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与世界

56

本文责编  吴孟克
qaramongko@126.com  010-65265930

6月20日是“世界难民日”。联合

国难民署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全球

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人数创新高，达到

空前的6560万人。就在当天，联合国

难民署在新浪微博发布一段视频“我们

和难民站在一起”，随后被诸多媒体和

网络大V转发，结果激起了关于“中国

应不应该接收难民”的全民大讨论。中

国网友罕见地以压倒性优势表达一致

观点：不欢迎难民来中国。甚至有网

民称“中国搞了三十年计划生育，不是

为了给别人腾地方”。在这样一种背景

下，有必要对难民问题的缘起和中国难

民政策进行更为客观深入的思考。

今天的难民潮是西方推销“民主化”

的产品

国际法对于“难民”地位的认

定，主要依据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

的公约》及1967年《关于难民地位的

议定书》，中国已于1982年签署这两

个文件。根据现行国际法，认定一个

人是“难民”，是“由于其种族、宗

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持有

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有正当理由畏

惧迫害”，从而逃离自己故乡和国家

的人。但近年来，世界许多地区出现

了不同类型的新型难民，他们并非由

于“畏惧迫害”，而是出于一些其他

原因被迫离开本国，如原住国遭受地

震、海啸等自然灾害，或原住国发生

战乱、局势动荡等人为灾难。对于此

类人群，上述两项国际公约并没有作

出明确规定，但将其认定为“难民”

已成为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

当今欧洲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大规

模的难民潮，首先应明确的一点是，

这些难民并非“畏惧迫害”的传统难

民，而是原住国长期战乱导致其流离

失所，其根源便是西方的新干涉主义

政策。9.11事件后以美为首的西方国家

以反恐为由在西亚、北非地区激进地

推进所谓“民主化进程”，美英武力

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英法空袭利

比亚卡扎菲政权、美欧支持叙利亚反

对派，如此种种可以说是造成并加剧

该地区多国国内失序的直接原因。据

说卡扎菲在最后一次电视讲话中曾咒

骂西方“正在轰炸一堵墙，挡住非洲

难民和基地组织恐怖分子涌入欧洲的

墙，这堵墙就是利比亚”，真可谓一

语成谶。可以说，美国等西方国家在

军事上将本国和盟国的安全利益凌驾

于非盟国的安全利益之上，在政治上

则谋求按照西方政治制度和价值模式

改造非西方成员，在处理地区热点问

题时一次又一次犯下错误，最终结出

难民危机、恐怖主义肆虐、民粹势力

迭起等诸多苦果，可谓害人害己。

因此，在难民危机应对问题上，

一方面，造成难民危机的西方国家理应

对难民救助负更大责任，各个区域的国

家也应首先集中力量解决本区域内的难

民问题，这些都是国际难民治理应遵

循的原则。另一方面，根治难民问题

要从政策源头做起：尊重他国主权，

不干涉他国内政，更不要盲目地推翻

一国政府。正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所

言，“解决中东难民问题，首先需要

加快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

难民问题已不是单纯的人道主义问题

当前的难民问题所投射出的已经

不仅仅是简单的人道主义问题，其所反

中国正以自己的方式应对难民问题
文／韩一元

映出的是更为复杂的国际政治因素。

首先是冲突各方，尤其是西方从

未把难民的安全和利益放在首位。就

叙利亚内战来说，西方联盟一直将推

翻巴沙尔政权作为首要目标，在打击

同样谋求推翻巴沙尔政权的宗教极端

组织时自然放不开手脚。俄罗斯军事

介入后，美又不甘心中东格局向有利

于俄的方向发展，各方拉帮结派，以

反恐之名扶植自己的代理人，争夺地

区主导权。西方一边是人道救援与和

平谈判，一边是飞机大炮，做足了悲

天悯人的文章，实际上却从未将当地

人民的安全和利益放在首位。人道主

义问题政治化、人道主义援助军事化

的现状已难以改变，人道主义问题已

沦为大国博弈的角斗场。

其次是深受难民危机之苦的发

展中国家未得到应有关注。根据联合

国难民署最新公布的数据，发展中国

家接纳的难民人数占全世界难民人数

的五分之四，接收难民数量最大的国

家实际上是难民输出国的邻国，不是

欧洲国家，更不是美国。以黎巴嫩

为例，该国接收了约150万难民，压

力巨大，但却很少受到国际关注和媒

体报道。正如难民署高级官员布兰迪

所言，“难民危机不是富裕国家的危

机，而是一场发展中国家的危机”。

我们应当肯定德国等西方国家为救助

难民所做的巨大努力，但也应警惕一

些西方国家和媒体借难民问题炒作，

而且应该对承受更大压力的发展中国

家给予高度关注和及时帮助。

最后是美欧企图在难民问题上

向中国施压，试图借机转嫁危机和抹

黑中国国际形象。中国大规模接收中

东难民并不可取，中国虽已成为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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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经济体，但中国人均收入仍与发达

国家相差甚远，本国发展的担子还很

重；从难民角度讲，无论是长期居住

还是临时逗留，他们总是希望生活在

地理相近、民族相近、语言相近、

文化相近的国家，中国亦并非中东难

民心目中的理想去处。但中东难民潮

开始后，西方就不断以各种方式向中

国施压，美欧媒体指责中国“冷眼旁

观”、不肯出钱出力。由此可见，难

民问题早已超越了人道主义范畴，成

为了一个国际政治、特别是大国博弈

问题。

中国多管齐下履行大国责任

中国为难民提供保护的历史早

已有之，从未在难民问题上推卸过责

任。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大肆迫害犹

太人，欧洲多国拒收犹太难民，中国

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为犹太难民发

放签证，帮助近三万犹太人来到上海

避难。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近

30万印支难民逃到中国，中国政府奉

行“为每一个来到中国的越南难民提

供永久性难民庇护”的承诺，将他们

集中安置到广西、广东和云南等地，

除了部分人已返回来源国，留下的如

今大都已成为中国合法公民，顺利融

入中国社会。直到今天，中国始终秉

持既不干涉他国内政、又恰当履行国

际义务的原则，为他国提供资金和人

道主义援助，曾帮助中转印度锡克族、

斯里兰卡泰米尔族难民，亦曾为涌入

中国口岸的缅甸难民提供基本生活保

障，并在确保安全后将其遣返回国。

当前，中国正以多种方式在难民

问题上履行“大国责任”。一是提供

资金支持。截至2016年2月，中国已

为叙利亚和周边国家提供总计6.85亿

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援助。2017年1月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

演讲时宣布，中国将提供2亿人民币

新的人道主义援助，用于帮助叙利亚

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二是提出合理建

议和先进理念。中国一直推动难民问

题标本兼治，呼吁通过政治解决与和

平谈判消除危机，为难民回归家园创

造条件。同时，全球局势变化万千，

各国都可能遭遇不测之灾，尽快完善

一个互助性的国际治理架构，共同分

担风险，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

家的利益，因此中国大力倡导“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建立“不冲

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的新型国际关系，为解决包括难民危

机在内的诸多国际问题指明了道路。

三是扩大国际合作。中国一直坚持与

其他国家、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加强合

作，帮助冲突地区恢复和平、安全与

发展。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

已正式投入运营，此基金为期10年、

总额10亿美元。2016年6月，中国正式

加入国际移民组织。四是保障在华难

民的权益。目前在中国的难民数量很

少，据联合国难民署数据显示，不包

括历史上的30万印支难民，约有850名

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难民和寻求避难

者在中国生活，其中100余人是难民，

其余的寻求避难者大多都将中国作为中

转国。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强与难民署

合作，努力提高在华难民权益。2012

年底，多部委共同签订协议，在中国

的难民儿童从此可上中国公立学校。

未来，为应对可能存在的难民

风险，中国可考虑参考有关国际法规

则，适时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专门法

律。同时，目前国际难民问题对口部

门是外交部，难民保护具体工作对口

公安部，历史上的印支难民问题则由

民政部负责，未来有望进一步明确权

责、加强协调。此外，保持难民政策

的透明性，及时公布难民救助工作方

面的详细信息，缓解公众可能出现的

疑虑，对于中国应对难民问题也是极

为必要的。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

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17年6月20日，在国际难民

日当天，来自阿富汗的难民正

在希腊雅典游览卫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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