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来移民对美国岌全济和就业市场的上万史
影响 —兼论中美学者的观点

梁 茂 信

长期以来
,

各国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
,

自 年到 年
,

入境移民达 万
。

①如

果加上殖 民地时代和 。年 正式统计 以前的移民及 年以后的各种非法移民
,

总数将

超过 多万
。

这些移民及其后裔构成了美国人 口 的主体
,

他们改变了北美大陆的历史进程
。

如果说早期的西北欧移民是近代美国的开拓者
,

那么
,

后来的亚洲
、

东南欧和拉丁美洲移民则

是现代美国崛起所不可缺少的推动者和建设者
。

然而
,

自 世纪中叶以来
,

美国人 即早期移

民的后裔 排斥外来移民的现象始终存在
,

理 由之一是移民引起了美 国人的失业
,

抑制了其工

资的增长
,

阻碍了工会的发展
,

加重了政府的福利负担
。

这种认识构成了美国政府长期排斥外

来移民的主要原因之一
。

虽然中美学者对移民的历史贡献没有异议
,

但有些学者在具体分析上

却持有与史实相悖的观点
。

对此
,

本文将进行客观的分析
。

在评价 世纪末的移民时高鉴 国认为
“

外来移民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影响了移民集中的

钢铁
、

铁路
、

服装等行业的工资水平
,

并限制了其他行业的工资水平
,

使土生美国人面临着或者

接受相似的雇佣条件或者另谋出路的窘境 ⋯ ⋯每年涌入的几十万移民劳工意味着要获得几十

万个工作岗位
,

这与土生美国人和老移民也形成了职业竞争
” 。

② 关于职业竞争
,

后有专论
。

就

工资问题而言
,

这种观点有失史实
。

众所周知
,

外来移民潮贯穿于美国历史的始终
,

而美国经济

和国民收入又是在这一前提下不断发展和提高的
。

过去百余年间
,

美国人的收入增长 了几十

倍
,

当代人的生活水平与 世纪相 比判若云泥
,

不可同 日而语
。

年
,

里根总统在评价移民

的作用时说
“

外来移民为其他工人增加了就业机会并提高了工资水平 ⋯ ⋯他们个人的投资和

努力工作为他们自己和整个国家都带来了经济上的益处
。 ” ③

① 美国商业部 《美国统计资料摘编 》
, ,

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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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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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年美国主要产业劳工平均年收人统计 ①

年 份

全国平均收入

制 造 业

铁 路

电 话

电 报

石油与电力

煤 矿

联邦职员

公立学校教师

牧 师

巧
‘‘,。月土

在 一 年间
,

入境移民达 万
。

他们非但没有抑制美国人的工资水平
,

反而在

整体上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工资收入的提高
。

从有关史料看
,

政府职员
、

教会牧师和铁路工人

的工资一直较高
,

石油与电力同全国平均水平相当
。

虽然制造业和煤矿业略低
,

但高于移民较

少的电话行业和教师的工资收入
,

并在 年超过 了电报职员的工资水平
。

此外
,

除政府职

员
、

牧师及石油与电力行业的工资增长较慢外
,

其他行业与全国的增长率相差不大
,

只有教师

的工资增长较快 见上表
。

另据美 国学者对 一 年各产业雇员年收入高低的排列
,

一 年 间的次序 为 建筑
、

矿业
、

服务业
、

制 造业
、

运输
、

公 用通讯
、

商业和农业
。

而
。一 年间的次序为 运输

、

采矿
、

建筑
、

公用通讯
、

制造业
、

商业和农业
。

②这些资料表明
,

年美 国严格限制外来移民后对各产业的工资差异没有产生积极 的影响
,

而且
,

在入境移

民较少的 一 年代
,

移民比较集中的建筑和采矿业的工资水平由 年以前的第一和第

二位降至第二和第三位
,

制造业也由第四位降至第五位
。

虽然不能由此断言政府的移民限制政

策对工资水平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

但可以肯定
,

外来移民并没有抑制美国人的工资水平
。

如果对历史上各区域的经济发展和工资差异及其与外来移民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

那么
,

移民的作用就更加清楚
。

年以前
,

北部 即东北部
、

东海岸中部和中西部 在美国经济中一

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而西部和南部则相形见细
。

年
,

列宁在分析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时就 已看到
,

美国工业的 和农业生产的 集中在北部地区
。

③ 与此并行不悖的是
,

① 美国商业部 《美国历史资料统计 从殖民地时代到 一 年 》 。 ,

, ,

华盛顿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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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梁晓滨 《美国劳动市场 》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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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列宁全集 》第 卷
,

人民出版社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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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美国 万人 口 以上的城市中
,

北部有 个
,

西部 个
,

南部 个
。

①显然
,

北部的城市化和工

业化水平高居榜首
。

这种格局的促成因素固然很多
,

但它与移民的地域流 向密切相关
。

在

年以前
,

由于移民主要来 自欧洲
,

他们入境后 又集中在北部地区
,

只有少数流 向西部和南部
。

年
,

在北部定居的移民占总数的
,

年占
,

年占
,

年占
。

在相同年份流向南部的移民分别占
、 、

和
,

西部的移民分别占
、 、

和
。

②由此可见
,

移民的区域流 向比率与各地工业和城市化水平相吻

合
。

接受移民最多的北部是美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

而接受移民最少的南部则是最落后的地

区
。

虽然西部起步晚
,

但由于迁入的移民多于南部
,

因而发展较快
。

年以后
,

美国经济和人

口 的区域结构发生了变化
,

西部和南部成为发展最快的地区
。

在 年代
,

美国城市人 口 增加额

的 来自西部和南部
,

年代达到
。

从投资规模和增长速度看
,

西部和南部比北部快

倍
,

就业增长速度在北部为
,

南部和西部分别为 和
。

我国学者王旭教授在

分析这种变化时认为
,

纷至沓来的外来移民是其主要促成因素之一
。

③

就业机会的多寡是决定移民地域流向的主要因素
,

而移民的到来又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

经济发

展的水平又决定着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工资水平的高低
。

因此
,

吸引移民最多的地区不仅是经济最发

达的地区
,

而且也是工资水平最高的地区
。

世纪以来
,

由于南部比北部落后几十年
,

其居民收人

, 。年各州移民比率与人均收人比较 ④

移民

⋯⋯
口口叹目,人

名一约州一纽

马萨诸塞

罗 得 岛

康涅狄格

新 泽 西

新罕布什尔

密 歇 根

平 均 平 均

不到北部的一半
。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年
。

虽然南部自 年代起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
,

但

因原有的经济基础差
、

收入水平低
,

所以
,

它要赶上北部仍需几十年的时间
。

一 年间
,

南部

的工资增长率为
,

北部为
,

预计到 年两者的差距才能消失
。 ⑤

① ②戴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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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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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美国学者在分析失业问题时认为
“

外来移民潮的基本影响是加剧 了美国的失业问

题
。 ” ① 他们

“

迫使我们的许多公民失去了职业
,

而他们却取而代之
。 ” ② 在当代

,

移民
“

取代土生

人 的职务很少是一顶 一 的
,

而是通过更巧妙的过程逐渐地产 生于那些受移民影响的劳动市

场
。 ” ③ 这些学者管窥瑟测

,

以点代面
,

过份夸大了移民的消极影响
,

低估或忽略了美国经济本

身对失业率的决定性影响
。

马克思在分析失业与资本积累的辩证关系时指出
,

失业是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

在

资本技术构成不变的情况下
,

资本积累与失业同步增长
。

随着资本技术构成和有机构成的提

高
,

劳动生产率亦相应提高
,

结果引起对劳动力需求的下降和失业的产生
。

失业人 口 的增加又

为雇主最大限度地剥削工人创造了条件
,

进而引起了资本积累的增加
。

在此
,

马克思找到了失

业问题的根由和变化规律
。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
,

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在过去百余年间都存在着

失业问题
。

美国 自工业化以来
,

失业间题从未消失
。

年和 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就引起了数百

万人的失业
。

在 世纪
,

除 年代的经济危机时期外
,

美国的失业率都在 以上
。

一

年间每 年的平均失业率为
、

和
,

一 年间每 年的平均

失业率为
、

和
。

在这两大时期 内
,

前者入境移民达 万
,

后者为

万
,

但是
,

两者的失业率相差无几
。

即使在劳动力供不应求
、

经济空前繁荣的 一 年和

一 年间
,

美国的失业率也在 和 左右
。

虽然 年代的入境移民达

万
,

社会失业率为
,

但是
,

一 年间的入境移 民较少 万
,

而失业率却高
·

一 年的入境移民多 万
,

而失业率却低
。

④ 由此可见
,

美国失

业率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经济本身
。

那种认为增加居民人数就会增加失业率
,

减少居民人

数就能降低失业率的观点是荒谬的
。

一 年间是美国人 口和经济增长较快的时期
,

也是入境移民较多
、

美国人排斥移

民最激烈的时期
。

对这一时期的就业状况进行分析也最能说明问题
。

年
,

美国人 口 只有

万
,

岁以上的劳动力 万
,

到 年
,

美国人 口达 亿
,

劳动力 万
。

在同一

时期入境移民达 多万
,

一 岁的移民 万
。

⑤ 虽然有不少移民后来又返回祖国
,

但

① 哈里
·

杰洛姆 《移民与经济周期 》
, ,

纽约 年版
,

第 页
。

② 马 里恩
·

贝内特 《美国移民政策 》 , ,

华盛顿 年版
,

第 一 页
。

③ 戴维
·

西姆考科斯 《 世纪 年代的美国外来移 民 再评价与改革
, 、 、 ,

,

克罗拉多 年版
,

第 页
。

④ 。年以前的移民与失业统计见《美国历史统计资料 》,

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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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后的失业统计见梁晓滨《美国劳动

市场 》,

第 页 宿景祥《美国经济统计手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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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最终在美国定居
。

由于移民增加了劳动力供给量
,

加上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
,

许多新

兴行业和就业机会应运而生
,

结果使人们认为移民比较集中的
“

建筑
、

铁路
、

制造业和商贸等行

业的就业机会均快于劳动力供给的增长
。 ”
在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下

,

纽约和波特兰等城市几

乎不存在职业竞争
。

①从全国的就业状况看
,

移民和美国人的就业率都比较高
。

年
,

在美国

一 岁的劳工 中间
,

外来移 民的就业率为
,

美国人为
,

前者之所以较高是因

为青壮年居多
。

所以
,

在所有人 口 包括不能就业的儿童
、

妇女和老年人 中
,

移民的就业率在

年为
,

年为
,

年为
。

在相同的年份中
,

美国人的就业率分别

为
· , ·

和
。

如果依据劳动力技术构成和生产价值作进一步分析
,

移民和美国

人之间没有明显差异
。 ②

综观美国历史的发展
,

其人 口与经济和就业机会同步增长
。

经济的发展拓出了就业机会
,

就业机会的应用又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

在当代
,

虽然美国的人 口 与 自然资源的配置 日趋平衡
,

劳动市场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管理体系也 日臻填密
,

但美国仍需要外来移民
。

因为其经济是以劳

动力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并举
、

高薪与低薪并存的机制
。

劳动市场作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

其就业结构不仅取决于各产业的发展水平和技术要求
,

而且取决于劳动力素质和劳动者对前

途设想而决定的职业取舍
。

所以
,

就业市场上必然存在着许多无人问津的职业
。

如果没有移民

从事这些职业
,

相关的企业尤其是那些因资本有限而无力进行技术改造
、

因市场竞争而无力提

高工资的中小企业
,

就会被迫关闭或去海外办厂
。

无论属于哪种结果
,

都会对美国的就业市场

产生不利的影响
。

譬如
,

在 一 年代
,

加州接纳了数百万外来移民后
,

其制造业就业人数增

加了
,

而全国的同行业只增加了
。

在墨西哥非法移民比较集中的服装和家俱行

业
,

加州的就业人数增加了
,

而全国却下降了
。

③ 不管人们对这种现象做何解释
,

可

以肯定的是
,

移民没有加剧美国人的失业率
。

即使在某些时期
,

某些产业内存在着不同程度的

职业竞争
,

但对经济的长期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

在分析外来移民对工会组织的影响时梁晓滨博士认为
,

移民限制了工会组织的发展
, “

会

对工会组织的限制劳动力供给的措施产生抵消作用
,

雇主常用雇佣移民去与工会相对抗
。

美国

的工会一直主张限制和禁止移民
。 ”又说

,

由于移民导致了非法的劳动力交换
, “

供求关系以扭

曲的形式起作用
,

即使求过于供
,

移民也会接受低工资报酬而不能讨价还价
,

忍受较苦就业条

① 塞缪尔
·

贝利
“
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纽约市意大利移民的调整

” , 。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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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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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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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太平洋历史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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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而不能要求补偿
。 ” ① 用这种观点去阐释非法移民也许有理

,

因为非法移民是在非法的情况

下入境和就业的
,

他们最担心的是身份暴露后被驱逐出境
,

因而甘受雇主宰割者并不少见
。

但

是
,

用它去设释合法移民尤其是历史上的合法移民
,

就失之偏颇
。

现有史料表明
,

在 一 年间
,

美国的各种工会中不全是土生工人
,

象美国劳联
、

劳

动骑士团
、

煤矿工人联合会
、

美国服装工人联合会和国际工人协会等组织 中就有不少外来移

民
。

移民 自己组织的工会组织也不少见
。

但从整体上看
,

工会会员在劳工中的比重一直很低
。

年
,

美国的工会会员占所有就业劳工的
,

年占
,

年占
,

年也不过
。

② 虽然移民在语言
、

文化
、

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与美国人的差异确实

不利于工会组织的协调和发展
,

但据美国移民委员会在 年的调查
“ 不管是土生工人还是

外来移民
,

实际上对工会间题都没有积极的兴趣
” ,

因为
“

雇员一旦被发现属于工会
,

他就会立

即被解雇
。 ”③ 显然

,

制约工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资本家
,

而不是外来移民
。

资本家之所以敢悠

意妄为
,

其根源在于当时美国政府的腐败
,

它不仅没有对雇主在经济生活中的行为进行有力的

干预
,

而且也没有制定出任何行之有效的法律去保护劳工的各种权益
。

因此
,

雇主不仅能随心

所欲地确定工资标准
,

选择雇佣方式和对象
,

而且能无所顾忌地压榨工人
。

每当工人罢工时
,

雇

主一次又一次地依靠国家机器进行血腥镇压
。

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
“

没有哪个国家的雇主

能象美 国的雇主阶级这么持久
,

这么强有力
,

这么不惜代价地
”反对工会组织

, “ 没有哪个西方

国家的雇主阶级在反对工会时能得到这么多权威人物
、

政府军队和法院的援助
。 ’, ④

雇主利用移民破坏罢工
,

这是事实
,

但其中不乏
“

从腹地运来的土生美国人
。 ” ⑤ 就移民而

言
,

他们都是通过职业介绍所招来的
,

许多人并不知道 自己将要充当破坏罢工的角色
。

真相大

白后
,

许多人反而加入了罢工的行列
。

事实表明
,

移民勤劳肯干
,

但绝不是任人蹂蹦的奴隶
。

他

们要求改善待遇和参加罢工的热情绝不亚于美国人
。

而恰恰是在罢工的关键时期
, “

美国的工

会组织忽视了外来移民
,

没有利用移民的热情去争取生活中最珍贵的东西
。 ”“

它们从来没有向

非熟练的陌生群众伸出合作之手 ” 。 “
没有给予好战的罢工移民以足够的支持

。 ” ⑥然而
,

移民参

加罢工的热情并没有赢得美国人的好感
。

有些人指责移民是
“

外国的卑鄙小人
,

臭不可闻的无

神论者
、

亡命徒
。

他们一生中从未老老实实地干过 小时活
” 。

⑦ 更惨的是
,

一些罢工移民被警

察视为不法之徒而惨遭杀害
。

年煤矿工人发动罢工后
,

名波兰和匈牙利移民去临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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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发动更多的工人罢工
,

结果在返回途中遭到警察伏击
,

当场死伤 多人
。

①

然而
,

到 年代后
,

美国工会组织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

一 年
,

当一些国会议员要

求进一步限制外来移民时
,

美国劳联和工业产联表示坚决反对
。

工业产联的代表在国会听证会

上指出
,

移民对美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

他们
“

在工业
、

农业
、

商业和专业技术领域注入

的新鲜血液丰富了我们的国民生活
。

在这个问题上
,

卓越而开明的认识使我们坚决反对那些 旨

在彻底禁止向美国移民的独断专行
、

富有偏见的粗糙立法
。 ” ② 年和 年国会放宽移民

政策限制时
,

工会组织都采取了积极合作的态度
。

虽然 年代的移民潮构成了本世纪的第二

个高峰期
,

。年国会又将每年的移民限额增至 万 年后为 万
,

达到了 世纪

移民立法中所规定限额的最高水平
,

但是
,

美国的工会组织并没有采取任何重大的排外性措

施
。

穷源竟委
,

上述变化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
,

在罗斯福
“

新政
”时期

,

国会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劳

工权益的立法
。

其中
,

劳资关系法
、

公平劳动标准法和社会保险法等不仅迫使雇主承认了工会

的合法地位
,

限制了工时最低标准
,

而且还规定了雇主对劳工的义务
,

保护了工会同雇主进行

集体谈判的权利
。

由于这些法律的实施
,

雇主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肆意压榨和解雇工人
。

工人

的收入不仅稳步上升
,

而且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有了法律保障
,

从中使工会组织逐渐成为美

国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

第二
,

随着冷战的加剧
,

美国的工会组织和一般民

众都把社会主义国家看作是美国的最大威胁
。

工会组织不仅积极地支持了美国的反共外交政

策
,

而且要求放宽移民限制
,

使美国的
“

自由 ”和“ 民主 ”在移民法中有所体现
,

从而有助于美国

在国际上担当其
“
领导者的责任

。 ’, ③ 年
,

美国劳联呼吁国会废除移民法中对亚洲移民的歧

视性条款
,

认为
“
种族歧视仍然是美国与亚洲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严重障碍

,

这可能会极大地

有利于共产党削弱我们在亚洲的地位
。 ”④ 第三

,

自 年代的移民限额制度实施以后
,

国会对

其进行了多次修订和补充
,

使之成为适应于美国社会发展需要的法律体系
。

虽然法定的移民限

额有所增多
,

但规定的入境条件却越来越严格
。

其中的移民就业许可证制度规定
,

凡是要求入

境就业的移民
,

入境时必须持有美国劳工部颁发的就业许可证
。

如果劳工部认为申请者入境就

业后可能会引起美国人的失业或工资水平的下降
,

驻外领事馆则拒发签证
。

这项条款
,

加上其

他规定
,

对美国劳动市场起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

四

年
,

加州大学政治学教授彼得
·

凯利撰文指出
“

外来移民对资金枯竭的地方和州政

① 约翰
·

海厄姆 《国土上的陌生人 一 年美国排外主义的模式
,

,

一
,

纽约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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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构成了巨大的包袱 ⋯⋯移民愈来愈依赖于社会福利项 目
。 ’

心 在历史上
,

一些移民和难民入

境时一贫如洗
,

入境后又因种种原因不能立即就业
,

因而不得不依靠救济度 日
。

许多美国人以

此为由对移民进行歧视和排斥
。

但是
,

应该看到
,

自 世纪末美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限制性立

法后
,

已经将那些不能自食其力的移民排斥在外
。

虽然入境的合法移民中也有人或多或少地接

受了失业救济
,

享受了联邦政府在教育
、

住房和医疗等方面的补贴
,

但享受这些福利的不都是

外来移民
,

其中更多的是美国人
。

就整体而言
,

移民就业后所创造的社会财富远远超过了他们所享受的福利待遇
。

无论对哪

个历史时期进行分析
,

都能找到很有说服力的证据
。

在本世纪 年代
,

虽然美国对逃离德国的

犹太难 民实行了严格的限制政策
,

但入境的数万名难民在几年内就在美国创办 了大批企业
。

年
,

国会对其中的 多家企业调查后指出
“

难民对美国的积极影响与他们的人数不成

比例 ⋯⋯在商业中
,

他们创办了新的企业
,

刺激了现有企业的发展并拓宽了新市场
。

在工业中
,

他们引进了新工艺
,

生产了美国前所未闻或没有生产的商品
。

此外
,

在这两大领域内
,

他们带来

了资本并为美国人创造了就业机会
。 ”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

美国社会各界围绕安置欧洲战争难民间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

不少人

担心
,

这些 既无技术又无资本的难 民入境后会加剧美国的失业率
,

加重政府的福利负担
。

一 年
,

美国安置了 多万难民
,

支出的安置费用为 万美元
。

据美国难民委员会

调查
,

这些难民就业后在 年向政府缴纳的税款达 万美元
,

相当于政府相关支出的

倍
。

按照该委员会的计算
,

美国养育一位 岁的公民需花费 万美元
,

而入境难民中有 多

万人超过了 岁
,

仅此就为美国节省 多亿美元
。

③ 如果把历史上所有 岁以上的移民包

括在内
,

他们为美国节省的养育费和就业后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就必须用天文数字来表述了
。

一 年代
,

美国政府调整移民政策
,

提高了对外来移民的技术要求
。

相应地
,

人境移民

的技术构成也有所提高并达到了美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

在 一“ 岁的亚洲移民中
,

具有高

中学历以上的占
,

本科学历 以上的占
,

研究生学历的占
。

在相同年龄段的美国

人中间
,

高中学历以上的占
,

大学本科生学历的占
,

研究生学历以上的占
。

从就

业结构看
,

亚洲移民在高科技和教育领域居多
。

在 白领职业阶层中
,

亚洲移民的比率达 左

右
,

而美国人则占其就业总数的
。

④到 年代
,

外来移民的整体文化水平亦相当或高于美

国人
。

良好的文化和技术素质使移民都能相对容易地谋到职业
。

据统计
,

年代在美国就业的

移民达 多万
,

他们每年向政府缴纳的税款达 多亿美元
,

而政府相关的福利支出为

① 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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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亿美元
,

两者相 比
,

前者是后者的 倍
。

①

在 年代
,

虽然美国的排外主义势力又有所抬头
,

许多民众也主张政府限制入境移民人

数
,

但是
,

许多卓有见识的政府决策者和社会人士都持相反的态度
。

值得注意的是
,

最有发言权

的学术界也对外来移民持有积极的看法
。

在 年代中期
,

经济学界 的学者认为移民对

世纪美国经济的发展“ 非常有利 ” ,

的学者认为
“

比较有利 ” 。

在其他专业的学者中
,

的

人认为
“

非常有利 ” ,

的人认为
“
比较有利 ” 。

在 回答政府是否应减少入境移民人数的问题

时
,

的经济学家
、

的历史学家
、

的政治学家
、

的文化人类学家
、

的社会学

家和 的心理学家都主张保持现状或增加入境移民人数
。

② 这种结果反映了当代美国学术

界对外来移民的评价
,

尤其是经济学家的看法也最能说明移民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

这一点构成

了 年代美国放宽移民限制的主要原因之一
。

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
,

外来移民不只是带来了自己的劳动力和资本
,

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他

们的技术和智慧
。

这种跨越国界的智慧大融合极大地推动了美国高科技的发展
。

在 世纪末

世纪初
,

美国工业和科技界的巨孽中不乏外来移民
。

一些 目光敏锐的美国人注意到
,

如果美

国的高科技工业要保持较强的竞争力
,

它就必须吸引大量外来人才
。

依据 目前的现状与未来趋

势
,

有人断言
“

下一代美国高科技科学家和工程师将成为外来移民的天下
。 ”③

关 关 关

综上所述
,

外来移民不是美国的包袱
,

而是一笔无价的财富
。

他们对美国经济和社会各个

领域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

无论怎样评价移民的历史贡献都不过份
。

种种事实表明
,

所

谓外来移民对美国经济和就业市场产生不利影响的观点都不符合历史事实
。

美国经济中诸多

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外来移民
,

而在于美国经济本身
。

如果美国在 世纪中后期就禁止一切外

来移民
,

那么
,

美国经济中的各种间题不仅不会消失
,

反而会使美国经济的发展受到极大的消

极影响
。

可以说
,

没有近代史上的外来移民
,

就没有近代史上的美国 没有现代史上的移民
,

现

代意义上的美国就会迟到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

〔本文作者梁茂信
,

年生
,

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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