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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及相关文献综述

“认同”一词最早源自于心理学的研究范畴。
弗洛伊德和埃里克森通过对个人的心理依附层面的

分析研究将其界定为 “我是谁”的问题。马克思主

义哲学将人的属性归结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

方面。人的群居性决定人具有根据其人种、民族、
国籍、语言、文化、宗教、政治意识形态的不同将

其自身归结为某个特定群体范围内的本能趋势和情

感归属。民族层面的认同被称之为民族认同，即个

人对其自身民族属性的判断和认同。国家层面的认

同被称之为国家认同，即个人对其自身国家属性的

判断和认同。
认同不是一个 “二选一”或者 “是与否”的命

题。认同涉及到认同层次的判断问题。国家认同层

面同样如此。目前学界对国家认同的界定和论述有

失偏颇，大多数学者认为国家认同应该是基于其公

民身份的唯一认同。事实并非如此，国际移民的国

家认同问题就是特例。移民至美国或欧洲并获得相

应国家国籍身份的穆斯林人口在心理和情感归属上

一直保持了一种特殊的双重认同。一方面，他们认

同其移民国的公民身份；另一方面，他们仍然坚定

其宗教信仰、民族文化传统和语言。对于移民出去

的海外华人华侨而言，他们在认同其移民国国籍身

份的同时依旧认同其民族特色和传统中华文化。这

种双重认同的现象说明国家认同不是一个单选题，

而是一个具有不同认同层次的问题。国际移民身上

的这种双重认同现象恰好说明对国家认同进行分层

研究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 “认同”（identity） 在国内学

术界逐渐成为非常时髦的词语，并受到社会学、政

治学、民族学等领域学者的持续关注。目前学界对

认同问题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其研究范畴主要集

中在内涵、相关理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身份

认同等方面，但缺乏对国际移民这一特殊群体的国

家认同现状的深入研究。在国家认同方面，现有的

研究普遍以民族国家为语境，认为民族国家是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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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对国家的认同为基础的主权国家①，其研究成果

主要集中在对公民身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

关系的宏观上的理论阐述，强调民族认同一方面是

国家认同的前提，另一方面又受国家认同的认可和

保护，公民国家需要不断引导民族认同上升和达到

国家认同，如果停留在民族认同则有可能阻碍国家

认同的建立②。再具体到移民和国际移民问题，研

究主要集中在对移民和国际移民的内涵和相关理论

的宏观研究或者对具体类型的国际移民问题的案例

研究。
显然，上述研究并未深入分析国际移民与国家

认同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不同类型的国际移民的

国家认同现状大相径庭，且对主权和民族国家的作

用和影响也不尽相同。分析国际移民的相关问题并

对其国家认同进行分层研究显得格外重要。本文试

图通过对认同、国家认同和移民、国际移民等相关

文献的梳理分析来厘清国际移民与国家认同之间的

内在逻辑关系，进而对国家认同进行分层研究。

二、国际移民的动因和类别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国际移民的数量逐年

增加，国际移民的动机和类型正在发生变化，国际

移民对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影响日益显著。因此，

国际移民的动因和类别是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的问

题。
（一）国际移民的动因

纵观人类发展历程，移民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生

存和更好地生活。有些移民无疑是被迫背井离乡、
举家搬迁；有些移民则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更

好的发展。根据国际移民的迁移是否出于主观意

愿，可大致将其分为志愿性国际移民和非志愿性国

际移民。志愿性国际移民多是出于其自身的特殊需

求和价值判断，非志愿性国际移民往往是迫于外部

环境和现实因素而被动迁移他国。其中志愿性国际

移民是本文的研究范畴。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志愿性

国际移民的动因主要可以概括为经济因素和非经济

因素两个方面。
经济因素方面的研究主要起源于以亚当·斯密

为代表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他们用劳动力迁移来

分析移民现象的产生。随后，以拉里·萨斯塔为代

表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在古典主义经济理论的基

础上提出和完善了移民理论。华金·阿朗戈认为：

“我们可以概括新古典派的移民思想如下：移民的

根源在于国家之间的工资差距；该差距实则反映了

两国间的收入和福利差距；人口流动可以消除这种

差距，而差距的消除又意味着人口流动的停止。”③

此外，经济因素方面的研究主要还包括 “推—拉”
理论和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等。这些理论研究普遍

认为经济因素是国际移民的主要考量因素。
非经济因素主要包括政治因素、社会因素、文

化因素和情感因素。非经济因素方面的移民动因研

究主要包括：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

体系理论，以吉登斯、布迪厄为代表的移民网络理

论，以及以克里茨、利姆、兹洛特尼克为代表的移

民系统理论。他们普遍认为非经济因素对国际移民

的作用和影响不容忽视。而另外一些学者从全球化

视角对国际移民问题进行研究，他们认为全球化对

国际移民政策和动态产生了复杂且深远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移民海外的人口日益增

多，其移民动机错综复杂。正如郭玉聪所言： “人
们出国的动机，除了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因素外，

还有文化、心理因素，形成了连 ‘推拉作用’等众

多传统的国际迁移理论都难以涵盖的局面。”④关注

一下目前中国的国际移民，不难发现存在大量在获

得外国国籍身份后来回迁移以及长期工作和生活在

国内的新国际移民，这个国际移民群体主要以民营

企业家、高级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为主。这部分

新国际移民的移民动因主要包括下面几个方面：第

一，经济方面的考量。这主要体现在他们渴望能够

为其个人财富提供更安全的保障。第二，未来发展

方面的考量。这主要表现在对子女未来教育的规

划、对自己未来养老的计划等方面。第三，自由移

动便利性方面的考量。这个群体有着频繁去不同国

家工作或生活的需求，某些国家的护照具有更多国

家免签的优势。第四，文化和心理方面的考量。这

部分国际移民统一的国家认同出现了分裂，一方面

他们坚持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他们

对其国籍身份的认同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二）国际移民的类别

目前学界对国际移民的分类略显复杂，且不利

于对不同类型国际移民的国家认同现状展开深入分

析。为此，本文分别根据国际移民的目的和生活状

况对其进行分类。
根据国际移民的目的可将其分成以下几大类：

第一，改善生活型。这一类国际移民的目的主要是

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报酬，进而改善自身的收入和

生活水平。改善生活型的国际移民主要包括劳工移

民、非法移民等。第二，寻求发展型。这一类国际

移民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个人的知识、技能、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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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进而实现个人所追求的自身价值。寻求发展型

的国际移民主要包括留学移民、技术移民和投资移

民等。第三，家庭团聚型。这一类国际移民的目的

主要是为了实现家庭成员的团聚。家庭团聚型的国

际移民主要包括亲属移民、婚姻移民和归国移民

等。第四，寻求庇护型。这一类国际移民的目的主

要是为了寻求对个人财富和安全的保护。对于寻求

庇护型的国际移民而言，经济、政治以及安全等是

其最重要的考量因素。寻求庇护型的国际移民主要

包括政治移民、难民等。
根据国际移民的生活状况可将其大致分为三

类：第一，迁移型。这一类国际移民一旦移民国外

便长期工作和生活在迁入国。通过考察迁移型国际

移民迁移后的具体生活状况又可以将其分成两小

类。一类是归化型。这一类国际移民能够顺利融入

到迁入国的主流社会生活，同时接受当地文化传统

和风俗习惯，逐渐对迁入国形成了情感归属并将其

公民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统一起来。另一类是断裂

型。这一类国际移民无法正常融入到迁入国的主流

社会生活，他们在认同其迁入国公民身份的同时，

仍然坚持和依附其母国的传统文化、生活习俗和宗

教信仰。这一类国际移民的国家认同中公民身份认

同与文化认同是分离开来的，目前国内一些学者将

这一类国际移民称为 “离散族群”或 “离散者”。
第二，跨国型。这一类国际移民长期频繁地在母国

和迁入国之间活动，逐渐形成为特殊的跨国移民群

体。跨国型国际移民的国家认同情况与迁移型国际

移民中的断裂型类似，他们往往认同其迁入国的公

民身份，同时坚持和认同母国的传统文化、生活习

俗和宗教信仰。跨国型国际移民的国家认同普遍是

不统一的，公民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等是分裂开

的。第三，母居型。这一类国际移民获得外国国籍

或公民身份后，仍然长期工作和生活在母国。母居

型国际移民的目的往往都是出于对经济和政治因素

的考量，这一群体同上面提及的寻求庇护型国际移

民群体大体一致，除此之外还包括部分回国发展的

国际移民。母居型国际移民的国家认同同样是不统

一的，其国家认同的部分层面依附于母国，另外一

些层面依附于迁入国。

三、国际移民的国家认同

在国家认同的研究范畴内，公民是国家认同的

主体，国家和社会是国家认同的客体。在文化多元

的时代背景下，公民往往无法将其国家认同的各个

层面统一起来，同时其国家认同还会随着其公民身

份、价值认识和判断的改变而发生相应的变化。这

在国际移民群体身上显得尤为突出。国际移民的国

家认同具有异质性、多元性和可塑性。异质性强调

的是公民对自身身份认识和判断的差异性；多元性

强调的是国家认同内涵的多层次性；可塑性强调的

是国家认同的可变性和可培育性。
（一）国际移民国家认同的现状

不同类别的国际移民对其公民身份、文化习俗

以及情感归属方面的认识存在差异性。上文中根据

国际移民的生活状况将国际移民分为迁移型、跨国

型、母居型。其中根据国际移民能否将其公民身份

认同、社会文化认同以及情感归属进行统一和整

合，迁移型又可分成归化型和断裂型两种。
迁移型中的归化型国际移民往往能够快速地适

应和融入移民国的社会生活，同时接受新的社会文

化和风俗习惯，进而做到公民身份认同、文化认

同、情感归属的统一。例如，在西方许多国家，新

移民在入籍前的归化仪式或宣誓仪式就要求其抛弃

对母国的国家认同而转向对移民国的效忠和情感归

属。迁移型中的断裂型国际移民往往在移民至新的

国家后无法融入到新的主流社会和文化中，在公民

身份认同层面与文化认同层面、情感归属层面上发

生了断裂，成为漂泊海外的 “离散族群”或 “离散

者”。
对于跨国型国际移民而言，一方面他们普遍接

受和认同其新的公民身份，另一方面他们往往又坚

持母国的文化传统、语言和宗教信仰。国际移民中

的穆斯林国家移民和墨西哥移民在这方面的特征最

为明显。移民至欧洲和美国的穆斯林国家移民往往

坚持其语言、文化传统、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这

一现象直接对迁入国的国家认同产生了巨大影响。
移民至美国的墨西哥移民普遍坚持说西班牙语，同

时秉承了墨西哥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这一现象

引起了美国学界传统保守派和文化多元主义者之间

的争论。美国目前仍然是国际移民的最主要迁入

国。来自于不同国家、不同人种、不同民族的国际

移民大量涌入美国社会，逐渐改变了美国传统社会

的人口分布状况，很多国际移民在迁入美国之后仍

然保留着过去的宗教信仰、文化和语言，这在很大

程度上制约了美国公民国家认同的发展。
母居型国际移民群体最值得关注。母居型国际

移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仍然依赖于母国，但却将财富

逐渐转移到迁入国。母居型国际移民的国家认同具

有双重性：一方面他们普遍承认和认同迁入国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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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身份，另一方面他们在语言、文化传统、生活习

俗和情感归属上又依附于母国。
不同类型国际移民的国家认同存在着差异化和

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国际移民的国家认同会随着其

认识和情感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同时又具有可教育

性即可塑性的基本特征。
（二）国际移民国家认同的层次

国际移民的国家认同大体可分为以下三个层

次：

1. 公民身份和国籍的认同
“公民”（citizen）一词最早起源于古希腊时期。

当时的城邦将辖区内的居民分成两种，一种是市民

或者公民，即城邦内的自由民。另一种是城邦间战

争中俘获的外邦的战俘或者百姓，他们不属于城邦

内的公民范畴，即他们不具备任何法律地位和个人

权利，得不到市民法的基本保障。现代意义上的公

民概念最早由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现代

社会的公民应该享有生而平等、自由和追求幸福的

权利，同时也需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国

际法明确规定自然人的国籍决定其对相应的国籍国

负有忠诚义务，否则将被该国籍国视为叛国行为，

同时该国籍国必须给予其相应的外交保护。公民身

份是与国籍紧密关联的。对于主权和民族国家而

言，其宪法都明确规定拥有该国国籍的人就是该国

的公民。国籍的不同决定其公民身份的差异。国家

认同首先就是对公民身份和国籍的认同。主权和民

族国家的公民一般都承认其公民身份和国籍。换句

话说，一个人所持有的特定国家护照决定其在国际

活动中的国籍身份。在从母国迁移至移民国后，随

着其入籍和归化仪式的完成，国际移民比较容易接

受其新的公民身份和国籍。相应地，主权和民族国

家对公民都有保护其在国际活动中正当权益和安全

的责任，公民同样也必须对其所属的国家忠诚。任

何主权和民族国家普遍都会对国际移民这一群体加

强公民身份教育，培养其对移民国的公民身份认同

和国家认同。
当今许多主权和民族国家都承认双重国籍和多

重国籍。获得双重国籍或多重国籍身份的自然人对

其所属的多个国籍国存有忠诚义务。这一现象无疑

会对国际移民的公民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产生一定

的影响。在其国籍国之间产生争端时，无论其对哪

一国籍国忠诚都会被对方或其他各方视为叛国行

为。
随着全球化浪潮对传统民族国家的冲击，超国

家的公民身份同样冲击着公民对其母国的国家认同

感。以欧盟为例，欧盟成立后制订了统一的国旗符

号、欧元货币等，超国家的公民身份已经超越了传

统民族国家的领土边界，这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传统民族国家公民身份的认同，进而制约传统民

族国家认同感的培养。为了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

化，主权和民族国家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其所

属 “主权”。欧盟成员国正是出于二战后欧洲国家

区域经济和安全的考虑才走入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进

程。欧洲一体化实现的代价就是其成员国放弃一定

程度的 “主权”。相应地，主权和民族国家的公民

身份认同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弱化。
2. 意识形态和宪政的认同
意识形态一直是同国家利益紧密关联的，特别

是在美苏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影响和左右着国家战

略及其外交行为。现代国家间的交往中无不充斥着

不同意识形态间的对抗和博弈。与国家利益相契合

的意识形态是国家认同的粘合剂，这在全球化和文

化多元的时代背景下显得格外重要。⑤ 意识形态的

认同是公民对其母国政治体系认同和拥护的重要前

提，同样也是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主权和民族

国家在公民教育中都注重培养其符合国家利益的意

识形态认同。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其意识形态也

差异甚大，同时相互之间的博弈和渗透此消彼长。
以美国为例，意识形态在其外交行为中的地位仅次

于国土安全和经济贸易，其影响着美国政府对外政

策的制定和实施。美国在外交活动中通过工业产

品、文化作品的输出不断传播和宣扬自由主义、个

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等西方思潮。⑥ 因此，现代公民

的意识形态认同和价值判断往往会受到他国思想文

化和传媒的影响和制约。
就宪政而言，其核心内容是基于宪法和相关法

律制度给予和保障国家政治权力获得和行使的合法

性。现代国家的宪政强调的就是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以及公民对其国家和政府的认同和拥护。公民的宪

政认同对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至关重要。宪政

认同度越高，公民对国家法律法规和政府公共政策

的信任度就越高，反之亦然。宪政认同和意识形态

认同共同构成了现代国家认同的第二个层次。通过

对国际移民的类型和现状的分析不难发现，寻求庇

护型国际移民和母居型国际移民普遍缺乏对其母国

意识形态和宪政的认同，这一国际移民群体考虑到

个人的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因素而改变了其国籍身

份。
3. 文化和情感的认同
国家认同的最后一个层次是文化和情感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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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每一个自然人在其社会生活中都涉及到经济生

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文化和情感也是维系自

然人自我身份认同和价值判断的重要内生因素。文

化和情感的认同包括语言、宗教信仰、民族情感、
风俗习惯、领土边界等方面的认同。主权和民族国

家普遍都极为重视国家和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

扬，同时也非常关注对国际移民群体的移民国历史

和文化方面的再教育。文化无疑是国家和社会运行

的重要内在动力，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价

值判断和情感归属。以国际移民为例，穆斯林国际

移民和墨西哥国际移民在迁移至移民国后往往坚持

母国的语言、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这一现象引

起了移民国政府和学者们的普遍关注和担忧。他们

担心多元文化背景的国际移民将影响传统民族国家

的国家认同和国家安全。相应地，移民国的本国民

众也普遍对国际移民持排斥态度，他们普遍认为国

际移民的大量涌入给本国国民就业、社会安全以及

传统文化带来了冲击。同时，国际移民在迁移至移

民国后，其国家认同的不同层次之间分裂开来，无

法完成国家认同的统一。文化和情感的认同是国家

认同的心理基础和合法性来源。对于国际移民而

言，只有做到文化和情感的认同才能最终完成对移

民国的归化。

四、结论

国际移民的国家认同问题值得关注和深入研

究，因为这关乎主权和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和国家

安全战略。多民族国家一方面需要寻求国内民族认

同和国家认同的统一路径，另一方面需要积极面对

国际移民给国家认同和安全以及社会稳定带来的一

系列问题。不同类型的国际移民在其国家认同方面

的差异化表现、人力资源的流失、国际移民就业带

来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是当下所有主权和民族国家都

需要积极面对的挑战。国际移民的大量迁移往往引

发主权和民族国家自然居民的担忧和抵触，对社会

安全造成一定的影响，甚至引起 “社会主权”的丧

失。其中，母居型国际移民最值得学界持续关注和

研究。这一移民群体不是以迁移为目的，而普遍是

出于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的考量。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发展面临全球化的外力

推动及社会内在转型的双向互动”⑦。中国社会中

同样出现了大量的母居型国际移民，他们往往是经

济精英、社会精英和文化精英，他们在获得外国国

籍身份后仍然长期工作和生活在国内。这一新现象

将主要造成三个方面的安全隐患：第一，经济安全

隐患。母居型国际移民很容易将其财产转移到国

外，造成国家财富的流失。第二，社会安全隐患。
一方面，母居型国际移民给国内相似的群体提供了

一种可借鉴的途径，极有可能造成这一群体的连锁

行为。另一方面，这一现象将持续引发社会负效

应，进而损害国家认同感的培育和社会稳定。第

三，国家安全隐患。母居型国际移民在国内具有一

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但其政治认同较不稳定，

极易受到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利用和控制，进而对国

家安全造成损害。本文对国际移民国家认同的分层

研究旨在为未来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探索一条新的

分析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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