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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移民问题 非传统安全的标志

范军 新获师范大学副校长 华东师范大学教投 博士

生导师 全球化时代最 要的特征就是人口流动
。

当今的国际

移民足在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
,

随着全球化的加速推进
,

世
纪的移 民问题将呈加剧趋势 全球化导致的技术

、

通讯和运输
工具的进步

,

加速 了国际 力全格局的调整和文化冲突的力度
,

变化的影子能从苏联解体
、

前南战争
、

杆索沃战争
、

伊拉克战争

中找到权力角进和文化冲突的影子
,

而这些因素客砚上也促成

了移民潮的出现
。

伦软地饮爆炸事件表明
,

移民染指恐怖主义并给人类社会

带来巨大威胁 已经不是纪人忧天的事情
。

可以相信
,

移民既是

全球化的结果
,

同时也是移民愉出社会和接受社会进一步变化

的强大的推动力全
。

它不但在经济方面的影响立竿见影
,

而且

还会影响到社会关系
、

文化
、

国家政治和国际关系
。

而 由于移民

的跨越国界性和流动性及其时政治经济和社会带来的不越定

性表明
,

移民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国的主权问题
,

而且是一个

沙及全人类共同利益
,

常要共同治理才能凑效的问题
,

从这个

角度上讲
,

移民问题本质上是钾个非传统安全问题
。

人力资源的短缺
,

是时移民形成拉力的根本原因
。

欧洲到

万】印 年的劳劝力短缺将达到顶峰
,

届时 ,汉 万欧洲人将到退休
年龄

,

仍 的人口将超过 岁 但 目前来自欧洲以外的高紊质人

才比例与美加和澳洲相比仍距离甚远 澳洲的外来高紊质人才

占近
,

加拿大是 稗么
,

美国是
,

而欧洲仅为 炜
。

欧洲若不

急起直追
,

设法获得 “

足够的众多人口来保持社会和经济发展

车轮的转动
”

欧委会主席巴洛佐语
,

其面对的灾难性局 面恐

怕是不难预见的
。

从移民治理的相关实践看
,

世界上许多国家郁对移民治理

模式进行了各 自的尝试并开展了双边乃至 多边合作
,

并在此基

拙上达成了共识
,

采取 了相似的步骤
,

主要表现为 面对移民

数 目不断上升的局面 ,

有些国家开始采取
“
零移民

”

政策 如
日本

,

更多的国家采取了 幼小性的移氏泌上策
。

年前
,

只有仍毛

的国家实施限制移民的政策
,

而 目前
,

实施限制政策的国家达
粼犯临

。

全球只有 个国家制定鼓励永幻性移民的官方政策
,

这些

国家是美国
、

加拿大
、

澳大利亚
、

断西兰及以色列
。

欧里移民问题是随看欧里的东扩和南下进程开始凸显的
,

该地区小国林立
,

民族关 系复杂 治理结构多样一冷浦多民事件

可以在多国产生并发旋
,

国家间围绕移 民问题的矛质突出
,

尤

其走其移民来源多为东欧
、

西亚和北非的移 民
,

伊斯兰因素突

出
。

目前
,

移民问题已经由欧里的
“

第三支拉
”
上升为 “

第一支柱
’

几

巫雷由多国协商制定一盯共同的移即史丸
俄罗斯也面临人口 危机

,

因而时移民的雷求也 民迫切
,

但

其移 民主要由原苏联控制地区 独联体和中亚 的人民构成
,

他们在历 史渊源
、

文化心理和价值判断上与俄 罗斯民族具有相

似性
。

同时
,

由于许多独联体和中亚地区移民进入俄罗斯并非

以定居 为 目的
,

但只是将俄 罗斯作为中转站
,

目的地足欧盟 发

达国家 因此
,

前苏联地区的移民就呈现出三波滚动状态 —前独联体移 民向俄罗斯移动
,

俄罗斯人向东欧移动 而 东欧人

则向欧盟迁移
,

方向一致
,

节奏一致
,

逐步推进
。

美国是一个外来移民的国家
,

自 世乡乙初以来
,

外来移民

的浪潮一直持续不断
,

其持续时间之长
,

来自全球各地范围之

广
,

时美国和全球影响之深是任何国家所不能比拟的
。

现在英

国的人口 已经达到 亿
,

一个渐兴的诞生仅 年的美国迅速

成为世界第三人口 大国
,

英国人口 的增长主要因紊来自持续不

断的外来移民的增加
。

美国作为典型的移民国家
,

它既是民族

的 “ 大熔炉 ” ,

同时其移民政策又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

往

往对不同国家采用双重标准
,

目前美国移民主要由鉴西哥人组

成
。

从本质上讲
,

移 民所 出现的所有问题都是认同问题
,

欧里

在发展中所遇到的所有问题也都可以归结到认同问题
。

移民来
到一个陌生的环咬启首先要解决的是

“
我是谁

”
的问趁

,

并在

此基础土通过交往认清
“ 你是谁

”
的问题

,

并经过不断磨合

打破身份的界限
,

实瑰身份的转移 解决不了认同问题就解决

不 了移民的融合问题
,

同时要认识到融合不能和同化划子号
。

要把移民变成德国人或其他某个国家的公民
,

这并不是 目的
,

兵正的 目的是找到能共同生存
、

拥有平等机会的途径
。

但这时

于土耳其第三代移民来说似乎是一个这远的梦
,

他们大多被边

缘化
,

被排斥在教育和劳动市场之外
,

当他们毕业时
,

甚至连无

报酬的实习机会都没有
,

更不用说当学徒工
。

在法兰克福有

的年轻外国人都完不成学业
,

而德国人只 有
,

如果

范围扩大到全国
,

情况会更枪
,

如果情况不尽决得到改菩
,

德国

会成为第二个法国 变成骚乱之地
。

要从根本上解决移民问题
,

首先要从一个社会的主体思

想上客现公正地看待当前的移民问题
,

这足能否处理好移民问

题的关健 移民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发挥看重要作用 事实也

证明
,

欧里移民总体上并不是作为欧盟一体化的时立物而 出现
的 他们不但不是欧盟地区经济发展的军赞

,

反而促进 了欧里

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
。

但是
,

目前欧里移民的作用与其实际的

社会地位极不相称
,

主要原因在于欧里国家表幼 民出现的问题
扩大化 了

,

把移民问题和安全
、

反恐和走私
、

犯菲刘结起来了
,

这就难怪会出现时移民问题的行动偏差
。

从移民的治理策略看
,

移民问题的解决
,

首先禽要建立长

效机制
,

比如实行欧里跨国机制下共同的移 民政策
。

东道国政
府 自身在加大移 民政策改革

,

挽范移 民流动顺序 强化边界治

理的同时
,

应 当转变内外有别的移 民管理模式
,

变消极移 民管

理为积极的移 民治理
,

发挥超国家机制
、

非 七府组织和公民社

会的应有作用
,

推进边界开放
,

保障移民合法权利
,

加强有序管

理 再次
,

东道国应与原籍国和中转国通过协调和对话 通过

时外援助落后 国家减缝其因经济
、

政治和社会落后诱发的移民

外流趋势
。

最后
,

变消极的移民融合为积极的移民融合
,

促进多

元共享
,

在经济
、

福利和就业上扶持少数族群
,

在政治上给予其

平等待遇
,

在社会上促进语言文化杖育事业
,

积极化解族群矛

质
。

解决非法移民问题雷要产生非法移 民的国家
、

成为非法移

民中转地的国家以及非法移民的 目的国之间的共同努力 在这

方面
,

建立刻了击非法移民方面的对话机制至关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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