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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拉丁美洲的历史向来深深打上国际移

民的印迹。在过去的 500 年里 ,洲外移民

对这个洲的人口有重要影响。先是殖民者

来此定居 ,随后是贩运非

洲黑奴 ,最后是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欧洲人亚洲人

的迁入。

在过去 50 年里 ,拉丁

美洲已经从一个人口迁入

地区转变为人口迁出地

区 ,移民或是在本地区内

部迁移 ,或是迁往发达世

界 ,特别是美国。

本文是一份报告的概

要。该报告是根据乌拉圭

共和国大学社会科学部人

口项目与联合国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地区人口统计中心 (CELADE) 签

署的一项协议而起草的。这项工作的基础

是 CELADE 的拉丁美洲国际移民 ( IM I2
LA)研究计划所收集的统计资料。这一数

据库包含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出生人口

的信息 ,以及其他地区人口普查中的有关

信息。它始于 1960 年代 ,迄至 1990 年代 ,

目前包括四组人口普查资料。IM ILA 研

究计划开创了国际移民信息的收集和系统

化工作。

经济和社会背景

在大多数拉美国家 ,人

口趋势的变化始于 1930 年

代 ,具体时间自然国与国不

同。阿根廷和乌拉圭的出

生率和死亡率在 19 世纪末

已有显著的变化 ,而其他国

家的这种变化只是在 20 世

纪中叶才明显起来。拉丁

美洲人口的平均增长率在

1955 —1965 年间达到最高

水平 (每年高达 3 %) 。从

绝对值来说 , 其人口从

1950 年的 1165 亿增长至

1990 年的 4141 亿 ( United

Nations , ECLAC2CELADE , 1993 ) 。从那

以后人口增长率便逐渐减少 ,有些国家

———包括巴西 ———的出生率在短期内出现

了明显的下滑。

从 30 年代开始 ,主要由于核心国家的

危机 ,一些拉美国家的基于农业和出口的

经济模式转变为内向发展为主的模式 ,其

工业发展的首要目标也是国内市场。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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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新的推动力 ,拉美

各国的经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由于

工业比重的增加 ,一些国家 (阿根廷、巴西、

哥斯达黎加、智利、乌拉圭和墨西哥) 呈现

出经济的多样化。

大多数国家经历了持续经济增长。在

1950 —1978 年间 ,这个次大陆的经济平均

每年递增 515 % ,高于所有市场经济的工

业化 国 家 , 也 高 于 其 他 发 展 中 地 区
( ECLAC ,1980) 。

1950 —1978 年间 ,尽管这个地区的人

口增长率是世界上最高的 ,但其人均国民

生产总值 ( GDP) 仍然翻了一番。然而 ,比

起大多数工业化国家 ,其人均 GDP 的增长

还是较慢的 ①。拉丁美洲的收入分配不公

在国际上一直很突出 ,在此期间 ,它的经济

增长成果也同样明显地分配不公。

1950 —1978 年间整个地区的经济形

势总的说来比较有利。但各个国家的发展

势头并不相同。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在

工业化程度和人均收入方面本来处于领先

地位 ,但在那 30 年间却经济增长最慢。其

他国家 ,包括巴西、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和

委内瑞拉 ,转型虽属后来 ,增长率却居上。

进口替代型工业化经济模式的局限 ,

在 60 年代已开始显现 ,到它充分暴露已是

70 年代。经济危机逐渐困扰这个地区 ,但

也并非一律。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放慢

了 ,而另一些国家 (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

尔、多米尼加共和国、危地马拉和巴拉圭)

却达到历史的新高。

在 80 年代 ,“债务危机”广泛蔓延 ,导

致拉美多数国家的人均 GDP 下落 ,中产阶

级的生活水平降低 ,贫困和匮乏的程度加

剧②。收入分配从整体上说是很不公正

的 ,而此时在阿根廷和乌拉圭等国家则坏

到极点 ,这些国家在历史上本以高度的社

会同一而著称。

拉美国家在“失败的 10 年”间不得不

面对若干挫折。根据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

济委员会 ( ECLAC) 的说法 ,经济危机明显

表现为 :

　　　　这个地区的经济和社会指标同时而且

持续地衰落。这不仅仅表现为生产的萎缩

或增长率的急剧下滑。就业形势已愈来愈

坏 ,实际工资减少 ,通货膨胀居高不下而且

日益蔓延 ,涉外部门的问题更加尖锐。国家

财政系统面临种种危机 ,经济衰退 ,利率上

调 ,货币急剧贬值 ,财政屡屡告急 ,这些使宏

观经济形势不断恶化 ( ECLAC ,1996 ,11) 。

政府应对危机的是一揽子新的自由市

场政策。工业上放弃保护主义政策 ,减少

政府的作用 ,对国有公司实行私有化。

在此期间人口增长开始减缓 ,但是由

于在人口高峰期出生的年轻人进入了劳动

市场 ,而且愈来愈多的妇女走上工作岗位 ,

所以劳动力仍然以每年 313 %的速率持续

增加。事实上 ,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 ,妇女

占去了新增在职就业人口的 42 % ( PRE2
ALC ,1992) 。80 年代晚期的城市人口失

业率比 1980 年高 ,而在 1983 —1985 年间

失业率就已攀至最高点。

至于新增就业机会的质量 ,这 10 年可

用“非正规化”程度和服务行业的增加来描

述。个体经营、无酬家庭劳务、帮佣以及微

型企业这些方面的就业增长显著。这些合

计起来占了非农劳力总量的 53 % ,从前是

40 % , 10 年间增长了一倍 ( PREALC ,

1992) 。在这 10 年的后期 ,服务业占了城

市就业的 65 % ,而制造业则从 38 %降至

35 % ,农业的就业人口持续减少 ( PRE2
ALC ,1992) 。

从 80 年代开始实施新的地区一体化

战略以应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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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斯条约与中美洲共同市场之外 ,又新增

了 1991 年启动的南方共同市场 ,将阿根

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扩招进来 ,而美

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也于 1994 年签署了北

美自由贸易协定。

国际移民的动向

移民潮的数量和概貌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 ,迄至 1990 年 ,拉

丁美洲全部人口的 215 %迁移到美洲其他

国家 ,拉美移民占了全世界移民总量的

912 % ③。移民对人口的影响因地区而异 ,

而移民在地理上的集中则对一些国家造成

特殊的问题。

应该指出 ,国际移民对迁出国的人口

影响不大 ;这方面的数据虽不大容易做比

较 ,但国际迁出移民对人口造成的影响 ,其

幅度不同于 19 世纪的欧洲国家所经历

的 ④。不过 ,可以确定的是 ,从墨西哥进入

美国的移民是当前这个星球上最大的移民

运动 ,美国内部“拉美现象”的扩大已经成

为一个影响深远的政治问题。

拉丁美洲作为一个移民迁入地区的标

志已渐渐消逝。可以看到的是相反的移民

运动 ,在过去主要的移民输入国家如阿根

廷、委内瑞拉和巴西 ,其外来欧洲人和亚洲

人的总量正在减少。而来自其他拉美国家

移民的增加 ,也未能弥补前几十年欧洲和

亚洲移民的死亡或回流人数。

在以往的 50 年里 ,与移民有关、规模

空前且给经济和社会造成最大影响的事

情 ,莫过于人口的城市化了。从乡村到城

市以及各种不同形式的背井离乡 ,因为人

口的高增长率以及生产方式的改变 ,给城

市特别是主要城市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人口

增长。

这一过程不是在所有国家同时发生 ,

同样强烈 ,但它已成为整个地区的现象 ,并

使拉美国家的几个城市进入了世界最大城

市的行列。

迄至 60 年代 ,这一带的国际移民还仅

限于在相邻国家之间乡村至乡村或乡村至

城市的人口迁移 ,而且主要是季节性移民。

这类移民遍布全洲。国际移民的很大一部

分实可以看作国内移民延伸过了国境。

这样的移民运动由各种不同的因素引

起。政治边界大多于独立战争期间确定 ,

强行分割了具有共同身份的社区。各地有

着不同的人口密度 ,能用于生产的土地和

劳力也不一样。越过边境通常并非难事。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 ,南美的阿根廷

是欧洲移民的主要迁入国 ,对其毗邻国家

的移民也有很大吸引力。这些移民最初瞄

准的是边境地区 ,1950 年代则开始转向城

市 ,特别是布伊诺斯艾利斯 ,那里是工业发

展和服务业的中心。

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也是

传统的移民迁入国家 (委内瑞拉接收哥伦

比亚人 ,哥斯达黎加接收尼加拉瓜人 ,墨西

哥接收危地马拉人) 。数量最大的移民虽

在墨西哥与美国之间 ,但不妨视同拉美国

家之间的移民。

其他传统的移民多年来保持稳定或变

化不大。这些恒定的移民运动 (当人口普

查足够频繁以记录它们时) 从绝对意义上

说并不醒目。举例来说 ,多米尼加共和国

的海地人、巴拿马和厄瓜多尔的哥伦比亚

人 ,都属此类。

移民目的地的变化始于 60 年代。拉

丁美洲有愈来愈多的移民流向美国 ,加勒

比地区的移民则流向加拿大。进而 ,70 年

代的石油危机加重了拉美国家经济增长的

不平衡。产油国享受油价上涨的甜头 ,增

加投资 ,繁荣经济。但对于其他国家来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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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危机只是 80 年代危机的一个序曲。

委内瑞拉是石油生产国 ,经历了极大

的变化 ,实行了旨在吸引专业和技术人员

的政策。在 70 年代的大部分年头里 ,它实

现了充分就业 ,按资力所付的工资等于或

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 ,其通货的兑换率高

于美元。这些因素都意味着其迁入移民的

汇款和储蓄能在他们的迁出国得到实际的

增值。在 70 —80 年代 ,从其他拉美国家迁

入委内瑞拉的人口增加了两倍。而且 ,委

内瑞拉吸引了这个次大陆所有地区的移民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

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在 70 年代经历

政治和经济危机 ,致使形成军人独裁 ,移民

的数量显著增加 ,流向包括欧洲、澳大利

亚、美国和加拿大等不同的地方。也流向

其他拉美国家 ,主要是墨西哥、委内瑞拉和

哥斯达黎加。

一些中美洲国家都经历了乡村至乡村

的越境移民。哥斯达黎加是主要的移民迁

入国 ,这得益于它是那里发展最快的国家 ;

其社会福利指标明显高于该地区其他国

家 ,而且政治稳定 ,民主体制坚实。

自 70 年代中期 ,中美洲的动乱和暴力

使这个地区出现了大量的人口流动。我们

只大致掌握有关国内移民、国际移民以及

在该地区或美国寻求避难或定居的难民的

情况。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收集的信

息———据难民接收国提供的资料 ,这个地

区的移民数量在 90 年代初达到 11613 万。

接收国按难民数量依次为 :墨西哥、哥斯达

黎加、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据报道 ,1993

年难民流入的数量在多数国家特别是哥斯

达黎加已有下降 ,但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

仍保持不变 (Staton Russel ,1995) 。

拉美 和 加 勒 比 地 区 经 济 委 员 会
( ECLAC)认为 80 年代是发展上“失败的

10 年”。这 10 年影响了国际移民 ,在传统

的劳工迁入国 (阿根廷和委内瑞拉) ,来自

邻国的移民趋于平缓。而最引人注目的现

象是越来越多的人移居美国 ,其次是加拿

大。　　

表 1 包含了近几十年关于拉美移民动

向的信息。地区性移民在 60 年代大约占

了全部移民的 67 % ,而 90 年代初则占

31 %(包括墨西哥流向美国的移民) 。

拉美进入美国的移民 ,从 60 年代人口

普查的约 100 万跃升至 90 年代近 850 万。

其增长率在 1970 —1980 年间较高 ,不过

1960 —1990 年美国人口普查反映出各拉

丁人社群的增长速度有显著不同。

从增长率上说 ,拉美移民的总量在

1970 —1980 年间达至高峰 ,此后便有所下

降。进入美国的移民大体显示了相近的趋

势。然而 ,平均数下却掩藏了一些独特的

形势。来自加勒比国家的移民在 1960 —

1970 年间达到顶点 ,这是由于当时在古

巴、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及说英语的加勒比

国家形成了流向美国的移民潮。来自墨西

哥的移民在 1970 —1980 年间达到高点 ,而

几个中美洲国家 ———如危地马拉和尼加拉

瓜———在 1980 —1990 年间还保持较高的

移民增长率。萨尔瓦多 90 年代的移民增

长率与 80 年代相同。

虽然进入加拿大的移民在近 30 年间

有显著增加 ,但与其他国相比 ,其数量仍少

得多。加拿大的移民主要来自说英语的加

勒比国家 ,特别是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

哥、圭亚那。加拿大与这些国家签署了雇

佣临时工的特别协议。其次是海地向加拿

大的移民为最多。以前海地的流亡者通常

去魁北克 ,最初的居住点慢慢发展为社

区。　　

关于在这一时期出现的移民现象 ,我

们还可指出以下几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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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巴拉圭的入境移民增加 ,主要是因为阿

尔托巴拉那边境地区农民和农工的迁

移。始 于 70 年 代 巴 西 圭 亚 那 人
(Braziguayans)的迁移是件大事 ,对该地

区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和地缘政治影响。

巴拉圭 90 年代的人口普查中即含有 10

万以上的巴西人 ⑤。

21 在那些多少仍对移民开放的国家 ,秘鲁

的迁出人数有所增加。据人口普查资

料 ,在委内瑞拉、阿根廷、巴西和智利 ,

前一时期增长最快的族群是秘鲁人。

他们在美国的人数也在增长。

31 从 80 年代开始 ,巴西明显成为一个移

民输出国。除了上述进入巴拉圭的越

境移民外 ,流向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移民

也在增加。葡萄牙和日本是最初向巴

西移民的国家 ,近来两国开始大量接收

这些移民的后裔 ,让他们回归其祖先的

国度。

41 另外 ,前移民后裔的“回归”话题已在阿

根廷、乌拉圭和智利出现。同样的事情

也会落在最初移居秘鲁的日本人身上。

这项研究仅限于拉美国家之间和流向

美国、加拿大的移民 ,而迁往发达世界其他

地区的人口也在增加。巴西、阿根廷和乌

拉圭曾形成流向欧洲的移民潮 ⑥,较近时

期其他拉美国家 ,主要是哥伦比亚、秘鲁和

多米尼加共和国 ,也在发生同样的事情。

澳大利亚接收了来自阿根廷、智利和乌拉

圭的移民 ,近期还接收了来自中美洲国家

特别是萨尔瓦多的移民。如前所述 ,日本

移民的后裔也从巴西和秘鲁返还其故国。

拉美移民的受教育程度和就业状况

　　拉美移民的教育背景和就业状况依他

们出走时的条件和环境而不同 ,但通常更

取决于接收国劳动市场的需求。距离构成

了一个选择条件 ,因为距离远就增加了迁

移的代价和风险。而迁移的原因亦勾画了

迁移者的景况。难民和从政治压迫下出逃

的人 ,其背景要比迁移的劳工复杂。

据 1980 年和 1990 年的阿根廷人口普

查资料 ,外来移民要比本国总人口的受教

育程度低一截。只有乌拉圭移民是个例

外 ,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很接近于阿根廷的

平均水平。在以往的 10 年里 ,拉美移民的

状况大多近似 ,但其中也有少量的专家和

技术人员。超出常规的是秘鲁人 ,据统计 ,

他们的移民量在近些年有所增加 ,而其受

教育程度高出平均水平。秘鲁移民中有一

大部分是专家和技术人员。

委内瑞拉实行了旨在吸引技术人才资

源的政策 ,对来自哥伦比亚和多米尼加共

和国的越境移民 (二者教育上均低于平均

水平)和对教育水平较高的南部拉丁美洲

和秘鲁的移民 ,明显不同。在 70 年代 ,委

内瑞拉由于它的吸引技术移民和高薪政

策 ,成为这个地区引入外国专家和技术人

员最多的国家。移民的职业背景在近 10

年一直没有变化 ,但随着危机的爆发 ,其外

来移民在数量上趋于平缓。

美国的一些拉美移民群比当地人受的

教育要多。这也意味着比他们本国的平均

水平要高。无论如何 ,在国与国、地区与地

区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异。中美洲和墨西

哥的移民 ,流入邻近或接壤的国家 ,他们的

受教育程度低于接收国的平均水平 ,而且

也大都低于他们本国的平均水平。然而 ,

其他国家 ———委内瑞拉、巴拿马、智利、玻

利维亚、秘鲁和阿根廷的移民 ,其受教育程

度要高过本国和目的国的平均水平。

总的说来 ,来自南美洲国家和说英语

的加勒比国家的移民 ,其平均教育水平较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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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 1 月 ,海地太子港机场 ,一个管弦乐队在为排队的旅客表演。Billard 摄影/ UNHCR 供稿。

　　流向美国的大量移民 ,有许多是高技

术人员 ,这说明移民的背景正日渐多样化。

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有研究生学历 (硕士、

博士等) 。虽然我们缺少比较数据 ,但许多

有博士头衔的拉美人生活在美国和各自的

祖国 ,很可能是事实。

从就业状况的角度看 ,移民背景表明

劳动市场的变化也影响着各类移民的比

例。

根据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数据 ,当时

产业工人的迁移是一广泛的现象。就地区

性移民 ———特别是流向阿根廷和委内瑞拉

城市 ———以及流向美国的移民而言 ,产业

工人占了当时总就业人口的很大一部分。

同样 ,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外迁也是拉美移

民的一个重要方面 ,由于这部分人的战略

性质 ,政治家和学术界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由于 80 年代危机的蔓延 ,地区性移民

失去了势头 ,改变了状态。移民中从事个

体经营和在服务、商业部门就职的多了。

移民在劳动市场中趋于两极分化 :一方面 ,

高层次的移民谋到了专家、技术人员和经

理的位置。另一方面 ,缺少技能的移民大

多在最少专业化的部门从事个体服务和体

力劳动。

最近的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其他国家也

有不少拉美专业移民。这可能标示了这个

洲的专业和技术劳动市场地区化的程度。

需要其员工往来各国之间的跨国公司越来

越多 ,此外还有国际组织 ,还有地区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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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机构等等。

这说明本地区日增的专业人员流动。

不过美国接收了最多的移民 ,而墨西哥移

民构成了迁入美国的专业人员的大头。在

14 个技术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中 ,美国竟占

了 13 个。

据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人口普查 ,拉

丁美洲内部的技术移民 ,其中一大部分是

居住在委内瑞拉的哥伦比亚人。其次是居

住在阿根廷的乌拉圭人。

在技术移民的主要输出国中 ,有些国

家 ,如玻利维亚 ,其专业和技术人员在本国

工作人口中占的比例并不高 ,而另一些国

家则比较高 ,例如阿根廷。这说明 ,人才过

剩并不必然造成专业技术人员的外流 ,具

体原因要看各国的具体情况。接收国所提

供的机会是主要的原因。

图 1 标出了专业人员所占拉美各国工

作人口的百分比 ,以及美国的人口普查资

料中来自拉美各国的移民的类似数据 ⑦。

如图所示 ,来自中美洲 ———墨西哥和多米

尼加等国的移民 ,在技能方面显示出“负选

择性”。所谓“负选择性”是指 ,迁入美国的

移民中专业和技术人员所占工作人口的比

例 ,要低于在本国的比例。另一方面 ,居住

在美国的委内瑞拉、智利、巴拿马、牙买加、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玻利维亚、圭亚那和巴

拉圭的移民 ,则显示出“正选择性”。图 1

只收入了可用于做此比较的数据 ,从中我

们无法得出任何关于移民成因的结论。要

想比泛泛之论更进一步 (如把工资差距作

为原因) ,就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从拉美的经历可得出什么一般
性结论 ?

　　一些作者 ( Hatton and Williamson ,

1994 ; Massey ,1998 ; Thomas ,1941 ,1961)

试图从 19 世纪跨大西洋移民着手 ,找出解

释这一现象背后的趋势 ,并预测未来的国

际移民。拉丁美洲在过去的 50 年里已经

从移民输入变为移民输出的大陆 ,这件事

激励着人们去认识这一现象 ,从中得出一

般性的结论。

人口增长及其对国家资源、可用土地、

服务和就业造成的压力 ,已被认为是造成

国际移民的决定性因素。只要对这种现象

稍事一瞥 ,就可认为是人口的高速增长触

发了常常跨越了国境的人口迁移。但事实

上 ,一些国家是在特定情况下出现了大规

模的国际移民 ,而其他国家却没有。这就

对一般性假设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人口增长

从大而化之的意义上说 ,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地区在人口快速增长之后 ,会有移

民的增加。

1955 —1965 年间是人口增长最快的

年代 ,10 年过后 ,也就是那一拨出生儿长

大可以进入劳动市场的时候 ,移民就显著

增加了。然而 ,在这方面国与国之间有着

很大的差异。委内瑞拉曾经是一个主要的

移民输入国 ,那时它的总人口及其工作年

龄的人口都在快速增长。乌拉圭一直是一

个主要的移民输出国 ,而其人口却是那个

地区增长最慢的。

如果我们把移民对其本国人口的影响

作为一个尺度 ,那么将那些国家排一个队 ,

我们就会看到其他方面的情况。从根本上

说 ,倒是 (人口和地理意义上的) 小国会大

比例地流失其人口。这话不适用于墨西

哥 ,它在人口和领土上是最大的国家之一 ,

可却流失了其全部人口的 5 % (图 2) 。这

就证实了兹洛特尼克 ( Zlotnik ,1997) 研究

国际移民动向所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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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出生的专业人员在美国和其本国所占工作年龄人口的百分比 ,1990

年概略统计。

经济增长

拉丁美洲的经济优劣不一。在 50 年

代和 60 年代 (许多情况下还包括 70 年

代) ,这一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实际上比发达

国家同期的增长率要高。工业保护主义和

鼓励进口替代的措施 ,促进了工业的发展

及其劳动力水平的提高。在工业发展速度

最快的国家 ,有的输出移民 ,有的输入移

民 ,工业发展与移民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

但在工业和服务业集中的那些经济发

展地区 ,其人口有很快的增长 (如圣保罗和

布伊诺斯艾利斯) ,则是显而易见的。另

外 ,在墨西哥 ,从乡村出走的大部分国内移

民都集中到了墨西哥城 ;同时期 ,哥伦比亚

扩张的城市人口则移居到了委内瑞拉。

简言之 ,与都市化和工业发展相伴随

的人口增长 ,引发了人口流动。在拉丁美

洲 ,移民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和去向。不同

周边邻近地区的吸引力 ,引发了不同的移

民运动 ,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移民。

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 ,拉美各国都相

继改变了保护本国工业发展和进口替代的

政策 ,代之以自由市场政策。后者断送了

许多地方的传统工业 ,随着政府作用的减

少 ,也导致了失业的增加和福利支出的削

减。结果自然是多数人群的生活水平降低

了。

由于就业危机 ,出现了千千万万的个

体经营 ,其范围从高技能到手工粗活。这

有助于人口的流动 ,因为活命的一种战略

就是依交往和接收信息所提供的机会而延

展地理空间。

发达国家 ,特别是美国 ,采取的一种投

资策略是把生产 (尤其是组装线)转移到移

民迁出国家。这样 ,资本就流入有大量廉

价劳动力的地区 ,省却了接收移民需付的

社会代价。这种做法始于 60 年代中期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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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外迁移民占本国总人口的百分比 ,1990 年。

时美国决定中止引进墨西哥工人的计划 ,

也禁止从墨西哥和加勒比地区雇佣临时

工。

没有迹象表明这种策略真能鼓励工人

们留在本国。正相反 ,在这种工业得到最

大发展的那些国家 (墨西哥、哥伦比亚和多

米尼加共和国) ,流入美国的移民却显著增

加了。

萨斯凯·萨森 ( Saskia Sassen ,1988) 和

利姆·莱恩·利姆 (Lim Lean Lim ,1993) 都

坚持认为 ,这类经济整合措施是催促而不

是劝解移民流动。实质上 ,这种社会 —经

济发展模式对于当地社会具有破坏性 ,它

造成国内从乡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 ,继之

造成国际移民。相互依存造就了国与国之

间的关系体系。这种关系不仅涉及经济 ,

也关乎政治、社会和文化。这说明国际移

民运动并非收入或经济差距所能完全解

释。

更多妇女从事组装线上的劳动 ,造成

了男女状况的不平衡 ,致使男性移民增加。

进而 ———据萨森所说 ———在短期内雇佣年

轻女工 ,然后又解雇她们 ,这也造成了大量

的有打工经历的妇女失业 ,从而成为潜在

的移民。

除了以上一般情况外 ,我们还必须强

调 ,向发达国家的移民是在那里需求劳工

的背景下形成的。尽管工业化国家有着高

失业率 ,但其工作人口的老化和技术的变

革仍在一些特殊岗位造成了瓶颈。劳动力

市场的分化巩固了移民在一些特殊行业

———运行“三等”或“低等”生产体制的服务

业和工业 ———的实际主角位置 ,这些行业

的存亡全看它们能否得到劳力。

暴力驱逐

在拉丁美洲 ,暴力无疑是驱迫移民离

国出走的一个主要现象。社会暴力以及政

治变更和独裁统治造成的暴力也许是形成

移民运动的主要原因之一。墨西哥和说英

语的加勒比地区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暴力
(至少在 20 世纪下半叶是如此) ,这也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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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劳工迁移的原因不可同一而论。

多数情况下 ,一个初始事件的发生 ,触

发了暴力的驱逐。流亡 ,然后形成网络和

链条 ,导致移民的增加。在 60 年代 ,海地

人、古巴人和多米尼加人投奔美国 ,巴拉圭

人和玻利维亚人投奔阿根廷。在 70 年代 ,

南美洲国家 (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 的独

裁统治 ,伴随着经济危机 ,触发了地区内以

及向欧洲、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的移民

运动。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是中美洲的

危机时期 ,有 100 万人背井离乡。显然 ,经

济危机不能与政治暴力截然分开。若要划

分哪些移民是暴力的牺牲品 ,哪些是经济

困苦的牺牲品 ,绝非易事 ,因为二者通常是

相互关联的。

美国的霸权

数十年来 ,许多作者都已强调了人口

迁移的系统性。在驱逐和吸引两种因素之

上 ,还应看到民族 —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

国际舞台上盛行的霸权 ( Kritz et al. ,

1992) 。

美国对拉丁美洲的外交政策 ,一直与

两个地区之间的移民潮相关联。美国的霸

权对于拉丁美洲的移民 ,以及经济、社会和

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 ,有着强大的影响。

　　　　整个 20 世纪 ,美国一直是拉丁美洲的

首要出口市场及其进口货源地 ( ⋯⋯) 。美

国占的市场份额与距离的远近或呈反比 (即

加勒比地区高份额而拉美南锥体低份额) ,

但它对整个拉丁美洲的支配地位则是确定

无疑的 (Bulmer Thomas ,1998 ,243) 。

事情当然不止于外贸 ,这个地区对于

美国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

于是就有直接的军事干预 ,于是就要对该

地区的政府决策不停地施加干涉。

对拉美国家移民潮的任何一种分析 ,

都必须首先着眼每个国家每个时代的具体

情况 (差异确实不小) ,同时还要考虑共同

的大背景。对于拉丁美洲的大部分人口来

说 ,美国已经成为引力的中心。在个人发

展方面 ,即文化、复杂的价值观以及传达这

些价值的复杂的机制方面 ,它已然是一块

强大的磁石。这样的一般性印象固然难以

落实为对个体迁移的一套确切解释 ,但它

对于我们理解移民问题是很有意义的。

近来的全球化进程迅速统一了人们的

梦想 ,发达国家的特殊生活方式和消费模

式在全世界大为流行。虽然各种文化和民

族认同的复兴对此不无抵挡 ,但大部分人

还是愈发希望能像发达世界那样生活。

“美国式”的生活方式浸透了拉美社会。梦

想发达而真实生活又没提供这样的机会 ,

便会产生移民的倾向。对好多人来说 ,移

民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了。

未来乃未定之天

未来的前景如何 ,现在还难以想象 ,因

为新千年在未定中降临。全球化能消除多

少不平等 ,起码让人怀疑。

从人口统计的角度看 ,所有国家都面

临人口增长率的下降 ,尽管步调并不一致。

然而 ,在以后的几十年里 ,人口潜力仍将对

劳动市场构成压力 ,阻碍新一代人的进入。

经济指标在 90 年代初趋向于好转。

尽管如此 ,经济增长却没有带来更多的平

等 ,也未能缩小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

间的鸿沟。从地区角度看 ,危机的扩延已

使国与国之间移民的形势趋缓 ,下一步的

一体化计划是否在人口分布方面造成大的

变化 ,现在还很难说。

尽管发达国家对移民设置愈来愈多的

屏障 ,多种因素却表明 ,它们对劳工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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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将继续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人口老化

要影响到技术资源的获取 ,服务领域越来

越需要移民 ,这些似乎预示着在将来的几

十年里 ,国际移民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还需指出的是 ,流动 ,即把个人经历国

际化的各式背井离乡固然是明显的趋势 ,

但保持与祖国的联系 ,鼓励人们回归故里 ,

血脉长连 ,事业与共 ,则是事情的另一面。

〔李存山译〕

注　释

11 据 ECLAC ( 1980) 的统计 ,拉丁美洲的人均

GDP 在 1950 —1978 年间增长了 1 倍 ,而欧共

体国家在同期增长了 215 倍。

21 贫困人口所占百分比从 1980 年的 41 %上升到

1989年的 44 %。到 80 年代末 ,拉丁美洲有

1183 亿贫困人口 ,主要居住在城市地区。这

一统计是根据 ECLAC 使用的衡量贫困的标

准。需要说明的是 ,这一标准对于整个拉美大

陆是相同的 ,如果在各国使用特殊的程序 ,那

么贫困的水平无疑会更高。

31 根据兹洛特尼克 (Zlotnik , 1997)提供给联合国

的 数 据 , 1990 年 前 后 , 移 民 总 数 达

119 761 000。

4120 世纪下半叶 ,萨尔瓦多和巴拉圭等国的移民

占其总人口的比例达到 10 % —12 %。这一数

字可能被低估了 ,但不会超过 15 %。加勒比地

区各岛国的情况有所不同 ,那里的移民比例更

高———在巴巴多斯和圭亚那高达 20 %。马塞

(Massey , 1988) 曾提出 ,不列颠诸岛的移民比

例为 41 % ,挪威、葡萄牙和意大利的移民比例

分别为 35 %、30 %和 29 %。这里使用了不同

的统计基数 ,马塞所说的是从 19 世纪中期开

始的 80 多年的移民数 ,这与拉美各国 1990 年

的移民统计不同。

51 人口普查对移民一向低估。其他资料显示 ,

1972 —1978 年间 ,居住在巴拉圭的巴西移民达

25 万至 30 万 (Amorim Salim ,1995) 。

61 在 70 年代 ,欧洲各国接收从南美独裁国家出

逃的政治难民和流亡者。其中 ,一部分移民重

新获得了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在离家出走前

的国籍。经合组织国家的 SOPEMI 提供的资

料已经分国籍发表 ,这不利于获取有关此类迁

出移民的信息。

71 这里只计入了有可比资料的移民 ,前注也适用

于此。

251 阿德拉·佩勒格里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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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越来越多 ,表明迁移已经成为一种生存

策略。地区内的人才流动越来越多 ,尤其

是流向经济快速增长的核心地区 ;劳工移

民日益为商业移民所取代。由于北方国家

移民法越来越严格 ,移民们开始在本地区

寻找去处。人口的迅速增长、经济低靡、战

乱、政局不稳、贫困蔓延和失业增加 ,都表

明未来几年移民 ,包括难民 ,可能继续增

加。如果齐心协力协调国家法律和地区、

次地区协议 ,次地区经济联盟有可能促进

地区内的劳动力流动。

〔黄 　觉译〕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国际移民动向

　阿德拉·佩勒格里诺

　　本文考察了近几十年的国际移民动

向 ,强调了拉美次大陆在以往 50 年间移民

过程的特别之处。本文论述了拉美地区内

移民运动的主要特点 ,以及 20 世纪后半叶

的一大景观 ,即愈来愈多的移民流向美国。

最后 ,作者探讨了国际移民的增加同人口

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 ,政治暴力对

移民的影响 ,以及作为移民之首要原因的

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作用。

〔李存山译〕

NAFTA体系下的国际移民和劳动力

　灵活性

　亚利山得罗·Ⅰ·卡那勒斯

　　本文为探讨 NAFTA 体系下经济一体

化对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移民的规模、成分

和形式可能带来的影响 ,提供了一个分析

框架。我们以为 ,对移民的可能影响 ,不来

自 NAFTA 之中 ,而是来自其背后的生产

运作的变革。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墨西哥

和美国采取了各种形式的劳动力灵活性策

略 ,导致了劳动力市场形势的变化 ,而新形

式的移民恰恰反映了这种变化。无论是墨

西哥采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还是美国实

行的经济结构调整 ,都在经济和产业的日

益一体化进程中 ,推动了两国间贸易关系

的重组。从这个意义上讲 ,北美经济组织

内部劳动力的流动 ,实际上更取决于各国

以及共同体内工作过程之间、劳动力市场

之间的联系 ,而非一体化进程本身。

〔王 　佩译〕

国际移民、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

　劳尔·乌尔苏亚

　　社会科学若要在制订国际移民政策方

面发挥更广泛的作用 ,需面对几个问题。

社会科学的这一新任务牵涉到两大过程 :

一是全球化 ;二是人权之在全球获得普遍

承认。两者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对政策的抉

择产生影响。新近的研究工作已经证明 :

有人认为自南向北的迁移与贫困直接相

关 ,许多政策建议也源于这一认识 ,但事实

却不是这样。作者指出 ,政策建议和研究

发现相矛盾 ,因为移民政策倚重经济理论。

但经济学其实并未虑及相关社会、政治和

文化因素的复杂性质 ,而这些因素当然也

影响到移民的动机和迁徙过程。故而作者

提出组织多学科的理论研究 ,认为这应当

有助于设计较为有效的政策。本文也主张

区分知识的概念性应用和工具性应用。

〔陈 　思译〕

6 内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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