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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引进外来移民是俄罗斯摆脱人口危机的现实途径之一。对引进中国劳动移民的利弊问题 ,俄

学者对此看法各异 ,伴随着俄经济形势的好转 ,大多数俄学者肯定了中国移民对俄罗斯经济发展的作用 ,并提

出形成完善的移民政策、引入适当数量的移民、避免非法移民流入及民族间冲突是解决俄罗斯人口危机和保

证国家安全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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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京总统在 2006年总统国情咨文中着重强

调了人口问题对于俄罗斯现代社会的重要性 ,提

出解决当前俄罗斯面临的人口危机主要措施是降

低死亡率、实行有效的移民政策及提高出生

率。[ 1 ]俄罗斯当前不仅面临着发达国家所面临的

问题 ———人口出生率下降 ,同时又面临着第三世

界贫穷国家的主要问题 ———平均预期寿命缩短、

死亡率过高等问题。从 2007年起俄罗斯劳动适

龄人口开始减少 ,退休人口逐渐增多。据俄罗斯

人口学家 Крупнов预测 , 2009年前人口减少幅

度不很显著 ,为每年 10万人 ,然后将会出现大幅

度下降 ,每年减少近百万人 , 2015 - 2020年间人

口减少将达到 150万人 /年。世界人口组织预测 ,

到 2050年俄罗斯人口将由现在的 1143亿下降至

9 600万 - 1113亿。劳动力短缺和过多退休人口

的双重压力威胁着俄罗斯的经济发展与国家安

全。

　　一、俄罗斯人口形势主要特点及危机

形成因素

　　11俄罗斯人口形势的主要特点 :

1991年末 ,俄罗斯死亡率首次超过了出生

率 ,俄罗斯人口开始逐渐减少 ,这一情况一直持续

到现在。近期内这种局面不会有太大改观。2000

年 4月 1日俄罗斯人口统计数字为 11453 亿 ,

1992年 1月 1日为 11487亿 ,按人口出生率及移

民增长率水平来看 ,平均每年减少人数为 30 - 80

万人。1999年俄罗斯在世界人口大国中的位次

从第六位下滑到第七位 (巴基斯坦超过了俄罗

斯 ) , 2010年俄人口将减少到 114亿人。[ 2 ]

(1) 90年代以来 ,俄罗斯人口出生率与死亡

率变化均呈消极态势 ,且死亡率的增长远超过出

生率 ,劳动适龄人口死亡率居高不下。

1990年俄出生率 (平均 1 000人中出生人口

数量 )为 1314, 1999年降为 813。1999年出生人

口为 12116万人 , 1998年为 12813万人 (试比较 :

1987年出生人口为 250万人 , 1990年为 19819万

人 )。从 2000年起出生率略有回升 ,为 817 (出生

人口数量为 126168万人 ) ,且逐年呈上升趋势 ,至

2004年出生率为 1014 (出生人口数量为 15012万

人 ) ,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人口形势的好转。

俄罗斯平均每个妇女生育 113个孩子 ,至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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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头胎及二胎、三胎的数量都在减少 ,头胎的比

重 1998年占 5817% , 1987 - 1997年出生人口减

少了 4916% ,头胎的数量从 10415万减少到 7317

万 (降低了 29% ) ,二胎数量从 9916万减少至 37

万 (减少了 63% ) ,三胎的数量从 31万降到 919

万 (减少了 68% ) ,四胎及四胎后生的孩子从

1418万减少到 514万 (降低了 64% )。出生人口

减少的根本原因在于生活水平下降 ,结婚人数直

线下降导致了出生人口从 1987年的 14413万人

减少到 1997年的 9218万人 (下降了 36% ) ;不生

育女性比例上升 ,从 1989 年的 2712%上升至

1994年的 2917% ,生育 3个或 3个以上孩子的女

性比例从 2214%下降为 1813%。1989年至 1994

年 ,年龄在 20 - 29岁之间未生育孩子的女性由

30%增长到 35% ;流产也是出生率下降的主要原

因 , 1994年 4月进行的人口调查中仅有 13%的被

调查者想生下计划外的孩子 , 40%的人打算流产 ,

47%的人不予回答。

自 1991 - 1992年后死亡率明显超过了出生

率。从 1986年到 1994年俄罗斯的死亡率 (平均

每 1 000人中死亡人口数量 )从 1014上升到 15,

1998年达到 1316, 2005年死亡率上升至 1611。

这一数字对任何一个发达国家而言都是一个灾难

性的数字。而且男性劳动适龄人口死亡率过高 ,

劳动适龄人口中死亡的 80%都是男性。俄罗斯

男性死亡率普遍比女性高 4倍 ,是发达国家类似

指标的 214倍。

死亡率水平 1985 - 1987年有所下降 ,这主要

是由于斯大林时期禁酒运动产生的效果 , 1992年

后死亡率又重新开始回升 , 1995 - 1998年开始下

降 ,主要原因在于经济上相对稳定 , 1998年经济

危机过后 ,死亡率又重新以先前的速度攀升。

(2) 人口老龄化特征加剧 ,且男女性别比例

严重失调。

1999年退休人口的数量首次超过未满 16岁

儿童的数量。1998年人口普查以后短短 7年间 ,

16岁以下儿童从 3 600万减少到 3 030万 ,退休

人口数量从 2 720万增加到 3 040万人 ,至 2000

年 1月 1日退休人口数量超过儿童和青少年 110

万。总体上女性人口比例约占 53% ,女性人口比

男性多 900万人 (女性为 7 720万人 ,男性为 6

810万人 )。老龄人口中女性高出男性同龄人口

数倍 : 70 - 74岁女性是男性的 2倍 , 75 - 79岁女

性是男性的 3倍 , 80岁以上女性是男性的 4倍。

(3) 健康状况普遍恶化 ,平均预期寿命缩短

及男性与女性平均寿命差异显著。

1988年俄罗斯平均预期寿命从 6919岁减少

到 1994年的 64岁 , 1998年为 67岁。2002年俄

罗斯的平均预期寿命为 6418岁。男性平均预期

寿命从 1988年的 6418岁缩短到 1994年的 5716

岁 , 1998年男性平均预期寿命 6113岁。男性的

高死亡率导致男性平均寿命比女性低 1116 岁

(20 - 50岁之间的男性死亡率是女性的 4倍 )。

(4) 俄罗斯“家庭危机 ”的现象较为严重。

具体来说是指正式登记结婚的人数逐年下降 ,非

婚生子的数量明显增加 ,离婚率逐年上升。

1990年登记结婚的人数为 132万人 , 1997年

为 9218万人 , 1998年为 8419万人。20 - 25岁登

记结婚人数减少的部分原因在于 60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低出生率的结果。俄罗斯 1 000人中登记

结婚人数 1990年为 819, 1992年为 711, 1998年

为 518。非婚生子的数量增长较快 ,单亲儿童比

重的增长也间接地说明了这一点 (80年代单亲儿

童的比重为 10 - 11% , 1990年为 1416% , 1994年

为 1916% , 1998年为 27% )。俄罗斯设有专项补

贴资助单身母亲 ,尽管补贴数额不大 ,但从某种程

度上也支持了这种不完整的家庭模式。正式缔结

婚姻的人数下降 ,同时伴随着离婚率的上升 , 1990

年离婚人数为 56万人 (平均 1 000名登记结婚的

人中离婚数为 317人 ) , 1994年全俄离婚人数超

过 68万 (平均 1 000名登记结婚的人中离婚数为

416人 )。近年来离婚率呈上升趋势 , 1990年 1

000名登记结婚的人中 424 人离异 , 1996 年为

649人 , 1998年为 591人 ,这也说明转轨期间家庭

存在着极大的不稳定性。

无子女与少子女的现象在俄罗斯十分普遍 ,

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导致政治经济形势的

不稳定。1991年俄罗斯卡耐基研究中心的调查

表明 :转轨初期女性人口生育愿望普遍呈下降趋

势 : 100个被调查家庭中想要孩子的数量为 136

个 ,前些年的统计数字为每个妇女想要孩子 117 -

118个 (统计数字源自莫大消息报 1992年第 3

期 )。据 1994年小型人口普查统计数字显示 :

24%的无子女家庭不想改变无子女的状态 , 41%

的家庭愿意生育一个孩子 , 31%的家庭想生育 2

个孩子 , 314%的家庭想生育 3个孩子。如果这些

想法付诸实现的话 ,每个妇女平均生育 1112个孩

子 ,生育过 1个孩子的家庭 76%不想再生育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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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生育过 2个孩子的家庭 96%不打算再要孩

子。

21俄罗斯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居高不下

的几方面因素 :

(1)历史因素

俄罗斯出生率下降开始于 100年前的 19世

纪末。俄罗斯村社制的崩溃为这一过程奠定了基

础 ,人们从农业方式逐渐向工业化转变 ,开始移居

城市 ,生活方式和社会规则开始向城市化转变。

20世纪初几十年来人口出生率一直处于停止增

长的低水平状态 ,尤其是十月革命后 ,饥饿、战争

及统治压迫制约了苏联家庭生育子女。出生率停

滞不前的直接后果是年轻人口数量减少 ,人口年

龄构成中 ,新一代人口数量少于老一代 ,故死亡人

口数量超过出生人口数量成为一种历史性必然趋

势。人口下降趋势早在 20世纪 60年代中期已经

开始了 ,男性的平均寿命开始下降。尽管 1984 -

1987年间由于禁酒运动的后果使死亡率有所下

降 (男性死亡率下降了 12% ,女性死亡率下降了

7% ) ,但禁酒运动以后死亡率各项指标继续明显

攀升 ,尤其是男性死亡率。[ 3 ]此外 ,苏联时期食品

定量对当前过高的死亡率也埋下了隐患。[ 4 ]

(2)经济因素

原苏联解体后生活水平恶化、经济危机、医疗

水平下降、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诸多因素造成了

俄罗斯死亡率急剧上升 ,另外由于物质匮乏等因

素 ,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感 ,使一些育龄妇女不愿

生育孩子 ,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出生率降低。

尽管俄人口学家 Корченов通过对俄罗斯和一系

列欧洲国家的研究认为 ,经济因素并不是导致出

生率下降的直接原因 ,他认为 ,福利水平与出生率

之间存在着反向依赖关系 ,即贫穷国家要比富有

国家出生率高 ,但经济因素对出生率的影响不可

小觊 ,经济因素可以辅助提高出生率 ,即国家通过

发放生育补贴等措施促进人口增殖。另外 ,对医

疗服务体系增强改善力度也可以促进出生率增

长 ,降低死亡率。[ 5 ]

(3)文化与心理、道德因素及其他

文化因素在出生率下降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

用 ,人口再生产的模式取决于社会生产方式。也

就是说在农业社会时期多子女与生存状况有直接

联系 ,因为他们都是简单的体力劳动者 ,家庭状况

的改善直接同子女数量有关。此外农业社会的特

点是死亡率和出生率处于双高状态。工业社会时

期家庭已不再是简单的生育窠臼 ,生存状态也不

再同子女的数量息息相关 ,生育只是作为种族延

续和满足父母的情感需要的方式而存在。因此工

业社会每个家庭预期生 1 - 3个孩子 ,这个数字逐

渐下降 ,起初人口数量保持简单再生产 ,然后随着

文明不断发展 ,大多数家庭普遍少子女 ,这是由于

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与家庭外活动密切相关 ,家

庭在个体生活中的作用逐渐降低而形成一种社会

现象。

转轨期经济、社会危机使结婚登记、生育的年

龄拖后 ,婚姻不稳定 ,婚姻模式逐渐从依赖供养型

向西方的独立自给型改变 (年轻人将婚姻拖后到

取得独立的经济能力后 )。社会救助措施无法弥

补收入的大幅度下滑 ,子女教育条件恶化 ,超过半

数以上的有子女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这些因

素使育龄妇女不愿生育 ,对出生率下降也产生了

一定的消极影响 ,此外对健康状况的忽视也导致

了高死亡率 ,尤其是男性 ,他们自认为身体强健而

不愿就医、生活无节制、酗酒等不良嗜好严重威胁

着俄罗斯人口的身心健康。近年来一些传染病如

结核、呼吸道、血液循环系统疾病及酒精中毒和交

通肇事等对俄罗斯高死亡率也有直接的影响。

社会道德因素也在其中起一定的作用 ,如对

生活现状不满和精神空虚而吸毒、酗酒或自杀的

人逐渐增多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选择结婚登记 ,

近年来约 5%的年轻人死于吸毒 ,劳动适龄人口

的酗酒不仅直接导致男性死亡率上升 ,对出生率

也有一定的影响 (失去男性伴侣的女性多数不愿

生育或第二胎、第三胎 )。[ 6 ]很多育龄妇女酗酒成

瘾 ,据统计约 50%的新生儿由于母亲的不良生活

方式而导致死亡 ,平均 1 000名新生儿死亡数量

为 1114;女性堕胎率上升 ,平均每年 450万人做

流产 ,每 35人中就有 1人流产 ;一些育龄女性流

产后导致不能再生育孩子。社会转型期原有的体

制遭到了破坏 ,新的社会体制尚未形成 ,年轻人价

值观缺失 ,对未来生活感到不确定 ,人们普遍存在

压力感、无生活目标等对高死亡率也有一定的影

响。[ 7 ]

此外 ,酗酒对俄罗斯高死亡率影响之大不可

忽视 ,酗酒可引起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的猝然发作 ,

另外酗酒而导致的外因致死在俄罗斯较为常见。

据统计 ,约半数的自杀者处于酒后不清醒状态 ;每

年约数万人酒后行凶或犯罪未遂 ;且酒精中毒的

现象屡屡发生 ,这不仅是由于酒质低劣 , 过度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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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也是主要诱因之一。

　　二、俄罗斯学者对中国劳动移民的评

价

　　对于人口危机逐渐加重的形势 ,俄罗斯的人

口学家及政界人士提出应长期采取降低死亡率及

鼓励生育的政策 ,同时引进外部移民缓解俄罗斯

劳动力严重不足的状况。可以说 ,降低死亡率与

提高出生率短期内对改善俄罗斯当前严峻的人口

形势不会起太大作用 ,而引进劳动移民则会立即

缓解俄罗斯劳动力资源严重不足的局面。而我国

与俄罗斯地域毗邻 ,且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 ,两国

间劳动力资源的合作对促进两国经济发展有重要

的意义。两国劳动力资源的合作从俄方的著述及

言论来看 , 俄罗斯对我国的劳动移民持担忧和不

信任的心理。近年来随着俄罗斯经济的迅速发

展 ,吸引国外劳动力资源成为俄罗斯经济发展一

个重要推动因素 ,俄人口研究的资深学者对中国

的劳动力移民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1从全局来看 ,俄罗斯需要中国移民 ,同时

应控制非法移民的进入 ,完善与本地居民共处时

产生的矛盾 ,使两国间的签证、移民及边境政策向

着正规化的方向发展。

阿尔泰国立大学的 Н. В. Тележко认为 ,就劳

动力移民问题 ,俄罗斯的人口形势决定必须同中

国进行长期合作。从国家利益角度出发 ,俄罗斯

需要中国移民 ,来自独联体国家的移民资源尚不

能补足俄罗斯所需劳动力的 40%。当然中国移

民与本地居民共处时 ,由于文化传统上的显著差

异 ,容易出现一些民事纠纷 ,协调外来移民与本地

居民共处时产生的矛盾关系到俄劳动力市场的长

远发展及社会环境的安定。中国移民具有自身民

族的社会性 ,随着俄罗斯一些城市中国移民数量

的不断增长 ,形成了中国移民活动团体 ,他们比较

封闭 ,有一定的组织性 ,从事商业活动以积累资

金、占领市场为目的 ,在界于合法经营和影子经济

的边缘范围活动。阿尔泰边疆区随机抽查了 150

人 ,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 , 1 /5的

被调查者对中国移民持否定态度 ,约 17%的被调

查者持无所谓的态度 ,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认为 ,

中国移民活跃了贸易领域。在评价中国移民的优

点时 ,被调查者认为 ,中国人工作能力强 ( 60% ) ;

中国人团结 ,互相帮助 ( 15% ) ;中国人具有同情

心 (018% )。认为中国人不利方面 :把在俄赚的

钱运回国内 (12% ) ;挤占了当地居民的就业机会

(10% ) ;表现不佳 ( 5% ) ;不诚实 ( 4% )。当问及

是否愿意与中国人通婚时 , 80%的被调查者持否

定态度。从调查中可以看出 , 未来中俄两国间结

成亲缘关系的几率不大 ,评价“现代中俄关系 ”

时 ,没有人持极端立场 , 46%的人认为“一般 ”,

38%的人认为“中国是俄罗斯的威胁 ”, 部分调查

者认为 ,“中国既不是俄罗斯的朋友 ,也不是俄罗

斯的敌人 , 不构成威胁 ”。11%的被调查者对双

边关系持正面评价。

过去的 10年中俄罗斯对中国人的态度发生

了一定的变化 ,起初是友好 ,当中国人的数量逐渐

增多时 , 既而是担忧与恐慌 ,基于地区利益与中

央政权争权为目的而制造的“黄祸论 ”一度被炒

得沸沸扬扬 ,同时两国间也开始了相互熟悉和彼

此接受的过程。中国移民逐渐占据了当地社会、

经济领域的一隅 ,其在经济领域所起的作用 , 逐

渐被当地政府与社会认可 ,中俄两国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也为两国间的经济交往奠定了总体的基

调 ,但中俄两国地区间关系与经济联系发展明显

滞后 , 尽管中国商品在俄罗斯消费者的心目中留

下了不良印象 ,但对中国劳动力俄普遍持肯定的

态度 :中国人吃苦耐劳 , 工作能力强 ,能适应最艰

苦的生活条件 ,有一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灵活性

强。

调查结果反映出俄中两国存在着明显的文化

和心理障碍 ,中国移民进入俄社会需要经过复杂

而漫长的过程。俄罗斯的中国移民将来会形成一

个较为封闭的民族团体 ,文化、语言、风俗习惯与

本地民族的明显差异将会在长时间内妨碍中国移

民适应当地环境 ,影响与当地居民一体化过程。

俄公民对中国移民的态度也是不同的。极少数人

对中国移民有担忧心理 ,持积极与中立态度的占

绝大多数。以上调查分析表明 :大部分赴俄的中

国移民经济动机很明确 ,不具有大规模移民的性

质 ,对中国移民的地方政策应转向开发其潜力 ,利

用其商业积极性及生产经验等方面。俄中两国地

域毗邻 ,中俄劳动力资源合作是必然趋势 ,今后的

发展方向应使签证、移民及边境政策向着正规化

的方向发展。[ 7 ]

21从地区发展层面上 ,俄罗斯的中国移民对

两国经济关系会产生积极影响 ,推动俄远东与中

国移民的合作方案 ,对俄边境地区的发展有积极

作用。

—23—



哈尔科夫国立大学的学者 ШаповаловаЕ.

А. 认为 ,当前俄罗斯的中国移民对俄中经济关系

不会产生消极影响 ,在中俄两国间的合理引导下 ,

能够避免冲突 ,对俄边境地区的发展产生积极的

作用。

俄罗斯远东研究所的院士 ВячесловК. 认

为 ,人口老龄化及人口外流使远东与西伯利亚地

区人烟稀少 , 由于外来移民的进入才能使经济正

常发展 , 从近期来看 ,从亚太国家引进的移民是

现实可行的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办法 , 应把它看作

是社会必要的部分 , 并且是受国家欢迎的。

Витковская和 Зайончковская也提出了关于推

动俄远东地区与中国移民进行项目合作的建

议。[ 8 ]

31对中国移民持戒备态度 ,认为中俄间历史

上存在领土上的纠纷 ,担忧中国移民的进入会给

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带来隐患。

Панарин认为 ,边境地区的发展需要吸引投

资 ,引进廉价劳动力是提高投资吸引力的要素之

一 ,从中亚地区引进劳动力要比使用中国劳动力

风险系数低。

高尔基文学研究所副教授 И. Федотова和

Л. Селиванова认为 ,“各类外部移民对俄罗斯的

国家安全都构成威胁 ”。

与上述观点不同 , ВиляГельбрас对此持较为

客观的态度 ,他认为 ,俄罗斯缺乏明确的移民政

策 ,部分赴俄的中国移民处于非法状态 ,由于中国

经济高速发展以及国内严峻的生存就业压力迫使

中国开拓国外劳动力市场。2002 - 2003年间 ,中

国简化了出国手续的办理 ,两年内赴俄人数达到

过去五年赴俄人数的总和 ,近年来 ,居俄的中国移

民趋向于短期化 ,并按规定日期回国 ,且大多数人

通过合法渠道过境。据调查数字显示 ,哈巴边疆

区 2002年长期驻俄超过四年以上的中国移民比

1999年减少了一半 ;海参崴减少了 20% ,且逗留

期限低于一年的移民数量上呈扩大趋势。2005

年与去年比较 ,合法移民数量呈上升趋势 ,但数量

在可控制范围内 ,这不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成威

胁 ,令人恐慌的“中国人口扩张论 ”不具有现实意

义。[ 9 ]

41形成完善的移民政策管理与引导劳动移

民在俄的商业活动 ,避免民族冲突 ,建立完善的移

民机制 ,对解决俄人口危机、保障国家安全有重要

意义。

А. В. Дмитриев与 Г. А. Пядухов在《劳动

力市场上移民冲突 》一文中阐述 ,中国劳动移民

自身具有良好的组织性 ,较为封闭 ,民族情绪较为

浓厚 ,基于此 ,这种封闭型与不自觉的自我隔离易

引起所在国家社会对移民的不友好态度 ,形成与

地方居民产生冲突的潜在危机。他认为 ,基于双

方民族相互理解、彼此尊重 ,带有多民族文化价值

观 ,以减少社会压力为目的 ,以此为基础形成的移

民、人口、经济、社会政策能够更好的管理、引导俄

境内的劳动移民 ,避免滋长结构性冲突的民族情

绪。[ 10 ]

调查表明 ,中国移民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做

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某种程度上巩固了俄罗斯的

国家安全。СергейЛаптев在《中国移民 ———机遇

还是威胁 》一文中追溯了 20世纪 90年代初到现

在中国移民数量的变化 ,指出在俄罗斯的中国移

民多数以营利为目的 ,并没有长期居住的打算。

1992 - 1993年莫斯科的中国移民约有 4 - 5万

人 , 1994年以后由于俄罗斯国内形势动荡及警察

的盘剥勒索 ,黑社会的不良行径 ,再加上中国商品

没有了以往的高额利润 ,移民逐渐减少。1998年

以后中国移民更趋减少 ,在莫斯科不超过 115万

人。在远东和西伯利亚一带 ,如赤塔、布市、伊尔

库茨克等城市不超过 10万人。[ 11 ]

《俄罗斯的国家安全 :呼唤中国移民 》一文指

出 , 1998 - 1999 年俄罗斯进行的调查显示 ,

3416%居俄的中国移民打算在俄境内工作至合同

期满 ; 3318%的中国人愿意根据生意进程确定自

己的归国日期 ; 8%的人表示愿意久居俄罗斯 ; 4%

的人把俄作为去其他国家的中转站。[ 12 ]

综上所述 ,俄罗斯人口危机的形势与俄罗斯

经济发展需要引进国外劳动移民 ;俄中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为俄中两国间的劳动力资源合作奠定了

友好的基调 ,从俄方学者的言论中可以看出 ,俄从

自身国家利益与移民安全角度出发 ,对中国经济

的快速发展及国际劳动力移民的流动持合作与提

防兼具的态度 ,今后两国劳动力资源的国际合作

整体趋势是不可遏止的 ,并向着逐渐规范化、合法

化的渠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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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ason of Russia Popula tion Cr isis and Russian Scholars’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Chinese Labor M igration

YU Xiao - qin

(Russia Institute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Hae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Foreign imm igration is one of the p ractical solutions for Russia to shake off its population crisis. The

Russian scholars took a various views on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n the imm igrant labor force from

China. W ith the recovery in economy of Russia, most of the scholars have recognized the positive effect to the

Russian economy brought by Chinese imm igrants, and they argued that a comp lete imm igration policy, a mod2
erate imm igration, and avoiding the illegal imm igrants and racial conflict will be effective to solve the Russian

population crisis and to guarantee the nation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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