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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泰国边境地区对缅籍劳工 

疫情防控的对比研究 

苏妍 苏晓斌
1
 

(云南民族大学，云南 昆明 650000) 

【摘 要】：中国与泰国边境地区缅籍劳工数量多、流动性强，是疫情防控工作的重难点。本文以中国与泰国边

境地区对缅籍劳工疫情防控情况为主要依据，对比分析两地区不同的疫情防控方法，从而提出对中国和泰国边境地

区应该建立完备的外籍劳工身份界定系统、加强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以客观科学的态度应对疫情、利用多种媒介进

行舆情控制来推进边境地区疫情防控工作。对中国与泰国边境地区疫情防控工作意义重大，对其他边境地区的疫情

防控工作提高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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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综述 

1.1中缅中泰边境缅籍劳工移民 

中国境内的缅籍劳工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德宏州，泰国境内的缅籍劳工主要分布在龙仔厝府。中国与泰国存在大量的缅籍劳

工，从地缘、经济、社会等方面分析其缘由，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从地缘上分析，缅甸位于亚洲东南部、中南半岛西部，其北部

和东北部同中国西藏和云南接界，东部与老挝和泰国毗邻。在中缅和中泰漫长的边境线上，地形地貌复杂，口岸、通道众多。缅

籍劳工进入中国和泰国务工的成本极低，造成中缅和缅泰边境线上缅籍劳工的频繁流动。从经济上分析，缅甸经济以农业为主，

工业基础薄弱，经济的巨大悬殊使大量缅籍劳工瞄准泰国和中国的劳务市场。从社会形势上分析，缅甸境内尤其是缅北地区，常

年由大量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割据，时常爆发冲突和战争，导致社会动荡，民众难以找到稳定的工作，生计难以得到保障。而中国

和泰国境内拥有良好的社会治安和工作环境，吸引了大量的缅籍劳工到中国和泰国境内务工。 

1.2缅籍劳工疫情防控背景 

2020 年新冠疫情是一起全球性大规模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于边境地区来说，由于外籍劳工往来频繁，因此外籍劳工成

为疫情防控工作的重点和难点。缅甸医疗卫生条件落后，新冠疫情严重，跨境工作的缅籍劳工成为疫情防疫工作中的不稳定因

素。 

2 中缅边境疫情防控现状分析 

                                                        
1作者简介：苏妍(1991-),女，彝族，云南丽江人，云南民族大学应用技术学院在读博士，研究方向：湄公河区域战略发展。 



 

 2 

2.1“一站式”服务为主，多种管理模式辅助的管理系统 

中缅边境地区外籍劳工主要聚集在云南省边境，以云南省瑞丽市为例，据相关部门统计数据，2017 年瑞丽市辖区共居留缅

籍人员 43000多人，占瑞丽城镇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已办理云南省边境地区境外边民临时居留证的缅籍人员达 25000人。

为了更好地实现对缅籍劳工的管理服务工作，2013 年瑞丽市整合了疫情检验检疫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安局和相关职

能部门成立了外籍人员服务管理中心，实现了对外籍人员的一站式服务和一表式审批，进一步提高了服务效率。此外，中缅边境

地区各级公安机关密切关注缅籍劳工务工和留宿场所，采用“雇佣单位管人、出租房管人、证件管人”等多种模式相互补充辅助

的管理制度。 

2.2积极防控疫情，有效地实施政策 

2020 年 9 月 13 日，云南瑞丽确诊 2 例缅甸偷渡入境病例。9 月 14 日，瑞丽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采取有关紧急措施，

有效阻断疫情扩散传播途径。政府自政策实施后，瑞丽市行政部门各级人员统一调配，各司其职。同时，各个非政府组织携同志

愿者也共同参与到疫情防控工作中，确保疫情防控政策的有效施行，及时地遏止了疫情的蔓延扩散，维护了边境地区的公共卫生

安全和社会稳定。 

2.3严防边境，加强身份的界定 

2.3.1严防边境政策有效实施 

自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为了边境地区公共卫生安全考虑，政府暂时关闭了国门口岸，以瑞丽市为例，新冠疫情爆发后，

严格执行口岸、通道人员出入境管控要求，进一步加强便道、渡口封堵管控，充分发挥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机制作用，广泛

发动抵边村寨群防群控力量守好边境线，统筹调配护边员、民兵开展边境一线抵边巡逻、管控。抵边村寨坚持实行 24小时封闭

管理，抵边村寨(社区)居住人员进出情况实时掌握，严禁走亲访友等跨境流动，严禁收容非法入境人员，严防外籍人员及我方公

民经抵边村寨偷越国境行为，对试图非法出入境的人员进行劝返，不听从劝返的，公安机关、派出所依法处置。 

2.3.2完善身份界定系统 

“胞波卡”是瑞丽市外籍人员服务管理中心经过审核登记后，核发给合法入境瑞丽的缅籍人员的信息卡。该卡具有身份信

息的唯一性，是瑞丽市公安机关甄别在瑞缅籍公民真实身份，提升对缅籍公民便利服务的智能化 IC卡。“胞波卡”完善了身份

界定系统，更好地甄别缅籍劳工的“合法性”,同时确保了疫情防控工作的顺利进行，将疫情防控于未然。 

同时，2020年 9 月 13 日，云南省瑞丽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对 9月 22日前进入瑞丽市外籍人员进行排查登记并编号

制发“瑞丽市疫情防控外籍人员临时登记卡”,并以此为疫情防控期间外籍人员在瑞丽市居留的有效证件。疫情防控期间，外籍

人员需随身携带“瑞丽市疫情防控外籍人员临时登记卡”开展外出活动。对拒不服从管理的外籍人员，依法收回其“瑞丽市疫

情防控外籍人员临时登记卡”,并移交专属职权部门和机关。 

2.4信息公开透明，有效地控制舆情 

疫情爆发后，国家各级高度重视，包括边境地区在内，所有省市实时更新疫情防控情况。以瑞丽市为例，发现缅籍偷渡确诊

患者后，迅速上报党中央政府，同时准备新闻发布会，利用如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大流量新媒体平台传播相关数据信息，

各项疫情防控工作信息，以及各项相关政策、建议。不仅在第一时间稳定民心，而且有效制止了次生舆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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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缅泰边境疫情防控现状分析 

3.1非法劳工大量存在 

泰国劳工机构与地方中介勾结，把控配额，盘剥劳工，导致获取合法劳工身份困难。于是，大量缅籍劳工选择“非法务工”,

不受监管，不缴税赋，以更为低廉的价格和更大的风险，在泰国出卖劳动力。监管失效的缅籍劳工在缺少医疗卫生安全、鱼龙混

杂的聚集区，极容易出现疫情，并使疫情快速传播。泰国第二轮疫情，就始发于龙仔厝府的缅甸劳工聚居区。 

3.2消极的疫情防控态度 

泰国政府在面对由“外劳聚集地”爆发的新疫情时，做出了两个极富争议的行动——第一，停止公布“外劳确诊数”,每日

仅公布泰国籍居民以及“航班入境”旅客的确诊数字。第二，不封城，不宵禁，等待疫情奇迹般如同半年前在没有进行彻底封锁

和大规模检测的前提下自行退散。泰国疫情最严重的缅籍劳工，新增 200多人的速度暴增。 

3.3疫情防控政策未能有效施行 

面对持续增长的确诊病例人数，泰国政府的应对措施是缩短商场的营业时间，并规定餐馆“夜间只能打包，不能入内堂食”。

2021 年 1 月 3 日，泰国当局颁布了新版紧急法的防疫新措施，对商场营业时间做出指示，规定营业时间全部调整为上午十点至

晚间九点。另一方面，自 2021年 1月 5日起曼谷市内餐厅在“夜间半日”即晚上六点至次日早晨七点，不得入内堂食，只能打

包带走。但是紧接着禁令又从“六点以后”改为“九点以后”,更改时间之后的禁令已经错过晚饭高峰期。 

3.4信息隐瞒导致舆情失控 

面对“外劳聚集地”爆发新疫情，泰国政府选择停止公布“外劳确诊数”,每日仅公布泰国籍居民以及“航班入境”旅客的

确诊数字。但是选择消息“不公开”反而造成了信息混乱，导致舆情失控，使政府失掉了公信力。在泰国每日的疫情新闻评论区

里，民众大部分表达出两种态度：第一，不管泰国瞒报与否，反正数据对不上，没有全民检测，泰国迟早“自己玩死自己”,注

定会“天下大乱”。第二，泰国抗疫“漏洞百出”,地下赌场聚众赌博，外劳偷渡难攻难守，公职人员“受贿包庇”,泰国疫情

“超英赶美，碾压印度”指日可待。可见，泰国民众对泰国疫情防疫工作已经产生失望，甚至是绝望的悲观心理。 

4 边境地区疫情防控的建议 

4.1建立完备的外籍劳工身份界定系统 

建立完备的外籍劳工身份界定系统有助于疫情防控工作中对缅籍劳工的管理。瑞丽市所施行的“胞波卡”身份界定系统促

进了外籍人员有序便利地跨境流动，切实服务了实体经济发展，完善了“一站式”服务机制，进一步提高了服务管理水平，对外

籍人员做到了“底数清、情况明、管得住、服务好”,切实满足疫情防控的需要。面对大量的“非法劳工”,难以管控的“偷渡问

题”,只强调严防死守，加强惩罚也许会取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如果以更柔性的政策和更便利、优化的服务配合严格的惩戒制度，

以不断完备的身份界定系统面向外籍劳工，逐步将“非法劳工”转变为“合法劳工”。 

4.2加强政策实施的有效性 

疫情防控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政策的有效实施。政策实施必须要结合实情，落到实处，严格执行才能确保政策的有效性。

为确保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不仅需要各级疫情防控人员统一调度，不同部门相互协作，各司其职，还需要民众高度的配合和参



 

 4 

与，必须让民众自身也参与到疫情防控工作中，而不是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从中缅边境和缅泰边境疫情防控工作对比可以看

出，中缅边境疫情防控通过各种政策、宣传使全民加入疫情防控工作的队伍中，疫情防控意识深入人心。 

4.3以客观科学的态度应对疫情 

面对疫情，首先要树立科学客观的态度，要将希望寄托于科学地防控而不是其他途径。类似伊朗部分民众舔舐圣墙、印度民

众喝恒河水、沐浴牛粪、美国民众注射巴斯消毒液来消灭病毒等类似方法都是极端不科学的做法。在边境地区，人口结构复杂，

不同民族传统、风俗习惯和信仰之多，极有可能采取一些不科学的方式来抵御疫情。因此，需要及早在民众之中树立科学的抗疫

防疫态度，宣传科学的抗疫方法。 

4.4利用多种媒介进行舆情控制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各种复杂的因素导致危机事件发展的不确定性。在网络舆情之中，信息的异化包含了主体异化和

客体异化两个方面。客体异化容易为谣言的滋生提供肥沃的土壤，谣言进一步刺激主体的异化，两者的异化直接催化次生舆情的

生长。 

由龙仔厝的缅籍劳工为中心爆发的第二波新冠疫情，因其特殊性导致蔓延快，管控难，导致了信息异化中的认知主体异化—

—大量泰国民众情绪化、极端化，严重夸大了事件的严重性，产生了对缅籍劳工和政府憎恨的不理性情绪，加深了民族间矛盾的

同时也阻碍了疫情防控工作的推进。政府媒体和民众之间信息不对称，使公众对于疫情信息的认知片面化，给政府的公信力造成

了严重的打击。 

对于舆情控制来说，互联网信息大爆炸即是挑战也是机遇，重点在于使信息正确有效输入和输出。因此，利用新媒体媒介，

结合传统媒介使信息有效传递，促进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交流对话，使信息公开透明，是控制舆情的有效手段，是疫情防控工作中

必不可少的一环。 

5 总结 

结合中缅边境和缅泰边境地区对缅甸疫情防控工作的情况，我们可以认识到边境地区对于疫情防控工作仍存在可以改进之

处。建立完备的外籍劳工身份界定系统、加强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以客观科学的态度应对疫情、利用多种媒介进行舆情控制能够

有效推进边境地区疫情防控工作，对于情况类似的边境地区的疫情防控工作，也具备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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