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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期以来，欧洲“难民潮”问题不断加

剧，不仅成为欧洲各国关注的焦点，而且成为世

界各主要国家关注的重要问题。“难民潮”下一

步将向何处去？是发展演变成一场地区性人道主

义危机，亦或成为点燃地区矛盾冲突的导火索，

还是会催生解决地区热点问题的全球治理机制变

革，各有关观察方，包括欧盟、美国、俄罗斯、

中东海湾国家等，都在密切关注事态走向。中国

虽然身处事态外围，但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正在充满抱负地走向世界

舞台中央，自然不能对此作“壁上观”，不仅应

当密切关注“难民潮”问题的进一步发展，在一

定的时机还应当有所作为，以彰显负责任大国的

国际形象。

欧洲“难民潮”问题的由来

在欧洲，来自中东、北非、南亚等战乱频

仍、经济不发达地区的移民潮一直以来就存在。

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对廉价劳动

力的大量需求吸引了原属欧洲殖民地的大批移

民。二战后，随着战后重建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

开启，欧洲再次成为移民争相涌入的热土。据不

完全统计，1940～1975年间，约有700～850万来

自殖民地的移民登陆欧洲，西欧各国还通过各种

优惠政策吸引工作移民。以德国为例，战后共引

进1400万名工作移民，其中1100万人期满后回

国，300万人留德定居。数量庞大的移民不仅为欧

洲战后重建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且也为

欧洲在一体化进程中注入了文化多样性元素。欧

洲不仅成为经济发展的典范，更成为政治多元、

文化包容的楷模，接收避难移民、为难民提供庇

护更是欧洲人道主义思想和人本主义价值观的集

中体现。

由此可见，近代以来向欧洲的移民潮一直

就未停止，即使短期内对欧洲的政治生态和社会

结构造成一定冲击，也未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难

题，何以这次竟演变成举世瞩目的难民危机？

实际上，此次所谓二战后最大的难民潮不是

一朝一夕所致。中东、北非地区常年动荡，伊拉

克、阿富汗等国难民已有相当规模。“阿拉伯之

春”后，中东地区不仅未步入民主发展的正轨，

反而叙利亚内战越打越持久，“伊斯兰国”又异

军突起，不断攻城略地，人民流离失所。大批难

民不断逃离叙利亚，通过土耳其、约旦、黎巴嫩

转道前往欧洲。近年来，难民总数不断攀升、非

法入境渠道日渐成熟等诸多因素交织，前往欧洲

的难民终于从“涓涓细流”发展成各国难以招架

的“潮水”，并进而酿成各式人间惨剧。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自2011年3月叙

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已有大约1100万叙民众被迫

逃离家园躲避战火，占总人口的50%左右，其中

约400万沦为难民。目前，土耳其接纳了190万叙

难民，但由于接收能力有限，只有25万难民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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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在政府建立的难民营内。伊拉克接收了25万难

民，但众所周知，伊拉克本身尚处在战乱之中，

并不适合接收难民。约旦和黎巴嫩也接收了100多

万叙难民。对难民来说，土、伊、约、黎由于条

件所限，并非长居之地，只能冒险通过地中海偷

渡前往难民政策宽松、安置条件优越的欧洲。欧

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近日称：“从今年年初开始，

大约50万人进入欧洲，大部分是为了逃离叙利亚

的战火。受影响最深的欧洲国家是希腊，接收了

21.3万难民；匈牙利接收了14.5万，意大利接收了

11.5万⋯⋯”联合国9月8日发布数据称，今明两

年至少有85万难民通过地中海前往欧洲，加上通

过陆路逃往欧洲的难民，这一数字估计将在百万

以上。从土耳其的博德鲁姆港到希腊科斯岛的海

路直线距离不到5公里，因此，众多叙利亚难民选

择从这里偷渡前往希腊从而进入欧洲，但就是这

不长的5公里却成为难民的死亡之路。这条海路上

的难民偷渡船频频出事，除了海上风暴、偷渡船

只质量堪忧、没有配备救生衣等因素外，甚至还

有偷渡者故意使偷渡船沉没，以博取希腊方面的

救援，借此登上欧洲大陆。据国际移民组织发布

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经有2600多名难民命

丧地中海，其中4月的一周里连续发生三起沉船事

故，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意大利总理伦齐称：

欧洲正在目睹“地中海上系统性的杀人”。9月2

日，一张叙利亚3岁小难民惨死沙滩的照片更成

为难民危机爆发以来“最令人揪心的画面”。联

合国和欧盟因而开始紧急行动起来，呼吁欧洲各

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协调救援步伐，扩大正规渠

道，尽快接纳安置难民。

然而，各国出于各自国内政策的需要，对难

民的救助安置却始终未能统一步调，一些国家在

如何接纳难民问题上更是相互推诿、不肯作为。

中东欧的匈牙利、捷克、波兰、斯洛伐克在难民

安置比例问题上坚持不肯作出让步；英国更愿意

资助土耳其、约旦等国接收难民而不愿自己接

收，在非接不可的情况下指明只要叙利亚难民；

美国面对国际压力，表示在2016财年将接收1万名

叙难民，但这一数目委实太少，与美国在这一地

区所承担的责任明显不相符；沙特等海湾国家愿

意出资为难民在欧洲建立清真寺，却拒绝接收难

民；德国应该说是在处理此次难民危机问题上表

现最为积极、反应最为迅捷的国家，也是难民最

希望前往的最终目的国，即便如此，德国仍然未

能对难民敞开迎接大门，9月14日，德国内政部长

德迈齐埃宣布恢复边界检查措施，暂停奥地利开

往德国的全部列车。在此背景下，欧盟主席容克

呼吁欧盟要在2016年初拿出一个更加完善的合法

叙利亚等国难民大批涌向欧

洲，引发欧洲国家的普遍担忧

和焦虑。  图/CFP



56 社会观察�|�SOCIAL��OUTLOOK

国际�|�WORLD

移民方案，开通合法移民通道，使难民有更多、

更安全的方式通往欧洲，更好地控制移民问题。

他还呼吁欧盟提出应对叙利亚和利比亚危机的外

交方案，加强同它们的合作，尽早结束那里的战

乱。为此，容克提议欧盟成员国出资18亿欧元帮

助北非国家管理边境，改善当地经济环境，从根

源上减少冒险赴欧的难民。欧洲议会议员同时呼

吁召开欧盟、联合国、美国和阿拉伯国家共同参

加的国际会议，一些欧洲国家、国际组织也计划

召开多层次紧急会议，尽快采取共同行动，终止

这场难民危机。

欧洲“难民潮”的下一步走向和长期影响

这一波“难民潮”究竟向何处去？是愈演愈

烈，成为一场地区人道主义危机，还是会迫使各

国统一步调，以一种新的全球危机治理机制来应

对？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基本上判断，“难民

潮”危机在短期内有望在各国共同努力下得到一

定程度控制，但从长期来看，恐怕会对欧洲的经

济复苏、文化冲突、社会结构、安全形势等造成

相当程度的冲击。

从危机的当前应对来说，暂时仍可以说处在

可控范围之内。目前进入欧洲的难民仅在50万上

下，到明年有可能突破100万，即使如此，正如

英国《卫报》分析指出的，如果难民人数达到100

万，也不过占欧洲总人口的0.135%，接纳这些难

民并不会消耗欧洲国家太多福利，至于“拖垮欧

洲国家的福利体系”就更不可能了。欧洲国家目

前的忧虑并不在于难民的接纳能力，而在于：一

是一体化进程中并未能消除的国家之间“与邻为

壑”的自我保护心态，在希腊债务危机中，德、

法的强硬逼债和希腊扬言退出欧盟的戏剧性表

演，就是这种心态的典型表现；二是“难民潮”

突然涌现，欧洲国家措手不及，特别是匈牙利、

保加利亚、马其顿等国本属弹丸小国，在汹涌而

来的难民潮前自然惊惶失措；三是对难民进入本

国后带来的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一系列问

题深感焦虑。由此可见，目前应对“难民潮”问

题的主要症结是在主观层面，并不存在难民政

策、救援资金、安置能力等客观困难。因此，只

要各国能够秉持欧洲人道主义精神，在联合国和

欧盟框架内统一行动，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所

谓“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在短时期内起

码有望遏制“难民潮”的进一步升级。更何况，

美国、加拿大、阿根廷等一些域外国家也愿意参

加到这一行动中来。对此，我们不妨抱相当的乐

观的态度。

不过，从长期看，“难民潮”所带来的一系

列经济、社会、文化、宗教、安全等问题却不容

忽视。应对不慎，有可能将单纯的难民问题升级

为经济危机、社会撕裂、宗教冲突等更严重的

问题。

首先，欧债危机仍未远去，欧盟脆弱的经济

可能不堪一根稻草之压。希腊、西班牙等国家仍

身陷主权债务泥淖，对这些国家来说，难民接纳

的相关费用已然不堪重负，继之而来的难民工作

安置、社会福利保障、难民子女教育等费用更是

一个无底洞。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等机构的统计，

今年以来进入希腊的难民人数几乎每月翻番，希

腊已经取代意大利成为难民登陆人数最多的国

家。这让深陷债务危机的希腊捉襟见肘、苦不堪

言。许多地方政府无力承担难民安置，大批难民

只能依靠当地民众和一些非政府组织提供的食

物、水和衣物等基本生活物资维持。据报道，刚

刚当选的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承认，难民问题超过

了希腊的解决能力，在希腊自身处于债务危机的

情况下，难民问题成了“危机中的危机”。可以

想像，希腊等国的债务问题一旦得不到好转，再

叠加上难民问题的沉重包袱，又将引爆新一轮欧

债危机。

其次，难民涌入所带来的宗教问题将很快呈

现出来。不仅是叙利亚，其他难民来源国如利比

亚、伊拉克、阿富汗等都是伊斯兰教国家，大量

的难民在欧洲安置生存下来，随之而来的必然是

伊斯兰教在欧洲的兴旺传播。近年来，欧洲随着

人口结构的变化，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伊斯兰化

倾向，如果再加上这波“难民潮”的冲击，大量

伊斯兰难民的持续涌入和高生育率，必然加速欧

洲人口结构变化和伊斯兰化进程，与欧洲传统的

基督教文明形成正面对撞。

第三，潜在的安全威胁不容小视。大量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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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入不可避免地会给欧洲国家的社会稳定和治安

形势造成冲击，更为严重的威胁是不排除一部分

恐怖主义势力借难民身份潜入欧洲，伺机发起恐

怖袭击。近期就有欧洲媒体报道，大约4000名伊

斯兰国极端组织成员已经借难民潮潜入欧洲，分

散在各国以合法难民身份开展活动。

第四，“难民潮”凸显了欧盟内部的分歧，

打乱了欧洲一体化进程。欧债危机本身已经暴露

出欧盟形式上统一与各成员国坚持经济主权之间

的矛盾，更揭示了欧洲一体化进程所掩盖的国家

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在“难民潮”背景下，大量

难民虽然通过希腊、马其顿、匈牙利等国进入欧

洲，但选择的最终目的国通常都是德、法、英等

经济发达、社会福利完善的西欧国家。各国因而

在难民分担比例、费用分摊标准等方面互相攻

击，进一步暴露出欧盟内部西欧与中东欧国家之

间的分歧，这将阻滞欧洲一体化进程向前发展。

欧洲“难民潮”的解决途径及对中国的启示

对这波“难民潮”，我们基本的判断是谨慎

乐观地认为有可能在各国的共同努力下，在短时

期内遏制“难民潮”的进一步蔓延扩大。要做到

这一点，有可能的途径是：

首先，在联合国框架内应当有更高层面的协

调行动。除联合国难民署依据常规的人道主义救

援机制展开行动外，还应当借助一些新兴的全球

危机治理机制，如通过G20，不仅欧美等西方国家

可以讨论协调行动，还可探讨中国等新兴国家提

供资金、物资、卫生防疫等方面的帮助，无疑将

有力地促使“难民潮”问题的早日解决。

其次，欧盟应当负有更强大的历史使命。

“难民潮”对欧盟的团结和欧洲一体化进程既是

冲击，同样亦是一场机遇。欧盟如果能够有力地

担起协调各国的任务，化解各国分歧，则将树立

起欧盟作为一个统一政治实体的形象，推动一

体化进程前行。为此，需要尽快说服一些中东欧

国家拆除陆上、海上阻挡难民的樊篱，畅通难民

合法进入欧洲的途径，防止难民惨死途中悲剧的

再次发生；弥合各国在难民分担比例上的对立冲

突；加紧在年底前出台面向全欧洲的难民庇护

“永久性”政策，以促使难民问题有一个长期的

解决方案。

第三，美、俄、沙特等当事国不能袖手旁

观，应当积极参与救援行动。在西方一些观察家

看来，美国也是此次“难民潮”问题的罪魁祸

首。正是美国在中东的搅局，才使得中东陷入无

休止的战乱，大量平民不得不背井离乡，逃离家

园成为难民。美国目前公布的方案仅在下一财年

承担1万名难民，这显然与其责任不相称，其他国

家应当加强舆论压力，迫其以更积极的态度加入

难民救援行动。俄罗斯在叙利亚内战问题上同样

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俄已坦承其向叙政府援

助武器和军事专家，近日还表示将加大军事介入

叙内战的力度。因而，俄空洞地指责难民危机根

源在西方于事无补，不如积极设法调停叙内战。

内战不息，难民不止，要从根源上解决难民危

机，只有尽快停止内战。一贯积极支持叙利亚反

对派的沙特等海湾国家在叙难民问题上，也躲躲

闪闪、搪塞推诿，迟迟不肯伸出援手，甚至提出

出资为难民在德国建立200座清真寺的荒唐“善

举”。当然，海湾国家也为自己在叙利亚问题上

的言行不一吃到苦头：沙特遭到来自“伊斯兰

国”的多次袭击，科威特也未能幸免。我们始终

认为，接纳和安置难民只是权宜之计，只有让叙

利亚恢复和平稳定才能最终消除难民问题，欧洲

“难民潮”方可退去。

最后，对中国来说，虽然“事不关己”，但

也不宜“高高挂起”。中国目前在国际上的地位

已经不允许我们只是埋头搞发展，而必须以一个

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承担应有的国际道义。即使从

自身的发展战略上来说，“一带一路”的终点是

欧洲，叙利亚、土耳其、伊拉克、约旦、黎巴嫩

等是“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我们如果不能在

如此重大的国际问题上作出与自身地位相适应的

贡献，又怎么能期望“一带一路”建设得到其他

国家的支持和配合？当然，在作出相应决策前，

国内有关部门应当审慎评估风险，加强与各有关

当事国的沟通，拿出我们自己可行的方案，主要

还是资金上的支持和帮助，还可以包括通过一些

工程项目给难民提供工作机会等。S

（作者单位：上海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美国经济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