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俄关系�

俄 罗 斯 中 国 新 移 民 现 状 述 评

李志学
(暨南大学 历史系, 广州 510632)

� � 摘 � 要: 苏联解体后,在中俄旅游和边贸的推动下, 大量的中国移民涌入俄罗斯。他们在俄罗斯的农业、商

业、建筑业等各个领域挥洒着汗水,不仅为自己积累着财富, 更为俄罗斯的市场繁荣、经济振兴注入了巨大的活

力。同时他们也为祖国的发展和增进中俄友谊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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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 世纪 90年代初苏联解体, 中国与苏联的

继承国俄罗斯建立了外交关系。从此中俄两国开

始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相互往来。在此

背景下,中国移民伴随两国旅游、边贸的浪潮大规

模地涌入俄罗斯, 开始了他们在异国他乡艰苦创

业的新征程。

� � 一、中国新移民大规模涌入俄罗

斯的原因

� � (一)政治因素

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 结束了两国30余年

的敌对关系。苏联解体后,中俄两国政府十分珍

视关系正常化以来的睦邻友好与相互合作。在双

方签署的建交公报(会谈纪要)中,确认把 1989年

戈尔巴乔夫访华和 1991 年江泽民访苏时两国政

府签订的两个联合公报所确定的各项原则作为中

俄关系的指导原则。双方表示愿意进一步发展睦

邻友好合作关系。正是在中俄两国确立和发展睦

邻友好关系的政治因素的推动下, 两国人民又有

了来之不易的重新交往的机会。随之两国政府不

断出台促进彼此开放的政策、措施,如开放更多的

边境口岸 ( 1991 年) 和两国人员往来互免签证

(1990  1994年)等。渴望到俄罗斯观光旅游、投

资经商、求学深造的中国人纷至沓来,形成了俄罗

斯华侨华人历史上第四次华人赴俄移民潮
[1]
, 揭

开了中国新移民在俄罗斯创业的帷幕。

(二)人口因素

俄罗斯地大物博,地广人稀。以毗邻中国东

北的俄远东地区为例。这里的土地面积为 620多

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 810万( 1991年) ,平均每

平方公里仅有 1. 3人。苏联解体后,剧烈的社会

动荡使得该地区的人口形势雪上加霜。一方面人

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另一方面人口外流加剧。这

里的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在苏联解体

后纷纷离开远东回到欧俄地区寻求生计。在自然

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双重作用下, 俄远东地区的人

口形势处于危机状态。1991年, 俄远东地区的人

口占全俄人口的 5. 4%, 到 1998年则下降到了

5%。2004年 4月,俄远东联邦区总统全权代表普

利科夫斯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最近十年,远

东所有联邦主体的人口都在不断下降, 而且下降

的程度与俄其他地区相比要严重得多。15年来,

远东居民总数已减少 100多万。人口已由 810万

降至 670万
[ 2]
。从全俄人口形势看, 其总量也在

不断减少。自 1992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口总

数一直处于下降态势。最近一次( 2002年 10月)

全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目前俄罗斯人口总数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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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 452亿, 与 1989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相比减

少了 180万。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预测, 21

世纪上半叶,俄罗斯人口下降的趋势将会继续,人

口总数将处在 1. 38亿到 1. 32亿之间
[ 3]
。严峻的

人口形势无疑导致俄罗斯劳动力市场的萎缩。国

民经济各部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大量的劳动力

缺口。与此相比,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

家,有着庞大而富裕的劳动力市场。这就为中国

人填补俄罗斯劳动力市场的空缺提供了条件。

(三)经济因素

其一,苏联解体后,总统叶利钦对俄罗斯社会

进行了激进的!休克疗法∀。苏联时期的公有制与

计划经济一夜之间变成了私有化和市场经济。这

一猝不及防的改革措施造成了社会的激烈动荡和

经济的全面危机,企业倒闭、生产下降、通货膨胀、

商品短缺接踵而至。而此时已经历十多年经济改

革的中国, 经济快速发展, 商品丰富, 市场繁荣。

中俄两国呈现出的这一巨大反差直接推动了边境

贸易、跨国经商及观光、购物旅游的兴起。中国的

运动服、夹克衫、雪地鞋等诸多生活用品一时间成

了俄罗斯人的抢手货。于是, 大批的中国!倒爷∀
们怀着发财致富的美好愿望迅速进军俄罗斯市

场。其二,从经济结构看,中俄两国存在着非常明

显的互补性。俄罗斯的重工业、航天及军事工业

都领先于中国, 但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业、

农业、服务业,包括纺织、服装、家电、农产品加工、

种植业等却落后于中国,产品的市场供应严重不

足。造成该种状况的原因除了劳动力短缺外,更

主要的原因是俄罗斯整体经济结构的失衡。这是

苏联时期留下的优先发展重工业, 而轻视轻工业

与农业发展的后遗症。俄罗斯急需发展轻工业和

农业,以满足迫切的市场需求。这就为中俄两国

的劳务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于是中国的

商业移民、生产移民、工作移民大量进入俄罗斯。

� � 二、中国新移民在俄罗斯概况

� � (一)人数估计

关于 20世纪 90年代以后中国移民在俄罗斯

的人数问题,众说纷纭,有时相去甚远。加之存在

着大量难以统计的非法移民更使该问题变得扑朔

迷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弗拉

基米尔�波尔加科夫在他的#俄罗斯中国新移民及

其课题研究∃一文中指出: !俄罗斯究竟有多少中

国移民,目前仍然没有准确数字。据 2002年的统

计数字,俄罗斯住有 3. 5万名中国人, 其中具有中

国籍的3万人。∀波尔加科夫又进一步说明: ! 这一

数据仅仅包括了一小部分在俄罗斯的中国居民,

而其他类型的如非法移民、短期旅游者、季节短

工,几乎都不在这个统计数据中。多数专家估计,

中国在俄罗斯的居民总数在 20 万 ~ 45 万之

间。∀[ 4] 据俄内务部的资料, 在俄罗斯联邦有 40

万~ 70万中国人。新华网莫斯科 2004年 5 月 24

日电称: !据统计, 在俄罗斯有华侨华人 10万人,

此外还有中国各类自费留学生 8 000人。∀记者于
佰春于 2004年秋去伊尔库次克郊区的华人村(五

一村)采访,村民吴大叔根据俄罗斯内务部官方公

布的数字说,全俄罗斯真正取得居住权的华人移

民不足 5万人, 华商多数是短期商务居住。全俄

罗斯真正想留下来永久居住的不多
[5]
。从上述列

举的数据看,截止 2004年, 有4万~ 5万中国人移

民俄罗斯的说法是较为可靠的。从相比之下可信

度较高的 2002 年俄人口普查得到的 3. 5万这一

数字, 到 2004年俄内务部公布的不足 5万人, 两

年时间里增加万余人是说得通的。这里得出的 4

万~ 5万人的结论是指真正含义上的移民而言。

只有那些!永久定居和试图永久定居,长期凭正式

登记、有工作卡、每年都可延期居住的∀中国人,方

可视为在俄罗斯的中国移民
[ 6]
。至于十万、几十

万、甚至上百万之说的绝大部分属于短期居留或

非法移民,不能算在移民之列。如大部分在俄远

东的中国个体商贩都没有合法的签证, 属于非法

移民
[ 7]
。但为了全面说明中国移民在俄罗斯的状

况,本文不得不把移民概念扩大化,即把短期居留

和非法移民涵盖其中。

(二)行业分布

1. 农业。赴俄罗斯从事农业的中国移民主要

分布在俄远东地区。苏联解体后, !休克疗法∀的

改革措施对俄罗斯农业同样产生了巨大冲击。资

料显示, 苏联解体前的 1990 年, 远东农业企业赢

利的占96% ,到 1996年下降为 9%。结果是农产

品产量锐减。1996年与 1991年相比, 远东地区谷

物和玉米产量下降 36%, 大豆产量下降 40%, 奶

产量下降 35%, 禽蛋产量下降 36%, 肉产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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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时至今日, 远东地区除马铃薯和蛋的产量

勉强可以满足本地需求外, 粮食、蔬菜、肉和奶自

给率多在半数以下
[ 8] 35
。农产品市场供应的严重

不足,加之俄远东地区人少地多,土地资源不能有

效利用,为中国农业移民的进入提供了难得的机

遇。黑龙江省与俄远东地区毗邻, 到俄罗斯从事

农业种植具有天然的优势。所以, 赴俄远东地区

的中国农业移民大部分来自黑龙江省。所从事的

劳务包括荒地开垦、各种粮食作物和蔬菜的种植、

畜牧养殖、农产品加工、森林采伐等多个领域。赴

俄的农业移民最初是通过双方政府间、企业间的

劳务合作带动的, 到目前已延伸至私人承租俄土

地及民间家庭农场式的合作形式。具体做法是:

由俄方提供自然资源, 如土地、森林等, 中方出人

力、技术及生产设备。例如,俄远东地区的犹太自

治州将 2 500公顷土地租赁给中国农民种大豆,

400多公顷土地种植瓜果蔬菜; 黑河市在俄阿穆

尔州坦波夫卡建立了跨国农业综合示范区,开发

5 000公顷土地建立蔬菜生产基地;富锦县一家私

人企业, 在哈巴罗夫斯克租下2 000亩土地, 派去

100人耕种和管理; 绥滨县粮食局在哈巴罗夫斯

克租赁猪舍,从国内运来种猪和饲料,然后派饲养

员去饲养; 黑龙江省华诚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

于1999年与俄方签订为期十年的林木采伐合同,

木材采伐总量为 80万立方米。特别应指出的是,

2000年初,黑龙江省数个农业家庭举家进入俄远

东地区, 从事农业种植, 对农田进行家庭式管理。

由季节性移民转变为准定居移民
[ 8] 274
。在阿穆尔

州的结雅河流域承包租种土地的黑龙江省农民就

是这样一个新生的移民群体。通常承包土地的数

额在 15公顷左右, 每公顷土地的承包价格折合人

民币为 300元,每个农户每年收入 3万元左右
[9]
。

据黑龙江省农委公布的数字, 截止 2004年, 全省

共有 3. 4万人次到俄从事农业种植、畜牧养殖业

综合开发。全省已有 20 多个县市在俄建立境外

种植业、养殖业基地,开发项目 60个。其中种植

业项目40个, 在俄种植大豆、玉米、蔬菜等面积达

35万公顷。养殖业项目 12个,年出栏 1 000头以

上的规模养猪场 8 个, 年出栏育肥猪 3. 5 万头。

饲料加工、大豆加工、山珍采集加工等农产品加工

项目 8个
[ 10]
。中国的农业移民用自己勤劳的双

手在俄罗斯的土地上生产出深受当地百姓欢迎的

各种农副产品。

2. 商业。商贸推动移民浪潮拉开了苏联解体

后中国移民俄罗斯的序幕。俄远东地区是中国商

业移民最早进入的地区,是伴随着旅游和边贸开

始的。早在苏联解体前,两国的边境旅游和民间

贸易便兴起了。到苏联解体后的 1993年, 黑龙江

省开放了 21个边境口岸,旅游观光,贸易往来,一

派繁荣景象。据统计,在五年时间里( 1988  1993

年) , 口岸出入境人员高达 400多万人次。在往来

于边境口岸的中国人潮中,那些被俄罗斯的巨大

商机深深吸引的中国!倒爷∀和各类商务人员便立

志在俄罗斯这片沃土上实现发财致富的梦想, 成

为苏联解体后第一批赴俄商业移民。他们中的大

部分最初都是以合法的旅游者或公务出差人员的

身份进入俄境, 然后滞留不归, 就地经商。此后,

在他们的带动下, 大量的中国人相继涌入俄远东

地区从事商贸活动。后来虽有俄政府于 1993年

年末出台的对华人入境加强管理的系列措施, 但

未能完全阻挡住华商赴俄的步伐。比如, 1994年

的四个月中, 进入滨海边疆区的 4 000名中国旅

游者中, 不到 1/ 3 按期回国。1994年 2  3月间,

有 22个中国旅游团在入俄境后消失。
[ 11] 97
据不完

全统计, 截止 2005年,常住在俄远东地区的中国

人大约有 10万~ 20万
[7]
。这是曾任中国驻哈巴

罗夫斯克总领事馆总领事程国平提供的数据, 当

属可信。在这 10万~ 20万华人中, 90%以上在俄

经商, 大部分没有合法的工作签证, 属非法居留

者。这些人最初大都从摆地摊, 出售服装、小百

货、食品等小本生意开始, 小心翼翼地积累着财

富。在俄远东地区的主要城市, 到处都可看见他

们的身影。在布拉戈维申斯克, 至少有 1万做生

意的中国人。那里的!扎巴∀、!华府∀、! 劳动大街

47号∀、!友谊水果批发市场∀有很多中国商人的

摊位。其中的!华府∀市场出售的全是中国货。在

远东最大的城市之一哈巴罗夫斯克, 有 2 000多

中国人在一个叫!维拔∀的市场上经营着各种商品

生意,为当地居民提供着不可缺少的生活日用品。

在纳霍德卡, 有中国人开办的轩辕商业街。在乌

苏里斯克, 有以销售中国服装为主的中国大市场

等等
[ 9]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大浪淘沙,如今他们

中的一些人已成为百万富翁、商界巨子。致富后

的华商开始扩大商业规模和经营领域, 有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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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店、酒店、房地产业等。如矗立在哈巴罗夫斯克

市十月革命60周年大街的北京饭店,建在符拉迪

沃斯托克海边山坡上的渤海大酒店就是华商致富

后的杰作。在远东滨海边疆区符拉迪沃斯托克,

大约有 1. 8万中国移民。其中近 2�3 从事餐饮、
服务、房地产业等。在犹太自治州首府比罗比詹

市,中国人开的饭店占 40%以上
[ 12]
。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是又一个华商集中的地

区。90年代初,莫斯科就有个体华商约 10万人;

随着中俄两国贸易政策的调整和市场规律的作

用,目前人数已大幅度减少。莫斯科内务总局局

长普罗宁在 2003 年 10月 9日说, 根据莫斯科边

防出入境统计数字来估计,长居莫斯科的中国人

大约 4万人
[ 6]
。按其中 90%经商来计算,大约有

3. 6万人, 实际上要高于这个数字。在莫斯科市

北有一幢米黄色的大楼, 即!唐人楼∀,正式名称为

莫斯科扩东商贸中心。这里是莫斯科华商的主要

聚集地之一。该中心不但是华商们生活休息的地

方,同时也是储存货物和批发商品之地。据说这

样的!唐人楼∀在莫斯科曾经有过十多个,现在只

剩下!扩东∀一家了。莫斯科有一个以中国货为主
的大型批发市场,即莫斯科集装箱市场。莫斯科

的中国商人 80%在这个市场上或做老板, 经营自

己的摊位,或给别人打工。据熟悉该市场的中国

人估计,有 3万多中国人在这个大市场经商, 他们

来自全国各地, 其中 40% 的人居住身份不合

法
[ 6]
。在莫斯科市区南部的大环路旁边, 有一个

叫!艾米拉∀的大市场。这是一个兼零售、批发和
仓储的日用轻工商品市场,其中 95%的商品来自

中国。2003年开业以来,中国商人在这里租赁了

300多个摊位, 有些华商还租赁了市场的仓库存

储货物。在莫斯科的华商除了传统的摆地摊、租

摊位和仓储批发与零售外,也开始了新型的超市

经营方式的尝试, 如在莫斯科最繁华的商业街新

阿尔巴特街上曾出现华人开办的天客隆超级市

场。据不完全统计, 在莫斯科,中国人经营的大小

贸易公司和商店有数千家( 2002年)
[ 11]98

, 主要经

营中国生产的服装、鞋帽、皮货、蔬菜、粮食等, 为

莫斯科市民提供了物美价廉的生活必需品。为保

证贸易的顺利开展, 相匹配的服务机构应运而生。

如华商咨询服务公司、通讯和电讯服务中介公司、

海关运输和仓储服务公司、外汇兑换处等。此外,

莫斯科的华商经济开始向!实业∀化过渡,蔬菜种

植、熟食和豆制品加工、服装厂和制鞋厂等实体开

始兴起。莫斯科的中餐馆也逐渐兴盛起来,截止

2002年,已有 100多家。档次颇高的宾馆、饭店已

拔地而起。来自北京的华侨温锦华, 在莫斯科奋

斗了十多年, 投资开办了人民宾馆、长城饭店,并

创办了#莫斯科华人报∃, 成为莫斯科著名侨

领。
[ 13]
总之,莫斯科的华商经过十几年的奋力拼

搏已为自己在海外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

如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总领事郭敏所说的那样: !莫
斯科的华侨华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 他们已

从无序走向有序,从幼稚走向成熟。∀ [ 14]

中国商业移民除了在俄远东地区和莫斯科

外,也进入了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据国

侨办提供的资料, 截止 2000 年底, 在此居留的中

国公民共计 5 483人, 主要来自中国东北和华北

的城市,多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之中除了上个

世纪 50年代留苏的老华侨和 80年代来苏探亲后

居留的原苏联人配偶及其子女外, 都是 90年代初

苏联解体后来俄经商的人。另据广东省海交会调

研团于2004年 11月赴圣彼得堡调研后所提供的

资料,该地现有中国人 5 000人左右,其中华侨华

人、华商 2 000人, 留学生 3 000人。2005 年 4月

14日中国新闻网报道, 在圣彼得堡有约 5 000名

中国人。可见截至目前华人人数并未增加。华商

主要从事餐饮服务业, 纯粹经商的不多。这里有

中餐馆百余家,最大的是唐人酒楼。此外,华商还

经营旅游服务业,如圣彼得堡华侨国际旅行社等。

3. 建筑业。建筑业是中国移民在俄罗斯涉足

的又一个领域, 主要集中在远东地区。建筑业危

险性高、劳动强度大,因此, 许多俄罗斯人不愿从

事这一职业。而主要是农民出身的中国建筑工人

则不畏艰险、吃苦耐劳,加之国内建筑市场竞争激

烈,于是他们便借俄远东建筑业缺乏劳动力的大

好时机来到这里, 成为俄罗斯中国移民的重要组

成部分。

建筑工程移民大多是在中国地方政府或建筑

工程公司主导下与俄方签订工程承包合同实现

的。这是中俄劳务合作的主要形式之一。具体操

作是:中方承接总包工程, 劳务人员由中方派遣,

设计、施工、装修、设备及材料供应由中方负责。

工程完工后由俄方验收, 合格后进行结算。即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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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的交钥匙工程。承建的工程项目主要有写字

楼、宾馆、商店、住宅、车站等
[8] 275
。中国建筑移民

进入俄远东地区早在上个世纪 80年代就开始了。

如1986年中俄双方协议, 由中方派出 8 000名工

人到西伯利亚从事建筑劳动
[ 11] 98
。1988 年, 黑龙

江省的建筑工人在绥芬河对面的俄远东波格拉尼

奇内镇建成一座颇具规模的长途汽车客运站和一

座年产2 000万块砖的制砖厂。1993年中国建筑

工人在阿穆尔州完成了合同金额 55亿卢布的建

筑安装工程。同年, 黑龙江省瑞驰建筑公司承建

了滨海边疆区乌苏里斯克银行大楼, 1994年承建

了乌苏里斯克海关大楼, 1995年在纳霍德卡承建

了海关住宅大楼, 1996年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修

建了海关物资基地。该公司还在吉林珲春对面的

克拉斯基诺市修建了一座海关大楼。中国土畜产

总公司在纳霍德卡建了一座! 远东大厦∀。1995

年辽宁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在哈巴罗夫斯克承

建了光荣广场烈士碑群的工程项目
[ 8] 276
。吉林省

于1995年派出建筑工人建设符拉迪沃斯托克宾

馆及克麦罗沃州宾馆。1996  1999年吉林省对俄

开展的建筑工程承包业务总金额达到 8 640万美

元,派遣劳务人员总计 10 534人
[ 8] 273
。应指出的

是,以劳务合作方式输出的中国建筑工人纯属短

期移民性质, 工程结束后即返回中国。除了通过

上述中俄劳务合作带动建筑工程移民进入俄罗斯

外,也有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只身奋战在俄罗斯建

筑工地上。被誉为中国在俄罗斯最成功的建筑行

业企业、以何文安为总裁的华富集团, 自 1992年

以来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市累计建设 50万平方米

的建筑工程。其中 2002年建筑面积达到 10万平

方米, 占该市当年建筑总面积的 50%。500多中

国人在该集团工作。华富集团在布拉戈维申斯克

市的标志性建筑有: 商业兼住宅楼、精品商贸城、

四星级宾馆、写字楼等。由于工程质量优良, 售后

服务好,华富集团真正成为阿穆尔州、布拉戈维申

斯克市建筑行业的第一品牌, 改写了中国商品质

量低下的不良记录
[ 15]
。

(三)经济贡献

在俄罗斯的中国移民不论是务农、经商, 还是

奋战在建筑工地上, 他们以顽强拼搏的精神, 用自

己勤劳的双手, 不但为自己创造着财富,更为俄罗

斯人民的生活或是雪中送炭, 或是锦上添花。可

以想见,在新俄罗斯刚刚问世的上个世纪 90年代

初,面对惊人的通货膨胀和极度的商品短缺,是中

国的商人们将生活必需品送到俄罗斯的货架上、

餐桌旁。远东撂荒的大片大片的土地, 是中国的

农民将其开垦出来并结出丰硕的果实。矗立在俄

远东大地上的豪华宾馆、酒店、住宅楼凝结着中国

建筑工人们汗水。这一切都刻在有良知的俄罗斯

人民的心中。他们逐渐认识到俄罗斯人的日常生

活和经济的振兴离不开中国人, 特别在俄远东地

区。俄外交部驻赤塔州的代表曾说: !如果把这里
的中国人都赶走,那么 70%的老百姓都将穿不上

裤子。∀ [7]
2003年春天, !非典∀肆虐中国, 俄远东

封闭了黑龙江沿岸的 11个海关。由于中国商品

进不来,封关不到一周,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就爆发

了数万群众的示威游行, 要求政府开放海关。因

为在短短几天,市场物价飞涨十几倍,日常用品一

夜之间被抢购一空
[ 9]
。! 非典∀事件过后, 一位俄

经济学家坦言,非典时期的封关,让远东人明白了

远东经济离不开中国人
[ 9]
。滨海边疆区移民局官

员维克多说,在远东需要中国人,这是事实。不然

这里没人工作了,特别是农村,所有的人都喝酒。

布拉戈维申斯克市的一个小伙子说, 我的故乡因

为与中国人和中国经济合作, 生活水平几乎与莫

斯科的市民差不多。就业率高,物价便宜,人均月

收入在 100 美元左右
[ 6]
。俄罗斯媒体常有报道

说,远东地区中国劳工受当地百姓的好评和雇佣

者的欢迎。很多使用中国劳工的俄公司都认为中

国劳工勤劳朴实,听话守法。他们吃苦耐劳,不酗

酒闹事, 生产效率高, 劳动力价格便宜。总而言

之,雇用中国劳工很合算
[6]
。

中国移民在繁荣俄罗斯市场、丰富俄罗斯人

民生活的同时, 也为俄罗斯特别是俄远东地区的

经济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从增加远东地区财政收

入看, 上面谈到的一个小小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市

扎巴市场,光中国人每年缴纳的租金一项就有 3

亿多卢布。以此推算, 中国人在该市每年缴纳的

租金在 10亿卢布左右。难怪阿穆尔州政府副秘

书长曾说,没有中国人,阿穆尔州的经济将受到严

重打击。是中国人支撑了阿穆尔州, 乃至整个远

东地区经济的发展
[ 9]
。乌苏里斯克仅从一个中国

市场收取的摊位费每年就高达 150万美元。该市

副市长曾说,该市之所以能够保证公务员开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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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就是依靠从中国市场得到的收入
[7]
。远东其他

地区的情况类似。据俄远东研究所 2003年的统

计,常住(合法或非法)远东地区的中国人仅 20

万,只占远东 600万人口的 3%至 4%。而这些人

为远东联邦区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则占 5%
[ 16]
。

仅举数例, 足以说明中国移民对俄罗斯的社会生

活、经济发展都做出了毋庸置疑的贡献。俄罗斯

#独立报∃于2003年 10月 10日发表题为#中国人

拯救俄罗斯∃的文章指出, 出乎公众意料的是, 中

国移民不仅不会威胁俄罗斯, 反而能拯救俄罗斯。

至少, 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可以帮助俄罗斯经济实

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
[ 16]
。

� � 三、殷殷祖国情,拳拳赤子心

� � 工作和生活在俄罗斯的中国新移民在为自己

的海外事业奋力拼搏的同时, 心系祖国, 情牵故

土。他们的感人事迹, 不胜枚举。1998 年国内发

生特大水灾,莫斯科地区华侨华人及个体商人纷

纷到使馆捐款,救助灾区, 表达他们的爱国之心。

对此,民政部发去了感谢信。香港回归祖国前夕,

旅俄各届中国侨胞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热情, 举

办各种形式的庆祝活动。如举办大型庆祝晚会、

组织千人签名、举办香港回归图片展、观看爱国主

义题材影片展等。对台湾陈水扁的台独行径,旅

俄华侨华人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旅俄华人中国和

平统一促进会先后派团参加了在德国柏林、日本

东京、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全球华侨华人促进中

国和平统一大会。2001年 5月 20日,在陈水扁上

台一周年之际, 旅俄华人又积极参与了!全球海外

华人同胞反独促统五月大行动∀,并在莫斯科举行
大型集会,强烈谴责陈水扁顽固坚持台独理念、分

裂祖国的行径。莫斯科十几家华人报刊和网站全

力配合,都在头版以大量篇幅全面报道了俄罗斯、

独联体及全球华人组织这次行动的盛况
[ 17]
。在

北京申奥期间, 莫斯科作为国际奥委会决定 2008

年奥运会举办城市的投票地, 莫斯科华侨华人成

立了由 15名委员组成的莫斯科旅俄华侨华人支

持北京申奥委员会, 并作为全球华侨华人支持北

京申奥巡签活动的发起人之一, 参与组织了为时

一个月的遍及世界五大洲的海外华侨华人支持北

京申奥活动。2001年 4月 15日,旅俄华侨华人在

莫斯科市中心革命广场举行了签名活动。来自俄

罗斯全国各地、远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甚至乌

克兰及白俄罗斯的华侨华人代表也风尘仆仆地赶

来参加签名活动, 总签名人数达 5万以上。其规

模之大、签名之踊跃、场面之壮观,令在场的炎黄

子孙为之振奋。为取得申奥成功, 莫斯科旅俄华

侨华人支持北京申奥委员会的全体委员,有钱出

钱,有力出力。在决定 2008年奥运会举办城市的

关键时刻, 为全力支持北京申奥代表团和配合中

央各大新闻媒体在莫斯科的报道工作, 旅俄华侨

华人在提供翻译、车辆、饮食等后勤保障和提供安

全保卫等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
[ 17]
。北京申奥成

功,凝聚着旅俄华人的殷殷爱国之情。2003 年

春,俄罗斯华侨华人力助祖国抗击非典。莫斯科

华人联合会副主席温锦华先生多方联络俄罗斯著

名的生物化学和传染病专家, 希望为正在遭受疫

病威胁的同胞们寻找有效的预防和治疗药物, 最

终经俄罗斯专家推荐的药物及其原材料样品和有

关药理、药检说明等资料交至中国卫生部
[ 18]
。爱

国义举,赤子之心,溢于言表。莫斯科新世纪工贸

有限公司的创办者, 把豆芽这种为中国人普遍喜

爱的大众食品打入了莫斯科数百家商场的华侨同

胞姐妹王念丹、王念东, 事业取得成功后, 心系祖

国,情牵故土。1998 年国内发生水灾, 1999年发

生地震, 姐妹俩积极捐款, 表达她们的爱国之情。

姐姐念丹深情地对记者说,虽然身在国外,但是,

我的心时时刻刻都想着祖国。我要用自己学到的

俄语知识为这里的同胞服务, 为增进中俄友谊做

出贡献
[ 19]
。资深华人赵琳, 已在莫斯科生活多

年。人生因时代风云变幻而起伏不定, 但对故国

仍一往情深。她热心办起了扩东贸易中心,为前

来经商的同胞提供落脚栖身之地。她开办中文学

校,让祖国语言在俄罗斯发展。北京申办奥运,他

自费组织表演队, 用中国历代服饰向世界展示中

华文化的魅力。弃艺从商的话剧演员李宗伦,来

到莫斯科决心做一名文化使者, 办起了中俄文化

交流中心, 以文化旅游的方式将中国文化介绍给

俄罗斯公众
[ 13]
。像上述这样的事例,在旅俄华侨

华人中屡见不鲜。

俄罗斯有十几家华侨华人社团组织, 其中较

有影响的有:旅俄华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莫斯

科华侨华人联合会、莫斯科中华总商会、俄罗斯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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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中俄工商联合总会、莫斯科华人妇女联合会等。

这些社团与中国驻俄使馆、国内侨务部门等组织

保持着经常的联系。这些组织在历次国内、国外

的重大活动中都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诚。中国驻

俄罗斯大使刘古昌指出,旅俄华侨华人在各自岗

位上为祖国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为增进中俄

友谊、了解与合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实

证明,广大旅俄同胞是祖国发展、民族振兴、祖国

统一、中俄友好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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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ARY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NEW IMMIGRANTS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LI Zhi- xue

( Department of History, Jinan Univers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 Abstract] After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 quite a number of Chinese immigrants flooded into Russia, driven by the Sino- Russian

tourism and frontier trade. They shed their sweat in the fields of agriculture, commerce and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 Russia, not only ac�

cumulating wealth for themselves but also infusing new life into Russian market prosperity and economic rejuvenating. Meanwhile they

made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motherland and to the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 Key words] Chinese new immigrants; Russia; commentary on current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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