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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劳工移民在南亚国家反贫困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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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国际劳工移民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南亚国家是世界最大的国际劳工移民输出地

区之一，劳工移民不仅带回了国家发展经济所需的资金，而且还带回了知识和技能。目前南亚国家 基 本 上

都将国际劳工移民作为反贫困战略的组成部分，在立法和政策上给予积极扶持。这些都有力促进了南亚 国

家反贫困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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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 劳 工 移 民 已 经 发 展 成 为 一 个 全 球 性 问

题，引起了联合国等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联合

国２００６年９月还在纽约举行了 “国际移民与发

展问题高级别对话”，重点探讨国际劳工移民的

现状及其对国家反贫困的作用，得出的结论是国

际劳工移民对劳工移民输出国的经济发展和反贫

困产生正面影响，特别是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最

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内陆国的农村地区。① 本文

结合南亚国家反贫困的战略，对国际劳工移民在

南亚国家反贫困中的作用作一初步分析。

一、南亚国家国际劳工移民的现状与特征

１．国际劳工移民的种类

南亚国家的国际劳工移民分为三种：一是到

欧洲、澳洲和美洲的永久移民；二是到海湾和东

南亚国家的合同劳工；三是南亚区域内部的跨境

季节性劳工流动。过去几十年来，南亚国家形成

了发达的国际劳工移民招募中介产业，向申请者

收取高昂的中介费用，有些申请者为了实现出国

梦想不仅 倾 其 一 生 的 积 蓄 甚 至 接 受 蛇 头 的 高 利

贷。由于政府对中介机构缺乏必要的监管，导致

地下中介活动猖獗，许多劳工没有合法正规的登

记，所以对劳工的性别、技能和数量没有正式的

数据资料，但可以肯定，实际数据远远大于官方

的统计。

２．国际劳工移民的目的地

海湾国家依然是南亚国家劳工移民的首选目

的地，其次是东南亚国家，即使是具有相对优势

向美国和其他国家输送专业技术人才的印度也是

如此。印度向中东国家输出劳工移民在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开始迅速增加，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２年间，

印度年均向中东输送劳工 移 民２３４，０６４人，但

１９８３年 到 １９９０ 年 期 间 下 降 到 １５５，４０１ 人。

１９９０年的海湾战争致使１６０，０００印度劳工返回

印度。但从１９９２年 到２００１年 的１０年 间，印 度

向海湾 国 家 输 出 劳 工 移 民３６０，０００人。同 样，

１９５０年到２０００年 的４０年 间，印 度 向 工 业 化 国

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德国输出的专业

人才 （特别是ＩＴ人才）也呈持续上升趋势，从

１９５０年代的年均１０，３００人增加到１９９９年代的

６０，０００人。

３．国际劳工移民的技能水平和年龄结构

印度的重点是输出技术工人，斯里兰卡输出

的国际劳工以女性为主，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

尼泊尔输出的劳工主要是一些非技术工人。这些

国家的劳工移民平均年龄在２０－３５岁。由于南

亚国家 的 人 口 年 龄 结 构 在 悄 然 发 生 变 化，即 有

１／３的人口 年 龄 在２０岁 以 下，即 “青 少 年 膨 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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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因 此 未 来１０－１５年 内，即２０２０年 之 前，
这些国家将处于非常关键的时期，因为从历史上

来看，一个 国 家 的 青 少 年 人 口 每 增 加１７％，总

会伴随着某种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①

４．国际劳工移民的性别特征

女性国际劳工移民约占劳工总数的一半。斯

里兰卡 女 性 劳 工 数 量 与 男 性 劳 工 之 比 为２：１。
女性劳工选择到海外的主要原因是国内的贫困。
尽管像尼 泊 尔 和 孟 加 拉 国 对 女 性 海 外 移 民 有 限

制，但女性劳工的数量仍然呈增加趋势。在限制

女性劳工的国家，妇女受到劳工权利的 “双重迫

害”。在输出国，妇女被视为非正规劳 动 力，其

权益得不到保护；在输入国她们因为缺乏多边和

双边劳动协议而不能享有劳动权利。也正因为其

非正规劳动力的身份，她们往往要比男性劳工向

无证的中介机构支付更高的中介费用，以期绕过

输出国 和 中 转 国 繁 琐 的 官 方 监 管。但 有 研 究 表

明，女性劳工能更有效地持家理财，最终实现减

贫的目的。

５．海外汇款逐年增加

根据 《２００６年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前景报告》
的统计，南亚国家从国际劳工移民的海外汇款中

受益，每年从其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劳工移民获得

３９０亿美元的外汇收入，若加上从非官方途径流

入的汇款，该金额 高 达６４０亿 美 元。从２００１年

到２００６年，巴基斯坦的劳工移民海外汇款从１０
亿美元增加到４０亿美元，孟加拉国从１９亿增加

到６０亿美元，印度从１２０亿美 元 增 加 到２４１亿

美元，尼泊尔在２００５年也有１５亿美元。② 实际

上，印度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劳工移民海外汇款

接受国，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紧随其后，分别位

列第５位和第７位。据统计，目前散居在海外的

印 度 劳 工 移 民 约 有２，０００万，年 均 收 入 达 到

１，６００亿美元。③ 印 度 海 外 汇 款 占 ＧＤＰ的 比 重

从１９９０－１９９１财年的０．７％猛增到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财年的３．１％，高 于 印 度 软 件 出 口 创 汇 额 （２３６
亿美元），也 高 于 印 度 的 教 育 支 出 和 医 疗 支 出。

从人均汇款额来看，孟加拉国比印度高出３３％，

而尼泊尔的海外汇款占ＧＤＰ的比重为１５％，也

位列世界 第１０位，斯 里 兰 卡 的 比 重 为９％。巴

基斯坦海外汇款在１９８３年达到最高峰，占ＧＤＰ
的比重为１０．０６％。④ 与斯里 兰 卡 服 装 出 口 创 汇

额相比，海 外 汇 款 占 国 家 外 汇 的 比 重 已 经 从

２０００年的４２％上 升 到２００５年 的６９％。南 亚 的

其他小国家，海外汇款占外汇的比重甚至更大，

而在内乱不断的斯里兰卡和尼泊尔，海外汇款还

确保了经济的持续增长。⑤

需要指出的是，官方的海外汇款数额大大低

于实际数据，因为南亚国家之间内部的劳工流动

大多通过非正规渠道，没有登记档案。如在印度

有很多来自孟加拉国、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的劳工

在非正规部门从事低薪工作，没有起码的劳动安

全保护，同样，由于印度和尼泊尔实行开放边境

和互免签证制度，有许多没有合法身份的印度人

在尼泊尔打工经商。

６．海外汇款的方式和用途

汇款的方式多为地下非正规渠道。２００６年，

南亚国家收到海外汇款３６０亿美元，占世界海外

汇款总额２６８０亿美元的近１３．５％，其中，通过

非正规渠道 的 汇 款 占４０％，本 人 随 身 携 带 的 占

８％，委托亲 朋 好 友 带 回 的 占４％。尼 泊 尔 劳 工

从印度的汇款有９９％是通过非正规渠道 汇 回。⑥

非正规渠 道 之 所 以 受 欢 迎 是 因 为 其 费 用 极 为 低

廉。一般 正 规 渠 道 的 汇 款 手 续 费 高 达１３％－
２０％。例如，巴基斯坦劳工通过银行从阿联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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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１，０００迪拉姆，其在巴基斯坦的家人可以换回

１１，９０５卢比，若通过货币兑换公司汇回，则可

以换回１２，３９１卢比，若通过非正规地下钱庄汇

回则可换回１２，６６０卢比。据世 界 银 行 的 估 计，
通过非正规地下钱庄进行海外汇款，每年可为国

际劳工移民节约１０％即３５亿美元的费用。①

国际劳工移民的海外汇款的使用存在较大差

异。一般来说，第一代移民选择将汇款用来在原

住地买地置产，第二代移民则更多选择在小城镇

投资，而第三代移民则更多选择在大城市或首都

地区买地置产。可以预计，第四代移民也许选择

在输入国家永久居住，而不是像父辈一样将钱汇

回母国。

７．国际劳工移民市场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输入国的劳动力市场在发生本土化

的改变。如２００１－２００２财 年，尼 泊 尔 劳 工 移 民

只被马来西亚和韩国接受，但孟加拉国劳工不能

前往上述两个国家。在１９９０年之前伊拉 克 一 直

是巴基斯坦劳工移民主要的吸收国家，但当年的

海湾战争使伊拉克遭受空前制裁，巴基斯坦便失

去了这个主要市场。此外，有些中东国家也在积

极对劳工 市 场 实 行 “本 地 化”或 “阿 拉 伯 化”。
如阿联酋劳工政策规定，如果原签证是发给亚洲

劳工移民，公司可以要求用阿拉伯劳工替代，如

果原签证是发给阿拉伯劳工，则不能转发给非阿

拉伯劳 工。阿 联 酋 还 规 定 外 国 劳 工 至 少 高 中 学

历，这也将对南亚国家的非技术移民造成极大影

响。沙特 阿 拉 伯 的 劳 工 政 策 规 定，出 租 车 驾 驶

员、理发师和裁缝只能是本地公民。

二、南亚国家国际劳工移民的政策和管理

在南亚的５个 主 要 国 际 劳 工 移 民 输 出 大 国

中，只有孟加拉国才于２００６年制定了一 套 全 面

的国际劳工就业政策，完善了１９８２年的 《劳 工

移民法案》和三项原则。自１９７１年孟加 拉 国 独

立以来，有３００多万劳工移民到海外谋生，仅从

１９７６年到２００３年间就为孟加拉国带回２２０亿美

元的汇款。孟加拉国共有三个政府机构负责管理

国际劳工移民事务：外侨福利与海外就业部、人

力资源与就业培训局和孟加拉国就业服务公司。
三个机构的具体分工是：孟加拉国就业服务公司

负责为谋求海外就业的人提供咨询和招募，人力

资源与就业培训局负责提供职业培训咨询并保护

劳工在海外的利益。此外，孟加拉国还成立了工

资福利基金以扩大对劳工移民的保护范围。
印度１９８３年的 《移民法案》主 要 规 定 了 劳

工移民的福利和促进海外就业。为了适应国际劳

工移民利益保护的需要，印度政府对该法案进行

了修改和调整，移民利益保护办公室被从外交部

转移到了劳工部，并且引入了公开听证程序制度

以处理国际劳工争端事务。印度在全国不同地区

设立了８个劳工权益保护办公室。最近，印度还

拟设立一个国家人力资源输出促进委员会，以期

使政府管理和招募培训更加有效可靠。除了劳工

部之外，印度护照签发机关、驻外使领馆，内务

部移民局机场移民处等政府机构也履行国际劳工

移民的管理事务。
尼泊尔１９８５年 《外国就业法 案》的 宗 旨 是

管理劳工招 募 机 构 的 证 照 颁 发。２００７年 尼 泊 尔

临 时 政 府 通 过 了 新 的 《外 国 就 业 法 案》，对 原

《法案》进行了完善，重视保护劳工 “权利”。新

《法案》设想新建一个政府机构来专门管理海外

就业事务，并规定设立一个处理劳工移民投诉的

机构，设立福利基金，保障妇女海外就 业 权 益，

实行劳工权益强制保险，允许劳工移民中介机构

在加德满都以外地区开展业务等。为了防止劳工

移民机构利用优势地位损害无辜劳工的权益，新

《法 案》还 要 求 这 些 机 构 缴 纳３００万 卢 比 （约

４，６００美元）的保证金方能获得经营许可证。

巴基斯 坦 拥 有 较 为 完 善 的 移 民 体 系，由 劳

工、人力 资 源 和 海 外 巴 侨 事 务 部 管 理。根 据

１９７９年的 《移民法案》，劳工部下属的移民与海

外就业局负责管理私营部门的移民事务，而公营

部门的移民事务则由海外就业公司负责管理，而

非海外就业的移民事务则由内务部通过其下属机

构负责管理，包括：联邦调查局、护照总局、移

民局、国家数据中心和注册登记机构等。

斯里兰卡的移民和海外汇款由就业与劳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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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具体办事机构海外就业局负责管理。就业与

劳工部负责制定政策，监管海外就业局的工作，
而海外就业局具体负责劳工移民在国内外的福利

及权益保障。
南亚５个主要国际劳工移民输出国驻移民接

受国的使领馆都将劳工权益保障作为一项主要内

容。国际劳工移民出发前的培训工作一般由输出

国负责，而在输入国的投诉则主要由其使领馆负

责，包括拒付和少付工资，未享受医疗服务和糟

糕的饮食和居住条件等。
为了加强南亚国家在国际劳工移民事务方面

的合作，南亚国家联盟 （ＳＡＡＲＣ）２００４年在巴

基斯 坦 伊 斯 兰 堡 举 行 的 第１２届 峰 会 上 通 过 了

《南亚国家联盟社会宪章》。《宪章》的目的是在

南亚国家建立以人为本的合作伙伴机制和社会文

化发展框架，包括消除贫困、医疗卫生、教育培

训、人力资源开发、促进妇女就业、保证儿童权

益、控制人口、戒毒和工作安置。联盟在各成员

国设立国家协调委员会，以负责监督 《宪章》的

实施。

三、国际劳工移民对国家反贫困的作用

国际劳工移民不仅给输出国带来经 济 利 益，
而且还带来人力资本和社会财富，国际劳工移民

在海外就业获得的知识和技能使输出国获得 “智
力收益”。１９９８年对巴基斯坦归国的劳工移民进

行的研究表明，这些在海外的机械师、电 焊 工、
车工和钳工掌握使用先进的车床工具和仪器仪表

的技术，比没有海外工作经验的工人更能得到国

内雇主的青睐。此外，国际劳工移民还能发挥政

治影响力，增进社区凝聚力，帮助解放妇女和少

数民族团体。①

联合国人口基金２００６年对７４个中低收入的

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劳工移民进行了研究。该研究

的基本结论是，国际劳工移民的海外汇款与减少

贫困之间呈正相关。海外汇款占国家ＧＤＰ的比

重每增加１０％就能使贫困减少１．２％。此外，输

出国的劳工移 民 每 增 加１０％将 使 日 均１美 元 生

活费用的贫困人口减少１．６％。② 尽 管 这 一 结 论

使用的分析方法存在争议，但国际劳工移民的海

外汇款有助于创造就业和减少贫困的观点得到普

遍认同。

１．国际劳工移民有助于减少贫困

根据 《２００６年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前景报告》
的统计，孟加拉国国际劳工海外汇款使贫困减少

６％，尼泊尔的官方数据显示国际劳工的汇款使

全国贫 困 减 少１１％。像 尼 泊 尔 这 样 的 小 国，海

外汇款对减少贫困的作用应当高于联合国人口基

金对７４个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进行的研究所得

出的平 均 数。其 原 因 有 二：一 是 尼 泊 尔 国 家 贫

穷，人均收入低；二是劳动生产率很低。尼泊尔

生活水平调研报告指出，减贫的因素包括国际劳

工移民的汇款、农业收入的提高、非农活动的增

加和抚养和赡养人口的减少等，其中海外汇款的

作用最大，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０３年间海外汇款帮助减

少贫 困１１％。同 期，接 受 海 外 汇 款 的 家 庭 从

２３％增 加 到３３％，而 汇 款 占 家 庭 总 收 入 的 比 重

从２６％增 加 到３５％。③ 尽 管 内 乱 不 断，但 尼 泊

尔人口普查和健康普查的数据都显示，在诸如婴

儿死亡率、预期寿命、产妇死亡率和医疗服务等

社会经济指标都得到明显的改善，这都要归功于

尼泊尔国际劳工移民的大量海外汇款。

海外汇款不仅有助于南亚国家减少贫困，而

且有助于降低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海外汇款可

以用来为儿童提供教育和医疗服务，从而帮助国

家改善人力资源的开发。

国际劳工移民的海外汇款能否帮助脱贫致富

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将汇款用于家乡的生

产性投 入；二 是 不 能 将 汇 款 仅 仅 用 于 消 费 性 商

品。一份对巴基斯坦海外汇款用途的研究报告显

示，国际劳工一般将汇款投入到农村的灌溉地和

雨浇地两项资产，这表明国际劳工没有将汇款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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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劳工移民在南亚国家反贫困中的作用

于纯粹的消费性支出，而是用于更能帮助脱贫致

富的农业资本积累。研究还表明，巴基斯坦的国

际劳工移民与非劳工移民的投资行为存在差异，
即劳工移民更愿意投资，投资的领域是自己熟悉

的行业如置地买田，而不是自己不熟悉的行业如

开店经商。①

国际劳工移民的海外汇款也提高了巴基斯坦

人的生活水平。劳工移民在海外的收入是其国内

收入的５－８倍，他 们 将７８％的 收 入 汇 回 国 内。
海外汇款的减少将对贫困产生双重影响：一是通

过限制进口削弱贸易自由化的影响，二是减少家

庭收入和家庭消费。对孟加拉国的储蓄和投资特

征进行的研究表明，接受汇款的家庭比未接受汇

款的家庭的储蓄率要更高。劳工移民的家庭一般

将可支配性收入用于买地、新建或翻新房屋。
斯里 兰 卡 的 劳 工 移 民 海 外 汇 款 的５６％用 于

食品开支，１８％用于教育，即可以满足家庭日常

所需，从而摆脱贫困。另外，１３％的汇款用于清

偿债务，也有助于劳工家庭脱贫。②

２．国际劳工移民有助于缩小不平等

劳工移民的一般理论认为，最贫困者不能选

择移民，只有那些具备一定社会经济资源和知识

信息的人才能移民。所以第一代移民一般是来自

于比较富裕殷实的家庭。只有当具有一定的社会

人脉关系网络，贫困家庭才可能移民。因为国际

劳工移民都会产生一些前期费用，所以只有具备

社会资源的家庭才能承担这笔费用。该理论还认

为，能否移民首先取决于知识信息，其次才是经

济能力。③

移民系统理论认为，由于殖民、文化宗教联

系、政治影响、贸易和投资等原因，使得移入国

与移出国之间形成了紧密而稳定的纽带；正是因

为存在这个纽带，导致了后续的大规模移民。印

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对英国的移民则跟历史

上英国在印度次大陆的殖民统治息息相关。南亚

国家劳工移民到中东国家则是由于彼此存在文化

和宗教的联系。

一般认为，机会的不平等是移民的主要推动

力。国际移民是机会不平等的重要表现形式，即

成千上万的劳工及其家庭为了缩小与富裕家庭的

差距竟相跨境移民。真正的争论不在于机会的不

平等对劳工移民造成的影响，而是劳工移民对不

平等造成的影响。在世界不同地区，劳工移民既

可以增加不平等，也可以减少不平等，最后的结

果取决于劳工移民对不平等的影响评判标准。首

先是分析的范围，平等的影响因素在家庭之间、

村庄之间、地区之间和国家之间是存在差异的。

其次是区位，劳工移民在目的地国家不能享有与

当地劳工相同的权利，而在其移出国的劳工选拔

标准、汇款方式和社会变化等都可能影响社会经

济的不平等。再次是时间因素，不平等可能随时

间的变化而变化，由于社会网络可以降低劳工移

民的成本，因此早期的移民可以将移民的机会传

递给更多的人群。最后是不平等的种类，除了经

济的不平等 （如收入和财富水平）之外，不平等

还包括男女不平等、代际不平等、民族不平等和

种姓不平等。④

对孟加拉国村级劳工移民的影响进行的分析

表明，劳工移民与不平等存在关联。如从孟加拉

国的西耶赫特地区塔鲁克普尔村到英国的劳工移

民就增加了来源地村的不平等，因为本村富裕家

庭比贫困家庭更具有海外移民的相对优势。事实

上，劳工移民是不平等的集中标志，它不仅带来

经济不平等，而且带来广泛的社会和文化的不平

等。另一方面，虽然富裕家庭与极端贫困家庭之

间的不平等加重了，但是，本村传统富裕家庭与

能到海外 工 作 的 劳 工 移 民 之 间 的 不 平 等 却 减 轻

了。如在孟加拉国的塔鲁克普尔村，劳工移民不

仅为社区带回了财富，而且改变了土地所有权，

改变了本区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力量基础。

总之，权利和机遇是劳工移民与不平等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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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关键因素。当贫困人群拥有更多的移民选

择时，就对不平等具有积极影响，移民的机遇越

多，受益就越大。事实上，对国际移民的限制越

多，不平等就越严重。如孟加拉国的非技术劳工

移民妇女被迫采用非法手段移民，因而更容易遭

受剥削和收入的不平等待遇。

３．海外汇款发挥创造就业的乘数效应

国际劳工海外汇款对减少贫困的作用不能仅

仅限于单个的家庭，因为贫困的减少与国家和个

人对汇款的使用密切相关。国际劳工的海外汇款

是以外汇的形式进入南亚国家，国家以不同的方

式使用这些外汇，达到减少贫困的目的。个人使

用汇款也产生乘数效应，增加劳工的创收能力，
从而达到减少贫困的目的。个人获得的是本国货

币，政府持有的是外汇。因此，只要海外汇款是

通过官方渠道汇回，便能增加国家的外汇储备，
实现进口替代和债务清偿的目的。

国际劳工移民对输出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乘数

效应。在政府公共管理部门，可以创造更多的管

理移民的就业机会，包括宣传、招募和培训，有

些国家新设了专门的国际劳工移民局，或者充实

了原来的劳工管理部门，如航空、海关、移民等

部门。此外，在一些非政府部门、私人移民中介

机构、旅行社、银行、医疗机构等也都增加了大

量的就业机会。

４．国际劳工移民促进政府完善政策机制

海外汇款对减少贫困和增加就业的影响不是

自发的，而是需要 输 出 国 建 立 配 套 机 制。Ｒｏｇｅｒ
Ｂａｌｌａｒｄ对分属印 度 和 巴 基 斯 坦 的 两 个 克 什 米 尔

地区具有相似社会经济背景的劳工移民到英国后

海外汇款与减少贫困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结论

是，海外汇款帮助印度地区的劳工移民摆脱了贫

困，促进了个人发展；但巴基斯坦地区的劳工移

民的汇款虽然增添了经济发展的活力，但不具有

持续性，一旦汇款终止，发展便无以为继。印度

地区的积极效应有赖于当地政府本身具有良好的

反贫困宏观政策和完善的基础设施。同样，海外

汇款要发挥减少贫困的作用必须有完善的财政政

策。如在尼泊尔，虽然过去６年其对主要创汇国

家的出口增长下降了３．６％，但同期尼泊尔的外

汇储备却以 年 均１０％的 速 度 增 长，其 原 因 不 是

外国直接投资和官方发展援助的增加，而是由于

国际劳工移民大量的海外汇款。从经济学角度来

看，如果尼泊尔未能稳定其实际的汇率，国家经

济的竞争力将遭到严重削弱。目前，尼泊尔主要

通过海外汇 款 积 累 的 国 民 储 蓄 率 达 到２８％，高

于国民投资率，这表明这一经济盈余足以确保尼

泊尔有能力在不依靠外国直接投资和官方发展援

助的情况下以年均６％的速度发展经济。
如果政府政策和组织机构不完备，劳工移民

的管理是十分困难的。国际劳工移民的海外汇款

是发展经济学忽视的一个薄弱环节，与此有关的

是社会、政 治 和 文 化 因 素。它 需 要 政 府 从 长 计

议，列入政府政策的优先目标。政府应 当 明 确，
劳工移民在海外的就业是减少贫困的手段之一，
海外汇款的流入并不能免除政府为穷人在国内创

造就业和提供社会福利的责任。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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