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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
全球移民治理与中国角色

陈　斌　周　龙

［摘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治理背景下中国提出的重要方案，为全球移民治

理困局提供了解救思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全球移民治理具有一定的理论相通性，人的

安全与利益保护是二者共同的理论内核，跨国网络关系是二者共同存在的形式和基础，全球

善治是二者的共同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包含的包容开放、平等协商、法治正义理念为国

际社会在合法移民吸收、跨国难民接纳、非法移民管控等方面提供了理论指导。鉴于世界大

国和移民大国的角色，中国可以在全球移民治理中发挥独特的作用。援助和参与国际组织的

全球移民治理进程，构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移民治理共同体、全球移民治理共同体，健全

“一带一路”移民治理机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中国可以开展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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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移民问题一直处于恶化当中，非法移民问题以及由于地区冲突、环境恶化、经济

困境等因素引发的各种难民问题，不断冲击着民族国家和全球治理体系，同时，部分移民问题引发

的人道主义危机也触动了国际社会的神经。在移民困境面前，各国政府与国际社会都在努力寻找善

治的有效路径和理论指导，然而却收效甚微。面临全球治理困境之时，习近平主席提出 “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治理指引了新的方向。讨论全球移民治理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可以积

极借鉴和吸收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精髓与要义，思考和探索移民善治的新思路。我们主要从

理论关联、路径探讨和中国对策三个方面来论述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全球移民治理与中国

角色。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移民治理的理论关联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全球治理面临困境之时提出的理论性方案，同样也可以为全球移

民治理理论和实践提供指导，二者在理论内核、理论基础、理论追求等方面具有关联性和相通性。
（一）国际移民发展现状及其治理困境

移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主权国家概念没有出现之前以及国家间无明显边界的

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都生活在一个无限制的移民时代。然而，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后，
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确定了国家的主权概念，划定国家边界，伴随而来的是推行国家移民政策，
人口迁徙不再是自由行为，这也使得国际移民有了新的内涵。当前，国际移民一般指跨越主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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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以非官方身份在非本人出生地所在国家居住达到一年以上的个人。① 国际移民组织和国际移

民全球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指出，２１世纪以来国际移民数量不断上升，２０００年国际移民数量为１．５
亿，２００５年这个数字上升到２亿，２０１５年，该数量已经增加到２．４４亿，到２０５０年，预计这个数

字将超过４亿。② 应该说，今天的世界越来越走向一个移民的时代。
各种国际移民问题的出现使得移民事务日益复杂化。今天比较突出的国际移民问题主要包括国

际难民、非法偷渡、跨 国 人 口 贩 运 等。在 国 际 难 民 方 面，联 合 国 难 民 署２０１５年 发 布 的 年 度 报 告

《战乱世界：全球难民趋势》指出，２０１４年全球因战乱至少导致１　９５０万国际难民的产生。③ “阿拉

伯之春”后涌入欧洲的几百万中东难民，使得世界出现了一股几十年未见之难民潮。同时，移民活

动中的跨国人口贩运问题依然严重。２０１４年，联合国预防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发布的 《全球人

口贩运报告》显示，全球范围内每年有超过２５０万人成为跨国人口贩运犯罪的受害者。④ 国际劳工

组织估计，在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期间，全球大约有１　８７０万名遭受强迫卖淫为目的的性贩运和强迫劳

动为目的的跨国劳工贩运受害者。⑤ 而非法移民问题更是日益显现。非法移民具有隐蔽性的特征，
因此对于其数量到底是多少，目前国际社会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联合国估计的非法移民数量为每

年２００万到４５０万。⑥ 不难看出，全球移民治理面临严峻挑战，任务艰巨。
近年来，国际社会对各种移民问题的关注度日益增加，移民政治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和国家政

府重视的话题，“移民全球治理”观念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⑦ ２１世纪以来，国际社会通过机制

建设推动全球移民治理，各种移民治理的对话平台也陆续推出，代表性的机制如国际移民和发展问

题高级别对话会议、移民与发展全球论坛、联合国大会处理国际迁徙、人权和人道主义问题的第三

委员会、伯尔尼倡议等。⑧ 但是，国际移民治理取得的效果依然不佳，治理依然面临各种困局。
就国际组织而言，其功能相对是有限的，联合国也没有提出一个合理的方案和机制。虽然联合

国在一些方面已经做出了努力，例如努力协调各国之间的制度和法律差异来保护移民的合法权益，
促进移民活动溢出效应的产生，然而，联合国更多的工作还只是搜集和整理全球移民数据，论证移

民做出的贡献，分析移民事务的相关问题以及举办各种论坛与学术会议。⑨ 而主权国家在移民治理

上，也是进退维谷，面临多重困境，难以形成合理有效的治理政策。一般的非法移民的治理路径主

要有两种：围堵或疏导。欧美国家在面对这一问题时也基本采用这些方式，欧洲一般是围堵政策，
美国则对疏导和围堵两种政策兼而用之，但这两种方式都不能有效地解决非法移民问题。瑏瑠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移民治理的理论关联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为了解决人类共同面对且单个国家无法应对的挑战而提出的方案，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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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治理理念则是为了实现各国无法单独解决的跨国移民问题而提出的思路。在理论内核、存在基

础和实现目标上，二者都存在着理论上的关联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人的安全与利益保护是二

者共同的理论内核、跨国关系是二者的表现形式和基础、全球善治是二者的最终追求。

１．人的安全与利益保护是二者相通的理论内核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移民治理都属于人本位的理论概念，因此，二者在这一角度已经具备了

理论的相通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的安全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移民治理二者共同的核心要素。任何共同体在发展过

程中，所追求的根本目标都是安全。无论是古希腊的城邦，还是之后部分国家共同建立的同盟体

系，安全都是最基本的需要。① 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离不开安全这一要素。对于安全与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习近平主席在国际场合多次提及。２０１４年，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

对话会开幕时，习近平总书记发表 《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的讲话，把 “普遍安全世界”定位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重要的位置。２０１７年，习近平主席在国际刑警组织第８６届全体大会上提

出：“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加强安全合作，共同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② 可见，安

全已经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内容之一。

同样，安全也是全球移民治理的要义之一。国际移民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作为全球移民治理体

系中两个重要的国际组织，目标之一就是为需要国际移徙援助的人士提供安全、可靠、灵活和符合

成本效益的服务。近年来，安全移民项目成为国际组织参与全球移民治理的重要手段。国际劳工组

织发起成立了 “安全移民战略”③。国际移民组织在很多国家发起了 “安全移民信息运动”④。全球

移民治理机制如 “伯尔尼倡议”“巴厘进程”等都把移民安全作为治理的重要内容。

第二，维护人类社会共同利益是二者的基本内容。一般而言，共同体被定义为由某种共同纽带

连接起来的生活有机体。⑤什么是共同纽带？我们可以把其界定为共同拥有的利益诉求，或是一起

追求的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应该说，基于共同的利益诉求或者共同的价值取向，真正意义的 “共
同体”才能最终形成。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核就是人与人需要维护彼此共同的利益。从

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最初的人类社会仅仅是一个

松散共同体，随着彼此利益的趋同和相互依赖关系的加深，最后才发展成为休戚相关的 “人类命运

共同体”。

全球移民治理是一个在全 球 范 围 内 的 综 合 治 理 体 系⑥，其 治 理 的 对 象 包 括 正 规 移 民、非 法 移

民、难民等，治理的主体涉及国家、国际组织等多种行为体，依赖的基础是移民权益保护的国际法

和规范性文件。所谓全球移民治理，其核心就是国际行为体规范移民跨国行为，保护移民群体利

益，构建一个和谐稳定全球社会的实践。国际移民治理的直接出发点就是打击非法跨国行为，维护

主权国家民众和合法跨国移民群体的利益。

２．跨国网络关系的发展是二者共同的存在基础

共同体的本源应该是基于共同的血缘或者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组合关系，可以称之为血缘共同

体或者地缘共同体。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基于共同的职业出现了新的组合关系，即行业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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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ｓｔｏｒｉｅｓ／ｓａｆ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章雅荻：《国际移民问题全球治理的现状、困境与展望———以欧洲移民危机为例》，载 《国际关系研究》，２０１７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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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发展，带来的 重 要 变 化 是 民 族 的 形 成，以 及 在 民 族 基 础 上 国 家 的 形

成，民族共同体、国家共同体也因此出现。到了今天，在全球化、信息化和高科技革命的时代，人

类的利益、情感都已交织在一起，真正形成了命运共在、利益共生的全球共同体①，可称为人类命

运共同体。应该说，全球化助推下的全球社会的形成，跨国网络的存在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

础，也是未来这一共同体发展的保障条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所以能被提出，其前提也在于今

天全球社会已经形成，移民跨界活动成为一种常见的行为，这些常见行为构成的互动实践也同时将

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跨国移民治理从单边走向双边再发展为多边的全球主义行为，是因为今天的移民已经不再是一

国或者两国之事，移民跨国网络的形成已经打破了传统的国家移民治理界限。某种程度上，移民跨

国网络的发展、移民跨国场域的扩大是全球移民治理的阻碍，但是没有跨国移民网络关系的形成，
全球跨国移民治理机制也不会出现。

３．追求善治是二者共同的目标

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其原因在于当前的世界，逆全球化现象不断出现，人类面临

的全球化问题依然严峻，国际非传统安全层面的恐怖主义威胁、全球气候问题、跨国犯罪、难民等

问题进一步恶化，并且这些问题出现了新的特征。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目的在于从整体

上推动全球治理进程，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提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思路，从而最终实现人类社会

的善治。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要实现人的流动自由化和要素流动均等化，从而形成 “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② 这一点与全球移民治理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对于国际移民治理的

目标，有学者提出：“国际移民学探求的最终目标，是全球资源的合理有效共享，全球人的和平共

处，共赢共荣。”③ 国际移 民 治 理 所 追 求 的 应 该 是 人 与 人 之 间 的 和 平 共 处，全 球 社 会 的 公 平 有 序，
最终达到一种善治的状态。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国际移民跨国生态环境恶化的背景

下提出的，符合国际社会的重大需求。可以说，国际移民跨国生态特别是难民危机呼唤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④

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实践思路，为国际组织讨论移民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导：不论

是联合国和其下属的各种国际组织，还是基于共同地缘关系或相同文化背景的各种共同体，都能围

绕着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宗旨，找到更 多 的 对 话 和 协 商 空 间。⑤ 这 种 协 商 与 对 话 空 间 的 存

在，根本上是依赖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移民治理在目标上的一致性。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全球移民治理路径思考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建立保

护移民安全的善治之路，是全球移民治理的当务之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 《共
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提到：“当前，难民数量已经创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历史纪录。
危机需要应对，根源值得深思。如果不是有家难归，谁会颠沛流离？联合国难民署、国际移民组织

６８

①
②
③
④
⑤

王泽应：《命运共同体的伦理精义和价值特质论》，载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 （５）。

高奇琦：《全球治理、人的流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７ （１）。

李明欢：《国际移民学研究：范畴、框架及意义》，载 《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 （３）。

张春旺：《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移民、华侨华人的几点思考》，载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２０１８ （１）。

李明欢：《国际移民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以华侨华人为视角的思考》，载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２０１８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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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动员全球力量有效应对。”① 可见，支持难民在内的全球移民治理成为中

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动力，国际难民问题的解决需要全人类共同努力，非一国一人之力所

能及。
国际移民是人类的一种存在形式，国际移民的安全和利益应该受到保护，权益应该受到尊重。

不管是合法还是非法的国际移民，都是构成世界各成员国的重要元素，是世界联系的重要纽带，也

是全球社会存在的条件之一。国际移民的跨界行为推动着世界成为一个联系、多元的社会，并且这

种状态还会继续发展。因此，对于国际移民，必须努力寻找一条善治的道路。
国际移民创造了红利，但同时也带来了矛盾与纷争。在全球移民治理的道路上，一个国家出于

不同利益考虑，会不断调整国际移民政策。目前，老龄化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国家面临的社会问题，
尤其是在一些发达国家问题更为严峻。因此，他们对于年轻的科技人才具有很大的需求，出于这种

考虑，不断制定新政策来吸引外来的高技术移民。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又采取 “反移民政策”严格

管控低层次移民的涌入②，尤其是全球经济危机和国际恐怖主义引发了人们严重的安全忧虑，尽管

我们生活在一个人力和物力自由流通的时期，然而绝大多数国家实行严格的管控移民制度，今天的

移民政策较之此前历史而言限制更多。③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应该摒弃保守主义和利

己主义的观念，做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危机共克、荣辱与共。今天各国命运都与他者相连，当

风险和危机来临之时任何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从根本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建立一个包

容、开放、平等、正义、法治的全球利益共同体，它为全球治理提出了中国思路和世界 方 案。因

此，即使差异和问题存在，在全球化的今天，通过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治理的指导意义，我

们依然可以找到全球移民治理的共性，发现适合各国移民治理的路径。笔者把这些共性和合适路径

归纳为：对于合法移民的合理吸纳、对于跨国难民的合情接受、对于非法移民的合法管控。
（一）建立包容开放的合法移民吸收机制

从某种程度上说，国际移民创造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因为国际移民成为全球社会联系的

重要纽带，依赖于亲缘和血缘关系建立的跨国移民网络日益发达。同时，今天很多国家的科技创

新、经济繁荣都是由国际移民所带来的。通过吸引高技术移民、投资移民的进入，一些国家实现了

技术的突破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反过来，技术进步和经济依赖又使得人们对于彼此的需求不断提

升，在循环往复的过程中人类成了真正的命运共同体。
包容开放是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要义之一。全球化时代只有包容开放，世界

才能真正走向繁荣富强。逆全球化的保守主义思想的世界不利于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国际移民大潮

之中，合法移民是主要的群体，各国应该秉承包容开放的原则，合理地接纳合法移民，各种严格限

制合法移民的政策都是不可取的。当前，一些国家基于国家安全、文化冲突、经济不景气等因素为

由，收紧移民政策，甚至拒绝移民的到来，如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大量收紧移民数额，欧洲国家

也提高移民的门槛。
包容开放的合法移民吸收机制，应该是在一个国家的承受范围之内。建立包容开放的移民吸收

机制应该做到：打破对移民偏见，实施开放的外来劳工准入制度、有效的人才吸收制度、合理的家

庭移民制度，不因移民的宗教信仰、肤色、民族风俗、语言等因素限制移民。

７８

①

②
③

习近平：《共 同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在 联 合 国 日 内 瓦 总 部 的 演 讲》，见 人 民 网，ｈｔｔｐ：／／ｗｏｒｌｄ．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１／

２０１８／０１１９／ｃ４１６８８２－２９７７５９６５．ｈｔｍｌ。

郭秋梅：《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移民：特征、挑战与治理》，载 《八桂侨刊》，２０１２ （２）。

Ｎｉｋｏｌａ　Ｍｉｒｉｌｏｖｉｃ．“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Ｄｉｃｔａｔｏｒｓｈｉｐ，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　Ｄｅｆｅｎｓｅ”．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０，

４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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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平等协商的跨国难民援助和接纳机制

国际难民①治理有其紧迫性。今天的世界是人与人命运相连的整体，如果我们对于难民的悲惨

命运置之不理，其后果可能是出现难民犯罪行为或者其他难民悲剧。当生存危机受到挑战的时候，
难民自身难以控制自己的行为，合法的抗争可能就会转为非法的暴动，最后的受害者是人类自身。

当难民危机爆发的时候，有些国家拒绝接受难民，一些人被迫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同时，利用

一些国家合理的移民政策，而引发了相关的跨国犯罪行为。欧洲难民危机爆发期间，就出现了大量

对难民的跨国贩运行为。
国际难民治理多年来收效有限，其原因包括难民与接收国的文化宗教差异明显、国际社会对难

民的援助不足、接收国的社会承载力和经济能力有限等诸多因素。目前，虽然国际社会对于难民的

救助和保护存在各种公约和机制，但是难民的利益依然无法得到根本保障。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

下，主权国家的 “现实考虑”，国际难民治理短期内不可能找到一条完美的捷径。就国际难民问题

而言，国际社会各成员之间平等协商，之后做一定的退让与妥协，全球治理才能达到相对合理的

效果。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内容就是建立一个平等协商的共同体，主张国际各方力量通过谈判

磋商的形式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就国际难民治理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启发的是建立一个平等协

商的难民援助和接纳机制，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协调好难民的援助方以及援助数额；二是协商好难

民接收方、难民人数的接收配额以及接收后难民的融入问题。

建立平等协商的跨国难民援助和接纳机制，具体包括三个部分：第一，建立一个由联合国难民

署管理的各国共同参与的全球难民援助基金。第二，当难民危机出现时，鼓励与难民危机爆发的国

家的邻国、文化相似国、有能力的国家主动接收难民。第三，完善国际难民营制度，在难民多发区

域建立一批国际应急难民营。国际组织在全球建立的应急难民营可以发挥作用，对难民进行接收。

在对国际难民的接收方面，一个典型的案例是中东国家对于战乱地区难民的接收与救助。在遭

遇难民问题困扰时，很多阿拉伯国家对于难民表示出相当的理解和关怀，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阿

拉伯国家的民众与难民有着相似的文化与语言背景。中东难民中的巴勒斯坦难民，尽管很多阿拉伯

国家拒绝了巴勒斯坦难民加入他们的国籍，但基本都给予了难民妥善救助。另外一个中东国家伊拉

克，２００３年伊拉克战争后大量难民出 现，对 于 如 何 遣 返 和 安 置 战 争 时 期 流 散 在 中 东 各 地 的 难 民，
伊拉克政府与埃及等国达成了合作协议，使得近年来伊拉克难民大量重返家园。② 可以看到，难民

问题虽然复杂，治理难度大，但是合理的援助和接纳制度可以很好地缓解这一问题。
（三）建立平等合法的非法移民管控制度

非法移民治理是国际移民治理面临的另一个难题。国际上一般把非法移民认定为 “未经授权进

入和停留在一个国家的移民、被跨国境走私贩卖的人口、不符合难民条件而拒绝遣返的寻求避难

者、通过虚假安排 （假婚姻、假亲属）以逃避移民管制的人”。非法移民一般分为两类：一类为合

法出入境但是在目的地国非法滞留；另一类是非法出入境，在他国非法滞留。③ 非法移民问题既涉

及移民主体本身，也涉及移民来源国和目的国，有的时候还涉及第三国或者国际组织，因此，非法

８８

①

②
③

目前，国际社会对 “难民”概念的共识 出 自１９５１年 《关 于 难 民 地 位 的 公 约》和１９６７年 《关 于 难 民 地 位 的 议 定 书》，即

“因种族、宗教、国籍、隶属于某一特定社会群体或因政见观点而有确切理由遭受迫害”，“现居住在原籍国或惯常居住国之外的地

方”，且 “不能或者因为惧怕迫害而不愿接受原居留国的保护，或返回到那里”的人。常见的难民包括环境难民、战争难民、政治

难民等。参见Ｂｉｌｌ　Ｂｏｗｒｉｎｇ．“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１９６９，

６３ （２）。笔者认为移民的概念与难民的概念有所不同，但是在多数情况下，难民也属于国际移民的范畴。

邢新宇：《全球治理中的中东难民问题》，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１ （６）。

李英、张凯：《论非法移民基本人权的国际保护》，载 《国际论坛》，２００９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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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的治理是一个化解多方矛盾、兼顾各方利益的过程。非法移民的治理既要保护国家的利益，尤

其是国家的主权利益，同时，也不能忽视对非法移民本身的人权保障。因此，兼顾国家和非法移民

利益的治理模式，融合相关利益攸关方，是国际非法移民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① 总体上

说，目前的非法移民治理只有走出国内法律控制的单边思维模式，积极寻求国家间、地区间甚至国

际多边合作，建立非法移民治理的法制共同体，才能有效应对非法移民这一复杂难题。②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建立一个法治有序的社会。全球治理需要不同的行为体遵守国际法。
非法移民的跨国行为触犯了目的国的法律制度，从这个角度而言，其行为已经是违法行为，应该受

到法律的约束。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非法移民当中很多人是不得已而成为违法群体。因此，对

于非法移民的全球治理，建立非法移民管控制度，应该坚持两个原则：一是保证法律的权威性，二

是保护非法移民的权益。有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保证法律的权威性，非法移民治理必须依据国

际法和国内法执行。但是在执法过程中，也要保护非法移民的基本权益。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平等合法的非法移民管控制度包括：第一，要建立不同性质的非法移民

惩罚程度弹性化机制。对跨国贩运移民的犯罪人员应该严厉打击，区别对待人口贩运分子和被贩运

受害者。对于因经济因素成为非法移民的人，在实施惩罚之后要制定合理的遣返和救助制度。第

二，要加强非法移民来源国、目的国以及国际组织的法律合作，世界各国之间应该建立双边的遣返

制度，保证非法移民顺利回国。无国籍者非法移民应该通过国际组织，遵照国际法执行遣返和安置

工作。第三，保护非法移民基本的人权。目前保护非法移民人权的国际法相对较少，代表性的法律

是保护被贩运受害者、帮助他们重返家园和重新融入的 《反人口贩运议定书》。当前的世界是一个

命运共同体，任何成员的权益都应该有所保障，因此国际社会和各国应该规范对于非法移民的人权

保护法令。

三、中国在全球移民善治中的角色分析与路径探讨

当前，中国是全球性大国，也深受国际移民的影响。在参与全球移民治理进程中，中国需要明

确自己的角色和地位，也需要认真思考实现移民善治的有效途径。
（一）中国的角色分析

国际关系理论的后结构主义认为，政策的制定需要身份，身份和政策通过一个不断调整的叙述

过程相互影响、相互建构。③ 在国际移民治理中，中国在全球移民环境中的身份与角色决定了中国

参与全球移民治理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也影响中国如何调整移民政策，应对各种移民问题。对于全

球的移民治理，中国应该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中国为全球大国，是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力量；另

一方面中国为移民大国，中国是世界主要的移民来源地，同时也是重要的移民流入地。

１．全球大国地位决定中国参与全球移民治理的重要性

全球治理需要作为命运共同体的各方积极参与，尤其是大国的力量，对于实现全球善治至关重

要。④ 近年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已经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也已成为发展

中国家中最具影响力的新兴经济体之一。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国家地位和身份的改变促使中国自身

对全球治理机制建设产生了新的思路和认知，中国开始由最初的融入者逐渐转变为建设的推动者和

９８

①
②
③
④

陈积敏：《国际非法移民治理的困境与出路》，载 《和平与发展》，２０１７ （１）。

魏荣春：《非法移民管控法律制度研究》，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５。

孙吉胜：《话语、身份与对外政策———语言与国际关系的后结构主义》，载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０８ （１）。

王义桅：《超越均势：全球治理与大国合作》，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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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者。① 可见，大国地位的身份的演变是促成中国全球治理思维变革的重要推动力。
作为新兴大国，中国正在积极参与全球问题的治理，努力寻求中国作为大国的国际话语权。目

前，在主要国际组织当中，中国都是重要成员之一。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如Ｇ２０、金砖国家会议、
巴黎气候协定等，中国都是重要的影 响 力 量。但 是，在 全 球 移 民 治 理 机 制 中，中 国 的 声 音 还 比 较

弱，中国的治理能力亟待提高。２０１６年，中国加入国际移民组织 （ＩＯＭ），在此之前中国都是国际

移民组织的观察员，在与全球移民治理最大的国际组织交流合作方面，中国较为缺乏经验。同时，
中国与国际移民组织合作的方式主要是依靠接受美国和欧盟等国家和组织的资助，主要根据援助方

的偏好来提高国家移民治理的能力，移民治理能力的提升具有被动性。②

２．移民大国身份决定中国参与国际移民治理的必要性

从历史到今天，中国都是国际移民的重要来源国。今天全球范围的华侨华人在６　０００万左右，
华人移民遍及世界每一个 角 落。从１９７８年 到２０１３年，中 国 海 外 移 民 数 量 已 接 近１　０００万 人，到

２０１３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移民输出国。③ 中国的海外移民已经成为联系中国与世界的重要

纽带，同时中国移民出现的各种问题也成为中国外交事务的重要内容。中国海外移民的生存环境、
生命安全经常受到威胁，袭击海外中国公民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参与国际移民治理，保护中国

海外移民的利益极为必要。
中国也是重要的移民流入国。１９９０年，在中国居住的外籍人口约为３７万，２０１５年已经增加到

９７万左右。④ ２０１２年国务院 《关于外国人入出境及居留、就业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指出，２０１１
年我国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查处 “三非”（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外国人２万余人

次。⑤ 外来非法移民和难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热点话题。一方面，由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在中国的外国非法移民人数不断增多，主要以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于中国的非洲国家、大湄公

河次区域的越南、缅甸等国家人员为主。另一方面，难民开始影响中国。近年来，向联合国难民署

驻华办事处寻求避难的外国人数量小规模增加，每年有几百人左右申请来到中国。中国周边个别国

家也因为政局变动或者武装冲突，导致其国内难民涌入中国境内。⑥ 国际非法移民和难民对中国的

影响正在逐渐增强，加重了中国参与国际移民治理的紧迫性。
（二）中国参与国际移民治理的路径思考

在国际移民治理历史上，中国曾经有过一段丰富的经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初，印

支地区出现战乱，中国安置了来自印支国家的近３０万难民，给予了难民大量的救助并把他们安顿

下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又接收和安置了来自朝鲜以及中东国家数十万难民。⑦ 但总体来说，
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参与全球移民治理进程十分有限，例如中国没有专门的国际移民管理机构，
参与国际组织的深度不够。近几年，中国的全球移民治理进程发展迅速，其中有两个重要的标志性

事件：一是２０１６年７月１日中国正式成为国际移民组织的成员国，开启了中国同国际移民组织合

作并积极参与全球移民治理的新征程；二是２０１８年４月２日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正式挂牌成立，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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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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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刘贞晔：《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程与国家利益分析》，载 《学习与探索》，２０１５ （９）。

庄瑞银：《中 国 如 何 在 全 球 移 民 治 理 中 发 挥 更 大 的 作 用———以 中 国 加 入 国 际 移 民 组 织 为 契 机》，载 《法 治 论 坛》，２０１７
（２）。

王辉耀：《中国国际移民综述》，见中国新闻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ｈｒ／２０１４／０２－２８／５８９５７５５．ｓｈｔｍｌ。

宋德星：《论国际移民问题的主流理论、观念分歧及政策焦点》，载 《国际展望》，２０１７ （５）。
《国务院关于外国人入出 境 及 居 留、就 业 管 理 工 作 情 况 的 报 告》，见 中 国 人 大 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ｐｃ．ｇｏｖ．ｃｎ／ｈｕｉｙｉ／ｚｔｂｇ／

ｗｇｒｒｃｊｇｌｇｚｂｇ／２０１２－０８／２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８７２３８６．ｈｔｍ。

刘国福：《中国国际移民的新形势、新挑战和新探索》，载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 （１）。

梁淑英：《国际难民法》，２６９－３０７页，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０９；罗超、高鹏：《国际难民问题的挑战、应对及中国

的参与》，载 《世界政治经济论坛》，２０１７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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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着中国的国际移民治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可以说，现在的中国才真正走上了参与全球移民治

理的快车道。
中国提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为中国参与国际移民治理提供了理论指引，在具体的实

践过程中，中国应该开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移民治理道路。随着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

国海外移民的数量将会继续增加，中国的移民大国角色将进一步凸显，对于国际移民治理路径的探

讨就显得更为必要。在融合参与现有的国际移民治理机制的前提下，应该积极构建与中国国家利益

相关的国际移民治理机制，从双边和多边构建移民治理共同体。我们认为可以注重以下三条路径：

１．援助和参与国际组织的移民治理进程

当前，全球范围内的国际移民治理机制和机构包括国际移民委员会、全球迁徙小组、联合国关

于国际移民的协商会议、国际劳工组织、国际移民组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联合国

难民署等。① 中国作为国际移民治理的 “新兴力量”，应该积极融入现有机制，提升中国的国际移

民治理参与度，加大对国际移民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机构的援助。
近几年，中国政府对全球移民治理的支持力度不断提升。２０１６年，李克强总理在联合国应对

难民问题的高级别会议上指出，中国愿意在维持原有的对外援助总量上，向国际社会提供１亿美元

的人道主义援助。② ２０１７年，中国政府向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援助了９　０００吨玉米和高粱，以缓解肯

尼亚达达布难民营和卡库玛难民营近十万非洲难民的粮食问题。③ ２０１８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向国

际社会提供２亿人民币的难民治理援助。这些举措充分说明了中国政府对于国际移民治理的关注和

参与治理的决心。
中国融入和参与现有的国际移民治理机制，除了经济上的援助之外，更应该学习国际移民治理

经验。应该鼓励和支持更多政府机构、民间组织和人员参与国际移民援助、移民遣返、移民融入的

各种项目。鼓励参与国际移民治理的国际组织在中国设立办事处，参与中国的外来移民治理；支持

中国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加入到国际难民的救援活动中。此外，可以打破政府主导移民治理的现

状，借助民间力量，吸引民间善款，服务中国的国际移民治理。

２．积极打造中国与移民来源国及地区的移民治理共同体

中国是国际移民的重要流入国，加强中国的外来移民治理，也是对国际移民治理的贡献。近年

来，中国成为非法移民和难民的重要流入地，中国成为湄公河地区跨国人口贩运的重要目的国，同

时，中国也是缅甸北部难民的涌入国。２０１３年，缅甸政府军与民族武装发生冲突，战事燃起，有１
万多缅甸公民逃亡中国云南省寻求 避 难，避 难 的 人 群 主 要 为 妇 女 儿 童 和 老 人。④ ２０１６年，缅 北 战

事再起，难民再次涌入中国，此时中国收容近３　０００人。⑤ 此外，大量的外来非法移民，对中国的

社会秩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在中国大陆的非法外国移民超过４０万⑥，他们主要来

自非洲和部分亚洲国家。因此，在中国的外来移民治理上，可以积极打造中国与移民来源国、移民

来源地区的移民治理共同体。
基于中国与其他湄公河地区国家、多数非洲国家之间存在大量跨国移民的现状，同时，鉴于中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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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章雅荻：《国际移民问题全球治理的现状、困境与展望———以欧洲移民危机为例》，载 《国际关系研究》，２０１７ （１）。

陈翰咏：《李克强联合国承诺援助难民：这是责任和道义 的 担 当》，见 中 国 政 府 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６－
０９／２０／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１０９８５５．ｈｔｍ。

王新俊：《中国政府向非洲难民提供急需粮食援助》，见中华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ｎｅｗｓ１００／１１０３８９８９／２０１７０６０８／

３０６８３０１７＿ａｌｌ．ｈｔｍｌ。

乌元春：《缅甸战事 上万难民逃亡到中国》，见人民网，ｈｔｔｐ：／／ｗｏｒｌｄ．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２０１３／０１０４／ｃ１００２－２００８５００２．ｈｔｍｌ。

王佳璐：《缅甸难民涌入中缅边境 中国已收容近３０００人》，见观察者网，ｈｔｔｐ：／／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１１１３２７９７／

２０１６１１２２／３００４６４９０＿ａｌｌ．ｈｔｍｌ＃ｐａｇｅ＿２。

宋全成：《非法外国移民在中国的现状、症结与对策》，载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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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这些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发展较快的特点，中国可以积极打造与这些地区的 “移民治理共同

体”。例如，中国可以在打造 “湄澜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积极倡议与湄澜国家共建 “移民治理

共同体”“移民安全保护项目”，打击湄澜地区的跨国人口贩运和非法移民。中非合作论坛已经成为

中国与非洲国家合作的标志，因此，中国可以与非洲国家在中非合作论坛之下建立一个分支论坛

“中国—非洲移民治理论坛”，建立机制，促进非洲来华移民治理的法制化和正规化。此外，基于中

国与欧盟有过移民治理合作经历，欧盟曾支持由国际移民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中国政府、欧盟以

及诸多欧盟国家共同参与实施 “中国移民管理能力建设项目”，以促进中欧双方在国际移民管理领

域开展信息和技术交流，维护中国在欧洲的移民权益。① 中国可与欧盟进一步构建 “中国—欧盟移

民治理合作项目”。

３．构建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国际移民治理机制

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以来，跨国之间的人员往来越发密切，中国去往海外和海外进入中

国的国际移民数量明显增长，由此带来的双边移民治理问题逐渐显现。当前，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最突出的国际移民问题当属中国 的 海 外 劳 工 问 题。２０１３年 “一 带 一 路”倡 议 实 施 以 来，

中国海外劳工移民数量不断增加。２０１６年，我国在劳务合作方面向国外派出的各类劳务人员接近

５０万，其中通过工程承包项目被派出的人数为２３万、劳务合作项目派出近２７万。２０１６年年末在

国外的各类劳务人员总数为９６．９万人。② 因此，构建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劳工移民治

理机制具有现实意义。

构建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劳工移民治理机制，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劳务合作协

议的签署，通过建立双边和多边的劳务合作协议，来减小海外劳工移民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当前，

在 “一带一路”沿线的６０多个国家当中，与中国签订双边劳务合作协议的国家数量还不多。因此，

中国应该尽快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讨并签署劳务方面的合作框架协定，这对我国直接保护海

外劳工的权益，是一种有效的途径。③

随着全球合作的深入，跨国移民问题及其连锁效应将会进一步凸显。移民问题往往伴随国家间

的经济合作、政治往来、文化交流等活动出现。中国的 “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

扩大合作领域，将跨国移民治理问题提上 “一带一路”的议程当中，积极探讨和建立这一倡议背景

下的移民治理机制。

四、结论

全球移民治理困境迫切需要新的理论和机制创新，中国提出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以也

应该成为全球移民治理的重要指引，这既是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全球移民治理存在深厚的理

论关联，同时也因为全球移民治理需要中国智慧以及作为移民大国的中国的思考。“人类命运共同

体”从理论上思考人类的发展路径，全球移民治理在实践中探索人类的共存之道。以 “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指引下的全球移民治理，其主要内容应该是建设包容开放的正规移民流动体系、道义与

协商的难民接纳机制、平等合法的非法移民管控方法。

中国是移民大国，也是全球移民治理的主要力量之一。在全球层面，中国需要实践自己提出的

２９

①
②

③

尚毅：《国际劳工移民治理的路径、机制与模式》，载 《武大国际法评论》，２０１７ （３）。
《２０１６年我国 对 外 劳 务 合 作 业 务 简 明 统 计》，见 中 国 商 务 部 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ｔｏｎｇｊｉｚｉｌｉａｏ／ｄｇｚｚ／

２０１７０１／２０１７０１０２５０４４２５．ｓｈｔｍｌ。

王辉：《我国海外劳工权益立法保护与国际协调机制研究》，载 《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１６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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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一步深化参与现有国际移民治理机制的力度，为移民安全提供更多公

共产品，为移民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在国家层面，中国的国际移民治理政策应该服务于国家的社会

稳定、对外开放。既要合情合理合法管控外来非法移民，也要积极保护我们的海外华人移民，尤其

是在华人移民聚居的区域和今天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点地区，我们应该有保护移民安全和发

展的预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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