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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国际劳动力要素的涌入，带来了更多的智

力、劳力支持，这成为城市不断发展的核心动

力。全球主要城市的国际居民占总人口比重近

1/5，尤其像悉尼、伦敦和纽约，移民人数超过

居民总人口的1/3（Çaglar，2014）。那些亚洲

和非洲飞速发展的中小城市，在未来将会吸收

全球绝大多数城市新增居民（联合国经社部，

2014）。例如，在首尔居住的外国居民数量是

10年前的两倍；在东京，2000年以来，外国人

来东京的数量增加了46%，目前总人数接近42

万人[1]。

新一轮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中明确指出，

“这座拥有多元文化生活和包容文化环境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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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劳动力要素的涌入，为全球城市带来了更多的智力、劳力支持，这成为其不断发展以及成功的核心动力，作为国内国

际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上海的国际居民在总量、空间布局和人员结构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特点。同时，上海作为东道主在接

纳国际人口方面也逐渐表现出异域文化空间内涵不足、缺乏公众参与途径、社会融合度低等问题。通过对比研究国外城市

先进经验，探索提升上海市国际包容性的针对性策略，包括丰富异域文化空间内涵、开拓国际居民融入城市的途径、保障

国际居民的市民权利和权益，以及鼓励国际居民参与城市建设等。

Internationals bring intelligence and labor to support a global city, which enabled its growth and prosperity and has been a vital 

ingredient in its success. Distribution of internationals in Shanghai generated changes in terms of quantity, spatial and structure. At the 

same time, problems like limited function of exotic space, lack of public engagement and low social integration gradually emerged 

in Shanghai. This article aim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by analyzing oversea developed cities and offering solutions, which include 

enriching features of exotic space, tapping ways for integrations, protecting their civil rights and encouraging their involvement.

市，将在不久的将来崛起成为辐射全球的国际

文化大都市”。居民多样性被公认为是衡量一

个城市文化多元和吸引力的重要标志，异地人

能否很好地融入本地环境，轻松寻找到文化共

鸣是对多元文化和包容文化环境最好的体现。

同时，异地人中的国际居民流入是上海成为全

球城市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因此，积极探索

提升上海市国际包容性的策略，合理有效地推

动国际人口的导入，具有重要意义。

2　研究对象

上海的国际居民大致分为3类：第一类是

国际专业人士和高级管理人士，其中包括了跨

国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来华投资商人等，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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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办公主要集中在上海的高级商务区，居住

多分布于中心城区，沿着地铁二号线附近成条

带状分布[2]；第二类是国际留学生，以在沪各大

院校学习的短期交换和长期深造的留学生为

主，这部分人群主要集中在高校周边；第三类

是低技能劳工，其中以外语学习机构和服务业

为主，没有具体集中地点。

国际居民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与国人

有很大不同，城市空间的需求、生活意见的发

表方式也有所区别，因此在空间规划塑造、城

市参与的渠道建设上也应有重点考虑。

3　现状概况

上海自开埠以来就是全中国最吸引国际

人士的城市。国际居民作为上海移民群体的

重要组成部分，对上海的城市精神塑造和历

史文化积淀产生了巨大影响。2010年第六

次居民普查首次对国际居民进行调查，其中

上海国际居民数为143 496人，上海占全国

国际居民的比例为24.16%。依照六普数据和

2013—2015年上海统计年鉴，通过分析研

究，在沪的国际人士从数量和构成上具有下

述特点。

3.1　国际居民总量和占比缓慢增长, 但较

         其他全球城市仍有差距

至2014年，在沪国际居民增至171 874人，

其中获居留许可的人数占98.72%。国际居民数

量连年增长（2013—2014年出现小幅波动）

（图1），但总体数量上较其他主要城市仍有很

大差距（图2）。究其原因主要是亚洲的移民文

化较弱，但亚洲其他主要全球城市的国际居民

占比仍远高于上海，可见上海的国际开放程度

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3.2　空间布局呈现大分散小集聚特点

从空间分布上看，国际居民占常住居民

比例高的地区多分布于中心城区，沿着地铁二

号线附近成条带状分布，地铁二号线附近国际

居民数量占常住居民的比例都比较高，有的街

道、镇高达15%左右。在闵行、松江和杨浦区的

一些街道、镇，国际居民比例也比较大，主要是

因为这些地方高等教育集中，居住了大量的留

学生（图3）。上海市国际居民分布呈现出大分

散小集聚模式，从不同国家国际居民空间分布

模式来看，浦东以英美为主，浦西以日韩为主，

美国人的空间集聚性要大于其他国家，法国人

的空间集聚度不高[2]。

3.3　人员层次较高, 以发达国家为主

来沪工作的国际人士近年来呈持续增长

的态势，以工作为目的的是主要群体，其次是

陪同亲属及高等学习（图4）。来沪就业的外

国人中，高级管理人员占25.4%；高级技术人

员占6.1%；在外企常驻代表机构任首席代表

的占3.1%①。接近一半的外国就业者从事服务

业，涉及租赁和商务、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

软件业、住宿和餐饮业等领域[2]。

国际居民由日韩、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主，

这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密不可分。虽然

受中日关系紧张影响，在沪日籍人士自2012

年后有所下降，但仍为国际居民中的主要构成

（图5）；依赖于中国外贸的不断增长，海外合

作的逐渐深入，欧美国家国际居民的数量保持

连年增长势头（图6）。但其中主要以轮岗的外

派工作人员为主，长久定居的人数偏少。

 

4　现状问题

上海作为中国外籍人口最多的城市，其魅

力不遑多让。上海的城市便利程度、丰富活动

图1    上海外籍人口历年变化
资料来源：2013—2015年上海统计年鉴。

图2     2014全球主要城市外籍人口数据
资料来源：2013—2015年上海统计年鉴。 图3     2010年上海市常住境外居民空间分布图[2]

① 沪“洋打工”逾5.7万人，新华网上海频道，2007年5月10日。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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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文氛围都显示上海对国际人士的极大吸

引力。与此同时，作为东道主的上海也积极为

国际居民“量身”提升环境、配备设施，诸如

上海虹桥海外人才“一站式”服务中心等措

施显示出上海不断展开的怀抱。

但国际人口流入缓慢，总量持续偏低，并

且不断涌现的国际居民的一些负面社论也迫

使我们对城市建设进行一些反思。国际居民在

沪常年旅居，但是社会融合和市民意识却一直

缺位，促进其生产、创新和消费的能力仍未充

分释放。通过对现状发展的分析，笔者认为主

要原因是由于缺乏寄托情怀的城市空间、社会

管理的沟通渠道不尽完善和难以实现自我认

知这几类主要原因。

4.1　场所缺失, 异域文化空间内涵不足

上海拥有多个国际社区，例如古北、碧云、

花木等，这些社区都是依照海外生活方式和建

筑风格进行整体规划、设计，也成功地聚集了

大量国际人士在此居住，周边学校、医院、商业

等配套一应俱全。

在文化生活方面，欧美人士崇尚酒吧文

化、户外生活和自由主义；日韩人士喜欢群居，

尊崇民族美食文化。由此，自发形成了一些族

裔集聚地，例如新天地和虹泉路等（图7，图

8）。这些街区的共同特征就是具有异域风情的

历史街区，可见国际人士也需要在城市中找寻

具有记忆共鸣的空间，在异地寄托思乡情怀。

虽然政府也曾主导为国际人士设计诸如老外

街等酒吧文化一条街，但是反响一般。

在其他全球城市中都有唐人街、小东京和

小意大利区等这种具有浓烈异域风情的海外

移民自建的社区、街道，都成为了当地城市的

地标。这些不仅是远离家乡的情怀寄托，同时

也是城市全球化的一个缩影，一方面能提高国

际居民对本地社会的适应能力，另一方面也能

在国际居民内部保留较为完整的母国文化，成

为提升城市包容性和城市魅力的有效途径。

4.2　平台缺位, 沟通交流存在障碍, 导致社

         会融合度较低

城市的包容性体现最为鲜明的应该是社

会融合度和对市民身份的自我认知。即国际人

士在与本地居民的社会交往与互动过程中，迁

移者逐步改变自己的身份特征，在与原住民的

双向交往过程中形成相互认可与接纳的状态，

能够彼此接受和尊重，形成和谐的社会关系，

找到共同归属感，最终消除身份差异。上海的

国际人士在社会融合上存在以下几个特点：

（1）外资企业与合资企业的组织化程度

较高，外籍管理人员与本地社会联系的内在需

求较低。

（2）由于语言障碍，外籍人士对本地媒体

利用程度较低，他们一般利用卫星天线设施直

接收看国外电视台的节目，同时依赖网络获得

信息。

（3）来华外籍人的母国往往具有高位文

化势能，在跨文化交流中处于主流地位[3]。

2014年下半年，上海师范大学关于外籍

人士的调查中也显示，4成国际居民与本地人

“不太交流”，7成受访者认为“很难和对方交

流”或“根本无法交流”。上海在多元文化交

流这一方面仍有很多空白，城市便民服务公众

号每日推送缺乏多语种信息，对于活动发布也

是在中文主流媒体进行推广，针对国际人士的

英文媒体多依赖全球连锁的timeout系列和立

足北京的全国性城市周刊“城市漫步”系列

（图9）等。上海应加强本地的国际声音，引导

国际人士系统地认识和融入这个城市。

4.3　缺乏公众参与途径, 国际呼声缺乏回应

城市规划和建设管理中一直强调以人为

本，探索各种公众参与的途径，但对于国际人

士却缺乏参与机制的引入。国际居民对当地发

展的贡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与地方部门

之间建立的关系，以及他们应对当地制度的能

力。通常情况下，在沪国际居民活动依赖自治

和个人的直接关系，与当地政府、相关机构很

少有互动。

上海的永康路酒吧街面临改造（图10，

图11），国际人士通过城市漫步英文公众号

（Thats Shanghai）纷纷发表自己对于改造的

不满②。认为改造手段过于激进和片面，是对特

色公众休闲空间的一种毁灭性行为。除此之外，

诸如南京西路韩国城改造、彭浦夜市取缔等行

为，国际人士都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但是他

们无法与当地政府部门进行有效的沟通。

国际居民作为城市市民的一部分，也和国

人一样会对城市空间充满感情，对城市空间的

改造有所想法。同时，由于国际居民对本地资产

利益具有较低的敏感度，在城市改造和发展的

过程中可以提供更加中肯的建议。本土热衷于

总结海外成功案例，对空间塑造进行相关借鉴。

但是，现在这些亲历者具有最真实、最详尽的经

验，却不能有效转换利用。城市本应是最佳的交

汇点，因为这里汇集了各类地方角色的声音、需

求和专业能力，但渠道的缺乏使得交汇受阻。

图4     国际居民留沪目的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图5    在沪国际居民来源
资料来源：2013—2015年上海统计年鉴。

图6    近年在沪各国国际居民变化
资料来源：2013—2015年上海统计年鉴。

② Yongkang lu shutdown – all is not lost by Virgina Werner。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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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上海国际包容性提升策略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市民成为促进发展的

主力军，一座城市对国际居民的开放程度会转

化成与外部世界加强合作紧密程度的能力，一

座城市吸引国际居民并使他们贡献于本地未

来发展的能力，是衡量城市未来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参照。

国际居民的多元文化背景，能够从历史、

文化、宗教、社会、经济和生活等多方面提升移

居城市在全球舞台上的重要性，同时也能提升

城市参与全球商业活动时的谈判地位。吸引并

留住城市必需的高技能人才、创新者、投资者

和学生，可以让城市获得促进国际居民融入的

红利。国际居民有助于城市管理转型发展，因

为他们的行为方式将潜移默化地影响城市规

划格局和城市建设方向。

众多全球城市在国际居民管理和沟通方

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也成为全球公认的包容性

城市。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城市，结合其发

展特征，分析其成功要素，对上海提升国际包

容性提出以下针对性建议。

5.1  丰富异域文化空间服务内容

承载异域文化最重要的是空间，空间不仅

仅停留在形式上，而更多应该强调内涵塑造，

尤其是服务内容的提供。美国纽约作为全世界

国际居民最多元、占比最多的城市之一，对于

城市多元文化的营造和国际居民的管理都有

着丰富的经验。

在纽约围绕桑树街（Mulberry street）的

小意大利区（Little Italy）（图12），不仅可以找

到地道的意大利美食，还可以在每年9月参加

意大利传统节日圣真纳罗节；曼哈顿南端的唐

人街时至今日已经扩大成为45条街道、面积超

过4 km2的区域，这里特有的中式建筑和文化

吸引了全球各地的游客，已成为纽约著名景点

之一。这里的国际社区不只是风貌上具有异域

特征，更多是已经将异域生活、文化融入街区

功能里，形成地道的国际街区。

上海也有许多具有异域风貌的历史街区，

在此处及周边可以考虑结合国际居民的生活、

文化习惯进行功能补充；社区管理者结合国际

居民的重要节日，对街区进行装饰、组织活动

等，使得这些街区成为不仅拥有异域外表，同

时聚集了异域文化、生活方式的城市空间，从

而形成综合的国际服务街区，从观赏功能上升

成为内涵空间。例如在历史风貌保护区内的国

际居民聚集区域可以考虑采用合作形式，邀请

国际居民共同对街区风貌和开敞空间进行提

升塑造等；古北黄金城道等公共开敞空间，可

以结合日韩重要民俗节庆，进行相关活动组织

和风貌装饰等。

5.2　开拓国际居民融入城市途径

在城市未来发展中国际居民将会成为市

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自上而下的宣传

渠道、国际居民反馈渠道的建设和基础设施共

享能够使得国际居民有效融入本土社会。

（1）建设多元文化媒体促进社会融合

纽约的报业市场，有许多移民创办的具有

多种文化背景的报刊杂志，其中主要有纽约周

报、自由问询报、纽约先驱晨报、纽约世界报、

犹太日递报和纽约时报等，后两家是纽约历史

上最出名的报纸。这不仅促进了民族文化交流

和科学技术发展，使纽约长期成为文化信息交

流中心和科学技术集合中心，也对于推动纽约

城市社会各民族之间融合有着直接的影响。

上海面对本土居民的官方信息发布平台

图8    虹泉路
资料来源：网络图片。 

图7    新天地
资料来源：网络图片。 

图9     城市漫步上海系列
资料来源：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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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已逐渐成熟，可以考虑提供相应的英文及

多语种版本，结合国际居民的生活习惯、风俗

文化和兴趣爱好等进行相关信息发布和活动

邀请，以为国际居民更加融入本土社会提供有

效途径。

（2）建议社会机构提供多种语言服务

纽约接近一半的外国出生居民英语水平

有限，这成为与政府部门交流的障碍。纽约市

长在2008年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每个与

市民直接沟通的政府机构，需要提供纽约人

常说的6种语言的服务（除了英语），即西班

牙语、汉语、俄语、韩语、意大利语和克里奥尔

语③。每当社区有服务需求时，政府便使用美

国社区报告来查找适合于这一社区的语言种

类。同时每个社区的公共图书馆也会使用这份

报告来判断需要订阅哪几种语言的图书，以及

   图11    现永康路
资料来源：网络图片。

图13    纽约市社区调查表格
资料来源：国际移民组织，世界移民报告2015。

图10    原永康路
资料来源：网络图片。 

图12    小意大利
资料来源：网络图片。

需要将它们摆放在哪间分馆等。

上海的国际居民素质普遍较高，对于类似

图书馆的基础设施和社区参与感的需求强烈，

可以考虑结合街道的国际居民特征，提供相应

的多语种服务及设施。

5.3　保障国际居民市民权力和权益

国际居民作为城市市民的一部分，应当享

有相应的权利并受到权益的保障，与本土市民

共同享有城市发展的丰硕果实，这样才能有效

地将国际居民融入本土城市，获得城市归属感。

（1）积极进行社区调查推动城市建设

每年的美国社区调查以家庭为样本，提供

了详细的社会和经济信息，不仅包括城市及其

行政区，还包含构成居民区的各街道。每年进

行的美国社区调查为不断发展变化的城市提

供了及时的描述。

美国社区调查提供了有关纽约310万移

民（占纽约总人数的37%）的丰富数据。纽约

的城市规划部门根据对问卷（图13）、数据的

分析，制作了《居民分布报告（2013系列）：

最新纽约客》以指导城市建设。这份报告使用

了美国社区调查的数据，对不同移民群体做了

深度分析：包括移民群体的年龄、性别、居住类

型、教育、劳动力、职业和收入特征，以及每类

移民群体在城市的社会、居民和经济分类中所

处的位置等。例如，报告发现移民中老年居民

占了很大的比重。尽管移民主要由年轻居民组

成，但随着早期移民逐渐变老，城市中移民老

龄化问题也逐渐凸显。其中老年居民来自拉

美、亚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移民居民比重有较快

增长。这一信息对于制定针对老年人的政策

③ 政府使用美国社区报告所提供的调查结果对语言类别进行确定和定期更新。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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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斯图加特文化论坛
资料来源：国际移民组织，世界移民报告2015。

和提供相关服务非常重要。

 本土城市人口普查应当包含国际居民在

内，把握本土国际居民的基本情况及人群特

征。并且结合调查结果进行分析，针对居民的

各种特征，给予相对应的政策和规划方案等，

与本土市民平等享用城市资源。

（2）官方成立相应机构给予权益保障

由于过去20年间外来居民的增长，尤其是

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低技能居民的增加（其

中大部分为日本人后裔），日本社会正面临着

前所未有的多样性挑战，社会融合等问题不断

涌现。在这种背景下，外国居民集聚地委员会

应运而生。

该委员会基于多元文化共生这一理念来

推动移民融合。委员会的第一份“滨松宣言”

（Hamamatsu Declaration）呼吁“建立一个

真正的共生社会，以尊重权利和履行义务为基

础，加深本国和外国居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互

相尊重彼此的文化和价值观”。此外，委员会还

向中央政府提议，在国家层面改革教育、社会

保障、外国人登记和劳工制度。目前，外国居民

集聚地委员会由26个城市会员组成，其中不乏

繁荣的制造业都市，包括拥有丰田汽车公司的

丰田市、铃木汽车公司的滨松市、斯巴鲁汽车

公司的大田市。

委员会制定了一套政策和方案来帮助会

员城市应对常见的移民问题，如语言障碍、移

民子女受教育困难、移民与当地居民之间的文

化误解等。具体的解决措施包括：由非营利机

构为外国居民提供社区日语课程；市立学校为

国际儿童开设特殊语言学习班；强化市政办公

室的咨询功能等。政府在内阁办公室设立了特

别部门以推动在居住登记制度上对移民的平

等待遇，以及为那些在2008年经济危机中遭受

冲击的外国人提供帮助。

上海可以考虑在国际居民聚集的社区街

道开设汉语教育机构，为国际居民提供免费的

汉语培训和中国文化学习等，并对留学生和一

般务工人员的求职进行引导和推荐等。

5.4　鼓励国际居民参与城市合作

根据2007年通过的《国家融合计划》和

2005年新版《移民法》，德国开始实行一项促

进移民和国际居民融合的政策。国家提供资源

支持开设促进融合的课程，为新移民融入劳动

力市场提供咨询，联邦州政府提供办学资金。

城市在《国家融合计划》是执行者，促进融合

主要是在城市层面完成的。各个城市拥有长期

融合越来越多元化居民的专业知识，能够有效

地根据社区问题制定出有效策略，来促进移民

和国际居民的社会参与。

斯图加特市是巴登符腾堡州的首府，位于

欧洲腹地，是一个文化和经济中心，有着来自

180多个国家的移民，占到城市总居民的40%。

移民们作为合作方或者城市雇员，积极地参与

融合计划。文化论坛（Forum of Cultures）（图

14）是斯图加特市所有移民组织的联合会，

大力支持跨文化的交流。该市通过向国内外联

系网络中的其他城市和民间机构分享问题、学

习经验等，建立起广泛适用的外来居民融合框

架。例如，该市协调组建了一个社区工作小组，

组员包括来自约30个城市的融合专员，以及联

邦移民和难民办公室、德国城市联合会、学术

机构和基金会的代表。

通过设立本土官方机构，为国际居民的民

生需求等给予适当帮助，收集国际居民的城市

发展建议反馈，增加居民与政府的双向沟通，

并有效地对各职能部门和公共机构实行监督。

在以国际居民活动为主导的街区建设过程中，

引入参与合作机制，学习国际经验，协商街区

发展方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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