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外来移民的争论往往都聚焦于文化、身

份和经济。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等国家，

许多外来移民（尤其经济移民）很快就融入了劳

动力大军，这些移民的增加是受到潜在的经济

利益驱动。研究表明，外来移民并不会降低接收

国的资本密集度，反而会促进企业扩张，调整投

资，尤其是在高技术移民移入的情况下，还会推

动创新和增长。而且，鲜有证据表明外来移民会

抢走接收国的就业机会或压低工资（例如，参见

Lewis 和 Peri， 2015 以及 Peri， 2016）。

然而，针对外来移民的讨论往往未能充分关

注北半球发达国家的致命弱点：人口。目前，发

达国家的生育率为 1.7，低于 1980 年左右的人口

置换率——即一代人完全置换上一代人的比率。

因此，出生率和死亡率之间的差距将导致发达国

家人口下降、平均年龄大幅提高，这两者都可能

会扰乱劳动力市场，对养老金体系的财政可持续

性构成威胁，并减缓经济增长，除非净移民能够

扭转人口下降趋势。

上述历史趋势的延续对人口造成了不可避免

的后果。1950—2010 年，北半球发达国家的人口

通过净移民有所增加，自1990 年以来，外来移

民一直是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2000—

2018 年间，外来移民在欧洲人口增长中的占比高

达 80%，而在同一时期，北美的占比为 32%。

最重要的一点是，随着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

老龄化社会，只有净移民的出现才能确保其人口

的稳定或增长。而要想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

推行前瞻性的移民政策，允许大批外来移民迁入，

同时考虑移民的长期影响，而不是只关注短期成

本（主要是政治成本）。

外来移民取代本土居民？

上述普遍趋势说明，国际移民在减少人口差

异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人们可能会问，国

际移民能否系统地减缓发达国家人口的下降？换

而言之，外来移民是否正在取代各国数量不断减

少的本土居民？仔细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事实

并非如此。

国际移民若要缓解人口压力，成为自动稳定

人口的力量，就需要从人口增长迅速的年轻国家

迁入人口增长缓慢的老龄化国家。图 1显示了在

可获得数据的 191个国家中，2000 年的生育率与

2000—2019 年的净移民率（净移民除以 2000 年

的人口）之间的关系。泡泡的大小与该国 2000 年

的人口数量成正比。要使外来移民成为各国的人

口稳定器，那么上述两个变量在所有国家中必须

呈负相关关系。

然而，如图所示，二者毫无关联，这说明在

2000 年生育率较低的国家在随后的 20 年内，并

未经历移民率的提高。由此可见，外来移民并未

外来移民有助于各国摆脱人口困境，但需要合理的政策

乔瓦尼·佩里

借助移民扭转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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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生育率和移民
2000年生育率低的国家在随后的20年内并未出现更高的移民率。

（2000-2019年的净移民，相对于2000年的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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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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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聚焦欧洲
2000-2019年间，生育率最低的几个国家移民率也不高。

（2000-2019年的净移民，相对于欧洲2000年的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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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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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各国平衡人口增长。

图 2 主要关注欧洲国家，其中包括世界上

最富裕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在这些国家，生育

率和移民之间即便有关系，也是正相关关系。数

据显示，在生育率最低的几个国家（主要在东欧

和南欧）中，外来移民率均较低。其中，匈牙利

和波兰等国最新选举产生的政府坚决反对外来移

民。显然，在富裕的发达国家，低生育率本身并

没有促使外来移民的增加。而在生育率最高的非

洲，生育率和移民率之间也没什么关系。

因此，从国家层面来说，国际移民似乎并没

有起到稳定人口的作用。这是因为在经济停滞、

缺乏创新，且公民惧怕国际移民带来变化的老龄

化社会，缺乏前瞻性的政策会导致其找不到清晰

的渠道来吸引更多外来移民。这说明外来移民本

身并不能自动地解决发达国家的人口困境，如果

要想让外来移民发挥这样的作用，合理的政策必

不可少。

经济效益

对于人口正在减少的国家，外来移民的涌入

不仅有利于扭转这些国家人口减少的趋势，而且

还有助于改善这些国家的年龄结构。外来移民通

常要比接收国国民年轻。与本国人相比，大部分

移民正值劳动年龄。因此，新增外来移民可以扩

充劳动力规模，扭转北半球发达经济体的人口自

然下降趋势，而在这些发达地区，年长工作者离

开劳动力市场的速度比青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速

度更快。

同样，达到劳动年龄的移民大量涌入发达经

济体有望降低这些国家不断飙升的老年人口抚养

比（即 65岁以上人口的数量与 15—64岁人口数

量的比率）。在美国，老年人口比已从 1950 年的

0.126上升到了 2018 年的 0.223。在日本，该比率

从 1960 年的 0.09上升到 2018 年的 0.46。

在这些快速老龄化的国家，现收现付制养老

金体系也愈发难以维系，短短几十年内，供养一

名退休人员所需的劳动人口数量已从 10人锐减到

3—4人。外来移民的增加，尤其是在快速老龄

化的国家，将有助于减缓老年人口抚养比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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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外来移民最终也会老去，但若能在本国人口

降幅最大的年份接受大量年轻劳动适龄人口的涌

入，人口过渡的过程将更为温和和可控。

人们往往在年轻时移民，多项研究发现，这

也是外来移民在其一生中都做出积极财政贡献的

原因（Orrenius， 2017）。显然，要想产生积极的

净财政效应，外来移民需要融入劳动力市场，并

提供市场所需技能。但是，外来移民的确有改善

接收国财政平衡的潜力。例如，在美国，外来移

民的就业率很高，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接受过高等

教育，10 年前迁入美国的移民对财政的人均终生

贡献高达17.3 万美元。

由于外来移民的生育率高于本土居民，移民

也可以帮助发达经济体维系其人口。2017 年，美

国本土居民的生育率总计为 1.76，而外来移民的

生育率总计为 2.18。外来移民的存在还有利于将

美国的生育率维持在接近人口置换率的水平。

而从发展中国家来看，允许更多移民进入发

达国家的政策将有助于减轻高生育率国家的人口

压力。虽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移居国外（俗称“人

才外流”）可能对原籍国产生负面影响，但多项研

究表明，侨汇、移民回流、“人才引进”等渠道也

可能带来有利影响。研究表明，移民迁出率最高

的是中等收入国家，而非最低收入国家。因为当

人们为生计所迫时，他们根本没有基本的资金进

行移民或去了解国外的机会。因此，更多移民进

入发达国家可能会是中等收入国家的福祉，因为

中等收入国家的人们更有可能利用国外的机会。

优雅地老去

因此，从人口学的视角来看，更多移民（尤

其是年轻移民）进入北半球发达经济体是可取之

策，这有利于减少人口的下降、阻止劳动力规模

的萎缩、改善老年人口抚养比、促进财政增收。

从政策角度来看，这意味着要增加合法移民的数

量，减少对移民的其他约束，并规划好未来的移

民流入。

然而，近年来，欧洲和美国均收紧了移民政

策，并愈发反对接收移民。令人玩味的是，反对

移民的原因之一可能就在于人口特征本身。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老龄化社会日益反

对开放的移民政策，而且，与年轻人相比，老年

人对移民的态度更加消极（Schotte 和 Winkler， 

2014）。这其实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老年人是移民

的最大受益者：养老金体系将因移民而步入更加

可持续的轨道，有工作的移民不会威胁到他们的

工作，而从事服务业的移民也主要针对老年人提

供服务，比如护理。

幸好，老年人的这种消极态度似乎更多地

是出于代际差异，而不是源于简单的“老龄化”。

当前，欧美的老年人对外来移民持反对态度的

原因可能是他们相对缺乏接触移民的机会。例

如，在欧洲，调查显示，“千禧一代”和“Z 世代”

对移民的看法要比老一辈更为积极。现在的年

轻一代接触到的移民越来越多，如果他们随着

年龄的增长仍能保持这种态度，并且拥有更多的

投票权，他们就可能会支持进一步放开移民政策。

届时，外来移民带来的积极的人口回报可能就会

充分得到实现。

乔瓦尼·佩里 （GIOVANNI PERI） 是加州大学

戴维斯分校全球移民中心的经济学教授兼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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