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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国拉美裔移民贫困问题探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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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战后经济以及城市化的高速发展，美国吸引了包括拉丁美洲在内的无数国

家和地区的移民。 截至 ２１ 世纪初，拉美裔移民已经成为美国战后第一大少数族裔。 拉美裔长

期以来的城市贫困问题也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除了若干主客观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制约

了他们在物质和精神生活方面的提高之外，美国独特的社会、经济结构也对拉美裔移民摆脱贫

困和向上流动起到了钳制作用。 本文从拉美裔移民的城市贫困现状入手，在理性认识美国独

特的社会、经济、教育、政治结构的同时，采用大量研究资料和相关数据，运用历史学、社会学和

经济学相关理论和方法对拉美裔移民贫困的内在成因做出解析。
关键词：美国；拉美裔移民；贫困

中图分类号：Ｄ７７１．２３８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０５９８（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７２⁃１３

　 　 ２００５ 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Ｓｅｃｒｅ⁃
ｔａｒｙ⁃Ｇｅｎｅｒａｌ Ｋｏｆｉ Ａｎｎａｎ）便提出在 ２０１５ 年之前要实

现全球 １０ 亿人的脱贫目标。 事实上，贫困问题正成

为影响人类进步事业的重大障碍。［１］ 联合国千年发

展目标（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聚合全球不

同组织及个人的力量来消除贫困，从而使生活在赤

贫条件下的人口数量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４７％下降到 ２００８
年的 ２４％，国际社会协作努力的效果彰显。 ［２］２０１２
年，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ＥＣＯＳＯＣ）部长级会议提出为实现千年发

展目标，各与会国将携手促进经济的发展以消除贫

困、促进就业以及提高生产率。［３］ 然而，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ＵＮＤＰ）认为单纯依靠经济的增长并不能完全消除

贫困。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开放性、包容性的经济

增长方式可以起到显著的作用。［４］

美国作为世界最发达经济体，拥有众多来自不

同种族地区以及信仰不同宗教的移民。 随着美国

２０ 世纪初进入城市化阶段以及 ２０ 世纪中叶迈入大

都市区化、郊区化时代，美国从此驶入了经济飞速

发展的快车道。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美国新增移民

数约 ３ ０００ 万。 仅新世纪前 １０ 年美国就新增移民

约 ９００ 万（见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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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０ 年美国移民总数 （单位：百万）
资料来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ｉｓ．ｏｒ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２０１２ ／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２０１２．ｐｄｆ

　 　 人口的增加确实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城市的发

展。 然而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是清教徒白人文化

（Ｗｈｉｔｅ Ａｎｇｌｏ⁃Ｓａｘｏｎ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白人在美国社会中

处于显著的优势地位，少数族裔经过多年的奋斗与

抗争，尽管取得了某些政治、经济和教育方面的权

利，但生活水准、政治权利以及分享教育资源方面

还不容乐观。 １９６５ 年，一位名叫赛扎·查韦斯

（Ｃｅｓａｒ Ｃｈａｖｅｚ）的农场工人在加州领导了一系列的

抗议示威运动，要求农场主提高美籍墨西哥劳工的

工资待遇，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５］ 此后，美国联邦

储备委员会（Ｔｈｅ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Ｆｅｄ）于 １９７４ 年通过《平等信贷机

会法》（Ｅｑｕ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Ａｃｔ）规定不得因种

族、肤色、性别等因素来限制个人信贷。［６］ 尽管美国

的少数族裔现在似乎生活得较为安逸，但总体上少

数族裔的生存和社会状况还不容乐观，尤其是拉美

裔的城市生存现状令人担忧。 美国大都市郊区化

掩盖了美国城市繁荣背后的少数族裔尤其是拉美

裔移民的贫困问题。［７］ 在当下的美国社会，如何解

决外来移民尤其是拉美裔移民的贫困问题成为了

美国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当代拉美裔移民贫困的现状
移民美国的运动始于 １９ 世纪中后期，一个世纪

以来全球各地怀揣美国梦的人们纷纷赴美淘金、就

业、学习和投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移民

法的解禁以及受战后美国经济高速、强劲发展等因

素的吸引，大量的拉美裔移民来到美国。 ２１ 世纪前

十年，美国依然是许多国家民众心中理想的移民目

的国。 据美国人口统计署 ２０１０ 年公布的数据显

示，目前在美移民总数已逾 ４ ０００ 万。［８］ 其中拉美

裔于 ２１ 世纪初超越非洲裔成为全美第一大少数

族裔（见表 １）。
从此表可以看出，拉美裔人口占美国人口总量

的 １６ ３％，其中绝大部分拉美裔移民是在 ２０ 世纪初

和战后随美国经济“高速列车”来到美国的。 在众

多拉美裔族群中，墨西哥裔移民人数居首。 根据美

国皮尤拉美研究中心（Ｐｅｗ Ｈｉｓｐａｎｉｃ Ｃｅｎｔｅｒ）的调查

结果显示，２００５ 年在美墨西哥人数占全部拉美裔总

量的 ６３．９％（见表 ２）。
拉美裔移民的涌来一方面给美国带来了大批

的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也引发了美国一系列的社

会问题如社会贫困、犯罪、种族冲突等。 拉美裔移

民受教育程度低，向上流动性差；拉美裔平均收入

低，家庭人口数量庞大，无力享有美国的医疗保障

体系。 在地缘因素的影响下，拉美裔移民更多地选

择居住在美国的纽约、西南部各州如加利福尼亚、
得克萨斯和佛罗里达，且大多从事美国社会中非常

低端的工作。 除了忍受雇主的歧视和工会的敌意

之外，拉美裔通常也成为最先被解雇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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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００ 年与 ２０１０ 年拉美裔占全美人口数比例及其变化情况

２０００

人口数
占总人口

比例 （％）

２０１０

人口数
占总人口

比例（％）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变化情况

人口数差额
百分比

差额（％）

总人口

白人

拉美裔

黑人

亚裔

２８１ ４２１ ９０６
１９４ ５５２ ７７４
３５ ３０５ ８１８
３４ ６５８ １９０
１０ ２４２ ９９８

１００
６９．１
１２．５
１２．３
３．６

３０８ ７４５ ５３８
１９６ ８１７ ５５２
５０ ４７７ ５９４
３８ ９２９ ３１９
１４ ６７４ ２５２

１００
６３．７
１６．３
１２．６
４．８

２７ ３２３ ６３２
２ ２６４ ７７８
１５ １７１

９．７
１．２
４３．０
１２．３
４３．３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ｅｎｓｕｓ．ｇｏｖ ／ ｐｒｏｄ ／ ｃｅｎ２０１０ ／ ｂｒｉｅｆｓ ／ ｃ２０１０ｂｒ⁃０２．ｐｄｆ

表 ２　 ２０００ 年与 ２００５ 年美国拉美裔社区人口预测数

２０００ 年社区统计数据
百分比

（％）
２００５ 年社区统计数据

百分比

（％）

拉美裔人口总数 ３５ ３０５ ８１８ １００．０ ４１ ９２６ ３０２ １００．０

墨西哥人 ２０ ６４０ ７１１ ５８．５ ２６ ７８４ ２６８ ６３．９

波多黎各人 ３ ４０６ １７８ ９．６ ３ ７９４ ７７６ ９．１

古巴人 １ ２４１ ６８５ ３．５ １ ４６２ ５９３ ３．５

多米尼加人 ７６４ ９４５ ２．２ １ １３５ ７５６ ２．７

中美洲人 １ ６８６ ９３７ ４．８ ３ １１４ ８７７ ７．４

哥斯达黎加人 ６８ ５８８ ０．２ １１１ ９７８ ０．３

危地马拉人 ３７２ ４８７ １．１ ７８０ １９１ １．９

洪都拉斯人 ２１７ ５６９ ０．６ ４６６ ８４３ １．１

尼加拉瓜人 １７７ ６８４ ０．５ ２７５ １２６ ０．７

巴拿马人 ９１ ７２３ ０．３ １４１ ２８６ ０．３

萨尔瓦多人 ６５５ １６５ １．９ １ ２４０ ０３１ ３．０

南美洲人 １ ３５３ ５６２ ３．８ ２ ２３７ ９６０ ５．３

阿根廷人 １００ ８６４ ０．３ １８９ ３０３ ０．５

玻利维亚人 ４２ ０６８ ０．１ ６８ ６４９ ０．２

智利人 ６８ ８４９ ０．２ １０５ １４１ ０．３

哥伦比亚人 ４７０ ６８４ １．３ ７２３ ５９６ １．７

厄瓜多尔人 ２６０ ５５９ ０．７ ４３２ ０６８ １．０

秘鲁人 ２３３ ９２６ ０．７ ４１５ ３５２ １．０

乌拉圭人 １８ ８０４ ０．１ ５１ ６４６ ０．１

委内瑞拉人 ９１ ５０７ ０．３ １６２ ７６２ ０．４

其他 ５７ ５３２ ０．２ ８９ ４４３ ０．２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ｅｗｈｉｓｐａｎｉｃ． ｏｒｇ ／ ２００６ ／ ０９ ／ １６ ／ ａ⁃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ｐｏｒｔｒａｉｔ⁃ｏｆ⁃ｈｉｓｐａｎｉｃｓ⁃ａｔ⁃ｍｉｄ⁃ｄｅｃａｄｅ ／ ２００６⁃ｍｉｄ⁃
ｄｅｃａｄｅ⁃ｐｏｒｔｒａｉｔ⁃０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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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裔大都住在都市内城区，随着郊区化的发展，
白人中产阶级以及黑人中富裕阶层都涌向郊区，留
在内城区衰败地带的拉美裔只能从事较为艰苦的

工作，某些工作属于地下非法行为如贩毒、娼妓、聚
众赌博以及偷盗等。 如何让拉美裔移民在美国较

好地生活，解决他们的贫困问题便成为摆在美国政

府面前的一道难题。 拉美裔移民的贫困主要体

现在：
首先，拉美裔移民的文化特质具有典型性。 拉

美裔文化普遍尊崇传统家庭结构，即男权社会、年
龄层序以及强烈的家庭观念。 在拉美人的意识中，
男性只承认父亲和上帝的权威，男子气概的作用在

于鼓励对家庭成员的保护和奉献、公正地使用权力

和尊重妻子及子女，同甘共苦与合作是维系家庭体

系的关键。［９］ 扩大型亲属关系居于主导地位，墨西

哥裔往往住在离亲戚或好友较近的地方，家庭成员

间有着频繁的联系。 在传统观念影响下，拉美裔大

都选择生育较多的孩子，平均家庭人口数 ３．８８ 个，
高于全国平均数 ３．２３（见表 ３）。

表 ３　 １９８０ 年不同种族和民族划分的

１５～４４ 岁妇女的小孩生育数　

民族群体

１ ０００ 名妇女所生小孩数

１５～２４ 岁

年龄组

２５～３４ 岁

年龄组

３５～４４ 岁

年龄组

拉美裔人 ４７５ １ ９２２ ３ ２０２

墨西哥裔人 ５２８ ２ １０５ ３ ６４６

波多黎各裔人 ５４８ １ ９８６ ３ ２０２

古巴裔人 １９２ １ １８９ ２ ０３３

其他拉美裔人 ３３７ １ ５６７ ２ ６４０

白人 ２６２ １ ３８３ ２ ５２３

黑人 ５４０ １ ８５８ ３ １８４

亚裔人 ２１１ １ ２１９ ２ ２５６

总人口 ３１７ １ ４７６ ２ ６３９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ｅｎｓｕｓ． ｇｏｖ ／ ｃｏｍｐｅｎｄｉａ ／ ｓｔａｔａｂ ／ ２０１２ ／

ｔａｂｌｅｓ ／ １２ｓ００８０．ｐｄｆ

笔者查阅了美国人口统计署发布的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美国各族裔家庭拥有孩子的数量。 除了美

国白人家庭在育儿率方面领先之外，拉美裔家庭中

孩子数量稳居次席。［１０］除了拉美裔家庭中孩童数量

较多之外，很多拉美裔女性婚育年龄偏小，生育率

偏高，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她们的经济向上流

动。 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向上流动性较差以及居

住隔离等因素的影响，拉美裔与其他族裔之间通婚

的现象并不常见。
其次，拉美裔不容乐观的教育现状有力地解释

了其贫困问题的根源。 ２０００ 年美国仅有 １５％的拉

美裔学生注册小学教育，而同时期美国白人孩子的

小学入学率达到 ８３％。 拉美裔学生高中毕业率仅

为 ６３％，远远低于非洲裔学生的 ８１％和白人学生的

９０％。［１１］ 除此之外，拉美裔学生还保持着较高的辍

学率。 根据美国教育统计中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的调查结果显示，拉美裔高中生

的辍学率高达 ５．８％，远远高于白人学生的 ２．４％以

及黑人学生的 ４．８％。 此外，近乎 ４２％的拉美裔高中

生无法按时取得高中文凭。 美国数理政策研究中

心（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的两位高级研究员

菲利普·格里森（Ｐｈｉｌｉｐ Ｍ． Ｇｌｅａｓｏｎ）和马克·迪纳

尔斯基（Ｍａｒｋ Ｄｙｎａｒｓｋｉ）曾撰文指出辍学结果是复合

因素导致的。 外部环境的影响、缺乏家人关爱、对
学校的消极心理以及缺乏自尊等因素共同稀释了

拉美裔学生学习的动力，导致辍学。［１２］

最后，拉美裔失业率高，他们大多从事流动性

和低薪的工作来维持自身基本的生活，通过就业来

解决贫困是最直接的途径。 美国劳工部劳动统计

署的报告显示，２０１０ 年美国有超过 ４ ６００ 万的民众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５３０ 万个家庭处于贫困之中。
与其他有关人口统计和种族生活情况的报告不同，
该报 告 将 调 查 的 目 标 聚 焦 在 城 市 “ 穷 忙 族 ”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ｏｏｒ）身上。 报告显示，在城市“穷忙族”
群体中，拉美裔以 １４．１％的比例高居榜首，远远高于

白人的 ６．５％和亚裔的 ４．８％。 而且，处于贫困中的

“穷忙族”数量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年之间一直呈上升趋

势。 此外，该报告还谈到教育对解决贫困问题十分

重要，没有高中文凭的从业者的“穷忙率”（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ｏｏｒ Ｒａｔｅ）远远高于接受过高中教育以及大学教育

的从业者的“穷忙率”（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ｏｏｒ Ｒａｔｅ）。 没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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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凭以及完成第一年高中教育的拉美裔在劳动

力市场的失业率分别高达 ２４．８％和 ２５．８％，而亚裔

在这两项指标上仅为 １３．１％和 １３．２％。［１３］

除了城市“穷忙族”凸显出的贫困问题之外，我
们也应关注拉美裔不同代际之间接受教育对其收

入的影响，从而更为全面地了解拉美裔种族不同年

龄层的收入和贫困状况。 皮尤拉美研究中心 ２０００
年就加利福尼亚地区劳动力市场上拉美裔的职业

和收入情况做了统计，见表 ４：

表 ４　 ２５～４４ 岁拉美裔职业和收入代际变化 （２０００ 年）

周收入

（中位数美元）
失业率

（％）
高中未完成率

（％）
完成大学或

更高教育（％）

所有拉美裔 （２５～４４ 岁） ４００ ９．３９ ４３．２４ ２９．１６

第一代 ３１０ １０．５５ ６０．６６ １６．３４

１．５ 代 ４００ ９．８４ ４１．６２ ３０．０４

第二代 ５５０ ７．１６ １５．７４ ５１．５４

第三代以上 ５７６ ７．３０ １７．２９ ４６．６１

黑人 ５２７ １１．９１ ６．５７ ６５．３４

白人 ６９２ ５．２６ ４．８２ ７２．０２

　 资料来源：Ｐｅｗ Ｈｉｓｐａｎｉｃ Ｃｅｎｔｅｒ，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１９９５ ａｎｄ ２０００， ｈｔｔｐ： ／ ／ ｐｅｗｈｉｓｐａｎｉｃ．
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ｓ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９．１ ｐｄｆ．

　 　 从该表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３ 代拉美裔移民

中任何一代拉美裔群体的周收入中位数都远低于

同代白人民众的周收入。 中学教育、大学教育在白

人中的普及也有力地说明了教育对收入和失业的

巨大影响。
２０１０ 年，密歇根大学福特公共政策研究院

（ Ｇｅｒａｌｄ Ｒ． Ｆｏｒｄ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对 １８ 岁以下孩子的贫困度做

了调查，该调查结论为：在美国，生活窘困的拉美裔

孩子数量高达 ６１１ 万。 ２０１０ 年美国人口统计署给

出的拉美裔官方贫困率为 ２６．７％，白人为 １０．０％，亚
裔为 １２．１％。［１４］这一差异化数据背后反映出拉美裔

自身与其他族裔之间巨大的贫困区位差异。 贫困

问题关系到拉美裔移民在美国的繁衍发展，经济地

位的改善、政治民主化进程等各方面。 因此，探究

拉美裔移民贫困现象背后所蕴藏的深层次原因便

显得尤为重要。

二、拉美裔移民贫困的原因
从美洲殖民地时期开始，美国便开启了由白

人、黑人以及少数印第安人组成的混合社会结构

体，白人长期占据社会阶层的最高阶。 历史上 ３ 次

重要的移民浪潮给美国带来了文化、移民和种族的

洗礼。 ２１ 世纪初，拉美裔超越黑人成为美国最大的

少数族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社会、政治

和经济结构［１５］。 拉美裔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表

现出越来越强的活跃性。 近年来，随着拉美裔人口

的过快增长，其参政意识也日益增强，进入美国国

会两院的拉美裔议员人数也获得了较快的提升。
目前，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拉美裔议员已达 ５０ 多名，
在保障拉美裔移民各方面利益上发挥着极其重要

的作用。［１６，１７］ 但总体来看，拉美裔移民的贫困率一

直是白人的两倍多，仅仅略优于黑人的社会贫困状

况。 拉美裔移民社会地位较低，所从事的工作比较

简单，收入微薄；他们受教育程度低，融入美国主流

文化意识不强；拉美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将依然

处于美国社会金字塔架构的底端。 因此，分析当代

拉美裔移民在美国社会的贫困成因将具有非常重

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美国社会的经济、社会结构极大地制约

了拉美裔改善自身经济状况的可能性。 除了 １９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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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中叶通过美墨战争划入的拉美裔之外，更多的拉

美裔移民是受到战后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牵引力

来到美国的。 长期以来，受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文化

以及美国国内反移民保守势力等因素的影响，美国

社会在接受外来移民方面表现出强烈的排外性。
除了冷战背景下对外来移民的吸收之外，历史上的

美国联邦政府以及州政府对移民均采取了某种程

度的限制措施。 历史上重要的移民法案如 １９２４ 年

《移民配额法案》、１９５２ 年 《移民与国籍法》 以及

１９９５ 年加州“１８７”法案等在很大程度上对移民进入

美国施加了严厉的限制。 美国本土的管理职位、高
端技术类职位以及中高等收入的职位空缺向来由

白人填补，拉美裔移民尤其是拉美裔非法移民则填

补了美国低端劳力的缺口。 明尼苏达大学的社会

学教授丹妮·布劳恩（Ｄｅｎｎｙ Ｂｒａｕｎ） １９９１ 年曾提

出：美国社会不平等的机会分配结构导致了贫困的

产生。［１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从工业、制造业向

服务业转型的新经济发展模式对美国的产业调整

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一大批城市拉美裔移民由于缺

乏新兴产业所需要的知识和相关技术而失业，成为

了社会的弃儿。 密歇根大学福特公共政策研究院

的谢尔登·丹齐泽（Ｓｈｅｌｄｏｎ Ｈ． Ｄａｎｚｉｇｅｒ）教授与彼

得·古茨乔克（Ｐｅｔｅｒ Ｇｏｔｔｓｃｈａｌｋ）教授 １９９５ 年分析

得出，制造业岗位被大机器所替代以及投资者将资

本转向海外以追求更高利润的方式加剧了工人的

失业。［１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人口出生率的快速攀升（Ｂａｂｙ Ｂｏｏｍ）、富裕阶层的

崛起以及郊区化的快速推进将美国的经济重心从

城市转向郊区，而生活在贫困人口聚居区的贫困家

庭不仅要应付自身的贫困状况，还要面对附近其他

成百上千家庭的社会孤立和经济掠夺。［２０］ 此外，偏
向郊区发展以及支持郊区产业建设的各级地方政

府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内城区的贫困问题。 拉美

裔大多居住在城市中心，产业破败、就业机会匮乏，
拉美裔无力前往郊区购物、就业以及购买住房。 而

郊区产业对移民技术能力的要求吞噬着他们最后

一丝的就业梦想。 依靠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

府的政策倾斜来解决贫困问题便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依靠政治精英来改善社区发展本身就是伪命

题，政治精英们是利益至上的群体，以单纯依靠税

收收益为导向的市场化管理模式似乎和城市的贫

民利益关系不大。［２１］ 因此，美国社会白人阶层对社

会、经济结构方面的控制权是造成拉美裔移民贫困

的首要动因。
其次，美国社会主流文化架构是造成拉美裔移

民贫困的又一因素。 ２００ 多年以来，包括拉美裔在

内的外来移民长期生活在白人文化的浪潮冲击之

下。 拉美裔或坚持自身传统和文化价值理念以谋

求自身发展，或选择积极融入美国主流文化，这种

非此即彼的文化选择模式一直以来困扰着拉美裔

移民的精神世界。 早在 １９ 世纪 ２０ 年代，时任美国

总统的詹姆斯·门罗就有关拉美地区的扩张抛出

了“门罗主义”（Ｍｏｎｒｏｅ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他提出“美洲是美

洲人的美洲”，其实质是“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公
然将拉美纳入到自己的势力范围。［２２］ 美国早期的外

交考虑便是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殖民拉美，因此，
美国的渗透造成了拉美地区经济长期以来的落后

状况。 当今，美国依然是白人主导下的美国，少数

族裔大都生活在美国社会的底层，艰难地挣扎在美国

主流文化的漩涡之中。 马赛克文化（Ｍｏｓａ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
一词曾用来有效地解释美国是由不同族裔镶嵌构成

的文化统一体。 然而，稍加推敲便发现白人与少数族

裔尤其是拉美裔在社会容纳度上并不合拍，拉美裔文

化受到白人主流文化的强烈冲击和抵制。
社会达尔文主义由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赫伯

特·斯宾塞（Ｈｅｒｂｅｒｔ Ｓｐｅｎｃｅｒ）于 １９ 世纪末提出并

引入美国。［２３］作为一位古典、自由派政治理论家，斯
宾塞的唯心主义哲学观倡导理性的自由、社会公益

以及强调本性和个体的责任。 他支持“平等自由定

律”（Ｌａｗ ｏｆ Ｅｑｕａｌ Ｆｒｅｅｄｏｍ），提出个人自我利益的

保障是最重要的道德原则，但同时认为利己主义和

利他主义必须相互协调。 然而，随着弗朗西斯·高

尔顿（Ｆｒａｎｃｉｓ Ｇａｌｔｏｎ）１８８３ 年在其著作《人类才能及

其发展的探究》（Ｉｎｑｕｉｒｉｅｓ ｉｎｔｏ Ｈｕｍａｎ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中 提 出 优 生 学 （ Ｅｕｇｅｎｉｃｓ ） 这 一 概

念，［２４］成为政治保守派及某些学者大张旗鼓地解释

种族优劣、才智高低以及地位尊卑的冠冕托词。 以

社会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理论为依据，２０ 世纪 ８０、
９０ 年代美国的三位学者将该理论用于处理美国棘

手的移民问题。 加州大学教育心理学家亚瑟·金

森（ Ａｒｔｈｕｒ Ｊｅｎｓｅｎ） 教授、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理查

德·赫恩斯坦（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ｅｒｒｎｓｔｅｉｎ）教授以及美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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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家协会政治学家查尔斯·穆莱（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ｕｒｒａｙ）
都撰文提出经济和社会因素造成的人种认知能力

的差异，他们在学校建立并推行智商测试体系来鉴

别不同种族在基因和环境适应性方面的差异。［２５］ 尽

管 ＩＱ 测试曾一度引起美国民众对拉美移民的悲悯，
但在美国经济衰退的 ２０ 世纪 ７０、８０ 年代该测试却

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拉美裔儿童在 ＩＱ 测试中

的成绩仅略高于非洲裔孩子，但其成绩却远远低于

欧裔和亚裔移民的孩子，［２６］ 这是不争的事实。 然

而，仅仅通过 ＩＱ 测试来量化种族优劣性未免过于牵

强。 三位学者通过智商测试引入生物决定论（Ｂｉ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ｍ）来界定种族差异性，让种族隔离

以及种族优劣论合理化实则给了美国保守派政客

强大的理论支持。 另一方面，三位学者的歧视性文

章也确实使美国政府考虑应该切实解决移民尤其

是拉美裔移民孩童的基础教育问题。 美国卫生与

公 共 服 务 部 （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１９９１ 年推出了“头脑先行”（Ｈｅａｄ Ｓｔａｒｔ）计
划来解决少数族裔孩童的智力发展问题，目前仅全

国性的研究大会就已经举办了 １１ 届。［２７］ 然而，对
“头脑先行”计划持消极态度的评论家们却认为孩

童有可能因为环境的变化而失去业已提升的智力，
这在某种程度上对拉美裔及其他少数族裔孩子的

成长环境提出了质疑。 由“头脑先行”计划衍生的

关注适龄少数族裔孩子读书的问题也遭到三位学

者的强烈声讨，他们认为：如果一个孩童天生 ＩＱ 过

低，成绩不好，为什么要在学前教育（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方面给予他们与 ＩＱ 高的孩子相同的对待呢？
他们支持将不同智力的孩子放在不同层级的学校

之中接受学前教育。 笔者认为，１９５４ 年布朗控诉托

皮卡教育委员会（Ｂｒｏｗｎ ＶＳ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
ｐｅｋａ）一案之后确立的裁决机制———“公立学校实

行种族隔离教育违宪”为契机，如果还存在用 ＩＱ 来

确定学生生物先进性和将学生分层的方式便是赤

裸裸的教育歧视，背后折射出美国白人社会对拉美

裔移民公然的种族和文化歧视。
拉美裔移民除了在迈阿密、旧金山、纽约、芝加

哥等少数城市取得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

外，绝大多数城市的拉美裔移民长期处于社会的底

层，这些城市的地方政府以及白人社会对拉美裔移

民普遍怀有排斥心理。 此外，由于拉美裔各来源国

民众之间以及某一国移民内部彼此之间经济、社会

制度及阶层的差异，文化共享以及融合进程较为缓

慢，这便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拉美裔在美国社会的

总体竞争力。 以迈阿密为例，早期抵美的古巴移民

多为古巴社会的中上层阶级；然而，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来美的墨西哥移民都属于贫民阶层和跨境非

法移民。 贫困的第一代及其生育的第二代墨西哥

移民长期生活在美国社会的底层，如何维持生存、
供养家庭是他们面对的最为棘手的问题，这便使他

们无暇顾及自身的政治、社会以及教育权益是否获

得保障。 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由于拉美裔移民阶

层的差异化导致了他们在美国相对落后的困局，因
此，历史上的美国西南部的拉美化进程一直比较缓

慢。 目前，纽约、休斯敦、洛杉矶、旧金山以及奥斯

汀等东部、西南部大都市都居住着大量的拉美裔移

民，他们面临的贫困问题、就业问题以及教育问题

让我们更多地认识到美国白人社会对改善拉美裔

社会经济地位做得远远不够。 笔者认为，社会达尔

文主义、ＩＱ 测试体系以及学前教育层级划分体制，
都属于白人对少数族裔自身发展架设的藩篱，事实

上所有的问题都应归咎于文化的本质。
最后，教育问题也成为导致拉美裔移民贫困的

又一重要因素。 １８ 世纪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亚

当·斯密（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在《国富论》一书中首次引

入“人力资本”这一概念。 经过 ２００ 多年的理论完

善，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加里·贝克尔（Ｇａｒｙ
Ｓ． 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９４ 年在其力作《人力资源：有关教育的

理论和实证分析》一书中系统化解释了人力资本形

成的理论，并分析教育的投资回报率。 贝克尔认为

人力资本和实际资本并无本质上的差异，前者指的

是劳工的技术与能力，后者指的是机器、厂房、设备

等有形资产，两者皆可获得投资进而提高产能。 前

者可通过学校教育、在职培训等方式来获取专业知

识和提高生产力，后者可以通过扩资以及添购的方

式提高产能。［２８］而以此联系到拉美裔移民的贫困除

了受美国社会结构性影响之外，自身的受教育程度

也是影响其发展最为直接的动因。 美国拉美裔全

国委员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Ｌａ Ｒａｚａ） （ＮＣＬＲ）的

两位政策专家阿德里亚娜 · 考勒 （ Ａｄｒｉａｎａ Ｄ．
Ｋｏｈｌｅｒ）和梅里萨·拉扎琳（Ｍｅｌｉｓｓａ Ｌａｚａｒíｎ）于 ２００７
年撰文对拉美裔在美国的基础教育做了深入的分

析，如图 ２：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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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少数族裔入学率： 幼儿园至十二年级不同地区公立学校不同族裔入学率分布情况（１９７２—２００４ 年）
１ 包括亚太地区岛民

＃ 数字近于零

资料来源：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Ｒａｃｉａｌ ／ Ｅｔｈｎ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ｄｉ⁃
ｃａｔｏｒ ５．”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６．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６， ｐ． ３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ｃｌｒ．ｏｒｇ ／ ｉｍａｇｅｓ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ｆｉｌｅ＿ＳＢ８＿ＨｉｓｐＥｄ＿ｆｎｌ．ｐｄｆ

　 　 该图清晰地反映出美国白人在基础教育方面

遥遥领先于其他少数民族。 ２００３ 年，萨利塔·布朗

（Ｓａｒｉｔａ Ｅ． Ｂｒｏｗｎ）等三位教育专家对拉美裔移民在

美国的高等教育状况做了调查，他们发现 ２０００ 年美

国拉美裔移民的大学入学率仅为 １０％，远远低于美

国 ２５％的平均入学比例。［２９］托马斯·仙农（ Ｔｈｏｍａｓ

Ｒ． Ｓｈａｎｎｏｎ）教授认为，一个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以

及联系对自身就业非常关键，这是他们脱贫的重要

机会。 高等教育的缺失令他们长期徘徊在美国社

会的贫困边缘地带。 笔者对 １９８９—１９９０ 年度墨西

哥移民与美国民众之间受教育情况做了个对比，通
过比较笔者梳理出拉美裔民众的教育现状，如图 ３：

图 ３　 墨西哥移民受教育情况（１９８９—１９９０ 年）
资料来源： Ｒｏｄｏｌｆｏ Ｏ． Ｄｅ ｌａ Ｇａｒｚａ， Ａｎｇｅｌｏ Ｆａｌｃｏｎ， Ｐ． Ｃｈｒｉｓ Ｇａｒｃｉａ ’ ｓ “Ｍｅｘｉｃａ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Ｍｅｘｉｃ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Ｂａｒｒｙ Ｅｄｍｏｎｓｔｏｎ ａｎｄ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Ｓ． Ｐａｓｓｅｌｌ’ｓ （ｅｄｓ）；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ｔｈ⁃
ｎｉｃｉｔ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 Ｎｅｗｅｓｔ Ａｒｒｉｖａｌ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４）； ａｎｄ “Ｃｅｎｓｕｓ ｏｆ Ｐｏｐｕ⁃
ｌ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ｏｆ Ｈｉｓｐａｎｉｃ Ｏｒｉｇ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Ｕ．Ｓ． Ｃｅｎｓｕｓ Ｂｕｒｅａｕ， １９９０

　 　 从图 ３ 中可以看到，在第一代墨西哥移民中高

达 ６９．９％的人无法高中毕业；到了 ２０ 世纪末第四代

墨西哥移民中依然有 ４１．０％的孩子无法高中毕业。

更让人错愕的是，从第一代移民到第四代移民，墨
西哥裔高中毕业生中放弃大学教育的人数逐年增

加，第四代甚至高达 ９６％，几乎都不上大学。 事实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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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在 ２０００ 年，美国只有不到 ５０％的拉美裔读到中

学毕业。［３０］

教育的缺乏导致了拉美裔在美国无法找到较

为体面的工作，拉美裔移民从事管理职位的人数更

是相形见绌（见图 ４）。
从该图中可以看到拉美裔移民在从事专业类、

管理类岗位方面的人数远远落后于其他族裔。 这

其中，墨西哥裔移民从事管理类职位的人数比例仅

为 ６．３％。 这一比例远远低于从事同类别工作的欧洲

人、亚洲人以及加拿大人，甚至与美国土著居民都相

距甚远。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教育对于拉美裔移民的

生活、个人发展以及向上流动非常重要，提高拉美裔

移民的总体受教育程度已经成为解决拉美裔移民贫

困问题，使之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最重要举措。

图 ４　 ２０００ 年受雇人员担任管理 ／专业类职位人数占美国白人担任管理 ／专业类职位人数百分比

资料来源： Ａ． Ｄｉａｎｎｅ Ｓｃｈｍｉｄｌｅｙ， Ｕ．Ｓ． Ｃｅｎｓｕｓ Ｂｕｒｅａｕ，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Ｂｏｒ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２０００， Ｕ．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２００１

　 　 三、解决拉美裔贫困问题的几点建议
移民造就了美利坚灿烂的多元文化。 过去、现

在以及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移民都将对美国社

会产生巨大而持久的影响。 在美国社会繁荣的背

后，贫困正吞噬着人们的理想、信念和对未来生活

的向往。 美国人口统计署 ２０１２ 年的“年度社会经

济副刊” （Ａｎｎｕ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１１ 年美国官方贫困率为 １５％，即
有 ４ ６２０ 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３１］ 美国农业部经济

研究中心 ２０１０ 年报告显示，由于家庭收入的减少以

及食物资源的短缺，１４．５％的美国人生活在“不安全

饮食 ” 环 境 之 中。［３２］ 美 国 科 学 院 医 学 研 究 会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０ 年的报告显示，目前全美 １６．３％的人口未享受

医疗保障体系，涉及人数近 ５００ 万。 超过４ ０００万人

无法承担多种医疗保障的费用。［３３］ 综上所述，生活

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归根结底都是贫困问题

的不同表象，贫困的程度直接影响拉美裔在美国的

生活、教育和医疗资源的获取。 如何从根本上缓解

拉美裔移民的城市贫困问题，使其在美国安居乐

业，笔者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拉美裔移民要主动接受并融入美国主流

文化，同时打造自身文化软实力。 第一次提出“大
熔炉”（Ｔｈｅ Ｍｅｌｔｉｎｇ Ｐｏｔ）这一流行词语的法国人赫

克托·圣约翰·德克雷夫科尔 （ Ｈｅｃｔｏｒ Ｓｔ． Ｊｏｈｎ
Ｃｒｅｖｅｃｏｅｕｒ）在其著作《美国农人书简》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ａｒｍｅｒ）中讲到：美国人是一个新人，他
或许是欧洲人、或者欧洲人的后裔；他混合多种血

统，他的家庭构成丰富而多元。 他抛弃了旧偏见，
接受新的生活模式，因此不同国家、地区的人都融

合成一个新的种族。［３４，３５］美国盎格鲁·撒克逊清教

徒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勤奋工作、道德约束、重视教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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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强调民主等优秀价值观长期以来激励着“山巅

之城”的民众勇于创新，开拓进取以及广纳良才，创
造了 ２０ 世纪以来在教育、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巨

大全球性影响力。 拉美裔移民应主动汲取白人主

流文化中的优秀传统及价值观并为自身所用。
此外，拉美裔也应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特性来使

美国主流文化对其重新审视。 美国从赫克托·圣

约翰·德克雷夫科尔提出的文化熔炉模式（１７８２）
到加 拿 大 人 约 翰 · 穆 雷 · 吉 本 （ Ｊｏｈｎ Ｍｕｒｒａｙ
Ｇｉｂｂｏｎ） （１９３８）提出的文化马赛克模式，［３６］ 再到当

下的“文化色拉盘”理论（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ａｌａｄ Ｂｏｗｌ），［３７］

都在一直强调并彰显美国社会的文化和种族的多

元性。 作为美国最大的少数族裔群体，拉美裔文化

长期以来并未获得显著的发展，也未获得主流文化

的认可和关注。 被殖民时期的拉美地区无法形成

自己独立的经济、外贸以及政治决策权，在经济大

萧条的背景下，各国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来维护本

国和本地区市场的稳定，然而，拉美地区却只能沦

为美国等大国倾销的对象。［３８］历史上拉美地区的落

后是国内文化、国际政治共同导致的结果。
拉美裔移民普遍家庭观念较强、集体主义（Ｃｏｌ⁃

ｌｅｃｔｉｖｉｓｍ）价值观强，关系融洽；拉美文化重视权威、
无论是家庭成员、老师、政府官员或是年长的人，拉
美人都非常尊敬他们，正是基于“尊上”这一文化理

念，拉美裔人不太会直接表达自己的不满，也不容

易与层级比自己高的人产生冲突。 拉美人生性热

情奔放、他们的舞蹈、音乐在美国艺术界享有盛誉，
为美国的艺术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拉美

裔社区普遍信奉天主教，教派分支较少，这在很大

程度上强化了整个拉美裔社区的文化认同。
在如何融入美国主流文化方面，阿根廷布宜诺

斯艾利斯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ｄａｄ ｄｅ Ｂｕｅｎｏｓ Ａｉｒｅｓ （ＵＢＡ））
的法 学 教 授 马 里 亚 诺 · 格 龙 多 纳 （ Ｍａｒｉａｎｏ
Ｇｒｏｎｄｏｎａ）引用劳伦斯·哈里森（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Ｅ． Ｈａｒｒｉ⁃
ｓｏｎ）教授在《欠发展是一种国家观念》 （Ｕｎｄｅｒ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 ａ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ｍｉ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Ｃａｓｅ）
（１９８５）一书中提出的“文化拓扑学” （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ｏｐｏｌｏｇｙ）现象解析了文化因素导致两种价值观方

面的激烈对抗。 格龙多纳教授认为文化价值体系

的孰优孰劣并不重要，“支持经济发展理念”或“抵
制经济发展理念”中任一价值体系都无法达到理想

的结果。 他倾向于建立“积极价值体系”发展理念，
并抓住机会改善地区经济状况。［３９］ 因此，文化因素

是地区、国家发展的重要心理动因，在内因和外因

共同推动之下，拉美的经济在未来将会呈现出一片

欣欣向荣的景象。 这必将促进美国拉美裔移民强

烈的文化认同，他们将精诚团结起来发展社区经济

以解决拉美裔移民在美国的整体贫困问题。
其次，拉美裔的贫困问题也可从教育层面入

手。 教育直接影响就业，教育程度的高低在某种程

度上能决定收入的多寡。 拉美裔移民在小学教育、
中学教育以及大学教育三个方面全面落后于美国

白人和亚裔群体。 美国教育的本质是竞争性教育

模式。 开拓学生思维创新、培养独立人格以及提升

学生自律、专注等品质是美国教育的典型特点。 由

于美国各州、市、地区之间，在财富、投资、税收等方

面的巨大差别以及不同地区教育主管部门责任度

等因素，造成了不同地区之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
以及办学经费资助比例差异巨大的问题。［４０］ 另一方

面，由于社会经济差异因素诱发的文化歧视现象广

泛存在于美国的各级教育结构中，家庭背景、社会

关系决定未来孩子的成才愿景、学生学习能力分级

体系（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ｏｒ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ｒｏｕｐｉｎｇ）、教师对学生的

企盼度等因素综合在一起限制和消减了学生的自

我激励。
最后，美国政府应采取积极灵活的就业政策，

同时帮助拉美裔更快、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来解决

其贫 困 问 题。 美 国 中 心 联 盟 计 划 （ Ｈｅａｒｔｌａｎｄ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的政策总监艾米·瑞奈尔（Ａｍｙ
Ｒｙｎｅｌｌ）２００８ 年曾撰文称：过去的 ２５ 年，美国的经济

增长模式已经从制造业逐渐转向服务业，将福利以

及医疗改革从联邦模式渐渐过渡到社区模式、现行

的移民模式以及居高不下的监狱羁押率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了美国经济的长远发展。 宏观经济的表

现常常对解决贫困起到决定性的作用。［４０］ ２００８ 年

以来的美国次贷危机拖累了美国经济，造成了大量

的劳动力失业，其中拉美裔失业率高居各族裔

之首。［４１］

解决就业问题首先要依靠民众的自觉，同时也

应当借助政府积极灵活的就业政策。 美国得克萨

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法学教授比尔·拜代尔 （ Ｂｉｌｌ
Ｂｅａｒｄａｌｌ）２０１０ 年在劳动和就业法年会上对劳动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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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就业权利、禁止非法劳工等现象从 ６ 个方面提出

了较为可行的建议，拜代尔教授认为庞大的移民就

业群体（包括非法移民）的利益应该获得保障。［４２］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签 署 的 １３ １７１ 号 行 政 令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Ｏｒｄｅｒ）就拉美裔在美国的就业做出了非

常明晰的规定。［４３］ 该政策规定：美国三口之家的贫

困线支出最低为 １８ ５３０ 美元，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

部联合州、地方政府将福利支出大幅提高，从 ４４ ５００
美元提高到 ５９ ２３３ 美元。［４４］

此外，拉美裔也应积极地向亚洲移民尤其是华

裔移民学习。 美国华裔移民从事管理等白领工作

的比例远高于全美平均水平，华人家庭年收入中位

数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
美国媒体便使用“模范少数族裔”来形容亚裔移民，
其中华人、日本裔和韩国裔是亚洲移民的代表。［４５］

亚洲文化尊重教育、有强烈的家族观念、同时兼有

诚实友善的道德素养以及勤奋刻苦的工作理念，这
些优秀的品质推动亚洲移民能更好地融入美国主

流社会，拉美裔移民应从中借鉴其文化精华并为己

所用。 拉美裔美国人联盟（Ｌｅａｇｕｅ ｏｆ Ｕｎｉｔｅｄ Ｌａｔｉｎ 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ＬＵＬＡＣ）在推动拉美裔移民在美

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该组织致力于改善拉美裔移民的经济条件、提高其

教育水平和政治影响力，同时提倡与政府高层开展

对话以提升拉美裔移民实现自身价值的信心。［４６］ 文

化因素对一个民族的发展固然重要，但笔者认为，
教育的匮乏以及财富基数小等因素使怀有自我创

业渴望的拉美裔移民裹足不前。 在美国，“低门槛

产业”（Ｌｏｗ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或许会吸引大批拉美裔

移民对其趋之若鹜，［４７］如果想创造如微软、甲骨文、
谷歌、雅虎、沃尔玛等高科技和服务业方面的商业

巨擘，拉美裔实则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四、结语
贫困问题历来是人类社会最为关注的主题。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更是致力于减少全球范围的

贫困现象。 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经济体的美国，长期

以来凭借民主、自由、平等的名片吸引了大量的拉

美裔移民来到美国。 美国白人民众大都享有充分

的教育、政治和医疗资源，而拉美裔移民大都过着

窘迫的生活。 拉美裔移民的贫困除了自身文化和

历史因素之外，美国白人主流社会独特的政治、经
济结构也束缚了他们改善自身贫困的愿景。 提升

拉美裔移民的文化认同以发展民族经济并积极融

入美国主流文化来消除贫困需要长期艰苦卓绝的

奋斗。 对拉美移民来说，通过教育来改变贫困面貌

会是一条最为直接的康庄大道；美国联邦政府和地

方政府的政策导向则从制度层面确保拉美裔移民

的就业和劳动权益；通过学习亚裔移民文化中的优

秀品质并提升自身素养将有助于拉美裔移民最终

解决贫困问题。 此外，加强英语学习、与其他优秀

族裔移民的通婚以及自身创业素质的提升也会帮

助拉美裔移民更好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同时更快

地实现消除贫困的目标。
（衷心感谢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王旭教授

对该论文提出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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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ＨＩ Ｊｉａ⁃ｌ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４０００６５，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ｏｒｃｅｆｕ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ｓｔ⁃ＷＷＩＩ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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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ｅｎｄｏｗ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ｇｒｏｕｐ．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ｕｒｂａ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ｏｆ Ｈｉｓｐａｎｉｃｓ ｉ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ｏｔｌｉｇｈｔ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ｓｏｍ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ｓｏ⁃
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ｌａｍｐｓ ｄｏｗｎ ｏｎ ｔｈｅ ｕｐｗａｒｄ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ｉｓｐａｎｉｃ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ｓｉｓ ｓｔａｒｔｓ ｆｒｏｍ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Ｈｉｓｐａｎｉｃ ｕｒｂａ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Ｕ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ｎｕｍｅｒｏｕｓ 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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