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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全球化 , 非法移民问题已成为困

扰当今世界各国的一大难题 , 特别是“9·11”

事件以来 , 非法移民作为一种非传统安全因素

对国际社会产生的强大冲击而日益受到国际社

会的重视。围绕非法移民问题 , 理论界展开了

深入的探讨 , 笔者认为 , 在非法移民问题越发

复杂的今天 , 有必要将近年来对非法移民问题

的研究进行梳理、综述 , 并提出学术界对其研

究的不足与今后的研究趋势 , 以利于学者对这

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及为公安部门、司法部门

解决非法移民问题提供较为完整的、系统化的

政策建议。

一、中国非法移民的特征

学术界认为中国非法移民呈现出以下几种

特征 :

11 从非法移民的流出地看 , 主要以侨区

和侨区 (邻近) 的贫困地区较为突出[1 ]
, 且日

益全国化[2 ]
, 由起初的福建沿海地区逐渐向其

他地区蔓延。

21 从非法移民流入国家和地区来看 , 涉

及面较广且复杂 , 目标地全球化。非法移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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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几乎遍及整个世界 , 最远的像美国、加拿

人、玻利维亚、阿根廷等美洲国家 ; 近的像柬

埔寨、老挝、泰国、越南、新加坡 , 菲律宾、

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除此之外 , 我国的台

湾、香港、澳门也频频成为偷渡者的目的地。

31 从非法移民的主体看 , 偷渡者多以初

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青壮年为主 , 农民、闲散

人员多[3 ] , 男性居多 , 但女性参与偷渡比例不

断上升[4 ] 。

4. 从非法移民的手段看 , 组织手段不断

推陈出新。呈现出国际化、集团化、智能化、

多样化[5 ] 。

5. 从非法移民的数量来看 , 中国的非法

移民数量虽在全球排名不前 , 但绝对数量大。

据中国公安部门及学者估计 , 散居世界各国的

中国非法移民约 50 万人 , 每年中国非法移民

人数约 8 万至 10 万人 , 偷渡成功率约 40 %～

60 %[6 ] 。

二、中国非法移民的原因

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么多人前仆后继地走上

这条艰险之路呢 , 这是学术界讨论得最为热烈

的 , 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

11 经济因素。多数学者认为经济因素是

产生非法移民的最直接原因。从人蛇方面而

言 , 东西方经济发展差距大、收入悬殊 , 追求

更好的生活水平是诱发人们盲目参与偷渡的直

接原因[7 ] 。而发达国家劳动力短缺 , 一些雇主

为了实现更大的利润 , 自觉不自觉地谋求廉价

劳动力 , 这就为非法移民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从蛇头方面而言 , 巨额利润诱使犯罪分子铤而

走险 , 疯狂地从事偷渡这一犯罪活动[8 ] 。

21 历史文化因素。从现有的研究及实际

情况来看 , 非法移民具有地区性的特征 , 主要

发生在福建沿海地区、广东省、浙江省等。可

见并不是每个地方的低收入人群都会参与到偷

渡活动中来 , 经济因素仅是原因之一 , 非法移

民还与偷渡者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重大的

关系。研究者都以非法移民多发地带福建沿海

地区为例 : (1) 福建沿海地区历来有海外通商

和出海谋生的传统 , 这种传统延续至今 , 已形

成一种文化和动力 , 使得当地不少人不断地通

过合法的或非法的方式移向国外。(2) 早期成

功偷渡者的示范效应是巨大的 , 当地人看到了

偷渡者不断汇回家乡的钱款、盖起的洋楼豪

宅、捐款赠物、举办公益事业。在这种示范效

应下人们对非法移民就产生了认识的误区 , 以

为偷渡就是致富的最佳途径。(3) 先行偷渡成

功者的另一个作用便是为后来人参与偷渡创造

了条件 , 形成了以亲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移

民网络 , 促使当地人借此移民网络纷纷走上非

法移民路[9 ] 。

3. 各国移民政策与法律的漏洞。偷渡能

够顺利实现且屡禁不止与各国的移民政策和法

律的漏洞有着重要的关系 , 正是政策与法律的

漏洞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10 ] 。各国移民政

策与法律的漏洞有 : (1) 某些国家法律对非法

移民处罚偏轻、打击不力 , 甚至主动为非法移

民创造条件。(2) 一些国家实行大赦非法移民

的政策 , 从而鼓励了非法移民的冒险行为。

(3) 某些国家实施的庇护政策使许多偷渡者产

生了幻想。

4. 境内外蛇头紧密勾结 , 不断翻新手段。

人蛇偷渡集团在整个偷渡活动中起着中介作

用 , 这些国际偷渡集团 , 经费充足 , 组织严

密 , 往往采取单线联系 , 在海外遥控指挥 , 内

外勾结 , 这也使得公安部门破获难度大大提

高[11 ] 。

51 国际合法移民渠道的不畅通。国际劳

务输出工作方面 , 有些部门缺乏服务意识 , 工

作效率低 , 审批层次过多 , 手续繁杂 , 劳务收

入的变相收费很多 , 使百姓合法外出赚钱的机

会大大减少[12 ] 。

三、中国非法移民的影响

(一) 非法移民是违法犯罪活动 , 带来了

很多消极影响 :

1. 就国与国的关系来说 , 非法移民影响

了国家关系和国家之间的正常交往[13 ] 。 (1)

由于在处理非法移民问题上各国政府政策不

一 , 又缺乏配合 ,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相互指

责、推诿责任。(2) 有些国家还利用这个问题

与“人权”等挂钩 , 对他国的内部事务指手划

脚 , 说三道四。因此非法移民问题总容易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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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纠纷 , 影响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21 就迁出国而言 , (1) 非法移民严重损

害了该国的国际形象 , 产生了一系列的间接影

响 , 如对该国海外侨民的处境带来不利的影

响 ; 破坏了华人的声誉 , 阻碍华人合法移民的

入境等 , 从而影响了本国政治经济发展。 (2)

非法移民还会衍生许多犯罪问题、教育问题、

腐败问题等社会问题 , 例如为了实现非法移

民 , 就需要伪造证件、护照、公证书 , 贿赂等

犯罪活动也就随之出现 , 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稳

定[14 ] 。

3. 就迁入国而言 , 非法移民破坏了迁入

国的社会稳定 , 破坏了迁入国正常的社会经济

秩序 : (1) 非法移民居住区往往贫穷拥挤 , 是

“最容易发生抢劫的地方”。(2) 非法移民占用

了有限的资源 , 如住房、工作岗位等。(3) 经

常会引起迁入国人民对移民的反感 , 激发种族

之间、多数民族和少数族裔之间的社会矛盾。

(4) 为阻止和打击非法移民 , 迁入国要耗费大

量资源 , 如大量修筑障碍物 , 改善军用设备 ,

增加军事人员投入等[15 ] 。

4. 就非法移民者本人而言 , (1) 偷渡到

国外并不是就进了天堂 , 他们在国外处境艰

难 , 生活困苦 , 很难过上正常的生活。(2) 会

牵涉到他们在国内家庭的生活稳定 , 人蛇偷渡

后 , 家人免不了要担忧挂虑 , 而且那些偷渡成

功而又一时无法偿还偷渡费的人蛇家属 , 整天

生活不安宁 , 唯恐蛇头到家来恐吓和逼债 , 没

有侨汇的支持 , 家里又都剩下老幼和妇女 , 除

家庭不完整外 , 还产生经济生活上的困难。对

遇难偷渡客的家庭而言所造成的经济和感情上

的惨重损失 , 更不是一时能够得以弥补的。

(二) 在责怪非法移民带来诸多消极影响

的同时 , 我们也必须正视到他们带来的“积极

影响”。当然并不是要以积极影响鼓励非法移

民 , 而只是客观地分析非法移民问题。

11非法移民成为迁入国经济发展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大多数非法移民分散在餐馆、建

筑工地、工厂 , 从事着那类工钱少 , 又是社会

迫切需要而又被许多当地人避而远之的单调、

繁重甚至危险的体力活 , 正如美国《侨报》上

写的“美国的一些行业如果没有移民 , 根本无

法存活”。

2. 少数非法移民在经济上有所成就 , 对

华人聚集的地方或华人社区的发展壮大起了积

极作用 , 他们以坚忍不拔和勤俭刻苦的精神 ,

在迁入国辛劳打工 , 甚至经营中小商业。这些

少数经济上渐有所成的非法移民逐渐成为了美

国华埠等地购房的主力。非法移民一旦手中稍

有积蓄就马上汇款回家 , 也就逐渐成为银行的

常客 , 促进了所在国银行业的发展[16 ] 。

四、打击、遏制中国非法移民的对策

要彻底解决非法移民问题 , 不仅要加大打

击非法移民的力度 , 还需要综合治理。打击与

治理相结合 , 这是诸多学者在探讨解决非法移

民问题上的共识。

综合治理方面 :

11 发展社会经济 , 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

达国家的贫富差距 , 改善民生 , 妥善安置剩余

劳动力 , 为国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 使其能

在本国安居乐业。同时放宽合法的出国渠道 ,

畅通劳务输出的正规渠道 , 让更多的老百姓有

合法出国的机会 , 以引导非法移民到合法移民

的正常渠道上来[17 ] 。

21 加强法制宣传教育 , 各级政府和有关

部门结合本地实际 , 多层次、多渠道地开展反

偷私渡宣传教育 , 既要做好基层领导和骨干人

员的思想教育工作 , 通过他们对有偷私渡念头

的群众进行细致耐心的思想工作 ; 又要做“蛇

头”、偷私渡人员家属的思想教育和转化工作 ,

利用亲情、友情敦促“蛇头”投案自首或洗手

不干 ; 还可利用电视、报纸、广播、网络等媒

体 , 通过典型生动的案例及偷私渡人员的亲身

经历 , 实事求是地宣传教育群众 , 切实使他们

认清偷渡活动的严重性和危险后果 , 彻底揭露

蛇头的种种罪行 , 尽快扭转他们“要想富 , 去

偷渡”的错误认识 , 加强对政府反偷渡工作的

认识 , 从而提高群众的反偷渡意识并积极、自

觉地与偷渡违法犯罪活动作斗争。大力宣传出

入境管理法 , 使之家喻户晓 , 让广大群众知

法、懂法 , 进而守法。

3.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 提高基层干部的

素质 , 增强法制观念 , 对纵容、放任或组织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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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的基层干部要加大处理的力度。加强公安部

门监督制约机制 , 加强工作人员的廉政建

设[18 ] 。

41 加强法制建设 , 完善出入境边防管理

法规。目前 , 我国的出入境及边防管理的法律

体系已基本形成。但在国 (边) 境管理、边民

临时出入境管理、海上治安管理、船舶管理方

面仍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 , 应尽快完善这方面

的立法。针对国际机场偷渡的现象 , 应完善护

照挂失制度 , 使每个边检部门彻底掌握挂失作

废护照的情况。针对利用海上通道偷渡的现

象 , 应尽快制定海上船舶治安管理法规 , 落实

船舶进出港申报制度。

打击方面 :

11 加大对偷私渡人员、蛇头的惩罚力度 ,

防止以罚代刑。严格依法办案 , 对蛇头、运送

者、提供工具者、屡犯屡教不改者从重从快处

理 ,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 决不手

软。

21 加大对蛇头的打击力度 , 提高打击非

法移民的专业技能与执法水平。

第一 , 提高执法人员素质 , 有针对性的对

办案人员进行培训 , 提高包括海洋知识在内的

业务素质 , 提高他们与非法出入境作斗争的专

业技能与执法水平。第二 , 充分发挥技术检查

在出入境边防检查中的作用 , 加强研究 , 寻找

伪假证件的特点和破绽 , 不断摸索和掌握新的

检查办法 , 尽早研制出新的检查仪器和设备 ,

发挥技术检查的作用 , 不使偷渡分子轻易地从

我们眼皮下面滑过。第三 , 增加举报蛇头的奖

励 , 对查获的每一起偷渡案件 , 都要认真追查

幕后蛇头。并且要突出重点 , 开展反偷渡的专

项斗争。各地要根据偷渡活动的规律、特点 ,

因地制宜地制定主攻方向和工作策略。第四 ,

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各国政府应当加强国际间

的合作来打击日益蔓延的偷渡活动 , 建立情报

交流渠道 , 相互通报信息 , 并通过外交、国际

刑警组织同有关国家密切合作开展行动 , 以严

厉打击偷渡犯罪集团和“蛇头”[19 ] 。

31加强对涉外旅行社、出国 (境) 中介

公司的监督管理 , 限制异地办证。要建章立

规 , 严格管理 , 加强监督制约机制 , 实现涉外

旅行社和出国 (境) 中介机构管理和运行的规

范化、法制化 , 对非法经营及其他违反出入境

管理法规的单位或个人坚决予以取缔。对编造

情况、弄虚作假、欺骗政府主管部门、情况严

重的异地办证照者 , 除依法处理后 , 可视情节

在 l～5 年内不再受理其出境申请。

五、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以上是当前国内关于非法移民研究的一些

成果 , 这是学术界诸多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

为人们正确认识中国非法移民这一问题及为公

安部、司法部打击、遏制非法移民提供了宝贵

的学术成果与政策建议。但不可否认的是 , 我

国关于非法移民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不足之处 :

一是对主体研究不足。纵观国内学者的研

究 , 大部分都只是从客观方面对非法移民这一

问题进行探讨 , 但对于参与非法移民的主体却

少有研究。例如福建沿海地区虽是非法移民的

多发地区 , 但并不是这里的每个人都会参与偷

渡 ,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群体才会参与偷渡 , 这

个问题虽有学者提及但只是蜻蜓点水式的一带

过去 , 应该进一步研究以利于宣传教育的有的

放矢。

二是缺乏历史视角的介入。从早期的非法

移民到 20 世纪 90 年代及 21 世纪的非法移民 ,

在这时间跨度中 , 中国的非法移民发生了巨大

变化 , 很多学者都认识到了这一点 , 但他们的

研究大多侧重于非法移民的形式变化、蛇头组

织偷渡的手段与方式变化 , 而对于促使非法移

民的原因变化较少关注 , 他们在原因变化的探

讨上只是重复以前非法移民的诸因素。事物总

是发展变化的 , 如果只停留在原来的研究而不

能在原有研究基础上融入到整个社会背景中 ,

那么对于问题的解决是不利的。对原因的探讨

应该融入到整个世界的形势与时代的背景中

去 , 站在全球格局的高度来探讨这个问题。由

发达国家推动和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实际上成了

非法移民的一个重要催生剂 , 这一新的社会背

景与原因应在以后的研究中有所体现与深入。

三是缺乏性别敏感性。纵观国内现有关于

非法移民的研究 , 性别因素总是被忽略 , 虽然

在非法移民的队伍中 , 女性的比例相对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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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 但近几年中女性的比例却不断上升 , 我们

应该认识到 : 非法移民者既是犯罪者也是受害

者 , 女性在此过程中受到的伤害更大 , 而且她

们所能利用来保护自己或发展自己的资源比男

性少 , 因此非法移民者中的女性更应引起关

注 , 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应自觉地将性别视角

纳入其中。而且随着这一群体数量的增多 , 非

法移民问题的彻底解决离不开对这一群体的深

入研究。

四是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还不够客观公正。

非法移民问题事实上是对全球化不合理性的一

种挑战和反抗。我们今天感受到的全球化更多

的是物品的全球化、信息的全球化、精英人物

的全球化、发达国家利益的全球化。有研究者

指出 , 全球化过程中国家的边界在模糊化 , 国

家的作用在弱化。但是我们看到 , 这种变化只

是针对精英们而言 , 精英们可以今天在欧洲 ,

明天到美洲或亚洲 , 但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普通

百姓来说 , 他们不但做不到 , 而且许多发达国

家正在采取各种措施 , 限制他们的移民。全球

化必须有公正、合理的规则作为基础 , 不能把

非精英排除在外 , 正如不能忽视发展中国家的

利益一样忽视非精英的利益。否则 , 当精英们

可以合法地在全球流动的时候 , 那么 , 非精英

们也不能坐以待毙 , 他们也就不可避免地通过

非法移民来获取他们希望的收益 , 这就为更多

的非法移民网络提供滋生、发展的土壤。因

此 , 我们今天讨论非法移民问题的时候 , 不能

仅仅局限于把这个问题归咎于蛇头的贪婪、残

酷、对法律的无视等 , 更不能仅仅站在发达国

家的利益角度来谴责非法移民 , 而更要从如何

调整全球化规则的层面来寻求解决非法移民问

题的对策 , 否则 , 非法移民问题将难有破题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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