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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慧萍$'移民与融入$伊斯兰移民的融入与欧洲的文化边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年版,第

*+ .'

页+该部分从欧洲移民的来源以及在移入国%尤其是德国&的就业状况做了综合性的考察,对本文有

启发性意义+

平行还是融入!

在德土耳其移民

#离散社群$的经济分析

刘群艺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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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本文着眼于在德土耳其移民的经济生存现状#利用移民经济学

&离散社群'框架对其进行中长时段的考察#认为平行还是融入的

选择取决于德国政府的移民政策#两国双边经济关系的强化是打

破移民经济状态僵局(形成完整移民系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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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近年来涌入德国的难民不同,在德土耳其移民已经具有
+)

年以上的时间积

累+但是,与如此之长的移民经历不相称的是,对于这一人群的分析更多的集中于

政治/历史/社会与文化分析,

!而在移民政策中具有相当分量的经济分析则并不

常见+

#本文利用移民经济学中)离散社群*%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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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框架,将其置于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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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群艺$平行还是融入$在德土耳其移民 )离散社群*的经济分析

移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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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进行经济学分析,指出$顺应德国政

府采取的政策导向,在德土耳其移民表现出)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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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但其)平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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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仍然十分明显,移民系统中的与移入国---土耳其的经济关系因素

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融入与平行的进程+

一"离散社群及其经济学含义与特征

)离散社群*一词原指背井离乡的犹太人群,后被人类学家广义化+菲利普#

科廷在'世界历史的跨文化贸易(

#一书中将这一概念明确用于分析历史中的全

球贸易网络,提出)贸易离散社群*%

701>4>81<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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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后来,陈国栋$将)离

散社群*用于华侨与东亚贸易网络的分析+由于进入新千年以来的移民,特别是

难民潮问题,)离散社群*逐渐在移民经济学中开始使用+世界银行的一篇工作

论文总结了)离散社群*的定义与数据采集方法,以及整个社群对移民规模/移民

地选择与移民集中度的可能影响+

%

'国际移民经济学手册(中也专门有一章&

对此进行论述,但作者同时指出,更多的研究在使用)移民网络*%

X8

B

0127247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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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术语+实际上,与)移民网络*相比,)离散社群*更强调移民的)本地

化*%

6F5168]178F2

&特色,更适于研究微观案例+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政府在
&)

世纪
.)

年代就已经开始使用)离散社群*来构建其移民战略%

>81<

S

F01<70174J

BQ

&,

'并用)离散社群*来指称在欧洲的土耳其移民+

对于)离散社群*的定义没有太多的分歧+科廷引用了人类学家的定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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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贸易离散社群*,即具有社会独立性与社区分散性的族群+

! 这一简明的

定义可以说是)社群*与)离散*的注解+陈国栋的定义更为具体$)4离散社群5

是一种嵌入寄居地社会的暂时性或永久性的聚落,对寄居地而言,4离散社群5

的成员都是外地人或外国人,皆是他族而非我族664离散社群5的成员,一方

面保存了原乡的文化,另一方面也学习寄居地的部分文化,包括当地语言,因

此他们能充当在地人与从原乡来的人之间的沟通桥梁和贸易媒介+同一原乡

的人,在不同的异乡分别建立4离散社群5,这些四处分散的4离散社群5因为分

享相同的原乡文化,所以不难串成一条条跨越空间的人际网络.用于贸易,就

组成了人际关系的贸易网络66原乡有时与4离散社群5失去联系,或者根本

消失不见,都不会影响由4离散社群5所构成的网络的运作+*

#这一定义直接描

述了)离散社群*的形成过程以及可能的地位与作用.在强调独立与分散性的

同时,注意到了对目的地文化的融入.并以)贸易中介人*角色来定位)离散社

群*的经济作用+

由于全球化程度的深入,)离散社群*的经济影响已经不仅仅限于贸易领

域,原有的概念范围亟需扩展,以适应新政策领域的需求+在考察这一移民社

群的形成过程以及借鉴已有的移民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尝试从三

个环节来定义)离散社群*的经济学特征,

$分别为$%

,

&离土$从移出国到移入

国的移民过程,可考察的经济指标包括移民规模和变动趋势.%

&

&聚居$在移入

国构建独立社群的过程,可考察的经济指标包括社群集中度以及产业集群效

果.%

(

&望乡$移出国与移入国之间的经济中介过程,可考察的经济指标包括国

际汇款/双边贸易/投资以及资本市场运作等+

% 值得注意的是,在)离散社群*

自我发展处于饱和或者停滞状态的时候,跨国流动环节的加速将会提供一种

新的动力+而这种外生动力的提供应该来自其他移民研究中经常被忽视的参

与者---政府+

& 因此,在分析过程中,可以加入政策因素,以形成完整的移民

系统+在德土耳其移民由于其长期性以及规模的显著性,就成为一个非常恰

当的案例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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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穆尔#艾森斯塔特提出)移民动机阶段-移民物理过程-移民的接纳过程*移民三阶段论,在

此本文主要关注其中的第二与第三阶段,移民动机将另文论述+转引自伍慧萍$'移民与融入$伊斯兰移

民的融入与欧洲的文化边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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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资本市场运作可以推出诸如)散居债券*%

>81<

S

F01GF2>

&等金融衍生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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