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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下中缅边境地区 

跨境劳务合作的机遇与挑战 

——基于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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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宏职业学院,云南 芒市 678400; 

2.德宏职业学院国际交流合作中心,云南 芒市 678400) 

【摘 要】：“一带一路”建设扩展了中缅边境地区跨境劳务合作的空间,提升了跨境劳务合作的层次,同时带来

如下挑战:一是缅籍劳工质量无法满足劳务合作质量提升需求;二是可能会对当地的劳动力市场产生负面影响;三是

挤占当地的公共资源;四是影响当地治安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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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缅甸是连通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通道,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传统友好邻邦。地处我国西南边境的中

缅边界线长 2186 公里,其中西藏段 189 公里,云南段 1997 公里,有公路口岸 11 个,因历史原因和自然条件形成的若干边民通道,

这些口岸和通道使得两国间劳动力的跨境流动极为便利。中缅边境的人口流动是我国西南边境最为活跃的地区。 

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生产要素的有序自由流动、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市场的深度融合,其中,劳动力资源的流动和配置,

以及劳动力市场的融合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因此,随之而来,中缅边境地区劳动力的跨境合作成为理论界与实践工作中的前沿问

题。 

2 中缅边境跨境劳务合作的机遇 

缅甸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据 2014 年缅甸公布的人口普查结果,缅甸有总人口 5142 万人,27 岁以下人口占 50%;劳动人口约

为 3431 万,在全球排第 19 位。由于缅甸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使得劳动力的就业存在一定的压力,2014 年缅甸人口普查的结果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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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15岁到 65岁的劳动力的失业率为 4.1%。并且,由于经济发展滞后的因素,缅甸国内职工的基本工资很低,根据 2018年的一个

调查结果显示,缅甸国内职工的基本工资平均 1 个月约为 16 万缅币,约合人民币 800 元左右。与此同时,在德宏务工的缅籍劳工

月收入约为 1400元-2000元不等,高于在缅同行业务工收入的 2-3倍。由此可见,缅甸的人均收入水平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突出。

而中国正在步入老年化社会,劳动力红利开始枯竭。缅甸充沛的劳动力资源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劳动力短缺的状况。 

2.1“一带一路”建设拓展了中缅边境跨境劳务合作的空间 

地处中缅边境的德宏,与缅甸的边境线长 503.8公里,有 28个渡口、64条通道、9条公路通往缅甸;有 2个国家级口岸(其中

瑞丽是中缅最大的贸易陆路口岸),2个省级口岸,历史上是古丝绸之路的要冲。由于地缘的优势,德宏拥有中国对缅贸易的最大陆

路口岸。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和我国的沿边开放程度不断加深,进入到德宏务工的缅籍劳工人数也在逐年增加,如

表 1所示。2016年在德宏州办理暂住证的缅籍人员是 2009年 3倍多。并且,由于漫长的边境线和无数的山间小道,使得很多进入

德宏境内务工的缅籍人员无法统计。2016 年到德宏州办理临时居住证明的缅籍人员达到 36584 人,其中务工人员为 34489 人,占

总办证人数的 94.27%。 

表 1 2009年-2016年缅籍人员在德宏州办理暂住证情况表 

年度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新办暂住证人数(人) 12139 19278 25043 22817 26614 33292 33427 36584 

 

进入到德宏务工的缅籍劳工涉及缅甸的七省七邦,在 2014 年到 2016 年共有 82121 人办理了《境外边民入境务工证》,其中

若开邦最多,达 17245人,其次是克钦邦、曼德勒省和仰光省都在 1万以上。 

2.2“一带一路”建设提升了中缅边境跨境劳务合作的层次 

上世纪 90 年代,到德宏的缅籍人员以走亲访友和从事边境贸易活动为主。进入 21 世纪后,德宏快速发展的经济为缅籍人员

提供了广阔的就业空间和岗位。2016年这些务工人员多以青壮年为主,年龄在 16到时 35岁的占到了 77.84%;男性比例为 61.7%,

女性比例为 38.3%。 

表 2 2016年德宏州缅籍务工人员行业分布状况 

行业 木材加工 建筑工人 餐饮服务 种养植业 搬运工人 玉石加工 足疗按摩 黄草加工 洗车工人 

人数(人) 4111 3211 2447 2435 2166 1331 727 591 500 

比重(%) 11.92 9.31 7.10 7.06 6.28 3.86 2.11 1.71 1.45 

行业 食品加工 娱乐服务 修理工 清洁工 塑料加工 商人 美容美发 保姆 其它 

人数(人) 491 298 268 221 220 201 195 184 14892 

比重(%) 1.42 0.86 0.78 0.64 0.64 0.58 0.57 0.53 4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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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的统计计算结果,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中缅边境的劳务合作主要集中于加工制造业和服务业,农业占有少量比重。往

后,与缅甸的劳务合作很可能会向着文化、艺术等行业扩展。 

3 中缅边境地区跨境劳务合作面临的挑战 

但由于教育水平比较落后,2016 年的一份报道称,缅甸政府在 2005 年至 2014 年的教育经费投入仅占 GDP 的 0.8%,人均经费

仅为 9美元;成人识字率为 92.8%,接受中学教育和大专教育的比重分别为 48.3%和 13.5%,在东盟国家中是教育水平最落后的国家

之一。同样,进入到德宏务工的缅籍劳工文化程度也普遍偏低。3.5%的务工人员为文盲,小学文化程度的比例为 68.4%,初中文化

程度的比例为 25.4%。绝大多数人没有经过职业技能培训,科技知识欠缺,大部分只能从事完全依靠体力的简单劳动。 

3.1可能对当地劳动力市场产生负面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缅籍劳工进入德宏求职谋生,即使是从事同样的职业,缅籍劳工和本地劳工间的收入差距较大。在德宏缅籍劳工

的平均工资水平在 1400元到 2000元,而同样的工作,本地劳工的工资水平在 3000元左右。加之国内企业用工量大、劳动力成本

上升等原因,缅籍劳工这个潜在的劳动力资源对国内企业吸引力增强,这种现象很有可能拉低本地劳工的工资水平,甚至使本地

劳工的就业机会被挤占。 

3.2挤占公共资源,加重了公共服务的负担 

目前,德宏总人口 120余万人,而在德宏滞留的缅籍人员却高达 6万余人,其中有 4.3万人集中在瑞丽市。这些缅籍人员占全

州总人口 4.2%,瑞丽市缅籍人员占瑞丽总人口 22%的,不仅挤占了当地公共资源,而且加重了当地政府公共服务负担。以缅籍滞留

人员聚集区瑞丽市为例,在教育方面,瑞丽目前共有 1962名缅籍学生,占瑞丽市在校生总数的 17%。为确保这些缅籍学生与当地学

生一样同等享受我国“两免一补”政策,瑞丽市财政每年要多支出 240余万元。又如,在医疗卫生方面,瑞丽市医疗机构每年接纳

缅籍流动人员就诊 10万余人次,占全市年就诊人数的 10%。再如,在疫病防控方面,瑞丽市全年每年检测出 HIV携带者 400多人中

有 320余人为缅籍流动人员,占总数的 80%以上。 

3.3影响当地治安形势 

部分缅籍人员利用务工机会,参与盗窃、吸毒、贩毒、拐卖妇女儿童等违法犯罪,特别是缅籍“三非”人员参与抢夺、抢劫、

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暴力案件也呈现上升之势。近年来,缅籍人员在德宏作案约占全部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严重影响了德宏

的社会治安稳定,给侦查破案和抓捕带来了一定难度。此外,境外敌对势力、间谍情报机关利用边境地区多民族多宗教的特点,不

断改变策略进行窃密策反和渗透破坏活动,并且,由于入境缅籍人员名族宗教信仰复杂,特别是缅甸穆斯林人员身份、种族界定难

度较大,给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稳定增添了压力。 

4 结语 

“一带一路”倡议扩展了中缅边境地区跨境劳务合作的空间,提升了跨境劳务合作的层次,同时带来新的挑战。我国中缅边

境跨境劳务合作进处于起步阶段,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缅边境的跨境劳务合作必将不断深入发展,我们要充分挖

掘机遇,应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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