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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远东地区“中国移民问题”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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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中俄两国政府之间的合作日益密切，先后建立了建设性伙伴关系与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日活动将中俄关系推向新的高度。但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两国人民之间仍存在着较大的误解与隔膜，尤其是作为交流先锋的移民没

有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中俄两国在移民问题上存在着巨大的争议。因此，文章以“中国移民

问题”原因为切入点，探析中俄民间交往存在隔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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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俄建交已 60 余年，特别在近年来中俄两

国政府间的合作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从中俄建

设性伙伴关系的提出，到《中俄联合声明》的签署，

再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确定，直至俄罗斯总统普

京出席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日活动，中俄两国的

友好关系快速发展。但是民间交往却困难重重，两

国人民存在着较大的误解，尤其是作为交流先锋的

移民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由于中国人口众多等

因素，中国移民受到的关注较少，且不免从本国利益

入手或者简单地把其政治化，这样不仅不利于移民

问题的解决，反而会进一步复杂移民问题。中俄两

国在移民问题上存在的争议对两国其他方面的合作

同样构成了威胁，因此本文从中国移民因素和俄罗

斯地缘政治角度两方面来探讨“中国移民问题”产

生的原因。
1 中国移民因素

1． 1 中国移民主体的变化

中国向俄罗斯移民的主体发生了巨大变化，呈

现出复杂性的特点。前苏联时期，移居到俄罗斯的

大多是学者、大学生、进修生和运动员等，再加上中

苏友好时期苏联对华的宣传使得当时的俄罗斯人对

中国人的印象比较好。但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苏

联的反华宣传和苏联解体初期部分中国商人伺机通

过不法手段谋取暴利，俄罗斯人民对中国人的看法

发生了变化。同时随着中俄两国关系的发展，大量

移民移入俄罗斯。据统计目前远东地区最多的中国

移民从事农业、工业、贸易等行业，这些人的综合素

质普遍低下。部分商户存在偷税漏税的现象，同时

参与影子经济，灰色清关等，对俄罗斯地区的经济安

全带来了挑战。同时一些中国移民的跨国犯罪组织

或有些中国不法分子在远东结成带有黑社会性质的

犯罪团伙，对当地人民尤其是移民到俄罗斯的中国

人进行敲诈勒索，再加上俄罗斯媒体的炒作，中国移

民的犯罪问题看似更加严重。同时还有一些中国人

道德水准不高，沉迷于赌博与嫖娼，目前远东各城市

中，中国人成为了赌博色情场所的主要光顾者，严重

损害了中国人的形象。
另外，大多数中国移民由于俄方政策等各方面

的因素并不是通过合法途径进入俄罗斯的，他们往

往被描述为非法移民。再加上远东地区中国商人互

相挤兑的现象十分普遍，他们之间的竞争大多还仅

限于打价格战、互相拆台等低层次，因此互相都吃尽

了苦头。这些现象更加深了俄罗斯人对中国人的

误解。



综上所述，虽然并不是所有在远东地区的中国

人都素质低下，但是在外国极少数的群体往往可以

影响到对其整个群体的看法。在俄罗斯媒体随机的

调查中，当地人对中国人形象的评价飞车逐年下跌。
1． 2 移民难以融入远东社会

中国移民在远东难以融入其社会也是移民问题

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现象的产生不仅由于文

化上的差异，更大的原因在于缺乏应有的安全感。
当地公民对中国移民表现出不友好态度的同时还常

常伴随着不良行为，具体包括人格侮辱，侵害人身安

全和私人财产等情况［1］。此外，中国移民常常受到

当地黑社会势力的欺压，还有一些民族情结严重的

光头党的暴力团伙，甚至有些华人勾结当地的俄罗

斯人压榨自己的同胞。中国人只是把俄罗斯作为一

个赚钱的地点和移民的跳板，更舍不得让自己的孩

子来俄罗斯受苦。
中国移民缺乏安全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俄罗

斯的治安状况差。警察、海关、税务等部门中的一些

腐败分子与黑社会相勾结，对中国移民进行欺压。
在伊尔库茨克的一个中国商人抱怨说，中国在某些

俄罗斯警察眼里是“活的钱包”，几乎每一个中国人

都受到过敲诈勒索［2］。
2 俄罗斯地缘政治角度

2． 1 俄罗斯经济差距及对其经济安全的担忧

2． 1． 1 两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及远东对中国的依赖

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经济在经历了下降期

之后于 1999 年才开始回升，但仍与前苏联有着巨大

的差距。这个巨大的差距至少需要十年甚至更久的

时间才能恢复，因此一些国家认为俄罗斯已经沦为

“二流国家”的行列。俄罗斯整体经济尚且如此，更

不用说处于偏远地区的远东。而相比之下的中国却

从 90 年代以来一直保持着每年 7% － 9% 的经济增

长速度。在这鲜明的对比之下，俄罗斯民众心中产

生了巨大的落差。
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俄两国的经贸往来

不断增强，特别是中国与俄远东地区经济上存在着

巨大的互补性，有着极大的合作空间。俄罗斯远东

地区有着丰富的能源资源，这正是中国所紧缺的。
由于俄罗斯普遍轻工业落后特别是在远东地区，而

中国的轻工业却比较发达，可以为远东地区提供日

常生产、生活用品。尤其在苏联解体后，对于商品短

缺的俄罗斯市场，中国商品确实做出了贡献。然而

将能源原料与轻工业品相比，不难看出中国在中俄

经贸中获利较大: 一方面可以进口能源、原材料，弥

补国内资源不足的状况; 另一方面也可以在输出产

品中获利，而这也是某些俄国学者反对中国的原因。
在远东地区，俄罗斯人对中国方面的依赖是很

大的，表现在对中国日常商品、农产品、劳动力需求

等方面。由于俄罗斯远东地区工业发展的不平衡，

轻工业极其落后，需要进口大量的日常生活用品，而

作为邻国的中国则为其提供了丰富的商品。俄外交

部驻赤塔州的代表曾说: “如果把这里的中国人都

赶走，那么，70% 的老百姓将穿不上裤子。”［3］有些

远东地区的俄罗斯人表示，正是中国的商品使他们

以较低的花费达到了莫斯科人的生活水平。这虽然

反映了中国商品在远东的巨大影响力，但是过度的

依赖也增加了俄罗斯人的不安全感。
2． 1． 2 移民对俄罗斯经济安全可能的冲击

俄罗斯对于中国移民安全问题的一个重要依据

是对俄罗斯经济安全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主要包

括对其劳动力市场的抢占、大量的侨汇、不法经济活

动等。
中国劳动力在俄罗斯受到了极大的肯定。他们

与远东当地的劳动力相比，具有吃苦耐劳、不酗酒闹

事、生产效率高、劳动力价格便宜等优势［4］。此外，

远东地区的外来人口对当地经济结构的改善做出了

不小的贡献，缓解了当地人口减少带来的负面问题，

为当今远东地区的开发奠定了基础［5］。虽然远东

人民对中国移民有很多的误解，也不得不承认中国

人民的勤劳。一些远东的工厂都比较愿意雇佣中国

移民，这必然会触犯到某些人的利益，而中国移民侵

占俄罗斯劳动力市场的言论也越来越多。
中国移民的侨汇也是俄方指责中国移民威胁的

重要原因。由于在中国移民结构中流动人口所占比

重较大，再加上大多数中国移民只是把在俄罗斯务

工或经商看成是获得金钱的手段，并不想在俄罗斯

定居，因此中国移民大多把挣来的钱汇回国内，使中

国移民汇款在俄罗斯的外国移民汇款中占很大的

份额。
俄罗斯本身受“影子经济”( 国家无法实行税收

管理与监控的经济市场) 与“灰色清关”( 出口商为

了避开复杂的通关手续，将各项与通关有关的事宜

交由专门的清关公司处理的一种通关方式) 等不法

经济行为的巨大危害，而某些中国不法商人从事此

类活动，再加上俄方媒体的炒作，使得中国移民在俄

罗斯人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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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俄罗斯传统的“入西政策”与中俄政治博弈恶

化了移民问题

对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中国移民问题，俄罗斯

政府总体而言保持低调。虽然其对俄罗斯媒体时不

时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现的不满情绪采取压制措施，

并且与中国接触时也表现出相应的关注，但口气并

不坚定。同时俄罗斯政府明令禁止建立如“唐人

街”性质的华人聚居区，这些所反映出来的俄罗斯

政府的心理无疑促使了移民问题的加重。
2． 2． 1 俄罗斯传统的“入西政策”

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外交策略大致可以

分为三个阶段: 1992 － 1995 年以科济列夫为代表推

行完全倒向西方的“一边倒”政策; 1996 － 1999 年以

普里马科夫为代表的东西方并重的“全方位”外交

政策; 2000 年以来以普京为代表的新生代政治家推

行的更加重视独联体与强调在东西方之间更加平衡

的外交政策［6］。在第一阶段俄罗斯强调与西方国

家建立伙伴和盟友关系，但由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

的国力大大 下 降，西 方 国 家 已 将 其 视 为“二 流 国

家”，并不予太多理睬，使得第一阶段的外交策略失

败。因此，俄罗斯才开始重视独联体国家与东方国

家的作用。
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变化是为了维护其国家利

益，从俄罗斯从属欧洲还是亚洲的角度，我们可以看

出俄罗斯虽然在亚洲拥有比欧洲更广阔的土地，其

还被认为是西方国家。因此，俄罗斯采取的重视东

方国家的外交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为了提高其

国际地位，为其之后融入西方社会打下基础。所以

上面提到的俄罗斯政府对于移民问题所采取的模糊

态度就是这种政策的很好表现。
2． 2． 2 政治博弈恶化了“移民问题”
“移民”也是中俄之间政治博弈的重要棋子。

中国希望积极探索国外劳动力市场来缓解自身的

就业等各方面的压力，而地广人稀的远东地区正

是合适的选择。因此，中国也常以此为条件与俄

罗斯讨价还价，俄罗斯当然也会为自身安全考虑

对移民进行限制，这就造成了两国之间以“移民”
为筹码而展开外交。以俄罗斯申请加入 WTO 为

例，中国要求俄方无阻碍地开放其劳动力市场，以

作为中国支持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的条件，而这

自然是俄罗斯所无法接受的。在这样的博弈中，

“移民”不断被复杂化，严重影响了“移民问题”的

解决。

2． 3 俄罗斯严峻的人口形势与中俄两国巨大的人

口差异

远东地区与中国东北地区的人口数量有着巨大

的差异。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人口呈现下降趋势。
据联合国预计，到 2050 年俄罗斯人口将减少到1． 14
亿，更不用说条件恶劣的远东地区，而与俄远东地区

接壤的东北三省，现有人口已达到了 1． 1 亿，2002
年俄罗斯的首次人口普查中，远东地区的人口只有

700 万［7］。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俄罗斯东西部地区

明显的差异引起的。苏联解体后，远东地区的生活

水平比俄罗斯其他任何地区都要低一半，而经济形

势、工作条件也明显的处于劣势。加之远东地区恶

劣的自然环境，自然引起了人口的大量流失。有数

据表明，最近 10 年，北极地区的人口下降了 40% 以

上，西伯利亚地区有 1． 1 万个村庄、290 座城市消

失，这种情况仍将继续下去［8］。而在与远东相邻的

中国东北地区，仅仅 78． 73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就

生活着近 1． 1 亿的人口［9］。这样的巨大差异必然造

成了人口由高密度地区流向低密度地区，而中国面

临的巨大的人口与资源短缺的压力是国际上众所周

知的，再加上两国曾经在远东领土上的争端，这就不

免产生了“中国通过人口扩张来缓解压力”的说法。
3 结语

综上所述，俄远东地区“中国移民问题”的产生

受到了以上因素的极大影响，而移民与被输入国交

流具有的代表性也反映了中俄两国人民之间交往存

在的问题，而这种交往对于两国其他方面的交往有

着重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应该认真分析“中国移

民问题”，不能把其简单的政治化或是归为某些恶

势力阻碍中国发展所散发的言论。只有深入了解移

民问题产生的原因背景，进一步采取措施，才能确保

诸如此类问题的解决，才能真正推动中俄之间民间

交往的发展，才能使得中俄其他方面的合作有更坚

实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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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the background there still exists serious misunderstanding and estrangement between the two peoples． Especially as communicative
pioneers immigrants do not play a due role，and there stands a considerable debate on immigration issues between China and Ｒ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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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non － governmental exchange; Chinese immigration issues;

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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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101 页) 弱化。人情消费更多的是资源获取

和竞争攀比的手段，人们对人情的价值观念也发生

了改变，金钱和人际网络成为他们衡量是否继续人

情往来的标准，血缘和地缘正在被逐渐替代。这也

是目前中国农村和村民的难以承受之重［5］。本文

对人情的变迁状况以及功能进行了简单的分析，缺

乏对人情行动逻辑的描述和具体的分类，这也是下

一步要继续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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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ural Human Consumption Changes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A Case Study of H Village in Jiangsu Province

LIU Jia
(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5，China)

Abstract: Favor and human comsup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village． Through the interviews and analysis for farmers in country
H in Jiangsu Province，we find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changes．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human consumption currently，there are many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human ritual，the scope of human contacts and the number of names． According to Merton’s functional analy-
sis theory，initially human consumption reciprocity exists，positive interpersonal functions and human distortions，competitive compari-
sons and other negative features．
Key words: village; favor; human comsuption;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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