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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德国近年来从传统的移民输出国转变为事实上的移民输入国$其

移民法律体系演进艰难$伴随着长久的争议和保守化倾向%这是

一个国家从移民输出国转变为移民输入国$其移民法律体系演进

必经的范式%从非移民国家到移民国家$德国在接纳外来移民问

题上经历了漫长的转变过程$移民法律体系的演进历程可分为初

设探索*调整推进*转型重塑*完善规范四个阶段%这一历程遵循

持续受保守化影响的逐步开放的演进规律$以劳动力市场需求为

演进动力$呈现(拒绝3勉强3积极)的演进趋势%上述逻辑阐释

能够为中国移民法律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提供如下宏观性的启示"

体系构建坚持法治移民建设的基本方向$立法重点以技术移民为

优先和主要着力点$主体法律移民法典的出台条件与时机当前尚

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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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立"德国移民法律体系"演进*逻辑与启示

一*问题的提出

!一#研究对象
与中国一样$德国!从来都不是传统的移民国家$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

化$移民人口逐渐成为德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德国成为国际移民的主
要目的地之一$移民德国的人数从!&&&年的2H&万增长到!&!&年的"I&&万%自

!&"0年以来$德国一直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国际移民目的国$也是欧洲寻求庇
护者的首选目的地国家%" 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统计$!&!&年约有!"H&万拥有移民
背景#的常住人口生活在德国$占德国20"&万总人口的!Ib$从人口构成比重上
来看$德国俨然已经成为事实上的(非典型)移民国家%$ 从非移民国家到移民国

家$德国在接纳外来移民方面经历了漫长的转变历程$其移民政策和法律制度相应
发生了重大变化%自"HI6年&外国人法'!5)>'YB.9AF9>97(#颁行以来$德国出台了
一系列移民法律法规$以适应移民形势的变化$更有效地管理在德居留的移民%移
民法律体系同样经历主体法律由&外国人法'到&移民法'!a)R@B.9A)BF>F9>97(#的
演进%在移民迁移*居留*融合乃至归化的过程中$移民法律规范的建立扮演着非
常重要的角色%

!二#文献综述
中国学界专门研究德国移民法的成果不多$现有研究多是在移民政策*难

民治理*移民史*国别研究等领域的研究中$将移民法作为研究过程中的单个
组成部分加以探讨%由于德国政府"HH2年前拒绝承认德国是移民国家$所以

"HH2年之 前 的 移 民 立 法 多 为 限 制 性 移 民 政 策 取 向$"HHH 年 &国 籍 法'
!D7@@7>@BF98jA<F,9<7>F9>97(#的修改标志着德国移民法律体系开始转型重塑$相
关立法*修法加快$移民政策逐步走向开放$因此国内对德国移民法的研究主要肇
始于"HH2年以后%从研究成果时间分布上来看$参照德国现代移民法律体系的
立法演进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轮研究热潮在!&&3年德国&移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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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原民主德国!前东德#移民数量较少*移民来源国相对单一等原因$且两德统一后德国的移民法
律制度承继自原联邦德国!前西德#$所以本文对两德统一前移民法律的探讨范围仅限于原联邦德国!前西
德#$故除特殊说明外$下文中以(德国)代替(前西德)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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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联邦统计局将有移民背景的人定义为出生时不具备德国国籍的人$或者父母至少有一方未出
生为德国公民的人$包括外国人*归化的德国人*德裔及这些群体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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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前后$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移民法'出台的历程*争议及移民法本身的内容+!

第二轮研究热潮在!&"6年(欧洲难民危机)之后$为应对大量难民涌入德国带来
的冲击$德国政府对庇护法律制度进行了大量修订$此阶段的研究主要围绕德国
庇护法律制度的新立法*新修改以及立法效果评估+"第三轮研究热潮在!&"H年
&专业人才移民法'!K@=8,AY?799<BR@B.9A)BF>F9>97(#出台后$相关研究主要围绕
&专业人才移民法'的内容*意义与影响%# 从研究主题分布上看$关于德国移民法
律体系的现有研究成果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德国&移民法'$因为该法作为
德国现行移民法律体系的主体法律$是研究德国移民法律体系与法律制度的基
础+$二是德国移民融合法律制度$因为现阶段德国移民事务的主要任务是移民融
合$尤其是!&"6年难民危机后对难民的融合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与重点+%三是德

国技术移民法律制度$因为德国移民法律体系的演进一直紧随德国劳动力市场政
策的变动$移民法律制度的主要规制对象就是劳务移民*技术移民等工作移民%'

纵观现有研究成果$从研究时间上看$!&"H年随着(最后一块拼图)333&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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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成果参见朱绍中*安宇光"&德国新移民法与党派之争'$载&德国研究'$!&&!年第3期$第!0
!I页+-德.C1哈斯*-德.J1格拉斯豪夫*许浩明"&关于德国移民法的表决过程3联邦参议院参与立法的一堂
教育课'$载&比较法研究'$!&&0年第I期$第2 "H页+俞仪方"&从6外国人法7到6移民法7'$载&德国研究'$

!&&3年第0期$第"页%

相关成果参见伍慧萍"&欧洲难民危机中德国的应对与政策调整'$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I年第!期$第" 2页+宋全成"&欧洲难民危机中的德国难民政策及难民问题应对'$载&学海'$

!&"I年第3期$第66 I!页+郑春荣*倪晓姗"&难民危机背景下德国难民融入的挑战及应对'$载&国外社会
科学'$!&"I年第I期$第/6 20页+伍慧萍"&德国难民和移民政策的调整趋势与影响'$载&当代世界'$!&"2
年第H期$第!0 !/页%

相关成果参见赵国伟"&德国6专业人才移民法7中的制度变迁分析333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载
&法制与社会'$!&!&年第"0期$第!"3 !"6页+李雪艳*顾承卫*李云杉"&面向数字时代的德国专业人才政
策'$载&科技中国'$!&!&年第6期$第2I H&页%

相关成果参见郭小沙"&德国6移民法7评说'$载&德国研究'$!&&3年第0期$第"3 "H页+晋泉"&剖
析!&&6年德国新移民法'$载&出国与就业'$!&&6年第6期$第3! 30页+陈迪"&德国移民法有关条款设
计'$载&国际人才交流'$!&""年第""期$第30 33页+苏睿"&德国6移民法7评析与借鉴'$载&四川警察学院
报'$!&"/年第3期$第0! 02页%

相关成果参见宋全成"&论德国移民的社会一体化进程'$载&德国研究'$!&&I年第!期$第30 3/
页+宋全成"&论二战后德国的合法移民及社会融合政策'$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年第0
期$第""3 "!"页+郑朗*伍慧萍"&新世纪德国移民融入政策及其理念分析'$载&德国研究'$!&"&年第3期$

第"! "H页+唐艋"&德国移民融入政策"理念*结构与领域'$载&德国研究'$!&"H年第"期$第0/ 6!页+唐
艋"&德国移民融入政策对我国的启示'$载&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期$第0H 3/页%

相关成果参见宋全成"&论欧洲国家的技术移民政策'$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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