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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马格里布移民问题及其治理

潘华琼

内容提要 马格 里布移 民 的 复杂性在于 它 的双重 流 向 ：

一方面 是马

格里布 国 家 向 欧洲 国 家 的移 民 ， 另
一

方 面是撒哈拉 以 南非 洲 国 家 向马格

里 布 国家的 移 民 。 因 此 ， 马格里布移 民 问题 与地 中海北岸 的欧 洲 和撒 哈

拉 以 南的 非 洲联系 密切 ， 是一个超越国 界和 洲 际 的全球性 问 题 。 马格里

布移 民 问题 的形成有其特殊 的 历史和现实原 因 。 移 民对马 格里布 国家 的

影响具有双重 性 。 欧 洲 国 家和 马格里布 国 家采取 了 多种措施 ， 努力 消 除

移 民 问 题带来的 消极影 响 。 鉴于马 格里布移 民 问题的 复杂 性 ， 迫切 需要

各利 益攸关 方展开 多 层次 、 多 方位 的合作 ， 制定超越国 家 的 区域性和全

球性治理方 案 。

关 键 词 移 民 问题 马 格里布 跨撒哈拉 非 洲 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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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可以简单定义为
“

所居住的国家不是其出生地或国籍所在地的人
”

，

这也是国际上用于统计移民存量 （
ｔｈｅｓｔｏｃｋｏｆｍｉ

ｇｒａｎｔｓ
） 的概念 。

？ 移民有合

法与非法之分。 顾名思义 ，
合法移民是被居住国正式授权 、 符合法律的迁移 ，

而非法移民 （
Ｉ ｌｌｅｇａｌｍｉ ｇｒａｎｔｓ

） 是指到另一个国家居住时采用了违法的手段 ，

包括伪造证件、 逾期滞留并有犯罪行为等 。 但由 于各国 的法律不尽相同 ， 所

以国际上更倾向于使用
“

非正规移民
”

（
Ｉ ｒｒｅ

ｇｕｌａｒＭ ｉ

ｇｒａｎ
ｔｓ

）
—词 。

② 实际上 ，

非正规移民包括前述的非法移民 ， 还包括那些虽然具有合法的居留 身份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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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本文也采用非正规移 民指代非法移民 、 非授权移民和非正规的外国工人 、 甚至难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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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逃避税收却在非法部门工作的外国移民 。 后者也可以被称作
“

非正规的

外国工人 （
ＩＦＷ

，
ＩｎｒｅｇｕｌａｒＦｏｒｅ ｉｇｎＷｏｒｋｅｒｓ

）

”

。
①

目前 ， 引起世界高度关注的不是全球比例尚小的合法移民 ， 而是愈演愈

烈的地中海区域的非正规移民和难民问题 。 在其身份尚未被确认之前 ， 难民

可以被视同非正规移民 。
② 自 ２０ １５ 年初以来 ， 有 ２０００ 多人在偷渡地中海时丧

生 ， 这被国际舆论普遍称作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灾难
”

， 欧洲 国家由

此面临冷战后第二次最迅猛难民潮的冲击 。
③ 地 中海 由此成为移民问题的重灾

区
，
而马格里布＠国家大多与地中海接邻 ， 是撒哈拉以南非洲 、 马格里布 国

家 、 非洲之角甚至地中海东岸 的移民前往欧洲的通道 。 故 ， 弄清马格里布的

移民问题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的地中海移民危机 。

本文将通过概述马格里布移民问题的历史成因和现状 ， 并结合分析马格

里布移民问题及其对马格里布国家的影响 ， 进而探讨涉及马格里布国家 、 以

欧洲为主的地中海地区和整个非洲 的移民治理方案 。

马格里布移民问题的历史形成

马格里布移民包含两股流向 ：

一

是从马格里 布国家流 向欧洲 国家的移民

（
Ｅｍｉ

ｇｒａ
ｎｔｓ

） ；
二是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 甚至包括东非之角 ） 流 向马格里

布国家的移民 （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 。 马格里布移民问题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 。

｛ 

一

） 流向欧洲的移民

马格里布地区 向欧洲移民 的问题至少可以追溯至 ７ 世纪阿拉伯人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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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难民 （ Ｒｅｆｕ
ｇ
ｅ ｅ

） 是指因灾难 （ 自然的或人为的 ）
而离开原居住地或国家的人 ， 与移民的定义

不同 ， 但都是
一

种迁徙 。 本文不讨论难民问题 ， 但地 中海地区的移民与难 民是经常交织在
一

起的 ， 所

以文中提到的移民问题多少包含 了难民问题 。

③ 方华 ： 《难民保护与欧洲治理中东难民潮 的困境 》 ，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 ５ 年第 ６ 期
，
第 ４ 页 。

④
“

马格里布
”

（ Ｍａ
ｇ
ｈｒｅｂ ）

—词源于阿拉伯语 ， 意指
“

西部
”

，
是阿拉伯 人于公元 ６３９ ？ ６４２ 年

征服埃及之时对埃及以西地区的称呼 。 这
一词汇可以小到仅指摩洛哥

一国
（摩 洛哥的阿拉伯语国名即

是马格里布 ）
，
也可 以大到包括利 比亚 、 突尼斯 、 阿尔及利亚 、 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五国 。 本文主要

是指广义的马格里布 国家 ，
这些国家在人 口 、 经济 、 宗教和文化领域显示

一

定程度 的发展共性 。 马格

里布五国主要是指 １９ ８９ 年成立的阿拉伯马格里布国家组织 。 由 于利比亚东部在殖 民主义到来之前很多

时候是与今天的埃及连在
一

起 的 ， 故历史上的马格里布是指摩 洛哥 、 阿尔及利 亚和突尼斯三国 ， 再加

上利 比亚西部 ，
通常 又称

“

大马格里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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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 ， 但 囿于篇幅和探讨的主题 ，
本文试从阿尔及利亚沦为法国 的殖民地开

始 ， 再以 ２０ 世纪中叶马格里布国家的独立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来进行回顾 。

１
． 殖民主义时期的移民

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实行了长达 １ ３２ 年 （
１ ８３ ０

￣

１９６２ 年 ） 的殖民统治 。 从

法国北端的敦刻尔克 （
Ｄｕｎｋｉｒｋ ） 到撒哈拉的塔曼拉塞特 （

Ｔａｍａｎｒａｓｓｅｔ
， 今阿

尔及利亚南部重镇 ） ，
地中海将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分隔开 ， 如同

“

塞纳河 （
Ｌａ

Ｓｅ ｉｎｅ
） 流经巴黎

” ①
。 尽管始终存在身份认同的问题 ，

但法国人仍然用此比喻

来形容两国的密切联系 。 法国政治哲学家巴利 巴尔 （ ＥｔｉｅｎｎｅＢａｌｉｂａｒ ） 指出 ：

“

自 １９６２ 以来 ， 阿尔及利亚和法国虽然分成了两个国家 ， 但两者又组建了
一

个半民族 ， 法 国人中有阿尔及利亚人 ， 阿尔及利亚人中有法国人
”？

。

“

拜尔

斯 （ ｂｅｕｒｓ ）

”

是一个专用于泛指所有出生在法国的马格里布地区 、 包括阿尔

及利亚阿拉伯人或柏柏尔人后裔的贬义词 。

继阿尔及利亚沦为法国殖民地之后 ， 摩洛哥每年有人季节性地到阿尔及

利亚从事农业生产或到当地的沿海城市工作 。 后者在法国殖民统治时期增长

迅速 。 据统计 ， 到 １ ９３０ 年 ， 每年都有约 ８５００ 名摩洛哥人到阿尔及利亚工

作 。

？ 摩洛哥也在 １ ９ １ ２ 年沦为法国 与西班牙的保护领地 ， 这
一

年也标志着摩

洛哥向法国移民的开始 。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 间 ， 很多摩洛哥人到法国的工厂和矿场劳动 ， 有的甚

至到军队服役 ， 摩洛哥人在法 国军队的人数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的 ４ 万增

加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 １２．６ 万。 此外 ， 在西班牙 内战期 间 （
１９３６￣１ ９３９

年 ） ， 佛朗哥 （
ＧｅｎｅｒａｌＦｒａｎｃｏ

） 政权从西属摩洛哥殖民地里夫地区招募了 
４ 万

摩洛哥人来壮大 自 己 的队伍。
？ 与此同时 ， 阿尔及利亚前往法国 的移民在

１ ９２４ 年突破 １０ 万人大关 ， 之后再也没有 出现低于该数字 （ 除了第二次世界大

战期间 ） 的情况 。 １９４５ 年之前 ， 阿尔及利亚人在法 国 的移民均为男性 ，
以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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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勒柏柏尔人 （ Ｋａｂｙ ｌｅ
－

Ｂｅ ｒｂｅｒｓ ） 为主 ， 他们绝大多数从事建筑 、 矿产开发

和公共工程方面的工作 。

①

自 １９４７ 年起直至 １９ ６２ 年阿尔及利亚独立 ， 根据法国颁布 的新法规 ， 阿

尔及利亚人获得了法国公民的待遇 ， 故在这
一

阶段从阿尔及利亚到法国的移

民可以视同国 内迁徙 。 至 １ ９５６ 年 ， 已有 ３０ 万阿尔及利亚人到了法国 ， 其中

以阿拉伯人为主 ， 他们在法 国 通常被称作
“

阿尔 及利亚裔法国 穆斯林
”

（
Ｆｒａｎ

ｇ
ａｉｓ

－

ｍｕｓｕｌｍａｎｓｄＡｌｇ６
ｒｉｅ

）

②
。

１９４９ 至 １９６２ 年间 ， 随着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 ， 法国停止了招

募阿尔及利亚移民到本土工作 ，
而摩洛哥到法国 的移 民人数从 ２ 万增至 ５ ．３

万 。 由于大批法 国雇主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 （
１９５４￣１９６２ 年 ） 回到 了

法国 ， 所以大多数摩洛哥人是跟随其雇主从阿尔及利亚去 的法国 。
③ 由于阿尔

及利亚人当时正在为独立而与法国作战 ， 相比之下 ， 摩洛哥人 因性格温和而

受到法 国的欢迎 。

２
． 独立后的 移民

摩洛哥和突尼斯均在 １９５６ 年取得独立 ，
而阿尔及利 亚从 １９５４ 年开始经

过 ８ 年抗法战争最后也贏得了独立。 在独立初期 ， 突尼斯主要是向法 国输出

劳动力 。 阿尔及利亚到法国 的移民至 １９６５ 年达到 ５０ 万人 ； 摩洛哥到 欧洲登

记的移民从 １９６５ 年到 １９７２ 年大约增加 了 十倍 ， 即从 ３ 万增至 ３０ 万 。 直至

１９７３ 年第
一

次世界石油危机爆发 ，
马格里布 国家到法国或西欧各国的移民大

多为非正规移民 。 但由 于当时西欧国家经济发展势头 良好 ， 故不存在任何非

法移民 的问题 。
？

然而 ，
石油危机的爆发促使

一些西欧国家开始关闭 自 由移民的大门 。 马

格里布国家的移民流向 和方式随之发生 了
一些变化 。 利 比亚的劳动力 市场吸

引 了突尼斯的单身移民 ， 而突尼斯到法国的移 民 由单身劳工开始改为举家迁

徙 。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 ， 意大利成为突尼斯非技术工人的重要移人国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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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马格 里布移 民 问题及其 治理

此之前 ， 突尼斯已经有不少渔民到意大利的西西里岛从事渔业生产 。

？

与石油危机发生的同期 ，
摩洛哥国 内发生 了两次未遂政变 ，

再加上经济

不景气 ， 海外移民开始受到严格控制 。 西欧国家为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开

启 了签证制度 ， 由此使已经在当地的摩洛哥人获得了永久居 留权 。 后来 ， 摩

洛哥在欧洲国家的移民又通过家庭团聚路径 ， 移人人数反而从经济危机前的

２９ ．
１ 万增至 １９８２ 年的 ７０ 万 。 之后 ， 摩洛哥在西欧国家的移民人数继续攀升 ：

１９９２年为 １２０ 万
，

１９９８ 年为 １６０ 万
，
２０ １２ 年达到 ３１０ 万 。 西欧国家对劳动力

的需求使摩洛哥的海外移民继法国 之后 ， 出 现了 向多 国移居的趋势 ， 这些国

家包括德国 、 比利时和荷兰等 。
②

到 ９０ 年代初 ， 随着欧洲国家签证制度的普及和边境控制 的加强 ， 永久定

居 、 非正规人境和逾期居留成为欧洲马格里布移民的主要特征 。 近年 ， 由于

获得高等教育学历的青年在国内就业困难 ， 马格里布的学生和高技术人才开

始移向德国和北美国家 。

（
二

） 跨撒哈拉移民

本文将从撒哈拉以南非洲流向 马格里布的移民简称为跨撒哈拉移民 ， 他

们使用的通道是早 已存在的沟通撒哈拉沙漠南北两端的跨撒哈拉商路 。 跨撒

哈拉移民 的形成有传统的历史原因 ，
也有复杂 的现实原因 ， 尤其是利 比亚卡

扎菲当政时期实施的对非洲政策所带来的影响 。

１ ． 跨撒哈拉移民概述

撤哈拉 自古以来是人类进行贸易 、 朝圣 、 探险和征服等活动的会合与过

渡地带 ， 其中多民族组成的绿洲地带见证了人 口 流动的悠久历史 。 但英 、 法

殖民主义者到来后 ， 他们开始划分边界 ， 由此限制并阻碍了跨撒哈拉传统的

人口流动和贸易往来 。

非洲 国家取得独立后 ， 生活在撒哈拉的部分游牧民族被限定为城市或农

村的定居居民 ， 如马里的图阿雷格人 （
Ｔｕ ａｒｅｇ ） ，

跨撒哈拉的移民体系也逐渐

形成 ： 利比亚和毛里塔尼亚成为周边 国家的移民输入国 ， 而埃及 、 摩洛哥 、

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都是移民输出 国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 ， 萨赫勒地区 出现干旱 。
８０ 年代 ， 非洲多 国亦遭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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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的严重干旱 。 加上一些战乱和冲突 ， 如乍得内战 、 利比亚 －乍得冲突和

西撒哈拉冲突 ， 造成撒哈拉地区出现两种类型 的人 口 流动 ：

一种是贫困的游

牧民和商人移至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南部 ， 在建筑工地和油 田工作 。 由于当

地缺少劳动力 ， 这种流动人 口 通常受到欢迎 。 另一种是数以 千计的难民在利

比亚 、 阿尔及利亚 、 毛里塔尼亚和埃及扎营 。
①

８０ 年代初 ， 因低油价所致的经济衰退使利 比亚的工人出现 了
“

本土化
”

。

但利比亚人不愿意从事艰苦的工作 ， 也不愿意到闷热的撒哈拉腹地工作 。 利

比亚就很快发展成为移民 的主要 目的地 ，
不过大多数移民源 自邻 国埃及 ， 另

有不少苏丹人也获准进人该国 。

进人 ９０ 年代之后 ，
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的早期移民和半游牧民也开始大

规模地跨撒哈拉迁徙 ， 走私货物 （ 香烟 、 毒品和汽车 ） 和人 口
（ 非法移民 、

妇女和儿童 ） 成了他们新的生活来源 。 同期 ， 利 比亚因受国际社会的制裁而

出 台的新政策吸引 了
１００ 多万跨撒哈拉移民 。

不过 ，
跨撒哈拉移民在利 比亚境内 引起了反移民浪潮 ，

以致数百名来 自

撒哈拉 以南的非洲移民在 ２０００ 年的冲突 中丧生 。

？ 利 比亚政府为此采取严格

限制移 民的措施 ， 在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５ 年间驱逐了
１４

．５ 万非正规移民 。 这些移民绝

大多数来 自撒哈拉以南非洲 国家 ， 其中
一

部分移民 因此转移到了阿尔及利亚 、

摩洛哥和突尼斯 。
③ 另外 ， 尼 日利亚和加纳政府各 自撤回了５０００侨民 。

④

２ ． 跨撒哈拉移民的 目 的地

利 比亚人口 较少 ， 长期因石油工业的发展而成为吸收移民 的主要 国家 ，

故与突尼斯 、 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三 国有所不同 。 但由于 １９８８ 年底发生洛克

比空难事件 ， 联合国安理会在 １９９ ２￣２０００ 年期间对利 比亚实行制裁 ， 这对跨

撒哈拉移民及其迁徙路线网的整合起到了意想不到的决定性作用 。

在被制裁期 间 ， 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因缺少阿拉伯同伴的支持而将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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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马格 里布 移 民 问 题及其 治理

的重点转向非洲大陆 。 他将 自 己定位为非洲国家的领导人 ， 本着泛非团结的

精神为撒哈拉以南非洲 国家提供发展援助资金 ， 并且欢迎撒哈拉以南非洲人

来利 比亚工作 ，
以此作为其新泛非政策的

一

部分 。 利比亚境内 的传统移民来

自北部阿拉伯非洲国家 ， 现在却成了从西非到非洲之角移民的 目 的地 。

除了上述利 比亚的泛非政策 ，

９０ 年代中期以来西非和 中部非洲地区的部

分国家因政治动荡 、 内 战和经济衰退 ，
也增加了到马格里布的跨撒哈拉移民

数量 ：
９０ 年代初 ， 马里和尼 日 尔的不少图阿雷格反政府武装成员来到了利比

亚
， 这为后来 ２０ １２ 年的马里危机埋下了 隐患 ；

？１ ９９７ 年 ， 刚果民主共和国推

翻了蒙博托政权 ，
以及随后的大湖地区战争导致大批难 民迁移到摩洛哥 ；

苏

丹和非洲之角地区经常性的战乱促使移民不断流向埃及和利 比亚 。 另外 ， 作

为西非移民主要 目 的国 的科特迪瓦在 １９９９ 年爆发内战 ， 很多移民劳工不得 已

转向了北非马格里布国家 。

综上所述 ， 马格里布 国家向外移 民的 目 的地是以西欧国家为主 ， 尤其是

法国 、 西班牙和意大利 。 其主要原因在于 ：

一

是地理位置邻近 ，

二是语言相

近 （ 法语 、 西语 、 意大利语均属拉丁语系 ） ，
三是殖民主义的历史联系 ， 四是

现代化的西欧发达国家是发展 中 国家移 民所向往和追求的 目标 。 与此 同时 ，

利 比亚和阿尔及利亚南部的油 田需要劳动力 ， 卡扎菲的泛非政策 ，
以及事实

上的通往欧洲的过渡地带性质 ， 使得马格里布国家又成为跨撒哈拉移 民的 目

的地 。 这两种移民最大不同在于 ， 马格里布国家只是跨撒哈拉移民获得就业

机会的场所 ，
而马格里布国家向欧洲的移民则是为了长期定居 （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 。

马格里布移民问题的复杂性及其影响

移民 自古以来是人类活动 的方式之
一

， 有的出于被迫和强制 ， 如遇到天

灾人祸和历史上的大西洋奴隶贸易 ；
而有的出于主动追求更好的环境 ， 如英

国人到达北美 ， 这是很多现代移 民的选择 。 纵观历史 ， 财富分配不均衡或经

济发展不平等始终是人 口流动的基本前提 ， 而从贫困 国家 向发达国家流动正

是移民的基本规律 。 当然 ， 移民浪潮的形成往往与突发性事件密切相关 。 移

① 潘华琼 ： 《试论图阿雷格人与马里危机——兼论马里的 民族国家建构问题 》 ， 载 《西亚非洲 》

２０１ ３ 年第 ４ 期
， 第 ３５

￣

５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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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发展报

告 （ ２０ １ ２
－

２０ １ ３ ） 》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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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虽然有合法与非法之分 ， 但其定义很大程度上是人为操纵的 。 做出 主动选

择的移民大多是个人行为 ， 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或为 了获得更好的就职和收

人机会 ， 所以对 自 己 的发展影响远大于对国家的发展影响 。 可是 ， 移民问题

作为
一

个超越国界的国际现象就不仅是个人的 ，
而是关乎移出 国 的发展 、 移

人国的安全及移民本身的身份认同等重大问题 。

（

一

）
马格里布移民的复杂性

如前所述 ， 马格里布地区移民的形成与 自古形成的跨撒哈拉商路相关 。

撒哈拉以南非洲移民到北非的行程有海路和陆路 ， 海路与下述的西部非洲路

线相同 ， 很少有人乘坐飞机 。 绝 大多数人通过陆路经尼 日 尔 的阿加德兹

（
Ａｇａｄｅｚ ） ， 然 后 分成 两路 ：

一 路 取道 阿尔 及利 亚 南 部 的 塔曼 拉 塞 特

（
Ｔａｍａｎｒａｓ ｓｅｔ

） ， 另
一

路是到利比亚的塞 卜哈 （
Ｓｅｂｈａ

） 绿洲 。 从利比亚南部来

的移民通常到达的黎波里和突尼斯海岸 ， 而从阿尔及利亚南部来的移民则经

乌季达 （ Ｏｕｊ
ｄａ

， 位于摩洛哥 、 阿尔及利亚北部交界处 ） ， 然后通过直布罗陀

海峡到西班牙或取道西撒哈拉到加那利群岛 。 ２０ １０ 年底之前 ， 从撒哈拉以南

非洲来的移民 ， 估计每年有 ６ ． ５ 万 ￣

１２ 万人到达马格里布国家 ， 其中 ７０％̄

８０％ 的移民进人利 比亚 、 ２０％
￣ ３０％ 的移民进入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 。

？ 每年

有数万跨撒哈拉移 民同马格里布人
一起试图横渡地中海 、 登上欧洲 国家 的海

岸或岛屿 。

马格里布移民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其存在双向流动 ， 即马格里布 国家不仅

是西欧国家移民的主要来源 国 ，
而且是跨撒哈拉移民 的中转站 。 从非洲至欧

洲的移民主要有 ３ 条路线 ， 其中有两条都经过马格里布国家与地中海相连 ：

一

是中部地中海路线 ， 从突尼斯和利 比亚到意大利 和马耳他 ；
二是西部地 中

海路线 ， 从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到西班牙 ；
三是西部非洲路线 ， 从西非海岸

到西班牙的加那利群岛 。
？

摩洛哥在很长
一

段时间 内是跨撒哈拉移民到欧洲 的必经之路 。 因为摩洛

哥与西班牙隔海相望 ， 中间仅隔着 １４ 公里的直布罗陀海峡 ， 是距离欧洲最近

的国家 。 另外 ， 海路是从摩洛哥西南部的大西洋海岸到西班牙的加那利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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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ａｎａｒｙ
Ｉ ｓｌａｎｄｓ

） 。 此外 ， 西班牙在摩洛哥北部有休 达 （
Ｃｅｕ ｔａ

） 和梅里亚

（
Ｍ ｅｌｉｌｌａ

） 两块飞地 。 所以 ，
从摩洛哥到西班牙海陆通道都是最近的 。 对非正

规移民而言 ， 海陆两路虽然均有风险 ， 但仍有挡不住的诱惑 。

２０ １０ 年底 ， 缘 自 突尼斯 、 席卷整个北非和西亚地区的 中东变局爆发 ， 突

尼斯的本 ？ 阿里和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权相继垮台 ， 利比亚战争随之爆发 ， 大

批突尼斯人直接从利比亚移至欧洲 。 因此
， 当下马格里布移民问题发展现状

与 ２０ １０ 年底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存在密切关联 。

中东变局的蔓延及其较强 的冲击力促使摩洛哥 、 毛里塔尼亚和阿尔及利

亚等国采取严格的军事管制 以控制非法移民 ， 而利 比亚却处于权力的真空地

带 ， 加上尼 日 尔从首都尼亚美至北部阿加德兹沿途的 岗哨相对宽松 ， 来 自撒

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非正规移民普遍选择了这
一通道。 但从阿加德兹到比尔

马 （
Ｂ ｉｌｍａ

） 和德尔库 （
Ｄｉｒｋｕ

） 绿洲要穿越最为荒凉的特内雷沙漠 （
Ｔｅｎｅｒｅ

，

图阿雷格语中的
“

沙漠
”

， 与阿拉伯语的
“

撒哈拉
”

同义 ） ， 这使跨撒哈拉的

移民通道比偷渡地中海可能更加危险？ ， 但西方的舆论优势使地中海成为最为

关注的焦点 。 ２０ １ １ 年 ２ 月 ， 第
一

批突尼斯难民 到达意大利的兰佩杜萨岛 。 同

年 ４ 月 ， 约有 ２５０００ 人到意大利寻求避难 ， 另有 ８００ 人到达马耳他岛 。
？ 意大

利为约 ２ 万突尼斯人颁发了 临时签证 ， 为此遭致法国 的批评 。 因为有 申 根国

家的免签协议 ，
意大利实际给了这些移民在欧洲 申根国家迁徙的 自 由 ， 由此

将移民问题扩大到了北部的欧洲国家 。
？

随着跨撒哈拉移民路线的改变 ， 中部地 中海 自 ２０ １ ３ 年初 以来已经成为最

常用的地中海移民通道 。 与传统经由摩洛哥的移民通道不同 ， 该通道的 目 的

地是意大利 的地 中海 岛 屿 ， 距利 比亚海岸最近 的兰佩杜萨 岛 （
Ｌａｍｐｅ

ｄｕｓａ

Ｉ ｓｌａｎｄ ） 约为 １ ８０ 公里 。

利 比亚战乱对跨撒哈拉移民造成很大的影响 。 卡扎菲生前的泛非政策在

连接东非之角移民体系和欧洲
－ 地中海移民体系 中起到 了关键作用 。 除了不

① 李晋 ： 《尼 日 尔移 民车 沙漠抛锚致 ９０ 人 干 渴而死 》 ， 载 国际 在线 网站 ：
ｈ ｔｔ

ｐ ：
／／

ｇ
ｂ ． ｃｒｉ ． ｃ ｎ／

４２０７ １／２０ １ ３／１ １ ／０ １／７８２８４３０５５６３ ．ｈ
ｔｍ ，２０ １５ 

－

０８ 
－

２３ ．

②
＊ ＇

Ｅ ｕｒｏ
－

Ｍ ｅｄｉ 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ｆ ｔ
ｈ ｅＡｒａｂＳ

ｐ
ｒｉｎ

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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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ａ
ｐ
ｏ ｒｅ

：Ｂ ａｃ ｋ
ｇ
ｒｏｕｎｄＢｒｉ ｅｆ

，

Ｎ ｏ．６
，
Ｏ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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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 １ 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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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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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ｉｇ ｒａｔｉ ｏｎＧａｍｅＣ ｈａｎ

ｇ
ｅ ｒ？

Ｗａｓｈ ｉｎ
ｇ
ｔ ｏｎＤＣ

：ＭＰＩ（ Ｍｉ

ｇ
ｒａ

ｔ
ｉｏｎＰｏｌ ｉｃｙ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ｅ

） ，Ｍａ
ｙ２８ ，２０１ ５

，ｈ
ｔｔｐ ：／／ｗｗｗ． ｍ ｉ

ｇ
ｒａｔｉｏｎ

ｐ
ｏｌ

ｉｃ
ｙ

．ｏｉ
＾／

ａ ｒｔｉｃ ｌｅ／ｒ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
－

ａｎｄ
－

ｐ
ｏｌ ｉｔｉｃ ａｌ

－

ｔｒａｎｓ ｉｔｉ ｏｎ 
－

ｔｕｎ ｉｓ ｉａ

－

ｍｉ
ｇ
ｒａｔｉｏ ｎ

—

ｇ
ａｍｅ

－

ｃｈａｎ
ｇ
ｅｒ

，
２０ １ ５－ ０７ － ２９．

？

６５
？



Ｕ／ 西亚 非 洲 ２０ １６ 年第 １ 期

断增加的埃及人通过利 比亚偷渡地中海到意大利 ， 也有来 自 苏丹 、 厄立特里

亚 、 索马里和埃塞俄 比亚的劳工 ， 他们通常住在开罗 ， 然后通过苏丹 、 乍得

和埃及到利 比亚 。 跨撒哈拉移 民过程耗时
一个月到几年不等 ， 他们经常需要

在某个城镇暂时停留 ， 并在那里工作 ， 挣到足够的钱后再开始下一段路程 。

移民在穿越撒哈拉到北非的过程中 ，
通常需要花数百美元给受贿者和走私者 ，

以及交通和 日 常必需的 费用 。 ２００３ 年 ， 据摩洛哥研究员 拉赫鲁 （
Ｍｅｈｄｉ

Ｌａｈ ｌｏｕ
） 估计 ， 乘坐一艘从摩洛哥到西班牙的船 ， 未成年人要付 ２００ 美元 ， 摩

洛哥人是到 ５００
￣

８００美元 ，
而对撒哈拉以南法语和英语非洲人分别是 ８００ 美

元和 １２００ 美元 。 从利 比亚到意大利的价格大致相 同 。

①

然而 ，
跨撒哈拉商路上不只是想去欧洲 的非正规移民 ， 还有

一些从事正

常经商和生产的工作移 民 。 譬如 ， 在塞内加尔 、 马里和毛里塔尼亚 ，

一些经

商者形成了较为固定的陆上贸易网络 ，
而且有不少来 自西非和 中非的移 民在

毛里塔尼亚从事渔业生产 。 他们不仅补充了后者的劳动力不足 ， 而且为家乡

人民带去了汇款或海产品 。
＠这些移民很大程度是出于主观能动性 ， 与欧洲战

后初期的马格里布情况
一

样 ， 不存在非法移民 的问题 。 但随着美国在这
一地

区部署反恐怖主义的泛萨赫勒倡议？之后 ， 连正常的移民都会被怀疑为恐怖分

子 ， 自 然加剧了撒哈拉 以南非洲与马格里布国家的压力 ， 影响了 马格里布国

家 自身的发展 。

（
二

） 移民 问题的影响

移 民对出生国和居住国的影响视具体情况而定 ， 并不存在纯粹的利和弊。

对移人国而言 ， 消极方面首先是移民带来的人 口压力 。 由于接受国 尚未在这

方面做好准备 ， 移 民过多地到来引起住房和就业 岗位的短缺 ，
以 比利时和德

国为例 ， 估计两 国 ２０ １ ５ 年分别接纳 ２０００ 名 和 １ ． ５ 万名移民 （包括难民在

内 ） ， 但实际数字很可能分别高达 １
．５ 万和 ８ 万人 ；

？ 其次是当地居民因生活

①Ｈ ｅｉｎｄｅＨａａｓ ，
Ｍ

Ｔｒａｎｓ
－

ＳａｈａｒａｎＭ ｉ

ｇｒａｔ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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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２００２ 年由美国国务院提出与毛里塔尼亚 、 马里 、 尼 日 尔和乍得 四国结成反恐 阵线 ，

２００５ 年改

名跨撒哈拉反恐倡议 （
ＴＳＣＩ

） ， 扩大至 １ １ 个非洲 成员 国 （ 除 了上述四国
，
还包括摩 洛哥 、 阿尔 及利

亚 、 突尼斯 、 利 比亚 、 尼 日 利亚 、 布基纳法索 、 塞内 加尔
）

。

④ 资料源 自 ２０ １５ 年 ８ 月 ２０ 日 笔者与 比利时学者的私人邮件 。

？

６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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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干扰而开始排外 ， 由此引发暴力冲突和种族主义抬头 ； 再次是恐怖主义

的威胁 ， 很多新到欧洲或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在欧洲国家处于边缘化的境地 ，

很容易出现极端行为 ，
２０ １５ 年 ８ 月在从阿姆斯特丹到巴黎的高速列 车上发生

的持枪案即是
一

例 。
？ 事实上 ， 外来移民对移民接收国 的影响还有积极方面的

作用 。 马格里布和其他非洲国家的移民为西欧国家不断注入新的劳动力 ，
而

且承担了 当地绝大部分又脏 、 又累的工作 ，
不仅降低了发达国家的生产成本 ，

而且改善了发达国家的人 口结构 。

对移出 国而言 ， 消极面首先在于劳动力 的流失 ，
因为移民大多是青壮年

即劳动力人口 ， 移民的输出使国 内劳动力短缺 ， 造成发展滞后 ； 其次是专业

技术人才的流失 ， 由 于国 内缺失合适的职位或收人偏低 ， 移民中有不少受过

高等教育者到发达国家寻求好的工作环境和收入 ， 并发挥 自 己 的特长 。 移民

的积极面表现为汇人国 内 （主要是家庭 ） 的收人增加 ， 其总数远超发达国家

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 （
ＯＤＡ

） ；
二是社会关系 网络扩大 ， 社会资本增加 ，

民间交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进国与 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这正是摩洛哥和突

尼斯等国对移 民输出持积极态度的缘由 。

突尼斯现有 １２０ 万人生活在 国外 ， 约占其总人 口 （
１ １２５ 万 ） 的 １ １％

，
而

摩洛哥的海外移民人数超过 ３００ 万
， 占总人 口 （ ３３００ 万 ） ９％ 。 虽然 ， 摩洛

哥海外移民人数的比例不如突尼斯 ， 但由 于摩洛哥兼有移民输 出 与输人 ， 或

许可以更好地说明移民对马格里布 国家 自 身发展的影响 。 因此 ， 本文现以摩

洛哥为研究案例 ，
说明马格里布移民对本国发展的影响 。

移民是摩洛哥与欧洲关系 中最值得关注 的问题之
一

。 摩洛哥迁移到欧洲

人数的增加 ， 除了招工形式之外 ， 家庭团聚也是一个重要的增长因 素 。 后者

分两种形式 ：

一

种是男方在西欧国家工作 ， 其妻带着孩子到欧洲与他团聚 ；

另一种是与在欧洲 当地取得永久合法居住权的人结婚 ，
他们的孩子出生在当

地 。 第二种移民在 １９９ ８ 年已经超过 １６０ 万 。 从 １９ ８ １ 年到 ２００９ 年 ， 只有 １／４

在西欧和北欧的摩洛哥移民返 回本国 。
？

① 哈扎尼 （
Ａ
ｙ
ｏｕｂ Ｅ ｌ Ｋｈａｚｚａｎｉ

） 是摩洛哥移 民
，

２０１４ 年居 住在西班牙 ，
２０ １ ５ 年生活在 比利 时 ，

２０１ ５ 年 ８ 月 ２１ 日 从比利时带枪上车 ，
试图在车上制造血案 ， 幸亏被两名 美国海军陆战 队员制伏 ， 无人

死亡 。

②Ｈ ｅｉｎ ｄｅＨａａ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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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 ， 西班牙和意大利 由传统的移民输出 国变成了输入

国 。 摩洛哥在两国的合法移民从 １ ９８０ 年的 ２ 万人增至 ２０ １０ 年的 １ ２０ 万人。
①

但两国分别在 １９９０ 年和 １９９ １ 年 出 台 了签证制度之后 ， 越来越多 的摩洛哥人

开始经 由直布罗陀海峡非法移 民 、 签证逾期不返或选择定居 。 欧洲 国家尽管

采取了诸多控制移民的手段 ， 但非法移民数量有增无减 ， 其根源在于南欧国

家需要劳动力 。 摩洛哥人在西班牙的移民数量在 １ 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间 占据 了第
一

位 ，
直到 ２００８ 年才被罗马尼亚人超过 （摩洛哥当年是 ６５ ．３ 万多人 ， 而罗马

尼亚移民达 ７ １
． ６ 万多人 ） 。

？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 ， 随着摩洛哥海外移民的增加 ， 汇回国 内的资金激增 ，
２０１２

年达 ６９ 亿美元 （与去西班牙和意大利及其他国家移民增多直接关联 ） ， 这是外

国直接投资的 ３ 倍和国际发展援助资金的 ６ 倍
，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７％ 。

③

从摩洛哥的角度来看 ， 移民是其重要的财政收入及发展资源 ， 可以减少

贫困和失业 ， 可以促进政治的稳定并增加外汇收人 。 所以 ， 摩洛哥向外移民

的趋势是不会减弱的 。 与此 同时 ， 撒哈拉以南非洲到摩洛哥的移 民也是有传

统的 ， 这可 以从摩洛哥境 内 的
一些族群名称 中辨别 （ 如

“

Ａｂ ｉｄ
”

是奴隶 ，

“

Ｈ ａｒａｔｉｎ

”

是被解放的奴隶 ，

“

Ｓｕｄａｎ
”

是黑非洲人 ，

“

Ｇｎａｗａ
”

是西非黑人 ，

“

Ｓａｈｒａｗａ 是来 自 撒哈拉的人
”

） ＃

然而 ， 摩洛哥现在面临撒哈拉以南非洲移民到来的挑战 ， 后者或将摩洛哥

视作通往欧洲的跳板 ， 或者就在摩洛哥非法滞留 。 目前 ， 摩洛哥有 ２
．５ 万至 ４． ５

万非正规移民 ， 他们没有摩洛哥的合法居 留身份 ， 与许多在欧洲 的非法移民
一

样境遇很差 ，
甚至更差 。

⑤ 这些既可能成为摩洛哥潜在的劳动力 ， 也可能成为潜

在的安全威胁 ， 这就对马格里布国家移民问题的治理前景提出了挑战 。

①Ｈｅｉ ｎｄｅＨａａｓ
，

“

Ｔｒａｎｓ
－

ＳａｈａｒａｎＭｉ
ｇ
ｒａ ｔｉｏｎｔｏＮｏ ｒｔｈＡｆｒｉｃ ａａｎｄｔｈｅ ＥＵ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 ｏｏｔ ｓａｎｄＣｕ ｒｒ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

．

②
“

Ｍ ｉ

ｇ
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Ｒｅ ｃｅ ｓｓｉ ｏｎ 

”

，
ＡＲｅ

ｐ
ｏｒｔＣｏｍｍｉｓｓ ｉｏｎｅｄｂｙｔ

ｈｅＢＢＣＷｏｒ ｌｄＳｅｒｖｉｃ ｅ
，

Ｓｅ
ｐ

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９
，ｐ

．

３４ ．

③Ｈｅｉ ｎｄｅＨａａｓ
，


“

Ｍａ ｒｏｃ
：Ｐｒ６ｐａｒｅｒ ｌｅ Ｔｅｒｒａ ｉｎ

ｐ
ｏｕｒＤｅ ｖｅｎ ｉｒ ｕｎＰａ

ｙ
ｓｄ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Ｍｉ

ｇ
ｒａｔ ｏｉｒｅ

，
＞

．

④ ＳｅｂａｓｔｉｅｎＢａ ｃｈｅｌｅ
ｔ ，

“

Ｍｏｒｏｃｃ ｏ
＂

Ｔｒｉａｌｓａ
‘

Ｈ ａｄｉｃａｌ ｌｙＮｅｗ

’

Ｐｏｌｉｔｉ ｃｓ ｏｆＭｉ

ｇ
ｒａｔ ｉｏｎ ｆｏｒＳｕｂ

－

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ｓ

＂

，１ ５Ｊ
ａｎｕ ａｒ

ｙ 
２０１４ ，ｈｔｔ

ｐ ：／／ ａｌｌａｆｒ
ｉ
ｃ ａ． ｃｏｍ／ ｓｔｏｒｉｅｓ／２０１

－Ｗ１ １ ５ １ ５５ １ ． ｈｔｍｌ
，
２０ １５ 

－

０８ 
－

１ ５ ．

⑤ 笔者 ２０１３ 年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拜访过两名来 自尼 日利亚 、

一

名来 自科特迪瓦 的居住者 ， 他

们住在同
一

家房东 的底层 ，
尼 日 利亚人的两个房间都非常小 ，

连床都放不下 ， 科特迪 瓦人的屋里放了
一

张双人床 。 后者因为没有语言障碍 ，
而且是在某足球队效力 ，

所 以其生活状况尚可 。 而受访的两位

尼 日利亚人正在等英 国的签证 ， 但获签希望似乎非常渺茫 。

？

６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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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国家试图让摩洛哥在减少通往欧洲的非法移民和过渡性移民 时发挥

作用 ， 而不是促进摩洛哥国民的流动性 ， 这其实有违摩洛哥的发展意愿 。
？ 于

是 ， 摩洛哥政府一方面支持本国人移民欧洲 ， 由此获得了移民的回报 ； 另
一

方面 ， 摩洛哥政府严厉控制跨撒哈拉移民前往欧洲 ，
又因此从欧洲那里获得

一

笔发展资金 ， 这些均对本国的发展有利 。

综上所述 ， 移民问题对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 ， 适当的移民政策可 以使移

民从国家的
“

包揪
”

变成社会发展的动力 。

马格里布移民问题的治理

移民是
一

种基本人权 ， 属于全球治理的客体之
一

。

“

所谓全球治理 ， 指的是

具有国际约束力 的国际规制 （
Ｒｅｇｉｍｅ ｓ

） 解决全球性的冲突 、 生态 、 人权 、 移

民 、 毒品 、 走私 、 传染病等问题 ，
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

”？
由 于马

格里布移民问题直接威胁到欧洲 国家 ， 尤其是南欧国家的安全与发展 ， 由此

成为
一

个跨洲际的全球性问题 。 所以 ， 它需要欧洲与马格里布 国家共同努力 。

（

一

） 欧洲和马格里布国家的治理方案

１
．
欧洲 的政策选择

针对地中海区域的移民 问题 ， 欧洲采取了 愈加严厉的措施 。 从欧共体时

期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 的环地 中海政策 （

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Ｐｏ ｌｉ ｃｙ ，

１９７２
－

１９９２
） 到欧盟的巴塞罗那进程 （

ＴｈｅＢａｒｃｅ ｌｏｎａＰｒｏｃｅｓｓ
，１９９５

） ， 我们可

以发现 ： 欧盟的战略从发展经济与文化合作的愿望转向 了 以打击非法移民为

首要任务 。

“

九——
”

事件后 ， 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海牙计划 （
ｔｈｅＨａｇｕ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

③ 第一次将反恐怖主义分子和
“

非法移民
”
一起提上 日 程 ， 把两

者视作欧盟的共同威胁 。 虽然没有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参与非法移民的确凿证

据 ， 但其成员有浑水摸鱼的可能 ， 威胁移民和欧洲国家的安全。

约旦经济学家伊 卜拉欣 ？

赛义夫认为 ， 利 比亚领导人卡扎菲
“

以前所未

①ＨｅｉｎｄｅＨ ａａｓ
，


４ ＜

Ｍａｒｏｃ
：Ｐｒｆｅｐａｒｅｒ ｌｅＴｅｒｒａ ｉｎ

ｐ
ｏｕ ｒＤｅｖｅｎ ｉｒｕｎＰａｙ ｓｄｅ Ｔｒａｎｓ ｉｔ ｉｏｎＭ ｉ

ｇ
ｒａｔｏｉ ｒｅ ？

， ＞

 ．

② 俞可平 ： 《全球治理 弓 丨论》 ， 载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 ２００ ２ 年第 １ 期 ， 第 ２５ 页 。

③Ｃ ｏｕｎｃ ｉ
ｌ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

ｐ
ｅａｎＵｎ ｉｏｎ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Ｓｅｃｕｒｉｔ

ｙ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 ｅ

ｉ ｎ ｔ
ｈｅＥｕｒｏ

ｐ
ｅａｎＵｎｉｏｎ ，Ｂ ｒｕ ｓｓｅｌｓ

ｔ１
５Ｏ ｃｔｏｂｅ ｒ ，２００４ ，ｈ

ｔｔ
ｐ ：／／ｗｗｗ． ｓｔａ ｔｅｗａｔｃｈ ．ｏｉ

＾
／ｎｅｗｓ／２００４／ｏｃ ｔ／ｈａ

ｇ
ｕｅ

－

ｐｒｏ
ｇ
ｒａｍｍｅ

－

ｄｒａｆｔｐ
ｄｆ，２０ １

５ －０８ 
－

１
５ ．

？

６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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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移民潮威胁欧洲注定 了他的政权垮台
”？

。

移民问题之所以引起欧洲国 家如此恐惧 ， 主要有 ３ 个原因 ：

一是非法移

民是欧洲不想让他们进人的人 ， 因为马格里布移民在荷兰 、 法 国和 比利时等

西欧国家的犯罪率相对比较高 ；
二是移民人数与寻求庇护和难民的人数远远

超过了欧盟国家的预料 ， 而欧洲 国家因 出 于经济萧条 、 就业率下降 、 社会负

担增加的担忧而难以承受 ；
三是担心地中海区域的偷渡有恐怖主义势力插手 ，

地区安全因此受到威胁 。 这主要是由环地中海区域的特殊性造成的 ： 东边和南

边为伊斯兰阿拉伯世界 ， 又是国际
“

恐怖主义
”

势力的大本营和中东变局的发

源地 ， 战乱已造成上千万难民 （ 仅叙利亚
一国就有 １１６０ 万人） 流出 。 而地中

海又像是
一

个内海 ， 海上有岛屿可以到达欧洲国家 ， 故难民潮势不可挡 。

南欧国家早就通过加强边防来严控非法移民 ， 如西班牙在休达和梅里亚

架设围栏 ，
还在直布罗陀海峡部署了雷达预警装置 。 有几个欧洲 国家将边境

控制
“

外部化
”

， 即与北非 国家联合打击非法移民 ， 要求北非国家重新签订协

议以换取发展援助 ， 用资金支持来换取其边境控制的军事装备并限制移民临

时工作许可的数量。 自 ２００３ 年起 ， 西班牙与摩洛哥 、 利 比亚与意大利还开始

在地中海合作进行边境巡逻 。

２００４ 年设立的
“

外部边界
”

 （
Ｆｒｏｎ ｔｅｘ

） 是新欧盟外部边境控制的机构 ，

负责在塞内加尔 、 毛里塔尼亚 、 佛得角和加那利群 岛用飞机 、 直升机和巡逻

艇巡逻 ，
以 防非法移民 、 贩卖人 口和恐怖主义活动的渗透 。

“

外部边界
”

的巡

逻区域还包括马耳他 、 意大利的兰佩杜萨岛 ， 以及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海岸 。

然而 ， 欧盟上述限制移民 的措施并没有阻挡非正规移民的到来 。
一些学

者建议可以通过适当调整移民政策来改善这一状况 ：

一

是临时增加移民的就

业类别 ；
二是变更准人条件 ， 如瑞典对高技能的人才放宽签证 ；

三是改善移

民条件 ，
以便增加对周期性回归移民的吸引力 ，

等等 。
② 有鉴于此 ， 我们也可

以根据非洲的状况 ， 制定相应的移民政策来改善 目前的危机。

２ ． 马格里布 国 家的 治理方案

众所周知 ， 移民的发生通常源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 非

０ＩｂｒａｈｉｍＳａｉｆ
，ＡｒａｂＬｅ ａｄｅｒｓａｎ ｄＷｅｓｔｅ ｒ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 ｓ

：Ｓｗａ
ｐｐ

ｉｎ
ｇ
Ｄｅｍｏｃ ｒａｃ

ｙ
ｆｏｒＢｕ ｓ ｉｎｅｓｓ Ｉｎｔｅ ｒｅ ｓｔｓ

，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 ｏｎ ｆｒｏｍＡｒａｂｉｃｂ
ｙ 

Ｊｏｕｍａｎａ Ｓｅ ｉｋａｌｙ
，

脱
ｉ／
ｈｍ

ｇ ， ｐｐ
． １ ０６

－

１ １ ０
，

１０６．

②ＤｅｍｅｔｒｉｏｓＧ．Ｐａ
ｐ
ａｄｅｍｅｔｒｉｏｕ

，
Ｍａｄｅｌ ｅｉｎｅＳｕｍ

ｐ
ｔｉｏｎ

，
ａｎ ｄＷｉｌｌＳｏｍｅ ｒｖ ｉ ｌｌｅ

，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ｏｗｎｔｕｒｎ
：Ｗｈａｔ ｔｏ Ｅｘ

ｐ
ｅｃｔ  ｔｏ ｔｈｅＥｕｒｏ

ｐ
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ｔＭｉ
ｇ
ｒａｔｉ ｏｎＰｏｌｉ ｃ

ｙ
Ｉｎｓ ｔｉｔｕｔ ｅ

，Ｊａｎｕａ ｒ
ｙ 
２００９ ．

？

７ 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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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移民的增加是与利比亚领导人提出的泛非政策 、 多 国 内战 （ 阿尔及利亚 、

科特迪瓦 、 刚果民主共和 国 ） 和经济萧条 （西非和东非之角 ） 相伴而生 的 。

进入新世纪之后 ， 撒哈拉以南非洲 已经超过北非国家成了被欧洲边防部队截

获最多的非法移民来源地 。 这些移民还遭到了北非国家的抵制 ，
因为后者不

愿意看到这么多非正规移民滞留在那里 。
？

摩洛哥为 了维护与欧盟的关系 ，

１ ９９６ 年与欧盟签署 了欧洲
－ 地中海合作

协议 （ ＡＡＥＭ ，１

’

ａｃｃｏｒｄｄ
’

ａｓｓｏｃ ｉａｔｉｏｎｅｕｒｏ
－

ｍ６ｄ ｉｔｅｒｒａｎ６ ｅｎ
） 。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 ，

摩洛哥和突尼斯通过了新的移 民法 ， 表示要严惩非法移民者 ， 这也被批评者

认为是屈服于欧盟的压力并充当了欧盟的
“

警察
”

。

利比亚也同样担 当 了意大利 的
“

警察
”

。 ２００４ 年 ， 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

尼 （
Ｓｉｌｖ ｉｏＢｅｒｌｕｓｃｏｎｉ

） 和卡扎菲签约 ， 要求后者将非法移民直接从利 比亚遣返

撒哈拉以南非洲 国家 ，
以封锁意大利的南部边境 。 就在此约签订两个月 后 ，

欧盟同意终止对利 比亚 １ ８ 年的武器禁运制裁 。 因为贝 卢斯科尼劝说的缘故 ，

利比亚获得了承担边境防卫所需要的装备 。 从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到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

意大利贡献了５０架包机 、 将 ５６８８ 人从利 比亚运回其所在的国家 ， 包括孟加

拉 、 埃及 、 厄立特里亚 、 加纳 、 马里 、 尼 日 尔 、 尼 日 利亚 、 巴基斯坦、 苏丹

和叙利亚。

欧洲国家与北非国家合作阻止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非法移民北上 ， 这很可

能导致马格里布国家与撒哈拉以南非洲 国家的矛盾加剧 ，
故要求马格里布 国

家采取适当的政策来缓解这一矛盾 。

马格里布国家与欧洲 国家协力打击非法移民 ， 但与此同 时也可 以调整 自

己的移民政策 。 譬如 ， 摩洛哥还保留 了欧盟要求驱逐的大规模非法移民 ， 因

为这会影响到它与西非 国家的 战略关系 ， 故至今塞 内加尔人和马里人到摩洛

哥不需要签证。
？

鉴于马格里布移民问题涉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移民和地 中海东岸 的移民 ，

所以仅靠欧洲和马格里布 国家的治理方案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的 。 这就要求

马格里布移民问题的治理需兼顾整个非洲大陆 。

①Ｈｅ ｉｎｄｅＨ ａａｓ
，

“

Ｍａ ｒｏ ｃ
：Ｐｒｅ

ｐ
ａｒｅｒ ｌ ｅＴｅ ｒｒａ ｉｎ

ｐ
ｏｕ ｒＤｅｖｅｎ ｉｒｕｎ Ｐａｙｓｄｅ Ｔｒａｎｓｉ ｔ ｉｏｎＭｉ

ｇ
ｒａ ｔｏ ｉｒｅ ？

Ｍ

．

（ＤＳｅｂａ ｓｔｉｅｎＢ ａｃｈｅｌｅ ｔ
，ｏ

ｐ
． ｃｉｔ

？

７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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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马格里布移民问题的治理前景

２０ １５ 年 ６ 月 １ １ 日 ， 非盟委 员 会主席德 拉米 尼 ？ 祖 马 （
Ｎｋｏｓａｚａｎａ

Ｄｌａｍ ｉｎｉ
－ Ｚｕｍａ ） 呼吁即将参加第 ２５ 届 非盟首脑会议的非洲各国领导人尽

一

切可能阻止移民危机 ，

“

因为移民人数的增长 以及越来越多的难民偷渡去欧

洲 ， 将会加剧非洲各国技术型人才短缺及经济困境 。

”①
阻止移民危机的发生 ，

需要相关利益攸关国采取适当的措施 ，
而所有适当的措施必须兼顾马格里布

国家 、 欧洲和非洲的实情 。

首先 ， 从人Ｐ学角度看 ， 欧洲 老龄化严重 ， 无论如何需要补充年轻的新

生劳动力 ， 而非洲是最年轻的大陆 ， 拥有相 当大的人 口 红利 （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

ｉｃ

Ｄ ｉｖｉｄｅｎｄ
） 。 人 口红利是指 １５￣ ６４ 岁 的劳动力人口 （

Ａｃ ｔｉｖ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也可以

理解成
“

就职人 口
”

） 在总人 口 中 的 比 重大 、 抚养 比率低 。 而抚养 比率

（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 ｃｙｒａｔｉｏ ） 是 １４ 岁以下人 口数 （包括 １４ 岁 ） 与 ６５ 岁 以上的人口 数

相加 ， 然后除以 １ ５￣６４ 岁的人口数所得到的百分比 。 抚养比率可以分为孩子

抚养率 （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ｒａｔｉｏ

） 和老人抚养率 （ Ａｇｅｄ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ｒａｔｉｏ

） 两

个部分 ：

１４ 岁 以下人 口数除以劳动力人 口数所得百分比为孩子抚养率 ， 而 ６５

岁及其以上人口 数除以劳动力人口数所得百分 比为老人抚养率 。

非洲的人口 红利是否可以缓解移民问题 、 促进非洲 的经济发展？ 从潜在

的赡养 比率 （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ｎｇＲａｔｉｏ
） ， 即劳动力人 口数与 ６５ 岁 以上人 口 数

的比例是 １ ２ ． ９：１ 来看 ， 非洲具有很大的人口优势 。 非洲人均寿命在 ２０ １０̄

２０ １５ 年间仅 ５７ 岁 ， 所以他们赡养老人的负担很小 。 但由 于 １４ 岁 以下的人 口

占 ４ １％（ 而世界平均数是 ２６．５％ ） ， 说明抚养儿童的负担很重 。
？ 因此

，
非洲

的人 口红利还是要打折扣 的 。 况且 ， 要使人 口红利兑现 ，
非洲国家要重视青

少年的教育与健康 （包括营养和疾病预防 ） ， 减少 ５ 岁 以下的婴儿死亡率和孕

产妇的死亡率 ， 这些都属于截至 ２０ １５ 年的联合国
“

千年发展 目标
”

（
ＭＤＧｓ

）

制定的 目标 ， 但因为没有实现 ， 所以要留给后续的发展 目标 。

其次 ， 从发展现状看 ， 非洲是 向欧洲提供移民劳动力 的传统大陆 ，
而欧

洲是经济发达地区 ， 所 以非洲 向欧洲移 民的趋势短期内仍然不会改变 。 既然

① 《非盟主席呼吁解决非洲移 民危机》 ， 载新华网 ：
ｈｔｔ

ｐ ：／／ｎｅｗｓ ＿ｘ ｉｎｈｕａｎｅＬ ｃ ｏｍ／
ｐ
ｈｏｔｏ／２０１ ５

－

０６／

１ ２／ ｃ
＿１ ２７９０７３２１ ．ｈｔｍ

，
２０ １ ５

－

 ０８
－

２３ ．

②Ｄｅ
ｐ
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Ｓｏｃ ｉ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Ｐｏ

ｐ
ｕｌａｔｉｏｎＤ ｉｖｉ ｓｉｏｎ

，

取ｏ ｒＷＰｏ
ｐ
ｕ／ｏｔｉｏｎ Ｐｒｏｓ

ｐ
ｅｃｔｓＴ Ｔｉｅ２０１ ５

Ｒｅｖ ｉｓｉｏｎ
ｙ
Ｋｅｙ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Ｔａｂｌｅｓ
ｔ
ＮｅｗＹｏｒｋ

：ＴｈｅＵｎ ｉ 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 １ ５

，ｐ
．
６６ ．

？

７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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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都能提出上述增加移 民类别 、 改善移民条件 、 吸引移民 回归 的建议 ， 非

洲国家也应重新制定更加宽容的移民政策 。 以 摩洛哥为例 ， 该国 因忽视移民

的权利而受到非政府组织与国际人权组织的批评 ， 导致 ２０ １３ 年做出重大改革

的决策 ， 重启
“

难民和无 国籍保护署 （
Ｂｕｒｅａｕｄ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ｄｅｓＲｇｆｕｇ

ｉＳｓｅｔ

Ａ
ｐａｔｒｉｄｅｓ ）

”

， 允许移民的子女上学 ， 并 自 ２０ １４ 年起实行
“

例外
”

法规等 。 此

外
， 在摩洛哥 出现了

一些民 间 团体 ， 包括移民 、 宗教 、 律师等组织 ，
他们本

着尊重人权的意愿 ， 帮助摩洛哥在海 的移民 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摩洛

哥的移民 。
？

再次
，
从非洲移民的发展趋势看 ，

非洲 向欧美发达国家移民 的趋势不会

改变 ， 而且大多数是合法移民 。 欧洲国家也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或大赦使一部

分非法移民转变成为合法移 民 ， 譬如 ， 西班牙经过 １９８５￣１９ ８６ 年 、
１９９ １ 年 、

１９９６ 年 、
２０００ 年 、

２００ １ 年和 ２００５ 年共 ６ 次修订移 民法 ，
使其境内 ８ ３％ 的非

法移民获得了合法居留的地位 。
② 另外 ，

希腊 ２００ １ 年大赦非法移民 ２２ ．８ 万人
，

意大利 ２００２ 年大赦 ６３ ．５ 万非法移民 ，
葡萄牙 ２００４ 年大赦 ３ 万非法移民 ， 西班

牙 ２００５ 年大赦 ５７ ．５ 万非法移民 ， 均有助于这些新的居民移到其他 申根国家 。

？

这些移民无疑将成为巨大的潜在劳动力补充欧洲市场 。
？ 与此同时 ， 他们将 自

己所挣的外汇寄回 国内 ， 促进了非洲本土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经济的发展 。

最后 ， 我们看到凡是到达欧洲 的非洲移民总是想尽办法 留下来 ，
通常是

走人道主义救援的途径 。

一些移民未能抵达欧洲 ， 就聚集在摩洛哥 、 阿尔及

利亚 、 突尼斯 、 利 比亚的港 口 和埃及首都开罗 ， 另有
一些移民则滞留在跨撒

哈拉沿线 ， 而贸易的繁荣有助于复兴过去 的驼队商路和沙漠 中 的绿洲 ， 如马

里的加奥 、 尼 日尔的阿加德兹 、 乍得的阿贝歇 （ Ａｂ６ｃｈ６ ） 、 利 比亚 的塞 卜哈和

库夫拉 （
Ｋｕｆｘａ

） 、 阿尔及利亚的塔曼拉塞特 ，
以及毛里塔尼亚的努瓦迪布

ＱＳｅｂａｓｔｉｅｎＢａ ｃｈｅｌ ｅｔ
，ｏｐ．

ｃ ｉｔ

②
“

Ｍｉｇｒａｔｉ 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Ｒｅ ｃｅ ｓｓ ｉｏｎ 

”

，
ＡＲｅ

ｐ
ｏｒｔＧｏｍｍｉ ｓｓｉ ｏｎｅｄｂ

ｙｔｈｅＢＢＣＷｏｒｌｄＳｅｒｖｉｃ ｅ
，

Ｓｅ
ｐ

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
，ｐ． ３４

③ＫａｔｈａｎｎａＮａｔｔ ｅｒ
ｖ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ｌｕｉｃａｌ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Ｔｕｎｉｓｉａ

：ＡＭ ｉｇｒａｔ ｉｏｎＧａｍｅＣｈａｎｇｅｒ ？

Ｗａｓｈｉｎ
ｇ
ｔｏｎＤＣ

：Ｍ ＰＩ（
Ｍ ｉ

ｇ
ｒ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

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 ，

Ｍａ
ｙ２８ ，２０ １ ５ ，

ｈ
ｔｔ
ｐ ：／／ｗｗｗ．ｍｉ

ｇ
ｒａｌｉｏｎ

ｐ
ｏ ｌ

ｉｃｙ
． ｏｒ

ｇ
／

ａｒｔｉｃ ｌｅ／ｒｅｖｏ ｌｕｔｉｏ ｎ
－

ａｎｄ 
－

ｐ
ｏｌ ｉｔ ｉｃａｌ 

－

 ｔｒａｎｓ ｉｔｉｏｎ 
－

ｔｕｎｉｓ ｉａ 
—

ｍｉ
ｇ
ｒａｔ ｉｏｎ 

－

ｇ
ａｍｅ 

－

ｃｈａｎ
ｇ
ｅｒ

，２０ １ ５ 
－

０７
－

２９ ．

④ＫａｔｙＬｏｎｇ ，

ＦｒｏｍｔｏＡ／ｉ
ｇ
ｒａｒａｉ ？Ｐｒｏ ｔｅｃｔ

ｉｏｎＰｏＪｅｒａｆ ｉｏ ｉ
，

＂

Ｗａｓｈ ｉｎ
ｇ

ｔｏｎＤＣ
：

Ｍ ｉ

ｇ
ｒａ ｔｉｏｎＰｏｌ ｉｃｙ Ｉｎｓ ｔ ｉｔｕ ｔｅ ，Ｍａｙ２０１ ５ ．

？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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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Ｎｏｕａｄｈｉｂｏｕ ） ， 等等 。

？

尼 曰 尔北部阿加德兹是笔者亲眼所见的中世纪跨撒哈拉商路中得以复兴

的古城 ， 究其原因有 ：

一

是政府对老城进行了结构改造 、 拓宽了进人市场的

街道
；
二是与北部距离 ５０ 公里的铀矿重镇阿尔利特 （ Ａｒｌｉ ｔ

） 有公路连通 ， 且

同属一个行政大区 ， 阿加德兹是大区的首府 ， 为政治中心 ；
三是伊斯兰教的

作用 ， 產立在城市中心 的清真寺拥有世界上最高 的泥砖宣礼塔 ， 成为穆斯林

的圣地 。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 因就是移 民的到来 ， 很多豪萨人到此经商 ，

城市也得以扩大 。

从上述实例 中 ， 我们看到非洲复兴的希望和巨 大的潜力 。 非洲 的资源

（ 包括重要的移民资源 ） 依然可以支撑非洲的发展 ， 前提是这些资源能够真正

掌握在非洲 国家和人民的手里 。

结 语

移民问题交织着历史与现实 、 政治与经济 、 宗教与社会等错综复杂的联

系 。 马格里布移民问题更是与整个地中海周 围的西亚 、 南欧和撒哈拉关系密

切 ， 是一个超越主权国家和洲际边界的全球性问题。 它对欧洲 、 马格里布及

整个非洲国家的发展都提 出 了严峻的挑战 ， 所以需要多层次 、 多方位 、 多主

体参与合作 ， 亟待制定超越国家的区域性和全球性治理方案 。

移民问题归根结底还是
一个最基本的人 口 问题。 非洲要正确认识并发挥

其人 口红利的优势 ： 大批 １５￣ ６４ 岁 的劳动人 口是一笔巨大的社会财富 ， 它不

仅可以补充和更新老龄化严重的欧洲 国家所需的人力资源 ， 而且可以 源源不

断地提供非洲发展的新生力量 。 但应重视青少年的教育和职业培训 ， 减少婴

幼儿死亡率 ， 提高人口 质量 ， 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掘人 口 潜力并发挥人才的

作用 。

非洲国家与其担心人才的流失 ，
不如制定适 当的人才政策 ， 注重培养本

土的人才 ， 采用优惠的政策引进人才和留住人才 ， 这些人才很可能就是回归

的移民 。 所有移民都是潜在的人力资源 ， 如何把移民变成发展的动力 ，
而不

①Ｈｅ
ｉ
ｎｄｅＨａａｓ

，


Ｋ

Ｔｒａｎｓ
－

Ｓａｈａｒ ａｎＭｉ

ｇ
ｒａｔｉｏｎｔｏ Ｎ ｏｒｔｈＡｆｒｉｃ ａ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

 ：Ｈｉｓｔｏｒ ｉｃ ａｌＲｏｏｔｓａｎｄＣｕｉｒ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

，
ｏ
ｐ

．ｃ ｉｔ
＊

？

７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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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沦为地中海沉船的牺牲品 ，
制定合理的政策是关键 。

面对不属于非盟成员国的摩洛哥 ， 处于分裂状态的利 比亚和索马里等国 ，

非盟应采取灵活应对的政策 。 摩洛哥本可以为非洲大陆的发展起到更积极的

作用 ， 而并非执念于
“

脱非入欧
”

。 北非其他国家也可 以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发

展方面发挥作用 。 另外 ， 针对萨赫勒 －撒哈拉地带的权力
“

真空
”

和
“

恐怖

主义势力
”

娼獗 ， 是否可以考虑用移民开发的经济手段 ， 尝试打破严格的国

界壁垒、 建设相互贯通的交通设施 、 复兴跨撒哈拉商路的 贸易 和文化交流 ，

以此遏制走私与恐怖主义活动 。 总之 ，
不要让非洲大陆的 国家有排外的倾 向 ，

因为非洲需要团结和相互支持 。 马格里布移民 问题及其治理前景有赖于非洲

大陆和环地中海国家的共同努力 。

Ｏｎ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ｏｆｔｈ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ａｇｈｒｅｂａｎｄＩｔｓ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ａｎ Ｈｕａｑｉ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ｍ 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ｓｕ ｅｏｆＭａｇｈｒｅｂｌｉｅｓ ｉｎ ｉｔｓｄｕａｌ

ｆｌｏｗ
，ｗｈｉｃｈｉｓｔｈｅＭａｇｈｒｅｂｅｍ ｉ

ｇｒａ 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 ｓｏｎｔｈｅｏｎｅｈａｎｄ
，

ａｎｄｔｈｅｓｕｂ－ＳａｈａｒａｎＡｆｒｉｃａｎ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ｏ ｔｈｅＭａｇｈ ｒｅｂ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ｏｎｅｔｈ ｅ

ｏ ｔｈｅｒ ．Ｔｈｅｍｉ

ｇｒａｔ
ｉｏｎ ｉｓｓｕｅｏｆＭａｇｈｒｅｂ

ｉｓｌｉｎｋｅｄｃ ｌｏｓｅｌｙ
ｗｉｔｈＥｕｒｏｐｅｔｏ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ｏｆｔｈｅ

Ｍｅｄｉ 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ａｎｄｔｈｅＳａｈａｒａｔｏ ｔｈ ｅｓｏｕｔｈ．Ｉｔｉｓａｇ ｌｏｂａｌｉｓｓｕｅｂｅｙ
ｏ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ｂｏｒｄ ｅｒｓ．
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ｉｓｉ ｓｓｕｅｈａｓｉ ｔｓｓｐｅｃ

ｉａｌｈｉ 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ｎｄｒｅａｌｉｓ ｔｉｃ

ｆａｃ ｔｏｒｓ ．Ｔｈ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ｈａｓａｄｕ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Ｍａｇｈｒｅ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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