。据国际劳工局估计 ,

1991 年欧洲各国居住的非本国国籍人口

中有 260 万属于非正规或没有登记者 ,这

个数字包括季节工和那些避难申请已被拒

绝但没有离开的寻求避难者。过去几年许

多国家记录在案的非法移民和打工者有所

增加。以各国边防当局提供的有关拘押、

非法越境和拘留等情况的数据为依据 ,国

际移民政策发展中心 ( ICMPD) 估计 ,1993

年非法流入西欧的人数约在 35 万 ( Wid2
gren ,1994) ,这是至今仍被广泛引用的数字。

因为东欧国家没有制定控制入境和定

居的法律 ,非法的概念很难应用到这些国

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有大量外国人

未取得适当的许可就进入了劳工市场 ,他

们的情况可视为某种程度的非正规。在东

欧多数城市的街头 ,非法移民日益增加的

情形随处可见 ,表现为非正式的职业市场

和地下就业。以布拉格为例 ,1995 年除了

513 万外籍人是合法居留以外 ,估计还有 2

万中国人、2 万乌克兰人和大约 1 万过境

移民非法居留该市 ,另外有大约 215 —4 万

未经登记的北美人和西欧人主要从事技能

工作 ( Frejka , 1996 ; ICMPD , 1997) 。

在罗马尼亚 ,大多数外籍工人是非法

的 ,1990 —1993 年期间政府签发了 3 500

份就业许可证 ,主要给来自阿拉伯国家、土

耳其和亚洲的男工。官方来源估计 1995

年末有 2 万非法移民 ( Gheorgiu , 1996) 。

保加利亚的资料表明非法移民日益增加 ,

1993 年非法居留者达 115 万人 ,大部分从

事某种工作 (Bobeva , 1994) ;更新的统计

是有 3 万至 5 万人 ( ICMPD ,1997) 。这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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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大量主要来自巴尔干和中东地区的

非法越境者。

这些数字无法证实 ,但趋势似乎是上

升的。对大多数中东欧国家来说 ,“非正

规”移民似乎是那里的共同特征 ,大多数外

籍工人都是在某方面不合法的。

贩运人口 :其重要性和规模

人们强烈地感到非正规移民的日增是

同贩运人口活动的发展有联系的 ,虽然并

没有确凿证据。

非法贩运流动人口已成为众所周知的

重大国际问题。贩运人口除了涉及安全问

题外还是一个人权问题。偷渡客被剥削的

方式包括 :被迫缴纳高昂旅费 ;携带的钱和

其他财物被盗 ;证件 (护照和其他旅行证

件、身份证等) 被窃 ;陷入无法摆脱的债务

等。他们还可能遭到非人待遇、人身摧残 ,

有时甚至导致死亡。

偷运行当有多大规模 ,挣多少钱 ,雇多

少人 ,都难以说清楚。无论如何 ,这一行当

正在成为组织严密的国际黑社会的一部

分。据估计 ,这一行当的年收入大约在

50 —70 亿美元之间 ,盈利的程度堪与毒品

走私媲美 ( Widgren , 1994) 。对偷渡客个

人来说 ,偷渡的代价出入很大 ,因国籍、族

籍、运输手段及旅行距离等因素而异。据

估计 ,90 年代初从中国偷渡到美国的年营

业规模约达 30 亿美元 ( Far Eastern Eco2
nomic Review , 8 April , 1993 ,引自 Skel2
ton , 1994) 。

偷运人口与移民地理新格局

偷运人口也可能造就国际移民的地理

新格局。有证据表明 ,移民目标国和旅行

路线越来越由偷运者所决定 (参阅 Koser ,

1998 and IOM ,1997b) 。导引移民的效果

颇能反映偷运者对当地知识和关键地点的

利用、对国际移民控制体制漏洞的广泛了

解。

有关人口偷运地理模式的信息 (大多

从过境移民调研得来) 表明有 5 条主要路

线。三条是从东到西的“陆”路。最北边的

一条经俄罗斯、波罗的海诸国和波兰。南

边的一条路经乌克兰、巴尔干地区和捷克、

斯洛伐克。第三条路线经保加利亚、罗马

尼亚和巴尔干地区。第四条路线经中东和

东地中海。最后一条路线从北非跨越地中

海 ,主要通往意大利和伊比利亚半岛。这

几条路线主要由欧、亚洲的不同移民交汇

而成 ,其沿线的一些国家和城镇是偷运的

常发地带。

北　美

90 年代加拿大和美国的外来移民情

况有 4 个基本特点。首先 ,两国制定政策

和配额办法愈来愈多的是为了在全球人才

市场上争夺所需人才。美国移民制度改革

委员会 1995 年的报告论述到 :由于技术移

民能够造福国家 ,因此这种引进有利于社

会和帮助企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加拿大

的积分制也是为引进加拿大经济所需人才

而制定的。其次 ,两国在全球人才市场上

争夺人才的要求还得同人道主义的考虑相

调和。因此 ,家庭团聚仍然是移民首屈一

指的“原因”。北美的移民政策包括三部

分 ,即核心家庭成员、难民和其他需要保护

者、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 ,家庭团聚为其核

心部分。

第三 ,美、加两国继续经历着移民地理

的变迁。它们都是全球人口迁移体系中的

重要枢纽。然而 ,更值得注意的是 ,过去

30 年来 ,它们接收的移民愈来愈多地来自

亚洲和拉丁美洲 ,美国尤其接收了更多的

拉美移民。最后一点 ,两国日益对它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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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思想、特别是对于如何平衡家庭、技能

和人道主义的考虑提出质疑。

这就意味着移民模式和动向是继续变

动不居的。由此产生的移民模式、动向和

政策回应 ,既反映日益全球化的趋势 ,也反

映国与国之间的明显差异。

外国出生的移民人数

在 80 年代末期和 90 年代前期 ,美、加

两国在外国出生的人口都有迅速增加的明

显趋势。加拿大每 5 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可

提供外国出生人口的数字。从 1981 年到

1996 年外国出生人口由 380 万增加到 500

万 ,增加了 2913 %。从 1980 年到 1996

年 ,美国的外国出生人口由 1 410 万 (人口

普查数字) 增加到 2 460 万 (当前人口抽样

调查数字) ,增加了 7417 %。

两国外来移民的增长速度看来都在加

快 : 在 加 拿 大 , 1981 —1986 年 增 加 了

117 % , 1986 —1991 年 增 加 了 1111 % ,

1991 —1996 年增加了 1415 % ,由此得出三

个时期的平均年增长率分别为 013 %、

212 %和 219 %。在美国 ,外国出生的人口

1980 —1990 年期间增加了 2317 % (190 万

生为美国公民者亦计入其中) ,1990 —1994

年期间增加了 2414 %。1994 年以后外国

出生人口增加了 200 万 (818 %) 。从这 3

个数字算出的平均年增长率分别为

214 %、411 %和 414 %。

外国出生移民的出生地区构成

美、加两国外国出生移民的地区构成

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与欧洲各国的模式

有所不同。加拿大的外国出生人口的主要

趋势为 :欧洲出生所占比例下降 ,由 1986

年的 6213 %减少到 1996 年的 4619 % ;南

北美洲出生所占比例稳定在 16 %左右 ;亚

洲出生所占比例上升 ,由 1717 %增加到

3114 % ;非洲出生的略有增加 ,由 219 %增

至 416 %。在美国 ,欧洲出生所占比例也

在下降 ,由 1980 年的 3616 %减少到 1990

年的 2216 % ,亚洲出生的比例则由 1810 %

上升到 2512 %。然而 ,与加拿大不同的

是 ,美国的美洲出生移民由 3710 %增加到

4613 % ,主要是墨西哥移民增加所致。

加拿大和美国的迁入移民

90 年代两国外来移民的变动趋势有

所不同 ,至少从官方记载的移民数字看是

如此。在加拿大 ,外来移民增加 ,1993 年

达到高峰 ,然后有较明显的下降 ,最后 4 年

在一个相当小范围内波动。美国的外来移

民在 1991 年达到高峰 ,以后人数减少1/ 2 ,

虽然 1996 年比前一年又有显著回升。

1996 年到加拿大定居的永久性移民

为 2216 万 ,从 1993 年高峰的 25158 万持

续下降。这一数字要小于计划接纳的移民

数 ,但是移民的类型在逐渐变化 ,为家庭团

聚而来的人数下降 ,为经济目的而来的上

升。

在美国 , 1996 年外来移民达 91159

万 ,比前一年的 72105 万增加了许多 ,这是

自 1991 年移民高峰超过 180 万以后经历

不断下降后的反弹。凡是给予永久居住权

的移民都计入永久性移民 ,1996 年其中过

半数是已经身在美国 ,而身份为暂住居民。

把这些人排除在外 ,1996 年准予入境的移

民仍然是 1914 年以来 ( Kramer , 1917) 人

数最多的 ,其原因主要是家庭团聚性移民

增加了 30 % ,为就业目的而来的移民增加

了 40 %。1996 年人数增加 ,部分是移民和

国籍法 ( INA) 生效的结果 ,该法允许“非

法”移民在 1995 —1997 年期间规范他们的

身份。此外 ,移民改革与控制法 ( IRCA) 生

效后也使将近 270 万人获得永久居住权 ,

其中又有一部分获得了美国国籍 ,从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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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家属得以申请永久移民。这一类型

的移民 1996 年比 1995 年大量增加 ,看来

今后迁入移民总数中他们所占的比例将日

益提高。

临时的外籍工人

美、加两国除了实施其永久移民计划

外 ,还接纳临时的外籍工人。1996 年美国

记录在册的外籍劳工在 50 万人以上 ,这一

数字近年稳步上升 , 1994 年以后增加了

1816 %。他们之中大多数是高技能工人 ,

这反映美国政府决心要提高国民经济的竞

争力。值得特别指出的是 ,他们当中包括

专业人员 ,按条约从事贸易的人员 ,以及投

资者 ,此外还有增加最快的一类人 ———公

司内部调动的人员。最后一类人的规模说

明了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性和跨国公司的作

用日益增加。

我们根据历年就业批准资料追踪加拿

大临时劳工的入境情况。据最近统计资料

表明 , 入境的临时劳工从 1989 年的

289 200人逐步减少到 1994 年的 172 900

人。这可以从两方面得到解释 ,一是清理

积压案件的结果 ,二是加拿大经济的相对

疲软。

加拿大和美国的迁出移民

在加拿大和美国 ,关于移民问题的辩

论集中在迁入移民 ,而对迁出移民很少认

真过问。就加拿大而言 ,移居国外的人数

80 年代呈下降趋势 ,90 年代初则有起伏 ,

后来又稳步上升。出入相抵 ,净迁入量于

1993 年达到高峰。就美国而言 ,有人估计

每年移居外国者约有 20 万人 ,出入相抵

1996 年的净迁入量约为 70 万人。移居国

外的人数是一个值得加、美两国政府给予

更多关注的课题 ,这不仅有利于弄清楚移

民净流量的确切数字 ,也可为移民问题辩

论注入有价值的思考。

难民与寻求避难者

一般说来 ,加拿大对避难申请采取比

较开通的政策。申请避难的人数于 80 年

代上升 ,1988 年达到 45 000 人的高峰 ,随

后下降 ,不过每年都有波动。1994 年到

1995 年申请者从 21 000 人增加到 25 900

人 ,1996 年略为下降到 25 300 人 (表 4)

(1997 年又下降到 24 300 人) 。

难民和申请避难者在美国之所以成为

政治上和公众关切的话题 ,主要是因为打

算从海地和古巴移居美国的人数巨大。近

年来对准予迁入的难民规定了一个上限 ,

分配给 5 个地理区域。90 年代的上限以

1992 年为最高 ,达到 142 000 人 ,1996 年

下降为 122 600 人 (以后又下降到 1997 年

的78 000人) 。90 年代避难申请者主要来

自前苏联和东欧。

无有效证件的迁入移民

无有效证件的迁入移民在美居留时间

长短不一 ,许多人是常来常往 ,另外一些人

则打算永久居留。自从移民改革和控制法
( IRCA)制定以后 ,非法移民又呈上升趋

势 ,1997 年估计达 500 万人 ,每年还要继

续增加 2715 万人 ( Kramer , 1997) 。墨西

哥是首屈一指的来源地 ,估计有 270 万人 ,

占无有效证件移民总数的 54 % ( Kramer ,

1997) 。虽然大量非法移民仍集中在少数

州 ,但人们日益认识到非法的流动人口正

在建立网络 ,使他们得以前往新的目的地 ,

进入新的行业。

近年出现的一个新情况是 ,人们越发

关注持逾期签证的逗留者。美国移民归化

局估计 ,无有效证件人口中大约有2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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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加拿大和美国的国际人口流动指标 ,1996 (或其他有数据的最近年度)

外国出生

人口

(千)

占总人口 %
迁入移民

(千) a

移出移民

(千) b

迁入暂时

外籍劳工

(千) c

迁入的避难

申请者

(千) d

加拿大 4 971. 1 17. 4 226. 1 48. 8 172. 9 25. 3

美　国 246 000. 0 9. 3 915. 9 — 533. 5 122. 6

　　资料来源 :OECD ,1998 ,Statistics Canada , in Ruddick , 1997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 US Immigration and Nat2
uralization Service , 1997 , IGC 1997。

　　a 系永久居留证发放数。这些数字包括已在国内获得永久居留权的人。加拿大 :入境移民登陆记录 ;美国 :数据

是财政年度的 (10 月至次年 9 月) 。

　　b 加拿大 :因为移居国外者无从直接测度 ,这是根据其他来源估计的。1996 年数据为初步估计数 ;美国 :移居国外

的人没有记录 ,估计 90 年代每年平均有 20 万人移居国外。

　　c 加拿大 :1994 年 ,工作许可证发放数 ;美国 :非移民性劳工数。

　　d 美国 :不包括家属。

(41 %)属于非移民性的过期居留者。

加拿大没有掌握关于这类人的资料。

然而政府已采取新措施处理欺骗性的避难

申请 ,并阻止经由海路秘密入境。大约2/ 3

的非法入境者估计是从欧洲动身的 ( Rud2
dick , 1997) 。

政策发展

对现行政策制度的不满

90 年代在欧洲和北美都可以看到人

们对移民政策的方向日益提出质疑。对现

行政策可以发现主要有两种反应。第一种

是对现行的基于控制的制度日益不满。零

打碎敲地处理问题司空见惯 ,而没有想到
(至少是政策制定者没有想到)出现的副作

用。第二种反应认为宜采取全面研究的办

法 ,这样效果会更好些 ,政府应当学会因势

利导 ,而不是与潮流对着干。

新的政策问题

第一 , UN ECE 的两个地区 ———欧洲

和北美发展出相互依存的国际移民系统 ,

这一系统总的说来却是因地区而异。在欧

洲内部就可以说有 3 个互相联系的移民子

系统 ,类型和规模都各不相同。各国政府

有必要寻求新的办法来管理这些系统。

第二 ,在具体国家的层面上 ,人口流动

的经验仍有巨大差异 ,因为它既是历史演

变的结果 ,也是当代事件的产物。在欧洲

和北美范围人口流动的地理格局也是极为

多样的。做出概括固然很好 ,但未必可信。

以欧洲联盟 (或许还有北美自由贸易区)集

体政策为依据来制定个别国家的办法未必

适合各自国情。

第三 ,自 1994 年以后的一段时间 ,各

国有记录的移民一般趋于减少 ,或者大体

稳定。在经过若干年人口流动指标强劲上

升以后 ,在图表曲线中至少出现了停顿。

尚不清楚未记录移民能在多大程度上填补

统计空缺。这些空缺部分属于未记录的或

非法移民 ;有些则是由于新实不合旧名 ,为

现有统计所遗漏。怎样管理人口迁移才不

致于鼓励潜在的移民寻找和利用新漏洞 ,

这是各国政府面临的新问题。

第四 ,国际人口流动的模式和动向在

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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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欧洲的体制 ,至少从地理角度看是大体

独立运作的 ,然而它们却是一个涉及人口、

资本、货物、服务和思想流动的多维、全球

矩阵的组成部分。这两个地区的体制前景

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全球矩阵的

演变。例如 ,跨国资本已经驱使高级专业

人才在 UN ECE 内外流动。我们不能轻易

假定世界正沿着单一的全球移民轨道行进。

第五 ,北美地区对入境移民的讨论所

着眼的根本问题是加拿大和美国在世界

“移民市场”争夺人才的能力。简而言之 ,

采取什么样的移民政策才能有利于北美经

济 ? 对这种问题的讨论在欧洲几乎尚未开

始。

最后 ,我们需要对国际移民 (人口流

动)的概念重新思考。传统上它被理解为

个人或家庭与政府之间的一种关系 :一方

是个人或家庭以永久定居或谋职为目的进

行迁移 ;另一方是政府充当把门人 ,决定是

否允许其进入 ,是否给予国籍。然而情况

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楚 ,国际移民是一桩形

式多样的跨国买卖 ,花费巨大 ,能在全世界

为成千上万的人提供就业机会 ,由利益在

其中的人和机构来管理。制定政策考虑的

重点不应当是移民本身或其原因 ,而应是

背后操纵的既得利益。

〔黄仕琦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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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框架、调查总结 ,而没有造成连续性的积

累。该领域现有理论存在着下列问题 :只

探讨造成移民现象的原因 ,而不顾及移民

的其他方面 ;声势有余而实际解释能力有

限 ;只解释现成的现象 ,而提不出可实证的

假设。除了社会科学所共有的困难外 ,移

民研究还有其特殊的困难 ,那就是 :它的研

究对象难于界定和测量 ;多方面多形态 ;不

易理论化。现今的移民研究虽已提出不少

理论和观念框架 ,较数十年前有了明显进

步 ,但这对移民知识的贡献却很有限。

〔黄为葳译〕

全球化、区域融合、跨国移民

　乔治·弗提奥·塔皮诺斯

　　作者首先回顾了跨国移民与经济发展

的相互关系 ,并将移民现象置于全球化的

背景之下 ,然后考察限制移民的政策产生

了什么新情况 ,以及以自由贸易代替移民

的对策是否恰当。作者研究了经济自由化

的结果能够在何种程度上使人们打消去国

离境的意愿。在结束部分 ,他勾勒了移民

政策的各种意义。

〔祝东力译〕

移居、跨国社群和公民身份

　里瓦·卡斯托里亚诺

　　随着移民的安居 ,在经济利益、文化交

流、社会联系和政治倾向的基础上产生了

跨国社群。全球范围内定居不同国家的个

人与群体之间的互动愈益频繁 ;母国和移

居国的文化和政治特点也与多层次、多国

度的活动结合起来 ,造成了多重归属的制

度化。

〔刘北成译〕

UNECE地区的国际移民 :

　模式、趋势与政策

　约翰·索尔特 　詹姆斯·克拉克

　　90 年代是 UN ECE 地区国际移民 (人

口流动)动荡的 10 年。虽然近年来西欧有

记录的人口流动趋于下降 ,但没有记录的

和非法的移民存在一些重大问题 ,有许多

人认为这种移民的人数在稳步增加 ,虽然

证据存在问题。中东欧的特点是短期、短

距离的跨境流动居多 ,大都是为了经济目

的 ,并利用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开放性。在

北美 ,入境移民的主要动向很久以来就是

谋求永久定居 ,而在西欧 ,多数移民至少在

初期是暂时的 ,虽然也时常导致形成众多

定居的移民群体。在 90 年代加拿大和美

国进行的入境移民辩论似乎日益反映大西

洋彼岸关切的问题。尤其在美国 ,“移民的

精神特质”日益被质疑。本文试图通过弄

清楚实际发生的事态来探讨下列这些问

题 :移民问题有多么重要 ? 移民的模式和

趋势是什么 ? 新的没有记录的人口流动是

多么突出 ? UN ECE 地区移民体制的管理

人员面临的难题是什么 ?

〔黄仕琦译〕

跨国移民的最新趋势和主要问题 :

　从中东欧的角度看

　马雷克·奥科尔斯基

　　1980 年代末之前 ,中东欧还是一个相

对来说与世隔离的地区。由于当局限制出

国旅行 ,国与国之间的人员流动 ,即使是在

该地区内部 ,也是非常少见的。与西方在

1990 年前后担心的正相反 ,刚刚获准自由

迁徙的中东欧人并没有涌向西方。的确 ,

已不再能见到那些群体如少数民族、政治

反对派和精英分子外流。然而 ,却至少有

4 内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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