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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in Chinese 

 

2010年国际移徙展望 

中文概要 

 尽管经济下滑、劳动力需求降低，国际移徙政策仍是经合组织各成员国高度

重视的问题。本期年度报告对经合组织各国近来的移民动态及政策演变进行

了分析。审视了过去十年中移徙对就业适龄人口变化的影响，移徙按预测水

平在今后十年将对该人口增长有何作用。也专门分析了国际留学生情况，对

完成学业后留滞不归的留学生比例进行了初步统计。 

 本期报告也讨论了移民政策的主要变化，包括移民入境、居留及进入劳动市

场等方面的新法律。本文对根据劳动市场需求选择性接收移民、记分移民制

度、及促进移民融入的一些措施也做了介绍，并详细分析了加强边境措施及

打击非法移徙方面的国际合作情况。 

 探讨了经济危机对移民在劳动市场处境的影响，分析了性别、就业部门及各

类雇用合同的不同情况，以及在本分析期内本土出生及国外出生者的人口学

动态。 

 

 

2010年国际移徙展望显示，进入经 
合组织的移民流量略有下降… 

 

2008年外籍合法长期移民（约四百四十万）下降了6%，是在连续5年平均增长11%后首次下降。这次

下降主要是由于少数几个国家的数目下降，也因为2007年流量特别高。然而2009年移民流量仍在继

续下降，因经济危机多数经合组织国家的移徙数量减少。 

…尤其在自由移徙和家庭团聚移徙方面。 
 

在自由迁移区内的移徙2008年占经合组织地区总移徙数量约25%，占欧洲总移徙量44%。在挪威、瑞

士、奥地利和丹麦，此类移徙占总移徙量一半以上。在2008年，欧洲国家中葡萄牙、西班牙、英国

及意大利都是重要劳动力移民国，20至30%的永久性移民是因工作原因移入的。除日本韩国外，其

它国家的永久性移民继续以家庭团聚性移徙为主。家庭性质移徙在美国（65%）、法国和瑞典继续

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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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受到经济下滑影响，临时性移徙数量 
仍然很大… 

 

从2000年代中期以来临时性移徙数量一直在增加，但2008年开始下降，主要反映在临时工迁徙计划

明显减少。2008年有230多万临时工作移民进入经合组织各国，稳步增长四年后下降了4%，所有迹

象显示2009年将进一步下降。季节工、工作休假计划及公司内调动在2008年均有增加，而其它类别

的工作移徙，主要是固定期限工作移徙则有所下降。。临时工作移徙也是最先受到经济下滑影响的

移徙途径。 

…同时寻求避难人数继续增加。 
 

在经合组织各国寻求避难的人数，自2006年起再次连续增加。2008年美国为最大避难接收国，接收3
9400人，法国、加拿大、英国及意大利接收人数也都在三万以上。按人均计算挪威、瑞典和瑞士为

主要避难接收国。伊拉克、塞尔维亚和阿富汗为最大的避难者来源国。 

国际留学生数量日益增加，有些转为长 
期居留。 

 

总体而言，2000至2007年留学生增加了一倍以上，人数超过二百万。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澳

大利亚为主要目的国。百分比增长最大的国家为新西兰、韩国，然后是荷兰、希腊、西班牙、意大

利及爱尔兰。留学生是经合组织国家高技能工作移民的潜在来源，经合组织2010年国际移民展望首

次尝试对留学生滞留率继续研究，分析了不再申请延长学生居留的留学生身份变化。按此方法估算

，留学生滞留率在15至35%之间，平均水平为21%。 

中国占留学生数量的10%，波兰印度及墨 
西哥各占5%不到。 

 

留学生流量最大的20个来源国2008年占据了总流量一半以上，中国、印度、墨西哥高居榜首。与199
0年代后期相比，流量增幅最大的国家是哥伦比亚、中国、罗马尼亚和摩洛哥。2000年以后来自菲律

宾与俄联邦的留学生数量有所下降。2008年波兰流往其它欧洲国家的留学生数量依然很高。 

近年来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的人口增长及进入就业年龄人数的增长，很大程度上 
归因于国际移徙。 

 

如果移民率大体保持在目前水平，2010至2020年经合组织各国的就业年龄人口将增加1.9%，而2000
至2010年期间该人口增加了8.6%。2003至2007年期间，人口增长的59%是来自于移徙。进入就业年

龄的人口中有三分之一为移民，虽然儿童移民和老年移民的来到减少了这一份额。只有法国、美国

和新西兰的人口增长率主要靠人口的自然增长维持。在一些国家、如南欧的奥地利和捷克等国，人

口增长的约90%归因于移徙。 

就业率的提高则主要归因于现有居民的就业 
率改善，而不是国际移徙。 

 

总体来说，就业增长有51%是因居民就业率提高，39%由国际移徙提供，但经合组织各国之间差别很

大。主要靠本国劳动力提高就业的国家中许多就业率较高（高于75%），如丹麦、瑞士和瑞典。反

之主要靠输入劳动力提高就业人数的国家，除英国外，就业率都低于经合组织各国平均水平。 

本年度报告审评了移徙政策在结构、体制方 
面的变化。 

 

各国继续注重高技能移民，包括运用移民记分制度（丹麦、英国与荷兰），供应驱动的移民国家也

更照顾获得长期招聘的移徙申请者（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只有瑞典一国向任何水平技能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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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其它国家对较低技能移民只放松了对某些季节工的入境规定，以便利用此类短期移徙计划（

如澳大利亚和波兰）。 

… 包括融入和入籍政策。 
 

家庭团聚政策的变化趋势是施行限制性更大的标准，如居住条件收入等方面要求更严。作为家庭团

聚和入籍先决条件的语言、公民觉悟等考试也在不断增加。 

有些变化与金融危机直接有关。 
 

2008至2009年推出的一些移民新政策旨在应对经济下滑带来的挑战。许多经合组织国家对劳工移徙

渠道进行了深入检查，细化了批准标准。规定失业移民不得续展临时居留许可(西班牙和爱尔兰)，为

其回国提供补贴（西班牙、日本和捷克共和国）。削减了某些配额（意大利、韩国、西班牙和澳大

利亚）。 

经济危机对经合组织各国移民的就业造成了 
不成比例的影响，本报告对此情况进行了审 
视。 

 

在几乎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中，2008至2009年在外国出生者的失业率比本土出生者失业率增加更大

。同样，在多数经合组织国家外国出生者比本土出生者就业率下降更多，虽然在一些国家因进入劳

动市场的移民数量增加而使这种情况有所抵消。经济下滑时期在几乎所有经合组织国家本土出生者

就业总数都被减少的同时，一些国家外国出生者的就业总数却有显著增加。但尽管就业人数增加，

还是跟不上不断流入的外国出生劳动力总数的增加。 

青年移民首当其冲… 
 

多数经合组织成员国外国出生青年的就业率比本土出生青年人下降更多。2008年第二季度后的一年

内，青年人（15至24岁）就业率总体下降了7%，而移民青年就业率的下降是其两倍。而且移民青年

的失业率本来已经很高，2009年在美国为15%，加拿大20%，欧盟15国高达24%。鉴于青年移民和新

抵达移民能否迅速进入劳动市场是决定他们能否长期融入的关键因素之一，他们就业率低的现象令

人忧虑。他们在劳动市场上受挫可能产生“疤痕效应”，移徙后不能很快获得就业的人可能在劳动市

场上被打上烙印。看来应特别重视加强语言、培训、指导、学徒等计划，作为经济下滑时期的政策

回应。 

…移民妇女的处境胜过男子。 
 

外国出生的妇女受危机影响比男子要小，因移民男子集中在受挫最大的经济部门（建筑、制造、金

融行业）。除比利时、匈牙利外，在所有国家外国出生妇女的失业率都比其同国男子失业率的上升

幅度更小。在一些国家，外国出生妇女的就业率还有所提高，往往也是为了弥补家庭男成员的收入

损失。 

移民更易遭受失业，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也 
难以惠及他们，都有着同样的原因。 

 

本报告研究了移民在劳动市场近期境况的决定性因素。移民因缺乏可靠的合同安排、更多从事临时

性工作，得到转正的机会少，更易被选择性解雇等原因，往往在易受经济波动影响的部门受影响更

大。移民也在事实上被一些居住期限或行政地位方面的要求所排斥，如公共部门的就业计划，要求

起码雇用期的合同或永久性合同等。本报告确定了一些可通过政策减少对移民就业长期负面影响的

领域。 

报告中有两个章节展开了专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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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章节涉及两个特别突出的问题：一为对移民的公共舆论是如何形成的，二为入籍的决定因素与

劳动市场影响。 

…前者研究了公共舆论与移徙的问题… 
 

本章对过去十年的若干舆论调查进行了分析，对移徙相关的公共舆论之形成提出了新的初步见解。

在对移徙有何经济文化后果的看法及对移民政策偏向的形成方面，个人性格会起什么作用，本报告

对此问题进行了评估。分析得出的一个主要观点是，人们对移徙会产生什么经济文化影响的想法，

极大程度上影响着他对开放移民边境的态度。移徙及移民政策方面的公共辩论依然主要取决于媒体

如何报道这些问题以及某些集体观念的影响。某些人群之所以对移徙问题采取不同的立场，不仅是

出于分配方面的原因，也缘于他们对文化多样性等问题的评价。所以问题不在于如何寻求公共舆论

对移徙问题的共识，而是如何对民众理念和错误观点有所限制。在此背景下，移民政策改革需要提

高公众对移徙之经济文化影响的认识理解。要达到此目的，国际移徙的规模必需更加透明，国际移

徙的信息和可比统计资料更易获得。与利益集团定期展开开放的讨论，应以相关研究结果为依据。

也可通过媒体客观广泛报道移徙问题，来提高公众认识。 

…后一章分析了入籍对移民融入劳动市场 
的影响。 

 

经合组织各国的移民入籍情况差异很大。在由移民建国的国家，几乎所有合法移民到达后十年内都

取得该国国籍。在欧洲的经合组织成员国中，长期居留移民的入籍比例过去十年有所提高。入籍率

也因不同移民群体而异。在所有国家中，来自于低收入国家移民的入籍率都比来自于高收入经合组

织国家的移民入籍率更高。另外，移民妇女比男子更可能取得接收国国籍，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也

更可能入籍。入籍移民往往在劳动市场上的成绩更佳。来自低收入国家的移民和移民妇女尤其如此

。入籍移民往往在入籍前就有更好的劳动市场表现，但入籍后的进一步改善也表明入籍本身对移民

就业有利。这种改善可能归因于劳动市场的壁垒降低、流动性提高和歧视性减少。入籍与否似乎对

待遇较好的及公共部门的就业特别有影响。从本章可得出的经验教训包括，对诸如双重国籍限制和

过严的入籍标准加以放宽，总体上能帮助改善移民的就业状况。对那些已经具备入籍条件的移民，

应鼓励其加入接收国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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