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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处理我国农村非正规跨境婚姻的社会救助问题 

韩嘉玲 

上世纪 90 年代始，因地理毗邻、地区经济差距及人口贩卖等因素，不少东

南亚地区女性通过非正规途径进入我国境内，与中国农村男性组建家庭。中国

公民与东南亚地区女性的跨境婚姻以发生在广西、云南毗邻地区的边民婚姻为

主。广东由于地理临近广西，农村地区也存在一定数量的中越跨境婚姻现象，

然而，当前这些非正规跨境婚姻家庭面临不少困难。为深入把握与理解中国农

村地区的非正规跨境婚姻现象，2019 年 7-8 月期间，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

院课题组前往广东省粤西农村地区调研跨境婚姻现象，并访谈了民政、扶贫、

公安等相关部门。课题组以广东农村地区非正规跨境婚姻的困境家庭为案例基

础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一、广东农村地区非正规跨境婚姻基本情况 

发生在广东地区的中越跨境婚姻，以买卖婚姻、介绍婚姻类型为主，也存

在个别的自由恋爱现象。由于毗邻边境省份广西，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不少越

南妇女在“找好工作”、“嫁有钱人”的名义下被拐卖至广东农村地区。以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为例，几百到几千元不等即可娶到越南新娘，对于农村地区的大龄、

丧偶、身体残疾、贫困男性而言具有相当吸引力。据课题组在粤西地区调研情

况，仅 A 县不完全统计越南女性配偶人数在上千人，分散在各乡镇中，她们在

广东定居时长基本超过 20 年。据越南驻广州领事馆的初步估计，截至 2017 年

仅广东一省大约有两万多名按越南法律已丧失国籍身份的越南妇女。如果从全

国范围来看，包括越南配偶及其他东南亚配偶人数更多的云南省与广西省，显

然已丧失本国国籍身份的外籍配偶具有相当规模。在广东省，这些已丧失越南

国籍的女性所组建的跨境婚姻家庭分布于珠三角、粤西、粤东及粤北的农村各

地区，但以粤西农村地区为盛。对于嫁入当地的越南妇女而言，她们一度面临

语言沟通困难、风俗习惯不同、社会融入不足、婚姻亲密关系建构、子女入户

等等问题。这些问题虽然随时间推移及政策调整而得到一定解决，但当前农村

跨境婚姻家庭依然面临新的困境。 

二、广东农村地区非正规跨境婚姻家庭面临的困境 



（一）缺失有效身份证明 

广东境内早期越南妇女基本通过偷渡等非正规方式入境，属于非法入境及

非法居留的“三非人员”，该群体在国际上也被称为非正规移民（ informal 

migrants），或缺乏有效证件的移民（undocumented migrants）。与此同时，她们

的越南有效证件也早遗失或过期。根据越南 2005 年《民法典》所规定：个人因

长期下落不明可根据一定程序取消其户籍。由于较早来到中国并长期滞留，这

些越南妇女已丧失原本国籍身份，成为中越两国间的“黑户”。课题组认为，缺

乏有效证件带来的无合法身份是这些越南籍妇女在华面临非法居留、出行困难、

子女计生、妇女权益受损、家庭经济困难、社会保障缺失等问题的根本原因。 

（二）没有进行婚姻登记  

因为意识淡薄、证件不全、程序复杂、买卖婚姻种种原因，早期进入我国

的越南配偶多数没有进行婚姻登记。虽然 21 世纪以来我国涉外婚姻登记程序及

条件有所简化及便利化，但现行涉外婚姻登记程序其必要条件在于合法身份证

明，缺乏任何身份证明的状况阻碍了越南配偶进行补登记婚姻。即便是共同生

活超过数十年的跨境婚姻家庭，由于无法在法律上确认婚姻关系，因此不能依

据家庭团聚为由申请长期居留。更遑论进一步根据《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

批管理办法》中的第六条第五目“涉外婚姻规定”申请获得在华永久居留权利。 

（三）老龄化下养老需求加大 

越南籍妇女在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嫁入广东农村地区后，大多充当家庭生产

的顶梁柱。她们在不同时期里承担了中国家庭的子女生育、家庭照顾、农业生

产、外出务工等等责任，是跨境婚姻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来源。但随着年纪渐

大，越南妇女的劳动能力弱化，健康状况转差。调查中，A 县的越南妇女多半

处于 40~60 岁，部分已接近 60 岁，虽然她们依然拥有一定劳动能力，但对养老

及医疗需求日益加大。在医疗保险方面，由于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是以户为单位

参保，当地基层政府已把她们纳入新农合的保障中，一定程度上解决他们看病

的问题。 

但在养老保险方面，新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参保主体是个人，而不是以

户为单位。没有身份证明的越南籍妇女无法依附配偶或子女的关系参加农村养

老保险，被排除在农村社会养老体系外。作为非本国公民，国家没有义务承担

非正规外籍妇女的养老责任，她们只能转向传统的家庭养老寻求支持，有些子



女为此需留守在农村地区进行照顾。因此他们的养老负担，需要其中国子女来

承担，加剧了家庭的养老压力。 

（四）贫困家庭救助力度不足 

农村非正规跨境婚姻家庭中，男性配偶大多存在大龄、丧偶、身体残疾等

等特征，家庭往往处于贫困状态。根据地方扶贫部门的摸查统计，A 县 1000 余

户越南配偶家庭中有近 700 户为贫困家庭。换言之，这些非正规跨境婚姻农村

家庭大多是家庭贫困。虽然当前这些家庭被纳入贫困户、低保户的精准识别范

围，但因越南籍妇女非国籍及无户籍身份，她们无法在目前社会救助体系与扶

贫攻坚工作中得到相应的保障与支持，只能通过家庭其丈夫而间接得到支持，

部分丈夫过世的越南妇女更是仰赖子女才能得到救助。无国籍、无户籍身份导

致相应的救助、扶贫举措都无法落到她们身上，使得贫困家庭的救助力度弱化。

同时随时间推移，一旦跨境婚姻家庭中的丈夫故去或子女成人分家，同时外籍

女性的劳动能力因老龄化而逐步退化，这种无国籍、无户籍的身份将使她们的

生活来源无法得到保障，面临较大困难。 

（五）基层涉外治理面临挑战 

缺乏有效证件的情形导致了越南籍妇女在华生活的不便，也加剧了我国基

层政府涉外管理的难度，尤其是在当前信息化时代更是如此。首先是难以进行

人口登记或备案，地方政府无法精准掌握外籍妇女的人员流动、计划生育、就

业情况等信息。例如，在家庭的生计压力下，她们通过购买、借用他人身份证

前往珠三角地区工厂打工，此不得已的作法却是触犯我国现行法律，给流入地

与流出地政府的人口管理服务带来难度，同时这些外籍配偶自身的合法劳动权

益也很难受到保障。另外，非正规婚姻中的外籍配偶虽然通过户为单位参加新

农合，但每次就医与报销都需要前往村委会开具身份证明，就医服务流程繁琐，

不仅给当事人造成麻烦，也给相关责任单位带来工作负担。 

三、妥善处理农村非正规跨境婚姻遗留历史问题 

课题组认为，当前农村地区外籍妇女非法居留状况应尽快得到解决。从治

理的角度来看，无国籍无户籍人员的身份给地方基层组织带来人口管理的死角

与困难、公共服务提供的屏障，同时也影响了脱贫攻坚的精准性；从家庭的角

度来看，这些外籍配偶虽然属于非法居留，但是也都在我国生活二十年或更久。

她们既是中国公民的妻子，也是中国公民的母亲，为家庭的生产与再生产做出



了相当的贡献。因此无论从人道主义立场还是国家治理需要来看，他们的非法

居留状况应该给予妥善解决。唯有解决其身份问题，目前她们所面临的出行、

养老、医疗及社会救助等等困境方能迎刃而解。在此基础上，课题组根据走访

各级相关政府部门的交流反馈，亦形成以下四点政策建议： 

（一）探索无国籍身份合法居留解决方案 

第一，摸清非正规跨境婚姻人口情况。结合我国即将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工作契机，推动、加强部门合作，把握我国当前农村地区的非正规跨境婚

姻情况；第二，促进非正规婚姻的外籍配偶在华合法居留。加强中国与东南亚

国家双边、多边协商合作，加强与公安、外交部等部门的沟通合作，共同研究

在一定条件下给与长期居住在中国境内无户籍的外籍配偶合法居留身份，解决

他们的身份遗留问题。以上是因为考虑到这些家庭的配偶通过婚姻的途径申请

成为中国公民的难度与要求比较高，但作为中国子女的母亲，政府部门给予她

们长期合法居留的证件是符合人道的做法。 

（二）推进非正规跨境婚姻登记的合法化 

鉴于无国籍无户籍人员所存在的种种困境，及我国部分农村地区存在的非

正规跨境“事实婚姻”现象，需要对已经存在的事实婚姻状况进行核实并开展合

法登记手续，实现婚姻关系的法理化；针对农村地区跨境婚姻中长期存在的非

法滞留历史遗留问题，针对没有合法有效身份证件而无法进行婚姻登记的情况，

联合公安、外交等部门妥善处理其证件不全无法进行婚姻登记手续，进行统一

的排查与特殊方案解决。 

（三）兜底救助非正规跨境婚姻困难家庭 

第一，开展兜底救助工作。面向无国籍身份而存在事实婚姻的困难跨境婚

姻家庭，尤其是丧偶、家庭成员疾病、子女尚处求学阶段等状况而承担家庭经

济责任的大龄外籍妇女，应鼓励地方民政部门采取灵活方式开展相关救助；第

二，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针对相关非正规跨境婚姻贫困家庭脱贫困难、接

受扶贫力度不足问题，研究出台有针对性的具体办法，将这些非正规跨境婚姻

中的外籍妇女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采用积极主动、灵活的方式开展兜底救

助。 

（四）保障非正规跨境外籍配偶养老需求 

提供非正规跨境婚姻外籍配偶的养老需求。鉴于我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



个人参保，而不同于农村合作医疗是以户为单位参保。即使解决了婚姻登记手

续，由于外籍配偶没有当地户籍，过去也没有缴纳养老保险，很难纳入现有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体系。因此，通过社会救助体系来解决这些面临生计困境的家

庭养老问题，是在现有体制下针对这些特殊群体的有效途径。从而解决当前农

村地区非正规跨境婚姻配偶因其缺乏合法身份法享有社会养老保险、家庭养老

支持不足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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