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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到 目前为止对
“

迁移
”
这一概念仍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定义

。

国内多数学者对它的定义是
:

跨越

一定行政界限
,

并在 目的地居住超过一定时间界限的行为
。

由于本章主要是对国外的移民模式进行分析
,

因

此根据孟格莱姆 ( M an ga la m ) 的定义
, “

迁移
”
是

“

一个人 口群体
,

即移民群体
,

在经过反复思考
,

并根据

一系列的价值判断作出改变居住地的决定后
,

从一个行政区域向另一个行政区域进行相对永久的移动
,

而且

这种移动导致了移民人群中相互关系的改变
。 ” ( M an g a af m

,
1 9 6 8) 这里所讨论的迁移包括了六个要素

:

迁移

人群
、

时间
、

迁出地
、

迁入地
、

迁移决策过程以及迁移后果
。

正是根据这些要素
,

·

形成了迁移的许多分类标

准
:

按时间划分
,

可以分为永久性迁移与暂时性迁移
;

按迁移跨越的行政界限划分
,

大致可以分为国内迁移
、

国际迁移与地区间的迁移 ; 按引起迁移的原因划分
,

主要可以分为政治性迁移
、

经济性迁移
、

环境因素引起

的迁移以及其它不属于上述三种原因的如由医疗卫生引起的迁移等等 ; 按迁移者本身在迁移决策过程中的

自愿
、

自主程度
,

可以分为自愿性迁移与强迫性迁移
。

“

强迫性移民
”

是指在迁移的决策过程中受不同因素的影响而完全或部分地丧失了决策权的迁移人 口
。

因此对于不同原因形成的强迫性移民又 可以有四种类型
:

移民
、

难民
、

奴隶和重新分布者 ( iE
o

h
e n b a u m

,

1 9 75 )
。

这里
,

爱诚博姆 ( iE hc en b a u m ) 仅仅考虑了社会因素 (当然也包括了经济因素 )
,

却并未包括环境因

素与政府干预行为的因素
。

在部分发展中国家
,

政府实行了有计划的移民政策
,

从而也同样形成了强迫性移

民
,

当然这部分移民可以归入重新分布者中
;

另外由于自然环境变化而造成的强迫性移民
,

则有可能是以难

民形式出现
,

也有可能以重新分布者的形式出现
。

本文试图根据引想迁移的原因
,

刻划国外强迫性移民的几种主要类型
: 1

.

政治性移民
; 2 环境移民

; 3
.

经济性移民
。

1 国外人口迁移概况

据考古学家发现
,

世界人 口迁移自史前就 已开始形成
,

大约发生在 4 万年以前
。

(马侠
,

1 9 94 )
。

然而
,

世

界历史上最主要的人 口迁移浪潮则是以 15 世纪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为起点的
。

学者们对世界人 口迁移

的阶段划分不尽相同
,

但总的来说
,

自 15 世纪以来
,

世界人 口迁移主要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迁移
。

第一次浪

潮主要发生在 15 世纪初到 19 世纪上半叶
,

主要是当时较为发达的国家以殖民的方式不断向外扩张
。

自 18 世

纪中叶开始
,

殖民国家将持续了长达三个世纪的向新大陆的移民推向了高潮
。

同时
,

又有大量黑奴被贩运到

世界各地
。

第二次浪潮主要发生在 19 世纪下半叶直到 20 世纪初
,

以欧洲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扩张为主要形式
。

第三次浪潮则发生在 20 世纪中叶以后
,

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到二战结束为止
。

由于战败国被遣返战

俘与平 民
,

以及许多民族国家的新建与独立
,

先后在欧洲和亚洲骤然呈现两个规模庞大的人 口迁移流
。

在当代
,

国际人 口迁移的规模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自 1 9 6 5 年以后
,

世界人 口迁移规模从 7 50 。万增加

到 1 9 9 0 年的 12 0 00 万
,

年平均增长率为 1
.

9写
。

然而
,

这种年增长率在各个阶段是不同的
:

在 1 9 6 5年到 1 9 7 5

年间
,

年增长率仅为 1
.

2 %
; 1 9 7 5 年到 1 9 8 5年间

,

年增长率上升到 2
.

2 % ; 而在 1 9 8 5年到 1 9 9。年间
,

年增

长率达到 了 2
.

6 %
,

甚 至于有 国外的学者认为二十世纪后半叶是
“

人 口 迁移的年代
” ,

( H an ia Z l ot n ik
,

1 99 8)
。

如果撇开这种快速的增长率不谈
,

1 9 9 0 年的国际迁移人 口占全球人 口的 2
.

3 %
。

但这种全球的人 口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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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率在地区之间的分布是不同的
:

发达国家的国际性移民约占其总人 口的 4
.

5 % ;而发展中国家仅占其总人

口的 1
.

6 %
。

当然
,

我们不能仅从这个迁移率来看国际迁移的状况
,

如果考虑总迁移人 口量的话
,

那么由于

2 9 9 0 年发展中国家的人 口 为 4 0
.

8 6亿人
,

而发达国家的人 口为 x 2
.

0 7 亿人 ( U n
it

e
d N

a t io n S ,
1 9 9 1 )

,

因此发

展中国家的迁移人 口将是发达国家的 1
.

2 倍
;
而且

,

国际迁移人 口在各大洲的分布也是不同的
:

澳洲的国际

迁移人口占迁移总人 口的 18 %
,

西亚接近 n %
,

北美地区为 8
.

6 %
,

而欧洲地区则仅约为 6 % ( U in et d ; N a -

t i
o n s ,

1 9 9 7 )
。

2 政治性移民

2
.

1 历史上政治性移民
“

政治性迁移
”

是指由于政治原因被迫引起的迁移
。

政治原因 比较复杂
,

诸如为躲避可能受到的政治迫

害
、

民族与宗教迫害
,

以及由于大规模战争
、

殖民掠夺
、

新兴国家的建立
、

屯军戍边 (保卫边疆 ) 或统治者

为维护统治地位而采取的移民措施等引起的人口迁移
,

都属于政治性迁移
。

在许多情况下
,

由于政治迫害
、

民族与宗教迫害通常都会伴以大规模战争
,

因此迁移人口通常会以战争难民或寻求避难者 ( as y lu m
一

se
e k er )

的形式出现
。

从古代部落之争
,

到两次世界大战
,

一直到当今的海湾战争
,

世界历史上无数次政治争端和战争都引起

了大规模的被迫性迁移人口
。

如
:

1 9 7 1 年俄国革命的胜利
,

使大约 1 50 。万的俄国贵族向西欧各国逃离 ; 而

奥匈帝国的崩溃和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兴起
,

使约 32 3 0 00 名亚美尼亚人为躲避政治迫害而逃离土耳其
。

历史上第三次世界性人 口迁移的浪潮主要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引起的
。

据估计第二次世界

大战中
,

大约有 1 0 00 万西欧国家的人迁走
,

约有半数以上来自于英国和意大利
。

仅在 1 9 3 5 年到 1 9 5 5年的

20 年间
,

迁移人 口总数可达 5 50 0 万人 ( G
.

J
.

L e
w is

,
1 9 8 2 )

。

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犹太人的迁移
,

一方面估计

有几百万以上的犹太人向欧洲其它纳粹国家以及美国迁移
,

另一方面大约有 25 万人在战前迁入 以色列
,

在

二战过程中又有约 5 万人迁进
。

自以色列龄 1 9 4 8 年成立以后
,

在 1 9 4 8一 1 9 6。年间
,

迁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

达到近 1 00 万
。

同样的
,

由于犹太人的迁入
,

使许多原先居住于 巴勒斯坦的其他民族的居民被迁出
,

如 90 万

阿拉伯人被驱逐
,

其中有 50 万名进入约旦
,

2 万名进入加沙地区
,

又各约 10 万人迁入黎巴嫩和叙利亚
。

同

时
,

在 1 9 4 1 年 6 月到 1 9 4 2 年 10 月间
,

仅苏联从其西部地区 向东迁移的人 口即达到 2 0 0 0 万人
。

二战刚一结束
,

战胜国就开始了遣返战俘和平民的活动
。

据统计
,

1 9 4 5一 1 9 5 6 年间
,

约有 31 1万 日本战

俘和 31 8 万 日本侨民被遣返 日本
。

前捷克斯洛伐克把约 2 34 万德国战俘和侨民遣送回德国
。

前苏联
、

波兰遣

返的德俘和平民为数更多
,

超过千万
。

前苏联 1 9 4 7 年还遣返约 3 万名捷克战俘
。

保加利亚 1 9 5 1一 1 9 5 3年间

遣返了 15 万名土耳其人
,

前南斯拉夫 1 9 5 3 年也遣返土耳其人 13 万名
。

希腊遣返意大利战俘 3 万
,

前南斯拉

夫遣返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共约万名
。

此外
,

前苏联和东欧各国也有大批人 口从德国和德国占领区返回祖国

(侯文若
,

19 8 8 )
。

同时
,

由于大量殖民地
、

半殖民地国家获得了独立
,

宗主国人 口大量返回本国
,

从而也带

来了大规模的迁移人 口
,

而且绝大部分的迁移人 口是以难民的形式出现的 ( u n i t de N at i on
s ,

1 99 7 )
。

如在非

洲中部国家不断发生的冲突
,

大批平民逃离家园
,

在国界附近暂留
。

1 9 9 1年前苏联解体时
,

大约有 1 0 00 万

前苏联人离开家园
,

同时造成了 5 4 0。 万到 6 5 0 0 万的前苏联人生活在非前苏联地区
。

海湾战争则使数十万原

先在此工作的外籍工作被迫迁离伊拉克
,

而这还不包括伊拉克人民向邻国的迁移
,

当然其中也带有宗教信仰

的冲突问题
,

如库尔德人与伊拉克的穆斯林信仰者之间的冲突
。

同样的
,

前南斯拉夫地区战争
、

索马里内战

等也引起了数以百万计人 口的迁移
。

作为政治性强迫迁移的一部分
,

宗教信仰的不同也往往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

如 1 9 4 7 年印巴实行分治后
,

巴基斯坦与印度之间出现了大规模的国际迁移
。

据印度 1 9 5 1 年的人 口普查资料反映
,

印巴分治后
,

总计约有

72 9
.

6 万名信仰印度教的原巴基斯坦人迁入印度
:

与此同时
,

约有 72 2
.

7万名信仰伊斯兰教的原印度人迁入

巴基斯坦
。

这就是说
,

随着巴基斯坦成为独立国家以后
,

印巴之间出现了 1 4 0 。 多万人人 口的国际间迁移流动
。

此外
,

由于 70 年代初孟加拉国成立
,

也引起大量国际移民在孟加拉国
、

印度
、

巴基斯坦之间的迁移流动
。

2
.

2 当今世界各国难民状况

所谓
“

难民
”

就是指
“

在国家体系中的一种反常规现象
”

( H ol b or n ,

1 97 5)
。

他们具有不确定的法律地位
,

与本国居民之间在经济收入上存在差别
,

返回家园时有困难
,

徘徊在国外政府为他们建造的住房 (即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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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 )中
,

存在着潜在的来 自于难以被确定的信仰压力等等
。

他们属于政治性强迫移民的一种
。

尽管这种形式

的移民早已存在于世
,

大量出现还是自二战以后
,

主要存在于亚洲
、

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
。

一般

而言
,

难民最初形成是与国内的政权斗争中由于经济发展
、

社会歧视
、

种族歧视
,

以及国际间发达国家对发

展中国家的资源
、

贸易及平等地位等因素有关
。

世界范围内的难民人 口在过去 30 年中持续增长
。

1 9 6 5 年全球仅有 20 。万左右的难民
,

之后逐步上升
,

特

别是在 1 9 8 5 年到 1 9 9 0 年之间
,

全球难民人数急剧增加
,

从 1 9 8 5 年的 1 0 5 0 万人增加到了 19 90 年的 1 49 0 万

人
,

约占 1 9 9 0 年全球总迁移人 口的 1 2
.

4 %
。

于 1 9 9 3 年达到最高点
,

约为 1 8 29 万人
。

在 90 年代初
,

通过国

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

部分长期争端得以解决
,

并使已形成的难民逐步返回家园
,

因此国际难民人数逐步降低

到 1 9 9 6 年初的 1 32 0 万人
。

世界各地难民分布的大致情况请见下表
:

198 1一 1” ` 年难民在各地区的分布 (比例 )

地 区 1 9 8 1 年 1 9 8 5 年 1 9 9 0 年 1 9 9 5 年 19 9 6 年

外洲
· · ·

… …
4 4

.

6 2 8
.

0 3 0
.

9 4 6
.

6 4 3
.

0

亚洲
· · ·

… …
2 7

.

7 4 7
.

7 4 5
.

6 3 4
.

6 3 3
.

8

欧洲
· · ·

… …
7

.

2 6
,

5 5
.

4 13
.

0 1 5
.

9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 区
·

…
2

.

4 3
.

7 8
.

1 0
.

7 1
.

0

北美
· · ·

… …
14

.

5 13
.

1 9
.

4 4
.

7 6
.

0

大洋洲
· 、

… …
3

.

6 0
.

9 0
.

7 0 4 .0 3

总计 ( 百万 )
· ·

…
8

.

2 1 0
.

5 1 4
.

9 1 4
.

5 1 3
.

2

资料 来源
: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M ig r a t i o n a n d D e v e lo p m e n t ,

T h e e o n e i s e R e p o r t 》 ,

U n i t e d N a t i o n s ,

N e w Y o r k
,

1 9 9 7

由上表可以看出
,

难民在世界各地的分布是不同的
。

据估计
,

非洲地区在 1 9 9。 年国际迁移数量约为 1 5 60

万
,

约占全球总迁移人 口的 13 %
,

但其中属于难民性质的约为 46 。 万人
,

约 30 %左右
。

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

努力
,

随着长期存在的争端与冲突的解决
,

部分难民已迁回原籍
。

仅 1 9 9 4 年
,

至少有 1 80 万名难 民迁回原国
。

到该年为止
,

已有至少 3 10 万名返回
。

但最近不断发生的新的冲突
,

如利比里亚内战
、

索乌里和卢旺达的种

族冲突等等
,

却又使大批平民沦为难民
。

在亚洲
,

1 9 9。 年伊朗与巴基斯坦国为 5 7 0。万阿富汗难民提供了避

难场所
,

尽管 1 9 9 3 年部分阿富汗难民开始陆续返回祖国
,

但长期不断的冲突使他们滞留在他国
。

在 1 9 9 2 年

的海湾战争中
,

伊朗同样也为大量的伊拉克库尔德难民提供了难民营 ( U in t de N at i o
ns

,
1 9 9 7 )

。

随着前苏联

和前南斯拉夫的解体
,

同样也产生了大规模的难民
。

在 1 9 8 7一 1 9 9 3 年间
,

德国接受了约 1 70 万来自华沙集团

的德国籍人
。

而在独联体成员国中
,

已存的难民数量大约从 1 9 9 0 年初的 80 万增加到了 1 9 9 6 年的 21 0 万
。

3 环境性移民

环境移民主要是指由于 自然环境恶化
、

自然灾害等原因引起的大规模人 口迁移
。

环境因素被认为是除了

政治
、

经济或社会因素之外
,

引起大规模人 口迁移的一个根本性因素
。

但环境性移民绝大部分是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
,

而且通常也是由于诸如经济收入的减少或不稳定等经

济因素的刺激而形成的 ( iB l s bor or w
,

1 9 9 1 )
。

从国际迁移的角度来看
,

直接或间接地由于环境因素而引起的

人 口迁移则较少 (S
u
hr ke

,
1 9 9 4 ; w oo d

,
1 99 6 )

。

在一些复杂的案例中
,

环境的改变可能会引起多方面的经

济基础的解体
,

从而引发强迫性移民
,

并有可能使他们成为另一种形式的难民 ( U in t
ed N at io

ns
,

1 99 7 )
。

因

此
,

从某种角度来说
,

环境性移民也可以归结为经济性移民
。

当然
,

形成这两种移民的最根本原因是不同的
。

在历史上
,

最著名的环境性移民是十八
、

九世纪中爱尔兰地区 由于鼠疫的泛滥
,

导致粮食短缺而形成大

量人员向外迁移
。

从 1 8 4 1 年的 65 2
.

9 万人减少到 1 9 0 1 年的 3 22
.

2 万人
,

50 多年中减少人 口过半
。

由于经济

活动人 口严重匾缺
,

爱尔兰的耕地大量荒芜
,

农产品减产
,

牲畜头数减少
,

国内市场缩小
,

经济萎缩
。

这种

直接影响是严重的
,

但对其后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则更具有破坏性
。

据估计
,

后期间接地受经济因素的影响而

引起的人 口迁移也可能达到数百万人
。

到 1 9 6 1年
,

爱尔兰人口 只有 2 82 万人
,

而在海外生活的爱尔兰人却达

到了 1 6 0 0 万
,

相当于国内人口的 5
.

67 倍
。

由此可以看出
,

尽管环境因素是最主要
、

最根本的因素
,

但直接

引起这种迁移的原因则是由于环境的恶化
,

导致经济的萧条
,

从而更进一步刺激迁移流的扩大
。

由政府组织的有计划的迁移案例较少
,

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

而发达国家几乎没有
。

成功的由政府组

织的有计划移民工程的典型案例是
,

印度尼西亚政府为了解决爪洼岛地区及其邻近岛屿人 口过分拥挤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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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地区人 口稀少的矛盾
,

采取各种优惠措施
,

鼓励人 口 由爪洼地区向边远岛屿迁移
。

从本世纪 60 年代
,

印尼

政府将岛上的 2 3 0 。 万人口分散安置到 15 个省的 25 0 个农村地区
,

实现了人 口在空间结构上的合理分布
。

自 1 9 4 4 年起
,

墨西哥政府为治理蝴蝶河 (帕帕罗派河 ) ( aP aP loa aP n iR ve
r ) 常年的洪水泛滥

,

开始研究

在该河盆地处建筑一个防洪大坝的可行性
。

通过三年的研究
,

直到 1 9 4 7 年才逐步开始进行治理该河的准备

工作
。

坝区总面积为 4 6 5 1 7 平方公里
,

其中涉及被淹没地区的居民人数约为 22 0 00 人
。

这些居民都被有组织

地转移到了附近的四个小城镇
。

但许多研究表明
,

尽管这种有组织的迁移最终并未引起移民的回迁现象
,

但

由于它本身杂夹着各种利益
、

乃至于种族的冲突
,

而引起迁移后文化
、

经济等方面的不融合性
,

因此从一定

意义上说
,

这次迁移是由政府组织的有计划的政策性移民中并不完全成功的典型案例 ( A rt H an se n e t C ,

1 98 2)
。

在南非
、

安哥拉等非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着作为政府组织的有计划的人 口迁移工程
。

但同样的
,

由于存在着文化
、

种族的差异
,

这种移民的案例也都是不成功的 !

尽管自然环境是影响人 口迁移的重要原因
,

但随着人类生产水平的提高和对自然适应
、

预报和控制能力

的增强
,

自然环境因素对人 口迁移的影响作用正在减弱
。

而作为政府组织的有计划的迁移
,

有些是成功的
,

也存在着更多的失败的案例
,

因此
,

对于这种类型的迁移
,

只有在经过深入研究
,

制定合适的迁移政策与迁

移方式的基础上
,

才能保证最后的成功
。

这种政策与方式
,

不仅包括了迁移前的劝导工作
,

迁移过程的安置

工作
,

还包括了迁移后的各种文化与经济因素的建设工作
。

这里
,

之所以将文化置于经济工作之前
,

是因为

在一般情况下
,

政府或决策者们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仍是经济问题
,

而通常忽略文化背景的差异而导致文化融

合性差
,

使移民在迁入地的生活与发展受到影响
。

我国政府所组织的三峡移民工程
,

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

项计划性移民
,

因此必须注意到文化因素
,

特别是对各地习俗的不同所带来的各种岐视与不和睦现象
,

更应

该寻求一个妥善的方式来解决 !

4 经济性移民

在迁移的决策过程中
,

经济性因素总是潜在迁移者所考虑的主要因素
,

因此在当今世界的迁移人群中
,

经济性移民占据着非常大的比重
。

同时
,

由于这部分移民对全球以及各迁入国与迁出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

文

化交流
、

人 口性别年龄结构和人 口 的科学文化素质等方面都起着很大的影响作用
,

因此各国政府在制定与实

施人 口迁移政策时
,

总是结合了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

特别是对移民在技术
、

知识结构等方面的要求也

就更严格了
。

由于很难划分经济性移民在迁移决策过程中的自愿程度
,

因此在区分移民中哪些是强迫性的经济移民

就比较困难
。

这里主要介绍两种当今世界最主要的经济性移民
:

国际劳工迁移和国际间的非法移民
。

当然
,

这两类移民并不能完全代表当今世界上的全部移民状况
。

在世界移民浪潮中有较大一部分移民是通过正常

渠道
,

永久进入迁入国
,

而且他们也受各种移民政策的保护
。

尽管这类移民中的绝大部分都是经济性移民
,

但限于篇幅
,

本文不准备予以详细的阐述
。

4
.

1 国际劳工迁移

世界劳动力市场大约于本世纪四五十年代初形成
。

在这之前
,

经济性移民除了一般的战士或牧师为其自

身利益或殖民主义的需要而进行的迁移外
,

最著名的
“
人 口转移

”
可能就是 自 16 世纪到 19 世纪中叶间的非

洲黑奴的贩卖活动
。

根据有关史料的统计
,

在 16 世纪到 18 世纪中叶
,

非洲濒临大西洋沿岸的地区就有大约

1 2 0 0 万的非洲黑奴被欧洲殖民者当作奴隶贩运到海外
,

临近印度洋的地区约有 3 00 万黑奴被贩卖
。

英国人 口

学家卡尔一桑德斯估算
,

1 7 5。 年和 1 6 5 0 年相比
,

由于
“

贩运黑奴
”

的结果
,

非洲丧失人 口 5 00 万
,

1 8 0 。年

比 1 7 5 0 年丧失 5 00 万
,

结果使非洲 人 口 占世界人 口 的比重 降低
,

从 1 6 5。 年的 18
.

34 %降到 1 7 5 0 年的

1 3
.

5 %
,

并放 1 8。。 年降到 9
.

93 %
。

而在 18 年纪到 19 世纪之间
,

非洲人口的比重继续由于贩运黑人奴隶而

降低
,

1 8 5 0 年降到 8
.

n %
,

1 9 5 0 年降为 7
.

46 % (侯文若
,

1 98 8)
。

因此在这三个多世纪的时间中
,

作为人类

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

其总量达到了将近 1 亿左右
,

其中 2 0 0。 万左右被运送到了美洲和大洋洲
,

1 0 0 0一 1 5 0 0

万人被运送到了南亚和西亚
,

另有 4 0 0 0 人在贩运途中死于饥饿
、

疾病
、

风暴和非人虐待 (乌巧沧萍
,

侯文若
,

1 9 8 7 )
。

在世界劳动力市场基本形成之后
,

也就是大约本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后
,

经济性移民主要是国际劳工的移

动
。

国际劳工是
“
国际劳工迁移者

” ( I nt er an
t io an l L a

b or M ig ar nt
s ) 的简称

,

是指那些为了工作或就业而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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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所在国家或者居住国家前往其他国家的国际迁移者
。

他们的迁移则被称为国际劳工迁移
。

他们并不以改

变国籍为迁移 目的
,

而是纯粹地以经济收入的增加为目的 (段成荣
,

1 99 8 )
。

近年来
,

随着世界各主要人 口迁

入国对永久性移民数量的限制
,

国际劳工迁移在国际迁移中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

国际劳工的移动方向

的变化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
:

第一个阶段是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在 70 年代以前向西欧和美国的迁移
。

到 70

年代末
,

流动在国际间的外籍工人
,

全世界约有 1 4 0。 万人
,

而当时在西欧的外籍工人约占全部外籍工人的

50 %
,

最多时曾经达到 8 00 一 1 0 0 0 万左右
。

而美国也是接受外籍工人较多的国家
,

经常拥有 3 00 万的外籍工

人
,

主要来 自邻近的拉美地区
。

第二阶段则是整个 70 年代
。

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爆发
,

发达国家

的经济陷入不景气状态
,

并纷纷制定出限制外籍工人入境和动员现有外籍工人出境的政策
,

从而使国际劳工

迁移的规模不断减小
。

第三阶段是 自 80 年代以来
,

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的逐步复苏
,

以及东南亚各国经济的

发展
,

发展中国家向外劳工输出呈现出数量逐步增大
、

迁入国方向多元化的趋势
。

据估计
,

经过最近几十年

的发展
,

国际劳务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
,

目俞每年全世界的劳务贸易总额已经达到了 1 2 0 0 0 亿美元
,

每年的

国际劳工迁移达到 2 0 0。一 2 5。。 万人次
;
到 90 年代初

,

许多国家如德国
、

法国
、

英国等的国际劳工数量都超

过了 10 0 万人
,

法国和德国甚至高达 4 00 万人
。

从迁入国际劳工在本国就业中所占比例看
,

法国
、

德国等大

国 已达到了 7 %至 8 % 的水平
,

相对较小的国家
,

如瑞士已经达到了 30 %
。

而整个海湾地区
,

国际劳工在本

国就业总量中的比例高达 60 % 以上
,

在沙特阿拉伯
,

这一比例甚至于高达 79 %
。

由此可见国际劳工在这些 国

家的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
。

而且随着当今世界经济正在朝着
“

全球比
”

方向的进一步发展
,

各国对

国际劳工的需求和供给都会有所增加
,

这将对各国的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产生深刻的影响
。

自进入 80 年代以来
,

尽管主要的劳工输出国仍然是原先的亚非拉等一些发展中国家
,

但世界范围内国

际 劳工的迁入国分布则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

( l) 除了西欧大部分工业化国家
,

如英国
、

德国
、

法国等仍是接

纳外籍劳工的主要国家之外
,

中东欧地区各国制定了针对外籍工人的一系列岐视性政策
。

如捷克和斯洛伐克

由于政治动荡
,

使在该地区的外籍劳工人数迅速下降
。

在 1 9 9 0年之前
,

捷克斯洛伐克所接纳的从安哥拉
、

蒙

古
、

波兰和越南等国迁入的劳工人数在 1 00 0 00 人左右 ; 到 1 9 9 2 年年中时
,

该地区的外籍劳工人数仅剩 15

00 0 人
。

在匈牙利
,

1 9 9 2 年时仅有约 10 万外籍劳工
,

其中 5万人是非法移民
。

同时
,

据估计
,

在俄罗斯大约

有来 自前苏联其他地区和中国的 30 一 50 万外籍劳工
。

( 2) 尽管澳大利亚
、

美国和加拿大三国的移民政策发生

了较大的变化
,

但仍有大批高级科技人员流向这几个发达国家
。

如美国自 1 9 9 0 年以后
,

每年大约仍有 5
.

4 万

到 14 万的人员流入
;
加拿大在 1 9 8 1 年时所拥有的外籍员工人数仅为 1 1

.

55 万人
,

到了 1 9 9。年迅速增加到

34
.

78 万
;
同样的

,

澳大利亚的外籍员工的迁入与该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存在着显著的同步性
。

( 3) 对于拉美

及加勒比海各国来说
,

在近三
、

四十年中劳动力的迁移与难民的迁移混杂在一起
,

数量也逐步增加
,

这最主

要是得益于 1 9 7 3 年该地区各国共同制定的卡特吉那协议 (C 盯 t
ag en

a
A g r

ee m en t )
。

该地区的国际劳工迁移以

地区内部各国间的迁移为主
。

(4 ) 80 年代中期以前
,

由于石油价格的下滑
,

西亚各石油产出国不得不制定各

种政策来保护国内劳动力的就业市场
,

从而使外籍劳工的数量明显减少
。

尽管 80 年代中期以后有所回升
,

但

这种增长趋势又被海湾战争的爆发而迅速下降
。

而且
,

有越来越多的外籍劳工向低技术服务项目集中
。

( 5)

在东南亚
,

由于经济发展状况良好
,

从而使该地区的日本和几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如新加坡
、

马来西亚等吸引

了大批的外籍劳工
。

仅日本就接纳了约 1 30 万的外籍劳工
,

其中可能有 30 万的非法移民
。

但在东南亚地 区发

生金融危机之后
,

该地区的外藉劳工已明显减少
。

( 6 ) 非洲地区由于连年的战争以及对外籍劳工的限制政策
,

因此主要迁入国集中于该地区中部的几个国家
,

如刚果
、

南非和津巴布韦等
;
对其他各大洲的劳工并没有形

成吸引力
,

从而使该地区从洲际迁移来说
,

几乎都是净迁出国家
。

( u in t
de N at i o n s ,

1 9 9 7)

.4 2 国际间的非法移民

目前
,

由于许多发达国家在移民政策进行了调整
,

以致于逐步形成了大量的非法移民 ( U dn co
u m en

t de

M i gr an t )
,

而且正 日趋增多
。

这一现象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

非法移民在国际迁移中大量存在
,

其中

许多是由于不满足于现时的生活条件待遇而又无合法手续进入迁入国的人 口
,

应属于经济强迫性移民
。

这部

分人 口多数来自于发展中国家
,

、

尽管在迁入国的生活条件与待遇可能是最低层的
,

而且可能与其它地区
“

难

民
”
的生活条件几乎相同

;

但相对于迁出地而言
,

这些移民对迁入国的生活条件感到更为满意
。

这种现象的

出现
,

一方面与迁入国的迁移政策有关
,

另一方面则源于迁出国与迁入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的巨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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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

非法移民的数量比较难以估计
。

尽管如此
,

许多国际机构仍然对此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

据估计
,

80

年代全世界的非法国际移民人数在 1 4 50 万人以上
。

他们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流向
:

一个流向是由亚洲
、

非洲
、

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流向欧美发达国家以及少数富裕的发展中国家 ; 另一个流向则是从一些发展中国家

流向另一些邻近的发展中国家 (段成荣
,

19 98 )
。

同时
,

非法移民的分布模式在国与国之间
、

地区与地区之间

都存在着差异
。

例如
,

在非洲和拉美地区
,

由于国界线较长
,

而且种族混住在一起
,

因此这些非法移民通常

和难民
、

流民混杂在一起
。

相反在亚洲
,

非法移民与合法迁移者交织在一起
,

有时甚至于被接纳国默许
。

据

估计 90 年代初
,

大约有 30 万的非法移民居留在日本国内
。

当前欧洲的非法移民是与政治避难者有着密切联

系的
,

由于中东欧地区的战乱
,

许多人 口涌向西欧以寻求避难
,

但出于政治原因而未被接受
,

从而沦非法移

民 ( U in et d N at io n s ,
1 9 9 7 )

。

当然
,

当今世界最为著名的案例则是发生在墨西哥与美国西南部的几个州之间

的非法移民
。

美国政府每年为了防止墨西哥的数十万非法移民入境
,

不得不在漫长的边界线上增派武装警

察
。

由于迁移本身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人类活动
,

本文仅对主要的几种强迫性移民作一般性的介绍
,

仍有许多

问题并未涉及
。

此外
,

在本文中已提及的有关问题仍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

以便能为今后政府在制定迁

移政策时提供更有益的依据与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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