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今世界遍布着华人华侨。 据最新的数据显示，海外华侨

华人到 2008 年已经增长到 4800 万[1]。 俄罗斯作为一个地跨欧

亚两大陆的国家，有着其自身的特点。 中国和俄罗斯是两个最

大的睦邻友好国家， 也是维持国际社会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

量。 俄罗斯中国移民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

是，俄罗斯的中国移民问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并 未 被 各

国学者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进行专门研究。 正如俄罗斯学者

О.В.扎列斯卡娅指出的那样：“俄罗斯，作为一个中国人不长期

居住，只是临时生活的国家，并没有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被研

究”[2](P9)。 这些不以定居为目的临时居住的中国人，在俄罗斯也

被列为外来移民的范畴。 “中国移民，不仅在地域上，而且在国

际上都是中俄双方较重要的关系之一， 同是也是俄罗斯历史

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3]。“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发展的各个不同

历史阶段， 其中包括沙俄时期、 革命岁月和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都有大量的来自毗邻的中国的居民”[3]。 在当今的俄罗斯，
也同样涌现出了一大批来这里工作、学习的中国人。 可以说，
在俄罗斯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 都有数量不等的中国移民活

跃在俄罗斯广袤的大地上。 这些中国移民为增进中俄人民的

友谊，加强两国的的经贸往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年来，随着

中俄两国关系的日益巩固， 我们有必要对为中俄两国友谊做

出重要贡献的俄罗斯中国移民问题给与特别的关注。

在本文中，笔者主要是以俄罗斯远东的中国移民为例，兼

顾俄罗斯其他地域的中国移民分布状况， 结合俄罗斯学者对

在俄中国移民研究的最新成果，按照前苏维埃时期、苏维埃时

期和后苏维埃时期三个阶段全面阐述中国移民在俄罗斯分布

的历史与现状。

一、前苏维埃时期俄罗斯的中国移民

前苏维埃时期在俄罗斯到底有多少中国移民， 到目前为

止作者还未能找到确切的数据。 但“在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签

订前，在黑龙江流域生活着一定数量的中国居民” [2](P13)。 在这两

个条约签订前， 现在被划为俄罗斯领土的远东地区有 100 多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属于中国所有。 据此，我们可以推测，在俄

罗斯远东地区到签订瑷珲和北京两个条约之前， 中国人的数

量应该为数不少。 这一状况直持续到中俄瑷珲和北京两条约

签订时。 在上述两条约签订后，根据 1861 年《阿穆尔和滨海地

区俄罗斯和外国居民条例》的相关规定，中国臣民被允许居住

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其中包括生活在城市之中。 在购买私有的

土地、从事贸易、手工艺等方面被赋予了一定的优越条件 [2](P13)。
因此，可以说，尽管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了上述 两 条 约，但 此 时

远东地区的中国居民数量并未明显减少。 笔者认为，这一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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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下列两方面的原因决定的。
一方面是由于沙俄自身建设远东地区的需要。 在签订瑷

珲和北京两条约之前， 远东地区的俄罗斯臣民人数不多。 因

此，在该部分领土被划入沙俄版图后，急需大量的劳动力建设

该地区。 从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向远东地区移民，就当时而言，
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变等原因，是不可能的。 而毗邻俄罗斯

远东地区的中国，离沙俄远东地区较近，劳动力资源也比当时

的沙俄丰富得多， 这便为沙俄远东地区的建设提供了大量的

劳动力。
另一方面，由于满清人当时一直视远东地区为龙兴之地，

进而实行禁止向远东地区移民的政策。 因此，在远东地区的中

国人同解除关禁令之后相比为数较少。 但是，由于沙俄不断向

中国远东地区入侵，以及瑷珲和北京两条约的签订，1878 年清

政府迫于形势发展的压力，废除了向满洲里地区移民的禁令。
随着这一禁令的废止，从山东、河南、河北等省份 开 始 出 现 了

大规模向关外移民的浪潮。 以黑龙江省为例，从 1887 到 1895
年居民人数从原来的 40 万 8 千人增长到 150 万人 [2](P14)。 这导

致的结果是，在签订中俄瑷珲和北京两条约后，毗邻沙俄远东

地区的中国东北的人数俱增。 客观上，这也为向沙俄远东地区

迁入中国居民造就了必要的社会条件。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 在瑷珲和北京条约签订后的几年时

间内，在沙俄远东地区的中国移民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出

现了增加的趋势。 这一时期的中国移民主要是以来远东地区

赚钱的华工为主。 据俄罗斯学者统计，“如果从 1858-1860 年

在阿穆尔和滨海地区有 6300 名定居 的 和 2-3 千 名 非 定 居 的

中国居民，那么到 1881 年时，中国 人 的 数 量 增 长 至 1 万 5 千

多人”[2](P14)。 “根据远东地区省长报告，在阿穆尔、滨海和后贝

加尔地区从 1886 到 1900 年中国人的数量从 27500 人增长到

51801 人。 在城市中，仅在 1897 年，官方资料显示，中国臣民集

中在符拉迪沃斯托克 （海参崴–引者注） 的人数最多， 达到

9878 人，在 哈 巴 罗 夫 斯 克（伯 力 – 引 者 注）明 显 要 少 一 些，为

3652 人，在布拉迪维参斯科（海兰泡 – 引者注）为 2969 人，在

尼古拉耶夫斯科（庙街 – 引者注）为 1129 人。 ” [2](P16)

中国移民在沙俄远东地区增长的趋势， 引起了地方政府

和社会知识阶层的担忧。 远东地方媒体开始出现了一种悲观

的“黄祸论”。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找到当今部分俄罗斯学者鼓

吹的“黄祸论”的源头。 “在日俄战争之后，中国移民的规模开

始引起了沙俄地方政府的顾虑。 由于俄罗斯远东地区人数较

少，以及毗邻中国的地缘关系，在地方报纸上开始出现了中国

对俄罗斯远东造成威胁的文章， 进而提出了日益迫近的黄祸

论问题。 ” [2](P21)

当然，黄祸论的产生有着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就此需要专

门撰文研究。 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之所以在远东地区产生

黄祸论，在笔者看来这同下列两个原因有关。 这一方面是由于

在日俄战争时期， 远东地区的中国移民有着一种强烈的重新

夺回远东地区的愿望， 这在客观上引起了沙俄地方政府的恐

慌。 “在日俄战争时期，沙俄地方政府已经不能忽视在中国移

民中遍布的必需帮助日本人的情绪， 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是

为了让远东地区完全没有俄罗斯人， 为了让这里的土地重新

归中国所有” [2](P21)。 另一方面，当时沙俄远东地区的地方政府缺

乏必要的管理力量，以控制远东地区的局势。 对此，俄罗斯著

名学者拉林指出：“在革命前的俄罗斯对‘中国威胁’的恐慌是

由于边境力量、警察和监管职能行政机关的匮乏，和对遏制中

国移民自信心的不足所引起的。 当时国家的软弱还表现在低

效的移民政策上，表现在为避免同北京的关系复杂化上，为此

必须灵活处理迁往沙俄的移民的问题， 因为北京政府为让自

己的臣民尽可能地过上舒适的生活而一直对自己国外的臣民

予以支持。 当然，当时的中国也是一个没落的国家，但是沙俄

不能以自己在远东地区立场的坚定而炫耀， 尤其是在 1904-
1905 年同日本的战争失败后， 甚至还包括在参加世界大战这

一时间段内，更何况是革命运动不断地消耗着国家的力量。 ”[4]

正是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 黄祸论在日俄战争时期便

已经开始出现。 但是，这一问题并未引起沙俄中央政府的足够

关注。 “在这一问题上，（沙俄———引者注）中央政府以其它国

家在中国的殖民地为例， 并没有看到对 俄 罗 斯 的 危 险 性，相

反，这反映出中央政府将沙俄远东看作是远方的一个殖民地，
就整体而言，中央对沙俄远东地区所持的是第二位的、不需特

别的关注的态度” [2](P21)。因此，尽管在当时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已

经出现了这种所谓的“黄祸论”，但当时 沙 俄 远 东 地 区 的 中 国

移民数量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
到苏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前夕， 在俄罗斯远东及整个俄

罗斯一共有多少中国移民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劳

动力不足，对中国劳工的依赖性增强。 “从 1916 到 1917 年，仅

经由哈尔滨抵达俄罗斯的中国劳工已超过了 5 万人” [2](P33)。“到

1912 年之前， 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定居的中国人大约有 20 万

人，其中包括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7 万人；乌 苏 里 斯 科 1
万人；哈巴罗夫斯克（伯利）1 万人；布拉迪维参斯科（海兰泡）2
万人；尼古拉耶夫斯科（庙街）3 千人；赤塔、涅尔琴斯克（尼布

楚） 和西伯利亚干线建设地有 7 万到 9 万的中国人。 到 1917
年二月前夕，在俄罗斯大约有 50 万的中国人” [3]。

二、苏维埃时期俄罗斯的中国移民

在苏维埃初期阶段， 根据 20 世纪 20 年代苏联人口学家

提供的数据，可以估计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华侨在 20—25 万人

之间[5](P134)。 十月革命和俄罗斯国内战争结束后，苏俄远东地区

的中国移民数量锐减。 导致中国移民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苏俄在 1922 年施行的遣送华人回国制度。 据 1923 年的统计，
苏俄远东地区的中国移民数量减少到 50183 人。 但是，到 1926
年时，这一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据统计，此时苏俄远东地区居

住着 71600 名华人，而苏联全境有 101700 人。 那么，为什么在

短短的三年时间内，华人的数量出现了快速增长呢？ 在俄罗斯

学者拉林看来， 导致中国移民数量如此显著增长的原因既可

能是中国移民涌入， 也有可能是做了更为细致的人口统计工

作[5](P10)。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日本入侵满洲里，这一事件成了中

国移民再次大量涌入苏俄远东地区的推动力， 而一贯的持续

开发远东地区的国家任务要求必需吸引中国的劳动力 [3]。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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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尽管在苏俄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初期的一段时间内，苏俄政

府大量地遣返中国移民，但由于上述原因，苏俄远东地区的中

国移民数量，在 20 世纪 30 年代后，又开始增加。 尽管如此，由

于苏俄政府对中国移民的限制， 此时俄罗斯境内的中国移民

数量远远未能达到革命前俄罗斯中国移民的数量。
此后，随着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苏俄政府制定了一系列

的反移民政策， 进而俄罗斯中国移民的分布状况也受到了巨

大影响。 苏俄政府对中国移民展开了大规模的镇压。 “中国人

遭到了逮捕、被判处剥夺自由和最高刑罚、被从苏联领域驱逐

出境。 1938 年从滨海边疆区被驱逐出境的中国人达到了 1 万

人之多，被驱逐者包括同俄罗斯人结婚的中国人。 哈巴罗夫斯

克的中国人被迁往阿穆尔州 （马扎诺夫斯基和谢列姆德任斯

基地区）以及哈巴洛夫斯克的库尔-乌尔米斯基和上布列因斯

基地区。 ” [3] 在保卫苏维埃国家的口号下，苏俄政府大量地遣

返中国移民。 据统计，“1937-1938 年，有 6 万 3 千名中国移民

被从苏联领域驱逐出境， 从苏维埃远东地区被驱逐出境的中

国人人数便达到了 1 万 9 千人。 ”[3]在这种大规模的苏俄政府

驱逐中国移民的行动中，苏俄领域的中国移民数量急剧下降。
到上世纪 30 年代中叶，由于众多外在原因 的 影 响，苏 俄 远 东

地区中国居民的生活状况恶化， 使得苏俄中国移民的数量达

到了极其不均衡的状况，并最终终止了在苏俄领域的活动 [3]。
在苏俄政府大规模地对中国移民实施镇压之后， 苏俄的

中国移民还有多少人呢？ “在大规模的镇压之后，分散在苏俄

远东地区的中国人数量急剧下降，1939 年全苏人口统计资料

显示， 此时远东地区的的中国移民数量下降到了 5500 人” [2]

(P289)。这种状况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什么呢？“在苏维埃国家，中国

移民未能被列入到‘少数民族’的行列” [3]。
在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尽管最初中苏关系较

好，但是，在苏俄领域上中国移民的数量并未显著增加。 这在

笔者看来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 首先，在经历了苏俄对中国移

民进行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后， 那种惨痛的记忆深深地被刻在

当时中国人的心中，没有人想再到苏俄来冒险。 其次，新中国

成立后，最早解放的便是东北地区。 而东北地区一直以来都是

中国居民向俄罗斯迁移的重要地区。 但在解放后的一段时间

内，由于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国内形势的需要，中央政府特

别重视东北建设。 因此，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相对而言较好，
客观上没有必要外出到苏俄冒险。 再次，就当时作为居民主体

的东北农民和工人自身而言，由于土地改革，农民刚刚有了属

于自己的农田，城市工人又有着较好的劳动保障，因 此，没 有

人愿意抛弃已经取得的成果到异国他乡谋生。
这一状况持续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 由于中苏关系

恶化，导致苏俄政府再一次排斥在苏的中国移民。 自中国“文

化大革命”始，当最后一批中国 留 学 生 和 研 究 生 于 1966 年 回

国后，大致有 15 年时间未曾出现过新的中国公民向苏联领土

的移民潮。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1983 年。 随着 1983 年恢复互

派进修生， 以及苏中经贸关系的不断活跃和随后而来的过去

曾锁闭的远东地区向外国人的旅行开放， 一定数量的中国人

在苏联开始出现，但当时还远未形成某种移民潮 [6](P44)。 也就是

说， 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中期的这一段时间内，

在苏俄领域上的中国移民数量非常至少。 并且鉴于当时中苏

两国关系的发展， 在这一段阶段中国移民不可能进入苏联领

土。 根据 1989 年的口查结果，在俄罗斯领土上的中国人总数

近 5000 人左右， 而在原苏联的领土范围内， 共约 11300 人 [6]

(P46)。

三、后苏维埃时期俄罗斯的中国移民

在后苏维埃时期， 由于苏联解体、 中俄关系正常化等原

因，在俄罗斯大地上再次大批地涌现出了新一代的中国移民。
也正是因此， 中国移民问题也再次成为俄罗斯社会所关注的

热点。 在 1988 年实行苏中边境免签证制度之后，中国的小商

人和工业生产者涌入苏联境内。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由于

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对商品的巨大需求， 以及那里劳动力

不足等原因促进了中国移民的再次大规模涌入。 由于同俄罗

斯做生意能够获得巨大的利润， 因此尽管路途遥远、 困难重

重，众多的中国人还是涌入俄罗斯赚钱 [7](P10)。 但是，根据 1994
年首次统计的官方数据，当时中国移民的数量仅为 20301 人。
最初时期中国移民在俄罗斯的地区分布是:远东和东西伯利亚

的南部地区(沿海边区和哈巴罗夫斯克边区、阿穆尔州、伊尔库

茨克州和赤塔州)、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 [6](P44)。 尽管那时的中国

移民数量很少，但还是引起了俄罗斯社会的担心。 为此，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俄罗斯政府便 出 台 了 一 系 列 对 中 国 移 民 进

行监管的措施。 进而实施了大规模的检查护照签证制度、行政

处罚措施和遣返违法者等制度 [4]。 比如在滨海边疆区，仅 1995
年就有 6640 名中国公民被驱逐出境，有 12389 人被执行行政

处罚; 而 1999 年， 以上两项涉及的中国公民人数分别为 2500
人和 8000 人。当然，80%的被驱赶出境的中国公民都是免签证

的旅行者，他们都超过了在边疆区逗留的规定期限，未曾及时

返回祖国。 结果，来自中国的这类免签证旅游者在边区的中国

人份额从 1995 年的 68%上升到 1997 一 1999 年的 99%以上 [6]

(P45)。 进而在该时期内，返回中国的中国移民也将近 100% [4]。
尽管俄罗斯实行严格的护照签证、就业许可等制度，对外

来移民进行严格的监控， 但是在当今的俄罗斯中国移民人数

还是出现了增长的趋势。 在笔者看来， 这是有下列原因决定

的。
首先，从中俄双边关系看，苏联解体后中俄恢复了外交关

系，并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中俄之

间贸易的快速增长，同时也带动了中俄两国人员的流动。 特别

是由于地缘关系， 前往俄罗斯做生意的中国人有 60%来自东

北三省，其中来自黑龙江省的人员占被调查者的 45%，并且这

些人绝大部分是属于劳动移民 [8]。 可以说，在解体后的俄罗斯，
由于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进而形成了巨大的劳动市场，中国移

民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工作岗位， 这可以说是产生向远东

地区移民浪潮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就俄罗斯国内形势而言，由于 社 会 制 度 转 型、移 民

和高死亡率等原因，俄罗斯远东人口的数量在逐年缩减。 这在

客观上造成了俄罗斯（特别是远东地区）需要外来劳动移民的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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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委员会的数据显示， 在改革阶段

（1991-1998 年）远东联邦区减少了 804800 人（根据另一些资

料减少了 1 百万人），也就是说超过了人口的 10%。 在 20 世纪

末，远东地区的大量居民迁往俄罗斯的中部地区。 例如，1996
年迁入远东 11 万 5700 人，而迁出了 17 万 2400 人。 近年来滨

海地区的人口减少得也特别明显。例如，1989 年边疆区居住着

225 万 8 千人；1999 年为 219 万 6 千人；2001 年为 215 万 3 千

人。 在 1998———2007 年滨海边疆区边疆区常住人口总量减少

了 17 万 1400 人。 并且，2007 年， 在苏联解体后 26 年的时间

内，第一次出现了人口少于 200 万的情况 [9](P21)。 这种人口日益

缩减的状况，也要求有外来劳动力为补充。 这里应该指出，尽

管近年来俄罗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鼓励 人 口 生 育 的 政 策，
但这在短期内不能缓解缺乏劳动力的现状，因此，近期仍然需

要大量的外来劳动移民。
再次，就中国国内形势而言，中国劳动 力 资 源 丰 富，同 样

的 劳 动 力 在 中 国 的 报 酬 远 远 没 有 在 俄 罗 斯 工 作 的 劳 动 报 酬

高。 同时，在俄罗斯从事与在中国相同的生意，其利润远远高

于在国内的利润。 这也促使了中国部分劳动力远赴俄罗斯冒

险。
上述原因促使了中国劳动移民再次向俄罗斯迁徙。
俄罗斯联邦政府人权监察官员 O·米尔诺夫 2001 年的报

告中指出，中国移民数量为 31.1 万人[6](P46)。
从 1999 年到 2003 年，根据国家统计的官方数据，从中国

来俄罗斯定居、公务出差、从事经营活动、旅游和 过 境 的 人 数

总量从 447600 人增长到 679600 人，或者说增长了 1.5 倍 [7](P10)。
在这一数据中，我们显然能够发现，这里的数据是将所有来俄

罗斯的中国人都包括在内了。 每年来俄罗斯都有大批的中国

游客，要是把他们也计算到俄罗斯的中国移民总量中，显然是

不科学的。 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俄罗斯权威统计者文章中关

于中国移民的数量远远低于上述的数据。 在总统行政机关副

长官、 权威的和消息灵通的行政管理人员普里霍季科的文章

中，2004 年中国人的总数为 15-20 万人[10]。
应该指出，在俄罗斯当今的中国移民中，学生的比例占了

很大部分。 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表明，现在从中国到俄罗斯

学习的中国学生已经达到了 15000 人，根据这一数据，俄罗斯

在中国学生选择的留学国家中占第 11 位[11](P91)。
到 2007 年时，中国人数总量达到了 33 万 1 千人 [10]。 尽管

在俄罗斯的中国人数较大，但是应该指出，中国人来俄罗斯主

要的目的是赚钱，以永久性移民为目的的中国人为数极少。 在

最近几年，获得俄罗斯国籍或者定居的中国人不超过 700 人[4]。

结论

综上所述，在中俄关系发展史上，俄罗斯中国移民人数最

多的历史时期是俄罗斯十月革命时期，曾达到了 50 万人的规

模。 苏俄时期，由于上世纪 30 年代苏俄政府实施的镇压政策，
此时俄罗斯的中国移民的数量 最 少，仅 为 5500 人，进 而 导 致

中国人未能被列入苏俄少数民族的行列。 尽管后来情况有所

改观，但都未能出现明显的变化。 到 1966 年，由于中苏关系的

恶化，最终导致了中国移民数量没能再增加。 苏联解体后，由

于中俄关系的正常化， 双方经贸的发展和两国内在的需求等

原因，俄罗斯中国移民的数量又出现了再次的增长，至今人数

已经超过了 30 多万。 在俄罗斯历史上各个阶段，中国移民数

量的发展变化，是受国际局势的变化、中俄关系 的 发 展、俄 罗

斯和中国国内具体国情的变化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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