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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人移民 

——哈尔滨的俄罗斯企业招募契约劳工的诸问题 

 

[俄]艾戈·塞维利弗 

 

前  言  

 

    本文将根据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俄罗斯外交史料馆的史料和台湾“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的外交文书等公文书馆的史料及先行研究的分析，就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招募中国人契约劳工的组织化、他们的回国问题、以及中国和俄罗斯政府的有关契约劳

工的政策加以阐述。关于一战期间俄罗斯企业招募中国契约劳工的问题，迄今已有人做

过研究。例如，A.G.拉林第一次利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历史研究所保管的史料，

简单地介绍了这一时期俄罗斯人招募中国劳工的问题。进而，A.I.佩特罗夫发掘俄罗斯

公文书馆的大量史料，阐明了俄罗斯企业招募中国契约劳工的情况和俄罗斯政府机关的

中国人移民相关会议和规则的诸多事实。 

    本文将不停留在先行研究所进行的事实记述，对俄罗斯政府机关的中国人劳工政策

加以评价，并阐明移居过程的组织化、接纳劳工的相关问题及劳工回国问题。 
 

一．一战期间招募中国契约劳工的背景 

 
    在论述一战期间中国劳工的招募问题之前，有必要简单地说明一下俄罗斯远东地区

和中国东北专利地的开拓、尤其是铁路建设事业的作用，以及 19 世纪后半期到 20 世纪

初中国人向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移民这两个重要的背景。 
    1891 年，俄罗斯政府为了连接俄罗斯欧洲部分和远东地区，开始建设横跨西伯利亚

的铁路。1896 年海参崴－哈巴罗夫斯克铁路完工，但关于与欧洲部分－外贝加尔地区铁

路连接的路线，分成了两种议论，即：是建在俄罗斯国内的阿穆尔州，还是在邻国中国

得到铺设权，以距离更短的路线通过中国东北？俄罗斯财政部长 Y.维特的采用后者进行

建设的见解占了优势，因此 1896 年 8 月 27 日获得中国东北的铺设权，翌年开始了东清

（中东）铁路的建设。进行这一俄罗斯国外唯一铁路的建设和经营的是受到 Y.维特所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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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俄罗斯财政部的管辖、接受了巨额投资的东清铁路股份公司。 
    在人口稀疏的阿穆尔州、沿海州和中国东北，建设工人的招募极为困难，工程雇用

了许多外国人劳工、尤其是中国人。承担西伯利亚铁路建设的企业主要雇用了中国人，

其次是朝鲜人。此外，东清铁路股份公司在中国各地、尤其是山东省招募劳工，从俄罗

斯招集了技师等高级人才和工人。这里没有关于劳工人数的准确统计数字，但中国人和

俄罗斯人合计有 20 万人以上，其中中国劳工占了压倒多数。1903 年尽管铁路建设已经

结束，但许多劳工还是在哈尔滨等铁路沿线的镇上定居下来。 
    在 19 世纪 90 年代至 20 世纪 10 年代期间，从事铁路工程等的中国人移居远东的规

模特别大，但 19 世纪 60 年代已有一些中国人到俄罗斯打工挣钱。自阿穆尔州和沿海州

割让给俄罗斯的 1858 年、1860 年以前开始，该地区就居住着汉族人和满洲族人，割让

后其村落仍留在那里。到了 19 世纪 70 年代，该地区开始得到开拓，基础设施建设也有

进展，因此许多中国人非熟练工取代作为中国人移民主体的猎人、采药人、农民而流入

了海参崴、哈巴罗夫斯克的大城市。1875 年前后，俄罗斯企业在山东省招募了最初的 150
人，这些人开始从事海参崴要塞的工事、兵舍、商港工程的建设。 
    中国人在远东地区的各个经济领域从事着各种职业。例如，一战前俄罗斯远东地区

的大部分金矿劳工是中国人。根据海参崴的贸易商 S.密尔库洛夫所言，在金矿丰富的阿

穆尔州结雅地区，1910 年采金者的 90％是中国人。1911 年，在阿穆尔州累计有 10 194
名中国劳工在工作，占了该州劳工人数的 85％。同年沿海州有 14 501 名中国人在工作。 
    该时期的中国人移民大部分是在俄罗斯东部就业，一战开始之前，出现了往乌拉尔

山脉以东的俄罗斯欧洲部分移动的中国人。虽然找不到战前的准确统计数字，但根据俄

罗斯的公文，在战争爆发的半年前，中国劳工受雇于俄罗斯西部的企业，由东清铁路公

司运送他们。根据东清铁路公司的统计，1914 年 1 月有 331 名、同年 2 月有 1 702 名中

国人为了去俄罗斯西部通过了满洲里（Manchuria）站。其中也有人到了 Bogoslovskij 矿
山管区（现为叶卡捷琳堡北部）的矿山和俄罗斯欧洲部分南部的农业地带。由此看来，

俄罗斯西部的企业在战时动员当兵而使劳动力严重不足之前就已经开始雇用中国劳工。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铁路建设和俄罗斯东部的开拓出现了劳动力不足问题，成

为了接纳中国劳工的“拉”因素。虽然俄罗斯东部成为了他们主要的移居目的地，但前

往俄罗斯西部务工也已开始。即可以说，中国务工人员是俄罗斯的东部开拓和产业化的

重要的存在。 
    而后，由于一战的爆发，中国劳工的招募规模便趋于扩大了。 
 

二．一战期间招募中国契约劳工的组织化与规模 

 
    本节拟就三国协约国的中国契约劳工招募的组织化、以及俄罗斯政府的促进中国人

雇用的措施、招募地区和特色、招募契约劳工的组织化加以论述。 
    一战爆发后不久，在与德国和奥地利（匈牙利）作战的三国协约国英国、法国、俄

罗斯，由于许多男人被动员去当兵，因此出现了严重的劳动力不足问题。于是，3 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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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为了得到劳动力，把目光转向了中国。我们不清楚 3 国之间有否针对中国人的统一政

策，但相互之间肯定互换了信息。3 国此前均有大规模招募中国人的经历，1914－1917
年招募中国劳工是根据半世纪以来的经验所进行的事业。 
    英国和法国在西部战线共同与德国作战，因此契约劳工的雇用也存在合作关系。例

如，在英国受雇的中国人取代英国港湾工人在法国工作。法国政府通过袁世凯的亲信梁

士诒手下的公民团等招募劳工。由此可以认为中国政府的作用也很大。 
    另一方面，如第三节所述，俄罗斯政府未能特别得到中国高官的协助，反而与中国

行政机关的关系非常复杂。 
    但是，俄罗斯政府从开始在中国招募劳工起就对接纳中国劳工的企业进行援助，支

持其招募和运输的组织化。关于其政策，A.I.佩特罗夫的著作中详细介绍了俄罗斯官僚

会议及其指令的内容，这里首先简要地介绍一下俄罗斯政府的主要措施。 
    1914 年 7 月 21 日，开战一周后，阁僚会议讨论废除限制雇用外国人的法规，例如

1910 年 6 月 21 日“规定对沿阿穆尔总督管区、外贝加尔州、伊尔库茨克总督管区的外

国人实行一切限制的法律”等，并在 25 日的会议中确定了这些废除措施。这一事实表明

俄罗斯政府对劳动力不足的担心和想要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积极态度。 
    进而，根据 1915 年 4 月 21 日部长评议会的指令，“准许伏尔加河以东地区雇用‘黄

色工人’”，并在 1915 年 7 月 30 日的会议上决定废除有关发行签证的规定。以往数万名

中国人的居住登记很难一下子完成，因此可以说大大放宽了他们进入俄罗斯的条件。 
    此外，为了探讨关于接纳超过 1 万人的中国劳工的各种问题，1916 年 1 月 15 日，

设置了内务部、移居委员会、铁路部门机关等政府机关的代表组成的机关联合委员会，

开始在国内外管理中国劳工的招募和运输。该委员长由农业部副部长 A.A.利契夫担任。

正如 A.I.佩特罗夫根据俄罗斯联邦国立公文书馆（GFRF）的史料所指出的那样，尽管有

的高官反对招募中国劳工，但该委员会还是以实施招募为前提，主要围绕如何有组织地

招募劳工展开了工作。 
    此外，就设置机关联合委员会的背景来看，有沿阿穆尔总督与东清铁路公司、沿阿

穆尔总督管区与中国东北的俄罗斯特权地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关系在过高评价中国东

北铁路和海军基地重要性的尼古拉二世于 1903 年设立远东总督府时就已经形成，它们围

绕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地位和权力产生了对立。俄罗斯内阁府推测，如果委任单方负责招

募契约劳工，将会与地方行政之间产生新的摩擦，因此才特别设置了机关联合委员会。

协助在当地招募中国劳工并负责运送他们的工作主要委托给了具有雇用中国劳工经验的

东清铁路公司。 
    关于 1916 年机关联合委员会的活动，这里拟不做详述，但在其设立 9 个月后的 1916
年 9 月 27 日，对中国劳工的运送和雇用已经形成大规模之后，该委员会终于采纳了“关

于中国劳工的招募和运送的规则”，明确了有关中国人的招募、运送、雇用的政策。此外，

同样在 1916 年 9 月 27 日的会议中也有设置机关联合委员会的记录。目前尚不清楚这是

意味着对同年 1 月设立的委员会加以改组，还是意味着设置新的组织，但东清铁路公司

总经理 A.N.温策尔被选任机关联合委员会的新委员长，应该说有关雇用中国劳工的措施

得到了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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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所述，俄罗斯政府为了解决开战导致的劳动力不足问题，想要积极输入中国劳

工，但其运输和劳动条件的改善非常缓慢，直至最后也基本上没有得到改善。开战后过

了两年时间才采纳了“关于中国劳工的招募和运送的规则”，其间有关到达俄罗斯各地的

近 5 万名（参照表 3）中国人的劳动、生活、健康的问题堆积如山。缺乏这些规则的原

因在于俄罗斯整个劳动力市场的劳动条件迟迟没有得到改善，可以认为这表明俄罗斯经

济和劳动力市场的落后性。如本文第三节所述，这种情况导致了许多问题的发生。 
    尽管俄罗斯政府输入中国劳工受到苦于劳动力不足的俄罗斯企业的欢迎，但部分高

官仍反对雇用中国人。其中最强硬地持否定态度的是沿阿穆尔总督 N.L.冈达蒂。其前任

P.E.昂特伯塔总督也对亚洲邻国抱有不信任感，在与日本的关系大为改善的 1908－1909
年，曾就与日本之间发生新的战争的可能性向政府提交了大量的报告，为采纳严厉限制

雇用中国人和朝鲜人的 1910 年 6 月 21 日的“规定对沿阿穆尔总督管区、外贝加尔州、

伊尔库茨克总督管区的外国人实施一切限制的法律而奔走，而 N.L.冈达蒂也从战前开始

就强烈反对中国人到俄罗斯务工，在下属问询是否运送从哈尔滨到俄罗斯的劳工时，他

向内务部长 N.A.马库拉克夫呼吁停止招募中国劳工。沿阿穆尔总督的这种态度可以解释

为是由于远离俄罗斯欧洲部分、邻接东亚各国这样一种远东地区的地理特征及对俄罗斯

整体的经济状况和对外政策的理解不够所造成的。在拥有广袤国土的俄罗斯，中央政府

与地方行政机关的见解经常产生不同，中国劳工问题也应是其典型的事例。 
    如上所述，机关联合委员会将协助招募中国人和运送劳工的工作委托给在哈尔滨市

有分公司的东清铁路公司，但招募和运送则有俄罗斯企业代理人、中国人和俄罗斯人中

介商、东清铁路公司的事务所和驻哈尔滨俄罗斯领事馆等多家单位参与。俄罗斯企业的

代理人奔赴中国，在哈尔滨以外的地区招募劳工，但他们办理手续的主要据点是哈尔滨。

首先说明一下招募劳工的地区及其过程。 
    招募契约劳工有非常强的地区性，三国协约各方都以山东为中心进行招募。其中仅

有法国在山东省以外的所有地区设置了事务所，广泛地进行招募，而英国则在其据点威

海街（山东省），俄罗斯在山东省济南、济宁、烟台、龙口、青岛等地招募契约劳工。 
    关于山东省成为劳工招募地的原因，20 世纪初阿穆尔调查团成员之一、外务部全权

代表 V.V.格雷夫已有言及。那是根据烟台俄罗斯领事馆的报告所做出的判断，即：居住

在俄罗斯的中国人大多数是山东出身者，该省人口密度特别大，其居民因黄河泛滥等天

灾而处于极其穷困的状态，因此有必要在美国、英国、葡萄牙在亚洲的殖民地寻找工作。

此外，根据上田最近的研究，自清末开始因叛乱而削减治水经费导致了洪水增加，“该地

区失去了往日的富饶，产生了外出务工的必要”。即，位于黄河流域的该地区的治水经费

的削减造成了贫困，成为了流往海内外打工的原因。另外，山东省烟台是中国最早开放

的港口之一，连接山东及华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交通工具已经很完备。如上田所述，

“已有可能进行大规模的人的运输”，该地区很快就融入到了世界移民体系中。 
    自 19 世纪末，前往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山东出身者主要是通过烟台港的 10 家旅店斡

旋取得海外用护照，在烟台市的俄罗斯领事馆办理签证申请手续。 
    外出务工者有的从营口港、大连港、安东港直接前往海参崴，但大多数先乘火车到

哈尔滨，再从哈尔滨出发。往西的劳工乘火车到满洲里站，而后走路至布拉格维申斯克



 68

市；往东的劳工则乘火车至博格拉尼契纳亚（译音）站，而后走路到海参崴。特别是满

洲铁路南线扩展到营口港，因此利用营口－哈尔滨线路的中国打工人员有了显著的增加。 
 

    表 1  1906－1910 年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中国人打工者的人数 

目的地、路线 出国者（人） 回国者（人） 

芝罘（烟台）、海参崴     197 879     139 800 

经满洲里站往外贝加尔州      39 023      33 335 

经博格拉尼契纳亚站往沿海州      16 631      11 446 

经齐齐哈尔站往阿穆尔州      70 902      48 837 

从松花江乘船前往      57 081      31 452 

合计     381 516     264 870 
          资料来源：V.V.格雷夫：“‘沿阿穆尔地区’的中国人、朝鲜人及日本人”，载《根 

据敕令派遣的阿穆尔调查队的报告》第 11 集，圣彼得堡，1912 年， 

第 9－10 页。 

 
这个时期中国人前往俄罗斯的准确统计并不存在，但可以认为 1906－1910 年大约

有 40 万名中国人为了打工赚钱前往俄罗斯，其大多数留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并不断地转

换工作地点。 
    如上所述，烟台和哈尔滨是这一时期中国人移居俄罗斯的重要的中转站。“山东省各

地－烟台－哈尔滨”这样一条路径在一战前已经确立，因此打工者的入境申请手续和俄

罗斯企业与中国地方自治体的有关招募劳工的合同签订等均在哈尔滨进行。战前前往俄

罗斯远东地区的劳工大多依靠被称为“把头”的首领，以及接受旅店经营者的斡旋，自

己组成小集体前往俄罗斯，但一战期间契约劳工大多个人没有签订合同，如表 2 所示，

中国人及俄罗斯人中介商与俄罗斯企业签订了招募数百人到数千人规模的合同。 
    当时，手续上需要俄罗斯领事馆出具的证明，但由于东清铁路公司负责运输，因此

合同也在该公司的事务所签订。这些合同现在保管于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第 323 号档

案“东清铁路公司”中。即：驻哈尔滨俄罗斯领事馆和东清铁路公司事务所可以说监督

着中国人与俄罗斯中介商的签约。 
    虽然使用了“中介商”这个词，但实际上负责招工的商人不仅在劳工的招募和运输

时，在合同期间也要监督劳工劳动，向现场派遣管理人员和翻译等，并负责解决契约劳

工的劳动和生活等各种问题，在劳工合同期间也从企业收取介绍费。 
    例如，居住在哈尔滨的中国人张柏杨和刘泰从 1916 年 6 月至同年 8 月为莫斯科雷宾

斯克铁路输送了 4 000 名中国劳工，同时为了保障 4 000 人的劳动，约定将 50 名监工和

翻译派往工地。由于在招募劳工时要支付定金，他们把自己拥有的哈尔滨的不动产做了

抵押。此外，合同中明确记载了劳工的招募和运送、劳动时间、劳动条件、工资等。 
    同样，1916 年 6 月 14 日，博戈斯洛夫斯基地区的企业代表 I.V.波诺索夫与山东省掖

县的代表王同文、杨嵩签订了招募 1 000 名中国劳工并运往该企业所在地的合同。 
    其中，俄罗斯人中介商的活动是极为罕见的事例。G.B.多利金和 D.E.多利金兄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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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伊尔库茨克制粉公司从《哈尔滨通报》记者 N.L.卡普兰那里得知招募契约劳工业务的

信息，便雇用卡普兰作为招募负责人，从而加入了这项事业。 
 
表 2  雇用中国劳工的俄罗斯主要企业一览表（1916 年 1 月 1 日－1917 年 9 月 1 日） 

                                                                              （单位：人） 

就业的公司名 
中国人

总数 
就业的公司名 

中国人

总数 
就业的公司名 

中国人

总数 

波列博耶建设局 17 053 乌西宾斯叶科林区   444 
顿涅茨克·格鲁塞夫博

股份公司 
  118 

摩尔曼斯克铁路  9 133 莫斯科喀山铁路   435 尼古拉耶夫斯基铁路   116 

全俄城市、地方自治

体建设局协会 
6 397

尼古拉耶夫斯克·帕

布丁斯库山岳区 
  433 

沃尔霍夫·鲁伊宾斯库

铁路 
   95 

莫斯科雷宾斯克铁路  6 358 纳德丁斯基工厂   422 新塞利泽博采矿公司    90 

博戈斯洛夫斯基山岳

区 
 4 323

圣德纳托公爵的托利

诺工厂 
  401 科尔丘金斯克铁路    68 

北地铁路  2 164
沿海铁路（阿尔汉格

尔斯克县） 
  322 特拉贝宗多铁路    66 

黑海铁路  2 151 南俄罗斯煤矿   314 克拉金·久托工厂    62 

阿巴梅列夫·雷扎列

夫公爵煤矿 
 2 046 马里泽夫公司工厂   193 

雅罗斯拉夫尔汽车工

厂 
   60 

阿拉帕耶夫工厂   848 基西钦斯基耶采矿   178 库里金斯卡雅纺织厂    54 

上伊谢季工厂   712 下塔基尔工厂   177 托贝尔市政府    34 

彼得罗马里耶夫斯基

煤矿 
  677 洛洛穆纳铜矿   176 其他  9 608 

新托尔圣斯基糖厂   540 沃罗涅日市政府   174   

卡马股份公司   509 日丹诺夫炼铁厂   172     合计 67 123 

资料来源：PГИA,CaHKT-IIeтepóypГ，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圣彼得堡，323-1-834，第 204－205 页；323- 

          1-835，第 44－45 页。本表系拙著《移民与国家——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中国人、朝鲜人、

日本人移民》（御茶之水书房，2005 年，第 180 页）中所载的一部分。 
 
    这样，具备俄罗斯相关知识、拥有相当资产的实业家也开始运送前往俄罗斯的契约

劳工，并监督他们的工作。由于劳工生病及逃亡等，这项事业风险很大，但如合同中明

确记载，利益也相当丰厚。可以认为，这些中介商对所谓的大陆间移民、本文中指东亚

至欧洲的移民、即长途移居来说是很重要的。 
    战时往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契约劳工的移居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1915 年，在 8 个月

期间在中国各地（主要是山东省）招募了 7 212 名中国契约劳工，由东清公司经哈尔滨

运往俄罗斯各地。如表 2 所示，1916 年 1 月－1917 年 9 月，在俄罗斯北部至南部的格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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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亚，有 67 000 名以上的中国人在俄罗斯的企业就业。 
    A.G.拉林指出，1916－1917 年被送往俄罗斯的中国契约劳工的人数并不清楚，但从

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的史料也可知道，1916 年 1 月至 1917 年 5 月招集了 65 434 名中

国人，送往俄罗斯欧洲部分各地（参照表 3）。每月大约招募 1 000 名以上，招募的高峰

期是 1916 年 7 月和 1917 年 3 月。 
 

表 3  东清铁路公司运送的中国契约劳工的人数（1916－1917 年） 

时间 人数 时间 人数 

1915 年 5 月 1 日－12 月 31 日   7 112 1916 年 12 月 1 日－31 日   1 589 

1916 年 1 月 1 日－6 月 30 日  19 353 1917 年 1 月 1 日－31 日   1 837 

1916 年 7 月 1 日－31 日  15 114 1917 年 2 月 1 日－28 日   2 430 

1916 年 8 月 1 日－31 日   6 533 1917 年 3 月 1 日－30 日   4 937 

1916 年 9 月 1 日－30 日   2 981 1917 年 4 月 1 日－30 日   1 144 

1916 年 10 月 1 日－31 日   2 244 1917 年 5 月 1 日－31 日   2 165 

1916 年 11 月 1 日－30 日   2 395 合计  69 934 

   注：与 A.I.佩特罗夫所列举的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的史料数字有所差异（A.I.佩特罗夫：《俄罗斯 

的中国人，1856－1917 年》，圣彼得堡：贝莱斯达出版社，2002 年，第 585 页。 

资料来源：PГИA,CII6.（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圣彼得堡），323-1-834,第 154 页；拙著《移民与 

国家——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中国人、朝鲜人、日本人移民》，御茶之水书房，2005 年， 
第 179 页。 

 
    此外，在 1916－1917 年两年期间，前往俄罗斯的中国契约劳工将近 7 万人，这个数

字与战时滞留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中国人总数大致相同。如上所述，中国劳工对一战期

间的俄罗斯企业来说是重要的劳动力，俄罗斯政府从一开始招募劳工就协助企业，欲将

劳工的招募和运送进行一定的组织化，但中介商的作用很大，没有他们的活动，短期内

招募 7 万人显然是不可能的。 
 

三．关于契约劳工的诸问题与中国政府的移出民限制政策 

 
    战争爆发伊始，俄罗斯政府便担心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急着要招募中国劳工，但劳

动条件和劳动环境的改善却迟迟没有进展。本节拟就契约劳工的招募、劳动、生活等问

题加以论述。 
    首先，在招募阶段就已经发生各种违规事件。根据 A.G.拉林所言，负责招募的商人

就劳动条件欺骗了许多不识字的劳工，并强行带走他们。 
    契约者的管理也非常困难。由于在短期内就发展成了很大规模的事业，驻哈尔滨领

事馆简化了许多入境手续，没有将入境许可交给每个人，大多场合仅凭名册便可让他们

入境。在俄罗斯与中国交界处，俄罗斯宪兵队负责人仅确认了人数，实际人数与名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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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的情况多有发生。 
    其人数不符的原因是部分契约劳工途中逃跑。另外，许多劳工在运送途中或在工地

就业时被其他俄罗斯企业挖走。根据“关于中国劳工的招募和运送的规则”第十六、十

七、十八条，不能从签约的企业转走，但由于不遵守该规则的企业挖走劳工，使得这些

劳工去向不明，辗转于俄罗斯国内，其管理更为复杂。 
    此外，不仅招募方法，运输状况和劳动环境也有很多问题。中国劳工的食品和衣服

不足，生病、死亡事故频频发生。例如，在莫斯科雷宾斯克铁路，有 107 人死亡，523
人受伤。由此可知，俄罗斯企业并没有做好大量接纳劳工的准备。 
    另外，除了俄罗斯企业针对中国劳工的待遇出现问题以外，中国人之间、即中国人

现场管理承包人员与一般劳工之间的冲突在所有企业都频繁地发生，一般劳工把对劳动、

生活条件的不满发泄到了承包人身上。而且，还发生由于劳工反抗管理承包人对他们的

体罚和虐待而砍断管理承包人双手的事件。 
    表明中国人对劳动条件不满的大量的请愿书交到了驻彼得格勒中国大使馆，这些信

息也传到了中国政府和招募劳工的据点哈尔滨的行政机关。为此，哈尔滨市政府几乎中

止了对希望去俄罗斯企业就业的人发行护照。 
    管理中国契约劳工招募的机关联合委员会委员长 A.N.温策尔就中国政府的态度叙

述道，如果具备了下列 3 个条件，即：（1）劳动条件得到改善、（2）允许中国政府代表

视察劳工的劳动现场、（3）不让劳工在战线附近从事危险的工作，中国政府也会对海外

务工实行奖励。机关联合委员会通知各政府机关和企业就上述 3 点进行整改，但俄罗斯

企业不配合改善劳动条件、中国劳工在战线进行军事用土木作业的传闻不断传来，因此

中国政府和中国东北部地方政府对此持否定态度。 
    同时，如 A.I.佩特罗夫和 A.G.拉林所指出的，德国在战时的中立国家中国设置了大

使馆和领事馆，为了妨碍三国协约各方招募中国劳工，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散布俄罗

斯的中国劳工的劳动条件恶化的传闻。来自德国的压力对中国政府针对劳工移居俄罗斯

的态度产生了多大影响并不明了，但至少由于这些因素，中国的政府机关不断妨碍劳工

的招募，常常推迟签发护照。 
    1916 年秋，中国政府基本上中止了前往俄罗斯的护照的发行。从表 3 可知，1917
年初，中国劳工的人数再次增加，但上述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两国围绕契约劳工招

募的合作体制并没有得到建立。 
    这样，尽管存在着中国的劳动力过剩这一“推”因素和俄罗斯的劳动力不足这一“拉”

因素，但并没有签订关于接纳契约劳工的国家级协议，中国人的劳动、住居、回国等的

制度并不完善，因此无疑在移居的过程中产生了混乱。从微观来看，接纳方的企业和中

介商也只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没有进行劳动环境的改善。这种情况可以认为是与 19 世纪

中期在香港、澳门所进行的、受到欧美各国严厉批评的所谓苦力贸易极为相似的现象。

可以说在半个世纪里，无视劳工人权的招募从未间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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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契约劳工的回国问题与革命时期中国人移民的状况 

 
    1917 年 2 月俄国革命后，负担中国劳工回国费用的俄罗斯企业以经营恶化为由没有

遵守这个义务。为此，许多中国人失去工作后，自己利用一切交通工具回到中国。无法

回国、留在俄罗斯的人停留在俄罗斯的大城市里，在自由市场做买卖，干杂活。中国人

流入彼得格勒的问题引起了彼得格勒市政府及政府机关的注目。 
    1917 年 4 月 24 日内务部地方经济局召开了一个会议，该局局长 N.N.温策尔、工商

业部劳动科 N.A.谢巴留夫等各政府机关的代表、以及驻彼得格勒中国大使馆的代表刀修

钊出席了会议。在会议上，与会者对中国人失业人员流入首都彼得格勒表示担心，判断

如果仅有彼得格勒对中国人失业人员发放津贴，改善滞留条件，那么从其他地区移入首

都的人员将会急剧增加，从而给彼得格勒市政府带来很大的负担，于是决定改善各地中

国劳工的条件。 
    进而判断有必要缔结关于在俄中国劳工的双边协定。这种协定对保障短期合同工的

人权无疑是很重要的。半世纪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接纳往欧洲各国的外国人契约劳

工计划是基于双边协定实施的，但一战期间劳工的人权保障及其相关协定的重要性尚未

得到充分的认识，在接纳制度尚未完善的情况下进行了劳工的招募。 
    另外，在会议上还审议了中国劳工的回国问题，并决定在彼得格勒市设立有关中国

劳工的撤走和滞留的特别委员会。 
    如上所述，即使在 1917 年的混乱时期，俄罗斯政府和彼得格勒市政府机关也想得到

驻彼得格勒中国大使馆的协助，解决中国劳工的回国问题，但由于没有从接纳中国劳工

开始的一贯的政策，可以说有组织地撤回劳工的尝试并没有获得成功，中国劳工便自己

组成小集体返回了母国。据说也有人没能迅速回国而留在了俄罗斯。 
    1917 年后半期因俄罗斯经济大为混乱，许多企业破产，丧失了就业的机会，为了在

严峻的状况中生存，有的中国人甚至加入了红军。1918 年红军中已有数万名中国人士兵，

虽然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但据说有可能占了初期红军全部 30 万人的一成。此外，据说

列宁的警卫队员当中也有 70 名中国人。 
    研究内战时期中国人移民问题的 20 世纪 50 年代末的苏联研究人员（Babichev）认

为，1918 年至 1922 年中国人加入红军，和俄罗斯人一起与白卫军战斗，对苏维埃政权

的成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可以认为，实际上有很多中国人成为了红军的雇佣军。例

如，根据 I.I.巴比切夫的研究，阿穆尔地区的红军司令曾以中国人士兵不懂俄语、不服从

命令为由下令解除中国人士兵的武装。 
    这样，始于开战时期的中国契约劳工的招募由于 1917 年急剧的环境变化，契约者无

法回国，陷入了困难的状况，甚至被卷入俄罗斯内战，丧失了生命。这应该是劳动力移

民成为接纳国内战中某一角色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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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束语 

 
    本文就俄罗斯企业招募中国劳工的组织化、中国政府的移出民政策、1917 年混乱时

期的中国人回国问题进行了简单的论述，并探讨了劳工招募、移居过程发生问题的原因。 
    在需要大量劳动力的一战期间，虽然利用了战前存在的招募劳工的方法和移动路线，

但并没有进行自然形成的战前的小集体招募，而形成了由中介商负责招募的大规模劳工

移居的体系。在劳工出身地招集契约者的中介商、寻求劳动力的企业的代表、确认并证

明合同的俄罗斯领事馆、负责运送劳工的东清铁路公司可以说都相当顺利地进行了这项

事业，但从一开始招募、运送、现场作业等各阶段均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表明他

们还没有做好接纳大量劳工的准备。尤其是俄罗斯政府迟迟不采取措施，初期阶段没有

充分地进行现场监督及解决问题。此外，负责招募劳工和现场管理的中国人中介商的能

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如本文所述，也产生了很多事件，带来了很多问题。 
    从一战期间中国人短期移居俄罗斯的事例可以知道，即使“推”因素和“拉”因素

发挥了作用，但还需要送出国和接纳国的关于移民出国的协定，或接纳方企业与送出方

政府机关及地方自治体的合作，只要移居者的劳动、居住、回国等制度没有完善，便会

产生许多问题，移居者便会成为其牺牲品。由于战时的移居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本文的

事例到底具有多少程度的普遍化不得而知，但就所有地区的事例来看，移居者的接纳多

受到两国国内的经济、政治状况很大的支配，预测移居者滞留的长期化和短期化是很困

难的。政府机关的接纳移居者的长期计划的制定是非常可喜的，但能够有效地实现计划

的事例却极为罕见。可以认为，在现在这样国际间移动已很频繁的时代，国家针对移居

者的接纳和送出的新对策是很重要的，政府机关的关于人员国际移动的长期模拟试验、

模式化及具体计划的制定应该是很必要的。 
    关于中国人移民战时对俄罗斯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俄罗斯政府和中国政府围绕他

们的移居所进行的谈判等将作为今后的研究课题。 
 
        （原载日本《国际开发研究论坛》，第 38 卷，2009 年 3 月） 

                                                                  司  韦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