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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底，多数东南亚国家

的新冠疫情已得到较好控制，各国

政府开始将主要精力转向继续管控

疫情和刺激经济重启的双重目标。

但是，由于近半年来各国根据防控

疫情需要采取包括加强边境管理、

实施大规模社交隔离等措施，以及

疫情导致的经济停滞、就业率下降

等问题，东南亚庞大的外籍劳工群

体遭遇一系列困难，增加了地区内

的不稳定因素。一些中国海外务工

人员也遭受了不公平待遇。在东南

亚，外籍劳工移民群体数量庞大，

涉及祖籍国和东道国的管理和稳

定，是个跨国性问题，因此需要中

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同应对。

新冠疫情威胁外籍劳工人身安全

外籍劳工是指以就业为目的而

发生的国与国之间的人员流动。随

着东盟一体化建设的推进，东南亚

区域内部的跨境人口流动频繁，外

籍劳工占据了本地区跨境人口流动

的主体。新加坡、文莱是主要的外

籍劳工输入国，菲律宾、印度尼西

亚、老挝、柬埔寨和缅甸则是输出

国，马来西亚、泰国既是输出国也

是输入国。外籍劳工给东盟各国的

经济发展带来活力，但也长期面临

自身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问题。

新冠疫情暴发后，外籍劳工成

为东南亚防疫抗疫中的盲点，他们

大多居住在拥挤的集体宿舍、廉价

则超过了40000例。

东南亚地区还存在大量非法

劳工，他们大多以偷渡方式入境，

没有合法居留证件，无法也不愿被

东道国政府追踪和管控。疫情暴发

后，由于信息缺失，他们无法被及

时纳入东道国管理范畴，一旦感染

病毒也无法得到医疗救助，很多非

法外籍劳工还刻意逃避检查和治

疗。据有关方面统计，在马来西亚

的非法外籍劳工估计有数百万之

众，远远超过登记在册的合法人

数。按照泰国发展研究院预估，有

超过两万名泰国非法劳工在马来西

亚打工。对泰国政府来说，一旦他

们在马失业，将可能通过泰国三个

南部边境省份返泰，而这些省份的

医疗资源有限，难以应对。对马来

公寓或其他简陋设施中，卫生条件

恶劣，无法保持必要的社交距离。

各国政府对本地居民和外籍劳工多

采取有差别的防疫政策，大量外籍

劳工因无法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而

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助。在新加

坡，由于早期重视不足，外籍劳工

聚集性感染成为该国第二波疫情的

引爆点。事实上，早在2020年2月新

加坡外籍劳工群体当中就已发生小

规模集体感染，3月当地劳工组织就

警告宿舍区可能发生大规模传染，

但直到4月初集体感染暴发后，新加

坡政府才开始采取大规模隔离、清

洁、撤离措施并设立驻点医疗站。

新加坡卫生部统计，截至7月中旬，

新加坡输入性感染600多例，社区感

染2000多例，集体宿舍聚集性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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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凸显东南亚外籍劳工多重困境

图
片
来
源/CN

Sphoto

2020年4月20日，多名网约

摩托司机在印尼首都雅加达

街头等待接单，新冠疫情给

他们的生计造成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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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政府来说，情况则更为复杂。

5月1日，为阻止疫情扩散，马警方

展开行动，逮捕了数百名非法外籍

劳工。然而，面对数百万的非法外

籍劳工，这种突然行动效果十分有

限。联合国难民署驻马办事处警告

说，大规模逮捕行动会加大疫情感

染及传播风险。

外籍劳工在东道国多数从事服

务业工作，也有部分在工厂企业和

农村务工，是最易遭受疫情冲击的

人群。为了防疫抗疫，东南亚各国

政府从3月份就开始采取严厉的出入

境管理措施，特别针对包括外籍劳

工在内的外国人群体，这就致使很

多外籍劳工面临丢掉工作、滞留东

道国的困境，既无法回国享受本国

医疗待遇也无法在东道国得到医疗

救助保障。在这种情境下，各种非

法偷越边境的“攻略”开始在网上

流传，这不仅加大了各国防控疫情

的难度，外籍劳工自身也极易因躲

避检查而发生意外。

对病毒的恐惧和对失业的担心

与既有排华情绪相互交织，还引发

了印尼部分省份对中国劳工的过激

行为。据报道，从今年3月起，印尼

东南苏拉威西省民众持续举行反对

和抗议中国劳工人员抵达的活动。

这些中国劳工人员受雇于在印尼经

营的中国企业，抵印尼时严格按照

该国政府的卫生防疫规定，持有合

法的工作许可证和健康证书。按照

印尼政府向当地民众的解释，中国

劳工已获得中央政府的许可，他们

都是专业技术人员，他们能够向当地

工人传授技术，帮助减少失业和贫

困。尽管如此，东南苏拉威西省的

学生组织、劳工协会和村民群众仍

认为政府如果在疫情期间批准外国

劳工到来，将会抢占当地工人的就

业机会，因而不断游行示威，甚至

袭击当地政府机构和保护中国劳工

的印尼警察，要求驱逐中国劳工。

妥善处理外籍劳工问题需要各国

加强合作

新冠疫情是面“多棱镜”，

也是“发酵剂”，不仅暴露和折射

出一些长期存在的的复杂性社会问

题，还可能激化这些沉疴痼疾。就

外籍劳工而言，需要各国加强信息

共享，采取多种措施，有效开展区

域治理。

东盟长期关注跨国劳工问题

并且建立了各种管理机制，但是在

此次疫情中各种机制的作用反应

较慢，政策措施成效有待进一步观

察。5月14日，东盟就应对新冠疫情

对劳动者和就业机会产生的影响召

开劳务部长会议并发表《关于应对

新冠疫情对劳动者和就业机会产生

影响的联合声明》，表示将进行合

作，为所有劳工，特别是低收入、

从事非正规行业或高风险行业的劳

工及时提供生计和健康保障；确保

被解雇的劳工得到雇主补偿或获得

社会福利；为东盟区域内的外籍劳

工提供适当援助；在东盟成员国之

间分享有关援助劳工、雇主的措施

和提高抵御能力的经验教训。

据此，东盟各国已陆续开始采

取实际措施，向外籍劳工提供必要

的生活和医疗保障，延期签证，并

向已感染的外籍劳工提供治疗。新

加坡政府每天会给被隔离的外籍劳

工免费提供三餐，向接受隔离的外

籍劳工分发口罩、温度计、消毒洗

手液以及食品等。新加坡人力部还与

雇主合作，确保被隔离的外籍劳工在

隔离期间享有带薪住院假，等等。

中国外交部已与东盟各国陆续

开通或加快协商启动便利必要人员

往来的“快捷通道”，探讨开通重

要物资运输的“绿色通道”。出于

推进重大合作项目需要，中方承包

企业与人员主动与印尼各级政府协

商，严格按照当地政府规定办理各

种手续，最大限度避免与当地民众

发生冲突。面对疫情将长期存在的

趋势，管理外籍劳工问题也将是中

国与东盟关系当中的一项长期性的

工作。从联合防疫抗疫，到共同治

理因“疫”而生的各类社会民生问

题，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此过程中

不断磨合，加强合作，增进互信，

就此而言，疫情既是一场考验，也

提供了合作机遇。

（张洁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

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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