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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间的移民:规范与认识” 国际研讨会综述

刘相骏
(厦门大学 南洋研究院 , 福建 厦门 361005)

2006年 4 月 2-5日 , 由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暨南洋研究院与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民族与移民研究所 、

荷兰国际亚洲研究所和香港浸会大学林思齐东西学术交流研究所共同举办的 “东西方间的移民:规范与认识”

(Migration Between East and West:Normalizing the Periphery)国际研讨会在厦门大学举行。 来自中国 、 美国 、 荷兰 、

法国 、 澳大利亚 、 意大利 、 德国 、 加拿大 、 巴西 、 新加坡和香港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 30 多位学者 , 就当前东

西方移民中出现的新形势展开了讨论 , 本次会议共提交英文学术论文 23 篇。

会议主要就 “东西方移民的类型” 、 “移民社区” 、 “分割的政治利益” 及 “移民与安全 、 外交和国际关系”

等四个主题展开了讨论。

关于东西方移民类型。学者们将当前的移民分为技术移民和低技术含量移民两种类型 , 并以香港 、 加拿大 、

意大利 、 美国和巴拉圭的移民作为样本 , 对他们的迁移动因 、 生活 、 工作 、 与当地居民的关系等问题作了分析

与比较。加拿大学者李胜生 (Peter S.Li)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移民接收国如何有效利用这些技术移民 ,

以避免人才浪费? 他以 20世纪 90 年代以来移居加拿大的中国人为例进行了初步分析 , 认为从长期来看这不利于

加拿大对技术移民的吸引。

关于移民社区问题。学者们就亚洲的跨国社区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展开了讨论。亚洲的跨国社区目

前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是发展中国家移居发达国家之后 , 因无法承担抚养小孩的费用而将他们送回母国抚养 ,

由这些小孩子所形成的特殊群体值得关注 , 比如福建亭江的小美国人;第二是西方工业国家的专业技术人员在

发展中国家工作所形成的群体 , 比如厦门特区的外国人社区。这种跨国社区并不是亚洲所独有的 , 在拉美 、 非

洲国家也普遍存在。这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 因此对它们予以关注 , 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于分割的政治利益问题。学者们主要就两个方面展开讨论:第一是非法移民 , 第二是移民身份的社会建

构。关于第一个问题 ,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的庄国土教授在该院 2002—2004 年对福州市长乐 、 连江 、 马尾地区

30 个村 、 1806份家庭问卷调查的基础上 , 总结了过去 20年里长乐移民移居美国的情况。关于第二个问题 , 即移

民身份的社会建构问题 , 法国学者Marie-Sybille de Vinne从当代改革开放之后东南亚华人来大陆投资的情况进行

了实证分析。他认为 , 从改革开放以来东南亚华人在中国直接投资 (FDI)的情况来看 , 尽管有文化和血缘方面

的关系 , 但他们来大陆投资的主要动力还是经济因素 , 是一种正常的商业行为。

关于移民与安全 、 外交和国际关系问题。 Ernst Spaan 和Ton van Naerssen通过对比利时和欧盟的中国移民的研

究 , 分析了他们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流动模式以及在流动过程中与不同的行为体如政府机构 、 移民组织 、 发展基

金会 、 研究机构等之间的冲突和争论。他们指出 , 政治性的因素 , 比如移民组织作为利益集团为工作权利 、 性

别平等 、 人权和影响母国政治候选人等问题依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 , 还是偏重于经济因素的研究。另外 , 他们

还认为 , 目前对移民群体的了解还是有限的 , 对移民跨国方面的关注也不足。

总之 , 这次讨论会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 , 讨论范围广泛 , 领域多有交叉。从所提交的 23 篇会议论文

看 , 涉及移民问题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 、 社会认同 、 移民网络 、 安全与外交关系等多个方面。第二 , 讨论国家

众多 , 资料新颖。这次研讨会 , 涉及了欧美 、 东南亚 、 俄罗斯 、 东欧 、 拉美以及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 而且

大部分数据都截止到最近两年 , 这对于了解全球化时代的华人和国际移民问题无疑是极有参考价值 , 尤其是关

于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市的华人社区 (Rixta Wundrak)和俄罗斯的中国移民 (Vladimir Portyakov)的研究更是值得

关注。第三 , 研究手段上采用社会学的个案研究 、 人物访谈等方法 , 重视实证研究。

当然 , 本次会议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比如 , 所提交的会议论文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移民方面

(特别是华人移民问题)。对于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移民现象 , 本次会议只有 3 篇论文涉及 , 这

方面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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