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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湄合作与澜湄地区非法移民治理

李志斐　 王　 婧

［摘　 要］ 澜湄地区的非法移民问题主要包括难民、 人口贩卖、 非法偷渡和非

法务工等类型， 其产生和持续存在的原因非常复杂， 涉及国家、 地区和国际层面的

发展与治理等诸多因素。 非法移民问题既是威胁澜湄地区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非传统安全问题， 也是中美在澜湄地区竞争与博弈的焦点性安全议题之一。 非法移

民治理具有现实紧迫性， 其多重性的影响因素需要复合性的区域治理方法和路径。
作为中国倡导建立的首个周边次区域合作机制， 澜湄合作将非法移民治理列为重要

的合作内容， 在治理过程中实践全球发展倡议和内化全球安全倡议， 平衡与兼顾发

展和安全， 力图建构完善的合作框架与机制， 从政治、 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来推动对

非法移民的根源性治理， 引领建设更为紧密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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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湄地区的非法移民问题存在已久， 是影响地区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非传

统安全问题。 随着中美竞争在澜湄地区的加剧， 非法移民治理不仅事关澜沧江—湄

公河合作机制 （以下简称 “澜湄合作”） 的发展与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更

影响到中美制度竞争态势与中国周边利益维护， 因此澜湄地区非法移民治理具有明

显的现实紧迫性。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中国倡导建立的第一个周边次区域机制———澜湄

合作成立， 非法移民问题作为跨境犯罪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被列为重要的合作内

容①。 澜湄合作将非法移民治理纳入区域合作发展框架中， 通过创新指导理念，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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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综合性的合作框架， 实践和内化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理念， 努力从政治、
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在根本上推进非法移民治理。 澜湄地区是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

路” 示范区、 全球发展倡议先行区、 全球安全倡议实验区和全球文明倡议首善区，
深入分析该地区非法移民问题的类型和成因， 探讨在中美竞争加剧的时代背景下，
澜湄合作作为区域安全治理的重要平台和框架， 如何更好地进行制度完善， 为能推

动解决当前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现实性非传统安全问题提供借鉴， 因而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一　 澜湄地区非法移民的由来及相关研究

对非法移民 （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ｍｉｇｒａｎｔ ／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① 的概念界定， 各国的法律规定不尽

相同， 相对来说， 国际移民组织给出的定义被国际社会更普遍地认可。 国际移民组

织 《保护所有移民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Ａｌｌ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指出， 非法

移民跨越国际边界进入目的国境内， 属于 “处于非常规形势下的移民”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ｉｎ
ａｎ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但根据目的国法律或该国加入的国际法规定， 他们属于无权

进入该国或在该国逗留的移民②。 澜湄国家有关移民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并没有 “非
法移民” 一词， 但在有关出入境、 暂时与永久居留、 就业、 国籍取得等法律中对

“外国人” （有的国家使用 “ａｌｉｅｎ”， 有的国家使用 “ 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ｒ”， 但都指不具有本国

国籍的人） 行为的规定中， 涉及非法移民的相关界定③。 通过梳理澜湄国家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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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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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移民在英文表述中有多种形式， “ｉｌｌｅｇａｌ ｍｉｇｒａｎｔ ／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ｍｉｇｒａｎｔ ／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ｏｃ⁃
ｕｍｅｎｔｅｄ ｍｉｇｒａｎｔ ／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等词使用较多， 目前最为普遍的是 “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一词的使用。 １９７５ 年， 联合国大会
就要求联合国有关机构在所有官方文件中使用 “ｎｏ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ｅｄ” 或者 “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被认为在词义表达上比 “ｉｌｌｅｇａｌ” 更加准确且尊重移民的个人权利。 详情参见 “Ｗｈｙ ‘Ｕ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ｅｄ’ ｏｒ ‘Ｉｒｒｅｇｕ⁃
ｌａｒ’？ ”，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７，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Ｕ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ｅｄ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ＩＯＭ）， ｈｔｔｐｓ： ／ ／ ｐｉｃｕｍ. 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ＷｏｒｄｓＭａｔｔｅｒ ／ Ｗｏｒｄｓ＿ Ｍａｔｔｅｒ＿ 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ＦＩＮＡＬ＿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７. ｐｄｆ

“Ｇｌｏｓｓａｒｙ ｏ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Ｊｕｎｅ １８， ２０１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ＯＭ）， ｈｔｔｐｓ： ／ ／ ｐｕｂ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 ｉｏｍ. ｉｎｔ ／ ｓｙｓｔｅｍ ／ ｆｉｌｅｓ ／ ｐｄｆ ／ ｉｍｌ＿ ３４＿ ｇｌｏｓｓａｒｙ. ｐｄｆ， ｐｐ. １３３ － １３４．

中国有关移民的法律规定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网站，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ｉａ. ｇｏｖ. ｃｎ ／ ｎ７４１４４０ ／ ｎ７４１５４７ ／ ｃ１０１３３１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ｈｔｍｌ；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
境出境管理条例》，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网站，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ｉａ. ｇｏｖ. ｃｎ ／ ｎ７４１４４０ ／ ｎ７４１５４７ ／
ｃ１０１４１６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ｈｔｍｌ。 泰国有关移民的法律规定参见：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Ｂ． Ｅ． ２５２２”，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７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５８， Ｒｅｆｗｏｒｌｄ， Ｍａｙ ３０， １９７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ｆｗｏｒｌｄ.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 ＮＡＴＬＥＧＢＯＤ， ＴＨＡ，
４６ｂ２ｆ９ｆ４２， ０. ｈｔｍｌ；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ｃｔ， Ｂ． Ｅ． ２５０８”，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７， Ｒｅｆｗｏｒｌｄ， Ｊｕｌｙ ２１，
１９６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ｆｗｏｒｌｄ.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 ＮＡＴＬＥＧＢＯＤ， ＴＨＡ， ３ａｅ６ｂ４ｄ２４０， ０. ｈｔｍｌ；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Ｔｒａｆｆｉｃｋｉｎｇ ｉｎ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Ａｃｔ Ｂ． Ｅ ２５５１ （２００８）”，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４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７， Ｍｅｋｏｎｇ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３０， ２００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ｅｋｏｎｇ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 ／ ＰＤＦ％ ２０ｆｏｒ％ ２０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Ｔｈａｉ＿ Ｔｒａｆｆｉｃｋｉｎｇ＿ ｉｎ＿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Ａｃｔ＿ ２５５１％２８Ｅｎｇｌｉｓｈ％２９. ｐｄｆ。 缅甸有关移民的法律规定：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ｒｍａ， “Ｂｕｒｍａ Ｉｍｍｉ⁃
ｇｒａｔｉｏｎ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Ａｃｔ （１９４７）”， Ｒｅｆｗｏｒｌｄ， Ｊｕｎｅ １３， １９４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ｆｗｏｒｌｄ. ｏｒｇ ／ ｃｇｉ － ｂｉｎ ／ ｔｅｘｉｓ ／
ｖｔｘ ／ ｒｗｍａｉｎ ／ ｏｐｅｎｄｏｃｐｄｆ. ｐｄｆ？ ｒｅｌｄｏｃ ＝ ｙ＆ｄｏｃｉｄ ＝ ５２ｃ５３ｆａ７４；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ｒｍａ， “Ｂｕｒｍａ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ｓｈｉｐ Ｌａｗ ［Ｍｙａｎｍａｒ］”，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２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７， Ｒｅｆｗｏｒｌｄ，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５， １９８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ｆｗｏｒｌｄ.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



法律规定， 可以总结出澜湄国家的非法移民类型包括： 非法入境、 非法滞留或逾期

居留、 非法就业的移民者与移民行为， 还包括自出生就无法获得合法身份的非法移

民子女、 偷渡移民、 人口贩卖的受害者、 难民、 未经批准的非法婚姻移民等。 澜湄

地区的非法移民问题由来已久， 不同历史时期的非法移民在主体类别、 流动方向和

迁移原因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ＮＡＴＬＥＧＢＯＤ，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ＭＭＲ， ３ａｅ６ｂ４ｆ７１ｂ， ０. ｈｔｍｌ。 越南有关移民的法律规定参见： Ｔｈｅ Ｖｉｅｔｎａｍ'ｓ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ｒｓ' Ｅｎｔｒｙ ｉｎｔｏ， Ｅｘｉｔ ｆｒｏｍ， Ｔｒａｎｓｉ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５，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５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３０，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６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３１， Ｊｕｎｅ １６，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ｖｂｐｌ. ｖｎ ／ ＴＷ ／ Ｐａｇｅｓ ／ ｖｂｐｑｅｎ － ｔｏａｎｖａｎ.
ａｓｐｘ？ ＩｔｅｍＩＤ ＝ １１０１７； Ｔｈｅ Ｖｉｅｔｎａｍ'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Ｃｏｄｅ ２０１９， Ｎｏ. ４５ ／ ２０１９ ／ ＱＨ１４”，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１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５１， １５３， Ｎｈａｎｋｉｅｔ，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 ／ ／ ｎｈａｎｋｉｅｔ. ｖｎ ／ ｖｉ ／ ｒ２５７９ ／ Ｔｈｅ － Ｌａｂｏｒ － Ｃｏｄｅ － ２０１９ － － Ｅｆ⁃
ｆｅｃｔｉｖｅ － Ｊａｎ － ０１ － ２０２１. ｈｔｍｌ。 柬埔寨有关移民的法律规定参见：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ｏｆ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Ｃａｍｂｏ⁃
ｄｉａ， “Ｌａｗ ｏ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ＴＯ），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６， １９９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ｔｏ. 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ｔｈｅｗｔｏ＿ ｅ ／ ａｃｃ＿ ｅ ／ ｋｈｍ＿ ｅ ／ ＷＴＡＣＣＫＨＭ３Ａ３＿ ＬＥＧ＿ ４４. ｐｄｆ； Ｃａｍｂｏｄｉａ， “Ｓｕｂ⁃ｄｅｃｒｅｅ Ｎｏ. ２２４ ｏｆ ２００９， ｏ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ｆｏｒ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ｏｒ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Ａｓｙｌｕｍ Ｒｉｇｈｔｓ ｔｏ 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Ｃａｍｂｏｄｉａ”，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４，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６，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８，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４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０， Ｒｅｆｗｏｒｌ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７， ２００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ｆｗｏｒｌｄ.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 ＮＡＴＬＥＧＢＯＤ， ＫＨＭ， ４ｄ８１ｆ０１７２， ０. ｈｔｍｌ。 老挝有关移民的法律规定参见： Ｌａｏ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
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 Ｌａｂｏｒ Ｌａｗ Ｎｏ. ４３ ／ 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ｕ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ＩＬＯ），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４，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ｌｏ. ｏｒｇ ／ ｄｙｎ ／ ｎａｔｌｅｘ ／ ｄｏｃｓ ／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 ／ ９６３６９ ／ １１３８６４ ／ Ｆ１４８８８６９１７３ ／ ＬＡＯ９６３６９％ ２０Ｅｎｇ. ｐｄｆ； Ｌａｏ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Ｌａｗ ｏ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ｏ ＰＤＲ”，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６，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 ｌａ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９ ／ ０９ ／ ＩＭＭＩ － Ｌａｗ － ＥＮＧ － Ｆｕｌｌ －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ｐｄｆ

①　 有研究者提出， 当前存在大湄公河次区域、 湄公河上下游、 湄公河六国、 湄公河五国、 澜沧江—湄公

河区域等五类区域观念， 认为这些复杂的称谓影响了各国的 “身份” 认知， 存在身份上湄公河国家 “去中国

化”、 议题上湄公河事务泛中国化、 价值导向上湄公河合作 “阵营化” 的现象。 详情参见邓涵： 《澜湄区域合

作中 “区域” 观念的错位及其影响》， 《东南亚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 本文中的 “湄公河国家” 指的是中国、
老挝、 缅甸、 越南、 泰国、 柬埔寨六国， “湄公河五国” 则具体指代湄公河沿岸五国， 包括柬埔寨、 老挝、 缅

甸、 越南、 泰国。 由于中国相较于其他五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更高且国家治理能力较强， 在澜湄合作中作为地区

大国提供最多的区域公共产品， 在澜湄合作机制中发挥引领性作用。 其他五国存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复

杂、 凸出， 故在叙述时为表明五国存在的共通性问题才作此区分。
②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Ｍｅｋｏｎｇ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ｈｔｔｐ： ／ ／ ｍｅｋｏｎｇ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 ／ ？ ｐａｇｅ＿ ｉｄ ＝ １３０， Ｓｅｐ⁃

ｔｅｍｂｅｒ １８， ２０２３．
③　 Ｎａｏｍｉ Ｈａｔｓｕｋａｎｏ，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ｋｏ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ｉ⁃

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ｓ”， ＥＲＩ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７， Ｎｏ. １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８， ２０１９， ｐ. ４．

２０ 世纪 ６０ － ７０ 年代， 难民是澜湄地区非法移民的主要构成群体。 这一时期湄

公河国家①内乱和战争不断， 政治不稳定、 经济困难， 很多移民属于逃离战争和专

制政权的难民。 泰国成为邻国柬埔寨、 缅甸与老挝难民的主要接收国②。 进入 ８０ 年

代之后， 非法移民路径从单向输出转为双向流动。 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
以及与东南亚国家外交关系的正常化， 使得中国不仅成为非法移民的输出国， 也成

为非法移民的目标国。 非法移民的构成群体主要是难民与非法劳工。 泰国强劲的经

济增长产生了大量的劳动力需求， 吸引了邻国大量的移民劳工来满足泰国城市所谓

肮脏 （ｄｉｒｔｙ）、 危险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困难 （ｄｉｆｆｃｕｌｔ） 的 “３Ｄ” 部门的劳动力需求。 到

了 ９０ 年代中期， 就业劳工就成为非法移民的主要构成者③。
进入 ２１ 世纪之后， 澜湄国家的经济发展差异日益拉大， 缅甸政治动荡和内乱不

断， 非法移民数量不断攀升。 加之全球化背景下互联网技术与基础设施联通的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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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移民的非法渠道和路径不断增多， 这一时期的非法移民问题呈现出类型多样、
渠道多元、 地区化和全球化凸显的复合性特征。 中国与泰国作为澜湄地区经济发展

水平最高的两个国家， 是非法移民流动的重要目标国。 澜湄地区非法移民对国家和

地区的政治、 经济、 安全和社会发展的影响逐渐增强， 非法移民问题成为地区治理

的重要安全议题， 加强对非法移民治理的研究也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一个研究议题。
但是， 相对于非法移民治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国内外针对澜湄地区非法移民问题

的研究整体上还比较欠缺。 从现有的研究资料来看， 主要有三大研究视角。
第一， 类别问题研究视角。 澜湄国家非法移民问题的类型较多， 国内外学者多

倾向于对某一类问题展开集中研究。 金师波和许红艳重点对澜湄地区的非法移民劳

工问题进行了分析， 认为中国与湄公河五国边境线漫长， 管控难度较大， 边境地区

非法移民成本较低， 应注意对潜在和已经入境的非法移民劳工进行管控和管理①，
并在国家与区域两个层面上加强非法移民治理②。 陈春艳、 王天韵等研究了罗兴亚

人在缅甸历史上的身份之争， 总结出罗兴亚人与缅甸政府、 其他种族之间的历史对

抗过程与现状， 指出产生的地缘政治效应增加了周边国家的困扰， 使地区恐怖主义

威胁上升， 提出国际社会需要推进缅甸和平③。 提拉农·萨库斯里 （ Ｔｅｅｒａｎｏｎｇ
Ｓａｋｕｌｓｒｉ） 分析了泰国的非法移民劳工现象， 认为泰国与柬埔寨、 缅甸、 老挝签署的

关于移民劳工就业问题谅解备忘录存在问题， 迫使许多移民不得不寻求非法移民途

径或由合法身份转变为非法身份， 因此必须完善法律政策来推动移民治理④。
第二， 国别研究视角。 中国云南、 广西两省边境地区是非法移民的主要入境地，

何有良、 戴宏军等对中越边境地区的跨境非法劳工流入现状、 原因和应对机制进行

了不同视角的分析， 认为非法移民越境中国主要是出于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和

民族文化风俗接近等社会原因， 提出要兼顾 “身治” 与 “心治”⑤， 尤其是要推动

中国与越南、 老挝、 缅甸等边境国家签订双边条约， 不断根据实际情况来完善云南

边境管理的地方法规⑥。 兴武塔 （Ｈｉｎｇ Ｖｕｔｈ） 等人选择柬埔寨作为国别案例， 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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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金师波、 许红艳： 《大湄公河次区域非法劳工移民问题研究》， 《发展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
许红艳： 《大湄公河次区域劳工移民研究》， 《东南亚纵横》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
参见陈春艳： 《缅甸罗兴伽人问题的起源、 形成和发展》， 《云南社会科学》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 王天韵：

《缅甸民族宗教冲突的外溢效应与国际回应》，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Ｔｅｅｒａｎｏｎｇ Ｓａｋｕｌｓｒｉ，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ｔｏ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

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Ｍｅｋｏｎｇ Ｓｕｂｒｅｇｉｏｎ （ＧＭ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
２０２０， ｐｐ. ４９ － ６５．

参见何有良、 陈燕丽： 《广西中越边境地区跨境非法劳动力流入分析 ———以季节性砍蔗工为例》， 《广
西农学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戴宏军、 韦福安： 《越南劳工非法涌入的成因与对策》， 《开放导报》 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 韦福安、 谭金玲、 陈劲波： 《走向共赢： 地方的经验和智慧———基于中越跨界民族劳工跨界流迁问题的讨
论》， 《贵州民族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罗刚： 《我国外来非法移民成因探析———基于云南边境民族地区的考
察》，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 宗宏： 《云南边境地区非法移民治理研究》， 云
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２０１５ 年； 张志远： 《云南及周边国家跨国非法移民的治理》，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罗刚： 《西南边境地区非法移民的产生条件及历史发展》，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



非正式招聘是寻求国外工作的柬埔寨移民最普遍的一种非法跨境形式， 在靠近泰国

边境生活的柬埔寨公民跟随已经移民的亲戚或朋友越境， 或通过掮客前往泰国与马

来西亚从事渔业、 建筑工作①。 索伊马特 （Ｓｏｉｍａｒｔ Ｒｕｎｇｍａｎｅｅ） 通过考察泰国与老

挝边境的非法移民现象， 发现地理上的临近性、 社会与历史关系、 边境地带居民与

当地官员的共同利益、 泰国对老挝农业劳工的需求、 边境地带对非法移民合法化的

认同等， 推动了两国之间的非法移民流动②。
第三， 地区研究视角。 国内外学者涉及澜湄区域非法移民的研究， 多集中在东

南亚地区层面上， 重点分析了东盟相关治理机制和措施的有效性。 陈宇在阐述非法

移民治理如何在东南亚被 “安全化” 的基础上， 指出了 “巴厘进程” 这一东南亚地

区重要的非法移民治理机制的发展历程和局限性③。 陈松涛从东盟视角分析其内部

的非法移民的发展历程、 原因、 影响和治理， 认为东盟很难建立起统一的地区移民

机制， 成员国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及 “东盟方式” 的固有缺陷使非法移民问题很难

得到根本性治理④。 艾琳 （Ｉｒｅｎｅ Ｂａｉｎ） 总结了东南亚地区非法移民问题产生的四大

原因： 经济发展迅速、 经济增长不平衡、 移民自愿、 国家回避治理等⑤。 莎拉瓦蒂

（Ｓａｌａｗａｔｉ Ｍａｔ Ｂａｓｉｒ） 在分析东南亚地区人口非法移动的挑战的基础上指出， 东盟的

非法移民治理政策很难有效应对现存问题， 涉及非法移民问题治理的 《关于保护和

促进移民工人权利的共识》 （ＡＳＥＡＮ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和 ２００７ 年达成的 《宿雾岛宣言》 在具体执行上缺乏法律

约束力， 依然需要以各成员国自身的法律法规为准， 而泰国、 越南、 柬埔寨等国实

行的 《临时外国劳工计划》 则限制了移民劳工的自由流动， 反向刺激了移民的非法

流动⑥。
从既往研究来看， 国内外对澜湄地区非法移民议题的研究有两个特点： 第一，

缺乏对澜湄地区非法移民治理的系统性分析。 已有的研究成果或集中在东南亚地区

层面， 或选择单一国别的非法移民问题中的某一类问题进行研究， 较少把澜湄地区

作为一个整体来开展专门的研究， 从而造成对澜湄地区的非法移民现状与根源缺乏

整体性认知， 对其治理影响因素缺乏深度分析， 更对如何更有效地推进非法移民治

理缺乏创新性见解。 第二， 缺乏澜湄合作的分析视角。 ２０１５ 年澜湄合作成立之后就

成为该地区治理的主要机制， 对非法移民治理在理念和路径等方面都进行了制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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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Ｈｉｎｇ Ｖｕｔｈａ， Ｌｕｎ Ｐｉｄｅ ａｎｄ Ｐｈａｎｎ Ｄａｌｉｓ， “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Ｃａｍｂｏｄｉａ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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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新， 在发展与安全平衡兼顾的合作框架下推进对非法移民问题的根源性治理，
但国内外学术界显然缺乏这一视角的分析。

本文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 澜湄地区非法移民问题的治理困境与澜湄合作如

何从根本上推动非法移民治理？ 本文将从三个层面对这一核心问题展开分析： 第一，
澜湄地区的非法移民问题现状如何？ 表现为何种类型？ 第二， 澜湄地区非法移民治

理困境和多重性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哪些？ 为何需要区域性综合治理路径和方法？ 第

三， 澜湄合作为何以及如何能推进非法移民的根源性治理？ 对上述问题的探讨和回

答， 有助于进一步加强对澜湄地区非法移民治理问题的认知， 促进对澜湄合作推动

澜湄地区安全与发展能力的理解， 同时能进一步深化学术界对澜湄合作的研究。

二　 澜湄地区非法移民问题的主要类型

虽然澜湄国家相关移民法律规定中涉及的非法移民形式多达十几种， 但按照非

法移民来源标准划分的话， 澜湄地区非法移民问题主要包括难民问题、 人口贩卖问

题、 非法偷渡问题和非法务工问题四大类。
（一） 难民问题

澜湄地区的难民问题主要来自缅甸。 缅甸国内政治动荡， 社会分裂， 大量无法

生存的民众逃往其他国家。 据联合国难民署估计，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年间， 约 １７ 万罗兴

亚难民离开缅甸①；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和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缅甸若开邦北部的安全部队遭到

武装组织若开邦罗兴亚救世军 （Ｔｈｅ Ａｒａｋａｎ Ｒｏｈｉｎｇｙａ Ｓａｌｖａｔｉｏｎ Ａｒｍｙ， ＡＲＳＡ） 成员的

袭击， 罗兴亚人受到严厉的军事镇压， 超过 ７４ 万人逃往孟加拉国等国②；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底， 孟加拉国有 １００ 多万罗兴亚难民， 印度、 马来西亚、 巴基斯坦、 沙特阿拉伯、
泰国等国也有数十万难民。 罗兴亚人的无国籍状态使他们经常被视为非法移民， 其

法律地位的模糊加剧了他们极易受到镇压、 驱逐与任意拘留的脆弱状态， 工作、 教

育、 医疗和其它社会福利也很难受到保护③。
缅甸国内存在着大约 ２０ 个少数民族武装组织， 武装力量估计有几百人到两万多

人， 控制着该国 １ ／ ３ 的领土， 绝大部分地处边境地区④。 各种武装力量多年来一直

冲突不断， 大量缅甸人为躲避战乱而逃往他国。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联合国难民署

·００１·

东南亚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

①

②

③

④

Ｉｆｆａｔ Ｉｄｒｉｓ，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Ｅｎａｂｌｅｒｓ ｏｆ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Ｃｒｉｍ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ｕｇｕｓｔ ３０，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ａｓｓｅｔ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ｇｏｖ. ｕｋ ／ ｍｅｄｉａ ／ ５ｄ９ｂ５ｂ４ｃ４０ｆ０ｂ６０７ｅｃ５０ｃｃ１ａ ／ ６５５＿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Ｅｎａｂｌｅｒｓ＿ ｏｆ ＿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Ｏｒｇａｎｉｓｅｄ＿ Ｃｒｉｍ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ｐｄ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Ｆａｃｔｂｏｏｋ， Ｂｕｒｍａ”，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ｇｅｎｃｙ （ＣＩ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ｉａ. ｇｏｖ ／ ｔｈｅ － ｗｏｒｌｄ －
ｆａｃｔｂｏｏｋ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ｂｕｒｍａ ／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ｉｓｓｕｅ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 ２０２３．

Ａｍａｌ ｄｅ Ｃｈｉｃｋｅｒａ， “ Ｓｔａｔｅｌ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ｅｃｕｔｅｄ： Ｗｈａｔ Ｎｅｘ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ｏｈｉｎｇｙａ？”，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Ｍａｒｃｈ １８，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 ｏｒ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ｓｔａｔｅｌｅｓｓ － ｐｅｒｓｅｃｕｔｅｄ － ｒｏｈｉｎｇｙａ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Ｆａｃｔｂｏｏｋ， Ｂｕｒｍａ”， ＣＩ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ｉａ. ｇｏｖ ／ ｔｈｅ － ｗｏｒｌｄ － ｆａｃｔｂｏｏｋ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ｂｕｒｍａ ／ ＃ｔｒａｎ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ｉｓｓｕｅ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７， ２０２３．



登记在册的缅甸在泰国的难民共计 ９７，４３９ 名， 分布在泰缅边境沿线的 ９ 个临时避难

所里①。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缅甸军队使用战斗机轰炸克伦邦， 导致以妇女儿童为主的

３０００ 余名难民逃往泰国米洪颂 （Ｍｅａ Ｈｏｎｇ Ｓｏｎ）②。 新冠疫情暴发之后， 缅甸一半的

人口陷入贫困， 预计有 ２２，０００ 人非法迁移至周边国家③。
（二） 人口贩卖问题

澜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对廉价、 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使跨国有组织犯罪

集团从人口贩卖中谋取巨大利益。 据估计， 每年约有 ５０ 万来自缅甸、 柬埔寨、 老挝

的人口被贩卖到泰国， 非法收入年均在 １. ３２ 亿至 １. ９６ 亿美元之间。 性剥削和强迫

劳动是人口贩卖的主要目的。 泰国人口贩卖中性剥削约占总贩卖人口的 ７９％ ， 其中

６０％为女性， 并且被贩卖的女性中 ７０％是未成年女孩。 柬埔寨的性剥削比例占全部

贩卖人口的 ６３％ ， 贩卖组织将柬埔寨的妇女儿童以及从越南移民至柬埔寨的妇女儿

童贩卖到泰国和马来西亚进行性剥削④。 老挝性剥削受害者经常被贩卖到泰国、 越

南、 马来西亚、 中国大陆、 中国台湾、 日本等地⑤。 此外， 人口贩卖受害者还会被

贩运到甘蔗、 玉米种植园、 牲畜农场、 建筑工地和渔船上从事强迫劳动⑥。 马来西

亚、 泰国是澜湄国家人口贩卖的主要流入国， 约 ３４％ 的人口贩卖受害者属于强迫

劳动⑦。
澜湄地区的人口贩卖路径 “成熟” 且辐射到全球。 如果以地域距离为划分依

据， 该地区的人口贩卖路线可分为三个圈层： 第一圈层是澜湄地区内部； 第二圈层

是亚太地区范围内； 第三圈层是全球范围 （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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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澜湄地区人口贩卖路径分布、 具体路线与剥削方式

路径分布 具体路线与剥削方式

第一圈层：
澜湄地区内部

（１） 柬埔寨、 老挝、 缅甸→泰国、 中国： 强迫劳动 （渔业、 农业、 制造业、
建筑业、 家政服务业）、 性剥削、 强迫乞讨、 强迫结婚

（２） 柬埔寨→越南、 老挝、 缅甸： 性剥削、 强迫劳动、 强迫乞讨

（３） 中国↔柬埔寨： 通过虚假招聘将中国人骗至柬埔寨的建筑工地强迫劳动；
在借道越南前往中国的非法移民过程中， 被贩卖的柬埔寨妇女儿童不断增加

（４） 越南→柬埔寨→泰国： 越南人口贩卖受害者因受到债务胁迫被贩卖至柬

埔寨进行性剥削， 他们还被人贩子从柬埔寨贩卖至泰国和马来西亚

（５） 中国、 缅甸、 泰国、 越南→老挝： 四国国民被贩卖至老挝金三角经济特

区的性产业中， 如靠近中国边境的磨丁经济特区， 缅甸人在靠近金三角的老

挝区域内被强迫劳动或参与性产业； 越南、 中国的妇女儿童被性贩运至老挝

的大城市、 靠近国家边境的地区、 赌场和经济特区中

中国→缅甸： 中国人被虚假招工信息或熟人骗至缅甸从事电信诈骗。 缅甸境

内存在许多 “诈骗园区”， 例如缅甸北部佤邦勐能县的 “诈骗园区”、 泰缅边

境克伦邦的妙瓦底 “ＫＫ 园区”。 受害者若无法完成诈骗 “业绩指标” 就会遭

遇暴力胁迫、 恐吓等各种剥削形式， 诈骗组织还会对受害者进行多方转卖

第二圈层：
澜湄地区↔亚太

其他地区

（１） 东南亚： 马来西亚、 印尼、 新加坡

缅甸→泰国、 孟加拉国→马来西亚、 印尼： 人贩子借道泰国或孟加拉国， 将

缅甸人贩卖至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渔业部门与其他劳动密集型产业， 从事强迫

劳动； 在孟加拉国难民营中的罗兴亚妇女儿童被贩卖至马来西亚和印尼进行

性剥削与强迫结婚

越南、 柬埔寨、 老挝→马来西亚、 印尼、 新加坡： 强迫劳动与性剥削

（２） 东亚： 韩国、 日本、 中国

泰国→日本、 韩国： 强迫劳动、 性剥削、 欺骗性婚姻、 以技能培训项目为由

的剥削

越南→韩国、 日本、 中国： 强迫劳动与性剥削

柬埔寨、 缅甸、 中国→日本： 以技术培训项目为由剥削非法移民， 在食品加

工业、 制造业与建筑业中强迫劳动

老挝→中国： 特别是老挝非法移民被贩运到中国台湾地区进行性剥削

（３） 南亚： 孟加拉国、 斯里兰卡、 印度

斯里兰卡→泰国： 性剥削

缅甸→印度： 孟加拉国难民营中的罗兴亚妇女儿童被贩卖至印度进行性剥削

与强迫结婚

孟加拉国、 尼泊尔→柬埔寨： 通过虚假招聘将人口贩卖受害者骗至柬埔寨的

建筑工地强迫劳动

（４） 中亚： 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中亚→泰国： 性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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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路径分布 具体路线与剥削方式

第三圈层：

澜湄地区↔全球

范围

（１） 中东

泰国→中东： 强迫劳动与性剥削

缅甸、 越南、 柬埔寨→中东： 强迫劳动 （渔业、 农业、 建筑业、 制造业、 家

政服务业） 和性剥削

南非→柬埔寨： 南非游客前往柬埔寨进行儿童性旅游， 对儿童进行性剥削

（２）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柬埔寨、 老挝： 澳大利亚游客前往柬埔寨和老挝进行儿童性旅

游， 对儿童进行性剥削。

澜湄地区→澳大利亚： 性剥削

（３） 北美： 美国、 加拿大

北美→越南、 柬埔寨、 老挝： 美国与加拿大游客到越南、 柬埔寨、 老挝进行

儿童性旅游， 对儿童进行性剥削

泰国→北美： 强迫劳动与性剥削

缅甸→美国： 强迫劳动与性剥削

（４） 欧洲

泰国→欧洲、 挪威、 瑞士： 强迫劳动与性剥削

俄罗斯→泰国： 性剥削

越南→英国等欧洲国家： 在英国的沙龙店与大麻农场发现越南人口贩卖受害

者， 欧洲犯罪团伙会在贩运途中对其进行性剥削与强迫劳动

欧洲国家—越南、 老挝、 柬埔寨： 前往越南、 老挝和柬埔寨进行儿童性旅

游， 对儿童进行性剥削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参见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Ｃｒｉｍ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Ｅ⁃

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ＵＮＯＤＣ， Ｊｕｌｙ １８，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ｏｄｃ. 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ａｎｄ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１９ ／ ＳＥＡ＿ ＴＯＣＴＡ＿ ２０１９＿ ｗｅｂ. ｐｄｆ； “Ｔｒａｆｆｉｃｋｉｎｇ ｉｎ Ｐｅｒｓ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１”，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１ ／ ０９ ／ ＴＩＰＲ －

ＧＰＡ － ｕｐｌｏａｄ － ０７２２２０２１. ｐｄｆ

（三） 非法偷渡问题

相近的地理位置与语言文化、 固定的社会移民网络、 松散的边界控制、 腐败、
低成本渠道等因素使非法偷渡在澜湄地区 “经久不衰”。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在英国埃塞

克斯镇卡车冷藏集装箱中发现的 ３９ 具越南非法移民的尸体， 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澜湄

地区非法偷渡的高度关注①。 从偷渡路径来看， 澜湄地区非法偷渡路线的圈层化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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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Ｊｏｈｎ Ｒｅｅｄ， “Ｖｉｅｔｎａｍｅｓｅ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Ｕｎｄｅｔｅｒｒｅｄ ｂｙ Ｅｓｓｅｘ Ｌｏｒｒｙ Ｄｅａｔｈ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 Ａｐｒｉｌ ２８， ２０２１，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ｔ. 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ｆ７０４ａｃ１６ － ｂｄ３６ － ４８５ｂ － ８７４ｆ － ０５２ｂｄ７ｂｅｆ１ｆ２



构非常明显 （见表 ２）。

表 ２　 澜湄地区非法移民偷渡路径分布与具体路线

路径分布 具体路线与目的地

第一圈层：

澜湄地区内部

（１） 中国、 缅甸、 柬埔寨、 老挝、 越南→泰国： 偷渡到泰国的移民路线已

经建立， 且随着时间推移并无太大变化。 非法移民一般通过正式的边境口

岸偷渡， 或沿着穿越边境的小路、 连绵的山脉、 河流与茂密的林区非法越

境。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 每年有 ６. ３ 万 － １３. ２ 万个试图进入泰国的缅甸非法移

民被捕， ８０％以上前往泰国的缅甸非法移民利用走私服务为其迁移提供便

利。 每年有 ４. １ 万 － １５. １ 万个柬埔寨人试图非法入境泰国， 其中估计 ２８％

的非法移民利用走私服务。 作为从邻国非法移民偷渡到泰国的重要过境

国， 老挝每年有 １. ８ 万 － ４. ３ 万人试图不定期进入泰国

（２） 越南→柬埔寨、 老挝、 中国： 越南也有一些非法移民偷渡至邻国

第二圈层：

澜湄地区↔亚太

其他地区

（１） 东南亚其他国家

柬埔寨、 缅甸、 老挝、 越南→泰国→马来西亚、 印尼： 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

发现的非法移民中， 缅甸移民占 ２８％ 。 从柬埔寨、 缅甸乘船或经泰国陆路

偷渡至马来西亚的情况经常发生， 这是孟加拉国内的罗兴亚人和缅甸非法

移民进入马来西亚的常见方式。 他们乘船穿过孟加拉湾与安达曼海， 从泰

国最南端或马来西亚一侧的边境港口偷渡至马来西亚， 在吉隆坡或槟城的

罗兴亚人社区工作或前往印尼。 柬埔寨、 老挝、 越南也有部分非法移民偷

渡至马来西亚

缅甸→新加坡： 缅甸也有少量非法移民偷渡至新加坡寻求临时工作

（２） 东亚

柬埔寨、 泰国、 越南、 中国→日本、 韩国： 日韩是澜湄国家非法移民偷渡

前往东亚的重要目的地国家。 特别是近年来日本为填补劳动力短缺、 吸引

更多外国工人， 推行免签政策， 刺激了澜湄地区非法移民的偷渡行为

（３） 澜湄地区与南亚

斯里兰卡、 巴基斯坦→泰国→马来西亚、 印尼→澳大利亚： 斯里兰卡与巴

基斯坦的非法移民经过泰国转至马来西亚和印尼， 再乘船前往澳大利亚本

土或其离岸领土

印度→泰国： 泰国也是印度非法移民偷渡的目的地之一

缅甸→印度、 巴基斯坦： 缅甸的罗兴亚人与其他非法移民也将印度与巴基

斯坦作为偷渡的目的地。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缅甸国内发生军事政变， 大约 １. ６ 万

缅甸人在曼尼普尔邦、米佐拉姆邦、那加兰邦与“阿鲁纳恰尔邦”（即我国藏南地区）

四个与印度接壤的边境邦入境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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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分布 具体路线与目的地

第三圈层：

澜湄地区↔全球

范围

（１） 中东

柬埔寨→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近年来逐渐成了柬埔寨移民偷渡的热门

目的地

（２） 澳大利亚、 新西兰

中东→泰国→马来西亚、 印尼→澳大利亚、 新西兰： 澳大利亚一直是中东

地区的非法移民与寻求庇护者的重要目的地， 阿富汗人、 伊朗人、 伊拉克

人有时需经过泰国到达马来西亚与印尼， 再到达澳大利亚与新西兰

缅甸→泰国→马来西亚、 印尼→澳大利亚： 缅甸少量的罗兴亚非法移民会

采取此路线

（３） 欧洲

泰国→中国→欧洲：偷渡的泰国非法移民穿越东亚，利用中国澳门作为中转站

前往中国香港与中国台湾， 再偷渡至欧洲

越南→法国、 德国、 瑞典、 英国、 捷克： 越南非法移民会乘坐航班抵达目

的地附近， 以越南国民无需签证或移民控制不严格的国家作为落脚点， 再

通过多次短距离陆路迁移， 偷渡至最终目的地

河内、 胡志明市→俄罗斯→波罗的海国家、 乌克兰、 斯洛伐克→波兰→捷

克、 德国： 这是越南移民偷渡的重要路线， 波兰是越南偷渡移民的目的国

之一

越南→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捷克： 越南非法移民乘飞机前往罗马尼亚或

保加利亚， 再乘机动车前往捷克

越南→俄罗斯→白俄罗斯→立陶宛→波兰： 这条路线成为越南非法移民前

往波罗的海国家的重要走私路线， 从俄罗斯偷运越南移民到波兰只需 ２４

小时

越南→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 这是越南非法移民偷渡至波兰的重要路

线， 偷渡移民到达立陶宛后会被走私网络成员用私人车辆运送至波兰

越南→俄罗斯→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捷克、 匈牙利→德国、 法国、 英

国： 偷渡移民通常使用伪造的旅行与身份证件获得申根签证以进入匈牙

利， 再通过陆路前往德、 法、 英等国。 法国一直是越南非法移民的中转站

与目的地， 偷渡移民先飞到某个东欧国家， 最后由陆路进入法国及英国

（４） 美国

柬埔寨、 泰国、 越南→美国： 美国是柬埔寨、 泰国与越南非法移民偷渡的

重要目的国。 ２０１７ 年居住在美国的越南人超过 １３０ 万， 约占美国 ４４５０ 万

移民的 ３％ ， 是美国第六大外国人口出生群体

　 　 资料来源： Ｓｅｅ “ Ｉｎｄｉａ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Ｄｅｔａｉｎｅｄ Ｍｙａｎｍａｒ Ａｓｙｌｕｍ Ｓｅｅｋｅｒｓ”，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Ｗａｔｃｈ， Ｊｕｌｙ

２８，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ｒｗ. 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２０２１ ／ ０７ ／ ２８ ／ ｉｎｄｉａ － ｒｅｌｅａｓｅ － ｄｅｔａｉｎｅｄ － ｍｙａｎｍａｒ － ａｓｙｌｕ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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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ｋｅｒｓ；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Ｃｒｉｍ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ＵＮＯＤＣ，

Ｊｕｌｙ １８，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ｏｄｃ. 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ａｎｄ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１９ ／ ＳＥＡ ＿

ＴＯＣＴＡ＿ ２０１９＿ ｗｅｂ. ｐｄ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Ｓｍｕｇｇｌｉｎｇ ｉｎ Ａｓｉａ：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ＵＮ⁃

ＯＤＣ，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ｏｄｃ. 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ａｎｄ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１５ ／ ｓｏｍ ／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ｗｅｂ. ｐｄｆ； Ｅｌｉｊａｈ Ａｌｐｅｒｉｎ， Ｊｅａｎｎｅ Ｂａｔａｌｏｖａ， “Ｖｉｅｔｎａｍｅｓｅ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３，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ｉｇｒａ⁃

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 ｏｒ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ｖｉｅｔｎａｍｅｓｅ －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 ｕｎｉｔｅｄ － ｓｔａｔｅｓ － ５； “Ｅｘｅ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ｓａ （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Ｓｔａｙ）”， Ａｐｒｉｌ ２， ２０２３，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ｊ＿ ｉｎｆｏ ／ ｖｉｓｉｔ ／ ｖｉ⁃

ｓａ ／ ｓｈｏｒｔ ／ ｎｏｖｉｓａ. ｈｔｍｌ

（四） 非法劳工问题

澜湄地区大部分的非法移民都是为了到目的国寻求工作， 从事的工作大多属于

体力繁重、 收入微薄、 工作环境恶劣的工种， 并且经常因身份非法而无法获得医疗

救助、 劳动法保护等基本的社会保障， 甚至因社会排斥与歧视而面临精神与身体的

双重伤害。 泰国是澜湄地区非法劳工最多的国家， 缅甸、 柬埔寨、 老挝、 越南四国

每年有大量的非法劳工前往泰国寻求工作。 国际移民组织发布的 《泰国移民报告

２０１９》 显示，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泰国国内的非泰国人口总数约为 ４９０ 万， 其中包

括来自缅甸、 柬埔寨、 老挝和越南的 ３９０ 万移民劳工。 该数据相较于 《泰国移民报

告 ２０１４》 中提及的移民劳工数据大幅增加， ２０１４ 年报告中的非泰国人口为 ３７０ 万，
其中有 ２７０ 万来自邻国的移民劳工。 ２０１８ 年， 在泰国工作的 ３９０ 万移民劳工中， 有

３１０ 万人有正常的合法地位， ８０ 多万人被认为处于非法地位。 实际上， 泰国非法移

民人口比数据统计的更多①。
需要看到的是， 上述四种非法移民问题之间有很强的复合联动性。 例如， 非法

移民在偷渡过程中可能会因无法支付偷渡交通费用被偷渡犯罪团伙贩卖， 或被人贩

子欺骗、 诱拐、 胁迫而转变为人口贩卖受害者， 这些受害者被贩卖为奴隶、 性工作

者或者被迫与目的国公民缔结非法婚姻等。 人口贩卖受害者、 难民、 寻求庇护者等

人在一些目的国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可合法入境该国并合法居留， 但在案件结束后或

者难民、 寻求庇护者身份申请失败后， 如果无法及时离开， 则会转变为非法移民。

三　 澜湄地区非法移民问题的成因与治理

澜湄地区非法移民问题产生和持续存在的原因涉及政治与安全、 经济发展和社

会文化等领域。 如果按照动力机制类型划分的话， 可以划分为推拉性、 治理性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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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因素三大类。 正是这些复合性、 多元化的影响因素的存在， 决定了澜湄地区的

非法移民治理需要在区域合作框架下采取综合性的治理路径与方法。
（一） 推拉性因素： 经济发展与非法移民选择

推拉性因素主要是指非法移民离开原籍国的推力因素和吸引非法移民进入目的

国的拉力因素， 本质上是原籍国与目的国之间的生活环境差异造成的①。 在澜湄地

区， 推拉性因素包括经济发展、 民族宗教冲突和社会文化等三大因素。
在经济因素方面， 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澜湄地区满目疮痍， 欠缺的基

础设施、 动荡不安的国内政局、 落后的农业种植技术和尚未开始的工业化等， 都严

重地制约着澜湄国家的发展。 发展经济， 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是澜湄国家的第一

要务。 但基于历史遗留问题、 产业结构等多种因素， 澜湄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仍旧

比较落后， 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市场存在明显的差距和不平衡。 世界

银行 ２０２１ 年统计数据显示， 湄公河五国的人均 ＧＤＰ 为 ３１２２. ７２ 美元， 远远低于世

界平均水平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 ２０２０ 年世界各国人均 ＧＤＰ 排名显示， 泰

国、 越南、 老挝、 柬埔寨等人均 ＧＤＰ 全球排名分别为第 ８２ 位、 第 １２３ 位、 第 １３７
位、 第 １５２ 位， 占全球人均 ＧＤＰ 的比例分别为 ６６. ５％ 、 ３１. ５％ 、 ２２％ 、 １４. ９％ ③。
中国和泰国是澜湄地区两个最发达的经济体，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其成为非法移民

的目标国。 很多想要移民的民众因为贫穷而无力承担合法程序的移民费用， 但非法

手段的移民渠道费用相对较低， 于是他们就试图通过非法手段移民④。 例如， 泰国

有三种合法移民程序： 国籍核查程序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Ｖ）、 谅解备忘录程

序 （ＭＯＵ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与第 ６４ 条边境通行证计划 （ Ｔｈ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６４ Ｂｏｒｄｅｒ Ｐａｓｓ
Ｓｃｈｅｍｅ）⑤。 但是， 这些移民程序不仅侧重于高技术移民， 而且移民成本较高， 手续

复杂、 办理时间长⑥， 因此 ８０％的移民选择花费 ４００ 美元的费用偷渡进入泰国⑦。
民族冲突造成的非法移民问题中最典型的就是缅甸的罗兴亚人问题。 罗兴亚人

来自于缅甸西部与孟加拉国接壤的若开邦， 信奉伊斯兰教。 在以佛教为主的缅甸，
由激进派组成的救世军 （ＡＲＳＡ） 等武装组织经常与缅甸政府发生暴力冲突， 导致

其不断被反击和清剿。 １９７８ 年， 缅甸在缅孟边境开展的代号为 “龙王计划” 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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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Ｅｃｈｅｖｅｒｒíａ，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Ｃｈａｍ， ２０２０，
ｐ. ４９．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 ｉｎｔｃｉｄ ＝ ｅｃｒ＿ ｈｐ＿ ＢｅｌｔＣ＿ ｅｎ＿ ｅｘｔ，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１９ 日。

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 参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ｎ ／ Ｄａｔａ，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Ｉｒｅｎｅ Ｂａ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３６， Ｎｏ. ４， １９９８， ｐ. ５５７．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Ｃｒｉｍｅ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 Ｔｈｒｅａ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ＵＮＯＤＣ，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ｏｄｃ. 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ａｎｄ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１９ ／ ＳＥＡ＿ ＴＯＣＴＡ＿ ２０１９＿ ｗｅｂ. ｐｄ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Ｔａｉｌａｎｄ”， Ｍｅｋｏｎｇ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ｍｅｋｏｎｇｍｉ⁃

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０ ／ ０６ ／ ｂｏｏｋ＿ Ｍｉｇｒａｎｔ － ｉｎ －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Ｅｎｇ － １. ｐｄｆ， ｐ. １７．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Ｃｒｉｍｅ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 Ｔｈｒｅａ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ｐ. ｃｉｔ． ．



非法移民行动导致 ２０ 万罗兴亚难民逃亡①。 １９８２ 年， 缅甸颁布的 《新公民法》 将罗

兴亚人列为 “非国民” 或 “外国居民”， 其公民身份被剥夺， 缅甸官方将罗兴亚人

称为 “来自孟加拉国的非法移民”②。 现在罗兴亚人中的激进组织与恐怖主义组织

“基地” 组织保持密切联系， “基地” 组织为罗兴亚民族主义组织 （ＡＲＮＯ） 在资

金、 行动和意识形态上提供支持， 甚至在缅泰边境的罗兴亚难民营开展军事训练③，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基地” 组织号召罗兴亚激进组织反对缅甸政府④， 试图把缅甸发展成

为东南亚恐怖主义行动的重要基地⑤。
在社会文化因素方面， 澜湄国家民众选择非法移民渠道时经常会受到社会网络

的影响。 由于澜湄国家地理位置相近， 语言文化习俗相似， 长期的移民历史与贸易

往来使得当地将跨境流动视为生活常态， 一些边防警卫或检查官员都由当地居民充

当， 更加方便当地社会网络对官方边境移民管理系统的渗入， 非法越境比较 “简单

易行”， 只需缴纳一定的非正式费用就可不被逮捕或免受相应惩罚⑥。 同时， 目的国

因长期移民而形成的移民社区也对原籍国的潜在移民具有吸引力， 泰国等国的很多

早期非法移民也充当了 “召唤者” 的角色， 不仅为原籍国的潜在移民提供经验指

导， 也会作为组织偷渡网络的一份子为移民提供走私渠道⑦。
（二） 治理性因素： 制度治理 “赤字” 与非法移民失控

在非法移民后续流动过程中， 原籍国、 目的国、 国际多边机制关于非法移民的

多层次治理体系与法律法规设定都决定着移民获得合法地位的可能性， 同时也对非

法移民流动起着推动或抑制性作用。 在澜湄地区， 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非法移民治理

“赤字” 都比较大。
１． 国家管控能力问题

国家管控能力包括边界管理、 移民法律法规制度建设、 执法能力与水平。 在澜

湄地区， 非法移民治理在政治上比较敏感， 涉及国家管辖权、 信息分享、 引渡法和

腐败等问题， 因此各国政府更倾向于在国家层面对非法移民这种犯罪问题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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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判断， 对于联合国打击跨国犯罪的公约签署， 更是比较谨慎。 相较于经济领域的

投入， 湄公河国家对公共安全与社会安全治理方面的投入则比较欠缺， 缺乏全面打

击跨境犯罪的治理体系。 美国国务院监测和打击人口贩运办公室根据 《人口贩运受

害者保护法》 向国会提交的 ２０２２ 年人口贩运中期评估报告显示， 湄公河国家对非法

移民的打击力度普遍不足。 例如， 越南虽然修订了三个部级打击人口贩运行动计划，
但并没有将所有形式的儿童性贩运行为完全定为犯罪， 没有积极执行筛查措施， 也

没有修正刑法中的漏洞。 泰国虽然建立了救助受害者的服务中心， 但没有延长官员

正式确认受害者身份的时间， 也没有向不愿或尚未准备好协助调查人口贩卖的受害

者提供一些服务①。
普遍性社会腐败， 几乎深入到湄公河国家移民管理的每一个环节。 执法人员、

移民官员、 移民检查员、 边境警卫与检察官等政府公职人员， 都不同程度地作为走

私与贩运的推动者参与其中； 私营部门的工作人员， 如移民劳工招聘人员、 机场雇

员与移民住宿提供者也利用职位之便促进人口贩运与走私②。 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

题办公室发布的 《腐败促进移民偷渡与人口贩卖报告》 显示， 湄公河国家的社会腐

败构成了非法移民治理的阻力， 在非法移民的九个环节都充斥着腐败的催化作用，
即招募偷渡移民与人口贩卖受害者； 制作、 获取、 使用虚假文件； 过境； 运输； 偷

渡移民和人口贩运受害者通过机场流动； 住宿； 妨碍执法和查处走私、 贩卖活动；
阻碍对走私、 贩卖人口的起诉和审判； 人口贩卖和偷渡服务提供者与偷渡移民和人

口贩运受害者之间的互动③。 腐败不仅会为非法移民或人口贩卖受害者的招募、 运

输与剥削提供便利， 在人口贩运发生后， 腐败也会妨碍受害者身份识别、 获得保护

服务与返回家园， 破坏或拖延刑事案件的调查、 起诉与审判④。 腐败还推动了非法

移民业务专业化、 组织化和产业化发展， 公职人员、 运作公司、 黑色保护组织等在

隐形产业中分工明确， 他们提供各项非法移民服务， 为非法移民如何规避法律与控

制提供律师咨询， 提供虚假文件、 住房、 信贷或高利贷等， 帮助移民越境走私⑤。
澜湄国家在边境管理方面也存在很多问题。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互联

互通建设的推进， 贸易与海关程序日益简化和标准化， 推动边境管理由强化管制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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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快捷便利的管理方式， 非法移民的跨境活动也搭上了合法商业活动的 “顺风

车”， 在边境经济特区活跃起来。 经济特区通过提供税收优惠、 贸易投资优惠、 放

松管制等， 刺激贸易， 吸引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 经济特区多处于地理位置优越且

交通便利的地带， 政府对经济特区监管的松懈， 刺激了非法经营活动的发展。 柬埔

寨、 缅甸、 老挝边境地区的经济特区的一些赌场成为人口贩卖、 性剥削、 电信诈骗

与其他非法交易的关键场所。 近年来， 中国公民非法越境前往境外赌场参与赌博与

电信诈骗的人数不断增多， 例如报道较多的是中国公民前往泰缅边境被称为 “中国

城” 的渺瓦底 （Ｍｙａｗａｄｄｙ） 新城瑞可可 （Ｓｈｗｅ Ｋｏｋｋｏ） 参与赌博或非法务工①； 关

于柬埔寨西哈努克省 “中国城” 内存在网络赌博、 电信诈骗、 绑架勒索、 人口贩卖

的报道也不断涌现②。
２． 地区治理制度效力不足

非法移民的流动性决定了其治理需要主要国家在地区层面建立合作管控的机制，
但目前覆盖澜湄地区非法移民治理的地区治理机制有效性明显不足。 东盟 “１０ ＋ １”
机制是覆盖澜湄地区非法移民治理的首要地区合作框架。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

来， 东盟日益关注跨国犯罪， 特别是人口贩运所构成的威胁。 １９９９ 年， 东盟部长级

会议上发布的 《东盟打击跨国犯罪行动计划》 表示， 会加强信息交流、 法律执法、
培训、 机构建设等系列性合作措施， 建立跨国犯罪高级官员会议机制 （ＳＯＭＴＣ），
制定了打击人口贩运行动路线的工作方案， 并强调将通过信息交换、 法律协调、 联

合执法、 加强培训、 强化能力建设和区域外合作来提升打击能力， 并推动国家立法

和协调双边和多边协定签署等； ２００２ 年， 中国和东盟在第六届中国—东盟金边峰会

上签署 《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联合宣言》； ２００４ 年又签署谅解备忘录， 提出

在人口贩卖执法行动上加强合作③。
“巴厘进程” （Ｂａｌｉ Ｐｒｏｃｅｓｓ） 是东南亚地区非法移民治理的主要合作机制， 由澳

大利亚和印尼在 ２００２ 年联合倡导建立， 目前其成员包含 ４５ 个主权国家和 ３ 个国家

组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ＵＮＨＣＲ）、 国际移民组织 （ ＩＯＭ） 和联合国毒

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ＵＮＯＤＣ）， 澜湄国家均是其成员国。 从建立伊始， “巴厘进

程” 的目标就非常明确， 即开展有效信息和情报共享； 加强区域执法机构间的合

作， 制止人口走私和打击贩运网络； 提高公众意识； 推动国家立法， 将偷渡和贩卖

人口行为定为犯罪； 为人口贩运的受害者， 特别是为妇女儿童提供适当的保护和援

助； 协助各国优化庇护管理。 ２０１１ 年 “巴厘进程” 建立区域合作框架， 设立区域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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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机构， ２０１６ 年通过 《关于偷渡、 贩运人口及相关跨国犯罪的巴厘进程宣言》， 确

认了 “巴厘进程” 的核心目标和优先事项①。 在部长级会议、 高管会、 特别小组组

成的机制框架下， 成员国之间针对非法移民问题展开政策对话、 信息分享以及相关

合作②。 但 “巴厘进程” 是域外国家主导的非法移民治理机制， 美国、 日本、 澳大

利亚、 印度等国通过给予东南亚国家直接经济援助、 间接政治支持、 部分物资设备

以及共享情报信息等方式， 激励东南亚国家积极参与非法移民治理， 并将非法移民

问题治理纳入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合作之中， 通过定期的军事演习、 反恐演练、 海

盗打击及其他军事合作项目来震慑、 打击非法移民。 非法移民治理机制的发展更多

地依靠这些域外国家的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③。 从根本上来说， “巴厘进程” 是域外

国家借助非法移民治理加强对亚太地区内部事务影响力的机制化工具。
虽然东盟 “１０ ＋ １” 框架和 “巴厘进程” 一定程度上加强了非法移民的地区合

作治理， 但对非法移民的治理或主要致力于建立规范性声明和软性合作机制， 或重

点集中在情报分享、 经验交流上， 或被附加在域外国家的安全合作范围内， 被纳入

域外国家的亚太安全战略中， 这些都限制了相关机制对澜湄地区非法移民问题做出

及时反应的能力， 无法对非法移民问题实现根本性的治理。
（三） 全球化因素： 互联网便利与非法移民发展

经济全球化、 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为构建移民迁移网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同

时也激化了非法移民跨境需求与国家管控之间的矛盾。 科学技术与通讯水平的提高

为非法移民提供了更为迅捷的联络渠道， 人口贩卖的犯罪团伙可以利用网络欺骗受

害者， 并降低贩卖 “链条” 各环节之间的 “联系” 成本， 非法偷渡者可以利用快捷

通讯与偷渡组织取得联系， 各种非法移民形式在科学技术的推进下得以快速发展。
在互联网技术日益发达的背景下， 非法移民产业的组织规模与层级设置不断扩大和

细化， 跨洲际的远距离非法偷渡或人口贩卖愈演愈烈。 澜湄地区是全球互联网技术

发展速度和使用人数增长速度最快的区域之一， 非法移民通过 “狩猎” （ｈｕｎｔｉｎｇ），
主动在网络上寻找、 追踪受害者与潜在目标， 或者通过 “钓鱼” （ ｆｉｓｈｉｎｇ）， 在网络

上发布广告， 等待潜在受害者与之联系④。
在澜湄地区， 非法移民组织最常使用的网络平台已经从广告分类页与独立网页

转变为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具有快速回应、 即时联系等特点， 有助于非法移民组织

高效招募受害者， 与对剥削服务感兴趣的客户取得联系， 且使用社交媒体的平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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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正在下降， 许多青少年判断能力较差， 更容易成为人贩子欺骗的对象。 互联网技

术的应用推动了非法移民组织的业务范围摆脱地理限制， 将人贩子、 受害者与性服

务购买者轻松联系起来， 实行剥削犯罪， 也方便了人口贩卖国际流动中非法资金的

国际转账等。 越南有组织的犯罪网络以有利可图的工作机会为借口， 招募越南成年

人和儿童， 将他们运送到欧洲尤其是英国， 并强迫他们在大麻农场劳动。 智能手机

应用程序越来越多地用于吸引和招募来自印尼、 菲律宾、 泰国、 越南、 中国和柬埔

寨的潜在移民。 这些劳动力在家政服务业、 农业、 制造业、 建筑业和渔业等部门被

低价剥削。 有些人口贩子通过在社交媒体或网络约会中冒充警察来诱骗性交易受害

者； 有的人口贩子还通过就业服务中心招募女孩， 将她们卖给中国和马来西亚的性

交易团伙①。

四　 澜湄合作中的非法移民治理

澜湄地区是全球发展倡议的先行区和全球安全倡议的试验区， 中国通过建立澜

湄合作改变了过去以经济交往为主的外交方式， 从政治、 经济、 文化等多维度来开

展与湄公河国家的合作， 努力把澜湄合作建设成为一个政治、 经济、 社会三位一体

的高阶次区域合作机制②。 澜湄合作强调发展是解决安全问题的 “关键钥匙”， 安全

是保障发展的根本基础， 澜湄地区存在的安全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发展赤字和安全赤

字的综合体现。 因此， 澜湄合作在理念、 路径、 制度层面都对非法移民治理问题进

行了创新性的探索和尝试。
（一） 治理理念

澜湄合作对地区治理所倡导和坚持的理念是平衡与兼顾发展与安全。 澜湄合作

聚焦 “发展” 这个关键点， 明确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③， 是解决安全

问题的 “总钥匙”④， 坚持发展治理理念。 第一， 坚持发展优先， 将发展置于宏观政

策框架的突出位置， 加强澜湄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政策的协调， 保持其连续性、 稳定

性、 可持续性和构建更加平等、 均衡的发展伙伴关系， 推动多边发展合作进程协同

增效⑤。 第二，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澜湄地区机制拥堵现象明显， 与其他机制相比，
澜湄合作是真正从澜湄国家民众的根本利益出发， 强调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保护和促进人权，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不断增强民众的幸福感、 获得感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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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①。 澜湄合作的合作框架设计、 内容选择和项目设立都充分对接了澜湄国家民众

的安全与发展需求， “接地气”， “重民生”。 第三， 坚持普惠包容。 澜湄合作充分关

注到澜湄国家多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 关切其发展需求， 着力解决六国之间和各

国内部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问题。 第四， 坚持行动导向， 加大发展资源投入， 推

进减贫合作、 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 加快落实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在安全理念方面， 澜湄合作践行共同、 综合、 合作、 可持续的理念和新安全观，

重视各国合理的安全关切， 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 强调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澜湄

国家的安全， 构建均衡、 有效、 可持续的安全架构， 摒弃冷战思维、 零和博弈的旧

思维， 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的

方式和平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 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②，
共同应对地区性问题。

作为六国共同建立的次区域性合作机制， 澜湄合作积极倡行共商、 共建、 共享

的合作理念， 主张 “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 推动各方各施所长、 各尽所能”③， 成

员国之间的权利平等、 机会平等、 规则平等； 政治上互尊互信、 平等协商； 经济上

互利互惠、 优势互补， 致力于把经济互补性转化为发展互助力； 文化上互学互鉴、
求同存异， 尊重文化多样化， 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④。
因此， 澜湄合作对非法移民问题的治理是在政治平等和重视各国安全关切的基础上，
通过协商合作和综合利用政治、 经济、 文化等多种治理途径， 推动安全问题的根本

性解决， 追求和实现地区共同安全。
（二） 治理框架

相较于澜湄地区的其他区域合作机制， 澜湄合作构建了完善的区域性合作框架、
机制和平台， 保障了安全合作治理的制度化和可持续化。 具体而言， 其构建了以政

府引导、 多方参与、 项目为本的运作模式， 领导人会议、 外长会、 高官会与各领域

工作组为主要内容的合作架构， 确立了 “３ ＋ ５ ＋ Ｘ” 合作框架， 成立了澜湄合作国

家秘书处和各个优先领域联合工作组， 以及六大合作中心等， 这些都为澜湄合作提

供了多层次的支撑架构体系， 保障了六国从顶层设计到规划制定， 再到具体的项目

实施的机制化合作， 使澜湄合作兼具 “速” 与 “质”⑤， 从根本上推动非传统安全

合作突破困境。
与其他区域合作机制专注于单一领域不同， 澜湄合作将建设面向繁荣与和平的

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作为共同目标， 涵盖了政治、 经济和可持续发展、 社会人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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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领域的全方位合作。 澜湄合作在注重顶层设计的同时， 更立足于 “微观”， 通过

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 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互联互通建设， 促进经济要素和资源

的地区流通与有效配置， 加深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 推动区域合作的更深

层次、 更大范围、 更高水平发展， 使国家之间形成发展与安全相互连结的命运共同

体， 从而根本上实现对地区安全问题的治理。
（三） 复合化的治理路径和手段

１． 通过经济合作， 推动解决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

湄公河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 社会发展不平衡， 贫富差距巨大， 发展资金短缺，
基础设施建设远远滞后于社会需求。 贫困和发展问题是澜湄国家社会矛盾尖锐的根

源， 也是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泛滥、 社会冲突和民族冲突频发的根源， 更是非法移

民问题持续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要从根本上解决缅甸国内的罗兴亚人难民问题，
就要发展地方经济， 加紧对缅甸西南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资源开发和产业发展，
使当地民众获得生存保障。 因此， 澜湄合作强调发展优先和普惠包容， 将发展置于

地区合作框架的突出位置， 关注湄公河国家的特殊需求， 充分对接其中央和地方发

展战略与规划， 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 减贫合作， 全面推进湄公河国家经

济发展， 着力解决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问题， 努力切断非法移

民产生的经济根源。
２０１６ 年至今， 澜湄合作机制支持湄公河国家开展了公路机场、 电站电网、 产业

园区等 ４０ 多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①， 促进了中老、 中泰铁路项目以及中缅陆水

联运项目的顺利实施， 推动了澜湄边境地区经济区和产业园区、 投资区和交通网建

设。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首趟采用铁路快速通关模式的中越班列发运， 进一步提升

了陆海贸易新通道班列转运效能。 同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中缅畹町口岸芒满通道正式恢

复进出口货物通关。 同年 １２ 月 ３ 日， 中老铁路正式通车， 助力老挝 “变陆锁国为陆

联国”。 同年 １２ 月 ６ 日， 由中企承建的援柬埔寨 １１ 号国家公路改扩建工程项目竣工

交接， 金边至西哈努克港的高速公路完成 ７０％ 的工程量②。 公路、 铁路、 水路、 港

口和航空类基础设施落后或不足局面的改善， 打通了湄公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

“堵点”， 推动六国之间的发展战略对接， 给当地民众带来发展和致富机遇③。 经过

六年的发展， 湄公河五国经济总量增长逾三成， 中国与湄公河国家的双边贸易额不

断攀升。 ２０２１ 年， 中国与湄公河国家贸易额达 ３９８０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２３％ ④，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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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国参与澜湄及湄公河次区域合作 ２０２１ 年度十大新闻》， 中国网，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７ 日，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２０２２ － ０１ ／ ２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７８０１５４７２. ｈｔｍ

《澜湄合作五周年　 扬帆再启航》， 光明网，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ｍ. ｇｍｗ. ｃｎ ／ ２０２１ － ０３ ／ ２９ ／ ｃｏｎ⁃
ｔｅｎｔ＿ １３０２１９５７９１. ｈｔｍ

谢亚宏： 《加强互联互通　 促进经济发展 （命运与共·全球发展倡议）》，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中国对湄公河五国 ３ 年间新增投资 １２０ 亿美元， 澜湄合作行稳致远》， 走出去导航网，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ｎｖｅｓｔｇｏ.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ｙｗ ／ ｚｃｔｚ ／ ２０２００３ ／ ４８１５３１. ｈｔｍｌ



改善了当地民众的生存境遇。
澜湄地区之前的减贫工作一直依靠世界银行、 联合国开发计划等国际组织和美

日韩等域外国家的发展援助和投资， 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澜湄地区贫困问题的。 澜

湄合作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实行 “精准扶贫”， 成立统一的减贫协调机构， 将减贫合

作与产能合作、 可持续发展合作、 地方合作相联系， 立体式推动减贫工作， 对内消

除贫困， 缩小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 对外促进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

实现①。 在具体做法上， 坚持 “以项目为主导， 着重抓好落实” 的理念， “以项目说

话， 给民众带来看得见、 摸得着的好处”， 通过具体项目的开展来切实改善民众的

生活质量。 从 ２０１８ 年到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澜湄合作专项基金已经支持了 ６００ 多个惠民

项目， 其中支持 ９２ 个缅甸项目， 明显改善了缅甸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人民的生

活②； 支持泰国东北 ９ 个村庄发展林业减贫项目， 帮助当地民众脱贫③； 在老挝万象

市发展特色产业、 支柱产业、 致富产业， 把贫穷的金花村打造成为小有名气的蔬菜

基地， 明显提高了本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④； 支持柬埔寨干丹省两个村改善供水基

础设施⑤， 使近 ４０００ 人能用上清洁、 卫生的自来水⑥， 还帮助村民发展大棚和盆栽

产业， 建立加工厂等扶贫创业车间⑦。 通过大量的减贫项目， 循序渐进性地改变了

东盟国家部分民众贫穷、 脆弱的生存状态， 使其能在本地实现安居乐业， 而不会为

了生存再选择非法移民。
２． 加强政治安全合作与联合执法打击力度

澜湄合作将政治安全放在三大合作支柱的首位， 将非传统安全合作列为重要合

作内容。 澜湄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 《三亚宣言》 提出要加强应对恐怖主义、 跨国犯

罪、 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合作， 开展人道主义援助⑧。 通过推动高层往来和

对话合作， 增进次区域互信理解， 以促进可持续安全。 在澜湄合作的推动下， 中国

和老挝、 柬埔寨、 缅甸双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相继达成共识， 推动了澜湄命运共同体

的建设。 在澜湄合作框架下， 领导人会议、 外长会议、 高官会议的定期和制度化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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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澜湄合作减贫项目惠及柬老缅民众》， 中国新闻网，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ｃｎ ／ ｇｎ ／ ２０１９ ／ ０３ － ２０ ／ ８７８５５５６. ｓｈｔｍｌ

《盘点澜湄合作丰硕成果　 中缅胞波情谊枝繁叶茂》， 搜狐网，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ｏ⁃
ｈｕ. ｃｏｍ ／ ａ ／ ５５７２１７２４３＿ １２１１２４４０７

《中泰签署澜湄合作专项基金减贫项目合作协议》，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网站，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ｃｅ ／ ｃｅｔｈ ／ ｃｈｎ ／ ｘｎｙｆｇｋ ／ ｔ１７２７７２０. ｈｔｍ

《澜湄合作减贫示范项目专题》，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网站，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ｐｒｃｃ.
ｏｒｇ.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４２ｉｃＫｋ２ＹｙｍＧ

《东亚减贫， 携手共建共享美好未来———东亚减贫示范合作技术援助项目总结会》， 中国商务部网站，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ｈｔｔｐ： ／ ／ ｃｂ.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２１１２ ／ ２０２１１２０３２３１００７. ｓｈｔｍｌ

《澜湄区域减贫合作： 既讲 “效益”， 又讲 “情义”》， 参考网，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ｘ３６１. ｃｏｍ ／ ｐａｇｅ ／ ２０２０ ／ １１１７ ／ ７２３４２０２. ｓｈｔｍｌ

《东亚减贫， 携手共建共享美好未来———东亚减贫示范合作技术援助项目总结会》， 中国商务部网站，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ｈｔｔｐ： ／ ／ ｃｂ.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ｊｍｘｗ ／ ２０２１１２ ／ ２０２１１２０３２３１００７. ｓｈｔｍｌ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三亚宣言—打造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 中国
中央政府网，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４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６ － ０３ ／ ２４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０５７０１８. ｈｔｍ



开， 极大地促进了澜湄六国之间的政治对话与交流， 增进了政治互信， 深化了战略

对接， 加强了对地区发展和安全治理合作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 可以说， 政治合

作的加强是推进非法移民问题治理的坚实政治保障。
澜湄合作历次领导人会议和外长会议都重点强调非传统安全治理的必要性和重

要性。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五年行动计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明确指出， 要深化澜湄

国家执法对话与合作， 加强打击贩毒、 恐怖主义、 有组织偷越国境、 贩卖人口、 网

络犯罪及其他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事务合作， 在遵守六国国内法律法规的基础上，
促进六国边境地区地方政府与边境管理部门的交流， 加强澜湄国家警察、 司法部门

与院校的合作①。 ２０２１ 年通过的 《关于深化澜沧江—湄公河国家地方合作的倡议》
再次强调， 在秉持澜湄合作精神， 照顾各方舒适度与遵守各国法律法规的基础上促

进六国边境地方政府与边境管理部门的交流， 共同应对打击跨国犯罪等问题②。
在澜湄合作框架下， 跨境犯罪治理的综合执法机制实现实体化转变， 直接加强

了打击非法移民等跨境犯罪的执法力度。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澜沧江—湄公河综合

执法安全合作中心 （简称 “澜湄执法中心”） 正式启动， 主要工作内容定位为统筹

协调本地区预防、 打击跨国违法犯罪， 融合交流情报信息， 开展专项治理联合行动，
加强执法能力建设， 为各成员国执法部门提供优质、 高效的服务③。 澜湄执法中心

建立了清晰的组织架构， 保障联合执法工作的可持续化和机制化开展④。 该执法中

心建立起澜湄流域情报信息系统 （ＬＭ⁃ＬＥＣ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ＬＭＩＮ）， 其中包括

失踪人口子系统、 跨国案件协查系统、 网上追捕逃犯与执法信息报送、 即时通信等

内容⑤， 可有效满足综合治理非法移民问题的高技术需求。 该中心在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
日启动了 “澜湄流域国家共同打击跨境人口拐卖” 联合行动⑥， 不仅对澜湄流域跨

境人口拐卖问题有了清晰把握， 更在执法合作中加强了对涉案信息、 线索的及时通

报与共享， 破获案件共计 ３７３ 起， 及时解救受害者 ６３５ 名， 涉及犯罪嫌疑人 ４２６ 名，
逐步建立起多边协调， 合力打击此类犯罪的长效机制⑦。

面对跨国化、 有组织、 高科技特点突出的复杂跨国人口贩运犯罪的新情况，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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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五年行动计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中国中央政府网，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８ － ０１ ／ １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２５５４１７. ｈｔｍ

《关于深化澜沧江—湄公河国家地方合作的倡议 （全文）》， 中国中央政府网，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９ 日，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１ － ０６ ／ ０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６１６３３８. ｈｔｍ

《澜沧江—湄公河综合执法安全合作中心启动运行》， 中国中央政府网，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７ － １２ ／ ２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２５１２５３. ｈｔｍ

《澜湄执法中心组织架构》， 澜沧江—湄公河执法安全合作中心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ｍ － ｌｅｓｃ － ｃｅｎ⁃
ｔｅｒ. ｏｒｇ ／ ｐａｇｅｓ＿ ７７＿ １７９. ａｓｐｘ，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澜湄执法中心举办 ２０１９ 年澜湄流域 ＬＭＩＮ 系统情报信息研修班》， 澜沧江—湄公河综合执法安全合
作中心网站，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ｍ － ｌｅｓｃ －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ｒｇ ／ Ｐａｇｅｓ＿ ４３＿ ４５３１. ａｓｐｘ

《 “澜湄流域国家共同打击跨境人口拐卖” 联合行动启动会正式召开》， 澜沧江—湄公河综合执法中心
网站，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ｍ － ｌｅｓｃ －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ｒｇ ／ Ｐａｇｅｓ＿ １５＿ ４５１７. ａｓｐｘ

《 “澜湄流域国家共同打击跨境人口拐卖” 联合行动召开总结会》， 澜沧江—湄公河执法安全合作中心
网站，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ｌｍ － ｌｅｓｃ －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ｒｇ ／ Ｐａｇｅｓ＿ １５＿ ４５８７. ａｓｐｘ



老缅泰四国执法部门联合实施的湄公河联合巡逻， 在实现联巡勤务常态化的同时，
从单一的联合巡逻执法向联合扫毒、 联合搜救、 情报共享、 应急处突、 政治交流、
文化交流、 能力互建、 实战演习、 船艇驻训、 分段联巡、 疫情防控等多元化合作模

式延伸， 进一步完善中老缅泰四方遣返引渡、 联合侦查、 协作办案等制度协议， 积

极推动执法合作向打击恐怖主义、 非法出入境、 拐卖人口、 网络犯罪等新的领域拓

展。 相关国家执法能力水平不断提升， 流域管控能力日益加强①。
３． 在社会治理方面 ， 加强技术人才培训和教育合作

绝大多数的非法移民都属于低技能、 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 把巨大的人口优势

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 提升民众的技术能力， 在增强其能力和就业水平的同时， 适

应地区和国家的产能与经济发展需求， 这是澜湄合作通过社会治理来促进非法移民

治理的重要路径。 澜湄合作建立之后， 中国每年都会提供几千个中长期或短期的培

训名额， 尤其重视农业、 医疗、 卫生、 水利等领域的专业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培养。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中国倡议成立合作教育联合工作组， 努力做好教育务实合作的顶层设

计， 推进职业院校合作， 支持在湄公河国家设立澜湄职业教育培训中心②。 同年 １０
月， 该中心暨柬埔寨鲁班工坊在柬埔寨金边落成， 该培训中心集职业教育、 职业培

训、 科学研究、 文化传承、 创新创业等功能于一体， 将在加强澜湄国家友好合作、
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上发挥重要作用③。 近年来， 澜湄职业教育合作成果丰硕， 已在

云南边境地区的瑞丽、 孟连、 孟定、 沧源、 镇康、 腾冲、 磨憨、 麻栗坡、 河口建立

９ 个跨境职业技能培训基地， 免费为 ４ 万余名跨境务工人员提供了汉语、 法律、 卫

生、 实用技能等方面的培训④。 可以说， 澜湄合作大力促进了湄公河国家的人力资

源发展。

结　 语

非法移民治理事关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目标的实现， 但其产生与存在的政

治、 经济和社会文化根源决定了治理并非 “一蹴而就”， 而是需要澜湄国家在澜湄

合作框架下开展持续的深度合作。 如何拓宽合法移民渠道， 发展地区经济， 缩小发

展差距， 消弭潜在非法移民； 如何平等协商达成新的非法移民治理的法律框架； 如

何平衡区域一体化发展趋势与非法移民跨界问题的矛盾， 都将是未来较长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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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非法移民治理需要解决的重点议题。
同时需要看到的是， 澜湄地区非法移民治理面临的外部影响因素和挑战是较为

复杂的。 在中美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 非法移民问题作为跨境犯罪的主要表现形式

之一， 逐渐成为中美两个大国在澜湄地区博弈的焦点问题之一。 ２０２０ 年， 美国主导

的湄公河下游倡议升级为湄美伙伴关系之后， 将非法移民等跨境犯罪问题列为重要

的合作内容， 并宣布提供 ５５００ 万美元以支持湄公河国家与澳大利亚合作打击跨国犯

罪①， 使澜湄合作开展的非法移民治理面临大国竞争与制度介入的外部挑战。 美国

国际开发署 ２０２２ 年实施的亚洲打击人口贩运项目 （ＵＳＡＩＤ Ａｓｉａ ＣＴＩＰ） 正在开发预

防和打击人口贩运的工具和系统， 支持实施 《关于对跨国犯罪组织执行联邦法律和

防止国际贩运的总统行政命令》。 项目的实施重点放在东南亚地区， 尤其是湄公河

区域， 强调制定非法移民识别标准， 加强救助服务， 推动区域协调和民间社会行动，
建立法律中心和支持跨境起诉， 支持双边和区域协定 （如柬埔寨和泰国之间合法劳

工迁移的谅解备忘录） 的执行②。
美国主导下的湄美伙伴关系的发展及其对人口贩卖等非法移民问题的涉及会对

澜湄合作产生一定的对冲效力， 如果湄美伙伴关系继续秉持孤立中国的原则， 通过

介入区域执法合作与能力建设推动非法移民问题政治化， 将不可避免地对澜湄合作

后续开展非法移民治理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 对此， 中国应继续在澜湄合作框

架下加强与湄公河国家的政策沟通， 共同完善顶层制度设计， 促进全面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的建设， 实践和内化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理念， 推动澜湄合作成为

地区发展与安全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 引领建设更为紧密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

【责任编辑： 孙斐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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