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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即将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

国，印度不知该高兴还是焦虑。尽

管人口数量上的优势可能化为未来

的经济潜能，但印度民众更担心当

下如何谋生。

因为印度经济增速及其提供的

就业机会难以满足国民需求，面对

有限的工作机会与仍在膨胀的人

口，数以百万计的印度人设法远渡

重洋，赴美国谋求生计。但不幸的

是，对大多数印度移民而言，大洋彼

岸的生活与想象相去甚远，等待他

们的甚至可能是一场危及生命的偷

渡之旅。

就业难催生移民梦
在许多印度小镇，“移民代理”

广告贴满街头。“当你走在街道上，

几乎看不到什么食品或杂货的广

告。”一名印度记者说，“目之所及都

是办理美国或加拿大签证的广告。”

这些广告向当地贫困的居民渲

染着国外美好的生活：充足的工作

机会，高出数倍的薪水，优良的生活

环境……广告上通常还会加上“免

费申请”“不需考试”“三天出签”这

样的字眼，让为生计所困的人们产

生立刻行动的念头。

这些街头广告在无数印度人心

中种下了移民梦，来自印度旁遮普

邦的韦沙尔 ·库玛也正是在看到广

告后萌生了移民的想法。库玛从中

学结业后一直找不到工作，看到移

民广告后他觉得自己很快“可以逃

脱现在这种生活，到另一个国度白

手起家”。

移民梦折射出大批印度人无业

与贫困的残酷现实。尽管印度国内

生产总值（GDP）在去年跃居全球第

五，但就业岗位的增长跟不上人口

增长的速度，也缺少有效的就业政

策，以至于印度劳动市场出现严重

的供需失衡——印度的劳动年龄人

口已经超过9亿，劳动参与率却仅

有40%，大量正当壮年的人口处于

无业状态。

生活在古吉拉特邦丁古查村的

阿姆鲁特 ·帕特尔表示，印度的失业

问题相当严峻，即使是受过良好教

育的人也找不到工作。“不出国还能

怎么办？孩子们在这里要怎么生

活？在国内获得高薪工作的机会太

少了，出国谋生是必然的。”

而印度居高不下的通胀率，使

得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更加水深火

热。虽然印度央行设置的通胀目标

上限是6%，但印度近年来几乎每个

月的通胀率都会突破这一水平。数

据显示，印度的食品价格在2015至

2022年之间几乎翻了一番，人均收

入却仅增长了22%。

一面是无业与低收入，另一面

是高通胀带来的物价飞升，艰难的

处境令一些经济状况堪忧的印度人

看不到未来，只能将移民国外视作

改善生计的出路。而且，确实有不

少南亚人在美国获得成功的先例，

美国也就成为印度移民的首选目的

地。甚至有年轻人调侃，就算在美

国蹲监狱也比在印度生活好。

“人们别无选择，真的太缺钱

了。”古吉拉特邦国会议员巴尔德夫

亥说，“在我生活的地区，就连所谓

中产阶级也在变穷，失业率和通胀

率正在上升。在印度国内不管怎么

流动迁移都改变不了什么，只有选

择离开这个国家。”

偷渡之旅荆棘密布
在一张张描绘着印度人移民美

梦的广告背后，承担“造梦者”角色

的移民中介似乎并不简单。据印度

《连线》杂志报道，这些移民中介大

多披着“旅行社”的外衣，宣称自己

与多个欧美国家的雇主达成合作协

议，能够批量办理海外工作签证，轻

松帮助申请者实现出国务工或移民

海外的梦想。

被移民广告吸引的大多是受教

育程度低的小农，但移民中介费大

约在150万卢比（约合人民币13万

元），对于大多数申请者而言简直是

天价。但就在很多人被这个价格吓

退的时候，移民中介会套路般地再

给出一点“希望”——他们以高薪工

作持续诱惑申请者，有的甚至承诺

帮忙拿到绿卡。虽然中介费高昂，

但考虑到未来可能获得更好的工作

和更高的薪水，还是有不少人上钩，

甚至卖房卖地，向亲戚朋友借钱。

不过，天上不会掉馅饼，这些中

介服务背后大多牵连着复杂的地下

网络，可能涉及偷渡、诈骗和绑架勒

索等非法活动。所谓“移民服务”可

能全是“坑”，甚至会“坑”掉申请者

的性命。

首先，“黑中介”本身并没有任

何相关资质，而以大多数申请者的

条件也不太可能通过正规渠道获得

工作签证，“移民”的办法只有一条

——偷渡。“旅行社”通常会先安排

从印度到拉美的“旅行”，然后就把

业务外包给当地的犯罪集团。

这段行程是漫长且艰难的。“我

们先从厄瓜多尔乘公共汽车去哥伦

比亚，然后再乘公共汽车去巴拿

马。”名叫曼普雷特的印度偷渡者

说，“从那里我们乘船去尼加拉瓜和

危地马拉，然后是墨西哥，最后通过

美墨边境进入美国。”

即使是由经验丰富的走私集团

带领，偷渡之行也常常充满危险，很

可能遭遇当地帮派或腐败官员的抢

劫和勒索，在穿越水域、密林和沙漠

时更是会面临生命危险。上个月，

一个印度四口之家通过黑市移民代

理企图偷渡美国，却被发现死在美

加边境附近的河沼中。去年，另一

个印度四口之家在美加边境被活活

冻死，最小的孩子年仅4岁。2019

年，一对来自印度旁遮普邦的母女

通过美墨边境偷渡美国，在母亲外

出寻找水源时，年仅6岁的女孩死

在灼热的沙漠中。

非法偷渡本已艰险异常，但如

果遇上个别黑心中介，所谓“移民代

理”根本就是彻头彻尾的骗局，因为

诈骗和绑架勒索才是他们的真正目

的。印度警方去年11月抓获了旁

遮普邦一个包装成“移民旅行社”的

诈骗团伙，至少将150人转移至印

尼巴厘岛并实施绑架。

警方介绍，这个“旅行社”承诺

带偷渡者在印尼转机，之后经墨西

哥偷渡进入美国。然而，偷渡者刚

到印尼就被关押，并在监禁和暴力

虐待下被逼给家人打电话，谎称已

成功进入美国，要求家人打钱。

如果诈骗不成，就变为绑架勒

索。一个名叫苏金德尔的印度人被

这个团伙绑架到荒无人烟之地，在

被关押23天并遭受毒打后，他被迫

支付了450万卢比（约合人民币40

万元）赎金才得以返回印度。

“为了移民美国，我卖掉了家里

的农田，还借了债。现在债主来追

债，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办。”移民梦

最终化作噩梦的苏金德尔，再次陷

入对未来的深深担忧。

大洋彼岸艰难求生
即使有人跨越重重险阻成功抵

达目的地，新生活也未必和他们想

象的一样美好。

印度裔是美国第二大移民群

体，其中一部分人受教育程度较高，

属于中产阶级，可以通过合法途径

移民美国，生活条件也较为优越。

然而，还有相当一部分印度裔是非

法移民，且近两年数量激增。根据

智库“新美国经济”数据，目前在美

国至少生活着58万名来自印度的

非法移民，几乎都是经济状况不佳

的底层百姓。对于他们来说，美国

生活完全是另一番光景。

这部分印度人在到达美国后就

被迫上交护照，自由活动也被限制，

实际工作与“旅行社”的承诺大相径

庭——大部分人被分配给当地的雇

主，从事农业或建筑工地的体力

活。至于绿卡更是不可能的事，他

们最多只能拿到临时雇工性质的

H-2B签证，也就是最多只能在美

国合法停留一年。

非法移民通常还会到印度裔移

民开的汽车旅馆、零售超市或食品

店打零工，雇主也乐意聘用他们，因

为工资远低于法定最低水平。由于

没有合法身份，这些非法移民如果

失去工作也无权领取失业保障金，

更没有健康保险。他们处在进退两

难的处境中，没有选择的余地。为

了偿还高额的中介费和债务，他们

只能更卖力地工作，甚至打多份零

工来赚钱。

此外，社会歧视也是他们必须

要面对的问题。卡内基和平基金会

2021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有

50%印度裔美国人表示在过去的一

年曾遭遇歧视，其中最常见的歧视

是肤色歧视。

近年来，针对印度裔美国人的

仇恨犯罪率正不断上升。2017年，

一名印度男子在位于华盛顿州的家

门外被枪杀，袭击者对他大喊：“滚

回你的国家！”2022年，美国一周内

发生6起针对印度裔的谋杀事件，

死者甚至包括一名8个月大的婴

儿。同年，4名印度裔妇女在超市

购物时被言语攻击，攻击者嘲讽印

度人“正在毁掉美国”，他们“该回到

自己国家”。

不过，即使印度人的“美国梦”

正被残酷的现实狠狠击碎，愿意孤

注一掷的人还是越来越多。美国海

关与边境保护局数据显示，2022

年美国抓获6万余名来自印度的非

法偷渡者，人数较上一年翻了一

番。对一直竭力营造繁荣景象的印

度政府而言，这是一种尴尬的现

状。如果印度经济状况与就业形势

依旧没有改善，看不到未来的国民

也只能向外寻求出路。

印度非法移民：“美国梦”变“坑”
理想有多美好 现实就有多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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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一家四口偷渡美国时在美加边境被冻死 图GJ

■印度就业岗位跟不上人口增长速度 图G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