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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国际移徙展望
中文概要

主要趋势
2013 年的初步数据显示，流入经合组织地区的长期移徙数量开始反弹。长期移民人数比 2012 年略增

1.1%，新长期移民数达到约 4 百万。少量增加是几个移徙大国各有消长相互抵消的结果。进入德国的移民人
数增长达二位数，是连续第四年增长。相反进入其它一些移徙国家尤其是美国、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的
移民则有所减少。净移徙量仍远低于危机前水平，但大多数经合组织成员国都是正数，除了墨西哥、冰岛和
爱尔兰几个主要例外。

长期移民人数反弹的主要原因是自由移徙人员数量增加，2012 年上升了 10%。在经合组织地区这种自由
移徙大部分由欧盟各国间的人员流动组成。2012 年，欧盟内的此类移徙人数首次与来自欧盟外的合法长期移
民人数持平。德国是最大目的地国，接受了几乎三分之一的自由移居移民。

总体而言家庭移徙继续是经合组织各国移徙的主流，尽管 2008 年以来一直在下降。2012 年比前一年下
降了 1.7%，主要因为西班牙、意大利、美国、英国和比利时的减少。劳工移徙自经济下滑以来也不断减少，
2012 年降幅达 12%。欧洲经济区的劳工移徙量下降尤其明显，2007 年至 2012 年减少了几乎 40%。结果是，
从第三国进入欧洲的合法长期移徙人数在 2012 年首次不及进入美国的合法长期移徙人数。

与长期移徙不同，临时移徙流量仍然低于 2007 年高峰时期的 250 万人。2012 年为 190 万人，比 2007
年约低四分之一。

由于叙利亚冲突，庇护申请数量 2013 年增加了 20%达到 56 万。德国收到的庇护申请数连续六年上升达
到 11 万，成为最大接收国。其后是美国、法国、瑞典和土耳其。按人口比例计算，瑞典接收寻求庇护者及难
民的人数最多。

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继续对国际留学生给予极大的政策关注。2012 年全球有 450 万大学生在本人国籍外的
其它国家注册学习，其中 75%在经合组织各国。该比例近年来基本未变，虽然增长正在放缓。2012 年经合
组织各国的国际留学生仅增加了 3%，大大低于 2000 至 2005 年的 8%和 2005 至 2011 年的 6%平均年增长
率。

为移民融入劳动市场投资
第一第二代移民在劳动力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移民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美国等移民国家

及西欧国家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在南部欧洲等其它地方，移民在教育系统和劳动市场的出现则是比较新近
却在增加的事物。

至少 15 年来移民及其家庭的融入问题已成为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的主要政策目标。也许最重要的挑战是如
何将移民的技能潜力完全释放出来。为此可借助若干项政策方针：

• 增进对外国资历的了解，促进对外国资历的承认；
• 确保将移民纳入积极劳动市场计划并使其从中受益；
• 加强移民与雇主的直接联系；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UTLOOK 2014 - ISBN 978-92-64-223523 © OECD 2014

http://dx.doi.org/10.1787/migr_outlook-2014-en


• 向移民孩子提供优质早教和育儿服务；以及
• 提供与移民技能相符的语言培训。

开发智能化的劳动移徙管理系统
尽管经合组织各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移徙在满足劳动市场需求和推动经济增长方面依然能发挥作用。虽然

这种作用在不同国家可以差别极大，但各国都有意愿要为“更完善”的移徙创造条件，尤其在公众密切审视的背
景之下。

劳动移徙政策可用于实现不同的目标，这些目标有时是相互竞争的。其中可包括满足短期劳动力需要，帮
助实现长期人口及劳动力的发展。也可涉及投资与贸易政策、创新及劳动生产率、发展合作等更广泛领域的
经济发展目标。如何平衡这些目标必须要作取舍，不同领域的政策运作者应努力协作以确保政策方针的协调
一致。

可运用范围很广政策工具来确保劳动移徙实现其政策目标。从限定移徙人数，到用“记分”法挑选潜在移民，
可供选用的工具不胜枚举。运用这些工具时需注重灵活性以确保管理系统能相机应对。有一系列政策方针可
促进劳动移徙的作用，满足当前及今后的技能需求：

• 拟定清晰的劳动移徙政策框架；
• 汇编一个政策工具箱，纳入针对各种目标的一系列工具；
• 改进接纳标准管理，采用动态移徙管理方法；
• 服务基础设施现代化。

关键数字
• 初步数据显示，2013 年进入经合组织各国的长期移徙流量比 2012 年增加了 1%，但 2012 年与前一

年相比下降了 0.8%。
• 自经济下滑以来劳动移徙流量不断下降，2012 年减少约 12%。反之，自由流动移徙量增加了 10%。
• 寻求庇护人数 2013 年比 2012 年增加了 20%。
• 全球范围内，在非本人国籍国注册的留学生人数自 2000 年以来增加了一倍多，2012 年达到 450 万，

其中 75%在经合组织各国注册。
• 中国移民人数略高于 50 万，2012 年占世界各类移民总数的近 10%。其后为罗马尼亚（5.6%）和波

澜（5.4%）。
• 在经合组织各国有一亿一千五百万以上的移民，约占其总人口 10%。
• 2012 年，全球 15 岁的孩子中约有 12.5%双亲出生于国外，比十年前增加了 50%。他们的融入，尤其

是父母教育程度低的孩子的社会融入问题越来越引起关切。
• 移民受经济危机影响尤深：经合组织各国 2007 年以来新增的一千五百万名失业者中五分之一出生于

国外。
• 多数移民即使在经济危机时期仍在就业。平均而言，教育程度低的移民就业率（54.1%）比同等教育

程度的国民就业率（52.6%）更高。
• 与之相比，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比同等学历的国民就业机会更低（77%对 84%）。被雇佣时，他们的

学历超过岗位需要的可能性也比本国国民高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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