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排外吗？  

 

从因广州新冠疫情爆发而遭受歧视的非洲人、到受中美间紧张局势影响的在华

美国人，以及被驱逐的外国记者，今年国内的外籍人士日子并不好过 。《纽约

时报》得出结论：中国的仇外心理程度“令人震惊”。  

尽管近期的事态发展的确令人担忧，但广大的中国公众如何看待移民仍鲜为人

知。一支位于上海社会科学家团队（包括笔者）首次对移民态度进行了全国性

在线调查。该调查对中国公民的看法提出了新的解读，并不仅仅停留在媒体争

议。  

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移民的欢迎程度远超过了媒体报道的预期且大多数人赞

成提高或当前的移民比例。调查还指出，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人口对外籍移民

的看法正在经历政治化。尽管中国公众的情绪普遍温和，但随着移民已渐渐成

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关的讨论日益引起公众关注，也揭示了其同步

于全球移民话语的发展趋势。  

自 2000 年代起，作为海外移民主要输出国的中国开始引起了外国人越来越多的

关注。联合国的一份统计数据估测，2017 年约有 100 万外籍居民。尽管这只占

中国人口的一小部分（约 0.1％），比起世纪初仅 15 万的外籍注册人口增长幅

度明显。在 2010 年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中，韩国、美国和日本是最常见的移民

原籍国，其次是东南亚和西欧。最初移民主要由外国专业人士和商人构成，而

因求学及婚姻关系的移民人口也逐渐增多。在中国的外籍居民通常是临时居留

者而非长期移民，因为要获得永久居留权或中国国籍仍然很困难。  

现有研究表明，外籍居民密集的城市中外居民相互之间交流尽管频繁，而在社

媒上体现出的仇外情绪也相对强烈。但因仍没有针对此主题进行过定期公开民

意调查，至今，关于公众对外国人态度的调查研究非常有限。  

全国范围内的受访者里有 33％表示，中国的外籍移民人数应该进一步增加，

25％则认为应该略有减少或大幅减少，另外 42％的受访者则倾向于维持现状。

与国际状况相比，这些数据表明，作为没有移民传统的国家，中国的反移民情

绪其实是相对较低的。反观日本，23％的受访国民支持移民人口的增加。而在

移民率也不怎么高的东欧，大多数国民在接受调查时都表示希望减少移民。盖

洛普（Gallup）移民接受程度指数的结果显示，中国在 140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

名处于中间位置，仅次于新加坡。  

而关于外籍居民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有一半以上受访者回答认为，移民对国家

发展有利。这一结果与 2018 年皮尤（Pew）对从英国到俄罗斯的全球 18 个国

家和地区的调查结果相吻合。在该调查中，所有国家与地区中平均有 56％的受

访者认为，移民使他们的国家变得更强大。然而，与这些国家相比，国内视移



民为负担的受访者比例要低得多（分别为 9％和 38％）。这可能缘于官方对外

国专业知识、国际化在国家发展中所扮演角色的肯定。  

与许多西方国家一样，中国受访者更偏爱那些来自相对发达国家且受过高等教

育的移民。他们尽管对移民在文化生活、经济发展上的贡献持积极态度，但同

时也担心犯罪和就业状况。在我们的调查中，与语言和文化技能相比，受访者

更关注移民是否可以遵守法律和稳定就业。然而，在这些问题上持中立态度的

人的比例也很高。态度相对冷淡的部分国民对移民不抱有强烈的看法，但也未

必认为这是一个问题。与其他地方一样，年龄和文化程度是影响移民态度的重

要因素。年轻群体及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总体而言对移民抱有更积极的态

度。 

尽管大多数受访者态度温和，但结合先前的数据，我们的调查显示，过去五年

来反移民情绪在不断上升。世界价值观调查（WVS）和亚洲晴雨表调查

（ABS）从 1990 年代开始在对中国的调查中就加入了针对移民态度的问题。数

据表明，反移民情绪在 2000 年代有所下降，远低于 90 年代，但在过去的 5 年

中再次上升。例如，在今年 7 月发布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第 7 版数据

中，26％的中国受访者不愿与“外国人”毗邻而居，而 2013 年这个数据则为

13％。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看法越来越两极化。在较早的调查中，接受过大学教育的

中国受访者显然对移民更为支持，但最近几年似乎也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我们

的调查认为支持减少移民和支持增加移民的大学毕业生数量是相当的（分别为

25％和 35％）。在最新的亚洲晴雨表调查（ABS）（2015-2016 年）中，支持

减少移民的中国大学生数量是支持增加移民的两倍。  

据我们了解，到目前为止，中国尚未对移民的特点或其在公众视野中的重要性

进行过正式研究，因此很难确定趋势。但是在我们的调查中，55％的受访者表

示，与 10 年前相比，中国应提高对移民管理的重视。在上海或北京等外国人较

多的地方，这一比例更高达 77.5％和 66％。尽管外国人在中国总人口中所占的

比例很低（约占 0.1％），但仍有 3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外国人数量“很

多”，而有 9％的人表示“非常多”。  

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很多人（在我们的调查中有 57％的受访者）没有接触过

任何外国人，因此他们对移民的看法会间接地被媒体的描述所影响。我们的受

访者认为，非洲移民中国的人数仅次于亚洲其他国家。这很可能是因为长期以

来中国媒体不断地炒作广州规模庞大的非洲商人社区。夸大移民数量来将其问

题化，这是媒体报道移民的常用手法。实际上，官方数据显示，来自亚洲、欧

洲和美洲的移民数量远远超过非洲移民。  

由此表明，移民虽然迄今为止在公共领域政治化程度相对较低，但已渐渐成为

一种社会政治问题。移民在美国或欧洲被大多数人视为该国面临的最重大政治



问题之一。与这些区域不同，迄今，外来移民在中国快速的社会经济转型中一

直微不足道，其中还包括了规模庞大的国内人口流动，而其至少在人数方面更

为受限。甚至“移民”一词也几乎很少与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联系在一起，因为

通常他们在中国只是暂时居留。这就是为什么在调查中，我们采用“在华外籍人

士”的说法而不是“移民”，“移民”通常适用于移民海外的中国公民。  

这些趋势背后的机制需要进一步研究。来中外籍人士群体的规模和多样性的快

速增长，中国官方既宣扬国际化又谴责“外国势力影响”的矛盾说法，加之一些

社交媒体受西方反移民话语影响，都可能在激发公众关注方面发挥了作用。  

正如全球媒体头条所反映的那样，中国人对移民的态度越来越多样，其中包括

在世界各地常见的两极分化同时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在线辩论。然而，国内对

移民持中立或正面看法的人数多于反对者。这个群体不太在网络上发声。网上

的辩论重点主要是有争议的地方，而在国内侧重点则变成了民族主义。我们需

要对较温和态度背后的原因进行定性研究。考虑到中国作为新兴移民目的地的

趋势，关于移民的争论很可能会一直存在。  

文中提到的调查由华东理工大学“跨国移民”社会学研究小组完成，由黄玉琴教

授和笔者共同主持，华东理工大学资助。尽管不具备统计学上的代表性，但我

们的在线样本（已完成 1888 个问卷）在年龄、教育水平、地区、城市规模、内

部迁移经验和国际经验方面具有多样性。在教育程度等关键变量上，该研究近

似于中国整体网民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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