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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二十世纪初期黑龙江沿岸中俄移民已初具规模 ,移民对该地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俄两国都采取了移民

实边的政策并在具体实施这一计划时取得了不同的结果。中国在黑龙江沿岸地区的移民与采金、商业和农业有着紧密的联

系 ;俄罗斯在该地区早期主要采取哥萨克的武装移民及后期欧洲中心地区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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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和俄罗斯都实施了移民实边的政策 ,但取

得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沙皇移民政策的目标是 :

开发远东地区及保证阿穆尔地区的入海口 ,发展阿

穆尔地区的经济。清末的时期黑龙江沿岸的移民多

数为非国家组织性质的移民 ,在清政府放松对东北

地区控制的情况下 ,自发性的移民活动 ,国家没有给

予过多的帮助。

一、中国黑龙江沿岸早期移民活动

黑龙江沿岸地区地处寒冷的北方 ,自然条件恶

劣 ,对于关内人群来说不利于居住。长期生活在这

里的是游牧部落的少数民族 :鄂伦春族、达乌尔族、

满族、赫哲族等等。黑龙江沿岸地区发现了金矿 ,才

有内地移民来到此地。二十世纪早期黑龙江沿岸的

移民受采金业的影响比较大 ,只有采金者才会来到

偏远荒凉的黑龙江沿岸地带。采金业带动了黑龙江

沿岸商业的发展 ,同时由于黑龙江沿岸移民人口的

增多 ,粮食的需求也在逐步增加。采金业、商业也带

动黑龙江沿岸农业的发展 ,这些环节是紧密联系在

一起构成黑龙江沿岸移民的主体部分。由于沙俄帝

国发生十月革命 ,大量的俄国侨民也移居到中国境

内的黑龙江沿岸地区。

采金移民。由于 19世纪末期黑龙江沿岸金矿

的发现 ,大批的采金者来到了黑龙江沿岸。大量的

采金者构成了黑龙江沿岸早期移民的主体部分 ,这

部分移民主要是由国内的淘金者和跨越中俄边境的

盗采金矿的俄罗斯移民。

黑龙江沿岸移民为该地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

献。虽然黑龙江沿岸地区的移民早期比较单一 ,但

对该地区的人口的构成有着重要影响。早期采金移

民影响了原居住地的居民的生活方式 ,他们或多或

少接受了汉族人的一些生活方式 ,也有一部分人开

始了定居生活。在采金点周围逐渐形成了小的生活

居住地 ,为后来的城镇形成奠定了基础。因此 ,采金

业对早期黑龙江沿岸的移民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商业移民。清初 ,爱辉县境内的达斡尔、鄂伦

春、鄂温克民族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 ,商业

很不发达。自黑龙江将军在爱辉设置后 ,随着爱辉

城的兴起和发展 ,商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大部分

房舍皆为土房 ,几乎每栋房子临街的一面都是店辅。

我们走在市街上 ,颇有在一个商场里闲逛的感觉。

店铺完全朝街开着 ,连放在货架上的商品都看得清

清楚楚。店铺朝街的一面 ,通常都摆一张柜台 ,把商

人和顾客隔开。每座店铺都挂着写有花花绿绿的汉

文和满文的招牌 ,而在木杆上还飘扬着用纸剪成的

各种各样的图形、三角旗和龙。”据爱辉老人回顾 :

这些大大小小的商店有杂货铺、果鲜铺、肉铺、药铺

等 ,货物多是从齐齐哈尔运来 ,服务业有饭馆、客栈、

理发铺 ,此外还有大烟馆、当铺等。商人多是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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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山西人最多 ,其次是河北人。

由于地缘关系俄远东地区经济完全依赖于中国

供给大量的生活必需品 ,同时缺乏劳动力。这样才

会有大量的中国的商人在俄方的黑龙江沿岸出现 ,

他们从中国运去粮食及生活用品。但俄方同时也对

中国商人加以限制 ,加重征收税款 ,迫使华人退出俄

境。尽管俄国政府对爱辉、黑河边境贸易一再加以

限制 ,但是民国初年中俄边境贸易仍然一度出现兴

盛景象 ,而尤以 1918年 ～1920年为鼎盛时期。兴

盛的主要原因是清末民初俄黑龙江沿岸采金业突然

兴起。这样黑河即成为供应俄岸货物之中心。

由于中俄两国边境地区的特殊性造就两岸移民

的特殊性。为了获取商业利润 ,中俄两国商人奔波

于黑龙江两岸。商业移民在那一时期是一种特殊的

方式 ,居民的流动性大 ,每一时期都有不同的特点。

农业移民。黑龙江沿岸的早期农业移民主要有

几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清朝后期 ,沙俄的远东殖民

活动让清政府加快了移民实边政策。另一部分就是

在清政府允许的情况下民间性质的农业移民。自

《瑷珲条约 》签订后 ,清政府采取了移民实边的政

策 ,以加强对边疆的控制 ,抵制沙俄的侵略。1900

年义和团运动之后 ,沙俄侵略者更乘外国侵华之机 ,

占据黑龙江沿岸 ,驱逐当地华人 ,想永久性占领。日

俄战争后 ,中俄两国边境地区人口数量相差得更加

悬殊。

由于黑龙江沿岸中俄贸易的发展 ,带动内地人

移民到黑龙江沿岸从事农业生产。尤其是采金业和

商业对农业移民影响最大。为解决采金人员的物资

供应 ,需要从内地运送大量粮食和生活必需品。在

当地解决粮食和蔬菜供应 ,可获取更大的利润 ,这样

才有大批从内地农业移民从事粮食生产。特别是黑

龙江对岸的俄罗斯城市对中国粮食和生活物资的需

求 ,更加刺激了农业移民的速度。

二、黑龙江沿岸的俄国移民

1858年和 1860 年 ,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 了

《爱辉条约 》和《北京条约 》割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

和乌苏里江以东 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其后 ,沙

俄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对这一地区进行移民。

为了扩大对黑龙江流域的移民 ,俄国政府给移

民制订了种种优惠政策。1861年 ,沙俄颁布了《阿

穆尔省和滨海省移民法令 》,规定 :凡志愿定居阿穆

尔省和滨海省的俄国人和外国人 ,均可发给公有空

闲土地 , 由其自选 ,或暂时归其领有 ,或永远为其私

产。除了分给土地 ,还在税收上给予优惠等等。因

为有这样的优惠政策 ,以及黑龙江地区富庶的传闻 ,

俄国内地移民来黑龙江者络绎不绝。到 1908年 ,进

入这一地区的俄国移民已达 30多万。

经沙俄的移民经营 ,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

东地区迅速开发起来。1885年 ,海兰泡居民已殷

富 ,市场繁荣 ,已经成为远东地区的一个大城市了。

到 20世纪初期 ,移民开发的功效更进步显现出来。

签订《北京条约 》时 ,伯力还是一个仅有 5户赫哲人

的小荒村 ,此时成为拥有 3万人口 ,工商业发达的商

埠了。俄罗斯远东黑龙江沿岸能够迅速发展起来的

主要原因是积极推行移民政策 ,又加上阿穆尔铁路

的修建促进了移民活动开展的结果。

三、中俄相同的移民政策取得不同效果

纵观中俄两国在黑龙江沿岸移民政策 ,无论其

各阶段的内容有何变化 ,特点有何不同。沙俄的远

东移民政策对这一地区的“俄罗斯化 ”起到了重要

的作用。

首先 ,沙俄的远东移民政策本身 ,就是要使“边

区俄罗斯化 ”。一方面 ,沙俄政府竭力促使俄国人

向这里大量迁移 ,并尽可能扩大俄国人口的居住范

围。其目的无非是使俄国人口占据尽可能多的土

地 ,从而扩大沙俄在这一地区的影响 ,增强其在这一

地区的政治、经济势力。另一方面 ,沙俄又极力限制

外国人向远东边区迁移。随着沙俄争霸重点向远东

的转移 ,对外国人迁居此地的限制也越来越多。

其次 ,沙俄的远东移民政策是排挤当地外国人 ,

尤其是华人势力的政策。当少量的俄国移居者还不

足以取代外籍居民在远东边区的势力时 ,沙俄政府

暂时还无法采取措施对外籍人口进行彻底清除。

综上所述 , 20世纪初期中俄在黑龙江沿岸移民

活动取得里不同的效果 ,这都和国家制定的移民政

策有着密切关系。通过对两国在黑龙江沿岸移民移

民的目的、政策和取得的成果说明了国家制定的政

策要有长远性 ,我国在黑龙江沿岸移民活动之所以

没有取得如期的效果和政权变更有着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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