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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利用世界银行全球双边迁移数据库和联合国全球移民存量数据库，对 １９６０～ ２０２０ 年

中国周边邻国国际移民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同时关注邻国国际移民的来华情况，并对其未来趋势进
行预判。 研究发现，６０ 年间，中国邻国国际移民存量与邻国来华移民存量均呈现先减后增的阶段性变

化特征。 与此同时，中国邻国国际移民的目的地逐渐向欧美与海湾地区转移，不同邻国国际移民的目
的地分布存在差异。 在此期间，尽管邻国来华移民在全部在华国际移民中占据重要地位，但绝大多数

邻国国际移民并未将中国大陆视为其主要目的地。 结合中国未来发展前景与“一带一路”倡议等战略
安排，可以预见中国今后将迎接更大规模的邻国国际移民。 当前，需要在学术研究与相关政策制定等

方面做好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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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迁移流动与民族互嵌格局形成研究”
（２０＆ＺＤ１７２）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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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伴随全球化趋势的加剧，国际移民规模快速扩大，到 ２０２０ 年已达 ２．８１ 亿人，占世界总人

口的 ３．６％（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２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快

速发展和生活环境的日益改善都对国际移民产生较强吸引力。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

示，２０２０ 年居住在中国大陆的外籍人口为 ８４．６ 万人，比 ２０１０ 年增加了 ２５．２ 万人，增幅达

４２．４％（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在此过程中，中国周边 ２０ 个邻国①的国际移民②对在华国

际移民③的整体发展与变迁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参考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国际移民情

况可以发现，来自周边邻国的大规模国际移民在一定程度上会给国家边境安全与社会治理带

来压力和挑战（宋鸥，２００９；梁在、王楠，２０２１）。 因此，为更好地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有必要

全面系统地把握中国周边邻国的国际移民迁移特征及其来华趋势。
现有研究已对中国部分邻国的国际人口迁移进行了探讨，有学者分析了哈萨克斯坦、吉

尔吉斯斯坦等邻国的国际人口迁移情况（李琪，２０１６）；另有学者研究了印度、阿富汗等邻国

的国际移民与难民问题（丘立本，２０１２；罗怿，２０１９）；还有学者关注朝鲜与韩国来华移民的变

动趋势（曹善玉，２０１０；姜磊、陈勇，２０１０）。 这些研究为理解部分邻国的国际移民情况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但由于国际移民定义口径差异与数据缺乏等原因，现有研究未能对中国邻国国

际移民规模和目的地的变化趋势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 鉴于此，本文对 １９６０ ～ ２０２０ 年中国

周边邻国国际移民规模和目的地的变化趋势进行梳理，并对邻国国际移民的来华趋势进行分

析和预判。

２　 国际移民指标与数据来源

在国际移民相关研究中，有两个重要指标：一是作为静态指标的移民存量，是指特定国家

或地区在某一特定时点的国际移民总数，该指标同时受到国际人口迁移水平、移民的生育和

死亡水平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二是作为动态指标的移民流量，是指在特定时期内迁入或迁出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际移民数量，仅受国际人口迁移水平影响。 相较于前者，后者更能反映

国际人口迁移的真实情况与最新趋势，但由于移民流量数据难以获得，故相关研究主要借助

移民存量数据来分析国际人口迁移的水平与变化趋势（段成荣等，２０２０）。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双边迁移数据库 （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④，该数据库利用不同国家的人口普查与人口登记数据，对 １９６０ 年、１９７０

①

②

③

④

中国共有 ２０ 个邻国，具体包括 １４ 个陆上邻国（朝鲜、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越南）和 ６ 个海上邻国（韩国、日
本、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需要说明的是，１９６０～１９９０ 年，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

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俄罗斯为苏联的加盟国，而苏联在当时也是中国的一个重要邻国。
本文中的“邻国国际移民”是指中国周边 ２０ 个邻国迁出的国际移民。
本文中的“在华国际移民”是指迁移到中国大陆的国际移民，不包括中国港澳台地区迁入大陆者。
邻国来华移民则是指中国周边 ２０ 个邻国迁往中国大陆的国际移民。
世界银行全球双边迁移数据库获取网址为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ｂａｎｋ．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ｓｏｕｒｃｅ ／ ｇｌｏｂａｌ⁃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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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９８０ 年、１９９０ 年和 ２０００ 年共计 ５ 个年份的国际移民存量进行了计算和估计。 此外，为更

好地反映邻国国际移民的近况，本文还使用了联合国发布的全球移民存量数据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Ｓｔｏｃｋ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①中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２０ 年的国际移民存量数据，该数据库

同样采用存量口径对 １９９０ 年及以后的国际移民数量进行了多轮统计与估计，具有较强时效

性，可以作为世界银行全球双边迁移数据库中 ２０００ 年之后数据的延续。
考虑到 １９６０ 年以来，受苏联解体等政治事件的影响，一些新国家的出现与原有国家的消

失导致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管辖范围发生明显变化，本文对国际移民存量数据进行了相应

调整。
３　 邻国国际移民存量的变化趋势

１９６０～２０２０ 年，中国周边 ２０ 个邻国国际移民存量的变化趋势在其国家内部环境以及国

际经济与政治格局变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以 １９８０ 年为分界点，呈现出两个不同的阶段：
１９６０～１９８０ 年，邻国国际移民存量持续减少，在全球国际移民存量中的占比明显下降；１９８０
年以后的 ４０ 年间，邻国国际移民存量快速反弹，并且增长迅猛，在全球国际移民存量中的占

比也有所回升（见图 １）。

图 １　 １９６０～ ２０２０ 年邻国国际移民存量及其在全球国际移民存量中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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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１９６０～２０００ 年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全球双边迁移数据库，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 年数据来

自联合国全球移民存量数据库。 后文图表资料来源同图 １。

① 联合国全球移民存量数据库获取网址为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ｄｅｓａ ／ ｐｄ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ｍｉｇｒａｎｔ⁃ｓｔｏｃ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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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１９６０～ １９８０ 年邻国国际移民存量的持续下降阶段

１９６０～１９７０ 年，邻国国际移民存量由 ２５７１．６ 万人下降至 ２４３８．６ 万人。 此后 １０ 年间，邻
国国际移民存量经历了更大幅度的下降，降幅由 １９６０～１９７０ 年的 ５．２％上升至 １４．１％，到 １９８０
年，邻国国际移民存量降至 ２０９４．６ 万人。 ２０ 年间，邻国国际移民存量在全球国际移民存量中

的占比也由 ３５．４％持续下降至 ２０．５％。
从具体国家来看，这一时期邻国国际移民存量的持续下降趋势是由印度、巴基斯坦、苏联

国际移民存量大幅减少造成的。 １９６０～１９８０ 年，巴基斯坦国际移民存量下降最明显，由 ８８４．５
万人降至 ３９７．０ 万人，降幅高达 ５５．１％，其在抵消掉其他邻国国际移民 ３０３．２ 万人的增量的基

础上，在邻国国际移民存量下降中的贡献率仍达 ３８．６％。 在此期间，印度和苏联的国际移民

存量也分别以 １６．５％和 ３０．２％的降幅缩减了 １５０．０ 万人和 １４２．７ 万人，在邻国国际移民存量下

降中的贡献率分别为 ３１．４％和 ３０．０％。
这一阶段上述 ３ 个国家国际移民存量的下降受到其内部与外部环境的双重影响。 从内

部环境来看，１９６０～１９８０ 年，巴基斯坦政府积极推行“绿色革命”，制定并实施多项农业发展

政策（木子，１９９２），促使该国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在明显增强该国人口农业生产积极性

的同时，也削弱了该国人口跨国迁移的推力；同一时期，在半封闭计划经济政策的背景下，印
度政府因缺乏引进国外资本与技术的动力和机制而对早期迁移到其他国家的移民不承认、不
重视（丘立本，２０１２），削弱了其人口跨国迁移的意愿；苏联国际移民存量的大幅下降则与其

不断强化的限制性出境政策有关。 从外部环境来看，１９６０～１９８０ 年，印度与巴基斯坦、缅甸以

及孟加拉国发生的激烈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印度与巴基斯坦国际移民存量的下降（张
威，２０１５；丘立本，２０１２；林良光，１９９０）；苏联国际移民存量的下降则与冷战时期的政治格局变

化有一定联系。
３．２　 １９８０～ ２０２０ 年邻国国际移民存量的快速上升阶段

１９８０ 年以来，邻国国际移民存量的下降趋势开始逆转。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 年，邻国国际移民存量

以 ２３．０％的增幅增加了 ４８２．３ 万人，并突破了 １９６０ 年时 ２５７１．６ 万人的高点。 此后 １０ 年间，邻国

国际移民存量加速攀升，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２５７６．９ 万人提升至 ２０００ 年的 ４２１５．４ 万人，增幅高达

６３．６％。 期间，苏联解体直接导致超过 １０００ 万的迁移人口①由苏联的国内迁移者转变为国际移

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邻国国际移民存量分别增加了 １７３９．７ 万人和 １３６８．１ 万

人，但其增幅却分别下降至 ４１．３％和 ２３．０％。 到 ２０２０ 年，邻国国际移民存量增至 ７３２３．２ 万

人。 与此同时，邻国国际移民存量在全球国际移民存量中的占比也由 １９８０ 年的 ２０．５％波动

上升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２６．１％。
从具体国家来看，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年，除朝鲜外，其他邻国的国际移民存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

加。 其中，印度的国际移民增量高达 １０２８．７ 万人，远超其他邻国；阿富汗与菲律宾的国际移

民增量均超过 ５００ 万人；除不丹、文莱、日本、蒙古外，其他邻国的国际移民增量均在 １００ 万人

以上。 从国际移民存量的增幅来看，蒙古国际移民存量的增幅最大（３９．２ 倍），其次为阿富汗

（１４．７ 倍）和缅甸（１４．０ 倍），印度尼西亚、老挝、菲律宾和越南国际移民存量的增幅也都达到

① 此处的迁移人口规模仍为存量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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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倍以上。
这一阶段邻国国际移民存量的快速上升主要由两点原因造成。 第一，海湾地区石油产业

的发展以及部分东南亚国家季节性劳动力需求的大幅增加刺激了部分邻国劳动力为获得更

好的就业与发展机会而进行跨国迁移。 在此过程中，部分邻国的相关支持性政策使其人口迁

移动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例如，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以及印度政府都曾积极支持本国劳工

开拓国际劳务市场，并且维护他们的海外合法利益（刘小雪，１９９８；丘立本，２０１２）。 第二，部
分邻国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社会与政治环境下，其人口为逃离动荡与战乱、提高生存机会而被

迫迁移。 例如，１９７９ 年以来频繁的政权更迭与战争导致阿富汗大规模人口沦为难民、迁往国

外（罗怿，２０１９）；南北分治的大背景下，缅甸少数民族武装力量与政府之间频繁的暴力冲突

导致大规模人口向周边国家迁移（鲍志鹏，２０１６；鲁刚、赵静，２０１７）。
４　 邻国国际移民目的地的变化趋势

４．１　 邻国国际移民在各大洲的存量变化存在明显差异

１９６０～２０２０ 年，邻国国际移民在各大洲的存量呈现出差异化的变化特征（见表 １）。 ６０ 年

间，迁往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①的邻国国际移民存量经历了先减后增的变化过程。 １９６０ 年，
分别有 １９８３．６ 万和 ３８８．１ 万的邻国国际移民分布在亚洲和欧洲。 此后 ２０ 年间，迁往亚洲和

欧洲的邻国国际移民存量分别减少了 ５７４．１ 万人和 ６０．０ 万人。 １９８０ 年以后，迁往亚洲和欧

洲的邻国国际移民存量又大幅上升，到 ２０２０ 年分别增加至 ４２７０．６ 万人和 １６４７．８ 万人。 在此

期间，分布在拉丁美洲的邻国国际移民存量也经历了相似的变化过程，但其下降趋势持续了

５０ 年，直到 ２０１０ 年以后，存量才有所回升。 与之不同的是，迁往北美洲和大洋洲的邻国国际

移民存量均持续增长。 其中，迁往大洋洲的邻国国际移民存量增长较快，由 １９６０ 年的 １２．１ 万

人增加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２２８．１ 万人，尽管其绝对增量远低于北美洲，但其存量的增幅达 １７．８ 倍，
明显高于北美洲。

表 １　 １９６０～ ２０２０ 年分大洲的邻国国际移民存量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Ｓｔｏｃｋｓ ｆｒｏｍ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ｂｙ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ｆｒｏｍ １９６０ ｔｏ ２０２０
单位：万人

　 大洲 １９６０ 年 １９７０ 年 １９８０ 年 １９９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２０ 年

亚洲 １９８３．６ １８７１．７ １４０９．５ １５７３．６ ２１７３．６ ３４２４．９ ４２７０．６

欧洲 ３８８．１ ３３９．１ ３２８．１ ４４４．１ １２６２．４ １４３２．７ １６４７．８

非洲 １５．５ ２５．１ ２０．３ １５．０ １７．４ １７．６ １９．４

北美洲 １３９．６ １５６．７ ２８３．０ ４６９．７ ６７０．３ ９２４．０ １１４０．３

拉丁美洲 ３２．７ ２８．５ ２６．３ １９．７ １５．８ １３．０ １６．９

大洋洲 １２．１ １７．４ ２７．６ ５４．７ ７６．０ １４２．９ ２２８．１

① 拉丁美洲包括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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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邻国国际移民的目的地逐渐向欧美与海湾地区转移

１９６０～２０２０ 年，邻国国际移民的目的地逐渐向欧美与海湾地区转移。 从大洲层面来看，
６０ 年间，分布在亚洲的邻国国际移民存量所占比例由 ７７．１％下降至 ５８．３％。 同一时期，分布

在北美洲和欧洲的邻国国际移民存量所占比例分别上升了 １０．１ 个和 ７．４ 个百分点，与亚洲相

应比例的差距分别由 ７１．７ 个和 ６２．０ 个百分点缩小至 ４２．７ 个和 ３５．８ 个百分点，表明邻国国际

移民在空间选择中对于北美洲和欧洲的偏好明显加强。 此外，分布在大洋洲、非洲和拉丁美

洲的邻国国际移民存量所占比例均在 ５％以下（见图 ２）。

图 ２　 １９６０～ ２０２０ 年分大洲的邻国国际移民存量所占比例

Ｆｉｇｕｒｅ ２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Ｓｔｏｃｋｓ ｆｒｏｍ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ｂｙ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ｆｒｏｍ １９６０ ｔｏ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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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具体国家来看，迁往美国与部分海湾国家的邻国国际移民存量明显增加（见表 ２）。
１９６０～１９８０ 年，印度和巴基斯坦一直是邻国国际移民最主要的目的地，两个国家在 １９６０ 年分

别接收了 ９２８．８ 万和 ６３３．２ 万的邻国国际移民，此后，分布在两个国家的邻国国际移民存量明

显下降。 与之相反，迁往美国的邻国国际移民存量呈现持续增加态势，到 １９９０ 年，美国已经

成为邻国国际移民的第一大目的地，此后 ３０ 年间，美国接收的邻国国际移民存量从 ４１３．２ 万

人进一步增加至 ９２３．３ 万人。
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后文简称“阿联酋”）、科威特等海湾国家石

油经济的繁荣以及对海外劳动力的潜在需求对邻国国际移民产生较强吸引力。 １９６０ 年，邻
国国际移民存量排名前二十的目的地中并不包括海湾国家；１９９０ 年，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均

上升至前十的行列，分别接收了 ２１５．４ 万和 ７９．３ 万的邻国国际移民，科威特也首次进入前二

十的行列；２１ 世纪以来，海湾国家在邻国国际移民目的地中的存量排名进一步上升，沙特阿

拉伯和阿联酋在 ２０１０ 年就已经成为邻国国际移民的第二和第三大目的地，卡塔尔和阿曼也

相继在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２０ 年进入前二十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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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不同邻国国际移民的目的地分布存在差异

随着国际经济与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动，不同邻国的国际移民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呈现出

差异化的目的地分布特征。
韩国和日本的国际移民在投资、劳务、留学等发展性因素的影响下迁往美国的比例分别

由 １９６０ 年的 １．５％和 ３３．５％上升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４７．１％和 ３９．６％。 此外，尽管 １９６０ 年曾有 ４８．６％
的日本移民迁往巴西，７４．４％的韩国移民迁往日本，但这两个比例均持续下降，到 ２０２０ 年分别

仅为 ７．７％和 ２０．７％。
位于南亚的邻国中，阿富汗和不丹的国际移民长期以来一直以周边国家为主要目的地，

尽管近年来欧美与海湾地区对两国国际移民的吸引力略有增强，但并未从根本上转变其主要

目的地选择。 与之不同，周边国家对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尔国际移民的吸引力大幅减弱，欧
美与海湾地区的吸引力则明显增强。 １９６０ 年，分别有超过 ９０％的尼泊尔和巴基斯坦国际移

民迁往印度，６９．３％的印度国际移民迁往巴基斯坦，此后 ６０ 年间，这 ３ 个比例分别下降了 ７０．１
个、８４．８ 个和 ６０．４ 个百分点，而这 ３ 个国家迁往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的国际移民比例均明显

上升。
位于东南亚的邻国中，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迁往其被殖民时期宗主国的国际移民比例大

幅下降。 １９６０ 年，曾有 ７１．８％的菲律宾移民迁往美国，６５．０％的印度尼西亚移民迁往荷兰，到
２０２０ 年，这两个比例分别降至 ２．６％和 ３３．８％。 期间，沙特阿拉伯对两国国际移民的吸引力明

显增强，截至 ２０２０ 年，其分别接收了 １０．６％的菲律宾国际移民和 ３７．１％的印度尼西亚国际移

民，相比 １９６０ 年，分别上升了 ７．６ 个和 ３６．０ 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尼西亚国际移民

中迁往马来西亚的比例在 ６０ 年间也上升了超过 ２５ 个百分点。 与之不同，文莱、缅甸、老挝、
马来西亚的国际移民主要分布在其周边国家，其中，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其国际移民目

的地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与 ３ 个国家对季节性劳动力潜在需求的增加有一定联系。 此外，６０
年间，迁往柬埔寨的越南国际移民占比由 ７２．４％大幅下降至 １．２％，而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

亚的吸引力日益凸显，截至 ２０２０ 年，分别吸引了 ４１．４％、１０．４％和 ８．０％的越南国际移民，相比

１９６０ 年，分别上升了 ３６．１ 个、９．８ 个和 ７．６ 个百分点。
受冷战时期政治地缘关系和苏联对犹太人的排斥性政策的影响（梁中芳，２０１２），苏联的

国际移民主要分布在波兰、美国、德国和以色列。 １９６０～１９９０ 年，这 ４ 个国家合计吸纳了超过

７７．０％的苏联国际移民。 １９９１ 年，苏联解体，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

相继独立并成为中国的重要邻国。 此后，这 ４ 个国家的国际移民始终把原苏联加盟国作为主

要目的地，截至 ２０２０ 年，分别有 ９１．２％、８４．１％、７６．０％、６９．６％的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国际移民分布在原苏联加盟国。

朝鲜和蒙古国际移民的目的地分布特征与其他邻国存在差异。 １９６０～２０００ 年，超过 ６０％
的朝鲜国际移民分布在韩国。 然而，１９９３ 年和 ２００３ 年朝鲜两次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这一举动在导致朝鲜核问题升级为朝鲜核危机的同时，也使得朝鲜与韩国的关系明显恶

化（程晓勇，２０１３）。 在此背景下，２０００ 年以后，朝鲜国际移民的主要目的地转变为哈萨克斯

坦、俄罗斯等原苏联加盟国。 ６０ 年间，蒙古国际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也发生了明显转变。
１９６０～２０００ 年，匈牙利一直是蒙古国际移民的主要目的地，这与两国人口的历史渊源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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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 ２１ 世纪以来，在蒙古经济发展缓慢与贫困问题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其北部邻国俄罗斯

以及与其同处东亚地区的韩国因较高的发展水平和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而对其国际移民产

生越来越强的吸引力，二者逐渐成为蒙古国际移民的主要目的地。 截至 ２０２０ 年，俄罗斯和韩

国合计接收了 ６３．６％的蒙古国际移民。
５　 邻国来华移民的变化趋势与未来展望

５．１　 邻国来华移民的变化趋势

１９６０～２０２０ 年，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点，邻国来华移民存量呈现出先减后增的变化态势（见
图 ３）。 １９６０～１９７０ 年，邻国来华移民存量由 ２２．３ 万人减少至 ８．２ 万人，降幅高达 ６３．２％；
１９７０～１９８０ 年，邻国来华移民存量又减少了 ３．３ 万人，降幅缩小了 ２３．０ 个百分点，到 １９８０ 年，
邻国来华移民存量只有 ４．９ 万人。 这一时期邻国来华移民存量的持续减少，一方面是由于当

时中国相对缓慢的经济发展使其不具备吸引和接收邻国国际移民的能力；另一方面则与新中

国成立初期对在华国际移民的严格管理和限制性政策有关。

图 ３　 １９６０～ ２０２０ 年邻国来华移民存量及其在全部在华国际移民存量中的占比

Ｆｉｇｕｒｅ ３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Ｓｔｏｃｋｓ ｆｒｏｍ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Ｓｔｏｃｋ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６０ ｔｏ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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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邻国来华移民存量的下降趋势开始逆转。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０ 年，邻国来华移民

存量经历明显回升，以 ４０．８％的增幅增加了 ２．０ 万人。 此后 １０ 年间，邻国来华移民存量继续

加速增长，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６．９ 万人增加至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４．０ 万人，增幅超过 １ 倍。 ２１ 世纪以来，邻
国来华移民存量仍保持较强劲的增长势头，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邻国来华移民存量增加了 ３５．１ 万

人，增幅高达 ２．５ 倍。 此后，邻国来华移民存量进一步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４９．１ 万人增加至 ２０２０ 年

的 ５５．８ 万人。 这一时期邻国来华移民存量的迅速增加，一方面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

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发生根本性转变；另一方面则与在华国际移民管理政策的日趋完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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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１９６０～１９８０ 年，邻国来华移民存量在全部在华国际移民存量中的占比始

终超过 ９０％，尽管此后 ４０ 年间这一占比呈波动下降态势，但仍保持在 ６７％以上。 这表明，邻
国来华移民对在华国际移民的变化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６０ 年间，邻国来华移民存量

在邻国国际移民存量中的占比始终在 １．０％以下，说明绝大多数邻国国际移民并未将中国大

陆视为其主要目的地。
此外，１９６０～２０２０ 年，来自朝鲜和韩国的国际移民始终是在华国际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１９６０ 年，来自朝鲜和韩国的国际移民存量在全部在华国际移民存量中的占比高达 ９０．９％。
这一方面是由于两国人口与在中国东北边境地区生活的朝鲜族之间存在相似的语言和生活

习惯，以及密切的社会联系；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大规模的朝鲜半岛移民和难民在战争时期进

入中国东北地区之后一直没有离开（段成荣、邱玉鼎，２０２３）。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其他

国家移民的吸引力不断增强，来自朝鲜和韩国的国际移民存量在全部在华国际移民存量中的

占比持续下降，到 ２０２０ 年已降至 １７．９％。 与之不同，６０ 年间，来自东南亚邻国的国际移民存

量及其占比均明显上升。 其中，来自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的国际移民存量增长尤为迅

猛。 １９６０ 年，来自这 ３ 个国家的国际移民存量均不足 ５００ 人，到 ２０２０ 年，来自印度尼西亚、菲
律宾和越南的国际移民存量分别增加至 ３．１ 万人、５．７ 万人和 ３０．３ 万人，在全部在华国际移民

存量中的占比也分别上升至 ３．８％、７．０％和 ３７．４％。
５．２　 邻国来华移民的未来展望

尽管绝大多数邻国国际移民并未将中国大陆视为其主要目的地，但在 １９８０～ ２０２０ 年，邻
国来华移民存量增长了 １０．４ 倍。 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质量发展，在以下 ３ 个因素的

推动下，邻国来华移民存量将继续增加。
第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深入，收入和就业机会等经济因素对于邻国国际移民的重

要性日益凸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迅速提升，ＧＤＰ 总量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３６７８．７
亿元攀升至 ２０２２ 年的 １２１．０ 万亿元。 在此过程中，中国人均 ＧＤＰ 陆续超越马来西亚、菲律

宾、印度尼西亚等多数邻国，与日本、韩国等相对较发达的邻国之间的差距也大幅缩小。 这一

趋势不可避免地会加强中国对邻国国际移民的吸引力。 与此同时，中国已进入人口负增长的

新阶段，为应对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缩小与人口红利消减等问题，进一步提升社会经济发展质

量，中国未来需要放眼国际人力资源市场，科学充分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第二，中国与周边邻国日益密切的经济合作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等战略安排都将成为

邻国来华移民存量增长的“助推器”。 ２０１２ 年，包括文莱、印度尼西亚、老挝等 ７ 个邻国在内

的东南亚国家联盟①发起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ＲＣＥＰ），该协定历时 ８ 年，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签署生效，不仅涵盖了东南亚国

家联盟成员国，还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ＲＣＥＰ 在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区

的同时，也是中国参加的区域涵盖总人口最多、经济总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自由贸易区

（袁晓玲、石时，２０２３）。 此外，周边邻国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中蒙

① 东南亚国家联盟共有文莱、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越南、柬埔寨、新加坡、泰

国 １０ 个成员国，其中前 ７ 个国家均为中国的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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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均被视为重要的国际经济合作走廊

（商务部，２０１５）。 这些战略规划与安排既有利于加快周边邻国与中国的发展资源交流与配

置，又将为邻国国际移民提供新的发展机遇与空间，吸引更多邻国国际移民来华就业与发展。
第三，传统移民接收大国的移民限制性措施可能会使邻国国际移民的迁移渠道发生改

变，从而转向迁往中国大陆。 例如，美、英、德、法等国政府在移民问题上的保守态度与采取的

各种限制和排斥措施都会削弱其对邻国国际移民的吸引力（段成荣等，２０２０）；近年来，海湾

国家开始通过在企业中强制推行本国劳动力配额制、限制外籍劳工比例等手段来减缓外籍劳

工的冲击（王方、闫伟，２０２０），而且随着全球能源结构的加速转型，海湾国家石油产业面临严

峻挑战（田冉冉、杨言洪，２０２１），其对邻国国际移民的吸引力也有可能被削弱。

６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全球双边迁移数据库和联合国全球移民存量数据库，分析了 １９６０ 年

以来中国周边邻国国际移民规模和目的地的变化过程，同时关注了邻国国际移民的来华情

况，并对其未来趋势进行预判。 研究发现，１９６０～２０２０ 年，中国邻国国际移民存量呈现先减后

增的阶段性变化特征。 ６０ 年间，中国邻国国际移民的目的地逐渐向欧美与海湾地区转移。
期间，不同邻国国际移民的目的地分布在国际经济与政治格局剧烈变动的背景下呈现差异化

特征。
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点，邻国来华移民存量也呈现先减后增的变化特征。 ６０ 年间，超过

２ ／ ３ 的在华国际移民来自周边邻国，表明邻国来华移民对在华国际移民的变化与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其中，来自朝鲜半岛和东南亚邻国的国际移民需要特别关注。 尽管目前绝大多数邻

国国际移民仍未将中国大陆视为其主要目的地，但中国持续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与周边邻国

之间日趋紧密的经济合作、“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的持续推进都将

对邻国国际移民产生强劲吸引力，从而推动邻国来华移民规模的继续扩大。
邻国来华移民的持续增多在为中国带来包括年轻劳动力、可观的商贸投资，以及与周边

区域协同发展的“桥梁”等在内的一系列发展机遇的同时，也有可能给中国的经济发展秩序、
社会治理与边境管理等带来一定压力与挑战。 因此，在把握邻国国际移民规模和目的地变动

以及其来华趋势的同时，需要未雨绸缪，在相关议题研究与政策制定等方面做好充分准备。
为此，应尽快针对邻国国际移民的来华趋势以及在华适应和融合状况等开展深入研究。 在完

善邻国来华移民信息与数据采集的同时，应提高边境地区人口跨境迁移审核与管理效率。 此

外，应制定并规范外籍劳工来华就业的相关政策与程序，充分发掘国际劳动力市场潜力。 最

后，应创建更加多元而包容的文化环境和社会氛围，引导移民与国民和谐共处，真正将国际移

民转化为中国发展的新助力。

参考文献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鲍志鹏．国家建构视域下缅甸民族问题根源探究．世界民族，２０１６；１：２４－３１

Ｂａｏ Ｚｈｉｐｅｎｇ． ２０１６．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ｙａｎｍａｒ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ｓｓｕ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 ２４－３１．



　 ５ 期 段成荣　 闵欣伟　 １９６０ 年以来中国周边邻国国际移民的变迁趋势 １１３　　

２　 曹善玉．试论近代朝鲜人移居中国东北的原因———兼与华人移民东南亚之比较．南洋问题研究，
２０１０；３：６２－７２
Ｃａｏ Ｓｈａｎｙｕ． ２０１０．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ｏｆ Ｋｏｒｅａ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ｔｏ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ｒａ：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ｔｏ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３： ６２－７２．

３　 程晓勇．历史与现实：朝鲜核危机的背景和缘起．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３：２８－３４
Ｃｈｅｎｇ Ｘｉａｏｙｏｎｇ． ２０１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ｎ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Ｃｒｉｓｉ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３： ２８－３４．

４　 段成荣，谢东虹，王涵，吕利丹．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看国际人口迁移：三论人口迁移转变．人口研

究，２０２０；５：３３－４３
Ｄｕａｎ Ｃｈｅｎｇｒｏｎｇ， Ｘｉｅ Ｄｏｎｇｈｏｎｇ， Ｗａｎｇ Ｈａｎ， ａｎｄ Ｌｙｕ Ｌｉｄａｎ． ２０２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５：
３３－４３．

５　 段成荣，邱玉鼎．１９６０～２０２０ 年在华国际移民变动情况研究．南方人口，２０２３；２：１－１１
Ｄｕａｎ Ｃｈｅｎｇｒｏｎｇ ａｎｄ Ｑｉｕ Ｙｕｄｉｎｇ． ２０２３．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６０－２０２０．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２： １－１１．

６　 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接受普查登记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主要数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 ｓｊ ／ ｔｊｇｂ ／ ｒｋｐｃｇｂ ／ ｑｇｒｋｐｃｇｂ ／ ２０２３０２ ／ ｔ２０２３０２０６＿１９０１９９９．ｈｔｍｌ． ２０１１－０４－２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１１．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Ｄａｔａ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Ｍａｃａｏ，ａｎｄ Ｔａｉｗ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ｒｓ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６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ｓｕｓ ｉｎ ２０１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ｓｊ ／ ｔｊｇｂ ／ ｒｋｐｃｇｂ ／
ｑｇｒｋｐｃｇｂ ／ ２０２３０２ ／ ｔ２０２３０２０６＿１９０１９９９．ｈｔｍｌ． ２９ Ａｐｒｉｌ．

７　 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八号）———接受普查登记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情

况．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 ｘｘｇｋ ／ ｓｊｆｂ ／ ｚｘｆｂ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１０５ ／ ｔ２０２１０５１１＿１８１７２０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１－０５－１１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２１．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７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ｓｕｓ （Ｎｏ．８）：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Ｍａｃａｏ， ａｎｄ Ｔａｉｗ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ｒｓ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ｓｕ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 ｘｘｇｋ ／
ｓｊｆｂ ／ ｚｘｆｂ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１０５ ／ ｔ２０２１０５１１＿１８１７２０３．ｈｔｍｌ． １１ Ｍａｙ．

８　 姜磊，陈勇．朝鲜移民与韩国迁移者比较分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１：７７－８３
Ｊｉａｎｇ Ｌｅｉ ａｎｄ Ｃｈｅｎ Ｙｏｎｇ． ２０１０．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ａｒｂ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１： ７７－８３．

９　 李琪．中亚国家移民类型和相关政策盘点．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２：４５－５６
Ｌｉ Ｑｉ． ２０１６．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 ４５－５６．

１０　 梁在，王楠．中国和 ２１ 世纪的国际移民研究．学术月刊，２０２１；８：１２３－１３４
Ｌｉａｎｇ Ｚａｉ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Ｎａｎ． ２０２１．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ａ⁃
ｄｅｍｉｃ Ｍｏｎｔｈｌｙ ８： １２３－１３４．

１１　 梁中芳．１９７０ 年代苏联犹太移民潮波动的历史分析．历史教学问题，２０１２；２：７５－８０＋２４
Ｌｉａｎｇ Ｚｈｏｎｇｆａｎｇ． ２０１２．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Ｊｅｗｉｓｈ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７０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２： ７５－８０＋２４．

１２　 林良光．印孟关系十八年．南亚研究季刊，１９９０；１：３４－３９＋４
Ｌｉｎ Ｌｉａｎｇｇｕａｎｇ． １９９０． Ｉｎｄｏ⁃Ｂａｎｇｌａｄｅｓ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７１－１９８９） ．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１： ３４－
３９＋４．

１３　 刘小雪．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劳务输出比较．当代亚太，１９９８；７：２９－３３
Ｌｉｕ Ｘｉａｏｘｕｅ． １９９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ａｎｄ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７： ２９－３３．



１１４　　 人口研究 ４７ 卷

１４　 鲁刚，赵静．云南边境地区的跨国界无序人口流动及其治理．思想战线，２０１７；４：６７－７５
Ｌｕ Ｇａｎｇ ａｎｄ Ｚｈａｏ Ｊｉｎｇ． ２０１７．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Ａ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ｌｏｗ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Ｙｕｎ⁃
ｎａｎ Ｂｏｒｄｅｒ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４： ６７－７５．

１５　 罗怿．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问题及其安全挑战．印度洋经济体研究，２０１９；６：１１５－１３１＋１５４
Ｌｕｏ Ｙｉ． ２０１９．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ｓ Ａｆｇｈａ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Ｉｓｓｕ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６： １１５－１３１＋１５４．

１６　 木子．巴基斯坦农业发展政策评述．南亚研究季刊，１９９２；１：２５－３３＋４
Ｍｕ Ｚｉ． １９９２． Ａ Ｄｉｓ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ｆ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１： ２５－３３＋４．

１７　 丘立本．印度国际移民与侨务工作的历史与现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２０１２；１：２４－３５
Ｑｉｕ Ｌｉｂｅｎ． ２０１２．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Ｉｎｄ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Ｉｎｄｉａ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 ２４－３５．

１８　 商务部．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发布． ｈｔｔｐ： ／ ／ ｚｈｓ．
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ｘｘｆｂ ／ ２０１５０３ ／ 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９２６６４４．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５－０３－３０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２０１５． Ｊｏｉｎｉｎｇ Ｈａｎｄｓ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ａ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ｈｔｔｐ： ／ ／ ｚｈｓ．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ｘｘｆｂ ／
２０１５０３ ／ 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９２６６４４．ｓｈｔｍｌ． ３０ Ｍａｒｃｈ．

１９　 宋鸥．美国墨西哥移民的人口效应评析．史学集刊，２００９；２：５９－６５
Ｓｏｎｇ Ｏｕ． ２００９．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ｅｘｉｃａ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Ｕ．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 ５９－６５．

２０　 田冉冉，杨言洪．全球能源变局下海湾产油国的战略选择．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２１；３：１１３－１３２＋１６０
Ｔｉａｎ Ｒａｎｒａｎ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Ｙａｎｈｏｎｇ． ２０２１．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Ｇｕｌｆ Ｏｉｌ⁃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Ｇｒｅａ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３： １１３－１３２＋１６０．

２１　 王方，闫伟．海湾国家的外籍移民问题与劳工本土化的探索．西亚非洲，２０２０；１：７３－９５
Ｗａｎｇ Ｆａｎｇ ａｎｄ Ｙａｎ Ｗｅｉ． ２０２０． Ｎ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Ｗｅ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１： ７３－９５．

２２　 袁晓玲，石时．“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视角．西安交

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２：１９－２８
Ｙｕａｎ Ｘｉａｏ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ｈｉ Ｓｈｉ． ２０２３．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ＳＥＡ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ｕｒｂｉｎ Ｍｏｄｅ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Ｘｉ'ａｎ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 １９－２８．

２３　 张威．裂痕与冲突：１９７１ 年南亚危机形成发展的内在逻辑．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１：
１２０－１２３
Ｚｈａｎｇ Ｗｅｉ． ２０１５． Ｒｉｆ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ｈｅ １９７１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ｓ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 １２０－１２３．

２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２１． Ｗｏｒｌ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ｏｍ．
ｉｎｔ ／ ｂｏｏｋｓ ／ ｗｏｒｌｄ－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２２．

（责任编辑：陈佳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