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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后ꎬ西巴尔干各国经历了严重的人才流失ꎬ欧盟国

家成为主要的移民目的地ꎮ 基于推拉理论的视角ꎬ西巴尔干地区人才流失是推

拉因素交织而成的结果ꎮ 西巴尔干国家经济、教育、政治、社会保障等方面落后

于欧盟国家ꎬ形成移民推力ꎬ欧盟国家优越的社会经济条件则对西巴尔干各国

人才形成移民拉力ꎮ 此外ꎬ欧盟的签证自由化政策与欧盟国家的移民政策也对

西巴尔干人才流失起到重要的拉动作用ꎮ 大规模人才流失短期内会增加西巴

尔干各国侨汇收入ꎬ缓解贫困ꎬ但长期将使各国人力资本枯竭ꎬ创新潜能耗尽ꎬ
财政和社会资源浪费ꎬ加剧西巴尔干与欧盟之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差距ꎬ移民

推力和拉力在这一过程中被强化ꎬ进而造成人才流失的循环困境ꎮ 作为西巴尔

干地区人才流失的主要目的地和最大的受益者ꎬ欧盟只有和西巴尔干各国共同

努力ꎬ促进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ꎬ同时提升各国加入欧盟前景的可信度ꎬ西巴尔

干国家加快“入盟”进程ꎬ才能使该地区人才流失问题得到缓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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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以来ꎬ移民对促进西巴尔干地区①民族、宗教、文化的融合发挥了重

要作用②ꎮ 冷战结束后ꎬ受多种因素影响ꎬ西巴尔干国家经历了严重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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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巴尔干这一概念兼具地理和政治含义ꎬ指巴尔干半岛西部尚未加入欧盟的国

家和地区ꎬ目前包括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波黑、黑山、北马其顿等ꎮ ２０１３ 年ꎬ克罗地亚

加入欧盟ꎬ通常不再被视为西巴尔干成员ꎮ 本文论述的西巴尔干指阿尔巴尼亚、塞尔维

亚、波黑、黑山、北马其顿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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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流ꎬ具有高学历、高技能的人才是其中不可忽视的群体ꎮ 一国高学历、高技

能的人口外流ꎬ其流失规模威胁到该国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需要ꎬ这种现象

可称之为人才流失①ꎮ 相比普通劳动力的外流ꎬ人才流失的影响更为深远ꎮ
高素质人才流失直接导致教育、科研、技术创新等关键领域的人才短缺ꎬ阻碍

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ꎮ 同时ꎬ人才流失不仅削弱国家的治理能力ꎬ还降低政

策制定的科学性和执行的有效性ꎬ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及治理体系造成深远

且系统性的负面影响ꎮ
多年来ꎬ西巴尔干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人才外流现象ꎬ许多高学历、高技能

的学者、专业人员和年轻人离开祖国去以西欧国家为代表的欧美发达国家ꎬ
寻求更优越的经济社会条件、更好的工作机会和薪酬ꎬ以及更优质的教育资

源、政治环境和社会保障ꎮ 根据和平基金会(Ｔｈｅ Ｆｕｎｄ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公布的人口

外流和人才流失指数(Ｈｕｍａｎ Ｆｌ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Ｂｒａｉｎ Ｄｒａｉｎ Ｉｎｄｅｘ)ꎬ２０２２ 年ꎬ阿尔巴

尼亚连续九年居欧洲第一位ꎬ波黑、北马其顿、塞尔维亚、黑山的排名分别为

欧洲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和第十二位ꎮ 波黑、北马其顿、塞尔维亚三国在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２ 年的排名一直稳居欧洲地区前六位②ꎮ 直到俄乌冲突爆发ꎬ西巴

尔干国家人口外流和人才流失指数的欧洲排名才开始相对下滑ꎮ 可见ꎬ人才

流失已经成为西巴尔干地区发展长期面临的困境ꎮ
国内学界对西巴尔干人才流失的考察主要散见于对中东欧国家研究的

成果中ꎬ或者聚焦于某一国别ꎮ 朱晓中将西巴尔干移民纳入中东欧国家移民

的范畴进行考察ꎬ指出暴力冲突、体制转型、宗教沙文主义、民族主义以及灰

暗的经济形势是引发冷战结束后西巴尔干国家大规模移民的重要因素③ꎮ
韩彤和陈逢华基于推拉理论探究了阿尔巴尼亚人口移民海外的动因ꎬ指出阿

尔巴尼亚人口移民海外由内部推力(就业及收入、腐败和教育质量)、外部拉

力(经济、移民网络和移民政策)共同驱动④ꎮ
国外学界对西巴尔干人才流失问题的研究较为丰富ꎬ主要置于移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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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ꎬ考察高学历、高技能人才离开西巴尔干国家的规模、原因与影响①ꎬ以
及人才回流②、人才政策③等相关问题ꎮ 西巴尔干地区人才流失通常被归咎

于各国与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教育等领域的发展差异ꎬ以及家庭与亲缘网

络④等因素ꎮ 学界整体对于欧洲一体化进程、欧盟及其成员国的相关政策在

西巴尔干人才流失问题中发挥的作用关注不足ꎮ
自 １９９９ 年欧盟启动“稳定与联系进程”以来ꎬ加入欧盟成为西巴尔干

国家的首要政治议程ꎮ 在“入盟”进程中ꎬ欧盟对西巴尔干国家实行的签证

自由化政策、欧盟成员国吸引西巴尔干移民的政策大幅降低了人口跨境流

动的制度壁垒ꎬ为西巴尔干劳动力提供了更便捷的跨国流动机会和职业发

展空间ꎬ强化了“人才虹吸效应”ꎬ使西巴尔干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增

长面临更大压力ꎮ 然而ꎬ学界关于欧洲一体化背景、欧盟签证自由化政策

和成员国人才引进政策对西巴尔干人才流失的影响多以概述性探讨为主ꎬ
缺乏深入分析ꎮ 因此ꎬ围绕这一问题的系统性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化ꎬ以
全面揭示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政策在西巴尔干人才流失中的关键作用及长

期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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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拉理论是移民研究中的基础性理论ꎬ最初由社会学家莱文斯坦

(Ｅ Ｇ Ｒａｖｅｎｓｔｅｉｎ)于 １９ 世纪末提出ꎬ后由埃弗雷特李(Ｅｖｅｒｅｔｔ Ｌｅｅ)于 １９６６
年加以扩展ꎬ该理论将移民解释为推动个人离开母国的推力因素和吸引他们

前往目的地国的拉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①ꎮ 推力因素指移出地不利于生

存与发展的排斥力ꎬ如战争与冲突、经济落后等ꎬ拉动因素主要包括移入地所

具有的便利条件与吸引力ꎬ如优越的社会经济条件、广阔的发展机遇等②ꎮ
通过前述考察可以发现ꎬ西巴尔干地区明显存在影响人才流失的推力因素ꎬ
因此ꎬ本文将采用推拉理论分析西巴尔干人才流失问题ꎬ试图呈现西巴尔干

人才流失的全景ꎮ
整体而言ꎬ本文基于推拉理论将欧洲一体化进程及欧盟相关政策作为影

响西巴尔干国家人才流失的重要因素纳入考察范围ꎬ全面分析这些国家人才

流失的现状、成因和影响ꎬ揭示人才流失困境的形成机制ꎮ 探讨人才流失困

境的形成机制及其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关系ꎬ有助于深化对该地区社会变

迁和人口动态的理解ꎬ揭示欧洲一体化进程对西巴尔干国家社会结构、经
济模式及发展路径的深层影响ꎬ可为进一步研究地区发展不平衡和人口流

动问题提供分析框架ꎮ

一　 西巴尔干国家人才流失的现状

西巴尔干国家的现代移民始于 １９ 世纪ꎬ从移民的动因角度可将其分

为两 种 类 型———经 济 移 民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 和 强 迫 移 民 ( Ｆｏｒｃｅｄ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ꎮ

经济移民出于改善经济状况、追求更高生活水平或实现职业目标等经

济动因而移民ꎮ 西巴尔干地区的经济移民按照时间顺序可以分为五类:从
前现代时期到 １９ 世纪末或 ２０ 世纪初的季节性移民ꎬ移民主体是工匠和商

人ꎻ从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至 １９１４ 年的海外移民ꎬ美国是主要的移民目的地ꎻ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移民ꎬ欧洲是主要的移民目的地ꎻ２０ 世纪 ６０ ~ ７０ 年代

南斯拉夫的“客工移民(Ｇｕｅｓｔ Ｗｏｒｋｅｒ)”ꎬ西德、奥地利、法国、瑞士等欧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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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主要的移民目的地①ꎻ冷战结束后的劳务移民和职业移民 ( Ｃａｒｅｅｒ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②ꎮ

巴尔干地区的强迫移民是指ꎬ为了建立单一民族国家ꎬ激进的帝国主义

者或民族主义者利用战争和冲突的机会驱逐不符合其民族概念的人ꎬ使人口

非自愿地大规模迁移③ꎮ 巴尔干地区曾经历四次强迫移民浪潮ꎬ分别在 １９ 世

纪和 ２０ 世纪初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战争期间ꎻ从巴尔干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

战期间及其后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ꎻ１９９１ ~１９９９ 年因南斯拉夫解体而

引发战争的期间④ꎮ
相比南斯拉夫的移民现象ꎬ阿尔巴尼亚的境况大不相同ꎮ 阿尔巴尼亚在

冷战期间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形式的移民现象ꎬ但在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９ 年却爆发了

多次大规模移民ꎬ这其中包括“西方使馆移民”、由第一次议会选举引发的动

乱及“金字塔式集资计划”失败等事件造成的移民潮⑤ꎬ流失人口累计超过

６０ 万⑥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大规模移民仍然是西巴尔干国家突出的人口特征(见图

１)ꎬ人口外流在很多年份甚至会抵消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正增长ꎮ ２０２０ 年ꎬ阿
尔巴尼亚的移民存量达到 １９９０ 年移民存量的 ６ ９ 倍ꎬ约占 ２０２０ 年该国人口

总量的 ４４％ ꎮ 波黑移民的情况同样触目惊心ꎬ２０２０ 年波黑移民存量达到该

年人口总量的 ５１％ ꎮ 这意味着ꎬ阿尔巴尼亚和波黑的海外移民占本国人口的

一半左右ꎮ 北马其顿和黑山 ２０２０ 年的移民存量相比 １９９０ 年大约都翻了一

番ꎬ２０２０ 年的移民存量分别约占该年人口总量的 １ / ３ 和 １ / ５ꎮ 塞尔维亚是西

巴尔干国家中人口最多的国家ꎬ虽然该国 ２０２０ 年与 １９９０ 年移民存量占人口

总量的比重低于其他国家ꎬ但依然是北马其顿和黑山的 ２ ４ 倍和 ７ ６ 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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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１９９０ ~ ２０２０ 年西巴尔干国家移民存量 (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联合国数据库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ｐａｇｅ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西巴尔干国家移民的目的地主要集中于西欧国家和美国ꎮ 据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２０２２ 年公布的«西巴尔干地区的劳务移民»报告ꎬ阿尔巴

尼亚人最青睐的移民国家是邻近的意大利和希腊ꎮ 除阿尔巴尼亚外ꎬ其他西

巴尔干国家移民前往最多的欧洲国家是德国、奥地利、英国、瑞士、斯洛文尼

亚等ꎮ 在欧洲之外ꎬ美国和土耳其也是众多西巴尔干移民的选择ꎮ

图 ２ ２０１９ 年西巴尔干国家移民目的地分布比重(％)
资料 来 源: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ｌａｂｏｕｒ －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 ｉｎ － ｔｈｅ － ｗｅｓｔｅｒｎ － ｂａｌｋａｎｓ＿ａｆ３ｄｂ４ｆａ － ｅｎ ｈｔｍｌ

在移民中ꎬ受过高等教育、拥有高技能的人口是重要群体ꎮ 在受教育程

度分布方面ꎬ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波黑、黑山和北马其顿受过高等教育的

—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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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在移民总数中的比重均超过 ３０％ ꎬ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波黑和北马其

顿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比重均高于受过中等教育的移民比重(见图 ３)ꎮ 整

体来看ꎬ受过低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移民是当前西巴尔干国家移民的主要群

体ꎬ但由于西巴尔干学生的流动性日渐提升ꎬ如果留学生借机移民ꎬ可能导致

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比重继续增长ꎮ

图 ３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西巴尔干国家移民学历分布(％)
资料来源:同图 ２ꎮ

在移民技能分布方面各国非常相近ꎬ中技能移民均占各国移民总数的一

半左右ꎬ高技能移民均占各国移民总数的 １ / ３ 左右ꎮ 中技能和高技能人口是

各国移民的主体(见图 ４)ꎮ

图 ４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西巴尔干国家移民技能分布(％)
资料来源:同图 ２ꎮ

近年来ꎬ西巴尔干地区出现了人才回流的迹象ꎬ但规模尚小ꎮ ２００８ 年ꎬ欧
洲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重灾区ꎬ欧盟各国就业市场急剧萎缩ꎬ收入下降ꎬ大量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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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面临倒闭ꎬ引发西巴尔干地区大规模的移民回流潮①ꎮ 随着西方经济逐

渐复苏ꎬ西巴尔干国家的移民数量又开始稳步增加ꎮ 自 ２０１９ 年以来ꎬ新冠疫

情和俄乌冲突等事件再一次给欧洲经济带来重创ꎬ欧盟国家对劳动力的需求

逐步减少ꎬ对西巴尔干移民的吸引力随之降低ꎮ 未来ꎬ西巴尔干地区人口外

流和人才流失趋势将继续受到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ꎮ

二　 西巴尔干国家人才流失的成因

推拉理论将影响国际移民的因素分为驱使个人离开本国的推力因素和

吸引他们前往国外目的地的拉力因素ꎮ 西巴尔干地区的人才流失是推拉因

素交织而成的结果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社会经济发展差异成为西巴尔干人口移

民的首要原因ꎮ 西巴尔干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失业率高、工资水平低ꎬ形成

移民推力ꎮ 发达国家则完全相反ꎬ各国经济发展水平高、就业市场广阔、工资

待遇好ꎬ其优越的社会经济条件对西巴尔干各国人才形成了移民拉力ꎮ 除经

济因素外ꎬ教育资源、政治环境、社会保障也是西巴尔干人才移民的重要考

量ꎮ 同时ꎬ在“入盟”进程中ꎬ签证自由化政策与欧盟国家的移民政策也为西

巴尔干人才提供了移民的便捷途径和优惠条件ꎬ促使该地区人才源源不断地

流向欧盟国家ꎮ
(一)人才流失的推力因素

１ 经济因素

西巴尔干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是 ２１ 世纪以来西巴尔干

国家人才流失的首要原因ꎮ ２０２３ 年ꎬ黑山和塞尔维亚的人均 ＧＤＰ 分别为 １ ２０１ ７
万美元和 １ １３６ １ 万美元ꎬ是西巴尔干国家中人均 ＧＤＰ 最高的国家ꎬ但两国

人均 ＧＤＰ 仍不足欧盟成员国人均 ＧＤＰ(４ ０８２ ４ 万美元)的 １ / ３ꎮ 波黑、阿尔

巴尼亚、北马其顿的人均 ＧＤＰ 均不足 １ 万美元②ꎮ
经济发展水平低导致了不甚理想的劳动力市场和薪酬水平ꎬ推动人才出

国去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更高的薪酬和更广阔的职业发展前景ꎮ 长期以

来ꎬ西巴尔干国家突出的经济特征之一是高失业率ꎮ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３ 年ꎬ西巴尔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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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国家的平均失业率均超过 １２％ ꎬ塞尔维亚(１２ ５％ )是该地区平均失业率

最低的国家ꎬ但与欧盟老成员国相比差距非常大ꎬ是奥地利失业率的 ２ ３ 倍、
德国失业率的 ３ ３ 倍ꎮ

西巴尔干国家受过高等教育人口的失业率同样令人担忧ꎮ 近十年来该

地区国家受过高等教育人口的平均失业率相比欧盟成员国的平均失业率大

多翻了一番ꎮ 西巴尔干国家 １５ ~ ２４ 岁年轻劳动力的失业情况更为严重ꎮ 近

十年来ꎬ西巴尔干各国年轻劳动力的平均失业率均高于 ３０％ ꎬ北马其顿和波

黑突破了 ４０％ (见图 ５)ꎮ 可见ꎬ西巴尔干国家的就业市场非常低迷ꎬ难以使

受过高等教育和年轻的劳动力人尽其才ꎮ

图 ５　 　 ２０１４ ~ ２０２３ 年西巴尔干国家、欧盟、德国、奥地利失业率平均值(％)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工资水平低也是促使西巴尔干人口外流的重要原因ꎮ 近年来ꎬ西巴尔

干各国的工资水平呈波动增长的趋势ꎬ但仍远远落后于发达经济体ꎮ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２ 年ꎬ黑山是西巴尔干国家中平均月薪最高(８００ 欧元)的国

家ꎬ但仍不足奥地利平均月薪(３ ４０５ 欧元)的 １ / ４ꎮ 阿尔巴尼亚是该地

区平均月薪最低(４４９ 欧元)的国家ꎬ不足黑山平均月薪的 ６０％ ①ꎮ 可见ꎬ
西巴尔干地区不仅与发达国家的薪酬差距显著ꎬ地区内部也很不均衡ꎮ 此

外ꎬ该地区还存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工资差距大的问题ꎬ高技能人才倾

向于在收入较高的公共部门工作ꎬ从而进一步阻碍私营部门的生产力发

展ꎬ延缓经济增长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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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教育因素

接受更优质的教育也是西巴尔干人口移民到发达国家的重要目的之一ꎬ
尤其对于年轻人而言ꎮ 虽然西巴尔干国家参与了旨在推动欧洲教育一体化

的博洛尼亚进程ꎬ推进了教育体系的相关改革ꎬ但西巴尔干国家的教育支出、
教育资源和教育成果与欧盟国家相比依然存在较大差距ꎮ 在教育支出方面ꎬ
２０２２ 年ꎬ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的教育支出分别占 ＧＤＰ 的 ３ １％ 和 ３ ３％ ꎬ
相比之下ꎬ德国和奥地利政府教育支出分别占 ＧＤＰ 的 ４ ５％ 和 ５％ ①ꎮ 教育

支出的不足导致了该地区教育机构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开发新课程和增设

新专业、提升教育所需的硬件和软件设施等ꎮ 在师资力量方面ꎬ西巴尔干国

家的整体师资情况并不理想ꎬ师资短缺程度居世界前列ꎬ且师资水平也相对

不高②ꎮ
西巴尔干教育体系中另一个突出问题是教育体系中的专业技能培养不

能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ꎮ 西巴尔干各国劳动力市场中普遍存在专业技能

人才短缺的问题ꎬ而本地区教育体系培养的人才并不能有效弥补劳动力市场

的技能人才缺口ꎬ这助推了西巴尔干人口出于教育动机移民ꎮ 根据欧盟资金

支持的非政府组织区域合作委员会发布的调查报告 ２０２３ 年«巴尔干晴雨表»
(Ｂｌａｌｋａｎ 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ꎬ对于“您在教育体系中学到的技能是否可以满足您的工

作需求?”这一问题ꎬ西巴尔干国家有 ２７％ 的接受调查者持否定态度ꎮ 波黑

的负面声音最多ꎬ超过 １ / ３(３６％ )的受访者对其教育体系的作用持怀疑态

度ꎮ 受访者认为ꎬ在以往的教育经历中ꎬ职场所需要的数字技能、外语技能、
人际交往和沟通技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培养③ꎮ 随着数字化快速发展ꎬ数字技

能在劳动力市场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ꎬ但西巴尔干教育体系中对于数字技能

培养的投入远远不足ꎮ 在校内配备电脑等数字设备是发展数字教育的前提ꎬ
但西巴尔干国家学生的数字设备配置长期处于短缺状态ꎬ而且改善缓慢④ꎮ
高等教育中的信息和通信技术( ＩＣＴ)专业建设是培养数字技能人才的关键ꎬ
但西巴尔干国家对这一专业建设的投入依然不足ꎬ教育质量较低ꎬ未能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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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日益增长的对信息和通信技术人才的需求①ꎮ
３ 政治因素

政治环境ꎬ如政治不稳定和腐败ꎬ也是推动国际移民的重要因素之一ꎮ
西巴尔干国家在政治稳定及无暴力、打击恐怖主义、腐败控制、政府效能、监
管质量、法制、声音与问责等方面都显著低于发达经济体(见图 ６)ꎬ尤其是在

腐败控制、法制、声音与问责方面ꎮ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２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

“腐败或政治不稳定”作为西巴尔干各国人口移民动机进行调查ꎮ 调查结果

显示ꎬ６６ ７％ 的受访者认为对“腐败或政治不稳定” 的调查 “非常重要”ꎬ
１９ ２％的受访者认为该项调查“重要”ꎮ 这种观点在近五年来首次移民的群

体中更为普遍ꎬ９０％的受访者认为ꎬ腐败和政治不稳定是影响移民决定的一

个非常重要或重要的原因②ꎮ

图 ６ ２０２２ 年西巴尔干国家、德国、奥地利政治指标相关指数

资料来源:同图 ５ꎮ

稳定的政治环境是人们安居乐业的“强心剂”ꎬ反之ꎬ如果政治环境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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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甚至爆发大规模冲突和暴力行为ꎬ移民数量会显著上升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ꎬ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等冲突使大量人口逃离战乱的家园ꎮ 进入 ２１ 世纪

后ꎬ西巴尔干国家的政治环境逐渐趋于稳定ꎬ但民族冲突、恐怖主义等暴力行

为仍时有发生ꎬ成为推动公民到国外寻找更稳定、更安全的生活条件的重要

因素ꎮ
腐败是西巴尔干地区的痼疾ꎬ也是西巴尔干国家移民的推动因素之一ꎮ

２０２３ 年«巴尔干晴雨表»显示ꎬ腐败是继经济发展和失业之后居该地区第三

位的发展障碍①ꎮ 腐败泛滥给西巴尔干各国社会带来了诸多危害ꎮ 首先ꎬ腐
败违背社会公正ꎬ增加社会不平等ꎬ利用裙带关系而非业绩推进工作不利于

劳动力市场健康发展②ꎮ 其次ꎬ腐败会影响公共支出的规模和构成ꎬ使医疗

卫生和教育等重要部门的投入减少ꎬ降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质量③ꎮ 再

次ꎬ腐败会导致不公正的商业环境ꎬ降低生产积极性和商业效率ꎬ增加企业额

外的金钱和时间成本ꎬ不利于经济增长④ꎮ 最后ꎬ腐败也是政府效能、监管质

量、法制、声音与问责的制约因素ꎬ严重的腐败最终会导致政治环境恶化ꎬ社
会经济发展滞缓ꎬ民众对政府失去信心ꎬ从而激发移民到腐败程度低的国家

的意愿ꎮ
腐败对受过高等教育和高技能群体移民的影响更为显著ꎬ这一观点在多

项关于腐败与移民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得到证实⑤ꎮ 一方面ꎬ与受教育程度较

低和低技能群体相比ꎬ受过高等教育和高技能群体对本国和移民目的地国家

的腐败情况有更多的了解ꎬ有助于更准确地分析移民的收益ꎻ另一方面ꎬ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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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和高技能群体更多地参与正规经济部门工作ꎬ而这些部门更容易滋

生腐败ꎬ这一群体也更容易成为腐败的受害者①ꎮ 因此ꎬ腐败是导致人才流

失的关键威胁因素之一ꎮ
４ 社会保障因素

由于就业市场不发达且工资水平低ꎬ西巴尔干国家公民对社会保障有着

较强的依赖性ꎬ但各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ꎬ不能很好地满足民众这一需求ꎮ
因此ꎬ追求更好的社会福利和医疗卫生保障也是推动西巴尔干人口移民的重

要原因之一ꎮ
西巴尔干各国存在诸多社会问题ꎬ如失业率高、贫困和不平等显著、教育

和医疗体系不发达等ꎬ各国社会保障体系在应对这些难题时显得力不从心ꎮ
在社会保障支出方面ꎬ西巴尔干各国明显低于欧盟国家ꎮ ２０２１ 年ꎬ阿尔巴尼

亚的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为 ７０３ 欧元ꎬ德国为 １ ３８５ ４ 万欧元ꎬ阿尔巴尼亚人均

社会保障支出不足德国的 ５％ ꎮ 塞尔维亚(１ ５７６ 欧元)和黑山(１ ５７６ 欧元)
的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是阿尔巴尼亚的两倍多ꎬ但也仅仅是德国人均社会保障

支出的 １１％左右②ꎮ 西巴尔干国家社会保障支出不仅总规模比发达经济体

小得多ꎬ而且还呈现不均衡的特点ꎮ 各国支出往往都集中在养老金上ꎬ家庭

补助、失业补助、社会援助、住房补助等其他社会保障的支出水平都很低③ꎬ
这意味着ꎬ各国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充分关照到弱势群体的各个部分ꎬ老年人

受益较多ꎬ但儿童、失业者等得到的关注不足ꎮ
医疗卫生是社会保障中的重要内容ꎮ 西巴尔干国家在医疗卫生方面存

在支出少、医护人员不足等问题ꎮ 首先ꎬ西巴尔干国家的医疗支出与欧盟国

家差距显著ꎮ ２０２２ 年ꎬ德国和奥地利的人均医疗支出分别为 ６ ６２６ 美元和

６ ５０５美元ꎬ黑山(９８５ 美元)是西巴尔干国家中人均医疗支出最多的国家ꎬ但
也不足德国人均医疗支出的 １５％ ④ꎮ 其次ꎬ西巴尔干国家的医务人员数量严

重不足ꎮ ２０２０ 年ꎬ阿尔巴尼亚每千人口护士和助产士的数量为 ５ ８ 人ꎬ黑山

每千人口护士和助产士的数量为 ５ ４ 人ꎬ而德国为 １２ ４ 人ꎬ奥地利为 １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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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ꎻ２０２０ 年ꎬ阿尔巴尼亚每千人口医生的数量为 １ ９ 人ꎬ黑山为 ２ ７ 人ꎬ而德

国为 ４ ５ 人ꎬ奥地利为 ５ ４ 人①ꎮ 西巴尔干国家的医生、护士和助产士数量远

低于发达经济体ꎬ同时ꎬ医疗部门是西巴尔干各国移民率较高的部门之一ꎬ进
一步加剧了医疗人员短缺ꎮ

(二)拉力因素

１ 经济、教育、政治和社会保障因素

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教育体系、政治环境和社会保障都显著优于西

巴尔干地区ꎬ多方面因素共同汇聚形成移民中的强拉力ꎮ 在经济方面ꎬ欧盟

国家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ꎬ能够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更高的工资、更好

的工作前景和生活水平ꎬ对移民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ꎮ 在教育方面ꎬ发达国

家具有更完善的教育体系和更丰富的教育资源ꎬ拥有世界领先的高等院校与

科研机构ꎮ “伊拉斯谟 ＋计划”和其他学术交流项目是学生和学者前往欧盟

国家的重要途径ꎮ 仅 ２０２２ 年西巴尔干地区共有２ ３０６ ３万名学生或教职工通

过“伊拉斯谟 ＋ 计划”流动到其他国家②ꎮ 在政治方面ꎬ发达国家通常具有更

稳定的政治环境ꎬ在腐败控制、政府治理、监管质量、法制等方面优于西巴尔

干国家ꎬ对西巴尔干公民也具有显著拉力ꎮ 在社会保障方面ꎬ获得完善的社

会保障和高质量的医疗卫生服务也是重要的拉动因素ꎮ 推力因素分析部分

已经对西巴尔干国家与欧盟在经济发展、教育体系、政治环境和社会保障方

面进行了细致的比较ꎬ因此在这一小节将不再赘述ꎮ
２ 政策因素

欧盟的签证自由化政策ꎬ即劳动力自由流动政策是欧盟的基本原则之

一ꎬ允许成员国公民在其他任何成员国生活和工作ꎮ 签证自由化政策主要适

用于欧盟成员国的公民ꎬ不过ꎬ对于尚未“入盟”的西巴尔干国家而言ꎬ该项政

策已逐步允许各国公民在一定程度上向欧盟国家自由流动ꎮ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ꎬ欧盟对阿尔巴尼亚、波黑、黑山、北马其顿和塞尔维亚实行签证自由化政

策ꎬ各国公民无须签证即可前往申根地区短期停留ꎮ 签证自由化政策的实行

虽然为西巴尔干公民在欧盟国家临时停留提供了便利ꎬ但最初为短期学习或

临时工作而流动的人可能会找到长期工作并决定留下ꎬ这一政策降低了移民

门槛ꎬ加剧了西巴尔干人口外流和人才流失的风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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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成员国优惠的移民政策也是西巴尔干地区人口外流和人才流失重

要的拉力因素ꎮ 这些政策包括简化签证程序、承认学历与资格以及税收减免

或补助等ꎮ 例如ꎬ德国于 ２０１６ 年出台的«西巴尔干条例»(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ａｌｋａ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允许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波黑、黑山和北马其顿的公民进入德

国劳动力市场ꎬ不论学历和技能如何ꎬ只要能获得任一行业的正式工作邀请ꎬ
即可获得德国工作签证ꎮ «西巴尔干条例»原定于 ２０２３ 年年底到期ꎬ德国于

２０２０ 年开始实行的«技术工人移民法»(Ｔｈｅ Ｓｋｉｌｌｅｄ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是该条例

的延续和拓展ꎬ为来自包括西巴尔干国家在内的非欧盟国家的技术工人移民

进一步提供便利①ꎮ 奥地利、斯洛文尼亚、意大利等欧盟国家也都出台了旨

在吸引来自包括西巴尔干国家在内的非欧盟国家的劳动力和人才的政策ꎬ如
奥地利的“红白红卡”(Ｔｈｅ Ｒｅｄ － Ｗｈｉｔｅ － Ｒｅｄ Ｃａｒｄ)政策、斯洛文尼亚的«外
国人就业法»(Ｔｈｅ Ａｌｉｅｎｓ Ａｃｔ)、意大利的«流动法令»(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Ｄｅｃｒｅｅ)ꎮ 整

体来看ꎬ欧盟层面的签证自由化政策和各成员国国内的相关移民政策为西巴

尔干地区的劳动力和人才提供了方便的流动途径和具有吸引力的移入条件ꎬ
对其流入欧盟提供了强大的拉力ꎮ

三　 西巴尔干国家人才流失的影响

大规模移民短期内会带来大量侨汇ꎬ增加国家财政收入ꎬ缓解贫困ꎬ降低

失业率ꎬ但长期来看ꎬ人口外流和人才流失ꎬ尤其是高学历、高技能人才和年

轻人的流失ꎬ对社会发展的长期影响弊大于利ꎮ 反观欧盟ꎬ则成为西巴尔干

地区人才流失的主要目的地和最大的受益者ꎬ正如前欧洲议会议员克洛蒂尔

德阿曼德(Ｃｌｏｔｉｌｄｅ Ａｒｍａｎｄ)所称ꎬ欧洲欠发达国家的人才流失是一场“大
规模的财富转移”②ꎮ

(一)西巴尔干国家劳动力市场遭到进一步破坏ꎬ阻碍经济增长、创新发

展、服务供给和政治环境的改善

人口外流和人才流失导致信息技术、工程等领域的高学历和高技术人员

短缺ꎬ制约了生产力发展和技术升级ꎮ 除了高技能移民之外ꎬ中技能工人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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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流失也为西巴尔干各国发展带来威胁ꎬ目前西巴尔干国家在维修维护、
制造业、建筑业、道路运输等领域同样面临专业技术人员短缺ꎬ包括水管工、
电工、建筑工人、木工、卡车司机等工种①ꎮ 普通劳动力和高技能人才的外流

不仅阻碍了各国提升经济生产力和培养科技创新潜能ꎬ也为医疗卫生、维修

维护等服务供给带来压力ꎮ 医疗卫生是西巴尔干各国普遍面临服务短缺的

行业ꎬ医务人员的流失导致服务成本上升ꎬ服务质量下降ꎬ特别是在农村地

区②ꎮ 在新冠疫情期间ꎬ各国医疗卫生服务供应不足的问题尤为突出③ꎮ 在

政治方面ꎬ西巴尔干人才流失不利于优化各国政治环境ꎮ 高学历和高技能人

才通常具备更高的综合素质ꎬ有潜力为改善政治环境作出贡献ꎬ这一群体的

流失可能会降低政治治理的整体水平ꎬ对西巴尔干地区政治环境的改善带来

负面影响ꎮ
对欧盟而言ꎬ来自西巴尔干地区的移民填补了欧盟国家医疗、工程、信息

技术和学术研究等领域的劳动力缺口④ꎬ提升了欧盟整体的生产力ꎬ确保社

会各部门全面、高效地运转ꎮ 同时ꎬ西巴尔干移民也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促

进了欧盟国家经济增长ꎮ 移民往往通过税收直接对移入国经济发展作出贡

献ꎬ并通过消费支出间接地刺激了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ꎬ创造就业机会ꎬ促进

移入国经济增长ꎮ
(二)侨汇增加西巴尔干地区的资金流入ꎬ但不一定能转化为积极成果

侨汇是西巴尔干国家重要的外部资金来源ꎬ占 ＧＤＰ 比重较高ꎮ 阿尔巴

尼亚、波黑等地对侨汇的依赖程度最高⑤ꎮ 侨汇的大量流入对于西巴尔干国

家并非完全有利ꎮ 一方面ꎬ如果侨汇被用于投资和储蓄ꎬ就能促进资本形成ꎬ
变“输血”为“造血”ꎮ 但是ꎬ西巴尔干国家的侨汇更多用于满足基本生活需

要的消费活动ꎬ如食物、房租、医疗、教育等ꎬ而非投资性活动ꎬ这表明接收侨

汇家庭的收入水平整体较低ꎬ其基本生活对侨汇依赖性很大ꎬ所以侨汇无法

有效转化为资本以进一步促进创新发展和经济增长ꎮ 另一方面ꎬ过度依赖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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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也给劳动力供给带来风险ꎮ 侨汇的增加助长了接收者的依赖性和惰性ꎬ使
其更注重即时满足ꎬ而非延迟满足ꎬ降低了参与生产的积极性ꎬ同样对经济增

长和创新发展造成不利影响ꎮ
(三)社会资源遭到浪费ꎬ使国家发展陷入劳而无功的恶性循环

对于西巴尔干各国来说ꎬ移民享受了国家财政和社会资源ꎬ却没有为社

会发展作出贡献ꎬ是国家财政和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ꎬ损害了公共投资的回

报ꎮ 根据威斯敏斯特民主基金会(Ｗｅｓｔｍｉｎｓｔｅｒ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统

计ꎬ由于大批年轻人移民ꎬ西巴尔干各国每年教育成本的损失为 ８ ４ 亿 ~
２４ ６ 亿欧元ꎬ每年潜在的 ＧＤＰ 增长损失约为 ３０ ８ 亿欧元①ꎮ 西巴尔干多国

领导人曾公开强调这一问题的严重性ꎬ如阿尔巴尼亚总理埃迪拉马曾于

２０２３ 年在公开讲话中批评本国医学生大量流失的现象ꎮ 拉马表示ꎬ国家培养

医学生的资金来源于公民纳税ꎬ医学生借此才得以享受教育资源ꎬ具备成为

医生的条件ꎬ但学生们毕业后都跑到了德国等欧盟国家ꎬ置纳税人的付出于

不顾ꎬ这是一件荒谬的事情②ꎮ
反观欧盟ꎬ受益于高学历和高技能人才的移民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ꎬ

而无须向他们的教育和培训投资ꎬ节约了大量培养劳动力的成本ꎮ 据学者费

德里科富比尼(Ｆｅｄｅｒｉｃｏ Ｆｕｂｉｎｉ)估计ꎬ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７ 年间ꎬ中东欧和西巴尔干

国家通过对移居德国的年轻工人进行教育和培训ꎬ为德国经济注入了超过

２ ０００亿欧元资金③ꎮ
(四)西巴尔干国家人才流失的循环困境

通过对西巴尔干地区人才流失成因和影响的考察可见ꎬ西巴尔干人才流

失问题将使各国陷入一个循环困境ꎮ
西巴尔干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低ꎬ失业率高ꎬ薪酬低ꎬ教育资源不充足ꎬ

政治环境不稳定ꎬ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ꎬ多方面的不利条件汇聚成人才外流

推力ꎮ 反之ꎬ欧盟国家等发达国家凭借优越的经济、教育、政治、社会保障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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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ꎬ以及欧盟层面的签证自由化政策和欧盟成员国优惠的移民政策ꎬ形成了吸

引人才的拉力ꎮ 在推力和拉力的共同作用下ꎬ西巴尔干地区的劳动力和人才不

断流向欧盟国家ꎮ 人口外流和人才流失会严重阻碍西巴尔干地区长期发展ꎮ
在经济方面ꎬ西巴尔干地区的劳动力大幅减少ꎬ降低了经济增长和创新发展的

潜力ꎮ 国家培养人才的投入也无法得到回报ꎬ造成财政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严重

浪费ꎮ 人口外流和人才流失同样也不利于本国政治治理和民主发展ꎬ制约该地

区政治环境的改善ꎮ 这些因素反过来又会巩固移民推力ꎬ导致经济不稳定ꎬ失
业率持续上升ꎬ使经济、教育、政治和社会保障落后的循环困境长期存在ꎬ促使

更多人选择离开ꎮ 欧盟作为西巴尔干地区人才流失的主要目的地和最大的受

益者ꎬ没有为西巴尔干地区的人才教育和培训投入ꎬ但享受到了他们的经济贡

献ꎬ大量的空缺岗位被填充ꎬ经济水平进一步提升ꎬ科技创新潜能不断加强ꎬ移
民拉力被进一步巩固ꎮ 持续的人才外流加剧了欧盟与西巴尔干之间的经济不

平等ꎬ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ꎬ移民推力和拉力在这一过程中被不断强

化ꎬ进而造成恶性循环ꎬ使西巴尔干地区陷入难以破解的人才流失困境ꎮ

图 ７ 西巴尔干国家人才流失循环困境的形成机制

人才流失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ꎮ 发展中国家投入大量资本

培养高素质人力资本ꎬ但还未等这些人力资本为国家发展作出贡献ꎬ便不得不

以“反向发展援助”的方式向发达国家交出本国的优秀人才①ꎮ 发达国家通过

从世界各地搜罗优秀的人才来推动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ꎬ进一步巩固了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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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格局ꎮ 对于个体而言ꎬ人们当然有权利自由流

动到自己想要前往的国家ꎬ追求更好的生活ꎬ但是当大量人口尤其是高学历和

高技能的人才与年轻人都想要移出ꎬ发展中国家在丧失最重要的人力资本的情

况下ꎬ变富变强的发展希望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ꎮ
尽管欧盟国家是西巴尔干国家人口外流和人才流失的获利方ꎬ但欧盟似乎

缺乏对移民拉动因素的认识ꎬ将西巴尔干人口外流和人才流失的原因全部归咎

于该地区的落后ꎮ 在欧盟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发布的«欧盟与西巴尔干关系»报告中

称ꎬ西巴尔干地区“技能不足和高失业率ꎬ尤其是年轻人的高失业率ꎬ进一步限

制了生产力ꎬ并导致年轻的熟练和非熟练工人移民”①ꎮ 可见ꎬ欧盟将人才流失

的责任完全推给西巴尔干各国ꎬ也不承认欧盟及其成员国从该地区人才流失

中获得的巨大利益ꎬ但实际上ꎬ人口外流和人才流失意味着巨额的财富转移ꎮ
欧盟对西巴尔干人才流失的关切主要在于ꎬ人才流失对西巴尔干国家经济

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ꎬ进而影响西巴尔干各国达到“入盟”标准ꎬ但西巴尔干地

区的“入盟”议程似乎已经被长期搁置ꎮ 自 ２００３ 年塞萨洛尼基峰会举办以来ꎬ
欧盟一直向西巴尔干地区承诺“入盟”前景ꎬ双方共同在西巴尔干地区创造稳

定、和平与繁荣ꎮ 二十多年来ꎬ加入欧盟一直是西巴尔干国家的最高政治目标ꎬ
各国通过经济、政治、司法、社会等各领域改革努力满足“入盟”条件ꎮ 在“入
盟”进程中ꎬ不仅西巴尔干的经济社会发展在向欧盟标准看齐ꎬ西欧式繁荣的梦

想也在各国民众心中根深蒂固ꎮ “入盟”前景提升了民众对西巴尔干各国未来

发展的预期ꎬ然而ꎬ除了克罗地亚于 ２０１３ 年加入欧盟外ꎬ欧盟在西巴尔干地区的

扩大进程停滞不前ꎬ西巴尔干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依然与欧盟国家相距甚远ꎮ
随着“入盟”前景渐趋黯淡ꎬ西巴尔干各国对“入盟”承诺的质疑声不绝

于耳ꎮ 根据 ２０２３ 年«巴尔干晴雨表»ꎬ对于“您预计您的国家何时加入欧盟”
这一问题ꎬ４０％ 的塞尔维亚受访者认为该国永远不会加入欧盟ꎬ北马其顿

(３６％ )、波黑(１９％ )、阿尔巴尼亚(１８％ )同样有为数不少的受访者对“入盟”
前景持悲观态度②ꎮ 为了寻求更好的社会经济条件、更多的工作机会ꎬ人们更

加倾向于直接迁移到欧盟国家ꎬ更快地享受繁荣发达社会带来的好处ꎬ而不是

在本国遥遥无期地等待“入盟”成功的到来ꎮ 因此ꎬ西巴尔干国家人才流失也是

欧洲一体化进程背后的一道阴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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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一体化进程给西巴尔干国家带来了复杂的影响ꎮ 一方面ꎬ欧盟通过

“入盟”前援助工具(ＩＰＡ)等项目给予了西巴尔干国家大量经济援助ꎬ支持这些

国家进行经济、政治、司法、社会等领域的改革ꎬ使西巴尔干各国的社会经济状

况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ꎻ另一方面ꎬ欧盟并不是慈善机构ꎬ欧盟对西巴尔干地区

的援助投入与其在西巴尔干地区投资所获得的收益以及西巴尔干人才流入带

来的好处相比ꎬ做的是一笔稳赚不赔的生意①ꎮ 总体来看ꎬ欧盟发达国家和西

巴尔干国家之间中心与边缘的地位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不断得到强化ꎮ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欧洲研究所访问学者艾莉森卡拉格(Ａｌｌｉｓｏｎ

Ｃａｒｒａｇｈｅｒ)认为ꎬ如果加入欧盟是一个严肃的目标ꎬ欧盟就必须作为人才外流的

主要受益者承担责任ꎬ并分担缓解人才流失的负担②ꎮ 西巴尔干国家和欧盟需

要共同采取措施ꎬ同时减轻推力和拉力因素的作用ꎬ西巴尔干地区的人才流失

困境才能得到缓解ꎮ
对于西巴尔干国家而言ꎬ发展经济是关键ꎬ一旦经济显著增长ꎬ与发达国

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差距缩小ꎬ就会有留住人才的资本ꎮ 政府需要采取措施改

善劳动力市场ꎬ打击腐败ꎬ加强教育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ꎬ营造更优越的

经济社会环境ꎮ 另外ꎬ西巴尔干国家应该鼓励移民回返ꎬ充分挖掘回返移民

能为国家带来的人力资本、经济和技术收益③ꎮ
对于欧盟而言ꎬ随着其成员国进一步开放劳动力市场ꎬ各国应更多地承

担对西巴尔干人才流失的责任④ꎮ 作为西巴尔干地区人才流失的主要目的地

和最大受益者ꎬ欧盟应和西巴尔干各国共同努力ꎬ协助这些国家继续推进法治、
司法等领域改革ꎬ提升“入盟”前景的可信度ꎬ加快“入盟”进程ꎬ促进欧盟和西

巴尔干国家之间的双向移民ꎬ而不只是单向移民⑤ꎬ这样才能使该地区人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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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问题得到缓解ꎮ

结　 论

冷战结束后ꎬ西巴尔干国家人口外流和人才流失问题严峻ꎬ尤其是高学

历、高技能人才和年轻人的流失为西巴尔干国家的未来发展敲响了警钟ꎮ 西

巴尔干各国在经济、教育、政治、社会保障领域的发展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ꎬ
形成了移民推力ꎮ 以欧盟国家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具有优越的经济、教育、政
治、社会保障条件ꎬ形成了移民拉力ꎮ 同时ꎬ欧盟的签证自由化政策、欧盟各

国吸引西巴尔干国家劳动力的移民政策为该地区人口流动提供了便利的途

径ꎬ也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ꎮ 在推力和拉力的共同作用下ꎬ西巴尔干地区

的劳动力和人才持续流入欧盟国家等发达国家ꎮ 人口外流和人才流失短期

内会通过侨汇流入增加西巴尔干各国的国家财政收入ꎬ缓解贫困ꎬ但长期来

看ꎬ会影响各国的劳动力市场ꎬ遏制经济增长和创新发展的潜能ꎬ浪费社会资

源ꎬ不利于政治环境的改善ꎮ
欧盟是西巴尔干地区人才流失的主要目的地和最大的受益方ꎮ 在没有

对西巴尔干进行人才教育和培训投入的前提下ꎬ西巴尔干移民的流入节约了

欧盟各国培养人才的成本ꎬ填补了各国空缺的岗位ꎬ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

促进了欧盟国家经济增长ꎬ进一步拉大了西巴尔干国家与欧盟国家之间的经

济差距ꎬ移民推力和拉力分别被进一步强化ꎬ使西巴尔干各国陷了人才流失

的循环困境ꎮ 这一循环困境反映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发展不均衡和结构性

依赖的深层次问题ꎮ
要使该地区人才流失问题得到缓解ꎬ西巴尔干各国和欧盟需要共同努

力ꎬ系统性地减少移民推力和拉力因素ꎮ 首先ꎬ应大力促进西巴尔干地区经

济、教育、政治和社会保障发展ꎬ从根本上提高留住人才的能力ꎮ 其次ꎬ制定

吸引人才回流的政策框架ꎬ鼓励侨民回国创业或投资ꎬ有效利用其技术、经验

和跨国网络ꎬ推动知识和技术的回流与共享ꎮ 此外ꎬ欧盟应进一步提升西巴

尔干国家“入盟”前景的可信度ꎬ加快“入盟”进程ꎬ以增强该地区对未来发展

的信心ꎬ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ꎮ
(责任编辑:徐向梅)

—３２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