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国来自邻国的劳工移民问题

许 红 艳

内容提要 � 20世纪 90年代以来,泰国经济的繁荣发展对周边国家的低技术劳工产

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使泰国成为大湄公河次区域内吸收来自邻国劳工移民最多的国家。

本文探讨泰国吸纳周边国家劳工移民的基本状况、周边国家的劳工前往泰国的原因及带

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探讨泰国的劳工移民政策和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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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90年代以来,大湄公河次区域地区经济的繁荣和不平衡发展,导致劳动力在区域内大

规模流动 � � � 从劳动力过剩、经济衰退的国家流动到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随着大湄公河次区域

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泰国迅速成为区域内吸收来自邻国� 劳工移民最多的国家。 �2009年泰国国
际移民报告 �指出,截至 2007年底,泰国吸纳缅甸、老挝、柬埔寨的劳工移民人数已达 193万人。�

联合国驻泰国协调人宋贵烨 ( Gw i- Yeop Son)指出,劳工移民约占泰国总劳动力的 6%。�

一、泰国来自邻国的劳工移民的概况

(一 )历史

泰国拥有大量劳工移民,这与泰国经济的发展水平远高于邻国密不可分。泰国在历史上曾吸

纳过外来移民,主要是为国王的军队补充兵员。 19世纪,泰国对外来移民的吸纳已具较大规模,其

中华人居多。根据 1909年曼谷人口普查数据,当时泰国的华人移民已有 16. 25万人。� 这一时期

外来移民主要是低技术劳工和贸易商人,其中低技术劳工主要从事基础设施的建设,如开凿运河、

修建铁路等。拉玛五世时期,国王颁布法令限制外来移民的人数,外来移民的人数逐渐从每年 1万

名减少到 200名。
�

20世纪 50年代以来,泰国的劳动力流动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20世纪 50� 70年代,泰国的劳动力大部分在农业部门就业,制造业部门只吸收了不到 10%的

劳动力。� 这个时期由于泰国制造业刚刚起步,就业需求不大,因此劳动力相对过剩的现象比较严

重。为解决国内劳动力过剩的问题,泰国政府还制定了一项主要针对中东地区的海外劳工计划。
�

因此,这一时期,因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引起的劳动力流动现象在大湄公河次区域还不存在,但也并

不是说该区域移民的流动情况在这一时期处于静止状态。周边国家的内战使大批难民涌向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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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70年代,作为大湄公河次区域内第一个难民接收国,泰国为来自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的难

民提供了援助。 1975� 1997年,有近 120万难民得到泰国的援助。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的统计,约

有 15万被迫迁徙的缅甸难民在泰、缅边境的难民营中寻求庇护。� 这一时期,移民主要是政治导

向型的。

20世纪 70� 80年代,泰国属于劳工移民输出国,国内劳工主要输往新加坡、中东、东亚等国家

和地区。自 20世纪 80年代中期,泰国逐渐由劳工输出国转变为劳工输入国。尤其是 80年代中期

到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的 10年间,其经济发展十分迅猛。 1988� 1995年,泰国的出口增长率达

28% ,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16%下降到不足 10% ,而制造业的比重却超过了 30%。� 与

经济高速发展相伴随的是劳工需求猛增,泰国迅速成为大湄公河次区域内吸收来自邻国劳工移民

最多的国家。截至 2007年底,泰国吸纳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 (缅甸、老挝、柬埔寨 )的劳工移民人

数已接近 200万人。�

(二 )现状

跨国移民可分为两种类型,即正规移民 ( R egularM igra tion)和非正规移民 ( Irregu larM igra tion )。

所谓正规移民,是指那些取得了合法证件、通过合法途径出国的移民;所谓非正规移民,指没有取得

合法证件而是通过非法途径出国的移民,也叫非法移民、无证件移民或偷渡者。� 泰国来自邻国的

劳工移民大多属于非正规移民。

1.从泰国外来劳工移民总数看,缅甸的劳工人数远远多于柬埔寨、老挝的劳工人数。 1996�

2006年,来自这三个国家的劳工登记人数表明,泰国 80%以上的低技术劳工来源于缅甸。� 2007

年 12月,泰国来自邻国的劳工总数是 53. 6人,其中来自缅甸的劳工占 91%,来自柬埔寨和老挝的

劳工各占 4. 5%。�

2.从总体上看,泰国来自邻国的劳工移民中男性略多于女性,但女性劳工的人数有不断增加的

趋势。女性劳工大多在海产品加工、家政服务、制造业等行业工作。从年龄方面看,童工的人数比

较多。泰国 2004年登记的劳工移民中, 15� 25岁的劳工占 56% ,低于 15岁的占总数的 15%。在

年龄低于 15岁的童工中,年龄在 12� 14岁之间的占 20% ,其余 80%的年龄均在 12岁以下。�

3.泰国来自邻国的劳工移民大多没有接受过中等教育,有的甚至没有任何教育背景。根据泰

国 2004年劳工移民的登记数据, 74. 1%的申请者所受的正规教育少于 8年。� 由于劳工移民受教

育水平低,所以通常只能从事 � 3D�,即肮脏的 ( d irty )、危险的 ( dangerous)以及不体面的 ( degrad ing)

工作,这些工作是本国劳动力所不愿意从事的。

4.受泰国经济结构的影响,来自邻国的劳工移民主要分布在以下几个地区:边境各府,渔业及

旅游业发达的沿海各府,大规模农业生产发达的南方各府和工业集中的曼谷及其周边地区。以泰

国 2007年登记的劳工移民为例,有 68%的外来劳工移民集中在曼谷及中部地区,南部地区的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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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占 23% ,经济不发达的东北部地区的劳工移民只占 1%。�

二、邻国劳工前往泰国的原因及影响

(一 )邻国劳工前往泰国的原因

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发展不平衡,是邻国劳工前往泰国的主要原因。此外,地

理位置、移民网络等因素也起了重要作用。

1.从泰国国内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 1)泰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吸引力。自 20世纪 70

年代开始,泰国经济持续增长。特别是 90年代上半期,泰国经济的年增长率达到了 8% ,制造业的

增长率更是达到了创记录的 20%。邻国的经济发展则远远落后于泰国。以 2008年为例,泰国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是柬埔寨和老挝的 2倍多,是缅甸的 7倍多。� 泰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较高的收

入水平对邻国劳工的涌入起了吸引的作用。 ( 2)泰国对低技术劳工的大量需求。随着经济的持续

增长,泰国对劳动力,尤其是对低技术水平劳工的需求迅速增加。 2006年,泰国发展研究组织曾指

出,从 2007年到 2012年,泰国共需要 30万名低技术劳工,而泰国本国劳动力只能满足 33%的需

求,泰国劳动力市场面临需求短缺。� 另一方面,邻国的经济发展并不足以吸纳国内的劳动人口,

长期以来面临着劳动力过剩的问题。 �泰国低技术工人的短缺,而次区域其他国家劳动力的大量

剩余,促使劳动力在此区域大量移动。�� ( 3)泰国与邻国在人口方面的差异。与邻国相比,泰国的

人口老龄化现象较为严重。柬埔寨、缅甸、老挝三国的人口出生率明显高于泰国,有较多的年轻人

口。 2007年, 20岁以下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柬埔寨是 60% ,老挝是 50% ,而泰国仅为 30%。�

( 4)泰国国内劳动力,特别是那些受过中等、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不愿意从事体力劳动,他们从农村

转向城市,从农业、矿业、建筑业转到工作条件更好、收入更高的部门就业,结果使农业、种植业、建

筑业、家庭服务业成为泰国最先出现劳动力短缺的行业。

2.邻国不仅有大量失业人口,还有很多贫困人口,这些失业人口和贫困人口希望通过移民来获

取较高工资以改善家庭生活。此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冲突也对劳工移民起了推动的作用,

以缅甸最为典型。

3.其他方面的原因: ( 1)地理因素。泰国同邻国有很长的边境线,其中泰、老边境线长达 1810

公里,泰、柬边境线长 800公里。� 劳工移民特别是非法劳工移民,很容易越过边境线进入泰国。

( 2)移民网络的作用。当地官员、雇主、私人劳工招募机构以及移民的亲戚朋友、中介人和经纪公

司已经形成了一个跨国移民网络,经营着合法和非法的移民业务。邻国劳工通过这些网络被送到

泰国的雇主那里。早先移居泰国的邻国劳工也会为后来的移民提供住所、信息等。

(二 )邻国劳工移民的影响

外来移民对输入国的经济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有一定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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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影响。合法的移民流动,能促进各国人才、技术和资金的优化配置,有益于社会发展、文化交流;

但非法的移民流动,容易产生贩卖人口、走私、贩毒等跨国犯罪问题,则会给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带来

严重损害。

1.在经济方面的影响。近半个世纪以来,劳工移民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竞相争夺的宝贵资

源,来自发展中国家人数众多的劳工移民以其勤劳、智慧为这些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世界银行

发布的 �2006年全球经济展望 �指出,移民可以使全球实际收入提高 0. 6% ,即 3560亿美元。� 具

体到泰国,研究表明劳工移民同宏观经济指数存在正相关关系。据统计, 1995年泰国有 75万名外

来劳工,占泰国全部劳动力的 2% ,对泰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 0. 5% ,也就是说, 1995年泰国

1680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中有 8. 39亿是由劳工移民创造的。� 随着外来劳工的增多, 2005年,

劳工移民对泰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已经提高到 1. 25%。
�

对输出国来说,劳工移民的经济影响力也是显而易见的。低技术劳工对母国的经济发展也做

出了贡献,既降低了母国的失业率,促进了资本投资和技术的转移,又增加了母国的外汇收入,减轻

了母国的贫困。� 劳工移民从泰国寄回母国的汇款也使其家庭和亲戚受惠。 �移民汇款是流入发
展中国家的第二大资金来源。估计全球 10%的人口在寄送或者接收汇款。�� 对于普遍缺乏资金

的柬、老、缅国而言,数额巨大、较为稳定的劳工移民汇款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2.在社会方面的影响。 ( 1)传染病问题。泰国来自邻国的劳工移民大多属于非法移民,他们

的生活条件差,容易得传染病。例如, 2004年在申请工作许可而进行例行体检的 81. 7万名劳工移

民中,有 5399人患有结核病, 3092人患有梅毒病。�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 1999年以来,泰国

70%的疟疾患者是来自缅甸的劳工移民。� ( 2)受教育问题。童工移民和劳工移民子女的受教育

问题是困扰泰国社会的一大难题,尽管 1992年泰国教育部通过一项决议,允许劳工移民的孩子在

泰国接受义务教育,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目前到泰国学校接受教育的劳工移民子女并不多。� ( 3)

劳工移民特别是女佣缺乏人权保障。在泰国的外来劳工移民中,女佣的人数大约在 1. 5万人到 2

万人之间。她们每天工作长达 12个小时,甚至 14个小时,通常没有周假,很多女佣甚至一个月只

能休假一天。 ( 4)人口拐卖问题。一项关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人口拐卖的报告显示,泰国大约

有 15. 7万名来自邻国的走私人口。� 实际人数要高于这一数字。据国际海事组织估计,大湄公河

次区域每年约有 20万 � 45万人被拐卖,其中大部分是女性和儿童。���

三、泰国的移民政策和管理措施

泰国涉及移民的法律主要有两部,即 1979年颁布的 �移民法 �和 1978年颁布的 �外籍人雇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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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移民法 �规定无签证或者违反移民法令而入境者皆为非法移民,泰国政府将予以遣返或者

是责以罚金后遣返; �外籍人雇佣法 �规定外国人在泰国工作须持有泰国政府颁发的工作许可证,

还对外来劳动力就业的领域进行了限制。 1979年泰国皇家法令规定了 39个不得使用外来劳动力

的领域,包括农业、纺织业、建筑业等。� 也就是说,依据泰国的法律,在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泰国

允许外籍专业技术人员入境,但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限制低技术外来劳工入境。

20世纪 90年代以来,随着泰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来自邻国的劳工移民人数不断增加。对低技

术劳工需求量的增加以及来自雇主的压力,迫使泰国政府依据 �移民法 �与 �外籍人雇佣法 �的特殊
条款来解决来自邻国的移民问题。 �移民法 �的第 17条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内务部可以授权外国

公民在泰境内居留,在遣返不正规外来劳工移民问题上有灵活权。 �外籍人雇佣法 �第 12条规定,

由内阁决定的某些经济领域可以暂时雇佣外来劳工,对外来低技术劳工实行阶段性登记管理。泰

国政府依据这两项特殊条款对国内不断增多的来自邻国的低技术劳工移民实行登记管理制度。劳

工移民可以到政府部门登记,泰国政府在他们等待被遣返的时间里,允许他们暂时在泰国工作。已

登记的劳工移民仍属于非法移民,在工作许可期满时仍要被遣返。

泰国对来自邻国的劳工移民的政策和管理措施,可以概括为建立在内阁决议基础上的劳工移

民合法身份登记管理制度。内阁决议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政策形式,是对 �移民法 �和 �外籍人雇佣

法 �的灵活补充。从 1992年起,泰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内阁决议,处理外来劳工移民问题,并在内

阁决议的指导下,实施了几轮劳工移民身份登记工作。例如, 1992年内阁决议允许泰、缅边境的 9

个府的雇主招募来自缅甸的低技术劳工,允许这 9个府的缅甸劳工进行登记; 1993年内阁决议允

许泰国沿海 22个府的渔业使用劳工移民。建立在内阁决议基础上的劳工移民合法身份登记管理

制度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 4个阶段: 1992� 1998年为第一阶段,其特征是有地区限制,但没有配额

限制; 1999� 2000年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在地区和配额上都有限制; 2001� 2003年为第三阶段,

这一阶段可称为大赦阶段; 2001� 2006年为第四阶段,这一阶段可称为第二个大赦阶段。每个阶

段的详情参见下页表。

建立在内阁决议基础上的劳工移民合法身份登记管理制度的宗旨是:对低技术劳工的雇佣是

暂时的,不需要在立法上做出改变。然而,事实证明这种宗旨是错误的。 1992年以来,尽管泰国政

府已经进行了好几轮劳工移民登记工作,但实际上未登记的劳工移民仍然大量存在。为了进一步

鼓励正规劳工移民,泰国政府 2008年颁布了新的 �外籍人雇佣法 �,新法律的颁布表明泰国政府首

次以立法形式来管理来自邻国的劳工移民。根据新法律,泰国成立了遣返劳工移民的专项基金,基

金的来源包括雇主义务缴纳与劳工移民的工资扣除。同时,新法律加大了对非法劳工移民和其雇

主的惩罚,引进了奖励制度,奖励报告和逮捕非法劳工移民的行为。�

此外,泰国政府还在国际、地区及双边层面加强了对劳工移民的管理。 ( 1)在国际层面上,泰

国签署了 14项国际劳工公约,这些公约为泰国保护其国内的外来劳工权益提供了指导和约束,但

由于实施不力及缺乏监督机制,目前泰国劳工移民的权益还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 ( 2 )在地区层

面上, 1999年,在国际移民组织的协助下,泰国政府在曼谷组织召开国际移民问题研讨会,有 19个

亚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 �关于不规则移民问题的曼谷宣言 �,宣言呼吁亚太

相关国家针对不规则移民问题制定全面、连贯、有效的政策,加强地区层面的合作。 2007年第 12

届东盟峰会在菲律宾召开,会议通过了 �保护和促进移民劳工权益宣言 �,泰国政府签署了这一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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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 3)在双边合作层面上,泰国政府通过与邻国签署双边备忘录的形式来加强对劳工移民的管

理。 2002年 10月,泰国政府率先同老挝政府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2003年又分别同柬埔寨和缅甸签

署了谅解备忘录。泰国同邻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指出了非法移民带来的问题,呼吁劳工移民的输

出国和输入国共同努力解决这一问题。

1992� 2005年泰国外来劳工移民的登记政策实施详情

年份 劳工国籍 就业府 (个 ) 就业领域 (个 ) 配额 (人 ) 滞留工作年限 注册人数

1992 缅甸 9个边界府 5 未指定 4 � � 706

1996 缅甸、老挝、柬埔寨 47 24 未指定 2 293654

1998 缅甸、老挝、柬埔寨 54 47 106684 1 90911

1999 缅甸、老挝、柬埔寨 37 18 106684 1 99974

2000 缅甸、老挝、柬埔寨 37 18 无限制 1 99656

2001 缅甸、老挝、柬埔寨 76 11 无限制 1 568249

2002 缅甸、老挝、柬埔寨 76 6 无限制 1 430074

2003 缅甸、老挝、柬埔寨 76 6 409339 1 288780

2004 缅甸、老挝、柬埔寨 76 6 无限制 1 1284920

2005 缅甸、老挝、柬埔寨 76
主要是低技术
劳工和家佣

814247 1 705293

� � 资料来源: Supang Chantavanich, Facto rs A ffec ting Thailand Imm igration Po licies dur ing 1992 - 2004, pap er

p resen ted at the 2007 Conf erence on � Interna tional M igration, Multi - L ocal L ivelihood s and Human Secur ity: Persp ectives
from Europ e, A sia and Afr ica�, at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theHagues, 29- 30 Augus t 2007, pp. 3- 4. 笔者对资料
进行了整理。

三、结 语

今后,随着大湄公河次区域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泰国对低技术工人的依赖将进一步增加。

泰国引入大量劳工移民,解决了国内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保证了各行业持续、稳定的发展,劳工移民

也为泰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由于泰国政府对劳工移民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

有效的管理体系,大批劳工移民的涌入带来了不少负面的影响。总体而言,泰国的发展离不开外来

劳工移民,但如何有序地引入劳工移民,并管理好劳工移民,保障他们的权益,充分发挥他们的作

用,是泰国政府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Abstract� S ince 1990s, the rapid econom ic grow th in Thailand has drawn low - sk illed

m igran tworkers from the neighbor ing countries. Thailand thus becom es the coun try w ith the

largest number ofm igrant workers from the neighbor ing countries in the G reaterM ekong Sub-

Region. A part from presenting the general situations of m igrant workers from the neighboring

coun tries, and the causes and im pacts o f theirm igra tion, the paper exam ines Thailand� s policy

on m igran tworkers and itsm anagem en.t

(许红艳,讲师,云南民族大学哲学与政治学学院,昆明, 6500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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