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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移民语言问题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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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移民语言已成为当今公共卫生、公共政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重要分析要素，Web of Science 核心合

集中 1990 ～ 2022 年国际学术界对国际移民语言问题的研究数据表明，相关研究总体上呈现稳定增长趋势，研究

重镇在北美，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人类的迁移与语言的全球分布、移民语言与人类认知研究、移民语言与社会融

入、移民语言与健康、移民语言与工作和社会经济地位、移民语言与公共服务等六大领域。进一步分析可发现，

相关研究多以公平、平等为主要价值取向，以规范成熟的量化研究为主要方法，质性研究也较常见，思辨性研究

则较少。研究结果显示，各种类型的国际移民对移入国均具有积极的价值，而语言能力是移民十分重要的核心能

力之一。对此，中国学术界应予足够重视，积极探索，构建适应国内现实的理论框架，探讨合理的来华移民语言

政策，为进一步提升中国国际化城市的多语言环境建设水平和多语言服务能力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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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s of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on Immigration Language Research

Liang Dehui

Abstract In the past couple of decades, the fi eld of language policy studies has witnessed signifi cant development, particularly 
in the area of immigration languag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I aim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on immigration language policy from 1990 to 2022 using researches obtained from the Web of Science. The fi ndings reveal an 
overall stable growth in research on immigration language. Most of the important research institutes in this fi eld are primarily 
located in North America. The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six key areas: human migration and the global distribution of 
languages, the impact of immigrant languages on human cognition, the role of immigrant languages in social integrati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immigrant languages and health, the infl uence of immigrant languages on employment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migrant languages and public services. The researches demonstrate that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international immigrants bring valuable contributions to host countries, and language profi ciency is one of the key 
competencies that is crucial for immigrant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o give adequate attention 
to this aspect. Immigrant language research is primarily driven by the values of social justice, fairness, and equality. Regarding 
methodological issues, the predominant approach is based on standardized and mature quantitative instruments, although 
qualitative approaches are also quite common. However, discursive research grounded in theoretical frameworks is rather rare. 
At present, immigrant language has emerged as a crucial factor for analyzing public health, public policy, public services, and 
social management. Therefore, it is essential for Chinese researchers to actively engage i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deve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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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frameworks that are tailored to the domestic contexts. By doing so, scholars can contribute to the discussion of sound 
immigration policies in China, while also providing assistance in enhancing the multilingual environment and improving the 
capabilities of multilingual services in China’s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Keywords international immigration; international immigration language; language of immigrants to China

一、引　言

人类在地球表面的迁移伴随着人类的整个历史。人类的迁移有自然的原因，如气候和自然灾害

等，这一点跟其他动物大致相同；也有人为的原因，如战争、宗教或政治迫害，以及经济、教育等。

跨国迁移的人口被称为“国际移民”a，联合国的定义为“在非出生国生活超过 12个月的人口，不包括

观光旅行等短期流动人口”b。联合国数据表明，2019 年国际移民数量为 2.72 亿，占世界人口的 3.5%。

受新冠疫情影响，很多国际移民滞留在外不能返回自己的国家，同时因工作机会减少、学校关闭以及

各国出入境政策的变化，估计 2022 年的国际移民比 2020 和 2021 年减少了一半。c

尽管如此，国际移民数量仍然是亿级的天文数字，全球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处于移民浪潮之

中。2020 年，在中国大陆生活的国际移民为 104 万，而 2005 年约为 68.4 万，d15 年内增长了约 52%。

疫情之后，由于政治稳定、经济向好以及国际影响力增强，未来中国的国际移民数量有望进一步增

长。移民人群数量庞大，未来新形势必然对移民管理提出更高要求。人口因素对语言政策具有重要作

用（斯波斯基 2019 ；李嵬，孙德平 2019），因此我们对来华移民的语言问题 e 进行研究是必要的，这

也是国家治理对语言学界提出的新课题。

国内学术界对来华移民的语言研究，多来自国际中文教育界对来华留学生群体的研究，也有一些

针对国际移民社区语言生活的研究（俞玮奇，韩进拓 2021），而其他类型来华移民的语言研究甚少受

到关注。虽有学者呼吁重视来华移民的语言问题（王春辉 2016），但目前学界重视不够，发文量不大，

研究角度也不丰富，理论和实践研究都显不足，恐难帮助解决未来移民形势变化产生的现实问题。

移民语言研究是国际移民研究的一个分支。本文将聚焦国际学术界针对移民语言问题的研究，从

研究基本状况、六大研究领域等方面进行详细分析，以期对中国国际移民语言研究有所助益。

二、移民语言研究的基本状况

语言能力是移民作为劳动力的重要技能，影响着移民的劳动力价值；同时，语言影响到移民的社

会融入，也影响到移民的就医和健康。语言也是移民的文化符号，对输入国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管理也

a　严格意义上讲，“移民”的内涵除了人类跨境迁移之外，还应包括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区域的迁徙，如从中国北方迁

移到南方，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以及不同文化区域的迁徙，如少数民族迁移到汉族聚居区等。本文仅使用其“国际移民”的含

义。“来华移民”指从国外移民到中国的外国人。本文为了行文方便，将“移民”与“国际移民、来华移民”两个术语通用。

b　详细定义参见联合国 2022 年发布的 Handbook on Measur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rough Population Censuses（《国际移

民 人 口 统 计 指 南 》）， 第 8 ～ 9 页，https://unstats.un.org/unsd/demographic-social/Standards-and-Methods/fi les/Handbooks/international-
migration/2022-UNSD-Handbook-Meas-Intern-Migration-E.pdf。

c　数据来自联合国数据库，http://data.un.org。

d　同上。

e　本文所述“移民语言”的内涵，既包括移民所说的语言，也包括运用语言能力，还包括移民对语言的态度等较为广泛

的含义。



71

国际移民语言问题研究述评 梁德惠    专题研究二

提出了挑战。移民的语言问题虽然热度没有其他主题高，但却是一个别具特色的研究方向。

Web of Science 是国际公认的反映各学科研究水准的引文数据库。我们以 immigration 和 language 为

关键词进行检索，将检索范围限定为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检索时间为 2022 年 10 月 14 日，去除无

关文献，共获得有效文献 2918 篇。我们主要关注发文量趋势、作者国家和地区分布以及关键词，以期

揭示对于移民语言研究，时间发展线是怎样的，重镇在哪里，主要领域是什么，基本观点有哪些。

（一）移民语言研究的发展时间线

以 时 间 为 线 索 的 发 文 量 变 化 能 够 反 映 一 个 领 域 的 发 展 历 史。 图 1 显 示，1990 ～ 2022 年 30 多

年间，移民语言研究总体呈现出一个稳定增长的趋势。按发文数量可分为 3 个阶段：（1）起步期

（1990 ～ 2006 年），年发文量为个位数到 30 多篇；（2）稳定发展期（2007 ～ 2016 年），年发文量在

60 ～ 140 篇；（3）快速发展期（2017 年至今），年发文量在 228 ～ 315 篇，a 比上一阶段翻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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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发文量趋势图

分期依据的指标主要是发文量，发文量的增长不仅意味着此领域热度的增长，也意味着研究广度

和研究深度的进一步拓展。

（二）移民语言研究的重镇分布

数据显示，全球共有 84 个国家和地区对移民语言问题发表了研究成果，贡献较大的前 10 个国家

依次为美国、加拿大、英国、西班牙、德国、澳大利亚、以色列、意大利、巴西、荷兰（见表 1）。

美国发文量最大，远远超出其他国家，约为第 2 ～ 10 名发文量的总和。从开始年份看，美国最

早，始于 1992 年，以色列、加拿大、澳大利亚、西班牙、德国也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其他国家均为

本世纪初开始。

表 1　发文量前十国情况

名次名次 国家国家 发文量发文量 开始年份开始年份 名次名次 国家国家 发文量发文量 开始年份开始年份

1 美国 1241 1992 6 澳大利亚 152 1995
2 加拿大 285 1994 7 以色列 81 1993
3 英国 195 2000 8 意大利 71 2001
4 西班牙 195 1997 9 巴西 58 2001
5 德国 176 1998 10 荷兰 54 2002

a　本文数据检索时间为 2022 年 10 月 14 日，因此 2022 年的数据并非全年发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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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大规模数据统计，从发文量和开始年份两项指标看，美国和加拿大是国际移民语言相关研究

的中心。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伊利诺伊大学、华盛顿大学、纽约大学、麦吉尔大学、亚利桑那州立

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哥伦比亚大学和多伦多大学，这些国际移民语言

研究的重镇均在北美。

（三）移民语言研究的热点

国际学术界最早对移民问题展开研究的是英国地理学家雷文斯坦，他 1885 年的论文《移民法则》

（Law of migration）开创了移民研究的先河（Ravenstein 1885）。国际移民研究主要有全球化、汇款、跨

国主义、移民评估和高技能移民等几个热门主题（段卓廷，唐赫 2022）。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的人类

迁移，对移民输出国和输入国（主要是输入国）的影响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核心内容。与此相关的主

题，如移民政策、移民的社会融入、移民的健康问题、移民与社会管理、移民与经济发展、移民与人

口发展等都是国际移民研究的重要主题。

在国际移民研究中，与语言相关的研究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我们用“关键词”考察相关研究的热

点主题，将主要关键词按照其内涵进行再分类（见表 2）。

表 2　关键词分类

序号序号 类别类别 关键词关键词

1 国家和人群
移民，族裔群体，难民，寻求庇护者，性别，青少年，流出和流入，种族群体，华人，
亚裔，拉丁裔，穆斯林，西班牙裔，德国，加拿大，日本，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瑞士，
挪威，索马里

2 文化和价值观念

种族认同，民族认同，公民认同，民族自豪感，民族，同化，公民身份，归化（入
籍），接受，融合，种族，批评种族理论，种族归化，教育同化，跨文化公民，社会
比较，世代的身份，殖民化，（不）认同，社会生态模式，跨文化公民，权力关系，身
份，社会价值，语言正义，语言权利，偏见，跨文化交流，宗教，文化适应，文化敏
感性，多样性，多元文化，交叉

3
教育、语言、语
言研究、语言习
得、语言态度等

教育，祖语教育，高等教育，小学教育，学习策略，语言接触，方言，话语分析，第
二语言，英语学习者，家庭语言，其他语言，英语学习者，语言态度，语言意识，语
言人类学，话语分析，家庭语言政策，语言理念，英语语言测试，语言敏感性，语料
库分析，媒体分析，学术语言教学，机器学习

4 劳动力资源
职业，劳动力市场整合，叙述性职业咨询，人力资本，人力资源整合，职业再认证，
劳动力流动，数字 / 媒体素养

5
身心健康和医疗
服务

卫生服务评估，初级卫生保健，姑息治疗，生命关怀，语言障碍，注意力缺陷多动症，
心理健康，风险因素，拒绝治疗，集体心理治疗，产后护理，健康服务提供者，健康
差异，精神分裂症，精神病，医疗保健，健康知识，医疗保健模式，妇幼保健，儿童
行为问题，心理结果，出生顺序

6 政策 移民制度，移民政策，双语制，多语制

7 司法
移民法，司法判决，司法意见，犯罪，犯罪学理论，独裁主义，移民执法，律师和法
律制度，主权，警察

8 社会环境 邻里效应，父母和家庭，新型社区

从表 2 可以看出，移民语言研究文献所关涉的人群主要是移民（包括移民的输出和输入，以输入为

主）、难民以及寻求庇护者所构成的群体，既包括成年人也包括青少年；研究的内容涉及社会环境、

文化和价值观念、教育、政策、司法、身心健康和医疗服务以及劳动力资源等几个大类。可以说，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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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语言研究早已超越了语言和语言教育领域，移民语言成为公共卫生、公共政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

理的重要分析要素。

三、国际移民语言研究的六大领域

本文将被引次数作为学术影响力指标，被引次数越高，表明该文献学术影响力越大。我们对被引

次数超过 50 次（高影响力）的文献进行分析，发现关于移民语言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大领域。

（一）人类的迁移与语言的全球分布

语言与人类的迁移有着天然的联系，语言像基因一样，提供了关于人类历史的重要线索，特别

是关于人类迁移的线索。Gray & Atkinson（2003）在《自然》（Nature）上发表的研究显示，对 87 种语

言的矩阵与 2449 个词条的分析得出了印欧语最初分化的估计年代范围，即距今 7800 年至 9800 年之

间，验证了安纳托利亚理论，即印欧语是随着农耕文明的传播而扩散的。而针对亚洲人口的人类基因

研究表明，遗传血统与语言归属和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大多数人口显示出种族和语言群体内的亲缘关

系（The HUGO Pan-Asian SNP Consortium et al. 2009）。对马达加斯加人口的遗传学研究结论“跟语言学

的结论惊人的一致，即婆罗洲南部巴里托河周围的语言是马达加斯加语言现存的最近的亲属”（Hurles 

et al. 2005）。

语言人类学家采用计算生物学方法研究人类语言特征的多样化过程及与人群迁徙的关系，取得了

一些开创性成果。如“使用词汇数据和贝叶斯系统发育方法构建了一个 400 种语言的发展系统。语言

树将太平洋奥罗尼西亚人的起源定位在了大约 5230 年前的台湾”（Shapiro et al. 2011）。类似的，对加

拿大、埃塞俄比亚、菲律宾、美国、大洋洲等地的语言人类学研究同样也帮助我们构拟了人类早期的

迁移路线，语言和基因研究在构建人类史前迁移轨迹上具有无可置疑的价值。

语言人类学是典型的文理大交叉的新学科，综合运用遗传学、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以及大数

据技术进行研究。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李辉教授团队的有关研究具有相当大的国际影响力，他们先后

在《自然》、《科学》（Science）以及遗传学相关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近 250 篇，涉及人类生物学、历

史人类学、语言人类学以及法医人类学等领域，有关成果对东亚人的起源和迁移研究具有开拓性意

义。例如，该团队 2004 年在《自然》上发表的成果认为，针对中国人口的遗传研究表明，汉族语言

和文化是伴随着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而扩散的，符合“人口扩散模式”，而不是“文化扩散模式”（Wen 

et al. 2004）。团队还在 2015 年出版了研究 Y 染色体与东亚族群演化（李辉，金力 2015）的著作，2017

年又出版了研究中国西北及周边的语言和基因（Xu & Li 2017）的著作。

从史前文明到现代社会，人类从未停止迁移。越来越多的遗传学和语言学研究表明，历史上的人

类迁移造成了人类基因的流动以及语言和文化的扩散。语言随着移民的流动而扩散，语言也随着移民

的接触而发生变化；反过来，语言的状态和分布情况也与基因一起验证了人类迁移的历史。

（二）移民语言对人类认知研究的价值

移民行为对语言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不但造成了语言全球分布的变化，同时也造成了语言接

触，从而对词汇、语音、语法和语用等方面产生影响，这一点语言学界早有研究。移民行为对儿童语

言学习和对成人认知的影响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主题。

例如，针对母语为汉语普通话的美国青少年移民的追踪研究表明，“抵达美国的年龄（AoAr）部

分地预测了语言表现的差异，早到的人比晚到的人达到了更高的熟练度。然而，这种 AoAr 效应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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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的时间才能发生，而且只存在于考察 6 个要素中的 2 个。语言环境比抵达移民地的年龄对移民的

语言能力影响更为明显”（Jia & Fuse 2007）。针对成年移民美国的老年西班牙裔的研究也显示，他们

使用西班牙语回忆早期经历，使用英语回忆后来在美国发生的事，“根据不同的背景进行双语编码也

是移民语言稳定的特征”（Schrauf & Rubin 2000）。对侨居丹麦 30 年的波兰移民的语言研究也得出了与

此相似的结论，可能存在着“文化和语言特有的语义和概念存储机制，它支撑着对自我经历和世界知

识的记忆”（Larsen et al. 2002）。

印度的双语与痴呆症关系的研究也显示，痴呆症患者中双语患者发病时间比单语患者晚 4 ～ 5 年，

且双语因素是独立于教育、职业和性别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因素（Alladi et al. 2013）。该研究还显示，三

语并不比双语在痴呆症问题上具有优势。虽然该研究的病例并非国际移民，但双语对脑功能的价值对

移民语言研究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终生使用双语有助于提高认知储备，推迟

阿尔茨海默病症状的出现，这与双语者更有效地利用了大脑资源有关（Hämäläinen et al. 2017）。

对移民双语能力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人类大脑认知机制的认识。

（三）移民语言对社会融入的价值

在现有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多数研究都认为移民对其移入国主流语言的掌握情况，影响了其文化

认同和社会融入。一般来说，移民对其移入国家的语言掌握得越好，双文化认同就越容易实现，其社

会融入程度也就越高。

斯坦福大学研究团队 2018 年研发了测量移民融入程度的量表，量表共 6 个维度 a，语言是其中一

个独立的维度，英语的听说读写能力被用于测量移民融入美国社会的程度（Harder et al. 2018）。在该

量表中，关于移民的英语水平有 4 个题目，涉及听说读写 4 项技能——“我可以阅读并理解报纸上我

熟悉主题的简单文章的要点”“我可以把我的经历、感觉和事件写下来”“谈话时，我可以谈论熟悉的

话题并表达自己的观点”“我可以听广播或者电视节目并理解我熟悉的主题的要点”。有意思的是，在

该量表的简版中，只保留了说和读两项，可见在研究团队看来，说和读的能力是更为核心的影响要

素。在简版量表中保留最为核心的要素，才能使其仍然保持较好的效度。其他研究也表明，英语口语

是美国新移民文化适应压力的主要来源之一（Nwadiora & McAdoo 1996）。

国际移民有着双文化背景，在双文化认同过程中，语言能力也是重要因素。美国学者针对第一

代中国移民所做的双文化身份认同模型研究中，语言能力也被当作一个考察要素（Benet-Martínez & 

Haritatos 2005），个体差异、语言能力和双文化认同程度可以预测移民对新环境的适应情况（Chen et 

al. 2008）。

（四）移民语言与健康的关系

移民的语言能力影响了移民的文化适应和社会融入，那么移民的语言能力对身心健康是否造成影

响？移民的语言偏好b 被美国公共卫生专家作为研究移民精神疾病和药物滥用的风险因素之一（Ortega 

et al. 2000），其背后的逻辑是移民的语言偏好反映了移民的社会融入程度。

针对全美亚裔的研究显示，“亚裔男性的英语熟练程度与精神障碍有关。精通英语的亚裔男性与

不精通英语的男性相比，其终生和 12 个月的精神障碍发生率普遍较低”（Takeuchi et al. 2007）。另一项

a　这 6 个维度是心理融入、语言融入、经济融入、政治融入、社会融入和导航融入。本文作者注：该量表中的“导航融

入”指的是了解怎么做一些事，例如如何就医、遇到法律问题如何求助以及如何找工作。

b　语言偏好指的是说话者更喜欢使用哪一种语言。



75

国际移民语言问题研究述评 梁德惠    专题研究二

研究显示，在美国的华裔和韩裔老年移民中，英语语言能力和与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方面存在差异。

华裔和韩裔老人的健康状况比全国的标准要差，研究的 8 个健康衡量标准中有 6 项结果比较差，这与

他们的英语能力水平比较低有关（Mui et al. 2007）。有语言障碍的移民一般来说压力更大，特别是在

他们作为移民的初期压力更大。压力和语言障碍的综合影响导致这些移民的健康状况较差（Ding & 

Hargraves 2008）。

传统研究认为，第一代移民由于语言障碍而精神压力增大。但另一项针对美国拉美裔移民的研究

显示，移民的心理健康状况还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在美国出生长大、英语流利的第二代拉美裔移民

罹患精神疾病的可能性显著高于第一代移民，男女均如此。这是因为除了英语水平之外，还有其他因

素与心理健康状况有关。第一代移民英语水平低，导致药物使用失调的风险也低，因此总体上出现心

理问题的风险也随之降低。同时，第二代移民英语水平高，获得教育和收入的增加也可能会增加遭受

歧视和偏见的经历，这些都会增加精神困扰（Alegría et al. 2007）。

移民语言往往被公共卫生领域研究者当作移民的族裔特征和融入当地社会程度的替代指标。美国

公共卫生学者研究了说不同语言的移民群体与肥胖的关系（Sundquist & Winkleby 2000），与儿童哮喘

的关系（Brugge et al. 2007），与心血管疾病的关系（Sundquist & Winkleby 1999），与癌症发病率的关系

（Gany et al. 2006），与高血压的关系（Moran et al. 2007），等等。一系列的研究表明，在美国，社会经

济地位和英语能力在解释不同移民群体的健康差异方面具有突出作用（Akresh & Frank 2008）。在心理

压力方面，研究显示新移民的压力水平与有效的英语口语和就业状况显著相关（Nwadiora & McAdoo 

1996）。

（五）移民语言与工作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

美国学者认为，移民对美国的经济贡献是巨大的，最近几十年移民及其家庭的到来减缓了一些美

国城市的人口和经济衰退（Hirschman 2005）。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世界主要移民输入国也是基

于经济发展需要和人口状况引进国际移民的。移民的流入国语言水平影响到了移民的就业状况，这种

影响具体体现在工作机会的获得、劳动安全、工作场所内的种族歧视等，并最终影响到移民的社会经

济地位。

针对在美国的苏联家庭的研究表明，较低的英语水平往往意味着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他们更倾

向于居住在俄语社区内，将下一代当作他们与社会沟通的语言和文化中介，这也增加了儿童的心理压

力（Jones et al. 2012）。

将移民的语言与其工作相联系进行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语言技能要求较高的医疗行业，如医生和

护士，特别是对移民护士的研究比较多见。其他行业较为少见，如对出租车司机等服务型行业的移民

也偶有研究（Facey 2004）。荷兰学者针对来自欧盟成员国或候选国的护士的研究表明，尽管荷兰政府

提供了荷兰语培训，但是荷兰语仍然是这些护士找工作的主要障碍；找到工作后荷兰语仍然是他们工

作时最大的障碍，也是导致他们不愿意留在荷兰工作的主要原因（de Veer et al. 2004）。英国针对来自

印度次大陆国家的护士的研究也显示，“移民护士面临的语言问题不仅来自语言上的困难，而且还来

自使用当地和口语化的词汇、不同的口音以及沟通敏感问题时的困难”（Mahajan & Stark 2007）。芬兰

的研究也显示，语言障碍是导致移民护士离开的主要原因之一（Heponiemi et al. 2019）。对从印尼移民

日本的护士的研究也显示，明确的海外移民计划跟语言能力有关（Efendi et al. 2021）。澳大利亚的研

究还显示，来自非洲的黑人护士在澳大利亚的工作场所遭受的歧视经常是隐蔽的，有可能以英语口语水

平为理由行歧视之实（Mapedzahama et al. 2011）。除了目的国语言水平对移民就业情况的影响以外，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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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华裔学者还研究了移民美国的母语为汉语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发现伴随着声调辨别受损的患者 a 多

从事不需要语言交流的重体力劳动，具有更低的社会经济地位（Yang et al. 2012）。

（六）移民语言与公共服务的互动

移民语言与医疗服务也是一个受到公共服务领域关注的话题。移民、难民以及寻求庇护者所形成

的少数族裔，因为语言障碍导致的沟通壁垒和对当地医疗体系的不熟悉，都阻碍了他们在出现心理和

健康问题时获得有效的帮助。如战争创伤或拘留状态所致的心理疾病无法得到及时救治（Halcón et al. 

2004），罹患重病就医时医生与之沟通困难等（Smith et al. 2009）。

新冠疫情期间，美国的拉美裔特别是拉美移民 b 比非拉美裔的白人感染新冠的风险更高，感染后

也往往因为缺乏医疗保险而担心医疗费用，担心因为语言障碍无法与医护有效沟通，所以更少就医，

死亡风险更大（Cervantes et al. 2021）。加拿大华人普遍选择说汉语的医生作为自己的家庭医生，因此

对多语言多文化的社区，在医疗资源配置上应考虑服务提供者的族裔特征（Wang et al. 2008），社会应

该提供更加符合他们习俗的医疗服务（Papadopoulos et al. 2004）。美国的研究也认为，建立特定族裔的

医疗子系统可以帮助语言和文化上的少数群体获得医疗服务（Yang & Kagawa-Singer 2007）。

除了医疗服务外，语言问题还关涉对受虐待移民的救助和对一些特殊群体的关照。如针对美国讲

俄语的“邮购新娘”群体的研究显示，她们在遭受家庭暴力、经济限制或其他形式的虐待时，因为语

言障碍不能及时获得社会帮助（Crandall et al. 2005）。针对加拿大照顾残疾或老年家庭成员的家庭照护

者的研究也显示，因为语言障碍、远离祖国、缺乏文化敏感性等原因，家庭照护者面临的挑战更加复

杂。社会应该建立在语言和文化方面更加适宜的服务体系（Stewart et al. 2006）。

美国还研究了家里不说英语的青少年群体。研究显示在美国的所有种族的新移民青少年中，家里

使用的语言不是英语的孩子面临更大的社会心理风险（如与同学疏远或被欺负）和父母风险（如感觉

父母不能或者不愿帮助自己），但这种风险可以通过预防服务得以降低（Stella et al. 2003），因此在学

校对新移民儿童提供预防性的教育和服务是必要的。

此外，在移民教育、出入境和入籍政策、法律制订等方面，移民语言也占有一席之地，限于篇幅

本文不再列举。

四、讨　论

（一）国际移民语言问题的重要性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对于国际移民的研究显示，在补充劳动力资源、发展科技、促

进贸易以及建设多元文化等方面，各种类型的移民对移民流入国具有积极的价值。

从长远看，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进一步提升是不可逆转的趋势。相应地，中

国对国际移民的吸引力必将随之增强。但现代社会中，国际移民不是自由流动的，主要是政策的产

物，移民的跨国迁移受到严格的入境政策限制。因此，依据本国的人口状况、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需

要，制定符合本国利益的国际移民政策，是各国政府的重要任务。

a　因为汉语声调区别意义，声调受损的病人无法准确辨别声调，因此也无法准确区别不同词语的意义，造成了更大的沟

通障碍。

b　这里的拉美移民指第一代移民，包括合法的和无证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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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移民作为流入国的少数族裔，通常居于社会中较为边缘的地位，显而易见的原因之一就是语

言障碍。移民对流入国语言的掌握情况，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状况、心理和身体健康状况，进而又影响

到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文化认同和社会融入状况，这些因素反过来又对国家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无论从社会管理的角度，还是劳动力价值的角度，抑或是经济发展和多元

文化建设的角度，语言能力都是国际移民十分重要的核心能力之一，学术界有必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中国学术界此前对于国际中文教育的价值多是从语言教育和中国语言文化推广的视角去探讨，而

来华移民的汉语能力所附带的多重价值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应有关注。

（二）国际移民语言研究的基本特征

通过文献研究我们发现，国际学术界对移民语言的研究，呈现出跨学科的态势。移民语言通常被

作为族裔的替代指标，广泛用于社会学、心理学、公共卫生、公共管理等多学科研究。研究者往往以

“说 ×× 语”作为某一群体的代表性特征进行移民研究，而并非关注语言本身。这表明，移民语言对多

学科多领域具有指标价值，用来标记具有某种特征的特殊族裔。换言之，移民的语言是其族裔的核心

特征之一，语言保留意味着其族裔特征保留良好，语言转用则意味着其族裔特征丧失或部分丧失。

移民语言研究以公平、平等为主要价值取向。事实上，如前所述，开展移民语言研究的主要是美

国和欧洲一些移民流入国，移民大量流入这些国家，一方面补充了当地人口资源，总体上发挥积极的

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和语言的隔阂，也带来了治安、教育、健康、就业、社区融入等一系列社会

问题，客观上造成了不公平甚至不平等的状况。对移民群体的研究正是基于对这些现实社会问题的关

照，也是为追求更加公平、更加平等的社会正义。对移民语言问题的认识，总体上倾向于认为移民应

当提升其流入国主流语言的应用能力，提升社会融入和文化认同的水平，从而获得更加公平的工作机

会和更好的社会经济地位。

国际移民语言研究方法上以规范的量化研究为主，质性研究也较为常见，思辨性的研究较少。研

究方法规范成熟是保证研究质量的前提，总体上看，相关研究的方法是规范的、成熟的。此外，研究

方向和热点丰富多元，涉及多学科，从多维度、多角度开展，十分精细，显现出较为广阔的学术视

野。这对中国的移民语言研究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三）中国的移民语言研究展望

中国传统上并非移民输入大国，a 对移民的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在社会学领域，国内

学者侧重于研究移民现象的产生机制、影响因素、社会适应和社会融合等内容；基于人口学的视角，

则重点关注国际人口迁移中的人口流动规模、结构和趋势特征等。从空间地理学的角度看，主要关注

国际移民的空间分布特征。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开始关注国际移民在华管理、社会融入和健康福利等

微观层面的问题”（梁在，王楠 2021）。

国内学术界对移民语言的研究除针对来华留学生群体的有关研究外，多数领域较少涉足。从国际

学术界的研究结论看，移民语言是关涉劳动力价值、身心健康、社会融入等多领域的枢纽性因素，因

此对移民语言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也是语言学界理应承担的责任。

以服务国家治理需要为宗旨，需要构建适应中国国际移民现实的语言相关问题的理论研究框架，

用以指导和规划移民语言研究。

a　本节所述的“移民”内涵为在华外国居民，包括除了短期旅游以外的、居留时间超过 12 个月的所有类型的外国居民，

并非指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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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满足国家发展的人力需求为目的，需要探讨如何制订合理的来华移民语言政策和教育政策。如

对入籍、居留许可和不同类型签证提出不同的汉语水平要求，包括如何针对第一代移民进行汉语培训

规划，如何对第二代移民提供全方位的教育服务，如何对在华国际学校的汉语教育提供支持，等等。

以提高移民融入度为目标，需要对移民语言水平与移民群体的健康、心理、职业技能、经济状

况、文化认同等方面的关系进行综合立体的交叉学科研究，深入理解移民语言对移民劳动力价值的重

要性，以及移民群体需求的多样性。

以公平、和谐和人本为价值取向，需要全面调研不同移民群体的地理分布状况，摸清移民在生活

和工作中对城市多语言环境建设的需求，进一步提升中国国际化城市的多语言环境建设水平，切实提

高多语言服务能力。

对移民语言的研究将是以多学科交叉研究为主，综合运用多学科方法进行全方位探索，社会语言

学、人口语言学、语言人类学、城市地理学等学科都可在来华移民语言研究中发挥积极作用。

五、结　语

后疫情时代，在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的大背景下，中国政治经济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

同时，中国人口总量降低，老龄化趋势明显，人口资源恐怕不能完全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如何引入高

技术人才以助力科学研究，如何引入专业人才以促进经济和文化发展，如何引入劳工移民以弥补劳动

力短缺，等等，有可能成为未来 10 ～ 20 年中国必须面对的问题。语言学界有必要借鉴国外研究成果，

开展有关来华移民语言问题的前瞻性研究，并对来华移民的语言问题做出规划和政策建议。

国际移民问题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和前沿问题，语言对移民的关键性价值已被证实。中

国的来华移民语言相关研究也应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有必要组建学术团队，进一步开阔视野，借助

新技术深挖大数据，进行语言、教育与城市地理、人口学、公共管理等领域的多学科交叉研究，丰富

研究成果，践行公平理念，满足国家治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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