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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联动聚力促提质增效
共谱移民融入服务工作新篇章
□ 整理 / 袁洁    图 / 冶金虎  胡渝黔

联动聚力，共谋新篇。2024 年 11 月 28 日，由

国家移民管理局移民事务服务中心主办的“新时代移

民融入服务工作高质量发展”座谈交流活动在北京举

办。活动围绕“新时代移民融入服务工作的机遇、挑

战与创新”，及各层级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工作联动机

制建设等开展了座谈交流。来自国际人才交流、中外

语言合作交流、对外出版发行等涉外服务部门代表，

山东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

人民警察大学等高校专家学者，北京、天津、辽宁、

上海等地出入境管理局（总队）及部分城市移民事务

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齐聚一堂，共话移民融入工作

新发展。

活动期间，各单位代表从理论研究出发，从工作

实际着眼，紧扣提质增效目标，立足创新发展需求，

谈体会、提措施、各抒己见，积极踊跃为联动促进移

民融入服务工作优质化出谋划策。本刊摘要刊发与会

代表发言。

（一）专家学者思想碰撞

    1. 山东大学移民研究所教授 宋全成：

借鉴欧盟典型民族国家的移民管理成功经验，

对国际移民出入境、居留、就业、社会保障、社会融

入、难民、非法移民、调查与遣返、技术移民、投资

移民、永久居留、入籍等内容进行完整规制，探索制

定符合我国国情的移民法。借鉴欧盟“萨拉戈萨”指

标经验，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外国人社会融入指标体

系的相关社会融入政策或立法。借鉴发达国家移民工

作成功经验，建立选择性移民政策框架，尤其是将制

定具有较强吸引力与竞争力的中国技术移民政策法

规视为优先事项。强化在华外籍移民，尤其是技术移

民的社会融入。

2.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国福：

移民融合政策是移民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决

定性内容，其目的是降低移民面临的跨国适应困扰，

减少移民与当地居民的冲突，发挥移民在国家发展中

的独特和重要作用。移民能否顺利与移入国融合是衡

量移民融合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我国移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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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定需深入研究的问题包括：如何改善移民融合环

境、夯实移民融合基础；如何评价其他国家的移民融

合政策、回应世界眼中的中国移民融合政策；如何走

出不同、认同、相同、共同的纠结和缠绕，我国移民

融合政策适用何种指导思想、主要制度、政策模式；

如何防范移民融合中的风险。

3.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涉外警务学院教授 陆晶：

优化制度环境，是未来改革的重点。在移民融

入政策着力点上，应关注几个问题：一是凝聚共识，

构建适宜创新创业人才发展的人文环境。政府应为市

场主体，社会主体、人才沟通提供交流平台，使各行

为主体充分表达，增进相互理解，达成共识。二是出

台适宜的国际人才来华创业政策措施。要打造知识体

系及高科技创新创业平台，实现产业园区协同创新。

三是合理有效地加强来华留学生群体管理和服务。为

国际人才的引入、使用、留下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实现待遇留人，感情留人，事业留人。

4.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移民管理学院教授 梁秀波：

我国的国际移民融入制度建设要理清国际移民

融入目标及价值取向。充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

文化的关系，面对外国人、外国语言、外国文字的

流入，需警惕文化的改变、文化改变的不可逆性及部

分文化的快速蔓延性，需要有主动包容的价值取向，

但要避免被迫多元化。要清晰认识不同融入模式，重

视移民融入“量”与“质”的关系，设计融入模式时

应在我国社会发展需求的基础上来考量，要明确为外

国人提供什么形式的服务且融入服务要适度。要警惕

“被动指标化”，国外的移民融入政策评价指数往往

体现了特定的价值观，我们在设计自己的评价指标时

要防止盲从，避免落入指标陷阱。

（二）涉外机构经验交流

1. 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中心  林瑶：

国际人才交流中心通过建立完善的国际科技人

才服务工作体系，构建国际化的人才制度和科研环

境，形成有我国特色的、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培养和

引进制度。通过搭建国际人才交流平台，充分发挥外

国专家智慧，为我国科研发展建言献策，让外籍专家

感到被重视，自己声音能够被倾听，极大地调动外籍

专家留在中国、融入中国和建设中国的决心。

2. 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  王清华：

外国专家在国际传播事业中是重要力量，外文

局积极开拓外国专家招聘渠道，借助优势招聘平台和

资源，利用重大活动，发现并引进优秀的外籍人才。

有效发挥外籍专家优势特色及重要作用。不断创新外

籍人才工作举措，积极争取并充分利用各层次外籍人

才奖项，创新高层次专业人才使用方式，加大对外籍

人才的激励和托举制度。

3. 汉考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黄蕾：

促进来华生活、工作、旅居外籍人员学习中文，

是其融入中国社会的关键一环。为更好地服务考生和

教育机构，贯彻考教结合理念，汉考国际为国际考生

提供诊断分析报告服务，为教育机构提供定制化成绩

报告分析服务。通过提供中文教学资源，为外籍学习

者保驾护航。通过提供留学就业机会，促进语言文化

交流。通过编制面向在华外国人的中文教程，推动他

宋全成 刘国福 陆晶 梁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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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加深对中国文化和移民知识的理解。

4. 北京海外学人中心 司鹏搏：

北京海外学人中心通过实施中外工程与技术交

流项目，促进外籍人才引进。通过专业领域建网挂帅

的方式，聚焦国际前沿技术，引进外籍专家。通过实

施外籍人才商业医疗保险补助、健康管理评估等生活

服务措施，搭建外籍人才中国行活动、青年人才推介

会、创新创业大赛等平台，构建成效显著的外籍人才

融入服务体系，成功吸引尖端引领科学家、外籍院士、

海外青年创新人才来华发展。

    

（三）各地出入境管理部门共话发展

1. 移民事务服务高质量发展需推动建立部门协

同、上下贯通、内外联动的工作机制，以实现优质资

源共建共享、典型经验互学互鉴、务实合作共商共赢。

 （1）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郭睿君：

 移民事务服务应在国家层面形成相关部委的协

同机制及平台，以推动省市层面具体工作针对性、实

效性落地。市级层面，推动市政部门将移民融入工作

纳入城市国际化服务任务，牵动民政、司法、文旅有

关部门积极参与各级移民事务服务站点建设。

（2）浙江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  陈洪店：

与人才、外事、科技、教育、文旅、司法等部

门形成有机协调、高效协同的工作机制，推动构建党

委政府牵头、职能部门履职、社会广泛参与的移民服

务工作格局。持续构建线下线上融合、特色化、差异

化、立体便捷高效的移民事务服务体系。

（3）陕西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 白智慧：

移民事务服务工作范围广，责任大，需要多部

门综合开展、密切配合，建议加强与部委涉外服务部

门协同，联合开展移民融入服务工作。建议探索推出

部级移民事务服务工作方案，各省市区公安部门依此

争取当地党委或者政府支持，更好地开展各项工作。

（4）广东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  罗景潘：

各相关部门应形成共识，通力合作，在各自领

域开展不同特色的移民服务。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共

同参与的移民融入服务模式，引入第三方机构，加大

经费投入，增强移民服务专业性。

2. 移民事务服务专业化发展需加强顶层设计，

制定推出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建设指导规范，构建各层

级服务中心规范建设、职能明确、协调发展的移民服

务格局。

（1）重庆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任明洪：

尽早出台移民事务服务法规制度，为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移民融入工作指明方向、提供遵循。从国

家层面搭建外籍人员移民融入服务平台，建立部门间

会商研判、督导检查、服务保障机制，条块指导、分

级负责、协同配合，共同推进移民融入走深走实。

（2）江西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  熊涛：

出台具有指导性和操作性的规范，明确移民事

务服务中心职能定位。加强顶层设计，按照重要、缓

急程度，分步骤分批次与有关部委共同推动工作落地

见效，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探索政企合作有效

方式，指导地方创新推动工作。

（3）山东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  张肖如：

补充完善移民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出台移

林瑶 王清华 黄蕾 司鹏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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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务服务中心建设指导文件，对建设标准、具体功

能、实际效果进行分类规范，充分发挥好地方中心（站

点）功能，运用好多样服务资源。

3. 移民事务服务特色化发展需持续优化融入服

务形式，促进服务产品提质升级，加大对外宣传力度，

提升公众知晓度，提高服务对象适应度。

（1）天津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 耿锦星：

加强市区各级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建设，拓展多

样化、吸引力强、接受度高的外籍人员融入服务形式，

提高中心（站点）服务观念意识和专业水平，提高外

籍人员对社区事务的积极性及参与度。

（2）江苏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 李春华：

进一步发挥移民事务服务引才引智效能，重点

宣介国内安全稳定社会环境，提升外籍人员在华安全

感。服务中心建设与高科技、新业态紧密融合，进一

步优化升级服务品质。

（3）辽宁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 梁启民：

推动移民融入服务产品优化升级，打造专业化、

特色化、实用化的服务产品体系。加强外籍人员生活

适应性辅导，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健全投诉维权

机制，积极搭建国际移民与国内公众沟通平台，加大

中国文化传播力度，促进文化全方位社会融入。

（4）福建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  林燕春：

加大语言翻译类软件或便携式翻译机器开发项

目支持力度，推动 AI 同步同声翻译技术落地使用，

实现外籍人员在中国无障碍生活，助其深入了解中华

文化。

4. 移民事务服务务实性发展需加强基层服务中

心建设，提升基层服务队伍水平，充分调研在华外籍

人员便利化需求，多抓手解决移民融入堵点，建立多

元高效的问需响应服务机制。

（1）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林毅：

以“政府背景、公益服务”为宗旨，建立事业

编制的市级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参照市级标准筹建区

级中心，扩展融入服务辐射范围。强化服务队伍自身

教育培训，重点提升直面外籍人才岗位工作人员的主

场主责主业意识。

（2）武汉市移民事务服务中心  胡怡文：

广辟问题反馈渠道，设置重点区域、城市、企

业直联点，聘请企业高管和地方出入境负责人为直接

联络员，直接了解外籍人才第一手移民服务需求。通

过“12367”热线电话、各级移民管理机构官方公众号、

窗口问询等渠道建立常态化的意见建议收集机制。

（3）四川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 龙希：

打造数字化综合服务平台，用好政务服务热线，

实现跨部门协作配合，为外籍人士相关诉求提供反映

渠道。健全“首问 + 接力”工作机制，由移民管理

部门当好“首问”责任人，流转至其他部门做好接力

服务，确保诉求有接收、有跟进、有反馈，有回访，

直至闭环。

（4）成都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  廖华夏：

依托第三方机构，开展专业的融入服务需求调

研，避免不同部门反复上门，给外籍人员带来困扰。

推出更多适合不同类别外籍人员的优质服务产品，既

服务常住群体，也让短期停留外籍人员将中国好的宣

传产品带回去。

郭睿君 李春华张肖如 林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