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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移民政策与近五年华人移民
①

〔法国〕卡琳·杰拉西莫芙著　陈欣译

　　将来, 华人新移民将较之老移民更关注

侨乡关系或中国与海外华人的关系。最近 20

年离开中国的华人构成为这种移民群体的组

成部分, 他们的侨乡联系较之老移民更容易

界定。与后者相比, 他们与中国的关系更密

切: 家庭、朋友、华语、民族。所有这些因

素造就了他们对中国的亲近感。在他们离开

中国时, 他们保持着回归的真情实感以及维

持与中国联系的殷切希望。

移民及其包涵的与祖籍国的关系始终反

映着国家、主权、移民与移民政策等问题。在

历史上, 特别是在亚洲, 许多事例表明: 侨

乡关系可能由于中国与移居国的关系以及融

合的内在问题等因素而获得发展或受到制

约。最近 20 年移民的背景发生诸多变化。产

业化国家——如我们法国——面临着经济衰

退、融合外国移民的难题以及排外情绪等。为

解决第一次石油危机, 它们试图关闭边境, 使

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更形困难。正是在这种

背景下, 新的华人移民获得发展, 他们还维

持着与中国的侨乡联系。

本文旨在考察移民立法对华人移民与其

故国关系的重要性。首先阐明法国华人社群

及新移民的形象; 其次探讨法国最近的移民

立法及华人新移民的反应; 最后考察将华人

新移民与中国关系包括在法国协作发展规划

政策阐明的官方架构之内的可能性。

一　法国的华人社群
华人在法国的存在②可以追溯到 20 世

纪初。在 1975 年东南亚华裔抵达法国前, 这

个社群为数不多, 默默无闻。在这些难民之

后, 华人移民接踵而至, 他们在法国构成小

规模的华人社群。华人社群主要由 7 种方言

群组成, 其中最重要的是: 温州- 青田、广

州、潮州、华北。

1911 年的人口普查显示, 法国有 238 个

华人。从 l900 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个小

社群在社会经济和职业构成方面颇具多样

性。各种职业应有尽有: 留学生、知识分子、

记者、外交官、贸易商、餐馆主、江湖医生

以及在迪普的丝织厂和巴黎的酱油厂工作的

劳工。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进展, 这

个社群发生了变化。大战期间劳工的短缺促

使法国政府招募了 14 万名华工。③他们绝大

多数来自华北。大战结束后, 2000～ 4000 华

人留居法国, 从而构成法国华人社群的基础。

1920 年代, 约 2000 名勤工俭学的留学生加

入其中。④大约从这个时期到 1940 年代, 浙

江移民在法国日益增多。⑤第二次世界大战

和共产党在中国的崛起遏制了中国大陆的移

民。但是, 华人移民并没有完全停止。华人

移民基本上来自原法属印度支那。1970 年代

这些国家冲突迭起, 华人移民纷纷从这些国

家涌入法国。1970 年代末 1980 年代初, 香港

和台湾地区的华人亦移入法国。1980 年法国

华人人口估计为 15 万至 20 万人, 他们基本

上是贸易商、店主、餐馆主、工匠 (木工或

皮革工) 和成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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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社群与中国的联系通过两个途径:

家庭联系和访华意愿。第一类华人的一般形

象是: 他们大部分生于中国, 亲朋好友主要

在中国, 他们是在 1974 年后抵达法国的。第

二类华人即在中国以外出生的华人, 同样希

望维持与祖籍国的关系。一般而言, 他们希

望访问中国。这类人老幼不齐, 他们甚至不

会讲华语, 但与法国其他华人保持着联系。这

两个群体与海外华人——无论居住在世界的

任何地方——保持着联系 (家庭的、经济的、

文化的)。

从 1980 年代初开始, 新的华人移民抵达

法国。⑥首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派遣的

留学生, 其次是某些家庭的移动 (妻子与丈

夫团聚、父母与子女团聚、兄弟姐妹团聚) ,

再次是另一种日趋重要的移动: 非法劳工。这

些人一般年轻力壮 (18～ 23 岁) , 他们主要来

自浙江省温州市。他们的情况可以分为两种:

富裕家庭送到法国以便拥有“生活经历”的

青年以及逃避经济困难 (失业和低工资) 的

青年。这两种人的共同理想是在海外发财致

富, “像其他华侨那样披金戴银回国”。第三

个移民群体人数较少, 他们是近年在法国出

现的年轻的违法者。

这些人来到了法国, 但法国从 1970 年代

末实施了限制性移民政策 (关于法国的立法

细节见第二部分)。如同欧洲其他产业化国家

和美国, 法国在相当大程度上减少了签证配

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属于签证配额较少的国

家之一。与此同时, 中国政府必须尊重所有

限制性移民政策, 它不轻易批准公民出国。在

这种形势下, 许多新华人被迫以非法方式离

开中国进入法国。华人非法移民大部分通过

相同的途径进入法国: 通过俄罗斯和东欧。其

他人选择南欧通道: 在非洲之旅后通过意大

利或西班牙进入法国。最近, 一名年轻华人

妇女在接受电视采访时披露了她和朋友的艰

难旅程: 在从莫斯科到德国的火车上, 他们

受到监视; 他们跳下火车, 在蛇头安排藏身

的德切基 (T chek ie) 某地的一间小屋藏了两

个月。这些移民可能遭遇另一种危险: 被其

他华人——通常是犯罪团伙——绑架, 他们

或他们的亲属被迫为其付赎金。⑦非法到法

国的费用高昂, 需 8～ 12 万法郎, 这笔钱借

自亲属或朋友。这样抵达法国的移民, 首先

必须为偿还旅费而工作。

华人社群里存在着两种网络: 家族网络

和犯罪网络。在家族网络中, 法国华人开设

商家 (如服装厂) , 从中国的家族成员或同乡

朋友中招聘员工。而在犯罪网络中, 则是名

副其实的人口交易。蛇头将付钱者从一个国

家偷运到另一个国家。这两种网络都是组织

严密的。⑧1997 年, 法国当局成功破获了多

个网络。这类网络在法国的数量日益增长, 因

为迄至 1998 年对人口交易缺少严厉的惩罚

措施。对此类犯罪, 新的立法规定 5～ 10 年

监禁。这些非法移民加入合法进入法国而未

能获准延长居留证的华人中间。另一个非法

留居法国的新华人群体, 是法国政府拒绝承

认其难民身份的人。

他们非法进入法国或未获批准而留居法

国, 主要以黑市方式 (clandest ine w ay) 从事

工作。⑨他们为剥削成性的老板工作, 老板则

不举报他们。一对温州年青夫妻在一家地下

服装加工厂工作了 5 年多, 每天工作 12 小时

以上。条件好时月薪可达 1 万法郎, 反之则

不足 2000 法郎。1980 年代制造业赢利丰厚,

但如今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导致利润和工资的

极度下降。另一方面, 法国政府针对地下工

厂和作坊采取日益严峻的措施。非法留居法

国的华人移民时刻面临警察的盘查、逮捕、递

送出境。事实上华人移民目前由于法国政府

宽容的态度而获益良多: 1997 年仅 182 个华

人被驱逐出境。尽管困难重重, 华人选择回

国者依然为数不多。偿还债务、面临的难题

和发财的意愿, 这些是他们身陷困境而依然

留居法国的主要原因。

近 10 年这些条件甚至变得更为严峻: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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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代初以签署者内务部长的名字命名

的两项立法——巴斯克法案和德布雷法案

——严格限制入境和滞留法国的条件。1997

年执政的新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修订这些法

案, 但政策的精神依然如旧: 关闭新移民特

别是劳工入境的大门, 展开反对非法移民的

斗争。这些状况招致华人社群的反对, 他们

要求考虑他们的事业及其侨乡联系, 让他们

留居法国。

二　法国的移民立法与华人移民

法国的移民立法是以 1945 年的旧法案

为基础的。βκ此后, 多次对这项法案进行修

订。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详述这些修正案, 而

是阐明近 10 年最重要的变化。第一项巴斯克

法案 (Pasqua leg isla t ion) l986 年实施。它重

新确立了驱逐的程序, 限制更新十年居留证

的可能性, 引进驱逐“威胁公共秩序”者的

概念, 使驱逐年轻的违法者变得更为容易。与

此同时, 法国政府决定重新确立面向所有非

欧共体国家的入境签证制度。1989～ 1993

年, 1945 年法案几次进行修正: 1991 年 12

月 31 日加重对协助移民非法进入法国领土

或以相同方式留居法国的个人或团体的惩

罚; 1992 年 2 月 26 日确立对将没有合法证

件 (护照或签证) 者运送到法国的人的惩罚;

1992 年 7 月 6 日批准法国政府将未获许可

的外国避难者扣压在机场或港口 20 天以等

待内务部确认其情况。βλ1993 年 8 月, 第二项

帕斯卡法案再次提高法国的移民条件。首先,

它使驱逐非法移民更为容易; 其次, 它通过

拒绝发放长期居留证, 防止更多的移民——

他们合法地住在法国——延长居留时间。这

项法案使外国人的子女、留学生、法国公民

的外国丈夫或妻子更难于获得 10 年期的居

留证。于是, 法国政府处理政治避难者事务

的权力增大了。βµ如果市长认为某法国公民

与外国人的婚姻似乎是移民的桥梁, 市长有

权阻止这种婚姻。移民与家庭成员的团聚条

件受到限制, 家庭成员的团聚在移民客居 2

年—而不是 1 年——之前是不可能实现的。

社会保险部门应邀参与核查政策管理部门的

居留证索引, 以打击没有合法证件者。这项

法案再次为 1993 年 8 月 10 日的法案所强

化, 后者使街头身份检查更为容易。

第二项帕斯卡法案的机制导致“愚蠢

的”后果: 首先, 许多合法进入法国的移民

突然变为非法留居者、“没有证件”, βν因为获

准延长居留的条件变化了。许多在法国工作、

养家糊口、子女生于法国的外国人发现其处

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另一方面, 这些

外国人又不能被驱逐出境, 或者因为他们是

法国籍儿童的父母, 或者因为他们已与法国

公民结婚。尽管如此, 他们已然成为“黑

户”!这些法案及其导致的限制性机制遭到反

对党、社会团体以及大部分法国人的猛烈谴

责。βο在 1996 年总统竞选中, 众多“没有证件

者”举行示威。他们占据圣波那德教堂, 开

始绝食斗争。最后, 政府决定用武力将他们

驱逐出教堂。这导致法国人的强烈反应, 从

而促使政府重新考虑这些人的某些状况。

1997 年, 以新任内务部长德布雷 (D eb re) 命

名的新法案只批准极其少数的移民申请证

件。

这些对入境和留居法国的限制性法案再

次为针对黑市工作 (clandest ine w o rk ) 的立

法所强化。1997 年公布的这项法令加重对

雇佣没有合法证件移民的雇主或未向有关当

局申报的就职者的惩罚。如果说黑市工作影

响移民以外的其他人, 它主要是反映在这类

活动中。βπ法国政府为将这两项法案付诸实

施, 再次强化干预措施和高压管理, 如建立

打击非法移民和黑市工作的特别力量

(D ICC IL EC 和OCR IEST )。

下面列举两个例子, 说明这些立法对最

近抵达法国的华人移民的影响及他们的反

应: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 1997 年 11 月 110 个

95法国移民政策与近五年华人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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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人 移 民 抵 达 新 卡 勒 多 尼 亚 (N ew

Caledon ia, 位于太平洋地区)。βθ 11 月 4 日华

人船民抵达鲁米亚 (N oum ea) , 法国当局要

求他们留在船上并宣布该地区为“军事管制

区”。后来他们被带到鲁米亚的一个特殊的中

心。我们不得不说这些人没有在恰当的时机

抵达。法国政府与新卡勒多尼亚正在讨论这

个国家的新地位问题, 寻求给予其独立的政

治方案。当华人在鲁米亚上岸时, 当地人谴

责法国政府建立了使他们成为少数民族的地

下网络! 除了这些“特殊的反应”, 饶有趣味

的是法国当局决定采取严厉措施, 不让这些

华人居住在法国的领地。这 110 个华人被留

在军事管制区, 长达 4 个月。此后法国政府

代表宣布: 这些要求政治避难的移民实际上

是出于经济原因而离开中国, 解决问题的方

案是将他们遣返回国。中国政府表示同意并

决定派飞机前往迎接。βρ面对这种判决, 华人

移民决定举行抗议, 他们占领屋顶, 直至警

察诉诸武力控制他们。这次法国政府的反应

令法国人大为震惊, 他们强烈反对刚选举产

生的政府。在抗议面前, 法国政府改变主意,

停止了驱逐令。最后华人移民前往当地政府

(Canak) , 正式要求准许他们留居新卡勒多

尼亚, 当地首脑最终接受了这一要求。βσ这个

事件表明法国政府对新移民的政策日益强

硬。

面对这种恶劣的接受条件, 那些成功进

入法国的人只能在恶劣的条件下居住和工

作, 如果他们能够工作。偿还债务、养家糊

口, 这些必要性导致法国华人移民反对法国

的新法律。这种反应令法国政府惊讶, 因为

此前华人社群曾以“沉默的社群”而闻名, βτ

自从 1996 年夏第一次“无证件者”声援运动

以来, 华人日趋积极地抗议法国的移民法律。

所有参与抗议运动的移民都要求获准延

长证件期限, 轻松地在法国工作和生活。如

我们所知, 他们的行动包括和平占据公共场

所、绝食⋯⋯。1996 年 8 月 17 日, 法国政府

通过新的“无证件”法案; 恰如其命名所示,

第三类人再次涉及的主要是土耳其人和华

人。第二类人则是多数民族。“我们是居住在

没有围墙的监狱里”, 陈小姐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工作, 住房。我们随时会遭到偷窃——

被其他华人, 被法国人, 被土耳其人。所有

这些只有一个理由: 我们没有任何合法的证

件。这就够了。”χκ法国政府被迫重新考虑这

些华人的处境, 他们中一部分人获得证件。但

并非所有人及其活动都是针对法国新的社会

党政府, 社会党政府已对法国移民立法进行

新的改革。

1997 年 5 月反对党社会党在立法选举

后上台执政, 若斯潘政府以比较支持移民而

闻名。然而, 尽管改变了帕斯卡和德布雷法

案, 但他们的移民政策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限

制新入境者, 反对非法移民。当然, 以齐夫

内蒙 (Chevenem en t) 命名的新法案试图减缓

对某些移民类别的严厉限制。χλ

新政府对移民事务的政策采取两种方

式: 其一是在消除旧法律造成的“无证件

者”过程中的大规模规则化运动; 其二是对

1945 年法令的新改革。1997 年 6 月 22 日公

布的法律文件界定了获得合法证件的条件。

法国政府在一周内发放 2000 多份申请表, χµ

其中华人为数可观。在这个星期, 许多华人

出现在巴黎的中国领事馆前, 申请证明其身

份、婚姻日期的官方文件, 或翻译法国规则

化申请表要求的文件。面对突如其来的堵塞,

巴黎该区区长被迫开放一个公共体育馆收容

这些人。他们人数达 300 多人, 来自法国各

地, 但其中也有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χν

在“私生活和家庭”的情况下, 获得一

年居留证是比较容易的。正是在这种类别中,

许多华人获得规则化。规则化运动的对象包

括: 家庭团聚 (指某人非法地与其在法国的

家庭成员团聚)、一个子女生于法国的父母、

与法国社会 (朋友、工作) 保持密切关系和

能够证明合法地延长在法国居留时期的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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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于非法入境的未婚者而言则是困难重

重, 因为他们首先必须证明, 在他们滞留期

间内有 6 个月是获得法律许可并从事正常活

动的。χο

1997 年底规则化运动结束。各种持不同

意见的团体呼吁给予所有“无证件者”以合

法身份并举行抗议活动, 因为许多人被迫再

次进入地下生活状态。在抗议活动中, 不乏

华人的参与。这年夏初第三类“无证件”者

占据巴黎的一所教堂, 开始绝食斗争。他们

要求法国当局重新审议被规则化运动拒之门

外的案件。最初法国政府予以拒绝, 谴责持

不同意见的组织“从事支持地下网络的活

动”。χπ与此同时, 内务部、特别警察署突然发

表声明, 声称华人非法的网络、移民和工作

与日俱增。但这一切对终止绝食斗争无济于

事。绝食者之一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 年

龄已经 63 岁。在这种严峻的局势下, 法国政

府决定先设立特别委员会重新审议这些人的

案件, χθ并按见其代表。χρ同时内务部请求各

部门放宽获得规则化的某些标准。相关的标

准之一是提供工作证明。非法移民主要是在

非法行业或以黑市方式从事合法活动, 因此

比较难于获得此类证明。法国政府宣布唯一

的条件是在合法行业——这意味着公开的行

业——工作, 这使他们较容易获得工作证

明。χσ 7 月底完成对这些包括华人在内的人

的申请的重新审议, 答复是: 在这群无证件

者提供的 46 份申请中, 33 份获批准 (合法居

留证) ; 10 份被否决, 因为“他们的情况不符

合任何规则化条件”; 最后 3 份需要进一步材

料。这些决定并不被绝食者所欢迎。他们感

到被政府出卖了, 并向记者表示将继续他们

的行动。χτ

法国华人移民面临如此困难的生活条

件, 甚至无法安心地工作. 他们离开中国的

目标是赚足够的钱还清债和寄回家, 但实际

是处于或者进行反抗或者另选他国的困

境。δκ

面对这种在欧洲其他国家亦无两样的局

势, 只能寻求其他途径开发移民工程以及移

民与祖籍国的关系。这是法国移民政策的另

一方面, 它在将来不仅涉及华人移民, 而且

还在更具官方色彩的层次上、更具体地涉及

侨乡联系的发展。

三　法国移民政策与侨乡

联系的发展

　　新政府在其移民政策中增加其他两项重

要内容: 其一是选择性的开放边境政策; 其

二是包括移民的协作发展计划。这两项内容

均可应用于比较好的“移民工程”。

法国政府制定一项记录以衡量近 10 年

移民政策的影响。这种政策的最坏后果之一

是法国的国际形象, 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

的形象, 被玷污了。法国在很大程度上丧失

了她在世界上的文化和政治影响力。对于各

种外国人来说, 法国变成难于进入的国家, 甚

至商人也不例外。面对这种恶果, 新政府决

定采取类似于美国或加拿大的政策, 这意味

着遴选可以进入法国领土的人。在这种遴选

中, 新政府决定制定特别临时居留证, 来法

国学习深造或从事研究和教学的学生、研究

员和大学教师将很容易获得这种居留证。另

一方面, 这种政策还需要改革法国的签证政

策。1998 年 6 月法国驻世界各地外交代表处

都接到新指令: 在发放签证时给予商人、学

生、艺术家、研究人员等以较好的待遇。向

这些类别的人发放长期签证将变得比较容

易。δλ

法国政策第二项饶有趣味之处是为发展

而利用移民, 这更具体地涉及回归政策。法

国政府设置了一个由该工程的倡导者萨米尔

·内尔 (Sam ir N air) 领导的特别管理委员

会。为发展而利用移民的思想由来已久。δµ在

法国这种思想最初于 1980 年正式被政府部

门吸收进一项合作政策中。它建议在移民过

程中开发离岸国和到岸国的共同利益,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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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将移民视为移植资金和技术的发展载体。

一些人认为这种思想存在某种排斥移民的方

式, 他们谴责这种政策是伪善。δν另一方面,

在这种思想中毕竟还可以看到某种联系移民

与发展的方式。法国的移民工程的目标是促

进“移民在法国的融合, 同时支持与移民原

籍国的稳固联系, 在长期过程中寻求维持潜

在的移民故乡的方式”。δο法国政府建议运用

的手段主要是向移民经营的大工程提供财政

支援, 培训特殊领域的管理人员。法国政府

草案是根据若干关于移民过程的思想, 当然

可以进行讨论。这项工程意味着法国边境的

可渗透性: 当移民不能轻松地从祖籍国抵达

目标国时, 他们最终决定长期滞留在第二国,

从而增加了融合的难题和移民的压力。法国

政府希望与移出国谈判“协作发展和移民协

定”(conven t ion s on co2developm en t m igra2
t ion)。这些协定将不仅涉及国家, 而且还涉

及省市政府、公司、专业组织、大学、学会

等等。通过这种协定, 法国政府将负责接待

协定数量的劳工、受训者、学生, 给予他们

适当的培训, 而祖籍国则负责接待这些人回

国, 安排工作, 帮助创业。他们在回祖籍国

后将获得“长期可续签的自由往返签证”。

协作发展政策将有助于向某些移民创建

和管理的工程提供财政支援。法国政府已将

这种政策付诸实验, 特别是在塞内加尔和马

里。δπ它的基础是如下见解, 即: 移民较之任

何人更清楚他们的乡村和城镇需要什么, 他

们较之任何外国人更能够在他们的故乡采纳

和运营某种计划。法国希望寻求其他伙伴以

发展这种合作关系。关于华人侨乡联系的实

验, 法国设想与华人移民及其故乡发展这种

协作合作并不是完全不切实际的。这种思想

的关键之一是这种政策造成离岸国与到岸国

对侨乡联系的双重控制。许多移民将予以拒

绝, 因为他们希望如其所愿地自由行动。但

另一方面, 在移居国恶劣的背景下, 移民的

非法性质将在许多方面限制侨乡联系的发

展: 如果移民生活在非法状态下, 家庭联系、

汇款、投资项目等将无从方便地获得发展。在

这种草案中, 必须在帮助侨乡联系与尽可能

保持他们自由之间寻求某种平衡。中国政府

已经认识到必需给予移民以重大自由并协助

发展海外华人与中国的关系, 同时使移民愉

快地发展侨乡联系。如今问题在于移民抵达

的国家。笔者认为如果能够运用他们提供的

途径发展移民与其故乡的联系, 则必须加以

运用。

(译者系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副研

究员)

注释:

①　本文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初步探讨, 将来将进一

步深入。

②　华人社群是著名专家的研究领域。关于法国华

人的历史发展主要引用廖遇常优秀的博士论文

《法国的华人移民——移民、社会经济、社会文

化实践》(L ive Yu2Sion,“L a D ispo ra ch ino ise en

F rance. Imm igrat ion, A ctivités socio2

econom iques, p rat iques socio2cu ltu relles ”,

Paris, T hese de Sccio logie, Eco les des H au tes

E tudes en Science Sociales, 1991, 824pages)。

廖遇常发表了许多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 他还

在彭轲主编的《欧洲的华人》(Grego r Ben ton,

F rank P ieke, ed. , T he Ch inese in Europe,

L ondon, M acM illan, 1997, 408pages) 用英文

阐述了他的研究情况。关于法国的华人社群, 参

见M ichelle Gu llon, Isabelle T aboada L eonett i,

“L e triangle de Cho isy. U nquart ier ch ino is à

Paris”, Paris, L ’H arm attan, C IEM I, 1986,

210pages; E ric V en tu rin i, Dom in ique V idal,

“ Po rtra its de Ch ina Tow n. L e ghetto

im aginaire ”, Paris, A u trem en t Edit ions,

1987, 189 pages; Jaqueline Co sta2L ascoux,

Yu2Sion L ive, “Paris2X III Ium ieres d’A sie”,

Paris, A u trem en t, 1995, 167 pages.

③　P. W ou, “L es travailleu rs ch ino is et la grande

guerre”, Paris, Pedone, 1939, 36 pages; Yu2

Sion L ive, “L es traivelleu rs ch ino is et l’effo 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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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la Grande Gurre”, Homm es et M igrat ion,

no. 1448, nov. 1991, pp. 1- 14.

④　N o ra W ang, “Paris2Shanghai, Débats d′idées

et p rat iques sociales, les in tellectuels

p rogressistes ch ino is. 1920 - 1925”, Paris,

State Ph. D. in H isto ry, U n iversity of Paris

V III, 1986, V o l. 2, 1156 p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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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riginaire du Zhe jiang en F rance”, A ppcoches

A sie, N o. 15, 1997, pp. 226- 233; V eron ique

Po isson,“L es Ch ino is du Zhejiang en F 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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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m bre 1997, pp. 43-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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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是由新闻记者进行的。“W enzhou2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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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ino is dans le co lim ateu r”, L e Parisien, 06ö

06ö1993; “L a comm unau téasiat ique romp t le

silence”, L e Parisien, 27ö07ö1994. Jean2L uc

Po rquet, “L es C landest in s, Enqueδtes et

F rance, en Ch ine et au M ali ”, Paris,

F lamm arion, 1997, 403 pages. 我运用的最近

资迅源自关于移民问题的两个电视报道。W ang

Fanghu i, “Ch ino is2L e p iège francais”, TV

R epo rt; “L e dro it de Savo ir ”Channel 1,

D iffu sed 17ö02ö1998; Patrick de Caro lis,

“C landest in s”, TV R epo rt, “Ho rs Séris”,

Channel 3, D iffu sed 10ö02ö1998.

⑦　“Imm igrat ion: L a po lice libere tro is Ch ino is

séquéstres àParis par des compatrio tes”, L e

M onde, 25 decem bre 1993, p. 10.

⑧ 　 T h ilbau lt de M aillard, E ric de L avarene,

“C landest in s Ch ino is. L a filière W enzhou”, L ′

A sie M agazine, M ars 1998, pp. 31- 35.

⑨　Emm anuel M a2M ung, “L ogiques du travail

clandest in en F rance”, in So lange M on tagne,

ed. , “E space et travail clandest in ”, Paris,

M asson, R echerches en Geograph ie, 1991, 156

pages, pp. 99- 106.

βκ　关于法国移民政策的优秀论述见 Patrick W eil,

“L a F rance et ses etrangers”, Paris, Fo lio ,

Co ll. A ctuel, 1991, 592 pages.

βλ　F. C repeau, “F ron tieres du dro it, fron tie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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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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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e, 1998, 284, p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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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o rice, D. Fassin, C. Q u im inal, ed. , “L es

lo is de l′inho sp ita lité. L es po lit ique de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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