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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 萨 克 斯 坦 中 国 新 移 民 探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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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91 年 12 月，哈萨克斯坦独立。此后迁往该国的中国大陆公民，主要包括商业移民、劳动力和技术移

民、哈萨克族“返回”祖国移民以及非正常移民四种基本类型。哈萨克斯坦中国新移民的迁移受政治、经济、地理、
政策四个因素的影响。当地居民对中国移民担忧情绪的滋长以及新移民融入主流社会的程度较低等问题，制约了

哈萨克斯坦中国新移民在当地的发展。在“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短期内中国新移民赴哈人数会呈现加速增

长的趋势，但从长远来看，哈萨克斯坦中国新移民的前景充满变数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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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的中国新移民，指的是在 1991
年 12 月哈萨克斯坦独立后迁往该国的中国大

陆公民。截至 2014 年，哈萨克斯坦约有华侨华

人 40 余万，包括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回族、东
干族、汉族等各族同胞［1］，主要生活在阿斯塔

纳、阿拉木图、阿克丘宾等城市。2000 年以前，

中国赴哈萨克斯坦的新移民数量较少，且以商

业移民为主。2000 年以后，劳动力与技术移民

和哈萨克族“返回”祖国的移民构成了中国赴

哈国移民的主力军，数量也大大增加。
本文拟从新移民的类型、迁移原因、新移民

所遇到的问题等方面对迁往哈萨克斯坦的中国

新移民现状进一步做出分析。

一、哈萨克斯坦中国新移民基本类型

哈萨克斯坦的中国新移民可以分为商业移

民、劳动力和技术移民、哈萨克族“返回”祖国

移民以及非正常移民四种类型。
( 一) 商业移民。
商业移民，也称为穿梭贸易移民。他们在

中国购买商品，以旅游为名跨越边境，将商品带

到哈萨克斯坦境内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商业移

民并不打算在哈萨克斯坦长期或永久定居，待

商品卖完，他们会返回中国或赴其他国家。这

一特点，导致了这一时期哈萨克斯坦的中国新

移民定居数量较少，流动性大。
商业移民的兴起与哈萨克斯坦的经济状况

紧密相连。哈萨 克 斯 坦 独 立 初 期，受 俄 罗 斯

“休克疗法”的影响，被迫放开绝大多数商品价

格，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加上独立前的哈萨克

斯坦一直奉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忽略了

轻工业及农业的发展，导致生活用品严重短缺。
而经历十多年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国，商品丰富，

市场繁荣。中哈两国经济呈现出的巨大反差直

接推动了边境贸易、跨国经商及购物旅游的兴

起。中国的生活用品一时间在哈萨克斯坦成了

抢手货。大批中国“倒爷”进入哈萨克斯坦，兜

售“中国制造”的商品。哈国的边境服务数据

显示，1993 至 1995 年，平均每天有 150—200 名

中国公民进入哈萨克斯坦境内，其中 30—50 人

没有再回国［2］。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是为了通过

跨国经商来获取经济利益。
“倒爷”们倒卖的多数是中国小工厂或手

工作坊生产的商品，质量很难得到保证。2000
年以后，哈国经济形势好转，哈萨克斯坦人逐渐

摆脱了商品匮乏的窘境。质量低劣的商品对于

他们来说也就失去了吸引力。初期的穿梭贸易

规模不断下降，取而代之的是采购、运输、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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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的外贸公司。
( 二) 劳动力和技术移民。
1993 年，哈萨克斯坦开始大规模雇佣外国

工人。刚开始，它只引进了2 100名工人，其中

的 26. 7% 来自中国［3］。2004 年起，来自中国的

劳动 力 迅 速 增 加。2004 年 中 国 工 人 人 数 为

1 457名，2005 年增加到了3 238人，2008 年达到

了峰值10 104人。受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

2009 年中国工人的绝对数量有所下降( 下表反

映 1999—2011 年赴哈中国工人的具体人数) ，

但中国工人在外国工人中的比例却上升了。
2010 年，来自中国的劳动力占哈国外国劳动力

的 23. 6% ，超过了此前 16 年一直占据榜首的

土耳其工人所占比例( 18. 4% ) ，中国成为对哈

劳动力输出最多的国家［4］。

1999—2011 年赴哈中国工人数量

资料来源: Dinara Urazova． Chinese migration to
Kazakhstan-threat or myth? Politics． Tengrinews．
kz． http: / /en． tengrinews． kz /politics _ sub /Chinese-
migration-to-Kazakhstan-threat-or-myth-256372 /
( 2014 /9 /26) ．

20 世纪 90 年代，来自中国的工人和技术

人员较少，工作地点局限于阿拉木图等哈国东

部靠近中国的区域。进入 21 世纪以后，中国工

人数量大幅增加，活动范围也扩大到了阿斯塔

纳、阿特劳等哈国中西部地区。中国工人和专

家大多受中国公司或中哈合资公司雇佣，主要

在矿业、建筑业、运输业等行业工作。和商业移

民一样，劳动力和技术移民也很少在哈萨克斯

坦定居。以阿拉木图的中国新移民为例，47%
的中国新移民会在 1—4 年内离开，有 22% 的

人在阿拉木图居住时间不到一年［5］。
哈劳动力短缺是中国向其输出劳动力和技

术人员的重要因素。哈萨克斯坦本就是一个地

广人稀的国家，建国后出现的对外移民潮更使

得技术人才和劳动力资源捉襟见肘。据统计，

从 1992—2006 年，有 310 多万人移出哈萨克斯

坦，净移民 200 万人，其中有 63%—65% 的人

处于劳动力年龄段，其中又有约 45% 的人持有

大学毕业或专业技术证书［6］。仅 1994 年就有

接近 35 万人迁出哈萨克斯坦［7］。进入 21 世

纪，哈萨克斯坦经济形势好转，对于劳动力和专

家的需求大大增加。根据哈萨克斯坦国家统计

局局长斯马伊洛夫的说法，2013 年起，哈国将

出现有劳动能力人口比重降低、退休人口增长

的趋势，并将延续至 2025—2026 年［8］。为了缓

解劳动力紧缺的状况，哈萨克斯坦开始实行引

进外国劳务的新标准，对输入外籍劳务人员占

全国劳动力人口的比例限额进行了调整，从

2007 年的 0. 8% ( 约 6. 4 万人) 调整到 2008 年

的 1. 6% ( 约 12. 8 万人) 。其中的绝大多数名

额都给了劳动力和技术移民 ( 4. 8 万个名额给

了公司领导和中、高级技术专家，7. 44 万个名

额给了熟练技术工人) ［9］。
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大量投资加速了对哈

劳动力和技术移民的进程。截至 2013 年，中国

在哈直接投资已经超过 200 亿美元，哈萨克斯

坦已成为中国在海外第三大投资目的地国，各

种形式的金融信贷超过 300 亿美元，在哈注册

的企业达3 000家［10］。中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

中在建筑业、采矿业、金融业、房地产交易、租赁

和服务业等领域。其中，建筑业和采矿业是重

中之重，占直接投资的 74. 47%［11］。建筑业和

采矿业都需要高强度的劳动和很高的技术水

平，大量的中国工人和专家因而进入哈萨克斯

坦。以 2014 年的前 6 个月为例，哈萨克斯坦共

引进外国务工人员 2. 6 万人，其中的 22. 6% 来

自中国，而且绝大部分是在建筑 领 域［12］。现

在，哈萨克斯坦已经不满足于中国在油气、建筑

行业的投资，而是期待着中国增加在采矿、机器

制造、化工、电子、消费品等领域的投资［13］。中

哈经济合作前景光明。
中哈合作推动了劳动力与技术移民进程。

2003 年中哈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

萨克斯坦共和国 2003 年至 2008 年合作纲要》
等 6 个文件［14］，其中油气合作是两国合作的重

点。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是世界上最长的天

然气管道，而中哈天然气管道 ( KCGP) 是中亚

天然气管道( CAGP) 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哈天

然气管道一期工程已于 2009 年 7 月完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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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工 程 为 哈 国 境 内 管 道，于 2015 年 建 成 投

产［15］。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2014 年

访华期间，见证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其中就

包括哈油气股份公司与中石油签署的建设油气

管道厂的框架协议。哈方表示，哈将积极参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范围内的经贸、运输、投资、金
融和文化项目［16］。运输方面，正在建设的“中

国西部———西欧”国际公路运输走廊是目前中

哈在运输方面合作的最大项目。据悉，该走廊

将横贯哈萨克斯坦，在其境内路段总长2 787公

里，将于 2017 年投入使用［17］。油气管道以及

道路建设加快了中国工人和专家进入哈萨克斯

坦的进程。
从另一方面看，中国劳动力和技术人员移

民哈萨克斯坦的前景并不乐观。哈萨克斯坦于

2012 年批准实行了新版的《外国人就业和企业

引进外国劳动力许可证颁发办法和条件》。和

旧版相比，新版法规最大的特点是提高了哈籍

员工在外资企业的配额比例，同时将哈籍员工

的配额比例作为外资企业申请劳务许可证的前

提条件。专业技术人员和工人在其中属于第三

类和第四类人员，“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三类

人员和四类人员中，哈国员工的比例不得低于

90%”［18］。2015 年，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萨帕尔

巴耶夫在政府扩大会议上表示，由于经济危机

的影响，政府将调整外国劳动力就业结构，用哈

居民进一步替代外国劳动力，禁止外国劳动力

参与国家预算拨款项目［19］。这种保障本国人

就业的政策无疑对中国的劳动力和技术人员移

民哈萨克斯坦构成了限制。
( 三) 哈萨克族“返回”历史祖国移民。
与前两种新移民相比，中国哈萨克族“返

回”哈萨克斯坦的移民中的绝大多数都永久居

留在哈国。从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开始，中国

的哈萨克族人开始陆续“返回”，只不过数量较

少; 进入 21 世纪以后，这个进程明显加快，人数

急剧增加。哈萨克斯坦国际通讯社消息称，截

至 2015 年 1 月 1 日，共有259 159户952 882名

境外哈萨克人“回归”祖国，其中 14. 3% 来自中

国［20］。由此可推测出，“返回”的中国哈萨克族

新移民数量为 13. 6 万人。“返回”的哈萨克族

人喜欢聚居，由于通晓汉语和哈萨克语，他们中

许多人都受到中国商人的雇佣。
独立初期的哈萨克斯坦面临着很大的挑

战: 主体民族哈萨克族在总人口中比重不占多

数。纳扎尔巴耶夫曾经忧心忡忡地写道: “俄

罗斯 1897 年的统计表明，当年居住在哈萨克斯

坦境内的全部人口 90% 都是哈萨克族人。在

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个比例下降到了

29%。在联盟时期，没有任何一个共和国土著

居民在全国人口所占的比例比我们共和国的比

例更低。”［21］为了改变这种“主体民族不主”的

局面，哈萨克斯坦开始实行优惠的民族人口政

策。1992 年，哈萨克斯坦通过了《哈萨克斯坦

移民法》，作为第一部有关移民的法律，明确规

定:“居住在国外的哈萨克人有权自由返回历

史祖国。”1997 年，哈议会通过了解决移民问题

的专门法规《人口迁移法》，明确了促进移民适

应新的政治、社会、职业、语言和文化环境的方

法和途径。该法律给外来移民提供了一系列优

惠政策: 集中居住者可获得一块土地，修建私人

住房可获得长期贷款; 提供经费支持、免费教育

和医疗帮助等。1993 年，哈萨克斯坦开始实行

移民配额制度。来自中国的哈萨克人从 1994
年起也包含在这些配额之中，但数额在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都在稳步下降: 1994 年时 500 户;

到了 2001 年，仅有 40 户［3］。20 世纪 90 年代哈

萨克斯坦刚刚建国，局势动荡，经济上不景气，

这使得想“返回”的哈萨克族人望而却步，导致

即使是不断递减的配额也从来没有完成过。中

国哈萨克族人“返回”活动在整个 90 年代虽然

未曾间断，但数量始终有限。根据学者的研究，

从 1993 年至 2000 年，由甘肃、新疆等地，以亲

属团聚、探亲、留学、经商等途径赴哈萨克斯坦

并居 留 下 来 的 哈 萨 克 族 新 移 民 仅 有5 000—
6 000人［22］。

进入 21 世纪以后，来自中国的哈萨克族新

移民急剧增加。2003 年，从中国移民至哈萨克

斯坦的哈萨克族人数为4 293人; 到 2005 年，达

到13 190人; 2007 年则增至38 000人［3］。2000
年后，哈国政局稳定、经济形势不断好转，这固

然是吸引哈萨克族新移民的主要因素，但哈萨

克斯坦进一步出台的优惠政策的作用也不容忽

视。2002 年 5 月 17 日，哈政府颁布《哈萨克斯

坦国籍法修改和补充法案》。该法案简化了入

籍手续，无需脱离他国国籍就可获得哈萨克斯

坦国籍。经济上，政府将为每个新移民在银行

立户头，给每个人划拨住房补助91 900坚戈和

一次性现金补助: 户主13 785坚戈( 约合 100 美

元) ，其他家庭成员每人9 190坚戈，还有一些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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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和海关补助［23］。与此同时，哈国从 2009 年

开始将每年的国外哈萨克人回迁的移民配额由

2005 年的 1. 5 万个家庭增加至 2 万个［24］。
从 2012 年起，哈对境外哈萨克族回归哈萨

克斯坦不再给予配额。哈萨克斯坦统计署资料

表明，2013 年 1—8 月份，共有 1. 41 万人移民哈

萨克斯坦，同比下降了 30. 3%。［25］

( 四) 非正常移民。
非正常移民，也称为非法移民。由于缺乏

详细的资料，加之其流动性大的特点，中国非正

常移民的数量很难确定。可以肯定的是，来自

中国的非正常移民要远远多于上述三种类型的

移民。以 2006 年为例，前 10 个月有103 700名

中国工人到达哈萨克斯坦，但仅有5 008名专家

和工人持有相关证件。［26］

在哈的中国非正常移民主要有三类。第一

类为非法劳动和商业移民。哈法律规定: “因

私来哈探亲、学习、出差、旅游者不能在哈就业，

不能从事与入境目的不相符的活动。禁止临时

来哈无 劳 动 许 可 证 的 外 国 公 民 在 哈 就 业 经

商。”［27］但这些非法劳动移民不顾哈国法律，以

私人或游客的身份赴哈萨克斯坦，在没有该国

相关机构注册，也没有相关协议许可的情况下，

在哈萨克斯坦从事商业活动或寻找工作机会。
尽管哈法律限制外国人在哈从事批发零售贸

易，但根据哈媒体的统计，仅阿拉木图市场上就

有超过 20 万中国人从事贸易等活动［28］。第二

类为非法过境移民。他们将哈国作为赴欧洲等

地的中转站。非法过境移民往往由“蛇头”牵

线，在支付昂贵的费用之后，“蛇头”为他们伪

造出入境所需的所有文件或帮助他们偷渡。第

三类为犯罪分子。这是对哈国威胁最严重的一

部分人，尤其是以“疆独”为代表的恐怖分子。
他们将哈萨克斯坦作为从事分裂活动和支持车

臣、阿富汗“三股势力”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重

要基地。
非正常移民给哈萨克斯坦造成了许多问

题。大量不注册的商业活动的存在壮大了哈国

本就十分庞大的“影子经济”的规模( 2013 年，

“影 子 经 济”在 哈 经 济 总 量 中 占 比 高 达

28. 6%［29］) ，给哈政府的管理带来了麻烦，影响

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加了其经济活动中的不

稳定因素，威胁哈国经济安全。同时，在哈寻求

工作机会的非正常移民也影响了当地人的就

业，抬高了哈国的失业率，引发当地人的不满以

及对“中国化”的恐惧与担忧。

二、赴哈萨克斯坦中国新移民的迁移原因

中国新移民涌入哈萨克斯坦是双方高度的

政治互信、活跃的社会经济、毗邻的地理区位、
哈国优惠的民族政策等多因素耦合的结果。

( 一) 中哈政治互信为中国新移民迁往哈

萨克斯坦提供了重要条件。
1992 年 1 月，中哈双方签署了建交公报，

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1993 年，江泽民主席

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签署了《关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友好关系基础的联合

声明》，中哈两国的政府代表同时签署了两国

政府关于公民公务旅行的协定和两国民用航空

运输协定。这就为中国公民向哈萨克斯坦的迁

移提供了法律保障。近年来，中哈关系发展迅

速。2014 年 12 月，李克强总理在阿斯塔纳同

哈萨克斯坦总理马西莫夫举行中哈总理第二次

定期会晤时表示:“中哈互为友好邻邦，两国始

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中哈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在高位运行。”马西莫夫也认为: “哈中睦邻友

好关系是哈外交优先方向。近年来，哈中关系

快速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30］前中国驻

哈大使周力在总结中哈关系时提到:“中哈战略

伙伴关系成果辉煌，前景广阔。”［31］中哈政治互

信利于两国的边界贸易以及跨界人员往来。
( 二) 哈萨克斯坦经济的好转以及中哈贸

易的发展加速了移民进程。
在哈萨克斯坦独立的最初七年里，其经济

经历大幅度衰退。大批居民失业，生活水平骤

降，1997 年全国约有 30 万失业人口。农业遭

受巨 大 打 击，牛 羊 等 牲 畜 的 数 量 从 1991 年

3 550万头锐减到 1997 年的1 300万头［32］。受

此影响，迁入哈萨克斯坦的人数远远小于迁出

人数，比例基本是 1∶ 4。1994 年迁出人口是迁

入人口 的 6． 7 倍，1997 年 则 达 到 7． 9 倍［33］。
2000 年以后，哈萨克斯坦经济发展，居民生活

收入提高，至 2012 年 底，人 均 GDP 增 长 了 9
倍，达到了 1． 13 万美元［34］。与此同时，哈萨克

斯坦由一个人口大量外迁的国家逐渐演变为中

亚地区最大的移民接收国和劳动力输入国。中

国 2014 年的人均 GDP 仅为7 285美元［35］，与哈

萨克斯坦存在不小的差距。哈萨克斯坦 2000
年以后经济形势的好转与中哈人均 GDP 的巨

大差距是哈国吸引中国新移民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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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哈双边贸易的迅猛发展加速了两国之间

的移民进程。哈萨克斯坦是我国在独联体内的

第二大贸易伙伴，2007 年双边贸易额是 1992
年的 37. 71 倍多［36］。尤其是在 1999 至 2005 年

间，哈萨克斯坦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 5. 2 倍; 从

中国的进口增长了 15. 7 倍; 整体上涨了 6. 7
倍［26］。2010 年，中国第一次成为哈萨克斯坦第

一大贸易伙伴，是哈萨克斯坦最大出口国，第二

大进口国［37］。到 2013 年，哈进口也主要来自

中国，占哈进口总值的近 1 /3［38］。哈萨克斯坦

主要将石油、黑色金属和铜等出口中国，而中国

人则向哈萨克斯坦推销衣服、鞋子、电器、食品

等消费品。中哈之间的贸易互补性很强，其贸

易额有望在未来继续攀升。
( 三) 中哈地理上的接近为两国移民提供

了方便。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毗邻而居，哈是中国第

二大邻国，两国有着长达1 700多公里的共同边

界线。哈萨克斯坦与中国新疆十个沿边地州中

的五个接壤，有五个正式开放的口岸①，中哈开

通直达国际道路客货运输线路 72 条。这种地

理条件极大地方便了两国居民的跨国流动。
( 四) 哈国移民政策吸引了中国哈萨克族

新移民。
除了《哈萨克斯坦移民法》《人口迁移法》

《哈萨克斯坦国籍法修改和补充法案》中规定

的针对哈萨克族新移民的优惠的政治、经济政

策以外，哈萨克斯坦还成立了世界哈萨克协会

和哈萨克人故乡协会等组织，哈国的新闻媒体

大量宣传报道，号召哈萨克人“返回”祖国。哈

国还主持召开了世界哈萨克人代表大会，纳扎

尔巴 耶 夫 总 统 亲 自 担 任 大 会 的 主 席。他 在

1992 年世界哈萨克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是《我

们敞开热情的怀抱欢迎同胞们》中宣称:“在这

个世界上，我们只有一个祖国，这就是独立自主

的哈萨克斯坦。”［39］

三、中国新移民在哈萨克斯坦发展

遇到的问题以及前景展望

通过对哈萨克斯坦中国新移民的研究分析

可以发现，新移民在当地的发展遇到了一些问

题，主要表现在:

( 一) “中国威胁论”加重了哈国公民对中

国新移民的担忧。尽管哈萨克斯坦官方将中国

看做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一个平衡，但哈国民

间还是会不时出现“中国扩张”和“中国对外移

民”的话题［40］，哈萨克斯坦媒体对于“中国化”
威胁的宣传越来越多，这加重了哈国公民对中

国新移民的担忧。根据研究移民问题的专家萨

多夫斯卡娅的调查，在哈萨克斯坦城市居民的

某些群体中，正在形成对在哈中国新移民的消

极态度，受访者中 24% 的人认为中国新移民会

对哈萨克斯坦劳务市场产生负面影响，而认为

有积极影响的仅 7%［41］。部分外国学者将赴哈

萨克斯坦的中国新移民看成是中国政府国家战

略的结果［42］，认为中国新移民不仅仅为了赚

钱，还在扮演推进中国经济和地缘扩张的桥头

堡角色。同时，中国人口数量是哈萨克斯坦的

一百倍，这也让哈萨克人感到担忧。因而，中国

势力的做大引起了一些反效应。例如，2010 年

哈萨克斯坦政府就因此放弃了出租一百万公顷

未开垦土地给中国农民的计划［42］。
( 二) 融入主流社会的程度较低。除了哈

萨克族新移民外，其他中国新移民多数不会说

哈国当地的语言，这导致了他们与哈萨克斯坦

公民交流的困难。即使是与居住国同一种族的

中国哈萨克族新移民，在“返回”哈国后也多数

集中居住在了毗邻中国的阿拉木图以及东哈萨

克斯坦地区，同时还保留了来自中国的一些传

统和习俗，这就妨碍了与当地居民的有效沟通，

增加了融入当地社会的难度。另一方面，非哈

萨克族中国新移民并不寻求哈萨克斯坦的公民

身份。根据哈政府部门的统计，从 1992 年至

2007 年，共有21 012人获得了哈公民身份，其中

仅有 5 人是非哈萨克族的中国人［43］。中国新

移民很少与哈国公民通婚，据统计，哈萨克斯坦

独立之后的 16 年间，仅有 74 例中国新移民与

当地人结婚的例子［44］。这些都是造成中国新

移民融入哈国主流社会程度较低的重要原因。
为解决这些问题，新移民尤其是劳动力和

技术移民应开展国内培训。培训内容不仅包括

技术培训，还要尽力教授当地的语言，要做到业

务技能与语言技能并重。同时，加大对哈宣传

力度，重点宣传中国悠久的历史、丰厚的文化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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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和平的外交政策等，让哈萨克斯坦民众了解

中国和平发展的愿望，强调中哈经贸合作以及

中国新移民对于哈萨克斯坦经济发展与建设的

积极作用。鼓励中国新移民走出聚居区，积极

地与当地民众交流融合，减少当地民众的恐惧和

抵触情绪，消弭“中国人口扩张论”的不良影响。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展

开，作为实现此战略关键国家的哈萨克斯坦蕴

含着大量的商机，哈萨克斯坦中国新移民的发

展面临着一个新的机遇。因此，短期内中国新

移民迁往哈国人数还会呈现加速增长的趋势。
但从长远来看，哈萨克斯坦中国新移民的前景

充满变数，主要取决于以下四个因素: 首先，哈

国移民政策并不稳定，哈国引进外国劳动力的

限额每年都要重新确定，波动很大。其次，过于

依附能源使得哈萨克斯坦经济结构过于单一，

存在较大风险。2014 年下半年油价下行，对哈

萨克斯坦经济造成了较大冲击［45］。第三，“中

国威胁论”给中国新移民的前景蒙上了阴影。
最后，中哈合作领域可能会有所改变，这会影响

中国新移民的类型、结构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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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of the fact-finding of cases． And Wigmore had established a schema system， and so on． Based on dialectics and the dia-
logue theor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rgumentative dialogue model of the fact-finding of cases and uses this model to analyze "the
Case of Den Yu-jiao" and "the Case of Huugjilt"． This study can not only reveal the practice process that how argumentative dia-
logue model takes shape the facts of the case， but also show theoretical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this model．
Key words: Fact-Finding of Cases; Argumentative Dialogue; the Case of Deng Yu-jiao; the Case of Huugjilt
The Issue of Chinese New Migrants in Kazakhstan ZHANG Wen-de， LIU Li
( College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116， China)
Abstract: After Kazakhstan's independence in December 1991， Chinese citizens who immigrate to Kazakhstan refer to four basic
kinds including business migration， labor and technology migration， the Kazakhs who "back to the motherland"， and the abnor-
mal migration． The moving of Chinese new immigrants to Kazakhstan is influenced by political， economic， geographical， and pol-
ic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ew migrants in Kazakhstan is restricted by the growing worries of local residents to Chinese mi-
grants and the lower level of new migrants integrating into mainstream society． In the background of "Silk Ｒoad Economic Belt"，
the number of Chinese new migrants in Kazakhstan will increase rapidly in a short time． But in the long term，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ew migrants in Kazakhstan is full of changes and challenges．
Key words: Kazakhstan; Chinese new migrants; Immigration Policy
Looking at the World by a Novel: The Significance of Sleepwalk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I Ou-fan， QIAO Ben-wu
( 1．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 Harvard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original author of Sleepwalk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as Dutch scientist Harting． Yang Desen translated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is science fiction into Chinese． Kondou Makoto directly translated Dutch version into Japanese． The time
when two translators translated this fiction was just when the East must face to the western cultural hegemony． The spread of the
translated versions of this fiction led to a vivid case of a western version travelling to the East． The spread of this original western
version to the East expressed not on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stern culture and original culture， but also different traditions
and historic trend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e travel of this science fiction in the East expressed that the spread of knowledge
is never the simple phenomenon of "universality"． Science never separates itself from agency of power relations in its spreading．
Key words: Sleepwalk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ranslation Spread; Power Ｒelation
Solving the Puzzle about Crusading against Tian Hu and Wang Qing HANG Ya-guang
( Labor Movement Institution of China， All-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Beijing 100865， China)
Abstract: Nowadays， both of Water Margin with 100 chapters and it with 120 chapters read by us usually are not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this fiction． At first， the original version included the story about crusading against Tian Hu and Wang Qing． In the
process of the widespread of the original version to the people， the story about crusading against Tian Hu and Wang Qing was re-
moved from Water Margin with 100 chapters． Later， this story was rewrote which was totally different to its original version of
Water Margin， and was added to Outlaws of the Marsh with 120 chapters．
Key words: Outlaws of the Marsh; Crusade against Tian Hu; Crusade against Wang Qing; Forming Process
A Brief Discussion on Zhang Youyu's Practice on Media Criticism HU Zheng-qiang
( School of Design Art and Media，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Jiangsu 210094， China)
Abstract:At the year of 1927，Zhang Youyu joine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fter that， he started to carry out media criti-
c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terialist reflection theory with the Marxist theory as a weapon． His media criticism pointed to the
level of in-depth from social and political aspects， while not stopped at the surface layer of inaccurate report． He was very good at
not only expounding media phenomenon from the 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urisprudence and journalism， but also analy-
zing media texts as a subject of media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identity， because of his dual training of jurisprudence and journal-
ism． Besides these， Zhang Youyu helped his audience to learn how to identify media attitudes by introducing them the way of
reading newspapers， which indirectly and subtly showed a way of media criticism， and thus improved the audience's media litera-
cy． From the artistic point of writing， Zhang Youyu often used contrasts， metaphors， flashbacks and parallelism in his media crit-
icism． When you read his articles， you can see his uncompromising standpoint， and you can also feel his approachable and gentle
attitudes．
Key words: Zhang Youyu， Media criticism， Thoughts Study
Discussion on the Production of Agenda-setting in "Media-based Protest" DAI Hai-bo， YANG Hui
( School of Media，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 Huai'an， Jiangsu 223300， China;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of Taiwan， Taibei， Taiwan 1605)
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early "media-based protest" in China， the strugglers set individual agendas actively， and make
themselves become "amplifier" of protest demands by new media， instead of waiting for media reports to complaint demands pas-
sively． Besides these， the strugglers can play games with opinion leaders in protest community which can lead to community a-
gendas， thus effecting media agendas， public agendas， and policy agendas． In this process， traditional agenda relationship of a-
genda-setting is overturned． The trend of agendas shifts to reverse which shows protest form of "relying mainly on strugglers own
efforts while making the media subsidiary． Because of this， subjectivity of the strugglers has become even more prominent．
Key words: Mediation; Media-based Protest; New Media; Agenda-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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