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移民运动与经合组织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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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国际移民 (其中包括难民)已成为全球性的问题 ,移民的“输出”和接纳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 ,生产与劳

动力市场国际化的明显体现。当代国际移民主要流向以发达国家为主体的经合组织国家 ,并对这些国家的社会、经

济和文化等诸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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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 ,国际移民问题已成为一个全球性且具有爆

炸性的问题。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 ,国际移民运动

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广泛性和紧张程度加深的特

点。以发达国家为主体的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的成员

国则是国际移民的主要流向 ,特别是美国、加拿大、澳

大利亚仍然是移民的主要迁入国。移民因素已经深刻

地影响和作用于经合组织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

一

十多年来 ,经合组织中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相当

程度上加深对国际移民的依赖程度。美国经济的发展

离不开移民早已是不争的事实。美国《商业周刊》一篇

署名文章中甚至断言 :“在 21 世纪即将来临之际 ,另一

股移民浪潮将再一次帮助美国使经济发生改观。”①

对不少成员国来说 ,国际移民也是解决国家社会问题、

赚取外汇的重要来源。近年来 ,西班牙移民平均每年

汇回国内的外汇约在 100 多亿美元之巨 ,改善了国家

的国际收支状况。不仅如此 ,移民的“输出”也减缓了

国内失业和半失业状况 ,减缓了社会紧张气氛和政治

冲突的可能性。移民在国外学会并掌握了先进的专业

技术和管理知识 ,也有助于弥补国内对各类人才需求

的缺口。意大利在国外的劳务每年也赚取数十亿美元

的外汇收入 ,而且以礼物、包裹等实物汇兑形式的价值

更是超过汇款的总额。②

更为重要的是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人才的竞

争日趋激烈 ,外籍移民所带来的智力革新和开拓精神

将是许多成员国 21 世纪经济的重要推动力。

当然 ,移民问题又是一把双刃剑 ,各成员国的移民

政策频频遇到挑战 ,乃至引发社会性问题。

二

移民大潮使经合组织国家的人口结构等诸因素发

生了深刻的变化。

首先是移民数量在稳步增长 ,使人口构成发生了

变化。

经合组织若干国家移民数量

单位 :万人

　年代

国别 　

1985 年 1990 年 1995 年

移民人数
占全国

人口比
移民人数

占全国

人口比
移民人数

占全国

人口比

德　国 437189 712 534125 814 717139 818

英　国 173110 311 172130 312 206100 314

日　本 85106 017 107153 019 136124 111

瑞　士 93197 1415 110103 1613 133106 1819

意大利 42130 017 78111 114 99114 117

比利时 84165 816 90145 911 90198 910

荷　兰 55125 318 69124 416 72184 510

　　资料来源 :《国际移民趋势———经合组织 1996 年年度报告》,第 218

页 ,1996 年巴黎 (以下各表资料来源均同此) 。

从上表所列的统计数字中我们不难看出 ,德国移

民增长率最高 ,1985 —1990 年为 22 % ,而到 1995 年达

到 3413 %。法国亦有类似情况 ,1990 年达到 360 万人 ,

占总人口的 613 %。就英国来说 ,1985 —1990 年间 ,居

留在英国的外国人虽然有所减少 ,但幅度不大 ,仅为

015 % ,而随后的 5 年中却又增长了 1911 % ,达到 3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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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

日本在上述 10 年中 ,外国人特别是东亚的劳工大

量涌入 ,移民人数增长了 26 % ,其绝对数字由 1985 年

的 2215 万人增加到 1995 年的 2817 万人。90 年代上

半期 ,进入传统中立国瑞士的外国人增加了 23 万人之

多 ,使外国人在全国总人口的比例高踞其他各国之榜

首。欧洲小国卢森堡也是经合组织中外国人增长最快

的国家之一。到 1999 年 ,德国、荷兰、法国、比利时和

英国的总人口中 ,出生于欧盟以外国家的人口都保持

在 7 —10 %。①

其次 ,随着大量外国移民的到来 ,特别是移民中青

年占有绝大多数 ,使移居国的人口增长率和年龄结构

也发生了变化。

德国人口年度绝对增长情况

单位 :万人

年　　度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人口总增长 69157 61141 71117 37123 20158 28186

其

中

自然增长

( %)
1139 1134 - 7163 - 9188 - 11151 - 11194

德国人 - 6130 - 6158 - 16152 - 18198 - 20134 - 20163

外国人 7168 7192 8189 9110 8183 8169

净移民 68119 60107 78180 47111 32108 40180

德　裔 31116 17177 19152 19145 16183 18107

外国人 37102 42130 59129 27166 15126 22172

由此可见 ,90 年代德国人口的主要增长应归于外

国移民的进入 ,当然个别年份的情况还有所区别 ,但外

国人的人口增长率对德国人口有明显影响。

经合组织的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战后几十

年间 ,大多数国家的人口增长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

移民的涌入 ,如果不考虑移民因素 ,奥地利、加拿大、法

国和瑞典的人口增长率都低于现有的人口增长率。②

当移民迁入国的国内出生率的增长停滞时 ,只有外国

劳工使劳动力储备保持增长。

再次 ,移民的大量流入也使经合组织许多国家人

口的平均年龄有所降低 ,这对于一些步入“老龄化”的

国家尤其是如此。根据 1996 年出版的《联合国人口年

鉴》,经合组织各成员国实际上都已被列入老龄化国家

(即 65 岁以上的老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15 %以上) ,其中

挪威、瑞典、英国、丹麦、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老人总

数都已超过 15 %的指标。排除移民大量涌入的因素 ,

这些国家老人所占比重还将提高。

还有一种情况也值得我们注意 ,即移民潮流呈现

出多样化特点。不能否认 ,当代移民与移居国往往有

着历史和文化上的紧密联系。历史上形成的宗主国与

殖民地、附属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至今仍在

起着作用 ,即迄今还存在着传统的移民潮流。如英国 ,

始终有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移民群体。法国则存在

着来自北非 ,如摩洛哥、突尼斯以及土耳其等国的移民

群体。西班牙、葡萄牙的移民在拉美占有相当的优势。

与此同时 ,作为传统的移民“出口国”的意大利和西班

牙 ,移民比重却有所下降 ,而来自亚洲各国的移民正越

来越多地进入经合组织国家去寻求更好的命运。另

外 ,东欧国家出现了大量的移民潮 ,其中多数是德裔移

民。

三

当代国际移民运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其功利性

的趋向日益强化 ,对于移民的基本群众来说 ,追求更高

的生活水平仍然是主要的动力 ,这同上个世纪末的情

况是一样的 ,但也不能不考虑其他正在不断增长的因

素。根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所制定的当代国际移民

的分类标准 ,移民有以下 5 种基本类型 ,所有这些种类

的移民都在经合组织国家里有明显的表现。

第一类是移居者即移民 ,迁移到他国常住。同以

前一样 ,这一类移民的主要目的是移向工业发达国家 ,

特别是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欧洲 ,德国特别受

移民青睐。在各个国家 ,这种移民潮流首先是建立在

家庭团圆的原则基础之上的。但是近年来 ,面对移民

大潮 ,这个最本原的移民原则的实施由于各成员国移

民立法的强化而变得愈益困难起来 ,严格移民限制已

成大势所趋。

第二类是工作移民 ,即合同移民。这一类移民在

接纳国的居住有明确的期限规定 ,他们大多是在农作

物收获季节来的季节工。如加勒比海地区的各国移民

在收获季节大量涌入美国和加拿大。另外还有一些非

熟练工或技能低的人员进入一些国家的旅游业等部

门 ,短期打工 ,如许多移民在旅游高峰期进入土耳其。

第三类是专业人才。这一类移民的特点是教育和

文化素质都较高 ,也就是他们都受过相应的教育和具

有实际的工作经验。属于这一类的移民有各种专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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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人才和教育工作者以及大学生 ,他们都能较为容易

地被纳入到经合组织各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和专业技术

领域。仅经合组织各国的高等学校 ,每年就都接受大

量来自各国的留学生 ,这已成为这些国家兴旺发达的

一种行业。

第四类是非法移民。这一类人员相当广泛 ,其中

有逾期不归的外国人 ,或持旅游签证而非法居留者。

非法移民在美国最多 ,主要来自拉美各国 ,欧洲国家、

南美和非洲各国也都有大量的非法移民。控制较为严

格的日本 ,1991 年全年非法移民就有 2116 万人 ,1995

年达到 2815 万人。① 国际劳工组织认为全球非法移民

劳工有 1 亿人。

最后一类是难民。这是一些在自己国家处在某种

危险的威胁下而被迫移民的人们。80 年代以来 ,难民

潮的上升引发成全球性的问题。据有关资料估计 ,

1995 年全世界约有这类人 1800 万 ,近年来还在增长 ,

1997 年达到 5700 万人 ,其中非洲是潜在难民最多的地

区。

从经合组织国家整体情况来看 ,出于政治原因的

难民在 1992 年达到了顶峰 ,当时德国和瑞典对这一类

难民吸引力最大 ,1993 年以后呈下降趋势 ,随后处于

稳定状态。也有个别国家 ,主要是美国、英国和荷兰还

有增加之势头。1999 年 ,由于科索沃危机的影响 ,向

欧盟国家申请家庭团聚和政治避难的人数已由 90 年

代每年 50 万人增加到 7117 万人。② 经合组织国家今

后接受这类难民的前景与日内瓦公约和联合国人权公

约的实施情况有着直接的关系。

经合组织国家接受政治难民数量

1985 1990 1992 1995

英　国 6200 38200 32300 55000

德　国 73800 193100 438200 127900

加拿大 8400 36700 37700 25600

荷　兰 5600 21200 20300 29300

美　国 16600 73600 104000 149100

法　国 28800 54800 28900 20400

瑞　士 9700 35800 18000 17000

瑞　典 14500 29400 84000 9000

据有关资料统计 ,欧洲经合组织成员国近 10 多年

来 ,约有 75 %的移民以政治理由提出避难申请 ,据认

为仅有一半有正式依据。③ 这充分说明这类移民群体

的有条件性 ,更多的人则以此作为移民借口 ,其背后隐

藏着强烈的个人功利心态和图谋。

对于经合组织的移民接纳国来说 ,社会上往往对

移民持有抵触情绪 ,但冲突并不是经常发生的。原因

就在于这样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即大多数移民处在

经济阶梯的底层。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外国人所占的

劳动岗位对当地居民来说并无吸引力。80 年代末 ,德

国近 85 %的移民自立人口从事的是非熟练工或是低

级的熟练工的工作。同一时期 ,法国有 69 %的移民干

的是手工等体力劳动的活计。④ 美国的移民占劳动力

的 12 % ,但是他们占餐饮业服务人员的半数。⑤

合同移民劳工的处境也极其艰辛 ,他们的工资低

于当地居民的水平 ,雇佣规定和辞退程序也都与当地

人不同 ,条件都较为苛刻 ,存在着种种歧视。

在经合组织的许多国家中 ,外国人在自立人口中

占有相当高的比例。根据 1997 年经合组织关于移民

问题的年度报告中所显示的数字 ,1991 年外国人在澳

大利亚总的劳动力资源中占 24 % ,加拿大为 1815 % ,

美国为 913 % ;同年上述 3 国中 ,外国人占总人口比重

分别为 2213 %、1516 %和 719 %。外籍移民作为劳动力

的使用由此可见一斑。

在涌向经合组织国家的移民大潮中 ,高素质的专

业技术人才愈益占有突出的地位 ,这一进程的加强是

传统工业社会向高度集约化的当代工业社会演进的反

映。在经合组织国家劳动资源总量中 ,外国专业技术

人员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 ,而且呈现出相当稳定的态

势。早在 60 年代 ,对于许多国家来说 ,“精英人才”、

“头脑”的流失就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 ,当时受过良好

教育的各类学者和专业技术人员从欧洲 (其中包括英

国和爱尔兰)流向美国 ,更高的工资待遇和巨大的创业

机会使他们成为改变美国社会经济面貌的最基本的动

力。“精英”和专业人才将成为国际移民运动中长盛不

衰的一支大军 ,各国都将其作为移民政策的支柱。在

加拿大 ,传统的向欧洲移民的倾斜已被终止 ,只要专业

对口或受教育程度符合条件 ,都能获得批准。近年来

紧缩移民政策的德国 ,也于最近开放了数万名高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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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名额。

在美国 ,1998 年美国国会专门立法 ,规定在今后 3

年中 ,多吸引 142500 名外国高科技人才。可以说 ,高

科技人才将会进一步主导国际移民潮流。目前美国硅

谷也面临着人才短缺 ,这预示着全球也将面临新技术

“人才危机”,因而 ,吸收高素质的新技术移民 ,必将成

为各国移民政策的着力点。

在经合组织国家中 ,作为“智力精英”的专业人才 ,

在移民潮流中已凸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 ,专业人才的回流已逐渐取代一些国家的“精

英流失”,出现了移民流向的转换。我们应该看到 ,一

方面美国继续成为吸引专业人才的中心 ,但同时也要

看到 ,又有许多专业人才从经合组织的发达国家中“流

出”,或长期或暂时流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亚

洲国家近年来的迅速发展 ,吸收了越来越多的专业人

才 ,这一趋势在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都表现得很明显。

第二 ,出现了专业人才的“投资移民”。专业人才

不仅投入资本 ,他们自己也随着资本或紧随其后流动 ,

人才与投资的融合流动已成为一种新的现象。这种情

况的出现首先与跨国公司的经营与活动有关 ,它们在

世界各地有广泛的分支网络 ,这为专业人才的职业提

升和业务活动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第三 ,当代专业人才的移民流动具有某种组织性。

产生了独特的国际“猎取头脑的公司”,这些公司专门

从事挖掘人才的工作 ,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无不得

益于这些移民人才的劳动。创造出了“外国出生的工

程师挤满了硅谷的走廊 ,支持美国信息技术的蓬勃发

展”的景象。

第四 ,上面所说的组织性又与经合组织国家高等

教育体制的一体化发展密切相关。这些国家的高等教

育体制大多都得到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认可。如美

国的专业技术培训具有较高的权威性 ,其培训的方式

和水平对人员派出国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美国的

各个大学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外国毕业生 ,有的长期

留下来 ,有的则定期或长期到海外工作。

90 年代以来 ,外国专业人才在经合组织国家做临

时或定期工作的人数在明显攀升。在美国 ,1992 年占

到了 70 %(12132 万人) ,1995 年为 84 % (14175 万人) 。

1995 年其他国家的相应数字为 :加拿大 43 % ,英国

42 % ,荷兰 28 % ,德国 22 % ,澳大利亚 18 % ,这些数字

比例还在继续提高之中。只有德国是个例外 ,1992 年

这类移民的人数为 1115 万人 ,1995 年则下降近一半 ,

仅为 516 万人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德国企业实施的计

划有关 ,一般讲 ,他们的具体方案的实施基本上定为 2

年。① 许许多多的外国技术专家利用发达国家先进的

科学、教育和试验研究的有利条件 ,既充实和提高了自

己 ,跟踪了前沿科学的发展 ,同时也相应地为发达国家

做出了贡献。

当然 ,对外国移民中的“专业人才”的范畴 ,经合组

织各国的概念并不是一致的 ,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如

“高级技术专家”、“独立执行人”、“资深管理人员”、“技

术方面的专家”、“研究人员”、“物理学家”等等 ,尽管名

词术语各不相同 ,但他们都属于劳动者的范畴 ,参与了

接纳国的生产和科学研究活动 ,他们的劳动对接纳国

来说是必需的 ,促进了交流 ,发展了对科学的认识。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 ,那就是在经合组织国

家中移民的失业状况与其贡献是不相称的。1995 年 ,

德国的外籍劳工中就业的有 21515 万人 ,失业率为

1611 % ,而国内失业率却仅为 914 %。法国也有类似的

情况 ,1995 年全国的失业率为 1116 % ,而法国人只为

1019 % ,外国移民则高达 2116 %。在法国 ,寻找工作最

多的人是阿尔及利亚人 ,其次是摩洛哥人、葡萄牙人、

突尼斯人和土耳其人 ② 在失业的外国移民中 ,15 —24

岁的青年人是遭受失业打击人数最多的群体。

综上所述 ,移民潮流对经合组织国家社会经济发

展的影响正在加强之中 ,就世界范围来看也是如此。

伴随着移民潮流又产生其他许多方面的因素 ,如法律

的、种族的、文化的、语言的和宗教的诸种因素的交互

作用和影响。移民潮流的发展前景又常常与接纳国主

体民族社会意识的消极观念联系在一起 ,其结果是导

致移民立法的进一步严格化。

但不管怎么说 ,对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来说 ,外籍

移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

素 ,既是潜在的力量又是现实的力量。

(责任编辑 :赵 　平)

—9—

国际移民运动与经合组织国家

①

② 《经合组织国家劳工雇佣概况》第 4 页 ,1996 年 7 月 ,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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