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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论 国 际 移 民 与 国 家 形 象 的 关 联 性
———以中国在俄罗斯的国家形象为例的研究

强晓云

　　摘 　要 : 全球化背景下 , 国家形象在一国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各国都

非常重视国家形象的建构和传播。除国际传播和对外宣传之外 , 参与并且在一国的国家

形象构建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 , 还应当包括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 ———国际移民。

他们既是国家形象的载体 , 又是国家形象的传播途径和建构手段之一。无论是从影响的

力度、渠道还是轨迹来看 , 国际移民对国家形象的影响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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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 ,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 , 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融合和竞争不断深入。当今世

界 , 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是孤立的。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关系行为主体 , 一个国家的发展

战略 , 尤其是对外战略能否顺利实现 , 在很大程度上与本国在国际上的形象直接相关。国家形象

不仅是一国获取国际认同、增强国际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 更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突破口之

一。良好的国家形象 , 易于获得国际舆论的支持 , 有利于增强国家的国际影响力 , 提高整体竞争

力。

　　近年来 , 国内外学者逐渐加强对国家形象问题的研究力度。他们主要从政治学、文化学、传

播学的角度来对国家形象展开研究 , 国家形象的建构、传播以及提升的手段方式是国内外学者关

注的焦点。许多学者认为 , 在国家形象的构建和传播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国际传播和对外宣

传①。笔者认为 , 除了国际传播和对外宣传之外 , 参与并且在一国的国家形象建构过程中发挥重

要作用的 , 还应当包括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 ———国际移民。近年来 , 俄罗斯的中国移民对我

国国家形象的影响引发了笔者对移民与国家形象关联性的思考。本文将运用国际关系学、政治学

和社会学的理论以及研究方法 , 对移民与国家形象的关联性进行尝试性的论证。

一、国际移民与国家形象建构

从 20 世纪到 21 世纪 , 一个最主要的全球社会现象就是 : 世界范围内的人口流动速度持续加

快 , 国际移民的数量逐年上升。根据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于 2006 年 6 月 6 日发表的题为《国际

移徙与发展》报告 , 到 2005 年底 , 全世界的国际移徙者人数为 1191 亿 , 约占全球人口 (65 亿)

26

社会科学　2008 年第 7 期 强晓云 : 试论国际移民与国家形象的关联性



的 2194 % (换言之 , 全世界范围内 , 每 34 人中就有 1 人是移民) 。全部移徙者中的 3/ 4 仅居住在

28 个国家。在 41 个国家 , 移徙者至少占人口的 20 % ① 。

　　在日趋加快的全球化背景下 , 国际移民也展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 , 那就是全球性和移民问

题的复杂性。国际移民以其不同模式、不同类型影响着各国的发展和稳定。这已经不仅仅是单纯

的国内问题 , 而且还与国际政治、外交政策相关。国际移民影响的层面也涵盖到经济、社会治

安、文化认同、国家安全、地区稳定等诸多领域 , 包括对迁出国国家形象的影响。

　　国家形象存在着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国家形象既包括国家的国内形象也包括国家国际

形象 , 它是一个综合体 ,“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

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②。狭义上的国家形象则特指国家的国际形象 , 它是“国

际社会公众对一国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③。

　　国际移民能够影响的恰恰正是国家的国际形象。移民是迁出国国家形象的载体。国际移民从

一踏进接受国伊始 , 他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个体的形象 , 更是整个迁出国的国家形象。移民给予接

受国国民以直接的感性认知迁出国的机会 , 移民个体和群体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向接受国的国民

传递着与迁出国的国家形象相关的信息。而“一旦这种直接的、个别的、感性的认识进而形成模

式化的总体印象并经过多种传播渠道形成一定范围的群体观念 , 这种模式化的总体印象和群体观

念就成为一国在其他国家认识主体中的国家形象”④。

　　国际移民也是国家形象的构建手段之一 , 它直接参与迁出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和传播。从宏观

的角度看 , 国家形象的建构通常会借助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途径来完成。物质资源包括军事设

备、金融资源、传播媒介 (报刊、广播、电视) 、商品等 , 而人力资源既可以是具体的人 , 也可

以是由人实施的各项措施和政策。从微观的角度看 , 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手段一般包括军事力

量、经济援助、公共外交、政治传播、文化战略 , 等等⑤。

　　从国家形象建构的具体的实施方式上 , 它应当包括外向型建构和内向型建构这两个相对的双

向交流。外向型建构是指在本国培养良好的环境来塑造国家形象。即通过在本国的国土上进行一

系列公共外交活动来展示国家形象 , 吸引其他国家不同阶层的人士来到本国 , 亲身感受、近距离

接触本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 , 借助被“请进来”的人士向外宣扬。内向型建

构是指国家借助具体的手段和途径、主动地走出国门 , 到其他国家宣扬本国的国家形象。它包含

两种方式 : 其一 , 主动、有意识地出去宣扬国际形象 , 例如借助一国的代表团 (政府或民间的政

治、文化、体育代表团) 参与在他国举办的全球性媒介事件 ; 其二 , 在国外留学、访问的学生、

学者以及长期在国外定居的海外移民 , 他们在国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在无意识中向所在国

的政府和民众传递着本国的国家形象。

　　全球化使世界范围内的人员流动成为现实。在迁移的过程中 , 移民以自己的言行传递着迁出

国的信息 , 还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着影响力程度有高有低的传播。另一方面 , 耳闻目见的移民

活动丰富着迁入国的民众对迁出国的感知 , 更新着他们已有的对迁出国的认识。这种亲身经历的

“直接性和可信度常常会超过大众传播媒介的信息 , 更不用说若干‘官方渠道’传递的信息”⑥。

　　与物质资源相比 , 作为人力资源的国际移民以“走出去”的方式建构和传播着国家形象 , 并

且发挥着比“请进来”更重要的作用。这是由于 , “请进来”的外部行为主体的数量十分有限 ,

他们对于他国国家形象的主观判断和评价的影响力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 “走出去”的内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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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的数量不是很多 , 但他们在国外接触到的外部行为主体的数量则远远超出能够亲自来访

(“请进来”) 的外国人。不论愿意与否 ,“走出去”的行为主体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 在自觉或

不自觉的情况下 , 对整个国家在外部世界的形象都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因为 , 在所在国 (地

区) 内部 , 行为主体 (尤其是移民) 的具体的个人属性 (如姓名、籍贯) 对于所在国的民众来讲

已不重要 , 最重要的反而是他们的集体属性 ———身份、国籍因素。

二、国际移民对国家形象的影响

　　如前所述 , 国家形象 (国际形象) 是国外社会公众对一国的总体评价 , 这种评价是相对稳定

的。它在相对长的历史时间内是稳定的 , 但又并非一成不变的。也就是说 , 国家形象具有动态性

和稳定性的特点。由于国家形象具有动态性和稳定性的特点 , 部分国外学者将国家形象按照其产

生的规律区分为初始国家形象和派生国家形象①。前者是国际社会公众在最初认识一国时 , 该国

就已经形成的并固定下来的国家形象 , 它强调国家的客观形象 ———国家是政治、经济以及其他活

动的主体。后者则产生于一国与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信息等竞争过程中 , 在已有的初始国家

形象的基础上 , 借助具体的国家政策、特定的公共外交活动等手段形成的国家形象。

　　我国学者则根据国家形象的表现方式将其分为外交形象、公众形象、媒介形象。

　　与国际移民直接相关的是公众形象和媒介形象这两种国家形象的具体表现形式。这是因为移

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 在与接受国社会接触的过程中 , 不间断地向迁入国的社会公众传播着

其迁出国的国家形象信息 , 并逐渐在迁入国的公众中沉淀积累 , 改变着他们对迁出国国家形象的

认识 , 丰富着已有的迁出国的国家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 , 由国际移民传播的关于国家形象的信息既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 , 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移民本身的人文素质和行为方式以及迁入国民众的接受度。后者又往往受到迁

入国大众本身所具有的知识、价值观、情感、经历以及所处位置、所取视角的影响 , 导致对迁出

国的评价并不一定完全与事实相符 , 或夸大赞美、或歪曲贬低 , 有时甚至是无中生有的虚构臆

想。当来自于异国的信息有限的情况下 , 虚构臆想和歪曲就在所难免。这些都赋予迁出国的公众

形象相当的主观色彩。

　　同时 , 国际移民作为迁入国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 , 媒体对其自然具有相当程度的关注 , 在

报道移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时 , 定会涉及其迁出国 , 在有意和无意间将移民个体的正面 (或负

面) 印象扩展至整个迁出国的正面 (或负面) 国家形象。尽管媒体通常会以客观报道事实为己

任 , 但因它所拥有的选择性权力以及在报道事实时总会或多或少地体现自身的利益、政治立场和

思路 , 媒体有能力也通常会将受众的注意力导向它希望被注意的部分 ; 从而使迁出国的媒介形象

有时会具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和片面性。

　　从影响程度来看 , 国际移民对国家形象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物质资源 , 它对接受国外交决策

和非传统安全所产生的种种影响直接关系到迁出国和接受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在民主社会 , 公民

个体或群体对于外来移民的评价和判断 , 往往会对国家的相关政策 (包括外交政策) 的制定产生

一定的影响。一个民主国家对另一个民主国家的主观印象 , 往往借助于其本国社会群体对他国的

评判。尽管政府在制定对外政策时会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 , 但这种社会群体对他国的主观评判

会对政策的制定产生很大的影响 , 从而间接影响到国家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 , 国际移民自身具有的迁出国文化传统、风俗习惯、行为方式也会给接受国原有的

文化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受到冲击的一方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反应 , 会竭力捍卫本国的文化传

统不被侵蚀破坏 ; 在保卫本土文化的过程中 , 自然要对迁出国的文化进行批判 (有时甚至会是诋

毁) 。迁出国本身也难免会不遭到波及 , 从而对迁出国的国家形象造成负面影响。当移民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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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古国迁移到历史相对不悠久的国家、或是从一个大国迁移到疆域较小的国度时 , 常常会

出现这种状况。早期东南亚国家对华人移民的排斥就是例证之一。

　　从影响的渠道看 , 受自身文化水平、工作类型以及与迁出国联系的紧密程度的限制 , 国际移

民的具体种类和具体活动对迁出国国家形象的影响程度不同、性质也不同。

　　从国家形象研究的角度出发 , 移民影响的是接受国对迁出国的整体认知 , 而这种认知首先在

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移民对迁出国的言语描述。以政治避难为目的的难民和以改善经济条件为目的

的移民对迁出国的认知描述肯定具有本质性的差别。难民出于自身的原因常常会对迁出国 (尤其

是政府) 怀有一定程度的憎恨和不满情绪 , 并将这种情绪表露于外 , 他们所传播的迁出国国家形

象可能是负面的居多。而以改变经济条件的移民对迁出国的感情则稍微复杂些。一方面 , 出于对

迁出国的怀念 , 他们会更多地描述迁出国正面的国家形象 ; 另一方面 , 为了体现自己对接受国的

向往 , 这部分移民群体有时又可能会对迁出国做出一些贬低性的描述 , 这时传播的就会是负面的

国家形象。当移民已经获得了接受国的政治地位 (获得永久居留身份或国籍) 之后 , 为了表明自

身的忠诚 , 往往会以更加激进的形式表现出其对接受国的爱国主义趋向。

　　除言语描述外 , 移民也用自己在接受国的行为活动影响着迁出国的国家形象。以下几种情况

非常值得关注 : 一是移民的进入是否会对接受国的就业形势造成冲击 ? 如果移民带来的是就业互

补 , 那么当地居民对移民的接受度就会高些 , 对移民迁出国的印象也会是良好的 ; 如果移民的进

入导致当地就业危机的形成或恶化 , 则会滋生和加深当地的移民排斥情绪 , 相应地对迁出国的感

情也会相当微妙。二是移民通过在当地的生产生活活动会将什么返回迁出国 ? 如果移民将劳动所

得定期、持续地汇往迁出国 , 接收国的民众可能会认为移民进行的是资本转移行为 , 对此持否定

看法 , 随之而来的会产生对迁出国的负面印象。

　　移民与当地社会的融合程度也值得关注。移民在当地是形成自我封闭的团体 , 还是开放性地

融入当地社会 , 都会直接影响到接受国民众对移民的印象和迁出国的国家形象。如果移民能够积

极地融入当地社会 , 就会获得接受国政府和居民的认同 , 有利于塑造良好的迁出国国家形象 ; 而

移民越是封闭 , 就越易触动当地居民的排斥情绪 , 越易引发他们对迁出国的误解和成见。

　　此外 , 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这两大移民类别对迁出国国家形象的影响也完全不同。非法移民

产生的是负面的国家形象 , 合法移民带来的是正面的国家形象 ; 而部分移民的违法犯罪行为危害

到接受国的社会安全利益 , 自然会受到接受国社会公众对移民的谴责和不满 , 进而影响到迁出国

正面的国家形象的构建。

　　从影响的轨迹看 , 移民在国家形象构建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两面性。移民既是迁出国

国家形象的载体 , 同时他们又是接受国国家形象的体验者和传播者。在输出本国国家形象的同

时 , 他们也在感受着接受国的国家形象 , 在与本国的亲属、民众接触时也会下意识地传播着接受

国的国家形象。此外 , 由于移民会接触到更多的外部行为主体 , 对当地居民的感观冲击不是偶然

的一次两次 , 而是不断重复的多次、多角度的冲击 , 因而在国家形象的传播上就会带有持续性、

长期性、冲击力强的特点。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 移民对于国家形象的影响是多层次、多角度的 , 它既能够帮助塑造正

面的国家形象 , 也会对国家形象产生不利的影响。而由于天然的排外效应和民族主义情感 , 一国

对移民的态度往往会先建立在排斥的基础上。因而 , 如果移民的言行不当 , 国民素质缺失 , 就极

易引发移民接受国民众对迁出国国家形象的误读。

三、俄罗斯的中国移民与中国的国家形象

　　在中俄关系中 , 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的树立与在俄华人密切相关。中国移民的个体和群体通

过自己的言行举止 , 向俄罗斯民众传递着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相关的信息 , 与中国移民的直接接触

以及所见所闻丰富着俄罗斯民众对中国的感知 , 更新着他们已有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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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探讨中国在俄罗斯的移民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影响之前 , 先对移民的概念进行界定。在俄罗

斯 , 关于“移民”的定义有很多。人口学专家认为 , 国际移民是指那些以定居为目的 , 完成跨国

迁移并在新的居住地居住超过 12 个月的人①。按照这个定义 , 大部分在俄罗斯居住的中国人都

不能算作是移民。因为留学生、旅游者、访问学者等都不会以定居为目的 , 也不能被列入移民的

范围。虽然以此为衡量的定义有权威性 , 然而在俄罗斯人口学专家的实际阐述和数据引用中 , 又

将这个定义与所有入境的外国人相等同 , 使得移民概念在界定和应用中存在一定的矛盾。

　　俄罗斯的法学家、尤其是国际法专家在界定移民的定义时 , 通常会从已有的法律文件中寻找

关于移民的解释。由于大部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独联体国家的国内法律都没有对移民做出明确的

司法解释 , 因此 , 独联体经济法院于 1996 年专门审议了这个问题 , 并对移民作出如下定义 : 移

民包括实现空间迁移的、不受迁移原因、迁移时间长短以及空间界线限制的所有人员②。

　　而在俄罗斯政界 , 尤其是直接参与移民管理活动的俄罗斯内务部 , 对于移民又有着不同的定

义。俄罗斯联邦移民局被迫移民厅副厅长 O1 沃罗布耶娃认为 , 人口迁移是指与跨越内部和外部

行政区划相关的人口的任一种地域移动 , 其目的是更换固定的居住地点或完成学业、劳动等活动

而临时居留在某一地域内。实施迁移活动的人是移民③。另一位移民局的官员 , 莫斯科内务厅移

民局局长 A1 巴图尔金则对移民的界定更加明确 : 移民是指永久或在一定期限内 (一天到若干

年) 以改变固定住所、工作、学习、休息等地点为目的、完成跨境迁移的人员④。

　　由于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移民与国家形象之间的相关联系 , 涉及移民的国家管理问题 , 因此将

以俄罗斯内务部的观点作为主要定义依据。根据这个定义 , 俄罗斯的移民涵盖了更多的种类和人

群 , 因而移民对国家形象的影响程度也更高。

　　20 世纪 90 年代初 , 随着苏联解体和中俄关系的正常化 , 许多中国人开始向俄罗斯迁移。俄

罗斯联邦移民局的最新数据显示 , 2007 年 , 俄罗斯移民局共给 175742 名中国公民办理了入境手

续 , 同时 1323 名中国公民具有在俄长期居住签证。目前有 2315 万中国人在俄罗斯办理了暂住手

续 , 而 1013 万人是根据俄罗斯企业的劳动配额暂时在俄罗斯工作⑤。从来源地看 , 远东、西伯利

亚地区的中国人主要来自中国的东北 , 而欧洲部分、尤其是莫斯科地区的中国人可以说是来自四

面八方 ———山东、广东、福建、浙江以及内陆省份都有。从性别上看 , 多为男性。在文化程度方

面 , 合同工人多是中等文化程度 , 而从事经贸活动的中国人大都受过中等或高等教育。按从事的

经济活动类别看 , 除一定的季节工和合同工人外 , 大多数的中国人从事商贸活动。

　　整体来讲 , 中国在俄罗斯的国家形象是良好的 , 绝大部分的俄罗斯人将中国视为本国的友好

邻邦 ; 但是也有部分俄罗斯人认为中国是俄罗斯的威胁。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 , 持此看法的人数

相对更多一些。而远东地区也是中俄人员往来相对集中的地区 , 中国移民的数量和规模均高于俄

罗斯的其他地区。也就是说 , 中国人向俄罗斯的迁移已经成为俄罗斯反华情绪产生和误读中国国

家形象的缘由 , 移民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形象。不同年份的民意调查结果就是例证之一。

　　著名的民意调查机构“全俄社会舆论基金会”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 , 一直关注俄罗斯民众

对中国的评价。根据该机构的资料 , 对中国持好感的俄罗斯人的比率基本保持在 40 %的水平上 ,

但同时仍有部分俄罗斯民众对中国和中国人抱有负面态度。例如 , 2000 年底的民调显示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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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参见新华网 , http :/ / news1xinhuanet1com/ world/ 2008 - 04/ 10/ content279507931htm。
[俄 ] Б1 戈烈波夫 :《移民控制》, 参见莫斯科市政府报《特维尔·13》2004 年 11 月 30 日。

参见 [俄 ] O1 沃罗布耶娃《人口迁移进程 : 理论与国家移民政策的若干问题》, 《俄罗斯联邦会议分析报告》No9
(202) , 2003 年版。

参见独联体经济法院《关于 < 协助难民和被迫移民协约 > 中“难民”、“移民”和“被迫移民”概念的解释》, 1996 年 9
月 11 日。

参见 [俄 ] G1 科斯金斯基《城市移民 : 发达国家的经验》, 载《90 年代独联体和波罗的海地区的迁移与城市化》, 莫
斯科阿达曼出版社 1999 年版 , 第 33 页。

社会科学　2008 年第 7 期 强晓云 : 试论国际移民与国家形象的关联性



60 %的受访者对中国人向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迁移表示担忧 , 其中远东联邦区的民众占到 80 %①。

对比 2001 年和 2006 年的民意调查资料 , 我们可以看出 , 与 2001 年相比 , 2006 年初中国在俄

罗斯的国家形象有一定程度的下降。2001 年有 2/ 3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一个友好邻邦 , 但在

2006 年持此观点的俄罗斯人不到受访者总数的一半 ; 2001 年有 42 %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有好感 ,

2006 年持此观点的不到 1/ 3 ; 而对中国持负面态度的比率则从 2001 年的 6 %上升到 13 %。在大部

分俄罗斯人眼里 , 中国首先是个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国度。在持“中国威胁不断上升”观点的

受访者中 , 占 22 %的民众认为 , 正是中国移民使他们产生了上述想法 ; 另有 8 %的俄罗斯人将

“中国人口众多”作为解释“中国威胁论”的理由②。

　　有理由认为 , 尽管在俄罗斯的中国移民整体形象和传送的中国国家形象以正面的居多 , 但是

也存在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误读。误读的产生具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 , 存在于部分俄罗斯人中

的强烈民族主义情感和排外情绪使俄罗斯的社会公众对中国移民、中国的国家形象的认识走进了

误区 ; 另一方面 , 俄罗斯社会对国家形象的评判基础是对移民现实的认知。即中国移民现象是否

有利于俄罗斯民众个体、群体、社会乃至国家的安全与发展。一旦认为中国移民的生产生活活动

会对俄罗斯安全构成威胁 , 俄罗斯民众就会将对移民的反感模式化为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误读。而

极少数中国移民行为举止的不检点、国民素质的缺失 , 少数移民的违法犯罪、客观存在的非法移

民现象又推动了俄罗斯民众对中国移民和国家形象的负面看法形成。

　　在讨论中国移民时 , 俄罗斯社会经常会表达出对中国移民冲击当地就业环境的担忧。有人认

为 , 中国移民会抢占当地人的就业位置 , 低廉的中国劳动力会降低当地工人的工资 , 从而会增加

就业压力 , 造成就业危机。然而 , 事实并非如此。其一 , 在俄罗斯的中国人大多从事的是诸如农

业、建筑业等当地人不愿干的收入低、环境差、需要一定劳动技能的工作 , 对当地就业环境的冲

击比较有限 ; 其二 , 中国移民的引入扩大了俄劳动力的数量 , 而劳动力供应的增加能够提高资本

的回报率、降低生产成本。最终收益的仍是移民的所在国 ———俄罗斯。

　　另一个使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移民、国家形象产生误解的现象是移民汇款的问题。俄罗斯的媒

体经常报道中国人将其在俄境内的资金汇回祖国 , 并基于俄罗斯庞大的资本流失额 (2004 年达

到 405 亿美元) 和对外资的强烈需求 , 对移民汇款问题持负面看法 , 认为这是对俄经济安全的重

要威胁。俄政府曾经采取种种措施限制包括中国人在内的移民向祖国汇款 , 例如设定出境携带外

汇的定额、提高侨汇的税费率等等。但不能忽略的是 , 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所有移民对俄罗斯经济

发展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俄罗斯联邦移民局的数据表明 , 外国移民对俄罗斯 GDP 的贡献每年

约为 500 亿美元。2007 年俄罗斯 GDP 预计为 33 万亿卢布 (约合 113 万亿美元) , 移民对 GDP 的

贡献率超过 318 %③。

　　此外 , 俄罗斯的中国人与其他移民相比 , 其更加封闭的特点不仅极易加深当地居民对中国移

民的排斥情绪 , 而且会影响到他们对中国人、中国国家形象的正确判断。例如 , 俄罗斯远东地区

居民 , 尤其是与中国接壤的一些地区居民 , 在日常生活中接触的中国人远远多于位于欧洲部分的

居民 , 对于中国人、中国的形象有着自己的看法。在远东 , 一定数量的俄罗斯人认为 , 中国人不

如日本人和朝鲜人那么有责任感、也没有俄罗斯人和日本人那么诚实。因而他们不愿意与中国人

共事或合作 , 希望政府限制中国人向俄罗斯的迁移 , 对中国的国家形象也持审慎态度。

　　2003 年以来 , 许多俄罗斯的犯罪学专家开始关注国际迁移和有组织犯罪相关性问题 , 引发

了人们对于远东地区中国人数量上升与当地犯罪率提高的关联性的思考。大部分的学者认为 , 二

者之间呈正比关系 , 并罗列出诸如走私、偷猎、贩卖人口、组织非法移民活动、跨境犯罪等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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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表现形式。实际上 , 造成远东地区治安状况恶化的原因有很多 , 外来移民只是增加了政府解

决犯罪问题的复杂性。同时 , 还应看到 , 有时地方政府为了获得选民的支持以及唤起中央政府对

于远东地区的重视 , 也会夸大外来移民对当地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尽管一些政治家也承认 , 在

中国移民的数量和违法犯罪现象的统计方面 , 存在夸大和炒作的事实 ; 但是无论如何 , 由移民产

生的负面态度导致我国家形象直接受损却是不争的事实。

　　部分俄罗斯人对中国的负面认识还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政策制定。例如 , 20 世纪 90 年代 , 出

于远东地区反对中国移民的情绪的考虑 , 俄罗斯政府在 1994 年取消了中俄互免签证的制度。一

方面 , 这是因为苏联解体之后 , 俄罗斯政府在政策的制定上越来越重视社会舆论和民意的趋向 ;

另一方面 , 远东地区对于中国移民问题的夸大性言论尽管与事实不尽相符 , 但还是吸引了俄罗斯

全国对移民以及边境地区的重视 , 从而使得政府在对华关系上不得不考虑各方的观点 , 尽量做到

各方利益的均衡。

　　中国国家形象在俄罗斯的全面提升是在 2006 - 2007 年中俄互办国家年活动之际。如果说 ,

2006 年“中国的俄罗斯年”活动属于“请进来”的国家形象塑造的手段 ; 那么 , 2007 年“俄罗

斯的中国年”则属于“走出去”的范畴。通过举行中国国家展等一系列活动 , 不仅增进了俄罗斯

民众对中国的了解 , 更是提升了我国的国家形象。据“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007 年 8 月 30

日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 俄罗斯人认为中国是与俄罗斯最友好的国家。该中心对俄罗斯 46 个州、

边疆区和共和国的 153 个居民点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表明 , 21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今后 10 - 15

年内是最友好的国家 , 只有 3 %的人认为中俄关系将会紧张。而排名友好国家第二位和第三位的

分别是白俄罗斯 (12 %) 和德国 (12 %) ①。由此可见 , 移民对于国家形象的塑造具有重要的意

义。少数中国人在俄罗斯的不良行为不仅影响到俄罗斯民众对中国人的整体判断 , 而且还影响到

中国在俄罗斯的国家形象 , 以致后来需要借助外交手段对国家形象进行一定程度的修复。

　　还应看到 , 同样是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 , 与国际移民相比 , 互办国家年等外交方式尽管

也可以塑造和提升正面的国家形象 , 但是具有周期短和代价高的不足。而国际移民对接受国民众

产生、改变迁出国国家形象的影响是长期的 , 国家的投入也较低。因此更应当得到重视。

　　此外 , 对由于移民而产生的我国在俄罗斯国家形象的不良影响 , 也应理智看待。因为国际移

民现象本身就具有双重性 , 它既可以为迁出国带来收益 , 也可能会给迁出国带来损伤 ; 而由于中

俄两国人民在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生存环境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 再加上两国人民之间缺乏足

够的了解和理解 , 产生对中国移民和中国国家形象的误读就在所难免。但同时也应认识到 , 某些

中国移民的国民素质缺失也是导致对中国国家形象误读的原因之一。

　　从俄罗斯的例子可以看出 , 国际移民与一国的国家形象紧密相关。它既是国家形象的载体 ,

又是国家形象的传播途径和构建手段之一 , 不论从影响的力度、影响的渠道还是影响的轨迹来

看 , 国际移民对国家形象的影响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性。只有认识到国际移民在迁出国国家形象

构建和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 政府才能适时、有的放矢地对其进行规范化管理 , 从而提升本国在移

民接受国中的国家形象。对于因排外思想、民族主义情绪等主观因素产生的国家形象误读 , 可以

通过公共外交等外交途径来缓和 ; 针对因“移民经济威胁论”而产生的国家形象误读则应有理有

据地予以反驳、澄清事实 ; 对于因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造成的国家形象的误读 , 可

以通过出国前的外事教育培训予以解决 ; 而针对因移民国民素质引发的国家形象误读 , 则涉及到

国民素质教育的问题 , 此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 , 需要长期坚持素质教育 , 才能从整体上提高国民

素质 , 从而不会因移民的个人行为而影响到国家的整体形象。

(责任编辑 : 李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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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say makes a study on development of China’s outsourcing servi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developing ways1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untries receiving outsourcing service ,China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opportunities by shift of interna2
tional outsourcing service and acceleration of decision and fulfillment of relevant privilege policies1Besides ,it should actively re2
ceive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service to promote industrial upgrade which is actually an important way of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s developing ways and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1
Keywords :Developing ways ;Shift of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service ;Service off coast ; Industrial up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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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2000 to 2005 ,proportion of GDP of China’s eastern part kept going up ,while on the contrary ,proportion of

GDP of other three regions obviously descended1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gap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concludes that unbala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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