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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视 点

德国外来移民现象之浅析
文⊙ 赵宇 (青岛科技大学)

摘要: 据统计，今天生活在德国的外国

人口达到 7 4 0 万，其中有近一半的人在德

国生活和工作的时间达到了 1 0 年或 1 0 年

以上，而 3 0 ％的人达到了 2 0 年甚至更久。

因此，德国的外来移民问题引起了越来越

多的关注：为什么有如此之多的外国人对

德国趋之若骛？他们对德国本土居民来说

意味着负担与威胁还是在德国经济社会建

设进程中担当着不可小觑的角色？在陌生

的第二故乡他们面临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困

惑与难题？未来的出路又哪里？本文将就

以上几个问题展开探讨与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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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 国 外 来 移 民 增 多 的 原 因
迄 今 为 止 ，德 国 并 不 能 被 称 得 上 是 一

个移民国家，但是在 2 0 世纪后半叶一跃而
成 为 欧 洲 吸 纳 外 国 人 口 最 多 的 国 家 。 究其
原 因 ，既 有 世 界 局 势 的 影 响 ， 也 和 德 国 自
身 的 吸 引 力 有 密 不 可 分 的 关 系 。

世 界 人 口 的 急 剧 增 长 和 分 布 的 不 平 衡
不 可 避 免 地 导 致 了 人 口 的 区 域 性 流 动 。在
人 口 过 快 增 长 的 国 家 ， 人 们 面 临 着 失 业 与
居 住 条 件 恶 化 的 威 胁 ， 不 得 不 考 虑 去 另 外
的 国 家 寻 找 出 路 ，而 德 国 恰 恰 是 一 个 合 适
的选择。德国人口老龄化严重—“3 0 年后
老年人的比重将超过年轻人的两倍”。过度
老 龄 化 的 人 口 结 构 给 就 业 市 场 和 社 会 保 障
体 制 带 来 了 不 小 的 问 题 ：相 对 年 轻 的 劳 动
力 的 缺 乏 和 社 会 保 障 的 巨 大 压 力 阻 碍 了 德
国 经 济 的 发 展 ， 因 此 ，吸 收 一 定 比 例 的 外
国 移 民 对 德 国 来 说 不 失 为 一 个 良 策 。

不 同 国 家 居 民 收 入 水 平 的 差 异 有 增 无
减，怀 揣 着 在 相 对 较 为 富 裕 的 国 家 找 到 一
份 工 作 的 梦 想 ， 很 多 人 背 井 离 乡 ，踏 上 异
国 的 国 土 。在 为 数 不 少 的 外 国 人 眼 中 ，德
国 是 一 个 “ 遍 地 流 淌 着 牛 奶 与 蜂 蜜 的 理 想
之邦”，的确，作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
家 之 一 ， 德 国 对 于 不 少 移 民 来 说 具 有 不 可
抗拒的诱惑力。此外，在全球化的影响下，
越 来 越 多 的 高 层 次 人 才 以 他 们 在 各 自 职 业
领域里面不斐的能力争相为世界各国所用。
毫 无 疑 问 ，一 个 国 家 应 当 高 度 重 视 对 本 国
人 才 的 培 养 ，但 也 决 不 能 仅 仅 依 靠 本 国 的
人 才 力 量 ，来 自 国 外 的 专 业 人 才 作 为 一 笔
宝 贵 的 财 富 ，应 当 被 充 分 地 利 用 起 来 。面
队德国 I T 专业人员的紧缺，从国外吸收高
水 平 的 人 才 不 可 避 免 ， 为 此 ，施 罗 德 政 府
曾 经 效 仿 美 国 ， 给 在 德 国 的 软 件 工 程 师 发
放“绿卡”。高额薪水与舒适的工作生活条
件 对 很 多 外 来 技 术 人 员 ，特 别 是 来 自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人 员 来 说 ，无 疑 是 特 别 具 有 吸 引
力 的 。

另 外 ，历 史 原 因 对 于 外 来 移 民 的 增 多
也 是 不 可 忽 视 的 。二 战 以 后 大 量 返 乡 的 流
亡者，根据 1 9 5 5 年德意条约而涌入德国的
大 批 外 国 劳 工 ， 以 及 申 请 政 治 避 难 的 外 国
流 亡 人 员 成 为 移 民 大 潮 的 主 要 构 成 部 分 。

二、外 来 移 民 — 负 担 ，威 胁 ，还 是 国
家 建 设 的 积 极 力 量 ？

在德国经常可以听到一种抱怨：“外国
人增加了我们的负担。”持有此种论点的人

理 由 似 乎 很 充 分 ： 德 国 人 辛 勤 工 作 创 造
的 财 富 却 必 须 与 外 国 人 共 同 享 用 ； 面 对
着 越 来 越 高 的 失 业 率 ， 外 国 人 却 以 竞 争
者 的 姿 态 出 现 在 了 就 业 市 场 上 。

事 实 上 ， 上 面 所 说 的 理 由 是 既 不 理
智 又 目 光 短 浅 的 。 外 来 移 民 在 德 国 的 发
展中是不可或缺的积极力量。首先，外来
人 口 对 德 国 人 口 的 过 度 老 龄 化 是 个 巨 大
的 平 衡 ， 在 为 就 业 市 场 补 充 年 轻 力 量 和
缓 解 社 会 保 障 压 力 方 面 功 不 可 没 。另外，
外 来 的 专 业 人 才 弥 补 了 德 国 某 些 行 业 的
人 才 缺 口 。 以 信 息 业 为 例 ， 目 前 德 国 有
75000 个 I T 职位难以在本国招到合适的专
业人员，而受益于“ 绿 卡 政 策 ”，非欧盟
国家的 I T 人才也被吸引到德国，他们对
德 国 信 息 业 的 繁 荣 起 着 巨 大 作 用 。

外 来 移 民 并 不 仅 仅 是 财 富 的 共 享 者 ，
也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2 0 0 3 年有 300 万
的 外 国 人 工 作 在 德 国 的 各 个 行 业 中 ， 其
中有 3 0 万人是自营企业主，主要分布在
贸易，餐饮以及服务业，他们给德国增加
了 许 多 新 的 工 作 岗 位 。 仅 土 耳 其 人 在 德
国创造的就业机会就有 3 3 万个，其中德
国人达到了 52000 人。据预测，到 2010 年，
土 耳 其 的 自 营 企 业 主 将 增 长 一 倍 ， 届 时
提供的工作岗位将增至 6 5 万个，营业额
将达到 9 5 0 亿欧元。

三、外 来 移 民 在 德 国 面 临 的 问 题
外 来 移 民 如 何 能 够 更 好 地 融 入 德 国

社 会 ？ 这 个 问 题 早 已 经 提 上 了 议 事 日 程 ，
但 是 这 个 过 程 进 行 起 来 却 是 困 难 重 重 ，
步 履 维 艰 。 首 先 困 扰 他 们 的 就 是 种 族 歧
视与排外主义。在一份针对奥古斯堡，慕
尼黑和纽伦堡 6 0 0 名 1 5 到 2 0 岁的年轻人
的 问 卷 调 查 中 ， 有 一 半 的 人 觉 得 在 德 国
是“不受欢迎的外来客”，超过 4 0 ％的人
害 怕 会 被 迫 返 回 他 们 的 家 乡 。 四 分 之 一
的 人 承 受 着 偏 见 与 歧 视 的 困 扰 。6 5 ％的
年 轻 人 的 业 余 时 间 主 要 是 在 家 里 打 发 ，
或 者 与 父 母 和 同 国 籍 的 朋 友 们 度 过 。

对 于 外 来 移 民 的 下 一 代 来 讲 ， 文 化
的 认 同 感 混 乱 是 又 一 个 比 较 大 的 问 题 。
他 们 生 活 在 一 个 多 种 文 化 相 互 碰 撞 的 社
会 里 ， 被 各 种 各 样 的 生 活 方 式 和 生 活 理
念 所 保 围 ， 很 多 人 有 一 种 生 活 在 本 土 文
化 和 德 国 文 化 夹 缝 里 而 无 所 适 从 的 感 觉 。
而 对 他 们 深 受 本 土 文 化 影 响 的 父 母 而 言 ，
则 面 临 着 如 何 在 两 种 文 化 里 教 育 子 女 的
难 题 ， 由 此 带 来 的 家 庭 内 部 的 冲 突 也 因
而 变 得 不 可 避 免 。

此 外 ， 部 分 外 来 移 民 特 别 是 年 轻 一
代 相 对 较 低 的 受 教 育 水 平 也 值 得 大 家 关
注。大约 4 3 % 的外国学生只具有普通中学

（H a u p t s c h u l e ）的学历（在德国学生中的
比例是 2 5 % ），其中只有一半多的毕业生
能 找 到 一 个 职 业 培 训 职 位 。 五 分 之 一 的
外 国 学 生 中 学 没 有 毕 业 就 辍 学 了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这 部 分 年 轻 人 的 就 业 前 景 自
然 很 不 乐 观 。

四 、 外 来 移 民 未 来 的 出 路
我 们 不 断 讨 论 外 来 移 民 现 象 的 必 然

性，承认他们对德国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
的 作 用 ，关 注 他 们 异 乡 遇 到 的 种 种 问 题 ，
但 更 为 重 要 的 是 如 何 找 到 他 们 未 来 的 出
路，使他们既能更好地融入德国社会，与
本国居民和谐相处，同时又不伤害文化的
多 元 性 。

外来移民是融合过程的主体，融合成
功与否关键取决于他们自身。在踏上德国
国土的那一刻，他们就应当做好充分的准
备成为这个陌生社会的一员。承认这个社
会最基本的准则与掌握这个国家的语言成
为必须的前提条件。具体地说，他们应该
认同基本法，遵守宪法和各种法律，承认
社会的一些基本价值理念，比如：反对强
权暴力，讲求民主和男女平等等等。另外，
语 言 是 外 来 移 民 通 往 德 国 社 会 大 门 的 钥
匙，只有掌握这个工具才能更好地了解德
国的历史，政治和文化，从而更好地融入
德国社会。在融合的过程中，存在着两种
极端的现象，一部分移民完完全全地接受
了德国文化，彻底放弃了他们对本土文化
的 认 同 ， 其 后 果 是 成 为 丧 失 文 化 根 源 的

“漂泊者”；另外一部分人则誓死捍卫自己
的文化传统和准则，拒绝适应新环境，结
果是逐渐被社会所淘汰。只有避免融合过
程中的极端主义，才能走上健康成功的融
合 之 路 。

移 民 的 融 合 过 程 受 各 种 因 素 的 制 约 ，
仅靠自身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为此，德国
社会也必须做出不懈努力。首先，德国民
众 应 该 充 分 认 识 到 接 收 外 来 移 民 的 必 要
性，承认这种现象存在的合理性，并将其
理 解 成 一 个 双 方 皆 受 益 的 举 措 。

融合过程中最大的绊脚石无疑是种族
歧视和排外主义。而抗击的最有效武器就
是通过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来保障每个人
的平等权。同时，德国大众需要联合起来，
一致反对极端主义，才能给右翼分子以重
大打击和威慑。2000 年 11 月 9 日，有将近
2 0 万人参与了在柏林举行的反对暴力，极
端主义和排外主义的示威游行，当时的联
邦 总 统 约 翰 内 斯 . 劳，总 理 施 罗 德 以 及 来
自各行各业的社会名流均到场支援，给当
时 嚣 张 的 极 端 势 力 以 沉 重 打 击 。

融合意味着移民能够全面参与到德国
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生活当中去。政
府必须致力于保障移民的政治参议权，其
次，物质安全，健康保障，以及教育和居
住条件也应不断得到改善。除了原有的为
移民特设的语言和国情课程，其他诸如职
业介绍和社会服务方面的咨询和帮助仍需
进 一 步 的 改 善 和 提 高 。

总而言之，只要外来移民和德国政府
以及全社会都共同努力，展现在他们面前
的 必 定 是 崭 新 而 美 好 的 前 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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