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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论 国 际 移 民 与 经 济 全 球 化 的 异 质 性

□ 夏凤珍(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杭州 310035)

摘要 : 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扑面而来 , 国际移民大潮包括偷渡在内的非法移民再次高涨。为应对这个

大潮 , 许多国家本着“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 , 大多采取堵截为主的政策 , 成效并不明显。本文认为 , 欲破

解国际移民活动中产生的系列问题 , 首先必须正视国际移民再次成潮的大背景———经济全球化 , 客观分析各

类移民再次成潮的原因 , 树立以导代堵 , 以疏代塞新理念 , 协调“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 扩大移民空

间 , 特别是扩大疏导移民渠道 , 积极引导移民通过合法途径实现移居 , 从根本上解决偷渡等非法移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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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 2004 年报告 : 国际移民人数从

1990 年的 1.54 亿上升到 2000 年年中的约 1.75 亿 , 相当

于世界人口的 3%。所有国际移民中 48%为女性。这佐证

了世界移民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发展。

一、国际移民再度成潮追源

1. 国际移民再度成潮的主要背景和重要原因 : 世界

经济全球化

全 球 化 主 要 是 指 世 界 经 济 一 体 化 的 进 程 加 速 发 展 ,

贸 易 、 金 融 、 投 资 等 经 济 要 素 在 全 球 范 围 内 不 断 流 动 ,

日益融合 ; 企业、制造业、商业等跨国跨区域发展扩展

之 势 锐 不 可 挡 ; 市 场 经 济 成 为 全 世 界 通 用 的 经 济 模 式 ,

市场、资本、技术甚至消费行为的一体化已经和正在出

现 ; 预 示 着 已 经 到 来 和 即 将 到 来 的 世 界 是 大 同 的 世 界 ,

大 同 的 世 界 是 人 人 向 往 的 世 界 。 特 别 是 冷 战 结 束 后 ,

“全球化”的口号风靡世界 , 成为一种超意识形态。尽管

国际社会、各国政府背景不同 , 却骤然间有了共同语言 ,

许多人都相信“全球化”时代已经来临。与此同时 , 以

互联网为特征的信息技术冲破传统的国界障碍 , 正以前

所未有的速度和频率不受任何限制地向全世界提供“数

字化”信息 , 创造出一种通用的“全球化”语言 , 也创

造了一种受这种语言支配的“全球化”思维方式。

正是全球化带来世界大变动的背景 , 使一些经济滞

后国家和地区 , 无论是否愿意 , 是主动还是被动 , 都以

不同方式和速度被裹挟进这一大潮中。信息、科技 , 高

科 技 人 才 、 劳 动 力 资 源 等 生 产 要 素 重 新 配 置 再 所 难 免 。

如中国改革开放后 , 为加速经济建设 , 吸纳境外庞大的

资金 , “三资”企业纷纷建立起来 ; 同时也把广大乡村 ,

尤其是山区的富余劳动力纷纷吸引了出来 , 形成国内劳

动 力 资 源 配 置 大 规 模 调 整 。 各 国 为 着 本 国 经 济 的 发 展 ,

从中国吸引务工人员的过程也在加速、加大。在发达国

家务工可以获取比国内更高的收入 , 这就产生流水效应 ,

吸引着中国国内劳动力资源向往移民 , 特别是东南沿海

地区农村劳动力沿袭传统渠 道 和 历 史 惯 性 (在 此 姑 且 称

之为“侨乡效应”) 自发地进入国际 劳 动 力 市 场 。 因 而 ,

中国劳动者自然地、合乎情势地参与全国、全球劳动力

资源大调整。早在一个半世纪前 , 约一千万中国劳动者

(占 那 个 时 期 世 界 移 民 的 1/10)以 贩 卖 方 式 被 西 方 工 业 化

国家的公司企业转移到东南亚、北美、拉美、澳洲等世

界各地 , 为那一轮的全球开发和近代文明做出了重大牺

牲 和 贡 献 。 当 今 的 中 国 劳 动 者 迎 着 新 潮 流 , 走 出 国 门 ,

投入到新一轮的全球事业中 , 其贡献意义将随着时间的

推移不断显示出来。而急速膨胀的人口资源 , 又为这种

劳动力资源全球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 国际移民再度成潮的基础 : 人口增长显著

当今世界的人们 , 不得不承认两个事实 : 第一 , 世

界人口正以空前的速度在增长。这一星球上 , 急速增长

的人口 , 正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 也改变着自然环境。联

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司长约瑟夫·沙米曾说 : “在

过去 100 年里 , 世界总人口翻了将近两番 , 从 16 亿增长

到 了 61 亿 , 而 这 一 增 长 的 绝 大 部 分 发 生 在 最 近 50 年 。

另外 , 20 世纪预期寿命、生育率、人口老龄化和大规模

迁移都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①。这就表明 , 在已经来临

的 21 世纪 , 世界人口将会继续保持增长。第二 , 人口分

布不均匀。国际移民组织 ( IOM) 2003 年报告说 : “全

球人口每年增长 8300 万 , 当中有 8200 万是来自发展中

国家。”②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是发达国家年增长数

100 万的 82 倍。发展中国家人口快速增长导致大批移民

涌向发达国家。因此 , 约瑟夫·沙米同时说 : “在 21 世

纪 , 国际迁移将会有增无减。在未来半个世纪 , 发达地

区仍将是国际迁移的净流入地方 , 年均至少流入 200 万

人口。迁移到欧洲的绝大多数人来自非洲和亚洲 ; 迁移

到北美的绝大多数人来自中美洲和南美洲”③。

3. 国际移民再度成潮的根源 : 经济发展不平衡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状况密不可分 , 从两者的关系

分析 , 往往呈现这样的规律 : 人口增长过快 , 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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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却低 : 经济发展水平高 , 人口增长缓慢 , 以至负增

长。而经济全球化更是一把双刃剑 , 它带来一个严酷的

现实 :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日益加大 , 富

国更富 , 穷国更穷。最新信息显示 , 我们这个 60 多亿人

口的星球里 , 有 28 亿 人 每 天 的 收 入 不 到 2 美 元 , 10 亿

人每天收入不到 1 美元 , 他们绝大部分生活在经济欠发

达的地区和国家。另有 10 亿人口拥有全球的国内生产值

的 80%, 他们大多数分布在发达国家里。按世界银行行

长詹姆斯·沃尔芬森的说法, “这是一个不平衡的世界”④。

即使是经济已驶入快速发展轨道、人均收入明显提高的

发展中国家内部 , 地区之间、行业之间、部门之间及个

人能力差异、境遇差异等因素导致的贫富不均现象也是

俯手可拾。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处于经济社会的底层和贫

困线之下 , 他们与社会的另一部分人分处于社会经济平

台 的 上 、 下 两 极 。 这 两 部 分 人 之 间 生 活 境 遇 差 距 极 大 ,

社会地位悬殊 , 对自己、对国家、对世界的认同距离绝

然不同 , 成为社会不平等、不安定的根源之一 , 直接间

接地与各种社会矛盾冲突交织相联 , 促使人口流动并成

为 国 际 移 民 的 源 泉 。 只 要 经 济 发 展 的 不 平 衡 性 全 球 化 ,

不同区域、不同国家的发展水平和人们经济收入的严重

失衡、两极分化就难以消除 , 上述庞大的贫困群体将是

今后国际移民的主体。

二、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移民再度成潮的另

类———非法移民产生根源

如果上述只是国际移民大幅产生的一般的普遍的源

由 , 那么国际移民中令国际社会、各国政府最感棘手的

问题是包括偷渡在内的非法移民暗潮涌动。据 2004 年 7

月 15 日联合国开发署发表《2004 人类发展报告》: 在目

前跨国移民 1.75 亿的总数中 , 大约 1600 万人属于难民 ,

3000 亿人属于非 法 移 民⑤。 非 法 移 民 之 所 以 产 生 , 除 了

前述的理由外 , 另有三大不可忽视的因素。

1. “大赦”引发大偷渡

当今一些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令人看不懂 , 最典型

的就是所谓的“大赦”游戏 : 当非法移民进来有了一定

数量 , 或经过若干年 , 就宣布对他们实行“大赦”, 赐给

定居权 , 颁给居留证 , 发给临时工作证。这些举措在美

国、西欧几个大国都有推行。如美国在 1993 年“黄金冒

险号”发生之前 , 极少将在美拘捕的中国偷渡客遣送回

中国。这种颇具人性化的游戏 , 真该为那些身受“大赦”

之利的人庆幸! 但是 , “大赦”传递了一种错误的信息 ,

使那些不能合法进入的人得到鼓舞 , 具备了偷渡的勇气 ,

认为只要偷渡成功 , 早晚会得到合法身份 , 所以偷渡者

便不惧千辛万苦 , 不怕走千山万水 , 不畏艰难险阻 , 冒

死闯关。殊不知有多少人梦碎偷渡路。

2. 移民团聚难圆诱使非法移民

按人之常理 , 大凡有家人移民别国 , 就会有团聚问

题 ; 留在家乡的后代经若干年后也需要前往海外接办事

业、继承财产、敬养老人等 ; 在家乡的老者 , 失去生活

能 力 , 或 因 亲 情 , 都 渴 望 与 海 外 子 女 团 聚 , 以 度 晚 年 。

所以 , 这种本着叙天伦、聚血亲的移民 , 具有极强的人

性化 , 被称为人道移民。但是 , 这些人往往被移入国当

局视为“负担”。这些国家对一般的移民管理极严 , 设卡

闭关。对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则欢迎倍至。这使有移民

欲想却不得的人 , 会铤而走险。香港《文汇报》曾指出 :

“重重设卡 , 家庭团聚往往十年八年批不下来 , 结果亦令

不少人面对移民无路、偷渡有门的情况 , 间接造就不法

分子非法组织偷渡。”⑥事实上 , 在中国沿海某些有偷渡

活动的地区 , 民间已形成这样的共识 : 孩子这么大还不

认识父亲 , 报了多次批不准 , 只好“买出去”。所谓“买

出去”, 就是付巨款给偷渡集团实施偷渡出境。

3. 政治偏见鼓励非法移民

移民需要一定的条件 , 但是 , 有一些人根本不具备

移民条件 , 对某些异国的政治用意却能揣度几分 , 于是

在“气候”合适时就冒险偷渡进入这类国家或地区 , 这

类国家和地区的边防、移民当局 , 凭这些非法移民捏造

的所谓“政治避难”理由给予“保护”、居留。如中国、

古巴等国的一些非法移民都曾搞过这种“政治偷渡”。这

类“成功人士”的范例 , 无疑是偷渡者前赴后继的最好

榜样。对于劳动力紧缺的台湾而言 , 许多雇主乐于雇佣

廉价的大陆劳工 , 这是偷渡到台湾难以根绝的主因。当

然中国大陆向台湾偷渡移居不应列入国际移民 , 但经过

偷渡台湾转道海外国家“避难”, 却屡屡“成功”。政治

偏见与偷渡结合 , 成为非法移民一大源流 , 也严重扰乱

了正常合法的移民。

三、国际移民宜导代堵, 宜疏代塞

移民在国与国之间流动 , 自然关系到当事国的利益。

针对国际间潮起云涌的移民流 , 各移出国和移入国 , 权

衡着本国的利益采取相应的立场和政策 , 这就是迄今为

止 世 界 各 国 移 民 政 策 的 本 质 。 欲 更 好 地 解 决 这 一 问 题 ,

特别是非法移民问题 , 简单地堵截、防范 , 不能彻底解

决问题 , 而应代之以疏导的政策与措施。

1. 树一个理念 : 扩大国际移民是时代的要求

只要国家间的疆界还存在 , 一国的移民政策首先须

以国家利益为宗旨为准则。但是 , 任何事物总是随时代

的进步而得到发展 , 一国的政策同样要跟随时代的发展

而发展。因此 , 各国在制定国内移民政策时 , 须顺应时

代需要 , 反对歧视性政策 , 树立扩大国际移民意识。而

目前国际社会对待移民潮积极性不够。迄今全球称得上

“移民国家”的为数甚少 , 基本是 5+1, 这也就是 IOM 报

告所说的 : “全球只有五个国家制定鼓励永久性移民的

官方政策 , 这些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

西兰及以色列。英国政府最近拟定出鼓励移民措施 , 希

望每年能吸纳 15 万永久性移民。”最近几年 , 这六国每

年吸收移民约 100- 200 万人。另一方面 , “面对移民数

目不断上升的局面 , 愈来愈多国家采取了闭门政策。25

年前 , 只有 6%国家实施遏制移民的政策 : 目前 , 实施有

关政策的国家达 40%。”其余约有超过 50%的国家 , 对于

移民也没有十分明确的闭门或者吸纳政策 , 处于含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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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性 ” 的 、 或 即 时 应 对 的 状 态 。 这 类 国 家 以 不 同 的 姿

态 、 形 式 和 途 径 , 接 纳 和 吸 收 着 为 数 不 等 的 外 来 移 民 ,

如俄罗斯、意大利、法国、德国、西班牙、荷兰等欧洲

国家分别有数十万、几百万移民暂居、定居。此外 , 南

美洲的阿根廷、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也有一定数量的移民

进入。

各国允许人口流动 , 允许国际之间的移民 , 是全球

化发展的要求 , 也是历史延续下来的必由之路。各国应

该抓住全球化赋予的机遇 , 把国门敞得大一些 , 路子拓

得宽一些 , 扩大人口进出流量 , 这在总体上符合大多数

国家利益 , 或利大弊小。可以说是一项双赢之策 , 国际

社会应该推动国际移民的发展和扩大。

2. 建一个空间 : 拓展移民渠道

那么少的国家“开门”, 那么多的国家“闭门”, 还

有那么多的国家不太敢“开门”, 这种局面的存在 , 使国

际移民处于无序进行中 , 受影响的恰恰是那些坚持“闭

门”、不敢“开门”的国家自身的根本利益。许多国家有

着容纳外来移民的潜力 , 空间、物质都有挪“腾”的余

地; 而外来移民的潜力 , 极大增强了移入国“国家利益”

的后发力。

纵观近一百多年因有移民力量而得到迅速发展崛起

的美、加、澳等国的历史 , 更证明了这一论断。就加拿

大来说 , 这个开放移民的国家 , 从移民方面的直接获利

颇丰 : 资金携入、科技人才进入、消费市场扩大、税收

增加和对人口下降的遏制等等诸多方面。其实凡鼓励移

民的国家都一样获得了巨大利益 , 英国跟进的原因也在

于此。至于接收国的潜力 , 只要政策确定不变 , 将被进

一步地“发现”和挖掘出来。又如加、澳两国都曾提出

扩大容纳移民的空间 , 加拿大在 2001 年就已提出给移民

以优惠扶助 , 推动他们前往乡村落户。加拿大移民部长

于该年 6 月表示 , 希望至 2011 年有 100 万新移民能到人

口较少的地区发展 , 主要是前往临大西洋的省份和草原

省 份 , 以 及 安 大 略 省 、 魁 北 克 省 和 卑 诗 省 等 偏 远 地 区 。

所以 , IOM 政策及研究总监阿佩维指出 : “人口迁移已

是事实 , 当前的问题是如何令新移民及接受国的人民均

从中得益。”

3. 改一项政策措施 : 国际移民以导疏代替堵塞

大禹治水的成功经验 , 可以为今天应对国际移民萌

生诸多启示 , 改堵为导 , 变塞为疏 , 拓宽多种渠道 , 把

各类移民引导到法定轨道。将蓄之待发、潜力巨大的移

民潮拢入有吸纳能力的区域内 , 使之转变为生产资源和

社会财富。这种本着“开明渠 , 堵暗道”的原则 , 拓宽

了合法渠道 , 引导移民合法、有序流动 , 让正常移民能

融 入 当 地 经 济 和 社 会 当 中 , 更 是 最 大 限 度 地 抵 制 偷 渡 、

遏制非法移民活动的最治本最有效的办法。

4. 寻求一种共识 : 加强协调制止非法移民

虽说偷渡不绝 , 非法移民治理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是

复杂而多样的 , 但是措置失当的堵截应是主要原因之一。

正常合理合法、本该准入的移民申请因有关当局的人为

障碍、渠道不畅 , 造成国际蛇头集团、黑社会势力乘机

而入 , 引诱和组织有移民要求的人进入非法出入境的黑

道。政策的失当或错误也促使偷渡的发展。而一些国家

出于政治偏见或一国私利 , 实施周期性“大赦”, 何不将

国门开得大点 , 走法定程序 , 严格审批 , 多放些该放的

人 进 来 呢 ? 偷 渡 集 团 还 能 使 其 技 俩 、 “ 开 涮 ” 偷 渡 客 、

扰 乱 移 民 秩 序 吗 ? 把 这 方 面 的 讲 人 道 、 倡 人 权 落 实 好 ,

就会取得反偷渡的实际进展。

关键是对于偷渡等形式的非法移民问题 , 各当事国

能否本着诚意 , 放远目光、客观公正 , 寻得共识 , 协调

步子。当然还需警惕国际恐怖势力介入或插手国际非法

移民活动。实际上很多国际恐怖分子本身的跨国活动就

是偷渡进入肇事地的 , 偷渡集团一旦被恐怖分子操纵利

用 , 其危害将会更加严重。因此 , 国际社会应在“国际

团结、责任共担、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

国际合作 , 把制止非法移民提到防范国际恐怖势力的高

度 , 让广大移民不受恐怖势力左右而站到反恐怖阵营一

边来。再说 , 即便是非法移民 ,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是

主观犯罪分子 , 他们的违法也不贯穿全过程。如中国沿

海地区的偷渡客 , 极大多数是憨厚的农民 , 他们没有犯

罪故意 , 只是对生活有期待并缺乏判断能力而被诱骗上

了“贼船”; 他们一般都具有申请移民的条件 , 取领了护

照 , 是持护照走出家门 (有 些 人 的 护 照 在 偷 渡 路 上 被 蛇

头 收 走 、 毁 掉 ); 他 们 偷 渡 到 达 目 的 地 后 , 除 极 个 别 人

外 , 都不会从事犯罪活动 , 而凭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求生

存。据此 , 必须把他们与偷渡的策划者、组织者严格区

别开来。创造条件、拓宽渠道 , 把符合移民条件的人吸

引到合法轨道上来 , 以击破偷渡组织的阴谋 , 防范恐怖

势力的插手。鉴于此 , 亟需建立管理国际移民的中介机

构 , 制裁非法迁移的组织者 , 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变

化 , 加强国际移民管理机构的建设 , 进一步修正或制定

它的工作规则 , 以更好发挥其职能 ; 在联合国由秘书长

或 安 理 会 主 持 , 制 定 治 理 非 法 移 民 的 法 规 , 内 容 包 括 :

对国际移民当事国 ( 含移出和移入双方 ) 政府的制约性

规 定 ( 旨 在 疏 导 和 管 理 正 常 移 民 , 消 除 和 治 理 非 法 移

民) ; 界定非法移民的定义、分类 ; 对非法移民活动的策

划者、组织者实施打击的制裁规则 , 确定对非法移民人

员( 即“人蛇”) 的处置办法等等。只要国际社会共同努

力 , 共识优于单边意识 , 合力强于一国的孤力。国际移

民这一大问题 , 会沿着人们理想的轨道而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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