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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巴黎骚乱透视欧洲移民问题

口王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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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5年10月27日，法国首都巴黎郊区发生骚乱，骚乱呈燎原之势迅速蔓延，这次骚乱给世人带来的

冲击不仅在于骚乱本身，它暴露出法国国内所存在的深刻移民问题，法国骚乱是目前欧洲移民政策诸多潜在问

题的一次总爆发，是欧洲普遍存在的移民问题的缩影。笔者认为，解决移民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通过各族裔的

共同发展来消除不平等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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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27日，法国首都巴黎郊区发生骚

乱，其起因是巴黎东北郊2名男孩为逃避警察追捕

在变电站遭到电击死亡。之后，数以百计的青少年

焚烧汽车、打砸店铺，并与警方发生冲突。骚乱呈

燎原之势迅速蔓延到法国其他市镇，成为20世纪80

年代以来法国规模最大的骚乱。在平息骚乱的同

时，人们必然要思考发生这场骚乱的深层次原因。

移民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欧洲国家的

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曾起到过极为重要的作用。

从历史上看，欧洲经历过一个从移民输出地区到移

民输人地区的转变。二战结束后，西欧各国经历了

两次移民浪潮，第一次发生在战后重建过程中，西

欧国家吸纳了为数众多、文化素质较低的北非、西

亚劳工。第二次移民浪潮发生在冷战结束后，由于

世界非殖民化运动和欧洲在冷战中的前线位置，西

欧各国吸收了大量源自前殖民地和东欧地区的政治

移民。这两次移民浪潮的发生是有其历史必然性

的。二战后大批北非、西亚劳工缓解了战后劳动力

短缺的状况，促进了西欧各国的战后重建。冷战后

对政治移民的吸收曾是冷战中西方集团手中的一张

“王牌”。大概从战后到七八十年代，欧洲人对外来

移民基本上比较宽容，种族歧视论调遭人唾弃。只

是如今事过境迁，随着冷战的终结和世界格局的变

化，加之欧洲经济的持续低迷，当年大量引入移民

的很多负面影响开始显现，尤其突出的是人口与就

业市场的需要严重脱节。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欧

各国普遍出现了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高的状况，

公众受极右分子舆论的误导，不承认外国劳工的积

极作用，责怪他们错误地接受低的报酬，影响自己

的工资降低。外国移民成为西欧社会失业和犯罪问

题的替罪羊。移民问题已经成为角逐政治权力的政

党和个人野心家动员民众的一种政治资源，成了极

右翼分子的制胜法宝，正是用反对移民的口号，欧

洲的一些以种族主义和排外暴力为标志的右翼政党

得势。“9·11事件”后，人们对外来移民、尤其是

具有特定宗教背景的异民族移民，产生了更加强烈

的警觉，甚至是排斥的心理。移民问题已经成为欧

洲朝野普遍关心的一大问题，移民政策越来越成为

国家社会政策中的一大症结。

除了极右翼分子的鼓动，西欧民众对移民的歧

视和排斥还有其自身深刻的社会心理原因。 “殖民

主义的长期历史在欧洲社会培育了一种种族文化优

越感；在殖民掠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高度发达的

社会福利制度，也养成了欧洲部分公民的利益独占

心理。这种根深蒂固的利益独占心理和种族优越感

严重地制约着现代公民的价值判断，败坏着公民的

伦理道德和社会风气。国家的福利政策在促进民族

国家内部的整合和强化共同价值观的同时，也助长

了欧洲各国普通民众对公民权和社会福利的独占心

理，把公民权和与公民权相联系的各种社会权利视

为禁脔，不许任何外人染指。”2005年5月的“欧宪

公决”被否决表明了法国民众对现行高福利社会模

式的依恋和不愿参与自由经济的竞争。二战以来，

欧洲国家为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逐步建立起了以

社会保障为核心的福利制度，其福利水平和政府对

社会保障的开支都比较高。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

欧国家先后进入了福利国家的行列，这对处于西欧

周边国家和其他地区的部分个人来讲，移民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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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国家，成为一种不断增长的极其明显的倾向。

生活在西欧的移民也得益于这种福利社会的生活模

式，每月都能领取一定数额的社会救济金，勉强度

日，维持不富裕的生活。近年来大量外来移民的涌

入，激活了隐藏在公民内心深处的排斥意识。他们

担心“移民会抢走他们的工作，享受他们的福利制

度，并且威胁他们的生活方式”。随着欧洲经济的

持续低迷、福利水平的下降、失业率的上升，更加

重了他们的这种担心。

此次骚乱把法国社会搞得疲惫不堪。有很多人

担心，移民问题引发的冲突会让极右分子坐收渔翁

之利。柏林《世界报》社论指出：如果法国政府和

反对党不能团结～致，共同解决问题，那我们就能

够预料18个月后大选的胜者是谁了。各政党人士也

好，住在“问题地区”的几百万移民也好，都将成

为事件中的失败者。这种说法不是危言耸听，这是

法国社会和整个欧洲社会所面临的一个现实危险：

移民的过激和非理性行为会引发移居国民众的强烈

反感，促进其民族主义情绪的发展，从而加剧种族

主义的影响，这样，就会引起极右派在政治选举中

的胜利和成功，进而引起民主制度的危机。骚乱暴

露出来的犯罪和治安问题，加强了公众对于社会治

安和本身安全的关注，使得他们更倾向于接受一个

主张强力保护社会秩序的政府，而这方面立场更为

强硬的是传统的右派，因此骚乱的结果使欧洲国家

政坛向右转的趋势恐怕会更加明显。既然已经预见

到了面临的危险，就要采取措施来避免它成为现

实，这需要移民群体和各国政府以及普通民众各方

的共同努力。法国社会体制确实存在若干弊病，特

别是法国移民政策的缺失，移民的不满与愤怒是可

以理解的，但是这些移民青年却选择了错误的表达

方式——骚乱，不但玷污了自己的形象，也危害了

社会。骚乱中祸及无辜、目无法纪的狂暴行为已经

构成犯罪。当生活的平静已被打破，社会气氛已到

人人自危的境况时，法国民众呼吁政府采取切实有

效的措施，迅速制止令人发指的暴乱，恢复秩序，

展开对话沟通。如果“沟通”变成“城下之盟”，

法国社会将就此进入无政府状态，法国人民将陷入

没有安全保障的困境。这不仅无助于缓解移民青年

所面临的困境，而且有可能使形势朝更坏的方向发

展，加剧法国社会不同族群间的裂痕，给极右分子

离间族群关系以可乘之机。从各国政府层面来说，

近20多年来，大多数民主政治家都把移民问题视为

困难，视为麻烦的根源，针对存在的问题实行类似

“零移民”， “零容忍”政策”；把平息移民骚乱称

为“清除社会渣滓”、“扫荡问题街区”，这些强硬

做法和强硬措辞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有可

能使既有矛盾更加激化。对于政府来说，应该努力

在消除歧视的同时积极开展沟通对话，多去倾听移

民群体的所思所想，借此机会加强国家理性与人民

理性的建设，在不断自我革新与前进中追求社会的

稳定。移民既不是被动地接受移居国的社会、制度

和文化安排，也不是绝对排斥移居国的诸如此类安

排，他们是根据在移居国的生存发展环境以及他们

自身的生存能力来建构适宜他们生存和发展的社会

经济空间和相应的价值理念及社会认同。从各国普

通民众层面来说，迄今为止，虽然在法理上已经废

除了种族歧视，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种族主义影响

还长期存在，并从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不断得到

强化。移民群体依然感受到生活在移居国的“他

者”的被动地位，他们仍被排斥于移居国白人主流

社会以外。虽然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观念早已深入

人心，人们在公共领域受到歧视，大可依法起诉，

但个人歧视则是另一码事。它是观念、态度的问

题，不能为道德立法，这完全取决于个人自身。欧

洲人为自己国家的民主制度而自豪，他们把自由、

平等作为理念，然而在接纳移民方面，却违背了自

己的信条，欧洲人在移民问题上通常只注意到了移

民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消极影响，而有意或无意地遗

忘了移民对社会和经济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

巴黎骚乱使世人看到了法国社会内部的不和

谐，暴露了长时间以来，法国政府对移民弱势群体

缺少关注，这也是欧洲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笔者

认为，解决移民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通过各族裔的

共同发展来消除民族不平等的根源。这是一个漫长

的过程，从而也决定了解决移民问题的长期性。民

族只有在充分的发展中才能自觉地融合，民族只有

在自觉融合的过程中才能自然地消亡。随着全球化

和欧洲一体化的逐步发展，终有一天，各国国家社

会将被欧洲社会所取代，那时将不再有法国和法国

人，德国和德国人，也不再有所谓移民与本土人的

区别，但人类的灿烂文化将依然存在， “自由、平

等、博爱”的精神将长久地闪耀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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