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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苏联解体以后 ,俄罗斯出现了严重的人口危机 ,特别是在远东地区。从 19世纪中叶起 ,中国移民为远

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 ,即使两国关系正朝着历史最好状态发展的今天 ,仍然存在着

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比如近几年在俄罗斯出现的“中国人口威胁论 ”问题。本文通过简要分析在俄远东中国

移民的历史、现状 ,来寻求解决移民问题的途径 ,以此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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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After the breakup of USSR, Russia was p lagued with serious population crisis, especially in the Far East. Chinese im2
m igrants to Russia have been making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econom ic development of the Far East since the m id - 19 th Century.

However, although the two countries’relationship is going for the better, there are still many p roblem s to be solved, for instance, the is2
sue of“Chinese population - threat”in Russia in the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history and p resent condition of Chi2
nese imm igrants in Russia’s Far East, and discusses the ways to solve the issue of imm igrants so as to p romote the friendly communica2
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是俄罗斯的七大联邦区之

一 ,面积为 621. 59万平方公里 ,占整个俄罗斯土地

面积的 36. 4% ;人口仅 700万 ,占全俄总人口的 5.

3%。较低的人口数量和广阔的土地面积极不相适

应。有资料表明 ,沙俄时期就曾有中国人在远东从

事采矿、淘金、狩猎。自 20世纪 90年代初前苏联解

体后 ,远东地区为发展经济 ,开始实行对外开放 ,中

国人又重新出现在这里。中国人给远东带来了经济

上的繁荣 ,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 ,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由此出现了“中国人

口威胁论 ”等不利言论。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越来

越多的远东地区领导人和居民会认识到中国人的进

入是利大于弊的 ,从而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 ,发展两

国经济 ,达到互利互惠。因此 ,我们结合在俄远东各

个时期的中国移民状况来寻求解决移民问题的途

径。

一、沙皇俄国时期的远东中国移民

有资料显示 , 1860年前后 ,即《中俄北京条约 》

签订之时 ,在乌苏里边疆区居住着 2000 - 3000名来

自中国的狩猎者、淘金人、采参人以及流放至此的罪

犯。在该地区长期定居的有 872名中国人 ,他们兴

建了 341座农舍。[ 1 ]一些俄罗斯学者也证实 ,早在

19世纪上半叶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就有中国人

生活的痕迹。例如 ,沙俄时期极为著名的乌苏里边

疆问题专家阿尔谢尼耶夫 (В. К. Арсеньев)在自己

的文章和著作中再三指出 ,至少在签订《中俄瑷珲

条约 》(1858年 )和《中俄北京条约 》的三十年前 ,中

国人就已经居住在上述区域 [ 2 ]。自 19世纪 60年代

起 ,在远东出现了大量的中国劳工 ,原因有二 ,一是

沙俄政府大规模开发远东 ,劳动力严重缺乏 ;二是中

国北部边境贫穷、落后所致。70年代中期 ,为在哈

巴罗夫斯克修建军营 ,从中国的山东和直隶运来了

第一批中国工人 ,约 150名。1886年金矿企业“阿

穆尔河上游公司 ”雇佣中国人采金 ,而在此前的 200



　

年内采金业业主普遍使用俄罗斯劳力。90年代沙

俄政府开始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 ,近 3万季节性华

工出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尼古拉耶

夫斯克以及南乌苏里等几个城市。[ 3 ]据 1910年末统

计 ,当时在远东常住的中国人约为 15万 ,占远东总

人口的 12%以上。[ 4 ]与 1893年相比 ,远东中国人口

的绝对数量增加了 4. 2倍。1917年前 ,俄罗斯远东

地区的华工主要集中在资源开采和加工、运输、通

讯、建筑、贸易、农业和服务性行业。据统计在 1913

年华工占远东采金业劳动力总数的 87. 6% ,占滨海

州硅酸盐工业劳动力总数的 92. 5% ,占森林工业劳

动力总数的 67. 1% ,占码头行业劳动力总数的 57.

8% ,占乌苏里铁路劳动力总数的 53. 3% ,占阿穆尔

河流域船舶修造业劳动力总数的 32. 8%。[ 5 ]
1897年

中东铁路的修建 ,更为中国华工进入俄罗斯提供了

便利条件。

中国移民的涌入 ,使沙皇政府处于两难境地。

一方面 ,由于俄远东地区经济大发展 ,需要廉价的劳

动力 ;另一方面 ,对中国移民存有戒备心理 ,认为中

国移民控制不好 ,会造成远东领土的流失。在这种

矛盾心理的作用下 ,俄罗斯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限

制措施 ,以控制俄远东外国移民的数量。特别是伊

犁事件之后 ,中俄关系恶化 ,沙俄政府开始密切关注

中俄边境地区的动向。1884年 6月起俄远东地方政

府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境内的中国人加强控制。

通过实行票证制度来统计远东境内的华人数量。后

来在修筑阿穆尔铁路时 ,远东地方政府的态度也非

常强硬 ,不使用外国劳动力 ,完全依靠本国工人。

二、苏联时期的远东中国移民

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结束后 ,在远东地区的中

国移民数量开始递减。导致中国移民数量下降的主

要原因在于 , 1922年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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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又开始增加 ,到 1926年 ,苏俄远东

地区居住着 71600名华人 ,而苏联全境有 101700

人 ,导致中国移民数量如此显著增长的原因可能是

中国移民的涌入 ,也有可能是做了更为细致的人口

统计工作。[ 6 ]

苏联成立后 ,中国移民与俄罗斯人一样投身到

社会主义的建设进程当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 ,

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 ,并对苏联虎视眈眈。为了抵

御日本的侵略 ,苏联开始在远东修建防御工事。外

国人 (中国移民和朝鲜移民 )开始被当成是对苏联

国家安全的威胁。在这种背景下 , 1937年苏联政府

从远东地区迁出大量的中国和朝鲜移民。在这种强

制的措施下 ,苏联远东的中国移民消失了 ,一直到苏

联解体前夕才又重新出现。

1986年戈尔巴乔夫视察符拉迪沃斯托克 ,发表

了关于中苏关系的重要讲话。中苏之间关系开始缓

和 ,两国之间开始进行劳务合作。80年代末 ,苏联

企业获权可直接与中国的企业建立联系 ,并从中国

进口劳务。于是到远东地区劳务人员开始增加 ,每

年多达 2万人 ,这些劳务人员主要来自东北三省。

三、当代俄罗斯远东地区中国移民

20世纪 90年代初 ,两国关系走向了好转。两

国之间的贸易额逐年上涨 , 2002年至 2008年期间 ,

中俄贸易额由 93亿美元升至 560亿美元 ,累计增幅

高达 500% ; 2009年 3月 ,两国甚至还签署了总额高

达 250亿美元的“石油换贷款 ”协议。在经济利益

的驱使下 ,大批的中国人涌入俄罗斯淘金 ,形成了俄

罗斯远东的又一次中国移民浪潮。随之而来的“黄

祸论 ”,“中国威胁论 ”等反华言论也逐渐蔓延开来 ,

有人提出在俄远东的中国移民人数在 40 - 200万人

之间。其中包括滨海边疆区的 15万人。[ 7 ]

分析“中国威胁论 ”产生的原因 :

1. 对俄罗斯的领土完整构成威胁。俄远东地

区是俄罗斯面积最大但人口最少的地区。1991年

起至今 ,该地区的人口一直呈下降趋势 , 10年里 ,远

东地区的人口减少了 100多万 ,这相当于整个阿穆

尔州的人口总数。在俄罗斯远东人口数量大量减少

的同时 ,中国、朝鲜等国家的移民却大量涌入这里。

据资料统计 ,俄罗斯远东常住的中国人口在持续增

长 :从 1989年的 1742 人到 1990 年的 1. 5 万人 ,

1993年的 10万人 , 1996年的 20 - 30万人 , 2001年

的 23. 7万人。[ 8 ]这样 ,俄远东的中国人将会越来越

多 ,俄罗斯人有沦为少数民族的可能。从而威胁到

国家的安全。

2. 为中国的经济扩张提供条件。中国的商品

已经渗透到了几乎每个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 ,目前

整个远东地区的日用消费品近八成来自中国。正如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统计数据显示 ,常住远东地区

的中国人仅 20万人 ,占俄远东 600万人口的 3% ,

但这些人给俄远东创造的 GDP却占 5%。专家还认

为 ,在俄罗斯的中国人促进了俄劳动和资本市场的

发展 ,为远东经济的发展 ,特别是基础设施的建设作

出了重要贡献。[ 9 ]但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俄

罗斯的经济利益 ,使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济逐渐被

中国人所控制。

俄边境城市哈巴罗夫斯克距离首都莫斯科

8533公里 ,距离中国边境只有 30公里。城里一家

咖啡馆提供的咖啡砂糖袋子上用俄语写着 :“这里

的一切都是俄罗斯的 ,这里的一切都属于我们 ,从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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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到俄罗斯的尽头。”这则广告是用来庆祝哈巴

罗夫斯克建市 150周年的口号。可以看出俄罗斯人

对中国移民状况的担忧程度。

结束语

俄罗斯远东移民问题是影响中俄两国之间关系

的一个重要障碍。解决好这个问题才能使两国在政

治、经济、军事安全方面达到互利、双赢。

1. 加强中俄边境地区之间合作与交流。目前

中俄两国关系正朝着历史最好状态发展 ,应在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下 ,重视边境地区间的交流与合作 ,建

立良好的地方信任机制 ,加强边境地区民间往来。

两国间举办的“中国年 ”“俄罗斯年 ”活动 ,就是把双

方合作传递到民间的很好做法。这将大大有助于双

方增进了解 ,加深互信。文化上的沟通与了解对消

除俄罗斯在远东移民问题上的误解和对中国人的成

见会起到良好的作用。

2. 俄罗斯应调整远东的发展规划。在俄远东

的确存在大量劳务移民 ,来自中国的移民挤占了俄

当地人的工作机会。但是 ,俄政府也应采取积极态

度 ,发展当地经济 ,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而不应该

盲目的指责中国人。根据俄官方数据 ,从 1992年到

2006年间 ,俄政府接纳的中国移民为 17000人 ;而

同期 ,中国也接纳了俄罗斯方面 10300人。实际上

两国间移民数量相当少 ,不存在所谓的移民威胁。

俄罗斯人口学、迁移和区域发展研究院观察理事会

主席尤里 ·克鲁普诺夫日前斩钉截铁地表示 ,有关

中国移民正在威胁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说法 ,毫无根

据。这无疑给肆虐在中俄两国的“中国人口威胁

论 ”问题一个有力的还击。

3. 改变中国移民在俄罗斯人心中的负面形象。

中国在俄劳务人员也应注重形象 ,有意识地提高整

体素质 ,政府对出国人员的培训也应加强。少数出

国人员的行为在俄罗斯引起了一定范围内的负面影

响 ,有损中国人的形象 ,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中国政

府在对俄宣传上 ,一方面要宣传对俄友好政策 ,遵守

两国边界法律条约 ;另一方面也要有理、有利、有节、

有据地批驳俄境内有关远东中国移民的谬论 ,指出

其对两国关系的危害性。

相信在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 ,俄罗斯

远东移民问题会得以妥善解决的 ,不会影响到两国

在各领域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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