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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劳工迁移的六大新趋势
●张仁开/上海市科学研究所( 200235)

国
际劳工迁移是指人们为工作

需要由出生所在国或居住国

迁往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活动 ,

是国际人口迁移的主要组成部分。

“二战”后 , 随着经济的普遍高速发

展, 一些国家因劳动力出现短缺而

大量寻求国外劳动力, 从而促使了

国际劳工迁移的迅猛发展。从整体

上看, 当前的国际劳工迁移表现出

六大新特点: 迁移规模大型化、迁移

方式多样化、迁移人口知识化、迁移

方向多元化、迁移影响广泛化、迁移

政策严格化。

一、迁移规模大型化

20 世纪 30 年代 , 国际劳工首

先在法国和瑞典出现 , 不过当时迁

移 的 规 模 小 、范 围 窄 , 并 未 成 为 国

际 人 口 迁 移 的 主 要 形 式 。“ 二 战 ”

后 , 国际劳工迁移得到迅猛发展 ,

据统计 , 1997 年全球的国际劳工数

量达 4 700 万 , 比 1945 年增加了将

近 3 000 万, 目前超过了 7 000 万。

促成当前国际劳工迁移规模大型化

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第一, 经济全

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在加剧国际

间资本和商品频繁流动的同时 , 也

加速了国际劳动力的迁移和流动。

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跨国公司和跨

国银行的发展使得高级技术人才和

经 理 人 才 在 国 际 间 的 流 动 日 益 频

繁; 而区域经济集团化又使得普通

劳动力在国际区域中的迁移成为可

能。大部分国际劳工迁移发生在世

界各个区域内部。这些区域往往在

语言、文化背景和社会生活习俗上

具有相近或相似的特点。区域内部

各个国家经济上的差异常常是导致

国际劳工迁移的重要原因。第二, 交

通运输技术的进步使得国际劳工迁

移变得越来越容易。二战后, 汽车、

大型轮船得到广泛应用, 特别是飞

机的民用化趋势, 更是大大缩短了

世界不同区域的距离, 在很大程度

上节约了迁移的成本和时间, 使较

长距离的国际迁移活动变得愈来愈

容易, 从而加剧了战后国际劳工迁

移的迅速发展。第三, 不同国家和区

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拉大是二战后国

际劳工迁移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由于新科技革命的推动, 战后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发

展方面的差距日趋扩大, 发达国家

普遍面临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

等问题, 而发展中国家则大多受人

口增长过快、失业率较高、经济发展

迟缓等问题的困扰, 这样, 发达国家

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就产生了劳工迁

移的内在需要。第四, 女性劳工大量

增加。工业革命之后, 随着女性社会

地位的大幅提高, 一些国家和地区,

如意大利、香港、新加坡等开始招纳

女性劳动力从事家庭服务、护理、服

装加工和娱乐等行业, 这在一定程

度上加剧了国际劳工迁移规模的大

型化趋势。

二、迁移类型多样化

国际劳工迁移, 按迁移的时间,

可分为季节性迁移、短期迁移和少

数事实上的永久性迁移; 按迁移者

的特征 , 可分为无技术( 或半技术)

劳工迁移与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和管

理人才的迁移; 按迁入地和迁出地

可分为洲内迁移和跨洲迁移等。二

战前的较长时间内, 国际劳工迁移

规模小、范围窄, 迁移的类型也比较

单一。从迁移时间来看, 绝大多数是

短期迁移, 时间一般少于 1 年; 从迁

移者的特征看, 无技术劳工迁移是

主要形式, 而且男性占多数; 从迁

入、迁出地来看 , 多数是洲内迁移 ,

跨洲迁移主要是从非洲、欧洲、亚洲

迁往美洲, 但数量远小于洲内迁移。

二战以来, 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迁移类型越来越多, 表现出极大的

多样性特征。其一, 随着交通运输技

术的进步, 迁移变得越来越频繁和

容易, 季节性国际劳工迁移量开始

超过短期劳工迁移量, 迁移时间一

般在半年之内。2003 年 , 欧盟的一

个抽样调查表明, 从欧洲迁往美洲

的 200 万劳工中, 时间在 6 个月之

内的达 110 万, 超过 18 个月的不足

10 万。其二 , 由于各国对高级技术

人才迁移的鼓励和对非技术劳工迁

移的限制, 再加上跨国公司和跨国

银行的发展, 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和

管理人才在国际劳工中所占比重越

来越高 , 从 1940 年的 1.5%, 提高到

1960 年的 4%、1980 年的 11%、2000

年的 17%, 目前超过了 20%。

三、迁移人口知识化

当前国际劳工迁移的另外一个

大趋势是迁移人口的技术化、知识

化和高学历化。据美国的一个抽样

统计, 1980 年美国劳务市场上的 50

万外国务工者中, 中级以上专业技

术 职 称 或 本 科 以 上 学 历 的 不 足

40%, 目前高达 80%以上 , 其中博士

学 位 占 30%, 教 授 、高 级 工 程 师 占

25%以上。造成这种趋势的主要原

因是越来越多的国家欢迎高层次的

人才, 而对一般人口的迁移采取限

制性政策。对一些本国奇缺的高级

科技人才, 许多国家想方设法加以

引进; 而对非技术劳工的迁移 , 许多

国家则严格限制, 并规定劳工在合

同期满后, 必须返回原迁出国, 有些

国家甚至反对从国外输入非技术劳

工, 如日本 1990 年通过的法律重申

了严格控制非法移民, 但同时放松

了 专 业 技 术 人 才 来 日 本 工 作 的 限

制。1990 年美国颁布新的移民法 ,

将劳工移民的配额从过去的 5.4 万

提高到 14 万, 并允许独立于家庭团

聚移民之外的每年高达 8 万人的高

级人才进入美国。加拿大也在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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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对移民法进行了修改, 修改后的

移民法提高了低技术工人移民加拿

大的难度, 放松了技术人才移民加

拿大的限制。

四、迁移方向多元化

国际劳工迁移的流向不再仅仅

是南北现象 ( 即从发展中国家迁往

发达国家) , 劳动力南南流动( 即劳

动力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流动) 和

东西流动 ( 即劳动力从东欧迁往西

欧) 在国际劳工迁移中变得愈来愈

重要。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随着发

达国家对国际 劳 工 迁 移 控 制 得 越

来越严格 , 愈来愈多的发展中国家

和 地 区 成 了 国 际 劳 工 迁 移 的 新 目

的地。不过 , 这些国家和地区一个

显 著 的 特 点 就 是 要 么 自 然 资 源 比

较 丰 富 、劳 动 力 相 对 短 缺 , 要 么 经

济发展快、资本比较丰富。前者最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例 子 就 是 沙 特 阿 拉

伯、科威特等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

国 , 后者以香港和新加坡为代表。

20 世 纪 80 年 代 末 东 欧 剧 变 和 90

年代初前苏联解体后 , 大批东欧人

和俄罗斯人不断涌向德国、瑞士等

西欧发达国家。

五、迁移影响广泛化

国 际 劳 工 迁 移 会 对 迁 入 地 和

迁出地产生影响 , 这已成为一个不

可争辩的事实。“二战”后 , 随着国

际劳工数量的增加、素质的提高 ,

其对迁入地和迁出地社会、经济的

影响也越来越广泛而深远。国际劳

工迁移对迁入地的影响主要有 : ①

带来了众多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 ,

可以弥补当地劳动力短缺 , 但也可

能加剧当地劳动力市场的竞争 , 抬

升当地的失业率 ; ②给迁入地社会

带来一些影响 , 由于不同国家的文

化 、习 惯 一 般 存 在 差 别 , 外 国 劳 工

的 迁 入 , 不 可 避 免 给 当 地 社 会 管

理、传统习惯造成影响。国际劳工

迁移对迁出地的影响主要有 : ①人

才流失。与迁出地大多数人相比 ,

国 际 迁 移 的 劳 动 力 一 般 具 有 较 高

的 知 识 水 平 和 技 术 技 能 , 属 于“ 劳

动力中的精华”, 他们流出后形成

的空缺被缺乏竞争力的、能力较低

的人所填补 , 从而降低了迁出地劳

动力的整体素质。②收入水平可能

有所提高。国际劳工收入一般会通

过汇款的形式流回迁出地 , 因此 ,

迁出地的收入水平有可能提高。同

时 这 些 汇 款 也 可 能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增加迁出国( 地区) 的外汇储备。据

国 际 劳 工 组 织 和 联 合 国 开 发 署 提

供 的 资 料 , 寄 往 印 度 的 汇 款 在

1996 年只有 40 万美元 , 2003 年 则

增长到 200 亿美元。寄往斯里兰卡

的 汇 款 在 2000 年 到 2005 年 间 平

均 每 年 增 长 16%。 而 孟 加 拉 国 在

1998 年 到 2003 年 间 增 长 了 7 倍 。

南 亚 的 许 多 国 家 在 平 衡 国 际 支 出

中已经开始依赖这些收人。2002～

2003 年度, 孟加拉国 GDP 的 5.8%

是由汇款构成的 , 它支付了国家进

口商品和劳务 40%的款项 ; 巴基斯

坦 的 汇 款 收 入 占 其 1995～1996 年

度 GDP 的 1.6%, 到 2002～2003 年

度则增加到 8.7% 。在东亚 , 汇款占

泰 国 GDP 的 比 重 从 1997 年 的

1.3%增长到 2005 年的 3.3%; 韩国

的这一比例 2002 年时为 3.6%。

六、迁移政策严格化

面 对 日 益 增 多 的 国 际 劳 工 迁

移, 世界各国均采取了不同的办法

和对策, 以避免国际劳工迁移给本

国社会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从而

使得各国关于劳工迁移的政策法规

趋于更加规范和严格: ①许多国家

对国际劳工迁移的控制更严格。为

了降低本国的失业率和减少国际劳

工迁移给本国带来的难以预料的社

会成本, 许多国家对国际劳工迁移

的控制变得愈来愈严格。为了防止

非法移民, 许多国家在边境口岸加

强了控制, 对非法移民可能出现的

工作场所进行不定期的巡查, 严格

旅游和探亲访友签证的审批程序。

有些国家还通过了雇主制裁法案 ,

即 对 雇 佣 非 法 移 民 的 雇 主 进 行 惩

罚。②许多国家对产业进行调整以

减少外籍劳工的迁入。面临国内劳

动力短缺的困境 , 许多国家采取了

新的对策和措施 : 一是通过采用新

技术 , 对现行技术进行改造的办法

来提高劳动生产力 , 从而减少对劳

动力的需求 ; 二是将劳动密集性产

业 和 低 附 加 值 的 产 品 布 置 在 劳 动

力资源丰富的邻 国 。如 日 本 在 60

年 代 经 济 高 速 发 展 的 时 期 并 没 有

用 输 入 外 籍 劳 工 的 办 法 来 缓 解 劳

动力不足的压力 , 而是将劳动密集

性 产 业 布 置 在 劳 动 力 资 源 丰 富 而

又便宜的亚洲其他国家 ; 三是大力

开发国内潜在的劳动力市场。如西

亚 各 国 在 海 湾 战 争 爆 发 后 积 极 推

行技术人才本国化的政策 , 而日本

政 府 在 本 国 劳 动 力 出 现 短 缺 的 时

候 鼓 励 企 业 聘 用 下 岗 的 老 年 工 人

和妇女参与社会劳动。▲

藏族汉子与高原之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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