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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以入境俄罗斯的中国人口为研究对象ꎬ追溯了 ２０ 多年来的

发展特点及趋势ꎬ着重探讨入境俄罗斯的中国人口在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特点ꎬ认为

入俄中国人口的演变是从个体到集体、从草根到高端的过程ꎮ 这种变化是社会发展、
市场需求和资源跨国流动的必然结果ꎮ 入境俄罗斯的中国人口呈现出三个鲜明的特

点:一是绝大多数入俄中国人口选择跨国流动ꎬ并非为了取得长期居留权或俄罗斯国

籍ꎻ二是入俄中国人口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趋势ꎻ三是迁移人口结构出现向高层次转

化的新趋势ꎮ 在这样的客观存在下ꎬ中俄两国的移民政策应与区域一体化和两国各

自独特的国家战略相结合ꎬ并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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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ꎬ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ꎬ我国向海

外迁移的人口日益增多ꎬ其中包括在俄罗斯的数

十万中国人口ꎮ 中国人在俄罗斯这片土地上生存

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ꎬ从帝俄时代开始就有华

商在此经营ꎮ 在俄国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ꎬ华侨

也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史册上写下了浓重的一

笔ꎮ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苏关系冷却了一段时期

后ꎬ从 ９０ 年代初开始ꎬ中国人口赴俄热潮逐渐升

温ꎬ到 ２０１３ 年ꎬ俄罗斯中国各类迁移人口已经达

到 １００ 余万人ꎮ
目前ꎬ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入俄中国人口的研

究已有很多关注ꎬ如谢清明对比了十月革命前后

的俄国华人社会状况ꎬ论述了十月革命对俄国华

人社会的影响ꎬ认为十月革命后俄国华人社会逐

步走向衰落①ꎮ 宁艳红研究了早期旅俄华商的经

贸活动ꎬ梳理了 １９１７ 年十月革命以前到俄国谋

生、从事商品贸易活动的中国人ꎬ认为旅俄华商不

仅促进了祖居地的经济发展ꎬ而且促进了旅居地

的经济发展②ꎮ 于小琴通过对俄罗斯不同机构、
地区和时期的社会调查结果的比较ꎬ认为俄罗斯

社会对中国劳动移民的正面评价趋向上升ꎬ远东

地区比莫斯科地区对中国劳动移民的肯定评价更

高③ꎮ 宋延旭、崔亚平研究了俄罗斯远东社会的

经济发展状况和俄罗斯的移民政策ꎬ认为在各个

历史时期ꎬ外国劳动力均对俄罗斯远东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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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ꎬ并对中俄劳务合作提出了

若干思考①ꎮ 谢尔盖梁赞采夫、王祎分析了俄

罗斯外国劳务移民及在俄罗斯中国劳务移民的现

状ꎬ对俄罗斯外国劳务移民监管提出了一系列政

策建议ꎬ并认为一国移民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应符

合该国经济和人口发展的大局ꎬ而且要认识到移

民是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ꎬ促进区域经济一体

化的重要力量②ꎮ 谢尔盖梁赞采夫将中国劳务

移民作为俄罗斯外国劳务移民的组成部分进行研

究ꎬ认为俄罗斯应该从法律制度层面在各个领域

保护移民的合法权益ꎬ用好国际移民资源ꎬ最终将

促进俄罗斯人口社会经济的发展③ꎮ 俄罗斯学者

盖尔布拉斯的«在中国全球化移民背景下的俄罗

斯»一书ꎬ根据历年移民统计数据和对 ５２５ 名中

国入境人口进行的田野调查ꎬ描述了中国入境人

口在俄罗斯的社会经济生活ꎬ分析了中国入境人

口的作用ꎬ并着重指出ꎬ中国留学生是未来俄罗斯

永久居民和俄国公民的重要人力资源储备④ꎮ 同

时ꎬ也有一些学位论文对入俄的中国人口进行了

研究ꎬ如董文婷研究了 ２１ 世纪以来俄罗斯远东地

区的中国移民ꎬ认为中俄之间会逐渐弱化“中国

移民”所带来的不利影响ꎬ而中国移民也可以变

为促进中俄之间交流、增进中俄人民友谊、促进中

俄之间全方位、深层次合作的重要桥梁⑤ꎮ 帕夫

洛娃克里斯蒂娜研究了俄罗斯移民政策及对中

俄经贸合作的影响ꎬ对中俄两国移民领域合作提

出了良好预期ꎬ认为只要两国政府及人民从大局

出发ꎬ摒弃偏见ꎬ共同努力ꎬ团结合作ꎬ一定可以促

进本国人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ꎬ共同进步ꎬ实现双

赢⑥等ꎮ 本文根据俄罗斯联邦统计局数据资料和

对当地 ３０２ 名各类中国人进行问题调查及个案访

谈ꎬ就入俄中国人口近年来的发展趋势及特点进

行分析和研究ꎮ
俄罗斯联邦统计局将每年入境的外国人口按

照来俄目的划分为五类ꎬ分别为公务、旅游、因私、
过境、服务ꎮ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３ 年俄罗斯中国各类入境

人口的数量统计见表 １ꎬ从数值变化来看ꎬ入俄中

国人口总数呈波浪式上升态势(图 １)ꎮ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ꎬ入俄的中国人口经

历了大致三个阶段的发展ꎬ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华

商的大增长ꎬ２１ 世纪初留学生、游客的快速增长ꎬ
２００９ 年后公务类入境人口增加和华商的转型ꎮ

表 １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３ 年入俄中国人口按入境目的划分统计表

(单位:人)⑦

年份 公务 旅游 因私 过境 服务 合计

１９９９ １８４ ６００ １７８ ８００ ２４ ３００ １ ７００ ５８ ２００ ４４７ ６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３９ ８００ １７２ ２００ ２９ ６００ ２ ７００ ４９ ５００ ４９３ ８００

２００１ １６４ ８００ １６４ ８００ ７８ ２００ ２ ５００ ５０ ８００ ４６１ １００

２００２ １２６ ０００ ２６７ ０００ ２６２ ０００ ５００ ６６ ０００ ７２１ ０００

２００３ １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３ ０００ ２９３ ０００ ７ ０００ ７７ ０００ ６８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４ １１８ ０００ ２８４ ０００ ３２３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 ７８ ０００ ８１３ 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１４６ ０００ ２０４ ０００ ３５３ ０００ ７ ０００ ８９ ０００ ７９９ 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２５７ ０００ １５７ ０００ ２４１ ０００ １１ ０００ ９８ ０００ ７６４ ０００

２００７ １８３ ７９９ １２９ ７４９ ３３７ ５５９ １１ ３５４ １０２ ２９３ ７６４ ７５４

２００８ １９６ ９２４ １２７ １５５ ３７７ ６９３ ９ ８９１ １０３ １２８ ８１４ ７９１

２００９ １９５ １５８ １１５ ８７０ ３０９ ６６４ ４ １９５ ９３ ３６４ ７１８ ２５１

２０１０ ２０３ ３９２ １５８ ０６１ ２５７ ６７８ １ ２９３ １２６ １５２ ７４６ ５７６

２０１１ ２８０ ４５３ ２３４ １２７ １９８ ７９８ １ １１９ １２９ ３２３ ８４３ ８２０

２０１２ ２９５ ９４１ ３４３ ３５７ ２０３ ０３８ １ ２５９ １３３ ７９７ ９７７ ３９２

２０１３ ２９５ ０００ ３７２ ０００ ２６７ ０００ ７ ０００ １３０ ０００１ ０７１ ０００

注:在俄罗斯联邦统计局数据中ꎬ因公包括政府人

员、军官、代表团、随行家属及人员等ꎻ因私包括个体经

营、务工、留学、探亲人员等ꎻ服务包括交通工具驾驶员、
海员、船员、飞行员、铁路工作者ꎮ 该数据仅统计 ６ 个月

以下的短期人口流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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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延旭、崔亚平:«外国劳动力对俄罗斯远东社会经济发
展的影响»ꎬ载«欧亚经济»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ꎮ

谢尔盖梁赞采夫、王祎:«俄罗斯外国劳务移民与中国
移民研究»ꎬ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ꎮ

Рязанцев С В ꎬ Письменная Е Е Рол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миграции в демографиеском и социально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развитии России / / ＳＰＥＲＯꎬ２００６ꎬ№５

Гельбрас В Г Россия в условиях глобальной китайской
миграции Муравейꎬ２００４ꎬＣ ３

董文婷:«２１ 世纪以来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中国移民问题
研究»ꎬ黑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ꎬ２０１４ 年ꎮ

帕夫洛娃克里斯蒂娜:«俄罗斯移民政策及对中俄经
贸合作的影响»ꎬ黑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ꎬ２０１４ 年ꎮ

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１ 年 数 据 来 源 于 Ларин А Г Китайские
мигранты в России Ｍ ꎬ２００９ Ｃ １４８ ꎬ２００２ 年后的数据来源于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ｋｓ ｒｕ / Россия в цифрах / ２０１５ / ０５ / ０４



图 １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３ 年入俄中国人口数量分布图

(单位:人)①

一　 俄罗斯华商数量快速增长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１９５８ 年中苏关系破裂后的一段时期ꎬ由于两

国关系的僵持ꎬ民间交往也基本处于停顿状态ꎬ在
原苏联极少能看到华商的面孔ꎮ 经过三十年沉寂

与过渡ꎬ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两国关系开始解冻ꎮ
两国放弃了根据意识形态划分敌友的对外政策ꎬ
转向以国家经济利益为重的外交政策ꎬ两国贸易

关系开始得到恢复ꎬ民间商业交往也开始变得密

切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俄罗斯华商呈现爆发式增

长ꎬ１９９３ 年俄罗斯中国入境人口一度增长到 ７５ １
万人②ꎮ 这一阶段ꎬ入俄中国人口的主要构成是

华商ꎬ这主要是受国家政策和市场导向的影响ꎮ
第一ꎬ俄罗斯华商数量的增加主要受移入

国———俄罗斯国家政策的影响ꎮ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苏

联解体ꎬ继承了苏联主要家底的俄罗斯开始进行

经济、政治体制改革ꎮ 在实施了激进的“休克疗

法”后ꎬ俄罗斯社会在短时间内从社会主义计划

经济突变成资本主义自由经济ꎬ给社会各个领域、
各个层面带来了断裂式的震荡ꎮ 经济形势急转直

下ꎬ工农商业开始失去控制ꎬ商品极度匮乏ꎬ经济

陷入严重的萧条ꎮ 而苏联时期建立起来的重工业

基础ꎬ根本无法为广大民众提供足够的日常用品

和轻工业产品ꎮ 在此情况下ꎬ俄罗斯与独联体其

他国家开始纷纷向外求援ꎬ敞开大门吸收各方人

力、财力、物力的帮助ꎮ 俄罗斯放下姿态ꎬ首先从

法律上放宽进出口政策ꎬ简化各种办事手续ꎬ为外

国商品和人员往来提供更多便利ꎮ 俄罗斯海关委

员会允许本国“清关”公司以“包机包税”、“包车

包税”、“包柜包税”的“三包”形式向外国商人提

供便捷的 “灰色清关”服务ꎬ以便更多的商品和服

务快速补给到俄罗斯的肌体中ꎮ
第二ꎬ市场导向是俄罗斯华商骤增的巨大内

在动力ꎮ 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往来的便利ꎬ吸引华

商带来了大量的中国轻工产品ꎮ 在中国从改革开

放至 ８０ 年代末经历了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ꎬ计
划经济体制内在的矛盾已经开始凸显ꎬ缺乏市场

开拓能力、造成货物积压是困扰很多国营企业的

最大难题ꎮ 商品和劳动力急需探寻外部市场ꎬ一
批敢为人先的华商抓住了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转

型的历史机遇ꎬ以敏锐的市场感知力和冒险精神ꎬ
利用信息不对称ꎬ通过创新的方式在流通环节中

获取巨额利益ꎮ 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５ 年俄罗斯华商主要

通过易货贸易和倒爷贸易铺开了两国民间贸易的

渠道ꎮ 华商利用信息多、渠道广的优势ꎬ以近乎

“零成本”的易货形式ꎬ用国内的日用品和轻工业

品换回俄罗斯的木材、钢铁等原料和重工业品ꎬ从
中获取不菲利润ꎮ 易货贸易中最经典的案例莫过

于牟其中的“罐头换飞机”③ꎮ 此外ꎬ第一代华商

也经常从国内带着种类繁多的日用品、服装、鞋
帽ꎬ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一路兜售到莫斯科ꎬ再用

获得的收入从莫斯科购进当地的皮毛、手工艺品

和其他稀罕商品ꎬ带回国内高价出售ꎮ 第一代华

商正是这样从跨国贸易中攫取了第一桶金ꎬ在高

额利润中实现了资本原始积累ꎬ铺开了异国销售

渠道ꎮ
由于中俄两国接壤ꎬ边境贸易天然就成为两

国民间贸易的重要形式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中
俄两国边境开放了很多口岸ꎬ双方旅游互免签证

开始实行ꎮ １９９１ 年 ３ 月 ６ 日ꎬ黑河大黑河岛率先

开始对俄进行民间贸易ꎮ 同年ꎬ绥芬河也兴起了

对俄民间贸易市场ꎮ 此后ꎬ同江、密山、东宁等地

相继加入互市贸易行列ꎮ 有当地官员回忆ꎬ当时

的交易场景异常火爆ꎬ前来进行贸易的两国边民

十分踊跃ꎬ市场上的商品相当丰富ꎮ 据估算ꎬ民间

贸易最活跃年间ꎬ中国出口的商品价值达 １０ 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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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１ 年 数 据 来 源 于 Ларин А Г Китайские
мигранты в России Ｍ ꎬ２００９ Ｃ １４８ ꎬ２００２ 年后的数据来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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Ларин А Г Китайские мигранты в России Ｍ ꎬ
２００９ Ｃ １４７

１９９２ 年ꎬ四川商人牟其中用几车皮罐头换回四架苏联飞机ꎮ



元ꎬ边民出入境人次达 ８０ 万次①ꎮ 由于华商经营

的活跃ꎬ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９ 年期间ꎬ中俄两国每年贸易

额均在 ５０ ~ ７０ 亿美元之间②ꎮ

二　 留学生和旅游人数稳步增加
(自 ２１ 世纪初) 　 　 　 　

　 　 从 ２１ 世纪初开始ꎬ入俄中国人口的构成有了

新的变化ꎬ除了华商仍是主要构成外ꎬ留学生人数

开始逐年增加ꎬ旅游人数也不断增长ꎮ
(一)留学生人数稳步增加
１９７０ / １９７１ ~ 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１ 学年ꎬ几乎没有中国

学生在俄罗斯留学ꎬ从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１ 学年开始ꎬ才重

新出现了中国留学生的统计数据ꎮ 从 ２０００ 年开

始ꎬ随着中国家庭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ꎬ８０ 年代

出生的独生子女开始陆续步入高等教育年龄ꎬ此
时国内掀起一股自费留学成的热潮ꎮ 俄罗斯也逐

渐成为国内中等收入水平家庭关注的目的国ꎮ 俄

罗斯高等教育之所以逐渐受到该群体的青睐ꎬ有
五个主要原因ꎮ

第一ꎬ俄罗斯高等教育本身基础雄厚ꎮ 尤其

是理工、人文、艺术、医学和高科技领域学科水平

名列世界前茅ꎬ高水平的教学质量是外国留学生

考虑的最主要因素ꎮ
第二ꎬ俄罗斯留学费用较低ꎮ 据笔者调查访

谈ꎬ２０００ 年左右ꎬ莫斯科市高等学府的本科学费

约为 １ ０００ 美元 /年ꎬ折合人民币 ８ ０００ 多元ꎬ硕士

学费也不超过 １ 万元人民币③ꎮ 对于中等收入家

庭来说ꎬ俄罗斯是性价比相当高的留学国家ꎮ
第三ꎬ赴俄罗斯留学门槛低、不要求语言基

础ꎮ 凡取得国内教育部颁发的高中毕业证的中国

学生均可申请俄罗斯大学本科学位ꎮ 外国留学生

第一年要在预科学习语言和较简单的专业科目ꎬ
一年后升入相应学历阶段就读ꎮ 这对没有语言基

础的留学生非常具有吸引力ꎮ
第四ꎬ２１ 世纪初ꎬ留学生可以在当地找到很

多工作实践的机会ꎮ 虽然主要是受雇于中国老板

或企业ꎬ但也有很多机会接触到俄罗斯社会ꎬ体验

最本土的人文风俗ꎬ并在实践中练习俄语和与俄

罗斯人打交道的方式ꎬ为自己赚取充裕的生活

费用ꎮ
第五ꎬ俄罗斯独立以来ꎬ一直致力于恢复大国

地位ꎬ复兴本土经济ꎬ教育可以说是一本万利的产

业ꎮ 俄罗斯政府正是看到了教育产业链带来的巨

大商机ꎬ２０００ 年前后ꎬ开始主动向各邻国推介自

身优质教育资源ꎮ 据笔者调查了解ꎬ留学中介在

输送留俄学生的过程中ꎬ可以获取近 １００％ 的利

润ꎬ使得他们对俄罗斯留学的推荐更是不遗余力ꎮ
此外ꎬ俄罗斯也是很多拥有语言基础或生长在中

俄边境地区的学生的留学首选地ꎮ 因此ꎬ 从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１ 学年度开始ꎬ中国赴俄留学生的数量

稳步增长ꎮ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学年度俄罗斯中国留学生

达到 １７ ３００ 名ꎬ 占 俄 罗 斯 外 国 留 学 生 总 数

的 １５ ９％ ꎮ
以上这些因素ꎬ是 ２０００ 年以后中国学生赴俄

留学的重要考量ꎮ

图 ２　 １９５０ / １９５１ ~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学年度

俄罗斯中国留学生数量趋势图④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梅德韦杰夫总理访华时提到ꎬ
截至 ２０１３ 年ꎬ俄罗斯约有 ２５ ０００ 名中国留学生ꎬ
其中绝大部分为自费留学生ꎬ其余为中国国家公

费留学生ꎬ还有大约 ５００ 名中国留学生获得了俄

罗斯国家公费资助ꎮ 为加深中俄两国之间的人文

交流ꎬ俄罗斯开始实施若干行动ꎬ如扩大教育宣

传ꎬ修改相关政策使留学生打工合法化ꎬ留学生入

籍便利化⑤等ꎬ争取在未来几年ꎬ使两国留学生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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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提高 １０ 万人①ꎮ
可以说ꎬ留学生在中俄两国人文经贸交流中

始终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ꎮ 在时代的变革期ꎬ他
们能用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中俄两国重新建交后所

带来的商机:从中国带去皮夹克、牛仔裤和一些日

用品卖给俄罗斯人ꎬ用所赚报酬抵补整年的学杂

费用ꎻ一部分俄语基础扎实的留学生则以翻译和

中介人的身份在中俄贸易中从事服务工作ꎮ 在两

国关系稳定的共进期ꎬ他们变身为导游、志愿者、
汉语教师、 商人ꎬ 架起中俄文化旅游交流的

桥梁②ꎮ
结合自身的留学经历和现实访谈ꎬ笔者认为ꎬ

多数留学生喜欢俄罗斯的自然风光、人文环境、周
围永远是赏心悦目的美丽面孔ꎮ 他们认为俄罗斯

的教师绝大多数都很负责ꎬ对学生有耐心ꎬ留学生

们可以从老师的言传身教中ꎬ深刻感受到俄罗斯

民族坚毅、执着、热烈ꎬ但有些自大的性格ꎮ 通过

调查访谈ꎬ笔者也了解到ꎬ即使留俄多年ꎬ学成后

留在当地工作生活的留学生也占少数ꎮ 这主要由

于俄罗斯是非传统移民国家ꎬ当地民众和政府或

多或少存在着排外情绪ꎬ而且留在当地不利于自

身的职业生涯发展ꎮ 但多年在俄罗斯学习生活的

经历ꎬ使俄罗斯情节深深扎根在中国留学生的心

里ꎮ 而恰恰这种铭心的感受ꎬ是中俄两国建立长

期合作和深入交流的民间基础ꎬ广大留学生也正

是在中俄交往中对两国具有特殊感情的坚固桥梁

和高层次纽带ꎮ 留学生可以在中俄两国学术互

动、人文交流与引进、经贸合作领域起到重要

作用ꎮ
(二)旅游人数先减后增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５ 年中国赴俄旅游人数一直保持

在每年 ２０ 万人次以上ꎬ在 ２００４ 年达到 ２８ ４ 万人

的峰值ꎮ 此后ꎬ虽然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０７ 年分别是中

国的“俄罗斯年”和俄罗斯的“中国年”ꎬ但两国政

府的鼓励政策并没有很大程度促进两国旅游业的

交流ꎬ这两年旅游人数仍处于持续下降阶段ꎮ 由

于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俄罗斯经历了较为严重的经济

危机、２００９ 年莫斯科切尔基佐夫市场关闭及发生

频繁袭击亚洲人事件ꎬ俄罗斯经济社会环境相对

恶化ꎬ这对游客的信心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ꎬ因
此ꎬ赴俄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下降到 １０ 年中的最

低谷ꎮ 从 ２０１０ 年开始ꎬ赴俄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

才开始呈现增长态势ꎮ

图 ３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３ 年俄罗斯中国旅游人数趋势图

(单位:人)③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游客在入俄中国人口总数中

分别占 ２１％ 、２７ ７％ 、３５％ ꎬ３４ ７％ ꎻ在赴俄外国

游客 总 数 中 分 别 占 ７ ８％ ꎬ １０ ５％ ꎬ １４ １２％ ꎬ
１４ ８４％ ꎮ 可见ꎬ在俄罗斯经济社会环境稳定安泰

时期ꎬ旅游市场发展势头就会旺盛ꎬ就可以获得中

国巨大市场带来的丰足利润ꎮ

表 ２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３ 年中国游客数量占

俄罗斯外国游客百分比趋势图④

年份

赴 俄 外
国 游 客
总 数 单
位:人

中 国 游
客 人 数
单位:人

中国游客
占赴俄外
国游客百
分比

中 国 游 客
在 赴 俄 外
国 游 客 中
数量排名

２００２ ２ ６８６ ０００ ２６７ ０００ ９ ９４％ ３

２００３ ２ ７７９ ０００ ２０３ ０００ ７ ３０％ ４

２００４ ２ ６３７ ０００ ２８４ ０００ １０ ７７％ ３

２００５ ２ ２５１ ０００ ２０４ ０００ ９ ０６％ ２

２００６ ２ ２７５ ０００ １５７ ０００ ６ ９０％ ４

２００７ ２ １２３ ０００ １３０ ０００ ６ １２％ ４

２００８ ２ １６８ ０００ １２７ ０００ ５ ８６％ ５

２００９ 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１６ ０００ ５ ８０％ ５

２０１０ ２ ０２５ ０００ １５８ ０００ ７ ８０％ ３

２０１１ ２ ２２８ ０００ ２３４ ０００ １０ ５０％ ２

２０１２ ２ ４３０ ０００ ３４３ ０００ １４ １２％ ２

２０１３ ２ ５０６ ０００ ３７２ ０００ １４ ８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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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３ 年中国游客数量占

俄罗斯外国游客百分比趋势图(％ )①

需要指出的是ꎬ２０１４ 年ꎬ受石油价格的影响ꎬ
卢布汇率暴跌ꎬ这使得俄罗斯国内销售国际高档

奢侈品的价格相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偏低ꎬ因此

“购物团”的涌入促进 ２０１４ 年中国赴俄旅游人数

的增加ꎮ 市场是无形的指挥棒ꎬ无论是留学产业

还是旅游产业ꎬ只有俄罗斯社会营造出包容开放

的社会环境、实施因地制宜的稳定政策ꎬ才能获得

中俄民间交往中的稳定收益ꎮ

三　 公务类人员数量增加ꎬ
华商经营转向正轨(２００９ 年后)

　 　 ２０００ 年以后ꎬ俄罗斯政局和社会经济进入相

对稳定的发展期ꎬ这为世界优质资本创造了良好

的生长土壤ꎮ 在以个体行为为主的华商在俄罗斯

铺出一条淘金路、大量留学生在俄学习为企业发

展奠定了人才基础的条件下ꎬ中资企业开始了大

规模拓展俄罗斯市场的征程ꎮ ２００９ 年后ꎬ中资企

业加快入俄步伐、华人商城建设呈现雨后春笋之

势ꎬ随着两国经济交往主体发生变化ꎬ迁移人口结

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ꎬ即政府人员、军官、代表

团、随行家属及人员等公务类短期(６ 个月以下)
入境人数增加ꎬ华商经营层次也开始逐渐提高ꎮ

(一)公务类人员数量增加
据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领事馆统计ꎬ２００２ 年

俄罗斯远东地区中资企业仅有 ６ 家ꎮ 到 ２００９ 年ꎬ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商参处不完全统计ꎬ俄罗斯

有 １６３ 家中资机构、公司、企业ꎬ其中绝大多数是

大型国有企业ꎬ只有 ８ 家标注为民营或私营ꎬ１ 家

标注为合资企业ꎮ 到 ２０１１ 年ꎬ据«中国在俄罗斯

投资的企业名册»②统计ꎬ从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１ 年在俄

罗斯联邦注册的中国投资企业已超过 ６００ 家ꎬ几
乎全部是央企或国企ꎮ 央企国企走出去过程中ꎬ

企业派出了大量代表团赴俄实地考察ꎬ为企业进

驻俄罗斯做准备ꎮ 同时ꎬ新时期两国政府层面合

作项目增加ꎬ公务类人员频繁互动和交流ꎬ也增加

了公务类短期入境人口的数量ꎮ

表 ３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３ 年中国赴俄罗斯的公务类人员数量

(单位:人)③

年份
中国赴俄公务

出行人数
入俄中国人口

总数

１９９９ １８４ ６００ ４４７ ６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３９ ８００ ４９３ ８００

２００１ １６４ ８００ ４６１ １００

２００２ １２６ ０００ ７２６ ０００

２００３ １００ ０００ ６８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４ １１８ ０００ ８１３ 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１４６ ０００ ７９９ 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２５７ ０００ ７６４ ０００

２００７ １８４ ０００ ７６５ ０００

２００８ １９７ ０００ ８１５ 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１９５ ０００ ７１８ 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３ ０００ ７４７ ０００

２０１１ ２８０ ０００ ８４４ ０００

２０１２ ２９６ ０００ ９７７ ０００

２０１３ ２９５ ０００ １ ０７２ ０００

图 ５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３ 年中国赴俄罗斯的公务类人员

占入俄中国人口总数百分比趋势图(％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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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 年之前ꎬ公务类人员数量在入俄中国人

口总体中不超过 ２０％ ꎬ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０７ 年互为两

国的“国家年”ꎬ国家和各级政府层面的公务出访

相对频繁ꎬ因此表现为公务类出行人员数量的增

加ꎬ２００６ 年公务类出行人数占入俄中国人口总数

的 ３３ ６４％ ꎮ 此外ꎬ公务类人员的增加还包括大

量两国商贸、文化、学术、科技交流团组ꎮ
(二)华商经营开始走上商城经营的

正轨
华商在俄罗斯各大集装箱或露天市场经营已

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ꎬ包括切尔基佐夫大市场、留
布里诺市场、荷花市场、鲍曼市场、莫斯科奥林匹

克体育场、叶卡捷琳堡大市场等等ꎬ华商主要在此

经营服装、鞋帽、食品、各类日用品等商品ꎮ 华商

的货源大多通过“灰色清关”渠道获得ꎬ这种方式

虽然时间短、费用低ꎬ但存在着极大的风险ꎬ一旦

俄政府开展清查行动ꎬ大多数华商的货物都会因

违反当地法律法规而被查封ꎬ可以说在大市场上

经营的华商是如履刀锋ꎬ随时面临倾家荡产的危

险ꎮ 俄罗斯政府面对种种不规范现象和混乱的管

理ꎬ也屡屡出击ꎬ然而背后强大的利益链一直掣肘

乱象的根治ꎮ
随着俄政府对走私、受贿等腐败现象打击力

度逐步加大ꎬ加紧推进加入 ＷＴＯ 的进程ꎬ更为重

塑大国的威严ꎬ俄罗斯政府从 ２００８ 年开始ꎬ采取

了一系列措施ꎬ彻底清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灰色

地带ꎮ “灰色清关”是俄罗斯特殊时期的权宜之

举ꎬ但它并不是可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长久之

计ꎬ反而是长期困扰中俄两国民间贸易正常发展

的魔咒ꎮ 为了彻底清理“灰色清关”衍生的一系

列腐败和走私链条ꎬ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１ 日俄罗斯当

局扣押了莫斯科市八个仓库里的 ６ ０００ 多个中国

货柜ꎻ２００９ 年 ６ 俄罗斯当局又以防火不合格关闭

了俄罗斯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切尔基佐夫市

场①ꎮ 这殃及大批个体经营模式的华商ꎬ他们失

去了在俄的“大本营”ꎬ一部分个体华商被分散到

其他市场和地区清理余货ꎬ另一部分人由于损失

惨重而被迫回国ꎮ 此外ꎬ在切尔基佐夫、鲍曼等华

商集聚的大市场周围ꎬ经常发生抢劫、勒索、诈骗

等案件ꎬ使华商不堪其扰ꎬ尤其是 ２００９ 年在俄罗

斯境内发生了多起俄罗斯民粹分子故意伤害亚非

洲人事件ꎬ使在俄的华商心感不安ꎬ频生回国意

念ꎮ 来自政府和民间的双重压力交织在一起ꎬ使
华商和企业看到ꎬ单打独斗的经营方式已经不能

满足时代进步和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ꎬ大
浪淘沙ꎬ落后方式终将被先进模式取代ꎬ“个体

退、集体进”的新打法是新时期中俄经贸领域合

作的未来趋势ꎮ 此外ꎬ俄罗斯政府在 ２００９ 年后ꎬ
收紧了因私赴俄工作的配额数量ꎬ而且对在当地

经营的华商进行更加严格地监管ꎬ这也是 ２００９ 年

后华商数量逐渐减少的重要因素ꎮ 在经济发展的

新时期ꎬ以个体经营为主的华商数量稳减、随大型

企业进驻俄罗斯的公务类出行人员数量稳增ꎬ是
新时期入俄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新特点ꎮ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ꎬ普京总理在访华时对温

家宝总理说:“我们两国政治关系无可挑剔ꎬ但总

有‘灰色清关’ꎬ总有假冒伪劣ꎬ我们的经贸关系

就不足以支撑我们的政治关系ꎮ 没有坚实的经贸

合作为基础和支撑ꎬ慢慢地我们两国关系可能就

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ꎮ”２００９ 年后ꎬ个体华商吸

取了曾经的惨痛经验ꎬ开始纷纷谋求正规合法的

经营途径ꎮ 大量中资或中俄合资的大型商贸城开

始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ꎮ
１ 格林伍德国际商贸中心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ꎬ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监管的大型企业集团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投资 ３ ５ 亿美元ꎬ收购了莫斯科州的格林伍德

国际商贸中心ꎬ以便引导和规范中俄民间贸易的

“三合法化”ꎬ即商品合法化、商人身份合法化、经
营合法化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ꎬ格林伍德商贸中心正式

运营ꎬ据格林伍德商贸中心负责人介绍ꎬ该中心位

于莫斯科州红城区ꎬ坐落在莫斯科大环 ６９ ~ ７３ 公

里处ꎬ紧邻俄联邦最大的国际展览中心、莫斯科国

际机场及欧尚大型购物中心ꎮ 项目一期占地 ２０
公顷ꎬ共有 １５ 栋独立建筑ꎬ使用面积 １３ ２６ 万平

方米ꎬ停车场面积 １１ 万多平方米ꎮ 项目二期占地

２１ 公顷ꎬ毗邻商贸园区ꎮ 该中心可以为在俄华商

和中资企业提供集物流清关、仓储配载、会展中

心、财务核算、法律咨询、营销中心及推送信息于

一体的“一站式”、“管家式”的服务ꎮ 中国企业可

以入驻后进行批发贸易、品牌推广等经营ꎮ 同时

—６８—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人口迁移


① 切尔基佐夫大市场始建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占地 ２００ 多
公顷ꎬ有超过 １０ 万人在此工作ꎬ其中ꎬ华商近 ６ 万人ꎮ



进驻的还包海关办公室、移民办公室等 １７ 个俄官

方部门ꎮ 目前ꎬ俄罗斯海关已在格林伍德商贸中

心设立了一个电子报关中心ꎬ由俄罗斯海关授权

的报关公司为中国企业和品牌进行登记ꎬ并将其

纳入俄罗斯海关保护名录中ꎮ 格林伍德商贸中心

把经营理念定为:用经营场所的合法化带动人员、
货物的合法化ꎮ 目前商贸中心已进驻 ３００ 多家企

业ꎬ格林伍德是希望通过打造正规的经营场所带

动中国制造品牌的树立ꎬ并最终使中国品牌得到

俄罗斯市场的认可ꎮ 目前ꎬ格林伍德除了中国的

商家之外ꎬ还有来自俄罗斯、越南、土耳其、德国、
斯洛伐克、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的商家入驻ꎮ

２ 其他商贸中心

除格林伍德商贸中心以外ꎬ莫斯科也陆续兴

建起了多个大型商贸中心ꎮ 其中莲花城商贸中心

的兴建得到了中国广东省政府的大力支持ꎮ 广东

省国资委下属广东丝绸纺织集团子公司———广东

丝丽国际集团服装有限公司直接参与了莲花城的

投资建设ꎮ 目前ꎬ莲花城由俄罗斯火焰集团占有

绝大部分股份ꎬ中国、越南、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商

户各选总代表ꎬ参与少量股份组建ꎬ一期投资高达

７ 亿美元ꎮ
此外ꎬ还有多家商贸城处于正在招商或者准

备招商之中ꎮ 莫斯科—义乌国际商贸中心由浙江

世丰投资有限公司和莫斯科市政府控股 ４０％ 的

塔希尔集团共同投资开发运营ꎬ一期投资 ５ 亿美

元ꎬ建筑面积 １０ 万平方米ꎬ设 １ ５００ 个摊位ꎬ全部

经销中国日用品ꎮ 中方投资企业浙江世丰投资有

限公司得到了浙江省政府的政策支持ꎬ义乌商品

城和浙江众多轻工业企业的丰富资源为商贸中心

提供了优质可靠的货源ꎮ 另外ꎬ塔希尔集团在全

俄主要大中城市拥有 ４０ 多家大型综合超市购物

中心ꎬ并且深谙当地法律法规、行事规则ꎬ加之其

与俄罗斯海关、莫斯科市政府的良好关系ꎬ可以使

入驻企业的商品通过商贸中心的营销网络较顺利

地进入俄方股东的几十家大型超市ꎮ
中国光大国际建设工程总公司与俄罗斯 ＡＦＩ

开发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ꎬ也将联手在莫斯科投

资开发“中国城”ꎮ
关于中国在俄投资商贸城项目ꎬ中俄各方评

判不一ꎬ俄方—主要是民众的反对意见仍占多

数①ꎬ这主要是对在俄“中国势力”壮大的担忧ꎮ

因此如何弱化商城的国籍色彩ꎬ采用俄各方能接

收的方式开展经营ꎬ是各商贸城未来工作的难点ꎮ
还有一些商户担心这些新建商城“换汤不换药”ꎬ
虽然外观比大市场规范ꎬ但运营流程没有实质性

改善ꎬ因此采取观望态度ꎮ 此外ꎬ这些商贸中心经

营模式和所售商品相似度非常高ꎬ这极易导致争

抢资源、恶性竞争情况的发生ꎮ 如果各商城能真

正带领华商走上健康经营的正规ꎬ规划出独具特

色的经营领域ꎬ对产品、公司进行差异化分类和管

理ꎬ避免大而全ꎬ才能提高商贸城的吸引力和投资

模式的“成活率”ꎮ
图 ６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３ 年中国因私赴俄人员

占入俄中国人口总数百分比趋势图②

这些商城的出现并健康发展ꎬ将极大促进并

带动中资企业和华商的进驻ꎬ因此ꎬ华商从 ２０１２
年后开始重返俄罗斯ꎬ进驻新兴的商贸城中开始

正规经营ꎬ２０１３ 年ꎬ因私入境人数占入俄中国人

口总数的 ２４ ９１％ ꎮ 但“再次回归”已经与 ２００９
年前不能同日而语ꎬ华商们更希望通过正规合法

的渠道谋求长久的生存和发展ꎮ

结　 语

中国赴俄人口迁移的历史是从个体到集体ꎬ
从地区到全国、从草根到高端的过程ꎮ 这种变化

是社会发展、市场需求和资源跨国流动的必然结

果ꎮ 市场决定一切ꎬ包括人力资源流动ꎬ谋求个体

利益最大化对于任何一个族群都是最终的生存目

标ꎬ因此任何一种类型的人口流动都是人们在市

场导向下ꎬ经济理性的策略性选择ꎮ 就目前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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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及调查访谈而言ꎬ俄罗斯的中国入境人口呈

现出三个鲜明的特点ꎮ
第一ꎬ俄罗斯中国入境人口的发展呈现出多

元化拓展趋势ꎬ这是俄罗斯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中

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的客观表现ꎮ 首先ꎬ近 １０ 年

来ꎬ俄罗斯经济虽经历过金融危机、石油危机等ꎬ
但总体经济状况呈上升趋势ꎬ大国地位不断巩固ꎬ
国内各项法律制度也相继建立健全ꎮ 俄罗斯越来

越规范的社会和市场环境客观地要求参与主体的

合法化和规范化ꎮ 大量国际迁移主体的合法化进

程淘汰掉了过去游走于灰色地带的大部分小商人

或劳务移民ꎬ吸引了更多的旅游、留学、公务及合

法行商的人员ꎬ从而客观上形成了迁移主体的多

元化发展ꎮ 其次ꎬ由于中国自身国力大幅提升ꎬ经
济实力不断增强ꎬ“走出去”的步伐逐渐加快ꎬ高
层次人才流动范围更广ꎬ大型企业向国外扩展业

务的范围更宽ꎬ游客的出行欲望也更加强烈ꎬ这是

中国的迁移人口呈现多元化拓展的内在动力ꎮ
第二ꎬ绝大多数入俄中国人口选择跨国流动ꎬ

不以取得长期居留权或俄罗斯国籍的迁移人口占

多数ꎮ 首先ꎬ俄罗斯是的非传统移民国家ꎬ其境内

的绝大多数外国移民是由于政治原因形成的ꎬ而
非市场驱动的结果ꎮ 同时ꎬ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

情绪始终存在ꎬ这使得外国迁移人口从心理上缺

乏对俄罗斯的信任感和归属感ꎮ 此外ꎬ获得俄罗

斯永久居留权和国籍的难度相对较大ꎬ社会福利

也远不及欧美国家那样有吸引力ꎮ 因此ꎬ入俄中

国人口大多不愿长期居留在俄罗斯ꎬ或取得俄罗

斯国籍ꎮ 据俄罗斯统计局数据计算ꎬ近年来ꎬ每年

获得俄罗斯长期居留权的中国入境人口不超过

０ ２％ ①ꎮ 其次ꎬ中国国家发展速度远超俄罗斯ꎬ
国内的经济社会环境不断改善ꎬ社会各项福利水

平也不断提高ꎬ这对入俄的中国人口来说ꎬ是一种

强劲的拉回力ꎮ 因此大多数入俄的中国人口选择

跨国流动ꎮ
第三ꎬ迁移人口结构出现向高层次转化的新

趋势ꎮ 从前文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ꎬ高层次迁移

人口ꎬ如留学生数量逐年增加ꎬ公务、旅游等人员

在入俄中国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逐年上升ꎮ 这一

方面显示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ꎬ人们

有更多的自由支配资金可以用于自费旅游和自费

留学ꎻ另一方面ꎬ公务出行人员数量显著增加ꎬ体

现了政府层面、大型企业层面的交往日益频繁ꎬ带
动了相关人员的频繁流动ꎮ 而且围绕国家交流和

企业投资ꎬ衍生出很多服务性行业和服务性人口

迁移ꎮ 这是资源跨国流动带动人员跨国流动的直

接体现ꎮ
随着两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

的深入ꎬ跨区域流动也许是中俄两国人口迁移的

主要形式ꎮ 在平衡利弊后ꎬ国籍的概念对于入俄

中国人口来说似乎不再那么重要ꎮ 在这样的客观

存在下ꎬ中俄两国的移民政策就应考虑与区域一

体化和两国各自独特的国家战略相结合ꎬ从长谋

划ꎬ并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ꎮ
〔本文系“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５ 年度中国侨联课题”

(项目号 １３ＣＺＱＫ１０４)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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