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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人 前 往 俄 罗 斯 的 动 因

———俄罗斯学者的观点评析

周建英
( 黑龙江大学 俄罗斯研究院，哈尔滨 150086)

摘 要: 许多俄罗斯学者在自己的著作中对促使中国人前往俄罗斯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分析，归纳起来有地

理因素、经济因素、人口因素和政治因素四个方面。有的俄罗斯学者对于中国移民问题仍旧老调重弹，妖魔化

或者误解中国政府有关政策，但是也看到一些学者对此问题有着较为公正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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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凡是入境的外国人，不管持有何种

签证、凭借何种事由、居留时间长短，通常都被视

为移民。因此，俄罗斯人所说的中国移民实际上

就是身处俄罗斯的中国人［1］。20 世纪 90 年代以

前进入苏联境内的中国人数量极少。苏联解体

后，随着两国经济贸易联系不断活跃，特别是边境

贸易的发展使中国人前往俄罗斯的速度和规模明

显增长。90 年代以后出现在俄罗斯的中国人被

称为中国新移民。
在俄罗斯，中国新移民现象受到高度关注。
В. Г. 格尔布拉斯在专著《俄罗斯的中国现

实》里记录了 1998—1999 年间在俄罗斯的几个城

市———莫斯科、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和

乌苏里斯克的 760 名中国居民的社会调查，评价

了中国人在俄罗斯和远东的存在和活动。他认为

多数居住在俄罗斯的中国人只是暂时停留，目的

是积累资金和扩大经营活动。他在《在中国全球

移民环境下的俄罗斯》一书中强调: “中国移民在

俄罗斯产生了三角矛盾。一方面，它是灰色进出

口业务、走私和各种非法业务的重要渠道之一，其

间伴随着从俄罗斯运走稀缺原材料。它促进了工

业间谍活动的发展。这些现象引起俄罗斯社会对

中国和中国人的不信任，成了产生‘黄祸论’的基

础。另一方面，中国移民本身，他们多数是小企业

主、雇佣工人、各类中国公司的代表，他们常常成

为俄罗斯官员和民族主义匪徒侵害他们荣誉、尊
严、财产的对象。他们不仅要保护自己的权利和

尊严，而且需要俄罗斯政府的直接庇护，因为他们

对俄罗斯的经济起积极作用，并促进相邻地区的

经济联系。最后，中国移民要求提高对自己的关

注，因为他们在俄罗斯解决人口问题、发展经济和

解决许多社会问题上能起巨大积极作用。解决这

个三角矛盾很复杂，但可能解决，而重要的事情是

必须解决。”［2］172

В. Л. 拉林在专著《在醒龙的阴影下: 20—21
世纪之交的俄中关系》中评价了在俄罗斯的中国

新移民现象。他写道: “跟任何现象一样，中国人

在俄罗斯的存在包含着积极和消极两方面。今天

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中国移民所蕴含的巨大潜力

远未得到有效利用……如果善于利用，它能成为

地方经济供血者和廉价而技术熟练的劳动力来源

和加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利条件。它能成为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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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经济推动因素，也能成为社会和民族冲突的根

源、国家安全的威胁，做到第二点很简单，而做到

第一点则与俄罗斯东部区域经济振兴本身一样复

杂得多。”［3］416

然而对于为什么中国人去俄罗斯、促使中国

人前往俄罗斯的动因，俄罗斯学者们提出了许多

看法和见解。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地理因素

中国和俄罗斯有着长达4 300公里的共同边

界，这为两国间发展经贸关系和居民往来提供了

特别有利的条件。从 1992 年中俄互免签证条约

签订后，过境人员数量急剧增长。1991 年经过格

罗杰科沃海关 ( 在滨海边疆区的波格拉尼奇内

镇) 进入俄罗斯境内的外国人( 主要是中国人) 达

4. 6 万，1992 年人数则增加了 4 倍 ( 将近 20 万

人) ［3］382。毗邻的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因

地理位置和历史上的文化、经济、政治联系而形成

的共同经济地带，构成了两国经济交往的重要组

成部分。到 2002 年底，两国间货物和旅客直接经

过 23 个边境口岸运输，其中 17 个口岸( 包括 2 个

铁路口岸和 9 个跨黑龙江的口岸) 在俄罗斯远东

地区［4］。经济学博士、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

区前行政长官 В. И. 伊沙耶夫在 2003 年 5 月的

国际座谈会上称，中国是俄罗斯远东主要的贸易

伙伴，占远东整个贸易份额的 42% ( 16. 52 亿美

元) ，远超其他国家［5］。所以，来自毗邻俄罗斯的

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等省区的中国人占在

俄罗斯的中国移民的主要部分，而俄远东地区也

是中国人前往俄罗斯的首选地区。

二、经济因素

对于促使中国人前往俄罗斯的动因，经济因

素是不言而喻的。从 90 年代初开始，中俄两国之

间的经济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目前中国已经成为

俄罗斯第四大贸易伙伴，俄罗斯成为中国第八大

贸易伙伴。2005 年中俄贸易额达到 291 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 37. 1%，超过中国对外贸易增长的总

水平［6］。虽然 2009 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贸易

额大幅度下滑，但是 2010 年上半年就出现恢复性

快速增长，贸易额同比增长 51. 6%。其中，中国

对俄罗斯直接投资增长 56%，中国对俄罗斯承包

工程增长 87%［7］。两国贸易快速发展自然导致

人员往来迅速增加。而且边境地方贸易和中国在

俄劳务与工程承包是中俄双边贸易的重要组成部

分，尤其是中国对俄出口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分散

的中小商人完成的。
В. Л. 拉林在评价在俄中国工人数量时认为

人数是不断增长的。“2002—2003 年数量达到 3
万 ～ 3. 5 万人。毗邻中国的远东和外贝加尔地

区，在更大程度上呈现出增加使用中国劳动力的

趋势。如果说 2003 年整个远东招收 2. 5 万中国

工人，那么 2005 年仅滨海边疆区就登记有23 268
名中国工人。在赤塔州，2005 年前十个月有6 500
名中国工人，是 2003 年的 1. 6 倍。……保持中国

人对俄罗斯劳动市场兴趣的稳定因素是中国的失

业现象和俄罗斯有比中国多数地区特别是农村地

区更高的工资。”［3］122 － 123同时，他也指出:“与在俄

罗斯广泛传播的观念相反，中国的失业率不是促

使来俄罗斯的重要因素: 不超过 10% 的受访者在

中国没有工作。大多数人的主要动机是做生意和

提高收入。”［3］405 － 406

关于谁能促使人们产生去国外的念头，格尔

布拉斯认为，“2002 年和 1998—1999 年间一样，

报纸、广播和电视的影响力很小，影响力最大的是

亲戚和朋友。这好理解，在俄罗斯通常许多中国

人的生意是家族性的。雇佣劳动或者与企业的信

托关系常常与家族性劳动重合。想起布拉戈维申

斯克的一家旅馆女主人的讲述。她的所有房客，

不论( 中国的) 北方人还是南方人，都是家庭团或

者亲戚团，而且都是位于中国的中国公司雇佣的

工作人员”［2］106 － 107。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

所长 В. Я. 波尔加科夫在俄罗斯之声广播电台做

节目时谈道:“中国有相当有文化的居民，他们热

爱学习，渴望劳动和增加收入……他们还愿意帮

助家庭，帮助亲戚，这是家庭价值观。”

三、人口因素

中国与俄罗斯两国人口数量差异巨大是众所

周知的事情。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科学数据院资

深研究员 М. С. 帕利尼科夫在《中国移民与俄罗

斯的未来》一文中忧心忡忡地写道:”世界上居民

最稠密的国家人口仍旧明显增长。尽管努力贯彻

“一个家庭———一个孩子”的政策，但是中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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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完全克服古老的多子习俗。……甚至根据被

认为是被降低了的官方统计，在中国每年出生

1 000 万 ～ 1 500 万人口。养活这么众多的人口，

在像著名的中国通 В. 奥夫钦尼科夫指出的条件

下: 每名居民拥有不超过 10% 公顷的土地并且这

小块地像粗面皮革一样正在缩小。……中国领导

面临选择: 或是降低经济发展速度，为了保护中国

剩下的占世界 7% 的耕地而停止新的工业建设;

或是把粮食生产转移到国外。2007 年春天中国

政府……采取了在其他国家租赁或者购买耕地的

方针，并且中国人将去耕种。……在这个背景下，

俄罗斯远东的形势看起来特别不利。俄罗斯欧洲

居民在亚洲部分定居的特点是: 它由国家推动和

支持。这个因素一旦消失，居民就向相反方向移

动。……结果占据俄罗斯联邦很大部分领土的远

东联邦区正在变得越来越人烟稀少［8］。
应当承认，与帕利尼科夫持一样观点的俄罗

斯学者为数不少，总是把俄罗斯的人口危机同中

国移民联系起来，混为一谈，妖魔化或者误解中国

政府有关政策。他们的观点缺乏论据和事实支

持。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地方政

府能举出任何具体的关于中国人收购农业用地的

事实，也没有一个人能指出哪个地方出现了中国

人聚居的村庄。
而且帕利尼科夫关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成果

的看法是错误的。2011 年 4 月 28 日中国国家统

计局局长马建堂公布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

果。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他

说，与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增加

7 390万人，年均增长 0． 57%，比 1990 年到 2000
年的平均增长率下降 0. 5 个百分点，中国人口增

长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台湾研究中心主任

А. Г. 拉林在 2009 年出版的专著《中国人在俄罗

斯》中写道: “中国经济向市场轨道的转变、工业

化、城市化与限制出生率的措施结合在一起，根本

地改变了国家的人口面貌。中国从‘高出生率、
低死亡率、居民高增长’模式彻底转为‘低出生

率、低死亡率、低增长’模式。……这些变化对国

家的移民潜力大小有何影响? 最主要和最明显的

影响是: 自然增长速度下降原则上不可避免地导

致劳动力资源减少，其中包括最机动的、能去国外

移民的部分。”［9］345 － 346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远东问

题》杂志主编 В. Я. 波尔加科夫在文章中公正地

说:“俄罗斯联邦总体上特别是俄罗斯远东地区

人口减少不仅引起部分国民对这个问题本身日益

增长的 不 安，而 且 担 心 从 拥 有 13 亿 人 口 的 邻

国———中国可能的大规模涌入移民。虽然真实情

况是在俄罗斯的中国人数量不多，警惕的、进而惊

慌失措的情绪没有任何根据和理由，但是各种趁

机利用中国移民在我国这个问题的现象久久不停

息，而且近期越来越明显地追踪出他们的主要目

的———阻挠俄罗斯和中国在政治、经济、教育、文

化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不容许两国和两国人民

继续接近。”［10］

四、政治因素

俄罗斯学者们论述中国移民问题时总是提及

中国的“走出去”对外经济战略。中国政府的对

外经济战略已经确立了几十年。它的核心是中国

社会生活的一切都应服从经济发展的需要。1997
年 12 月 24 日，江泽民在接见全国外资工作会议

代表时，首次把“走出去”作为一个重要战略提出

来，并把它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
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以“走出去”为口号的对

外经济战略，这是我国抓住世界经济发展机遇和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必然选择，是在深刻分析国

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基础上做出的关系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全局和长远利益的重大战略决策，是

对外开放思想的重大发展。
然而俄罗斯学者对此却有简单狭隘的看法。

比如 В. Л. 拉林认为，“走出去”的实质在于依靠

出口自己的工业品、资金和劳动力，以及购买国外

的自然资源、原材料和最新技术来急剧扩大对外

贸易额［3］43。
而格尔布拉斯更对中国政府提出的“走出

去”战略有着不可思议的“阴谋论”看法。他在

《在中国全球移民环境下的俄罗斯》一书中写道，

“2000 年春天在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中

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宣布了以‘走出去’为口号的

中国对外经济全球进军战略。稍后在刊物上还出

现了战略口号‘请进来’，确定吸引外国资金的方

针不变。非常奇怪，在第三次会议的文件里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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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的发言。在他的作品集里这次会议那天的

内容变成与国家对外经济战略没有任何关系的讲

话摘录”［2］9。在没有看到“走出去”战略内容的

前提下，格尔布拉斯做出了自己的分析:“中国十

五大结束后，通过分析许多世界政治和经济问题

得出结论: 中国对外经济的主要相对优势是巨大

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正是考虑到最大地利用这个

优势才制定了‘走出去’战略”［2］10 － 11。同时，他还

认为:“中国的对外经济全球进攻战略将给俄罗

斯( 不仅是俄罗斯) 造成一系列基本上全新的政

治和经济问题。其中，中国移民问题占据重要地

位。其特点表现在，在完成中国政府提出的一些

对外经济任务的同时，中国移民在某种程度上对

俄罗斯有好处。因此分析中国移民的主要任务是

抛却所有先入为主的成见，仔细研究它的积极和

消极方面，并尽可能提出一整套措施，以便最有效

地利用它促进俄罗斯的发展。”［2］30

当然，也有比较正确看待“走出去”战略的学

者，比如波尔加科夫谈道，“总体上，中国对扩大

劳务出口感兴趣，因为这不仅有助于减轻国内的

失业压力，而且是中国民族商业走出去的重要组

成部分。……中国从本国占世界劳务市场的份额

( 约 1% ) 不符合中国的潜力和人口比重出发，努

力加强 自 己 在 这 方 面 国 际 市 场 的 竞 争 力。在

2002 年简化了办理出国护照和居民出境的手续。
结果 2005 年 11 月末中国派出劳动力总数达到了

56 万人，比 2004 年末多出 2. 9 万人”［10］。
А. Г. 拉林也谈到，“中国大规模移民，自然，

总体上对国家有利: 它成为国家现代化手段，因为

它能给国家引入资金、投资和新技术工艺……这

确定了中国对待移民进程的基本立场，可将其分

为以下几个方面: 逐渐放宽出境规则、组织安排按

照合同出口劳动力、打击非法移民”［9］357。
综上所述，俄罗斯学者们提出了促使中国人

前往俄罗斯的四个因素: 地理因素、经济因素、人
口因素和政治因素。其中，地理因素和经济因素

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俄罗斯学者对于后两种因素

尤其是人口因素的说法值得商榷，令人忧虑。但

是，正如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波尔加

科夫在文章所说的: “不能不看到，在俄罗斯对

‘中国大规模移民危险’的恐惧开始一点一点地

减弱。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就不断地反对‘危险’

说的学者们的声音越来越多地被听见，他们相当

一致坚持的观点是中国移民现在对远东地区的人

口指数没有影响……将来也不会损害俄罗斯的地

缘政治利益。”“可以说，关于中国移民去俄罗斯

的荒诞说法和被强加的陈词滥调逐渐被冲走，代

之以对它合适的理解: 移民几乎百分之百是暂时

的，至少在现阶段。大概，新闻记者维塔利·库连

诺伊最准确地说出了这个现象的实质: 俄罗斯领

土，对于希望移居在此的中国人来说不是热切盼

望的地区，而前往俄罗斯只是迫不得已的经济需

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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