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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是众多合作者和贡献者在编辑们的指导下通力合作的成果。《世界移民报告2020》项目从

2018 年 5 月开始，于 2019 年 11 月由总干事在第 110 届 IOM 理事会正式发布后结束。

文中所述的发现、阐释、结论和建议不一定反映 IOM 及其成员国的观点。

报告中涉及的任何指称与材料均不代表 IOM 对任何国家、领土、城市或区域的法律地位，或其

主权、领土边界等问题的意见。 

我们已尽全力，包括通过数据核实，以保证报告中引用数据的精确性。对于可能遗留的数据错

误，我们深表歉意。除非另外指出，此报告不涉及 2019 年 6 月后的数据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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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IOM 提供客观和权衡性的全球移民描述的责任从未如此重要。移民不仅具有很高的政治影响

力，而且经常受到热议，其迅速传播虚假信息以影响公众话语的能力也有所扩展。

二十年前， IOM 发布了第一份《世界移民报告》，以提供有关全球移民趋势和问题的权威解

释。随着 2000 年首次报告的发布，该系列报告已迅速成为 IOM 的旗舰出版物。

早期的《世界移民报告》是围绕特定主题而编写的，他们深入探讨了诸如劳动力流动、移民福利

和移民沟通等主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意识到移民问题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却被忽视了。

时代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现在，移民是一个与国家、区域和国际各层面的人权、发展和地

缘政治相互关联的最高等级的政治议题。因此，IOM 对旗舰系列也进行了提升，以确保世界移民报

告真正成为一份强调世界性的移民报告。

为了给公众辩论提供更具战略意义的贡献，我们对该系列进行了改进。我们加强了与学者及应用

型研究人员的合作伙伴关系，以便从他们丰富的专业技能和知识中获益。鉴于 IOM 在数据收集和分

析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我们对《世界移民报告》的内容和结构进行了更改，以增加其对全球

移民的证据基础的效用。

《世界移民报告 2018 》在 IOM 所有出版物中下载数量最多。它显然满足了为移民问题复杂性提

供权衡性理解的需求，以易懂的方式提供了最新的全球数据和信息，并探索和解释了复杂且正在显现

的移民问题。

作为联合国移民署，IOM 有责任揭示人口流动的复杂与多样。此报告也认可了 IOM 所一贯强调

的基本权利和为最需要帮助的移民提供支持的使命。这与 IOM 向流离失所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领

域尤其相关，包括气候事件、冲突与迫害，或者是那些在危机中陷入困境的人。

同样地， IOM 继续致力于为成员国在政策制定与评估过程中利用各种形式的数据、研究和分析

提供支持。实际上，这种支持也反映在 IOM 的章程中，章程强调对移民研究的需求为该组织职能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世界移民报告》则是这一重要职能的核心组成部分。

在这一对迁移与移民的关注度和活动日益增加的时代，我们希望 2020 版的《世界移民报告》能

够成为您的重要参考。我们希望它能帮助您在不确定的时期了解这一备受关注且十分活跃的话题，并

在相对平静的时期促进您对这一话题的反思。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您能从报告中学到一些新的知

识，这些知识能够为您自身的工作提供信息，无论是在学习、研究和分析、政策制定、沟通或移民实

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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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综述：在不确定性与日俱增的时代下透视

移民与流动性1

引言

关于移民和流动性的长期且不断增长的证据表明，移民在很大程度上与更广泛的全球经济、社

会、政治和技术变革相关，而这些变革正影响着广泛的高优先级政策问题。2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

深，这些变革越来越多地塑造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包括我们的工作场所、家庭、社会和精神生活。

由于远程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从世界各地获取信息、商品和服务。

与此同时，还有一种感觉是，我们正处于一个相当不确定的时期。许多评论员对在两次世界大

战刚结束时建立的全球政治秩序各方面的稳固性提出质疑，包括与联盟和共同利益相关的稳固性。3 

其他人则称现在为“愤怒时代”，将当前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和不满情绪归结到对“逻辑”和“自

由理性主义”的主导和不懈的关注，而这种关注则以牺牲情感反应为代价。4 

在这种背景下，这份世界移民报告侧重于对过去两年间移民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并着重提供

考虑到历史与当代因素的分析。其中，历史分析承认移民和流离失所发生在更广泛的长期的社会、

安全、政治和经济环境中；当代分析则认识到我们正处于深刻的全球变革之中，而由此产生的日常

生活变化正影响着移民发生与被探讨的当前环境。 

移民领域发生了什么？ 

自2017年底发布《世界移民报告2018》以来，过去两年移民领域发生了很多变化。5 世界见证

了全球范围内的历史性变化，联合国会员国聚集在一起，最后确定了关于迁移和流离失所的国际表

现形式的两项全球契约：《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 Global Compact on Refugees）和

《难民问题全球契约》（ Global Compact for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契约的最后确定

是各个国家、国际组织、公民社会组织和其他行动者（如私营组织）数十年来努力改善国际移民治理

1 Marie McAuliffe，国际移民组织移民政策研究部主任；Binod Khadria，尼赫鲁大学教授。 
2 例如见Castles，2010；Goldin、Cameron 和 Balarajan，2011；Koser，2016；Triandafyllidou，2018。 
3 Ikenberry，2018；Stone，2016。 
4 Mishra，2017。 
5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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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在各国致力于制定契约的几年中，6大量的对话、工作坊、磋商和会外活动在国际、区域、

国家和地方层面举办，这些活动通过更深入地理解迁移的好处及其可能带来的挑战，使不同的移

民“现实”得以共享、许多领域的共同利益得到扩展。因此，契约的达成建立在多年来对这两项契

约涉及的关键问题的参与基础之上。

不幸的是，过去两年发生了一些重大的迁移和流离失所事件，造成了巨大的苦难、创伤以及生

命的损失。最严重的是数百万人因冲突而流离失所（如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内外、也门、中非共和

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南苏丹）、极端暴力（如被迫在孟加拉国寻求安全的罗兴亚人遭受的暴力）

或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动荡（如数百万委内瑞拉人面临的情况）。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环境和气候变

化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如有计划的迁移/重新安置和流离失所），包括为应对气候变化更广泛影响而

产生的全球协作和国际政策机制的一部分。7在2018年和2019年，气候和天气相关灾害引发的大规模

流离失所在全球许多地方发生，包括莫桑比克、菲律宾、中国、印度和美利坚合众国。8 

我们也看到国际移民的规模随着最近的趋势而增加。据估计，全球国际移民数量接近2.72亿，其

中近三分之二是劳务移民。9 全球移民数量仍然只占世界人口的一小部分（3.5%），这意味着全球绝

大多数人（96.5%）居住在他们出生的国家。然而，国际移民的估计人数和比例已经超过对2050年的

一些预测，即全球移民数量达到2.3亿，占世界人口的2.6%。10 此外，众所周知的，国际移民的规模

和发展速度出了名的难以精确预测，因为这与紧急事件（如严重的动荡、经济危机或冲突）以及长

期趋势（如人口变化、经济发展、通讯技术的进步和交通便利程度）紧密相关。11我们还从长期数据

中得知，国际移民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并不统一，而是受经济、地理、人口和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形成

的独特的迁移模式，例如多年来发展形成的移民“通道”（详细信息请参阅报告第三章）。最大的

移民通道往往是从发展中国家到更大的经济体，例如美国、法国、俄罗斯联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和沙特阿拉伯。这种模式可能在未来多年仍将保持不变，尤其是随着一些发展中次区域和国家的人

口预计在未来几十年会增加，而这将为后代带来移民方面的压力。12 

报告第一部分关于迁移与移民的数据和信息要点概述如下。报告中提供了进一步的信息和讨论。

6 各国承诺在2016年《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中有明确表述（联合国大会（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UNGA），2016）。 

7 关于该问题的详细讨论，请参见报告第九章。

8 关于全球及区域迁移数据和信息的讨论，请参见报告第二章和第三章。

9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简称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

2019；国际劳工组织（ILO），2018。 
10 例如，参见国际移民组织（IOM），2003。 
11 世界经济论坛（WEF），2019；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03。 
12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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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要点：关于移民与迁移的数据和信息

2019年全球国际移民数量：2.72亿（占世界人口的3.5%） 
• 52%的国际移民为男性，48%为女性。

• 74%的国际移民处于工作年龄（20-64岁）。

印度继续成为国际移民的最大来源国

• 印度居住于国外的移民人数最多（1750万），其次是墨西哥和中国（分别有1180万和

1070万）。

• 最大的移民目的地国仍是美国（5070万国际移民）。

移民工人数量在高收入国家略有下降，而在其他国家有所增加

• 2013至2017年间，移民工人数量在高收入国家略有下降（从1.123亿到1.112亿），在中
等偏高收入国家的增长幅度最大（从1750万到3050万）。

• 在全球范围内，2017年，男性移民工人的数量超过女性移民工人2800万；其中，男性
移民工人9600万（58%），女性移民工人6800万（42%）。

2018年，侨汇金额增长至6890亿美元 
• 前三位侨汇汇入国是印度（786亿美元）、中国（674亿美元）和墨西哥（357亿美元）。

• 美国仍然是最大的侨汇汇出国（680亿美元），其次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440亿美元）
和沙特阿拉伯（361亿美元）。

2018年，全球难民人口2590万 
• 2040万难民受联合国难民署（UNHCR）托管，550万难民受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

救济和工程处（UNRWA）托管。

• 52%全球难民人口的年龄在十八岁以下。

因暴力和冲突产生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达到4130万 
• 这是自1998年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开始监测以来的最高人数记录。

•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610万），其次是哥伦比亚（580万）和
刚果民主共和国（310万）。

2018年，全球无国籍人员数量为390万 
• 孟加拉国的无国籍人员数量最多（约90.6万），其次是科特迪瓦（69.2万）和缅甸（62

万）。

关于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报告第二章。章节中概述了上述估计数字的来源和日期。 

《世界移民报告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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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模式因地区而异

• 出生于非洲、亚洲和欧洲的大多数国际移民居住在其出生区域内，而大部分来自拉
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和北美洲的移民居住在其出生区域之外。在大洋洲，2019年区
域内移民和居住在区域外的移民数量大致相同。

• 一半以上国际移民（1.41亿）居住在欧洲和北美洲。

移民已经成为一些国家人口变化的决定性因素

• 区域内移民一直是赤道几内亚等一些非洲国家人口变化的重要因素。

• 劳务移民造成了人口的重大变化，尤其是在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成员国；除阿
曼和沙特阿拉伯外，移民在GCC国家的人口中占大多数。

流离失所仍是一些地区的主要特征

•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土耳其分别是全球最大的难民来源国和接纳国，（产生和接
纳难民的）人数分别670万和370万。加拿大成为最大的难民重新安置国，2018年重
新安置的难民数量超过美国。

• 2018年，菲律宾新增灾难流离失所人数最多（380万）。

• 截至2019年中期，约有400万委内瑞拉人离开了他们的国家。2018年，委内瑞拉玻利
瓦尔共和国是寻求庇护者的最大来源国（超过3.4万人）。

关于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报告第三章。章节中概述了上述估计数字的来源和日期。

移民研究和分析产出依然较高

• 与移民相关的学术出版物持续增加，过去两年发表了有史以来最多的学术成果。国
际组织在广泛的移民问题上有大量产出。

• 移民方面的学术成果以目的地国家的观点为主，尤其是与欧洲有关的观点。对选定
期刊作者主要从属关系的地理比较表明，大多数作者来自发达国家的机构。

关于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报告第四章。章节中概述了上述估计数字的来源和日期。

是移民在改变，还是关于移民的描述在改变？ 

从上面的讨论和突出要点可以看出，近年来，虽然不能用“地震级”来描述，但移民发生了增

量变化，如移民和流离失所的总体规模。准确地说，随着经济增长和改革、贸易自由化和长期稳定

带来机会的进一步实现，现存的迁移模式似乎有所加深。也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虽然国际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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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般概念似乎简单明了（例如新闻媒体所描述的），但其复杂性正变得更加明显。13 如何概念化

移民和流动问题一直是许多学者和决策者关注的焦点。14 最近，一些人呼吁重新思考，强调“移

民”这一相当固定的观点所导致的日益增长的反常现象（参阅下方文本框，了解 Ronald Skeldon 教
授近期关于该主题的论文）。

重新思考国际移民、国内移民、流动与城市化 

移民被视为人口变量中问题最多变量。不同于定义一个人一生的独特生死事件，移
民可能是多重事件，其度量完全取决于在时间和跨空间维度上如何定义它。

……

尽管在移民数据收集中存在着各种固有问题，但近年来取得了重大进展。最初由萨
塞克斯大学开发、现在由联合国人口司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进一步扩展和维护的世

界“来源地-目的地”数据库的汇编为更精确地衡量全球人口迁移提供了框架。a 这些数

据表明，约3%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出生国家或领土以外，且这一比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没有发生显著变化……随着境内、国际移民制度的发展和变化，它们之间的连接性质也

随之演变……其他形式的短期流动主要来自城市文化和经济体。

……

认为大多数人不会移动或固定在特定位置的想法可能很有吸引力，但却是错误的。
流动性是所有人口的固有特征，除非有限制或控制流动的具体政策或其他因素。因此，
一些民族似乎比其他民族更多地移动，并且以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方式移动。这种移动似
乎与每个国家的发展水平紧密相关，而反过来，发展水平又与每个国家的人口分布相关。
尽管在测量国内移民时存在如上所述的所有困难，在构建分析模型以进行跨空间比较方
面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a  Parsons等人，2007；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5。 
节选自Skeldon，2018。 

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移民的日益复杂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有更多

关于迁移和移民的可用信息。我们知道更多关于谁迁移、人们为什么迁移、他们迁移到哪里以及如

何迁移的信息，尽管可能程度不如我们所愿。但更明显的是，更广泛的“复杂性”问题适用于全球

发生的许多变化。下面文本框中突出显示的一些具体问题，已由本报告第二部分的专家深入研究和

分析。

13 Czaika 和 de Haas，2014；De Witte，2018；Hall 和 Posel，2019。 
14 Faist 和 Glick-Schiller，2009；Hochschild 和 Mollenkopf，2008；King，2012。 

《世界移民报告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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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要点：复杂与新兴移民问题

• 移民对来源地及目的地国家和社区做出了重要的社会文化、公民政治和经济贡献，

包括在许多部门中成为重要的变革推动者（第五章）。

• 与本地人相比，迁入移民的创业活动往往更加频繁。在美国等国家，移民对创新做

出了不成比例的巨大贡献（第五章）。

• 移民在接纳地社会的融入与各种互相依存的社会和政策领域相关。一个政策领域的

融入结果将很可能影响到其他领域，包括语言、教育、劳动市场融入、家庭团聚、

政治参与和入籍（第六章）。

• 移民与健康之间存在动态而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远远超出了危机事件的范畴。移

民可能导致更大的健康风险，但也可能与健康的改善相关，特别是对于那些在灾难

中寻求安全的人们（第七章）。

• 虽然大多数移民儿童作为家庭单位的一部分通过安全的移民程序进行迁移，但许多

其他移民儿童缺乏免受伤害的有效保护，并在其迁移的所有阶段都面临着人权被侵

犯的情况（第八章）。

• 全球对儿童移民总数的最新估计约为3100万。其中，难民儿童约1300万，寻求庇护

儿童93.6万，另有17万儿童在自己的国家内被迫流离失所（第八章）。

•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极端天气事件的数量和频率正在上升，这预计将越来越多地

影响移民和其他形式的迁移。虽然环境和气候变化导致的人口流动通常被限定在保

护和安全的框架内，但将流动性理解为适应，使移民能动性成为应对方程的一部分

（第九章）。

• 移民身份能显著影响移民应对危机的能力。灵活的移民和签证政策有助于移民保持

自身安全，并从危机的影响中恢复过来。返回是一个选项，但不一定是最主要的应

对选项（第十章）。

• 在过去两年中，全球移民治理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包括联合国移民网络和关于难

民和移民问题的两项全球契约的形成。尽管这两项全球契约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

他们在持续性国际合作和承诺方面几乎代表了全球共识（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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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缘）政治、社会、环境和技术领域，变化的速度前所未有，对此，一些分析家和评论家

因此创造或使用了诸如“加速时代”15 、“第四次工业革命”16 和“变化的时代”17 等词语。人们

普遍认识到世界变化的速度有多快，而且变化的速度似乎比所有的预期和预测都快。与此同时，变

化正在导致意想不到的（和有害）的影响：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激烈动荡、幻灭与困惑的时代。不断加深的地缘政治紧张局

势正在改变国际关系，政治部落主义正在揭示国家内部的深层裂痕。指数技术的传

播正在颠覆人们对安全、政治、经济及更广泛领域长期以来的假设。18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政治领域的重大转变，尤其是通过新兴社交媒体和其他在线平台进行公民参

与方面，以及政治领导力的标准方面。例如，“阿拉伯之春”预示着政治舞台上人们发声方式和活

动家组织方式的显著发展。19 最近，我们对全球民主制度的分析和评论正在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

对（全球）治理、地缘政治和国际合作具有潜在影响。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治理的核心价值观正在

受到挑战的时代。一些政治领袖因个人利益无视共同利益，即使这些个人利益破坏了旨在促进整个

国家和人民进步、不因固有特点和信仰而排除或驱逐某些人群的法律、程序和体制，因此，公平、

责任、公正、平等、正义和廉洁的价值观正遭到严重破坏。20 正如我们在历史中所目睹的，持续

的、系统性的侵蚀可能扩展到对人权以及最终对社会内部人群的攻击。21 

作为当前变化的一部分，国际移民日益被武器化。它被一些人当作一种政治工具，通过利用社

区中可以理解的恐惧（这种恐惧源于变革步伐的加快和时代不确定性的增加），破坏了民主和公民

参与的包容性。22 一些领导人力图通过移民问题分裂社区，低估移民带来的巨大利益和好处，并且

坚定地忽视我们的移民历史。而且，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社交媒体被用来作为分离和两极分化的手

段，不仅在移民问题上，而且在某些时候，我们看到活动人士在网上部署“部落策略”，试图用消

极和误导性的眼光来描绘移民。23 这些对国际移民不断变化的描述的基础是技术创新的应用，特别

是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然而，我们还必须回顾一下，移民的政治化并不新鲜，如下面文本框

要点所示。 

15 Friedman，2016。 
16 Schwab，2016。 
17 Mauldin，2018。 
18 Muggah 和 Goldin，2019。 
19 AlSayyad 和 Guvenc，2015。
20 Fotaki，2014。 
21 Rawnsley，2018。 
22 Ritholtz，2017。 
23 McAuliffe，2018。 

《世界移民报告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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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作为推动者和游戏规则改变者 

移民与科技、创新交织在一起，大量分析评估了国际移民如何支持（有时是限制）技术和知识的

转移，这种转移经常与投资、贸易流动相配合，在国家和社区之间建立历史、地理和地缘政治联

系。24 技术在整个迁移过程中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要，尤其是新的技术形式。例如，近年来，我们目睹

了移民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在迁移旅途中实时收集信息和建议；这一问题引发人们的关注，

有时甚至是担忧。ICT的应用，如应用程序分享最新信息，包括支持秘密过境，以及利用共同利益使

地理分散的群体相互连接的社交媒体平台的整合，已经引起了关于技术在何种程度上被用来支持非正

规移民、以及使迁移者免受移民偷运者和人口贩子虐待和剥削的有效质疑。25 由于越来越容易获得低

成本的新兴技术，移民还开发了各种应用程序，用以支持在接纳国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同时保

持与原籍国家庭与社会的社交联系和经济支持，包括通过越来越流行的“移动货币”应用程序。

移民与技术之间的其它联系也在移民辩论中有所体现。随着人工智能在关键部门逐步得到应用，

其对移民工人流动与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也成为移民原籍国与接纳国政策制定者及企业高度关注的

领域。26 

24 Burns 和 Mohapatra，2008；Kapur，2001；Khadria，2004。 
25 McAuliffe，2016；Sanchez，2018。 
26 McAuliffe，2018。 

政治的持久性问题：《世界移民报告2003》摘录a 

移民是一个突出的政治话题。过去十年来，一系列的事态发展证明了移民现象的政
治化：西方国家对于前苏联国家大量移民涌入和欧盟国家对于联盟每次扩大新成员国公
民入侵的担心；对移民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和社会动荡中所起作用的质疑；
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后的限制性政策和强烈反弹的对外来移民的反对；一些非洲国家
重新爆发的将国内危机归咎于移民的仇外情绪；以及一些政客利用移民问题来赢得选
举。所有这些例子都说明了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与流动性之间的紧密联系。因此，移
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成为具有心理、经济和公共关系含义的目标。

a  国际移民组织（IOM），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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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讨论也转向了区块链技术及其对移民尤其是对侨汇的影响，以及对数字身份和全球流动

性的影响。27 社交媒体技术也越来越多地影响着移民政治，社交媒体平台上激增的极右激进主义试

图影响政治辩论，并最终影响政治决策。28 

面对当前的巨大变化和不断增加的不确定性，《世界移民报告2020》力图利用现有数据、研究

和分析基础，致力于更细微深刻地理解当今一些最重要和紧迫的全球移民问题。就其本质而言，移

民的复杂动态永远无法被完全测量、理解和管理。然而，正如这份报告所示，我们确实拥有一个不

断增长和完善的数据体和证据，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移民的基本特征及其变化，并了解移民现

象发生与变化的背景。这一点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充斥着错误信息与谎言的公众辩论越来越能够

利用开放的“新媒体”平台的不断扩张来实现对迁移与移民的扭曲与误传。

《世界移民报告》系列

第一份《世界移民报告》出版于20年前，其构思起源于全球化的影响在世界许多地方、以多种

方式被感觉到的时候，最初作为一次性的出版物旨在增加决策者和普通大众对移民问题的了解。实

际上，第一份《世界移民报告》指出，其产生的部分原因是全球化对移民模式的影响，因此该报告 

“着眼于日益全球化的经济，它已导致许多国家涌入前所未有的新增人口”。29 报告强调了这样一

个事实，即移民虽然是一种“古老现象”，但作为经济和贸易进程更广泛的全球化转变的一部分，

移民进程正在加速，因为经济和贸易进程的全球化使得劳动力、货物和资本能够更广泛地流动。表

1汇总并对比了《世界移民报告2000》及当前报告版本的关键统计数据。对比显示，虽然（移民）

的某些方面保持相当稳定，如国际移民的女性比例和移民占全球人口的总比例，其他方面却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例如，侨汇预计从2000年的1260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6890亿美元，凸显了国际移民

作为发展动力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何移民是一个首要的全球问题，且联合国会

员国已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全球移民治理，特别是自 2000 年以来（参见本报告第十一章讨论）。

因此，国际移民组织（IOM）本身规模的不断扩大也不足为奇，其成员数量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显著

增加，从76个国家增加到目前的173个国家。还需注意的是，表1显示全球国际移民（增加约85%）、

难民（增加约80%）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增加约97%）有所增加；但与此同时，这些群体占世界人

口的比例仍然很小。

27 Latonero等，2019；Juskalian，2018。 
28 见报告第五章关于社交媒体平台如何转变有关移民的公众辩论。 
29 国际移民组织（IOM），2000。 

《世界移民报告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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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00年及2020年世界移民报告关键事实和数据 

2000年报告 2020年报告 

国际移民数量（估计） 1.5亿 2.72亿 

移民占全球人口的比例（估计） 2.8% 3.5% 

国际移民女性占比（估计） 47.5% 47.9% 

国际移民儿童占比（估计） 16.0% 13.9% 

国际移民占比最高区域 大洋洲 大洋洲

国际移民占比最高国家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移民工人数量 - 1.64亿 

全球侨汇金额（美元） 1260亿 6890亿 

难民数量 1400万 2590万 

境内流离失所者数量 2100万 4130万 

无国籍人员数量 - 399万 

国际移民组织成员国数量* 76 173 

国际移民组织地区办公室数量* 120 436+

来源：参见国际移民组织（IOM），2000年及当前版本报告。 

注：表中数据估计日期可能与报告发布日期不同（有关估计日期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报告）；有关区域细分，请参阅报告第

三章；* 表示该数据未包含在报告中，但当年数据存在； +  表示截至2019年10月28日。 

《世界移民报告2000》对移民政策和移民研究的贡献是及时的，其成功也预示了世界移民报告

系列的后续发展。从2000年起，IOM已经发布了十份《世界移民报告》（参见以下文本框）且此报

告已经成为国际移民组织出版的旗舰系列。它始终关注并致力于对移民问题进行以事实为依据的合

理分析，并因此增进决策者、实践者、研究者和大众对移民问题的了解。

2016年底，为确保《世界移民报告》能够最大程度地为基于事实的全球移民知识做出贡献，IOM 
决定完善该报告系列。现在，该系列的每个版本都有两部分，包括： 

• 第一部分：关于迁移和移民的关键信息（包括移民相关统计数据）；

• 第二部分：对日益复杂变化的移民问题进行均衡的、实证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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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报告从单一主题版本向两部分结构的转变是因为认识到移民研究、分析和出版方面的重大

变化，以及读者不同的期望和需求。对于那些想了解关键的移民事实和数据的人，第一部分汇集了

最新的信息和数据，方便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全球和区域层面的移民趋势、模式和进程的变化；而

对于那些可能正在从事（或研究）特定领域移民政策或实践的人，第二部分提供了对该领域复杂性

的深入挖掘。随着对移民问题的聚焦以及移民问题的复杂化，完善本系列亦是为了弥补单一主题报

告可能无法充分说明或体现更大范围内全球移民变化趋势的缺陷。

修改本系列报告进一步考虑的是为其“增值”的计划。对于IOM这样一个政府间组织和联合国系

统内的新机构而言，必须确保《世界移民报告》能够为公众提供切题、易懂、可靠、精确和合理的

信息与分析。避免重复和显著重叠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特别是考虑到在移民治理方面的最新贡献

（如“移民治理指标”）。通过这种方式，我们重新设计了《世界移民报告》系列，从而为移民决

策者提供面临复杂和新兴问题的战略分析，而不是描述或评估当前的移民政策和治理体系。该系列

报告是对其他著作的补充而非重复。

证据表明，修改后的系列报告成功地实现了预定的目标，得到了包括（IOM）成员国、移民

学者和普通读者在内的读者的积极响应。迄今为止，《世界移民报告2018》于2018年和2019年
的下载量较之前版本的持续增加是另一个令人鼓舞的指标。30 

30 报告第四章图6提供了《世界移民报告2018》和《世界移民报告2015》的下载统计信息。 

《世界移民报告2000》 

《世界移民报告2003：移民管理——迁移中人们面临的挑战及回应》 

《世界移民报告2005：国际移民的成本和收益》 

《世界移民报告2008：在不断演进的全球经济下管理劳动力流动》 

《世界移民报告2010：移民的未来：应对变化的能力构建》 

《世界移民报告2011：关于移民问题的有效沟通》 

《世界移民报告2013：移民福利和发展》 

《世界移民报告2015：移民和城市：管理人口流动的新合作》 

《世界移民报告2018》 

《世界移民报告2020》 

《世界移民报告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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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移民报告2020》 

在世界移民报告系列二十周年之际，本版报告在前一份2018版报告的基础上，提供全球和区域

层面的最新移民统计数据，以及对复杂移民问题的描述性分析。

第一部分，关于“迁移和移民的关键数据和信息”，包括的独立章节有关全球移民趋势和模

式，区域维度和发展情况，以及讨论学术界和包括IOM在内的各种不同组织对移民研究和分析的

最新贡献。这三章由IOM组织编制，主要根据IOM专家、实践者和世界各地官员基于各种相关组

织数据所作的分析。第二部分的七个章节由致力于移民研究的应用型和学术型研究人员撰写，涵

盖一系列“日益复杂变化的移民问题”，包括：

• 移民的社会贡献；

• 移民、融入和社会凝聚力；

• 移民和健康；

• 儿童和危机迁移；

• 移民和环境变化的适应性；

• 陷入危机的移民；

• 全球移民治理的最新发展。

尽管这些话题的选取必然是有选择的和主观的，但本报告第二部分的所有章节都与当今世界

关于移民的一些最突出和最重要的辩论直接相关。在决策者试图对与移民相关的复杂公共政策问

题做出有效、均衡和建设性的回应时，上述许多话题都是他们面临的核心难题。因此，（第二部

分）各章节旨在通过提供对关键问题的明确界定、对相关研究和分析的批判性概述以及对未来研

究和决策影响力的讨论，为当前和未来的政策思考及讨论提供信息。从提倡特定的政策“解决方

案”意义上讲，这些章节并不具有规范性，特别是当即时语境成为政策设置的重要决定因素时，

而是为了在激烈的辩论中提供有益信息和帮助。

第一部分 

　　第二章将对国际移民（存量）和国际迁移（流量）的全球数据与趋势进行概述，也将对移民

工人、难民、寻求庇护者、境内流离失所人员和无国籍人员在内的特定移民群体、以及侨汇进行

探讨。此外，本章引用了IOM的现有项目数据，特别是关于失踪移民、协助自愿返回与重新融

入、重新安置、流离失所者追踪和人口贩运的数据。虽然这些数据整体来说不具有全球性或代表

性，但能够为全球范围内IOM相关项目和行动中发生的变化提供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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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综述之后，第三章将从区域的角度讨论移民的发展。该讨论聚焦由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

务部界定的六个世界区域：非洲、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北美洲和大洋洲。对于

上述每个区域，分析包括：1.对相关人口（移民）关键统计信息的综述和简要讨论；2.根据由国际

组织、研究人员和分析人员提供的广泛数据、信息和分析，对区域移民的“主要特征和发展情况”进

行简要描述。为了说明六个区域内每个区域的移民模式、趋势和问题的多样性，本章将从次区域的

层面呈现六个区域的“重要特征和近期发展情况”。

关于移民问题，一大批学者、政府、政府间组织和智库已进行并出版了大量研究和分析成果。

第四章有选择性地概述了此类贡献，并更新了首次出现在《世界移民报告2018》中关于这一主题的

章节。概述聚焦学术界和政府间组织在2017年和2018年发表的移民研究成果，其中，政府间组织的

成果达到顶峰，其中一些是在审议《全球移民契约》期间为各国和其他行为者提供信息而产生的

（关于契约程序和结果的讨论，请参见报告第十一章）。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的首个章节（第五章）探讨了移民对目的地社区以及返回移民对来源地的历史和当代

贡献。从这个角度看，本章聚焦移民贡献的三个核心领域：社会文化、公民政治和经济。面对关于

迁移和移民经常被扭曲的讨论，人们可能忽略了移民以多种方式作出重大贡献的事实。对这一“事

实核查”的第五章强调了一个经常被忽视但很重要的主题，将分析置于全球对移民贡献的认可出现

新兴障碍的背景下。本章最后概述了对政策审议和进一步研究的影响。

第六章批判性地审查了移民在接纳地社会的融入问题，包括适应新的文化、习俗、社会价值和

语言。本章概述了与该主题相关的政策途径和术语的历史发展。这一章讨论了不同利益相关主体在

优化移民融入中的角色，以及与移民融入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政策设置的重要性，最后讨论了对政策

回应的含义。

人们通常只从危机的角度来考虑健康和移民问题，但两者之间的联系还有很多。第七章概述了

与移民和健康相关的关键问题，包括益处、脆弱性和恢复力。其次，本章审查了卫生系统的应对措

施和普遍做法，以及在移民和健康治理方面的差距。最后，提供了关于移民与健康的良好实践指南

以及全球议程的经验教训。

第八章讨论了移民儿童，这里探讨的迁移不是移民儿童在安全环境中伴随或跟随家庭迁移的传

统移民模式，而是不安全的迁移，例如，在没有家人的情况下通过非正规途径发生的迁移。本章采

用一种说明性的方法，详细阐述了儿童移民的不同类型，其驱动因素，以及与儿童移民数据有关的

问题。本章讨论了影响移民儿童保护的关键挑战，以及应对这些挑战的当前问题和相关政策的演

进。本章探讨了移民儿童面临的主要新兴挑战，并通过对政策和研究重点的思考得出结论。

《世界移民报告2020》 



14 报告综述：在不确定性与日俱增的时代下透视移民与流动性 

第九章概述了人类为应对环境和气候变化而进行的流动和适应，探讨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实证研

究。本章列举了来自不同生态区的各种适应行为案例，特别是在包括山区、旱地、沿海地区和城市在

内的气候变化威胁下的区域，提出了促进一种或多种适应性移民模式的不同策略。本章还概述了应对

环境和气候变化的流动性方面的国际政策框架，最后对研究、政策和实践提出了重点建议。 

第十章讨论了移民陷入的危机。本章列举了洪水、飓风、冲突、以及政治和经济危机等危机事

例，分析了当前的紧急援助和紧急保护应对机制，概述了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对不同类型移民面临

这种需求的应对措施及其有效性。通过《危机国家移民倡议》（ Migrants in Countries in Crisis Initiative），

它审视了在危机准备和危机后恢复中不同的背景、对策、差距和经验教训。本章概述了各国面临风险

和脆弱性状况的移民现有数据，并评估了现有数据与真实情况的差距，最后总结了应对措施的政策和

实践意义。

如标题所述，第十一章对《世界移民报告2018》中移民治理一章进行了更新，记录了自上次报告

以来两年中全球移民治理方面的主要进展。本章对两项全球契约的发展和采纳进行了描述性分析，简

要分析了它们的内容、趋同和分歧领域，评估了它们对全球移民治理框架的影响，以及对未来的影响

和实施方面的挑战。本章讨论了各国对于实施和审阅契约后续行动和进展的承诺，总结了支持《全球

移民契约》的体制框架变化，还思考了（契约的）长期问题及对未来的影响。

总体而言，面临日益增多的不确定性，这份《世界移民报告》的编写是为了加深我们对移民的各

种表现形式及其复杂性的总体理解。我们希望所有读者都能够从此版本报告中学到一些新的东西，并

在从事工作、学习或其他活动时借鉴报告中的内容。





第一部分 
关于迁移和移民的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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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和移民：全球概况 2 
《世界移民报告2020》 

1 
2 
3 

4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简称联合国经社部， UN DESA），2019a。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09。
参见，例如国际移民组织（IOM）《世界移民报告2003》（IOM，2003），该报告借鉴了联合国人口数据（联合国经社部，

2002）和IOM移民数据（IOM，2000）。

在本报告范围内，本章使用的统计数据截至2019年6月30日为最新数据，但国际移民存量数据除外，该数据在联合国经社

部（UN DESA）于2019年9月17日发布2019年修正版后纳入本章。

引言 

在关于移民的大多数讨论中，起点通常是数字。理解与全球社会和经济转型相关的规模变化、新

兴趋势和不断变化的人口统计特征，例如移民，有助于我们认识我们所处的不断变化的世界，并为未

来做出规划。当前的全球估算表明，2019年全球约有2.72亿国际移民，相当于全球人口的3.5%。1 首

先要注意的一点是，移民是世界人口中非常小的一部分，这意味着留在自己的出生国仍压倒性地占据

常态。而且，移民中的绝大多数人不会跨境迁移，更多的人在国内迁移（2009年估计有7.4亿国内移

民）。2 尽管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从数量还是比例来看，国际移民的增加都是明显的，而

且其增长速度比以前预计的略快。3 

绝大多数人出于与工作、家庭和学习相关的原因进行国际迁移，涉及的迁移过程基本不会对移民

或其进入的国家产生根本性挑战。相比之下，其他人则出于一系列令人信服的、有时甚至是悲惨的原

因离开其家园和国家，如冲突、迫害和灾难。虽然流离失所者（如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在所有移

民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小，但他们往往最需要帮助和支持。 

本章重点关注全球移民关键数据和趋势，旨在通过提供有关迁移和移民的信息综述，帮助移民政

策制定者、从业者和研究者更好地理解更广阔的移民图景。本章借鉴的最新统计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经

济和社会事务部（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国际劳工组织（ILO）、世界银行（World Bank）、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联合国难民署，UNHCR）、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和国际移民

组织（IOM）。4 本章概述了有关国际移民（存量）和国际迁移（流量）的全球数据和趋势，并讨论

了包括移民工人、难民、寻求庇护者、境内流离失所者和失踪移民在内的特定移民群体以及无国籍人

员和侨汇。 

本章还参考了IOM日益丰富的项目数据，特别是关于协助自愿返回和重新融入、重新安置、流离失所

者追踪和人口贩运受害者的数据。尽管这些数据通常不具有全球性或代表性，但它们可以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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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范围内相关项目及其行动中发生的变化提供洞见。作为联合国的移民机构，IOM的业务涵盖本章讨

论的所有主题，因此它能够对移民及其各种动态（包括移民的多样化需求）提供进一步见解。

本章重点介绍了与数据收集和术语界定相关的一些挑战，这些挑战使在全球层面对移民趋势进

行全面分析变得困难，5 也成为许多试图分析本国或区域内移民趋势的国家的难题。正如《安全、有

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所反映的，其重点是为循证政策收集数据（《全球契约》目标1，见本报告

第十一章讨论）。正在进行的收集和改进移民统计数据的努力导致可用数据的扩展；然而，在国际

社会致力于建立更全面的移民关键领域的全球图景时，对技术能力的进一步需求成为一个尚待克服

的障碍。同样的，迁移与移民的定义本身也备受争议，如下面的文本框所述：

迁移、移民和其他关键术语的界定

　　除了字典对迁移和移民的一般定义外，在法律、行政、研究和统计等领域还存在着
各种对移民相关术语的具体定义。a 因此，目前并不存在一个普遍认可的对迁移和移民的
定义。然而，诸如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1998年关于国际移民统计的建议》
（ Recommendations on Statist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中陈述的一些定义已被广泛接
受并在不同的环境中得到发展。b 

对于移民和迁移的专业定义、概念和分类必然受到地理、法律、政治、方法、具体
时间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移民事件可以根据出生地、公民身份、居住地和停留时
间长短等若干种方法来定义。c 运用何种定义对迁移和移民的量化分析具有重要影响。
我们鼓励读者参阅本章引用的第一手资料，了解数据背后依据的具体定义和分类。IOM 
《移民概念表》（2019版）（ Glossary on Migration (2019 edition)）也可为读者提供有效
参考。d 
a  可参见Poulain 和 Perrin，2001。 
b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1998。 
c  可参见de Beer等人，2010。 
d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9b。 

5 总体而言，由于对数据的具体解释、附加说明、局限性和数据收集的方式占据大量篇幅，本章将不予以具体论述。但读者

可通过数据来源进行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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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移民：数量和趋势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根据各国提供的数据估算了目前全球国际移民的数量，以下讨论

以该估算为基础。6

联合国《关于国际移民统计的建议》将常住国发生改变的人们定义为“国际移民”，并区分了 

“短期移民”（常住国发生变化在三个月到一年之间）和“长期移民”（常住国改变至少一年）。

然而，不是所有的国家在实践中都采用这一定义。7 一些国家使用不同的标准定义国际移民，例如通

过确立不同的最短居住时间来定义。概念、定义以及不同国家间数据收集方式的差别妨碍了关于国

际移民的国家统计信息的充分可比性。

总体来说，在过去五十年中，据估算，国际移民数量有所增加。2019年居住在出生国以外国家

的人数约为2.72亿，比1990年多了1.19亿人（当时为1.53亿人），为1970年估计人数（8400万人，见

表1）的三倍以上。虽然全球国际移民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此期间也有所增长，但很明显的，绝大多

数人继续生活在他们出生的国家。

表1. 国际移民，1970–2019年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08,2009a和2019b。 

注：2019年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国际移民数量的修订》中可获取的数据实体（诸如国家、地区和行政区

域）的数量为232个。1970年，该数据为135个。

2019年，大多数国际移民（约占总数的74%）正处于工作年龄（20-64岁），而在2000至2019年
间20岁以下的移民比例略有下降（从16.4%降至14%），自2000年起65岁以上国际移民的比重则一直

保持稳定（约为12%）。 

6 地区和行政单位也为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提供了数据。查阅联合国经社部数据源、收集方法和附加说明，请参考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7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1998。 

年份 移民数量 移民占世界人口的百分比

1970 84,460,125 2.3%
1975 90,368,010 2.2%
1980 101,983,149 2.3%
1985 113,206,691 2.3%
1990 153,011,473 2.9%
1995 161,316,895 2.8%
2000 173,588,441 2.8%
2005 191,615,574 2.9%
2010 220,781,909 3.2%
2015 248,861,296 3.4%
2019 271,642,105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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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移民简介 

全球的国际移民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但其占世界人口的比重相对稳定

大多数国际移民（74%）正处于工作年龄（20-64岁）

*此处75岁以上的年龄组（男性占4%，女性占6%）被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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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移民中，52%为男性， 48%为女性



23 

世界各地国际移民比例存在显著差距

加拿大 21.3%

瑞典 20.0%

卡塔尔 78.7%

新加坡 37.1%
南非 7.2%

注：此地图仅以说明为目的。地图中显示的边界和名称以及使用的称号并不代表国际移民组织的正式认可或接受。

2019年77亿全球人口中有2.72亿国际移民：
 每30人中即有1位国际移民 

注：图表信息基于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和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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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欧洲和亚洲分别接纳了8200万和8400万国际移民，共占全球国际移民总数的61%
（见图1）。北美紧随其后，2019年国际移民数量达到5900万人，占全球移民总数的22%。在其

他区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接纳移民数量的全球）占比为10%，大洋洲为3%。同每个

区域的人口数量相比，2019年国际移民比例最高的是大洋洲、北美洲和欧洲，国际移民数量分

别占相应地区总人口数量的21%、16%和11%。8 相比之下，亚洲、非洲（分别为1.8%和2%）以

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1.8%）的国际移民比例相对较低。然而，亚洲是2000至2015年间

移民人口增长最显著的区域，人数增长比例达到69%（按绝对值计算，移民增加数量为2500万
人）。9 在此期间，欧洲经历了（国际移民数量的）第二大增长，国际移民数量增加了2500万人，

紧随其后的是增加了1800万国际移民的北美洲，以及增加了1100万的非洲。10 

图1. 国际移民，按主要居住区域划分，2000-2019年（单位：百万人）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数据请见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data/estimates2/ 
estimates19.asp （访问日期：2019年9月18日）。 

注：分类基于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的地理区域界定（详情参见第三章附录A），不代表IOM的正式认可和接受。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地区国际移民的增加对人口变化产生影响。图2显示了2009至2019年间世

界六个区域中每个区域的人口变化比例。虽然欧洲历来是国际移民的主要目的区域之一，但在此期

间，其人口比例变化率最低，仅略高于1%。然而，若没有国际移民来缓解一些欧洲国家由于人口出 

8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9 同上。

1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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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data/estimates2/estimates19.asp
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data/estimates2/estimates19.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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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率下降等原因导致的人口减少，这个比例可能会低很多。11相比之下，由于高生育率和寿命的延

长，非洲经历了最显著的人口比例变化，在此期间人口增长近30%。12 尽管如此，非洲迁出到其

他区域（即欧洲和亚洲，详见本报告第三章讨论）的移民使其人口增长有所减缓。

图2. 各区域人口变化比例，2009-2019年 

非洲 

大洋洲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亚洲

北美洲 

欧洲 

0 14 2 4 6 

2009–2014年百分比变化

8 10 12 

2014–2019年百分比变化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c。 

注：区域划分依据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地理区域分类（详见第三章附录A），不代表IOM正式认可或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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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近十年来非洲的人口增长最为显著，2019年全球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居住在一个区域：亚洲

（46亿人）。2009至2019年间，亚洲人口增长近4.4亿（从41.6亿增至46亿），相比之下非洲（人口

增长）不到3亿（从10.1亿增至13.1亿）。13 在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中，有五个在亚洲（中国、印

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14

自1970年以来，美国一直是国际移民的地主要目的地国。15 从那时起，居住在美国的外国出生

人口数量增加了四倍以上，从1970年的不足1200万增至2019年的5100万。作为第二大移民目的地

国，德国近年来国际移民也有所增加，从2000年的890万增至2019年的1310万。下面图3的左栏列出

了前二十位国际移民目的地国。 

11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c。详见本报告第三章（图14）欧洲人口变化比例最大的国家。

12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c。详见本报告第三章（图2）非洲人口变化比例最大的国家。

13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c。
14 同上。

15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08，20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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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右栏显示了排名前列的移民来源国家和地区。2019年，全世界40%以上的国际移民

（1.12亿）出生于亚洲，16 并主要来源于印度（最大移民来源国）、中国和包括孟加拉国、巴基

斯坦和阿富汗在内的其他南亚国家。墨西哥是第二大移民来源国，俄罗斯联邦位列第四。其

他几个欧洲国家，包括乌克兰、波兰、英国和德国，也有相当数量的迁出移民。

图3. 2019年前二十位国际移民目的地国（左）和来源国（右）（单位：百万人）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访问日期：2019年9月18日）。 

16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17 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国家和贷款组别”中的国家收入组分类（世界银行，n.d.a.）。 
18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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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国家收入组划分，17 2019年约有2/3的国际移民居住在高收入国家，人数约为1.76亿。18 相

比之下，同年居住在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外国出生人口分别为8200万和1300万。下文关于

移民工人的部分将进一步讨论移民工人目的地国的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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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际移民可能倾向于被高收入国家吸引，他们在全球的起源是多种多样的。一些移民来源

国出于当代或历史中的经济、政治、安全、贸易或文化原因，国民居住在国外的比例很高。例如，

因长期冲突造成的流离失所使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迁出移民比例高于其他大多数国家（更多信息

请参见下文关于难民的讨论）。图4突出显示了2019年迁出移民比例较高的国家。重要的是，一个

国家迁出移民的比例代表了移民（和流离失所）随着时间推移（有时是数十年）的积累。值得注意

的是，图4中各个国家的地理多样性（包括了除北美外所有区域的国家）以及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海地区的国家数量众多（20个国家中有10个）。 

图4. 2019年迁出移民比例排名前二十位的国家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注：用于计算迁出移民百分比的人口规模数据基于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的居民人口数量，其中包括外国出生

人口和最初来自该国的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国际移民。分析中仅包括居民和迁出移民总数超过10万的国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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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对外国出生人口的估计无法体现(迁入)移民身份或政策类别（例如学

生、高技术移民或难民）。出于几个关键原因，获取此类属性信息本质上是困难的。首先，一个人

的移民身份随着环境和法律政策变化可能随时发生改变。例如，许多可能被认为“无证”或“非正

规”的国际移民最初依靠有效签证进入各个国家，但之后在当地居留可能违反一项或多项签证条件。

事实上，很多方式都能使一个人成为非正规移民，例如未经授权过境、签证逾期非法滞留、违反签证

条件工作、以非正规身份出生、或在庇护申请被驳回后依旧居留于某地。19 

第二，不同国家移民政策出台的背景不同且采取了不同的移民数据收集方式，因而很难建立全

球统一的方法对非正规移民人数进行统计。移民政策的变化也增加了数据统计的复杂性，因为随着

政策改变，人们可能随时成为“正规”或“非正规”移民。显而易见地，出于这种复杂性，对全球

非正规移民人数的估计非常少。然而，这并未能阻止一些组织提出虚假的全球估计。参见下面的文

本框“不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估算全球非正规移民人口

在2019年8月关于非正规移民的一份报告中，作者对非正规移民数量进行了全球估算，
然而，这种估算缺少基于对移民和流离失所政策、实践和规范设置的理解。a 在得出1.069
亿人的错误数字时，作者包括了一些不被视为非正规的人群，例如境内流离失所者、无国
籍人员、以及包括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在内的委内瑞拉移民。b

此示例中的重要教训包括：

• 在分析开始之前，必须充分了解移民的类别（即使时有重叠）和定义的局限性；

• 确保对主题有了解的合格且经验丰富的分析师领导此类工作；

• 在发表之前，寻求该领域知识渊博的专家的建议和反馈（通常称为“同行评审”）。

第三，正如本章前面“迁移、移民和其他关键术语的界定”文本框中所指出的，根据适用环境

的不同，必然存在不同的定义。例如，在某些法律/政策情境下，以及在一般性讨论中，“移民”可

以包括从未发生迁移的人。参见下面文本框中关于将“迁移”和“移民”混为一谈的常见问题的讨

论。

19 Gordon等，2009。 

a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2019:5-6。
b  在委内瑞拉经济和政治危机造成流离失所后，许多委内瑞拉人被接收国授权跨越国际边界，并被接
收国给予某种形式的身份，即使这种身份本质上是暂时的。 



29 

将“迁移”和“移民”混为一谈

一般来说，迁移是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的过程。迁移就是移动，无论是从
农村地区迁移到城市、从某一国家的一个地区或省份迁移到这个国家的另一个地区或省
份、或者从一个国家迁移到另一个国家。迁移涉及的是行动。

相比之下，移民是由于某个或某些原因被描述为移民的人，且移民的界定取决于具
体环境（参见本章前一部分“迁移、移民和其他关键术语的界定”文本框）。尽管在许
多情况下，“移民”确实进行某种形式的迁移，但并非总是如此。在某些情况下，从未
进行过迁移的人可能被称为移民，例如，在海外出生的子女通常被称为第二代或第三代
移民。a 这甚至可能延伸到涉及无国籍的情况，即整个群体的人尽管在一个国家出生或成
长但无法获得该国的公民身份。b 另一方面，进行了显著和/或长期国际迁移的归国公民，
尽管经历了迁移的旅途并具有移民的经历，但在他们回归出生国时或到达出生国之后通
常不被归类为“移民”。c 

a  参见，例如，Neto，1995；Fertig 和 Schmidt，2001。 
b  Kyaw，2017。 
c  Skeldon，2018。 

国际移民流动：定义、数据和缺口

　　虽然对移民存量的统计比比皆是，关于全球人口移动（流动）的数据却相对有限。联合国经社

部（UN DESA）关于全球移民存量的现有估计广泛且具有全球性，然而，其关于移民流动的数据库

仅由45个国家组成。20 出于若干原因，获得关于移民流动的信息相当困难。首先，虽然国际移民流

动一般被认为包括流入国和流出国家两方面，更多的注意力仍放在记录移民流入上。例如，澳大利

亚和美国等国家会统计跨境人口流动，但许多其他国家仅记录入境人次而不记录出境人次。21 再

者，一些国家的移民流动数据来自与移民身份有关的行政事件（例如，居留许可的发放/更新/撤
销），因而这些数据常常被用来代表移民流动数据。而且，迁移性的移动经常难以与包括旅游和商

务出行在内的非迁移性移动进行区分。22 此外，追踪迁移性移动也需要相当多的资源、基础设施、

以及IT/知识系统。这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特别的挑战，因为他们在收集、管理、分析和汇报关于流

动性、移民和其他领域数据的能力有限。最后，很多国家的自然地理环境也阻碍了移民流动数据的

收集。例如，一些地区因为是群岛或拥有孤立的边界，所以其入境和边境管理尤其困难。同时，一

些为打工而进行非正规迁移的传统也使边境管理情况更加复杂。23

20 Laczko，2017。 
21 Koser，2010。 
22 Skeldon，2018。 
23 Gallagher 和 McAuliffe，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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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移民组织（IOM）全球移民数据门户网站

全球移民数据门户网站于2017年12月启动，是获取即时、全面的移民统计数据和关

于全球移民数据可靠信息的一站式访问点。该网站旨在汇集不同组织、机构和报告中关
于移民的主要全球数据源。该门户网站为移民领域的用户提供服务，使国际移民数据更
易于访问、查看、并更容易理解。 

（系统中的）世界地图按国家、区域、次区域和IOM区域分列了来自20多个国际数
据源的70多个移民数据指标。展示的大部分数据都是公开可用的，并由许多国际机构提

供。所有联合国国家都可以访问该网站的移民数据，并能获得包括人口和就业数据在内
的辅助背景信息。在适用情况下，网站还向所有国家、区域和次区域提供关键的附加资
源，包括书面报告和替代数据源。区域部分提供了区域概况页面，包括联合国不同区域
内的移民数据和可用资源。 

在专题部分，门户网站提供了对各个移民领域的可用数据的回顾，对概念和定义进
行了解释，并描述了现有数据源的关键优势和弱点。专题页面回顾了约30个移民主题的
数据。该网站还汇集了100多本关于如何估量移民及收集各领域数据的手册和指导报告，

还包括众多由移民领域主要专家撰写的、讨论最新数据和创新的博客，以及对来自世界
各地的主要数据专家的视频访谈。 

该门户网站还包括移民治理国家概况和关于移民治理数据的专门部分。另有一个特

定部分说明数据如何支持联合国成员国实现与移民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执行《安

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 

该门户网站提供英文版本，关键部分提供法语、西班牙语和德语翻译。有关更多信

息，请访问 http://migrationdataport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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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n.d.a.。 

注：数据未被标准化，因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2018国际移民展望》（OECD,2018）中关于流入选定国家

永久移民的统计数据有所差异。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的35个国家一般指：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治理、捷克共和国、丹

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韩国、拉脱维

亚、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新西

兰、土耳其、英国和美国。个别国家在个别年份的数据未能提供：2000年有31个国家提供了相关数据，而

2016年有33个国家。值得注意的是，自2012年起，报告未公布希腊的数据，而土耳其的数据自2012年起未被

公布。

24 关于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的移民流动数据及具体囊括的国家，请参阅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5。 
25 这一部分数据基于OECD国际移民数据库。关于OECD国家移民流动和的其他移民数据的补充，请参阅OECD，n.d.a.。 
26 列举国家均为OECD国家中接收永久移民数量最多的国家，数字自2017年起可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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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流动 

　　目前主要有两个关于国际移民流动的国际数据库，均来自国家统计数据，包括联合国经社部

（UN DESA）的国际移民流动数据库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国际移民数据库。自2005
年起，联合国经社部依据能获得的各国统计数据对进出特定国家的国际移民流动数据进行了整理。

在撰写本报告时（2019年8月），联合国经社部的移民流动数据库尚未更新，最新的数据库为2015
年版本，包含了来自45个国家的数据（仅43个国家有移民迁出数据），高于2008年的29个国家和

2005年的15个国家。24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2000年开始收集关于移民流量的数据。如图5所示，这些数据

使得一定范围内的趋势分析成为可能（虽然依据注解，这些数据并未被标准化）。25  估算的数据显

示，流入OECD国家的永久移民从2000年的385万增加至2016年的706万，但在全球经济危机期间发生

了短暂的停止（图5）。2016年，德国仍是OECD国家中的主要目的地国，有超过170万的新增国际移

民（超过2000年登记人数的两倍以上，但与2015年超过200万的国际移民数量相比有所下降），其

后为美国（近120万）和英国（约45万新增移民）。26

图5. 迁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OECD）的外国国民，永久性移民，2000-2016年 
（单位：百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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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死亡和IOM的失踪移民项目 

2013年10月，意大利兰佩杜萨岛附近约368名移民在两艘船沉没中丧生，在此悲剧事件
发生之后，IOM便开始在其失踪移民项目（MMP）内着手收集和整理全球在迁移途中死亡
或失踪的移民信息。在IOM全球移民数据分析中心管理下的失踪移民项目的线上数据库
中，可以查到日常收集的移民死亡事件信息。MMP项目同时还在简报及其“致命旅程”报
告（2019年出版了第四卷）中提供迁移期间与死亡相关的数据和问题的分析。数据来源包

括海岸警卫队和法医的官方记录、媒体报道、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相关机构的报告，以及
对移民的采访。收集数据的挑战是巨大的。例如，记录的绝大部分死亡涉及通过秘密途径
迁移的人，且经常发生在海上或偏远地区（为逃避侦查而选择的路径），这意味着遗体下
落不明。同时，很少有官方搜集和公开提供有关移民死亡的数据。此外，由于移民证词的
不精确和媒体报道的不完整，二者作为信息的来源也存在诸多问题。

在系统记录移民死亡的五年中（2014-2018年），MPP记录了超过3.09万名妇女、男子
和儿童在试图前往其他国家时丧生。在此期间，地中海的死亡人数最高，至少有17919人丧
生，且其中64%的遗体尚未在海中找到。2018年，地中海仍然是迁移过程中死亡人数最高
的地方，但与前四年相比，在“西地中海路线”上死亡的比例要高得多。据记录，2018年，
从北非海岸到西班牙的这条海上通道共有813人死亡，而2017年为272人；北非有近570人在

迁移期间死亡，主要原因是恶劣的自然环境、暴力和虐待、危险的交通条件，以及疾病和
饥饿。尽管也门持续不断的战争和人道主义危机，但在2018年，从非洲之角穿越红海和亚
丁湾到该国的移民路线仍继续被大量使用，已知有156人在该过境路线溺水身亡。在委内瑞
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的背景下，2018年该国有42人在试图迁移到该区域其
他地方时丧生，但MMP在上一年没有记录委内瑞拉人（在流离失所时）的死亡。自2014年
以来，美国—墨西哥边界记录的死亡人数为1884人，其中2018年为434人。

下载MMP数据，请访问：https://missingmigrants.iom.int/downloads。IOM将持续增加新的数据并继续为全

球 数 据 收 集 做 出 努 力 。 关 于 收 集 移 民 死 亡 数 据 的 难 点 讨 论 ， 请 见 ：
http://missingmigrants.iom.int/methodology。 

http://missingmigrants.iom.int/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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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工人

最新估算表明，2017年全球约有1.64亿移民工人，占（当时）2.58亿全球国际移民存量的近三

分之二（64%）。27 和处于工作年龄（一般是在15岁以上）的全球国际移民人口（2.34亿）相比，

移民工人占比70%。然而，出于一系列原因，这些全球数据有可能被低估。28 虽然存在更早的对全

球移民工人数量的估算，国际劳工组织（ILO）认为由于定义的不同以及收集方法和数据来源的变

化，这些数据不能用来和2017年的数据进行比较。 

2017年，68%的移民工人（约1.11亿人）居住在高收入国家，另有4700万移民工人生活在中等

收入国家，而去往低收入国家的移民工人仅560万（占比3.4%）。尽管我们无法比较一段时间内移

民工人的数量，但研究其比例分布的变化也是有用的。例如，2017年目的地国家分类发生了明显变

化，即2013年到2017年，高收入国家的移民工人占比下降了7个百分点（从75%降至68%），而中等

偏高收入国家的移民工人占比上升了7个百分点（从12%上升到19%）（见图6）。这种明显的变化

可能受到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和/或高收入国家（迁入）劳务移民法规变化的影响。在各个国家收

入群体中，移民工人占劳动力总量的比例在低收入国家（1.9%）、中等偏低收入国家（1.4%）和中

等偏高收入国家（2.2%）较低，但在高收入国家的比例（18.5%）高得多。 

图6. 移民工人，按目的地国收入水平划分，2013年和2017年 

27 这一部分内容基于国际劳工组织（ILO）2018年的数据。关于该数据和趋势的具体解释、深入分析、数据局限性和附加

　  说明请参见此文件。更普遍的，关于OECD国家的外国出生人口就业信息可在OECD,n.d.b.找到。 
28 参见，例如，国际劳工组织（ILO），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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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工作年龄的国际移民中男性数量超过女性（男性1.27亿人，占比54%；女性1.07亿，占比

46%）。基于这一背景，2017年，男性移民工人比女性移民工人多2800万人，其中男性9600万（占比

58%），女性6800万（占比42%）。这代表了自2013年以来的一个微小变化，即移民工人的性别差异

更加明显，当时男性移民工人占比56%，女性占比44%。有关收入水平和性别的进一步细分，请参见

表2。 

表2. 移民工人，按性别和目的地国收入水平划分，2017年 

低收入 中低收入 中高收入 高收入 全球总量

男 女 总量 男 女 总量 男 女 总量 男 女 总量 男 女 总量

移民工人（百万人） 3.6 1.9 5.6 10.9 5.6 16.6 17.4  13.1 30.5 63.7  47.5 111.2 95.7 68.1 163.8 

占移民工人总量的

比例（%） 
2.2 1.2 3.4 6.7 3.4 10.1 10.6 8 18.6 38.9 29 67.9 58.4 41.6 100 

来源：根据国际劳工组织，2018。 

注：由于四舍五入的影响，总数加起来可能不相符。

　　从数据可以明显看出，国际移民工人人口目前性别差异化且地理集中化明显。全球范围内，男

性移民工人人数多于女性（见表2），与高收入国家（移民工人）的性别差异相比，在性别构成方

面，低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低收入国家的男性移民工人远高于女性。在地理方面，如下面图7所示，9960

万或近61%的移民工人居住在三个次区域：北美，阿拉伯国家，以及北欧、南欧和西欧。29 值得注意

的是，有两个区域的移民工人性别不平衡现象显著：南亚（600万男性，130万女性）和阿拉伯国家

（1910万男性，360万女性）。阿拉伯国家地区是移民工人的首选目的地之一，移民在这些地区可以

主导关键部门。例如，在海湾国家中，建筑和家政工作领域的劳动力中95%以上是移民工人。30 从

2013年至2017年，阿拉伯国家中的移民工人数量增加了5%，这是因为对男性移民工人的需求有所增

加，而他们中许多人从事体力劳动，且大部分在建筑行业。31

29 国际劳工组织（ILO）的“阿拉伯国家”分类包括以下国家和地区：巴林、伊拉克、约旦、黎巴嫩、阿曼、卡塔尔、沙特

阿拉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门和巴勒斯坦地区。

30 国际劳工组织（ILO），n.d.。 
31 国际劳工组织（ILO），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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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移民工人，按性别地理分布，2017年 

注：上图代表国际劳动组织（ILO）的地理区域和次区域划分，并不代表IOM的正式认可或接受。有关区域划分的更

多详细信息，请参见附录A国际劳工组织，2018.请注意本章其他部分指的是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地理区

域。

侨汇

侨汇是指移民直接向其来源国家庭或社区进行的财务或实物转移。虽然在整理准确数据的过程

中存在巨大的数据缺口，且有定义上的差别和方法上的挑战，世界银行仍统计了关于侨汇的全球数

据。32 但这一数据不包括未被记录的经正式或非正式渠道的侨汇，因而全球侨汇的实际数量可能比

现有的估计更大。33 尽管有这些局限性，现有数据表明近几十年侨汇整体处于增长态势，从2000年
的1260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6890亿美元。 

与2017年6330亿美元的侨汇相比，2018年的侨汇总额增长了9%，但2017年之前侨汇连续两年出

现过下降。从2014年到2015年，全球（向内）侨汇流动据估计减少了1.2%，即从2014年的6030亿美

元减少到2015年的5950亿美元，而从2015年到2016年又减少了1.1%（从5950亿美元到5890亿美元）。 

32 除非另外说明，这一部分的内容主要源自世界银行（World Bank）与移民和侨汇相关的数据（世界银行，n.d.b），以及关
题的刊于这一主物（世界银行，n.d.c.）。世界银行年度侨汇数据库（世界银行，n.d.b.）、移民和发展摘要31（世界银

行，2019）、移民和发展摘要30（世界银行，2018），移民和发展纲要27（世界银行，2017a）和世界银行4月21日新闻发

布会（世界银行， 2017b）是重要的信息来源。关于该数据和趋势的具体解释、深入分析、附加说明、数据局限性及收集

方法请参考这些资料及“世界银行移民和发展事实记录”（包括2016年出版的最新版）。 

33 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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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个趋势相一致，寄往低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低收入国家的侨汇（占全球总数的大部分）也从

2014年至2016年连续两年出现了下降。据世界银行统计，在回到2016年至2018年积极的长期趋势之

前（从2016年的4440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4830亿美元，2018年的5290亿美元），这一趋势在过去

三十年中第一次出现。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侨汇金额已远超由政府发起的旨在促进发展中

国家经济发展和福利34 的官方援助项目的总额。35 

2018年，印度、中国、墨西哥、菲律宾和埃及（按递减顺序）为数额最高的前五位侨汇汇入国，

其中，汇入印度和中国的数额远超过其他国家，且两国接收的侨汇均超过670亿美元（见表3）。从

按侨汇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来看，2018年接收侨汇占GDP比重最高的前五位国家分别是

汤加（35.2%）、吉尔吉斯斯坦（33.6%）、塔吉克斯坦（31%）、海地（30.7%）和尼泊尔（28%）。 

高收入国家一直是侨汇的主要来源。在过去几十年，美国一直是侨汇汇出最多的国家，2017年
向外汇出679.6亿美元，其后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443.7亿美元）、沙特阿拉伯（361.2亿美元）和瑞

士（266亿美元）。2016年和2017年侨汇汇出数额排名第五的国家均为德国（汇出金额分别为202.9亿
美元和220.9亿美元）。中国（被世界银行归类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除了是最大的侨汇接收国之外，

也是一个重要的侨汇汇出国，尽管其汇出数额有所下降，从2016年的202.9亿美元下降到2017年的

161.8亿美元。表3提供了更详细的数据和趋势。36 

表3. 排名前列的侨汇汇入国/汇出国，2005-2018年（单位：十亿美元） 

侨汇汇入金额排前列的国家

2005 2010 2015 2018 

中国 23.63 印度 53.48 印度 68.91 印度 78.61 

墨西哥 22.74 中国 52.46 中国 63.94 中国 67.41 

印度 22.13 墨西哥 22.08 菲律宾 29.80 墨西哥 35.66 

尼日利亚 14.64 菲律宾 21.56 墨西哥 26.23 菲律宾 33.83 

法国 14.21 法国 19.90 法国 24.06 埃及 28.92 

菲律宾 13.73 尼日利亚 19.75 尼日利亚 21.16 法国 26.43 

比利时 6.89 德国 12.79 巴基斯坦 19.31 尼日利亚 24.31 

德国 6.87 埃及 12.45 埃及 18.33 巴基斯坦 21.01 

西班牙 6.66 孟加拉国 10.85 德国 15.81 德国 17.36 

波兰 6.47 比利时 10.35 孟加拉国 15.30 越南 15.93 

34 例如，参见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9。 
35 例如，参见OECD，n.d.c，其中也包含关于官方援助项目的数据。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在关注这一趋势在发展、经济和社

会层面的影响。

36 截至报告撰写时，2018年侨汇汇出国的详细情况尚未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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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汇汇出金额排前列的国家

2005 2010 2015 2017a 

美国 47.25 美国 50.78 美国 61.86 美国 67.96 

沙特阿拉伯 14.30 沙特阿拉伯 27.07 阿联酋 40.33 阿联酋 44.37 

德国 12.71 俄罗斯 21.45 沙特阿拉伯 38.79 沙特阿拉伯 36.12 

瑞士 10.52 瑞士 17.76 瑞士 25.40 瑞士 26.60 

英国 9.64 德国 14.68 中国 20.42 德国 22.09 

法国 9.48 意大利 12.89 俄罗斯 19.69 俄罗斯 20.61 

韩国 6.9 法国 12.03 德国 18.03 中国 16.18 

俄罗斯 6.83 科威特 11.86 科威特 15.20 科威特 13.76 

卢森堡 6.70 卢森堡 10.65 法国 12.79 法国 13.50 

马来西亚 5.68 阿联酋 10.57 卡塔尔 12.19 韩国 12.89 

来源：世界银行（World Bank），n.d.b.（访问日期：2019年7月）。 

注：所有数字均以当前（名义）十亿美元计。

a  撰写本报告时，最新的可用数据为2017年的数据，2018年侨汇汇出国详细信息尚未公布。 

IOM的协助自愿返回与重新融合社会项目 

从1979年起，IOM开展了协助自愿返回与重新融合项目（AVRR）。IOM的AVRR项
目包含一系列支持移民的活动，通常包括出发前心理辅导、机票购买、行政和旅行帮
助，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重新融入社会的援助。

从2005年到2014年，通过AVRR项目，IOM平均每年帮助3.4万名移民。近年来移民
规模大幅增长，回归的人数也有所提高。2018年，AVRR向从128个东道国或过境国家回
归到169个来源国家或地区的6.3316万名移民提供了支持。然而，与2017年（7.2176万
人）相比，支持的人数下降了12%。下降的原因可以解释为结构和环境因素的组合，因 

《世界移民报告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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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情况而异，主要包括：移民到达及庇护申请数量减少，以及国家移民和庇护政策的
变化。在2018年的6.3316万名AVRR受益人中，约24%为妇女，22%为儿童；超过7%的返
回者曾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无人陪伴的移民儿童、或有健康需求的移民。在东道国，约
1.8274万受益人获得了“出发前重新融入社会”援助，约4.1461万人在来源国家或地区获
得了重新融入社会援助。 

AVRR项目受益者的前十位东道国/过境国和来源国家/地

东道国或过境国家 来源国家或地区

德国 15,942 伊拉克 5,661 
尼日尔 14,977 几内亚 5,088 
希腊 4,968 埃塞俄比亚 4,792 
奥地利 3,469 马里 4,041 
吉布提 3,392 格鲁吉亚 2,681 
比利时 2,795 阿富汗 2,232 
荷兰 2,149 阿尔巴尼亚 2,167 
摩洛哥 1,508 俄罗斯 1,952 
土耳其 1,494 乌克兰 1,901 
意大利 958 科特迪瓦 1,834 

2018年，AVRR项目的受益者大多数（占总数54%）从欧洲经济区（EEA）和瑞士返
回，尤其是从德国、希腊、奥地利和瑞士。从欧洲经济区和瑞士回归来源国的人数从
2017年的5.0587万人下降到2018年的3.3971万人。这一趋势证明了过境国自愿回归人数的
不断增加。2018年，从尼日尔、吉布提和摩洛哥返回诸如几内亚、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等
国家的人数占全球回归移民总数的22%以上。2018年AVRR项目受益者的来源地区主要包
括西非和中非（占总数的31%），东南欧、东欧和中亚（28%），以及亚洲和太平洋地
区（14%）。返回者前十位来源国家和地区的人数总和占AVRR项目受益者总数的51%。 

更多的信息，详见IOM，20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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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和寻求庇护者

截至2018年底，全球共有2590万难民，其中2040万人受联合国难民署托管，且有550万人已在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登记。37 虽然从2012年起，难民的年增长速度已

有所放缓，但目前的难民总人数已达到历史最高纪录。

此外，有350万人正寻求国际保护并等待难民身份认定结果，这些人被统称为寻求庇护者。2018
年，各个国家和联合国难民署收到约210万份庇护申请。在提交初审的约170万庇护申请中，美国是

接收难民申请最多的国家，2018年新增难民申请25.43万，与2017年（33.17万）相比降低了23%，与

之前从2013年到2016年美国难民申请持续增加的趋势形成对比。秘鲁是第二大接收国，庇护申请数

量急剧增加，从2017年的3.78万的新增庇护申请增加到2018年的19.25万，而2018年的庇护申请主要

由委内瑞拉人提出（19.05万）。紧随秘鲁的是德国，但其收到的庇护申请数量持续减少（从2016年
的72.24万下降到2017年的19.83万和2018年的16.19万）。 

据联合国难民署估计，截至2018年底，十八岁以下难民人数约占全球难民人口的52%。事实上，

据现有分类数据显示，难民总数中儿童的比例非常高，在41%到52%之间波动。同一时期，女性占

难民总人口的比例仍相对稳定，保持在47%至49%之间。与更广泛的全球动态相一致的是，难民仍

然主要居住在城市，2018年底居住在城市的难民约占难民总数的61%。38 

2018年，无人陪伴和失散的儿童至少在60个国家提交了约2.76万单独庇护申请，保持自2015年
申请数量异常高（9.84万）以来的持续下降趋势。39 

和其他年份一样，一些主要国家尚未解决和新出现的冲突事件对目前的难民数量和发展趋势具

有显著影响。2018年底在联合国难民署托管下的难民中，约有1660万人来自世界前十位难民来源

国，占难民总人口数量的82%。这些国家包括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阿富汗、南苏丹、缅甸、索马

里、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中非共和国、厄立特里亚和布隆迪。这些国家中有许多至少七年来一

直是难民的主要来源国。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持续冲突使该国的难民人数达到约670万。三十年

来使阿富汗成为主要难民来源国的动荡和暴力仍在继续，2018年，阿富汗是全球第二大难民来源国，

难民总数达270万，与2017年的人数（260万）相比略有增加，这种增加主要是由于2018年的出生人

口。自2016年中期爆发大规模暴力以来，南苏丹一直是第三大难民来源国，2018年底难民数量为

23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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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本部分内容基于并引自联合国难民署2018年和2019年资料。关于这些数据和趋势的详细解释、深入分析、附加说明、局
限性和方法，请参见这些资料。联合国难民署的《全球趋势报告》及其人口统计数据库（联合国难民署，n.d.a）是信息

的其他主要来源。

38 适用于年龄、性别及地理位置评估的限制，参见，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8和联合国难民署，2019。
39 关于这些数据为何被低估，详见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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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阿富汗、南苏丹、缅甸和索马里的难民占世界难民人口的三分之二

以上。图8显示了2005至2018年间前五位难民来源国的难民数量变化趋势。图8能清晰表明叙利亚冲

突对难民人数的影响。2010年，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人数不足3万，而当时阿

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作为世界第三大难民接收国，接收了超过100万主要来自伊拉克的难民。40 

图8. 2018年前五位难民来源国迁出的难民数量（单位：百万人） 

来源：联合国难民署（UNHCR），n.d.a.（访问日期：2019年7月9日）。

注：南苏丹在2011年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2018年，土耳其连续第五年成为世界最大的难民接收国，共接受了370万名难民，其中绝大多数

来自叙利亚（超过360万人）。考虑到叙利亚难民在全球难民人口中的显著比重，叙利亚的另外两个

邻国—约旦和黎巴嫩也位列难民接收国的前十位。巴基斯坦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也位列难民接收国

的前十位，它们是第二大难民来源国阿富汗的两个主要难民接收国。乌干达、苏丹、德国、孟加拉

国和埃塞俄比亚构成前十位难民接收国的其余国家。绝大部分难民去往自身国家的邻国。根据联合

国难民署（统计），诸如孟加拉国、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金））、埃塞俄比亚、卢旺达、

南苏丹、苏丹、坦桑尼亚共和国、乌干达和也门等全球最不发达国家接收的难民人数达到全球难民

总人数的33%（670万难民）。只有当按难民人数占国家人口的比例进行排名时，诸如瑞典（第七）

和马耳他（第九）等高收入国家才进入前十的行列。图9显示了2000年到2018年间前五位难民接收国

难民数量的变化趋势。

40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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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2018年前五位难民接收国接收的难民数量（单位：百万人） 

来源：联合国难民署（UNHCR），n.d.a.（访问日期：2019年6月25日）。 

2018年间，有超过59万难民回到了其来源国，与2017年66.74万回归的难民相比，难民回归数量

有所减少，但全球难民人口持续增加。大多数回归的难民（21.09万）主要从土耳其回到阿拉伯叙利

亚共和国。

尽管难以计算有多少人受益于当地融入，联合国难民署估计显示，2018年有27个国家报告当年

至少有一名难民获得了该国的公民身份（相较于2017年的28个国家），同时这一年获得（不同国

家）公民身份的难民人数共计62.6万（与2017年获得公民身份的73.4万名难民相比有所减少，但与

2016年报告的23万名相比有显著增加）。其中，2018年，土耳其为2.9万名（2017年为5万名）来自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难民提供了公民身份，难民归化比例全球最高，其后为加拿大、荷兰、几内

亚比绍和法国。

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等传统的重新安置国家继续成为世界难民安置的主力。2018年，约有

9.24万难民在全球得以重新安置，与2017年（10.28万）相比减少了10%以上。叙利亚、刚果和厄立

特里亚难民是主要的受益者。图10提供了2005年到2018年间主要国家重新安置的难民人数。2018
年，美国重新安置的难民近2.3万人，这是自1980年以来美国首次不是主要的难民安置国。41 美国重

新安置难民人数的显著下降是因为其显著降低了重新安置难民的上限（每财年获准重新安置的人

数）并加强了对来自“高风险”国家难民的安全检查，导致来自这些国家的难民入境数量有所降

低。42 随着重新安置难民数量在过去十年中的稳定增加，2018年，加拿大成为最大的重新安置国

家，重新安置的难民数量略高于2.8万名。 

41 Radford 和 Connor，2019。 
42 美国国土安全部，2018；Blizzard 和 Batalova，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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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2005年到2018年间主要安置国家重新安置的难民数量（单位：千人） 

     千人

来源：联合国难民署（UNHCR），n.d.b.（访问日期：2019年6月25日）。 

IOM在重新安置项目中扮演的角色 

IOM通过重新安置项目为难民安排安全、有组织的出行，并帮助其他弱势群体获得

其他形式的人道主义援助。在传统的难民重新安置和人道主义准入计划外，越来越多的
国家（和地区）有兴趣或正在执行其他的准入形式，例如个人赞助、学术奖学金和劳工
流动体系。IOM协助重新安置的行动数据是指特定时期在IOM保护下从不同国家前往世
界各地的难民及相关人员的总数。

2017和2018两年间，IOM支持约40个国家（和地区）在超过138个出境国进行了难民

重新安置、人道主义准入计划和搬迁计划，并在黎巴嫩、土耳其、阿富汗、约旦、希腊、
意大利、乌干达、肯尼亚、伊拉克、埃塞俄比亚和苏丹开展了重要行动。

2017年，共有13.784万人在IOM的保护下前往40个国家（和地区）并获得重新安置，
其中主要包括叙利亚人、阿富汗人、厄立特里亚人、伊拉克人和刚果人。2018年，共有
9.54万人在IOM的保护下前往30个国家（和地区）并获得重新安置，其中排名前五位的
国家与2017年相同。从2017年到2018年，得以重新安置到第三国（或地区）的难民性别
构成保持稳定，其中52%为男性，48%为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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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流离失所者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统计了两组关于境内流离失所的数据：特定时期的新增流

离失所者数量，以及特定时间境内流离失所者存量。统计信息按两大流离失所原因分类：（1）灾

难，（2）冲突和暴力。然而，作为直接引发流离失所的两大原因，IDMC承认区分灾难和冲突

所面临的挑战，同时强调由于存在多种引发因素，报告流离失所的方式应当进一步改进。43 

截至2018年底，全球因冲突和暴力事件引发的境内流利失所人数为4130万人，是IDMC自1998年
开始监测该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与2017年报告的4000万人相比有所增加。和难民数量的变化趋势

（上节已讨论）一样，自2000年起，长期未被解决和新引发的冲突已使因冲突和暴力事件引发的流

离失所人数增加了一倍，并在2010年后急剧上升。 

图11显示了截至2018年底全球因冲突和暴力而流离失所的国内流离失所者（IDPs）人数最多的

前20个国家，其中大部分国家位于中东或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截至2018年底，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因冲突导致的流离失所人数最多（610万），其次是哥伦比亚（580万）。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境内流

离失所人数为310万，排在第三位，随后是索马里（260万）和阿富汗（260万）。在全球4130万流离

失所者中，居住在10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数超过3000万（占比近70%）。44 从流离失所者占全国人

口的比例看，冲突已持续了数年的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因暴力和冲突而流离失所的人口超过30%。

索马里的流利失所者人口比例排在第二位（18%），其次是中非共和国和哥伦比亚（均超过10%）。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特别是在长期流离失所的情况下，例如哥伦比亚，一些已返回原籍地或家园

43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着重指出收集流离失所数据存在的挑战，包括发展项目、刑事暴力或缓慢发展的灾难，

以及为克服这些困难所做的努力。详见IDMC，2019。 
44 这十个国家包括：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金））、索马里、阿富汗、也门、尼日利

亚、埃塞俄比亚、苏丹和伊拉克。

与2015-2016年相比，2017-2018年被重新安置到北美地区的人数减少了49.67%，而
被重新安置和搬迁到欧洲经济区（EEA）的人数增加了46%。2017-2018年间，被EEA接

收的主要包括叙利亚人、厄立特里亚人、苏丹人和阿富汗人。

基于合作协议，IOM为利益相关方提供必要的信息并与包括联合国难民署、重新安
置国和安置机构等在内的主要合作方分享数据。通过密切合作，IOM和联合国难民署定
期对与重新安置相关的数据，尤其是前往安置国的数据进行核实和校正。关于IOM重新
安置活动的更多信息，详见 www.iom.int/resettlement-assistance。 

《世界移民报告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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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仍可能被算作国内流离失所者。这是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持久的解决方案尚未达成。45 IDMC等
组织遵循联合国机构间常设委员会“境内流离失所者持久解决方案”框架，该框架规定了八项标准，

这些标准在确定何时不应该再将人们视为境内流离失所者时形成了一项持久的解决方案。46 

图11. 因冲突和暴力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存量）最多的20个国家，2018年底 

来源：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2019。 

注：境内流离失所者存量指随着时间推移流离失所的累积人数。

用于计算因冲突而流离失所人口存量百分比的人口规模基于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7年人口估计的该国总居

住人口。

45 “当境内流离失所者（IDPs）不再享有与其流离失所相关的具体援助和保护需求、且这些人可以不因流离失所而受到
视、平等地享有人权时”，才能实现持久的解决方案。参见，例如，布鲁金斯学会和伯尔尼大学，2010。 

46 这些标准包括：安全和保障，足够标准的生活，获得生计，恢复住房，土地和财产，获得合法证件，家庭团聚，参与公
　　共事务，获得有效救济和公正。参见，例如，布鲁金斯学会和伯尔尼大学，2010；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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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IDMC首次提供全球因灾难造成流离失所者的数量估计。据报道，截至2018年底，因

2018年发生的灾难仍处于流离失所的人数稍高于160万。正如IDMC指出的，该数字是“高度保守的

估计”，因为它没有涵盖那些因2018年之前发生的灾难而流离失所的人。 

2018年新增流离失所者人数 

截至2018年底，148个国家和地区新增境内流离失所者共2800万人。在这些新增流离失所者中， 

61%（1720万）是灾难造成的，39%（1080万）是冲突和暴力造成的。与往年一样，与天气有关的

灾难引发了绝大多数的新增流离失所者，其中，风暴造成了930万人流离失所，洪水造成了540万人

流离失所。与冲突和暴力相关的新增流离失所者人数增长了一倍，从2016年的690万增长到2017年的

1180万，2018年略有下降，流离失所者人数为1080万。47 

2018年，在因冲突和暴力导致的流离失所中，埃塞俄比亚位居榜首，其新增流离失所者人数显

著增加（2018年为290万人，而2017年为72.5万）并因此对全球人数产生重大影响。48 紧随埃塞俄比

亚其后的是刚果民主共和国（180万）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160万）。 

与那些因冲突和暴力而流离失所的人相比，任何一年都有更多新增人口因灾难而流离失所，而

且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受到灾难流离失所的影响。这一趋势从2018年新增流离失所的国家和地区数量

来看十分明显：因灾难而流离失所的国家和地区数量为144个，相比之下，因冲突和暴力的为55个。 

2018年（与往年一样），由气候和天气相关的灾害（如风暴和洪水）引发的灾难占总数的大部分

（1610万，约占94%）。2017年还首次获得了干旱造成的流离失所信息，（2017年）因干旱新增的

流离失所人数为130万，2018年为76.4万人，主要位于非洲之角。自2008年以来，灾难的另一个原因

是地球物理灾害，平均每年造成310万流离失所者。虽然2017年地球物理灾害导致的新增流离失所者

统计数据远低于平均水平，仅为75.8万人，但2018年增长到110万。其中，菲律宾和中国（各自约

380万）、印度和美国（分别约270万和120万）是2018年因灾难而流离失所的绝对人数最多的四个国
家。

如图12所示，在过去几年中，每年新增的因灾害而流离失所的人数超过因冲突和暴力而流离失

所的人数。然而，IDMC指出，全球因灾难而新增的流离失者中，有很大一部分通常与短期撤离相

关，且以相对安全和有序的方式进行。

47 这一部分的内容主要基于境内流离失所者监测中心（IDMC）2018年和2019年的资料。关于这些数据和趋势的具体解释、
深入分析、附加说明、局限性和收集方法请参考上述资料。IDMC之前的全球评估报告（可从www.internal-displacement.org/
global-report/ 获取）及其全球境内流离失所者数据库（IDMC，n.d.）也是重要的信息来源。 

48 境内流离失所者监测中心（IDMC）分析了造成这些变化的可能原因，包括冲突局面的稳定、停火、对自由流动的限制、

以及数据统计方法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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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因冲突和灾难而新增的流离失所者人数，2008-2018年（单位：百万人） 

45 

40 

35 

30 

25 

20 

15 

10 

5 

0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因冲突而新增的流离失所者人数 因灾难而新增的流离失所者人数

来源：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n.d.（访问日期：2019年6月4日）。 

注：“新增流离失所”一词指在某年内发生流离失所的人次，而不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流离失所造成的境内流离

失所者（IDPs）存量。新增流离失所者数据包括多次流离失所的个体，与某一年内流离失所的人数不符。 

IOM的流离失所追踪线路网 

IOM的流离失所追踪线路网（DTM）项目追踪国内因遭受冲突和自然灾难而形成的
流离失所问题。这一项目能够捕捉、处理和传播关于流离失所人口和移民的移动信息，
并显示该群体不断演进的需求。数据以地图、信息图表、报告、互动网络可视化、以及
原始和定制化数据等形式进行分享。基于一个给定的情景，DTM通过使用下列方法论工
具收集关于人口、位置、条件、需求和脆弱性的信息：

(a) 在特定方位追踪人口流动和（获取）多部门需求以制定协助方案；

(b) 在来源地、过境处及目的地追踪迁移（流动）趋势及总形势；

(c) 登记个人和家庭以挑选受益人、确定脆弱性并制定项目；

(d) 基于关注群体开展调查并收集特定的深度信息。

2018年，DTM项目追踪了6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4000万的个体（包括境内流离失所
者、返回者和移民）。IOM的DTM数据是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汇编的全球
境内流离失所年度估计数据的最大来源之一。关于 IOM 的 DTM 项目，详见
www.globaldtm.info. 

百
万
人

http://www.globaldtm.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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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国籍人员

根据定义，无国籍人员由于不被任何国家承认为国民而处于弱势地位。49 他们在获得诸如教

育、就业或医疗保障等基本服务方面面临障碍，并可能遭受歧视、虐待和排斥。尽管无国籍人员不

一定是移民，但鉴于他们在获取旅行证件和正规迁移途径中可能面临重大障碍，这种涉及脆弱性和

权利缺失的情况可能导致他们在境内迁移或进行跨境迁移，且这种迁移往往是非正规的。50 

联合国难民署报告（该报告是联合国难民署在无国籍人员工作方面的任务之一）称，2018年全

球有390万无国籍人员，与2017年的全球数据相同。51 然而，这一数据是一个较低的估计值，据联合

国难民署估计，2017年的无国籍人员数量可能高达1000万。事实上，尽管确认谁无国籍是全球预防

和减少无国籍人员的必要第一步，但数据收集仍然是一项重大挑战。52 

在2017年和2018年的无国籍人员统计中，联合国难民署首次将孟加拉国的罗兴亚难民和缅甸若

开邦的境内流离失所者包括在内，“鉴于这些人口的规模以及他们无国籍和流离失所的事实”。53

2018年，孟加拉国和缅甸分别是（全球）无国籍人员数量第一和第三的国家（孟加拉国约有90.6万
无国籍人员，缅甸约有62万无国籍人员）。图13显示了2018年无国籍人员数量排名前十位的其他国

家和地区。科特迪瓦排在第二位，有69.2万名无国籍人员，主要包括该国独立后被视为“外国人”

的人员及其后裔。54 泰国2018年的无国籍人员数量排在第四位，其中大部分是土著和民族社区。55 

拉脱维亚报告了近22.5万名无国籍人员，其中有相当数量由于俄罗斯脱离苏联独立后的国籍法而无

法入籍的俄罗斯人，因为该国籍法仅通过血统授予国籍。56 紧随其后的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16万）、科威特（9.2万）、乌兹别克斯坦（8万）、爱沙尼亚（7.8万）和俄罗斯（7.6万）。就无

国籍人员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而言，拉脱维亚的无国籍人员占比超过11%，其次为爱沙尼亚，无国籍

人员占比近6%。 

49 联合国（UN），1954。另请参阅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4a。 
50 McAuliffe，2018。 
51 除非另外指出，本部分内容基于并借鉴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8年和2019年报告。 
52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第51页。 
53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8年，第53页。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方法，其他国家的无国籍难民、寻求庇护者和境

内流离失所人员不在无国籍人员报告数据之列。然而，在《全球趋势：2017年被迫流离失所者报告》（Global Trends: 
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7）中，联合国难民署指出无国籍人口的统计报告目前正在审查中（联合国难民署，2018）。另

请参阅无国籍与融入研究所（Institute on Statelessness and Inclusion），2018。 
54 Adjami，2016。 
55 Van Waas，2013。 
56 Venkov，2018；无国籍与融入研究所（Institute on Statelessness and Inclusion），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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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截至2018年报告主要无国籍人口的前十位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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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幸的是，鉴于当前的数据空白和方法论的挑战，无法提供无国籍人员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或当

前消除无国籍人员所做努力的影响。尽管如此，自2014年以来，联合国难民署到2024年前《消除无

国籍人员全球行动计划》取得了切实成果，但减少无国籍人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57 联合国难民署指

出，据报道，2018年，5.64万无国籍人员在24个国家获得国籍或国籍得到确认，特别是在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瑞典、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

57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4b；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UNHCR ExCom），2017。 

来源：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7b。

注：图表左侧的总人口数是据报符合无国籍人员国际定义且在联合国难民署托管之下的累计人数，虽然有些国家可能包括未

确定国籍的人员。数据来自联合国难民署《全球趋势报告》，该报告与联合国人口统计数据库中报告的数据有所不
同。与报告相比，人口统计数据库不包括孟加拉国罗兴亚难民和缅甸的境内流离失所者（IDPs），而这些人在2017
年和2018年处于无国籍状态。
用于计算图表右侧无国籍人员百分比的人口规模基于2017年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人口估计中该国的总居
住人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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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人口贩卖数据协作平台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IOM已在全球协助超过10万名人口贩卖受害者。通过这
些直接援助活动，IOM建立了集中的案例管理数据库，其中包括自2002年以来超过5.5万
件个案信息。这些数据包括诸如人口统计信息在内的贩卖受害者信息，也包括其贩运经
历信息。作为人口贩卖活动的独特信息来源，IOM致力于将这些数据提供给公众，以便

全球打击人口贩卖活动的行动者能够发展和分享宝贵的见解。这一努力的一个重要部分
是2017年与北极星（Polaris）和自由共享组织（Liberty Shared）合作发起的打击人口贩
卖数据协作平台（CTDC）。a 

CTDC是全球首个人口贩卖数据中心，它汇集了三个最大的案例数据库，形成了一
个包括9万多个案例的集中式数据库。在2016年和2017年的规划年度，该数据库新登记案
例4.019万个,涉及的人口贩卖受害者来自147个国家和地区，在107个国家和地区受到剥削。
其中，大多数受害者为成年女性（54%），未成年女性占比20%，成年男性占比22%，未
成年男性占比5%。此外，儿童占比超过四分之一，年龄在15-17岁的受害者占比16%。从
受害者被剥削类别看，近30%的受害者被贩卖为强迫劳工，而47%的受害者因性剥削目

的被贩卖。然而，如下图所示，地区之间存在很大差异。b

CTDC数据库人口贩卖受害者分区域性别构成（2016-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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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鉴于与国家、地方社区及个体的联系，了解移民和流离失所，以及它们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发生变

化至关重要。人类迁移可能是一种可以追溯到历史最早时期的古老现象，但随着世界日益全球化，

其表现形式和影响也随着时间而改变。与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现在我们拥有更多关于全球移民和

流离失所的信息。然而，在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中，移民的本质意味着其动态特征很难用统计学术

语来描述。移民涉及的“事件”可能是快节奏和复杂的。诚然，国际移民模式与社会、经济和地缘

政治进程相关，这些进程即使不是几百年，也经历了几代人的演变，但跨国连接的最新发展为移民

进程的更加多样化提供了更多机会。

因此，了解移民和流离失所的趋势及其发展模式演变越来越重要。在本章中，我们根据现有数据

对迁移和移民进行了全球概述。尽管数据存在缺口和滞后性，但仍可得出一些高层次结论。例如，

在全球层面，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到某些地区（如亚洲）定居的速度比其他地区

（如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快得多，且这一趋势可能会继续下去（见图1）。同样，统计

数据显示，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移民工人继续被机会更多的地区所吸引，同时一

些移民工人的人口性别差异明显（见图7）。 

CTDC数据人口贩卖受害者分区域被剥削类别构成（2016-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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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参见www.ctdatacollaborative.org/。 
b  由于受害者数量较少，CTDC数据库不包括大洋洲。图右侧的“其他剥削”类别包括强迫婚姻、器官

摘除、奴役及类似行为，以及其他形式的剥削。有关定义的资料，请访问CTDC网站。 

http://www.ctdatacollaborativ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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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在《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 for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中，目标4承认了减少无
国籍人员的需求，并列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措施。

59 关于《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 for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及其23个具体目标的讨

论，请参见本报告第十一章。

《世界移民报告2020》 

全球数据还显示，冲突、普遍暴力和其他因素引起的流离失所人数仍处于历史最高水平。难以

处理、悬而未决和反复发生的冲突与暴力导致近年来世界各地的难民数量激增，其中妇女和儿童占

很大比例。尽管少数国家继续为难民提供解决方案，但整体而言，这些解决方案不足以满足全球需

求，特别是考虑到近期美国难民重新安置方式的改变（见图10）。此外，据估计，2018年底境内流

离失所人数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我们还发现，尽管有人警告说这是一个低估的情况，但全球

无国籍人员的估计人数非常可观，近400万人。除基本的人权问题外，无国籍状态还可能使人们面

临（非正规）迁移和流离失所的风险，因此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收集数据、报告和分析的重要全球

话题。58

移民领域的国际合作已被绝大多数国家（以及迁移中的非国家行为体）确认为实现人人安全、

有序、正规移民的关键和核心。《移民问题全球契约》也明确表明了这一点，它强调全球应致力于

改善移民领域国际合作及移民数据的收集，以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移民趋势及其不断演变的模式

和进程，从而支持以证据为基础的应对措施的发展。59在我们为实现这一承诺而共同努力的过程中，

既有需要把握的机会，也有需要克服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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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和移民：地区维度和区域发展 

引言

上一章对全球性迁移给出了一个全面的概述，并特别提到了（移民迁移）的国际存量和流量，

包括移民工人、难民、寻求庇护者和境内流离失所者（IDPs）在内的特定移民群体，以及由移民带

来的侨汇。本章（第三章）则将主要聚焦区域层面以更详细地介绍移民情况，以多样且互补的视角

阐释世界不同地区的移民和他们的迁移情况。1

考虑到地域在历史和当下都是影响迁移的最基本因素之一，我们将首先从地域而非主题的角度

理解迁移。尽管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但地域是影响移民和流离失所模式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许多

跨境迁移者通常选择在临近区域内迁移，或前往临近国家，那些易到达、更加熟悉和方便返乡的国

家。而对于流离失所者来说，迅速获得安全是最重要的。因此，人们倾向于搬迁到附近更安全的地

方，无论这些地方是在本国境内还是境外。

本章力图从地域视角理解区域迁移，从而帮助移民政策制定者、实践者和研究人员更好地理解

国际移民。本章的分析聚焦六个世界区域，这六个世界区域由联合国界定并被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

务部（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Social Affairs，简称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

和其他组织使用：

• 非洲

• 亚洲

• 欧洲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 北美洲

• 大洋洲

对于每个区域，分析包括：1. 基于联合国经社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简称联合国难民署，UNHCR）和国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
汇编和报告的数据，对关键移民统计数据进行综述和简短讨论；2. 根据国际组织、研究人员和分析人

员提供的广泛数据、信息和分析，对区域迁移的“重要特征和发展情况”进行简要描述。

1 本章已尽最大努力，包括通过数据认证，确保所使用数据的准确性。对于可能遗留的数据错误，我们深表歉意。虽然报告

一般不会引用2019年6月之后的数据或事件，但我们已经将联合国经社部于2019年9月17日公布的国际移民存量统计数据尽

可能纳入。

3 
《世界移民报告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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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六个区域内每个区域的移民模式、趋势和问题的多样性，本章将从次区域的层面呈现六

个区域的“重要特征和近期发展情况“。例如，对于亚洲而言，这种串联式的呈现模式既可以提供亚

洲整体统计数据的见解，同时也对东亚、南亚、东南亚、中东和中亚等次区域进行了总结。附录A中

提供了区域和次区域的细分。2除此之外，本章也关注次区域的内部特征，比如劳务移民、侨汇、非

正规移民、人口贩运、流离失所（境内和国际）和移民融入。次区域概述并非旨在详尽无遗，而是旨

在说明主要趋势和移民的近期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本章是在《世界移民报告2018》第3章”迁移与移民：地区维度和区域发展“的

基础上，对统计数据和当下议题进行了更新。重要的是，本章独立成章，读者无需回顾上一份报告。3

自上一份报告以来，过去两年中的重大变化均在本章中有所反映，包括直至2019年6月底的数据和相

关信息。本章还讨论了移民和流离失所的近期变化，例如从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简称委内瑞

拉）到南美洲和中美洲的大规模迁移，以及2017年下半年罗兴亚人从缅甸若开邦的大规模流离失所。

本章以现有证据为基础，脚注和参考资料部分提供了资料来源。我们鼓励读者参考本章中引用的资

料，以了解有关感兴趣的主题的更多信息。

非洲4

非洲地区迁入和迁出移民的数量都较大。如图1所示，2019年有超过2100万非洲人生活在出生国

以外的非洲国家，与2015年相比有了显著增长，当时估计居住在非洲区域内的非本国出生人口约有

1850万。同期，生活在其他区域的非洲人数量也有所增加，从2015年的约1700万增至2019年的近1900
万。

图1显示，自2000年以来，非洲区域内的国际迁移已显著增加。自1990年以来，居住在该地区以

外的非洲移民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其中去往欧洲的增量最为显著。2019年，所有生于非洲但生活在

非洲区域以外的移民中，有1060万人居住在欧洲，460万人居住在亚洲，320万人居住在北美地区。 

如图1所示，非洲国际移民最值得注意的方面之一是在该区域外出生、后来搬到这里的少数移

民。从2015年到2019年，在该区域外出生的移民数量基本保持不变（约200万），其中大部分来自亚

洲和欧洲。

2 次区域的划分主要和移民动态相关，因而可能不同于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划分的区域。详细信息请参考附录A。 

3 为了尽可能确保本章作为独立章节提供关于2017年和2018年区域移民的概述，我们引述了《世界移民报告2018》（第3章）

中的相关材料，特别是一些能为近期事件和移民趋势提供历史背景的材料。 

4 关于非洲的地区构成请参见附录A。 

迁移和移民：地区维度和区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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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前往非洲、非洲区域内和离开非洲的移民数量，1990-2019年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注：“前往非洲的移民”指出生在其它区域（例如欧洲或亚洲）但居住在非洲的移民。“非洲区域内移民”指出生
在非洲但生活在该区域出生国以外的移民。“离开非洲的移民”指出生在非洲但生活在该区域以外（例如欧洲

或北美地区）的移民。

许多非洲国家的人口规模在近几年发生了重大变化，图2列出了2009年至2019年间人口变化比例

最大的20个非洲国家。前二十位国家都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在此期间，每个国家的人口都经历了

大幅增长。这20个国家反映了整个非洲大陆地区的趋势：非洲目前是全世界人口增速最快的地区，

预计到2050年人口将超过20亿。5 需要注意的是，2009年至2019年间人口变化比例最大的是人口相对

较少的国家，正如所料。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包括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和埃及并没有位列前二

5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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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位；然而，三个国家都经历了人口的增长。6 非洲的人口增长与欧洲的人口变化形成鲜明对比，例

如，欧洲一些国家经历了缓慢人口增长甚至有些国家在同时期人口增长有所下降（如图14）。 

　　非洲区域内国际移民的显著增长（如图1）推动了近期国家层面的人口增长。虽然迁移不是唯一

的影响因素（高生育率和预期寿命的增加也都发挥了作用），7 区域内迁移的增加确实影响了一些国

家的人口变化。例如，国际移民占赤道几内亚全国人口的比例近年来急剧增加。在2005年，国际移民

占赤道几内亚国家人口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一；到2019年，这一比例提高到将近百分之十七。南非是另

一个例子。在2005年，国际移民占南非人口的2.8%；到2019年，这一比例已经提高到百分之七。 

图2. 非洲人口比例变化最大的前二十个国家，2009-2019年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c。 

注：需要注意的是，从2009年至2019年最大比例的人口变化更容易出现在人口相对较少的国家。 

6 同上。 
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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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注1：用于计算迁入和迁出移民百分比的人口规模基于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对一国总人口的统计，其中包括外国出

生人口。

注2：“迁入移民”指居住在该国但出生在其他国家的移民。“迁出移民”指出生在该国但在2019年住在出生国以外地区

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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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出移民数量最多的非洲国家大多位于非洲北部。图3左侧即体现了这一点，但图3中的国

家是按移民的总数量进行排列的（即迁入移民和迁出移民数量的总和）。2019年，埃及拥有最

多生活在他国的人口，其次是摩洛哥、南苏丹、索马里、苏丹和阿尔及利亚。就迁入移民数量

而言，南非是非洲最主要的移民目的地国，有大约400万国际移民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迁入

移民占总人口比例较高、但没有位列前二十名的国家还包括加蓬（19%）、赤道几内亚（18%）、

塞舌尔（13%）和利比亚（12%）。 

图3. 2019年移民人数位列前二十位非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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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注：移民通道体现了随时间迁移不断累积的移民活动，并简单呈现了在特定目的地国迁移模式如何使外国出生人口成为

该国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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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境内和从非洲出发有很多重要的移民通道，其中（很多通道的形成）和地理上的临近、历史

关联及流离失所等因素相关。从国家A到国家B的移民通道的规模是依据2019年来自国家A但居住在国

家B的移民人数来衡量。这些移民通道体现了随时间迁移不断累积的移民活动，并简单呈现了在特定

目的地国迁移模式如何使外国出生人口成为该国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图4所示，一些涉及非洲国

家的最大的移民通道出现在从诸如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与突尼斯等北非国家到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

等国家之间，部分也反映了后殖民时期留下的国家间的联系和邻近性。其他移民通道，例如南苏丹和

乌干达之间、以及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则因冲突造成的大规模流离失所所致。还有去往海湾国

家的重要劳务移民通道，例如，从埃及去往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的通道。重要的是，图4所示的主要

移民通道中，非洲区域内的通道数量仅超过半数，其中布纳法索通往相邻的科特迪瓦之间的通道构成

非洲的第二大移民通道。

图4. 2019年涉及非洲国家的前二十条移民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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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5所示，非洲区域内和源自非洲的流离失所是该区域的一个主要特征。非洲的大多数难民和

寻求庇护者被区域内的相邻国家接收。图5按接纳和来自该国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总数呈现了数量排

前十的非洲国家。同2017年相似，2018年，南苏丹产生了数量最多的非洲难民（230万），在世界上

排名第三，其中，大部分难民被诸如乌干达等邻国接收。经过几十年的冲突，索马里产生的难民数

量在该区域排名第二，在世界排名第五，其中大多数在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被接收。其他大批难民

人口来自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中非共和国和厄立特里亚。乌干达仍然是该区域最大的难民收容

国，约有120万难民居住在该国；难民的大部分来自南苏丹和刚果民主共和国。2018年其他大型难民

收容国还有苏丹和埃塞俄比亚。

图5. 2018年非洲国家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总人数排名前十位的国家 

来源：联合国难民署（UNHCR），n.d.。 

注：“被接纳”指来自其它国家但居住在接收国家（图右侧）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在国外”指来自一个国家但住在来

源国以外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数量排名前十位的国家/地区基于2018年数据并通过合计国家/地区

内部和来自该国家/地区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总数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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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非洲最大规模的新增境内流离失所发生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其中大多数因冲突而不是灾

害而流离失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亚洲，亚洲遭受了由灾害引起的大量流离失所者（见图12）。

在埃塞俄比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国家内部因冲突而流离失所最为明显，这使该区域的其余地区相形

见绌（图6）。截至2018年底，埃塞俄比亚有290万新增冲突流离失所者，流离失所者数量全球最高，

且远高于2017年的70多万人。除了因冲突而流离失所的人以外，埃塞俄比亚新增29万因灾害而致的流

离失所。2018年，刚果（金）在非洲和全球范围内的新增因冲突而流离失所的人数第二高，达到180
万。在中非共和国，虽然流离失所的规模没有诸如埃塞俄比亚等国家那么严重，但国内流离失所的比

例最高（11％）。值得注意的是，刚果（金）、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等数个境内流离失所人数很高的

国家也收容或产生了大量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见图5）。还必须提及的是，图6中未包括莫桑比克等国

家，这些国家最近因飓风Idai和Kenneth遭受大规模流离失所。这是因为所使用的数据仅反映了2018年
期间新增境内流离失所的人数，不是2019年。然而，有关“与气候相关的事件（如Idai飓风）造成的

南部非洲流离失所的讨论”可以在下面的“非洲的主要特征和发展情况”中找到。

图6. 2018年新增境内流离失所人数排名前二十位的非洲国家（因灾害和冲突） 

来源：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nternational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Center，IDMC），n.d.；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 

　　　2017。 

注：“新增流离失所”一词指2018年发生的流离失所者迁移人次，而非随时间迁移因流离失所累积的境内流离失所者（IDPs）
　　总数。“新增流离失所”数字包括那些不止一次经历流离失所的个体，因而这一数量与当年度流离失所的人数并不相符。

　　用于计算新增因灾害和冲突而流离失所人口比例中的人口规模基于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7年对该国总居住人口的估

　　计，该比例仅限于相对说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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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地区移民的重要特征和发展情况 

东非和非洲南部 

持续的冲突、政治和族群暴力以及和平进程受挫使东非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并且影响了该区域大

多数国家。例如，在2018年底，南苏丹已有超过220万难民和接近190万的境内流离失所者。8 然而，

南苏丹的难民数量与2017年的240万相比略有下降，但仍是2018年非洲拥有难民最多的国家。9 同年，

索马里产生近100万难民并拥有超过260万因冲突和暴力而产生的境内流离失所者（IDPs）。10 与此同

时，截至2018年底，埃塞俄比亚有210万境内流离失所者，是国内因冲突和暴力而流离失所人数最多

的十个国家之一。11在索马里，旷日持久的内战使人们不得不逃离到次区域的其他国家，并向东逃离

到也门等国家。然而，也门持续不断的冲突造成了极恶劣的生存条件，因此迫使大批移民返回到东

非，同时产生了包括也门人在内的新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12 成千上万的也门人逃到了诸如吉布提等

东非国家，相对于吉布提的人口规模，该国在2018年跻身世界十大难民接收国之列。13 其他国家，例

如乌干达、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仍继续接纳了大量难民，这

些难民主要来自本次区域，南苏丹也是如此，尽管冲突已导致该国境内外大规模流离失所者。14 由于

引发流离失所并阻碍这一问题解决的原因复杂且多样，这意味着上述难民接收国（世界一些最不发

达国家），持续为世界上超过应承担比例的众多流离失所者提供长期避难所。15 认识到许多非洲国家

在接纳大规模流离失所者时遇到的挑战，为强调流离失所同和平、安全及其发展层面的联系，非洲

联盟宣布2019年的主题为“难民，返回者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寻求持久解决非洲被迫流离失所者的办

法”。16 在2019年，非洲联盟不仅致力于更加关注非洲流离失所面临的挑战，而且致力于采取创新和

强有力的举措，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推动非洲大陆被迫流离失所问题的持久解决方案 。17 

东非和非洲南部长期以来一直是来自非洲区域内和其他区域移民的主要目的地，然而东非也日益

成为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国家或地区移民工人的重要来源。18 历史上，来自印度的移民在乌干

达、 肯尼亚和南非等国家的数量非常可观；19  但最近几年，移居到该区域国家的中国移民工人明显 

8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a；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2019。
9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8a，2019a。
10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a，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2019。
11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2019。
12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a；国际移民组织 （IOM），2018a。
13 同上。

14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a。
15 关于一般的境内流离失所问题，还请参阅国际移民组织 （IOM）流离失所跟踪线路网，特别是布隆迪、埃塞俄比亚、肯

尼亚、马拉维、莫桑比克、南苏丹、乌干达和津巴布韦。 

16 非洲联盟，2019。
17 同上。

18 海湾合作委员会（Gulf Cooperation Council，GCC）是由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曼、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六个国家组成的区域政治组织。 

19 Flahaux 和 de Haas，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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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多。20 作为非洲的发达经济体并拥有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南非近年来吸引了大规模来自非洲南部

区域内和区域外的移民、寻求庇护者和难民。南非的国际移民数量从2010年的大约200万增长到2019 
年超过400万。21 与此同时，在贫困、低工资和高失业率的驱动下，东非继续出现相当程度的劳动力

外流。22 最为明显的即是近年来以短期工作合同形式迁往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国家的低技能和半

熟练东非工人的大幅增加。海湾国家临近东非及其就业机会使得这个地区成为了东非人梦寐以求的

目的地。23 

　在东非和非洲南部，对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需求的不断增长推动了区域内移民。作为东非经济

体，诸如肯尼亚和卢旺达等国家正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例如，服务业对工人的需求已经吸引了包括乌

干达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在内的其他东非国家的移民工人。尤其是卢旺达不断扩大的技术部门持续

吸引了来自次区域内的工人。24 《东非共同市场议定书》规定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它有助于促进该

次区域内的劳务移民。25 一些国家已经批准了《议定书》，一些国家已经废除了东非公民的工作许可

证，使人们更便捷地在整个次区域工作。同时，南部非洲已经建立了区域内劳务移民制度，传统上有

大规模的人口从埃斯瓦蒂尼、莱索托、马拉维和津巴布韦等国移民到南非和博茨瓦纳工作。26 虽然诸

如采矿等传统产业持续吸引着移民工人，但包括金融和信息技术在内的其他产业越来越多地吸引移民

到南非。27 

　　东非和非洲南部移民中仍有大量非正规移民，并表现为由社会经济因素、冲突和政治不稳定等多

重原因导致的混合迁移流。随着人们越来越多依靠偷渡者的服务前往预定目的地，移民偷渡在这两个

次区域尤为突出。许多偷渡网络都以非洲之角为基地，而诸如乌干达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等东非共

同体的成员国为主要的过境国家。28 中东、欧洲和非洲南部是来自东非的移民的三个主要目的地。与

之相应的偷渡线路有多条，包括去往阿拉伯半岛和中东其他国家的东线，去往非洲南部的南线，以及

去往北非、欧洲和北美的北线。然而，非洲之角的路线也很重要，有很多人迁往非洲之角或者在非洲

之角区域内迁移。29与东非相似，非正规移民在非洲南部也非常普遍，涉及包括从津巴布韦和莫桑比

20 Cook等，2016。 
21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22 Manji，2017。 
23 Atong，Mayah 和 Odigie，2018。 
24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for Trade and Development，简称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18。 
25 东非共同体，n.d.。 
26 Nshimbi 和 Fioramonti，2013。 
27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18。 
28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UNODC），2018。 
29 国际移民组织 （IOM），20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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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迁移到南非的（次区域内）移民，以及来自该次区域以外地区的移民。30 几十年来，移民偷渡网

络激增，并且由于越境越发困难，它们变得更加有组织和专业化。31 虽然大量偷渡到非洲南部的移

民来自该次区域，但是也有大量移民来自非洲南部以外的移民，其中最主要的是来自非洲之角。许

多移民往往具有明显的弱势，其中很多人遭受了暴力和勒索。32 

东非和非洲南部环境变化和灾害愈发频繁普遍，并对人口迁移和流离失所造成影响。该次区域在

近几十年内降水量极不稳定，干旱频发。33 鉴于农业是东非和非洲南部的经济支柱，缓慢发作的环境

变化对粮食安全有重大影响。34 干旱在索马里等国已成普遍现象，也是造成该国流离失所的主要原

因。在2018年，与干旱相关的流离失所人数达到25万人；35 而这一数字在2017年高达85万人。36 干旱

条件造成营养不良加剧、粮食短缺和对本已有限的资源的竞争加剧，尤其是在该次区域的农民和牧

民之间；据估计，2017年索马里有120万儿童严重营养不良。37 非洲南部的几个国家由于突发性灾害

而遭受严重的流离失所。从2018年1月至6月，在世界最严重灾害事件中，东非发生有5起。38 2019年3
月，非洲南部连续遭遇两次飓风：“伊代（Idai）”和“肯尼斯（Kenneth）”，飓风带来了暴雨和大

风，在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和马拉维留下了毁灭性的痕迹。在莫桑比克中部登陆的“伊代”飓风被

认为是几十年来袭击非洲南部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39 截止到四月，飓风夺走了近600人的生命，

仅莫桑比克就有超过13万人流离失所。40 

在非洲南部，针对移民的排外袭击和新武装组织的出现导致了该次区域内流离失所人数的增加。

在过去的十年里，南非等国家的移民越来越多地遭受暴力侵害，造成了移民的财产损失，伤害甚至

有时是生命的丧失。全国范围的排外袭击，例如2008年发生的袭击，导致了数千名移民流离失所以

及60多人死亡。41 最近，发生在2018年的排外袭击造成了多人死亡，以及对外国人财产的抢劫和破

坏；而且，暴力已经持续到2019年，造成了更多人丧生。42 仇外袭击的爆发在南非的乡镇和其他经济

贫困社区最为普遍，当地居民经常将高犯罪率和失业归咎于外国公民。在该次区域的部分地区，武装

30 Maher，2018。 
31 同上。 
32 同上。 
33 环境和发展知识网络，2014a。 
34 美国国际开发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AID），n.d.。 
35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 （IDMC），2019。 
36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 （IDMC），2018a。 
37 联合国环境署，2018a。 
38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 （IDMC），2018b。 
39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mergency Fund，UNICEF），2019。 
40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9b。 
41 Landau，2018。 
42 国际特赦组织，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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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恐吓当地社区，持续造成流离失所。例如，在莫桑比克北部一个叫做“先知的信徒（AI-Sunna）” 

的武装组织仍构成潜在的威胁，已将数百人驱逐出他们的家园。43 

西非和中非 

西非和中非最显著的区域内移民表现为受多种原因驱动的混合迁移流。虽然关于非洲内部移民流

动的数据缺口较大，且精确的数字难以被确认，但近期的估算反映出西非和中非绝大多数国际移民在

该次区域内部进行迁移。44 若干因素导致西非区域内移民的人数众多，其中包括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 States，简称西共体，ECOWAS）成员国之间的免签证迁移、该

区域许多国家规模相对较小且散布在该区域的许多民族间联系紧密。45 重要的是，西共体内部的区域

内移民大多缘于劳动力的流动，例如很多季节性的、临时的和永久的移民工人从尼日尔和马里等国家

迁至加纳和科特迪瓦。46 大量的移民工人在低技术领域，包括家政、非正规贸易和农业。47 在西非部

分地区，农业工人通常在丰收期（7月至9月）期间迁移，一直持续到3月才开始进入丰收淡季。48 一

些移民工人是儿童，科特迪瓦和布基纳法索之间的迁移正是如此。49 与西非环境和经济因素是区域内

迁移的重要驱动因素不同，在中非，冲突和不稳定在引发流离失所并驱使人口向邻国迁移中扮演了更

重要的角色。50 但是，中非并不缺少劳务移民，例如加蓬便是大规模来自中非区域内的移民工人的安

身之地，这些移民工人在加蓬的石油和木材行业工作。51

尽管在该次区域存在旨在便利迁移和减少非正规移民的自由迁移协议，非正规移民在西非和中非

仍非常普遍。即使是在诸如西共体这样的自由迁移区域内，依靠偷运者过境仍很常见，特别是在人们

缺少身份证件的情况下。52 然而，有必要强调一点是，绝大多数被偷运到陆上的西非人是按照自由迁

移协议以正规移民的身份开始迁移的，只有在他们离开西共体区域后才违反了移民法（成为非正规移

民）。53 此外，西非的很多边界漏洞极多，因而更容易进行未经国家间授权的迁移；且西共体的几段

边界位于经济动荡和人口稀少的区域，这也加剧了这一地区的安全缺陷。54 对于许多试图横渡地

43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2018。 
44 Adepoju，2016。 
45 Flahaux 和 de Haas，2016。 
46 Devillard，Bacchi 和 Noack，2016. 
47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18。 
48 ACAPS，2018。 
49 联合国贸发会（UNCTAD），2018。 
50 国际移民组织（IOM），n.d.a.。 
51 同上。 
52 阿尔泰山咨询（Altai Consulting）和国际移民组织（IOM），2015。 
53 Carling，2016。 
5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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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阿尔泰咨询（Altai Consulting）和国际移民组织 （IOM），2015。 
56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IFRC），2018。 
57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a。 
58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2019。 
59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a；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2019。 
60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2019。 
61 同上。 
62 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地区办事处（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West Africa and the Sahel，UNOWAS），2018。 
63 萨赫勒地区（The Sahel region）是一个位于非洲西部和中部的半干旱热带草原生态区，包括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马里、

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尼日利亚、乍得和苏丹。

64 Hummel, Doevenspeck 和 Samimi，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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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去往欧洲的西非和中非移民，尼日尔是重要的过境国家和主要的偷运中心。55 尼日尔薄弱的边境

管理能力因武装和极端主义团体在该国边境袭击的增加而加剧。大部分的袭击，包括来自博科圣地

的袭击，都集中在尼日尔迪法地区，该地区位于尼日尔东南部，与尼日利亚接壤。暴力袭击事件对

医疗服务和教育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迫使成千上万的人背井离乡。56 

由政治动乱、社区和民族关系紧张及博科圣地极端主义带来的冲突和暴力，西非和中非大多数

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境内或跨境流离失所问题的影响（尽管影响程度差异很大）。和非洲内部其

他次区域一样，西非和中非国家在接收和产生流离失所人口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且两者时常同时

发生。刚果共和国便是这样一个例子。截至 2018 年底，该国收容了超过 50 万难民，同时也是 70 
万难民的来源国，其中 30 万居住在乌干达，另有大量难民居住在其他邻国，包括卢旺达（7.7 万）

和布隆迪（7.1 万）。57 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涉及数十个武装组织的冲突旷日持久，对该国产生了毁

灭性的影响，造成了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之一。截至 2018 年年底，刚果共和国有 300 万境

内流离失所者（IDPs），是全球因暴力和冲突而流离失所的人数第三高的国家（见第2 章，图11）。58 
与此同时，由于该国大部分地区被武装组织控制，中非共和国的内战在经历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

后，于2016 年被重新点燃；冲突蔓延到2017 年和2018年，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并使数十万人被迫离

开家园。2018 年，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中非共和国都跻身世界十大难民来源国之列，其中，中非共和

国产生了近 60 万难民和 50 多万因冲突而致的境内流离失所者（IDPs）。59 2009年在尼日利亚北部博

尔诺州开始的博科圣地叛乱，再加上反叛乱行动和争夺稀缺资源的社区冲突，也导致了乍得湖地区

的大量人流离失所。截至 2018 年底，尼日利亚有超过220万的境内流离失所者，是因冲突和暴力而

流离失所人数最多的10个国家之一（见第 2 章，图 11）。60 同年，喀麦隆境内流离失所者超过 60 万
人，尼日尔超过 15.6 万人。61 西非的一些暴力和流离失所现象与牧民和农民之间争夺土地和资源的

冲突有关，尽管这些冲突往往具有种族和宗教方面的因素。62

西非和中非的环境变化正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流动。例如，萨赫勒地带63 的降水虽然在慢慢

增加，但降水变得越来越不可测，导致干旱和洪水频繁发生。64 在尼日尔，截至2018年底，记录 



66 

65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2019。 
66 同上。 
67 联合国环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2011。 
68 欧盟委员会，2018a。 
69 Gao等，2011。 
70 联合国环境署（UNEP），2018b。 
71 Rudincova，2017。 
72 Hummel 和 Liehr, 2015。 
73 联合国环境署（UNEP），2011。 
74 Flahaux 和 de Haas，2016。 
75 Natter，2014。 
76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7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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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估有4万人因灾害流离失所，而在尼日利亚，同年约有60万人因洪水而流离失所。65 同时，人口快

速增长导致密集收割、森林采伐和过度放牧，加速了土地退化。66 尽管该次区域农业规模有所增长，

但粮食不安全状况依然十分严重。67 例如，截止2018年底，乍得湖盆地有300多万人受到粮食危机的

影响。68 数百万的西非和中非人口依附于乍得湖；然而，由于干旱加剧和灌溉取水量增加等与人类有

关的原因，乍得湖的面积在过去40年里减少了90%。69 湖泊的萎缩不仅影响了数百万人的生计，还影

响了牲畜的季节性迁移，且后者日益成为局势紧张和社区冲突的原因；70 此外，生活条件的恶化使沿

湖居民难以适应更恶劣的条件，为武装组织的出现创造了理想的环境。71 旱涝、资源过度利用和气候

变化等复杂和相互联系的环境变化，是造成该次区域国家内部和国家间跨越边界的城乡和周期性人口

流动的重要原因。移民是西萨赫勒地区用来发展生计和减少风险的一个策略，特别是在农业收益不确

定的情况下。72 同时，研究还强调了气候变化对自然资源导向型生计和粮食危机的影响，及其与紧

张、冲突和流动之间的相互关系。73
 

北非 

从北非移民至欧洲和海湾国家始终是该次区域移民动态的重要特征，而这一特征已延续了数十年。

从北非移民至非洲以外国家的人数一直以来并继续都远高于从流向该次区域内部其他国家和非洲其他

国家的移民数量。74 源自北非的移民分支主要有两条：基于地理上的临近、先前订立的劳动力招募协

议和后殖民时期（遗留下的）纽带，75 第一条是历史上来自西北非（例如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

斯）的移民迁往欧洲，而第二条是来自东北非（例如埃及和苏丹）的移民前往海湾合作委员会（GCC）
国家寻找临时工作。来源国和目的地国之间巨大的收入差异以及北非的高失业率仍然是移民的重要动

因。截至2019年，近1200万北非人居住在出生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其中大约一半生活在欧洲， 

330万人居住在海湾国家。76 

虽然北非是主要的移民过境地区，这些地区也接收了包括难民在内的大量国际移民。苏丹拥有

北非最大规模的国际移民，2019年国际移民人数超过120万人。77 紧随苏丹之后的是利比亚，有超

过80万国际移民。埃及的国际移民数量从2010年的30万人增长至2019年的超过50万人，这些移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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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同上。 
79 Reifeld，2015。 
80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a。 
81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2019。 
82 联合国难民署（UNHCR），n.d.。 
83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a。 
84 同上。 
85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2019；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a。 
86 国际移民组织（IOM），前往的国家包括保加利亚、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马耳他和西班牙。 
87 同上。 
88 Frontex，2019；MacGregor，2019。 
89 国际移民组织（IOM），n.d.b.。 
90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b；Frontex，2019；MacGregor，2019。 
91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b。 
92 同上。 
9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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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来自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简称叙利亚）、索马里、苏丹和巴勒斯坦地区。78 摩洛哥虽然传统

上属于移民输出国，但也日益成为移民目的地国，接收了包括来自非洲其它次区域的大量移民，

他们在滞留这一地区的同时寻找（横渡地中海）去往欧洲的方法。79 

北非内部及周围次区域的冲突和暴力引发了北非的流离失所问题。截至2018年底，苏丹是全球

难民的第六大来源国，产生的难民数量近70万，其中大多数被邻国乍得、南苏丹和埃塞俄比亚接

收。80 由于暴力和冲突，苏丹也有近210万的境内流离失所者（IDPs）。81 同时，苏丹也是一个重要

的难民接收国，接收了超过100万难民（这一数字自2016年以来增长了一倍多），其中大多数来自南

苏丹、厄立特里亚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82 阿尔及利亚截至2018年底也接收了超过9.4万难民，83 而

埃及接收了超过24万难民，主要来自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巴勒斯坦地区及其它非洲国家和地区。84 

截至2018年底，利比亚不稳定的安全和政治形势导致超过22.1 万的境内流离失所者（比2016年的30万
有所下降），这也影响了居住在利比亚超过5.6万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85 

作为许多国家移民去往南方途中的过境枢纽，北非次区域在保护非正规迁往欧洲的移民方面

面临着重大挑战。在2018年，大约有11.7万移民通过海上抵达欧洲。86 与2017年（约17.2万人）

和2016年（增至36.4万人）相比，这一数据有明显的下降。87 大多数非正规海上移民的路线也发

生了变化；2016年和2017年进入欧洲的大多数非洲移民都选择了地中海中部路线（主要是从利

比亚去往意大利），而2018年抵达欧洲的大多数非正规海上移民都选择了地中海西部路线（主

要是从摩洛哥到西班牙）。88 将近5.9万移民通过海路抵达西班牙，而抵达意大利的只有2.3万。89

从地中海中部到西部的主要路线改变与几个因素有关，包括欧洲联盟（欧盟，EU）与来源国和

过境国之间更加密切的合作、打击偷渡的努力、以及在利比亚沿海增加的海上安全巡逻。90 来

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移民占西班牙非正规海上移民的大多数，其次是摩洛哥人。91 从地中

海中部路线前往意大利的人大多是突尼斯人，其次是厄立特里亚人、伊拉克人、苏丹人和巴基

斯坦人。92 从2018年1月至11月，在意大利所有非正规抵达的海上移民中，预估有15%是无人陪

伴的儿童。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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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数量相当可观的移民偷渡路线可以到达、进入和离开北非，偷渡活动日益集中在一

些有组织的犯罪网络。94 例如，在偷运者的协助下，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移民经常踏上高

度危险的前往北非的旅程，包括穿越撒哈拉沙漠。95 其中一条主要的偷渡路线包括从索马里、苏

丹和埃塞俄比亚前往埃及和以色列的移民。96 但近年来，随着埃及社会经济状况的恶化，偷渡

者越来越多地转向利比亚等国，其中，利比亚在2011年之前是移民工人的一个重要目的地，但

最近已成为一个主要的偷渡中心，也是试图通过地中海中部路线抵达欧洲的移民的主要出发

点。97 该次区域继续面临严重的人权侵犯和保护方面的挑战；许多过境的移民遭受性暴力和基

于性别的暴力、强迫劳动、任意拘留、勒索和剥削，以及其他虐待。这种情况在利比亚尤为

严重，发生在该国的人口偷运往往演变成人口贩卖。2018年，国际移民组织（IOM）帮助1.6万
多名在利比亚被拘留或滞留的移民返回家园，98 其中一些人被偷渡者和人口贩运者控制。利比

亚旷日持久的内战不仅严重削弱了该国的体制和经济，还营造了不受法律约束的风气。99

亚洲100

作为 46 亿人口的家园，2019 年源自亚洲的国际移民构成世界国际移民总人数的 40%（1.11
亿）以上。超过一半的移民（6600 万人）居住在亚洲其他国家，与 2015 年相比有显著增长，当时亚

洲区域内移民预估大约有 6100 万人。如图 7 中间一栏所示，从 1990 年的 3500 万人开始，亚洲区域

内移民在过去几十年间有大幅增长。与此同时，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生于亚洲但移民至北美洲和欧

洲的人口也出现了大幅度增长。在 2019 年，前往北美的亚洲移民数量达到 1700万，比 2015 略多

于 1600 万的人数相比有所增加，而在欧洲，2019 年来自亚洲的移民大概有 220万人。前往北美和欧

洲的亚洲移民推动了该地区以外的亚洲移民数量的显著增长，2019 年共有4460 万的区域外移民，

比 2015 年的 4000 万增长了 11%。

自1990年以来，生活在亚洲的非亚洲出生的移民数量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其中，欧洲人在该地

区亚洲以外移民群体中所占比例最高。这些数据包含来自前苏联欧洲部分但目前生活在中亚的移民。

同一时期，作为亚洲另一大（区域外）移民群体——非洲移民人数有所增长。 

94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2018。 
95 同上。 
96 İçduygu，2018。 
97 同上。 
98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8b。 
99 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United Nations Support Mission in Lybia，UNSMIL）和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United Nations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简称人权高专办，OHCHR），2018。 
100 有关亚洲组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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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前往亚洲、亚洲区域内和离开亚洲的移民人数，1990–2019年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注：“前往亚洲的移民”指出生在其他区域（如欧洲或非洲）但居住在亚洲的移民。“亚洲区域内移民”指出生在亚洲
但生活在该区域出生国以外的移民。“离开亚洲的移民”指出生在亚洲但生活该区域以外（如欧洲或北美）的移民。

近年来，一些亚洲国家的人口规模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如图8所示，该图列出了

2009年至2019年人口变化比例最大的20个亚洲国家。除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前二十位的所

有国家在此期间都经历了人口的增长。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GCC）均跻身前二十位国家之列，

在过去的十年里经历了一些最重大的人口变化。国际移民一直以来是亚洲人口变化的一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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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因素，尤其是在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GCC），这些国家是亚洲区域内和区域外移民工人的重要

目的地。如图9所示，国际移民在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GCC）人口中占有很大比例，例如，阿拉伯

联合酋长国的移民占该国人口的88%。101

图8. 亚洲人口比例变化最大的前二十个国家，2009–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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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c。 

注：需要注意的是，2009-2019年间最大比例的人口变化更可能出现在人口规模相对较小的国家。 

作为亚洲两个“人口大国”，印度和中国生活在国外的移民的绝对数量最多（图9）。必须补充

的一点是，这些庞大的移民绝对数仅占印度和中国总人口很小的一部分。来自中国的移民数量是继来

自印度和墨西哥的移民数量之后，世界第三大出生于居住国以外地区的移民群体。近300万出生在中

国的移民生活在美国，美国也居住着大量来自印度、菲律宾和越南的亚洲移民群体。其它在国外有大

量移民的国家包括孟加拉国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在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国家，移民在国家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很高（图9）。例如， 2019年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人口中88%为移民，科威特72%的人口为移民，卡塔尔近79%的人口为 移民，巴林的

101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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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也占总人口的45%。102 许多移民来自非洲、南亚（如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尼泊尔）及

东南亚（如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关于外国出生移民的数据也部分反映了重大的历史事件，例如1947年印度

和巴基斯坦的分裂导致两国大规模的人口颠沛流离。这一情况可以从2019年的数据中直观地反映出。
根据该数据，分别有超过500万和300万的外国出生移民居住在这两个国家。 

图9. 2019年亚洲国家移民人数前二十位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注1：用于计算迁入和迁出移民百分比的人口规模基于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对一国总人口的统计，其中包括外国出

生人口。

注2：“迁入移民”指居住在该国但出生在其他国家的移民。“迁出移民”指出生在该国但在2019年住在出生国以外地区

的移民。

102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移民数量（百万人） 移民占人口比例

迁入移民

迁出移民

10 0 10  50 0 50

印度

沙特阿拉伯

中国

孟加拉国

巴基斯坦

土耳其

叙利亚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哈萨克斯坦

菲律宾

阿富汗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泰国

约旦

伊朗

缅甸

韩国

日本

科威特

《世界移民报告2020》 



72 

图10显示了涉及亚洲国家的前20条移民通道，其中一半以上（20条通道中的13条）位于亚洲境内。

这些移民通道体现了随时间延续不断累积的移民活动，并简单呈现了在特定目的地国中迁移模式如

何使外国出生人口成为该国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规模最大的移民通道是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通往土耳其的通道，2019年有超过370万的叙利亚人居住在土耳其。这与2015年和2017年的情况有

所不同，当时亚洲最大的移民通道是从印度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图10. 涉及亚洲国家的前二十条移民通道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注：移民通道体现了随时间迁移不断累积的移民活动，并简单呈现了在特定目的地国迁移模式如何使外国出生人口成为该国人

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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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1 所示，亚洲境内和源自亚洲的国际流离失所问题是该地区的一个主要特征。阿拉伯

叙利亚共和国和阿富汗是世界主要的难民来源国。图 11 清晰地反映了叙利亚冲突对流离失所的

影响，来自叙利亚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人数远远超过阿富汗。2018 年，来自亚洲国家的绝大多

数难民生活在相邻国家。例如，来自叙利亚的难民主要被土耳其、黎巴嫩和约旦接纳，而来自

阿富汗的难民人数从 2017 年的 260 万增加到 2018 年的 270 万（主要由于这一年的新生人口），

主要被巴基斯坦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简称伊朗）收容。由于针对罗兴亚人的暴力和迫害，缅

甸在 2018 年产生的难民人口在该区域位列第三，在全球位列第四，其中人数最多的难民被孟加

拉国接收。但如图 11 所示，值得关注的是，巴基斯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伊拉克等难民来源

国自身也接收了大批难民。

图11. 2018年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总人数排名前十位的亚洲国家 

人数 （百万人） 

来源：联合国难民署（UNHCR），n.d.。 

注：“被接纳”指来自其它国家但居住在接收国家（图右侧）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在国外”指来自一个国家但住在来

源国以外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数量排名前十位的国家/地区基于2018年数据并通过合计国家/地区

内部和来自该国家/地区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总数得出。 

叙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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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5 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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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最大的新增境内流离失所主要是灾害造成的（图 12）。截至 2018 年底，菲律宾新增的因灾

害而流离失所的人数为 380 万人，是全球记录人数最多的国家。引发流离失所的灾害包括火山爆发，

以及由季风和山体滑坡造成的洪水。中国大约有 370 万的流离失所者，记录的新增灾害离失所者数量

与菲律宾几乎相同。紧随中国之后的是印度（270 万人）和印度尼西亚（85.3 万人）。冲突也导致亚

洲出现了大规模的新增境内流离失所者，其中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人数最多（160 万人），约占其

人口的 9%。其他因冲突导致严重的境内流离失所的国家包括阿富汗（37.2 万人）、也门（25.2 万
人）和菲律宾（18.8 万人）。 

图12. 2018年新增境内流离失所人数排名前列的亚洲国家（因灾害和冲突） 

来源：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n.d；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7。 

注：“新增流离失所”一词指2018年发生的流离失所者迁移人次，而非随时间迁移因流离失所累积的境内流离失所者
（IDPs）总数。“新增流离失所”数字包括那些不止一次经历流离失所的个体，因而这一数量与当年度流离失所的

人数并不相符。

用于计算新增因灾害和冲突而流离失所人口比例中的人口规模基于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7年对该国总居

住人口的估计，该比例仅限于相对说明目的。

百万人 占人口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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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地区移民的重要特征和发展

东南亚

许多东南亚国家存在大量的迁出移民、迁入移民及过境移民。该次区域内较大的收入差别是促

使人们从低收入国家移民至该区域内（外）高收入国家的主要因素。该次区域内的国际移民略高于

一千万人，而来自该次区域的移民超过 2180 万人，这其中有 680 万人（从一个东南亚国家）移民到

东南亚其它国家。 103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凭借经济优势是著名的移民目的地。东南亚国家联盟（东

盟）为加强区域一体化所作的努力促进了区域内移民的增加。地理因素在此区域的迁移中也扮演了

重要角色，接壤的国家之间迁移更为频繁，尤其是在泰国与柬埔寨、老挝、缅甸等毗邻边界迁移。104 

区域内的长期移民通道较为鲜明，并主要由短期劳务移民构成，但另外也有数量相对少一些的永久

（技能的和家庭的）移民、学生迁移和被迫迁移。 105 

劳务移民是东南亚的一个突出特征，也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动力，但也与不一致的人权实

践有关。劳务移民一直是该次区域内主要目的地国家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例如马来西亚，新

加坡和泰国，他们帮助填补了这些国家劳动力市场的空白，特别是在渔业、家政业和建筑业等低技

能部门。 106 与此同时，良好的就业前景和较高的工资往往驱使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人们迁往

该次区域内较为繁荣的经济体。 107 许多移民将他们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寄给他们在家乡的家人，例

如，菲律宾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侨汇接收国之一。2018 年，菲律宾的国际汇款流入量达 340 亿美

元，是仅次于印度、中国和墨西哥的全球第四大侨汇接收国。 108 然而，即使劳务移民助力缓解了目

的地国的劳工短缺，许多劳务移民仍然面临被剥削的境况。在低技能、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的工人

受影响最大，无论他们的法律地位如何，其中最普遍的是与工资相关的虐待。 109 许多劳务移民被迫

以低于最低工资的条件长时间工作，这是劳务移民在招聘和录用期间得不到充分保护的结果。 110

东南亚地区的迁移中有大量非正规移民，主要与诸如贫穷和缺乏就业机会等经济因素有关。偷

渡者通常会促成非正规移民的流动，例如从柬埔寨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迁移到包括泰国和马来西

亚等地的移民。偷渡者在该次区域以外的非正规移民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越南移民向欧洲迁移，

经常利用偷渡者到达他们的目的地。 111 该地区既有混合迁移流（即包括需要和不需要国际保护的两类

103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104  Hugo，2014；Hatsukano，2015。
105  Hugo，2014。
106  Harkins，Lindgren 和 Suravoranon，2017。
107  Pholphirul，2018。
108 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9a。
109  Harkins, Lindgren 和 Suravoranon，2017。
110　 同上。

111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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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移动），也有出于不同目的的移民流动。在东南亚，许多移民因非正规移民身份而面临被剥削

的危险。从事很多特殊行业的移民工人也面临强迫劳动、剥削和严重虐待等问题（例如渔业、农业、

建筑业和制造业）。11 2除偷渡之外，人口贩运仍然是东南亚的一个挑战，亚洲几乎一半的受害者

（46%）是在该次区域内被贩运的。 113 大量人口因性剥削和强迫劳动而被贩卖，2016 年被贩卖用来

进行性剥削的女性比例有所提升。 114 在2016 年，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国的强迫劳动受害者多于性剥削受

害者。 115

由于暴力、系统性迫害和边缘化，东南亚地区流离失所的规模有所增加。罗兴亚难民处境最为严

重，且仍然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难民危机之一。截至 2018 年底，有超过 90 万的罗兴亚人生活在孟加拉

国的考克斯巴扎尔地区（Cox’s Bazar），超过 100 万人急需人道主义援助。 116 在考克斯巴扎尔的库

图帕隆——巴鲁卡利地区（Kutupalong-Balukhali site）仍然是世界上最大和人口最密集的难民聚居

地；2018 年，来自缅甸的难民人数居世界第四位。 117 由于 2017 年 8 月有针对性的杀戮和侵犯人权事

件的激增，大量的罗兴亚人被迫离开缅甸若开邦，其中有大部分人在孟加拉国寻求保护。虽然这不是

罗兴亚人第一次因为暴力而逃离缅甸，但 2017 年 8 月的暴力事件引发了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流离失

所浪潮。与此同时，在东南亚内部，马来西亚继续长期接收大量难民和类似难民处境的人（2018年超

过 12 万人），这主要由于多年来缅甸内战造成的流离失所。 118 目前主要是“传统的”重新安置国家

（例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对来自该次区域的难民进行重新安置，而次区域内“保护性基础设

施”很少。 119 该次区域内也有大量境内流离失所者（IDPs）和无国籍人口，而该次区域中接纳了这

些无国籍人口的国家有八个（其中接收数量最多的是缅甸，截至2018年年底接纳了60多万人）。120

112   Gois，2015。
113  国际移民组织（IOM），n.d.c。
114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2018。
115 同上。

116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8c。
117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a。
118 同上。

119 McAuliffe，2016.“保护性基础设施”包括关于保护的国内法、国家政策以及行政措施；详见 Sitaropoulos，2000。
120 　Southwick，2015；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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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

从南亚去往其它区域是南亚地区移民的一个重要特征，其中大量在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工作的

短期移民工人即来自该区域。获得更高工资和更多就业机会的希望使近些年离开这一次区域的人数

显著增长。
121 

对于该次区域内劳动力明显过剩的国家，移民能够减轻就业压力，并能通过侨汇缓解

贫困问题。因此，南亚是世界上接收侨汇数目最大的地区之一。2018 年，汇入印度的侨汇总额达 790 
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而在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等国，收到的侨汇数额超过了同年 GDP 
的 5%。122

受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差异的影响，次区域内移民也是南亚的一大主要特征。123 该区域内的正规

和非正规迁移和国家间高度相似的历史根源、地理上的相近、文化和亲缘纽带都有密切关系。124 
2019 年，南亚地区1400 万国际移民中有近80% 的移民来自该次区域的其它国家。125 该地区的移民

通道主要包括孟加拉国—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尔—印度；但是，必须

指出的是这些通道都十分独特，反映了一系列历史和当代的经济、安全和文化因素。例如，有数以

百万计的孟加拉国和尼泊尔劳务移民目前在印度工作，他们主要在非正式部门从事建筑和家政工作，

但是印巴通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1947 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导致的大规模流离失所。126 此外，

居住在该次区域（主要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巴基斯坦）的390 万阿富汗国际移民中，许多人由于

1970 年代以来阿富汗境内跌宕起伏的冲突和暴力而跨境流离失所。127 南亚国家的境内移民比较广

泛，规模大于国际移民，主要包括短期和季节性的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128 从2001 年至2011 年，

南亚城市人口增长了 1.3 亿，129 虽然农村—城市迁移对城市人口增长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人口的

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村聚居区的重新分类和人口的自然增加。130

121　  Doherty 等，2014。
122　  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9a。
123　  Srivastava 和 Pandey，2017。
124　  同上。

125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126　  Srivastava 和 Pandey，2017。
127　  Schmeidl，2016；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6。
128　  同上。

129　  Ellis 和 Roberts，2016。
13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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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松散的偷运网络协助下，区域内部和源自该区域的非正规移民在南亚地区较为普遍。虽然在

次区域内进行非正规迁移的确切人数尚未得知，但据估计，该次区域内存在大量非正规移民。 131 例如，

印度是来自孟加拉国、尼泊尔和较小范围内斯里兰卡的大量非正规移民的家园。 132 欧洲、北美和大

洋洲等地区是南亚非正规移民最偏爱的目的地。 133 来源国的社会经济和不安全因素，以及目的地国

较高的工资和良好的就业机会，都是与非正规迁移和移民偷运有关的因素。 134 从南亚去往西欧的移民

主要通过中亚和俄罗斯、以及通过中东偷渡进入西巴尔干地区。 135 其他非正规移民因寻找工作偷渡至

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 136 目前已有大量记录表明南亚移民遭受偷渡者的剥削和虐待。 137 此外，

贩运人口在南亚仍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尽管该次区域内许多国家的数据和资料很少。联合国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2018 年的一份报告估计，根据孟加拉国、马尔代夫、尼泊尔和巴

基斯坦等四个国家的可用信息，2016 年在该次区域发现的人口贩运受害者中近 60% 是女性。 138 在尼

泊尔，儿童受害者多于成年受害者。 139 

长期的冲突、政治不稳定、暴力和压迫使南亚成为大规模流离失所的来源地；同时，该次区域

也接纳了大规模的流离失所人口。在近代历史中，该次区域的每一个国家（马尔代夫除外）都是流

离失所人口的来源国或接收国。最值得注意的是，截至 2018 年底，（该次区域）有 270 万阿富汗难民，

是世界上仅次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第二大难民人口，另有 260 万阿富汗境内流离失所者。 140 巴基

斯坦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两个相邻国家接收了绝大多数的阿富汗难民，并因此跻身世界难民接收国

的前列。 141 巴基斯坦，因其边境的易渗透性和在民族、语言、宗教和经济上与阿富汗紧密的联系，数

十年来一直是主要的难民接收国，2018 年底在巴基斯坦的难民中约 140 万都是阿富汗人； 142 在 2017
年约有 6 万名难民被遣返阿富汗，其中大多数来自巴基斯坦。 143 截至 2018 年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接收了近 100 万难民， 144 成为世界第六大难民接收国，而印度和孟加拉国继续接收了大量境内流离失

所者。 145

131  Srivastava 和 Pandey，2017。
132  Jayasuriya 和 Sunam，2016。
133  McAuliffe 和 Jayasuriya，2016。
134 同上。

135  Sengupta，2018。
136  Gallagher 和 McAuliffe，2016。
137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2018。
138 同上。

139 同上。

140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a；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2019。
141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a。
142 同上。

143  国际移民组织（IOM）和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8。
144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a。
145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2019。 关于一般的境内流离失所问题，还请参见国际移民组织（IOM）的流离失

所跟 踪线路网，特别是关于阿富汗、印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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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人口极易遭受与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有关的缓发的和突发的灾害的伤害。在冲突和暴力在

驱使阿富汗人们离开家园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但除此之外，2018 年南亚大多数的流离失所都是

由灾害造成的。 146 2018 年，由于突发性灾害，南亚预估有 330 万的新增流离失所者，其中受影响最

严重的是印度、阿富汗、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相对其人口规模，南亚因突发灾害而面临流离失所

风险的人数最多，其中，孟加拉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灾害风险最高。 147 印度在该次区域的灾害中首

当其冲，热带风暴和洪水造成超过 270 万人流离失所。 148 阿富汗是该次区域内因灾害而流离失所人数

第二多的国家，新增流离失所者 37.1 万人，主要是由干旱造成的。在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成千上

万人因季风而流离失所。 149 近年来南亚与灾害相关的破坏和流离失所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该次

区域的规划不足和准备不足造成的。 150 迁移和流动是应对南亚环境变化事件（包括海平面上升、海岸

侵蚀、洪水和地下水枯竭等）尤为重要的策略，因为所有环境变化事件都对南亚地区构成了巨大挑战。 151 

东亚

东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人口变化，若干国家的低出生率和人口老龄化使移民政策重新被修订。

日本等国家正经历人口的负增长，而韩国的生育率远低于维持人口所需的 2.1 的更替率。 152 2019 年，

日本是世界上潜在赡养率最低的国家（每位退休人员对应的劳动力数量），与中国一样，日本也是

生育率低于更替率的前 10 名人口大国之一。 153 这些人口变化对公共债务、福利国家和劳动力市场具

有深远的影响。例如，日本正在努力解决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154 这些现实正促使政策制定者重新

评估历史上对移民采取的限制措施，这些措施和一些国家的文化同质性相对较高、与其他区域和次

区域相比移民政策经验较为有限、以及移民在许多国家相对不受欢迎有关。 155

146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2019。
147 同上。

148 同上。

149 同上。

150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2018a。
151 环境和发展知识网络（Climate and Development Knowledge Network），2014b。另请参见 Ionesco，Mokhnacheva 和 

Gemenne，2017。

152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c。
153 同上。

154  Nye，2019。
155  Staedicke，Batalova 和 Zong，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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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东亚主要国家的人口减少，一些国家通过了新的移民法或实施了旨在吸引外国工人的方案。 

2018 年 12 月，日本议会通过了一项新的移民法，放宽对面临劳动力短缺的行业外国工人的限制，预

计这些变化将吸引 30 多万工人。 156 日本最近对移民法的修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建筑业等领域对

工人需求激增的回应，因为日本正准备在东京举办 2020 年奥运会。 157 同时，通过允许来自已签署

谅解备忘录的亚洲伙伴国 158 的外籍工人入境的就业许可制度，韩国预计将在2019 年接收 5.6 万名

外籍工人，以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 159 中国是移民工人的主要来源国，最近也通过改变移民政策和

签署双边协议，寻求吸引高技能和低技能行业的工人。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工人，不仅是为了解决技

能差距，也是该国努力实现更大程度的经济开放和包容的一部分。例如，在 2018 年，中国放宽了对

专业人士和高技能工人的签证要求，以吸引顶级外国人才加入逐渐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的经济体。160 

同年，中国首次设立了国家移民管理局。新的移民管理局是为了应对中国越来越多的国际移民，以及

简化和更好地管理移民的需要。 161 除此之外，中国和菲律宾在2018 年签署了一项协议，将允许包括

10 万名英语教师在内的 30 万菲律宾工人在中国工作。 162 

东亚的迁移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大规模的向外和向内的学生流动。近年来，来自东亚国际学生人数

迅速增加，特别是在高等教育层面，而该次区域内的外国学生人数也持续增长。在高质量教育前景的

推动下，来自东亚的大量国际学生前往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等目的地学习。2018 年，中国继续成为

全球国际学生的主要来源国，有超过50 多万学生出国深造，比2017 年增加了8% 以上。 163 但是，东

亚不仅是国际学生的主要来源地，也逐渐成为外国学生的重要目的地，其中许多学生来自该次区域内

（其他国家）。2018 年，中国高校的国际学生人数超过 49 万。 164 其中，来自韩国的国际学生人数最

多， 165 紧随其后的是来自泰国、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学生。 166

156  McCurry，2019；英国广播公司（BBC），2018。
157  Tian 和 Chung，2018。
158  截至 2019 年，就业许可制度的伙伴国包括孟加拉国、柬埔寨、中国、东帝汶、印度尼西亚、吉尔吉斯斯坦、老挝人民 

民主共和国、蒙古、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泰国、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

159  Ju-Young, 2018。
160  Ning，2018。
16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018。
162  Jennings，2018。
16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9a；Shuo, 2019。
16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9b。
165 同上。

16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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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168 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9a。
169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8。
170　 同上。

171  Hu，2012；Qin 等，2016。
172  Hugo，2015。
173  Kwon，2019。
174　 从朝鲜移居到韩国寻求保护的人不被视为寻求庇护者，而是根据《大韩民国宪法》被承认为公民。

175  联合国难民署 （UNHCR），2019a。

以中国为代表的大量劳务移民的迁出意味着这一次区域是世界接收侨汇金额最多的区域之一。 

2019年，在中国出生的国际移民仅次于印度和墨西哥，构成世界第三大外国出生人口，在中国以外

地区生活的中国移民数量近1100万。1672018年全球侨汇流总量约达6900亿美元，其中中国接收的金额

为 670 亿美元，是继印度之后全世界第二大侨汇份额。168

虽然本章主要关注国际移民，但主要注意的是，境内移民一直是东亚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包括

规模前所未有的人口从农村迁往城市中心。虽然在亚洲大陆的部分地区，如西亚，城市化的速度已

经放缓甚至下降，在过去几十年里，东亚是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169 截至2015年，该次区域的

城市人口比例已升至60%，是1950年以来的三倍多。170 这一点在中国最为显著，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

社会改革引发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之一。改革措施包括放宽户口制度，该制度旨在记录和

控制国内人口迁移，将人们获得服务的机会与他们的居住身份联系起来。因此，在就业前景和更高

工资的驱动下，数以亿计的工人离开农村前往城市，那里是大多数经济活动的集中地，而且对无技术

和有技术的劳务移民都有需求。171 大多数人是从中国西部省份迁移到东部省份的。中国西部和东部之

间的社会经济动态是重要的驱动因素，西部的特点是人口增长率高、工人过剩和收入低， 而东部大城

市地区工人短缺，并拥有更高的收入和教育水平。172

东亚移民动态中的一个新的（非典型）特征是数百名寻求庇护者的到来，这些人来自遭受冲突

和暴力破坏的国家。2018年，超过500名也门寻求庇护者抵达韩国济州岛，并通过该岛旨在吸引游客

的免签证政策获得入境许可。173 在这个庇护申请历来很少的国家，也门人的到来引起了激烈的公众辩

论和一些反移民情绪。韩国以前并不是那些寻求保护的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人除外）的

主要目的地。174 截至2017年底，中国和韩国分别有大约600名和近2万名寻求庇护者。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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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
中亚的迁移运动大部分发生在该次区域以外，且最明显的是向北迁移到俄罗斯。例如，在2019 

年，只有不到500 万出生于中亚的移民居住在俄罗斯。 176 凭借显著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就业机会， 177

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是来自中亚的劳务移民的主要目的地。 178 例如，对于吉尔吉斯斯坦农村地区的

人们来说，劳务移民已经成为一种谋生策略，许多吉尔吉斯移民工人在俄罗斯寻找工作，使得西伯

利亚等省份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179 俄罗斯还很有吸引力的另一个原因是，大量吉尔吉斯人已经在该

国稳固下来且发展良好，并能为新的到来者在寻找合适的住宿和工作方面提供援助。 180 但是并非所

有从中亚到俄罗斯的移民都是低技能劳务移民；例如，来自哈萨克斯坦的移民主要由学生和高技能

专业人士组成。 181来自中亚的人也迁移到欧洲的其他地区和中国，那里的工作和家庭关系相对牢固。

越来越多的中亚人也正在前往诸如土耳其和韩国等目的地寻找工作；韩国同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

斯斯坦等国签订的双边劳务协议为迁移到韩国提供了便利。 182

区域内迁移是该次区域的一个关键特征，且这一特征是由地理、文化、经济、政治和历史上形成
的社会联系等因素共同塑造而成的。中亚是数百万国际移民的家园，这些移民主要来自该区域内

部，也有一部分来自更远地区。移民主要来自前苏联国家，其中许多国家现在是独立国家联合体的

成员国。 183 例如，在 2019 年，哈萨克斯坦有大量外国出生人口（ 370 万），其中 240 万出生在俄罗

斯。 184 哈萨克斯坦目前是一个重要的移民和过境国家，吸引了来自不同国家的技能型工人，并日益

成为来自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低技能移民工人的目的地。近年来，中亚国家

调整了管制区域内移民的政策，其中包括就入境和再准入签订双边协定。 185 例如，2015 年欧亚经济

联盟的成立，使其成员国（包括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人民可以自由地迁移至联盟的其他

成员国并在那生活、工作和学习。 186 该区域目前正在加强进一步合作，以提升对包括边界管理、移

民权利保护以及非正规移民等有关方面的混合迁移流的管理。 187 人们日益认识到采取积极的迁移政

策和方案的重要性，以便保护移民、及其家人和社区的权利和尊严。来自中亚的男性和女性移民工

人很容易受到剥削和虐待，特别是那些从事建筑、农业和家政等非正式行业的人们。 188

176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177  Sengupta，2018。
178  Turaeva，2018。
179  Sengupta，2018。
180 同上。

181  Nikiforova 和 Brednikova，2018。
182  Eurasianet，2019；Matusevich，2019。
183 同上。

184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185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2016。
186  欧亚经济联盟，n.d.。
187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6a。
188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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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汇款在中亚经济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作用对该次区域的欠发达国家尤为明显。世界侨

汇汇入金额占 GDP 比重最高的十个国家中，有两个位于该次区域，分别是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

坦。 189 在吉尔吉斯斯坦，侨汇据估计使全国的贫困率降低了 6% 至 7%。 190 汇入中亚国家的侨汇很大

程度上反映了该次区域内部和来自该次区域的迁移模式，这些模式与工作和获得收入密切相关。例如，

得益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间的低廉的转账费用，来自俄罗斯的侨汇金额一直十分巨大在俄罗斯经济

放缓和政策变化的推动下，俄罗斯对外侨汇连续几年出现下降，但 2017 年俄罗斯对欧洲和中亚的侨

汇出现反弹，增长了 21%，达到 480 亿美元。 191 这一数据在 2018 年进一步增加到 590 亿美元。 192 在

侨汇增长背后的诸多因素中，俄罗斯经济活动的持续复苏。 193 

非正规移民是中亚的一个特征，尽管确切的数据难以确定。非正规移民来自该次区域内外，包

括从中亚过境通常移向西欧的非正规迁移者。大部分移民的第一个入境点是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

斯坦，然后通过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被偷运到西欧。 194 薄弱的边界管理以及孤立的边界等因素造成

了次区域间的非正规迁移。 195 中亚的移民偷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在该次区域内各个边境口岸

的正式和非正式安排，以及有助于便利人们向中亚以外地区迁移的跨边界活动。 196 

中东

海湾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短期劳务移民。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在过去几十年依靠石油财富实现

了经济上的巨大飞跃，并吸引了大量熟练和半熟练的工人前去从事各领域的工作，其中包括建筑、

零售和家政服务。在卡塔尔等国家，最近在建筑等领域对工人需求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该国

为 2022 年世界杯做准备推动的。 197 去往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劳务移民的增长造成了巨大的人口变

化。在 2019 年，在海湾合作委员会半数成员国中，移民占人口的大多数，其中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移

民占总人口的 88%，卡塔尔移民约占 79% 和科威特移民占 72%。 198 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劳务移民

主要来自亚洲和非洲。由于海湾国家能为劳务移民提供更高的工资和更多的就业机会，来源国和目的

地国之间的收入差异是迁移的一个关键因素。 199 尽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该次区域对移民权利的

管理和保护仍然是一个挑战。若干海湾委员会国家已经实行的将移民工人与其雇主联系起来的卡法拉

189　 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9a。
190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n.d。
191 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8a，2018b。
192 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9a。
193　 同上。

194  Sengupta，2018。
195　 同上。

196　 同上。

197  Buckley 等，2016。
198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199  Jacobsen 和 Valenta,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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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制度（Kafala sponsorship system） 200 目前也处于审查中。尽管几个海湾国家已经对卡法拉制度

进行了改革，但变化很小，对移民的积极影响很小。 201 即使如此，担保制度仍广泛存在，并继续造

成海湾地区劳务移民的脆弱性，包括强迫劳动和工资剥削的情况。 202 

　　最近几年，国内冲突、教派暴力的加剧和恐怖主义的扩散（尤其是达伊沙）导致了该次区域大规
模的境内和国际流离失所。该次区域的两个国家—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也门面临“三级（L3）紧急

情况”（全球人道主义体系中针对最严重的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的一级），也是世界流离失所总人数

的主要来源。 203 发生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冲突已经持续了7 年多，导致该国一半以上的人口流

离失所，有 660 多万难民和 610 多万境内流离失所者，截至 2018 年底，已产生近 14 万寻求庇护者。 

204 自本世纪初以来，伊拉克持续不断的流离失所浪潮在2016 年愈发严峻并延续至2017 年。这一状况

发生在争取收回领土和反抗达伊沙（Daesh）的背景下。截至 2018 年底，仍有超过 190 万伊拉克人

在境内流离失所，但这是近四年来该数字首次降至200 万以下。 205 也有越来越多的伊拉克人返回家

园，因为达伊沙日益被击退，并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失去领土；这个激进组织已经失去了

在两国所控制领土的 90％以上。 206 也门的政治和安全局势持续恶化，而相继发生的暴力和动荡导致

该国在 2018 年底有超过 230 万境内流离失所者。 207 截至 2018 年底，超过8% 的也门人口在境内流

离失所。

中东接收的全球难民数量仍占世界难民总量很大的一部分。2018年底，中东地区是全球接收难

民最多的次区域，其中也包括在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Work Agency for Palestine Refugees in the Near East，简称近东救济工程处，UNRWA） 208 登记的难

民。在接收其它国家寻求庇护的人们时，这些国家的邻国不可避免地承担了与自身能力不成比例的

责任，而这种动态也是该区域当下流离失所模式的一个主要特征。作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邻国

以及叙利亚难民的主要接收国，土耳其、黎巴嫩和约旦在 2018 年均为世界十大难民接收国（土耳其

第一，黎巴嫩第七，约旦第十）之一。 209 通过比较接收的难民数量和全国人口，这些国家责任的重

大清晰可见：在黎巴嫩，每 1000 名居民中有 156 人为难民；在约旦，每 1000 人中有 72 位难民；在土

耳其，每1000 个人中有45 位难民。 210 该次区域的其他国家，包括受冲突影响的国家，也接收了很

200　“卡法拉制度阻止不拥有技术的工人与家庭团聚，将他们同单个雇主捆绑，不允许他们与当地人成婚，并在权利和行动 
          上对他们加以限制以至于他们在海湾国家始终是临时工人”(Rahman, 2013)。
201 Diop，Johnston 和 Le，2018。
202 同上。

203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OCHA），n.d.
204  联合国难民署（UNHCR） 2019a；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2019。
205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2019；国际移民组织（IOM），2018d。
206  Seligman，2018。
207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2019。
208  联合国难民署（UNHCR）, 2019b。
209 同上。

210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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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难民，包括也门和伊拉克，甚至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211 在近东救济工程处（UNRWA）登记的

近 550 万难民也在该次区域。 212

本次区域内和来自这一次区域的非正规迁移对移民和国家构成重大挑战。中东的政治不稳定和

旷日持久的冲突是该次区域非正规移民和移民偷运的主要驱动因素。 213 该次区域的大多数偷渡移民

是逃避冲突和暴力的人。移民偷渡和非正规迁移往往与难民和庇护运动密切相关。 214 随着冲突在整

个次区域扩散，偷渡移民和受偷渡网影响的国家的数目也在增加。此外，偷渡网络已变得更加多样

化和复杂。 215 邻国接收叙利亚难民的庞大数量，加上旷日持久的冲突和返回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很

低的可能性，难民开始通过非正规迁移方式到其他国家，特别是通过东地中海路线抵达欧洲国家的

迁移者。

欧洲 216

2019 年，超过 8200 万国际移民居住在欧洲，与2015 年居住在欧洲的7500 万国际移民相比，增

长了近 10%。其中略微超过一半（4200 万）出生于欧洲，但生活在该地区的其它国家或地区；虽然

这个数字自 2015 年以来只是略有增加，但在 1990 年则要低得多，约为 2800 万（图 13）。从 2015
年到 2019 年，欧洲的非欧洲移民人口从略微超过 3500 万增多至 3800 万左右。

1990 年，生活在欧洲以外的欧洲人与生活在欧洲的非欧洲人的数量大致相当。但是，与去往欧

洲的移民的增长不同，生活在在欧洲以外的欧洲人数量在过去 30 年中主要是在下降，而在最近几年

中仅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在 2019 年，欧洲出生但居住在欧洲以外地区的移民主要生活在北美洲

（740万）。从 2010 年到 2019 年，在亚洲和大洋洲的欧洲移民也逐步增加。

211　 同上。

212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n.d。
213  İçduygu，2018。
214 同上。

215 同上。

216 有关欧洲组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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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前往欧洲、欧洲区域内和离开欧洲的移民，1990-2019年

移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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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
单
位
：
百
万
人
︶

年份

区域

非洲 北美洲欧洲

亚洲 大洋洲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海地区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注：“去往欧洲的移民”指出生在其它区域（例如非洲或亚洲）但居住在欧洲的移民。“欧洲区域内移民”是指在欧 
洲出生但生活在该区域出生国以外的移民。“离开欧洲的移民”是指出生在欧洲但生活在该区域以外（例如拉丁
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或北美洲）的移民。

在过去的十年中，几个欧洲国家的人口规模发生了巨大变化。图 14 列出了从 2009 年到 2019 年
人口变化比例最大的前20 个欧洲国家。尽管一些国家（例如卢森堡、挪威和瑞士）的人口增长迅速，

但其它一些国家在过去 10 年中却经历了人口大幅下降。立陶宛、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拉脱维

亚的人口下降幅度最大（超过10%）。低生育率是欧洲部分地区人口负增长的最重要驱动力。但是，

净负迁移（迁出移民数量超过迁入移民数量）也造成了欧洲大陆的人口减少，特别是在立陶宛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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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欧洲人口变化比例排名前二十位的国家，2009-2019 年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c。

注：需要注意的是，2009-2019 年间最大比例的人口变化更可能出现在人口规模相对较小的国家。

欧洲东部的许多国家（例如俄罗斯联邦、乌克兰、波兰和罗马尼亚）拥有该地区最大的迁出移

民人口（图 15）。俄罗斯联邦在 2019 年有超过一千万的迁出移民，居住在欧洲人口最多。继俄罗斯

联邦和乌克兰之后，波兰和英国拥有第三大和第四大欧洲迁出移民人口（分别为440 万和430 万）。 

2019 年，与常住人口相比，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的迁出移民比例最高，其中许多人是在前南斯拉

夫解体期间离开的。葡萄牙和保加利亚这两个有着悠久的迁出移民历史的国家，在国外的人口占总

人口的比例也很高。

德国在 2019 年拥有超过 1300 万移民，并拥有欧洲最大的外国出生人口；在 2015 年至 2019 年
间，该国的迁入移民数量增加了近 300 万，其中，最大的迁入移民群体来自波兰、土耳其、俄罗斯

联邦、哈萨克斯坦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2019 年，英国与法国的人口中，分别包括了超过 950 万
和约800 万外国出生的人口。在北非法语国家出生的移民构成了法国最大的外国出生人口。在英国，

一些最大的移民人口来自印度、波兰和巴基斯坦。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外国出生人口约为600 万，是

脱维亚等国家。有关欧洲人口变化及其与移民关系的讨论，请参见下文“欧洲地区移民的重要特征

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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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欧洲第五大和第六大最受欢迎的移民目的地；自 2015 年以来，两国的外国出生的移民人数均

略有增加。这些国家的许多外国出生人口来自欧洲其它地方（例如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德国），

或来自诸如摩洛哥等北非国家。来自前苏联国家（例如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迁移

成为欧洲最大的移民通道的一部分（见图16）。如图15 所示，在该地区排名前二十位的移民国家

中，瑞士的移民人口比例最高（29.9%），其次是瑞典（20%）、奥地利（19.9%）和比利时（17.2%）。

图 15. 2019 年移民人数排名前二十位的欧洲国家

移民人数（单位：百万人） 移民占人口比重

俄罗斯联邦

德国

英国

乌克兰

法国

意大利

西班牙

波兰

罗马尼亚 

葡萄牙

荷兰

 瑞士

比利时

白俄罗斯 

瑞典

奥地利

希腊

塞尔维亚

保加利亚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10 405 200 05 2010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注 1：用来计算迁入和迁出移民百分比的人口规模基于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对一国总人口的统计，其中包括外 
国出生人口。

注 2：“迁入移民”指居住在该国但出生在其他国家的移民。“迁出移民”指出生在该国但在 2019 年住在出生国以 
外地区的移民。

迁入移民

迁出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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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数量（单位：百万人）

来源：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注： 移民通道体现了随时间迁移不断累积的移民活动，并简单呈现了在特定目的地国迁移模式如何使外国出生人口    

图 16 显示了涉及欧洲国家的前 20 条移民通道，体现了随时间迁移不断累积的移民活动，并

简单呈现了在特定目的地国迁移模式如何使外国出生人口成为该国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其他

地区，涉及欧洲国家的主要移民通道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是，它们大多是区域内通道。俄罗斯联

邦在主要通道中占有重要地位。俄罗斯出生但居住在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前苏联

国家的人在 2019 年构成了欧洲区域内最庞大的移民通道。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些俄罗斯出生

的人口只是在 1991 年苏联解体后才成为国际移民；在此之前，他们是苏联内部的移民。俄罗斯联

邦曾经也是仅次于德国的欧洲第二大移民目的地。

图 16. 2019 年涉及欧洲国家的前二十条移民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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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洛哥 - 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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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 -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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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 -西班牙

成为该国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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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德国继续是欧洲接收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第五大国家（图

2018 年欧洲大多数新增境内流离失所是灾害而非冲突的结果（图 18）。乌克兰是欧洲唯一一个

在 2018 年出现与冲突有关的境内流离失所的国家，在这一年中，预计 1.2 万人因冲突和暴力而成为

新增流离失所者。其余新增境内流离失所是由灾害引起的，希腊记录的因灾害引起的流离失所者人

数最多（9200 人），其次是法国（6300 人）。两国都遭受了严重的洪水和风暴灾害。俄罗斯联邦、

西班牙和意大利在 2018 年记录了 3000 多起因灾害而新增的流离失所。

5.1 1 5.0 0

17）。德国最多的难民来自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伊拉克和阿富汗。法国和瑞典是欧洲第二大和第

三大难民收容国，分别有超过 36.8 万和 2.48 万难民。截至 2018 年底，乌克兰和俄罗斯联邦产生的

欧洲难民人数最多，分别约 9.3 万和 6.1 万。

图 17. 2018 年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总人数排名前十位的欧洲国家

德国

地点：

身份：

难民

被接纳

在国外

寻求庇护者

法国

意大利

瑞典

俄罗斯联邦

英国

奥地利

希腊

乌克兰

瑞士

数量（单位：百万人）

来源：联合国难民署（UNHCR），n.d。

注：“被接纳”指来自其它国家但居住在接收国家（图右侧）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在国外”指来自一个国家但住在 
来源国以外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数量排名前10位的国家/地区基于2018年数据计算所得，该

计算统计了来自特定国家/地区以及在该国家/地区寻求庇护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总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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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2018 年新增境内流离失所最多的前二十位国家（灾害和冲突）

乌克兰 

灾害

冲突

希腊  

法国

俄罗斯联邦

西班牙 

意大利 

罗马尼亚 

德国 

葡萄牙

斯洛文尼亚

来源：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n.d；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7。

注：“新增流离失所”一词指 2018 年发生的流离失所者迁移人次，而非随时间迁移因流离失所累积的境内流离失所
　　者（IDPs）总数。“新增流离失所”数字包括那些不止一次经历流离失所的个体，因而这一数量与当年度流离失
　　所的人数并不相符。 

　　用于计算新增因灾害和冲突而流离失所人口比例中的人口规模基于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7 年对该国总 
　　居住人口的估计，该比例仅限于相对说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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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地区移民的重要特征和发展

东南欧和东欧

　　对于大多数东南欧和东欧国家而言，迁出移民而非迁入移民是近些年及近几十年的主要特征，并

与欧洲其它次区域相比，迁入移民的比例较低。由于这一原因和其它因素，预计到 2050 年，欧洲的

几个国家（包括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摩尔多瓦共和国和乌克兰）将经历人

口数量的显著下降。 217 从东欧国家迁出到西欧国家的移民一直呈增长趋势，尤其是在 2004 年和2007 

年欧盟两次扩张后尤其明显：东欧国家大量加入欧盟并将欧盟的边界扩展向东部的非欧盟成员国延伸。 218 

来自东欧和南欧的迁出移民主要包括从事高技能和低技能职业的劳务移民。例如，近年来，迁往西欧

的医疗专业人员数量急剧增加。受到更高薪水的吸引，来自诸如罗马尼亚、波兰和斯洛伐克等国家的

大量医疗专业人员离开了他们的国家，前往西欧工作。 219 据估计，截至 2015 年，罗马尼亚失去了一

半的医生。 220 高技能专业人员的外流，加上人口的减少，使东欧一些国家的某些部门出现了严重的工

人短缺。

尽管整个欧洲预计将出现人口下降，东欧正在经历一些最急剧的人口变化，但一些国家拒绝将移
民作为更广泛应对措施的一部分。随着欧洲生育率的下降，老年人的数量持续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寿

命更长，2019 年欧洲和北美的预期寿命达到78.7 岁，预计到2050 年将增长到83.2 岁。 221 2017 年，全

球估计有 9.62 亿 60 岁以上人口，其中欧洲的比例最高（25%）。 222 随着老年人数量的增加，东欧国

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将承受巨大压力，且医疗和养老金方面的公共支出预计将显著增加。 223 同时，工

作年龄人口的减少将对欧洲劳动力产生重要影响，到 2030 年，欧洲劳动人口的平均年龄将达到 42.6
岁。 224 即使东欧的人口出现老龄化，该次区域的许多国家仍不愿意将（迁入）移民作为应对迫在眉

睫的人口危机的长期解决方案之一。匈牙利等国家已经开始感受到劳动力下降带来的负面影响。为了

应对工人短缺及其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匈牙利政府于2018 年通过了一项有争议的法律，引发了大规

模抗议活动；这部所谓的“奴隶法”可能要求人们在工作中强制性加班多达 400 小时。 225 2019 年
2 月，匈牙利还宣布了新的贷款和税收优惠，旨在提高该国的低出生率，但它仍然公开反对移民。226 

然而，尽管在整个东欧关于移民的态度和政治言论仍持负面态度，但诸如波兰等国家已越来越多地利

217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5。
218　 Kahanec 和 Zimmermann，2009。
219　 Hervey，2017。
220　 同上。

221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c。
222 同上。

223  国际劳工组织（ILO），2018。
224 同上。

225  Karasz 和 Kingsley，2018；Peto，2019。
226  Szakacs，2019；Walker，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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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外国劳工（特别是乌克兰人），以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自 2014 年乌克兰东部爆发冲突以来，在

波兰的乌克兰人数量急剧增加。2017 年，波兰向外国人发放了超过 66 万份居留许可，其中大部分（超

过 85%）给予了乌克兰人。 227

俄罗斯联邦仍然是该次区域的主要移民目的地国（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移民目的地国之一）。2019 

年，该国接纳了约 1160 万国际移民。 228 其中大多数移民来自邻国，尤其是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成员

国。 229来自乌克兰的移民是俄罗斯联邦外国出生人口中最多的（超过300 万），其次是哈萨克斯坦

（约250 万）和乌兹别克斯坦（110 万）。 230 俄罗斯联邦有大量国际移民，其中许多是劳务移民，这

意味着该国也是世界最大的侨汇来源国之一。2018 年，由于俄罗斯经济缓慢而稳定的回升，俄罗斯联

邦继续吸引着移民劳工，其侨汇总额达到210 亿美元。 231 2019 年，乌克兰也有大量外国出生人口，约

为 500 万，其中移民主要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摩尔多瓦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乌兹别克斯

坦。 232

近年来，该次区域的流离失所人数增加，其主要原因是乌克兰东部旷日持久的冲突。这场冲突已

进入第五年，造成大量境内流离失所，并造成难民和移民流向邻国。截至 2018 年底，乌克兰已成为

近9.3 万名难民和约80 万境内流离失所者的来源国。 233 仅在2018 年，乌克兰就新增1.2 万例因冲突/暴
力所致的流离失所者（见图 18）。 234 来自乌克兰的大量难民生活在俄罗斯联邦。自 2014 年乌克兰东

部冲突爆发以来，估计有40 万人迁往俄罗斯联邦，其中很大一部分已获得难民身份或临时庇护。 235 

227　 欧盟统计局（Eurostat），2018。
228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229　 独立国家联合体由九个成员国组成：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共和国、

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以及两个准成员国：土库曼斯坦和乌克兰。

230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231 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9a；Hickey，2019；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8a。
232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233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a；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2019。
234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2019。
235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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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欧盟统计局（Eurostat），2019。
237 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n.d。
238  欧盟统计局（Eurostat），2019。
239 同上。

240  McAuliffe，2018。
241 同上。

242  Diamant 和 Starr，2018。
243 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2018b。
244 调查的 10 个欧盟国家包括希腊、匈牙利、意大利、德国、瑞典、波兰、法国、荷兰、英国和西班牙。

245  Connor 和 Krogstad，2018。
246  Frontex，2019；MacGregor，2019。
247  国际移民组织（IOM），n.d.b。

北欧、西欧和南欧 

欧洲内部的区域内移民尤为活跃，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增加。截至 2017 年 1 月 1 日，有

2200 万持欧盟成员国公民身份的人居住在另一个欧盟成员国，而一年前为 1600 万人。236 自由通行

协议使公民在过境时无需接受边界检查，因而促成了大规模的区域内迁移。申根区由 22 个欧盟成员

国和 4 个非欧盟成员国组成，保证了超过 4 亿公民的内部迁移自由。237 2017 年，罗马尼亚、波兰、

意大利、葡萄牙和保加利亚居住在其它欧盟成员国的公民人数最多。238 然而，欧洲内部的自由迁移

也面临挑战。2015 年，大量移民和难民通过地中海到达欧洲，这对共同的欧洲庇护系统造成了压

力，并影响了申根规则的实施。这导致了都柏林系统的暂停，以及几个成员国边境检查的引入。239  
在 2016 年 6 月英国关于“脱欧”举行公投后，英国脱欧谈判引发的未来移民环境也存在一定程度的

不确定性，尤其是对于移民工人而言。然而，更大的问题是英国脱欧本身的最终定案，以及是否 / 如
何实施。

移民在欧洲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并且是整个地区政治议程的首要议题。尽管在这个问题上

不乏平衡的辩论，但有关移民问题的政治言论和公共舆论有时被反移民情绪所主导。在 2017 年和

2018 年期间，欧洲各地的极右翼组织宣扬有关移民的虚构事件或“假新闻”。240 这在极右翼激进主义

者协同发起反对《全球移民契约》的网络运动中最为明显，包括通过社交媒体、在线请愿和视频等方

式。这些反对运动在一些欧洲国家对《全球移民契约》产生强烈抵制情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促使

一些政府退出了移民契约。241 人们对移民的普遍态度也仍然两极分化，而反移民的负面政治言论继

续在欧洲各地的几次全国大选中占据中心地位。242 欧盟委员会 2018 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十个欧

洲人中有四人将移民视为问题而非机遇。243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在 10 个欧盟国

家 / 地区244 进行的另一项调查中，超过一半的人表示他们希望本国的移民数量减少。245 

非正规移民继续对该地区仍构成挑战，并仍是 2017 年和 2018 年欧洲议程上的重点。截至 2018 
年底，到达欧洲的非正规海上入境人数最多的是西地中海路线，该路线通向西班牙。246 这标志着与

2016 年和 2017 年的情况有所不同，当时非正规海上移民最多是通过从利比亚（主要到意大利）的地

中海中部路线或从土耳其到希腊的东地中海路线。2018 年，分别有超过 11.7 万名移民和 2.6 万名移

民通过海路和陆路抵达欧洲。247 同年，通过海路抵达西班牙的约有 5.9 万人，到达意大利的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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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7 万人。 2482018 年有 2000 多名移民死于地中海，其中地中海中部路线是 2018 年非正规移民死亡

人数最多的路线（超过 1300 人死亡）。 249 尽管由于过境点的整体减少，2018 年试图到达欧洲的海

上移民死亡人数有所下降，但地中海中部沿线的死亡率从2017 年的2.6% 增加到2018 年的3.5%，而到

2019 年 4 月，这一比例已达到 10%。 250 2018 年有大量海上入境者来自仍然受到暴力和冲突影响的国

家，包括阿富汗、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尤其是到希腊的入境者。前往欧洲的、特别是意大

利和西班牙的移民中，北非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也占了很大一部分。

人口贩运仍然是欧洲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该地区以劳动剥削和性剥削为目的的人口贩运活动都

在增加。以性剥削为目的进行的人口贩运仍然是欧洲人口贩运的主要形式（56%），其次是劳动剥削

（26%）和其它形式的剥削，例如强迫乞讨或器官摘除（18%）。 251 妇女和女童仍然是最脆弱的群体

（占受害者的68%），经常在护理、家政工作和强迫卖淫中受到剥削。252 欧盟成员国报告的两个重

要趋势是儿童贩运的急剧增加（占所有受害者的 23%）和欧盟内部贩运的增长（44% 的受害者是欧

盟公民）。 253 贩运者的概况和作案手法已经发生了变化，妇女和年轻犯罪者的人数明显增加，互联

网和社交媒体在招募和分发剥削性材料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尽管人们对贩运活动的认知和知识不断

增长，但起诉和定罪率仍然很低。非正规移民尤其容易受到伤害，因为贩运者经常利用其身份将他们

限制在剥削循环中。2018 年，在爱尔兰注册拖网渔船上工作的移民渔民一案在爱尔兰共和国高等法

院审理；据信，一些移民在恶劣的条件下被贩运和工作，其中包括遭受种族虐待、工资过低和过度工

作。 254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255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移民）的一个主要特征是迁移到北美地区。2019 年，超过 2600 万移

民向北迁移并居住在北美。如图 19 所示，生活在北美地区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人口随着时

间的推移而显著增加：从 1990 年估计的 1000 万和 2015 年的 2550 万，到 2019 年的 2660 万。同年，

另有 500 万（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人口生活在欧洲；虽然这个数字自 2015 年以来仅略

有增加，但 1990 年以来，居住在欧洲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移民数量增长了三倍以上。在其他

地区，例如亚洲和大洋洲，2019 年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数量较少（分别为 40 万和

20 万移民）。

248 同上。

249 国际移民组织（IOM），n.d.d。
250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9c。
251  欧盟委员会，2018c。
252 同上。

253 　同上。

254  O’Faolain，2018。
255  关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详细组成请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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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来自其他地区但生活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总数保持相对稳定，在过去 30 年中约

有 300 万人。这些人主要由欧洲（其人数在此期间略有下降）和北美（其人数有所增加）的移民组成。

2019 年，居住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欧洲移民和北美移民分别为 140 万和 120 万。

图 19. 前往、位于及离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1990-2019 年

前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内移民 离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

移
民
数
量
︵
单
位
：
百
万
人
︶

年份

区域

非洲 北美洲欧洲

亚洲 大洋洲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海地区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注：“前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指出生在其他区域（如欧洲或亚洲）但居住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 
移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内移民”指出生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但居住在该区域出生国以外的移民。 
“离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指出生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但居住在该区域以外（如欧洲或北美地
区）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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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注：需要注意的是，2009-2019 年间最大比例的人口变化更可能出现在人口规模相对较小的国家。

在过去十年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些国家经历了显著的人口变化。图 20 显示了 2009
年至 2019 年间该地区人口变化比例最大的前 20 个国家。在此期间，所有排名前二十位国家的人口

数量均有所增加，其中人口变化比例最大的是中美洲。伯利兹的百分比变化最大，从 2009 年至 2019

年，人口增长了 24％。其次是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其人口分别增长了近 23％和 20％。

图 2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人口变化比例排名前二十位国家，2009-2019 年

伯利兹

瓜地马拉 

洪都拉斯

巴拿马

厄瓜多尔

多民族玻利维亚

海地

巴拉圭

尼加拉瓜

墨西哥

秘鲁

哥伦比亚

智利

多米尼加共和国

安提瓜和巴布达

哥斯达黎加

巴哈马

苏里南

阿根廷

巴西

墨西哥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迄今为止最大的移民迁出国（图 21）。2019 年，约有 1200 万

墨西哥人生活在国外。墨西哥也是仅次于印度的世界第二大移民来源国。墨西哥的大多数移民居住

在美国，“墨西哥 - 美国”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国家间移民通道（图 22）。其他许多中美洲国家（例

如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以及南美国家（例如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西和秘鲁）也有

大量移民人口在美国。此外，也大量南美移民居住在该区域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哥伦比亚和委内瑞

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在 2019 年的移民人数分别位居该地区第二名和第三名（分别为 290 万和 250 万）。

约有 100万委内瑞拉人居住在哥伦比亚，反映了最近从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跨境流离失所的情况。

0 5% 10% 15% 2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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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阿根廷是该接收外国出生人口最多的国家（有 200 万以上移民），主要来自巴拉圭

和多民族玻利维亚国（简称玻利维亚）等邻国。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移民人口数量排在第二

位，其后为哥伦比亚和墨西哥。2019 年，墨西哥有超过 76 万在美国出生的移民。如图 21 所示，

在该地区排名前 20 的移民国家中，哥斯达黎加由于长期从邻国尼加拉瓜输入移民，其移民人口占

总人口的比重最高（8％）。此外，一些前 20 名移民国之外的国家也拥有较高的移民比重，例如

伯利兹移民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为 15％。

图 21. 2019 年移民人数排名前 二十位的移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国家

12 8 4 0 30 20 10 100

移民数量（单位：百万人）

迁入移民

迁出移民

移民数量占人口百分比

墨西哥 

哥伦比亚

委内瑞拉

阿根廷

巴西

秘鲁

多米尼加

古巴 

萨尔瓦多

海地

智利

厄瓜多尔

瓜地马拉

牙买加

玻利维亚

巴拉圭

洪都拉斯

尼加拉瓜

乌拉圭

哥斯达黎加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注 1：用于计算迁入和迁出移民百分比的人口规模基于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对一国总人口的统计，其中包括外 
国出生人口。

注 2：“迁入移民”指居住在该国但出生在其他国家的移民。“迁出移民”指出生在该国但在 2019 年住在出生国以 
外地区的移民。

　　该区域内部及离开该区域的主要移民通道的最显著特征在于：美国作为最主要移民目的地国的主导

地位（见图 22）。2019 年的大多数移民通道都通往美国，其余则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内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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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2019 年涉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国家的前 十条移民通道

墨西哥 -美国

萨尔瓦多 -美国

古巴 -美国

多米尼加共和国 -美国

危地马拉 -美国

委内瑞拉  -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 –委内瑞拉

哥伦比亚 -美国

美国 -墨西哥

牙买加 -美国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注：移民通道体现了随时间迁移不断累积的移民活动，并简单呈现了在特定目的地国迁移模式如何使外国出生人口

2018 年，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是世界最大的庇护申请来源国，截至 2018 年底，该国提交了

超过 34 万份新增庇护申请。这与 2017 年新增庇护申请数量略高于 20 万的数据相比有大幅增长。预

计约 300 万委内瑞拉人因暴力、迫害和经济 / 政治危机在内的多种因素在 2018 年底离开该国。海外

流离失所的绝大多数委内瑞拉人居住在哥伦比亚（约 100 万）。哥伦比亚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

区最大的难民来源国，其大多数难民被收容在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和厄瓜多尔等邻国。萨尔瓦多

是该区域仅次于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第二大难民来源国和第二大新增庇护申请来源国。紧随萨

尔多瓦之后的是海地，截至 2018 年底，海地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第三大难民来源国。

如从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通往哥伦比亚）。这些移民通道体现了随时间迁移不断累积的移民活动，

并简单呈现了在特定目的地国迁移模式如何使外国出生人口成为该国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0 3 6 9 12

移民居住地

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海地区

北美洲

成为该国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移民数量（单位：百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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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2018 年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总人数排名前十位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国家

 委内瑞拉

秘鲁

哥伦比亚

巴西

萨尔瓦多

墨西哥

厄瓜多尔

危地马拉

洪都拉斯

海地

来源：.联合国难民署（UNHCR），n.d.a.。

注： “被接纳”指来自其它国家但居住在接收国家（图右侧）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在国外”指来自一个国家但住在 
来源国以外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数量排名前10位的国家/地区基于2018年数据计算所得，该

计算统计了来自特定国家/地区以及在该国家/地区寻求庇护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总人数。

52.0 0 52.0 5.0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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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

被接纳

在国外

寻求庇护者

人数（单位：百万人）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大多数新增境内流离失所的原因是暴力和冲突，而非灾害。图 24 显示

了该地区因冲突、暴力和灾害新增境内流离失所最多的前 20 个国家。萨尔瓦多和哥伦比亚在 2018 年

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新增境内流离失所最多的国家，其中大多数的流离失所由暴力和冲突所致。

萨尔瓦多有 24.6 万与冲突有关的新增流离失所者（约占该国人口的 4％），而哥伦比亚的记录则是

14.5 万人。由于暴力和冲突，墨西哥有 11 万新增流离失所者，成为该地区境内流离失所人数排名第

三的国家。该区域其余的大批境内流离失所是由灾害引起的，巴西的人数最多（8.6 万），其次是哥

伦比亚（6.7 万）和古巴（5.2 万）。尽管与非洲相比，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因内部冲突所致的

新增流离失所要低得多，但只有这两个区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非洲）因暴力和冲突所致

的新增流离失所高于因灾害所致的新增流离失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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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2018 年按新增境内流离失所者数量排名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国家
（因灾害和冲突所致）

萨尔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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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都拉斯 

阿根廷

来源：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n.d；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7。

注：“新增流离失所”一词指 2018 年发生的流离失所者迁移人次，而非随时间迁移因流离失所累积的境内流离失所 
者（IDPs）总数。“新增流离失所”数字包括那些不止一次经历流离失所的个体，因而这一数量与当年度流离失 
所的人数并不相符。

用于计算新增因灾害和冲突而流离失所人口比例中的人口规模基于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7 年对该国
总居住人口的估计，该比例仅限于相对说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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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8e。
257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d。
258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a。
259 同上。

260  人权高专办（OHCHR），2018a。
261  Werner，2018；Reuters，2018。
262 人权观察(Human Right Watch），2019。
263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a。
264  联合国社经部（UN DESA），2019a。
265 同上。

266 同上。

267  Chatzky，2019。
268  Acosta；2016；Aimsiranun，2018。
269 同上。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重要特征和发展

南美洲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已造成了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之一，使该国
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截至2018 年底，全球流离失所的委内瑞拉人数量已超过300 万； 256 到2019 年中

期，这一数字已上升到400 万。 257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被邻国接收，如哥伦比亚、秘鲁、厄瓜多尔、阿

根廷、智利和巴西，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委内瑞拉人迁移到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 258 截至

2018年底，哥伦比亚和秘鲁接收了最多的委内瑞拉人，分别超过100 万人和 50 万人。 259 随着经济的崩

溃，严峻的经济危机使数百万人无法负担食品、药品和医疗用品等基本需求。卫生保健系统状况不佳

以及儿童营养不良程度日益严重，导致了 2018 年的多起死亡。 26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委内瑞拉玻

利瓦尔共和国的恶性通货膨胀率将在 2018 年达到百分之一百万以上；而到 2019 年，这一数字将增加

到百分之一千万。 261 除经济危机外，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还经历着不断恶化的政治局势，其中涉

及针对政治对手和逮捕数千名抗议者。 262 该国暴力犯罪的增加也继续迫使更多人到其他国家寻求庇

护。例如，截至 2018 年 6 月底，前往美国的委内瑞拉庇护申请量达到近 2.8 万件。 263

南美洲的区域内迁移十分显著，目前绝大多数国际移民在次区域内移动。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玻利

瓦尔共和国（这两个国家是 2019年南美洲国际移民数量最多的国家）的大部分移民来自该次区域。 264

阿根廷的国际移民主要来自巴拉圭多民族国家、玻利维亚和智利，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国际移

民则主要来自哥伦比亚。 265 智利的大多数外国出生人口主要是来自南美国家的移民，如秘鲁、阿根廷

和玻利维亚。 266 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一个由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和委内瑞拉

玻利瓦尔共和国共同组成的经济和政治机构 267）通过的居住协议在促进区域内劳务移民和减少次区域

内非正规移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68 这些协议允许南方共同市场的国民在没有犯罪记录且可以证明

其公民身份的前提下在成员国居住和工作两年。 269 因此，南美洲的大多数劳务移民，诸如在农业、

渔业和家政等部门的低技能和半熟练移民 270，已经能够在该次区域内自由移动和工作。

270　 Aimsiranun，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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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万南美人继续居住在该次区域以外，同时来自该次区域以外的移民人数正在缓慢增长。

从南美迁出的移民主要与工作有关，来源国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加剧了这一迁出趋势。 271 美国是

南美移民的最大目的地国，有 340 万人。 272 2019年拥居住在南美洲以外的移民人数最多的国家是

哥伦比亚（约157 万），其次是巴西（150 万）和厄瓜多尔（约 100 万）。 273 同时，国外劳动力市场

机会的减少以及该次区域经济条件的改善，也带来了南美移民的回归和跨区域移民率的下降。 274 

来自该次区域以外的南美移民人数也在增加。例如，自 2010 年以来，总体而言，从欧盟迁移至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人数超过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迁至欧洲的人数。 275 其中许多人不

是（从欧盟）归国移民，而是欧盟公民，主要是来自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 276 2019 年，来自

这三个来源国的移民总共代表了南美洲 80 多万人口 277。此外，越来越多的海地人、古巴人和多米

尼加人也移民到了南美。 278

虽然仅限于个别国家，冲突和暴力仍导致该次区域内人口的流离失所和迁移。截至 2018 年底，

哥伦比亚仍有超过 570 万境内流离失所者，其境内流离失所者数量位居世界第二。 279 同年，约有 13.9
万哥伦比亚人以难民或类似难民的状态在国外生活，相对 2017 年的 19 万多和 2016 年的 30 万有所

下降。 280 2019 年，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和厄瓜多尔约有 100 万哥伦比亚人。但是，随着哥伦比

亚在 2016 年末和 2017 年通过和平谈判并开始摆脱五十年的暴力历史，以及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

国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恶化，许多哥伦比亚人返回了他们的家园。 281

271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
272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273　 同上。

274  国际移民组织（IOM），n.d.e。
275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5。
276　 同上。

277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278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
279  境内流离失所监控中心（IDMC），2019。
280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8a，2019a。
281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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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向北迁移一直是中美洲、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地区移民的主要趋势。墨西哥仍然是主要的移民来源

国，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移民到美国。同时，墨西哥也是向北前往美国南部边界移民的一个重要过境

国。但是，在该国经济状况改善、教育水平提高以及美国实施更加严格的移民政策的背景下，墨西哥

成为一个对国际移民而言日益重要的目的地国，其中一些人可能无法按原计划进入美国。 282 墨西哥的

外国出生人口总数从2010 年的97 万人增加到了2019 年的略多于100 万，其中大多数来自北美，但也

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其他国家。 283 然而，到目前为止，美国仍然是最受

中美洲移民欢迎的目的地，2017 年有 90％以上的中美洲移民居住在美国。 284 暴力与不安全、贫困和
家庭团聚仍然是中美洲移民的重要驱动力。 285 最突出的区域内移民通道包括尼加拉瓜人、巴拿马人和

其他中美洲人移居到哥斯达黎加从事临时或永久性劳动，以及中美洲人（主要来自洪都拉斯、危地马

拉和萨尔瓦多）由于时局不稳和缺乏就业机会而移民到伯利兹。 286 在加勒比地区，最重要的移民通道

包括从海地移民到多米尼加。 287 此外，也有越来越多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包括非洲），这些人从中

美洲过境并前往美国。 288 

该次区域的非正规移民流动处在不断变化中，并日益多样化、复杂化。多年来，因试图穿越美墨

边境而遭逮捕的墨西哥人始终是非正规移民的主体。但近年来，来自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

多“北方三角”（Northern Triangle）地区被逮捕的中美洲移民人数超过了因穿越美国- 墨西哥边境而

被逮捕的墨西哥人。 289 为了逃离暴力、迫害和贫穷，成千上万来自中美洲的移民跋涉数千英里，朝着

墨西哥 - 美国边境前进。最近一次所谓的“移民大篷车”始于 2018 年 10 月的洪都拉斯。随着洪都拉

斯移民前往美国 - 墨西哥边境，来自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等国的成千上万名移民加入了这一行列。到

2018 年底，“移民大篷车”已发展成一个涉及成千上万名移民的组织，其中许多是儿童。 290众多因素

驱使着人们加入“大篷车”，这包括逃离洪都拉斯等国家的暴力行为、逃离极端贫困以及寻求更好的

经济机会。“移民大篷车”在美国引起了激烈的政治辩论，并促使政府向墨西哥边境部署了7000 多名

现役军官。 291 截至2019 年初，有数千名成功到达美国边境的移民被捕。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获得了墨

西哥的人道主义签证，而另一些则被驱逐出境或选择返回其来源国。 292 尚有数百名移民滞留在墨西哥

的蒂华纳2019 年2 月，一支由古巴人和海地人（包括一些非洲人和亚洲人）组成的“大篷车”从哥伦

282  Dominguez-Villegas，2019。
283  联合国社经部（UN DESA），2019a。
284 同上。

285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18a；联合国拉美经委会（CEPAL），2019。
286  国际劳工组织（ILO），2016。
287 同上。

288  Solomon，2019。
289  Bialik，2019。
290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2018。
291  Meissner，2018。
292  Dominguez-Villegas，2019；英国广播公司（BBC），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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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进入巴拿马，后抵达墨西哥。与 2019 年初宣布的更加开放的政策不同，墨西哥于2019 年 4 月开

始拘留来自中美洲的移民。 293

鉴于人们试图绕过中美洲和墨西哥的边境检查，移民偷运也是该次区域的一个主要特征。在美

国- 墨西哥边境，移民偷运网络是一个受国际犯罪集团控制的有利可图的产业。294 众所周知，被偷运

的移民经常成为从索贿到大规模绑架和勒索等掠夺性行为的受害者。295 移民也可能被处以死刑、体罚

和性侵犯，经历酷刑和失踪，这在墨西哥尤其如此。据报道，移民偷运网络经常受到贩毒组织的控

制。296 移民偷运长期以来使得非正规移民得以进入或经过危地马拉等中美洲国家，特别是那些向美国

迁移的移民。历史上，危地马拉国民和通过危地马拉过境的国际移民都严重依赖移民偷运（当地称为 

Coyoterismo）以抵达最终目的地。297 人们开始担心在拉丁美洲的签证制度被滥用，使移民能够在被

偷运到其他目的地之前进入该区域。 298 此外，有大量人在穿越中美洲的非正规迁移途中丧生。 299

一些中美洲国家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普遍的集体暴力事件是导致移民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促成

了大量妇女和儿童的迁移。中美洲的庇护申请数量显著增加。2017 年，中美洲和墨西哥的庇护申请

量占美国所有庇护申请的54％。 300 来自萨尔瓦多的移民占其中大多数（超过 3.3 万），其次是危地

马拉（约 3.3 万）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2.75 万）。 301 在美国 - 墨西哥边境被逮捕的家庭数量

有所增加；2018 年，约有 16.3 万名家庭成员被捕，占所有边境逮捕人数的 35％，是 2017 年被逮捕

家庭成员数量的三倍多。 302 无人陪伴的儿童仍然是非正规移民流动的重要部分，约有 5.4 万无人陪

伴儿童于 2018 年在边境被捕。 303

气候变化似乎正在影响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人口流动，尽管将移民的环境驱动因素孤立出来

仍然是一项复杂的任务。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指出，全球气温升高与农业社区的人口

外流有关。 304 2018 年，中美洲干旱造成洪都拉斯玉米和豆类作物的损失估计达 82%，使近 300 万人

面临粮食不安全的风险。305 在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等国家，很大一部分人口生活在农村地

区并严重依赖农业为生，这使他们特别容易受到类似干旱等气候变化的影响。306 气候变化的影响可

293  Cullell，2019。
294  Sanchez，2018。
295 同上。

296 同上。

297　 Velasco，2018；Sanchez，2018。
298 同上。

299  国际移民组织（IOM），n.d.d。
300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a。
301 同上。

302 Bialik，2019。
303 同上。

304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18。
305  Palencia，2014；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18b。
306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美经委会，简称 CEPAL），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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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最近中美洲的移民动态中发挥了作用，例如，“移民大篷车”的很多参与者在踏上移民旅途之前

从事着农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活动。 307 同时，加勒比海地区所处位置使其极易受到地震活动和气

候相关灾害的影响。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也是最容易遭受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由于加勒

比海地区人口的很大一部分生活在受海平面上升影响的地区，最近的灾害导致了大规模的流离失所和

生命损失。例如，席卷加勒比海和北美部分地区的艾尔玛飓风（Hurricane Irma）是 2017 年全球最大

的灾害事件，致使这两个地区超过200万人流离失所。 308 除人员伤亡外，飓风还对包括波多黎各、古

巴和美属维尔京群岛在内的几个加勒比海地区的财产和基础设施造成灾难性破坏。 309 许多加勒比海地

区的岛屿严重依赖农业和旅游业，灾害对他们的经济造成沉重打击。由于气候变化，这些灾害的频率

和强度都有所增加，预计除了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外，健康风险和粮食不安全问题也将会加剧。 310

　　移民到美国是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个主要特征，这使得出生在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成为美国最大的

移民群体。加勒比海地区与美国之间的历史联系以及地缘政治都对向北迁移产生了显著影响。2017 年，

美国所有移民中有 10％来自加勒比海地区，这使美国成为该次区域以外加勒比海移民的最大目的地。 

311 其他主要目的地还包括加拿大、西班牙和英国。2019 年，美国超过 65％的加勒比海地区移民来自

海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古巴、牙买加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这五个国家，其中大部分来自古巴。312 

1960 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古巴人口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受两项法律的影响，这两部法律为来自古巴的

移民提供了独特的待遇：1966 年的《古巴调整法案》（1996 Cuban Adjustment Act）以及 1994 年和 
1995 年的《美国 - 古巴移民协议》（United States-Cuban Migration Accords），这两部法律使古巴人

（通过陆路到达美国）能够在该国生活一年后获得永久居留权。这一政策就是所谓的“湿脚干脚”政

策。 313

北美 314

北美地区的移民以迁移至该地区为主。如图 25 所示，2019 年共有超过 5860 万来自各个区域的

移民居住在北美地区。相比 2015 年有 5560 万移民居住在该地区，这一数字增加了约 300 万人。最

大的移民群体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2660 万人），其次是亚洲（1740 万人）和欧洲（700
万人）。在过去 30 年间，由于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以及亚洲的移民涌入，以及北美地区的

经济增长与政治稳定，北美地区的移民人数增长了两倍以上。

307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8f。
308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2018a。
309 同上。

310  Otker-Robe，2019。
311  Zong 和 Batalova，2019。
312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313  拉美经委会（CEPAL）、联合国和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Zong 和 Batalova，2019。
314　 关于北美地区的构成请参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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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注：“前往北美地区的移民”指出生在其它区域（如欧洲或亚洲）但居住在北美地区的移民。“北美地区区域内移民” 
指出生在北美地区但居住在该区域出生国以外的移民。“离开北美地区的移民”指出生在北美地区但居住在该
区 域以外（如欧洲或非洲）的移民。

和这一区域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民数量相比，北美地区的区域内移民和前往其他地区的移民数量

相对较少。与亚洲和非洲等以区域内移民为主的地区形成对照，2019 年，出生于北美地区但迁往其

他地区的移民（约 300 万人）多于在该区域内部进行迁移的移民（约 140 万人）。

图 25. 前往北美地区、北美区域内及离开北美地区的移民数量,1990-2019 年



迁移和移民：地区维度和区域发展108

0% 2% 4% 6% 8% 10% 12%

加拿大

加拿大

美国

美国

图 26 显示了 2009-2019 年间北美人口变化比例最大的国家。加拿大和美国均出现了人口增长，

其中加拿大的人口规模在过去十年间扩张幅度较大（11%）。同一时期，美国的人口规模同样扩张了

约 7%。在加拿大，近期的人口变化主要是由迁入移民所驱动的，而迁入移民也依然是加拿大人口增

长的主要驱动因素。

图 26. 北美地区人口变化比例最大的国家,2009-2019 年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注：需要注意的是，2009-2019 年间最大比例的人口变化更可能出现在人口规模相对较小的国家。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注 1：用于计算迁入和迁出移民百分比的人口规模基于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对一国总人口的统计，其中包括外 
国出生人口。

注 2：“迁入移民”指居住在该国但出生在其他国家的移民。“迁出移民”指出生在该国但在 2019 年住在出生国以 
外地区的移民。

2019 年，美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多外国出生人口的国家，而加拿大的外国出生人口数量位居世界

第八位。北美地区的外国出生人口有超过 86% 住在美国。如图 27 所示，2019 年，加拿大总人口中

外国出生人口的比例（超过 21%）显著高于美国（15%）。和美国相比，加拿大迁出移民的比例（占

国内总人口的百分比）也更高。

图 27. 2019 年北美地区的主要移民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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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数量（单位：百万人） 移民占人口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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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注：移民通道体现了随时间迁移不断累积的移民活动，并简单呈现了在特定目的地国迁移模式如何使外国出生人口成为 
该国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28 呈现了涉及北美国家最主要的10 条移民通道，这些移民通道体现了随时间迁移不断累积的

移民活动，并简单呈现了在特定目的地国迁移模式如何使外国出生人口成为该国人口的重要组成部

分。北美地区最大的移民通道涉及从亚洲或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去往美国的移民。出生于墨

西哥的移民构成最大的移民群体，2019 年该群体有超过 1100 万人生活在美国。第二大移民通道涉及

人口众多的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和菲律宾。其他较大的移民通道，例如从越南、韩国和古巴

前往美国的通道在这些国家多年前的冲突和政治变革后也迅速壮大。

图 28. 涉及北美地区国家的前十条移民通道

2018 年，美国接收了超过 100 万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如图 29 所示，被接收者大多数为寻求庇护

者，这一类人群超过 70 万人。2018 年，美国依然是全世界最大的新增庇护申请接收国（接收了超过

25 万份申请），尽管这一数字相较 2017 年的超过 30 万份有所下降。美国的庇护申请者来自众多国

家，但最大的庇护申请人群来自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和洪都拉斯。加拿

大也接收了大批难民和寻求庇护者。2018 年，加拿大接收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人数超过 19 万人，相

较 2017 年的约 15 万人有所增加。下文“北美地区移民的重要特征和发展”部分将讨论美国和加拿

大近期在重新安置难民方面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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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2018 年北美地区内和来自北美地区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总人数

来源：联合国难民署（UNHCR），n.d。

注：“被接纳”指来自其它国家但居住在接收国家（图右侧）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在国外”指来自一个国家但

居住在来源国以外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

来源：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n.d；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7。

注： “新增流离失所”一词指 2018 年发生的流离失所者迁移人次，而非随时间迁移因流离失所累积的境内流离失所 
者（IDPs）总数。“新增流离失所”数字包括那些不止一次经历流离失所的个体，因而这一数量与当年度流离
失 所的人数并不相符。

用于计算新增因灾害和冲突而流离失所人口比例中的人口规模基于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7 年对该国总 
居住人口的估计，该比例仅限于相对说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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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地区所有的新增境内流离失所都源于灾害（见图 30）。美国的流离失所人数最多，超过 120
万人因两次飓风和野火袭击而流离失所。北美地区其他国家和地区流离失所的规模显著小于美国；

例如，加拿大在 2018 年仅记录了 1.9 万件新增流离失所。北美地区因灾害所致的境内流离失所人数

仅次于亚洲，后者因灾害所致的流离失所人数多于因冲突所致的流离失所人数（见图 12）。

图 30. 2018 年新增境内流离失所数量最多的北美地区国家和地区
（因灾害和冲突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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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地区移民的重要特征和发展

虽然国际移民的人口来源持续变化，美国移民趋势的主要特点是有大量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的
移民迁入。从 2015 年至 2019 年，美国的外国出生人口增加了 5%，达到近 5100 万人。 315 截至 2019
年，出生于墨西哥的移民依然是美国规模最大的外国出生人口，总数略高于 1240 万人，占美国迁入

移民总数的22.7%。 316 然而，尽管墨西哥人历来是美国最大的移民流入群体（至少自 1970 年以

来），但过去几年中他们的流入数量有所下降。 317 近来的抵美人群主要来自亚洲（尤其是印度、中

国和菲律宾）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其他国家，诸如多米尼加共和国、古巴和萨尔瓦多。 318 

2019 年，中国是赴美移民的第二大来源国，而亚洲预计将在 2055 年成为最大的赴美移民来源区域。 319 

亚洲移民迁往美国的最主要方式是通过家庭担保签证， 320 但也有许多人以学生身份前往美国；在 

2017-2018学年，在美的中国籍国际学生超过 36 万人。 321

加拿大的移民人口数量继续增长，移民在该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日益增加。2000 年，外国

出生人口约占加拿大总人口的 18%，2005 年这一数字上升到近 19%，2010 年达到约 20%，2019 年
超过21%。 322过去加拿大的移民人口主要来自欧洲国家，但目前该国的外国出生人口构成已发生变

化，其中包含大量来自亚洲国家的移民。例如，在 2000 年，英国是加拿大最大的国际移民来源国

（60.8万人），其次是中国（41.2 万人）、印度（31.9 万人）和意大利（31.5 万人）。到 2019 年，

印度和中国已经超越英国成为最大的两个移民来源国，分别有约 70.9 万和近 70 万移民。 323 其他亚

洲国家，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也在2019 年加拿大的790 万外国出生人口（来源地）中位居前十。
324 2017 年，加拿大接纳了超过28.6万名新增永久居民，其中印度、菲律宾和中国位居永久居民来源

国的前三位。 325 

据估算，美国非正规移民的数量相较十年前有所下降，但数量远高于加拿大。2017 年，在美国

生活的非正规移民据估计有 1050 万人，约占美国人口总数的 3.2%。 326 非正规移民的数量已从 2007
年高达 1220 万人的水平持续下降。 327 在美国的所有无证移民中，墨西哥移民的占比首次降至不足一

315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316 同上。

317  Zong，Batalova 和 Burrows，2019。
318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319  Radford, 2019；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320  Malik，2015。
321  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IE），2018。
322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323 同上。

324 同上。

325  加拿大移民、难民及公民部（IRCC），2018。
326  Krogstad，Passel 和 Cohn，2019。
32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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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47%）。 328 来自中美洲的非正规移民——大部分来自“北方三角”的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

拉斯三国——人数从 2007 年的 150 万人增至 2017 年的 190 万人。 329 在美国，有相当数量的成年非正

规移民并非新来者；2017 年，超过 65% 的非正规成年移民已在美国生活 10 年以上。 330 非正规移民可

能是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进入该国，然而，也有很多非正规移民最初按正规方式入境，但在签证到

期后滞留美国。例如，在 2018 财年，超过 60 万名外国人在签证过期后滞留在美。 331 加拿大同样有为

数众多的非正规移民，尽管估计范围差异较大，且难以确定准确数字。虽如此，在 2019 年 6 月之前

的两年里，据报道已有超过 4.5 万名移民以非正规方式入境加拿大。 332

美国和加拿大对为数众多的难民予以重新安置，这两国也是世界上安置难民人数最多的两个国

家。2018年，加拿大重新安置的难民人数超过美国，这是美国首次在该领域没有发挥其全球领先作用。

在 2018 年全球重新安置的 9.24 万名难民中，加拿大接纳了其中约 2.8 万人，而美国接纳的人数则略

少于 2.3 万人。 333 在美国获得重新安置的难民数量在过去两年间持续减少；例如，在 2016 年，美国

接纳了近 10 万名难民。 334 这一数字在次年急剧下降至 3.3 万人。 335 自 2016 年以来，在加拿大申请庇

护的美国公民数量也有显著增加。仅在 2017 年一年内，超过 2500 名美国公民向加拿大申请庇护， 336

这一数字是 2016 年申请数量的六倍，是加拿大移民、难民及公民部（IRCC）20 多年前开始公布寻

求庇护者人数以来的最高纪录。 337 来自美国公民的庇护申请多数来自于儿童，这些儿童的父母没有合

法在美居留资格。 338

美国移民政策变得更加强硬，减缓了移民流入和人道主义引入。例如，在 2018 年，移民和非移

民签证的签发量连续第二年下降。 3392016 年，非移民签证签发量超过 1000 万，而在 2018 年底，这

一数字下降到略高于 900 万。美国于 2017 年 1 月初次生效的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利比

亚、索马里、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也门公民的旅行禁令也导致赴美移民和游客数量的减少。

该禁令在法庭遭遇质疑后，修正版的旅行禁令于 2017 年 9 月生效，更多国家被列入这一禁令名单。

它（还）包括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乍得、也门、

索马里和利比亚，但是乍得后来被移出该禁令名单。 340 最具争议的变化发生在 2018 年 6 月，美国政

328 同上。

329 同上。

330 同上。

331  美国国土安全部，2018。
332  Connolly，2019。
333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a。
334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8a。 
335 同上。

336  Patriquin，2018。
337 同上。

338 同上。

339  美国国务院，n.d。
340  Chishti 和 Bolter，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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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推出了所谓的“零容忍政策”，适用于包括无证穿越美国边境的寻求庇护家庭在内的移民。该政

策意在对非正规过境行为予以惩罚性威慑， 341 其实施却导致 2600 多名儿童与父母分离， 342 随后引

起的公众抗议迫使政府迅速改变了做法。更严格的移民政策是在广泛传播的反移民言论的背景下出

台的，这些言论试图将移民描述为既危险又消耗美国社会的人；针对移民的阴谋论也得到广泛传播，

营造了一种不信任和恐惧的气氛。 343 一项 2018 年的民意调查表明，半数以上的美国人认为他们的政

府隐瞒了移民给社会和纳税人带来的实际成本。 344 近期的数据也揭示，2017 年美国的仇恨犯罪数量

有所增加，其中许多受害者因其种族身份而成为犯罪目标。 345 

随着全国层面的移民政策变得更加严格，美国的“庇护城市”已介入并为无证移民提供保护，这些
移民的身份使其面临被拘留或驱逐出境的风险。尽管“庇护城市”的概念在世界其他地区同样存在，

这一概念在美国的应用最为普遍，许多地方行政辖区（诸如城市、郡县或州）公然挑战国家移民法 346 

并通过旨在保护无证居民的立法。 347 2018 年，加利福尼亚州（全美人口最多的州，也是无证移民人

数最多的州）签署法律，在全州范围内限制与联邦政府在移民执法方面的地方执法合作。 348 “庇护

城市”也引发了联邦政府的强烈反对，包括采取措施惩罚不遵守联邦移民条例的行政辖区。 349

大洋洲 350

2019 年，约有 770 万来自大洋洲以外的国际移民在此区域生活。如图 31 所示，该地区的外

国出生人口主要由来自亚洲（49%）和欧洲（38%）的移民群体构成。在过去的 30 年间，亚洲移

民群体的规模有所增长，而来自欧洲的人数保持稳定。

在六个世界区域中，2019 年，大洋洲迁出本区域的移民数量最少，这部分反映了该区域较小

的人口规模，尽管在过去 30 年间这一数字有所增长。大部分出生于大洋洲但生活在该区域以外的

群体居住于欧洲和北美地区。

34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2018b。
342  Mittelstadt，2018；Shapiro 和 Sharma，2018。
343  Gaston 和 Uscinski，2018。
344 同上。

345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2018。
346  Duncan 和 Popp，2017。
347  Bauder，2016。
348  Raphelson，Hobson 和 Bentley，2018。
349  Chishti 和 Bolter，2019。
350　 关于大洋洲的构成请参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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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前往大洋洲、大洋洲区域内及离开大洋洲的移民数量，1990-2019 年

来源：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c。

注： “前往大洋洲的移民”指出生在其它区域（如欧洲或亚洲）但居住在大洋洲的移民。“大洋洲区域内移民”指出 
生在大洋洲但居住在该区域出生国以外的移民。“离开大洋洲的移民”指出生在大洋洲但居住在该区域以外（如 
欧洲或亚洲）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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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c。

注：需要注意的是，2009-2019 年间最大比例的人口变化更可能出现在人口规模相对较小的国家。

在过去十年间，大洋洲的数个国家经历了显著的人口规模变化。如图 32 所示，最大的变化发生

在瓦努阿图和所罗门群岛，两国人口在 2009-2019 年间均增长了约 30%。其他各国的人口规模也有

所增长。

图 32. 大洋洲人口变化比例最大的国家，2009-2019 年

0% 5% 10% 15%2 0% 25% 30% 35%

 瓦努阿图

所罗门群岛

巴布亚新几内亚

基里巴斯

澳大利亚

图瓦卢

新西兰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瑙鲁

萨摩亚

大洋洲的国际移民的绝大多生活在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见图 33）。该区域大多数国家的移民

情况都有明显的偏向，属于大型移民净输出国或移民净接收国。例如，汤加、萨摩亚和斐济的迁出

移民人数相较于其本土人口而言比例较高，而外国出生人口的比例很低。这些国家的迁出移民主要

生活在新西兰，另有小部分生活在澳大利亚。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外国出生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均

较高，分别达到 29% 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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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2019 年大洋洲移民国家

0 2 4 75 50 25 256 0

 澳大利亚

迁入移民

迁出移民

新西兰

 巴布亚新几内亚

斐济

萨摩亚

汤加

移民数量（单位：百万人） 移民占人口百分比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注 1：用于计算迁入和迁出移民百分比的人口规模基于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对一国总人口的统计，其中包括 
外国出生人口。

注 2：  “迁入移民”指居住在该国但出生在其他国家的移民。“迁出移民”指出生在该国但在 2019 年住在出生国以 
外地区的移民。

图34 呈现了涉及大洋洲国家的 10 条最主要的移民通道，这些移民通道体现了随时间迁移不断累

积的移民活动，并简单呈现了在特定目的地国迁移模式如何使外国出生人口成为该国人口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该区域的 10 条主要移民通道中，8 条通道涉及前往澳大利亚的移民，其中最大的通道由

来自英国的移民组成。这些大型移民通道包括了来自大洋洲以外多个国家的移民，包括中国、印度、

越南和菲律宾；许多移民来源国在过去数十年间都经历了人口的快速增长。来自大洋洲的移民更有

可能在区域内移民而非迁移至别的区域。例如，新西兰的迁出移民比例较高，其中绝大多数居住在

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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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涉及大洋洲国家的前十条移民通道

成为该国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0.0 0.5 1.0

英国 -澳大利亚

   英国 -新西兰

中国 –澳大利亚

  越南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澳大利亚

  巴布亚新几内亚 -加拿大

印度 –澳大利亚

  意大利 –澳大利亚

菲律宾 –澳大利亚

  南非 - 澳大利亚   

移民数量（单位：百万人）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注：移民通道体现了随时间延续而不断累积的移民活动，并简单呈现了在特定目的地国中迁移模式如何使外国出生人口 

移民居住地

北美地区

大洋洲

2018 年，大洋洲接纳了略多于 12.6 万名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澳大利亚是该区域最大的接收国，

其后为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新西兰。这些国家接收的难民大多来自亚洲，如巴布亚新几内亚接收的印

度尼西亚人，或澳大利亚接收的阿富汗人和伊朗人。在全球范围内，2018 年来自大洋洲国家的难民

和寻求庇护者约有 3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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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2018 年大洋洲区域内和来自大洋洲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总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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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济

新西兰

人数（单位：百万人）

来源：联合国难民署（UNHCR），n.d。

注：“被接纳”指来自其它国家但居住在接收国家（图右侧）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在国外”指来自一个国家
但居住 在来源国以外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本图基于2018年的数据计算所得，该计算统计了来自特定国家/地
区和在该国家/地区寻求庇护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总人数。

2018 年，大洋洲的大多数新增境内流离失所系因灾害而非冲突所致（见图 36）。巴布亚新几内

亚记录了最多的因灾害所致的境内流离失所（6.1 万），其中大多数由地震所引发。北马里亚纳群岛

（1.4 万）、瓦努阿图（1.3 万）和澳大利亚（1.1 万）也有其他与灾害相关的大规模流离失所记录。

火山活动引发了瓦努阿图的大多数境内流离失所，而在澳大利亚，丛林火灾是造成其 2018 年大部分

流离失所的原因。巴布亚新几内亚是大洋洲唯一经历了因暴力与冲突而发生流离失所的国家，因冲

突导致的新增流离失所为 36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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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2018 年新增境内流离失所数量最多的大洋洲国家
（因灾害和冲突所致）

来源：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n.d.；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7。

注：“新增流离失所”一词指 2018 年发生的流离失所者迁移人次，而非随时间迁移因流离失所累积的境内流离失所 
者（IDPs）总数。“新增流离失所”数字包括那些不止一次经历流离失所的个体，因而这一数量与当年度流离失
所的人数并不相符。

用于计算新增因灾害和冲突而流离失所人口比例中的人口规模基于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7 年对该国总
居住人口的估计，该比例仅限于相对说明目的。

大洋洲移民的重要特征和发展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年度净移民数量都有所下降。在截至 2018 年 11 月的一年间（2017 年 12 月
至 2018 年 11 月），新西兰的净移民人数略高于 5.1 万人，相较截至 2017 年 12 月一年间的约 5.2 万
人出现小幅下降； 351 据估计，截至2018 年6 月的一年间，澳大利亚的海外净移民人数为23.72 万人，

相较截至 2017 年 6 月的一年间下降了 10%。 352 近年来，赴澳大利亚移民的出生地区域发生了变化；

自 2014 年以来，最大的移民群体来自亚洲，而非大洋洲和非洲等传统的移民来源地区。 353 例如，从

南亚和中亚抵达的移民数量现已超越来自欧洲西北部和大洋洲的移民数量。 354 2019 年，澳大利亚

30% 的人口出生在外国，相比之下，加拿大和美国的这一比例分别为21.3% 和15.4%。 355 数十年来，

英国一直是新西兰移民的主要来源国，但来自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移民数量显著增加，

351  新西兰统计局，2019。
352  澳大利亚统计局，2019。
353 同上。

354 同上。

355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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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 同上。

357 同上。

358  新西兰商务、创新和就业部，2018。
359 同上。

360  澳大利亚教育与培训部，2018。
361  新西兰商务、创新和就业部，2018。
362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a。
363  澳大利亚社会服务部，2019。
364 同上。

365  澳大利亚难民委员会，2017。
366 同上。

367   Andrew & Renata Kaldor 国际难民法中心，2019。
368   Davidson，2019。
369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e。
370  新西兰移民局，n.d.。
371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8b。
372

同时也有来自斐济、萨摩亚和汤加等太平洋岛国的大批移民人口涌入。356  2017 年，新西兰的外国出

生人口占该国总人口的近23%。357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都有规模庞大的临时工人。在2016-2017 年
度，共有超过 20.9 万人获得新西兰的工作签证，这一数字比 2015-2016 年度增长了 9%。358

2016-2017 年度，印度成为新西兰短期移民工人的最大来源国，其次是英国、中国和德国。359 澳大

利亚和新西兰两国都吸引了大量国际学生；自 2012 年以来，澳大利亚的国际学生数量逐年增长，

在 2018 年达到近70 万的历史新高；360 而在 2016-2017 年度，新西兰的学生签证持有者超过 9.1 
万，其中大多数学生主要来自中国和印度。361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都参与了难民的重新安置。澳大利亚拥有世界第三大难民重新安置项目， 

2018 年计有近 1.3 万名难民在该国获得重新安置。362 在“澳大利亚人道主义项目”（Australia's 
Humanitarian Program）下，2015 年该国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因冲突而流离失所的人提供

了 1.2 万个人道主义场所。363“澳大利亚人道主义项目”的（重新安置）场所数量在 2017-2018 年度

上升至 1.625 万个，预期从 2018 年到 2019 年将增加至 1.875 万个。364 针对以非正规方式乘船前来

的寻求庇护者，澳大利亚的政策是将其送往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马努斯岛和瑙鲁的离岸处理中心。365 

2013 年 7 月，澳大利亚宣布所有乘船抵达且被发现需要国际保护的人将不会被重新安置在澳大利亚

本土。366 作为 2016 年美国与澳大利亚双边重新安置安排的一部分，美国同意重新安置瑙鲁和巴布亚

新几内亚马努斯岛的多达 1200 名难民。367 截至 2019 年初，仅有约 500 名难民在该安排下从上述离

岸处理中心被重新安置到美国。368 同时，大约 1000 名被转运到马努斯岛和瑙鲁的难民仍在当地，其

中部分人正面临严重的身心健康需求。369 新西兰也是一个重新安置难民的国家，每年通过其难民配

额项目（Refugee Quota Programme）安置 1000 名难民。370 这一项目还包括 2016-2017 年度和

2017-2018 年度专门为叙利亚难民设置的 250 个安置场所。371 新西兰每年还额外增加了 300 个配

额，以允许新西兰境内难民的扩大家庭成员申请永久居留。37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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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挑战正影响着来自太平洋岛国的迁出移民。许多太平洋岛国继续面临与贫困和不平等相关

的挑战。这些岛国的经济增长因其地处偏远或与较大市场距离遥远、自然资源有限、经济基础狭小

而受到阻碍。 373 此外，这些次区域正面临显著的“青年膨胀”问题，以所罗门群岛为例，该国 70%
的人口年龄在 34 岁以下。 374 这导致大批年轻人在失业中挣扎，导致劳动力的高度外流。自2007 年
以来，季节性劳务移民计划帮助缓解了太平洋岛国的劳动力短缺问题，而新西兰的认可季节性雇主

计划（Recognised Seasonal Employer scheme）和澳大利亚的季节性工人项目（Seasonal Worker 
Programme）于 2012 年建立，旨在满足以园艺和葡萄栽培产业为主的劳动力需求。 375 在 2017-2018 
年度，来自太平洋岛国的 9600 多人通过新西兰的认可季节性雇主计划获得签证，同期通过澳大利亚

季节性工人项目获得签证的人数也超过8000 人。 376 2018 年澳大利亚建立了一项新的劳务计划，太平

洋劳务计划（Pacific Labour Scheme，PLS），用以填补农村和地区性低技能和半技能工作的（劳动

力）缺口。 377 重要的是，尽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仍然是太平洋岛国劳务移民的主要目的地，这些

岛国劳动力的移民迁出（方向）已变得多样化，例如，斐济人和汤加人正越来越多地向日本等国家

迁移。 378

环境变化和退化也是影响许多太平洋岛国居民迁移的众多因素之一。太平洋区域极易遭受自然

灾害，其中一些灾害与气候变化有关。太平洋各岛国和地区面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以及相关的移民、

流离失所及计划搬迁情况各不相同。在基里巴斯和图瓦卢，有一半的人口居住在拥挤的城市地区，这

些地区处于狭窄的珊瑚礁环礁上，水和土地资源都十分有限。 379 在众多因素中，海平面的逐渐上

升、盐水侵蚀和干旱是影响该区域人们进行国内或国际迁移的重要因素。 380 在这个背景下，关于

有计划地重新安置一些群体和社区的讨论越来越多。 381 例如，基里巴斯作为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

影响的国家之一，提出了“体面移民”（Migration with Dignity）政策作为一项长期的适应措施。 382 

该政策的目的是在自愿的基础上促进永久性和临时性的劳务移民，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种方式。 383 

同时，斐济政府已经将来自被确认为极易受到环境变化和退化影响的几个沿海村庄的居民重新安

置。 384 

373  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9b。
374  Vanderwey，2019。 
375  国际劳工组织（ILO），2019。
376 同上。

377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2019。
378 同上。

379  Curtain 等，2016。
380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ESCAP），2015。
381  关于计划搬迁的一系列资料，参加如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n.d.。
382  Farbotko，2018；Curtain 和 Dornan，2019。
383　 同上。

384　 同上。



迁移和移民：地区维度和区域发展122

结论

本章基于大量的数据和信息对全球国际移民进行了区域性综述，重点探讨了 2017 年和 2018 年两

年内发生的变化（还借鉴了截至 2019 年 6 月底发布的材料）。本章聚焦于世界六大区域（非洲、亚洲、

欧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北美地区和大洋洲），并讨论了次区域层面的关键问题和近期发展。

总体而言，正如区域层面的图表所强调的那样，移民和流离失所现象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快速

浏览本章图表后，可以直观地看出不同区域的移民模式之间具有显著差异：非洲移民以区域内移民（从

一个非洲国家移民到另外一个非洲国家）为主，同时也存在迁往世界其他区域（从非洲国家迁往非

洲以外的国家或地区）的移民现象；而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而言，移民以迁出到世界其他区

域为主，区域内迁移的作用则相对有限。

本版《世界移民报告》中增加的两个区域层面图表——其中一个展现了过去十年间的人口变化

情况，另一个揭示了 2018 年的新增境内流离失所情况——突出并强调了区域层面的一些有趣的动态。

例如，我们可以发现，尽管过去十年间最显著的人口比例变化体现为人口增长，欧洲部分地区却经

历了显著的人口减少；鉴于其他区域均未出现人口减少的情况，所以欧洲的情况是全球范围内的一

个特例。人口减少、长期移民迁出趋势、人口老龄化以及对迁入移民的敌意等奇特的反常现象，引

发了部分欧洲国家未来几年可能面临的一系列战略政策问题。同时，世界其它区域也正在应对人口

方面的挑战，其中包括数个亚洲北部国家，它们正在重新评估其移民引入方式，着眼于劳动力市场、

满足关键职业与部门的需要以及为人口老龄化作进一步准备。“新增境内流离失所”图表的增加突

显了全球范围内与冲突相关的流离失所和因灾害所致的流离失所之间的鲜明区别，以及在区域层面

上的显著差异。

在次区域层面，我们可以发现其重要特点可能年复一年大致相同，只存在明显的增量变化。但是，

我们在对近期发展的考察中可以看到，世界部分地区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

是由于重大的移民“事件”，诸如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大规模人口外流，或是缅甸罗兴亚难

民的大规模流离失所。我们还看到，随着次区域在移民模式及潜在的人口变化方面的转变，移民治

理领域也在发生变化。例如，在亚洲北部，中国首次建立了移民局，将多个机构的职能整合到一个

统一机构中。同时，韩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批来自中东的寻求庇护者的到来，这引发了聚焦于相

关政策的激烈公众辩论。

区域间的差异和复杂性，及其近期发展情况，为理解移民现象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我们通常

从国家的角度来阅读和听取移民问题，而近期最为常见的表述是将其描述为一个关键（且负面）的

国内政治问题。但是这一主导性的视角可能会掩盖一个事实，即移民模式和过程与地域密切相关，

而经过几十年（如果不是几百年的话）所发展起来的重要的区域性特征在人们的国际迁移方式及迁

移方向中继续发挥着核心作用。对区域和次区域的移民模式、变化和复杂性的更多认知将有助于制

定具有战略意义且可持续的政策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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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证据存在且可以被决策者获得。

2.决策者有动机运用证据。

3.决策者有能力运用证据。

4.决策者与决策机构具有能够促进证据的相关性及其运用的关系。

本章关于移民研究与分析的内容将聚焦于上述第一点——在缺乏统计信息及其他关于移民数据

和研究的情况下，任何循证的决策尝试都将归于徒劳。基于严格的移民问题分析研究所取得的决策

依据是移民政策制定者决策的主要来源与起点。当移民事务从业者、学生、学者及公众查验移民问

题的各个方面及其可能的变化趋势时，这些决策依据对他们而言也至关重要。许多人面临的关键挑

战在于如何鉴别不断增长的移民研究与分析内容的适当性与质量。面对堆积如山的研究成果，人们

往往难以鉴别何种内容更为重要、何种内容应被赋予更多权重。本章特别针对那些能从关于移民研

究更广泛的指导中受益的人们而设。它以《世界移民报告 2018》中的同名章节为基础，概述了由一

系列研究主体（如学术机构、政府、政府间组织与非政府组织）所开展和发表的移民问题的研究与

1　 Dye，1972。
2　 Acemoglu 和 Robinson，2000；Duckett 和 Wang，2017。
3　 Hewlett Foundation，2018。
4　 同上。

 引言

简言之，公共政策被定义为“政府选择做或不做的任何事情”。 1 政策制定涉及通过制定规则、

法律、程序、计划、指南和其他形式的法规来采取相关行动。但是，各国是如何决定应监管哪些内容，

以及应该将何种内容纳入监管法规呢？尽管决策程序随体制的不同而各有差异，政策设定问题的范围

却超越政治制度。2 决策的“原始要素”包括证据（统计信息及其他数据、研究与评估）以及资金支

持、公共部门能力与政治动态。 3 在移民政策制定中，前述所有因素都很重要；然而近年来，我们发

现对政治动态的重视日渐增长，此种重视有时与现有证据基础无关或者相悖。显然，仅凭原始要素

自身并不足以导向循证的决策，以下条件也必须得到满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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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5 对于从事移民政策工作、研究移民或希望就移民问题形成明智见解的人们而言，了解针对移

民而进行的不同类型的研究和分析的种类、性质和特征非常重要。

需要强调的是，学术和非学术资料的出版过程存在本质差异，且各有其优缺点。学术出版系统

主要聚焦于出版期刊论文和书籍。这个过程一般涉及多轮的审稿和编辑意见，通常会涉及作者、编

辑和审稿人多方。大多数出版的学术研究（“白色”文献）位于付费墙之后（即无法免费访问），

且经常由商业出版机构管理。相反，学术出版之外的研究和分析出版物（“灰色”文献）的产出流

程通常更快、更简单，且其同行评审较为有限（虽然并非总是如此）。灰色文献（诸如研究报告、

工作文件和政府 / 官方文件）通常可被免费获得。如果没有描述好灰色文献的作用，一份类似本报告

的、旨在帮助我们在一个日益联通的世界里增进对移民与流动问题的集体认知的报告显然是不完整

的，因为这些灰色文献已经“被视为证据、论点、创新和见解的关键来源”。 6

由于白色文献和灰色文献规模浩大、种类繁多、增长迅速，因此，无法对 2017 和 2018 年产生

和出版的全部关于移民问题的材料做系统性回顾。取而代之，本章首先重点介绍一些精选的学术期

刊和政府间组织在此期间用英文发表的主要成果。这部分内容对《世界移民报告 2018》同名章节进

行了更新，包括关注不同的学术期刊与政府间组织，以及它们在 2017 年与 2018 年的主要成果。 7 第

二部分概述了移民研究与分析的不同参与者。第三部分介绍了学术界与政府间组织近期的重要成果，

以及部分已出版的移民研究成果的影响范围及影响效果。

移民研究与分析的主要产出者

学术界

理想状态下，研究者创造的是证据扎实且对他人有用的新知识。他们根据不同的目标受众产出

并传播研究成果。虽然研究者将其成果向学术圈外传播的做法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鼓励，但传统的学

术作品可能高度技术化且关注点较窄。 8 分析政策相关议题的研究人员通常积极与决策者接洽以传播

能为政策审议提供信息且有助于决策的知识，这一点在移民研究领域尤为显著。对政策受众有用的

研究成果多采用短论文、博客文章、政策研讨会和专家互动会议等形式。

在学术界，主要焦点在于出版，其中某些形式的出版物（如学术期刊）具有显著高于其他形式

出版物的可信度与权重。学术出版物的一大优点在于其通常接受过同行专家的评审，这在一般情况

下可以提高研究的质量。然而，越来越多的出版渠道正以众多不一致的评审标准为特征。值得争论的是，

5　 本主题在《世界移民报告 2018》（国际移民组织，2017e) 中首次出现，在此后的报告版本中也将反复出现。

6　 GreyNet International，2014。
7　 为了尽可能确保本章对2017与2018年移民问题研究与分析进行全面而“独立”的概述，我们借鉴了《世界移民报告2018》（第 
        4 章）中包含的关键背景和背景材料。

8　 McAuliffe，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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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Ware 和 Mabe，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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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的一大缺点在于，追求出版的压力催生了近年来学术产出的飞速增长，但其质量却并未始

终伴随数量一同提高。附录 A 提供了对学术出版的概述，包括同行评审流程、引用情况和影响力评

估的细节。

在目前成千上万份涵盖各学科、主题和研究领域的采用同行评审的期刊中 9，我们选取了用英文、

法文和西班牙文出版的 130 多个涉及移民问题的期刊，这些期刊的名单登载于国际移民组织（IOM）

网站的研究页面以便学生及其他移民问题研究者查询 (www.iom.int/migration-research)。主流学术出版

机构往往以英文出版，这既有保证学术产出标准化的优点，也有着将英文稿件写作水平不高的学者

排斥在外的缺点。

近期在移民问题方面的学术成果主要由期刊论文组成（见图 1）。长期趋势表明，有关移民问题

的学术出版物逐渐增加，这可能与学术文献产量的总体增长以及移民研究的重要性凸显有关。

图 1. 关于“迁入移民”或“迁出移民”的学术出版物数量

书籍 文章

来源： Scopus, www.scopus.com ( 访问日期：2019 年 6 月 18 日 )。

注：若是仅查询关键词“migration”，所得结果是本图所示数据的 10 倍以上，但这些结果中包括和移民研究无关的 
 学科对术语“migration”的使用，诸如计算机科学（data migration）、生物学（cell migration）、动物学（bird or  
 fish migration）以及其它学科。通过使用 Scopus 高级搜索功能，我们排除了诸如化学、物理、天文、神经系统科 
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

www.scopus.com


移民研究和分析：进展，影响力和近期成果128

政府

从历史角度来说，政府关于人群出入一国领土的行政管理数据构成了关于国际移民的最早的数

据来源。 10 不过，最早出现的有关现代移民的学术著作，是基于英国当局收集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展

开的对境内移民动态的研究。 11 时至今日，通过人口普查、人口登记、代表性调查及其他官方统计取

得的数据通常构成移民问题相关数据库的基础。政府的移民数据的核心地位已被诸如 IOM 发展基金

这样的组织广泛认可，而 IOM 发展基金正支持其成员国对移民相关数据统计的能力建构等事务。

除了收集统计数据、管理和发布报告，一些政府也是移民相关信息的重要提供者，特别是以政策

相关材料形式出现的信息，诸如评估、专题研究和评论文章。他们也可能委托他们在学术界的合作者、

应用型研究者、政府间组织和智库开展研究。移民问题在公共事务中与日俱增的相关性引导政府为

实证研究直接提供资金（而非通过全国性的研究理事会、基金会或其他赞助实体），从而开辟了新

的研究领域并拓宽了移民研究的范畴。 12 这也导致了对政府委托型研究的一些批评；这些批评有时认

为此类研究过分聚焦于政策问题，有时认为这些研究会“对复杂的长期社会问题”提出“过分简单

化且短效的对策” 13，或是认为这类研究仅仅是利用研究者为移民政策辩护。 14 尽管这些批评具有合

理性（尤其是对于受政府委托的研究而言），但对许多国家的学术研究项目（包括移民问题研究）而言，

政府依然是它们的主要资助者（即使可能不是最重要的资助者）。不过，这种资助的方式可能是多

种多样的——表 1 展示了其中一些资助方式的案例。

有证据显示，研究者们普遍地在与政策相关的研究中被迫“产出政治上有用的结果”。 15 可以理

解的是，政府委托的专项移民问题研究项目所着力解决的问题千差万别，其立足点可能取决于该国

在移民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16 同时，和政策不相关的研究也很重要，尤其是那些在政策参考框架以外

探讨移民问题中不易察觉的方面的研究。 17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委托的研究能够通过调用官方内部数

据（通常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取得）等手段，在移民问题方面提供有用且严谨的调查——尤其是在（政

府）与学术界和其他领域的研究者合作的情况下；这些研究者能为复杂的、多方面的移民问题的调

查带来不同的视角、知识和分析方法。

10  Poulain，Perrin 和 Singleton，2006。
11  Ravenstein，1885。
12  Castles，2010。
13 同上。

14  Boswell，2008。
15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GV314 研究小组（GV314 Group），2014。
16  Iredale 等，2001。
17  Bakewell，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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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政府资助移民研究的案例

案例

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

印度移民研究中心

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
究理事会“洞察计划”

欧盟“地平线 2020”计划

澳大利亚“非正规移民与边境
问题研究计划”

瑞士国际研究网络

英国国家科研与创新署

由多个赞助方资助，聚焦于在非洲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包括移民与城市化之间的
联系 ( 详见 www.codesria.org/spip.php?rubrique193)。

由印度外交部资助，主要就国际移民问题（包括印度人海外劳务移民问题）展开
研究，以向政策制定提供信息。( 详见 https://mea.gov.in/icm.htm)。

用于支持各类增进对人、社会和世界理解的研究（包括移民问题研究）的联邦研
究资助计划 ( 详见 www.sshrc-crsh.gc.ca/funding-financement/umbrella_ programs- 
programme_cadre/insight-savoir-eng.aspx)。

迄今最大的研究平台，关注“移民过程以及移民融入迁入地”的影响，以及移民
与发展的关系 ( 详见 https://ec.europa.eu/programmes/horizon2020/what- horizon-2020)。

就非正规移民的复杂动态和动因以及边境管理所面临的挑战，进行政策相关研究 
( 详见 www.homeaffairs.gov.au/research-and-statistics/research/ irregular-migration)。

资助瑞士境内各类“主题超越单一民族国家边界”的跨学科学术研究，包含移民
问题研究 ( 详见 https://snis.ch/)。

对各种研究和创新项目予以资金支持；以总额 15 亿英镑的全球挑战研究基金为
例，该基金用于推动对发展中国家所面临挑战（包括移民问题）的研究 ( 详见 
www.ukri.org/research/)。

详情

注：所有链接在本报告发布时均在运行。



移民研究和分析：进展，影响力和近期成果130

智库与政府

智库为移民政策制定提供信息的作用正在日益引起政界与学界的关注。作为灰色
文献的主要贡献者，在向政府提供政策建议的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智库已成为移民
相关信息和分析的重要产出者。《世界移民报告 2018》已对从事移民研究的智库的日
益盛行进行了定量描述。

智库通常与政府联系在一起，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许多智库旨在通过一系列活动将
科学界与政策界联系起来，而这些活动包括对话、研讨和根据查塔姆宫规则（Chatham 
House Rule）进行的闭门会议。智库也可以进行研究并将其以（已发表或未发表的）
分析性简报的形式向政府进行介绍。此外，智库往往充当政策知识的经纪人、研究中
心和新思想的孵化器，其工作包括向政府和民间社会提供咨询服务，开展培训活动，
发表研究报告，与媒体合作以及开展宣传工作。

a 许多智库产出高质量的产品，因而
在产生和传播与移民问题相关的新数据与信息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b 但是，并非所有
智库都遵循统一的运作模式；有些智库独立运营，不依赖政府资金，而另一些智库可
能是广泛的国家职能与权威的一部分。

尽管智库通常自称为提供循证的信息与分析的专家，但一些智库是受政治意识形
态与议程驱动的。

c 一些智库直接为政府或特定政党工作，并与其建立密切关系，作
为顾问或帮助其制定有关迁入移民的立法改革议程。

d 部分智库的政治化可能导致带
有偏见或基于意识形态的信息的产生。

e 部分智库可能向大众宣传反迁入移民叙事或
限制性的迁入移民政策（尤其是在其产出的材料随后被新闻和其他大众媒体所传播的
情况下）。

f

a  Rich，2004。
b  Carling，2016。
c  Troy，2012。
d  Rojc，2017；美国移民改革联合会（FAIR），2017；Lopez，2016。
e  Langerak，2010；Woods 和 Manning，2015。
f  Ellis，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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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间组织

作为出版者和机构性作者，政府间组织在移民问题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一些情况下，这

样的组织可能是某些课题唯一的信息来源，因而在学术文献里经常可以发现多个对政府间组织出版

物的参考。例如，一份商业出版的关于国际移民或流离失所问题的文集或论文可能会参考来自联合

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联合国难民

署，UNHCR）、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IOM）、国际劳工组织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ffice of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联合国人权高专办，OHCHR）、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UNICEF）、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UNODC）、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与 / 或世界银行（World Bank）及其他政府间组织。一些学术出版物强

调，政府间组织现在是关于移民问题的主要信息产出者之一，这反映出人们对移民问题越来越广泛的

兴趣。 18

虽然对于政府间组织的定义可能有差异，Davies 和 Woodward 将其定义为“由成员国（包括两

个或两个以上主权国家）之间通过权威协定手段所成立的正式的、持续的结构或现存的国际组织，

其成员国通过这个组织追求其共同利益。” 19 自上世纪上半叶起，政府间组织的数量、种类和影响

力显著增大， 20 以至于对此类组织关于移民研究贡献的系统性考察远远超出了本章涵盖的范围。本

章将关注点放在联合国系统内的全球性贡献者方面，包括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联合国难民

署、国际移民组织、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世界银行；这绝不意味着轻视其

他组织（包括在区域和国家层面运作的组织）的作用。 21 作为联合国主要机构内的计划或单位，

或是半自治的、专业性的（与移民）相关的机构，本章所讨论的政府间组织均具有全球影响力，可

以获取各方提供的信息与专业知识，在某些情况下它们还能够利用全球性活动在人口迁移和流动方

面影响话语与实践。

一些组织（诸如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难民署）的任务、使命或权限集中在特定形式的人口迁移

和流离失所上，而其它组织的责任则涉及某些特定的方面或人群：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从事数据

工作；国际劳工组织从事移民工人相关工作；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从事移民权利相关工作；

18　 例如，Mason，1999；Pécoud，2015。
19　 Davies 和 Woodward，2014。
20　 同上。

21　 其他组织，例如联合国粮农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FAO）、联合国人居署 （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me，UN-Habitat）、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OCHA）、联合国妇女署（United Nations Entity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Empowerment of Women，UN-Women）、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及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ICRC）也基于各自任务的主题观点出版了关于移民问题的材料。预计未
来的《世界移民报告》将突出非营利性及营利性国际非政府组织正在开展的一些工作，但这已超出了本章的范围。



移民研究和分析：进展，影响力和近期成果132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从事移民儿童相关工作；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从事打击跨国犯罪方面（诸

如人口贩卖和偷渡）的相关工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从事移民与发展相关工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从事与移民相关的教育、科学与文化工作；世界银行对移民的经济影响进行研究。各类职责使得这

些政府间组织能够从各国收集或获取大量的数据。除了生成和出版背景类、技术类、实操类、创新

类和议题设置类的研究和分析（包括对全球统计数据的分析）外，这些组织也会召集与人口迁移和

流动相关的对话与会议并出具相应报告。和其他出版者一样，政府间组织也不能幸免于在出版物质量、

框架与议程设置方面受到批评。但是，它们显然具备对产出严谨而可靠的数据与研究的责任的认知。

例如，政府间组织会与移民领域的顶尖数据分析师与研究者定期合作，以此作为吸收核心技能与专

业知识的手段。

鉴于移民现象具有跨领域的性质，通常由政府间组织共同进行关于这一专题的研究。由 22 个

从事移民相关工作的成员机构组成的全球移民小组（Global Migration Group，GMG）主持出版了一

系列研究和分析出版物，直至 2018 年底该小组改制为联合国移民网络（United Nations Network on 
Migration）。 22 联合国联合检查组（United Nations Joint Inspection Unit，联检组，JIU）在 2018 年发

布的《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背景下加强对政策研究的吸收利用》报告中强调了对移民问

题进行联合研究的重要性。 23 尽管这一报告涉及联合国系统内部更大范围的政策研究，但它描述了 14
个联检组成员组织与国际移民组织之间在移民问题上的合作研究情况（见下方文本框所示）。

22　 有关全球移民小组（GMG）和联合国移民网络的讨论参见本报告第 11 章关于移民问题的全球治理部分。

23　 Dumitriu，2018。

 联合国系统内对移民问题的合作研究

 摘自联检组报告《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背景下加强对政策研究的吸收利用》
a

 “……检查组试图绘制机构间协作研究（移民问题）的模式。这一绘制工作依
据的是对一个具体问题的答复，即各组织在研究过程之前、期间和之后，是否参与了
与其他联合国实体的任何形式的合作。这一绘制工作并非详尽无遗，但它提供了此类
互动的一个样本。下表总结了机构间协作研究的 15 个现有实例，而图示则说明了共
同作者之间的关系。”

移民问题研究项目机构间协作样本

项目

管理难民数据

2018 年关于“移民和结构转型”的报告

共同监管关于移民政策管理完善的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具体指标 10.7.2

经社部（UN DESA）、难民署（UNHCR）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移民组织

经社部、移民组织（IOM）

协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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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关于扩大叙利亚难民和收容社区获得经济机
会的六国案例研究

关于"暴力侵害女性移民工人行为"的报告

研究报告《出走的根源：粮食安全、冲突和
国际移民》

为“移民脉冲”倡议进行的数据联合分析

2017 年《移民、自由迁移和区域一体化报告》

《2019 年全球教育监测报告：移民、流离失
所和教育》

研究报告《打破僵局》

关于推进移民项目的初步讨论

外侨的外国直接投资在突尼斯的影响

开发署、劳工组织（ILO）、粮食署（WFP）

妇女署（UN-Women）、劳工组织、移民组织、难民
署、人权高专办（OHCHR）

粮食署、移民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粮食署、移民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银行
（World Bank）

教科文组织（UNESCO）、联合国大学区域一体化比
较研究所（UNU-CRIS）

教科文组织、移民组织、难民署、儿童基金会
（UNICEF）

人道协调厅（OCHA）、难民署、开发署、移民组织

社发所（UNRISD）、移民组织

开发署（UNDP）、移民组织

协作组织

关于“南方世界”（Global South）移民治理和
政策的研究倡议

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UNU-WIDER）,
联合国粮农组织

关于气候变化背景下移民和流离失所问题的研究

对全球移民小组（GMG）研究成果的集体贡献

联合国大学环境和人的安全研究所（UNU-EHS）、
移民组织、难民署、开发署

经社部、开发署、教科文组织、亚太经社会
（ESCAP）、西亚经社会（ESCWA）、联合国大
学、移民组织、全球移民小组

（GMG）

UNRISD

ESCWA

ESCAP

OCHA
UNU

(GMG)

UNDESA

UNCTAD

UNDP
UNHCR

IOM
UNESCO

ILO
FAO

WFP

UN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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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M 针对移民问题产出大量的研究和分析出版物。鉴于该组织专注于向移民与成员国提供技术

援助与直接支持，IOM 在研究和分析领域以外所产出的出版物通常包括机构报告（如会议/ 研讨会报

告和《移民倡议》（Migration Initiatives）、培训材料、手册、指南以及给移民的信息资料（包括

绘本）。了解 IOM 的使命和背景及其作为联合国关联组织的地位，将是大有裨益的。 24 IOM作为

服务提供方的历史长达近 70 年，这确实塑造了它阐述移民问题的各方面的表达方式，包括其行动

与移民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移民政策和治理。例如，项目类数据一直是 IOM 移民数据的基础，反映

出 IOM 在应对移民和流离失所问题中的强大而持久的作用，包括对境内流离失所者、全球难民安

置与健康评估的支持，对人口贩卖受害者的援助和对返乡移民的支持。同时，IOM 长期以来意识到

有必要支持对移民过程的更细致入微的理解，这种支持可以通过关注特定主题领域（如移民健

康和环境移民）等方式进行。

近期贡献：聚焦 2017 与 2018 年

在对移民研究与分析领域主要产出者予以概述后，我们现在转向讨论学术界和政府间组织的

近期贡献范例。

24　 国际移民组织是成立于 1951 年的政府间组织，后于 2016 年 9 月成为联合国关联组织。

尽管访谈规模有限，上述案例样本得到了访谈信息的证实，检查专员因此注意到：

(a)协作研究基本上反映出为研究活动增加跨学科视角的必要性；

(b)协作计划更多是单独举措和案例需求的结果，而不是一个系统的协作进程，

后者的特征是联合议程设定、知识共享，以及根据有关组织的具体任务和

专业知识，对研究进行共同设计和共同生产；

(c)虽然各种承诺不一定趋同，但以下三个方面表明更系统的协作研究正成为

新趋势：

·在查明的大多数协作中，移民组织都作为专业合作伙伴存在；

·经社部和移民组织作为关于移民政策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0.7.2 的共同

监管者发挥作用，表明这是对政策研究采用更系统和以需求为导向的方法
的一个选项；

·利用一个小组来进行集体反思、行动和加强一致性。

a  检查专员Petru Dumitriu。报告全文详见 www.unjiu.org/sites/www.unjiu.org/files/jiu_rep_2018_7_ english_0.pdf.

www.unjiu.org/sites/www.unjiu.org/files/jiu_rep_2018_7_ english_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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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

由于关于移民问题的学术出版物数量庞大，我们排除了对 2017-2018 年间全部出版物予以审查的

方案。取而代之的是，我们调查了一个学术圈成果的样本，集中于 8 家涉及移民研究且采用同行评

审的期刊。此前版本的《世界移民报告》包括了不同的期刊，在今后的版本里相应的期刊也可能变动。

在这一辑，我们聚焦于《移民与边境研究国际学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gration and Border 
Studies）、《国际移民》（International Migration）、《国际移民评论》（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迁入移民与难民研究》（Journal of Immigrant and Refugee Studies）、《移民与安全保

障》（Journal on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移民研究》（Migration Studies）、《难民调查

季刊》（Refugee Survey Quarterly），以及《欧洲国际移民评论》（Revue européenne des migrations 
internationales）。 25 调查由两部分组成：对这些期刊 2017 和 2018 年出版的所有文章（共计 493 篇）

标题的分析，以及期刊编辑们对各自所属期刊在这两年里的主要贡献的综述。这样做使我们对各期

刊的贡献有了更深的见解，并能体现出它们的相似之处，以及在地理上和主题上不同的研究兴趣和

重点关注领域。每位编辑的综述全文附在附录 B。在本章剩余部分的文本框里也会引用一些期刊编辑

综述的摘录。

所有期刊编辑都强调进行严格而高质量的移民研究的重要性。然而，仅对某些期刊来说，科学/
学术性作品对决策者的适用性已凸显为一个重要方面。其中，两位编辑强调了在解决移民政策相关问

题方面做出贡献的重要性（Gamlen 和 Chetail – 详见附录 B）。人们注意到，这是在扩张“逐渐壮大的

移民问题专家群体”的范围，而后者又通过“启发和影响从地方非政府组织到市政当局，再到国家政

府与国际组织的各层次的政治家、决策者和移民政策执行者，而对公共生活做出贡献。”（Gamlen – 
详见附录 B）。此外，政策制定者被特别视为另外两类期刊的目标读者（Duncan 和 Kerwin – 详见附录

B）。这些期刊在内容设计上通过两种方式吸引政策受众：一种期刊要求每篇文章都以执行摘要开头，

并以一系列政策建议收尾（Kerwin – 详见附录 B），另一种期刊则偶尔引入与高级政策官员的访谈

（Duncan – 详见附录 B）。

25　 我们试图体现这些主流的移民问题期刊的成果在地理上的多样性，这种做法将在今后版本的《世界移民报告》中得到延续， 
         届时将有其他期刊受邀进入我们的分析。我们共邀请了 10 份杂志向本版《世界移民报告》提供材料，其中 9 份杂志的编 
         辑同意向我们提供资料，但最后仅有 8 家提供了资料。《乔治城移民法学刊》（Georgetown Immigration Law Journal）的 
         编辑接受了我们的邀请但并未提供资料，而《国际移民》（Migraciones internacionales）则没有回应我们的邀请。

《移民研究》

通过推进与政策相关但并非政策驱动的研究，《移民研究》已成为贡献于全世界
政府与社区移民管理能力构建的学术刊物之一。过去数年里，全世界专攻移民问题的
研究生项目与智库数量激增。同时，移民问题的政治意义日趋显著，这使其他领域的
决策者、记者和非政府组织专业人士越来越需要增进对移民问题的了解。鉴于这些趋
势，《移民研究》在过去两年里推出了两个系列专题，旨在为该主题下的高等教育理
论与实践做出贡献。

来源： Alan Gamlen，总编辑。全文见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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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017-2018 年间发表于选定期刊的文章所关注主题的分析与某些期刊的特定及较狭义的关注点

在某种程度上相关。例如，《难民调查季刊》主要限定于难民研究（Chetail – 详见附录 B），而《迁

入移民与难民研究》则研究劳务移民和寻求庇护者 / 难民（Triandafyllidou – 详见附录 B）。《国际移

民评论》的编辑指出，“我们在对国际移民的整体关注以外发现，对本地原生人群和移民第二代的

关注大致相当；大量文章关注青年移民，但对难民的研究相对少很多”（Winders 等 – 详见附录

B）。

尽管如此，2017 与 2018 年在前述 8 家期刊所刊登的文章涉及的主题依然多种多样，且面向移民

问题的各个复杂层面。它们反映了移民问题的新发展与趋势，并承认由同行评审与发布所需时间安

排造成的一些延迟效应（Duncan – 详见附录 B）。例如，在 2017 与 2018 年（发表于 8 家期刊

的）所有文章中，仅有 3 篇文章谈到了发轫于 2016 年 9 月《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并于

2018年 12 月正式生效的《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即《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和《难民

问题全球契约》。我们预期在 2019 与 2020 年（乃至今后更长时期），将会有更多文章论及这两项契

约。

《国际移民》

关于移民问题的学术文献在一定程度上响应了移民现象和政策的趋势，并对移民
相关理论和过去出版的旧有文献的转变做出回应。通常，由于研究和出版所需的时间
（限制），现象的发生和学术文献的出现之间会存在明显的时间差。当前，关于叙利
亚难民危机的文献开始大量涌现，而我们也可以预期，与联合国《移民问题全球契约》
相关的文献将在 2019 年出现。但仅就 2017-2018 年进行简短回顾，我们也可以发现
关于早期趋势和现象的讨论……

《欧洲国际移民评论》

在本刊最近几期内容中，暴力问题是反复出现的主题。该问题的重要性反映出移
民政策在特定背景或危机中造成的悲剧性后果，以及围绕移民迁移过程的研究的兴起。
（……）在将语言实践视为“向欧洲迁移”背景下移民实践整体的一部分的情况下，
文章分析了行为主体如何表述发生在边境的死亡与暴力。死亡被认为是具有多维度的，

来源：Howard Duncan，主编。全文见附录 B。

这意味着对复杂的移民问题予以反映的两大主题正逐渐浮现于编辑们的刊物中。第一个主题是

非正规移民问题，包括（非正规移民）与边境管制及执法的关系。三家期刊的编辑指出，2017 与

2018年的来稿特别重视这一主题，其范围涉及人口贩运（Triandafyllidou – 详见附录 B）、边境暴力

（Ma Mung 和 Petit – 详见附录 B）或拘留和驱逐出境（Kerwin – 详见附录 B）。由于“过去数十年

间，庇护和移民的界限在政策和实践上都日渐模糊”，因此这一主题也被关于被迫迁移的研究，

尤其是通过对庇护所的安全化措施和对寻求庇护者的拘留的研究而体现（Chetail – 详见附录 B）。



《世界移民报告 2020》 137

《迁入移民与难民研究》

《迁入移民与难民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虚拟跨国空间，在这里，不同的移民
接纳与融入系统、通过各类体系（劳务或家庭移民、寻求庇护者或定居难民）进入接
纳国的不同移民群体可能面临的相似挑战（包括其身心健康问题）等主题得到探讨，
而前述挑战还包括移民如何在新环境中学习规则、激活其社会资本资源乃至最终在接
纳国谋得一席之地等问题。社会工作 / 社区研究及社会学 / 民族研究的双重背景使本
刊可以很好地将这些不同的主题结合在一起。

来源：Anna Triandafyllidou，总编辑。全文见附录 B。

来源：Emmanuel Ma Mung 和 Véronique Petit，主编。全文见附录 B。

包括社会性死亡、人身死亡、失踪、制度与安全的随意性，等等。在移民生活在欧洲
生活期间、到达欧洲后或被驱逐而返回来源国后，这些语言实践在不同的社会与政治
层面上被理解，无论是这些语言实践在制度空间（国际组织、以及全欧洲或国家层面
的政治空间）的产生还是在其被移民所接受的层面。语言方法既与对移民问题论述的
考量相对应，也与移民在多元话语框架中所采用的叙述的考量相对应。这种观点使人
们有可能在考虑边境群体的同时，为解释全球化时代的社会空间不平等现象提供一种
框架。

贯穿于本报告所选文章的第二大主题是移民融入问题，这一主题被四家期刊的编辑视为 2017 与
2018 年间的重点主题（Gamlen, Triandafyllidou, Winders 等 , 以及 Ma Mung 和 Petit – 详见附录 B）。

四家期刊收录文章所论及的与“融入”相关的问题的多样性反映了这一主题的复杂性。登载于《迁

入移民与难民研究》的文章对融入过程进行了分析，包括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组织在其间的作用、融

合障碍和融入过程中的性别维度等（Triandafyllidou – 详见附录 B）。《移民研究》重点调查“劳

动力市场融入”问题，同时从阶层、资本积累及幸福感角度关注移民的广泛适应过程（Gamlen – 详
见附录 B）。《国际移民评论》以关于同化、经济流动性与人际交互的文章为其特色（Winders 等 
– 详见附录 B），而《欧洲国际移民评论》的文章则从移民视角探讨移民融入问题。

图 2 展示了 2017 与 2018 年间在本文所选期刊发表的 493 篇文章在所研究地域方面的分布。聚

焦于欧洲的文章占比最大（233 篇，47%），其次是北美地区（153 篇，31%）、亚洲（150 篇， 

30%）、非洲（107 篇，22%）、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89 篇，18%）和大洋洲（34 篇，7%）。



移民研究和分析：进展，影响力和近期成果138

图 2. 2017 和 2018 年间按所论及地域划分的在选定刊物发表的文章数量

注：一篇文章可能会被重复计入多个地区。文章共有 493 篇。

        本图分类方式遵循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划分的地理区域（详情请见第 3 章附录 A），不代表 IOM 官方支持或 
接受此种地区分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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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编辑指出，地域上的焦点已经从北美转移到欧洲、亚太地区以及东南亚，“近年来针对中

东，尤其是土耳其和叙利亚冲突的文章数量显著增加。”（Triandafyllidou – 详见附录B）。一位编辑

称，扩大来稿所涉及的地域范围以提供更多与发展中国家问题相关的文章的做法是一种新的、便于更

好的说明“大多数难民都被收容在‘南方世界’（Global South）”这一事实的方法(Chetail – 详见附录B)。
另外两家期刊的编辑则指出，扩大所收录文章的研究地域范围是其刊物的目标(Kerwin 及 Winders 等 
– 详见附录 B)。

《国际移民评论》

对《国际移民评论》自 2016 年以来所有出版文章（约有 100 篇）的细致考察揭
示了几个趋势 a

。首先，从地理（分布）来说，大约 80% 的文章聚焦于北美或西欧，
关注亚洲的文章显著少于前两者（略超过 10%），而关注拉丁美洲、中东或非洲的文
章更少。这一不平衡的地理覆盖面反映了当前移民研究的主要缺点之一，即对北美和
西欧以外地区的移民动态关注有限。这也凸显了研究更广泛的国际移民地理学的学者
在试图将他们的工作与全球南北关系的霸权主义视角相关联时所面临的挑战。

a  该部分讨论基于在《国际移民评论》各卷中正式出版的文章展开。可在线“提前查看”但尚未归入期刊某一卷的文 
章不在讨论之列。

来源：Jamie Winders，Pieter Bevelander，Cynthia Feliciano，Filiz Garip 和 Matthew Hall，副主编。全文见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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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截至目前，“接纳国”视角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在欧洲。《世界移民报告 2018》第 4
章已经注意到这一点；该版报告在分析 538 篇文章后得出的十大最常用词汇中，“欧洲”是唯一的

地理名词。 26 移民研究分析在传统上聚焦于发达国家，这一被 Castles 称为“接纳国偏见”的现象的解

释如下：“多数移民研究都将作为移民目的地的“北方世界”（Global North）国家作为其研究出发点，

忽略了移民来源国和过境国的视角。由于研究经费与能力均集中在“北方世界”（Global North）国家，

这一现象毫不奇怪。” 27 研究资金在富裕工业化国家的集中不仅影响了研究的地域重点，还使这些国

家能够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研究者为代价，以研究项目出资方身份（为本国研究人员）构建研究技术

与能力。 28 例如，2007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平均每百万人口中有 3000 余名研

究人员，与此同时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每百万人口中研究人员数不足 50 名。 29

对选定期刊 2017 与 2018 年间出版所有文章作者所属机构的地理位置比较证实了这一点，即发

达国家研究机构有着不成比例的众多供稿者（见图 3）。在 917 位文章作者中，84% 作者就职于发达

国家的研究机构。来自欧洲研究机构的作者占 43%，来自北美地区者占 36%。来自大洋洲研究机构

的研究者占 6%，而这部分人中 91% 来自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研究机构。

26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e。
27　 Castles，2010。
28　 McAuliffe 和 Laczko，2016。
29　 同上；引注自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2008。

《难民调查季刊》

《难民调查季刊》未来几年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就在于如何实现撰稿人的地域来
源多样化。尽管过去数年间本刊在这方面已做出了一些努力，但目前稿件的主要来源
仍是来自“北方世界”（Global North）的学者。这一现象并非本刊独有，而是对学
术研究与出版领域某种盛行偏见的反映。就像许多其它领域一样，该领域的知识生成
依然是被以西方为中心的研究经费的优先事项所构建的，这些研究经费由富裕国家所
支持，并由统治精英的主流话语所推动。大众媒体对此类研究持续不断的误读加剧了
这一趋势，正如关于欧洲所谓难民危机的言论（如果不称之为执念）所表述的那样。
这一现象在其他领域可能影响较小，但在移民研究领域，研究人员的地域代表性尤其
重要，因为我们需要考虑移民这一与全球各地相关的世界性现象的多面性与挑战。我
们迫切需要通过独立而基于证据的知识以构建更为细致、更具代表性与综合性的对移
民问题的理解。

来源：Vincent Chetail，总编辑。全文见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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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同一作者属于多个位于不同地区的学术机构时予以重复计算。作者所属的国际组织或非政府组织不列入统计。作 
        者共有 917 人。

本图分类方式遵循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划分的地理区域（详情请见第 3 章附录 A），不代表 IOM 官方支持 
或接受此种地区分类方式。

图 3. 2017 和 2018 年间刊登于选定刊物的文章作者所属机构的地域分布

仅有不到 12% 的作者来自亚洲的研究机构，而来自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研究机构的

作者更是严重不足（分别约占 3% 和 2%）。考虑到以英语出版的学术期刊对其他语种期刊的压倒性

优势，语言障碍可以部分解释这一现象。 30 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图 3 仅是根据文章发布时所体现

的作者从属关系进行的统计。许多学者可能隶属于多个学术机构，其中一部分人可能会选择在投稿

时写上较有名望的一家机构（有可能并非其主要供职的机构）。

参见国际移民组织的西班牙文和法文移民研究期刊列表，链接：www.iom.int/sites/default/files/our_work/ICP/ MPR/
Migration-Journals-ES.pdf（西班牙文）www.iom.int/sites/default/files/our_work/ICP/MPR/Migration-Journals-FR.pdf 
（法文）（获取于 2019 年 6 月 18 日）

《移民与边境研究国际学刊》

《移民与边境研究国际学刊》有助于人们理解边境的运行规则是如何应对移民现
状及日常经验的运行规则。研究表明，移民的迁移之路正变得更加旷日持久。中转过
境正成为许多迁移者日常生活的实际。因此，本刊特别注意过境的概念，它是一个通
过流动性限制制度以及前述相互制约的系统而构建的空间。

来源： Idil Atak, 总编辑。全文见附录 B。

30　 

https://www.iom.int/sites/default/files/our_work/ICP/MPR/Migration-Journals-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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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计划：科学研究信息开放的未来？

S 计划是欧洲科学基金会和欧盟委员会“开放获取特使”的一项开放存取计划，该计划
是由各国研究资助组织的联盟在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研究理事会的支持下于 2018年 9月发起的。
其目标是在 2020 年 1 月 1 日后立即实现所有由欧洲研究理事会或各国研究资助机构提供资金
支持的科学出版物的开放存取。在作者将保留其作品的版权的同时，资助机构将负担出版商
收取的“开放获取出版费用”，该费用将被标准化并设定上限。

 S 计划建立普遍性开放存取渠道的成功取决于全球资助机构的参与情况。截至 2019 年 4
月，S 计划已取得一个资助联盟的支持，该联盟由欧洲内外 15 个国家的研究资助机构和 4 个
慈善组织组成。其他的资助机构尚在等待关于“开放获取出版费用”上限的决定，并且对 S
计划可能对研究经费及科研的影响进行调查，以决定是否加入该计划。

a 部分出版商就这一计
划可能对学术自由与科学研究的质量带来的影响表示了担忧，因为研究者会被限定于选择提
供“开放获取”的出版商出版其作品。

b

加入“S 联盟”（cOAlition S）的资助机构越多，S 计划就越有可能突破出版商的付费墙
模式而保障自由阅览全球科学研究的渠道。尽管这一愿景对于财力不足以承担订阅科学期刊
费用的发展中国家研究者而言尤为重要，但 S 计划却有可能带来新的地域偏见：由于“南方
世界”（Global South）的研究资助机构可能无力承担出版商的开放获取出版费用，“开放获取”
的出版物可能仍与这些地区的研究者无缘。

a  Rabesandratana，2019。
b  Kelly，2019。

　　在本报告选定期刊以外，这种分布不均的现象很可能反映了移民研究领域的更大范围的现状。2015 
年，Jørgen Carling教授汇总了在顶尖的移民杂志上广泛发表的“顶尖”移民研究者名单，并总结到：

“令人震惊的是，名单上没有一个人来自非洲或拉丁美洲。六名来自亚洲的研究者全部在其移居国（而

非来源国）工作。这种地理偏见仍是移民研究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31

　　随着人们对移民问题兴趣的提升，以及移民研究和分析材料数量的增加，可以合理地预期移民研究

的影响力范围（例如，通过扩大读者群）也有所增加。其中一项衡量学术出版物的指标（尽管受到广泛

批判）是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 32 但是，8种选定期刊中仅有3种适用于以影响因子衡量（《国际移

民》《国际移民评论》与《移民研究》）。将这 3 份期刊与《世界移民报告 2018》所列举的期刊一同

进行影响因子的查验，可以发现它们的影响因子有所增长（见图4）。近期此类期刊的影响因子平均值

的上升表明这些期刊所发表的文章获得了更多关注：对某篇论文的引用可解读为其已被研读，且其中某

些内容有助于夯实证据基础和/或引起辩论、积累知识，或是为移民政策和实践提供信息。

31　 Carling，2015。
32　 影响因子是指被引量与发表量之比。每年的得分会按照那年的前面两年的被引量和发表量来计算。更多信息详见附录 A 

提供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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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被引量的出版物指标（包括影响因子）显然存在各种局限性和缺点。 33 首先，在学术出版的

时间线和需要用来编制 / 发表统计的时间确定的情况下，引用数量往往是缓慢积累的。其次，引用几

乎仅在学术圈内的背景下被计算，其在学术圈外的影响不能用影响因子衡量；这也是开发替代措施（下

文将进一步讨论）的原因之一。第三，被引量本身不能用于衡量研究材料质量，只是一种量化其影

响力的指标（请参阅附录 A 对这一点的讨论）。尽管引用度量已成为学术出版商和学者的优先考虑

事项，但它们对学术界外人士而言相关性不足。

学术出版物已经开始采用新的度量方法来评估它们在学界之外的影响。其中一种度量方法是替代

计量关注得分（Altmetric Attention Score，简称“替代计量关注得分”），34 它用于衡量“多少人阅

读并引用了一个学术成果”。35　对于任何一项研究成果，关注得分“提供一个衡量关注量的指标”，36

其中某些关注来源有着更大的权重。例如，新闻报道的权重值最高，达到 8，因为“很容易想象，

一篇普通的报纸报道比一条普通推文更能引起人们对研究成果的关注”。37 其他的高权重关注来源包

括博客（权重值 5）、维基百科（权重值 3）、政策文件（权重值 3）和推特（权重值 1）。发布于

33  有关影响因子局限性的最新概述，详见 Williams 和 Padula, 2015. 有关影响因子滥用的更广泛说明，详见《公共科学图书 
         馆医学编》（The PLoS Medicine Editors）, 2006.
34 参见 www.altmetric.com（获取于 2019 年 6 月 19 日）。

35 参见 www.altmetric.com/about-altmetrics/what-are-altmetrics/ （获取于 2019 年 6 月 19 日）。

36 可见于 https://help.altmetric.com/support/solutions/articles/6000060969-how-is-the-altmetric-attention-score-calculated-。
3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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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子是被引量和发表量之比。

图 4. 选定期刊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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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的替代计量指标（Altmetrics）是一种较新的评价指标，它被视为“旨在测量一篇学术文章的

实时读者范围和影响力的工具”。 38 学者发现（替代计量关注得分）“与被引量之间存在正相关，但

相关关系较弱”， 39 这一发现支持“被引量和替代计量指标能跟踪相关但有明显区别的（两类）影响” 40

的概念。一个支撑博客在替代计量算法中取得重要权重的实证发现是，被在博客里提及“能够突出

那些被引量较大的出版物”， 41 这进一步强调了这个科学材料传播形式的与日俱增的重要性。

我们分析了本章所涉的 8 份刊物中的 6 份在 2017 和 2018 年间出版的 410 篇经同行评审的文章

的“查看 / 下载量”和替代计量关注得分（《移民与边境研究国际学刊》《欧洲国际移民评论》在

本报告成稿期间尚未发布相关数据）。替代计量关注得分是出于两个原因被选上：第一，在所有期

刊出版者的网站上可免费获得。第二，现有的证据支持它的使用，尤其是在追踪最近的研究成果方

面。 42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解释与移民问题相关的学术出版物的量化指标，诸如其被提及、查看及下

载的次数。表 2 显示了截至 2019 年 4 月选定刊物刊登的文章中替代计量关注得分最高的 10 篇文章。

然而，这些文章的高得分不能反映 410 篇选录文章的整体替代计量得分状况。仅有 21 篇文章（占比

5%）获得高于 20 的得分（大致相当于在新闻和博客各被提及 1 次，再加上被 5 条推文提及）。得分

在 2-20 分之间的学术文章（172 篇，占比 42%）在全体文章中占比最大。然而，还有 75 篇文章（占

比 18%）得分为 2 或更低，这意味着它们至多吸引了相当于 2 条推文的关注；另有 142 篇文章（占

比 35%）得到 0 分，即它们没有被任何的线上信息源提及。这一现象可能部分与这些文章近期才出

版有关，我们预期其中部分文章随着时间推移能受到更多关注。

38　 Warren，Raison 和 Dasgupta，2017。
39　 Costas，Zahedi 和 Wouters，2015；Thelwall 等，2013。
40　 Priem，Piwowar 和 Hemminger，2012。
41　 Costas，Zahedi 和 Wouters，2015。
42　 和经典的引用指标一样，替代计量指标也有其优缺点。参见 Bornmann （2014）对此问题的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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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7 和 2018 年选定刊物中关注得分最高的 10 篇文章

文章

《迷失的 2000 英里边境墙：2007 年以来，签证逾期逗留者
比无证过境者多 50 万人》，作者：R. Warrant 和 D. Kerwin

《解析对罗兴亚人无国籍状态的假定》，作者：N. Kyaw

《介于有归属与无归属之间：关于定居与流动的形而上学
是如何同时挑战与强化利比里亚的（双重）公民权主张》，
作者：R.N. Pailey

《美国对无证迁入移民的合法化是否会鼓励来自墨西哥的
未经授权入境？合法化产生的道德风险的实证分析》，作者：
T. Wong 和 H. Kosnac

《签证对移民过程的影响》，作者：M. Czaika 和 H. de Haas

《作为庇护替代方案的难民再安置》，作者：N. Hashimoto

《“未获授权的永久居民”时代下的反复迁移：对驱逐出
境后的移民意向的定量评估》，作者：D. Martinez, J. Slack 
and R. Martinez- Schuldt

《庇护城市：国际视角下的政策与实践》，作者：H. Bauder

《边境以外的边境：澳大利亚的域外移民控制》，作者：A.L. 
Hirsch

《土耳其的被迫流离失所现象：挑战〈欧洲人权公约〉体系
的极限》，作者：D. Dinsmore

《移民与安全保障》

《迁入移民与难民研究》

《移民研究》

《国际移民》

《国际移民评论》

《移民调查季刊》

《国际移民评论》

《国际移民》

《移民调查季刊》

《国际移民》

139

125

101

50

45

39

39

38

35

34

期刊 得分

注：本报告成稿期间（2019 年 4 月），《移民与边境研究国际学刊》和《欧洲国际移民评论》尚未发布相关数据。

并非所有的期刊都在它们的网站提供了有关文章查看和下载次数的数据。在该报告成稿期间，

1 家期刊（《迁入移民与难民研究》）仅提供查看次数，1 家期刊（《移民与安全保障》）仅提供下

载次数，2 家期刊（《移民研究》、《难民调查季刊》）提供查看和下载次数。另外 4 家期刊（《移

民与边境研究国际学刊》、《国际移民》、《国际移民评论》、《欧洲国际移民评论》）没有显示

任何查看和下载的数据。为了克服这种在标准化方面的缺失，我们融合了查看次数和下载次数。图 5
显示了来自这 4 个可用来源的 181 篇文章的查看 / 下载次数的分布，以百为单位。关于《世界移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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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们的定量分析显示，移民问题作为一个议题，受到的关注正日益增多；出版物和引用的

数字象征着，至少在学术圈内，对该议题的兴趣日益提高。查看 / 下载的度量和替代计量指标显示关

于移民问题的学术成果在扩大影响范围和增加读者人数方面还有提升空间。而实现此事主要的障碍之

一是阅读学术出版物往往需要付费，这大大限制了学术界以的人们外获取材料的机会。例如，期刊订

阅者经常是学术机构，下载单篇文章的费用可能会使非订阅者望而却步。学术出版物的开放获取虽然

使下载免费了，但这通常要求作者或其所属机构支付出版费。但是正有更多的开放阅览期刊（诸如《比

较移民研究》（Comparative Migration Studies）和《反贩运评论》（Anti-Trafficking Review））已在

发表移民问题的文章。 44 

43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e。
44　 “开放获取”包括免费提供出版物，不基于收费 / 订阅而运作。参见上文关于 S 计划的文本框。

告2018》中所研究的7 家期刊中的文章， 43 分布的左偏斜图形（类似于关注得分）凸显较小的影响

力。只有 24 篇文章（13%）被查看 / 下载超过 1,000 次。查看 / 下载数据表明大多数学术文章读者人

数相当有限。

图 5. 选定期刊 2017-2018 年间 181 篇文章查看和下载次数分布

文
章
数
量

文章查看和下载次数

来源：期刊出版商网站，数据截至 2019 年 2 月 26-28 日。

注：《移民与边境研究国际学刊》、《国际移民》、《国际移民评论》、《欧洲国际移民评论》在本报告成稿期间（2019 
       年 4 月）未提供查看或下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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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学术研究的语言和写作风格往往比其它的出版领域更技术化，主题也更狭窄。但是，通

过传统的和新形式的媒体，学术成果的传播为关于移民问题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向公众和政策论述提

供信息的机会。接下来将会以博客为例，讨论其对于移民研究的潜在影响力。

《移民与安全保障》

在不损害学术和分析严谨性的前提下，《移民和安全保障》论文采取以人为本的
移民问题研究路径，聚焦于（通常来说）身处险境、易受伤害的边缘化人群，这些人
在移民政策辩论中被误解且常常成为替罪羊。本刊要求所有发表的论文均以执行摘要
开头，并以一系列政策建议收尾。这增加了本刊论文对于决策者、政策影响者和一般
公众的可及性。本刊向所有潜在的作者承诺，他们的作品将被严格审查，并及时出版
（如果获得录用），并且通过研究数据库与大学图书馆数据库分发到本刊的广泛传播
清单，以及为决策者、新闻界和其他对此议题感兴趣的人士定制的清单中。本刊也在
论文出版时，以及对新闻报道和相关政策讨论予以回应时通过社交媒体宣传相关论文。

来源：Donald Kerwin，执行编辑。全文见附录 B。

政府间组织

从事移民工作的主要联合国组织的文献反映了移民问题面临的任务，及其当前趋势和主要议题。

表 3 提供了本章所查验的联合国相关组织在 2017 和 2018 年间出版的主要材料。考虑到这两年间出

版材料的数量和种类众多，本表仅限于列举关注全球移民的主要材料。

表 3. 2017-2018 年间出版的主要全球移民材料例举

联合国经社部

（UN DESA）

联合国难民署

（UNHCR）

国际劳工组织

（ILO）

《国际移民报告 2017》
《国际移民政策数据手册》

国际移民总量数据集

国际移民流动数据集

《全球趋势：2017 年的被迫流离失所》

《全球趋势：2016 年的被迫流离失所》

人口统计数据库

《国际劳工组织对国际移民工人的全球性估测：结果与方法论》

《应对不断变化的劳务移民格局中的治理挑战》

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库（ILOSTAT）

2017
2017
进行中（预计 2019年完成） 
进行中

2018
2017
进行中

2018
2017
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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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并未包括所有材料（诸如工作文件），仅包含关键性材料。IOM 出版物将在下文讨论。

来源：（a）由联合国人权高专办（OHCHR）与全球移民小组（GMG）共同出版；（b）由海外发展研究院（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ODI）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共同出版；（c）全球移民小组（GMG）是联合国

系统内的一个机构间小组，其在移民方面展开机构间协作。在其于 2018 年改制为联合国移民网络前，该小组共
有 22 个成员机构，且每年更换其轮值主席。关于全球迁徙小组（GMG）和联合国移民网络的讨论参见本报告
第 11 章关于移民问题的全球治理部分；（d）由世界银行（World Bank）下属的“关于移民与发展的全球知识合
作伙伴关系”项目（Global Knowledge Partnership o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KNOMAD）所制作；（e）由位
于纽约的联合国妇女署经济赋权处代表全球移民小组（GMG）制作；（6）由经合组织（OECD）领衔，与国际
劳工组织（ILO）、国际移民组织（IOM）和联合国难民署（UNHCR）联合出版。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

（OHCHR）

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

（UNICEF）

联合国毒品和犯

罪问题办公室

（UNODC）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世界银行
（World Bank）

全球移民小组

（GMG）c

经合组织（OECD）、

国际劳工组织

（ILO）、国际移

民组织（IOM）、

联合国难民署

（UNHCR）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为处于易受伤害情况下的移民提供人权保护的原则与准则（附实践

指南）》a

《孩子就是孩子：保护迁移儿童免受暴力、虐待和剥削》

《跨越边境：如何让〈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和〈难民问题全球契约〉

对流离失所儿童见效》

《流离失所的教育：为了每一个移民儿童、难民儿童及流离失所儿童

的教育》

《2018全球人口贩运报告》

《全球移民偷运研究报告》

“移民偷运”知识门户

 《全球教育监测报告：移民、流离失所和教育》

《移民及其与水资源短缺、性别与青年就业的相互依存性》

《向往富裕生活：全球移民与劳动力市场》

《移民与侨汇：最新发展与展望 – 过境移民篇》

《移民与侨汇：最新发展与展望 – 归国移民篇》

移民与侨汇数据

《改善移民数据产出与使用以促进发展的手册》d

《移民，侨汇和金融普惠：妇女经济赋权的挑战和机遇》e

《G20 国际移民与流离失所趋势报告 2018》f 

《气候变化、移民与流离失所》b

2018

2017
2017

2017

2018
2018
进行中

2018
2017

2018
2018
2017
进行中

2017
2017

2018

2017

机
构
间
协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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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Davies 和 Woodward，2014。
46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7。
47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 
48  国际劳工组织（ILO），2018。
49  国际劳工组织（ILO），2017。
50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OHCHR），2018。
51  联合国大会（UNGA），2018：第 23（l）段。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负责协调数据收集工作，包括与移民过程相关的数据——这一过程

凸显了各国统计部门能力的局限性。452017 年，其下属人口司出版了《国际移民报告2017》（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2017）46——这是一份每两年出版一次的报告，介绍世界主要地区、区域和国家的国

际移民层次与趋势。以及移民相关的法律文件的批准状况。人口司负责运营的联合国全球移民数据

库（它是最完整的列举各国家或地区国际移民信息的数据库，它将移民信息按年龄、性别、出生地

或公民权所对应国家或地区进行了分类），以及一个较小的、包含了 45 个国家国际移民流动情况年

度数据的数据集。 

作为一个被授权为难民寻求保护、帮助和问题解决方案的联合国机构，联合国难民署（UNHCR）
产出了大量的出版物，并有一个专用的研究资源库“参考世界”（refworld）。每年六月发布的《全

球趋势》（Global Trends）47 是联合国难民署的旗舰出版物之一，它展示和分析了全世界每年有关难

民和其他联合国难民署所关注的人群的趋势。联合国难民署也如其人口统计数据库所报告的那样， 

是关于难民和其它受其关注的人口的全球统计数据的主要来源。 

国际劳工组织（ILO）是一个设定标准的机构，它负责协调国际劳工标准的形成并监督其实施。

在努力改善劳务移民统计数据收集与产出的背景下，《国际劳工组织对国际移民工人的全球性估测》

（ILO Global Estimates on International Migrant Workers） 48 提供了世界各地移民中劳务移民工人比例

的估计值。2017年，国际劳工组织也出版了报告《应对不断变化的劳务移民格局中的治理挑战》

（Addressing Governance Challenges in a Changing Labour Migration Landscape） 49，为形成公平而有

效的劳务移民治理提供信息。在劳务移民数据以外，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库（ILOSTAT）还包含与劳

动力市场有关的各种统计数据，这些数据也与劳务移民相关。 

作为联合国秘书处的一部分，联合国人权高专办（OHCHR）是被授权以促进和保护包括移民在

内的所有人的人权的主要联合国机构。除了支持诸如人权理事会的条约委员会和特殊程序（Special 
Protection of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的联合国人权机制，人权高专办还产出大量的相关材料。作

为原全球移民小组（GMG）下属“移民、人权与性别”工作小组的联席组长单位，人权高专办领衔

制定了《为处于易受伤害情况下的移民提供人权保护的原则与准则（附实践指南）》（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Supported by Practical Guidance, on the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of Migrants in Vulnerable 
Situations，下简称《原则与准则》）。50《原则与准则》为各国实施国际人权法提供了指导，以保护

那些身处易受伤害的境地，但在法律意义上不属于“难民”的移民。《移民问题全球契约》中明确提

及此类移民，要求“制定国家政策和方案，改进国家应对措施，满足弱势移民的需求”。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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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2017a。
53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2017b。
54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2018a。
55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2018b。
56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2000。
57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海外发展研究院（ODI），2017。
58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2018。
59 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8。

虽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年度旗舰出版物《世界儿童的状况》（State of the 
World's Children） 52 不一定单独讨论移民儿童，但其于2017 年出版了《孩子就是孩子：保护迁移儿

童免受暴力、虐待和剥削》（ A Child Is a Child: Protecting Children on the Move from Violence, Abuse 
and Exploitation）。 53 该报告研究了移民儿童由于缺乏安全和合法的移民途径而面临的风险，并提

出了一些有助于更好地保护他们的政策建议。 

在其帮助各国处理国际犯罪的职责范围内，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DOC）努力与包

括人口贩卖和移民偷渡在内的跨国有组织犯罪进行斗争，并出具关于这些主题的种种报告。2018 年

出版的第四份《全球人口贩运报告》（Global Report on Trafficking in Persons） 54 基于 2014-2016 年
间发现的贩卖案例，提供了对人口贩卖的模式和流量的总数的概述。2018 年，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

题办公室发布了首份《全球移民偷运研究报告》， 55 该报告介绍了移民偷运的规模和运作、所涉人

员的概况以及移民面临的风险。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还建立了一个“移民偷运”知识门户

网站，提供信息（诸如案例法、附有注释的资料目录及相关立法）以支持 2000 年《〈联合国打击

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陆、海、空偷运移民的补充议定书》56 的履行。 

作为联合国旗下的全球发展机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将其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承诺转

化为一系列的广泛计划，包括制定针对移民和流离失所的长期发展对策。2017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与海外发展研究院（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ODI）联合发布了报告《气候变化、移民与流

离失所》， 57 该报告旨在阐明气候变化与人口流动之间的复杂联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任务重点在于以教育、文化与科学手段构建和平。其 2019 年
的年度报告《全球教育监测报告》 58 聚焦于移民和流离失所问题。该报告分析了人口流动对教育体

系的影响，并通过提供成功的政策案例分析了教育体系如何有助于解决人口流动带来的挑战。 

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和主要的国际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出版了许多关于移民对经济增长和繁荣

的重要性的书籍、报告和工作文件，并且监测移民与侨汇的相关数据（诸如侨汇的流入和流出）。

世界银行定期发布《移民与发展简报》，最近的两期是关于移民过境和移民回归现象的。发布于2018 
年的政策研究报告《向往富裕生活：全球移民与劳动力市场》 59 分析了关于移民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的学术发现与反移民的公众论述之间的明显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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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全球移民小组（GMG）是一个汇集了 22 家联合国机构以协作应对移民问题的机构间小组。

61  经合组织（OECD），国际劳工组织（ILO），国际移民组织（IOM）和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8。
62  经合组织共由 36 个成员国组成。其使命是推动政策以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个体经济和社会福利。它对包括移民问题在内的 

各种主题进行研究，其研究范围往往超过其成员国与伙伴国家。

63 成员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墨西哥、韩国、俄罗斯、 
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英国、美国和欧盟。

64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c。
65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e。

2017-2018 年产出的与 IOM 研究相关的主要出版物

《世界移民报告 2018》a

《移民研究领导者联合组织：为促进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的国际合作提供信息的构想》
b

　　2017-2018年间部分重要的全球性材料是机构间协作的产物。在改制为联合国移民网络之前，全球

移民小组（GMG）产出了涵盖移民领域多个主题的出版物，通常以手册或指南的形式呈现。60 2017 年，

它出版了一本用于支持成员国为促进发展而产出或运用移民数据的手册（由联合国妇女署制作）。此

外，全球移民小组（GMG）还发布了一份调查侨汇与对女性移民的金融普惠问题的报告（由世界银行

“关于移民与发展的全球知识合作伙伴关系”计划制作）。另外一份源自机构间协作的重要出版物是

《G20 国际移民与流离失所趋势报告 2018》61，该报告由经合组织（OECD）领衔制作，62 而国际劳工

组织、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难民署也联合参与了这份报告的撰写。该报告展现了 G20 国家与欧盟成

员国的移民趋势与面临的政策挑战。63
 

国际移民组织（IOM）

IOM 在 2017-2018 年出版了大量的研究和分析材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以单独的研究和报告的

形式发表的材料，其中很多材料直接衍生于特定项目，并且通常由 IOM 的特派团在项目所在地产出。

例如，报告《让流动有助于适应环境变化：MECLEP 全球研究的结论》64 是由欧盟资助的“移民，环

境和气候变化：为政策提供的证据”（Migration,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 Evidence for 
Policy，即前述 MECLEP）项目的最终出版物，该项目对 6 个项目参与国（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

肯尼亚、毛里求斯、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越南）的移民和气候变化的相关证据进行了评估。 

下方的文本框列举了 IOM 在 2017-2018 年间产出的主要出版物。2017 年，IOM 发布了其每两年

出版一次的旗舰出版物，即《世界移民报告 2018》（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18）。65 2018 年， IOM 
也重启其《移民研究系列》（Migration Research Series）出版物，它主要刊登针对各类复杂的移民问题

的政策相关研究和分析文章。针对《世界移民报告 2018》所讨论主题的“提供摘要”的呼吁在 2018 
年得到了传播，以进一步激励研究与分析；三篇与此相关的论文也已出版。此外，2017 年，IOM 发布

了三份“移民概况”（Migration Profiles），2018 年则发布了五份。“移民概况”提供了特定国家 / 地
区的移民情况综述（主要由 IOM 发展基金资助），以支持成员国在移民问题相关数据及研究分析方面

的能力建构。IOM 对移民问题期刊《国际移民和移民政策实践》（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Migration Policy Practice）的支持也是其对移民研究的重要贡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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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和 2018 年间，IOM 也在《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协商与谈判期间通过建立移民研究领导者

联合组织对其成员国予以支持。如下方文本框所示，这一联合组织的主要成果之一是以报告形式（即

《移民研究领导者联合组织：为促进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的国际合作提供信息的构想》） 66 出版了

一份简短的技术论文集。

66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d。

《移民与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从业者指南》
c

《致命旅程第三集：完善与失踪移民相关的数据》（第 1、2 部分）
d 

《环境移民地图集》
 e

《让流动有助于适应环境变化：MECLEP 全球研究的结论》
f

《移民偷运数据和研究：对新出现证据基础的全球评论》
g

全球移民数据分析中心数据简报

移民、环境和气候变化政策简报

移民概况（多国报告，包括牙买加、肯尼亚、马尔代夫、塞内加尔和津巴布韦）

《移民研究领导者联合组织：为促进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的国际合作提供信
息的构想》报告

这一创新性的研究“联合组织”计划基于 36 位来自全球各地的顶尖移民政策学者的研究
成果与知识。

联合组织于 2017 年成立与召集，旨在将（相关学者）高质量的技术专长和深厚的知识直
接投入到全球《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制定中。其主要产出成果包括：

a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e。
b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d。 
c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8。
d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a，2017b。
e  Ionesco，Mokhnacheva 和 Gemenne，2017。 
f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c。
g  Triandafyllidou 和 McAuliffe，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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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组织成员向移民问题决策者推荐的最值得阅读的 3 篇文献；

•《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相关主题的短篇技术论文，包含为决策者提供的证据、分析与建议

• 合作伙伴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发布的关注《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相关主
题的博客；

• 联合组织成员以主题专家与小组成员身份参与了《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协商；

• 联合组织依托联合国平台开展数场《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相关主题小组讨论，包括围绕《移
民问题全球契约》谈判进程的讨论。

更多信息参见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d。

近几年，IOM 线上书店进行了升级和改进。线上书店 2009 年于作为推广 IOM 出版物的手段而

启动，它现在能够追踪 IOM 出版物下载数据，并支持对该数据的分析。通过这些数据，并辅以对特

定出版物的读者的调查，能够了解 IOM 出版物的可获取性和读者范围。截至 2018 年底，该书店共有

以 28 种语言出版的 1794 种电子出版物，绝大多数可以免费获取。尽管下载量相关数据不能用于评

价出版物质量（这种评价可通过读者调查或同行评审等方式完成），但通过这些数据确实能够了解具

有较高下载率的出版物，还能了解全球范围内产出和可获取的研究性出版物主题及地域特征。2018年，

IOM 线上书店下载量超过了 200 万次。

2018 年，《世界移民报告 2018》成为 IOM 历年来下载量最大的出版物，截至 2019 年 8 月底其

全球下载量已超过 40 万次（约相当于每天下载 620 次）。《世界移民报告 2018》是《世界移民报告》

系列对内容和质检保证流程进行实质性更改后（包括从单一的专题报告转变为一份具有更广覆盖面，

涵盖移民问题的关键数据与信息，以及新出现的复杂问题）的第一版。与以前的版本（例如以移民

和城市为主题的《世界移民报告 2015》）相比，这些更改已成功地扩大了报告的读者群，并保持了

较高的下载率（见图 6）。此外，2018 年版报告被学术文献引用次数已超过 500 次。 67 

67　 截至 2019 年 10 月 14 日，根据 Google Scholar 搜索结果，引用次数为 55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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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世界移民报告 2018》与《世界移民报告 2015》的下载量对比

图 7. 按主题划分，IOM 研究性出版物的下载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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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际移民组织（IOM）。

注：本图所示为相应报告发布后每个月的下载量；仅包含英文版报告的下载数据。

来源：国际移民组织（IOM）。

注：仅包含在一年内下载次数超过 1000 次的出版物（2015 年的全年下载数据无法获得，因此按比例进行了估算）。 
        单次下载可能会被计入多个不同主题。总下载次数为 5547808 次。

通过对 IOM 的所有下载次数超过 1000 次的研究性出版物的调查发现某些主题相较另一些主题更

为突出，且跨专业主题出版物（包括横跨多个主题的国家移民概况等）是下载作品中的重点。2017 年，

对移民法与治理相关作品的兴趣有明显增长（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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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2015-2018 年间对特定区域的研究兴趣较为稳定。关注非洲的出版物在过去 4 年间下

载量最大（见图 8），其次是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北美地区和大洋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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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图 8. 按关注地区划分，IOM 研究性出版物的下载量比例

非洲 亚洲 欧洲 北美地区 大洋洲拉丁美洲及加
勒比海地区

2015

201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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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际移民组织（IOM）。

注：仅包含在一年内下载次数超过 1000 次的出版物（2015 年的全年下载数据无法获得，因此按比例进行了估算）。 
        单次下载可能会被计入多个不同地区。总下载次数为 5547808 次。

 本图分类方式遵循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划分的地理区域（详情请见第 3 章附录 A），不代表 IOM 官方支持 
或接受此种地区分类方式。

博客

作为对研究移民和相关问题的兴趣日增的大趋势的一部分，以移民问题为特色的博客数
量也在随之增长。尽管《世界移民报告 2018》a 的第 4 章提及了博客的数量增长及其效用，但
对关于移民问题的博客发布情况变化的调查将大大超出本章的范围；不过，以下的文字框里
提供了广为阅读的与移民问题相关的博客文章的范例。这些范例显示出一些博客文章获得大
量受众，并且因此可能大大影响对移民问题的讨论。

b 但也很有必要承认，有的评论认为博客
往往写比较“热”的或有争议的移民问题，诸如非正规或大规模的移民，难民和寻求庇护者，
而不那么有争议的话题往往被忽视。

c

 博客上发表的和移民问题相关的文章举例

《加拿大希望在未来 3 年接收超过 100 万新移民》（Canada wants to take in more than 1 
million new immigrants in the next 3 years），作者 Kate Whiting，2018 年 12 月 3 日发布于世界
经济论坛议程博客（World Economic Forum’s Agenda blog），浏览量 10222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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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接受难民会得出一个“三赢”结果》（Why accepting refugees is a win-win-win 
formula），作者 Dany Bahar，2018 年 6 月 19 日发布于布鲁金斯学会“前沿”博客（Brookings 
Up Front blog），浏览量 24094 次。

《特朗普和奥夫拉多尔正走向一次美墨关系危机》（Trump and AMLO are headed for a 
U.S.-Mexico blow-up），作者 Shannon O’Neil，2018 年 7 月 30 日重发于美国对外关系委员

会博客“拉美时刻”（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blog on Latin America’s Moment）（已
获得彭博社授权），浏览量 11536 次。

《当心“更好的数据能为难民和移民带来更好的结果”的概念》（Beware the notion that 
better data lead to better outcomes for refugees and migrants），作者 Jeff Crisp，2018 年 3 月 9日
发布于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专家评论”博客（Chatham House’s Expert Comment blog），

浏览量 4991 次。

《穿越美国之路：了解一个国家的移民迁入经验》（The journey across America: 
understanding a nation’s immigration experience），作者 Katy Long，2018 年发布于海外
发展研究院（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博客，浏览量 1200 次。

注： 阅读或查看的数字及相关分析由相关博客的编辑提供于 2019 年 4 月。

a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e。
b  Aldred 等，2008。 
c  Ozimek，2012。

结论

本章在《世界移民报告 2018》的基础上概述了过去两年（2017 和 2018 年）一些主要的移民研

究和分析产出者的主要贡献。我们发现，移民研究产出增加的长期趋势在2017 年和2018 年进一步扩

大， 2017 年的移民研究学术产出达到有史以来最高水平，而2018 年则达到与2017 年同等水平（见

图1）。此外，政府间组织在这两年开展了大量活动，发表了有关移民问题的大量全球性报告（示例

见表3）。

　　毫无疑问，出版材料的增加与移民问题在政策、政治以及公共领域的突出地位有关。我们见证

了将移民（或有时更准确地称为反移民）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现象增多，尽管现有的证据基础表明

移民现象（在层次或过程上）并未发生足以令公开辩论发生显著转变的重大变化（见本报告第5章
的讨论）。可以理解的是，我们目睹了一个“假新闻”和“虚假信息”在全球关于移民问题的公开

辩论中日益盛行的时期，而从事学术研究或应用研究的（或曰产出白色或灰色文献的）研究者们已

受到激发去寻求和报道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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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界移民报告 2018》的发现相一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发挥有关移民议题不同类型的已

发表研究的优势。例如，一些关于移民问题的最高质量的博客，就是依赖多年的研究，建立在经过

仔细阐述、钻研和有深刻见解的分析基础之上。它们也能赢得公众的极大兴趣；数据清楚表明这些

博客的读者范围更为广泛，超出了学术圈的范围。有影响力的移民研究学术机构使用博客平台将其

经验和理论研究结果传达给政策受众和一般读者，也证明了这种形式的适当性。我们在思考“如何

衡量研究影响”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以替代计量指标（用于测量一篇期刊文章在非学术发表领域

的读者范围）为例，其使用量的增长表明，将基于严肃研究与分析的知识向更广泛的影响力范围传

播的需求正日益增长。然而，这一需求不应该以牺牲聚焦于满足高质量标准的科学研究原则为代价。

在本章，我们首次从地域视角对研究和分析产出展开调查。IOM 此前与世界各地学者及应用型

研究者合作的研究项目使地域差异大为减轻。 68 我们对 2017-2018 年间选定期刊及 IOM 出版物的调查

表明，在对已出版材料按地域划分进行分析时，不同地域的关注重点、文献数量及作者所属机构分

布均存在显著差异。正如我们在其他地方所评论的那样，这无疑与研究资金来源（直接和间接）有关，

大多数资金支持都来自较富裕的国家。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包括通过应对资金和研究能力方面存

在的一些结构性障碍，以更好地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对 IOM 自身研究出版物的

分析证实了这样的传闻，即 IOM作用的重要部分在于其对发展中地区（尤其是非洲）相关研究的关注。

但是，鉴于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在努力实施《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因此有必要投入更多努力来

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这些研究事业将极大地受益于学术和应用研究人员的投入。

最后，我们鼓励决策者、实践者、研究者和其他人用批判的态度获取和消化关于移民问题的书

面材料的巨大价值。我们也强调通过研讨会、会议、简介会和相关咨询等方式从而把移民问题的学者、

实践者和决策者集结起来的活动和倡议的重要性。尽管有时可能很难做到这一点，但如能周到完成

缩小政策、实践和研究之间鸿沟的行动，则可以为所有人带来丰厚的回报。

68　 例如，参见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d，McAuliffe 和 Lazcko，2016，以及 Triandafyllidou 和 McAuliffe，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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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干扰和虚假信息日益增多的时代对移民贡
献的一些思考 1

简单浏览以往的《世界移民报告》以及其他有关国际迁移的政策和科学类出版物就会发现，一

直以来至少有两种观点是普遍存在的：1）认为移民，特别是迁入移民，已成为一个突出的国际和国

家政策议题； 2）全面、严谨和基于实证的分析空间正逐渐萎缩，关于移民的公开讨论变得越来越两

极化。 2 虽然公共话语的本质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人们普遍认识到在过去的几年中，

由于讨论越来越多地充斥着政治恐惧和分裂，移民辩论的“毒性”也愈发显著。 3 干扰和虚假信息越

来越多地被当作追求权力的策略，并对公众、政治和社交媒体上的讨论，对社会价值观以及人口迁移、

流离失所和移民（包括难民）等方面的公共政策议题，都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4

面对经常被歪曲的有关迁移和移民的讨论，人们会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现代，以迁移为基础、

人类为推动和平与繁荣所作的努力总体上是成功的，且在某些关键领域是非常成功的（例如在联合

国围绕 2000-2015 年千年发展目标做出一系列努力之后，一些致命性疾病得到了根除或控制，且婴儿

死亡率急剧下降）。 5 移民是全球发展的动力源泉，在推动创新、获取专利、取得艺术和科学奖项、

建立初创和成功企业等方面均有过人的表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历史和当代贡献不管有多

么地突出（有时特别突出），在近期对国际移民的讨论中它们越来越被忽视，并被认为是普遍的、

平常的。

另一个人们容易忽视的事实是，国际移民仍然是一种相对少见的现象。世界上只有 3.5％的人口

是国际移民（详细信息请参阅本报告的第二章）。尽管这个比例很小，但经过近几十年增长，国际

移民的总数已高达 2.72 亿，相当于印度尼西亚的全国人口（2.69 亿）。 6 现在我们知道，比起移民，

人口流动正变得愈发普遍，这使得一些人认为现在是时候重新思考我们应如何构建相关概念以及如

1　 Marie McAuliffe，移民政策研究处负责人，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简称 IOM）；Adrian 
       Kitimbo，移民政策研究处研究员，国际移民组织（IOM）；Binod Khadria，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教授。

2　 国际移民全球委员会（Global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简称 GCIM），2005；Martin，Larkin 和 Nathanson， 
       2000；McAuliffe 和 Ruhs，2017。
3　 Fisher，2017；Kaufmann，2017；Zappettini 和 Krzyzanowski，2019。
4　 Morgan，2018。
5　 Mathers 等，2018。
6　 联合国经社部（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简称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
7　 Deutschmann 和 Recchi，2019； Skeldon，2018。详见第 1 章对人口流动的讨论。

 引言

何讨论相关议题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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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重新探讨移民在跨国、国家和当地三个层面做出贡献的各种方式对于全面呈现

围绕移民展开的讨论至关重要。这并不是说国际移民和流离失所不会对来源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

（以及移民本身）构成挑战 —— 实际上，本报告中的许多其他章节都将重点放在此类挑战上。而撰

写本章的原因是我们认为移民对社会做出贡献的许多方式目前或被忽视，或被轻视，或被认为是理

所应当的，因此本章旨在凸显移民做出的贡献。

下一节将介绍一些与贡献相关的主要概念，以便在丰富的学术和政策研究背景下为本章内容提

供一个分析框架。在此之后，我们将从社会文化、公民政治和经济三个方面来描述和分析移民在全

球的贡献。最后，本章讨论了全球范围内阻碍人们认识移民贡献的新因素，并阐释这些因素对未来

政策考量和研究的含义。

什么是“贡献”？

贡献意味着付出，如给予金钱、时间、思想、劳动、物资等，以与他人一同达成某些目标。 8 

在私人关系（像是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之外，在社会学和社会变革理论的语境里，“贡献”是

与社会中的个人、团体和机构之间更广泛的互动和参与的一部分。换句话说，贡献是支持和塑造社

会的更广泛的结构性环境和社会性过程的一部分。贡献大致可被归于社会文化、公民政治或经济领域

三类（具体定义请参见文本框）。

随着移民议题在公共政策和研究领域的重要性不断提高，移民本身作为与国民有明显区别的亚

群体正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移民在其目的地国面临的结构性环境。 9 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

政策制定者和媒体将目光投向人们进入、停留和定居于一个新国家的方式。 10 研究人员关注人口、地理、

8　   剑桥词典，2019。
9　   Dennison 和 Drazanova，2018。
10　 第 4 章对研究成果的增加进行了量化；第 11 章探讨了全球移民治理。

社会文化指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及其习惯、传统和信仰。 

公民政治指在国家公认的权利范围内参与公民义务。 

经济指贸易、产业或货币等方面。

来源：剑桥词典，2019；Almond 和 Verba，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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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以及法律/政策和其他因素； 11 政策制定者关注如何最好地实现政策目标（无论目标如何界定）；

媒体则对前两者进行审视和评论。相关研究持续探索移民（包括潜在移民）、移民过程以及其它相

关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从现有的证据和分析中我们得知，移民能够在目的地和来源地做出的贡献

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法律和政策框架，例如那些影响正规和非正规移民在目的地国停留、参与公民

活动、合法工作、汇款以及回归祖国的法律和政策框架（请参阅本报告第 6 章）。12 贡献也与人口

和社会经济特征有关，那些选择移民的人往往具有更高的技能和教育水平以及更多的机会，这也反

映出他们更有可能以各种方式为来源国和目的地国做出贡献。 13 

与广泛的移民研究相一致（请参阅本报告第 4 章），人们认识到，关于移民的分析大多是从目

的地国的角度出发的，14 有些人认为这是因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移民迁入国——美国——在全球范围

内对移民研究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巨大影响。15 考虑到这一点，本章试图通过结合对于目的地和来源

地的最新研究和分析来更广泛地反映国际移民做出的贡献。16 在以这种方式对本章进行范围界定和

呈现时，我们承认我们不是要总结所有的现有文献，也并不意味着本章重点介绍的内容一定具有代

表性。我们看重的是针对这个话题，对不同地区、多样化主题的研究和分析成果进行概述的重要性，

毕竟这解释了为什么这份报告会成为《世界移民报告》的一部分。

需要注意的是，本章不会评估在这些背景条件下移民的总体影响。关于移民影响的研究很丰富，

且已被完善地收录（见下面文本框中的示例） 17并提供了重要的见解和分析。本章主要侧重于经济影

响，而不是社会文化或公民政治影响，因为经济变量在更广泛的程度上得到了标准化，从而可以进

行比较分析。下面的文本框中包含了一些有关移民的经济影响的最新出版物，其中包括一些实证估

算。

11　 参见，例如，有关累积因果理论（Massey，1990），新古典主义经济学（Todaro，1989），世界系统理论（Wallerstein， 
       1974 ；Portes 和 Walton，1981），劳务移民新经济学（ Stark 和 Bloom, 1985），以及社会网络理论（ Boyd，1989）的相关著作。

12　 Baldwin-Edwards，2008；Kanko 和 Teller，2014；Shah，2009。
13　 Goldin，2018；Hunt，2010。
14　 Carling，2015；Castles，2010；McAuliffe 和 Laczko，2016；Morawska，2008。
15　 FitzGerald，2014。
16　 尽管这一章主要关注国际人口迁移，我们也认为这与一些国家的内部迁移有关。有关干扰和虚假信息导致境内移民遭受 
         冲突和歧视的例子，请参见 Weiner（1978）。

17　 也请参见《世界移民报告 2005》（国际移民组织（IOM），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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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移民的经济影响

评估移民的整体经济影响是政治和政策界激烈争论的话题。该领域一些最新的出版物包
括：

a  Goldin，Cameron 和 Balaraian，2011。
b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2016。
c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2015。
d  Goldin 等，2018。
e  同上。

f   Ruhs，2013。
g  Clemens，Huang 和 Graham，2018。

• Goldin，Cameron 和 Balarajan 所作的《特殊人群：移民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并定
义我们的未来》（Exceptional People: How Migration Shaped Our World and Will 
Define Our Future）表明，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对于目的地国而言，迁入移民总

体上是经济增长的催化剂，产生净经济效益。但是这几位作者也承认如何衡量这

些影响还存在激烈的争论。a

•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迁移中的人们：全球移民的影响和机遇》（People on 
the Move: Global Migration's Impact and Opportunity）与以上结论相呼应，指出
了移民在2015 年对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超过9％，相当于6.7 万
美元。b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国际移民：近期趋势、经济影响和政策内涵》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cent Trends ， Economic Impac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得出的结论是，移民对各国的经济影响各不相同，尽管移民带来了

挑战，但也给来源国和目的地国带来了好处。c

• Goldin 等人在其发表的《移民和经济：经济现实、社会影响和政治选择》中
（Migration and the Economy: Economic Realities ，Social Impacts and Political 
Choices）认为，迁入移民通过多种方式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许多移民比

当地人口年轻，因此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整体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移民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提高了人均产出；移民还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创新能
力。报告发现，如果英国和德国从 1990年开始禁止移民迁入，两国在2014 年的

实际 GDP 分别会减少1750 亿英镑和 1550 亿英镑。d

• Ruhs 在其《权利的价格：规范国际劳务移民》（The Price of Rights: Regulating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中论证了移民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包括对工资

的影响。这些影响在不同地区间存在很大差异、通常被忽略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移民与当地工人的技能互补程度；e 这些影响随着经济对移民的适应调整，从长

远来看是可逆的。f

• Clemens，Huang 和 Graham 在《给予难民正式劳动力市场准入许可的经济和财
政影响》（The Economic and Fiscal Effects of Granting Refugees Formal Labor 
Market Access）中提出，大多数证据显示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难民流入对劳动力市场的平均影响很小或几乎没有。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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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下一小节将讨论移民在社会文化方面的贡献，其后的小节则将讨论移民的公民政治贡献和

经济贡献。之后，本章将对移民公众辩论变化的最新证据进行考察，其中包括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对

虚假和干扰信息进行跨国传播。最后的结论部分将总结当前证据对未来政策、实践和研究的潜在影响。

移民的社会文化贡献

尽管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我们中的许多人每天都能感受到移民的社会文化贡献。各种简单

的日常活动，例如，在市场中购买杂货、在餐厅就餐或订购外卖食品、参观礼拜场所、参加音乐表

演或观看体育比赛等，都受到拥有不同风俗习惯的移民的影响或因他们的影响而更为丰富（或在某

些情况下，因移民的存在某些活动成为可能）。

由于移民对食物和饮食传统的贡献，现代人的饮食多样性大大提高了。这也许是世界范围内移

民在社会文化领域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贡献之一。食物分享过程中体现的高度社会化是一种具有

重要文化含义的人类特质，它为在私人和公共领域强化社会纽带提供了机会。 18与肤浅的移民“寿司学”

（sushiology）相比，分享和珍视准备食物这种亲密且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活动使移民的贡献以更深

刻的方式被理解。 19 食物可以被认为是双向融入社会过程的核心部分：

移民会带着自己的烹饪习惯和爱好来到外国，也会随着他们适应新生活自然而然地获得

新的饮食习惯，甚至偶然间将这些习惯带回来源国。因此，这种融合是双向的。食物体现出

了人类分享和交流的需求。 20

正如世界上许多“全球城市”所展示的那样，食物还是文化融合和全新体验的催化剂。 21 最近的

研究显示，在全球范围内，人们在饮食方面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紧密。一项关于农作物起

源的研究发现，为一国现代食品体系作出贡献的最重要的拥有多元作物的地区往往位于该国以外地

球的其他区域。 22（迁入）移民、人口流动和贸易联系促进了现代食品体系的发展。诸如“印度咖喱” 

或“香料鸡咖喱”（已被提升为英国的国菜）之类的美食，已被普遍认为是印度 - 巴基斯坦 - 孟加拉

侨民为使不同种族的人们能齐聚在“餐桌前”和“厨房里”所做出的伟大贡献。 23

　　回归移民也会丰富本国的饮食文化。例如，在伯利兹，其文化多样化和移民迁出模式促进了丰

富的饮食文化在此发展，这种饮食文化从移民工人带回的各种美食和食材中汲取了养分。 24 全世界有

18  Pilcher，2017。
19  Skerry，2002。
20  Oussedik，2012：55。
21  Kershen，2002。
22  Khoury 等，2016。
23　 Lal，Reeves 和 Rai，2006。
24　 Wilk，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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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国家可以表明，他们的食谱已因人口的国际迁移以及相关文化习俗的传递而变得更丰富，特别

是像马耳他和新加坡那些位于沿海陆贸易路线沿线或长期人口迁移走廊中的国家和地区。最近的研

究发现，现代美食的多样性与人口迁移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 25 

近年来，以国际级职业和代表队形式开展的体育赛事在反种族主义和反仇外运动中已变得至关

重要。这个领域的高度竞争性、精英化性质以及高知名度，都意味着移民经常会因为一些很正面的

原因而在这些活动中成为焦点。 26 在许多方面，精英化的体育活动使移民可以通过展现出非凡的才

能而受到崇拜，并以此“超越”歧视和其他负面问题。欧洲体育共融网络（European Sport Inclusion 
Network）、欧洲体育俱乐部的社会融合和志愿活动（Social Inclusion and Volunteering in Sports Clubs 
in Europe）、以及“欢迎足球”（Welcome Football）（澳大利亚）等项目已设法承认并利用移民体

育明星塑造为积极的学习榜样，包括通过体育活动鼓励移民融入社会。 27 然而，相关研究也指出了国

际精英体育领域中存在的不平等问题，这种不平等是由于一些移民来自的体育天才云集的国家不一

定有能力能支持起充满活力的运动体系。换一种说法而言，“在 2002 年足球世界杯，塞内加尔队的

23 名球员中有 21 名……在法国联赛中踢球……真正的塞内加尔足球不在塞内加尔国内，而是在欧洲

俱乐部”。 28 在澳大利亚，苏丹移民在地方一级的体育俱乐部建立了篮球队，以鼓励社区中的青少年

（非裔澳大利亚人和其他人）抛弃街头文化。 29 澳大利亚是一个体育强国，且由于其政策和项目规划

将体育活动作为一种促进融入的手段，体育和人口迁移之间的关系一向密切。但是，最近的研究发现，

移民的文化贡献既可能提高移民的体育活动参与度，也可能使得移民被排除在体育活动之外。  30 这在

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在这些体育活动中少数群体是否能占参与者的多数，以及移民的某些特定文化习

惯能被灵活地纳入当地运动体系的程度。 31 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总体而言，移民在地方、国家和全球

各层面上为体育事业做出了重大的积极贡献。例如，下面有关“萨拉赫效应”的介绍。

25　 Sajadmanesh 等，2017。
26　 Lal，Reeves 和 Rai，2006。
27　 Atkinson，2015；多元文化青年中心（Centre for Multicultural Youth，CMY），n.d.；体育融入网络（Sport Inclusion  
         Network，SPIN），n.d.。
28　 Simiyu Njororai，2010：449。2018 年的世界杯也是如此，夺得冠军的法国队的球员几乎全部是非洲裔（McPartland， 
         2018）。

29　 Hinds，2018。
30　 Smith，Spaaij 和 McDonald，2018。
3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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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赫效应

一项新的研究表明，除了 6 月 1 日在利物浦对阵托特纳姆热刺的比赛中在开场第二分钟
就罚进点球外，埃及足球前锋穆·萨拉赫（Mo Salah）可能在抗击偏见的比赛中也有所斩获。

在球场上，萨拉赫在进球后经常以 sujood（一种伊斯兰祈祷姿势）的姿势跪拜在草地上
来庆祝，而利物浦的球迷则会大声喊道：“如果他再多进几个球，那我也要当穆斯林了。”
萨拉赫效应在体育场外也在产生影响，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说，自萨拉赫于 2017 年 6 月与
俱乐部签约以来，利物浦附近的仇恨犯罪率都下降了。根据智库 Runnymede Trust 的说法，自
2001 年在纽约发生 9/11 袭击以来，英国的伊斯兰恐惧症或反穆斯林的种族主义情绪一直在上
升。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发动恐怖袭击后的 24 至 72 小时之内，反穆斯林仇恨犯罪的数量
在各地普遍激增，例如 2017 年 3 月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区袭击事件。

Runnymede Trust 的报告调查了英格兰各地警察局的数据，包括利物浦所在的默西塞德郡。
调查发现，那里的仇恨犯罪率“显著低于”其他地区的水平（自萨拉赫加入利物浦以来下降
了 18.9%）。

研究人员写道：“默西塞德郡仇恨犯罪率的下降比所有对照的郡都显著，这表明这一结
果不只是偶然的。”他们注意到，这种趋势也并不是由于犯罪率普遍下降而形成的：“仇恨
犯罪率的下降比任何其他类型的犯罪率下降都明显。”不仅如此，在研究了英国足球球迷的
1500万条推文之后，研究人员发现利物浦的支持者们所发送的反穆斯林推文数量减少了一半。

在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中，一个对 8000 多名利物浦球迷进行的调查表明，默西塞德郡对穆
斯林的偏见有所下降的原因是，萨拉赫对他信仰的奉行使他的球迷逐渐熟悉伊斯兰教，而他
温暖热情的父亲、朋友和出色的足球运动员形象也正在打破“危险的穆斯林”的刻板印象。
通过他著名的进球庆祝活动、他的社交媒体帖子、他在球场边的采访以及戴着面纱为他加油
的妻子麦琪（Magi），萨拉赫的球迷得以进入他的公开及私人生活。研究人员总结道：“这
些发现表明，总体而言，积极接触外来群体中的名人可以使关于这个群体的令人耳目一新、
更具人情味的信息得到展示，从而减少偏颇的态度和行为。”他们希望萨拉赫效应能成为“增
强各国社会凝聚力的新途径”。

萨拉赫被《时代》杂志评为 2019年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HBO主持人约翰·奥利弗（John 
Oliver）将萨拉赫描述为“一个谦卑、体贴、有趣的人，对这些荣誉没有那么上心”。也许最
后一句话应该以利物浦主教练尤尔根·克洛普（Jurgen Klopp）在《时代》杂志中对萨拉赫的赞
赏结尾，他说到：“穆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非常有影响力。在当今世界上，像穆这样的
人是非常重要的。”

节选自 Whitting，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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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非凡的体育才能使人能够超越种族主义一样，具有非凡艺术才能的移民也能受到欢迎并获

得成功，并成为社区中其他人的榜样。这并不是说歧视已被克服了，而是人们会通过崇拜和尊重以

积极和建设性的方式塑造新的社会规范（如上面文本框中所显示的那样）。在流行文化中，差异是

一项资产，因为它可以在竞争激烈、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市场中提供优势，这使得具有多元化背景的

移民在娱乐行业中的占比很高。 32 在创作流行音乐时，移民可以提供新的想法：

在艺术作品的创作中，创新是受到高度重视的。这可能给移民及其本地出生但并非十分

本地化的孩子带来一些略具讽刺意味的优势……移民从其来源地文化中带来不同的视角、品

味和作品，以新的元素提升创意。
 33 

文化传统也是使移民在外国的（有时是敌视的）环境中形成恢复力和坚韧力量的共同经历。最

近的一些分析聚焦于“超级多样性”，以及国际移民为高度多样化社区带来的好处和挑战，例如与

文化融合和社会凝聚力，以及社会不安和仇外心理。 34“超级多样性”的概念通常与城市相关联，

因为城市是人口 35 和社会文化环境多样化的主要载体。

移民也为来源国做出了重要的社会文化贡献。一直以来，移民为来源国带回了新的思想、价值

观和习惯，有时也被称为“社会性侨汇”。 36 这些种类的侨汇被以各种方式传送或交换，包括“当移

民返回他们的来源地居住或探访时、当非移民去国外探访接收国的移民时，或者通过交换信件、视频、

磁带、电子邮件、博客文章和电话。” 37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社会性侨汇都是正面的。移民带

来的思想和实践可以产生积极影响，也能造成消极影响。 38 例如，移民在其他国家接触到更强的性别

平等之后，会在来源国开始支持并主张更大的性别平等，从而帮助来源国塑造性别规范。已经发现，

回归移民为来源国的女性赋权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39 最近的一项移民研究发现，曾在性别平等的国

家生活的移民，尤其是女性移民，很可能会在来源国的社会制度中推动性别平等。 40 但是，那些迁移

到性别平等程度较低的国家的人，往往会带回更为保守的性别规范。 41 在生育率方面也观察到类似的

趋势。2013 年的一项研究从宏观视角考察国际移民与来源国生育率之间关系，并发现向较低生育率

国家的国际移民活动与来源国生育率的降低有关，而向高生育率目的地国迁移往往会导致相反的情况。 42

32　 Lal，Reeves 和 Rai，2006。
33　 Kasinitz 和 Martiniello，2019：858。 
34　 Vertovec，2007；Van der Meer 和 Tolsma，2014。注意，这个术语是否有实证基础支持正在被质疑，因为在一些地方（像是 

美国），移民增多了，但是迁入移民的多样性却下降了。

35　 Nicholls 和 Uitermark，2016。
36　 Levitt，1998。
37　 Lamba-Nieves 和 Levitt，2011。
38　 同上。

39　 Levitt 和 Lamba-Nieves，2010；Lafleur 和 Duchesne，2017；Grabowska 和 Engbersen，2016；Kenny 和 O'Donnell，2016。
40　 Ferrant 和 Tuccio，2015。
41　 同上。 
42　 Beine，Docquier 和 Schiff，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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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在公民政治方面的贡献

移民可以为公民政治生活作出重要贡献。例如，在目的地国 / 地区，移民可能会参与到各个层次

（例如社区 / 地方层面、国家层面）的公共治理和政治活动中，他们从事志愿工作，并在同胞移民

（尤其是新来的移民）融入当地社区时提供帮助。本报告第 6 章从社会融入和社会凝聚力的角度讨

论了这些问题的各个方面，包括移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完全参与政治活动（例如民主选举）。

比起社会文化和经济方面的贡献，移民在公民政治方面做出的贡献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所在国

从国家至地方各级的政策环境；这个主题在本报告的第 6 章中进行了详细探讨，此处不再赘述。但是，

本章一份关于移民的公民政治贡献的出版物对影响移民公民政治贡献的关键因素进行了简要总结（见

表 1）。该汇总体现了影响移民在公民政治领域做出贡献的因素的复杂性，其中不仅涉及很多结构性

环境因素，还延伸到包含文化和人口等方面的其他因素。

全球层面

• 交通和通讯技术

• 各项有关人权的国际法
和条约

• 国际强权政治，涉及移
民来源国家 / 地区的对 
抗和冲突

• 来源国与目的地国之间的地缘相近
性

• 经济的结构和发展动态

• 公民政治融合的国家 - 民族模式

• 有关包容和排斥的公民文化 / 行为
（多元文化主义）

• 民族国家构建状况

• 迁入移民 / 迁出移民政策和公民身份

• 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

• 在私下和公开场合的家长式的 / 平
等的性别关系

• 经济的结构和发展动态

• 有关包容和排斥的公民文化 /
行为（多元文化主义）

• 居住区的隔离程度

• 各个群体间的关系

• 外国出生人口比例

• 移民 / 族裔群体的规模和聚
居程度

• 寄居 / 离散心理

• 移民 / 族裔群体的公民权利
意识

• 内部组织和领导力

国家层面
（包括来源国和目的地国）

地方层面
（包括群体内部和外部）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三个治理层次（全球、国家和地方）的规范或政策环境对于界定移民的公民

政治贡献程度都至关重要。例如，投票权、担任公职或参加政党或工会的权利可能是由（或依靠）不

同级别的法规来确定的，从而决定了移民参与政治活动的程度和性质。例如，在某些地方，移民能够（并

被期望）积极地做出贡献，包括通过在民主选举中投票（例如新西兰），尽管这在全国性选举中相

对罕见（请参阅本报告第 6 章中“移民可以在全国性选举中投票的国家”专栏）。民主选举中的投

来源：改编自 Morawska，2013，第 142 页。

表 1. 影响移民公民政治贡献的因素



在干扰和虚假信息日益增多的时代对移民贡献的一些思考170

票权利通常与入籍挂钩，因此成为公民的移民才可以投票以及担任公职。例如，在美国，2018 年 11
月举行的第 116 届国会选举带来了该国历史上种族和民族最多样化的国会，其成员中有 13％是第一

代或第二代移民。 43 在其他地区，例如海湾国家，移民工人在劳动力中占很大比例，但被禁止通过集

体 / 工会寻求对工人权利的保护，更不用说能入籍了（见本报告第 6 章）。 44

侨民的作用在研究和政策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而侨民全体对来源国政治进程的参与程度差异

很大，且这种参与是具有争议的和敏感的。 45 例如，近期的土耳其大选中（议会选举以及对宪法的全

民投票）土耳其侨民的参与率很高，这也成为了引起争议的主题，即各政党对生活在欧洲的土耳其

人开展竞选活动的程度。 46 在国际层面已确立了一些对侨居者的特定限制，例如对在禁止名单上的跨

国组织进行的最极端形式的政治叛乱的限制。 47 在目的地国的经验还会塑造移民的政治理想，因为他

们亲眼见识了不同的制度体系，并融入了东道国社会。当移民暂时或永久地返回祖国时，他们可以

将政治理念带回来源国。研究发现，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返回的菲律宾移民表现出对民主的更高信

仰，而从沙特阿拉伯返回的移民则对民主表达了更大的矛盾情绪。 48 如下文文本框所示，包括难民在

内的移民将其经验、技能和资源投入冲突后环境中基础设施、社会凝聚力和政治秩序的重建，因此

也成为了和平建设与重建进程中变革的重要推动者。 49 

43　 Bialik，2019；Geiger，Bialik 和 Gramlich，2019。
44　 国际劳工组织（ILO），2019；Khardria，2016。
45　 Pan，1999；Lal，Reeves 和 Rai，2006。
46　 Adamson，2018。
47　 Clarke，2017。
48　 Rother，2009。
49　 Bradley，Milner 和 Peruniak，2019；Jacobsen，Young 和 Osman，2008；Milner，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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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民筑和平

由于侨民的多样性，他们在来源国的冲突中既可以产生积极影响，也可能造成负面影响。
侨民及其组织常扮演截然相反的角色：有些人提供的用于军事目的金融、物质和政治支持往往
会助长和延长冲突，并减少当事各方进行谈判的动机；其他人则通过提供金融、物质和政治支
持对当事各方施加压力，从而促进协商和确立政治解决方案，并由此为和平与冲突解决做出贡
献。

a

直到最近，关于侨民参与和平建设的主流论述仍集中于侨民在冲突中和冲突后的消极影
响，即侨民群体的威慑力。人们认为侨民往往会加剧冲突，使紧张局势恶化。然而，侨民实际
上也经常为受冲突影响国家的和平建设做出积极贡献。因此，目前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激发侨民
使他们持续为和平作贡献。

一个侨居在外的和平建设者必须是变通的、有见识的、联通的、热情的和有勇气的。没人
能比布隆迪妇女促进和平与发展组织（Burundian Women for Peace and Development， 
BWPD）的创始成员史蒂芬妮·姆班岑多（Stéphanie Mbanzendore）更好地体现这一点。

b 在侨
民学院（Diaspora Academy）期间，

c 史蒂芬妮在分享自己作为侨民积极参与荷兰和布隆迪和平
建设工作的经验时，强调了软实力的价值。软实力作为一种策略，需要对人员、问题和过程进
行认真而明确的思考。它还涉及采用恰当的决策，以微妙的方式处理和平问题，使局势获得实
现和平的可能性。史蒂芬妮在她回国的旅游中娴熟地演示了软实力的用法。2004 年 7 月，她参
加了布隆迪之行，目的是向新的布隆迪政府介绍布隆迪侨民，以此建立关系并评估局势；这是
她九年来第一次回国。为了使这次旅行成功，她们事先进行了大量的计划、策略制定和准备工
作。

自 2004 年以来，史蒂芬妮针对布隆迪的和平建设进行了许多能力建设 d 培训 e
，并开展了

一场女孩教育的运动。出于实际考虑（租用培训场地的高昂费用），她提出了建立培训中心的
想法。用史蒂芬妮自己的话说：“起初，我也怀疑这是否有可能，但是如果你不提出要求的
话，你永远也得不到。”史蒂芬妮回到荷兰后，便向荷兰政府提出了建立一个培训中心的想
法，并得到了积极的回应。之后，在她询问布隆迪当地政府会对该项目做出什么贡献后，当地
市政局就为该建筑提供了土地。基隆多多功能中心就此建成；它有一个可以坐 250 人的大厅，
一个图书馆，培训室，两个办公室，一个计算机室和一个大型内部区域。布隆迪第一夫人于
2011年3月11日正式开放了该中心。该中心的工作人员身着橙色制服，以示对荷兰贡献的感谢。

a  Smith 和 Stares，2007。
b  布隆迪妇女促进和平与发展组织由 7 位女士于 2001 年建立，史蒂芬妮是其中一位创始成员。详见 www.bwpd.nl。 

c  史蒂芬妮是以专家的身份参与侨民学院。

d  能力建设训练涉及以下主题：争端化解，性别暴力，家庭暴力，领导力，自尊，选举和运动，艾滋病和青少年。 e  
史蒂芬妮说：“每次训练之后，所有的参与者都将获得一部自行车。她们需要交通工具。她们感觉很高兴。她们说： 
‘终于有人能理解我们关心的东西了’”。

节选自 Nordien，2017。

www.bwpd.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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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的经济贡献

在经济贡献方面，越来越多的证据已表明侨汇对移民来源国家庭和地方社区建设的重要性。50 有

别于海外发展援助以及外国直接投资，侨汇是个人对来源地的贡献，通常旨在帮助家庭满足基本家

庭需求（例如食物和住房）并减轻贫困。51 移民寄回家中的钱是应对意外支出的重要缓冲，从而稳

定了家庭财务，使家庭的经济条件更为稳定且具有恢复力。52 金钱还能帮助直系亲属和其他家庭成

员获得健康服务、对教育进行投资，并提升做生意、置办财产和进行其他投资的能力。53“移动货

币”应用程序在过去十年中的引入和扩展，也让移民可以以侨汇的形式更好地支持家人和朋友。肯

尼亚的一个例子说明：

截至 2013年，肯尼亚 93％的成年人口已在M-Pesa注册，而 60％的人积极地使用该服务。 
M-Pesa 的影响非常广泛，因为它催生了数千家小企业的创建，并使近 2000 万肯尼亚人，尤

其是低收入群体，获得了金融服务。每天生活费不足 1.25 美元的人口中使用 M-Pesa 的比例

从 2008 年的不到 20％在三年内增长到了 72％。
 54

除了增强金融普惠外，“移动货币”还可以降低汇款成本并减小了剥削行为的风险。但是人们

也发现，在当地的不同社区间，其接触率和使用率也在社会经济和人口维度上体现出差异。例如，

近期在加纳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女性表现出了（与男性）不同的理财行为，并更有可能使用“移

动货币”进行家庭储蓄，但接触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机会却更为有限。

随后，研究人员建议“应努力向妇女提供移动电话（和其他信息通信技术），以帮助她们通过

获得金融服务来实现发展”。 55 乌干达的一项类似研究也发现，通过让贫困家庭获得更多的移动货币

服务的针对性计划和额外帮助能够让贫困家庭获益。 56 目前在一些国家，各种法律和法规都限制了信

息通信技术用于跨境资金流动。虽然这些手段对确保数据安全和防止非法金融转移非常重要，但过

于繁琐和僵化的法规通常会抬高侨汇的成本，并减慢了增强普惠性金融所需的新技术的采用。 57 

50　 de Haas，2005；Mohieldin 和 Ratha，2019；经济与合作组织 / 国际劳工组织（OECD/ILO），2018。
51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6；Skeldon，2018。
52　 Beaton，Catão 和 Koczan，2018。

53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11。
54 Shrier，Canale 和 Pentland，2016：10。代表移动货币的 M-pesa 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让用户可以使用手机存储和转账到
　　其他用户的账户上。

55  Osabuohein 和 Karakara，2018。
56  Murendo 等，2018。
57  Cooper，Esser 和 Peter，2018；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5。

　　移民的法律身份对其从经济上为家庭和社区做出贡献的能力有深远影响。非正规、不稳定的身

份限制了移民汇款的途径，并会增加汇款成本。在目的地国的非正规移民身份往往也意味着更低的

工资，更高的剥削风险，相对高的生活成本和更有限的选择，这一系列又进一步降低了移民的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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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58同时，研究也发现非正规移民在非正式环境中工作所产生的不安定感会导致他们通过存更

多的钱来以确保有足够的资金应对不确定性，这又对侨汇能力产生了不利影响。 59 而非正规移民，与

其他移民相比，更有可能从事那些本国劳动力最不喜欢的工作：即所谓的3D 工作，即肮脏（dirty），

危险（dangerous），要求苛刻的（demanding）的工作。 60 有些人认为（非正规移民）接收国是最大的

赢家，因为尽管它们无法从非正规移民那里收取个人所得税，但非正规经济中稳定的工人供应会使用

工成本下降。 61 但这并不是普遍现象，经济体中的某些部门（例如农业、渔业和护理行业）相对而言

更加依赖非正规移民工人，这也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由于这些非正规移民工人更可能因出于绝

望而接受较低的工资和恶劣的工作条件，上述部门的雇主们更有可能剥削他们。 62 一些国家定期实施

移民正规化项目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种手段，以便让那些处于不良环境的人可以获得合法身份，并

（重新）进入正规经济环境。 63 然而，是那些注重使本地人和移民均获得体面工作的更系统化的措施

将确保从事中低技能工作的人们能够提高他们做贡献的能力。

59  Schluter 和 Wahba，2009。
60 Shah，2009；Khadria，2009。
61  Shah，2009。
62  Papademetriou，2014。
63　 Triandafyllidou，Bartolini 和 Guidi，2019。

不仅仅是工人……

尽管我们通常将国际移民视为劳动力来源，但他们除了是工人，还在来源国和目的地国
扮演着各种经济角色，包括：

• 作为工人，移民是劳动力市场的一部分，但也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它们还会改变
所在国的收入分配，并影响该国国内投资的重点领域。

• 作为学生，移民或他们的子女为增加人力资本和传播知识做出了贡献。

• 作为企业家和投资者，他们创造就业机会并促进创新和技术变革。

• 作为消费者，他们对国内外商品和服务需求的增加做贡献，从而影响着价格、产量以及
贸易平衡。

• 作为储蓄者，他们不仅汇款到其来源国，而且通过银行系统间接地促进了其所在国的投
资活动。

• 作为纳税人，他们为公共预算做贡献，并从公共服务中受益。

• 作为家庭成员，他们支持彼此，包括需要照顾和支持的人。

来源：节选自经济与合作组织 / 国际劳工组织（OECD/ILO），2018。

58  Baldwin-Edwards，2008；Kanko 和 Teller，2014；Shah，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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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已经并继续在来源国和目的地国做出显著的经济贡献。移民汇向其来源国的侨汇是被最为

广泛地研究和审视的经济贡献之一。由于以侨汇形式转账的金额急剧增加，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对了

解侨汇如何积极和消极影响汇入国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18 年，全球侨汇总额为 6890 亿美元，

仅向中低收入国家的侨汇就从 2017 年的 4830 亿美元增至创纪录的 5290 亿美元。 64 侨汇对来源国

的重要性非常高：2018 年，除中国外，流向中低收入国家的侨汇金额超过了外国直接投资， 65 这

反映了国际移民的增加以及对相对更低的国际转账成本的新渠道的应用。 66本报告的第2 章（全球

概述）和第 3 章（区域发展）提供了更多有关侨汇的信息。

尽管移民对来源国的其他贡献没有像侨汇那样被很好地记录，但越来越多的证据使人们更加关

注这些收益。其中之一就是通过侨民债券之类的金融工具进行融资。对于陷入困境和资金短缺的

国家而言，侨民债券是一种相对便宜的募资方式，特别是在融资困难时期 67 和灾后时期。它已成为

除了从其他政府、金融机构或资本市场等较昂贵的贷方借入资金之外的一个关键替代选项。政府从

国外公民那里以优惠的利率借贷，从而开展大型的发展项目。同样的，侨民债券也为海外的公民

和前公民提供了参与建设来源国的机会，让他们可以为来源国的经济做出切实的贡献，尤其是在

其来源国遭受地震和洪水等灾难袭击后参与一些灾害管理举措。例如，2017 年，尼日利亚发行了

该国第一批侨民债券，筹集了 3 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68 拥有大量侨民的亚美尼亚，其政

府也于 2018 年发行了侨民债券。 69 但印度和以色列或许才是最成功的从侨民债券中获利的案例，两

国在过去数十年间以此方式筹集了数十亿美元。 70 印度还一直在为非居民的印度人在印度银行的定

期存款提供差异化的和免税的利率。 71 自 1951 年以来，以色列通过这种融资机制筹集了超过 400 亿
美元的资金。 72 

除了侨民债券外，移民还通过直接投资或创办新企业为自己来源国的经济做出了贡献。几项研

究表明，归国移民比从未离开自己国家的人更有可能开办企业。 73 的确，在一些国家，侨民开办的公

司在外国直接投资中占很显著的比例。例如，在格鲁吉亚，估计有 17％的私营部门公司属于该国

的侨民。 74 侨民的企业家精神不仅有助于来源国的物质资本积累，而且还提高了经济生产率并为就

业做出了贡献。但是，移民对来源国的经济贡献并不仅限于金融和企业家精神；通过建立跨国的

移民关系网络，移民减少了信息壁垒，并促进了来源国和目的地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 75 最近的一项研

64  世界银行（World Bank）， 2019。 

65 同上。

66  Meyer 和 Shera，2017。
67  Ratha 和 Ketkar，2011。
68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2018。
69  Lieberman，2018。
70  Strohecker，2016。
71  印度的银行系统提供了多种多样的账户。请参见 Khadria，2009，2012。
72  Strohecker，2016。
73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6；Demurger 和 Xu，2011；Naudé，Siegel 和 Marchand，2015。 
74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6。
7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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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探讨了移民的存在是否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决定产生影响。该研究发现，迁入移民确实减少了信息不

对称，并促进了从目的地到来源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 76 大量移民的存在还可以为其来源国制造的

产品提供市场，从而促进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往来。 77 离岸业务流程外包和后台运营服务是印度的重要

产业，也是由返回者在因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经济不景气而被迫回国时通过筹集创业资本而建立

起来的。 78 移民对来源国社会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他们对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这是当他们

带着新的知识和技能返回时直接完成的，或是通过激励公民获得或增强其人力资本、增强一国的整体

技能水平而间接完成的。 79 有人建议，外籍医生和护士创新性地参与所谓的“联合国维健部队”（仿

效“联合国维和部队”），以向流散的侨民以及人类发展指数低的第三国中的无技术移民和非正规移

民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的医疗服务。 80 然而，经常让政策制定者们感到关切的是，迁出移民，特别是高

技术移民，是国家的巨大损失。“智力流失”和“智力浪费”，或高技能人力资本的丧失/不充分利

用，是被普遍提出并引起广泛讨论的问题。 81 

随着时间推移，移民在目的地国的经济贡献已被深入地研究了。大量证据显示，低技术和高技术

移民都使得某些职业群体、生产部门或特定专业中存在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得以调整。 82 在拥有大量

高技术人口的国家中，低技术移民工人通过在公民劳动力供应短缺的部门工作，补充了当地人的技能

缺口；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也是被本土工人认为没有吸引力的行业。 83 这不仅解决了建筑和农业等

产业的劳动力缺口问题， 84 而且还允许高技能行业的本土工人进一步精进。这种技能的互补对于本

土的高技能女性尤其重要。随着移民对育儿和家政工作的补充，本土女性工人得以提高工作参与度和

生产率。例如，在意大利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当有大量移民在提供家政服务时，意大利本土妇女会

花更多时间在工作上。 85 一份 2011 年在美国进行的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表明低技能移民通过降

低家政服务成本，增加了本土高技能妇女的劳动力供应和平均市场工作时间。 86

一些国家几乎完全依赖移民工人，特别是在建筑、酒店和零售等行业。例如，在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和科威特，国际移民在其全国人口中占比很高（分别为 88％和 76％）。  87 对于人口减少的国家来说，

移民对于抵消部分人口减少带来的负面经济效应可能至关重要，因为人口减少会抑制一个国家经济

76  Fensore，2016。
77 同上。

78  Khadria，2009。
79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2016。
80　 Khadria，2012。
81　 “智力流失”的定义是高技能的人才从穷国迁移到富国，而“智力浪费”的意思是指移民从事的工作所需要的技能水平 

低于其在来源地获得的技能水平。

82　 Khadria，2012；Ruhs，2013；Goldin 等，2018；Goldin，Cameron 和 Balarajan，201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5。
83　 Constant，2014。
84　 同上。

85　 Barone 和 Mocetti，2010。
86　 Cortés 和 Tessada，2011。
87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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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的生产力和增长。随着欧洲等地区生育率的下降，移民仍然是维持人口增长和劳动力供应的主

要贡献者。 88 2012 年至 2016 年，在欧盟，自然人口变化（出生和死亡）仅贡献了 20％的人口增长，

而净移民则占了人口增加总数的 80％。 89

从对社会具有大规模和长期外部性影响来论述移民更广泛的经济贡献的话，移民长期以来一直

是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的驱动力。移民，不同于从未在其来源国之外生活过的人，更愿意承担商业风险。

正如一些研究人员所观察到的，这可能是因为移民已经经历过离开来源国在其他地方寻求机会的风

险，因此已为成为风险承担者做好了准备。 90 通过克服重重障碍和挑战移居到一个新的国家，他们发

展出了“成长型思维模式”，这使他们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也更加自信，并且对不确定性有更高

的容忍度。 91 然而，最近的研究也提醒到，不要将移民视为优于当地人的“超级企业家”，因为总体

的数据并不能证明有这样的区别。 92 此外，移民企业家们始终面临可能会导致企业倒闭的重大风险挑

战。无法获得信贷是对移民企业最主要的限制之一，虽然这不是移民所独有的问题，但他们获得商

业贷款的困难程度要比本地出生的人大很多。 93 缺乏抵押品、信用记录较短、可能遭受的歧视和信贷

机构对移民的不熟悉，这些都使他们不太可能从贷款机构获得信贷。 94 其他的一些障碍也同样是移民

企业的巨大阻碍，包括创业的权利受限、缺乏本地关系网络、对本地商业环境的不熟悉，以及语言

和文化障碍。 95 

移民为推动美国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做出的重要贡献也许比其他任何发达国家都鲜明。尽管在

这个拥有 3 亿多人口的国家中，移民仅占其总人口的 13％，但他们中的企业家却占企业家总数的近

30％。 96 除了他们对企业不成比例的巨大贡献外，最近的研究表明，移民在美国创办的企业，相比当

地人开设的企业，不仅更有可能生存下去，且在三年期和六年期的就业增长方面往往表现更优。 97然而，

同一项研究也发现，在工资增长方面，移民创办的公司的表现并没比当地人创办的公司好，甚至落

后于当地人的公司。 98 在创新方面的成就和贡献在工程和技术行业中最为明显。例如，从 2006 年至

2012 年间，在美国新创建的工程技术公司中，约有四分之一的公司至少有一位主要创始人是移民。 99

硅谷经常被认为是这类成功的移民创新者和企业家的聚集地。 100 然而这种趋势不仅限于美国。在全球

88 请参见本报告第三章有关世界各区域移民和人口变化的讨论。

89  欧洲统计局（Eurostat），2019。
90  Goldin 等，2018。
91  Kelly，2018。
92  Naudé，Siegel 和 Marchand，2017。
93　 Desiderio，2014。
94　 同上。

95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for Trade and Development，简称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国际 
         移民组织（IOM）和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8。
96  考夫曼基金会（Ewing Marion Kauffman Foundation），2017。
97  Kerr 和 Kerr，2016。
98 同上。

99  考夫曼基金会（Ewing Marion Kauffman Foundation），2014。
100　 Lal, Reeves 和 Rai，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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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移民都在利用其企业家精神持续创造就业机会并为目的地国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2012 年，

《全球创业监测》（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对 69 个经济体进行的调查显示，与当地人

相比，移民的商业活跃度更高。 101 此外，尽管缺乏移民对低收入国家创业贡献的研究，但最新的研

究，尤其是那些难民研究表明，在那些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的地方，难民为目的地经济做出了积极

贡献。在乌干达，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大难民人口的国家，居住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的难民都具有很高

的企业家精神。他们不仅为自己，也为乌干达国民创造了就业机会。102 对坎帕拉的难民企业家进

行的研究表明，平均每个难民在该市雇用 2.4 名员工。103 人们在南非也观察到了类似的趋势，他们

采取的难民自理政策不仅使难民能够自由流动，而且还能找到工作且成为自由职业者。但是，由于

许多难民很难在常规经济中找到工作，许多人选择在以非常规形式创办自己的企业。最近关于《南

非城市的难民创业经济》的报告发现，难民企业通过创造就业机会为该国的经济做出了贡献；104 开

普敦省和林波波省分别估计有 52％和 45％的企业在雇佣人员，其中约 50％的企业更有可能雇用南

非人。 105

101  《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2013。
102  Betts 等，2014。
103 同上。

104  Crush 等，2017。
10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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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创新者的移民

近年来，移民在促进创新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获得了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在移民目的地国。
移民是全球创新的重要驱动力，这一点毋庸置疑且受到广泛认同。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了移民
促进创新的四种方式：（a）移民在具有更具创新性的经济领域的集中度更高；（b）通过专利
和作为企业家；（c）与本土人相比，他们对创业公司的贡献更大；（d）通过促进投资、贸易
和技术联系。

a 美国是移民创新最突出的例子。例如，移民长期以来一直被与美国专利数量的
增加联系在一起。

b 实际上，由于移民集中在科学和工程学等领域，美国移民获得的专利数量
是本土人的两倍。

c 最近一项旨在确定高技术移民如何影响美国的“产品再分配率”的研究发
现，“ H-1B 工人比例每增加 10％，相应的产品再分配率增加 2％”。

d 换句话说，雇用技能更
强、受过大学教育的外国工人的公司创造了更多新产品。

e 产品再分配的定义是新产品进入市
场以及旧产品退出市场的过程，它是评估创新速度的另一个指标。

f

2018 年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尽管移民人口仅占美国人口的一小部分，但自 1976 年以来，
移民却贡献了美国创新总量的 30％。

g 移民对美国创新的贡献显而易见，诺贝尔奖获得者和美
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移民的数量是当地人的三倍。

h 尽管大多数有关创新的研究都聚焦于美
国，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正在探讨移民如何在其它国家为这一领域做出贡献。一项评估移民对英
国、法国和德国专利增长贡献的研究表明，与美国的情况相似，高技能移民与创新之间呈正相
关关系。

i

a　Goldin 等，2018。
b　Rassenfossea 和 Pellegrino，2019；Moser，Voena 和 Waldinger，2014；Hunt 和 Gauthier-Loiselle，2010；Kerr 和 
　   Lincoln，2010。
c　Hunt 和 Gauthier-Loiselle，2010。
d　Khanna 和 Lee, 2018。
e　同上。

f 　同上。

g　Bernstein 等，2018。
h　Goldin 等， 2018。
i　 Venturini，Montobbio 和 Fassio，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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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碍人们认识移民贡献的新因素

在前面的小节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直有一些或主要或次要的障碍在影响移民在来源地和目的地

做出贡献的能力。这些障碍通常与源自各种法律框架的政策环境有关。例如，许多障碍是基于更广

泛的适用于社会管理的法律应用，例如与劳动法、财产法、刑法、税法等有关的法律。同样的，我

们也看到结构性 / 政策环境和新技术（例如移动货币）的变化已被成功地用于促进移民以某些特定的

方式做出贡献。在追求和平与繁荣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增加或优化贡献能力并为人们创造实现理

想的适当条件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制定政策时面对的核心问题，这当然不只是针对移民，而是针对

所有的居民（包括公民和非公民）。但是，政策制定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也在发展改变，它们之间的

联系随着时间变得越来越紧密。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包括 24/7 不间断的媒体周期、从“专业知识

和分析”向“意见表达”的转变、牺牲批判性的反思和调整以在信息推送方式上做出巨大改变等。 106

　　结合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例如冷战结束、9/11 袭击、2015/16 年去往和经过欧洲的大规模人口

流动，最近的政策环境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去适应更加激烈的政治形式并应对紧迫的移民问题。这在西

方民主国家最为明显，但绝不仅限于这些国家。在 2014 年一份关于媒体如何描述 10 个国家的人口

迁移和移民的大数据研究中， 107 其中一个主要发现是，政治人物在所有 10 个国家的媒体报道中都是

最主要的声音。无论是在阿富汗，还是在斯里兰卡、加拿大和英国都是这种情况。 108（迁入）移民正

被越来越多地被当作政治参照物，并被用作定义某些价值的一种方法（在民主制度中，也是一种吸

引选民的方法）。一些研究发现，“有关移民的政治冲突遵循政治逻辑且必须被归结于政党间的竞争，

而不是源于一些‘客观存在的压力’”。 109极右翼政党为政治利益将移民政治化是近期研究中反复出

现的主题。 110 换句话说，在许多国家， “反移民”的言论已成为为获取政治支持所做的政治宣传的

核心，不管实质性问题本身是否重要。曾经只是小众言论的反移民论调已经成为政治话语的核心主

题。政治本身正成为一个妨碍平衡的移民政策和妨碍移民做出贡献的重要障碍。

106　 Kirkpatrick，Ackroyd 和 Walker，2005；Weinberger，2011。 
107　 McAuliffe 和 Weeks，2015。这十个国家分别是阿富汗、孟加拉国、加拿大、荷兰、挪威、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瑞士、 

英国和越南。

108　 同上。

109　 Grande，Schwarzbözl 和 Fatke，2018。
110　 Abou-Chadi 和 Krause，2018；Abou-Chadi，2018；Mudde，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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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移民

在左翼政党的拥护者们中，他们对曾经领导的政党的衰落有一个简单的解释：移民……
几乎没有一个星期会没有任何一位候选人或专栏作家宣称，自由主义者只有关闭了边境才能
重新获得权力。将矛头指向移民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这反映了一种被广泛认同的观念，即
欧洲中左翼各大政党的衰落……是由民粹主义激进右派新政党的崛起导致的，是这些政党利
用带有本土主义者甚至是威权主义的政治讯息，“偷走”了传统的中产阶级选票。

……
但是自从 2015 年所谓的难民危机以来，随着欧洲各社会民主政党的领导人争相表达了对

移民的关切，这些担忧已升级为恐慌……中左翼的政党言论发生的巨大变化体现了不知如何
遏制右翼民粹主义在西方蔓延的恐慌情绪的一部分。

……

……与各民粹主义激进右翼政党最初在 1990 年代的扩张不同，这些政党最近的扩张并不
是由赢得更多工薪阶级的支持所推动的。真实的情况是，由于主流的评论员和政治家对诸如
9/11 事件和“难民危机”之类的事件的回应，使得民粹主义激进右翼的论述更多地被纳入了
主流讨论中，他们的“解决方案”也因此被更多民众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因此，现今最成功
的民粹主义激进右翼政党是全民党（Volksparteien），即“人民的政党”，而不是“工人的政党”，
他们不仅仅代表工薪阶级。

……
学术研究一致表明，如果主流政党试图向右迈进以解决激进右翼的问题，那么这并不会

伤害民粹主义的右翼政党，事实上，这通常反而对他们有益。
a 此外，另外一些研究表明，这

也不能阻止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选举中失利。
b 这是完全合理的。通过将移民问题作为优先事

项，并加强对移民和人口迁移的负面描述，主流政党只是在放大民粹主义极端右翼政党认为
的主要矛盾和思维框架。此外，民粹主义激进右翼选民也不仅只是本土主义者，他们还是民
粹主义者，这解释了为什么社会民主政党们提出的“移民现实主义”最终是无效的。

a  Abou-Chadi 和 Krause, 2018。
b  Abou-Chadi，2018。

节选自 Mudde，2019。

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公开辩论的根本方式已经改变。这意味着在一个由于跨国联结而经历着快速

转变的世界中，公共话语中的“谁，什么，何处以及怎么样”明显不同了。从全球的不同地点获取信

息和意见的能力已得到了极大提高。我们还能够（自己动手）不受太多限制地发表自己的观点，这是

新的社交媒体平台促成的发展结果。通过使用这些平台，那些试图改变政治（和政策）决策的有组织

的团体，无论其人数多少，利用公开的、实时的（非策划的）信息发布来歪曲事实的能力越来越强。 111

总体而言，我们（国家，社区，以及越来越多的以某些价值为基础的跨国团体）向自己和与他人描述

111　 McAuliffe，2018；Siapera 等，2018；Suiter 和 Culloty，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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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部落主义，移民和社交媒体平台

在难民危机最严重的时期（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5 月），一项针对 Twitter 的大数据研
究对 750 万条带有＃难民（refugee），＃难民危机（refugeecrisis）和＃难民（德语flüchtlinge）
等标签的推文进行了分析。

a 该研究调查了 Twitter 平台上对难民问题的理解并评估了这些理
解代表不同声音的多元程度。研究发现，总体上主流观点一方面围绕安全和保障展开，另一
方面则关注人道主义。其中一些标签将种族主义与安全保障直接挂钩。将新出现的事件与预
先存在的标签（例如，＃难民（refugees）和 #推特上的顶级保守派（tcot））相关联的行为体
现了一种新趋势，即人们用已有的思维理解新生事件并以此实现不同的政治目的。研究人员
发现，Twitter不再是一个不偏不倚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反，某些势力的长期存在限制了该平
台的多元性：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将新的标签“社会化”，并向数百万的粉丝推广。此点也反
映了 Twitter 正沦为某些利益集团（例如极右翼活跃分子）实现某些政治目的的战略性工具，
而现有证据也已表明欧洲对移民的反对态度愈发强硬。总体而言，Twitter 上针对难民的辩论
主要徘徊于安全和种族主义以及人道主义两种理论之间。

考虑到欧洲当时发生的事件，研究中发现了激进分子是可以理解的。这些事件之间的关
系以及在政治领导人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以及传统媒体带动下跨国部落主义的兴起，是许多政
治学家非常感兴趣的话题。移民议题在这些分析中至关重要，这些争论经常被刻画为“战斗”， 
“斗争”和“敌对行动”。

b 这些战斗的主要参与者位于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并能够通过
前所未有的跨国交流能力来相互联结。

c 这场战斗是关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与“融合和
开放”之间的社会态度（支持）的战斗，而不是主要关于经济问题的战斗。

d 令人遗憾的是，
迁入移民政策已成为这场跨国政治权力斗争的核心。

e

a  Siapera 等，2018。
b  Mounk 和 Foa，2018。
c  Zemandl，2018；Suiter 和 Culloty，2019。
d  Kaufmann，2017；Zemandl，2018。
e  McAuliffe，2018。

和讨论移民的方式受到媒体格局巨大变化的影响。例如，最近针对这些变化的研究利用了 Twitter 的
大数据分析，研究发现一些团体正在使用信息的“纠缠性”，以将难民和其他移民描绘成负面的，

而不管事实究竟如何（请参见下面的文本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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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未来挑战的结论性意见

如果这个世界按照理想状况发展，那么就没有必要撰写本章。这个主题本身会是那么的显而易

见且毫无争议，以致使其无关紧要。然而，现在要比二战后现代历史中的任何时刻都需要去反思移

民对世界各国和社区的贡献。简而言之，这是因为在国际移民等重要政策问题的公开辩论中，越来

越难以听到平衡的观点。

在这种情况下，本章不是关于移民的定量的成本效益分析。相反，本章着眼于经常被忽视但却

是决定移民是否能够在目的地国及来源国社区成为贡献者的核心因素。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重点观察了构建一个良好社会的三个主要领域：社会文化，公民政治和

经济贡献。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移民可以比上世纪（或之前的世纪）更好地在这些领域做出贡献，

主要是因为大多数国家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以及对确保以人权为基础的全球发展和稳定需求

的强烈认同。 112 然而，本章还指出，移民对全球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贡献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

被轻描淡写带过或被认为是应该的，还由于对移民的干扰和虚假信息的扩散而受到阻碍。最近的研

究和分析表明，某些形式的技术正在影响我们在媒体、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互动，并使对其加强治

理的需求变得越来越紧迫，无论是在对新技术本身还是在这些技术如何塑造民主程序的方面。 113 

因此，问题仍是什么样的均衡策略才是一个能使移民的贡献被最好地（如果不能是最大程度地）

在全球和各国政策议程上受到重视、认可并被接受。

一些激进分子和拥护者主张采取政治回应， 114 而另一些人则主张只需推出一些形象正面的“被理

想化的”移民代表人物来抵消负面形象，还有一些人主张应谨慎行事，因为这些应对方式有可能让

公开讨论进一步两极分化，因为这些讨论正越来越被煽动性的（有时也是不准确的）社交媒体评论

所影响。 115 鉴于这种情况，本章对政策、实践和研究的未来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 平衡的公开讨论需要对“虚假的”社交媒体内容进行更严格的审查，包括推动对于享受言论自

由同时所要担负的相应责任的更好理解。目前，在世界许多地区，这是一个“热门”的话题，

更严格的监管制度正在被考虑或已被施行。 116

• 显然，我们需要更加重视以移民为中心的研究和分析，还要加强有关社交媒体上激进分子对不

平衡的政治对话（最终导致不平衡的政治决定）的影响的研究。理想情况下，该研究应检验各

种被扭曲的消息所造成的影响，因为本章所罗列的现有研究表明，消极的、反移民的利益集团

112 请参见，例如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变化，它显示了全球大多数国家在发展水平上都获得了显著提升。

113  Morgan，2018。
114  请参见，例如，Crawley 和 McMahon，2016。
115  Kaufmann，2017；Alfred，2017。
116  英国广播公司（BBC），2019；Tusikov 和 Haggart，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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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正越来越多地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取得巨大成效，有时会无视应保持准确性或真实性的
　 规范。

• 在历史和当代，都有很强的证据表明移民通过各种方式在各种境况下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但

是， 同样明显的是，一些结构性障碍限制了移民的贡献，这对社区、国家和移民都是不利

的。最明显的例子是，非正规或无证移民从事着地位低下、报酬较少但在许多情况下却非常

被需要的工作。结构性改革与移民政策举措（例如正规化和对正规途径进行强化）相结合，

可为优化移民贡献和支持某些产业和社区发展提供机会。 117

• 在新技术（例如移动货币应用）带来的革新还可以进一步发展，并有助于移民在来源地和目

的地做出贡献。移民相关技术能够在整个迁移周期中全程支持移民，包括作为支持安全、正

规和有序的人口迁移的一种手段。对移民科技初创公司的进一步支持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方

法，而这一领域的工作已经在进行中。 118

• 在政治、媒体和研究等领域，人们对移民在各国社会和全球范围内的社会文化和公民政治贡

献的巨大价值的认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尽管这可能极具挑战，但在没有完全认同其他领

域的重要性的情况下，专注于经济问题的倾向会导致对社会和民族国家产生一种交易性看

法。应该继续扩大研究范围，例如研究移民作为形象正面的领袖人物可以发挥的作用（例

如“萨拉赫效应”），或是研究关于烹饪知识的传播与健康和幸福之间的关系，这将使政策

制定者和普通观众能够更好地理解移民在全球范围内已对现代生活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及他

们还将做出什么进一步的贡献。

117　 Triandafyllidou，Bartolini 和 Guidi，2019。
118　 请参见，例如，可在 https://startupswb.com/ 上浏览“创业无国界（Start-ups Without B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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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移民、融入和社会凝聚：挑战、近期发展和机遇 1

1　 Céline Bauloz，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简称  IOM）移民政策研究部高级研究官员；Zana  
　    Vathi，边山大学社会科学系高级讲师；Diego Acosta，布里斯托大学欧洲与移民法系教授。

2　 尽管这一章集中研究目的地国，移民的融合 (integration) 过程同样存在于过境国以及返回移民的来源国。关于移民的重新融
　   入，参见 Newland，2017。

3　 Appave 和 David， 2017。
4　 Demireva，2017。

5　 参见，例如 2017 年在欧盟 28 个成员国实施的关于欧洲人对待移民与融合的态度的调查（欧盟委员会，2018）。

6　 Crawley、McMahon 和 Jones，2016；关于媒体的消极叙事，特别参见 Allen、Blinder 和 McNeil，2017。

7　 Appave 和 David，2017；Papademetriou，2012。

 引言

移民和其所居住的社区之间的关系是整个移民周期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2 这种关系以移民和接

纳地社区在心理和社会上的适应过程为形式，它影响着移民的社会融入（inclusion）程度，包括移民

的归属感。在一个新的社群定居（不管是临时性地还是永久性地），需要移民去适应新的文化、习俗、

社会价值观和语言。移民逐步融入目的地国的程度也取决于接纳地社群的态度，包括他们对人口迁移

和移民的开放度。

移民融入一直是移民现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今，它成为了一个尤为复杂的话题。在这个日

益全球化的世界，过去五十年来移民绝对数量的增长，以及移民来源地、社会经济背景和迁移原因的

多元化导致了接纳地社会的社会、文化、道德伦理和宗教信仰的多样性更加丰富。 3 因此，移民和多

样性对社会凝聚（cohesion）的影响成为了一项被重点关切的议题。 4 这体现在一些国家为构建移民和

接纳地社区之间的关系和维护社会凝聚而采取的融入政策中。这些融入政策在不同的国家随着时间的

推移有不同的形式，反映了人们对迁入移民和多样性的态度等社会价值观。

尽管如何在日趋多元化的社区中一起生活已成为核心问题，解决移民融入带来的挑战因有关这一

话题的众多观点和声音而进一步复杂化。与移民和国家伴随而来的一系列行为体（如公民社会组织、

社区和地方政府）如今在移民融入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此外，几乎所有人在今天都有能力公开

发表他们对移民和移民融入的观点。 5 出于竞选目的而将移民政治化已经使这一问题上升为公众关注的

焦点。在某种程度上由于政党和媒体的负面描述，6 移民在一些国家已经被视为对民族认同、价值观、

经济稳定与安全的挑战，更宽泛地说，是对社会凝聚的一个威胁。 7 尽管移民做出了重要的社会经济贡

献（见本报告第5章），反移民情绪已经引发了许多事件，包括不容忍、歧视、种族主义、仇外心理，

甚至是针对移民的暴力极端主义事件，尤其是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上升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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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这些挑战，很多国家最近已经重申了移民融入和社会凝聚的核心地位，《安全、有序

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 for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将其定为一个独立

的目标。 8《难民问题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 on Refugees）同样通过持久性的解决方案来推动

接纳国难民的社会融入，例如本地融合（integration）等。 9

为了更好地理解移民融入包括什么以及它可能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本章的余下内容将分为三个

主要部分。第一部分介绍融入和社会凝聚的概念，第二部分转向阐明融入的结果和阻碍，第三部分

主要通过当地居民和移民自身扮演的角色，继续探讨“实地情况”是怎样的。结论部分讨论了一些

可能有利于促进移民融入和社会凝聚的政策应对措施的影响。

融入和社会凝聚：关键概念和定义

定义“移民融入（inclusion）”和“社会凝聚（cohesion）”是一项困难的任务，因为目前不存在

公认的定义。各种紧密相关的术语的频繁使用和识别这些术语的困难性使得这些概念的模糊性进

一步增加（见附录 A 的说明性列表和这些概念的参考定义）。 10

从广义上看，社会凝聚可以通过“团结”、“亲密”、“宽容”与“和谐共存”的概念来定义。11

它不一定与迁移和移民相关，一般来说是指通过信任和共同的社会规范将整个社会紧密联系起来的

纽带。尽管这种纽带主要会被财富与收入的悬殊、贫穷，或社区、种族或民族之间的冲突所削弱，

移民（尤其是多样性）对社会凝聚的影响越来越受到质疑。12 但是，迄今为止，实证证据尚无定论。

如果一些研究提出多样性对诸如美国等一些国家具有消极影响，英国的研究以及更广泛的欧洲的研

究则发现，相对多样性而言，收入不平等和贫困对社会凝聚具有更大的冲击力。 13 

尽管移民和多样性对社会凝聚的影响并不清晰，社会凝聚和移民融入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如

果有一部分人口（包括移民）在特定的街区、社群、城市和（或）国家中受到排斥，社会凝聚就无

法实现。 14 因此，尽管缺乏一个普遍的定义，“融入”可以归结为包括社会凝聚和移民在不同社会

领域的融入，例如教育、健康、就业、住房、公民和政治参与。 15 

8　  联合国大会（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UNGA），2018a：附录，目标 16。

9　  联合国大会（UNGA），2018b：97-99。
10　本章中对术语“包容”和“社会凝聚”的选择与《移民问题全球契约》（联合国大会，2018a）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中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大会，2015）保持一致。

11　 Demireva，2017；同时参见 Fonseca，Lukosch 和 Brazier，2018；Forrest 和 Kearns，2001。

12　 Zetter 等，2006。

13　 Demireva，2017。

14　 参见 Jenson，1998，“包容”被列为社会凝聚的其中一个层面。

15　 Faist，2018。对于另一种定义，参见 Charsley 和 Spencer，2019。 本章集中探讨移民融入，在不损害某些国民面临类似的融入 
挑战这一事实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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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移民？融入的视角

正如本报告第 2 章所言，“移民”没有公认的定义，但存在基于政策和分析情境而得出
的不同理解。例如，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简称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因为统计需要将移民定义为“任何改变其常住
国家的人”。

a

谈及融入，移民的含义一般来说更为广泛，延伸到移民在接纳国出生的后代。尽管移民
的后代自身并未迁移，但他们仍有可能被接纳地社会视为移民，且其自我身份认同也是这样的。
尤其是所谓的“二代移民”，他们可能同时接受接纳国及其父母来源国的身份认同。

b 出生在
美国、父母都是移民的 Jenan 的证词可以很好地体现这种多重身份认同：

身为两位移民的女儿，我感到自己相比于家族世代都在美国的朋友不得不加倍
地工作，以此来向家人证明他们来到这里、踏上这趟移民旅程并开始全新的生活是
值得的。作为移民的孩子，这意味着要平衡两种不同的文化。在成长过程中，我经
历了一段接受自己同时属于两个冲突的世界的艰难时期。c

a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1998。

b  Vathi，2015。

c  见 https://iamamigrant.org/stories/united-states/jenan。

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入”包括了移民和接纳地社群之间相互适应的一个过程。移民的融入程

度取决于相关个体和需要适应的情境。影响移民融入进程的因素包括他们的人口学特征和性格特征

（例如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语言能力）、社交网络和能动性的发挥。 16 融入仍是一种高度个体

化和个性化的经历，正如移民和家庭成员之间具有不同的移民体验，不同“群体”的移民（例如难民、

高技术或低技术的移民工人、人口贩卖的受害者或移民后代）经历也各不相同。 17 同样，情境也会影

响移民融入社会的程度，包括地理区位和时机。基于各自不同的历史、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情况，

每个国家、社会和社区对待移民融入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因此，他们对待移民和多样性的态度会随

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继而决定国家所采取的移民和融入政策的类型。 18 

作为心理社会学的一个过程，融入是移民经历中固有的一部分。 19 尽管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北

方世界（Global North，指发达国家）”，但融合超越任何南北区隔，因为它涉及到所有国家。正如

在大多数“南方世界”（Global South，指发展中国家）所看到的，一些国家尚未采取融入政策的事

16　 Castles 等，2002；Fokkema 和 de Haas，2011；Charsley 和 Spencer，2019。

17　 关于难民和其他移民融入的区别，参见例如 Castles 等，2002；Bauböck 和 Tripkovic，2017；以及 Vathi，2015，有关不同 
移民后代的文章。

18　 Castles 等，2002；同时参见 Silver，2015；Landau 和 Bakewell；2018。

19　 主要参见 Berry，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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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并不意味着移民融入 ( 或排斥 ) 在实践中没有发生。它仅仅表示这个国家还没有制定一项移民融入

的全国性策略。这也许是因为融合不在决策者的优先事项之中。例如，西非国家就是这样，因为其

他社会经济挑战（比融合）更为紧迫，或是因为社会资源匮乏。 20

尽管如此，正如《移民问题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 for Migration）所承认的，融入政策可

以成为国家用来支持移民融入和促进社会凝聚的重要工具。 21 相反，融入政策的缺失可能产生高昂的

代价，这不仅仅是对可能面对歧视和被边缘化的移民而言，从更广泛的社会凝聚而言更是如此，因

为它会提高社会矛盾、骚乱和国内动乱发生的风险。 22 作为（迁入）移民政策的一部分或独立的政策，

移民融入在特定的国家可以根据其自身价值观以不同的形式构建。最常见的国家融入政策是那些具

有同化、多元文化主义和融合因素的模型，如表 1 所示，可以根据移民适应和社会容纳的预期程度

进行区分。

表 1. 主要融入模式的总结 23

同化模式认为多样性会给社会凝聚带来风险并且要求移民最高程度地适应社会，而接纳地社会

的接纳程度较低。它是一个单向的政策过程，在这个政策过程中移民要充分地拥护接纳地社会的国

家认同和价值观，甚至有损于他们原有的认同和价值观。 24 相反，多元文化主义模式重视多样性，认

为移民的适应程度较低（他们可以保留原有的文化认同），而接纳地社会有较高的接纳程度。25 

20　 Gagnon 和 Khoudour-Castéras，2012。

21　 联合国大会（UNGA），2018a：第 32(c) 段。

22　 Gagnon 和 Khoudour-Castéras，2012。

23　 这份汇总表主要根据 Berry 1997 年和 2006 年的文章做出。

24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9，详见附录 A。

融入模式
移民适
应程度

社会接
纳程度

同化 高

高

白澳政策，1901– 1966a 限制“非白人”移民和
同化“白人”移民 b

政策举例

认可“多元文化主义反
映了加拿大社会文化和
种族的多样性”d

认为融合是一个“动态
的双向过程”f

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
政策，1971– 现在 c

欧洲联盟关于第三国国
民融合的行动规划，
2016e

多元文化主义

融合

低

低

中 中

来源 :  (a) 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n.d.；(b) 同上；Berndt，1961；(c) 加拿大政府，2018；(d) 同上，1985； (e) 欧盟委员 
           会（European Commission），2016；(f)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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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化模式被称为“熔炉”（melting pot），多元文化主义模式则通常与“沙拉碗”（salad bowl）

联系在一起：熔炉由融在一起变得难以分辨的材料构成，但一个沙拉碗是由多种多样且和谐并存的材

料组成的。尽管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欧洲人大规模移民期间，同化政策已经成为拉美国家（例如阿

根廷）的一项规定， 26 这两种模式在 20 世纪时期的传统移民国家极为盛行。从广义上讲，同化模式

在 20 世纪 20-60 年代占据中心地位，到了 70 年代，由于同化模式无法适应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心

向多元文化主义模式转移。 27 尽管多元文化主义模式至今仍为加拿大等国所采用， 28 自20世纪90年代

以来，一些国家已经否认了多元文化主义，因为它无法应对移民排外并被视为对国家认同和价值观的

威胁。 29 

因此，为了修复多样性和统一性之间的平衡，不同模式已得到采用，但一些人声称，由于多元文

化主义，这种平衡已经丧失了。 30 在国家层面，如今依靠的模式是融合模式，一种介于同化与多元文

化主义之间的模式。它认为移民的适应程度和接纳地社会的接纳程度都达到中等水平。 31 尽管没有公

认的定义存在，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移民和其所居住社会之间相互适应的双向过程。 32 在地方层

面，一种跨文化融入的方法已经形成，它强调接触的重要性，以及包括移民和本国国民在内的具有不

同背景的个人之间的联系。它基于多样性是一种优势的理念，旨在建立相互理解和多元文化，并以此

对抗歧视和不平等。 33 这种政策描述源于魁北克在20世纪80年代对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回应，

后来被越来越多的城市、街区以及诸如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家所采用。 34

25　 Castles，de Haas 和 Miller，2014。

26　 参见，例如 Acosta，2018；Bailey，1979；Bjerg，1988；以及 Sánchez Alonso，2002。

27　 Castles，2004；Castles 和 Davidson，2000。 
28　 Joppke，2014。

29　 Kymlicka，2012；Joppke，2010. 同时参见 Modood，2013。

30　 Zapata-Barrero，2017。

31　 Bivand Erdal 和 Oeppen，2013；同时参见 Favell，2005。

32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9。

33　 Zapata-Barrero，2017。

34　同上。关于意大利城市的跨文化主义，参见 Caponio 和 Donatiello，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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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的结果：挑战和政策回应

鉴于影响融入的各种个人和情境因素，衡量移民在接纳社会的融入水平（所谓的“包容的结果”）

是复杂的（见下文的文本框）。尽管如此，仍需重视识别潜在的阻碍，制定和（或）再评估政策应对措施，

以更有效地支持移民融入。

通过指标衡量移民的融入水平

融合指标已经发展至用来衡量某些国家的移民融入程度并根据融入政策的有效性对这些
国家进行排名。这些融合指标包括：

• 2015 移民融合政策指数（Migrant Integration Policy Index 2015，MIPEX 2015），由
欧洲第三国国民融合基金和欧盟（European Fund for the Integration of Third-Country 
Nationals）联合出资，巴塞罗那国际事务中心（Barcelona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和移民政策小组领导（Migration Policy Group）（2015）；

a 以及

• 2012 年 由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研制的迁入移民融合指标（Indicators of Immigrant 
Integration），以及与欧盟联合编写的最新版本的《2018 年移民安置：移民融入指
标》（Settling In 2018: Indicators of Immigrant Integration）。

b

融入与情境高度相关，这些指标反映了对“成功融合”含义的一种特定理解。
c 两组指标

都是在传统目的地国家的情境中设计出来的，所以，它们可能不适用于其他地理区位，包括
全球范围内不断增加的、已经成为移民目的地国的国家。

对排名或指数覆盖的国家进行的比较也仍然是微妙的，因为即使在传统目的地国之间，
各国对融入的理解和融入政策的目标也有所不同。一项多元文化主义的融入政策不会与更倾
向于同化主义的政策有相同的目标。因此，要在具有不同融入目标的国家之间比较其融入政
策的有效性是十分困难的。

d

　　尽管重点不在融入，移民治理指标也为国家评估其移民政策的全面性提供了有用的工具，
包括国家的融入政策。移民治理指标是国际移民组织（IOM）的一项倡议，在经济学人智库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EIU）的支持下得以实施，用以支持国家推行移民治理框架
（Migration Governance Framework），2015 年被 IOM 成员国采用（理事会 2015 年 12 月 4日
关于《移民治理框架的 1310 号决议》）。

e 通过其 90 项指标，移民治理指标帮助国家识别移
民政策和未来优先事项中潜在的缺口，以及对管理有方的移民政策的优良做法，包括关于移
民权利和福祉政策等移民融入的关键层面。

a  Huddleston 等，2015。

b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OECD）和欧盟（EU），2018。关于以往的版本，见经合组织

（OECD）， 2012；经合组织（OECD）和欧盟（EU），2015。

c  Castles 等，2002。

d  Entzinger 和 Biezeveld，2003。

e  参见 https://migrationdataportal.org/overviews/mg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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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探讨在某些关于融入的关键政策领域内移民融入的结果和挑战，这些领域包括语言、教育、

劳动力市场融入、家庭团聚、政治参与和入籍。对这些特定政策领域的关注无损于其他政策领域的

重要性，例如健康或住房。尽管健康是本报告一个具体章节的主题（见第 7 章），住房也是移民融

入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它的可支付性和质量影响着移民的福祉和社会融入。 35 如果住房包容性可以

在移民获得房屋所有权的基础上进行评估， 36 对于其他人来说，例如难民，仅仅获得体面的住房已经

是个问题，2015-2016 年欧洲所谓的移民“危机”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一危机也被一些人称为“住房

危机”。 37 

正如附录 B 所详述，本节中考察的所有政策领域反映了所有个体（包括移民）应该享有的人权，

不歧视原则是移民融入的中心支柱。但是，移民在不同政策领域融入的结果取决于他们的移民身份。

尽管合法居留是融合的第一步，这种许可决定着其它权利和待遇，比如工作和学习的机会。看起来

将与人权相似，这些政策领域都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尽管有时强调劳动力市场融入， 38 但这体

现了对涵盖移民融入所有方面的整体融入政策的需求。

35　 Phillips，2006。

36　 参见，例如 Darden，2015。

37　 Penny，2016。

38　 Castles 等，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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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语言被接纳地社会和移民自身视为移民融入最核心的方面之一。例如，在欧洲，95% 的欧洲人

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一国语言对移民融入该国非常重要。 39 尽管在出发之前语言可以促进融入，到

达时无论有没有丰富的语言知识，移民通常将语言障碍视为其最先面临的挑战之一。例如，从柬埔

寨移民到泰国务工后，Sophal 提到：“由于语言不通，刚到的三个月是非常艰辛的。我无法和人们

交流，对饮食也不熟悉。” 40 除了促进社会互动之外，语言对于帮助移民适应一个新的环境非常重要，

包括获得医疗、住房和其他服务。它还能改善移民受教育的机会，提高就业的可能性，并带来更好

的自我报告健康结果。 41 

由于在移民融入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语言通常是政府政策中的重要领域。国家或者地方政府有

时会通过语言课程来支持语言学习，这对移民而言可以是强制性的。这些语言课程有时和公民 / 社会

培训课程一起供移民免费学习（例如，在瑞典和加拿大）。 42 此外，语言能力可成为入籍和基于所申

请的居留许可证（例如家庭团聚）的入境或停留的一项必备条件。例如，正如 2015 移民融合政策指

数（MIPEX 2015）所指出的，对永久居留权有语言要求的欧盟成员国从 1990 年的 1 个增加到 2014

年的 18 个。 43

尽管国家对语言学习的支持非常重要，语言要求成为在一个国家入境、停留或入籍的条件时可

能会对移民融入产生负面效果。事实上，语言要求较低的国家反而是最有利于移民融入的。语言考

试实际上会阻碍移民申请特定的身份，而不是推动他们去掌握这门语言。 44 这些考试还会增加由于各

种原因而不能通过考试的移民的脆弱性，例如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庭或经济原因。例如，

有证据表明，年龄与一个人学习一门新语言的能力呈负相关关系。 45

某些研究强调了在日益提倡多语言化的社会中专注于国语学习的矛盾。 46 在美国的某些城市，例

如迈阿密，西班牙语在某些行业的工作中可能比英语更为重要。 47 在一些社区，调查发现，从语言同

化转向多语言教学方法的学校能改进移民学生的教育成效，并最终减少歧视发生的可能性，增进移

民学生的融入感。 48

39　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2018。此项调查于 2017 年 10 月 21-30 日在 28 个欧盟成员国内开展，约 28080 名
居民接受了采访。

40　 参见 http://iamamigrant.org/stories/cambodia/sophal。关于难民学习语言的重要性及其障碍，参见 Morrice 等，2019。

41　 Chiswick，2016；Aoki 和 Santiago，2018。

42　 关于瑞典，参见 Wiesbrock，2011。关于加拿大，参见 https://settlement.org/ontario/education/english-as-a-second- language- 
         esl/linc-program/what-is-the-language-instruction-for-newcomers-to-canada-linc-program/。
43　 Huddleston 等，2015。

44　同上。

45　 Isphording，2015。

46　 Ros i Sole，2014；Krüger Dias 和 Plaza Pinto，2017。

47　 Lewis，2013。

48　 Somers，2018；Panagiotopoulou 和 Rosen，2018。

http://iamamigrant.org/stories/cambodia/sophal
https://settlement.org/ontario/education/english-as-a-second-language-         esl/linc-program/what-is-the-language-instruction-for-newcomers-to-canada-linc-program/
https://settlement.org/ontario/education/english-as-a-second-language-         esl/linc-program/what-is-the-language-instruction-for-newcomers-to-canada-linc-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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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除了工作前景以外，移民的动机也可以是移民愿意在另一个国家接受更高质量的教育。 49 教育对

移民在接纳地社会的就业和社会参与有着积极的影响，当移民取得更高的学历时，接纳地社会往往

对其有更积极的印象。 50 对于移民儿童而言，无论他们的移民身份为何（见附录 B），接受基础教育

是一项基本的人权。但是，移民的教育成效仍然低于本国人，尤其是第一代移民。移民的学业表现

受一系列因素影响，包括他们的语言能力、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以及移民时的年龄。 51 

尽管政策应对措施对于提高移民的受教育水平很重要，2015 移民融合政策指数（MIPEX 2015）

指出“教育成为许多国家融入政策中最大的不足”。 52 在移民融合政策指数包括的国家之外，移民的

受教育问题更为普遍。对难民儿童而言，这一问题尤为显著。2017 年，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公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简称联合国难民署，UNHCR）关注的 740 万

学龄儿童中有 400 万难民儿童失学，超过全球难民儿童的一半。 53 对于移民儿童而言，将他们融入国

内教育体系是很重要的，包括那些身处难民数目庞大的国家的移民儿童，这些国家往往将移民儿童

教育留给人道主义部门管理。由于 2018 年境内已有 100 万学龄难民，土耳其承诺在 2020 年之前将过

去在临时教育中心上学的所有叙利亚难民儿童纳入其国家教育体系。 54 

其他移民儿童在接受教育上也面临着挑战。在一些国家，行政手续办理可能给移民为孩子注册

入学造成阻碍，尤其是在移民缺少证明文件或者处于非正规的情况下。由于害怕被驱逐出境，学校

向政府举报非正规移民儿童或向政府提供入学儿童数据的义务可能进一步阻碍移民儿童获得教育的

机会。 55 为确保移民儿童的入学率和出勤率，一些国家在移民当局和学校之间建立了防火墙。 56 例如，

在德国，学校对警局开放学生数据的义务在 2011 年已被废除。 57 简化包括缺乏某些身份证明文件的

移民儿童的入学手续的措施也在一些国家得到实施，例如泰国。 58 

移民儿童教育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上学问题。提高移民儿童教育成效的其它阻碍包括缺乏满足

其需要的教育，以及相对少见的移民儿童与本地学生在班级中的隔离情况。 59 由于移民儿童的高度集

中会对其教育成效产生消极影响，班级的构成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也表明，数字技术有利于减小

49　 Hagelskamp、Suárez-Orozco 和 Hughes，2010；Bakewell 和 Bonfiglio，2013。

50　 见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on Economic，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简称 UN 
         CESCR），1999；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简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2018。

51　 Filsi、Meroni 和 Vera-Toscano，2016；Corak，201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2018。

52　 Huddleston 等，2015

53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8。

5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2018。

55　同上。

56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UN HRC），2018。

57　 欧盟基本权利机构（Fundamental Rights Agency，FRA），2011。

58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1。

59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2018；De Paola 和 Brunello，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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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儿童和本地学生在学业成就方面的差距，它可以为移民儿童在家完成学校作业提供支持，包括

提供获取母语版的教学材料。 60

更普遍的是，移民儿童可能会在学校受到偏见和歧视。然而，学校可以成为促进宽容和社会凝

聚的地方。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把多样性整合到课程之中，但是老师仍然需要支持和培训，以便更

高效地在多元化的班级中进行教学， 61 包括通过入职培训和导师计划。 62 

劳动力市场融入

由于 2017 年全世界已有 1.64 亿移民工人，占所有国际移民的 59.2% 和处于就业年龄的国际移

民的 70.1%，劳动力市场融入是各国的一个关键政策领域。 63 从移民对接纳地社会和来源地社会的经

济贡献的角度来看，劳动力市场融入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见本报告第 5 章）。例如，据估计，尽管

2015 年移民已经贡献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9.4%，包括就业等方面更高的融入程度能为全

球GDP每年额外增加1万亿美元。 64 对移民而言，就像对非移民一样，劳动力市场融入能促进经济安全，

增进移民福祉和他们在接纳地社会的归属感。 65

　　劳动力市场融入包括从获得就业与常规或有针对性的支持到移民工人保护等多个维度。 66 在这其

中，就业机会是一个重要因素。移民的就业率通常比非移民的就业率低。例如，在欧盟，2017 年与本

地人 6.9% 的失业率相比，移民的失业率高达 13.3%。 67 尽管如此，因为劳动力市场融入取决于社会经

济情况、各国的政策、移民的人口学和个人特征（例如年龄、性别、语言能力和资历）及其移民的境

况，不同国家和群体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例如，一般来说，与其他移民相比，难民和为了家庭团聚

而移民的人找到工作的可能性更低。 68 为提高难民就业率，瑞士在 2018 年出台了一项新的人工智能试

点计划。这项计划依赖于一套算法，该算法可以准确算出某个寻求庇护者应该被安置在国内哪个地区

以最大化他 / 她就业的可能性。 69

60　 Rodrigues，2018。

6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2018。

62　 PPMI，2017。

63　 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ILO），2018。见 Huddleston 等，2015。

64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2016。

65　 Huddleston 和 Dag Tjaden，2012。

66　 Huddleston 等，2015。

67　 欧盟统计局（Eurostat），2018。但是，在美国，2017 年移民（被定义为外国出生者）的失业率（4.1%）比本土出生人口 
         的失业率（4.4%）低（美国劳工部，2018）。

68　 Lens、Marx 和 Vuji，2018；Canganio，2014。

69　斯坦福大学，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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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移民提供常规和有针对性的支持对于改善移民的就业非常重要。除了语言培训之外，人们发

现职业培训能有效地增加就业，尤其是在包括实用的在职培训内容的时候。70 其它被认为有效的工

具包括求职援助计划和工资补贴计划（即私营部门的补贴就业）。 71

缺乏资格认可或技能验证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它限制了移民获得某些工作的机会并且导致在低

技能职位上的大材小用。 72 低于自身技能水平的工作可能也会增加移民忧虑的风险并导致更低的心

理社会福祉。 73 这个问题不仅与认可程序的缺乏有关，还与对这种程序或其成本及复杂性的认识和信

息的不足有关。 74 用于资格认可的一站式服务点在例如丹麦等一些国家的建立，对简化和集中办理认

证程序非常有益。 75 

71　 Kluve，2010；Card、Kluve 和 Weber，2010；Butschek 和 Walter，2014。

72　 参见经合组织（OECD），2014；Huddleston 和 Dag Tjaden，2012。

73　 Espinoza-Castro 等，2018。

74　 国际移民组织（IOM）， 2013；Huddleston等， 2015。
75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3。

70　 Bilgili、Huddleston 和 Joki，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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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的女性化：呼吁一种对性别敏感（gender-sensitive）的融入方式

迁移的女性化反映在日益增长的女性移民数量 a 和不断变化的迁移模式中。女性移民不仅
作为家庭的一部分在迁移，而且在自身的迁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例如，作为移民
工人、学生或难民。

然而，这种迁移的女性化并没有带来更多针对性别的移民融入政策，这体现了女性移民
所面临的特有障碍。

b 这些障碍在劳动力市场融入方面尤为明显。例如，在欧盟，2017 年，相
比于出生于欧盟外部男性 73% 的就业率和在报告国国内出生女性 68% 的就业率，在欧盟外部
出生女性仅有 54% 受到雇用。

c 在女性移民的从业群体中，40% 的女性移民具有超过其职位所
需的资历，

d 且从事家政行业者众多。
e 由于其身份和处境更为不稳定，难民妇女在劳动力市场

融入方面的情况更加糟糕。
f

女性移民的受教育水平和年龄偏低可能是造成其与本地出生女性在就业率方面存在差别
的部分原因。

g 相比于男性移民，女性移民也可能有照顾儿童的责任，为适应这种情况她们可
能会不工作、接受兼职或非正式的工作。

h 这不仅影响着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融入，还可能
会影响其担任家庭团聚的亲属担保人的可能性，因为她们可能不具备这样做所需的最低工资。

i 

文化规范也可能对来自女性经济参与度低的国家的女性移民产生影响。
j

采取用于解决女性移民所面临的结构性障碍和不平等的政策可以促进她们的融入，这不
仅仅是在经济层面，还包括其他政策领域。

k 这些政策也可以保护女性移民免于遭受面临更大
暴力、虐待和剥削危险的脆弱处境。l

a  见本报告第 2 章。

b  移民妇女的融合：一个具有有限政策资源的关键挑战，欧盟委员会。可见于 https://ec.europa.eu/migrant-integration/ 
    feature/integration-of-migrant-women。
c  同上。

d  同上。

e  国际劳工组织（ILO），2015；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a。
f  Liebig 和 Rose Tronstad，2018。

g  Barslund 和 Laurentsyeva，2018。

h  Kontos，2011。

i  Huddleston 和 Pedersen，2011。关于家庭团聚，请参见下一节。

j  Barslund 和 Laurentsyeva，2018。

k  移民妇女的融合：一个具有有限政策资源的关键挑战，欧盟委员会。可见于 https://ec.europa.eu/migrant-integration/ 

feature/integration-of-migrant-women。
l 参见 Hennebry，2017。

https://ec.europa.eu/migrant-integration/feature/integration-of-migrant-women
https://ec.europa.eu/migrant-integration/feature/integration-of-migrant-women
https://ec.europa.eu/migrant-integration/feature/integration-of-migrant-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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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团聚

家庭团聚是家庭生活权利的核心组成部分。在这一基础上，本国国民和移民（包括难民），为了

与在国外居住的家庭成员团聚，可以担任其“担保人”。尽管不是所有移民都想在接纳国与其家人团

聚， 76 对于那些希望团聚的人而言，家庭团聚可以成为融合过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家庭团聚不仅与

家庭生活质量的提高有关，还事关社会凝聚（通过与学校或基于社区的协会的密切关系）和政治参

与。77证据也表明，家庭团聚能促进移民的劳动力市场融入。 78 根据一项对加拿大（迁入）移民的纵

向调查，家庭成员在支持和促进移民进入和融入劳动力市场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到

达（目的地国）后的前四年。 79

家庭团聚已经成为许多国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西方国家。2016 年，家庭移民占所

有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永久性移民的 38%，这表明 180 万家庭移民中有 160 万是根据家庭团聚

进行登记的，其余是一同迁移的移民工人。 80 家庭团聚通常局限于某些类型的家庭成员，并且取决

于特定的条件。 81 它通常限于直系亲属（例如配偶、18 岁以下的子女和需要供养的亲属），可能不

会反映移民家庭的社会形态。 82 担保人经常被要求提供具有足够财务收入的证据以为其家庭成员提

供支持。 83 因为这一收入要求可能会给难民造成困难，一些国家已经免除对难民的相关要求或者降

低了担保所需的最低工资。 84

　　尽管这些条件通常与移民管理有关，但为确保移民融合而宣布的其他有关家庭团聚的要求可能是

适得其反的。受担保的家庭成员有时必须通过才能与接纳国移民团聚的入境前语言考试就是一个例

子。 85这些考试可以通过考前语言课程来准备，但这些课程通常很昂贵，在来源国的偏远地区不易获得，

并且对一些家庭成员造成不相称的消极影响，例如老人或者难民，他们由于处境艰难更难以成功（通

过考试）。 86 这一考试可能会阻止移民申请家庭团聚或促使其推迟家庭团聚，而不是提高受担保移民

的学业成就和改善其劳动力市场融入情况。延迟家庭团聚会损害移民融入带来的潜在益处，因为发

生在长时间分离后的家庭团聚会给保证人及其亲属带来更多困难。 87

76　 参见 Mazzucato 和 Schans，2011。

77　 Huddleston 和 Dag Tjaden，2012；Block，2015；Bauder，2019。

78　 Spitzer，2018。

79　 Li，2007。

80　经合组织（OECD），2018a；同时参见 Hooper 和 Salant，2018。

81　 Block，2015。

82　 Huddleston 等，2015；Mustasaari，2015；Spitzer，2018。在一些国家，配偶也包括同性伴侣中的夫妻。

83　 Huddleston 等，2015。

84　 Nicholson，2018。

85　 Huddleston 等，2015。

86　 Huddleston 和 Pedersen，2011。

87　 Oliver，2013；Huddleston 等，2015；Spitzer，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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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参与

移民在接纳国参与政治生活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从在当地、国家或地区的选举中投票，到作为

当地选举的候选人，以及投身到社团或政党之中，或是通过当地、国家或地区的咨询机构而成为被

咨询的对象。 88 与有关融入的其它政策领域（例如语言和就业）相比，在政策制定和研究中人们对政

治参与的关注较少。 89 但是，移民的政治参与可以帮助国家保持其民主体制的合法性，实现移民融入

和促进社会凝聚。 90 它为移民提供了对关乎自身的政策发表观点的机会，并且能增强他们在接纳地社

会的归属感。 91

移民的政治活跃度并不显著低于本国国民。他们的政治参与水平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包括情境 /
结构和个人因素。移民的政治参与度首先由接纳国决定。 92 尽管大多数国家现在没有赋予移民投票权

（尤其是在非洲和亚洲），一些国家给予移民在国内选举中投票的权利（见下文文本框），而且越来

越多的国家（例如一些欧洲和美洲国家、新西兰和韩国）给予移民在地方选举中投票的权利。相比之下，

参选的权利更加有限，即便是在给予移民选举权的国家。除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参政机会各异之外，

移民的政治参与还受到接纳国的政治参与文化与移民来源国的政治参与水平和民主传统的影响。 93 

88　 Huddleston 等，2015；Martiniello，2006。

89　 Huddleston 和 Dag Tjaden，2012。

90　 Huddleston，2017；Thorkelson，2015。

91　 Bilgili，Huddleston 和 Joki，2015。

92　 Huddleston 等，2015。

93　 Bilgili，Huddleston 和 Joki，2015。

移民可以在国家选举中投票的国家

给予移民在国家选举中投票的权利比在地方选举中（给予移民投票权）更少见。世界上
只有五个国家赋予了移民在国家选举中投票的权利，不论他们的国籍如何：智利，厄瓜多尔，
马拉维，新西兰和乌拉圭。

a 参与国家选举所要求的居住时长从新西兰的 1 年到乌拉圭的 15
年不等。在这 5 个国家之外，许多国家只给予具有某些国籍的移民在国家选举中投票的权利。
英国（英联邦以及爱尔兰公民可以投票）、加勒比海的大多数英联邦国家（其它英联邦国家
公民可以投票）、爱尔兰（英国人可以投票）以及巴西和葡萄牙两国之间（对方国家公民在
本国有对等的投票权）就是如此。

b

a  Arrighi 和 Bauböck，2016。
b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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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移民政治参与的个人因素包括移民的人口学和个人特征，参与水平尤其随着年龄的增长和

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居留和入籍的时长也对移民的政治参与有积极的影响，因此二代移民通

常比一代移民更为活跃。 94

尽管很难去衡量政策对移民政治参与的影响，2015 移民融合政策指数（MIPEX 2015）认为具

有包容性入籍政策的国家往往有更强的政治参与政策。 95 

然而，总体来看，接纳地社会的高度多元化和移民在不同政治层面的代表性仍然存在明显差异。 96 
因此，除国家之外，政党在提高移民的政治代表性和多样性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

入籍

入籍是指非本国人获得国籍的过程。如果符合法律标准并且通过恰当的渠道提出申请，移民可

以入籍。尽管入籍经常被认为是接纳国移民融入的一个里程碑，入籍本身并不是目标，因为融入仍

然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97 此外，入籍常常为移民提供在接纳国充分获得权利的机会（例如投票权和参

选权）。有证据表明，入籍促进了移民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融入， 98 提高了他们的政治参与水平 99 和

在接纳国的归属感。 100

由于入籍对移民及其融入的重要性，大量移民成为或想要成为其接纳国的公民并不足为奇。 101 但

是，由于这取决于一系列的个人和情境因素，并非所有移民都想入籍。最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发展

中国家的移民有很大一部分想要入籍，因为入籍可以确保留下来的安全以及根除被强制遣返到来源

国的风险，尤其是当这些来源国家具有发展程度较低、政局不稳定或者由非民主政权掌权等特征的

时候。 102

影响移民入籍可能性的关键因素是接纳国的公民身份政策：这些政策的包容性越大，入籍的可能

性越高。 103与移民 /融入政策相反，所有国家都采用了通过血统、出生地和 /或入籍获得国籍的国籍法。

因为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紧密相连，入籍在一些国家可能会引起政治争议。 104 在不承认个人拥有双重

国籍的国家，移民为了获得接纳国的国籍，可能不得不放弃来源国的国籍，因为来源国的国籍可能

94　  同上。

95　  Huddleston 等，2015。

96　  Huddleston，2017；Huddleston 和 Dag Tjaden，2012。

97　  Long 等，2017；Bauböck 等，2013。

98　  Gathmann 和 Keller，2016；经合组织（OECD），2011。

99　  Hainmueller，Hangartner 和 Pietrantuono，2015。

100    Bauböck 等，2013；Huddleston 和 Dag Tjaden，2012；Bakkaer Simonsen，2017。

101　 Huddleston 和 Dag Tjaden，2012。 
102　 Bilgili，Huddleston 和 Joki，2015；Logan，Oh 和 Darrah，2012；Dronkers 和 Vink，2012。

103　 Huddleston 等，2015；Bilgili，Huddleston 和 Joki，2015。

104　 Long 等，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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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无法入籍。 105 随着大量移民（包括难民）的涌入，入籍在政治上可能更加棘手，尽管坦桑尼亚联

合共和国自 2007 年以来已经成功让超过 17 万布隆迪难民入籍。 106

尽管一些国家通过授予移民公民身份以换取金融投资（例如安提瓜和巴布达、马耳他）， 107 在大

多数国家，入籍由特定条件决定。这些要求通常包括最短合法居留时长、接纳国语言知识，有时还

包括文化、品行良好的证据和对入籍过程所需费用的支付。不同国家对居留时间的要求各不相同。

尽管在 2015 移民融合政策指数（MIPEX 2015）的国家中平均所需居留时长为 7 年，中非共和国对归

化要求的居留时限达到 35 年。 108 除了入籍所需的高额费用以外，争议最大的要求与移民在一些国家

必须通过的强制性语言考试和公民考试有关。 109 这些考试有时要求移民了解一些甚至本国国民也未必

具备的知识。 110 

实地情况：当地行为体和移民的角色

尽管国家可以通过全国性措施和政策来促进移民融入，融入首先并且主要还是发生在“实地”。

这一节首先介绍地方层面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日常实践可能与国家融入政策脱离的城市。尽管当

地层面对实现移民融入非常关键，这一节还强调了移民自身的角色，移民是其自身融入过程中必不

可少的行为体。

 地方行为体的角色

因为融入主要发生在地方层面，地方行为体在支持与促进移民融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些

地方行为体的性质各不相同，范围从包括当地居民和侨民社区在内的地方社区、地方公民社会组织，

到地方政府。社区中心为特定社区的当地人和移民之间的互动提供了空间，也为社区内的一系列服务

和活动提供了渠道。例如，大温哥华地区的街道中心，为就业、日间和放学后的儿童照管、老人活动、

以及家长团体或社会文化活动提供支持。 111 在欧洲，公民社会组织在协助和维持长期的融入倡议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倡议面向 2015-2016 年抵达奥地利、德国和瑞典等国数量众多的移民。这尤其体

现在“欧洲公民社会奖”（the European Prize for Civil Society）上，它对包括地方非盈利基金会和协

会在内的组织在认同和融入领域率先采取的行动进行嘉奖，在 2016 年共收到了来自 26 个欧盟成员

国组织的 284 份申请。 112

105　 Reichel，2011。这也取决于来源国是否承认双重国籍。

106　见 Long 等，2017；Kuch，2018。

107　 Long 等，2017。关于马耳他，参见其投资入籍计划：www.maltaimmigration.com/。
108　 Huddleston 等，2015；Manby，2016。

109　 Long 等，2017。截至 2015 年，2015 移民融合政策指数（MIPEX 2015）涵盖的国家中有半数要求移民通过公民身份考试 
          （Huddleston 等，2015）。

110　 Banulescu-Bogdan，2012；Bauböck 等，2013；Long 等，2017。

111　 Schmidtke，2018。

112 　欧盟经济和社会委员会（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EESC），2017。 

www.maltaimmigr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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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社区和公民社会组织参与的同时，受移民模式和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当地政府尤其是市

政府在移民融入中所扮演的角色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由于移民的人力资本回报率高，城镇地区

是全世界移民的主要目的地。 113

由于城市是移民 / 融入政策的主要执行地，城市作为融入的空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城市或多或

少地承担了国家的国际责任和承诺，尤其是在住房、医疗、就业和教育方面。 114 一些城市向所有移

民提供服务，无论他们的移民身份为何，确保他们获得住房、医疗、就业和教育的机会。例如，纽

约等城市对所有居民（本国国民和包括非正规移民在内的移民）发放身份证，这使得居民获取大量

服务更为便利，并作为身份识别的手段。 115

一些城市也越来越依靠具有创新性和实效性的解决方案来促进移民融入。例如，一些欧洲城市

就是如此，例如在奥地利或荷兰，它们在全国层面采取行动，推动国家层面的政策转变。 116 在比利

时佛兰德斯地区的一些城市，公共福利中心（Centres for General Welfarer）已经发展起来，用以应对

日益增多的移民数量以及照顾移民的需求。这些中心将各种服务集中在同一屋檐下，例如住房、医

疗和对移民的精神与社会支持。 117 葡萄牙的里斯本采用了类似的一站式服务模式，以促进移民获取

对其融入十分关键的公共服务的机会。 118 

当采取融合多种文化的城市规划来增强多元化社区的包容性和恢复力的时候，城市也可以对移

民融入产生积极的影响。 119 但是，在快速城市化中发展起来的非正式的城市空间中（例如城市周边

的贫民窟），关于移民融入的城市规划可能会带来更多困难。 120 更普遍的是，贫民窟常常逃避国家

和地方政府的管辖，导致例如包括移民在内的居民缺乏获得基础服务的机会。如下面文本框所示，

在非洲的特定环境中，这些非正式的定居点主要在“南方世界” （Global South）国家的城市中形

成，尽管在“北方世界（Global North）”国家中城市的周边地区也在壮大，例如里斯本、雅典和罗

马。

113　Duncan 和 Popp，2017。
114　Robinson，2014；Crawford，2016；经合组织（OECD），2018b。
115　Medina，2015。
116　Scholten等，2017。
117　同上。

118　一站式服务：主流集成。移民城市。参见http://citiesofmigration.ca/good_idea/one-stop-shopmainstreaming-integration/。 

119　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2016a。
120　Duncan和Popp，2017。

http://citiesofmigration.ca/good_idea/one-stop-shopmainstreaming-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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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城市转型情境下的移民与融合

城市化是非洲的一个重要进程。在 1995 年 -2015 年，非洲有着所有大陆中最高的城市变

化率，为 3.44%，城市增长速度比欧洲快 11 倍。
a 在整个非洲大陆，从乡村到城市的迁移率很高，

国际移民也在增加。例如，2013 年，达喀尔地区 72.3% 的居民人口是在该地区外出生的。
b 但

是，国家在为城乡迁移的影响做出规划方面相对缺乏准备。2016 年，非洲所有城市人口中 

67.8%生活在非正式的城市定居点。相比于国家主导的城市规划，地方措施对城市空间有更大

的影响。因此，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非洲国家需要更加协调的城市治理和国家发展规划。
c

　　对西非的研究表明，移民相比于非移民并没有处于劣势，而且城市地区的包容度不仅关系

到移民，也关系到当地人。
d 其他研究指出，封闭式社区是非洲城市化的主要现象之一。在南

非首次出现之后，这些封闭性社区迅速遍布整个非洲大陆。当前的研究集中在这些社区对实现

包容和可持续城市转型的影响。
e 封闭式社区对包括移民融入在内的整体社区凝聚的影响也是

其所带来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些社区会通过增加移民与非移民之间的社会差异而助长隔离。
f

a  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2016b。
b  Okyere，2016。

c  Oyefara，2018。

d  Beauchemin 和 Bocquier，2003。

e  Klaufus 等，2017。

f   同上。

尽管城市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对移民融入（包括移民政策发展）的重要性尚未在全国层面得

到应有的认同。 121 由于认识到移民融入需要得到国内不同治理层级的支持，为促进融入，一些城市已

经出台了自己的政策和行动。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些城市所采取的跨文化路径被描述为“近几十年

来城市对国家主导性的政策反叛”。 122 与一些城市实施“反叛”的个别案例不同，跨文化城市的理念

在过去的十年里越来越受欢迎。例如，在 2018 年，欧洲委员会启动了跨文化城市计划，以支持城市

从多样性中获益。 123 在撰写本报告时，该计划共计有包括欧洲委员会成员国、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

以色列、日本、墨西哥、摩洛哥和美国在内的 135 个国家参与。参与城市依据其跨文化政策、治理

和实践被指数化。 124 关于跨文化城市指数（Intercultural Cities Index）的研究表明，国家所得分数和当

121　 同上。

122　 Zapata-Barrero，2017。

123　 关于欧洲委员会出台的跨文化城市计划，可见于 www.coe.int/en/web/interculturalcities/about。
124　 关于参与国家的名单，见 www.coe.int/en/web/interculturalcities/participating-cities。关于跨文化城市指数（Intercultural

 Cities Index），参见 www.coe.int/en/web/interculturalcities/about-the-index。  

www.coe.int/en/web/interculturalcities/about
www.coe.int/en/web/interculturalcities/participating-cities
www.coe.int/en/web/interculturalcities/about-the-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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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福祉呈正相关关系：政策越具有跨文化性，居民生活质量越高。 125 尽管一些国家的政府认为市政

当局在移民融入的政策制定和治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土耳其就是典型，  126 在其它国家，城市积极

主动的角色已经引起城市和国家层面之间的摩擦。例如，有些庇护城市就是如此，这些城市采取自

己的政策和措施以保护包括处于非正规情况在内的移民。 127 这些政策有时候是为了应对限制性国家

移民和公民政策而采取的，并已将城市建立为能够融入的空间。 128

尽管城市是全球移民治理中的积极参与者， 129 国家政府在扩大城市制定的倡议和在全球范围内

分享优良做法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全球性倡议中，国家越来越认识到城市在组织适当服务以照

顾移民需求中的作用，例如2016年在厄瓜多尔举行的联合国第三次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

（Habitat III Conference，简称“人居三”）通过的《新城市议程》（New Urban Agenda）。 130 通过

全政府（whole-of-government）措施，地方层面的重要性也在《移民问题全球契约》中得到明确认可

并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131 目标15和16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它们都强调了地方层面（包括地方政

府）在为移民提供基本服务、以及使移民和社会能够实现充分的融入和社会凝聚中的作用（见本报

告第11章）。

认识移民的能动性

除国家和地方层面以外，移民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不只是融入政策的被动主体，而且是

自身融入的积极行为体。移民创业可能是他们推动经济融入最明显的例证之一。除了诸如在加州硅

谷的成功故事，那里有半数的高科技公司都是由移民创办的， 132 还存在许多移民创业的例子（见本

报告第 5 章）。例如，叙利亚难民持有的公司就是在难民缺乏正式就业机会以及维持生计的需要下发

展起来的。 133

移民不只是他们自身融入的代理人，还在更广泛地力求社会凝聚的同时，积极地支持其他移民。

在移民倡议的许多其他例子中，一所由刚果难民在乌干达难民营中建立的学校被称为移民儿童融入

的成功案例。自其2009年建立以来，800名小学生继续升入中学，还有40名在世界各地的大学深造。

正如其创办人所说，“我们意识到，通过教育，你不会永远被称作难民”。 134 移民还运用科技来支持

125　 Joki 和 Wolffhardt，n.d。
126　 Duncan 和 Popp，2017。

127　 Lippert 和 Rehaag，2013。

128　 Bauder 和 Gonzalez，2018；同时参见 Pearson，2015。

129　 同时参见“人口流动、移民和发展全球市长论坛”（Global Mayoral Forum on Human Mobility,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可见于  www.migration4development. org/en/events/global-mayoral-forum；以及“全球市长议会倡议”（Global Parliament of 
Majors Initiative），见于https://globalparliamenofmayors.org/。

130　 Duncan 和 Popp，2017。

131　 联合国大会（UNGA），2018a。
132　 Wadhwa 等，2007。在这项研究所报告的 124 家公司中，有 52.4% 表明它们是由移民建立起来的。

133　 MEDAM，2018。关于更多说明，参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for Trade and Development，简 
           称联合国贸发会，UNCTAD）、国际移民组织（IOM）和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8。

134　 Onyulo，2018。

https://globalparliamenofmayors.org/
www.migration4development.org/en/events/global-mayoral-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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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移民在接纳国的融入，通过 Youtube 视频来对抗仇外心理和歧视 135 或利用智能手机应用的发展，

如下文文本框所示。

移民在社区和国家的融入并不需要放弃自己的身份认同或与来源社区和国家的联系。移民越来

越多地扮演着跨国行为体的角色， 136 正如来自危地马拉、已经在哥斯达黎加生活了 30 年的 Daniel 所
解释的那样：

我家可以算是在危地马拉的领土上，但是窗户和门向哥斯达黎加敞开。我家成了一个视

野和文化可以共生共存的地方。

这是生活在他国的最大挑战：有一部分属于这里，有一部分属于那里。你每天活在两个

不同世界的视角中，一种来自祖国，另一种来自东道国。言谈、饮食、文化、世界观：两个

国家在日常生活中相互交织。
 137

尽管如此，移民的跨国生活可能与移民所期望的“定居者”生活有所差异，并且可能导致他们

对接纳国的忠诚受到怀疑。 138 他们可能被视为对社会凝聚的威胁，有遭遇歧视和排斥的风险。但是，

对移民的歧视和排斥可能给移民和接纳地社会带来高昂的代价。例如，一项关于工作中的歧视对在

135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8。

136　 参见 Castles，2003；Levitt，2004；Vertovec，1999。

137　 可见于 http://iamamigrant.org/stories/costa-rica/daniel-matul-0。
138　 Appave 和 David，2017。

移民利用科技实现融入

 如今，科技创新被用来促进移民融入，许多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的开发就是一个例证，这
些应用程序帮助移民在其接纳国寻找出路或与海外移民社群取得联系。这些应用的潜力没有
被移民忽视，例如，安卓和 iOS 平台上的视频游戏“生存”（Survival）就证明了这一点。

 “生存”这款游戏是由直布罗陀海峡的年轻移民、难民和西班牙人，在联合国文明联
盟（Alliance of Civilizat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UNAOC）和
Omnium Lab Studio 的支持下开发出来的。

a 通过这款游戏，他
们以“社会融入的奥德赛之旅，经历迁移所有阶段的社会融入
历程”为形式分享自身的移民经历。

b 这款游戏应用的目标是“使
玩家了解数千人正在面临移民悲剧的现实”，让他 /她“将心比心，
尝试去改变在我们的社会情境下分析这一问题的焦点和视角”。

c

a  可见于 http://omniumlab.com/trabajos/detalle/survival。
b  可见于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omniumlabstudios.peaceapp.survival&hl=en。
c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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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的俄罗斯和爱沙尼亚移民福祉的影响的研究表明，移民受到的排斥会影响其自身的福祉。因

此，所感知到的歧视对两组移民群体的总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都具有负面影响。 139 对移民的排斥还会给

移民对贸易、技能和劳动力供应、文化传播和交流的贡献造成不利影响，而这些贡献正是移民给接纳

地社会带来的主要收益（见本报告第 5 章）。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对移民的排斥会对社会凝聚构成风险。在极少数情况下，社会排斥会成

为暴力极端主义激进化的催化剂。 140尽管由于恐怖袭击并非主要由移民实施， 141这种可能性仍然很低，

对移民的社会排斥所带来的这种结果和代价可以说是极高并且亟待解决的。为了减少社会和社区福

祉激进化的风险，这些构成了增强移民融入时所要考虑的额外因素。

排斥带来的各种代价和移民的能动性使得让移民更充分地参与到移民 / 融入政策的制定中更有必

要。这些政策可以受益于更深入地了解移民如何看待其融入过程、他们的需求是什么以及哪些潜在

的政策应对措施可以更有效地促进其融入。 142 移民在政策层面更加积极的参与也符合《移民问题全球

契约》，因为它强调了帮助移民以实现充分融入和达到社会凝聚的必要性。 143 

139　 Jasinskaja-Lahti、Liedkind 和 Perhoniemi，2007。

140　 Koser 和 Cunningham，2017。

141　 Duncan 和 Popp，2017。

142　 Mustafa，2018。

143　 联合国大会（UNGA），2018a。

移民的观点为融入政策提供信息：移民调查的潜力

 尽管研究越来越多地吸收移民的声音以更好地了解移民对其身份认同和归属感的影响，但仍需
要更多关于移民对其移民进程、自身需求和志向的见解，以了解和评估融入政策对移民生活的影响。

移民调查是了解移民对其自身融入的观点的实用工具，本章对《移民公民调查》的大量引用就
证明了这一点。这项调查由Baudouin国王基金会和移民政策小组试行，调查对象是 7473位在欧盟
之外出生、分别居住在七个欧盟成员国的 15个城市的移民。尽管调查的主要发现已经翻印在附录C
中，调查结论指出，“当下受访移民的生活满意度普遍和其所在居住国的大多数人一样”。但是，
这个积极的论调不应掩盖调查中移民所意识到的融入中的挑战，并且有望在未来推动（与移民融入）
类似的努力，因为自从 2012年调查结束以后，对待移民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好转。

参见 Huddleston 和 Dag Tjaden，2012. 《移民公民调查》的主要发现在附录 C 中有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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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这一章概述了移民融入政策和实践，移民融入的影响因素和阻碍，以及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应对

方式。但是这一章也阐明了在全球范围内解决移民融入问题的难度，因为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国内议题。

《移民问题全球契约》体现了这一点，其中与目标 16 相关的帮助移民和社会实现充分融入和社会凝

聚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愿景性的（参见本报告第 11 章）。

尽管没有普适性的融入方式，由于其高度的个人化和情境化的性质，从本章中仍可总结出三个

主要的政策建议来推动移民融入和社会凝聚：

• 采用全面的融入政策有可能提高融入领域政策应对措施的有效性。如本章所示，尽管重点

有时候放在劳动力市场融入上，不同政策领域是紧密相依的，因为某一特定政策领域的融

入结果可能会对其它政策领域产生影响。相反地，缺乏全面的融入政策可能给移民和接纳

地社会带来高昂的代价。如果没有其他领域的配套措施和连贯的政策战略的支持，某一特

定政策领域的单一政策应对措施可能就无法促进移民的整体融入。其风险不仅在于移民最

后会被排斥和边缘化，还在于会在接纳地社会产生破坏社会凝聚的社会紧张局势。

• 在一系列相关政策领域，更具包容性的政策应对措施将带来更深远和更持久的融入结果。

尽管这可能听起来合乎逻辑，在语言要求、政治参与和入境方面则尤为显著。相比之下，

更具限制性的政策有适得其反的风险，尤其是用于移民管理的时候。旨在确保来团聚的家

庭成员能够融入接纳地社会的家庭团聚条件，尤其是入境前语言考试，实际上可能会在损

害移民担保人及其亲属融入的情况下限制受益于家庭团聚的移民数量。

• 地方行为体和移民已经发挥的重要作用要求他们进一步加强在制定和（再）评估国家融入

政策中的参与。城市更多的参与和赋权将有助于缓解地方和国家层面之间由于在如何促进

融入方面的分歧所形成的紧张局势。作为融入的主要发生地，城市和其它地方政府也最适

合了解融入的挑战和切实可行的优良做法。而对移民来说，他们对政策制定的参与到目前

为止还不能反映他们在实践中对自身融入和其他移民融入的积极程度。如果今天他们的声

音被更多人听到，他们的融入需求和抱负还有待更深入的探讨和考量，以提高融入政策的

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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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移民与健康：当前问题、治理和知识缺口 1

第一个方面——移民健康，可以被定义为移民与其来源和目的地的大众之间的健康差异，以及

不同迁移情境（例如劳务移民，国际和国内流离失所，或非正规移民）下的差异。移民个体是否会

经历健康状况的改善或衰退，部分取决于他们在迁移前、迁移途中以及迁移后健康状况的多个因素

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因素（被称为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包括是否获得安全的过境方式、优质住

房以及医疗服务。

第二个议题——公共卫生，着重于迁移对人口健康的影响，包括健康的移民如何促进社会与经

济发展，以及朝向实现全民健康覆盖（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UHC）的全球目标的进展，该目标

旨在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负担得起的优质医疗服务。 2 然而，如果管理不善，迁移可能对大众健康造

成负面影响。例如，为获取（移民）证件而挣扎的移民母亲由于担心被捕、拘留或驱逐出境而可能

无法及时为其孩子获得医疗服务，包括疫苗接种。这可能导致麻疹等传染病在边界内外传播，从而

对人口的整体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

第三个议题涉及卫生系统对移民和健康的应对。通过“将移民与健康纳入所有政策”（MHiAP）
的方式制定对移民敏感（migrant-sensitive）的医疗保健对策及对移民健康的监测，可以满足移民的健

康需求。管理不善、不适当或者具有歧视性的移民和卫生系统应对措施可能会对移民及与之互动的

社区的健康产生多重负面影响。

第四个议题关于移民与健康的全球治理。这涉及将移民和健康纳入全球治理进程主流的方式，

包括确定实现这个方式的关键战略机遇。

1　 Jo Vearey，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非洲移民与社会研究中心与爱丁堡大学非洲研究中心；Charles Hui，渥太华大学医学院教 
       员；以及 Kolitha Wickramage，马尼拉国际移民组织全球移民移民健康研究和流行病学协调员。

2　 全民健康覆盖 2030（UHC2030），2017。

 引言

移民与健康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而复杂的关系。迁移可能导致更大的健康风险，例如那些在危险

环境中工作且无法获得可负担的医疗服务的移民劳工人迁移也可以与健康状况的改善联系起来：例如，

从充满迫害和对暴力的恐惧的环境转移到安全的环境。在本章中，我们研究了移民与健康的四个关键

方面：（a）移民个体的健康（“移民健康”）；（b）移民影响人口健康的方式（“公共卫生”）；

（c）卫生系统的应对；以及（d）移民与健康的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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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探讨了这四个关键议题。它首先对定义和决定因素进行了简要概述，然后对决定各种移民群

体的健康脆弱性和恢复力因素进行概述。此后，它略述了卫生系统的应对以及当前关于移民和健康

治理的方法，强调了关键证据缺口，并在本章结束时强调了对有效的移民和健康治理予以投入的重要

性，以及如何完善当前方法。

移民与健康：重要事实

• 良好的健康包括心理，社会适应力以及身体的健康。
a 移民与健康领域包括由人口流动所

引起的健康问题（例如传染性疾病的传播），并应囊括移民背景下所有方面的福祉与所

有受影响的人，包括移民家庭以及在迁移旅程的所有阶段与移民产生互动的社区的公共

卫生。
b

 

• 迁移的人通常比在原住处不动的人更健康，并且可能表现出人们所知的“健康移民效应”。
这意味着，进行迁移的人与（长期）居住在其离开的社区和其所到达的社区中的人相
比，通常更健康且寿命更长。

c 健康脆弱性和恢复力因素是动态的，并会随着时间而变
化，如果移民没有被适当地管理，这种被提升的健康状况可能会因迁移后恶劣的生活和
工作条件而被侵蚀。

d
 

• 移民并非必然地更容易受到不良健康状况的伤害。与迁移旅程的不同阶段（迁移前、途
中、到达和返回）相关的条件可能会对健康产生负面或正面影响。

e
 

• 许多移民难以获得医疗服务。尽管人权准则中有关于健康权的规定，并提倡为所有人实
现全民健康覆盖，各国的义务仅限于向非正规移民提供最低限度的基本紧急医疗服务。

f 

即使是正规移民有时也面临法律障碍、种族主义和腐败，这阻碍了他们获得医疗服务。
g 

此外，移民经常无法充分利用医疗服务及（被迫）延迟寻求医疗服务。
h

 

• 健康的移民可以使社区的健康状况受益。例如，确保移民工人的健康，移民工人可以通
过侨汇的方式提高家庭成员的社会经济地位，从而提升获得医疗服务和教育的机会。

• 医疗服务提供者在管理提供给移民的服务上面临着挑战，包括：语言和文化障碍，提供
服务的医疗系统内的资源限制，以及职业准则 / 道德与限制移民医疗权的国内法律之间

的矛盾。

• 需要战略领导和投入，以建立移民管理系统和卫生部门之间的联盟。需要采取多部门行
动来支持建立多个治理团体中移民治理与卫生治理参与者之间的联盟，这些治理团体包

括国家，公民社会（包括移民团体），私营部门和学术界。
i
 

• 在移民与健康领域的投入能支持社会与经济发展。在监测和减少健康风险方面进行投入
是维持移民健康的关键，并能因此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全球健康目标上取得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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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i
j

• 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提升移民与健康研究能力，特别是在中低收入国家内部。现有研
究成果不成比例地集中于少数类别的移民与健康问题，以及集中于对去往和来自高
收入国家的移民行为的研究。

j

定义与决定因素

世界卫生组织（WHO）将良好的健康定义为“身体，精神以及对社会适应力全面健康的状态，

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者虚弱的状态。” 3 在身体健康以外，这种对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力健康的认

识是至关重要的，并且它强调了从整体上看待健康的重要性。一个人的健康状况不仅取决于其能否

获得医疗服务，还取决于多种因素，它们被称为“健康的决定因素”。图 1 显示了健康的决定因素

如何在整个迁移周期中适用于移民。个体决定因素指诸如年龄、性别和疾病的遗传易感性，以及在

给定背景下的流行病学特征和与之相关的疾病风险等因素。结构性决定因素通常被政治性调节（例

如法律框架和社会对移民的态度），并且这些因素可能导致一系列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对于移

民而言，健康的结构性决定因素包括与迁移旅程中不同阶段（迁移前、迁移中、迁移后以及返回（对

部分人而言））相关的条件。

与迁移旅程的不同阶段相关的各种法律框架是移民健康的结构性决定因素。这是因为移民在一

个国家的法律身份可以决定多个方面的结果，例如他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获得安全的工作条件，以

及医疗服务的质量和可负担性。如图 1 所示，健康的多个决定因素（包括个体因素和结构性因素）

都可能对健康产生正面和负面影响。例如，非正规移民不太可能在正规部门找到工作，并且不得不

依赖不稳定的非正规部门，那里的工作常常是不安全且非法的。因此，非正规移民更可能遭受不良

健康状况的威胁，包括增加传染病、暴力和受伤的风险。他们可能在获得优质医疗服务方面面临许

多挑战，获得社会保护服务的机会也非常有限（如果有的话）。

3　 世界卫生组织（WHO），1946。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1946。 

Wickramage 等，2018b。
Aldridge 等，2018。
同上。

IOM，2004。
Lougarre，2016。
移民脱贫组织（Migrating out of Poverty），2017。
Suphanchaimat 等，2015。
Khan 等，2016；Vearey 等，2019；Wickramage 和 Annunziata，2018。  
Sweileh，2018。



移民与健康：当前问题，治理和知识缺口212

图
1.

 整
个
迁
移
周
期
中
移
民
健
康
的
决
定
因
素

迁
移
前
阶
段

•
超
出
个
人
遗
传
和
生
物
学
特
征
的
迁
移
前
因
素
包
括
：
原
籍
地
的

流
行
病
学
特
征

（
例
如
流
行
性
，
传
染
性
和
慢
性
疾
病
模
式
）
，

环
境

、
政
治
和
个
人
层
面
的
风
险
和
事
件
，
例
如
因
长
期
冲
突
、

人
权
侵
犯
和
人
与
人
之
间
的
暴
力
造
成
的
创
伤
。

•
健
康
状
况
会
受
到
目
的
地
的
卫
生
部
门
（
医
疗
服
务
公
平
性
，
覆

盖
范
围

，
服
务
质
量
以
及
可
及
性
）
和
可
负
担
的
、
轻
便
的
医
疗

保
护

/保
险
体
系
的
影
响
。

•
语
言
，
文
化
和
地
理
上
和
目
的
地
的
接
近
程
度
。

返
回
阶
段

•
不
在
来
源
国
的
时
间
。

•
与
原
籍
家
庭
、
住
宅
区
、
社
区
重
新
融
合
。
家
庭
冲
突
与
和
睦
涉

及
多
个
决
定
因
素
（
例
如
债
务
水
平
等
家
庭
因
素
，
以
及
诸
如
移

民
家
庭
中
决
策
权
的
重
塑
等
其
他
因
素
）

•
虽
然
某
些
移
民
群
体
（
例
如
移
民
工
人
）
可
能
会
返
回
到
因
侨
汇

流
量
而
受
益
、
增
加
促
进
健
康
状
况
的
金
融
和
社
会
资
本
的
良
好

家
庭
环
境
中
，
但
其
他
移
民
群
体
（
例
如
非
正
规
移
民
或
被
遣
返

的
人
）
可
能
更
容
易
因
他
们
的
旅
行
在
身
心
健
康
上
累
积
的
代
价

受
到
伤
害
。

迁
移
中
阶
段

•
旅
程
的
时
长
、
环
境
和
条
件
。

•
是
个
人
迁
移
还
是
集
体
迁
移
。

•
暴
力
、
剥
削
和
其
他
形
式
的
虐
待
。

•
迁
移
条
件
和
方
式
（
特
别
是
针
对
非
正
规
移
民
）
。

到
达
和
融
合
阶
段

•
国
内
移
民
政
策
和
法
律
框
架
通
常
会
根
据
移
民
的
法
律
地
位
来
管
理
移
民
获
得

医
疗
服
务
的
机
会
。

•
目
的
地
的
流
行
病
学
特
征
、
环
境
和
政
治
风
险
。

•
移
民
及
其
家
人
的
健
康
风
险
行
为
和
脆
弱
性
可
能
会
随
着
时
间
而
改
变
。

•
语
言
和
文
化
价
值
。

•
异
类
化

（
O

th
er

in
g ）

、
种
族
主
义

、
社
会
排
斥
、
歧
视
、
剥
削
可
能
会
阻
碍

 
人
们
获
得
医
疗
服
务
。

•
对
语
言
和
文
化
敏
感
（

Li
ng

ui
st

ic
al

ly
 a

nd
 c

ul
tu

ra
lly

 s
en

si
tiv

e ）
的
医
疗
服
务

 
的
提
供
。

•
家
庭

/伴
侣
的
分
离
和
压
力
。

横
切
方
面

性
别
、
年
龄
、
社
会
经
济
地
位
、
遗
传
基
因

移
民
及
其
家
庭

的
健
康

来
源
：

改
编
自

G
us

hu
la

k，
 W

ee
ke

rs
和

M
ac

Ph
er

so
n，

20
09
；
国
际
移
民
组
织
（

IO
M
）
，

20
08
。



《世界移民报告 2020》 213

移民健康

移民与健康领域探讨了在移民与接纳地民众之间，以及不同移民群体之间的健康模式，包括在

接纳地民众可能难以满足自身心理、社会适应力和身体健康需求的状况下（的健康模式）。 4 出于多

种原因，探索这些模式很重要。首先，经过数十年发展的公共卫生战略认识到了包容性的重要，即

应对传染病控制（例如通过免疫计划）需要整个社会的参与。必须避免将某些亚群体（例如移民群体）

排除在外。 5 结核病（TB）、艾滋病、乙型肝炎、丙型肝炎和能通过疫苗预防的疾病对移民人群造成

了沉重负担。为这一重要群体在监测、筛查和接触医疗服务方面解决困难对于实现国家和地区的公

共卫生目标至关重要。 6 其次，针对特定亚群人口（例如移民群体）开发的一些与健康相关的干预措

施可以为人口整体提供或带来健康方面的益处。 7 第三，确保移民在迁移之前、迁移途中以及迁移之

后的最佳健康状态，使他们能最大程度地融入当地社会并做出贡献，促进他们对原籍地家庭的支持，

并最大程度地减少目的地国与移民自身产生的与健康相关的潜在费用。 8 即使在严重的流离失所（例

如大规模难民潮）情况下，直接的健康问题（以及食物和住所）也是主要关注点，为了个人、当地

社区和更广泛社会的利益，需要有专门的资源来满足这些重要需求。 9

　　理解健康的脆弱性和恢复力对于移民与健康领域至关重要。移民不是一个同质群体，他们的健康

需求，健康脆弱性和恢复力因素也不是。性别是一个特别需要考虑的关键维度（请参见下面的文本框）。

4　 Lee，Sim 和 Mackie，2018；Thomas，2016。
5　 Thomas，2016。
6　 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European Centre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2018。
7　 Chung 和 Griffiths，2018；Thomas，2016；Wild 和 Dawson，2018。
8　 Lu 和 Zhang，2016；Wickramage 等，2018b。
9　 Abbas 等，2018；Griswold 等，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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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技能”劳务移民的死亡率与虐待中的性别维度

  在全球范围内，男性（58.4%）国际移民工人的比例要高于女性（41.6%）
a
。男性在制

造业和建筑业中占主导地位，而女性移民工人主要从事服务业工作（近 74%），例如家政服
务——通常是在危险的工作条件下工作。

b 系统性的调查表明，女性家庭佣工有一系列健康脆
弱性，包括难以获得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务。

c 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特别是对流动的限制
和领取不到报酬，进一步加剧了女性家庭佣工遇到的困难。

 尽管媒体广泛报道了这种现象，但有关女性移民工人的虐待现象的实证研究也十分有限。
研究表明，对待女性移民工人的虐待有多种形式，包括身体、性、情感、心理、精神和言语
虐待，以及财产上的剥削。

d

a  国际劳工组织（ILO），2018。
b  国际劳工组织（ILO），2015。
c  Benach 等，2011；Malhotra 等，2013；Senarath，Wickramage 和 Peiris，2014。
d  Benach 等，2011；Malhotra 等，2013；Murty，2009；Senarath，Wickramage 和 Peiris，2014；国际移民组织（IOM）， 
    2017b。

健康脆弱性可以被定义为个人无法预期、应对、抵抗和从疾病或流行病的影响中恢复的程度。 10

虽然最常见的情况与社会经济地位低下有关，但在人们面对风险、打击或压力（包括在迁移途中或

之后），处于孤立、不安和无防备的状态时，也会出现健康脆弱性。另一方面，健康的恢复力取决

于个人能否获得应对健康威胁或者对抗健康危害影响的资源。这些资源可以是身体的或物质的，但

也可以通过个人及其社交网络的技能或者属性获得。

一些移民比他们所离开社区和所到达社区中的人们更加健康，显示出其对所遭遇的健康挑战的

恢复力水平。 11 但是，这些健康益处可能很快消失。移民可能难以获得健康方面的积极决定因素，从

而导致一系列健康脆弱性，这些脆弱性在移民人口中要比在当地人口中更显著。例如，移民女性的

产前和产后并发症通常更为严重。不仅与孕产相关的医疗服务经历带来的影响可能是负面的，而且

心理健康障碍、产妇死亡率和早产的风险也增加了。 12 一次对寻求庇护者和难民的围产期健康后果和

护理的系统性综述表明，移民女性产生围产期心理健康障碍（如产后抑郁症）比接纳国女性更频繁。

该研究还表明与子痫前期 / 子痫和血栓有关的移民女性的相对死亡风险是（接纳国女性的）两倍。

如表 1 所示，那些健康脆弱性最大的移民处于一些特定状况下，这些状况会削弱他们预测、应对、

抵抗与迁移过程不同阶段相关的变化和挑战，并从中恢复过来的能力。一些移民可能在危险的旅途

中遭受创伤、剥削和虐待。他们可能会遭受社会心理压力、营养缺乏、脱水、传染病、缺乏医疗服

10　 Grabovschi，Loignon 和 Fortin，2013。
11　 Spallek 等，2016。
12　 Heslehurst 等，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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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Sweileh 等，2018。

务或后续治疗，并面临某些环境下的不健康后果，例如移民拘留中心或非正式及非法的工作环境。

关于这些问题的文献主要来自于高收入的（移民）目的地国，此类文献重点关注特定的健康问题、

移民类别和来源国。 13 一些文献将不同的移民群体结合在一起进行描述性研究，而大多数文献没有

与接纳地人群进行比较。由于这些原因，从有限的数据中进行概括会很难，但是许多健康问题在各

个研究中都是一致的，如表 1 所示。

表 1. 处于易受伤害状况的特定移民群体主要健康问题概要

非正规移民

被拘留的移民

儿童移民和无人陪
伴的未成年人

留守儿童

留守成年看护人

• 获得医疗服务有限 / 无法获得医疗服务

• 对预防性和初级医疗服务的支付能力有限

• 获得安全合法的工作机会有限 / 无法获得安全合法的工作机会

• 害怕被驱逐出境会对情绪健康和心理健康产生多重影响，并影响其寻求医疗
服务的意愿 a

• 拘留处的条件通常是惩罚性的、类似监狱的条件，获得的医疗护理服务有限

• 无限期拘留加剧了极端忧虑，并使认知、身体和情绪恶化

• 抑郁和自杀念头产生的概率急剧增加

• 移民儿童可能与父母一起被拘留或与家人分开，缺乏获得教育或玩耍的机会 b

• 预防性健康干预措施（例如免疫接种）可能会中断

• 社会孤立和与家人的分离严重限制了在有需要时寻求医疗服务的能力

• 即使定居下来，心理健康障碍仍然存在

• 用于解决移民申请的年龄确定过程存在争议，并且充满不精确和道德挑战 c

• 可以用来购买食物和用于教育的侨汇的潜在利益

• 焦虑、抑郁、自杀念头、药物滥用及生长障碍的风险增加 d

• 照顾留守儿童对老年看护人造成的负担过大，对社会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造
成负面影响

• 与没有移民子女的老年父母相比，留守的老年看护人抑郁、孤独、认知障碍
和焦虑程度更高，社会心理健康得分较低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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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同性恋者（Lesbians）、
男同性恋者（Gays）、
双性恋者（Bisexuals）、
跨性别者（Transgender）
和双性人（Intersexuality）

合称“LGBTI”移民

人口贩卖幸存者

• 可以进行移民以远离暴力、歧视和迫害

• 与“为寻求庇护而不断证明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认同”的需要有关的创伤

• 深度的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自杀和药物滥用 f

• 深度的身体暴力和性暴力，以及工作场所带来的伤害

• 高频率的抑郁、焦虑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自杀未遂

• 长期威胁、过长的工作时间、恶劣的生活条件及对自由的严重限制 g

来 源：（a）Hacker 等，2015；Martinez 等，2015；Winters 等，2018；（b）Filges 等，2015；Robjant，Hassan 和 
 Katona，2009；Sampson 等，2015；（c）国际社会儿科和儿童健康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ocial  
Pediatrics and Child Health，ISSOP），2018；Jensen，Skårdalsmo和 Fjermestad，2014；（d）Fellmeth等，2018；（e） 

 Graham，Jordan 和 Yeoh，2015；Siriwardhana 等，2015；移民政策研究所（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2015；Thapa 等，2018；（f）White, Cooper 和 Lawrence，2019；（g）Kiss 等，2015。

注：（各类）移民群体并非是互斥的（可能会有重叠）。“非正规移民”的含义在本报告的第二章已有所讨论。

公共卫生

和移民与健康有关的第二个方面是迁移如何影响民众的健康（公共卫生）。 如上所述，移民在

满足其心理、社会适应力和身体健康需求方面可能面临挑战。能力有限或无力获得健康的积极决定因

素（见图 1）的移民可能会经历不良的健康结果，导致公共卫生上的各种后果。这种情况本身可能是

在获得有保障的收入方面遇到困难的结果，可能与获取合法工作所需证件所涉及的挑战有关。如果

他们无法获得及时的检测和治疗，则疾病进一步传播给社区内其他人的机会将会增加，可能会为接

纳国的医疗系统招致不必要的花费。必须认识到的是，媒体往往夸大了人们对移民与健康的普遍表述，

有时候这是反移民政治议程的一部分，在此类议程中，移民被定位成对公共卫生的威胁。

无论何种环境，如果移民仅在病重时才获得医疗服务，那么额外的花费将给医疗系统带来负担。

相反，易于获得的医疗服务（包括预防性和治疗性医疗服务）使移民的健康问题能够在病重之前得

到解决，从而降低了医疗系统的总体成本。考虑传染病问题时，在尝试继续治疗诸如结核病和艾滋

病之类的慢性传染病的同时延迟寻求治疗或其遇到的挑战可能会对民众造成负面影响，因为疾病继

续传播感染的可能性可能增加。在跨国界迁移的情况下尤其如此；此类情况下延迟寻求医疗服务与

多种因素有关，包括害怕在没有合法身份的情况下接受公共服务，或者完全拒绝获得医疗服务提供

者的服务。在实行限制性移民制度的国家中，“庇护城市”的出现部分源于“确保无论个人的移民

身份如何均可获得医疗服务”的需要。“庇护城市”运动立足于人权原则和健康公平方法，这些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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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和方法优先考虑无证移民获得医疗服务的渠道。 14 例如，在美国的两处庇护地区接受医疗服务的墨

西哥移民中，无证移民与有证移民在与医生交流的报告以及糖尿病管理措施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寻

求医疗服务的人在那里并未被询问移民合法身份，其移民身份也没有被报告给移民官员。无证移民

取得了相当于有证移民获得的临床结果，并报告了与有证移民和在美国出生的墨西哥人相似的医疗

服务经历。 15

一些移民群体（包括难民、寻求庇护者和非正规移民）可能特别容易受到传染病的侵害，并经

历比接纳国民众更差的健康结果，或者他们本身来自于某些传染病的高发地区；这些群体可能从有

针对性的筛查和干预中受益。 16 他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旅程（包括被迫从医疗服务严重受损

的冲突地区转移）可能导致疫苗接种安排中断，这对移民个体和受移民影响的社区造成潜在的负面

的公共卫生影响。 17

国境内和跨国界的移民都是控制传染病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此类案例之一就是 2014 年西非埃博

拉疫情的爆发（参见下面的文本框）。另外一个例子涉及对疟疾的干预措施。这些都需要仔细考虑

移民行为，这一因素已被证明会影响诊断并对获得治疗的机会以及治疗的持续性产生负面影响；它

可能导致抗疟药耐药性传播。 18 此外，在疟疾已经消除的国家中，通过迁入移民而再次产生的疟疾对

跨境疟疾控制提出了进一步的挑战。 19 鉴于移民行为在传染病控制中的重要性，其已被纳入《国际卫

生条例》和全球卫生方面的重要疾病控制计划。 20 例如，世界卫生组织“2015 年后全球结核病战略”

已将移民和跨边境问题作为结核病低发国家的优先行动领域。 21

14　 Aboii，2016。 
15　 Iten 等，2014。
16　 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European Centre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2018。 
17  Hui 等，2018。
18  Lynch 和 Roper，2011。
19  Cotter 等，2013；Jitthai，2013；Pindolia 等，2012。 
20  Lönnroth 等，2015；Wickramage 等，2013；世界卫生组织（WHO），2015。
21  Lönnroth 等，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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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与疾病控制——埃博拉病毒案例

 出于正式 / 非正式贸易、文化活动、就业、教育和卫生目的的国内移民和跨境流动仍是
西非许多社区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那里，人员、商品和服务的自由迁移被认为是实
现区域一体化、繁荣和发展的关键。

a 位于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几内亚交界处的，对贸易和
商业至关重要的基西三角边境地区在 2014 年成为埃博拉病毒传播的中心。几内亚和塞拉利昂
之间的弗雷卡里亚 - 坎比亚轴线是持续传播病毒的另一条人员流动走廊。仅在 2015 年 7 月，
在坎比亚（塞拉利昂）确诊的埃博拉病毒疾病（EVD）阳性病例的七个传播链中就有四个与
弗雷卡里亚（几内亚）的 EVD 阳性病例相关。边界两边的社区有着牢固的家庭联系。跨境迁
移是这些社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主要通过不受管制的过境点进行。在某些情况下，当局以
限制 EVD 传播为理由对人员流动进行了限制，以禁止跨境迁移。对西非地区的贸易和经济的
影响估计为 16 亿美元（占三个受影响最严重国家 GDP 总量的 12%）。

b 被数十年来的冲突所
削弱的卫生系统，以及沿流动路径进行卫生和疾病监测的人力资源不足，破坏了有效的疾病
控制措施。必须采取循证的方法来确定人口流动的走廊并了解人员流动的主要驱动因素，这
对于有针对性的疾病预防、发现和应对工作（特别是在边境地区），同时维护各国的贸易和
经济利益至关重要。

  国际移民组织（IOM）在当局政府和地方社区的支持下，最早于 2014 年 12 月开始绘制
几内亚和马里之间的跨境和国内人口流动图。这些信息随后被与流行病学数据相对应，从而
可以进一步分析迁移者在其流动统一体中的脆弱性。随后，几内亚和塞拉利昂之间的弗雷卡
里亚 - 坎比亚边界，以及利比里亚 - 塞拉利昂边界也实施了类似的举措。此后，人口迁移地图
已经扩展到包括弗里敦和洛科港沿岸的几个海上登陆点，以及塞拉利昂坎比亚和洛科港区之
间的境内迁移。在所有这些地方都设立了健康检查和感染预防控制措施的装置，从而提高了
这三个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及其邻国的监测和应对能力。

a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6。
b  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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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系统的应对

移民与健康的第三个方面是卫生系统如何对移民与健康做出应对。卫生系统本身是健康的决定因

素，并且根据各国的政策和法律框架，移民可能无法获得充分、公平和负担得起的医疗服务，且 / 或
当地卫生系统可能没有足够的能力管理移民的健康需求。例如，在长期陷入危机的国家中，逃离冲

突地点并与家人一起寻求庇护的移民儿童由于来源国医疗服务的中断，更有可能未完成疫苗接种目

标。在提供医疗服务的地方，某些移民群体可能会由于语言障碍而难以表达症状和理解对治疗的说明。

疾病因果关系的不同文化结构，例如与心理健康有关的文化结构，对有效的临床管理提出了挑战。 22

他们也可能在处理不熟悉的卫生和服务系统时遇到困难，尤其是当他们来自卫生系统严重受损的国

家的时候。

对高收入国家向移民和难民提供医疗服务过程中所报告挑战的系统性文献综述确定了医疗服务

挑战的三个主要专题：沟通、医疗服务的持续性和信心。 23 交流对于显著诊断和治疗路径非常重要。

是否有来自移民社区的训练有素的口译员可用被认为是提供对移民敏感（migrant-sensitive）的医疗服

务的关键方面。需要强调对这类口译员的培训，以确保用符合伦理和专业的方式进行医疗咨询。医疗

服务的持续性与移民对医疗系统的理解、医疗系统不同部分的整合和病例管理等因素有关。信心是第

三个最常被提到的话题，它与对医疗服务提供者的信任有关，这确保了医疗服务供给的文化敏感性

和移民的能动性。研究表明，在没有建立信任关系的案例中，患者依靠使用传统药物和来自其社区的，

受信任的“自己的资源”进行治疗。相对地，一项调查为移民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疗服务提供者的看法、

态度和做法的系统性综述发现，他们不仅受到语言和文化障碍的挑战，还受到工作场所资源限制，

以及职业道德和限制移民获得医疗服务权利的国内法之间的不协调的挑战。 24 在与民间团体一起管理

此类临床病例时，医疗服务提供者使用创新方法来确保医疗服务供给。

改善系统应对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发展“对移民敏感（migrant-sensitive）的卫生系统和计划，

旨在将移民的需求纳入医疗服务、筹资、政策、规划、实施和评估的各个方面”。 25 如附录 A 所述，

这包括采取以下措施：确保提供具有文化敏感性和语言多样性的医疗服务；能够获得基本医疗服务；

将非公民群体纳入国家防灾和应对计划；以及在常规卫生信息系统内建立报告机制，以合乎道德的

方式管理数据来规划移民的需求。 26 在国家级的防灾和应对战略中，移民 / 非公民常常被排除在外。 27 

22　 Fortier，2010。
23　 Brandenberger 等，2019。
24　 Suphanchaimat 等，2015。
25　 Siriwardhana，Roberts 和 McKee，2017。
26　 Mladovsky，2013；Pottie 等，2017；世界卫生组织（WHO），2010b。
27　 Guinto 等，2015；Wickramage 等，20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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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与健康的指标和计量

有关健康状况、结果和社会决定因素的准确的移民健康数据是确保更好地监测和改善健康以及

提供适当且可获得的医疗服务的必要前提。 《世界卫生大会（WHA）关于移民健康的决议》（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 resolutions on migration health）（61.17， 2008；70.15，2017）和《安全、

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 28 呼吁各国政府更好地管理移民健康数据，以制定循证的政策和实施干

预。然而，第二届全球移民健康协商会（2017） 29 及随后的学术委员会 30 指出，移民健康数据的可及

性、质量和联系非常不稳定，尤其是在中低收入国家。国际组织及其成员国在推进国家、区域及全

球各层面改善移民健康数据收集和分析的举措方面也进展甚微。

国家级的健康数据来源有很多种。第一种是从机构注册表或基于普查的数据源中获得的健康数

据。这些数据包括诸如获取人口动态统计的出生和死亡登记簿和针对特定疾病的登记簿，例如针对

癌症、结核病和疟疾的登记簿。第二种来源是可以定期收集的健康调查数据，例如人口统计和健康

调查。研究数据是提供有关特定社区或疾病梯度特定信息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最后一类来源较多样

化，例如来自移民健康评估的数据，难民营环境中的健康信息系统，以及诸如全球疾病负担项目等

大数据项目。 31

对欧洲移民健康数据收集实践的一次叙述性回顾表明，大多数欧盟国家在医疗服务利用或疾病

登记方面没有收集有关移民健康的数据，而那些收集了移民健康数据的国家使用的分类和定义不

同，因此数据在各个国家之间并不总是可比的。 32 卫生信息系统，监测系统和疾病登记系统没有系

统性地采集移民变量。 33 仅有少数几个进行人口统计和健康调查的国家（例如哥伦比亚和厄瓜多

尔）的数据中包括了移民模块，它们按出生地收集数据。瑞典是一个例外情况，该国在其年度生活

状况调查中包括了基于移民或居住状况的分类数据。人们被分类为第一代、第二代移民或非移民。 34 

数据保护和道德考量的原则对移民健康数据的收集、分析、传播和连接至关重要——不仅是由

于种族、族裔和健康的历史框架， 35以及受到污名化、排斥或（对无证移民而言）驱逐出境的可

能。36  “移民融合政策指数（MIPEX）健康链”项目体现了采集卫生系统中移民融入的程度从而采

取实施健康平等的措施的努力。MIPEX 健康链提供了一种调查工具，旨在调查政策影响移民健康和

促进平等的程度，从而可以在不同国家背景之间进行比较。 37 

28　 《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的目标 1 强调需要收集和利用准确分类数据作为循证政策的依据；此外，目标 3 强 
调了需要及时提供移民各个阶段的准确信息。《契约》解释说，在改进的移民数据收集方法上的投资“有利于开展研究”， 
并“指导连贯一致的循证决策和充分知情的公共言论”，从而可以有效地监测和评估承诺的执行情况。

29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c。
30　 Abubakar 等，2018。
31　 可参考 www.healthdata.org/gbd （访问日期：2019 年 7 月 24 日）。

32　 Rechel，Mladovsky 和 Devillé，2012。
33  Giorgi Rossi 等，2017；Riccardo 等，2015。
34  Mladovsky，2013。 
35  Bhopal，1997。
36  Hiam，Steele 和 McKee，2018。
37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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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卫生系统的背景下，一次“将移民与健康纳入所有政策”（MHiAP）的应对（效仿世界卫生组织“将

健康纳入所有政策”（HiAP）方法 38，并借鉴了 MIPEX 健康链 39）旨在让移民与健康领域所有的重

要治理参与者与部门参与其间；斯里兰卡国家移民健康政策和行动框架的制定就是一个实际行动的

例子（参见下面的文本框）。

38　 Juárez 等，2019；世界卫生组织（WHO），2014。
39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a。

移民融合政策指数健康链

移民融合政策指数（MIPEX）健康链是一种调查工具，旨在调查政策影响移民健康和促
进平等的程度。

a 它涵盖了被认为对确保健康平权至关重要的四个维度：（a）根据国内法律和
政策框架享有的医疗保障权利；（b）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c）应对能力，例如对语言和
文化敏感性的应对；（d）实现变化的措施，例如数据收集和研究，以更好地为服务提供信
息。 “将健康纳入所有政策”（HiAP）原则的跨部门应用以及移民健康政策的主流化也包括
在内。 2017 年，对健康后果和融合政策之间关联的现有证据进行的一次范围界定性综述 b 结
果显示，大多数研究都将 MIPEX 纳入国家移民融合政策的衡量标准。数据显示，在实行强有
力的融合政策的国家中，移民与公民之间以及移民群体之间的健康差距得到了减少。

c

a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a。
b  Siriwardhana，Roberts 和 McKee，2017。
c  Ingleby 等，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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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制定国家移民健康政策和行动框架的经验

 移民一直是斯里兰卡在南亚地区发展的催化剂。斯里兰卡既是劳动力输出国（超过 200
万斯里兰卡公民在国外工作），又是一个劳动力接收国——越来越多来自印度和中国等国的
移民工人来到这里参与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例如新公路、海港和机场项目）。预计这种发展
将进一步增加本岛和岛内的人口流动性。持久内战的结束让斯里兰卡难民从印度和其他国家
返回，更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返回了其原籍地。

  因此，应对一系列动态的人口流动带来的卫生挑战就变得很重要。鉴于解决移民与健康
问题的跨部门性质，斯里兰卡政府采用了包括民间团体、联合国、学术界和移民倡导者在内
的“全政府”参与方法，以推动 2013 年启动的国家移民健康政策和行动计划。斯里兰卡是少
数拥有专门的移民健康政策框架（包括所有移民类型）的国家之一。

a 这些框架的进程由卫生
部牵头，在跨部门机制的主导下，与国际移民组织（IOM）建立了技术伙伴关系。斯里兰卡
政策发展的一个特点是强调循证的方法来指导干预措施 / 政策制定。在三年时间里，斯里兰卡
成立了国家移民健康研究委员会，聘请本地和国际研究人员确认知识缺口，进行实证研究并
收集有关入境、境内和出境移民流的移民健康数据。斯里兰卡采取了务实的、行动导向的方法。
例如，其制定了“国家边境卫生战略”，以增强入境处更好地准备和应对卫生安全风险与为
回国女性移民工人争取更多的社会心理支持的能力。

推进《国家移民健康政策》的主要经验包括：

a. 投入于循证的方法；

b. 确保部门间的协调；

c.通过参与性方法使来自民间团体、学术界、业界和移民群体本身的不同利益相关者参与；

d. 利用网络应对紧急问题（不仅侧重于政策制定）；

e. 嵌入问责框架；

f. 保障全球卫生外交，以及对区域和全球处理程序的参与。

附录 B 中提供了一项扩展的案例研究。

a  Wickramage，De Silva 和 Peiris，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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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专业人员的迁移

以应对全球医疗专业人员短缺为目的而进行的医疗工作者迁移需要专门和有效的管理，包括其

来源国卫生系统的能力构建、良好实践的促进，以及防止医疗工作者迁移带来的负面影响。医疗工

作者的可及性和疾病负担之间存在着全球性的不平衡。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医生和护士的密

度最低，疾病负担也最高。 40 得到妥善管理的医疗工作者迁移可以在总体发展以及卫生系统能力建

设中发挥关键的作用，不论是在其来源国还是接纳国。 41 诸如《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卫生人员国际招

聘行为守则》（ WHO Global Code of Practice on the International Recruitment of Health Personnel ）之

类的全球卫生工具提供了一个循证的框架，以促进良好实践及防止医疗工作者迁移带来的负面影响。

正如《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卫生人员国际招聘行为守则》所述，有一些战略可以使派遣国和目的地国

减少对受过外国培训的医疗工作者的依赖，并减轻医疗人员的迁移对发展中国家卫生系统造成的负

面影响。这些战略可能包括：使政府教育支出与就业机会保持一致；不直接从医疗工作者相对人口

比率最低的国家招聘；采取创新的融资机制，让地方政府和私营实体能为政府对医疗工作者的培训

补贴提供补充资金。

移民与健康的全球治理

 治理是制定和实施任何有关移民与健康的对策的核心。42 移民治理主要取决于国家主权的支

持，43 而确保良好的健康成果需要得到妥善管理的移民现象。但是，除了有关全球卫生安全的问题

（包括检疫和国境卫生管理），卫生管理部门在高层移民治理决策中的参与通常有限，并且移民在

卫生计划制定中经常被遗忘。44 许多国家在国际人权机构面前明确表示，它们不能或不希望确保向

移民、特别是非正规移民提供健康保护，包括提供基本医疗服务。 45 

近年来，一系列有关移民与健康领域的治理议程已被制定，为争取对干预措施的政治支持提供

了重要机会（见图2）。这些议程在移民治理、发展和全球卫生治理领域之间搭建桥梁，包括：《安

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难民问题全球契约》；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全民健康覆

盖（UHC）；世界卫生大会进程；疾病预防和控制计划（包括疟疾、艾滋病和结核病）；以及“全

球卫生安全议程”。46 有效的治理需要战略领导和投入，以在移民管理系统和卫生部门之间建立联

盟。

40　 Crisp 和 Chen，2014。
41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8。
42　 所谓“治理”，是指实体将国家、公民社会、私营部门和其他重要参与者（例如国际组织）纳入政策和实践的制定和实 

施中的职能。

43　 Wickramage 等，2018a。
44　 Wickramage 和 Annunziata，2018。
45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3。
46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c；全民健康覆盖 2030（UHC2030），2017；联合国（United Nations），2015；世界卫生  
         组织（WHO）2007，2010a；世界卫生大会（World Health Assembly，WHA），2008 和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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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联合国（United Nations），2015。
48　 全民健康覆盖（UHC2030），2017。
49　 Guinto 等，2015。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提出了多种要求，将移民、发展和卫生部门结合起来以制定和实施统

一而协调的对策。 47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目标3.8 呼吁实现全民健康覆盖（UHC）——这是一项重要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改善移民与健康的应对提供了战略机遇，这将通过确保移民工人的良好健康状

况和相关的侨汇流量，间接惠及社会和经济发展。  48 在国家层面关于 UHC 目标的讨论常常会遗

漏 UHC计划中未说明的移民。 49 

图 2. 促进移民与健康目标的全球议程

“移民治理”议程

《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

《难民问题全球契约》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世界卫生大会（WHA）
有关移民健康的决议

全球移民健康协商会

《国际卫生条约（IHR）》

“全面健康覆盖（UHC）议程”

“全球卫生安全（GHC）议程”

疾病预防和控制计划
（例如艾滋病、结核病、疟疾）

健康（议题）浓缩于
14 个目标 / 子目标内。
目标 15 鼓励各国政府
将“移民的健康需求纳
入国家和地方保健政策
和计划中”

WHA 61.17，2008；
WHA 70.15，2017；
《世卫组织全球行动计
划》2018。

第一届（西班牙 2010），
第二届（斯里兰卡，2017），
《科伦坡部长宣言》

“全球卫生”议程

发展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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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第 11 章讨论了《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简称《移民问题全球契约》），该

报告将健康作为一个贯穿各领域的优先事项，并在多个目标中提到了健康和医疗服务。附录 C 介绍

了《移民问题全球契约》中有关健康的关键目标以及与健康相关的承诺和行动。许多专家评论了

《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在实现移民健康权方面的弱点，包括缺乏生殖健康和获得安全产妇护理渠

道（的内容），这些（事项）会直接影响新生儿和儿童的健康。 50 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性，但《移民

问题全球契约》确实为卫生界提供了机会，可以将其用作在有关移民治理的讨论中推进对移民敏感

（migrant-sensitive）的医疗政策和服务的工具，而在移民治理中，健康常常被抛在一边。 51 

移民与健康研究方面的缺口

在全球范围内，各项研究计划正在进行，以帮助增进对移民与健康的理解和应对，其重点在

于实施循证的干预措施，以改善移民和受移民影响社区的健康与福祉。 52 尽管这一研究领域在不断发

展，但为增进对移民与健康的理解做出的努力，以及移民与健康规划的实例仍然有限。 53 如下文文

本框中所述，现有的有关国际移民与健康的文献涉及范围有限。这些文献着重于：（a）欧洲和北

美的高收入接纳环境；（b）特定的健康状况，例如心理健康、艾滋病和结核病；（c）特定的移民

群体，包括移民工人、移民儿童、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和留守儿童、妇女、难民和（女性）人口

贩运幸存者。 54 这突出表明，有必要提高中低收入国家环境中的研究能力（大多数全球移民活动在

这些地方开始），并且需要扩大研究范围，而不限于目前对精神健康和社会心理健康的关注。需要

通过与移民社区、政策制定者、从业人员、公民社会和研究人员进行磋商，在国家和地区两级制定

与环境相关的研究议程。

50　 Bozorgmehr 和 Biddle，2018；Devakumar 等，2018。
51　 Wickramage 和 Annunziata，2018。
52　 Abubakar 等，2018；Griswold 等，2018；IOM，2017c；Pottie 等，2017；Wickramage 等，2018b。
53　 Ho 等，2019；Sweileh 等，2018。
54　 Sweileh 等，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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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移民与健康研究在同行评审出版物中的全球分布

按国际移民类别分类：

• 难民和寻求庇护者（25.4%）

• 移民工人（6.2%）

• 人口贩运和偷渡 （3.2%）

• 国际学生（2.1%）

• 患者跨境流动（0.1%）

按国家收入类别（基于世界银行的分类）分类：

• 低收入国家（0.8%）

• 中等收入国家（9.6%）

• 高收入国家（89.6%）

按主题研究领域分类：

• 精神健康和社会心理健康文献（47.0%）

• 传染性疾病 （13.7%）

• 非传染性疾病（8.9%）

来源：Sweileh 等，2018。

注：总共检索和查阅了 21,547 项研究文档。这些变量不一定是排他的，因此百分比总和可能不等于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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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对移民与健康领域予以投入以支持社会和经济发展

各国通过财政和人力资源以及政治意愿进行的，对发展循证的移民与健康干预措施的投入，不

仅将解决移民个体的健康需求，还将改善公共卫生，并支持为实现全民健康覆盖（UHC）做出的努

力。这项投入对于发生大量移民活动的中低收入国家而言尤为重要。

良好的健康是移民行为收益优化（例如以侨汇形式）的先决条件；因此，对移民与健康的投入

有助于移民输出和接收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55 政策制定者、公民社会、私营部门和研究人员在全

球、区域和国家范围内都能在了解和应对移民与健康问题中发挥重要作用，且移民本身必须参与政

策和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56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对研究力量进行投入，以增进对与本章概述的移民与健康领域相关

的四个重要方面的了解：移民健康、公共卫生、卫生系统的应对和全球治理机会。需要展开研究以

形成循证的、针对具体情况的干预措施来解决移民与健康问题，这能反过来支持全民健康覆盖

（UHC）。通过与国际组织和学者合作，可以支持新一代移民与健康学者开发新的研究方法和监测

系统来改善移民与健康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应对。 57 除了目前集中于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以及精神

健康和社会心理健康的研究，还需要额外的研究来更好地来为卫生系统和服务的改善提供信息。

在全球层面，需要改善对人口流动影响的理解，以支持和改进公共卫生准备计划，包括制定应

对传染性疾病爆发或者其他突发卫生事件的对策，这需要对研究能力建设，特别是在低收入和中等

收入国家的环境中的研究能力建设进行投入。 58 在国家的移民与健康政策的框架内，私营部门也

可以支持开发项目，以改善移民工人等群体的健康。在移民与健康的治理中，私营部门的作用常被

忽视了；除了许多其他创新性作用外，私营部门的作用可以包括对研究能力建设的赞助和旨在应对

移民工人健康需求的干预措施。这样的项目有利于移民工人及其在来源国和目的地国的家庭的健

康。

可以提供指导并表明支持移民与健康干预措施的战略机会框架包括：2008年《世界卫生大会

（WHA）决议“移民健康”》；2017年《世界卫生大会决议“促进难民和移民健康”》（2017  
WHA resolution “Promoting the health of refugees and migrants”）；在两次移民与健康协商会上发表的

声明；世界卫生组织《促进移民健康全球行动计划》（草案）（ WHO (draft) Global Action Plan on 
the Health of Migrants ）；以及《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其中将健康作为一项跨领域优

先重点。 59 学术界、联合国机构、公民社会和政府行动者可以利用这些框架来动员各方面的行动，

包括私营部门在内。政策制定者在研究人员的支持下，需要确定移民部门与卫生部门如何通过

55　 Abubakar 等，2018；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c；Onarheim 等，2018；Trummer 等，2016；Tulloch，Machingura 和  
　　Melamed，2016；Vearey 等，2019；Wickramage 等，2018b。

56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c；Wolffers，Verghis 和 Marin，2003。
57  移民健康与发展研究倡议（The Migration Health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Initiative，MHADRI）可参考 https://mhadri.org/ 
         （于 2019 年 7 月 25 日获取）是一项最近建立的全球研究网络，旨在解决这些问题并推动移民健康方面的研究活动和方法。

58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c；Wickramage 等，2018b。
59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c；世界卫生组织（WHO），2010b，2017，2019；世界卫生大会（WHA），2008 和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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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移民与健康纳入所有政策”（MHiAP）方法加强对移民与健康方面事务的参与。由于移民的整合

与融入以及迁移是全球疾病控制计划（例如针对结核病和疟疾的计划）以及全球卫生安全议程的重

要组成部分，因此健康应成为移民治理发展的重要支柱。

在区域层面，需要有协商程序来支持制定在移民与健康领域协调一致的方法。这可以通过将卫

生纳入现有关于移民和发展的区域协商程序中来实现，并且应包括疾病监测和干预措施的合作，以

支持跨境医疗的持续性。为了实施这些建议，各国应考虑确定一个能推动国家移民与健康政策制

定，并在区域和全球层面牵头开展活动的国家级联络点。这需要使用一种循证、跨部门、参与性的

方法，制定和采用问责制框架并以全球卫生外交为中心。通过对循证的干预措施予以投入，各国将

更有能力在地方、区域以及全球层面对移民与健康问题做出应对。这将对移民个体的健康产生积极

影响，支持在 2030 年前实现全球健康覆盖（UHC）的努力，并最终确保个人、社区和国家都能获得

与健康的移民行为相关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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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儿童与不安全移民 1

1　 Jacqueline Bhabha，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健康与人权实践教授；Guy Abel，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2　 《1989 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1989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第 1 条。

3　 有关无人陪伴儿童的移民历史的开创性概述，请参见 Ressler，Boothby 和 Steinbock，1998。有关儿童移民的三种特定历史， 
       请参见 Bhabha，Kanics 和 Senovilla（编），2018。也可参见 Humphreys，1994。

 引言

儿童移民是当代的一种重要现象。随着更多的负担得起的旅行、气候变化、以技术为媒介的联

结的增长以及全球范围内的机会分布、安全、就业不平等以及文化共性传播的加剧，年轻人的流动

性得到增强，从而儿童移民在规模和显著性上都提高。

与其他年龄段人口的移民模式相似，儿童移民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现象。首先就“儿童”一词而言，

国际法将“儿童”定义为“18 岁以下的任何人，除非对其适用的法律规定成年年龄低于 18 岁”。 2 然而，

青年移民数据并非总使用 18 岁这个分界点，因此“青年移民”一词常常被使用。广义上的“移民”

包括短暂或终生的国际和国内人员流动，以及单向和循环流动。它涵盖的范围也极广——从正常的

家庭搬迁，到由暴力战争、种族清洗或国家分裂造成的被迫流离失所。移民儿童既包括与成年亲属

一起移民的儿童，也包括需独自移民的儿童；既包括为了诸如教育机会和家庭安全的保障等改善生

活质量的状况，也包括正在遭受剥削与风险、留下持久心灵创伤的儿童。

儿童移民不是一个新现象，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不论男孩还是女孩，儿童总是与家人一起

移民，以寻求机会或增加出门在外的安全。许多此类移民是没有问题的。除了在一些种族主义与宗

教歧视盛行的地区，大多数儿童以及他们的家庭，经过一段时间对新环境的调整适应后都融入了新

的社会。但是，本章的重点在于不符合这种模式的儿童移民，即不安全、非正规以及有剥削性的移

民群体，同时侧重于国际移民。这并不意味着其它与儿童移民有关的方面不重要，而是由于不安全

的国际儿童移民群体更需要政府和国际行为体的参与和支持来确保其得到应有的保护，这使得我们

迫切需要从各个维度更深入的了解这个群体。

因战争、饥荒和环境灾害而与家人失散的男女儿童；被剥削的主人（奴隶主、宗教领袖、军阀）

从家里运来的被贩运的儿童；被不熟悉的、甚至无血缘关系的职业（寄养家庭、难民机构以及教育或

教养机构）被迫流放后的无人陪伴儿童的保护需求未被满足的情况在几个世纪以来比比皆是。 3 但是，

尽管历史悠久，保护移民儿童的安全和最大利益的挑战却被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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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对该现象越来越重视的原因之一是它的当前强度。如图1 和图2 所示，在2019 年有3790 万在

二十岁以下的移民，占全世界移民的 14%。这一事实与教育机构、儿童福利机构和移民机构有着紧密

的联系。

激发政治意愿和公众对儿童移民的关注的另一个因素是儿童苦难的独特新闻价值和引人注目的

性质。2015 年 9 月，艾伦·库尔迪（Alan Kurdi）不幸溺水的事件和美国政府 2018 年南部边界

家庭分离政策引发的国际骚动就是例证。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移民过程对许多儿童移民会产生终身

影响。 4 在边境或者通过驱逐程序将父母和子女分开的政策，以及长期阻止儿童与父母团聚的行政

程序，对受影响儿童的健康与福祉造成的破坏是毁灭性的。 5 对儿童的巨大影响还来自其它与移民

有关的情况：缺乏救生程序来预防移民途中儿童溺水或致命性脱水； 6 难民营中的教育缺失； 7 国

家面对移民儿童受到性剥削证据的无所作为； 8 以及流离失所儿童的身心健康需求未得到满足。 9

本章讨论了不安全的国际儿童移民，以及移民治理和势在必行的儿童保护之间的持续紧张关

系。 10 本章首先详细介绍了全球范围内儿童移民的不同种类，包括它们的驱动因素，以及与儿童移民

有关的数据问题。接下来，本章讨论了影响移民儿童保护的主要挑战和解决当前问题和与之相关的

政策演变。然后，内容还涉及移民儿童面临的主要新挑战，并在最后总结了成就和仍需注意的主要

事项。

儿童移民的种类

长期以来，定义混乱一直以来阻碍着关于儿童移民的讨论。就像下面要讨论的与数据有关的问

题一样，这种挑战并非所有方面都是儿童移民独有的。被迫移民与经济移民的简易二分法被广泛运

用于移民领域，但对那些急需保护的弱势群体来说，二分法将他们对未来权利的考虑变得复杂化了。

缺乏以儿童而非国家为中心的儿童移民研究造成了这一现象。 11

像成年人一样，儿童的迁移行为没有被有效地分为“被迫”或“自愿”，而是被视为被迫和选

择因素的结合，并可能随时间而变化。由于各种各样相关的情况，现在移民儿童通常被称为“迁移

中的儿童”，这种称呼的优点是不排除从一种移民类别过渡到另一种移民类别，但缺点是掩盖了定

居后产生的挑战。

4　 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IOM），2017a。
5　 有关于不同形式家庭失散的风险的研究，请参见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简称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8。
6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9；机构间应急教育网络（Inter-Agency Network of Education in Emergencies，INEE），2018； 
       Suárez-Orozco 和 Suárez-Orozco，2018；Ní Raghallaigh，2018。
7　 Sirin 和 Rogers-Sirin，2015。
8　 Digidiki 和 Bhabha，2017。
9　 Watters 和 Delyn，2018；Kohli，2018；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2018a。
10   参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人权高专办，OHCHR），2016。 

11　一些显著例外（受儿童移民观点驱动的研究）包括 Bhabha，Kanics 和 Senovilla（编），2018 的第六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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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大范围出现在不同类型移民中。一些移民旅程是高度性别化的，例如尼日利亚的女孩长期

被剥削性地运送到欧洲从事性行业工作，或者北非青春期男孩会为了寻求机会自行移民。许多其他

移民，大多数（包括男孩和女孩，尽管有时候两者比例不同）取决于来源国。许多儿童移民是安

全，并作为家庭单位的一部分进行的，尤其是不在冲突和自然灾害的背景下的移民。但是，儿童正

在更多地参与到危及自身安全和侵害自身权利的移民中。此类移民的例子不仅包括明显对生命产生

威胁的危险路线（例如东部和中部地中海，那里经常有溺水事件）被迫移民，还包括经常对儿童有

人身和 / 或性暴力侵害的移民。不安全的移民还包括儿童依赖于剥削性中介机构的情况，这些中介机

构利用儿童对移民援助的需求从被拘留的儿童那里榨取劳动力或者其他类型的服务。本文的讨论会

集中在儿童移民的这些方面。

儿童移民可能是国内的或者国际性的。国内移民儿童包括国内流离失所者、季节性移民或从农

村到城市的移民。国内移民可能是周期性的，并可能是国际迁移的序幕。 12 这三类移民都包括了大

批儿童，其中一些处于非常危险的情境之中。

国际儿童移民包括出于家庭原因、安全或生存目的、贩运者的命令、机会，或者通常不止于一

个的上述原因而出行的儿童。本章将集中讨论跨境的不安全儿童移民。以下因素对于理解儿童特殊

的需求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安全方面：

（a）儿童是与谁一起出行的？
 13 他或她是在有父母或者看护者（包括他们所习惯的看

护者）陪同、无人陪同（单独）还是在与家人失散（有远亲、陌生人、贩运者或仅仅相识的

人陪伴）的情况下出行的？
 14 一名儿童可能是在有人陪同的情况下开始移民而之后与家庭失

散，因此他或她的需求会在旅程的不同阶段发生变化。
 15 

（b）儿童移民是否得到授权 （通过签证或其它法律规定）。没有正规移民身份出行的

儿童遭受剥削、拘留和其它伤害的风险更高。
 16 同样地，一名儿童的法律地位在移民过程中

可能由正规变为非正规，比如当庇护申请被拒绝但这名儿童仍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留在

目的地国时。反之亦然，比如当一名无证儿童获得合法身份时。美国的相关程序就是一个例

子，在该程序中，被虐待、遗弃、或忽视的无人陪伴的移民儿童会被授予“特殊移民青少年身份”。
 17 

12　 Khadria，1995 和 1996。
13　 联合国难民署（UNHCR）于 1994 年第一次发布了有关寻求庇护者儿童与难民的分类数据，以及于 2001 年发布了有关无 

人陪伴的和与家人失散的儿童的分类数据。

14　 联合国难民署是第一个通过其《处理寻求庇护的无人陪伴儿童的政策和程序准则》（联合国难民署（UNHCR），1997） 
特别关注这一类人需求的机构。其它机构紧随其后，包括欧盟与其《关于第三国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的决议》，以及包

         括加拿大、美国和英国在内的国家当局。见 Bhabha，Kanics 和 Senovilla（编），2018。
15　 Kara，2009；Peyroux，2018。
16　 Bicocchi，2011；Kanics，2018；Rozzi，2018。
17　 Thronson，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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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虐待或者童婚。在这种类型的移民情况下，及时获得法律代理以及监护权是保护方面的

优先事项。
 18 

（d）儿童是根据家庭的决定进行移民，还是在缺少家庭知悉和支持的情况下进行移民

的。在一些国家，成年人的责任在其人民年龄很小的时候就被授予其人民，而许多来自这些

国家的移民自己行驶自己的决策代理权。阿富汗男性、厄立特里亚男性和女性青少年以及中

美洲的男孩和女孩就是典型的例子。尽管国际法将他们归类为“儿童”，但他们像成年人一

样行事，许多人会通过移民来寻找机会养活自己和他们的家庭。
 19 西非和中非的儿童也会为

了接受宗教教育而迁移，并且会被委托给一个宗教领袖或者人物，人们认为这些人会负责孩

子们的宗教教育以及健康，虽然这些人经常会由于缺乏方法而最终成为孩子们的剥削者。
 20

关于儿童决定权开始具有法律效力的年龄在国际上没有统一标准。国内的标准根据讨论的活

动不同而变化。
 21 

18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b；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8。 
19　 Timera，2018。
20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mergency Fund，UNICEF），2011。
21　 决策领域（例如投票、驾驶、刑事、合同和医疗）和司法管辖领域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关于有关庇护决定的儿童能动 
         性问题的有趣讨论，请参见美国上诉法院对 Polovchak 控诉 Meese 案件的裁决（1985）；另请参见美国上诉法院 
         Gonzalez Ex Rel. Gonzalez 控诉 Reno 案。

中美洲儿童逃离帮派

数十年来，中美洲儿童一直在逃避他们本国的极端暴力，但自 2014 年来这种被迫迁移的
比率迅速增加。尽管大多数这类儿童寻求庇护者（无人陪伴和有家庭陪伴的都是）在美国寻求
保护，但在整个中美洲，来自所谓的北三角国家（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的庇护申
请却极具增加。

a 尽管包括 KIND（Kids in Need of Defense，需要保护的儿童组织），
LIRS（Lutheran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Service，路德教会移民和难民服务组织）和实行儿童
权益倡导项目的青年移民儿童权利中心在内的专业组织网络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但无人陪伴的
儿童寻求庇护者在美国仍然很难找到律师或监护人。因此，大量的儿童被滞留，根据政府的官
方数据，2018 年 11 月有超过 14000 名儿童被滞留。

b

a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8。
b  Kopan，2018。

（c）儿童是否正在因逃避针对儿童的迫害而进行移民，例如儿童兵或帮派成员的招募、



《世界移民报告 2020》 235

自发的移民策略包括与帮助跨境迁移以换取服务回报的人建立关系。 22 青少年还会在严重剥削

劳工和性交易多发的情况下选择移民来创造资源，寻求可以赚取收益的机会。 23 由于没有合法的迁

移路线，许多渴望移民的青少年没有更加安全的选择。 24 根据欧洲刑警组织的报告，全球范围内已

经确定的贩运受害者中有28% 是儿童。 25 国家有义务通过提供强有力的搜救行动和可以预防危险旅

行的谋生机会来解决这些危险的状况。 26 

22　 Vacchiano，2018。
23　 欧洲刑警组织（Europol），2018；Digidiki 和 Bhabha，2017。
24　 Bhabha，2014。
25　 欧洲刑警组织（Europol），2018。另请参见 Sigona，Chase 和 Humphris，2017b。
26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9。参与一般性讨论日的墨西哥代表在报告其国家旨在保护国内儿童免于危险旅行和北部南部 
         边境移民儿童免受危险的联邦和地方机制时，承认了此类责任。请参见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2012。

在瑞典的无人陪伴阿富汗未成年寻求庇护者

在过去的 35 年中，阿富汗一直是暴力冲突和随之而来的人口流离失所之地。在 2015 年，
瑞典收到了超过 35000 份由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提出的庇护申请；其中 66%（共超过 23000 份）
的申请来自阿富汗，其中多数是男性，他们正在躲避来自国内的政治暴力。依靠漫长国际旅
程（平均长达七个月）中收集的信息，即瑞典给予移民儿童的教育机会和他们尊重移民权利
的方式，很多人将瑞典作为了最终目的地。

a 作为寻求庇护者，根据瑞典在国际法中的义务，
他们最初被允许以合法身份留在瑞典境内以等待他们的申请结果。对于那些成功通过庇护申
请的人来说，他们将被授予难民身份，从而使自己暂时的合法身份转变为永久性的居留许可，
与此同时有机会为直系亲属（或者在已被证明富有同情心的案例中的亲戚关系较弱家庭成员）
申请家庭团聚。

b 对于那些没有通过庇护申请的人来说，他们将收到撤离通知，这些阿富汗年
轻人的身份从临时合法居民转变为逾期居留的人，因此有可能被驱逐出境。这些未通过申请
的庇护申请者中，有一部分人已经获得了一些暂时且附带家庭团聚机会的、有限的辅助性人
道主义保护。

c

随着政治层关注到不断增加的寻求庇护者到来人数，瑞典移民程序在 2016 年发生了有关
身份转变的四项变化，降低了庇护申请者获得积极结果的机会。2016 年初，基于膝盖或者牙
齿的 X 射线年龄评估的引入导致了庇护申请者被发现实际年龄超过 18 岁的情况增多。

d 2016
年 6 月，针对未通过申请的无人陪伴阿富汗寻求庇护者提供人道主义保护的惯例被撤销，导
致了驱逐令的签发；同年，瑞典与其他欧盟成员国一起和阿富汗签署了“重新接纳协议”，
确保对返回者的安全接纳；最后制定了更严格的驱逐令执行政策，确保那些被拒绝的申请者
离开瑞典领土。

e

a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5。
b  瑞典移民局，2017。作者感谢 Jonathan Joseffson 在瑞典政策上对作者的指引。

c  同上，2019。
d  Dononi，Monsutti 和 Scalettaris，2016。
e  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2017a。目前暂无对强制遣返者的年龄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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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衡量儿童移民规模的数据问题

关于儿童移民的两个主张被广泛接受：儿童移民的规模正在增加，并且儿童移民的相关数据是

不完整的。图 1 和图 2 给出了 1990 年以来二十岁以下移民的简要概括。在没有仅针对儿童的数据的

情况下，必须依赖这些统计范围比 18岁大了两岁的数据。他们利用人口普查数据（最可靠的来源之一）

显示了绝对数值的稳定增长，但 20 岁以下移民在全球移民中的占比在下降。

图1. 全球 20 岁以下移民

移
民
数
量
︵
百
万
人
︶

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简称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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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 岁以下移民占全球移民比例

      

岁
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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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对于数据不足（缺乏来源与可靠、最新和分类数据不足）的担忧并非是儿童移民背景下所特有的；

它们在整个移民领域都存在，并且在本报告中始终被提及。但是，关于移民儿童的数据不足尤其令

人担忧，因为它们妨碍了对可能特别脆弱并且依赖政府资助的移民群体及时和充分的保护与照顾。

值得注意的是，仅有 56% 与难民相关的数据和 20% 与国内流离失所者相关的数据包括按年龄分类的

信息；即使是移民存量数据也只在 80% 的国家中包含了有关年龄的信息。 27 年龄分类的缺失并不是唯

一令人担忧的问题。其它问题包括性别方面数据的巨大缺口、与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迁移的儿童

的重复计算以及确定年龄的方法有缺陷。 28 

全球对儿童移民总数的最新估计约为 3100 万。 29 这是一个“存量”数字，代表出生国不是现在

居住国家的 18 岁以下的人的总数。虽然它概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它的精确性和用处有限，因为它

并未描述移民儿童来自于哪个国家，他们的法律地位是什么，他们在那里多长时间或那些孩子的生

日是什么日子。

27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等，2018；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b。
28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6。
29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2018b。

0%

5%

10%

15%

20%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19

18.6

17.2

16.0
15.6

14.5
13.9 13.9



儿童与不安全移民238

30　 联合国，1989；Singleton，2018。
31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20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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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复杂性来源于儿童在国际法中被定义为“18 岁以下的任何人”的技术性事实，而人口普

查数据则是基于 0-4、5-9、10-14 和 15-19 岁的年龄段进行年龄分组的；而之前引用的全球数据是基

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将这些分组中的最后一组（15-19 岁）的规模应用到 18 岁以下的人

群进行估算而得出的。 30 这些数字也可以被用到其它算法中。UNICEF 使用联合国难民署（UNHCR）
和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UN DESA）的数据，结合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和欧盟统计局的证

据，得出大约八分之一的移民是儿童，且这些儿童大多数是出行时拥有正规身份和必要保护的正规移

民的结论。然而许多人并未享有这种安全性，大约有1300 万难民儿童、93.6 万寻求庇护的儿童以及

1700万在自己国家被迫流离失所的儿童。 31

图 3. 20 岁以下的国际移民，按地区划分（单位：百万人）

非洲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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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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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 岁以下国际移民占国际移民比例，按地区划分

20 
岁
以
下
移
民
占
比

来源：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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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地区存量数据图补充了之前在图 1 和图 2 中显示的全球数据图。它们显示，一些地区（最

显著的地区是亚洲）经历了年轻移民数量的急剧增加。它们还着重指出了不同地区间儿童在其移民

存量中所占比例的巨大差异——非洲的占比接近 30%，而欧洲和北美洲的占比则不到 10%。

除了这些来源以外，新的数据采掘技术的实用性也在增加，这些技术有在将来生成更好的信息

的潜力。它们包括地理空间地图绘制、卫星夜灯以及对智能手机位置变化的实时分析。然而，这里

有需要注意的地方：个人信息（包括生物识别指标）的扩散和获取，相比对移民儿童的保护，更可

能带来风险，因此，除非小心注意隐私保护和其它道德问题，否则不应该将尽可能多的获取数据作

为目标。尤其是在实施“防火墙”时要进行尽职调查，以防止将个人数据被用于惩罚性目的或者对

入境移民的执法目的，这关乎数据收集的伦理和权利基础。 32 

32　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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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脆弱人群（例如流离失所的移民儿童）的数据，一旦是具体的，且有可能对当前政策挑战

做出贡献时，会变得尤其重要。一个例子是下文有关在孟加拉国考克斯巴扎尔（Cox's Bazar）的罗兴

亚年轻难民分布的详细信息，该地有超过 50% 的儿童人口失学。在这种情况下，最新的年龄和性别

详细信息可以帮助适量地扩展学校课程和技能培训。

表 1. IOM/UNHCR/ 教育部门——孟加拉国考克斯巴扎尔（Cox's Bazar）难
民营的罗兴亚儿童和青少年人口，2019 年 1 月

图 5. 孟加拉国缅甸难民的人口细分

人口种类 总计 3-5 岁 6-14 岁 15-18 岁

有需要的人口 518404

84619 133638 4048 611

19-24 岁

在校人口

不在校人口

2019 年目标
（总人口占比）

男性 女性

222916

105433 235638 74773 102559

192084

393012
（75.8%）

105433
（100%）

235638
（100%）

44864
（60%）

7077
（6.9%）

20814 102000 70725 101948

来源：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 a。

来源：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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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Bomquist 和 Cincotta，2016。

另一个具体的按照年龄和性别分类的数据实例，是关于委内瑞拉人最近广泛且快速地被迫迁

移到附近的拉美国家，相关数据为移民儿童保护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依据。在这些数字中，罗兴亚和

委内瑞拉难民人口的年龄分布差异是值得注意的。它说明了在被迫迁移之前人口年龄结构的重大差

异，据估计，罗兴亚人是缅甸所有种族中出生率最高的种族之一。 33

流离失所事件的性质也可能存在差异。对于罗兴亚人而言，致命的种族暴力促使整个社区在逃

以求得暂时的生存。对委内瑞拉人来说，经济危机和持续的动荡最初迫使工作年龄的成年人迁移去

寻找替代性的收入来源以支持留守的家庭。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危机的加深和包括儿童在内的

整个家庭的迁移，这已成为更加普遍的流离失所的状况。

图 6. 哥伦比亚委内瑞拉人的人口细分

男性 女性

来源：哥伦比亚政府，2018。

注：移民儿童年龄组的划分是使用全体儿童数据中报告的总体性别划分估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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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移民儿童的关键儿童保护挑战

大规模的儿童移民不可避免地对国家提出了复杂的要求，因为国家有义务按照国际和国内法律

标准解决需求并提供服务。以下是当前有关儿童移民的一些关键挑战。

教育

国家有义务在它们管辖权限内无歧视性地向所有儿童提供教育。 34 对于任何移民儿童而言，很

少有其它国家服务比这更重要。教育不仅会产生影响生活重要方面的个人技能和资本，而且还为社

会融合、遇见同龄人群体、获得新文化与语言提供了环境。有许多关于教育提供的创新实例旨在为

应对不同的教学需求和情感需求创造健全的多文化环境。 35

在这种环境下，稀缺的资源和对“外部人员具有特权”的看法可能会引起针对新入境者的强烈

不满，除非相应投资也面向有需要的国内人口。 36 考虑到移民或者难民儿童先前的教育经验和语言能

力，在准确确定他们的需求方面也面临挑战。 37 

34　 联合国，1989。
35　 Ensor 和 Go dziak，2016。
36　 Theirworld，2017。
37　 Dryden-Peterson，Dayya 和 Adelman，2017。

孟加拉国：罗兴亚儿童获得的教育

截止 2018 年 10 月，超过 90 万来自缅甸的罗兴亚难民居住在孟加拉国东南部考克斯巴扎
尔（Cox's Bazar）沿海地区的 30 个临时营地中。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称，约有 62 万的难民的
年龄在4至14岁之间。营地为他们提供了一系列人道主义服务，包括在1898个学习中心的教育，
以满足该年龄段儿童的需求。这些中心为超过 14万名儿童提供了参加非正式教育活动的机会。
尽管这项努力令人印象深刻，但仍然有近 48.2 万名罗兴亚儿童没有获得任何教育的机会。青
少年的状况严峻：15 岁至 24 岁的罗兴亚儿童中有 98% 根本没有受过任何教育；所有年龄段
的女孩和残疾儿童也处于不利地位。

a 由于缅甸发生的事件以及与他们流亡孟加拉国造成的流
离失所，学习中心的许多儿童在加入中心入学之前已经至少失学了两年。

教学由两名女性教师在教室中进行，一名来自东道主社区，另一名是罗兴亚人，教学涵
盖了使用英语和缅甸语授课的标准化课程。教师们没有使用孟加拉语（孟加拉国的官方语言，
其中一种名为“吉大港语（Chittagonian）”的方言是罗兴亚语言）进行教导，因为人们预期
这些难民不会永久停留。

b教学分为四个级别，分别针对 4-6岁（第 1级）；7-8岁（第 2级）；9-10
岁（第 3 级）；以及 10-14 岁（第 4 级）的儿童。截至 2019 年 1 月，课程材料仅有第 1 级和
第 2 级的学生可以获得。

b

a  UNICEF，2018a；Strategic Executive Group，2018。
b  FXB 实地考察（2019 年 1 月）；同期的注释与作者一起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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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对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的保护措施

意大利于 2017 年 5 月颁布了一项关于“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的保护措施”的法律，该法
令规定警察有义务立即向相关司法当局报告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的存在，而司法当局又有 48 
小时的时间任命监护人。

a 该法要求为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提供的全面保护迅速到位。在实践
中，资金不足和其它能力缺陷导致了任命监护人经常出现延误（在某些案例报告中最长达11个
月），并且为每个监护人（通常为公职人员）分配了大量无人陪伴的儿童，这使原设想的亲密
关系和亲子关系的发展变得复杂，甚至阻碍了这类关系的发展。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据报道一
名帕勒莫（Palermo）福利委员会议员被分配了 850 名无人陪伴的儿童。为了应对这些人员配
置方面的挑战，2017 年法律还要求汇编“志愿监护人”名单，这些名单上的人由区域儿童问题
监察专员选择和培训，然后作为儿童个体的指导者进行分配。在这样的环境中确保控制质量和
一致性是困难的。因此，确保为所有有需要的移民儿童提供个性化的儿童保护安排仍是一项尚
未完成的工作。

a  编号 47/17 法案，通常被称为“赞帕法（Zampa Law）”，这个称呼是由将该项法案提交到国会的议员的名字而来。

监护

尽管有些国家服务（例如教育）对所有移民儿童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其它服务仅被应用到

儿童身上。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儿童处于无人陪伴、失散或处于其它风险状况下，需要任命负

责儿童照料的监护人，这是国际和区域性儿童移民政策都呼吁采取的措施。只有一小部分国家将这

条建议纳入其国内法定义务，意大利就是其中之一（请参见下文的文本框）。

为了继续迁移以加入在其他地方的家庭成员，那些没有家庭照料或机构庇护的无人陪伴未成年

人，选择在由难民和移民创建的、非正式且未经许可的难民营中安了家。这也造成了一系列严峻的

儿童保护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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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有关这些缺乏在实践中的影响的案例，请参见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2018b。
39  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2017；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18；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国际计 

划（Plan International）和世界宣明会（World Vision International），2018；哈佛 FXB 卫生及人权中心和联合国难民署
（UNHCR），2017。

40  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2005。
41  同上，2012。 
42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OHCHR），2016。
43  结束对儿童入境者拘留的机构间工作组，n.d.；Bhabha 和 Dottridge，2017；Theirworld，2019。

当前的问题与正在发展的政策

虽然大多数移民儿童是通过安全移民程序作为家庭单位的一部分进行移民的，也有很多其他儿

童移民并非如此。在旅途的各个阶段有些儿童仍然缺乏保护，也面临着持续的对人权的侵犯：出发

时在来源国、旅途中在过境地区和海洋、到达时在暂时的或永久的目的地，以及越来越频繁地在旅

途中被遣返前的所在国。 

许多机构呼吁注意这一在保护方面缺失的严重和紧急 38 和需要立刻关注的优先事项包括：剥削

和虐待的风险、拘留的负面影响、家庭失散的影响、难以获得教育与医疗、对儿童被迫迁移驱动因

素的缺乏关注以及歧视。除了这些紧急问题以外，数百万移民儿童还在面临着其他问题。其中之一

是缺乏适当的法律途径来解决儿童和青少年流动相关的法律问题，这是当代移民框架的一个缺陷，

它让许多移民儿童处于不安全的境地。另一问题则是围绕无证移民儿童的普遍和未完全解决的污名

化，无论他们在目的地居住时间的长短。还有一个问题涉及寻求庇护者和难民营或庇护所中缺乏安

全措施和对儿童保护的保障。最后，无人陪伴和失散的移民儿童在获得监护和法律代理方面存在严

重的缺陷。39

加强对移民儿童的保护的国际倡议 

除了这些持续的挑战之外，还存在着许多近期的国际工作，它们提出了一些原则并执行了一些

政策来改善移民儿童状况。在国际层面，许多关于移民儿童的措施与倡议取得了一定进展。一份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是在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第6号一般性意见：远离原籍国无人陪伴和无父母

陪伴的儿童待遇》（2005）（Rights of the Child 2005 General Comment No. 6 (2005): Treatment of 
Unaccompanied and Separated Children Outside their Country of Origin）中提出的有关移民儿童的国

际综合权利。40 在发表了《一般性意见》，国际上做出了第二次为移民儿童的重要努力——“2012 
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一般性讨论日的报告：《国际移徙背景下所有儿童的权利》”（ Report of 
the 2012 Day of General Discussion: The Rights of All Children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41“一

般性讨论日”的一项实践成果是建立了流动儿童问题机构间小组，其工作重点是将对儿童保护的关

注纳入移民议程的主流。针对一些关键持久的挑战，该小组为移民儿童保护提出了一套广泛认可的

建议原则。42
 

最近，为关闭入境移民儿童拘留中心，在上文提到的倡议、两个契约中移民和难民儿童问题机

构间立场，以及机构间小组所开展的工作的结论和原则的基础上，其它倡议也被提出。43 两个联合国

条约机构于 2017 年通过了关于儿童移民这一主题的补充一般性意见，并将它们的努力纳入同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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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该主题的第一份联合一般性意见，《关于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委员会第3号，2017）

和关于国际移民背景下儿童人权问题的一般性原则（儿童权利委员会第22号，2017）的联合一般性

意见》。44 《联合一般性意见》还强调了相关国家当局（无论是来源国、过境国、目的地国还是返

回国）的重要性，其应在与受移民影响的儿童有关的政策和做法上发挥“具有明确的决策权”的主

导作用。 45 在此类做法中，最重要的是进行最大利益评估和确定，需要由受过训练的负责人员进行的

个性化程序，此类程序要在决策程序的不同阶段保持适当。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 2017 年发布了“六

点行动议程保护难民和移民儿童安全 46”。

这些倡议共同为各国创造了一个有用的行动框架。通过强调对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的需求（包

括获得免费法律代表、包括与教育和免受剥削和创伤的保护有关的综合服务），这些框架为政策改

革提供了可喜的动力。它们推动的措施不仅注意到了年轻移民的脆弱性和依赖性，还注意到了其恢

复力和能动性，包括各国“在成长过程中进行准备并陪伴儿童，而不是在他们达到成熟年龄时立刻

用突然的转变让他们感到受到威胁”的使命。 47 

但是，对这些建议的执行有效性状况参差不齐。刚才提到的所有文件都强调必须为该领土上的所

有儿童颁发出生登记和伴随的身份证明，因为这些文件作为一种重要工具，减少无国籍状态、受剥削

和虐待的儿童移民，以及增加获得诸如医疗和教育的国家资源的机会的可能性。 48 但许多移民和难民

儿童群体仍然缺乏这些文件。这些人包括流亡中出生的叙利亚人，以及缅甸国内和国外的罗兴亚人。 49 

将没有家庭照顾的移民儿童纳入国家儿童保育和儿童保护机构仍然不是常态。研究已经确定了有

关青少年成长保护和支持设备方面的政策和实践缺口，这些缺口对精神健康和福祉都有明显的影响。 50 

但是，同样存在一些代表良好实践的实例，比如意大利和土耳其。 51 

欧洲国家取得了虽并不全面但明显的进展，在为无人陪伴和失散儿童提供法律代理和减少措施

上对拘留的依赖方面。而在其它有司法管辖的地区，例如美国，情况并非如此。 52 

这些规范框架制定的许多议程仍有待执行。最近发生的几起儿童大规模被迫离散事件证明了现

有服务的匮乏。数以百万计的叙利亚流离失所儿童的心理健康需求十分迫切，却基本无人注意；在

孟加拉国的罗兴亚难民儿童的教育需求具有挑战性，而没有得到充分满足，特别是对于年龄较大的

44  联合国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委员会，2017。
45 同上。

46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2017a。
47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OHCHR），2016。
48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2013；Bhabha，2011。
49  Blitz，2011。
50　 Chase，2017；Sigona，Chase 和 Humphris，2017a。
51　 编号47/2017法案（所谓的“赞帕法”）宣告了一项创新的志愿监护人计划，该计划由意大利儿童和青少年问题监察专员发起， 
         旨在培训志愿监护人，作为最多两个移民和难民儿童的法律和人道主义指导者；AGIA，2017。
52　 Crea，2018；国际拘留联盟（International Detention Coalition），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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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群体而言。 53另一个“规范性建议”和执行之间存在明显差距的领域是对遣返后对移民儿童的保护。

返回的儿童很少会获得重新融入社会的援助或标准化制定倡议所要求的康复服务。 54 

提升移民儿童保护的区域倡议

近年来，人们在儿童移民方面已经制定了几项重要的区域倡议。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三份——

分别是欧盟、西非和拉丁美洲的倡议——下面将依次讨论。

近年来，欧盟见证了大规模的移民儿童潮。例如，在 2015 年，通过海上到达欧盟的难民中有

31% 是儿童，而在 2016 年初，在通过海上到达希腊的难民中，儿童的比例高达约 40%。 55 在移民和

难民儿童方面，欧洲机构一直处于最有影响力的政策制定和实践发展的最前沿。

欧洲人权法院在谨慎的条件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特别恶劣的国家行为提供了关于最近实例的

重要讨论区。 56 它禁止了将寻求庇护的儿童（包括在其父母陪同下）安置在可能产生“压力和焦虑状况，

特别是造成创伤后果”的接纳条件下，这种情况在南欧尤为常见； 57 它禁止拘留移民儿童，即使是在

短期内，也应当考虑采用替代性和限制性小的策略，或将拘留条件在对儿童造成折磨时（无论是拘

留时间的长短还是机构内实施拘押的水平）等同于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58 尽管方式有限，它依

然防止了对家庭的驱逐，此类驱逐会对受影响儿童的照料与健康产生深远的后果。 59 

欧盟采取的措施也值得注意。在 2017 年 4 月 12 日，欧盟委员会通过了《对正在移民的儿童的

保护的交流》，阐明了在移民各个阶段为移民儿童提供全面保护行动的计划。 60 

但是，对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做出的充足或者完整的回应仍然遥不可及。“调和儿童保护和移

民控制目标，在国家层面已经是困难的，但在跨境层面更加困难。在实践中，跨国合作通常将重点

首先放在哪个国家应将儿童纳入其管辖范围内，而不是立足于儿童利益的的最大化进行适当的联合

评估。” 61 迄今为止，欧盟所有成员国在儿童保护义务方面的整合尚不是非常有效的。 62 

西非是拥有完善的人员跨境自由流动系统的另一个区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在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一制度，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是一个由 15 个西非国家组成的区域性组织，成立

53　 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2017；Ruhani，2017。 
54　 哈佛 FXB 卫生人权中心和国际移民组织（IOM），2019。
55　 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2018。
56　 Smyth，2018；以下有关法院判例的讨论都基于本章。

57　 Tarakhel 诉瑞士，第 29217/12 号申请，2014 年 11 月 4 日判决；V.M. 以及其他人诉比利时，第 60125/11 号申请，2015 年 
         7 月 7 日判决。

58　 Rahimi 诉希腊，第 8687/08 号申请，2011 年 4 月 5 日判决；第 39472/07 号申请，2012 年 1 月 19 号判决；Mayeka 和 
         Mitunga 诉比利时，第 13178/03 号申请，2006 年 10 月 12 日判决。

59　 Kaplan 诉挪威，申请号 32054/11，2014 年 7 月 24 日半决。

60　 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2017b。
61　 O' Donnell，2018。
62　 关于有用的概述，请参见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ion），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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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975 年。该地区拥有悠久的迁移传统，这种传统受到多因素驱动，包括经济自我改善、环境方

面的困境、冲突以及对有害的传统习俗（包括早婚和巫术）的躲避。儿童移民的比率非常高：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 2016 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当今世界平均每 45 个儿童就有 1 个在迁移中，其中非洲有

五分之一的此类儿童移民。 63 在该区域，大多数迁移是在区域内部进行的，而儿童参与的旅行与成

年人一样多，其中有许多儿童无人陪伴或已经失散，但他们却通常被认为是事实上的成年人并且要

承担相应责任。尽管这种儿童的迁移是自发的并会带来机遇和生活的改善，但很大一部分会涉及被

强迫或者被虐待，使移民儿童处于高风险和缺乏保护的境地。 64

对移民儿童保护的实施状况远远落后于准则制定的标准。各国本地社会和儿童保护结构都非常

有限，而跨国的机制几乎不存在。 65 与欧盟相反，西非经济共同体未颁布任何针对移民儿童的协调

性跨国保护措施。该地区早期儿童保护事业的努力，由于曾注意到广泛的贩运儿童的现象，错误地

将其方向放在了禁止儿童移民上，专家称之为“试图向上游倒水”，因为大多数被拦截并遣返的儿

童在几周内会再次开始迁移。 66

从 2005 年开始，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与该地区的合作伙伴建立了西非网络（WAN），针对该

地区的移民儿童福利，特别是那些无人陪伴的移民儿童，生成保护性干预措施和有效的转交机制。WAN 
报告说，自成立以来已为超过 6500 名儿童移民提供了援助。 67 WAN 的工作包括及早确认弱势移

民儿童并在需要时提供紧急支持，以及坚持使用最佳福利评估，这些评估考虑了移民、家庭和社区

支持措施的替代方案，以在适当情况下帮助移民重返社会。 68

将儿童移民作为多国共同关注焦点的第三个区域是拉丁美洲。在各种区域性倡议中，最引人注

目的是 2014 年美洲国家人权法院《关于国际移民中儿童需求的咨询意见》。 69 该意见引起了人们对

国际保护的紧急和未满足需求的关注，并描述了与需求庇护和非正规儿童移民的待遇有关的适用程

序，还强调了诸如基于非正规移民状况下不得拘留儿童的原则。墨西哥率先为无人陪伴的移民儿童（包

括被美国遣返的儿童）提供保护服务。为减少对拘留的依赖而采取的措施也正在被考虑中（关于最

新进展请参见下文的文本框）。

63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2016b。
64　 Timera，2018；Vacchiano，2018。
65　 Geissler 和 Laganju，2018。
66　 Dottridge 和 Feneyrol，2007。
67　 同上。

68　 同上。

69　 美洲人权法院（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2014。



儿童与不安全移民248

近期在保护移民儿童方面取得进展的两个实例

1. 墨西哥：对 2014 年法律（包括移民儿童保护）的执行任命了 300 名儿童保护官员，这些

官员在 2017 年为 130000 名儿童移民提供了援助，其中 50% 的儿童无人陪伴。它为安置

受到暴力侵害的儿童制定了替代性的、非拘禁性的照顾模式和家庭寄养照顾试点，并且

正在设计一项国家计划来替代拘留的方式。墨西哥正在与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
合作开展一项地区项目，以改善北三角国家当地的条件和教育机会。

a 同时，美国移民控

制的外部影响正在产生对墨西哥北部边境的、在美国提出庇护申请的未成年人危险的情

况。对庇护申请者实行有限配额的制度，迫使数以千计的人，包括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

在墨西哥边境一侧的危险边缘度过了数月之久，超出了有效儿童保护服务的范围。
b

2. 土耳其：自 2014 年以来，土耳其在《外国人和国际保护法》的实施上取得了成功，这

项法律允许在国际上或暂时性的保护下的儿童和土耳其儿童平等获得保护、教育和医疗。

这使移民和难民儿童有更多的机会获得教育和所需的医疗服务与药品。
c 尽管取得了这些

积极的进展，但是叙利亚难民儿童仍在确保其所需的健康和教育机会方面面临挑战。为

叙利亚人建立的临时教育中心是确保对叙利亚儿童实行阿拉伯语教学的重要过渡步骤，

它最初并未获得认可，并且在适应和融入社区方面有所延迟。叙利亚医生和教师的招聘

减轻了难民面临的语言挑战，但难民中一些人无法获得适当的服务提供者或获得语言支

持。此外，为满足日益增加的学校人口而招募的一些土耳其教师缺乏经验，并且缺乏管

理相应的技能或支持来管理存在着高度受创孩童的复杂教室环境。
d 

a  感谢 Mirela Shuterqui，墨西哥驻日内瓦联合国大使提供的信息。

b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2016a；Campoy，2016。
c   Aida，2018。
d   Aras 和 Yasun，2016；Celik 和 Icduygu，2018；Uyan-Semerci 和 Erdogan，2018。作者感谢 Deniz Yilmaz 提供的这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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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议题

联合国大会（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UNGA）在 2016 年 9 月的重要会议发布了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声明，即《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宣布启动两项不具有约束力的《全球契

约》进程，一项针对难民，一项针对移民。 70 它声称：“我们将保护所有难民和移民儿童的人权和基

本自由，无论他们的身份如何，并在任何时候首先考虑儿童的最大利益。这将尤其适用于无人陪伴

和与家庭失散的儿童。” 71 

《全球移民契约》的主要目标是推进重要的关于移民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该目标被确

定为可持续发展目标10.7，呼吁各国“通过包括执行有规划且管理良好的移民政策在内的手段，促进

有 序、安全和负责的人员移民和流动”。 72 

《关于全球契约中儿童权利的倡议》（ The Initiative for Child Rights in the Global Compacts）经

多方利益相关者努力强调了全球儿童移民议题，该项倡议确认了为儿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0.7 的
若干优先领域。其中包括精心生成的准确、有针对性和分类的实证数据，用以夯实评估是否符合

《全球移民契约》中保护儿童的目标的过程。

一个新兴的儿童移民议题是移民儿童自身有组织的迁移在政治上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在 2017 年
春季和夏季，一群年轻的阿富汗移民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抗议活动，抗议政府威胁将他们送

回阿富汗，人数达到顶点时有 1000 人在市中心举行示威游行。 73 抗议活动取得了成功，迫使政府撤

回了一些发给庇护申请被拒绝的寻求庇护者的驱逐出境通知。另一个例子是总部位于美国“Dreamers”，

该组织是一群年轻的移民活动家，他们采取了“违背入境移民执法政策并试图重塑公民立法的公民

不服从姿态”。 74 这个团体中有许多儿童和年轻人，其中许多人从幼儿时期开始就是美国居民，这个

群体成功地用具有说服力的合法化理由引起了公众的注意。该团体成员在其生活各个方面都受到其

非正规移民身份的深深影响，他们组织了一些公共活动，提醒人们注意无证件的普遍后果。 75 要求无

证年轻人合法化的广泛联盟也被建立，其中包括由全国年轻人领导的倡导网络“United We 
Dream”，该网络汇集了50多个分支机构。那些从前总统奥巴马“童年入境暂缓遣返（DACA）”

行政令（这项行政令推迟了对80万合格的无证儿童和年轻人的驱逐出境并允许他们就业）中受益的

所谓“DACA年轻人”的未来仍然处于高度不确定之中。

　　无人陪伴的移民和难民儿童被驱逐出境并被强制遣送是一个日益引起关注的议题。 76 这种大规

模的遣返过程是强力的区域边境执法政策的结果，尤其是在欧洲和北美洲，这种遣返过程将所负的对

70　 联合国大会（UNGA），2016。
71　 同上。

72　 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SDSN），2019。
73　 《地方报》（The Local），2017。
74　 Terrio，2018。
75　 同上。

76　 Chase 和 Sigona，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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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儿童的保护责任外加到庇护能力较弱的司法管辖区域。人权组织已经提请注意与这些政策有关

的、重大儿童保护方面的担忧，包括没有对儿童的最大利益或儿童返回家园的可能风险进行任何系

统性的详细审查。 77 在 2017 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说滞留在利比亚的 400000 移民中，9% 是儿

童，其中有14000 无人陪伴。 78 截至 2018 年 5 月，国际特赦组织报告说，利比亚已有超过33 个正在

运行的拘留中心，在这些拘留中心内有 7000 多名移民（其中许多是儿童）被拘留。在欧洲或者其他

地方没有重新安置机会的情况下，欧盟、非盟和联合国机构已将他们的努力方向定为遣返希望离

开拘留所并返回家园的移民。国际移民组织为超过 23000 名利比亚移民的返回提供了便利，包括少

数儿童。在确保遣返之前对被遣返儿童的最大利益进行评估，并且努力解决返回者或他们的家庭

抵达返回国后缺乏支持的问题。 79

最后一个新出现的议题可能使别的议题显得不重要，这个议题是有关气候的迁移对儿童及其家

庭生活越来越大的影响（见本报告第 9 章）。除了一般议题外，还会出现一些针对儿童的讨论要点。

在与气候相关的流动背景下，儿童很少对如何或何时进行迁移做出决定，他们通常也不以任何方式

参与此类迁移的计划。这种参与性失灵可能加剧其强制离家、离开同龄群体和有归属感地方的迷失

感与失落感。

结论

本章的重点是那些国际儿童移民中引起保护和关注的部分儿童，其相关移民问题需要更多的公

众参与和支持。

对当代儿童移民的规模和形式的日益关注引起了政策改革，其中一部分已在上文中详细介绍过，

这些改革已经改善了对移民和难民儿童的保护。例如，许多无人陪伴的儿童移民所到的许多国家已

经建立了监护计划和免费的法律代理服务。即使在政策实行上仍然有不完整或不一致的地方，关于

适用于移民儿童的最低标准的共识也确实在不断提高。因此，人们普遍认为，不应该拘留移民儿童，

并就像注意到其脆弱性和依赖性一样，也应充分关注移民儿童的能动性、参与和恢复力，应将移民

和难民儿童纳入国内教育和儿童保护服务的主流，并将无人陪伴和失散儿童作为相应专门措施的重

点。幼儿发展和青春期儿童福利专家正逐渐将与移民儿童和难民有关的特殊问题纳入他们的计划和

培训之中。 80 

　　但是，上述的最近事件表明，执行方面的巨大缺口仍然存在，例如美国的家庭分离和移民儿童拘

留，以及孟加拉国罗兴亚难民儿童对扩大化教育提供的需要。无论是在本国境内还是在邻国营地中，

77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2018b。
78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2017b。
79  哈佛 FXB 卫生与人权中心（Harvard FXB Center for Health and Human Rights）和国际移民组织（IOM），2019。
80  Bernard van Leer 基金会，2013；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UNFPA），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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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被迫流离失所的儿童仍然缺乏获得基本服务的机会，例如基础医疗和教育，并不断经历对其身

心健康的威胁。在旅途中的剥削与遭遇的暴力仍是当代儿童移民的常见事件。总体而言，必要的对

移民儿童的需求和权利的关注以及发展以儿童为中心的方法进行研究和计划仍未完全实现，并且证

明这种情况紧迫性所需的数据仍然不足。

本章指出了一些有希望的进展，包括一系列行动者在改善移民儿童保护方面更为活跃的参与、

为政策制定提供的有用指导方针、与移民儿童打交道专业人士间日益紧密的部门合作，以及在移民

儿童社区内部积极性和领导力的日益增长。

最后，有必要重申保护方面的严峻挑战仍然存在，除非采取协调一致的方式来应对一些令人担

忧的趋势，否则这些挑战很可能继续存在。它们中可能最重要的是，有证据表明的、持续存在的针

对移民社区（包括年轻移民，无论是在旅途中还是抵达新的接纳国时）的暴力。那些在难民营或危

险的过境点存活下来的儿童，如果想克服过去经历给他们遗留下来的灼痛，就需要包容性措施、稳

定和机会。对于那些能享受家庭和社区环境支持的儿童来说，只要他们生活的社会积极参与预防仇

外情绪和仇恨扩散（在教室、足球场或住宅区），他们可能比较容易克服这些灼痛。对于那些独自

进行移民的儿童，为确保恢复力、确保他们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及支持他们成功的愿景，可能还需

要做更多的工作。儿童福利和移民治理系统需要融合并建立更好的协作能力，以促进将移民儿童纳

入国内儿童保护结构中、激发移民系统内对儿童需求和权利更多的认识和理解，以及彻底履行不歧

视司法管辖范围内所有移民儿童的义务。



ROBERT	OAKES
SOUMYADEEP	BANERJEE
KOKO WA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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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人口流动与对环境变化的适应 1

1　Robert Oakes，联合国大学环境与人类安全研究所（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Human  Security）；
Soumyadeep，Banerjee，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IOM）；和 Koko Warner，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秘书处。

2　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研究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Engineering and Medicine，NASEM），2016；联合国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2014。
3　自 20 世纪末期以来，已经有关于未来因气候变化而迁移的人数估计（Myers，1993；Stern 等，2006）。尽管政策界可能会

接受这样的估计，但学术界对建立模型所需要的假设持批评态度，特别是其缺乏对非移民适应措施的考虑（Gemenne，2011）。

尽管如此，这些方法以及它们产生的数字仍对媒体和政策言论产生影响（Rigaud 等，2018）。

4　 Siddiqui 等，2019。
5　 Castles，2010；Hall，2015。

 引言

每年，全世界有数以百万计的男性、女性和儿童由于预期到环境压力或为应对环境压力而迁移。

诸如飓风、洪水和森林大火之类的灾害会破坏房屋和财产，造成人们的流离失所。而缓慢发生的环

境变化（例如由于降雨模式和干旱引起的海平面变化）加剧了在生计和获得食物与水方面的压力，

这可能促使人们决定迁离以寻找更可维持的生活条件。 2 气象学和其他科学方面的进展使人们了解到

气候变化的动态和发展速度，其显示了当前从极端天气事件到大规模生态系统变化的破坏性灾害正

在以不同于地球上任何其它已知时期的速度与强度发生。预计由人类行为导致的气候变化将进一步

影响到移民，以及以其他形式为规避风险而迁移的人。 3 

本章提供了对环境变化和人口流动范围的最新概览。我们首先探讨了关于环境变化和移民的不同

观点，包括认为包括移民的人口流动“是一个关乎安全的议题”，到认为它“是一个关乎保护的议

题”、以及到认为它“是一个与环境变化有关的适应和风险管理议题”的不同观点。本章还提供了

世界各地实证研究中的环境移民的实例。随后，我们总结了该主题在国际政策领域的最新发展。结

论部分归纳得出了对研究、政策和实践的启示。

理解环境变化和移民之间的联系

环境影响促进移民的机制很复杂。 4 过去十年中，人们已接受“环境和移民之间的联系很少是线

性的”这一观点。一些文献将这一问题视为正常和中性的社会过程，而另一些文章则将其称为“移

民问题”。 5 经济、政治、文化和人口因素与环境驱动因素相互作用，塑造了人们迁移或停留在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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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cLeman，2018。 
7　 Black 等，2011。
8　 Black 和 Collyer，2014。
9　 Ayeb-Karlsson，Smith 和 Kniveton，2018；Oakes，2019。

安全化 保护

关键概念 非正规移民 人权
适应能力；汇款；避免、
最小化和解决气候变化

的不利影响

适应和气候风险管理

有能动性的

人口流动可以是应对气
候影响和风险的一系列

对策之一

缺乏能动性的

如果人们迁移，他们必须
能够在保护框架内保有尊
严与安全的条件下这样做

将移民看作：

在规范方面的
含义

面对资源短缺的不稳定因
素（气候是威胁的倍增器）

应当控制国界以减少对目
的地地区社会、资源和文

化的风险

注：UNFCCC 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IPCC 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AR5 是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 
        AR6 是 IPCC 第六次评估报告；UNSG 是联合国秘书长。

位置的意图。这些相互作用会助长压力，在某一节点（临界点）后，离开比留在原地更具有吸引力。 6

这些意图是否以及何时表现为行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物质方面的迁移能力， 7 其中一些不迁

移的人口被贴上“被困”的标签。 8 对不迁移的选择不一定与物质条件有关，还与心理和文化的局限

性和偏好有关。 9

已有许多术语用来描述由于环境和气候变化迁移的人类。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本章使用诸

如“人口流动”之类的术语，指的是广泛的人类迁移。它涵盖了移民、流离失所和有计划的搬迁，

以及包括与极端事件和环境压力有关的“环境移民”。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学界、媒体和政策领

域已经出现了环境移民和人口流动的三个主要框架：（a）与环境变化和资源短缺有关的非正规移民

是一个边界安全问题，特别是对目的地地区而言；（b）对环境移民的保护；和（c）作为适应和气候

风险管理的一种形式的环境移民（见表 1），这些框架反映了移民现象的政治敏感性。

表 1. 构建环境变化和移民之间相互作用的三种不同方式

政策辖区

报告和文献中
的实例

IPCC AR5 关于人类安全和
移民的章节；UNSG 谈及
的“气候是威胁的倍增器”

“灾害所致流离失所问题
平台”；《难民问题全球

契约》

Kelman 等，2015；南森保
护框架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坎昆协议》；《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流离失所问题工作
组：《安全、有序和正常

移民全球契约》

Mcleman 和 Smit，
2003； IPCC 关于土地
和气候变化的特别报
告；IPCC A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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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框架倾向于强调环境移民是更广泛的“威胁倍增器”格局的一部分，是对目的地地区的

安全的一种明确的或暗含的威胁， 10 同时“环境移民”也被认为与对国界的关注和资源控制有关。 11 

在政策上，这些观点可以转化为对边境安全的讨论和措施。第二种框架倾向于将环境移民描述为一

种需要保护的脆弱人群在不利的环境中迁移的现象。“保护框架”的观点和人权观点有共性，后者

强调与工作权、教育权、医疗权、获得食物与水的权利，以及可能会受到环境冲击的破坏的其他权

利相关的人权。保护的观点将可能迁移的受影响人群需求放在中心地位。在“灾害所致流离失所问

题平台” 的工作中，强调保护的分析框架是显而易见的。 12

强调安全化和保护的分析框架受到批评，因为它们没有充分承认环境变化影响下人们的能动

性，过分强调威胁而没有充分识别“机会”在环境移民过程中可能发挥的作用。第三种框架包括将

移民、流离失所和有计划搬迁在内的人口流动看作一系列应对气候影响和风险可能的适应性对策。

在气候政策方面，人口流动首次出现在《坎昆适应框架》（Cancun Adaptation Framework）中，目前

已经成为在有关人口流动的专门工作流程以及流离失所问题的工作组中的重要特色。对于与气候或

者其他环境因素相关的物理破坏，该框架认识到了减少其风险和所造成脆弱性的可能。 13 该框架还

强调应寻求避免、最小化和解决与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有关的流离失所问题的方法。下一节简要介

绍了移民框架作为一种适应形式的演变。

10　 Baldwin，2013；Bettini，2013。
11　 Piguet，Kaenzig 和 Guélat，2018。
12　 灾害所致流离失所问题平台（Platform on Disaster Displacement，PDD），2016。
13　 Adger，Campos 和 Mortreux，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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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移民是一种应对气候影响和风险的可能对策

尽管研究成果仅适用于特定环境，但在过去十年中，人们已经对面临环境破坏时的移民行为所带

来的机会有了一些了解。 14 当考虑自愿移民时，人们也许能保护或利用他们的资产和健康状况，决定

家庭中谁来迁移，如何迁移以及何时迁往何地。通过这种方式，移民成为一系列适应措施的一部分，

人们利用这些措施来应对气候和环境变化，减少贫穷，和增强恢复力。 15 在家庭恢复力更高的地方，

年轻、受过良好教育的移民通过用于支付教育、医疗或生计多样化花费的汇款来改善家庭条件。在家

庭处于更加不稳定状况的地方，移民可能是一家之主，并且移民结果可以被描述为通过获取食物或获

取购买食物的现金来生存。 16 自愿移民和被迫移民之间的区别在某种程度上是任意的，其更准确的描

述是类似于从完全自愿到完全被迫的一个渐进变化的过程。 17 在应对环境问题时，即使是“自愿” 

移民也可能负有一定程度的压力。因此，在这些状况下，支持性政策和法律途径对移民来说是有利因

素，有利于安全、有序、正规的移民，和对其更好的管理。

一旦适应力（包括在原地和非原地策略中）和社区恢复力被耗尽后，作为最后手段，整个社区可

能不得不搬迁。 18 由于变化是环境造成的，在某些情况下，移民被认为是适应变化的产物。对有计划

的搬迁过程来说，如果过程具有参与性并且在早期阶段就被来源地和目的地区域所接受，且迁移的人

能获得合适的谋生机会时，移民可能更适应移民后的生活。 19

批评和细微差别

将气候变化背景下的环境迁移和人的流动界定为 “威胁倍增器”（安全视角）论述的一部分，

或作为保护框架议题，或风险管理议题，都包含极其主观的因素。移民一直以来被解释为适应上的失

败或不得已的策略。 20 涌现出的所谓“环境难民”的相关文献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框架，该框架描述了

气候变化导致大规模人群向城市地区转移和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的前景。 21“适应”一词受

到批评，因为其有些用法强调个人和家庭的作用，而不是强调加剧脆弱性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的责任。 22 

移民作为适应方式的概念受到了挑战，因为它忽略了政治经济现实， 23 另有一些文献声称移民作为适

应方式的框架妨碍了关于气候变化的论述和关于不同族裔与种族移民的论述。  2 4  一些学者

14  Ionesco，Mokhnacheva 和 Gemenne，2017。
15  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ADB），2012。
16  Warner 和 Afifi，2014。
17  Hugo，1996。
18  亚洲开发银行（ADB），2012。
19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和联合国难民署（UNCHR），2015。
20  Baro 和 Deubel，2006；Adamo，2008；Penning-Rowsell，Sultana 和 Thompson，2013。 
21  El-Hinnawi，1985；McLeman，2016。
22  Ribot，2011。
23  Felli 和 Castree，2012；Bettini，2014。
24  Baldwin，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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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对移民作为适应方式框架中对积极结果的强调，因为这不能反映移民的现实。25 此外，事实

证明有规划的迁移过程非常复杂，并且还能影响政府与城乡地区的地方管辖权之间的关系，因此有

时不能认为是对环境变化的一种适应方式。 26 

迁移可能会在短期内减少脆弱性，但在中期会进一步加剧问题，因为人口可能会在新的地方重

新构造易受风险和脆弱的状况。 27 为工作而进行的移民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帮助其来源家庭实现对环

境冲击的压力管理。但是，它可能会在中期或长期使移民工人和其家庭面临遭受冲击和压力的风险。 28

对“谁”适应和“何时”适应的考虑表明适应是一种主观经历；在过去十年中，越来越多的研究强调

了气候风险的主观性质， 29 以及由主观原因造成的对气候变化适应和潜在适应性移民的障碍。 30 

25　 Ransan-Cooper 等，2015。
26　 Arnall，2019。
27　 Adger 等，2015。
28　 Banerjee，2017。
29　 Adger 等，2013。
30　 Grothmann 和 Patt，2005；Adams，2016；Oakes，2019。

有关环境流动性的数据和知识

关于环境流动性的研究仍在发展中，尽管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取得了进展，但仍然存在各
种数据和知识缺口。

a 每年，与快速发生的环境破坏有关的新增“境内流离失所人数”的可靠
数据都在增长。但是，当移民并非被迫发生时，获得其相关可靠数据存在困难；例如，很难
为出于对缓慢发生的环境变化（诸如荒漠化或海平面上升）的预期或对应而进行迁移的人数
做出可靠估算。

b 同时，还需要评估与移民有关的经济和其他成本。
c 关于这个主题的研究一直

以来都是北方世界（发达国家）研究人员围绕南方世界（发展中国家）开展的研究。
d 南南和

南北能力建设以及改进研究和当地知识的整合仍有发展空间。

a  Ionesco，Mokhnacheva 和 Gemenne，2017；灾害所致流离失所问题平台（PDD），2016。
b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nternal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Center，IDMC），2019。
c  同上。

d  Piguet，Kaenzig 和 Guélat，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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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和环境变化的证据

以下章节介绍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和环境变化的实例。它以先见报告（Foresight Report，出自

于英国皇家智囊机构 Foresight——译者注）中确定的三个生态区（例如山区、干旱地区和沿海地区）

为基础，这些地区面临着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破坏。 31 这些实例涉及了各类对这些环境破坏的适应性措

施，从工作移民到收入来源多样化，再到国家政策以促进预期的移民形式（表 2）。

山区

在环境变化的背景下，人们已经记录了山区的各种各样的人类迁移路径：流离失所、劳务移民、

有规划的搬迁和季节性放牧。 32 气候变化对高山牧民在夏季牧场和冬季牧场之间季节性放牧的迁移产

生了不利影响。 33 阿富汗、尼泊尔和巴基斯坦的牧民认为，由于不稳定的降雪模式和降雨的减少，植

被情况恶化。 34 据报道，在整个兴都库什 - 喜马拉雅地区，沿迁移路线的传统水源地中，大雪和缺水

造成了牲畜死亡。 35 同时，温度升高与其对积雪覆盖的作用也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例如从冬季到

夏季牧场的季节性迁移的提前开始以及在夏季牧场居住时间的延长。 36 牧民社区还面临与气候变化相

31　 Black 等，2011。 
32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IDMC），2016；Brandt，Kaenzig 和 Lachmuth，2016；Liu 等，2018；Namgay 等，2014。
33　 Namgay 等，2014。
34　 Shaoliang，Ismail 和 Zhaoli，2012；Joshi 等，2013；Gentle 和 Thwaites，2016。
35　 Shaoliang，Ismail 和 Zhaoli，2012；Gentle 和 Thwaites，2016。
36　 Joshi 等，2013；Shaoliang，Ismail 和 Zhaoli，2012。

地理重心 地理重心移民模式 移民模式生态

山区
喜马拉雅山脉
和中亚

秘鲁
环流式移民与
牧民

环流式移民

可能有益于
健康的移民

有计划的搬迁

为侨汇进行的
国际移民

有尊严的移民

干旱地区

沿海地区和岛屿

塞内加尔 墨西哥

太平洋群岛 美国

表 2. 实证研究中的实例

城市地区
恢复能力强的城市
应对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为妇女带来
就业机会和能动性

肯尼亚 孟加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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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作用的其它因素的复杂性，例如与栖居社区的冲突、体制障碍、市场力量与政策支持不足。 37 牧民

社区采取了不同的适应措施来控制环境冲击和压力。在喜马拉雅地区，牧民改变了他们的迁移活动（例

如改变放牧区、改变路线以及减少在沿线不同位置的停留时间），并且在少数情况下，家庭或者整

个村庄都进行了搬迁。牧民还采取了一些停留在原地时的措施，例如对动物进行舍饲，改变牧畜种类，

临时禁止牧畜买卖和开挖蓄水池。 38 

为工作而进行的移民，特别是环流式移民和季节性移民，是地处山区的人们对由环境危害对耕种

和牧畜饲养构成的风险进行风险管理的一种传统策略。从以农田为基础的收入向劳务移民和与之相

关的汇款过渡是吉尔吉斯斯坦纳伦河流域，特别是下游地区的社区对供水变化做出应对的方式之一。 39 
汇款为灾难期间的救济提供资金，并在灾后为恢复和重建提供支持。2015 年尼泊尔地震后，在美国

的移民和侨民积极参与汇款以支持他们的家庭和救灾行动。 40 汇款对收款家庭和来源社区的影响程度

因情况而异。 41 例如，汇款对极端天气事件带来的脆弱性的作用是非线性的。在受干旱影响的中国西

南农村社区，收到汇款的家庭比没收到汇款的家庭适应能力差一些。但是，收到汇款的家庭的适应

能力在长期得到了改善。 42 在塔吉克斯坦，家庭对移民汇款有着高度的依赖，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缺乏

对失去汇款后可能应对措施的了解，这种缺乏降低了他们适应环境和气候压力的能力。 43

在许多山区，为工作而进行的移民是一个因性别而异的过程。留守妇女负有照顾儿童和老人、

管理家庭资产和应对新挑战的责任。 44 社会和文化规范、对信息的获取和体制问题等因素成为妇女适

应的障碍。 45 在尼泊尔，如果留守妇女能够获得旨在加强其预防性储蓄和防汛等自主适应措施的能力

建设干预措施支持，汇款接收家庭更有可能将其储蓄的一部分投资于防汛工作。 46 

37　 Shaoliang，Ismail 和 Zhaoli，2012；Gentle 和 Thwaites，2016。 
38　 Aryal，Maraseni 和 Cockfield，2014；Banjade 和 Paudel，2008；Moktan 等，2008；Ingty 和 Bawa，2012。
39  Hill 等，2017。 
40  Shivakoti，2019。
41   Barnett 和 Webber，2009；de Haas，2012。
42  Banerjee 等，2018。
43  Babagaliyeva 等，2017。
44  Resurrección 等，2019。
45  Jones 和 Boyd，2011；Singh，Osbahr 和 Dorward，2018；Achandi 等，2018。
46　 Banerjee 等，在审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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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地区

在世界各地的干旱地区，环境变化日益加剧了人类的迁移。 47 降雨的变化尤其加剧了谋生的压力，

包括那些由农业、畜牧业和渔业支撑的生计。这些因素会对不同族裔的群体造成潜在的严重且难以

预估的影响。例如，关于澳大利亚土著社区，以及这些社区的反应和当地知识对不同形式的适应（包

括迁移）可能的贡献，目前缺乏足够的信息。 48 在中美洲，人们发现墨西哥干旱州的降雨变化和流向

美国的人流量之间的关系是显著的。 49 其他作者强调了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食品安全、

移民与暴力之间的关系。 50

有证据表明，散居国外者会向干旱地区进行投资。在塞内加尔河谷，移民与环境变化和对水资

源抽取有关。 51 在塞内加尔河谷波多尔省（Podor Department）新建造的清真寺和学校，就是在外离散

人口的资金为社区恢复力和发展做出贡献的例证。 52 国际移民组织（IOM）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to Combat Desertification，UNCCD）的一个联合项目成功促使了在外离

散人口社区在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和塞内加尔移民流出地的投资。这笔钱被用于可持续土地管理的

投资，并使意大利米兰的社区和来源地之间的移民网络正规化。 53

从塞内加尔流域到路易港的迁移，一定程度上由二十世纪最后 25 年的干旱和水资源提取情况驱

动，这种迁移最初看上去让人们适应了环境的变化。但是，在干旱周期结束后，以前曾遭受过山洪暴

发的城市新定居地再次被淹没。 54 对此类风险的一种应对措施是创建一个预警手机应用程序，该程序

可以通过由于大气层水分变化造成的移动信号的减弱来通知用户可能发生洪水的风险。 55 这表明，有

必要考虑缓慢和快速发生的危害的结合。在加纳达加拉（Dagara），从人口密集地区到人口稀少的农

业边境的迁移有助于减少人口流出地区的土地的压力，并导致汇款增加，从而促进了对牛和犁的购买。

另一方面，这也加剧了可能在人口流出地区继续存在的不可持续的农耕方法。 56 与环境变化有关的国

际迁移可能会由于成本的降低、（正规和非正规）路径和支持跨境迁移的网络的发展而增加。 57 

47　 Rigaud 等，2018。
48　 Carson 等，2014。
49　 Nawrotzki，Riosmena 和 Hunter，2013。
50　 国际移民组织（IOM）和世界粮食计划署（World Food Programme，WFP），2016；美洲开发银行（Inter 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IADB）等，2017。
51　 Madgwick 等，2017。
52 同上。

53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4；国际移民组织（IOM）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2019。
54  Diagne，2007。
55  Ouedraogo 等，2018。
56  Van der Geest，2011。
57  Donato 和 Massey，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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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发生的环境变化

干旱地区面临着诸如土地退化、荒漠化、降雨变化和干旱等发生过程缓慢的风险。人们
很有可能从飓风中撤离，回到家中并继续以诸如捕鱼之类的生计为生。当生计依赖于雨养农
业时，如果降水量或获取的水量随时间缓慢减少，留在原地进行适应可能会更加困难。诸如
此类与缓慢发生的环境变化相关的流动可能呈现出更为持久的效应，并对生计、健康和人权
产生相关影响。相对于突发性危害而言，更长的前置时间也可以为留在原地和通过流动进行
各种形式的适应提供空间。另一方面，缓慢发生的环境变化也可能削弱人们的迁移能力，这
会使人们在应对突然发生的危害的影响时更加脆弱。

a

a  Black 等，2011。

沿海地区和岛屿

从历史上看，迁移一直是世界上许多岛屿的一种生活方式，并且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这些进程

正在加速发展。 58 沿海和岛屿社区面临着越来越高的热带风暴和海平面上升影响的风险。 59 此外，许

多沿海地区和岛屿受到淡水来源短缺的不利影响，降雨模式的变化和洪水造成的盐碱化又使问题更

加复杂化。 60 土地，岛屿和淡水消失的前景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正在出现一系列的人口

流动方式，包括一系列保护流动人口福祉的解决方案。 61

在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 SIDS），研究表明，（与对气候影

响的预期相关的）移民导致了侨汇、更多的给年轻人的机会以及对其它措施的补充。 62 由于并非所有

人都可以选择移民，所以迁移和侨汇流可能重新造成或加剧脆弱性和不平等，就像在汤加发生的案例

一样。 63 沿海捕鱼社区的家园和生计可能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由于过度捕捞和海水温度升高造成

的鱼类种群和生物多样性的下降迫使塞内加尔的手工渔民在更远的海域中捕鱼或寻找其他渔业工作。

一些渔民可以用他们从国际迁移中赚来的钱在远离不断侵蚀陆地的海洋的地方建造家园。 64 

三角洲地区提供了肥沃的土地，并为灌溉、渔业和贸易提供水资源。由于它们位于河流和海岸

的交汇点，气候变化使它们面临海平面上升和洪水泛滥的风险。这助长了移民潮，在越南，从湄公

河三角洲而来的迁移就被发现与更高的收入和就业有关。 65 在孟加拉国的贾马尔普尔（Jamalpur），

58   Kirch，2017。
59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14。
60  Oakes，Milan 和 Campbell，2016。
61  Van der Geest 等，2019。 
62  Shen 和 Gemenne，2011；Goldsmith，2015；Ash 和 Campbell，2016。
63　 Le De，Gaillard 和 Friesen，2013。
64　 Zickgraf，2018。
65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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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期和干旱影响了农业，人们通过改变谋生手段和迁移（通常是迁往首都达卡）进行应对。通常

是年轻人进行迁移，他们寄来的汇款可以通过购买水泵促进新的生计和企业的发展。 66

在海地，“移民、环境和气候变化：政策依据”（Migration,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 
Evidence for Policy, MECLEP）项目发现季节性移民可能会有利于减轻家庭的脆弱性。 67 因此，在该项

目范围内制定的海地新移民政策认识到移民的积极成果，以及移民如何通过技能、资金和知识的转

移促成适应。移民问题已纳入城市发展、适应和减少灾害风险的方案，而与移民和环境变化有关的

问题现也列入人口普查。 68

一些沿海和岛屿社区迁移已经开始。一项研究预测，由于环境变化，到本世纪末，美国超过 400
个城镇、村庄和城市（包括大量沿海原住民社区）将需要迁移。 69 路易斯安那州的查尔斯岛（Isle de 
Jean Charles）将成为第一个获得联邦的资金和支持用以迁移的社区。居民已与当地非政府组织合作，

计划使用现代技术和对湿地与公园的创新利用来规划一个新的可持续社区和定居点，以在维持捕鱼

66　 Ayeb-Karlsson 等，2016。
67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
68　 同上。

69　 Maldonado 等，2013。

对马绍尔群岛适应性流动的看法

由于海平面上升、高温和干旱影响了生计和基础设施，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暴露于各种环
境风险之下。随着气候变化的影响增加，马绍尔人可能不得不决定是留在他们的岛屿上还是
进行迁移。美国是最受欢迎的目的地，因为马绍尔人可以在《自由联合协议》（Compact of 
Free Association）下在那里工作和生活。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环境压力已经促使人们决定
迁往美国。

a 例如，一名在现场采访中的受访者说：

“如果更多的人离开，本地将会有更少的人和更多的工作机会，那么我的丈夫
将能够找到工作。”

另一位参与者解释了在充满挑战的环境和经济条件背景下移民的切实益处：

“通过短暂出国，这可以防止移民或者迁移者失去他或她的土地和房屋。”

当被问及对在美国的移民对马绍尔文化的威胁时，另一位参与者回答：

“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因为我在脸书（Facebook）网上看到人们唱马绍尔的歌
和跳马绍尔的舞。”

a   Van der Geest 等，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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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计的同时防止洪水泛滥。一个重大的挑战将是融合 Biloxi-Chitimacha-Choctaw 部落的历史、传统

和文化。 70 受影响社区的全面参与（包括资源的获取、新定居点的位置和项目的开发时间与方式）在

搬迁中起着重要作用。 71

70　 King，2017。
71　 同上。

有尊严的移民

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的领导人创造了“有尊严的移民”一词，以设想一种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控制自己是否愿意、何时、何地、如何进行迁移，或者如果愿意可
以留下。这个主意的重点是提高教育水平，使移民能够在国际劳动市场上竞争，并加强与该
地区离散人口的网络，以创造新的机会和支持新移民。

a 人们希望这些人员流动可以减轻家庭
和环境资源的负担，并提供财政和社会汇款以实现其它适应形式。

在缺乏促进和确保适应性移民形式的总体全球框架的情况下，将需要更创新、更灵活的
安排。

b 区域框架可以建立在现有的双边协定的基础上。这样的计划在愿意向移民开放边界的
区域经济强国的支持下可能会成功。例如，南美洲国家就保护跨境灾害流离失所者和受灾国
家的移民问题制定了非约束性协议。

c

国家层面的环境移民计划也正在出现。斐济的《有规划的搬迁准则》指出，搬迁是最后手段，
应在“探索了所有其它可行的适应选择之后”考虑。

d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它需要确保长期的
经济可持续性、支持和服务、以及对弱势群体权利与福祉的保护。《准则》描述了应采取的步骤，
例如与所有受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协商，包括迁移的人、接纳社区和选择不迁移的人。

e

a  Voigt-Graf 和 Kagan，2017。
b  Barnett 和 McMichael，2018。
c  南美移民会议（Conferencia Suramericana sobre Migraciones，CSM），国际移民组织（IOM）和灾害所致流离失所 
    问题平台（PDD），2018。
d  斐济政府，2018。
e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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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区

尽管考虑移民来源地区很重要，但在评估环境移民的结果时分析移民目的地区也至关重要。例如，

在墨西哥三年干旱之后，记录中从农村流入城市地区的人口增加。 72 这样的迁移可能是适应良好或适

应不良的。城市通常位于容易发生灾害的地区，例如低洼沿海地区，或易发生地质灾害（例如山体滑坡、

地震和火山喷发）的地区。当移民定居在容易遭遇危险的地区（例如山坡上的贫民窟或容易发生洪

水的地区）时，这些人将来可能会更容易遭受环境和气候的破坏，并且更容易受其影响。未来有可

能出现更多的环境热点，且人们将面临人口增长、脆弱性增长和遭遇更严重更频繁的气候事件的三

重危局。 73

城市环境可以扩大男女之间的经历差异，突出说明移民和环境破坏的性别差异方面。人们认为女

性在迁移之前、期间和之后比男性更脆弱，这可能影响到她们的安全和保障、心理需求和对服务及

财产权的获得。 74 灾害发生后的迁移也可能增加人口贩运的风险。 75 但是移民，甚至流离失所，也可

以为女性带来机会。在菲律宾，妇女在台风“海燕”袭击后担任了避难营地管理者。 76 离开孟加拉国 
“环境边缘地区”的女性有潜力在达卡的制衣行业找到工作，与男性相比，潜在雇主更看好她们。

女性必须权衡能够汇款来支持家庭的好处与可能遭遇移民污名化的坏处。这些因素使女性在环境影

响的背景下迁移的可能性降低。 77

城市环境中的少数族裔移民群体受到关键基础设施的影响最大。 78 在面临危险时，他们通常被描

述为弱势群体（见本报告第 10 章）。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由于语言上的少数族裔移民和难民过

去遇到的挑战，他们可能具有迅速恢复的能力。 79 例如，那些来自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并曾在

那里遭受过洪水和飓风的城市居民更有能力应对目的地城市中的新风险，例如惠灵顿地震。 80

各国开始计划推进恢复力强和变革性的解决方式。肯尼亚的“国家适应计划”明确提到气候变

化给城市基础设施带来的压力。该计划指出，干旱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后者使人们（尤其是弱势群

体，如儿童，残疾人和老年人）处于容易遭遇洪水泛滥的边缘土地上。因此，人们认识到需要具有

气候适应力的城市发展。 81 在孟加拉国，国家行动者正计划鼓励人们迁移到具有气候适应性和移民友

好的城市中心。发展这些城市地区需要与自下而上的参与过程结合，以满足当地的需求和环境以及

72  Nawrotzki 等，2017。
73  Hugo，2011。
74  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2018。
75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6。
76  Sherwood 等，2015；Ionesco，Mokhnacheva 和 Gemenne，2017。
77  Evertsen 和 Van der Geest，2019。
78  Garschagen 和 Sandholz，2018。
79  Uekusa 和 Matthewman，2017。
80　 同上。

81　 肯尼亚政府，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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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国际气候变化发展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limate Change and Development，ICCCAD），2018。
83　 孟加拉国计划委员会总经济科（General Economic Division，GED），2015。

坎昆适应框
架（CAF）

华沙国际损失与损害机制（下
称华沙国际机制）及其执行
委员会成立

巴厘岛
行动计划

解决损失
和损害手
段的考虑

CAF 第 14（f）
段在国际气候政
策中首次引入了
移民、流离失所
和有计划的搬迁

《巴黎协
定》成立
了流离失
所问题特
别工作组

执行委员会
（ExCom）
将人口流动
纳入五年滚
动工作计划

《有关避免、减
少和解决流离失
所问题的综合方
法的推荐》

推广在有关损失和破
坏的工作中增进对移
民、流离失所和人口
流动的了解的工作

自上而下的计划和支持。 82 这一概念符合孟加拉国的“第七个五年计划”，该计划侧重于“变革性适
应”。 83 

政策框架

如本报告第 11 章所述，近年来，全球移民治理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提供政策指导的总体

框架尚未建立，这些政策指导应涉及人口流动和环境压力，包括与气候变化交叉影响的部分。当前

有许多不同的全球治理机制存在，它们是在不同的背景下出现的，并且对气候变化的流动性方面予

以不同类型的强调。本章简要介绍两个旨在解决环境变化、移民和适应与气候风险管理方面的关键

机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谈判”（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和最近通过的《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即《移民问题

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 for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但是除了《移民问题全

球契约》（Global Compact for Migration）之外，对于这一受到高度关注的问题还有更多的国际性

考量和政策方法。附录 A 概述了对这两种机制以外的国际政策方面的总结。

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和人口流动

人口流动（移民、流离失所和有计划的搬迁）已被视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气候

风险管理问题，特别是在适应、损失和破坏工作流程下展开的工作。风险管理的框架在 2007 年的第

13次缔约方大会（COP13）和 2018 年的第 24 次缔约方大会（COP24）中得到了发展。

图 1. 人类移民作为风险管理话题在国际气候政策中的出现

COP13
2007

COP16
2010

COP19
2013

COP18
2012

COP21
2015

COP22
2016

COP23
2017

COP24
2018

来源：Warner，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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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气候政策中首次认识到这个问题是在 2010 年第 16 次缔约方大会（COP16）上，当时《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通过了《坎昆适应框架》。 84 它包括了第 14（f）段，该段列出了人们

可能进行迁移的范围、应采取的措施和应该在何种程度上采取这些行动：

14. 邀请所有缔约方根据《坎昆适应框架》加强适应行动 … 除其它外，通过以下方式…

（f）适当地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层面采取措施以增进对气候变化引起的流离失所、移民

和有计划的搬迁的理解、协调与合作

　　2013 年，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19 次缔约方大会（COP19）上，缔约方建立了华沙

国际机制，以探索管理残留风险的安排，包括那些与人口流动有关的风险。 85《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进程下正在进行的工作，包括华沙国际机制，旨在增强各国的能力，使他们对影响人们生活和

生活方式的预先活动、计划和应急安排做出具有风险意识的决策。

在第21次缔约方大会（COP21），《巴黎协定》（Paris Agreement）在华沙国际机制下成立了一

个流离失所问题工作组，这是一个转折点；工作组的任务是提出综合方法建议，以避免、最小化与解

决与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有关的流离失所问题。 86 该工作组由各国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下不同小组的技术专家、联合国组织和公民社会的代表组成。工作组提出了涉及整个人口流动范围的

综合建议，例如鼓励各国在制定国家法律，政策和战略时整合气候变化和移民问题，并支持便利正规

和安全的移民途径。 87同时，华沙国际机制还认可了一项为期五年的工作计划，其中一项工作流程涉

及移民、流离失所和人口流动。 88

第 24 次缔约方大会（COP24）在 2018 年通过流离失所问题工作组的建议，并将工作组的任期延

长了两年。 89 下文的文本框总结了针对国家、联合国机构和利益相关方的建议类型。

84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2010。
85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2013。
86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2015。
87  Ionesco 和 Traore Chazalnoel，2018。
88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2017。
89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2018。



《世界移民报告 2020》 267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流离失所问题工作组

工作组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以及联合国和其它利益相关者提出了建议。
它们在第 24 次缔约国大会（COP24）上获得通过。以下是工作组提出的建议实例。

国家：

• 避免、最小化和解决流离失所问题的法律、政策和战略；

• 融入社区参与的研究、数据收集和风险分析；

• 加强准备（预警、应急计划、疏散计划、恢复力建设、基于预测的财政等创新方法）；

• 国家计划程序；

• 寻找持久的解决方案；

• 促进人员的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和流动。

联合国机构和利益相关方：

• 提供支持（财政、技术、能力建设），包括面向受影响社区的支持；

• 加强区域、次区域和跨境合作；

•制定和分享良好实践（理解风险、获得支持、援助和保护、国际法律文件和规范性框架）；

• 请联合国秘书长进行一次全系统战略审查，并在设想的境内流离失所者问题高级别小组
内促进采取综合办法，避免、最小化和解决流离失所问题。

注：完整的决策文本可以在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cp24_auv_ec%20wim.pdf 获取。

《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

　　在审议《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之前，《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United Nations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提到了移民问题，虽然并未明确说明移民和环境之间的联系。也

就是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与其相关的 2030 年目标为在未来的框架中将移民与环境联系起来铺

平了道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它是各国的一项没有法律约束力

的协议，与《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10.7 直接相关：

10.7 促进有序、安全、正常和负责任的移民和人员流动，包括执行合理规划和管理完善

的移民政策。

《移民问题全球契约》以综合的方式提出了 23 个目标以使移民的益处最优化，同时解决其中的

风险和挑战，包括与气候压力和灾害有关的风险和挑战。《移民问题全球契约》指出，移民是“繁荣、



人口流动与对环境变化的适应268

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源泉”。 90 但是，在提到环境移民时，移民往往是出于减轻脆弱性而不是出

于追寻更多的利益的目的。《移民问题全球契约》有四个目标与气候和灾害风险尤其相关。具体而言，

目标 2 旨在令驱使人们迁移的不利因素最小化，该目标包括专门针对气候变化和灾害的独立部分。

在这方面，契约文本承认应优先考虑来源国的气候变化适应和恢复力措施，以使移民的不利驱动因

素最小化。但是，契约文本也承认，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可能无法留在原地进行适应或让移民返回，

并提到有必要考虑有计划的搬迁和签证选项（目标 5，关于提高正规移民途径的可及性和灵活性）。

《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目标 7 旨在解决和减少移民中的脆弱性。最后，目标 23 致力于在灾害背景

下开展国际和区域合作。

总体而言，《移民问题全球契约》阐明了一系列全面的潜在应对措施，来解决移民的不利驱动

因素以及使移民成为一种选择，而不是迫切需求。但是，由于该契约的性质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一

些国家可能决定仅仅采取有限的行动来解决环境移民的挑战。

90　 联合国大会（UNGA），2018：附件，序言第 8 段。



《世界移民报告 2020》 269

结论

本章概述了气候变化背景下环境移民和人口流动的三个主要框架：安全化、保护以及适应和气

候风险管理。本章还重点介绍了在不同情况下（主要是山区、干旱地区、沿海地区和城市地区）人

类迁移模式的现有证据，包括移民、流离失所和有计划的搬迁。这些证据说明了人们在权衡现实和

面对环境和气候压力下留下或离开的潜在风险时所做出的一些取舍。它还强调了气候变化背景的相

关性，因为它与环境有关，也与不同社区如何表现出恢复力和适应能力有关。

本章还回顾了国际政策中的两个关键机制，在这两个机制中讨论了气候变化背景下的环境移民

和人口流动（附录中有其它材料）。近年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必须更好地将移民问题纳入全球

气候和环境机制，并认识到气候变化机制必须将人口流动方面纳入其中。人们已采取重大步骤，确

保在环境和气候变化背景下的人口流动问题在国际层面得到更多的考虑。但是，这一问题固有的敏

感性（例如，在上述讨论的不同框架中反映出的敏感性）意味着在开发具有凝聚力的政策方法上还

有更多工作要做。然而，这些框架和准则最终是否成功取决于各国和其他行动者通过移民、发展、

风险和环境政策对建议的执行，以及将建议纳入其它方案的主流的程度。

总之，气候科学表明，极端天气事件的强度和频率在增加，使更多人和他们的财产遭受不利影响。

人们现在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正面临越来越多来自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压力。随着人们试图摆脱压力和

风险，走向安全或机遇，移民、流离失所和计划搬迁越来越受到研究、政策和实践的关注。在这方面，

需要采取具有以下特点的措施：

• 人们有能力选择是否、何时以及与谁一起迁移（提供的现有网络和有尊严的选择要贴合移民的

文化背景和偏好）；

• 迁移的人可以获得谋生机会，并汇寄能增强适应能力的资源；以及

• 迁移的人可以用一个有尊严、安全和正规的方式进行迁移。

本章研究的文献和案例表明，有必要进行研究、制定政策和实践，以使适应性选择能够在面对

日益增长的环境和气候风险的情况下帮助人们谋求福祉。

在国际移民治理的辩论中，环境、气候变化和灾害驱动因素的重要性将继续成为未来研究和政

策发展的关键领域。缓慢和突然发生的灾害如何影响人们的生计和影响他们的移民策略，以及围绕

移民和气候变化问题的政治问题的重要性，这一现实将继续使环境移民成为这些辩论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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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陷入危机的移民：背景、对策与创新机制 1

1　 Nassim Majidi，Samuel Hall 创始人兼主管；Heaven Crawley，考文垂大学信任、和平与社会关系中心教授；Lorenzo 
       Guadagno，国际移民组织（IOM）；以及 Camille Kasavan，Samuel Hall。
2　 危机国家移民倡议（MICIC），2016 年。在本章中，移民包括旅游者、商务旅行者、外国学生、临时工人和永久居民以

及寻求庇护者和难民。

3　 危机国家移民倡议（MICIC），2016 年。

4　 Martin，2016 年。

5　在全球将遣返作为“走向”政策的回应的背景下（Shaw，2018），把移民疏散回原籍国作为应对危机手段的行为反映了政 
府对采取更能考虑移民能力和愿望的替代措施的兴趣有限。

 引言

从原籍国迁出的移民发现自己陷入的威胁其安全和发展的危机，已经成为了国际社会日益关切的

问题。虽然危机同时影响本国国民和非本国国民，但由于移民在法律、经济和社会地位等方面处于劣

势处境，且面临语言差异、流离失所甚至文化背景等实际挑战，其应对危机的能力可能会降低，进而

限制其获取及时易懂的信息、服务、资源及保证安全。虽然并非所有移民在危机时期都会受到同等的

影响，但移民群体往往是尤其脆弱的群体，他们面临着更大的风险，需要特别的支持。 2 

解决生活在受危机影响地区移民的需要，已成为全球和区域政策研讨论坛中的优先事项。最近的

倡议和政策进程包括：非洲、美洲、中亚和东南亚移民问题的区域对话；《2015-2030 年仙台减少灾害

风险框架》（Sendai Framework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015–2030）；《巴黎协定》（Paris 
Agreement）；以及世界人道主义首脑会议。《危机国家移民倡议》（Migrants in Countries in Crisis 
(MICIC) Initiative） 3 和完善中的《保护在遭受冲突或自然灾害的国家移民的指南》（Guidelines to 
Protect Migrants in Countries Experiencing Conflict or Natural Disaster）就如何改善现行做法提供了具体

实例。 4《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2018）》（Global Compact for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即《移民问题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 for Migration））也承认了危机背景下移民的处

境，其中强调这是实现关于尽量减少被迫移民驱动力的目标 2 和关于减少移民脆弱性的目标 7 的一个

基本要素。

尽管存在相关政策，但当前解决移民脆弱性并在危机之前、中、后期支持其能力建设的努力是否

有效，仍然存疑。部分原因是，尽管在危机背景下，应对移民的特殊情况的必要性越来越受到区域和

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但移民人口的需要和安全可能不是相关国家的优先事项。此外，在某些情况

下，针对移民的危机应对措施主要聚焦于将移民送回原籍国。虽然在某些情况下，疏散或遣返可能是

拯救那些陷入危机的移民生命的唯一选择，但是这可能会以牺牲其他有效的支助机制为代价，而这些

其他的机制是能够更好地满足移民在危机后即时以及长期的利益与需求的。 5 要确保作出适当的反应，

就需要在不同的地理和社会政治背景下明确了解移民的利益和优先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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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上述担忧的反映，本章重点介绍了移民在危机背景下的经历，以及为了应对其处境和需

求，地方的、国家的和国际的回应措施。这一点非常重要，主要有三个原因：（a）更好地了解移民

受到其居住国或过境国发生的危机局势影响的方式；（b）反映针对危机背景下的移民需求的措施有

效性；（c）确定涉及危机局势的一系列利益相关方所采取行动的方式，以确保考虑到移民的需要和

利益。

本章节分为四个部分：（a）借鉴了 MICIC 倡议提供的框架，审查在危机防范、应急和危机后恢

复方面的不同背景、对策、差距和经验教训；（b）概述了处于危机中或受危机影响国家移民的现有

数据，并评估了数据需求和差距；（c）接下来的部分讨论了为支持危机中的移民的创新应对措施；

（d）最后，结论部分反映了政策和实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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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生冲突或国家灾难的国家保护移民的准则

MICIC 倡议是 2014 年启动的一个由国家主导的项目，旨在吸引广泛的民众关注在危机背
景下保护移民。通过一系列多方利益相关者协商，该倡议制定了一套自愿准则，以保护在经
历冲突或国家灾难的国家的移民。该指南于 2016 年发布，是一个无约束力的原则、建议和实
践集合，可以指导所有利益相关者努力降低移民在危机时期的脆弱性。

MICIC 框架中定义的危机管理的周期和步骤

危
机
防
范

危
机
应
对

危
机

后
行

动

追踪
危机相关
信息

收集
并共享移
民相关的
信息

赋权
助人自助

将移民纳入
应急响应系
统

将移民纳入
备灾和应急
工作

以移民为
本的沟通
机制

制定协作
协议

危机的应
对和恢复
能力构建

针对可用
援助提供
及时准确
的信息

使移民向
安全地点
的迁徙

提供
无歧视的
援助

建立
明确的移
交手续

必要时疏
散和重新
安置移民

支持
移民恢复

支持接纳
移民的社
区恢复



《世界移民报告 2020》 273

关键背景以及危机阶段

危机——被定义为“超出个人和其居住社区的应对能力的，对生命、人身安全、健康或基本生

存的普遍威胁” 6——可能与各种现象有关：可能由环境危害、冲突和恐怖主义以及复杂的突发事件、

政治和经济管理的失败、流行病和传染病以及全球金融周期所触发。

近年来，孟加拉国和泰国的洪灾、北美的飓风、利比亚和也门的冲突以及委内瑞拉的政治和经

济危机，使得针对移民的紧急援助和保护成为了迫切需要。这些地方在危机之前和危机期间都接纳

了移民，其中包括永久居民、临时工人、商务旅行者、游客和学生以及寻求庇护者和难民。

在发生大规模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后，移民在危机中的脆弱性问题已经引发国际社会的注意。强

度较低（但通常频率较高）的事件，如城市火灾和事故、局部滑坡和暴力事件，也会不成比例地影

响到那些生活在更容易受到这些危害的地区的移民。所有危机事件的经验表明，边缘化和排斥的政

策模式增加了移民应对大多数危险的脆弱性。不同的危机，无论是大规模的还是小型的，都以不同

的方式影响着移民（见附录 A），进而导致不同的操作层面的干预或应对行为。

在个人社交网络有限的情况下，移民在获得保护和支持方面可能遇到更大的障碍。当下环境决定

着诸多因素（比如性别、年龄、种族和人种、性取向和残障状况）构成了脆弱性并影响移民应对危机

环境的能力。同时，正如本章所讨论的那样，移民和地方危机前、危机中和危机后的能力可以为了解

移民能力提供信息和反馈，超越了以脆弱性为中心的政策方法。认识到移民种类的多样性，支持移民

应对危机，对减少风险至关重要。移民也许会发现自己面临更脆弱或更有能力的情况。例如，当 

2011 年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发生洪水时，移民和难民社区中具有文化和语言多样的社区领导人发挥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充当了信息传递者，向社区传达了针对灾难的紧急应对措施。7 在泰国，由

于行政门槛对流动的限制阻碍了许多受水灾影响的移民工人流动，他们不得不滞留在水灾及其

他危险地区，在可能丧失法律地位、遭到逮捕和驱逐出境之间作出选择。8  

6　 Martin，Weerasinghe 和 Taylor，2014。
7　 Shepherd 和 Van Vuuren，2014。
8　 Guadagno，2015。

考虑具体的运作环境：健康危机的例子

健康危机有其独特的标记，其中包括世界卫生组织（WHO）定义的明确协议和准备程
序。虽然对移民和接纳社区都有重大影响，但移民很少被列入相关的规划机制中。这对人权
和健康都有影响，并意味着医疗保健从业人员需要了解人口流动的社会层面。医疗保健从业
人员和人道主义工作者以及移民社区之间的共享学习是一个优先事项。

a 

a  参见关键信息提供者访谈 Hui（2019）；以及 Wickramage（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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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计划和防范

有效的协调、规划和防范工作需要明确确定各利益相关方的作用。这是源于在国际人权法的规

范下，各国有保护生活在其境内的每一个人——包括本国公民和非本国公民——的生命和尊严的基

本义务。

原籍国通常通过领事援助来满足其在国外陷入危机的国民的需求。《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Vienna Convention on Consular Relations，1963年）规定了领事机构在危机时期行使其领事特权的

权利和责任。但是，实际上，国家在这些情况下采取有效行动的能力取决于资源、能力、政治意

愿、有效的计划和准备。

除了领事馆，移民原籍国的其他机构也可以在危机情况下提供支持。例如，菲律宾政府在其政策、

体制结构和授权中采取综合措施保护其海外国民，而这会直接或间接地为陷入危机的移民提供支持。 9

成立于 2011 年，由多个部委的代表组成的海外防范和应对小组（Overseas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Team）则是该国移民救助系统的关键。该小组的目标旨在制定支持海外菲律宾人的备灾战略，包括

在发生危机时针对具体目的地的应急计划，该战略每六个月更新一次。 10 这一战略还辅之以各种方案

和服务，旨在提高移民应对可能面临的挑战的能力。

9     Battistella，2012。 

10 菲律宾政府，2011。

获取领事保护的权利

 领事服务协助其在国外公民的责任是一项公认的准则，该准则至少载于 45 个国家的国内
法中。

a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没有明确规定各国有义务向受国外危机影响的他国国民提供

援助。然而，《公约》第 5 条列举了各国可在另一国领土上行使的若干职能，包括（a）保护
本国国民的利益，和（e）一国可向其海外国民提供的救灾援助。第 36 条还规定，东道国有
义务允许领事官员在东道国国内法允许的范围内，与本国国民沟通，并向其提供支持和保护。

a  Warre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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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对陷入冲突的移民工人的领事支持

菲律宾领事当局对危机的应对安排在叙利亚冲突期间受到考验。由于暴力升级，政府安
排了一个由外交部、劳工部和内政部工作人员组成的快速反应小组协助驻大马士革大使馆撤
回 8000 名菲律宾工人。

a 例如，29 岁的露丝·帕纳（Ruth Pana）是叙利亚一个家庭的家庭佣工，
她因担心在政府军和叛军的交火中被抓而在 2012 年逃离了雇主家。当她的雇主和其家人搬到
租来的房子时，她联系了菲律宾大使馆，大使馆派车接回了她，并交由菲律宾工作人员照顾，
然后将她和其他人接送回国。帕娜说，她的雇主最初不想让她离开，因为她的合约并没有结束，
但后来就让步了。

b

a  菲律宾政府，2011。
b  Teves，2012。

在国家无法有效应对的情况下，国际组织有时会介入以填补政策空白，并支持移民援助机制的实

施。这在 2011 年爆发的利比亚冲突中体现的最为明显。据估计，内战期间有 150 万至 300 万移民居

住在该国，其中大部分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11 大部分人在冲突升级时无法获得利比亚或来源国

当局提供的服务，因为相关国家并没有针对移民的应急计划。利比亚邻国迅速向逃离利比亚的移民

开放边界，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也支持救济工作，特别是以国际撤离的形式到来源国或第三国的

移民。 12 这些行动的协调从某种意义上开始得到发展。2011 年 3 月，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难民

事务高级专员署（UNHCR）协调撤离工作，并且成立了人道主义撤离小组。该小组旨在为从19个国

家收到的用于疏散移民的总额估计为 2300 万美元的资产和实物捐助提供管理和使用的支持。他们也

得到欧盟（EU）监测和信息中心的支持，该中心协助资产请求的转交和欧盟成员国供给的收集。这些

行动的临时性质突出表明，需要建立更强有力的备灾机制，以管理从危机地区撤离的大规模国际人

员。

公民社会组织（CSOs）也是危机背景下的关键服务提供者，常常充当移民群体和国家主体之间

的桥梁。 13 例如，在 2006 年的黎巴嫩战争中，公民社会组织为移民家庭佣工提供了支持，成立

了一个财团与黎巴嫩政府合作，以解决这一群体的需求。民间组织展示了如何与政府间组织和国家

行为体更好的合作与协调的例子，而政府间组织和国家行为体是危机期间的主要盟友。 14 在美国，

包括加州农场工人关怀联盟（California Farm Worker CARE Coalition）在内的公民社会组织的努力

在确保移民工人在加州野火期间获得信息和支持上发挥了作用（见下文方框）。

11　 Mainwaring，2012。
12　 Aghazarm，Quesada 和 Tishler，2012；Zampagni 等，2017。
13　 危机国家移民倡议（MICIC），2017。
14　 Mansour-Ille 和 Hendow，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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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农场工人关怀联盟：民间社会的协调作用

 2007 年加州野火之后，为在紧急情况下更好地与移民协调和沟通并提供协助，加州农
场工人关怀联盟设置了专门的机构。该结构利用了现有的社区网络以及被称为“推动者”

（promotoras）的同伴教育者，并包括当地应对组织、其他国内非政府组织和媒体（包括西班
牙语媒体）。作为这项工作的一部分，该联盟提高了其成员防范和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并
制定了正式的应急防范计划，现已纳入官方危机管理安排。

a

a  Martinez，Hoff 和 Núñez-Alvarez，2009；Martinez，2017。

应对措施和经验教训

应对措施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关键利益相关方的防灾准备情况，以及他们是否有能力

纳入和协调与移民社区的计划。不管准备程度如何，许多危机需要灵活性、针对性的安排和快速决策。

为危机准备的资金、信息和灵活的移民政策能够显著影响移民群体的相关应灾工作的有效性。

　在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的背景下，对移民需求的回应大多是通过传统的资金来源提供的。从过

去的危机中得到的证据表明，这种提供方式可能聚焦在很窄的方面，或是带有政治色彩的。例如在

2011 年利比亚战争中，有证据表明，资金主要用于将移民撤回原籍国，而不是用于向那些希望留在

利比亚的移民提供支持，或向其提供留在安全的第三国的选择。 15 此外，这些传统资金可能难以获得，

或启动缓慢，也对移民的生活和福祉产生重大影响。再次，有证据表明，在利比亚危机期间，行政

和官僚门槛拖延和限制了支援行动的及时性。截至 2011 年 11 月，国际移民组织已正式收到捐赠者 1.11
亿美元和 2300 万美元的实物捐赠。 16 在撤离行动的高峰时期，每天需要高达 400 万美元的资金才能

包机前往远至孟加拉国或越南等目的地。 17 行政问题推迟了获得资金的时间，进而延缓了撤离。 18 根

据利比亚危机中大规模撤离移民的经验，国际移民组织在其成员国的支持下，建立了移民紧急融资

机制（Migration Emergency Funding Mechanism），为受危机影响的移民支付国际运输费用，该基金

的目的是在等待收到捐助资金的同时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避免类似在利比亚撤离期间经历的延误。

世界银行和国际移民组织等国际组织为改善直接现金援助付出了努力。2011 年，世界银行向孟

加拉国政府提供了 7200 万美元的贷款，用于撤回利比亚危机中的 3.6 万多名孟加拉国移民工人，并

向他们提供过境援助。 19 这些援助是通过一次性现金赠款直接提供给返回者的，用于支付当前的基本

15  Perchinig，Rasche 和 Schaur，2017。
16  Aghazarm，Quesada 和 Tishler，2012。
17 同上。

18 同上。

19  Munier，2017。

需要和部分与恢复营生相关的费用。 20

2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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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层面，印度设立了社区福利基金（Community Welfare Funds），该基金从领事服务中征收

少量费用，从而为那些在国外陷入危机或其他紧急情况的印度国民提供援助。 21 这些资金使领事馆能

够在紧急情况下迅速获得资源，进而使其能够快速启动反应机制。 22 通过将必要时撤回国民的应对能

力制度化，领事馆应急能力进一步得到加强。除了撤回等应急服务外，基金还资助一系列旨在针对

移民脆弱性和能力的援助服务，包括为有需要的移民提供食宿、紧急医疗和法律援助。 23

可以在私营部门与其他非传统行为者（包括侨民）之间发展合作的新途径，为处于危机中的移民

提供物质支持、通信资源、翻译或住所。 24 在《危机国家移民倡议》的磋商中，强调了私营部门主体

在支持移民的恢复能力和有效应对危机能力方面的作用。 25 2016 年，国际移民组织推进了与私营

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合作伙伴中包括媒体或技术领域内致力于有效信息共享的私营部门。 26 这种

伙伴关系可以成为社区和私营部门在支持、发起直接或间接提高移民处理危机能力的活动中更好的一

体化模式。为了确保在特定的情形下采取最佳的方案，必须要开展相关研究。散居人口在提高应急能

力和协调方面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通过他们提供更加及时的资金流。 27

在危机时期，获得服务、信息和社会网络对于确保移民安全和决策也至关重要。然而，移民的信

息获取可能面临挑战，而且由于在紧急通讯计划中没有考虑到移民，以及他们有限的语言技能、当地

知识和缺乏进入当地社会网络的机会，移民获取信息常常受到阻碍。

在2011 年泰国洪灾期间，这一问题得到突显。泰国的紧急服务部门的消息来源于人口普查数

据，然而这些数据无法充分收录大量未获取正规身份的移民。 28 此外，对移民工人流动的限制，以及

政府关于支持移民的相互矛盾的信息，也是移民和国家援助人员消息瑕疵的根源。 29 因此，移民的意

识、获得知识和防备洪水的能力取决于他们融入接收国社会的程度，特别是他们使用和理解泰语的能

力。30 

移民群体和社区网络的存在可以减轻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这可以从 2011 年日本地震的例子中

看出。地震前，日本气仙沼市巴彦汗（Bayanihan）菲律宾社区已经是一个活跃的群体，该组织为新

来的菲律宾移民提供指导和支持，同时也将生活在气仙沼市的菲律宾妇女（大多与日本男子结婚）

21  Khadria，2009。
22  危机国家移民倡议（MICIC），2016。
23  印度政府，2012。
24  危机国家移民倡议（MICIC），2014。 
25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6。
26 同上。

27  Samuel Hall，2018。
28　 Bravi 等，2017。
29　 同上。

30　 Perchinig、Rasche 和 Schaur，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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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在了一起。这些现有的网络力量意味着该组织能够确定地震期间成员家庭和个人的状况和安全，

并向菲律宾大使馆提供信息，为开展应对行动和分类援助提供支持。 31

此外，有明确的证据表明移民状况也会对移民处理危机的能力产生重大影响，灵活的移民和签证

政策使移民在危机时刻保持安全，也更容易从其影响中恢复过来。例如，突尼斯政府在 2011 年率先

允许移民和其他受影响人员离开利比亚。数千名无法返回原籍国的移民得到了突尼斯机构、民间社会

和民众的援助，其中突尼斯红新月会（Tunisian Red Crescent）发挥了中心作用。 32 同样，吉布提政府

在协助冲突期间撤离在前往海湾国家的途中被困在也门的移民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33 此外，签证和

工作许可政策的灵活性，可以确保丢失证件的移民能够续签。

危机后的措施：重新融合和重新建设

危机后的政策修订和反思确保人们能吸取教训，并能加强其应对能力和防备。MICIC 倡议本身

反映了全球对解决危机时期移民问题的日益关切。

危机后的措施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向撤回的移民和接纳移民的社区提供援助。尽管撤离在许多

危机情况下很常见，但移民的返回可能会对原籍国家庭、社区和社会的吸收能力和恢复能力构成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章节的回顾中，依然没有发现存在移民重返原籍国社会的长期积极例子。事实上，

大多数文献指出，移民在危机后返回本国后，往往得不到或很少得到长期援助。 34 由于缺乏资金和未

来导向的视角，长期的危机应对方案执行受阻，使得大多数重新融入社会的努力都没能得到长久坚

持。 35

未能建立有效的重新融入机制这一事实引出了一个问题，当处理危机国家中的移民需求时，应该

多大程度上关注移民返回之后的问题。返回原籍国往往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行为迹象，但有着高昂的成

本，同时也涉及一些政治敏感问题。在具有重新融入社会的长期计划，收容社区有着安全的环境，以

及返回者有条件追求有尊严的生活的条件下，返回原籍国将是合适的措施。然而，返回原籍国也可能

让移民的情况变得更糟。例如，2012 年在中非共和国工作的喀麦隆人和乍得人主要是从事贸易的个体

工商户，总体上比当地平均人口富裕。由于 2012 年的危机，在捐款国的资助下，大多数人返回原籍

国。然而，当时可用的返回与重新融合的援助经常缺乏。先前在中非共和国城市地区工作取得成功的

返回者在返回原籍国后沮丧于自己身处农村环境。由于捐助者的兴趣转移到乍得湖地区的叛乱和流离

失所的难民，对返回者的援助逐渐枯竭。乍得无法继续支持返回者，从而，重新融入社会的援助实际

上就结束了。 36 
31  危机国家移民倡议（MICIC），2017。
32  Zampagni 等，2017。
33  Veerassamy，2017。
34  Kleist， 2017；Hendow 等，2018；Zampagni 等，2017。
35 同上。

36  Zampagni 等，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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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移民参与应急管理形成一体化的驱动力

虽然在泰国，被洪水困住的移民是一个特别脆弱的群体，但他们也是其社区的积极成
员，在需要时提供救济和清理服务，并支持防备、应对和恢复工作。这反过来又让他们觉得
自己更融入了所在社区。正如一位男性移民所说：“你知道吗？我甚至帮助士兵和泰国公民
筑坝抗洪。我过着泰国公民的生活，觉得自己有责任支持邻居们抗洪。”

泰国当地公民社会组织报告指出，移民参与了对他们所居住社区的支持，包括对移民接
收社区成员的支持：“在 Samut Sakhon，一些移民工人团体试图组建支持网络，并动员僧侣
募捐作为救济物资基金。这些人大多是缅甸人，但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支持所有水灾受害者，
而不仅仅是他们的同胞。”

来源：上述材料是对 Thailand Case Study 的提取总结（Bravi 等，2017）。

　　同时，尽管存在危机，仍有一些移民选择留在其接收国，有时成功地留在其所在国家的例子。

在某些情况下，由于移民参与了应对措施制定和地区恢复工作，进而导致社区意识的增强。例如，

在黎巴嫩，那些在 2006 年战争后仍然留在移民社区的人发现他们能够相互寻求支持和获取信息。 37 

一旦移民开始与大使馆和非政府组织合作，帮助受冲突影响的家庭佣工，他们就更好地理解协调和

社区团结的重要性。据报道，移民工人从危机之前和危机期间感到无助和疏离，变成了具有联系紧

密和强大的民间力量。 38危机发生后，移民家庭佣工维持了其有力支持网络，成立了家政工人工会

（Domestic Workers’ Union）。在这个例子中，缺乏国际或政府对移民的支持被视为在移民社区

内部建立更积极的基层支持网络的缘由。移民努力创建积极的活动团体，建立自己的恢复能力和应

对机制。 39

37　 Mansour-Ille 和 Hendow，2018。
38　 同上。

3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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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移民能力和当地能力中学习

在危机管理的各个阶段，从准备规划到危机后反思，都有很多东西要向移民学习，2011 年新西

兰坎特伯雷地震后，阿富汗、索马里和伊拉克难民都能够为社区重建作出贡献，成为社区重建的一

个组成部分。 40 同样，对于 2011 年日本东北海啸后的菲律宾移民来说，受影响的菲律宾移民妇女谈

到了因其参与重建工作而获得的权力和社会资本。 41

2011 年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洪灾期间，移民代表充当了地方当局与其社区之间的中间人。通过翻

译和适当的信息传播，移民代表推动了救灾措施的执行。他们帮助救济机构查明需要救助的受影响人

员，并代表同胞利益与地方当局共同社会倡导，以确保所收到的官方援助是足够的，在文化上也是

适当的。 42 此外，继 2015 斯坦飓风之后，墨西哥政府努力与当地相关组织和来自移民接收社区的代

表进行直接沟通，标志着救援方法的明显转变，随之还产生了“降低紧急情况中移民的脆弱性”项目。

这个由移民组织领导的项目将移民纳入国家救灾政策和计划的主流，同时也为移民参与决策创造了

空间。 43

这些例子强调了重新定位地方层面的对话和移民能力的机会，以及积极地将公民社会纳入与危

机应对相关的对话中的方法。然而，要使得 MICIC指南 44 中的建议在国家层面之外的次国家层面和

地方层面得到实施，依然有许多工作要做。 45

利用数据来应对挑战

关于人口流动的数据（如联合国经社部和世界旅游组织数据库 46 中提供的数据）让我们认识到全

球流动趋势的范围很广的事实：当与灾害暴露度或风险数据相结合时，这些数据可以支持规划、备

灾和有效的应对措施。如表 1 所示，危机对各国的影响与各国的发展水平无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都面临着可能影响到移民的重大危机风险。移民数量、灾害暴露程度和风险水平上的相关性有

助于确定其移民人口可能会受到危机特别影响的国家。

表 1 将移民存量、风险敞口和风险水平的数据关联起来，表明危机可能影响到各国，而不论发

展水平如何，而且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潜在的危机都可能影响到大量移民。因此，如果将移

民迅速和彻底地纳入紧急情况防范和减少灾害风险规划中，所有国家将会受益。

40  危机国家移民倡议（MICIC），2017。
41 同上。

42  昆士兰多元文化发展协会，2011；Shepherd 和 Van Vuuren，2014；危机国家移民倡议（MICIC），2017。
43  危机国家移民倡议（MICIC），2017。
44  危机国家移民倡议（MICIC），2016。
45  危机国家移民倡议（MICIC），2017。
46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 DESA）：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database/index.asp；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www2.unwto.org/content/data（访问日期均为 2019 年 7 月 16 日）。

www2.unwto.org/content/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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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移民与危机的国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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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18；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2019；机构间常设委员会（Inter-
　　Agency Standing Committee，IASC），2018。

注：这是一份既包括在人类发展指数（HDI）和风险指数在内的国家非全面表格。表格中的“灾害暴露”指数以 0 
　　到 10 的数值表示一个国家受到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海啸、旋风或干旱）或人类灾害（如冲突或暴力）影
　　响的可能性。风险分类的依据是考虑到每个国家的灾害暴露度、脆弱性（由不平等、援助依赖性和人口构成等因
　　素造成）和能力（由治理水平、地方基础设施质量和医疗服务普及度等因素造成）。之后则是为每个国家的风险
　　指数（从 0 到 10）划分既定的风险等级：0–1.9= 极低；2.0–3.4= 低；3.5–4.9= 中等；5.0–6.4= 高；6.5–10= 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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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图仅供参考。图中边界、名称以及使用标识并未得到国际移民组织的承认和接受。

来源：国际移民组织（IOM），2018；美国地理调查（USGS），2019；和联合国减灾战略（UNISDR），2019。

图 1 和图 2 分别提供了如何将关键危害信息叠加到与墨西哥和利比亚的移民数量和相关流动数据

上的例子。该类型的测绘工作可以确定国家内的高风险地区，并且这些地区也是以大量存在的移民

群体（包括跨境移民）为特点的。由于移民并不总是可以通过普查和人口统计来全面、及时地捕捉到，

所以这种地方性的分散化移民数据可以被整合到更精确的危害暴露和风险的评估中。

有效的危机管理应该建立在精确的地方级信息的基础上。分散的移民和国家以下一级的风险数

据对于更好地将移民纳入通知应急管理中至关重要。把重点放在更本地化的行政级别（例如在一个

地区或市政府内）可以帮助提高危机管理措施的有效性。这种程度的数据关联和分析使相关机构能够：

（a）根据移民人口具体和适当要求制定警报和紧急通信；（b）储存或运送对特定移民群体可能必不

可少的食品和非食品物品；以及（c）在移民人数较多的危机地区部署掌握多语种或了解多种文化的

人员。当得到具体和本地化的数据的信息时，应对措施可以有效地满足处在风险中的并受影响的移

民社区的具体需要。

图 1：墨西哥移民路线，飓风和往期地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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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利比亚移民聚居地、跨境路线以及暴力事件

47　 全球移民小组（Global Migration Group，GMG），2017。

该地图仅供参考。图中边界、名称以及使用的标识并未得到国际移民组织的承认和接受。

来源：国际移民组织（IOM），2019；武装冲突定位和事件数据项目（Armed Conflict Location and Event Data  Project，ACLED）， 
2019。 　　

然而，收集有力、可靠和可比较的数据面临着一些挑战， 47 官方移民统计数据可能是保守估计，不

能完全反映移民运动的程度。外国大使馆、使团和领事馆很少有关于其海外国民的全面信息。关于危机

造成的资产、生活资料和其他物质和机会损失的数据往往没有归纳或分类。这使得量化以下内容变得困

难：（a）移民所遭受的真正损失，（b）与其他受影响群体相比，他们的脆弱性，以及（c）移民特有的

任何特殊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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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关键信息提供者收集数据

向重要社区信息提供者进行调查是收集特定地区移民数量、人口和社会经济概况以及特
征信息的有效方法。它有助于避免与收集个人数据有关的挑战和敏感性，并允许包括特别难
以接触的群体，如过境或非正规移民。主要线人网络为国际移民组织评估在利比亚的移民和
在考克斯巴扎尔（孟加拉国）难民的存在和流动提供了数据，这些数据随后被用来为人道主
义干预、备灾规划和城市发展提供信息。同样，卑尔根市（挪威）通过训练有素的“街道调
解员”网络收集了有关其社区及其人口的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以更具包容性的方式提供地
方公共服务。

a

a  难民追踪指数，见 www.globaldtm.info/；危机国家移民倡议（MICIC），2017。

在缺乏全面的、及时更新的数据集的情况下，利用各种信息来源和多种数据收集机制十分重要。

学术机构、国际组织、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主体能提供一些最详细和最实用的独立数据集，但综合

起来考察，这些数据集可能仍然不完整或不连贯。可能需要大量资源来系统地收集、更新和安全地

存储相关、适当和及时的数据。

还应指出的是，关于损失的数据并不总是会反映长期福祉的考察造成影响，尤其是因为这些影响

与效率较低、速度较慢的复苏有关——这可能对移民来说尤其如此，他们在危机后往往被排除在长

期的财政、住房和生活援助之外。此外，每当移民在危机中受到影响时，损失估计数也应将在遥远

地区造车的影响考虑在内。移民所遭受的影响可能也会影响其他人：（a）他们在原籍国的家庭和社区，

表现为心理影响、汇款转账丢失和无力偿还债务；（b）居住在移民因危机而返回或迁往的地方的居民，

表现为劳动力市场和服务、土地和住房供应的压力增加。 48

获取有关移民的语言能力、首选的沟通渠道、与提供紧急服务相关的文化敏感性、对救助者的

信任程度以及社区层面现有能力的信息，将会使危机规划和应对措施更强有力和更具包容性。这些

数据目前存在的程度有限，无法为危机管理提供信息，这是在危机时期加剧移民脆弱性的因素之一。

48  Pailey 等，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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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对策和未来道路

创新的关键之一是找到让人们能合作的方法。创新有助于建立伙伴关系，支持国际保护框架和无

约束力协定中概述的准则和原则的执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奥斯陆手册 2018：创新收

集、报告和使用数据的指南》（Oslo Manual 2018: Guidelines for Collecting, Reporting and Using Data 
on Innovation） 49 提供了一个框架，用于确定可适应的创新范围，以支持危机中的移民（表格 2）。

49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欧盟统计局（ Eurostat），2018。

产品

产品的创新增加了危机中移民获得产品和服务的种类和机会，
包括那些增加获取信息和支援网络机会的产品。

例如：
• 开发新的或普及现有的支持危机形势下的移民决策的工具。 
这可能包括用户识别模块卡（SIM）或虚拟信息传递系统（例
如应用程序或众包平台和翻译平台）或创建移民支持组。

程序创新是移民获得双向沟通渠道的必要条件，特别是那些最
被主流服务和支持边缘化的移民群体，如非正规移民或家庭佣工。

例如：
• 发展支持个人、家庭和社区新的资金流。
• 将移民纳入危机准备、应急响应和监测过程。
• 在紧急情况下确保移民和签证政策的灵活性。

组织创新是指一个组织在其任务、使命和方法上的演进方式。

例如：
• 建立新的运作框架，如国际移民组织移民危机运作框架 
（IOM's Migration Crisis Operational Framework）和移民紧    
急筹资机制（Migration Emergency Funding Mechanism）。

• 促进非传统主体（如私人主体和公司、侨民、学生网络、工 
会和宗教组织）的参与和加强与其的合作。

影响力创新是指以加强包容性和保护为目的，提高移民和收容
社区对危机解决办法的理解力。外联方面的创新是指移民和收容社
区对解决方案的采用得到增强，以实现更大程度的包容和保护。

例如：
• 促进移民融入和反仇外心理的宣传运动，例如征文比赛，在 
公共平台上宣传等。

• 针对具体情况的运动（例如，国际移民组织关于国内流离失 
   所问题的“Aware Ramadan”运动）。
• 独创和创新地利用媒体和其他平台与移民交流信息。

表 2. OECD 适用于处理危机中的难民问题的创新指南

程序

组织

外联和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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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重点介绍旨在更好地将移民与信息、服务和社会网络联系起来的创新应对措施，因为这些

措施已经证明能够带来更好的结果，而且可以在不需要政府支持或复杂的财政援助制度的情况下实

施。有两种干预措施可以为促进沟通和动员提供基础：（a）改进关于生活在危机环境中的移民的知

识和数据，以及（b）使用技术应对危机。

为了确保有效、长期地分析危机中解决移民需要的政策和做法的影响，建立同数据收集拓展串

联的数据规范标准是非常必要的。需要了解某一特定地区，特别是国家以下一级的移民人数，以便

加强危机准备和应对。还需要对危机对移民社区造成的影响进行更严格的分析。虽然一些报告对这

些影响有所涉及， 50 并且这些论述也是非常好的参考，但关于这些影响的论述并不是普遍现象。例如，

国际移民组织（IOM）在尼日利亚东北部的难民追踪矩阵调查中就包括了语言和通信需求的问题，以

填补难民不同语言之间存在的信息鸿沟。 51

技术拥有帮助受危机影响的移民的潜力。在巴黎举行的 2018 年 Techfugees 全球峰会上，全球范

围内的 25 家会议创办企业提出了解决移民需求的社会企业倡议。需要将这些技术的使用纳入全球、

区域、国家和地方危机应对政策和措施的主流，同时也要对一些敏感的项目、文化友好方面的培训

和研讨保持关注，以确保这些技术得到理解。在准备阶段，通过社区领导下的支持建立信任，可以

确保移民在紧急情况下会有依赖他们所熟悉的技术的意愿。 52

那些可扩大规模以帮助处于危机中的移民和解决当前限制的创新举措包括但不限于：

翻译和数字信息服务：无国界译者（Translators Without Borders）开发了可免费下载的在线和

离线多语种词汇表应用程序，并与 Refucomm 合作，测试了通过 micro SD 卡，以母语的形式向最

近抵达希腊的移民发布有关法律和庇护程序的信息。 53 其他应用程序，如国际移民组织的 MigApp，
帮助移民在整个移民过程中作出明智的决定（例如关于健康和出行要求、签证申请过程和汇款），并

为移民提供一个分享经验的平台。 54方便的数字化翻译和信息倡议可以弥合移民由于语言障碍和缺乏

针对性交流而产生的信息鸿沟。

加强无障碍媒体通信：斯里兰卡的海外工人 SIM 卡方案是确保移民获取通信选择的一个典

例。另一个例子是目的地国设立热线，以重新获取和传达帮助移民的信息。2011 年仙台国际关系

协会（Senda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sociation）就设立了一个这样的多语种信息热线。 55

处理移民歧视的众包平台：约翰内斯堡威茨大学非洲移民与社会中心和技术网站“iAfrikan”推出

了一个名为 Xenowatch 的众包平台，以监测与暴力侵害移民有关的信息。人们可以通过短信或电

50　 例如参见，关于飓风“桑迪”后 Metro New York 地区移民社区的需求未得到满足的文献。( 纽约之路，2012；纽约妇女 
基金会，2015)。

51  无国界译者，2017b。
52  Ogie 等，2018。
53  无国界译者，2017a。
54  国际移民组织（IOM），n.d。
55  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UNISD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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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邮件向Xenowatch 报告仇视外来人员的威胁或暴力。报告通过Ushahidi 平台核实、匿名并记录在

地图上，并共享给警方和联合国难民署。众包平台倡议是供组织倡导和提升移民权利、安全、包容

和社区参与的实时资源。 56

未来展望和政策影响

在危机中，移民在获取文件资料、信息、资源和援助方面可能面临特殊挑战，甚至可能遭遇额外

的危险与歧视。 57 无论是在危机爆发前还是危机过程中，目前还没有应对措施可以系统解决这类

挑战。为了支持有效的计划和准备工作，还需要更多地方一级的信息和数据。但是，缺乏资金支持、

政治意愿和移民参与的信息是不足以支撑这些工作的。回顾大多数案例，合作都是自发达成的，或是

政府或国际组织自上而下主导的结果。在紧急情况发生时、灾后重建过程中，基层组织、投资方、技

术合伙人和海外侨胞的作用和包容态度值得受到国际社会更多关注。在国家治理层面，危机国家移民

倡议（MICIC倡议）的实施可以为执行《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提供资料并共同进步。 58 

将该倡议涵盖了人权框架，有助于促进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讨论、执行倡议，例如，《联合国人

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基本原则和准则》中指明：以实践经验为指导，保护处于脆弱

环境中的移民人权。 59

本章的分析内容对该领域未来的政策和实践有所启示。这些分析支撑了MICIC倡议中的 15 项准

则，并强调：

•在危机前、中、后期，需要采取更充分及时的事前准备和灾后行动。在援助处于危机中的移民

时，多数大规模干预行动都没有事前计划。因此，国际社会需要付出更多系统性努力，建立和

提高应急管理人员、外国使领馆和使团、地方机构和移民本身的危机应对能力。让非传统利益

相关方和移民的参与应对和协调机制，对于增强灵活、有效的资金运用和应对措施至关重要。

•为了更进一步的国际合作与筹备工作，需要制定多样且强劲的融资计划。灵活多样的资金构成

可以为移民提供新预算来支撑起援助系统——以非歧视的方式帮助移民融入社会。其中包括联

络私营企业和侨民、与捐助者接洽并进行宣传、提高国际社会灵活捐助的积极性、扩大政府危

机管理筹资规模。

•加强灾后反思，包括但不限于研究帮助移民返回来源国、融入当地社会和安置的对策。考虑到

移民回国后缺乏政策或社会等各方面支持，让移民返回来源国不是唯一的、也不应是国际社会

56　 Alfred，2016。 
57　 Hendow 等，2018；危机国家移民倡议（MICIC），2015。
58　 国际移民政策发展中心（ICMPD），2017。
59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OHCHR），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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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选的解决方案。长期监测移民返回国的社会再融入状况和移民保护成效对于确保移民不再落

入更大的危机中或重返危机处境至关重要。

• 数据断层和缺失问题的解决可以促成更高效的合作、筹备、协调和援助工作。尽管社会中存在

可用的民间数据，但仍有大片数据空白，而这会阻碍来源国政府、目的地国政府或其他利益相

关方之间的有效协调与政策响应。影响评估数据的缺失会妨碍国际社会明确影响政策效力的因

素；而地方一级分类数据的缺乏会阻碍国际社会了解移民遭受的损失。增强国家间交流学习可

以扩大化实践成果。

• 以上述建议为基础，制定针对危机中移民的政策创新计划。此计划将有助于细化措施、完善流

程、 提高组织效率和服务范围，使政策更具包容性——涵盖移民的脆弱性及移民能力。

•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考虑到人权和以挽救生命为目标的人道主义原则，在危机爆发时公布危机

的应急准备框架、操作规程和执行状况等信息。执行基于人道主义和人权保护的政策需要国家

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合作，他们可能拥有不同的优先事项和议程。重要的是要确保危机时的应对

措施以人权保护为主要和优先事项，而不是基于政治考量和民粹主义。为了履行国际人权义务，

国际社会应不论其身份地位，尊重所有移民的人权，像维护本国公民权利一样维护移民权利。 60 

众所周知，提高签证政策的灵活性、免除行政和安全限制可以改善移民保护状况及移民社区恢

复力。而这些是危机爆发时必需的特殊措施。国际社会有必要支持受危机影响的相关国家之间

进行合作、谈判和外交，以此来确保各国制定灵活的规则、给予移民更多的选择以做出明智决

定。

6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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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移民治理的最新进展：
基于《世界移民报告 2018》的更新 1

1　 Kathleen Newland，移民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兼联合创始人；Marie McAuliffe，IOM 移民政策研究部主任；以及 Céline  
       Bauloz，移民政策研究部高级研究官。

2 一些政治体系（诸如联邦）也将移民问题的某些方面，特别是与移民融入有关的方面，交由次国家层面（例如，澳大利亚， 
       加拿大，瑞士和美国等国的省 / 州级层面）进行监管。国际移民的各个方面也越来越多地在城市一级得到管理（例如，参 
       见 Duncan 和 Popp，2017；以及关于移民和城市的《世界移民报告 2015》）。

3  McAuliffe 和 Goossens，2018。
4  例如，根据 1933 年《蒙得维的亚国家权利和义务公约》第 1 条规定的永久居民和确定的领土。

5  作者所说的“地震”，是指大规模的跨国冲突或影响深远的事件，例如 2001 年 9 月 11 日对世界贸易中心袭击的911事件。

 引言

　　就其性质而言，国际移民和流离失所是一个涉及移民来源国、目的地国、移民可能穿越的国家

（通常被称为“过境国”），以及移民跨越边境流离失所之后暂居的国家的跨国问题。但矛盾的是，历

史上大多数的移民治理依旧以各国自治为主，移民政策和法规也基本在各自国家层面决定。2，3 在大

多数情况下，移民治理政策与国家主权密切相关。国家保留决定非国民入境和居留的权力，因为移民

直接影响了一个国家的某些决定性因素。4 双边和多边安排是移民治理的特征；目前有若干以国际条

约形式存在的全球性安排，各国在其中就人权适用及具体领域的相关责任达成协议。1966年的《公民

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和1951年的《关

于难民地位的公约》（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即《难民公约》）是两个得到国

际社会广泛认同的典型范例。同时，另有一些国际契约未被广泛接受，例如《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

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其缔约国中仍然缺少传统的移民目的地国。除此之

外，各国在过去几十年还就移民问题开展了许多多边及全球倡议、对话及程序（表格摘要见附录

A）。《安全、有序和正常的移民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 for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即《移民问题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 for Migration））是全球移民治理的一个里程

碑；作为第一个通过国际谈判达成的移民治理声明，该契约平衡了移民权利和国家对其领土拥有的主

权原则。尽管契约本身不具法律约束力，但《移民问题全球契约》依旧在 2018 年 12 月的一次由超

过150个联合国成员国参加的会议上达成共识，并在当月晚些时候的联合国大会（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联大，UNGA）上，以 152 票赞成、 5 票反对（12 票弃权）被通过。

在缺乏统一国际移民制度的背景下，意料之外的大规模移民潮以及地震般的地缘政治事件 5 可能

对全球移民治理产生巨大影响，在国际社会起到“行动号召”的作用。同时，这些事件也极大缓解了支

离破碎的全球移民治理框架内的一些差距，满足了国际社会为改善国家、社会和移民状况，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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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更多行动以制定更加一致的国际移民治理方案的迫切需求。例如，在2015 年和 2016 年，超过 100
万人（包括叙利亚及其他国家难民）前往及穿越欧洲的大规模迁移为《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

言》（The New York Declaration for Refugees and Migrants，《纽约宣言》）的诞生提供了动力，后者

于2016 年 9 月在联合国大会上得到通过。 6《纽约宣言》的制定是全球移民治理历史上的重要时刻。

所有联合国会员国——193 个国家一致表示支持维护移民和难民权利，为就《移民问题全球契约》 7 

和《难民问题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 on Refugees） 8 达成共识推进政府间谈判进程。值得一提

的是，以上两个契约均建立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的多年对话、倡议和合作基础上。

《世界移民报告 2018》中第二部分第一章也是关于全球移民治理的内容，其中提到《纽约宣

言》通过的背景，这一章主题是复杂与日益凸显的移民问题，旨在提供对现有全球治理框架和最新

发展的批判性概述。 9 这一章的重点包括：

• 讨论“治理”的概念；

• 全球移民治理的益处与障碍；

• 规范和组织；

• 改善全球治理的努力成果（2001-2016）。

《世界移民报告 2018》的第 5 章强调近年来移民问题中已成为国际合作主题的关键专题领域，

该章提供了全球层面治理的背景，也为该报告第二部分的其余章节奠定了基础。如果读者对全球移

民治理体系的基础问题与当前发展感兴趣，请关注《世界移民报告 2018》中的这一章节。

《世界移民报告 2018》发布后的两年里，全球移民治理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编者们认

为有必要在《世界移民报告 2020》中再次针对这一方面进行详细介绍和内容更新。本章提供了基于

特定时间点的描述性分析 10，其结论是全球移民治理体系的实施和变革将持续很长时间。上承《世

界移民报告2018》，下一节将介绍两个全球契约的制定和批准过程。第三节将简要分析两个全球契

约之间的互补性、一致性和差距。第四节将概述全球契约如何影响全球移民治理框架。最后一节将展

望未来，概述这些最新发展的影响以及国际社会在执行全球契约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本章以政策领域

的信息、学界评论和公众意见为写作基础。我们在撰写本文时发现，与这两项全球契约的通过与实

施相关的新颖学术研究发表极少，这一现象反映了实行同行评审的学术出版物的时间框架（滞后

性）（详见本报告第4 章）。我们预期从2019 年第四季度开始，关于这两项全球契约的学术研究

成果将逐渐增多。

6  联合国大会（UNGA），2016。
7  联合国大会（UNGA），2018a。
8  联合国大会（UNGA），2018b。
9  Martin 和 Weerasinghe，2017。

10   本章涉及 2019 年 6 月底之前的信息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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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契约的制定与通过

两项全球契约源于一个普遍的危机感，即世界正面临着涉及全球各地的大规模人口流动。这些

人口流动事件（最显著的发生在地中海地区，但也包括在亚丁湾 / 红海地区和孟加拉湾等地区的事件）

推动了《纽约宣言》的制定。（其中）地中海危机格外引人关注，不仅因其涉及人数众多，还因其

在西方主流新闻媒体的视野内展开，具有较高的可见度。这些人口流动使富裕的欧洲国家（移民的

预期目的地）政府认识到，如果它们之间缺少合作，也没有与移民的原籍国及过境国进行合作，那

么即使它们动用其所有的法律和财政资源，也无法应付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11 

2016 年 9 月，在危机阴影下召开的联合国难民和移民首脑会议上，提出了一份承诺宣言，其中

最重要的内容是承诺就两项全球契约进行谈判。最初的构想是用单个契约同时涵盖难民和移民问

题。这一提议在落实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障碍，包括对以下问题的担忧：一方面，一项双重目的契约

会削弱难民根据《难民公约》应享有的保护，另一方面，将难民和移民相提并论，意味着各国将对

移民承担更大的义务，而这种义务会超过各国愿意接受的程度。总体而言，大多数目的地国会满足

于拥有一项针对难民的全球契约，但其他国家，尤其是南方国家坚持同时制定针对全球移民的契

约。与那些要求所有缔约国必须执行其规定的国际条约不同，这两项契约都被设定为不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条约。 12 

此外，因为“难民”和“移民”的定义与《纽约宣言》及两项全球契约的制定有关，对其定义

进行了广泛的概念性讨论和辩论。 13 尽管《纽约宣言》指出“难民和移民享有同样的普遍人权和基本

自由”， 14 但两者的区别也继续保留，正如《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如下概述：

移民和难民是由单独的法律框架管理的不同群体。只有难民有权获得国际难民法规定的

专门国际保护。
 15 

因此，这两个契约采用了理解“难民”概念余留部分的方式定义“移民”，即将移民定义为居

住在自身来源国以外且不是难民的人（图1）：“除难民以外的各类人的集合”。  16 相较之下，联合国人口

司使用了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定义，即居住在来源国以外的任何人都是移民。 17 

11　 例如，参见欧盟委员会，2015。
12　 关于《移民问题全球契约》是否可以被解释为“软法律”存在疑问（Chetail，2019；Allinson 等，2019）。

13　 例如，参见 Klein Solomon 和 Sheldon，2018。
14  联合国大会（UNGA），2016：第 6 段。

15  联合国大会（UNGA），2018a：第 4 段。

16  Carling，2017。
17  联合国经社部（UN DESA），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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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契约的形成过程是非常不同的。《难民问题全球契约》是由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

（联合国难民署，UNHCR）在 2016 年 9 月的联合国难民和移民问题首脑会议之前，在其试行难民

问题全面响应框架（Comprehensive Refugee Response Framework，CRRF）期间起草的。 18 联合国

难民署与各国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组织了一系列专题讨论与政府间磋商（见图2）。联合国难民署在整

个起草过程中共收到联合国会员国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提交的500 多份书面材料。 19 2018 年 12 月，

联合国难民署提出的最后草案经第三委员会表决，于第七十三届联合国大会上以 176 票赞成，1 票
反对（美国），3 票弃权被通过。 20， 21

18　 关于《纽约宣言》和 CRRF 的发展，请参见 Ferris，2016。 

19   参见 www.unhcr.org/595259bd4，访问日期：2019 年 6 月 1 日。 

20　 3 个弃权国家是厄立特里亚、利比里亚和利比亚。

21　 Türk，2018。

图 1. “移民”意味着什么？

移民的包容性定义

难民

难民

移民 移民

移民的余留性定义

来源：Carling，2017（经过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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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契约及联合国移民网络建立进程时间表摘要

《难民问题全球契约》

2017.1–
2017.12

2017.4 

2017.12–
2018.1

2017.12–
2018.1

2018.5

2018.6

2018.7 

2018.10

2018.11

2018.122018.122018.12

2019.1

2018.2–
2018.7

2017.12

2018.2–
2018.7

2017.6 2017.4-
2017.11

专题磋商 关于契约形成方式的
联合国决议

非正式咨询阶段：
6 场专题会议

盘点阶段 盘点阶段 2017.12 秘书长提议联合
国内部磋商

秘书长办公厅就提
议方案做出决定

副秘书长向会员国介
绍联合国移民网络

《移民问题全球契约》
最终版支持秘书长关
于建立移民网络的决
定

联合国移民网络建构
会议召开

大会通过联合国移民
网络权责范围文件

秘书长在国际会议上
正式开通网络

国际会议通过，然后
联合国大会通过《移
民问题全球契约》

大会通过《难民
问题全球契约》

联合国移民网络正式
启用；承接联合国移
民问题小组工作

正式讨论
磋商

出版联合国秘书长
报告《让移居对人
人有益》

政府间谈判

非政府组织
磋商

《移民问题全球契约》 联合国移民网络

 2016 年 9 月联合国大会
-《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

- 国际移民组织（IOM）成为联合国联系组织之一

2016.9–
2018.12

落实“难民问题
全面响应框架”

相对而言，尽管有联合国负责国际移民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的密切参与和支持，《移民

问题全球契约》的编写进程还是牢牢掌握在各国手中。墨西哥和瑞士两国被指定为编写进程的共同

推动者，负责起草该契约。起草的第一阶段包括在国际、区域和国家层面的长达六个月的磋商讨论，

以及随后的盘点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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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和瑞士共同起草了契约初稿，并在六个月内主持了 6 轮联合国非正式磋商 22。2018 年 7 月，

最后一轮非正式磋商结束，确定了契约最终版，5 个月后的 2018 年 12 月，契约在摩洛哥的特别会议

上获得通过。于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了《通过〈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政府

间会议》成果，大会投票结果如下：152 个国家赞成，5 个国家反对，12 个国家弃权。在政府间谈判

开始之前，美国就退出了该契约的编写过程，并在大会上同捷克、匈牙利、以色列和波兰一道投票

反对该契约。弃权的国家包括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奥地利、保加利亚、智利、意大利、拉脱维亚、

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罗马尼亚、新加坡和瑞士。 23 

民族主义、极右翼政党和反移民情绪的兴起（尤其在移民目的地国中）促使一些国家撤回对该

契约的支持，而此种撤回支持有时涉及对契约及其影响的曲解。 24 例如，加拿大保守党哈珀政府的移

民部前部长 Chris Alexander 公开谴责反对派领袖 Andrew Scheer 对《契约》影响发表的言论，指出：

“Scheer 的言论是错误的；这个契约只是一个政治宣言，不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不影响我们行

使国家主权。” 25

《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

《移民问题全球契约》有四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为开头几段，阐明了契约关于各国之间加强

合作以改善全球移民治理现状的美好愿景。 26 这几段重申了契约编写所依据的原则，其中之一为“重

申各国享有根据国际法决定本国移民政策的主权权利以及在本国管辖范围内管理移民的特权”。 27 契

约序言承认相关人权文件、协定及历届联合国移民会议成果。

第二部分是该契约核心，由 23 个目标组成，这些目标为移民问题的国际合作提供了各式各样的、

全面的方法（详见下表）。每个目标都附有相关行动事例，各国可以借鉴这些行动以实现承诺的既

定目标。这部分是契约的核心——重申各国对其移民政策的决策主权。 28 

22  见联合国大会（UNGA），2017a，其规定了《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政府间谈判的方式。

23 一些国家不在投票现场（阿富汗、安提瓜和巴布达、伯利兹，贝宁、博茨瓦纳、文莱达鲁萨兰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和国、多米尼加共和国、几内亚、基里巴斯、吉尔吉斯斯坦、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巴拿马、巴拉圭、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塞舌尔、斯洛伐克、索马里、东帝汶、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土库曼斯坦、乌克兰和瓦努阿图）。

24  Kaufmann，2017；Mudde，2019；Zalan，2018。 
25  Zimonjic，2018。
26  联合国大会（UNGA），2018a：第 1–15 段。

27 同上。

28  Makooi，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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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问题全球契约》中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的 23 个目标

1. 收集和利用准确分类数据作为循证政策的依据

2. 尽量减少迫使人们离开来源国的不利肇因和结构性因素

3. 及时提供移民各个阶段的准确信息

4. 确保所有移民都有合法身份证明和适当证件

5. 加强正常移民途径的可用性和灵活性

6. 促进公平且符合道德的招聘，保障确保体面工作的条件

7. 解决和减少移民活动的脆弱性

8. 在失踪移民问题上拯救生命和开展协调一致的国际努力

9. 加强跨国对策，打击偷运移民

我们可以将《移民问题全球契约》中的 23 个目标分为三类：（1）具体且相对直接的措施；（2）具

体但有争议的议题；（3）非常宽泛的理想化目标。

10. 预防、打击和消除国际移民背景下的人口贩运

11. 以综合、安全和协调方式管理边境

12. 提高移民适当甄别、评估和转介程序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

13. 仅作为最后手段采取移民拘留措施并努力寻找替代办法

14. 在整个移民流程中加强领事保护、援助与合作

15. 为移民提供获得基本服务的机会

16. 增强移民和社会的权能，以实现充分包容和社会融合

17. 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视，倡导有据可依的公共言论，以形成对移民问题的正确认识

18. 着力于技能发展，促进技能、资格和能力的相互承认

19. 为移民和侨民充分促进所有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20. 促使汇款更加快捷、安全和便宜，促进对移民的金融普惠

21. 合作促进安全和有尊严的返回、重新接纳和可持续重新融入

22. 建立社会保障权益和既得福利的可携性机制

23. 加强国际合作和建立全球伙伴关系，促进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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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移民数据与研究 (目标 1)

为各个阶段的移民提供准确
及时的信息 ( 目标 3)

确保移民获得合法身份证明
( 目标 4)

促进公平且符合道德的招聘
及体面的工作条件 ( 目标 6)

在失踪移民问题上拯救生命
和协调努力 ( 目标 8)

加强跨国对策，打击偷运移
民 ( 目标 9)

预防、打击和消除人口贩卖
( 目标 10)

完善移民程序 ( 目标 12)

加强移民领事服务 ( 目标 14)

建立快捷方便的汇款机制 (目
标 20)

建立社会保障权益和既得福
利的可携性机制 ( 目标 22)

为移民开放更广泛的合法途
径 ( 目标 5)

以综合、安全和协调的方式
管理边境 ( 目标 11)

将拘留用作最终手段并寻找
替代方案 ( 目标 13)

为移民提供享受基本服务的
渠道 ( 目标 15)

致力于技能发展与资格互认
( 目标 18)

促进移民返回与重新融合
（目标 21）

减少移民的不利肇因 ( 目标 2)

应对和减少移民活动的脆弱性
( 目标 7)

增强移民和社会的权能，以实现
充分的社会包容和融合 ( 目标 16)

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视，倡导有据
可依的公共言论 ( 目标 17)

为移民和侨民积极促进可持续发
展创造条件 ( 目标 19)

强国际合作与全球伙伴关系
( 目标 23)

1. 具体且相对直接的措施 2. 具体但有争议的议题 3. 非常宽泛的理想化目标

其中一些目标相对简明直接，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需要被立即执行——实际上，国际

社会已经开始实施某些目标，其中包括数据收集和研究、公平且符合道德的招聘和完善汇款机制等。

但是还有一些目标（例如强化合法移民途径、优化边境管理，以及在移民返回与重新融合方面进行

合作等）是具体但有争议的目标，需要国际社会进一步谈判、承诺投入资源及唤起各国政治合作意愿。

还有一些目标，例如表 1 中的第三类目标，属于长远目标。尽管人们一致认为有必要积极应对

这些问题 29，但这些目标很难在短期内达成，需要国际社会花费时间慢慢实现。例如，保护处于弱势

地位的移民（目标 7）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中对于弱势群体的定义（如妇女及女童、儿童和人口贩卖

受害者），它具有更广泛的意义，涵盖了“他们的迁移环境或他们在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所

29　 Newland，2018。

表 1. 按类别划分的《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目标



《世界移民报告 2020》 299

处的境遇”。 30 其中一些目标的实现也与和移民相关的其他倡议的执行紧密相关，如针对发展、环境

或更为一般地，保护陷入危机的移民而提出的倡议。例如，目标 2 和目标 19 明确提及《2030 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和发展筹资行动的《亚的斯亚贝巴议程》（Addis Ababa Action Agenda）。 31 

《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第三部分涉及执行。显然，各国负有实施契约 23 个目标的主要责任。

为了向各国的努力提供支持，联合国预设建立“能力建设机制”，其中包括一个知识平台，一个联

络中心和一个项目启动基金。 32 值得一提的是，各国在本部分中承诺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共同努力执行

目标，利益相关方包括但不限于移民、民间组织、私营企业、工会、地方政府和其他相关方。该契约

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关于在国际移民组织（IOM）的协调下建立联合国移民网络的决定，以促进诸多从

事移民问题的联合国机构对各国提供高效、协调一致的支持。联合国秘书长需利用该网络两年编写

一次《移民问题全球契约》联合国执行报告，并提交联合国大会审核。关于实施执行的最后一段确认，

由国家主导的执行进程（例如全球移民与发展论坛和移民问题的区域协商）在促进国际移民治理合

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最后，《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第四部分涉及后续行动和审查。 33 2022 年起，联合国大会将在每四

年一次的“国际移民问题审查论坛”（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Forum）中审查契约目标的落实

进度，该论坛将取代国际移民与发展问题高级别对话。 34 区域审查将于 2020 年起每四年进行一次，

与审查论坛交替进行。该契约预期，来自国家主导的执行进程（诸如前述进程，以及国际移民组织的

国际移民对话）会为审查工作做出巨大贡献。契约还鼓励各国在国家层面审查《契约》落实工作。

30  联合国大会（UNGA），2018a：第 23 段。

31  联合国大会（UNGA），2018a。
32 同上。

33 同上。

34  联合国大会（UNGA），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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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问题全球契约》

　　《纽约宣言》明确表示，各国迫切需要开展更多合作，以分担接收及支持全球难民的责任，而

这些难民多数身处难民原籍国的周边国家（其中大多数是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宣言指出：

“为满足难民和接收国的需要，我们承诺更公平地分担收容和支助世界难民的负担和责

任，同时考虑到各国已作贡献和不同的能力和资源。”
 35 

与各国通过政府间谈判达成会员国协议的《移民问题全球契约》不同，《纽约宣言》将《难民

问题全球契约》设想为由联合国难民署（UNHCR）主导下催生的条约。条约重点是进一步发展和切

实执行现有的难民问题应对措施，即难民问题全面响应框架（CRRF），并对应对难民的大规模流动（包

括在长期情况下）方面予以特别关注。因此，如《纽约宣言》附件1所述，难民问题全面响应框架（CRRF）
是《难民问题全球契约》的核心。由联合国难民署（UNHCR）与利益相关方密切协调制定，并在《难

民问题全球契约》进程期间（见表 2）在多个国家 36 实施的难民问题全面响应框架（CRRF）的关键要

素包括接收和接纳、对长期需求的支持、对收容国和收容社区的支持以及持久解决办法。难民问题

全面响应框架（CRRF）的核心目标是：（1）减轻收容国的压力；（2）提高难民的自力更生能力；（3）
让更多人可选择寻找第三国解决方案；以及（4）为安全和有尊严地返回原籍国提供支持条件。 37 除
了 CRRF 外，《难民问题全球契约》还包括了一项在难民问题全面响应框架（CRRF）基础上生成的

行动纲领，为各国和其他有关的利益相关方制定措施，以确保更好地应对难民流离失所问题（见表 2）。

35　 联合国大会（UNGA），2016：第 68 段。

36　 16 个实施 CRRF 的国家包括：阿富汗、伯利兹、乍得、哥斯达黎加、吉布提、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 
　　肯尼亚、墨西哥、巴拿马、卢旺达、索马里、乌干达和赞比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最初是实施国家之一，但后来退出了。

37　 参见 CRRF 全球数字门户（CRRF Global Digital Portal），可登录 www.globalcrrf.org（访问日期：2019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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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和接纳

对当前和长期需求的支持

对接收国、接收社区的支持

持久性解决办法

接收和接纳

满足需求和支持社区

解决办法

早期预警、备灾与应急计划

快速接收安排

安全和安保

登记和证件

解决特殊需求

查明国际保护需求

教育

工作和生计

健康

妇女和女童

儿童、少年和青年

住所、能源和自然资源管理

食物保障和营养

民事登记册

无国籍状态

促进良好关系与和平共处

对原籍国的支持和自愿遣返

重新安置

第三国接纳难民的辅助途径

就地定居

其他地方解决方案

核心
适用领域 指示性分区

行动纲领

表 2. 难民问题全面响应框架（CRRF）和行动纲领中的重点主题领域

向接收国提供足够的资金和重新安置难民是分担责任的两种具体表现，但事实证明，这两种做法

在《难民问题全球契约》形成的整个进程中受到了不小的挑战，今后可能还会继续如此。由于捐助支

持不足，包括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在内的一些国家因难以获得资金保障而在执行 CRRF 框架时遇到困

难，导致CRRF 无法在这些区域全面展开。 38 同样，相较难民数量和需求而言，难民安置地以及针对

流离失所者的其他持久解决方案的数量严重不足仍将对 CRRF/《难民问题全球契约》构成挑战。 39 虽

然这两个挑战对国际难民体系，或作为联合国授权机构及该体系主要管理人的联合国难民署来说都不

是什么新鲜事，但《难民问题全球契约》实施进程在强调在这两个问题上的长期困难的同时，也努力

争取国际社会支持以实现更多实际成果。

为了应对这两项挑战，更广泛地支持成员国的承诺，《难民问题全球契约》设立了不同的后续行动、

审查和执行机制。难民问题全球论坛将每四年召开一次，第一届定于 2019 年 12 月举行。本论坛的

38　 Siegfried，2017；也可参见 Hansen，2018。
39　 Angenendt 和 Biehler，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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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在于，首先，使联合国成员国以提供财政、物资或技术援助，或提供难民安置地和接纳难民辅

助途径等形式做出正式承诺和捐助，然后就主要的成果和良好的实践进行汇报。 40在全球国际合作的

基础上，接收国也可以通过本国一些补充措施和安排，以协调利益相关方为实现全面应对而采取的

措施。41 为避免未来的“难民危机”，难民接收国或原籍国在下述两种情况下也可申请激活支持平

台：

• 当难民的规模与复杂性超出，或预计超出，接收国的应对能力时；或

• 难民局势旷日持久，接受国需要大量额外援助，和（或）出现解决问题的重大机会（例如，大

规模自愿返回原籍国）时。 42

在一些国家的牵头下，支持平台可以针对特定情况发起声援大会，以便各国及利益相关方在财政、

物资和技术上做出贡献，或提供安置地和接纳难民的辅助途径。 43

鉴于各国在当前地缘政治环境对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不利的时期可能选择对其更有吸引力的方式

（应对难民问题），《难民问题全球契约》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性质和对执行与行动的关注也使一

些评论者指出了可持续变化的可能性中令人担忧的迹象。 44 其他担忧则集中在《难民问题全球契约》

将《难民公约》作为核心关注点，从而相对忽视了其他关键文书所体现的有关权利，以及现有难民

制度所不包括的流离失所问题。 45 

两份全球契约之间的互补性、一致性和差异

尽管 2016年的《纽约宣言》备受瞩目，所有国家都做出了相关承诺并最终确定了这两份全球契约，

但契约内容并非凭空而来。产生契约的理念与问题解决方法所耗费的前置周期远长于契约成型的用

时。正如本章引言所强调，这两份契约是在国家、区域、国际层面间多年的有组织对话、倡议和合

作的基础上达成的。特别是《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它以近期国际和区域移民的倡议和进程为基础， 46

着眼于各国已经达成利益共识的某些主题区域 47（详情请参阅附录 B）。《难民问题全球契约》则侧

40  联合国大会（UNGA），2018b；也可参见联合国难民署难民问题全球论坛，可登录 www.unhcr.org/global-refugee-forum.html 
        （访问日期：2019 年 6 月 2 日）。

41  联合国大会（UNGA），2018b。
42 同上。

43 同上。

44　 Angenendt 和 Biehler，2018；Hathaway，2018。
45　 Aleinikoff 和 Martin，2018；Chimni，2018；Gammeltoft-Hansen，2018。
46　 对此前的全球移民倡议和流程的历史概述，详见 Newland，2010；Martin 和 Weerasinghe，2017；Betts 和 Kainz，2017。
47　《难民问题全球契约》和《移民问题全球契约》都没有涉及境内流离失所者（IDP），此类群体人数是难民的两倍。 一些 

参加2017 年5 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二次主题磋商的会员国曾主张将境内流离失所者纳入《移民问题全球契约》， 
但其他成员反对。主持人、共同发起人和秘书长特别代表承认国际移民和境内移民的联系，但澄清说境内流离失所者不
在《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管辖范围内（Khadria，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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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将 1951 年《难民公约》序言中由来已久的国际合作原则转化为具体的实际行动”，以实现“可

预测和公平的责任分担”。 48《难民问题全球契约》强化了此前的成果，包括对联合国难民署执行委

员会一再呼吁国际合作的响应 49，以及巩固联合国难民署（UNHCR）主导下的、针对特别的责任分

担具体问题的合作倡议。 50 

这两份全球契约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补充，使国际社会认识到移民和难民“面临许多共同

挑战和相似的脆弱性”。 51 联合国难民署（UNHCR）和国际移民组织（IOM）认为，这两个契约可以

共同应对移民和难民亟待解决的共同挑战。 52《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应用范围比《难民问题全球契

约》更广，它“解决关于移民的各方面问题”。《难民问题全球契约》仅限于关注难民大规模流动过

程中产生的特殊问题（包括但不限于长期流离失所者），因此《移民问题全球契约》是对《难民问题

全球契约》的有效补充。 53《移民问题全球契约》“提出了360度审视国际移民问题的构想”，  54 应对

一个移民周期中的所有问题，涵盖移民离开原籍国、包括身处过境国期间的移民途中、到达并停留在

目的地国、返回原籍国等各个阶段。在早期草案中，两项契约都没有涉及与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密切

相关的流离失所问题。一些利益相关方希望将针对这两种原因导致的流离失所者的保护措施纳

入《难民问题全球契约》中，但未获得各国同意。然而，“自然灾害、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的

不利影响”却被纳入了《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最终文本，并体现在目标 2（尽量减少迫使

人们离开原籍国的不利肇因和结构性因素）中。 5 5

这两份契约在应用范围和实现目标上的不同之处规避了二者之间的矛盾，并体现了一致性。但是，

这两份契约中潜藏着一个悬而未决的重要重叠领域：从第一收容国（countries of first asylum）流出的

难民与其他大规模移民流动混杂在一起。 56 有很多人意外抵达目的地国，这其中包括强烈要求国际

难民保护的人和不要求难民保护的人，这对国家庇护系统和人道主义机构提出了极高要求。有时甚

至不是难民的人也急需援助和保护，如无人陪伴的儿童；《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在目标7（应对和减

少移民活动的脆弱性）中反映了此项需求，但是目前没有一个契约能够解决难民的“二次流动”问题。

2015-2016年往返欧洲的主要经验教训之一是，有许多难民会从他们从原籍国流离失所并抵

达第一个国家后继续旅行，以寻求更大的安全或更有希望的前景。2015-2016 年的欧洲移民潮中，

难民“二次流动”的原因部分缘于地理位置（尤其是土耳其和希腊的近邻关系）和第一庇

48　联合国大会（UNGA），2018b：第 2 和第 3 段。参见 1951 年《难民公约》序言部分第四段。

49　 Dowd 和 McAdam，2017。
50　 例如 1989 年中美洲难民国际会议和 1989 年印度支那难民综合行动计划。有关这些行动计划，参见 Betts，2006； 
         Newland，2011.
51　 联合国大会（UNGA），2016：第 4 段。

52　 Türk，被引用于 Leone，2018。
53　 难民问题全面响应框架（CRRF），附于联合国大会（UNGA），2016；以及联合国大会（UNGA），2018b。 

54　 联合国大会（UNGA），2018a：第 11 段。

55　 同上：第 18（h）-（l）段。

56　 例如，参见 Ndonga Githinji 和 Wood，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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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国的拥挤状况，但也受到技术（包括偷运者运用的技术）、“流动资金”和信息交换的重大变革

的影响。 57 Paolina Roccanello 的故事（见下文）着重说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发生的巨大

变化：当时难民很难凭一己之力跨越欧洲，但现在情况大有不同。

一些难民现在可以自行迁移，行使一定程度的主观能动性。58     与被迫迁移和自愿迁移之间的“二

元结构” 相反， 59 难民的迁移往往出于复杂的动机，即：

他们可能因为冲突或迫害而离开祖国，但他们选择目的地国是因为该国提供的经济机

会。他们很可能符合难民的定义，并且无法返回家园。
 60 

许多人（包括难民）因无法获得签证等原因而无法直接前往他们偏好的目的地，他们可能首先要

经过一个或多个过境国才能到达他们偏好的目的地，或者最终到达原本不是他们首选的目的地国。 61

随着这种复杂的“混合动机”迁移越来越普遍，在二次难民流动方面对各国提出了挑战，这在很大

程度上超出了两项全球契约的范围。如前所述，尽管《移民问题全球契约》范围广泛，但它所涵盖

57　 McAuliffe，Goossens 和 Sengupta，2017；Triandafyllidou，2017。
58　 关于主观能动性，或“自由意志”，参见 Akesson 和 Coupland，2018；McAuliffe 等，2017。
59　 同上；也可参见 de Haas，2011；Faist，2000；Massey 等，1998。
60　 Martin，2014。
61　 Legomsky，2003；McAuliffe 和 Jayasuriya，2016；McAuliffe 等，2017。

a

“应用软件化”（appification）之前的移民迁移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大型难民危机及《难民公约》问世的近 70 年来，世界发生了
根本性的变化。在那个没有互联网，没有移动电话和传真机的年代，邮政服务很慢且经常中断。
电报和电话通讯服务能力有限且费用昂贵。在战争阴影下的 1947 年 4 月，Paolina Roccanello
和母亲乘坐 SS Misr 在战争阴影下从意大利抵达墨尔本。

b 他们很幸运能与父亲团聚；父亲于
8 年前移居澳大利亚，当时他预期家人很快就能紧随而来。在那个通讯技术不发达的年代，在
一家人因战争被迫分隔两地期间，孩子只收到过一封父亲寄来的信件，而邮寄这封信花费了
五年。这就是当时的状况。

二战后，受战争破坏的欧洲以外的难民流动开始由各国（包括联合国）监管。联合国协
调将难民遣返、返回和重新安置到第三国。在今天，这种迁移是缓慢的、受到高度管制且经
过筛选的。关于难民的资料基本上由各国垄断，而迁移到其他区域的机会则仅限于正式渠道。
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a   Nebehay，2015。
b   Huxley，2007。

摘自 McAuliffe，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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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联合国大会（UNGA），2018a；Carling，2018。
63　 联合国大会（UNGA），2018a。
64　 《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2018b：目标 12，第 27（e）段。

65　 Carling，2018。

的移民仅限于“余留性”意义上的移民，即难民群体以外的移民。62 该契约中提到“混合流动”，这

一概念没有明确承认许多人移民的动机是混合的，而是关心移民和难民流动背后的混合性质。63 在《移

民问题全球契约》正式定稿前，它曾提到向移民提供“移民法和程序中关于权利和义务的信息，包

括寻求庇护的或其他适当形式的保护的权利的信息”，64 这表明一些移民将有权要求获得难民身份。

条约最后删除了这一用语，这也显示出该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这个灰色区域有可能导致混乱甚至

空白。65 尽管如此，契约的框架并不妨碍各国在针对混合动机迁移问题上的合作，而《移民问题全球

契约》中的一部分则鼓励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的合作（例如，目标 5：加强正规移民途径的可用性和

灵活性）。同样，《难民问题全球契约》寻求超越传统的难民重新安置的方式，使难民离开接收国

以寻求包括教育或职业在内的机会。此外，许多用于应对这一日益重要的移民现象的相关措施也已

出台——其中最相关的是根据国籍而非政策类别或迁移理由来确定迁移资格的区域内自由流动协定。 

全球契约如何影响全球移民治理架构？ 

尽管这两个全球契约有着共同的起源，即 2015 年的移民危机和《纽约宣言》，但它们在全球移

民治理架构中却占据着截然不同的地位。《难民问题全球契约》以既定的国际法，特别是被广泛认

可的《难民公约》为基础。虽然移民有权受国际人权法保护（和难民相同），但移民群体一直缺

乏一部类似于《难民公约》的条款。因此，尽管《移民问题全球契约》没有法律约束力，但与

《难民问题全球契约》相比，它更多地代表了全球移民治理方面的创新。 

《难民问题全球契约》的所有内容都是关于执行的：如何通过向接收国提供更多支持和促进难

民自给自足来建立能够强化难民管理制度的责任分担机制。虽然《难民问题全球契约》并不打算修

改难民法，但它确实代表了联合国难民署工作重点的重大转变。从前，难民署更多地将其自身视作

《难民公约》的守护人，监督各国履行其保护难民的义务，并寻求使难民脱离难民身份的长远解决

方案。它还在组织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难民问题全球契约》更强调支持难民目的

地国政府和社会，承认它们为难民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提供的帮助与服务，而这将会成为国际社会团

结一致并继续分担责任的坚实基础。 

《难民问题全球契约》所提出的旨在加强难民接收国之间团结的制度通过赋予非国家主体更重

要的角色，展现难民管理制度的进一步转变。非政府人道主义组织长期以来一直在保护和援助难民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难民问题全球契约》致力于推动包括私营部门、地方政府等其他利益相

关方更积极的参与其中。为了使一些持久的难民问题或那些没有被头条新闻关注的情况不被国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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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所忽略，该契约在难民管理制度加入了一个结构性要素，即定期审查制度。接收国之间的资源分

配不均破坏了难民管理制度的稳定。将学术网络纳入难民管理制度标志着一种采取循证的应对措施

的积极行动，也与非国家行为体更多参与CRRF 的实施的趋势相一致。然而，一些人对该网络的性质、

范围和重点表示担忧，并对该网络的管理及其带来的价值的提出了疑问。 66

尽管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以其覆盖全社会的特点而受到认可，但《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

球契约》的根本框架是建立在国家间移民合作基础上的，而契约在具体实施层面还需要由各个国家

主体来协调和完善。由于缺少类似的先例，很难预计各国为实现该契约的目标会有怎样的投入度。执

行拥有 23 个目标和 187 项具体行动方案的《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并不容易。没有单一国家有能力落

实所有的既定方案，且几乎所有国家都会发现一些它们不愿执行的行动方案。该契约的优点在于它

让每个国家都能在某些方面获益；这种包容性为契约在各国间尽可能达成普遍共识提供了基础。

66　Crisp，2018；Chimni，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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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架构

《世界移民报告 2018》在其全球移民治理章节中为相关国际机构提供了概述，特别是涉及移民

的三个机构——国际移民组织（IOM），联合国难民署（UNHCR）及国际劳工组织（ILO）——以

及联合国全球移民小组（GMG）和联合国秘书长国际移民事务特别代表。 67 过去两年联合国系统内的

机构设置出现了明显变化 , 其中大部分与支持各国落实《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直接相关。联合国秘书

长国际移民事务特别代表的任期已于 2018 年底到期，至今未获延长；IOM 已进入联合国系统，而联

合国移民网络接替了全球移民小组。联合国秘书长在《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协商和审查阶段后开始

了联合国系统体制结构的改革，并在报告《让移居对人人有益》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在报告中说：

我将开始就如何更好地安排包括 IOM 在内的联合国系统，以协调本组织在移民问题上

的行动进行内部协商。我决心确保在全球契约获得通过后，联合国系统能第一时间作出充分

反应，迅速和有效地支持契约的执行。在本系统内进行这些磋商时，我将重视利用现有的专

门知识，确保根据会员国的需要提供可操作的成果，并确保效率。
 68

秘书长在联合国系统内发起协商的一个主要成果是关于建立一个联合国移民网络（United Nations 
Network on Migration）的提议。该提议于 2018 年 5 月得到联合国秘书长的认可和联合国执行委员会

的支持，并在 2018 年 12 月 9 日关于通过《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的政府间会议前夕，

正式在秘书长宣布下启动。 69 这一变动也被视为联合国广泛改革的一部分。联合国移民网络也被认为

是全球移民小组（GMG）的继承者，具有以下特点：

• 明确侧重于确保为《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实行提供有效和连贯的全系统支持；

• 直接向秘书长汇报日常工作，并根据需要，由秘书长告知各成员国；

• 网络核心成员（具有明确的任务驱动的相关性和能力的联合国实体组成）和扩大成员现被称为

执行委员会；

• 工作小组的工作基于《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和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并响应会员国需要；

• 移民网络扩大成员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定期举行会议，分享信息和制定议程；

• 国际移民组织作为该网络的协调人和秘书处。 70

联合国移民网络的执行委员会由国际移民组织（IOM）、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 
DESA）、国际劳工组织（ILO）、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67　 Martin 和 Weerasinghe，2017。
68　 联合国大会（UNGA），2017b：第 74 段。

69　 联合国大会（UNGA），2018a。
70　 联合国（United Nations），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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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CEF）、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难民署（UNHCR）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

公室（UNODC）组成，由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担任网络协调员。扩大后的网络成员包括执行委员会

实体和另外30个联合国实体。71 因此，该网络比其前身，最终拥有22个实体参与的全球移民小组

（GMG）的规模要大。然而，执行委员会（由八个机构组成）和专属协调员的设立，以及涉及秘书长

的汇报安排，均表明强调可交付成果与联合国的一致性是支撑该网络建设的核心思想。

　在关键地区民族主义兴起、对多边主义的支持受到挑战之际，联合国移民网络想要获得成功需面

临的压力将是巨大的。网络将重点放在支持自身的更明确的管理架构和进程协调上，这与全球移民小

组（GMG）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如两者在各自的职责范围中阐明的那样。 72 但协调并不是该网络的主

要职能；支持联合国会员国执行《移民问题全球契约》才是网络的职能。在许多需要支持的问题上，

没有单一联合国实体具备全部必要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因此这些实体需要联合起来，在网络工作组的

协调下开展项目和行动，用集体能力解决问题。一些项目将得到移民多伙伴信托基金（Migration 
Multi-Partner Trust Fund）提供的支持，后者于 2019 年 5 月 8 日由该网络执行委员会的八个联合国实

体的负责人设立，并于 2019 年 7 月 16 日启动。该基金被纳入联合国移民网络的一部分，主要是在国

家层面支持会员国执行《移民问题全球契约》。 73 尽管联合国对契约执行情况的应对和协调方式发生

了根本性变化，但指导该网络运作的原则仍然遵从了其前身全球移民小组（GMG）的核心原则（特别

是对移民的权利和福祉的关注），同时更多的是关注移民目的地、原籍地和过境地区的执行情况。 74 

71  联合国移民网络（United Nations Network on Migration），2018。
72  全球移民小组（GMG），未注明出版日期；联合国移民网络，2018。
73  参见职权范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移民多伙伴信托基金办事处，2019。
74  联合国移民网络，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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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移民治理发展的当前阶段：对未来的启示

全球契约的形成标志着国际合作的新阶段——国际社会共同管理和应对人员流动。尽管这些契

约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它们代表了国际社会对此议题的普遍共识，即需要合作并采取一致措施实

现契约所设定目标。

如果《难民问题全球契约》得到持续执行，各国的难民接收意愿将会得到强化，因为坚持执行

该契约会使各国摆脱因责任未得到分担而产生的背叛感。如果在难民问题全面响应框架下，其他国

家和广大利益相关方兑现了对移民接收国的所有承诺，那么难民保护的基本条件（在其他国家领土

上获得庇护）将会得到极大程度强化。

联合国成员国出于长远考虑，制定了《移民问题全球契约》，但它的出现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

成就：它以正式、谈判的方式将最后一个悬而未决的全球议题带入了联合国。几十年来，国际体系

已经包含了一系列行动标准和职能机构，他们在金融、贸易、军控、难民等诸多国际议题上促进合作、

维持秩序，近期还制定了气候变化应对框架。但是，国际移民问题的解决方案仍然是由单边、双边

和区域政策拼凑而成的，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内，该问题被认为分歧太大，不适合作为与发展相互关

系之外的单独问题在联合国进行一般性辩论。随着《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达成，承载国际社会共

同期待和义务的框架随之出现。

　　《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最初草案确定了有效实施该契约所必需的“统一联合国系统”。前文提到，

契约赞成秘书长的“以联合国移民网络取代联合国全球移民小组”的决定，该移民网络由国际移民组

织和管理人员流动的部分联合国实体机构来主导。2016 年，该决定将国际移民组织作为一个联系组

织纳入联合国系统，使联合国系统移民问题处理能力得到空前加强，进而帮助其成员国解决移民问题。

联合国还通过建立移民网络进一步强化其治理能力。随着该结构于 2018 年 12 月正式就位，联合国系

统将应该能够在各国着手履行其关于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的承诺时，为它们提供连贯和全面的支持。

虽然《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对各国没有强制法律约束力，但其可被视为带来实施期望的“政治

承诺”。 75该契约是各国政府在全球层面进行谈判并达成的第一份协议，标志着国际合作迈出重要一步。

谈判在一系列专题磋商和盘点之后开展，与近年来关于国际移民的国际和区域对话、会议及活动相似。

但是，政府间谈判代表着各国首次并排坐下就国际移民具体问题开展谈判并达成一致。这种谈判的

重要性如何强调都不过分：它开展于一个日益受到不良政治言论挑战的国际环境中，有时这种政治

言论会导致对移民关键事实的误解，迷惑那些为看似不可控的移民现象对自身生活和社区未来的影

响而担忧的社会公众。

　　联合国及其成员国如何应对预期的政治支持转变，以及执行全球契约不断变化的承诺，这是我

们将面临的挑战之一。不同于耗时且复杂的条约通过和执行（以及退出）过程，无法律约束力的契约

75　 Chetail，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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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有所不同，其执行效力首先体现在政治支持上。随着各国政府不可避免的政权交替，国际社会很有

可能出现一次国家支持的“移民潮”，尤其是与主要目的地国相关的“移民潮”现象。随着国际移民

问题的日益复杂和分化，为了实行积极的、建设性的国际移民政策及措施，需要大多数国家、联合国

系统和许多其他相关行为体的领导力和坚定承诺。两份契约均涉及到的最有可能实现的国家间合作形

式被已故联合国秘书长国际移民问题特别代表 Peter Sutherland 理解为在特定议题上有巨大共同利益

的国家联盟。 76我们可以预见，基于不同出发点的国家都会采取行动解决诸多移民问题，如移民缺乏

合法身份、移民返回障碍以及安全而有尊严的重新接纳等问题。这种“迷你多边主义”可能成为长期

未能达成有效的国家间合作的议题的首选合作方式。这种合作方式促成了《危机国家移民指南》。 77 

评论家敦促相关各方和旁观者理性期待该契约，因为《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实施毫无疑问是一个不

断进步的长期过程。 78 然而，“在这项‘新政’的指导下，即使是微小的进步也会有助于我们迈向新

世界——人们的跨境移动越来越安全、有序、包容，这将有利于参与其中的每个人”。 79

76  联合国大会（UNGA），2017。
77 更多细节请参阅详见本报告“危机国家中的移民”章节。

78  Gallagher，2018。
7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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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第三章

附录 A.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区域和次区域

请注意本表格所反映的是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划分的地理区域和次区域，但这不意味着

IOM 官方支持或接受这些划分。

非洲

东非 a

布隆迪 贝宁 阿尔及利亚 博茨瓦纳安哥拉

 科摩罗 布基纳法索埃及 斯威士兰喀麦隆

吉布提 佛得角利比亚 莱索托中非共和国

厄立特里亚 科特迪瓦摩洛哥  纳米比亚乍得

埃塞俄比亚 冈比亚苏丹 南非刚果（布）

肯尼亚 加纳突尼斯
刚果民主共和国

（简称刚果（金））

马达加斯加 几内亚赤道几内亚

马拉维 几内亚比绍加蓬

毛里求斯 利比里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马约特岛 马里

莫桑比克 毛里塔尼亚

留尼汪岛 尼日尔

卢旺达 尼日利亚

塞舌尔 圣赫勒拿岛

索马里 塞内加尔

南苏丹 塞拉利昂

乌干达 多哥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赞比亚

津巴布韦

中部非洲 b 北非 c 南部非洲 d 西非 e

a  东非在本章中和南部非洲合并，但其所包含的国家 / 领土 / 地区保持不变。
b  该次区域在本章被重新命名为“中非”并同西非合并。
c  该次区域被重新命名为“北非”。
d  该次区域和东非合并。
e  在本章中该次区域被重新命名为“西非”并同中非（即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定义的中部非洲）合并。



附录314

亚洲

中亚

哈萨克斯坦 亚美尼亚阿富汗文莱中国

吉尔吉斯斯坦 阿塞拜疆孟加拉国柬埔寨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塔吉克斯坦 巴林不丹印度尼西亚

土库曼斯坦  塞浦路斯 印度老挝

 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乌兹别克斯坦 格鲁吉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马来西亚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伊拉克马尔代夫缅甸

日本

以色列尼泊尔菲律宾

 蒙古

约旦 巴基斯坦新加坡

韩国

科威特斯里兰卡泰国

黎巴嫩东帝汶

阿曼越南

卡塔尔

沙特阿拉伯

阿拉伯叙利
亚共和国

土耳其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东亚 东南亚 f 南亚 西亚 g

也门

f  该次区域被重新命名为“东南亚”。  
g  该次区域被重新命名为“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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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h

东欧 i

奥地利阿尔巴尼亚 海峡群岛 白俄罗斯

比利时安道尔丹麦 保加利亚

 法国
波斯尼亚和
黑塞哥维那

德国 克罗地亚

 爱沙尼亚捷克

 列支敦士登直布罗陀

法罗群岛匈牙利

卢森堡希腊

芬兰波兰

摩纳哥 罗马教廷

冰岛 摩尔多瓦

荷兰意大利

爱尔兰 罗马尼亚

瑞士马耳他

黑山

北马其顿

北欧 南欧 西欧

h  该区域的一些国家，尤其是欧盟成员国，可能既在本章东南欧、东欧部分被提及，也在北欧、西欧和南欧的部分被讨论。 
i  本章合并了北欧、西欧和南欧，但不包括下列南欧国家：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黑山、

　塞尔维亚和北马其顿，这些国家在本章中被划在南部 - 东部欧洲下，属于东南欧和东欧两个次区域。

俄罗斯

斯洛伐克

乌克兰

马恩岛

 拉脱维亚

立陶宛

 挪威

瑞典

 英国

葡萄牙

 圣马力诺

塞尔维亚

斯洛文尼亚

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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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加勒比海地区 中美洲 j 南美洲

阿根廷 安圭拉  伯利兹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安提瓜和巴布达 哥斯达黎加

巴西阿鲁巴

智利 巴哈马

萨尔瓦多

哥伦比亚巴巴多斯

 危地马拉

厄瓜多尔博奈尔，圣尤斯特歇斯和萨巴

洪都拉斯

 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

墨西哥

法属圭亚那开曼群岛

尼加拉瓜

圭亚那 古巴

巴拉圭库拉索

秘鲁 多米尼克

 苏里南多米尼加共和国

 乌拉圭格林纳达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瓜德罗普

巴拿马

海地

牙买加

马提尼克

蒙特赛拉特

波多黎各

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圣马丁岛（荷属）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美属维尔京群岛

j  在本章中次区域“中美洲”与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地区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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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地区

百慕大 

加拿大

格陵兰岛

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

美国

大洋洲

图例：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区域

次区域ⅰ 

美拉尼西亚 密克罗尼西亚 波利尼西亚

美属萨摩亚关岛斐济澳大利亚

库克群岛基里巴斯新喀里多尼亚 新西兰

法属波利尼西亚马绍尔群岛

纽埃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巴布亚新几内亚

萨摩亚瑙鲁

所罗门群岛

托克劳北马里亚纳群岛

汤加 帕劳

图瓦卢

 瓦利斯和富图纳群岛

注：方法论及解释性注解请见《国际移民数量趋势 2019：说明书》，该材料可在以下链接获取：www.un.org/en/ 
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data/estimates2/docs/MigrationStockDocumentation_2019.pdf。

ⅰ  本章内使用的次区域可能和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部所使用的次区域不同，这种不同既可能体现在名称上
也可能体现在其中包括的国家、领土和地区。

ⅱ  国家或地区的名称是指他们在联合国日常运作中使用的简短形式，但并不一定是正式文件中使用的官方名称。这 
些名称参照联合国术语数据库（UNTERM），可在 http://unterm.un.org/UNTERM/portal/welcome 中找到。该址  
中所使用的指称以及材料均不代表联合国秘书处任何机构（或 IOM）关于任何国家、领土、城市或地区的合法
地位或它的权威及其边界的意见。详见 http://unstats.un.org/unsd/methodology/m49/。

ⅲ   前一章所使用的本表格所含的实体包括国家、领土、地区和特别行政区。请注意这表格并不是全面的。

瓦努阿图

国家 / 领土 / 地区 ii,iii 

http://unterm.un.org/UNTERM/portal/welcome
http://unstats.un.org/unsd/methodology/m49/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data/estimates2/docs/MigrationStockDocumentation_2019.pdf
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data/estimates2/docs/MigrationStockDocumentation_20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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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附录 A. 学术出版的简要概述

学术传播离不开出版物，出版物是学术传播的中心。某些形式的出版物（诸如学术期刊）具有

远大于其它出版物的的可信度和分量（而每个学术出版者也有着不同的地位）。在学术期刊发表研

究结果无疑是当今学者的主要目标。 1 期刊独自占据了科学、技术和医学出版商市场收入的大约40%
（书籍为16%），这个市场的规模据估计在2013 年已达到252 亿美元。 2 通过学术出版，学者们能够

正式地在科学界分享他们的发现。这样的学术交流使其它研究者能够了解最新的进展，为填补现有

的知识缺口设计新的研究，把他们的发现和他们的同行进行比较，或许还能避免白费力气做重复工

作。而且出版物实际上相当于“……一项记载‘谁于何时发现了什么’的永久记录——如同一本科

学界的法庭登记册”。 3 世界上第一份学术期刊《皇家学会哲学学报》（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 

of the Royal Society）早在 1665 年就已问世，它表明了皇家学会的政策，即通过公开分享由实

验性证据支持的结果和观点促进科学进步。从那时算起，以英语出版的采用同行评审的活跃学术性

期刊在2014 年达到了28100个， 4 据计算全球的科学产出每九年翻一番。 5 今天的很多学者为学术

文献总量之大而不知所措，要找到时间阅读每条文献（即使是在最狭窄的话题中）也变得不可能。

学术出版是学者职业发展的核心，而从事应用研究的研究者的工作则不一定要面临同样程度的

出版压力。总的来说，现有学术奖励制度是出版物数量大幅增加的原因，但是数量的增加并不会自

动为获得出版的学术研究带来平均“质量”的提高。

衡量质量是个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从研究成果的主要形式（期刊文章）而言，我们可以说一

篇文章的质量在出版前主要被定性评估，而在出版后主要被定量评估。在学术期刊出版之前开展的

质量评估被称为“同行评审”。“同行”指对提交的文章进行评议者，他们往往在某一主题上有同

等（或更强）的专业知识。学术圈内的同行评审几乎都是没有报酬的。期刊文章的同行评审“……

在传统上被看作是研究者职业义务的一部分”， 6 对 40000 名研究性论文作者的大规模调查也发

现，他们中大多数认为同行评审“……对学术研究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91% 的受访者称“评审

过程提升了他们最近出版论文的质量”，86% 称“他们享受评审过程并将继续参与评审”。 7“获得

认可”或许是对审稿人最切实的激励：期刊通常会发布年度的“感恩审稿人”文件，在其中罗列审稿

1　 其他学术交流的途径包括书籍、会议讲演、讨论会、电子邮件以及其他途径。

2　 Ware 和 Mabe，2015。
3　 Sense About Science，2005。
4　 Ware 和 Mabe，2015。
5　 Van Noorden，2014。
6　 Ware 和 Mabe，2015。
7　 Mulligan，Hall 和 Raphael，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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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名字。 8 列名于此类名单可以为一位研究者的简历增色，尤其是在他 / 她计划在某个特定领

域寻求资金支持 /找工作的情况下。审稿人会仔细审查文章的方法、结果和结论并向期刊编辑提出具

体建议（接受 / 修改 / 拒绝）。评审过程可能会反复多次直至编辑对稿件满意为止，此时稿件才能最

终进入正式出版流程（编辑、排字、网络出版、印刷）。总的来说，同行评审周期长达数周乃至数

月，（这个周期）在各个学科和期刊之间差别较大。在出版后，摘要可以免费获取，而阅读全文可

能需要通过学术图书馆（其通常向出版商交纳订阅费），或以按次缴纳费用的方式获得使用权。“开

放获取”的出版模式允许所有人免费阅读全文，而这是作者所属机构向出版商交纳出版费的结果。

出版前的同行评审过程主要使用定性方法检查一篇文章，而在出版后定量方法便主导了对相应

材料的评估。引用（索引的行为）是文献计量学（书面出版物的统计分析）唯一的基础单位。大致

来说，引用越多，影响越大，论文/ 文章 / 书籍应有的质量越高。任何出版物的基本引用指标可以

使用 Google Scholar 获得，它是全世界专业学者使用最多的搜索引擎。例如，在Google Scholar 搜
索“移民（migration）”得到 380 万条搜索结果，第一页如下图所示： 9 

8　 案例参见 http://iovs.arvojournals.org/article.aspx?articleid=2277067。
9　 搜索的结果可能根据用户设置（即是否登录了 Google）以及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地理位置而改变。

图 1. Google Scholar 搜索结果示例

https://scholar.goo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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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能在图 1 的左下一目了然，《移民时代：现代世界的国际人口迁移》（“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一书已被超过 8000 份其它出版物

引用过。点击“Cited by 8219”，读者能看到从第一版（1993）以来的所有引用此书的出版物。如果

点击作者的名字（S. Castles），读者即能看到作者的引用目录。

依靠原始的引用数量计数，各种所谓的“影响指标”可以在出版物、作者、期刊等层面被计算出来。

例如，一份期刊的影响因子（引用 / 出版比率）被广泛用作一份期刊的相对重要性的代表，而 h 指数

（h-index）  10 提供了衡量单个作者影响的方法（虽然它也能计算某一部门，机构或国家的影响

力）。引用 / 出版比率一般是某期刊平均每篇论文的引用数，实际上是某刊在某年被全部源刊物引证

该刊前两年发表论文的次数，与该刊前两年所发表的全部源论文数之比。例如，对于 X 期刊 2015 年
的影响因子而言，用2013 和 2014 年该期刊的文章被引用次数122 次除以其 2013 和 2014 年出版的文

章总数166 篇，则 X期刊 2015 年的影响因子为 0.735（或 122 次被引用除以文章数 166 篇）。

　关于影响力指标是否有用的争论仍然在持续，其目的在于，在研究资助者对衡量其支出影响

的需求和专业学者对评估其作品的公平评价系统（以及随之而来的资助）的需求之间找到恰当的平

衡。最近，替代性的影响力指标（altmetrics）正在研发，在其评价系统内考虑到了学术论文在新闻和

博客、推特、脸书等（非学术发布平台）中被提到的次数。

学术奖励制度很重视在同行评审期刊发表的出版物，有人认为这一制度给学者造成的压力导致

了一些严重的弊端， 11 包括了（作品的）质量问题。期刊中“出版或出局”的文化会扼杀研究创新， 

12降低研究出版物的标准， 13 鼓励同行评审欺诈 14 并对研究者从事适应政策制定者需求的应用研究的

能力有不良影响。 15 与此同时，学者们还承受着进行创新研究、在顶级期刊发表（其作品）以及向政

策受众展示证据并最终影响政策的压力。 16

10　 h 指数（h-index）是指至少被引用 h 次的发表作品的数量。例如，作者 X 有四部已出版作品：A（被引用 27 次）、B（被 
        引用 14 次）、C（被引用 2 次）和 D（未被引用）。作者 X 目前的 h 指数是 2。未来如果作品 C 再被多引用至少一次， 
        则 X 的 h 指数可能会是 3。
11　 Smith，2006。
12 Foster，Rzhetsky 和 Evans，2015。
13  Colquhoun，2011。
14  Prosser Scully，2015。
15  Cherney 等，2012。
1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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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学术期刊的成果 17

《国际移民》 18 
总编辑： Howard Duncan

2017 年和 2018 年间，国际社会在移民问题领域展现了以往少见的合作程度，实现了两套指导性

政策原则《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下称《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和《难民问题全球契

约》的通过。这前所未有的充分证明了移民问题的全球重要性，同时也见证了我们的雄心壮志是期

待更好地管理各类国际移民问题以及对移民群体、移民目的地社会和移民来源国的影响。这些协议

最初是由于对地中海地区的危机意识而发展和产生的；我们现在拭目以待，这些期望是否会取得切

实的成果。《国际移民》期刊的所有者，国际移民组织（IOM），积极参与了达成这些协议（尤其是

《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努力。自上一版《世界移民报告》出版以来，IOM 成为联合国大家庭中

的一员，目前其成员国已超过 170 个，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性组织。相应的，本刊文章作者来自世

界各地，且刊登内容并非由某个国家的作者主导，因此我们可以宣称这是一本全球性的刊物。尽管

面临着在出版来自欠发达国家的双盲同行评审材料方面的挑战，《国际移民》对自身在全球已取得

的影响力感到满意。

本刊继续将全球学术界和政策界视为其目标读者群，在本刊发表文章的内容应与政策相关，这

一要求保持不变。2017 年，《国际移民》发布了与高级政策官员，尤其是各国负责移民管理的部长

的不定期访谈。在 2017-2018 年间，先后有加拿大、德国和澳大利亚三国负责移民问题的部长接受了

采访。为配合本刊的全球性视角，部长们不仅回答了各自国家的国内移民政策的问题，而且还论及

了他们在联合国关于两项全球契约的讨论中采取的方式。与移民研究一样，移民政策可能充满争议；

采访中并未回避这些争议性问题。

过去两年里，本刊推出了数辑特刊或常规期号中的特别专题，大部分是由学术界成员向本刊提

出的。这些特刊和特别专题所覆盖的主题及地理范围十分广泛，包括以下项目：

• 危机时代的跨文化主义（作者：Bello 和 Bloom）

• 培育移民 - 食品安全间联结（编辑：Crush 和 Caesar）

• 和平进程与持续回归（编辑：Stefanovic 和 Loizides）

• 被祝福的纽带：在美移民与移民家庭的健康与保健服务（编辑：Ervin、Hamilton 和 Lopez-Carr）

• 欧洲的劳务移民：改变中的政策、组织与人（编辑：Laubenthal）

• 与移民相关的主观感知（编辑：Amit 和 Blum）

• 移民与社会阶层（编辑：Bonjour 和 Chauvin）

17　 该附录内容为各期刊主编的来稿，本报告并未对其予以编辑。

18　 本刊编辑所引用的文章详见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journal/14682435。

• 不稳定、违法性与临时性：加拿大移民管理的影响与后果（编辑：Hari 和 L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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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精选的主题趋势

关于移民的学术文献在一定程度上响应了移民现象和政策的趋势，并对移民相关理论和过去出

版的旧有文献的转变做出回应。通常，由于研究和出版所需的时间限制，现象的发生和学术文献的

出版之间会存在明显的时间差。当前，关于叙利亚难民危机的文献开始大量涌现，而我们也可以预期，

与联合国《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相关的文献将在 2019 年出现。但仅就 2017-2018 年进行简短回顾，

我们也可以发现关于早期趋势和现象的讨论，此处我们精选了其中一部分。

移民的脆弱性

联合国的两项契约在很大程度上阐释了当前全球对移民人权保护的关注。尽管移民为其目的地

及来源地社会带来的益处显而易见，但当前各国正被要求重视移民的需求并提供相应支持，尤其是

在需求与人权相关时。与此相对应的是，许多学者在过去两年间关注移民的脆弱性问题，此处的脆

弱性问题包括人口贩运（Rocha-Jiminez 等）、（移民）与接纳国国民的收入差距（Wu 等）、其他形

式的歧视（Gong）、近乎奴隶般的工作条件（Palmer）、医疗保健方面的差异（Geeraert）、难民及

妇女儿童的特殊脆弱性（Pavez-Soto 和 Chan），甚至是移民企业家在与当地人竞争过程中的脆弱性

（Pineteh）。

家庭与移民

当 Oded Stark 和 David Bloom 在 1985 年发表《劳务移民的新经济学》这篇如今被视为标志性作

品的文章时，他们不仅为移民经济学的研究创造了一条新路径，还在移民与发展的关系、侨汇在移

民过程中的角色、人们如何做出移民决策，以及家庭在这些决策中的作用等问题发起了持续调查研

究。移民研究文献对家庭因素的重视程度持续增长，而《国际移民》与众多期刊一样感受到这种重视。

主要的研究兴趣点包括如 Fuller 所描述的，移民者留在来源地的家庭成员可能面临的情感困扰（即使

在有现代通讯技术帮助的情况下）；由 Yabiku 和 Agadjanian，以及 Kuépié 分别描述的（移民决策）

对学校教育的影响；以及由 Davis 和 Jennings，以及 Silver 等人分别展现的（移民决策）对移民者自

身的婚姻带来的，可能令人深感不安的影响。但移民行为本身也可能是出于婚姻目的——这一现象

已经引发了广泛关注（尤其是在亚洲）；尤其在韩国，迁入该国的移民中婚姻移民比例较高。由（婚

姻移民）产生的多元文化家庭是 Kim 和 Kilkey 关于“外籍新娘在韩国的融入结果”课题的研究对象。 

Kim 和 Kilkey 着眼于该国针对多元文化家庭的政策，认为该政策的设计考虑了该国未来的人口规模；

Cho 则研究婚姻移民迁入该国（现象）的文化因素。然而，Mora、Fernandez 和 Torre 对来到西班牙

和美国的移民的生育率研究则发现，人口前景可能不如某些期望那样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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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与发展

近期移民研究方面最为持久的领域之一是对移民与发展关系的研究，国际社会对这一主题的讨论

激发了人们的研究兴趣。这些研究的核心特征依然是侨汇研究，包括侨汇的效用以及移民寄出侨汇的

倾向。 Koff 的研究重点在于侨民慈善事业，而 Petreski、Petreski 和 Tumanoska 则考虑侨汇对家庭脆弱

性的影响。Urama 等人关注侨汇对移民来源国劳动力供应的影响；Akcay 和 Karasoy 将侨汇与热量消耗

联系在一起；Arouri 和 Nguyen 发现了侨汇与减少贫困之间的有力联系；Kumar 等人发现了侨汇与长期

经济增长之间的密切相关性；Valatheeswaran 和 Khan 注意到侨汇对于留守儿童的教育的正面效用；以

及，Agwu、Yuni 和Anochiwa 发现侨汇有助于社会缩小低收入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新兴的研究领域：迁入移民的企业家精神；气候移民与城市

当我们提及移民为其目的地社会带来的经济效益时，多数思考集中于作为雇员的移民。对移民

企业家的关注较少，但这似乎正成为学者们日渐感兴趣的领域。Chavan 和 Taksa 关注在澳大利亚的、

具有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印度企业家，并提出应该如何运用政策强化其对澳大利亚经济产生的效益。

意大利的信息通信技术企业家群体是Brzozwski、Cuccelelli和Surdej对“跨国企业家精神”研究的对象。

不幸的是，在南非的索马里移民企业家群体被视为对当地的威胁，他们为此被迫采取特殊的自卫机制。

毫不奇怪，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撰写有关气候移民的文章，其中有些学者着重于那些生存可能

受到气候变化威胁的环礁岛国。Yamamoto 和 Esteban 将移民政策视为这些国家对海平面上升的影响

的一种适应性反应。在一项开创性的研究中，Rahaman 等人研究了居住在贫民窟的气候移民受到的

健康影响；在那些因气候变化带来更高城市化程度的区域附近，这种贫民窟的人口会变得越来越稠密。

城市是绝大多数移民的目的地，理所当然地，有大量的移民研究文章提及城市。过去两年里受

到广泛关注的文章之一就是由 Bauder 撰写的关于庇护城市的研究，在该项研究中他将美国、英国和

加拿大的自称“庇护城市”的城市，以及这些城市收容无证人口的方式进行对比。他发现“庇护城市”

的概念相当模糊；他在各地解析这一概念以寻求其共同点，并发现一个区域（关于“庇护城市”的）

思想通常以现代通讯手段或旅行活动家为媒介传递到另一个区域。

这份简短的调查并未声称对《国际移民》的作者所涵盖的议题提供全面的说明。尽管有些主题

显然较为常见，本刊作者们依然能够有所创新，并涉及了许多较为少见的议题，包括私人军事组织、

发达国家的人才外流、自然灾害与人口贩运的关系、移民（劳工）在捕捞行业面临的奴隶般的工作条件，

以及对移民的态度和在生活中承受风险的意愿之间的关系。我们赞赏作者们为激发对国际移民议题

的集体思考所做的工作，“国际移民”这一主题具有无限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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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移民评论》 19

主编：Jamie Winders, Pieter Bevelander, Cynthia Feliciano, Filiz Garip and Matthew Hall

《国际移民评论》（IMR）专注于对国际移民的跨学科研究。它每年出版 30 至 40 篇文章，以及较短

的研究纪要和书评。IMR 由来自经济学，社会学和地理学领域的跨学科编辑团队领导，并在一个国际

性的跨学科编辑委员会的指导下，力求发表基于丰富实证，且在考察国际移民复杂性的方法、立足点及

视角方面取得突破的文章。与 IMR 相关的两个“I”字（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和国际

性“international”）之间的相互作用指导着我们作为编辑在出版物中的追求。 在提交给 IMR 的稿件中，我

们优先考虑那些超出特定学科、观点或方法论，并将其发现与更广泛的国际趋势相对应的作品。

对 IMR 自 2016 年以来所有出版文章（约有 100 篇）的细致考察揭示了几个趋势。  20 首先，从

地理分布来说，大约 80% 的文章聚焦于北美或西欧，关注亚洲的文章显著少于前两者（略超过

10%），而关注拉丁美洲、中东或非洲的文章更少。这一不平衡的地理覆盖面反映了当前移民研究的主

要缺点之一，即对北美和西欧以外地区的移民动态关注有限。这也凸显了研究更广泛的国际移民地理

学的学者在试图将他们的工作与全球南北关系的霸权主义视角相关联时所面临的挑战。

其次，关注 IMR 研究的主要群体可以发现，在对国际移民的整体关注以外，对本地出生人群和移

民第二代的关注大致相当；大量文章关注青年移民，但对难民的研究相对少很多。由此得知，世代

（generation）问题是 IMR 文章的中心，但不同类别移民（如技术移民、难民、寻求庇护者等）之间的

区别和共性却较少得到分析。毫不奇怪，北美的多数研究考察了墨西哥移民的某些方面，而基于西欧

的多数作品则分析应对穆斯林移民的经验与态度，这使得墨西哥移民和穆斯林移民群体成为了近期学

界透视国际移民问题复杂性所用的两个“镜头”。

第三，从方法论上讲，IMR 的文章主要利用调查数据，尤其是纵向行政数据和重复性调查数据，这

些数据是通过多种方式获得的。IMR 还出版了内容丰富的民族志研究（即使其数量略少），以及基于

访谈和小组讨论的作品。利用大数据、卫星图像和田野试验进行的研究尽管还不常见，但它们完善了

本刊所呈现的一整套有力的方法论。最后，IMR 出版作品涉及从移民福利到移民健康和刻板印象等一

系列主题，但宽泛地说，IMR 尤为关注移民政策、公众态度、教育、家庭及家庭活动、工资和就业趋

势、法律地位，以及性别动态和意识形态。

那么具体而言，2016 年以来 IMR 的主要成果是什么？在这里，我们重点介绍一些成果，这些成果

在我们看来反映了IMR“推动现有的国际移民知识走向新的不同方向”的目标。有些成果的“推动” 

同时体现在政治和政策两方面。例如，Jean Beaman 发表于 2016 年的、聚焦于法国外来移民第二代的

文章表明，北非移民的成年子女并不认为自身的宗教身份（尤其是穆斯林身份）与其作为法国人的身

份是不兼容的。与之相反的是，这些（具有宗教身份的）青年视自身为“和其他人一样的法国人”，这一

发现挑战了公众和学界关于欧洲宗教身份与世俗民族认同之间具有互斥性质的论点。

19　 本刊编辑所引用的文章详见 https://journals.sagepub.com/home/mrx。
20　 该部分讨论基于在本刊各卷中正式出版的文章展开。可在线“提前查看”但尚未归入期刊某一卷的文章不在讨论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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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关政策方面，Marie-Laurence Flahaux（2017）对塞内加尔移民回流现象的研究发现，如果再

次进入接纳国的可能性很小的话，这些移民就不太可能回归塞内加尔。如 Flahaux 的工作所指出，并

被 Mathias Czaika 和 Hein de Haas（2017）对全球移民和签证数据的研究所证实的那样，对移民的限

制往往会减弱移民循环，使移民更有可能选择在接纳国长期居留，即收紧边境管制的政治决定会带

来“变移民循环为长期居留”的意外的政策后果。

IMR 的其他文章涉及关于同化现象的跨学科讨论，考察了婚姻和语言模式等（同化程度的）衡

量标准，以及其他不常见的衡量方式，例如关于体型的规范（Altman，Van Hook 和 Gonzalez，
2017）。Mieke Maliepaard 和 Richard Alba 在 2016 年发表的关于荷兰穆斯林父母所生子女的文化融合

的文章考察了该群体的性别规范，认为“被荷兰规范所同化，或维持‘传统’性别观点”的二分解释

过于简单，以至于无法理解这一群体复杂且有时可能自相矛盾的性别意识形态；该文章也突出了对种

族社群内部动态予以分解的必要性。Ayumi Takenaka 和其合作者（2016）在对日本的外来移民经济

流动性的研究中将这些观点更推进一步。他们注意到，对于同化的标准解释无法完全解释在日本移民

的经济成功或失败，这证明了移民理论需要一个更为多元化的地理基础。

IMR 发表作品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是人际联系。Benjamin Schulz 和 Lars Leszczensky 发表于 2016
年的，聚焦于德国的本土出生青年与移民青年间友谊的动态的文章发现，对本文研究的不同移民族裔

背景（包括南斯拉夫裔、南欧裔、土耳其裔、波兰裔）而言，其产生的“对德国的国家认同”与 

“本地朋友的比例”的关系也有所不同；这也使人们深刻认识到，有必要对移民中的群体差异进行批

判性的审视。Judith Koops 和其合作者（2017）对前述模式进行了调整，不仅研究了少数族裔与主体

民族之间的接触，也研究了不同移民群体之间的接触，发现这两种接触动态之间存在不同的模式，并

主张在国际移民研究中关注少数族裔之间的相互作用。

尽管 IMR 许多文章聚焦于国家层面，但其他文章则强烈主张关注地方层面的动态。Andrew 
Felenon（2017）的文章分析了在美国的墨西哥移民的健康状况，记录了墨西哥移民在其新目的地的

生存优势，并对关于移民飞地对（移民）健康的保护性影响的通行说法提出了质疑。Amrita 
Pande（2018）采用更加精细的研究路径以开展对黎巴嫩的移民家政工人的研究，该研究主张关注这

些移民工人的日常生活“私密”空间；移民工人运用这些空间以抵抗关于家政劳工及其生活现实的主

流印象，或使之复杂化。

IMR 的多篇文章探讨了公民身份等基本概念，考察了居住集中度与移民入籍率之间的联系

（Abascal，2017 或提供移民研究领域对公民身份研究的综合概述（Bloemraad 和 Sheares，2017）。

其他作品则着重于围绕国际移民的公众话语中的流行概念（诸如“危机”等），在强调这些用语的政

治作用的同时也指出，对于那些自身经历了缓慢显露的“危机”的移民而言，他们可能感觉（公众话

语中）所谓的“危机”很平常（Bylander，2018）。

展望未来，我们希望 IMR 继续致力于严谨而具有创新性的跨学科研究。我们的目标很清晰，努

力使IMR的研究内容覆盖更广泛的地理区域，同时也会关注一些新兴主题（例如被迫移民、和气候相

关的移民、新媒体对移民体验的影响，以及将数据科学融入移民研究）。尽管作为IMR 核心的详细而



附录326

本刊发表的论文可以按照两大主题轴进行归类整理。

第一个主题轴汇集了一系列定量与定性方法，用于研究移民 / 寻求庇护者的到达、安置与融合过

程。其中包括着眼于再安置的政策与实践，及分析非政府组织、政府组织及地方当局为移民提供到

达后支持与融合（服务）工作的文章。有意思的是，我们发表了一些文章以关注社会工作者和公民

社会组织在他们工作中面临的挑战，也刊登了另一些文章以关注移民与定居难民到达目的地国后面

临的融合障碍。性别维度，尤其是女性所面临的挑战当然是一个焦点，而其他的议题还包括养育子女、

以及青年面临的特殊融合与归属感问题。

前述研究主题适用于世界各地，这可能是对移民相关研究的元分析中的一项重要发现。例如，在

2018 年，我们既发表关于北美和澳大利亚的难民安置的论文（《“我的世界倒置了”：跨越国界的

伊拉克青年和父母关于在美国安置的观点》、《融合或构筑恢复力 ：难民安置的目标应该是什么？》），

也刊登关于移民如何在活用其人际网络，以在其新定居国找到一席之地的文章（《关于韩国移民在

新西兰重构其日常生活的经验的扎根理论》、《关于在澳大利亚的伊朗移民女性的跨国交流的研

究》、《超越安置组织中的难民赋权》（该案例发生在美国）或是《“四处打听”：意大利经济危机

时期移民更新其居留许可的对策》）。

JIRS 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虚拟跨国空间，在这里，不同的移民接纳与融合系统、通过各类体系（劳

务或家庭移民、寻求庇护者或定居难民）进入接纳国的不同移民群体可能面临的相似挑战（包括其

身心健康问题）等主题得到探讨，而前述挑战还包括移民如何在新环境中学习规则、激活其社会资

本资源乃至最终在接纳国谋得一席之地等问题。社会工作 / 社区研究及社会学 / 民族研究的双重背景

21　 本刊编辑所引用的文章详见 www.tandfonline.com/loi/wimm20。

深入的实证研究依然需要高度重视，但我们也希望看到更多议程设置类的文章，例如 Tomas Jimenez 
和其合作者（2018）近期关于同化研究“下一章”的讨论。实证调查与理论运用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

验证理论与提出理论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跨学科参与（研究）的核心，而我们希望这会在下一份报

告发布前塑造IMR 的发展轨迹。

《迁入移民与难民研究》 21

总编辑：Anna Triandafyllidou

《迁入移民与难民研究》（JIRS）是为数不多的同时关注劳务移民和寻求庇护者/ 难民的学术期

刊之一，其具备真正的跨学科视角，关注范围从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到移民与民族研究、媒体与公

众论述，再到庇护政策与实践。JIRS 最初的焦点在北美地区，到现在转而对欧洲予以更多关注，同

时也关注亚太地区、南亚和东亚地区。近年来，聚焦中东，尤其是土耳其和叙利亚冲突的文章数量

也显著增加。

使 JIRS 可以很好地将这些不同的主题结合在一起。

www.tandfonline.com/loi/wimm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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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刊 2017 与 2018 年间发表的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第二个主要话题是对非正规移民和寻求

庇护行为的治理。在此期间，我们发布了三期特刊，分别在该主题的不同方面展开。

本刊 2017 年的第二期是一辑聚焦于家政工作领域的人口贩运现象，关注欧洲数国的遭到严重

剥削的移民家政女工的特刊（本期客座编辑是欧洲大学研究院（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的

Alexandra Ricard-Guay 和巴斯大学（University of Bath）的 Thanos Maroukis）。对本期特刊的来稿凸

显了人口贩运研究的空白，即该领域研究通常关注于性工作（群体），忽视了诸如住在雇主家的家

政劳工、沦为奴隶的互惠生（au-pairs）等“阴影”领域；同时，这些来稿也指出了各国家和欧盟在

反人口贩运立法方面的缺口。本期特刊所刊登的论文展现了在老龄化的欧洲社会中，移民提供的家

政和护理工作是如何成为福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从社会学和法律角度分析了家政劳工领域的

人口贩运案例。调查结果突出表明，对私人家庭的家政和护理工作的宽松管制条件会如何导致移民

工人的脆弱性和严重的剥削。的确，我们可以指出如下的“滑坡”现象，即住在雇主家的移民工人

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权利，雇佣这些工人的家庭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义务，而国家未能对这一巨大

的劳动力市场部门予以监督和控制。前述情况因而带来额外的工作时间和低廉的薪水（可能逐渐变

成完全无报酬）、对个人隐私和自由的限制、严重的身体和精神虐待，进而引发了人口贩运而非单

纯的剥削现象。

同样在 2017 年，我们出版了另一辑特刊（客座编辑是 IOM 研究部门（IOM Research）的 Marie 
McAuliffe），关注东南亚的非正规移民与移民保护。基于 2015 年 5 月发生在安达曼海的危机，本期

特刊的来稿指出了东南亚非正规移民的特点，最为显著的一点是几个移民接收国或来源国不愿意或

不能对少数族裔和移民予以登记，及给予他们有保障的居留身份。的确，在东南亚地区，由于几个

少数族裔（尤其是罗兴亚人）面临着无国籍的处境，非正规劳务移民或寻求庇护行为带来的挑战尤

为复杂。这一期特刊不幸恰逢 2017 年夏秋季新的一轮的罗兴亚难民危机，缅甸在若开邦推行的种族

清洗战略使约 70 万人逃亡邻国孟加拉国。

我们在 2018 年早些时候发布了（同样重要的）第三份双期特刊（客座编辑是厄勒布鲁大学（Orebro 
University）的Michal Krzyzanowski、欧洲大学研究院的Anna Triandafyllidou 和兰卡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Lancaster）的 Ruth Wodak），分析 2014-2016 年地中海地区“难民紧急状态”期间的媒体报道和

政治话语。本期特刊沿一条假想的话语路线，从希腊西部和北部沿巴尔干路线前往中欧、北欧、西

欧和东欧。它研究了整个地中海难民问题如何在媒体上呈现，尤其是该议题如何出现在议会、政党

领导人或官方推特账户的辩论中。有趣的是，在我们对各国案例的比较中，我们发现（这些案例）

显著收敛为“团结 / 人道主义”和“控制 / 安全”这两种彼此矛盾的框架。但是，（两个框架间的）

这种紧张局面通过一种优先考虑对难民潮的可行而可持续的回应的话语框架得到了解决。因此，人

道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强调“理性”是旨在减少难民潮的具体政策回应的关键品质。危机

的概念出现在所研究各个不同国家的话语中，并且被用于在欧洲国家中指代“坏”和“好”的欧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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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这三期特刊反映了非正规移民与寻求庇护问题不仅对于公民和政治家具有重要性，也对

学术界具有重要性。当然，两种话语（公众话语和学术话语）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寻求进行深度

分析的特权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现象的起因、影响与动态，相关问题的法律和政策框架，当然还有

将相关问题描述为“对非移民的生存威胁”或是“构建更公平世界的道德和政治义务”的方式。

有趣的是，或许是由于对时代潮流以及移民 / 难民潮与及关排外心理和种族主义兴起的反映，本

刊在过去两年间减少了对关于就业与劳动力市场融合，或是高技能移民或人才外流 / 人才环流相关议

题的关注。另一个可能引起更多关注的主题领域是被（可能是错误地）称为“南 - 南移民（South-South 
migration）”的区域内劳务移民或与庇护相关的移民潮。

《移民与安全保障》 22

主编：Donald Kerwin

2013 年，纽约移民研究中心（CMS）创立了《移民与安全保障》（JMHS），一份在线出版、并

采用同行评议的公共政策出版物。JMHS 借鉴来自学者、研究人员、公职人员、宗教团体、非政府组

织（NGOs）、商业领袖及其他人等的知识，专业意见和观点。其“安全保障”的主题旨在唤起广泛

的共同目标，即在移民来源社区创造安全、可持续的环境；促进安全、合法的移民选择；以及让移

民过上富裕、安全的新生活，并充分参与其新社群。

在不损害学术与分析严谨性的前提下，JMHS 论文采取以人为中心的移民问题研究路径，聚焦于

（通常来说）身处险境，易受伤害的边缘化人群，在移民政策辩论中这些人遭到误解且常常成为替罪羊。

JMHS 要求所有发表的论文均以执行摘要开头，并以一系列政策建议收尾。这增加了 JMHS 论文对于

政策制定者者、政策影响者和一般公众的可及性。JMHS 向所有潜在的作者承诺，他们的作品将被严

格审查，并及时出版（如果获得录用），并且通过研究数据库与大学图书馆数据库分发到 JMHS 广

泛的传播清单，以及为政策制定者、新闻界和其他对此议题感兴趣的人士定制的清单中。JMHS 也在

论文出版及对新闻报道和相关政策讨论予以回应时，通过社交媒体宣传相关论文。

JMHS 的许多论文都获得媒体的广泛报道及政策制定者的关注。这些论文中包括一组由 Robert 
Warren 撰写（部分篇目与 Donald Kerwin 合著）的，基于 CMS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的美国社区调查而得出的对美国的无证人口或其他人口规模估计的论文。这一系列论文记录

了美国无证人口的减少及该类群体的特征，并指出了多数的新增无证人口是在合法进入美国后逾期

居留，而不是非法穿越边境的事实。前述的最后一点由 JMHS 多篇论文予以阐述，自 2017 年以来得

到逾百家媒体引用，并成为关于特朗普政府提议修建美墨边境墙的公众辩论中的主要内容。

JMHS 也发布了关于特朗普政府所针对的其他人群的详细资历，包括潜在的“梦想法案（DREAM 
Act ）”受益者（童年时期被带到美国的无证人群）、难民、临时保护身份（TPS）获得者、有机会

22　 本刊编辑所引用的文章详见 https://journals.sagepub.com/home/mhs。

https://journals.sagepub.com/home/m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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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LPR）的近亲属的身份获得签证的人群，以及可能有资格归化为美国公

民的长期居民。这些论文说明了前述群体与美国的深厚的长期联系，已经引起了国家和地方政府官员、

决策者、学者、研究人员、商业界、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尽管极端团体和政客有时会对

CMS 的估算提出（无证据的）异议，但 JMHS 的该系列论文为美国移民辩论提供了事实依据和少见

的共同基础。

在创刊至今不长的时间里，JMHS 已被证明为应对那些引发安全保障议题的公共政策问题的宝贵

工具（无论是通过特集还是同一主题下多篇论文的形式）。例如，在 2016 年，CMS 在联合国难民和

移民首脑会议前夕召开了为期三天的会议。峰会以《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的通过达到高潮，

该宣言带来了 2018 年《难民问题全球契约》和《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的通过。JMHS
发布的，名为《强化国际难民保护体系》的 CMS 会议特集为（前述宣言和契约的通过与发布）过程

予以了信息支持。具体而言，决策者、学者和其他主要作者的论文涉及以下方面：

• 针对不符合传统“国际难民”定义的流离失所者的新保护框架（Susan Martin）；

• 关于难民保护的伦理视角（David Hollenbach，S.J.）；

• 包容性社区的挑战（George Rupp）；

• 国家对难民潮的应对，聚焦黎巴嫩（Ninette Kelley）；

• 难民责任分担（Volker Türk）；

• 难民匹配系统（Will Jones 和 Alex Teytelboym）；

• 安全自愿遣返（Jeff Crisp 和 Katy Long）；

• 留在自己社区的权利（Daniel Kanstroom）；

• 作为难民保护的障碍的移民控制外部化（Bill Frelick、Ian Kysel 和 Jennifer Podkul）以及威慑策

略（Thomas Gammeltoft-Hansen 和 Nikolas F. Tan）；

• 移民偷运研究（Gabriella Sanchez）；

• 非国家行为体对移民的拘留（Michael Flynn）；

• 对中美洲移民儿童的透视（Susan Schmidt）；

• 从中美洲妇女儿童大规模移民所获得的教训（Karen Musalo 和 Eunice Lee）；

• 美国难民保护立法（Tara Magner）；

• 国家安全与难民保护间的必要互补（Donald Kerwin）；

• 舆论数据（Brad K. Blitz）；



附录330

• 难民经济结果的分化（Alexander Betts、Naohiko Omata 和 Louise Bloom）；

• 难民及其接纳社群对平等的再分配性长期发展的需求（Leah Zamore）；以及

• 对《难民问题全球契约》的建议（Kevin Appleby）。

在本辑特集之前，JMHS 更早的一份特集由 11 篇关注美国难民保护体系改革的论文组成，（显

而易见地）为纪念《1980 年难民法》颁布 35 周年而出版。最近，JMHS 于 2018 年发表了一项研究，

关注 1987-2016 年间在美国重新安置的 110 万难民如何随时间推移融入美国与维持生活，并将这一群

体与非难民群体、外国出生的居民及美国人口整体进行对比。

自 2017 年 1 月以来，JMHS 广泛记录及评论特朗普政府的迁入移民政策。2018 年 1 月，JMHS
发布论文特集《美国移民体系：指导长期改革的原则、利益与政策建议》，其中包括以下方面：

• 应该用于指导美国移民体系长期改革的国家利益与价值（Donald Kerwin）；

• 本土主义与美国移民政策（Julia G. Young）；

• 公民权的未来（Peter J. Spiro）；

• 移民事务的联邦主义（Cristina Rodriguez）；

• 边境执法的有效性（Edward Alden）；

• 在驱逐裁定体系方面恢复法治（Lenni B. Benson）；

• 以主题为中心的研究方式对于研究违法行为的优点（Emily Ryo）；

• 驱逐出境后家庭重聚的障碍（Deborah A. Boehm）；

• 家庭团聚的情况（Zoya Gubernskaya 和 Joanna Dreby）；

• 创造有凝聚力的移民政策（Pia O. Orrenius and Madeline Zavodny）；

• 作为移民改革基本要素的劳工标准执行（Janice Fine 和 Gregory Lyon）；

• 作为解决非自愿移民良方的经济发展（John W. Harbeson）；

• 美国农业部门和工人的可能发展方向（Philip Martin）；

• 美国移民政策所服务的国家利益，以及如何用有力的合法移民政策替代目前以“非法性”为

特征的移民体系（Donald Kerwin and Robert Warren）。

此外，Ruth Wasem 随后的一篇论文考察了美国的移民治理史，鉴别了美国移民部门的众多职能，

并为改革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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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HS 也出版了一辑关注美国移民执法体系的特集《孕育美国现代移民执法制度的法律：〈1996
年非法移民改革和移民责任法〉颁布 20 年》。本特集涵盖内容包括移民拘留、刑事起诉和驱逐对

被驱逐者、美国家庭和社区的后果。它包含了 Michael Coon 有关各地移民执法影响的研究。近

期， JMHS 出版了关于在墨西哥的被美国驱逐者及他们在美国的家属的研究。该报告已成为大批量

推广、公开演讲以及国会简报的主题。

JMHS 定期报道从美国与全球视角观察的移民拘留问题，近期 D. Gilman 和 L.A. Romero 撰写

的一篇关于拘留业务私营化的有影响力的论文再次涉及了这一点。CMS 也已开始发表一系列与法

治、司法渠道及美国驱逐裁定体系中的正当司法程序相关的论文（其中一部分将刊登在 JMHS）。

这些论文献给移民审查执行办公室（EOIR）原主任Juan P. Osuna，（该办公室）负责监管美国移民

法庭体系。

尽管这篇简短概述主要强调特刊和专题论文集，JMHS 也接受其他一些主题的稿件，这些主题在

公共领域未能得到充分理解且时常被故意扭曲。本刊的成长与生命力也将与具有更强的地理和主题多

样性的论文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此，JMHS 发表了一系列重要作品，其内容涉及《移民问题全

球契约》的谈判过程、农场工人的工资与收入不平等、围绕世界杯和其他重大体育赛事的被迫劳动与

人口贩运、欧洲的反偷运计划，以及不同国家对叙利亚难民危机的反应。在一个民族主义和针对移民

的敌意高涨的时代，JMHS 将加倍努力以在安全保障主题领域出版合乎时宜、基于事实而与政策相关

的论文。

《移民研究》 23

主编：Alan Gamlen

《移民研究》是一份致力于发展与各种形式人口迁移相关的理论、方法和比较研究的国际权威

期刊。本刊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每年接受来自 70-80 个国家学者的约 200 份来稿。通过代表社会

科学各主要学科及世界各主要地区的全球编辑委员会对来稿进行同行盲审后，本刊会发表约 20 篇完

整的原创研究文章，以及6篇左右对书籍、电影或其他媒体的评论。我们偶尔会发表研究纪要与特别

专题。 2017-18 年，本刊被列入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核心期刊集，该期刊集可供全球许多图书馆使

用，因而增加了本刊的知名度。本刊也已获得一个官方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影响因子（SSCI Impact 
Factor），这是一个让专业的移民研究者放心将其最优质研究成果托付给本刊的凭证。

23　 本刊编辑所引用的文章详见 https://academic.oup.com/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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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方法与比较数据的发展

2017-18 年，《移民研究》发表的作品涉及移民问题的大多数方面，从外迁移民在来源地的决

策，到通过复杂监管体系的迁移过程，再到移民适应的动态和跨国主义的实践。它促进了对“被迫移

民和自由移民间关系”以及“移民动态中性别因素的作用”的长期讨论，也促进了对所谓“欧洲移民

危机” 和全球移民治理体制的当前演变等当代重大议题的讨论。

对移民问题的研究一方面持续关注移民行为的驱动因素，另一方面持续关注移民的适应过程。 

2017-2018 年间，《移民研究》同时推动了这两方面的学术进展。我们刊登了几篇关于移民行为决定

因素的大篇幅分析。Matthew Hayes 和 Rocío Pérez-Gañán 考察了此前较少被研究的“北—南”生活模

式和迁往厄瓜多尔的退休移民案例，而 Maryann Bylander 对比了东南亚的两条移民走廊，对“最为贫

困的人群通常不太可能移民”的理论提出了挑战，并揭示了“劳工承担成本”的重要性与移民过程的

正式化水平。Marie-Laurence Flahaux 和Simona Vezzoli 揭示了这样的事实，即原本开放的加勒比殖民

地边境的关闭带来了移民迁出的大幅增加而非减少，而移民前往的目的地范围也更加广泛。在谈到对

移民政策在影响移民方面“失败”的持久担忧时，Jan-Paul Brekke、Marianne Røed 和 Pål Schøne指
出，2015 年欧洲移民危机期间的限制既减少了（移民输出国）的（寻求）庇护者外流，又使其转向

前往其他国家。Ahmad Karimi 和 Sandra M Bucerius 在对西欧的伊朗学生的融入策略予以考察后指

出，“移民迁入和融合过程在移民迁出真正发生之前早已开始”。

在 2017-2018 年间，我们还展示了有关各种形式的移民适应的研究成果，包括数篇投入到聚焦 

“劳动力市场融入”的长期辩论的稿件。Sukanya Basu 研究了来自亚洲国家的“新”“老”移民群体

的工资同化状况。Christel Kesler 和 Mirna Safi 比较了英法两国移民在劳动力参与和就业方面所面临

的障碍，Ivana Fellinii 则发现欧洲的“移民危机”改变了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劳动力融入的主要形态。 

Karsten Paerregaard 在秘鲁移民群体中对移民企业家精神进行研究，而 MaríaSánchez-Domínguez 和
SusanneFahlén 比较了不同的制度环境如何塑造西班牙和瑞典的移民妇女突破原有种族定位的能力。

移民接收和适应的广泛过程同样重要。已有数篇论文从阶层和资本积累的角度探究了适应问题。 

Maja Cederberg 展示了英国女性移民中阶层定位的复杂性，而 Suzanne Huot 指出，移民经历了对其社

会和人力资本的“误认”，这促使他们从事特定的职业以进行补偿。在经济成果以外，Silvia Maja 
Melzer 和 Ruud J. Muffels 谈到了日渐增长的有关移民和幸福感的文献，他们使用德国的面板数据来研

究德国统一后与东西向移民相关的主观幸福感。在对接收移民情境研究的贡献方面，Timothy B. 
Gravelle 研究了加拿大人何以对难民和移民持封闭或开放的态度，而Roy Germano 展示了运用录像以 

“促进同情，减少排外心理，以及阐释国际移民研究的相关概念”的方法。

《移民研究》在迁移过程方面已发表了一些突破性的研究，包括这一过程是如何被不同层面的政

策所调节和塑造的。Cecilia Menjívar、Juliana E. Morris 和 Néstor P. Rodríguez 研究了驱逐洪都拉斯难

民的深远后果，而 Nora El Qadim 探究了摩洛哥与欧洲之间签证政策的象征性质。Basia D. Ellis 和
Henderikus J. Stam 揭示了加拿大的波兰移民如何“学会变得‘非正规’”，Theresa Alfaro-Vel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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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同事则揭露了位于开普敦的移民证件地下交易市场。Marianne Takle 聚焦于移民统计数据对欧盟

边境管制的贡献，而 Sara Cosemans 考察了后殖民时代东非的亚裔流散难民现象。作为对移民治理

研究文献的重要贡献，本刊于 2017 年 11 月出版了关于移民体制的完整特刊，由 Kenneth Horvath、
Anna Amelina 和 Karin Peters 担任特刊客座编辑。

2017-2018 年间，《移民研究》还展示了跨国主义主题的新成果，这一主题在近几十年来一直主

导着移民问题研究。例如，Ana Isabel López García 运用墨西哥数据，查明了不同移民背景下侨汇对

投票率的不同影响。Robtel Neajai Pailey 研究了利比里亚双重国籍（制度）的演变，而 Ali Chaudhary
对比了伦敦和纽约的巴基斯坦移民组织的跨国定位。John Gibson 和 David McKenzie 在方法论领域做

出重大贡献，他们证明了侨汇研究中调查方法的可靠性。

构建移民管理能力

通过推进与政策相关但并非政策驱动的研究，《移民研究》已成为贡献于全世界政府与社区的

移民管理能力构建的学术刊物之一。过去数年里，全世界专攻移民问题的研究生项目与智库数量激增。

同时，移民问题的政治意义日趋显著，这使其他领域的决策者、记者和非政府组织专业人士越来越

需要增进对移民问题的了解。鉴于这些趋势，《移民研究》在过去两年里推出了两个系列专题，旨

在为该主题下的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做出贡献。第一个系列“移民研究的教学”（Teaching Migration 
Studies）由在以移民及相关议题为特色的重点研究生项目中任职的资深学者撰写，包含了对世界各

地的该领域专业教学实践的简短描述和思考。第二个系列名为“移民研究界的经典”（Classics in 
Migration Studies）。该专题由本刊顾问委员会成员 Robin Cohen 编辑，重点介绍了移民研究史上由

世界各地顶尖移民学者撰写的经典书籍和文章。

通过前述努力，《移民研究》为日益壮大的国际移民专家群体做出了贡献。除了关注社会科学

的进步以外，该群体的许多成员还深入参与有关移民的公开辩论，并通过启发和影响从地方非政府

组织到市政当局，再到国家政府与国际组织的各层次的政治家、政策制定者和移民政策执行者，而

对公共生活做出贡献。在当前许多国家的公开辩论中迫切需要可靠的事实和理性的论据的时候，我

们很高兴能够帮助建立这样的社群（以发挥作用）。

未来的挑战

《移民研究》作为学术期刊面临许多挑战。首先是需要与发展中的，运用基因组分析等方法研

究移民问题的自然科学家社群建立联系。这些方法带来了此前难以想象的对人类迁移性质和历史的

见解，但同时也引发了深刻的道德问题。随着移民基因组研究的发展，该领域的学者与重要的社会

科学家应当进行更密切的交流以防止新的优生学的出现。

其次，《移民研究》需要更深入地参与心理学和健康科学领域的移民研究。像社会科学一样，这

些领域越来越多地以移民研究为重点，但由于其学科定位，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犹如夜行的船只（相

互之间缺乏交集）。



附录334

第三，《移民研究》面临着关于在日益商业化的学术环境中保持学科严谨性与跨学科相关性之

间平衡的持续挑战。所有学术期刊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在学术出版持续竭力运用本已高度紧张

的研究者的免费劳力的情况下，如何维持学术标准——尤其是对于采取同行评审的，正面临着众多

开源出版物的点击量竞争的期刊而言。

最后，我个人要感谢所有的审稿人，作者，编辑，顾问，制作人员，出版团队成员以及所有其他

相关人员，感谢他们不仅在过去两年里，而是自本刊 2013 年创刊以来（创刊本身就是几年集体准备

的结果），为本刊贡献的专业知识，精力和热情。在此期间领导本刊是我的荣幸，当我准备于 2019
年底将主编职位交接给继任者时，我在此自豪地回顾本刊为促进对当代最重要议题之一的理解所做

出的贡献。

《难民调查季刊》 24

主编：Vincent Chetail

《难民调查季刊》在 2017-18 年间刊登了 44 篇文章，从基于广泛学术背景（诸如社会学、政治

科学、法学、历史学、地理学和经济学）的，多学科的政策导向视角关注被迫迁移现象带来的挑战。

刊登文章范围和内容的多样性是自 2010 年以来对本刊进行编辑再定位的结果。本刊自 1982 年创刊

以来就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而它在再定位前是由联合国难民署（UNHCR）管理的。在此期间，

本刊主要出版与难民保护相关的（特别是由联合国难民署发布的）参考书目与官方文件。同时它也

包括专门讨论某一问题的特刊，由相关领域专家担任相应特刊的客座编辑。

当联合国难民署于 2010 年撤出后，《难民调查季刊》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变而成为真正的学术出

版物，如今它已是研究被迫移民具有重要参考性的期刊。除了建立严格的同行盲审程序以外，本刊开

始持续欢迎投稿；同时本刊制定了一项编辑战略，旨在使所刊登的文章的范围和内容多样化，以更

好反映难民保护领域的快速发展。正如 2017 年和 2018 年本刊发表的文章所示，这一战略取得了成果。

首先，（编辑战略的）目标是扩大来稿的地域范围。在 2010 年以前，本刊的文章往往集中在北

方世界（Global North，尤其是欧洲）的难民议题。因此，需要对更大的地域范围予以研究以更好解

释全世界在国际难民保护方面的障碍。众所周知，难民的绝大多数都被南方世界（Global South）所

接纳，在过去数十年里该地区的几个国家成为了新的难民迁移目的地。《难民调查季刊》除了定期

发表与非洲问题相关的文章以外，2017 年和 2018 年的稿件包括了关注黎巴嫩、约旦、埃及、叙利亚

和海湾国家，以及拉丁美洲（诸如萨尔瓦多、墨西哥和巴西）的论文。

在过去的几年中，本刊还做出了特别的努力来吸引此前在难民研究文献中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关

于亚洲的研究论文。这一努力似乎也回应了读者的真正需求：截至本报告成稿时，2018 年本刊发表

的一篇关注中国在该领域表现的论文的阅览和下载量已达约 5000 次（参见 L. Song 的《中国与国际

24　 本刊编辑所引用的文章详见 https://academic.oup.com/rsq。

https://academic.oup.com/r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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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保护机制：过去、现状与潜力》，2018 年登载于本刊第37 卷第2 期第139-161 页，开放阅览）。

尽管本刊在地域范围上实现了多样化，但《难民调查季刊》当然会持续发表那些关注诸如北美和欧

洲等更“传统”的庇护地区的论文。

其次，过去几年的编辑策略也一直在扩大期刊的主题范围。尽管以“难民”为名，《难民调查

季刊》并不仅仅关注难民。总体而言，本刊更多关注被迫移民现象的各个方面。除了传统的安置、

保护及人道主义援助以外，本刊2017 和2018年的稿件特别涉及与无国籍状态和境内流离失所者有关

的问题。其它稿件也涉及抵御气候变化和灾害的问题（参见 B. Burson, W. Klin、J. McAdam 和 S. 
Weerasinghe的《气候变化与灾害背景下，使人们远离危害的责任》，2018年登载于本刊第37卷第4期
第379-407 页）、以及性别、流离失所与构建和平议题（参见 K.E. Atkinson 的《人道主义发展的政策

与可能性：流离失所女性与联合国难民署的和平构建职能》，2018 年登载于本刊第 37 卷第 4 期第 

408-439 页；可免费获取）。

由于过去数十年间，庇护和移民（的界限）在政策和实践上都日渐模糊，《难民调查季刊》的

内容也相应拓宽。例如，特刊“‘不受欢迎且不可退回’的寻求庇护者与移民法”（由D.J. Cantor、 

J. van Wijk、S. Singer 和 M.P. Bolhuis 担任客座编辑；2017 年第 36 卷第 1 期）应对以下问题，即寻

求庇护者在因安全因素而被国际保护所拒绝，同时他们也不能被退回其来源国（特别是因为“不退

回原则”的保护）。其它来稿的主题还包括庇护所的安全化（尤其是从拘留及其对寻求庇护者的灾

难性后果的视角），同时也有文章关注边境控制对难民的保护影响。围绕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欧洲

国家的一些案例研究很好地说明了这种安全措施固有的局限与危险性。另一篇有趣的来稿分析了美

国的难民政策，后者在应对伊拉克和阿富汗难民安置问题上可被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种反映（参

见N.R. Micinski 的《作为外交政策的难民政策：伊拉克与阿富汗难民在美国的安置》，2018 年登载

于本刊第 37 卷第 3 期第 253-278 页）。

尽管《难民调查季刊》的主题范围将随着被迫移民现象的发展而继续演变，本刊依然将致力于

发表与学术和政策领域均相关的高质量原创文章。在这方面，本刊感谢所有同行审稿人，即使在其

学术职位带来的工作量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依然慷慨地付出他们的时间与专业知识。《难民调查季

刊》未来几年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在于如何实现撰稿人的地域来源多样化。尽管过去数年间本刊在

这方面已做出了一些努力，但目前稿件的主要来源仍是来自北方世界（Global North）的学者。这一

现象并非本刊独有，而是学术研究与出版领域某种盛行偏见的反映。

类似于其他许多研究，该领域的知识生产依然是被西方中心的研究经费优先级所构建的，后者

由富裕国家所支持，并由统治精英的主流话语所推动。大众媒体对此类研究持续不断的误读加剧了

这一趋势，正如关于欧洲所谓难民危机的言论（如果不称之为执念）所表述的那样。这一现象在其

他领域可能影响较小，但在移民研究领域，研究人员的地域代表性尤其重要，因为（我们）需要考

虑（移民）这一与全球各地相关的世界性现象的多面性与挑战。（我们）迫切需要通过独立而基于

证据的知识以构建更细致、更具代表性与综合性的对移民问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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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与边境研究国际学刊》
主编：Idil Atak 博士

《移民与边境研究国际学刊》（IJMBS）是一份采取同行评审的期刊，它为有关移民与边境研究

的概念，理论，实证和方法论方面的学科和跨学科研究提供了一个讨论平台。本刊广泛汇集国际学者

和从业人员，以（在该领域）增进知识和改进实践。在过去的两年中，IJMBS 刊登的来稿跨越了许

多地理区域和国家，对移民现象、边境政策和实践，以及移民的相关体验进行了记录和严格分析。IJMBS
尤其为三个相互关联的领域贡献了知识：分别是移民刑事定罪、作为威慑和收容的场所的边境，以

及提升流动性和移民人权保护的战略。

移民刑事定罪

IJMBS 的稿件通常针对当前的全球与国家背景，在此背景下移民的流动被限制性措施所约束。

各国诉诸于对相关移民行为的刑事定罪以威慑和惩罚寻求庇护者和非正规移民。该过程包括为执行

移民法规而增强对刑法的依赖。违反移民法将带来刑事后果，而适用于刑法的程序保护却未予实施。

有问题的措施包括任意拘留、强化监测、拦截战略和驱逐出境。各国还收紧了授予难民身份的标

准，以“阻止难民身份滥用”为借口限制获得庇护的人数。在此背景下，IJMBS 探索了与移民刑

事定罪相关的重要的理论与实证含义，以及这一现象如何在不同背景下被建构与挑战。具体来说，一

篇来稿运用历史视角考察与比利时的驱逐移民政策有关的意识形态根源。这一研究方式展示了“将外

国人定义为不道德的主体”是如何使实施驱逐的特殊权力合法化的。类似地，一些作者采取比较视

角来阐明不同司法管辖区之间在刑事政策的历史、原理和实施方面的共性。其中一个案例是欧盟和

加拿大在确定难民身份时采用“安全来源国”标准作为使某些难民申请无效并减少“不受欢迎的”寻

求庇护者的人数的手段。

　　贯穿于各类文献的一个共同主题是移民刑事定罪对移民人权的影响。以加拿大移民拘留制度为

例，该制度没有明确的法定拘留时限或有意义的独立监督，这一情况显然加剧了对移民施加任意而不

人道的拘留的风险。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旅行禁令提供了另一个例证，说明

移民刑事定罪会如何侵犯诸如隐私权和无罪推定等个人权利。此外，旅行禁令要求各国向美国当局提

供有关其公民和常住外国人的信息，以换取其被排除在禁令管制国家名单之外。事实上，IJMBS的一

系列稿件都强调，移民管理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一个主要维度。目的地国越来越多地与移民来源国和

过境国合作，以使它们能够有效地控制其边界并控制非正规移民。通常以国家间权力不平衡为特征的

移民控制外部化已经损害了移民的权利，这一点在印度尼西亚的偷渡寻求庇护者的案例中已得到证

明。这一群体的“非法行为”是由印度尼西亚与澳大利亚间的强化合作造成的。这不仅对印度尼西亚

法律产生变革性影响，也对该国针对寻求庇护者的社会态度产生了变革性影响。与第三国间的安排也

是目前欧盟层面讨论的一部分，其目的是将难民限制在欧盟以外或外围国家。在某些情况下，国家间

的战略联盟是嵌入在互惠条件制度中的。例如，北非和萨赫勒地区（Sahel）国家积极参与欧盟在移

民控制方面的努力。这种参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国家自身的利益和欧盟的期望推动的，比如军事

援助、财政支持和政权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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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斥性边境和过境移民

边境是一个涉及话语，空间和时间维度的复杂空间。边境不断演变的性质一直是 IJMBS 的焦

点，而 IJMBS 系统性考察边境管制在实践中如何运作。如本刊一篇稿件所强调的那样，边境官员面

临的任务既需要酌情决策，又需要采取强制措施，必须在职业精神与个人道德价值观之间取得平衡。

　　边境既可指治理工具又指代国家边界，IJMBS的许多篇文章都对边境概念的变更性进行了研究和

讨论。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加拿大实施的，应对墨西哥寻求庇护者带来的的地缘政治“威胁”的“预

期拦截”措施。诸如《美国 - 加拿大安全第三国条约》、要求墨西哥公民凭签证入境，以及“安全

来源国计划”等措施构建了一道虚拟边境以有效过滤和排斥墨西哥移民。另一个类似的案例是，在 

2015 年所谓的“欧洲难民危机”期间，欧盟的边境控制体系使移民遭遇排斥与危险。如 IJMBS 的一

篇文章提到的那样，当超过100 万人抵达欧洲时，关于“危机”的激烈政治辩论使公众舆论无法看到

问题根源在于欧盟团结和责任分担机制的内在弱点。事实上，本刊的另外一篇文章认为，欧盟将打击

移民偷运列为政治优先事项，这影响了人道主义援助的提供、以及非正规移民和寻求庇护者行使权利

的机会。公民社会行为体，特别是那些对欧洲移民权利进行批判性关注并（为此）开展政治性动员的

行为体，在为此类移民提供帮助时面临起诉和刑事定罪。（前述文章的）作者们几乎都指出了确保边

境的透明度和问责制这一紧迫问题。

IJMBS有助于人们理解移民现状及日常经验是如何面向边境的（运行）逻辑的。研究表明，移民

的迁移之路正变得更加旷日持久。中转过境正成为许多迁移者日常生活。因此，本刊特别注意过境

的概念，它是一个通过流动限制制度以及前述的互惠条件制度而构建的空间。特别地，第一庇护国正

承受着日益增长的压力，这些压力主要在于付出加倍努力使其所接纳的难民融入当地的方面。但是，

这些国家仍竭力应对经常面临歧视的难民的社会和经济需求。正如一篇文章描述的，尽管在迁移之路

上存在风险，部分叙利亚难民在对“活下去”和“逃离土耳其无止境的临时（安置）” 的渴望的驱

使下开始了其在欧盟范围内的二次迁移。出于类似的原因，2015-2016 年间抵达希腊和意大利的100 
万难民中的大多数都开始了其二次迁移，以摆脱其临时身份和剥削性的过境经济。另一篇来稿阐明了

被监禁在印度尼西亚而希望被安置到澳大利亚的寻求庇护者的处境。该文表明，许多情况下，中转过

程的困境可能会鼓励移民同意“受协助地自愿返回”到他们可能面临迫害的地方。

移民能动性、恢复力的局限与发展方向

移民的恢复力和能动性也是IJMBS探索的重点课题之一。如本刊一篇文章所展示的那样，来自中

国大陆及中国香港的年轻临时移民在英国已能够运用诸如结婚以及性资本等策略以延长在该国的居留

时间。在其他情况下，移民可以通过善用新技术以管理自己的迁移轨迹。移动通信技术有助于挑选

（移民迁移的）路线与目的地，并促进对非正规移民的筹资。遗憾的是，IJMBS的文章也展现了移民

恢复力的局限，以及国家利用移民能动性以进一步加强移民管控和拒绝提供保护的各种方式。一个典

型的例子是，2014年从墨西哥和中美洲前往美国的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的危险处境。美国和墨西哥当

局将这些儿童定义为“非法移民”，这导致被驱逐出境的（儿童）人数增加。同时，边境管制在“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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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的幌子下实施，这些未成年人则成为无能动性的受害者。童被驱逐出境。同时，边境管

制在“协助未成年人”的幌子下实施，这些未成年人则成为无能动性的受害者。

IJMBS的许多文章都谈到了边境控制制度的适得其反的影响。除了对移民人权的侵犯以外，这一

制度还导致了移民偷运与人口贩运的增加。正如一位作者所强调的，只有各国为难民进入庇护国提供

合法且安全的途径才能解决移民偷运问题。事实上，2016年的《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呼吁各

国确保安全、有序的正常移民。近期的两项全球契约标志着（移民管理）朝着“以更包容和更有原则

的方式管理人口流动”的方向迈进。正如《难民问题全球契约》所强调的，难民安置政策在这方面至

关重要。IJMBS的一期特刊比较对照了四个主要接收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的难民

安置措施，为相关讨论做出了贡献。安置支持政策在几个关键方面得到了考察，包括就业、医疗、教

育、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这期特刊就现有安置政策是否恰当，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合适进行了深度讨

论。它还批判性地分析了国家之间，以及安置政策的不同领域之间的政策差异。文章中提出的政策建

议激发了建设性的变化，并在研究所涉国家和全球范围内对决策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了信息。重

要的是，对移民安置政策的比较分析表明，难民与接受他们的南方世界（Global South）之间有可能

形成更强的团结。

总体来说，IJMBS所发表的研究呼吁促进跨越边境的人口流动。它打破了“移民可以由基于威慑

的政策加以管制”的神话。研究成果提供的证据表明这种政策是适得其反的，并强调有必要建立一个

有效的以人权为基础的全球框架，以增强流动。

《欧洲国际移民评论》 25

主编：Emmanuel Ma Mung and Véronique Petit

《欧洲国际移民评论》（REMI）是一份关注国际移民和民族间关系的专业杂志。它具有多学科

背景（社会学、人类学、人口统计学、地理学、历史、政治科学），刊登以法文、英文和西班牙文写

成且具有深度的，以实证或理论为导向的文章，也刊登对进行中研究的最新结果予以记录的研究纪

要。每期评论包括一个主题，并辅以数篇其他主题的文章。2016年推出的“法律纪事”专栏（Chronique 
juridique）则涉及与国际移民和移民政策相关的法律问题的日渐增长的重要性。重新推出的这一专栏

由一群专业律师主持，他们所构建的讨论网络包括国际移民法（公约、议定书）、无人陪伴的未成年

人的接收和保护条件、保护和促进移民社会权利，以及移民权利保护、获得医疗服务的渠道、非正规

移民的劳动法保护等人权议题。

为纪念其创刊30周年，REMI出版了“更新移民议题”特刊（2016年第32卷3-4期）。该期特刊集合

了多篇主题多元化的原创稿件。在典型的研究论文以外，特刊包含了与期刊编辑、研究者与艺术家的

访谈。通过这些访谈涉及广泛内容，包括“科学期刊在急剧变化的出版和研究界的作用”、“在理解移

25　 本刊编辑所引用的文章详见 https://journals.openedition.org/re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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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问题过程中分类和概念的运用”，以及“多元文化社会中移民现象的定位”等。还有一些文章涉及认

识论方面的问题，比如城市背景下的调查方法（使用摄影及录音）、对迁移流量的测绘及描绘、迁

移历史的博物馆志等。另有一些文章分析了近期的热门主题：美国的移民政策以及亚欧之间“丝绸之

路”的复兴。

暴力问题是本刊近几期内容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该问题的重要性反映了移民政策在特定背景或

危机中造成的悲剧性后果，以及关于移民旅程研究的兴起。由 Cécile Canut 和 Anak Pian 编辑的专

题“公开反对边境暴力，用语言描述欧洲移民现象”（2017年第33卷第2-3期）运用语言方法探讨了边

境暴力问题。考虑到在向欧洲迁移过程中语言实践是移民实践的一部分，本期文章分析了行为主体

如何描述发生在边境的死亡与暴力事件。死亡被认为是多维度的，包括社会性死亡、人身死亡、失

踪、制度与安全的随意性（所致的死亡），等等。这些语言实践在不同的社会与政治层面得以理

解，无论是其产生的制度空间（国际组织、以及欧洲或国家层面），还是其在移民到达欧洲时、在

欧洲生活过程中或被驱逐而返回来源国之后被接受的层面。这种语言方法既与对移民话语的思考相

对应，也与移民在多元话语框架中采用的叙事相对应。这种视角使人们有可能在考虑边境群体的同

时，为全球化时代解释社会空间的不平等现象提供一个框架。

一些关于难民情况的研究也涉及暴力与移民路径问题。Karen Akoka、Olivier Clochard和Albena 
Tcholakova在专题“被认定为难民之后呢？”（2017年第33卷第4期）对难民群体在确定难民身份之后

的命运提出了疑问。事实上，他们的问题始于这样的观察：在对欧洲庇护状况的研究中，关于受认

定难民的研究依然较少。多数学术研究聚焦于待认定为难民的群体在其申请被接受或拒绝前的处

境，而本专题文章则考察 “认定后”的状态。他们质疑“将难民身份视为一种结果”的普遍印象，并邀

请人们从社会、身份及政治重组方面对其影响提出疑问。针对不同时期的不同人群（亚美尼亚人，

非洲人，柬埔寨人，泰米尔人）的各类案例研究对作为个体和集体体验的“难民身份”予以展现。

专题“流亡中的生活、思考与写作”（2017年第33卷第1期）也对流亡经历及流亡后的生活进行了

考察；该专题由历史学家Ralph Schor编辑，他试图理解作家和思想家这一特定类别的流亡者在流亡

中的路径和身份选择。这一群体中的许多人或为了前所未有的知识冒险而自愿离开家园，或作为政

治难民而被迫离开其祖国。历史或社会科学方面的文章描述了远离祖国的作家的生活状况，以了解

其思想的形成和表达方式。一些作者表述了双重语料库的情况：通过对来源地相同的作者和移民进

行采访而取得的漫谈式数据，以及基于他们的文字作品而构建的话语数据。这些文章考察了移民问

题的文学与人类学写作、关于自我和他者的叙事、对于情绪和感受的表达，以及旁观者的视角。一

些“专题外”文章重点介绍了在拥有电影产业的国家中电影与移民体验之间的联系，探讨电影和摄影

以何种方式开拓了新的话语空间。本刊其中一期（2016年第32卷3-4期）对摄影、移民和城市之间的

联系进行了尤为详细的阐述。电影和摄影是如何反映移民的迁移经历、想象力、生活、居住与工作

状况的？此外，这些文章还展现了影像如何贡献于时事和记忆的产生，以及如何灌输情绪、促近反

思、动员和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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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用历史视角对当代形势的考察，使把握断裂与连续性以及发展比较性观点成为可能。本刊在这

方面的一个案例是由Mihaela Nedelcu和Ruxandra-Oana Ciobanu编辑的专题“罗马尼亚罗姆人在欧洲的迁

移：包容性政治，区分策略和身份边界的构建（解构）”（2016年第32卷第1期）。Paola Corti和
Adelina Miranda编辑的专题“意大利迁移运动的历史和现状”（2018年第34卷第1期）也采取了同样的视

角；该专题批判性地回顾了意大利的移民历史，意大利在某一时期因其“在国境线上驱逐外国人”的政

策而频繁出现于国际视野。作为移民研究的结果，对意大利案例的分析指出，不可能仅通过对领土的

历史变迁的简单分析确定老一代和新一代移民的迁移范围。上述研究表明，一方面，采取遥远的视角

对于相对化当前分析是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还显示了对于改变“历史视角对移民事实的关注”的启

发意义。同样地，鉴于运用的分类已不再是语义上反映政治话语时所使用的类型化工具，因而在运用

主观水平来理解现象的复杂性时，考虑不同的政治空间尺度（地方、地区、国家与国际层面）将变得

十分有益。这一历史视角也呈现于Michèle Leclerc-Olive和Marie-Antoinette Hily编辑的专题“培养精

英：撒哈拉以北非洲学生向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流动”（2016年第32卷第2期），这一专题展现了一

段被遗忘的历史，考察了在意识形态计划名义下的国家合作，以及国家间因相关项目而引发的“有资格

的移民”。这些经历的呈现引发了对于此类“流动”和“精英”的描述性分类的讨论。

最后，由Véronique Petit和Simeng Wang编辑的最新专题“国际移民的心理健康”（2018年第34卷第

2-3期）是REMI面向心理健康推出的首个专题。这一期专题出版时，正值法国与欧洲的移民政策损害

了许多移民的权利，包括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和他们的健康。本专题文章提供了实证分析以描述面向

移民的心理健康护理和治疗关系在其迁移路径的不同节点上的运用。心理健康的视角更新了对移民所

处社会关系的诠释。它也使得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次对精神痛苦产生、表现和处理的社会条件分析

变为可能。对被诊断为“有精神障碍、心理困难或处于痛苦状态的”难民的护理方式（制度、社会、法

律、卫生）也与移民政策的效果、接收与护理移民的动态、护理体系的组织以及主观性和自我表达的

产生相关。



《世界移民报告 2020》 341

第六章

附录 A. 关于移民融入和社会凝聚的术语和定义

各种各样的术语被用来指代移民在接纳地社会的融入以及社会凝聚。对某一特定术语的选择取

决于对话者（谁 / 哪个利益相关者）、特定时期（什么时候）、以及特定东道国或社会（哪里）的历

史、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

下表阐明了一些常用的术语及其潜在定义。但是，由于不存在公认的定义，这些定义仅仅是关

于这些术语可以如何理解的建议。

文化适应
（Acculturation）

适应
（Adaptation）

文化多样性
（Cultural diversity）

同化
（Assimilation）

排斥
（Exclusion）

“文化适应是指拥有不同文化的群体与其中一个或两个群体保持着持续的

直接接触，进而改变其原有文化模式的现象。”

来源：Redfield、Linton 和 Herskovits，1936，收录于 Berry，1997。

“有选择地和常常有意识地尝试根据东道国的规范和价值观念调整文化实

践的某些方面。”

来源：Castles 等，2002。

“一个由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构成的社会文化形式的多样性。”

来源：欧洲移民网络（European Migration Network），2014，收录于国际移民组织（IOM）， 
2019。

“一种单向性的融入政策路径，即一个民族或社会群体（通常是少数群体）

采用另一群体（通常是主要族裔或社会群体）的文化实践。同化包括吸纳语言、

传统、价值观、传统习俗和通常能减少同化者与接纳地社会其他成员的社会差

异的行为。”

来源：国际移民组织（IOM），2019。

“这可以指剥夺获得某些权利、资源和福利的机会，这些权利、资源和福

利通常被视为特定社会中成员资格的一部分。移民通常被某些社会领域包容（如

劳动力市场）而被另一些领域排斥（如政治参与）。”

来源：Castles 等，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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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

（Inclusion）

接纳

（Incorporation）

融合

（Integration）

嵌入

（Insertion）

跨文化主义

（Interculturalism）

多元文化主义

（Multiculturalism）

“移民或难民成为社会中诸如教育、劳动力市场、福利体系和政治代表等

特定部门参与者的过程。其重点在于积极和有意识的过程：即公共机构或者雇

主的政策，以及新来者自身的角色。融入被视为是排斥和社会排斥的对立面。”

来源：Castles 等，2002。

“移民的接纳被一些社会科学家视为一个相对中性的术语，指的是新来者

成为社会一部分的整个过程。它被认为避免了同化、融合及嵌入等术语的规范

性含义。”

来源：Castles 等，2002。

“移民及其居住社会之间互相适应的双向过程，通过这个过程，移民被纳

入接纳地社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生活。它要求移民和社区承担一系列

共同责任，并吸收了社会融入和社会凝聚等其他相关概念。”

来源：国际移民组织（IOM），2019。

“移民和难民被带入各个社会分部门的过程。该术语起源于法国共和党的

移民个体同化模式，带有被嵌入到一个不变的社会制度的含义——亦即，移民

不得不适应现有的结构。”

来源：Castles 等，2002。

“一种弥合差异、建立纽带和社会资本的方法。亦即，它促进了具有某些

共同特征（纽带）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及来自不同背景（促进具有不同宗教、

语言等特征的人们之间的互动）、倾向于尊重他人差异的个人之间的关系……

因此，它是避免人们被限制和隔离的一种方式，这些限制和隔离可能会使人们

陷入无穷无尽的社会排斥之中。”

来源：Zapata-Barrero，2017。

“一种欢迎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表达、甚至有时是鼓励的融合政策模式。

这种方式鼓励移民在保留自身文化认同的同时成为社会的正式成员。它将对不

同背景、传统以及世界观的承认与某些普世价值观相结合，例如法治、性别平

等超越文化差异并保障所有人拥有同等权利的价值观。这种融合关系在马赛克

图像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它使得少数民族群体可以和社会中的大多数生活在

一起。”

来源：国际移民组织（IOM），2019，改编于国际移民组织（IOM），2017b。



《世界移民报告 2020》 343

社会凝聚

（Social cohesion）

社会排斥

（Social exclusion）

跨国主义

（Transnationalism）

社会融入

（Social inclusion）

“尽管没有一个广泛适用的定义，社会凝聚通常与‘团结’、‘亲密’、 

‘宽容’与‘和谐共存’这些概念相联，指的是一个特定社会或社区的社会秩

序，这个社会或社区建立在所有社区民众的共识和归属感的基础上；人们的不

同背景和境况的多样性都能被欣赏并得到积极重视；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有相似

的生活机会；在工作场所、学校和社区中，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正在建立一种

牢固和积极的关系。”

来源：国际移民组织（IOM），2019，改编自 Demireva（2017），引用 Cantle，2005。

“社会排斥是指个人或群体在不同社会部门（例如教育、就业、住房、医

疗）中处于多重不利地位的情况。”

来源：Castles 等，2002。

“跨国主义在广义上是指跨越民族 - 国家边界、将人和机构联系在一起的

各种纽带和互动。”

来源：Vertovec，1999。

“提高基于身份而处于不利地位的人参与社会的能力、机会和尊严的过

程。”

来源：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3，收录于国际移民组织（IOM），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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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移民融入的法律框架

如第 6 章所介绍，移民融入的各个关键政策领域与包括移民在内的所有个人都享有的一些特定

权利相对应，并以这些权利为基础。该附录中的图表概述了对移民融入至关重要的一些权利。

这些权利都基于特定的国际条约，尤其是国际人权法和国际劳动法的相应部分。在不损害其他

相关国际或地方法律文件的情况下，这些条约包括：

尽管这些条约仅对缔约国具有法律约束力，1966 年的两个《公约》现在已得到几乎所有国家的

批准。 26 而且，下图中的一些权利已经被公认为国际习惯法的一部分。因此，它们对所有国家具有法

律约束力，无论这些国家是否批准特定的条约或公约。这些习惯权利最明显地包括移民融入的主要

支柱：即非歧视原则，这一原则确保包括移民在内的所有人的权利，不会基于“种族、肤色、性别、

语言、宗教、政见或其他观点、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地或包括移民身份在内的其它身份”

而被废除或削弱。 27 

26　 关于 172 个国家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的批准情 
况，参见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chapter=4&clang=_en&mtdsg_no=IV-4&src=IND；有关169 
个国家对《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批准情况，参见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
src=IND&mtdsg_no=IV-3&chapter=4&clang=_en。

27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 HRC），1989：第 7段。但是，正如理事会所指出的：“如果条约中区别对待的标准是合理和客观的， 
且其目标是为了实现一个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合法目的，那么并非每一种区别对待都会构成歧视”（同

         上：第 13 段）。关于非歧视原则的习惯法性质，参见 Chetail，2019。

国际人权法

•1966 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
际公约》

•1966 年《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
国际公约》

•1989 年《儿童权利公约》

•1990 年《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
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

•《移民就业公约》（修订版），1949
年（第 97 号）

•《移徙工人（补充规定）公约》，
1975 年（第 143 号）

国际劳动法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chapter=4&clang=_en&mtdsg_no=IV-4&src=IND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IND&mtdsg_no=IV-3&chapter=4&clang=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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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歧视原则

健康权

受教育的权利

宗教信仰的自由

享有适当生活水
平的权利（例如

住房）

尊重家庭生活的
权利，儿童不与
父母分离的权利，
家庭团聚，儿童
最佳利益原则

关于“融入”的
法律框架

国民具有投票权，
但是国家可能将
该权利扩展到正

规移民

儿童获得国
籍的权利

工作的权利，体面
的工作条件，禁止
强迫 / 强制劳动，
结社自由，加入 /
组建工会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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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移民公民调查”的主要发现

移民公民调查（Immigrant Citizens Survey）  28 由 Baudouin 国王基金会 (King Baudouin Foundation）
和移民政策小组（Migration Policy Team）试行，调查对象是 7473 位在欧盟之外出生、居住在七个欧

盟成员国的 15 个城市中的移民。调查问题涉及融入的六个维度，得出以下主要发现：

1.就业

• 劳动力市场问题往往是地方性的，从南欧的几乎不签订法律合同，到北欧对外国资格的歧视

和不信任。

• 对移民而言，主要问题是工作保障。

• 25%-33% 的工作移民感觉自身资质高于其工作要求。

• 受过教育的移民如果提交申请，通常能获得对其外国资格的认可，但只有少数人会去申请。

• 多数处于工作年龄的移民希望有更多的培训。

• 与国内大多数人相比，移民在平衡培训、工作和家庭生活中面临更多的问题。

2.语言

• 移民通常比其居住国的普通人说更多的语言。

• 对移民而言（正如对大多数人一样），时间是学习一门新语言的主要问题。

• 相比于普通民众，移民可能更难获得有关学习机会的信息。

• 许多移民参与到语言或融合课程之中。

• 参与者高度重视语言学习课程，对社会 - 经济融合课程也是如此。

3.政治和公民参与

• 多数移民对选举感兴趣（感兴趣程度通常和本国公民一样）。

• 大多数移民希望政治更具有多样性——许多人为此愿意参与投票。

• 移民在公民生活中的广泛参与程度因城市和组织而异。

• 移民是否了解或参与一个移民非政府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处地方和国家的环境。

4.家庭团聚

• 第一代移民中只有少数人曾与伴侣或子女分离。

• 受访国家中多数失散家庭已经团聚。

• 如今，多数失散移民不希望申请家庭团聚，有些人是因为家庭选择，但其他人是因为政策阻
碍。

• 家庭团聚有助于移民提高家庭生活质量和归属感，有时还能改进其它融入成果。

28　 Huddleston 和 Dag Tjaden，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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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长期居留

• 80–95% 的移民已经是或想成为长期居民。

• 在新移民国家的多数临时移民也想要成为长期居民。

• 一般人在最短居留期限后不久就会提出（长期居留）申请。

• 一些国家的申请者提到，政府的公文和权力是主要问题。

• 长期居留有助于大多数移民获得更好的工作和更多的安定感。

6.公民身份

• 约四分之三的移民已经是或者想成为（迁入国）公民。

• 少数对公民身份不感兴趣的人往往不认为入籍后与其现状会有差别，或者面临特定的政策阻碍。

• 在法国，不入籍的主要原因是程序繁杂，在德国则是因为对双重国籍的限制。

• 入籍在成熟的移民国家以及匈牙利和西班牙的受助群体中更为普遍。

• 具备入籍条件的移民在申请过程中往往需要花费数年时间。

• 公民身份有助于移民获得更多的安定感，得到更好的工作，甚至是更多的教育和参与感。

来源：摘录自 Huddleston 和 Dag Tjaden，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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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录 A. 监测移民健康和建立移民敏感（migrant-sensitive）的卫生系统的重要优先 
事项和行动

监测移民健康

优先解决事项

主要行动

• 确保移民健康数据的标准化和可比性。

• 运用解释移民人群多样性的方法对移民健康信息进行适当的分类和分析，从

而更好地理解趋势和结果。

• 加强对移民寻求医疗服务行为以及获得和利用医疗服务的状况的监测，并增

加对与移民健康状况和结果相关数据的收集。

• 确定和计划：（a）监测移民健康的良好实践；（b）促进移民平等获得健康

的政策模型；以及（c）包容移民的医疗系统模型和实践。

• 建立数据库，这些数据可以与决策以及监测政策和计划的影响关联。

• 确定各国可以接受和使用的主要指标。

• 促进将移民变量纳入现有人口普查、国家统计、有针对性的健康调查和常规

卫生信息系统，以及其他部门（例如住房、教育、劳动和移民部门）的统计中。

• 使用超越传统手段（例如人口动态统计和常规卫生信息系统）的创新方法来

收集有关移民的数据。

• 向移民明确说明为什么收集与健康相关的数据以及这将如何使他们受益，并

采取适当保障措施以防止用歧视性或有害的方式使用数据。

• 在政府、公民社会和国际组织之间提高对与移民健康有关的数据收集方法、

使用和数据共享的认识。

• 编制有关移民健康状况的全球报告，包括各国进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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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解决事项

主要行动

• 确保在文化上和语言上以适当的方式向移民提供医疗服务，并执行禁止歧视 

　的法律法规。

• 采取措施以提高卫生系统用全面、协调和财务上可持续的方式提供包容移民

　的服务和方案的能力。

• 增强移民在所有情况下获得的服务的持续性和质量，包括从非政府组织医疗

　服务方和替代性提供者所获得的服务。

• 培养卫生部门人员和相关非卫生部门人员的能力，以了解和解决与移民相关

　的健康和社会问题。

• 建立政府内部的移民健康议题联络点。

• 制定卫生服务提供、组织管理和治理的标准，这些标准解决语言和文化能

　力、流行病学因素、以及法律、行政和财务方面的挑战。

• 为卫生系统提供对移民敏感（migrant-sensitive）医疗服务的执行和绩效监测

　建立框架。

• 在对移民敏感的医疗服务和教育计划设计、执行和评估中涵盖离散的移民医

　务工作者。

• 将移民健康纳入所有卫生人员（包括支持和管理人员）的本科、研究生和继

　续教育职业培训中。

对移民敏感（Migrant-sensitive）的卫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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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移民健康指
导委员会（NSC）

联合国（IOM, 
WHO, ILO, 
UNHCR, UNFPA）

外交部

国防部

财政计划部

经济发展部

劳动与贸易部

社会服务和
福利部

学术集群

公民社会和
非政府组织

儿童发展与妇女
事业部

国家移民健康
特别工作组
（MHTF）

推动政策制定与战略。由各政府
部门的技术联络人组成，也包括
来自联合国、学术界、非政府组
织和公民社会的代表。每三个月
进行一次会议（请参阅外圈）。

行政决策。由各部负责
人组成。每年开会 2-3 次，
以就 MHTF 所传达的国
家政策决策做出决定

内阁
批 准 了《 国 家
移 民 健 康 政 策
和 行 动 计 划》
（2013）

国家移民健康研究委员会
关于入境、出境、境内移民的委托研究，包括对移
民的留守家庭的健康影响。研究成果会与 MHTF
分享，已进行循证的决策 / 政策制定。在国家移民
健康政策和行动计划启动后的 3 年进程中建立。

设在卫生部内，是移民健康议程的
专门交流、协调和证据中心。此秘
书处得到国际移民组织（IOM）的
支持。

移民健康秘书处

国家移民健康
政策过程

附录 B.斯里兰卡推进国家移民健康政策和行动框架的经验

自持久的内战于 2009 年结束以来，持续经济增长与和平红利使斯里兰卡成为南亚地区蓬勃发展

的经济体。国际移民仍是斯里兰卡发展的催化剂。斯里兰卡既是一个劳动力输出国（超过200 万该国

公民在国外作为劳务移民工作），也是一个劳动力接收国——越来越多来自印度和中国等国的移民

工人来到这里并以在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例如新公路、海港和机场项目）中工作为主。这种发展将

进一步增加人口进出岛和在岛内的流动性。内战的结束也让斯里兰卡难民从印度返回，还有更多的

斯里兰卡其他部分的境内流离失所者返回了其原籍地。因此，应对一系列动态的人口流动带来的健

康挑战就变得很重要。

图 1. 推进斯里兰卡的国家移民与健康政策过程

卫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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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识到解决移民与健康问题的跨部门性质后，斯里兰卡政府采用了循证的“全政府”方法来

推进国家移民健康政策。这个过程由卫生部领导，并与国际移民组织（IOM）合作。斯里兰卡仍然是

少数几个拥有专门的“国家移民健康政策和行动计划”的国家之一，该计划于 2013 年启动。

推进国家移民健康政策的六条经验

1. 采用跨部门参与式的方法

由卫生部长牵头建立了一项跨部门机制，以推动移民与健康议程。多部门协调框架包括三个要

素：（a）政策规划局内推动日常协调的专门秘书处；（b）推动技术合作的国家移民健康特别工作组 
（MHTF）；（c）推动法律和行政层面行动的国家指导委员会。MHTF 使公民社会、非政府部门、

学术界和政府间组织、以及移民自身能参与其中。

2. 采用包容性的方法

经过广泛的考虑，MHTF 将所有三种移民流中的移民类别作为目标：入境、出境和国内移民。

入境移民包括国外移民工人和返回的难民；出境移民包括移民工人、国际学生和军事人员等类别；

国内移民包括自由贸易区工人、季节性工人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等类别。考虑到大量移民工人的存在，

留守儿童和国际移民工人的家庭被专门列入该政策的第四部分中。

3. 采用强有力的 “ 循证方法 ”

斯里兰卡政策制定的一个特点是强调使用循证方法来制定政策和指导干预措施。国家移民概况

在移民健康政策的形成阶段得到编制，而国家移民健康研究委员会在（健康政策和行动计划启动后

的）三年期内成立。相关部门在进行严谨且采用高伦理标准的多学科研究上做出努力。研究成果通

过一系列国家移民健康研究专题讨论会得到分享，政府机构、移民社区代表、民间团体、发展伙伴、

联合国机构、私营部门和学术界参加了会议。

4. 采用务实且有应对性的方法

政策制定过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必须对国家可能遇到的任何重要的全国性移民与健康挑战做出

应对，而不是仅为了政策制定的目的保持一个静态过程。要认识到跨部门特别工作组在采取实践行

动中的作用。例如，制定“国家边境卫生战略”是为了增强入境地点更好地准备、应对与减轻全球

卫生安全风险，以及改进该地点疾病监测与协调性的能力。

5. 嵌入问责制框架

在国家、次国家和全球各层面追踪进度并共享定期进度报告是政策实施的关键方面。斯里兰卡

于 2010 年和 2011 年正式报告了在《世界卫生大会 61.17 号决议：移民健康》中详细提到的四个干

预领域中取得的进展。MHTF 还制定了关于移民与健康的国家报告单，该报告单全文可以在 www.
migrationhealth.lk 中阅读。一个长期的挑战是维持卫生部内部、以及各部与合作伙伴之间的协调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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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确保全球卫生外交和参与

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成员国个体不能在有效推进其国家移民健康议程上“单独行动”。鉴于健

康脆弱性扩散于移民各个阶段且跨越了边境，移民输出国和接收国都需要在多边外交上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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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健康在《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中的实施

目标 1：收集和利用准确分类数据作为循证政策的基础  
关于利用在国家范围内的分类数据编制国别移民概况的行动应当包括制定循证的移民政策。首

先可以建立一个在全球范围内联系研究专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实用平台，以加强分析移民健康

趋势、分类健康信息以及促进经验交流的信息系统。

目标 7：应对和减少移民活动的脆弱性

解决迁移过程脆弱性的行动包括提供医疗服务和心理及其他咨询服务，特别是为在迁移各个阶

段的移民妇女、青少年和无人陪伴与失散儿童提供服务。这一目标也将要求解决移民的经历中存在

的问题，包括仇外心理、对有医疗需求的移民的迁移限制、其他的政策空白和不一致，以及通过充

足的信息、教育和自救力赋能来加强移民的恢复力。

目标 10：预防、打击和消除国际移民背景下的人口贩运

对被贩运人员的保护和援助需要对身心健康相应措施的整合，包括服务提供和能力建设。这将

需要跨境合作与伙伴关系以协调跨部门政策和实践，并确保治疗的持续性以及对有特定健康需求的

女性、男性、女孩和男孩的健康对策。

目标 15：为移民提供获得基本服务的机会

　　该目标鼓励政府“将移民的健康需求纳入国家和地方医疗政策和计划，（……）包括考虑到世

界卫生组织《促进难民和移民健康的优先事项和指导原则框架》的相关建议”，这份框架由世卫组

织成员国、国际移民组织（IOM）和其他联合国伙伴合作制定。这些承诺与政府针对于与健康相关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结果（目标 3 及其他）的计划有关，包括加强包容移民的医疗系统。

目标 22：建立社会保障权益和既得福利的可携性机制

将与健康相关的行动纳入这一目标需要评估并加强医疗服务中的财务风险保护，以减轻移民的

灾难性卫生支出负担。健康方面的社会保护应成为互惠性社会保障协议必要的组成部分，该协议关

乎在所有技能水平的移民工人在长期和临时迁移过程中既得福利的可携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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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附录 A. 对环境移民治理具有重要意义的政策进程

29　 在国际移民政府的政府间政策对话中，包括国际移民对话（International Dialogue on Migration，IDM）和国际移民组织管 
         理机构（例如国际移民组织（IOM）理事会）的例会以及与国际移民组织支持的区域移民协商进程有关的区域政策讨论中， 
         各国越来越多地在跨政府层面上参与移民、环境与气候变化方面的活动。例如，参见国际移民组织（IOM），2007。
30　 南森倡议（Nansen Initiative），2015。
31　 灾害所致流离失所问题平台（PDD），2019。
32　 同上。

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和《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 for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之外，还有其它各种专题政策进程讨论环境移民。

这些政策进程包括但不限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UNCCD）、《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

（Sendai Framework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联合国人权理事会（HRC）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办事处（OHCHR）的工作，以及国际劳工组织（ILO）、联合国环境大会（UNEA）和联合国难民署

（UNHCR）执行委员会的三方成员进行的讨论，还有国际移民组织（IOM）理事机构机制。29 所有

这些全球政策都专门讨论了气候变化、灾害和环境退化背景下的移民和流离失所问题。其它进程（例

如以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为重点的“萨摩亚途径”（SAMOA Pathway）对诸如海洋、生态系统或水等关

键环境问题的处理）也都纳入了移民议题。下文的信息图总结了各种政策论坛和机制的主要内容。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灾难所致流离失所问题平台”（PDD），这是一项由国家牵头的倡议，旨在

将环境变化和移民问题结合在一起以解决对跨境流离失所者的保护缺口，特别是实施 2015 年由 108 
个国家 / 地区通过的《南森保护议程》。30 PDD 主要关注流离失所问题，并且还有一个工作计划，其

旨在提高所有可能因灾害和气候变化等环境压力而迁移者的适应能力。例如，PDD 最近更新的战略

通过“以有尊严的方式远离伤害，通过创建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途径”来促进流离失所风险的管

理。31 PDD 的工作计划指出，移民行为是一种对灾害风险的回应。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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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策制定

于 2018 年实施的一项在流离失所问题特别工作组的工作计划框架下的概况描绘项目强调，国

家移民政策和气候变化政策都日益关注环境移民问题。 33 在该项目所审查的 66 个国家和地区中，有

53% 在其国家移民和流离失所政策框架中提到了气候变化和环境因素。在提交了国家气候变化适

应政策、计划或战略的 37 个国家和地区中，有 81% 提到了人口流动。

人口流动性的不同维度（移民、流离失所和有计划的搬迁）通过各种主题（例如安全、城市化、

劳动、适应和健康）得以被探讨。这表明，随着全球层面认识的提高，环境与移民之间的关系越来

越融入国家政策。但是，尽管在创造气候 / 环境与人口流动社区之间的协同上做出了努力，国家政策

一致性方面仍存在缺口。

完整报告可在 https://environmentalmigration.iom.int/iom-pdd-task-force-displacement- 
stakeholder-meeting 获得。

33　 国际移民组织（IOM），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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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附录 A. 不同危机状况对移民的不同影响

2016 年 5 月至 6 月，大火席卷了麦克默里堡
周围地区，引发约 9 万人疏散。灾难中没有
造成人员伤亡，但却给居民们带来了深刻、
持久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在该地区工作的移
民面临着特殊的不安全感：许多人没有朋友
或家人来提供住宿，而那些持有临时工作许
可证的人则有可能因为雇主的企业倒闭而失
去正规身份。此外，许多将汇款寄回国内的
移民工人几乎没有储蓄，也无法领取失业救
济金，应对变故的选择有限。

十多年来，墨西哥一直饱受犯罪组织之间、以及
这些组织和墨西哥安全部队之间的低强度战争的
困扰。自 2006 年以来，这些冲突已造成至少 20
万人死亡，许多人目睹了暴力和侵犯人权行为。
因为掌握移民过境墨西哥的相关信息，犯罪集团
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移民业务中：他们规定人员
流动的时间表和轨迹，并敲诈移民和偷渡者。数
据显示，不少于 10% 的移民在过境墨西哥途中遭
到抢劫或勒索，许多人还被绑架、虐待或杀害。

加拿大麦克默雷堡大火：https://bit.ly/2A6jnk3, https://bit.ly/2ryEruA.
墨西哥的暴力犯罪：París Pombo 等（2016），身处墨西哥的移民，脆弱性和风险。国际移民组织（IOM）。
对比利时的恐怖袭击：https://bbc.in/2Gfq0pE，https://bit.ly/2BdZrLG。
西非的埃博拉疫情：https://bit.ly/2Ld9QvD，https://bit.ly/2RVVfaA。
也门的复杂紧急事件 https://cnn.it/2lkVvRK，https://bit.ly/2UHvaxK。
南非的仇外攻击：https://nyti.ms/2C9D8s5，IOM (2009)。走向宽容、法律和尊严：解决南非境内针对外国国民的暴力行为。
东日本三重灾难：Duncan（2013）移民融合作为备灾因素：2011 年东日本大地震案例。移民政策实践，3（2）：9-14。
泰国的金融危机：Chantavanich，S 等，2010 年经济衰退对泰国工人影响的快速评估。ARCM，亚洲问题研究所，朱拉隆功大学，曼

谷，泰国。
克赖斯特彻奇地震：Marlowe，J。2015年归属与灾后恢复：难民背景社区与坎特伯雷地震。英国社会工作杂志，45（增刊 1）：
188-204。

2014 年初，埃博拉病毒从几内亚农村地区传播
到城市，然后传播到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在
接下来的两年里，病毒杀死了超过 11000 人，来
源国包括马里、尼日利亚和美国。在一个人口
跨越多孔边界流动频繁的地区，移民对迅速遏
制疫情构成了挑战，各国开始在入境点实施卫
生管制，并在某些情况下，暂停航班或关闭边界。
疫情爆发后，非洲移民在全世界都经历了替罪
羊和仇外心理。

2016 年 3 月 22 日，布鲁塞尔发生三起自杀式
爆炸事件。袭击地点包括一个机场（该机场坐
落在一个外国出生居民占比超过 60%，日接待
旅客与工人过万的城市）。爆炸造成 32 人死
亡，约 350 人受伤。在 32 名遇难者中，19 
人是外国人，包括美国、荷兰、瑞典、印度、
中国、利比里亚、摩洛哥和秘鲁公民。

主要来源

火
灾

恐
怖
袭
击

公
共
健
康
危
机

暴
力
犯
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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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5 年初开始，也门内战派系间的权力斗争
全面爆发，2016 年的饥荒和 2017 年霍乱爆发让
整个国家雪上加霜。传统上说，也门是合恩角
和中东的移民工人及难民的主要过境国和目的
地国，尽管危机仍在持续，但仅在 2017 年，也
门仍以过境国和目的地国的身份接待了超过 10
万名外来人员。

除了被困在该国并受到持续危机的影响外，移
民还面临着虐待、酷刑、绑架勒索、任意拘留、
强迫劳动和被走私集团和武装团体杀害的危险。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发生 9.0 级地震，引发
了海啸并造成了福岛核电站事故。受影响地区
居住着 70 万外国居民和游客。其中 23 人死亡，
173 人受伤。

由于语言不通，许多人无法获得有关灾难的官
方最新信息，这导致了混乱和恐惧蔓延。在听
从了非正式渠道、大使馆和本国媒体的建议之
后，约 47 万名外国人在灾后离开日本，包括从
被认为没有危险的地区离开。这反过来又导致
了日本公民之间的内部紧张关系。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影响了全世界的工人。在泰
国有超过  5  万名工人下岗，900 万人达到接收
补助的资格。当时在该国工作的大约 50 万名移
民除了工资过低、没有储蓄和身负合同债务问
题、且无法依靠家庭成员和地方网络来应付经
济困难外，也无权获得补助。

危机还导致了移民与泰国国民间的紧张关系，
原因是收入机会减少，工作签证没有更新，没
有新的工作签证发放，无证移民工人被驱逐出
境等。

从 2008 年 5 月 11 日开始，仇外暴力事件在南
非爆发，先是在高登省，然后蔓延到德班、开
普敦等其他地区。移民和少数民族公民成为暴
徒袭击的目标，他们的生意受损，62 人（其中
41 名外国人）丧生。

数以万计的外国居民在社区中心和警察局避
难。许多人离开该国，或与他们的外国同事和
国际移民组织联系寻求遣返援助。据估计，到
5 月 27 日，大约有 27500 名莫桑比克人返回家
园，而在事件发生后的几个月里，数以万计的
津巴布韦人、莫桑比克人和刚果人遭到驱逐或
驱逐出境。

2010 年至 2011 年，克赖斯特彻奇遭遇了一系
列地震，造成 185 人死亡，城市遭到严重破
坏。灾后，服务提供者逐步发展其能力，建立
了协助当地移民和难民居民的机制，但在获取
信息翻译和符合文化背景的基本服务方面仍然
面临重大障碍。

尽管许多移民在面对这些事件时表现出了非凡
的恢复力，但新定居的社区和在不同移民群体
中处于边缘地位的个人依旧是最不能应付灾难
的群体。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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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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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附录 A. 有关移民的主要多边倡议、进程、协定和宣言的大事年表 34 

34　 由于该年表的整体重点在于移民，因而其并不包括其他更为具体的倡议（本表对此类倡议并无偏见），此类倡议中包括 
         与难民本身有关的，由诸如联合国难民署或独立国家联合体会议（1996-2005）发起的倡议。

1985  发起“关于移民、庇护和难民问题的政府间协商”（IGC）

1990

1993

1994

1996

1998

1999

2000

成立中美洲移民主管委员会（Comisión Centroamericana de Directores de 
Migración （OCAM））

启动《布达佩斯进程》

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

启动乌拉圭回合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关于服务贸易模式 4（自然人
流动）的谈判

成立移民问题区域会议（RCM，或称普埃布拉进程 )
启动亚太难民、流离失所者与移民问题政府间磋商机制（APC）
成立太平洋移民局长会议（PIDC）
将服务贸易模式 4（自然人流动）的承诺纳入《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第
三议定书

启动国际移民政策计划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任命移民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

启动海牙难民与移民进程

启动南部非洲移民对话机制（MIDSA）

启动南美移民会议（SACM）/ 利马进程

通过《联合国千年宣言》（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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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2003

2004

2006

2007

2008

2009

启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国际移民问题协调会议
启动西地中海移民问题区域部长级会议（5+5 对话 )
启动应对偷运、贩运人口及相关跨国犯罪问题的“巴厘进程” 

向秘书长提交移民工作组的报告（道尔报告，Doyle Report）

成立国际移民全球委员会（GCIM） 
成立日内瓦移民工作组

启动地中海过境移民对话（MTM)
启动亚洲劳工原籍国海外就业和合同工问题部长级磋商（科伦坡进程）

启动移民、庇护、难民区域倡议（MARRI）

国际劳工大会通过不具约束力的国际劳工组织报告六“为全球经济中的移民工
人谋求公平待遇”

通过不具约束力的伯尔尼倡议“国际移民管理议程”

成立全球移民小组（GMG, 前身为日内瓦移民小组）

第一届国际移民与发展问题高级别对话（2006 HLD）

联合国秘书长任命国际移民与发展特别代表

启动欧非移民与发展对话（拉巴特进程）

通过不具约束力的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劳务移民的多边框架

启动全球移民与发展论坛（GFMD）

启动政府间发展管理部门——移民问题区域协商进程 (IGAD-RCP)
启动亚洲劳工原籍国和目的地国海外就业和合同工问题部长级磋商（阿布扎比
对话）

德班反对种族主义审查会议

创立伯尔尼倡议

启动国际移民组织下的国际移民对话（IDM）

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世界会议（第一次德
班会议）

启动跨境合作进程（南雪平进程）

启动西部非洲移民对话（MIDWA）进程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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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2014

2015

2011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里约热内卢 +20）
启动关于因灾导致跨境流离失所问题的南森倡议

启动中非国家移民对话（MIDCAS）
通过不具约束力的国际移民组织移民危机行动框架（MCOF）

第二届国际移民与发展问题高级别对话（2013 HLD）

启动阿拉木图难民保护和国际移民进程

启动东南非共同市场（COMESA）区域磋商进程——COMESA 成员国移民问
题对话（MIDCOM）

启动危机国家移民倡议（MICIC）
启动人口流动、移民与发展市长论坛

国际劳工大会通过不具约束力的报告《公平劳务移民：纳入国际劳工组织议程》

通过《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快速行动方式（萨摩亚途径）》

启动非洲移民问题区域内论坛（IRFMA，或称泛非论坛）

启动阿拉伯区域协商进程 (ARCP)
联合国大会通过《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

国际移民组织理事会通过移民治理框架

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通过《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

第三次联合国世界减少灾害风险大会通过《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

通过《巴黎气候变化协定》

通过不具约束力的南森倡议在灾害和气候变化背景下保护跨境流离失所者的议程

2012

启动关于移民和庇护的东部伙伴关系计划（EaP）（将南雪平进程包含在内）

第四次联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通过《伊斯坦布尔宣言》与《十年期支
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

2016

世界人道主义峰会启动“大协议”（Great Bargain）
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Habitat III）通过《新城市议程》

通过不具约束力的 MICIC 倡议《保护在遭受冲突或自然灾害的国家的移民的

指南》

联合国难民和移民首脑会议通过《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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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2018

《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的非正式协商（4 月至 11 月）和评估阶段（12
月）

《难民问题全球契约》的专题协商（1 月至 12 月）、非政府组织协商（6 月）
和评估阶段（12 月）

启动联合国移民网络（全球移民小组的后继者）

政府间会议通过《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

联合国大会通过《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

联合国大会通过《难民问题全球契约》

来源：Bauloz，2017（信息有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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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移民问题全球契约》与此前的全球移民倡议和阶段成果之间的相同点与
不同点 

　　《移民问题全球契约》以此前的全球移民倡议和阶段成果为基础，包括了该契约出现前的倡议

所聚合的主题领域。这些集中领域在下表中分为三个主题群：（a）通过应对流离失所和非正规移民

的动因和后果，使移民行为的消极影响最小化；（b）认可并强化移民行为的积极影响；（c）保障移

民权利与福祉。

　　《移民问题全球契约》还指明了多年以来逐渐浮现的议题趋势，这些新趋势为移民和及其政策

提出了新挑战，如《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概述了对环境移民和可持续发展的关注（见下表）。

《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出现之前，
部分全球移民倡议的主要议题集合、趋势和矛盾焦点摘要

相同点

来源国

目的地国

国际
社会

最小化移民

的消极影响

• 解决被迫和非正规移民的动因：贫困、人权侵犯和武装冲突

• 通过有效的边境管制政策应对非正规移民问题

• 合作预防和打击人口贩卖和偷运

• 批准并执行人口贩卖和移民偷运问题相应议定书（译者注：即《巴
勒莫公约》的两个补充议定书）

• 改善汇款现状，降低汇款费用

• 确保招聘公平公正，减少招聘中介费

• 帮助移民自愿返回与重新融合

• 改善高技能移民和其他移民的知识和技能转移

• 鼓励和创造移民的社会发展参与机会

• 利用（临时）劳务移民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

• 吸引高技能移民工人

• 利用移民的技能与创业精神

• 移民与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服务贸易总协定》模式四）

• 将移民问题纳入各国发展计划

• 需要更多关于移民与贸易相互关系的循证研究

• 改善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合作伙伴关系以管理劳务移民

强化移民的

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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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点

议题趋势

矛盾焦点

保障移民人

权与福祉

• 打击歧视、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

• 保障移民工人权利，确保劳工标准

• 保护移民免受虐待、剥削和人口贩运

• 批准并执行重要国际人权条约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关于人口贩运的公
约和文书

• 将处于脆弱处境中的妇女及女童、儿童和人口贩运受害者视为需要

特殊保护的移民

• 促使移民融入社会（长期）

• 移民的环境动因（例如自然灾害、人为灾难和环境退化）

• 从发展向可持续发展转型，以及移民在其中的地位及作用

• 从人才流失到短期移民与 / 或循环式移民

• 被视为处于脆弱处境的移民的被迫滞留移民

• 建议开辟更多供移民使用的法律途径

• 考虑临时移民政策之外的低技能劳务移民

• 批准并执行《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1990）》

来源：Bauloz，2017。本摘要根据以下九个移民倡议和阶段成果的对比性主题总结所得出，分别是：伯尔尼倡议；国 
            际移民对话年会；“道尔报告”（Doyle Report，2002）；2003 年成立的国际移民全球委员会；全球移民小组； 
            分别于 2006 年和 2013 年举办的首届和第二届国际移民与发展高级别对话；全球移民与发展论坛；以及 2016 年 

联合国难民和移民首脑会议。

《移民问题全球契约》还指明了多年以来逐渐浮现的议题趋势，这些新趋势为移民和及其政策

提出了新挑战，如《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概述了对环境移民和可持续发展的关注（见下表）。

然而，如果说《移民问题全球契约》涵盖了以往全球移民治理议程中（优先级）位居前列的所

有问题，那么它对此前成果的超越具体体现在：

• 更加重视某些具体专题领域，包括：

— 收集和利用准确的分类数据（目标 1），以“有利于…开展研究，指导…连贯一致的循证决策 
和充分知情的公共言论…”，促建对契约承诺的有效监测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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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能匹配， 35 以及家庭团聚和学术流动。 36 契约还考虑了由于突发自然灾害和其他不稳定局势导 
致的移民被迫离开的情况下的正规应对途径，如提供人道主义签证、私人赞助、儿童教育机会

 和临时工作许可证等方式。 37 它还为缓慢发生的自然灾害、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的不利影响 
            等特定情况提供搬迁计划和签证选项。 38

— 应对和减少移民脆弱性（目标7），这一目标中包括对于处于脆弱处境的移民的广泛解释性清单， 
            无论其移民身份为何。 39 

• 引入以往全球移民倡议中未涉及的一个主题领域：

— 在失踪移民问题上积极拯救生命并开展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目标 8），不过这一目标已体 
             现在《纽约宣言（2016）》中。 40 

尽管契约的制定是国际社会迈向全球移民治理的重要一步，但《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某些目标、

承诺和行动并不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影响深远。如果将《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最终文本与其第一稿

草案比较， 41 有些问题在各国的谈判中似乎变得更加棘手。例如，对于拘留移民儿童这一议题，第一

份草案明确提到“在国际移民背景下结束拘留儿童这一做法”， 42 而各国在契约最后文本中仅承诺“努

力结束拘留儿童这一做法”。 43 无独有偶，契约的最终文本中未包含以下两个特定议题：

非正规移民的非罪化：取该议题而代之的是，《移民问题全球契约》规定了用于解决非正规入

境或居留问题的潜在制裁措施， 44 但没有明令禁止除了偷运和贩卖移民之外的其他犯罪行为。 45

无证移民的合规化：合规化在契约中仅被间接地设想为“借鉴现有做法，协助非正规身份的移民，

协助他们根据个案情况并按照清晰透明的标准接受个人评估，并可能由此获得正规身份”。 46 

35　 联合国大会（UNGA），2018a。关于低技能移民工人的正规移民途径 , 详见 Newland 和 Riester，2018。
36  联合国大会（UNGA），2018a。
37 同上。

38 同上。

39 同上。

40  联合国大会（UNGA），2016。
41  《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2018a。
42  同上，第 27（g）段。

43  联合国大会（UNGA），2018a，第 29（h）段。

44 联合国大会（UNGA），2018a：目标 11，第 27（f）段。尽管如此，这些制裁必须“适当、公平、无歧视，并完全符合国

际法规定的适当程序和其他义务”。

45　 同上。这与《纽约宣言》（联合国大会（UNGA），2016）中适用于难民和移民的直接承诺形成对比。

46　联合国大会（UNGA），2018a：目标 7，第 23（i）段；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移民问题全球契约》的原始草案中对于

　　无证移民合规化的表述，“将促使无证移民合规化这一选择作为促进移民融入社会的方法……”（《安全、有序和正常移

　　民全球契约》，2018a：第 30（g）段；在正式文本中无该段——译者注）。详情可见：联合国大会（UNGA），2016：附

　　件二，第 8（p）段。

— 加强正规移民途径的可用性和灵活性（目标 5），尤其是通过处于各个技能水平的劳务移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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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世界移民报告2020》中文版终于与读者见面了。全球化智库（CCG）很荣幸地再次与国际移民

组织（IOM）合作承担并完成了此次翻译工作，这是继CCG 翻译出版《世界移民报告 2013》以来第

四次为 IOM 翻译出版在国际移民研究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报告，感谢 IOM 多年来对 CCG 的

支持。

全球化智库（CCG）是中国领先的国际化社会智库，致力于全球化、全球治理、国际经贸、国际

关系、人才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等领域的研究，是被联合国授予“特别咨商地位”的唯一中国智库，

也是中国国际移民研究最有影响力的中国智库。CCG 翻译团队致力于准确、完整表达《世界移民报告

2020》英文版的全部内容，以期将全球移民领域的核心研究成果展现给相关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和

其他广大读者朋友。感谢 CCG 理事长王辉耀博士、秘书长苗绿博士在翻译方面给予的指导，CCG 研
究人员陈肖肖、李仲遨、杨景光、杨雅涵、程鹏和曲梅参与了《世界移民报告2020》的翻译工作，以

及 IOM 驻华代表处在翻译审阅及定稿方面的协助。由于时间仓促，翻译过程中难免出现纰漏，欢迎

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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