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东剧变后波兰的人口状况及移民趋势

王晓菊

【内容提要】 　 苏东剧变对波兰的人口状况产生了不小的影响ꎮ 从整体上

看ꎬ 波兰人口由社会主义 ４０ 年的攀升期步入了转轨以后的准 “平台期”ꎮ 同时ꎬ
受地理、 历史、 经济、 宗教、 外交等诸多因素的影响ꎬ 波兰人口的外迁范围明显

地集中于西欧、 北美两大移民圈ꎮ 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ꎬ 中波劳务合

作和移民往来具有越来越大的发展空间ꎮ 剧变以来波兰的人口数量徘徊波动并略

有增长ꎬ 在这一表象背后潜伏着人口危机ꎮ 鼓励生育、 吸引移民ꎬ 从而刺激人口

增长ꎬ 这一发展目标应成为波兰政府的一项长期而重要的国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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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地处欧洲的 “心脏地带” 和 “十字路口”ꎬ 其军事战略地位十分显要ꎮ
苏东剧变以后ꎬ 波兰不断加快重返欧洲的步伐ꎮ 目前ꎬ 论领土面积、 人口数量、
经济实力ꎬ 波兰属中东欧 １６ 国之首强ꎬ 列欧盟 ２８ 国之前茅ꎮ 作为中东欧最大国

家和欧盟重要成员国ꎬ 波兰在欧盟事务及中欧关系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ꎮ 本

文依据波兰中央统计局发布的官方资料ꎬ 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相关成果ꎬ 以近百年

波兰地缘政治演化和经济社会发展为背景ꎬ 着重对苏东剧变后波兰的人口状况及

移民趋势加以探析ꎬ 以助于深入理解近 ３０ 年内波兰的国内形势和对外关系ꎬ 以

及中东欧国家纷繁多样的人口过程ꎮ

一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ꎬ 瓜分波兰的俄罗斯、 奥匈、 德意志三帝国土崩

瓦解ꎮ １９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ꎬ 沦亡百余年的波兰以独立国家身份重新出现在欧洲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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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上ꎮ １９２１ 年里加条约签订后ꎬ 波兰第二共和国①的疆域大体形成ꎬ 其面积仅为

波兰被瓜分前的 ５２％ ②ꎮ 即便如此ꎬ 波兰仍然是中东欧面积最大的国家ꎬ 在

３８ ８６ 万平方公里领土上大约居住着２ ７００万人口ꎬ 其中农村人口几乎占 ７５％ ꎮ
根据 １９３１ 年人口普查资料ꎬ 波兰总人口约为３ １９２万③ꎬ 其中波兰族占 ６９％ ꎬ 少

数民族占 ３１％ ꎬ 主要包括乌克兰人 ( １４％ )、 犹太人 ( ９％ )、 白俄罗斯人

(５％ )、 德意志人 (２％ ) 及俄罗斯人、 立陶宛人、 捷克人等其他民族 (１％ )④ꎮ
至 １９３９ 年ꎬ 波兰总人口达３ ５００万左右ꎮ 这一时期ꎬ 波兰人口增长的一个主要原

因是大批波兰人从海外回国ꎮ
然而ꎬ 在恢复独立的短短 ２１ 年以后ꎬ 孱弱的波兰不幸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欧洲战场的首个牺牲品ꎬ 因德苏两邻的瓜分而再度亡国ꎮ 至 １９４１ 年 ６ 月苏德战

争爆发后不久ꎬ 居住在苏联境内的波兰公民获准组建军队ꎬ 与苏联红军联手抗击

法西斯ꎮ １９４４ 年 ７ 月ꎬ 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ꎬ 波兰历史上第一个人民政权在边境

小城海乌姆宣告成立⑤ꎮ １９４５ 年 ３ 月ꎬ 波兰终于获得解放ꎮ 但是ꎬ 根据同年 ２ 月

苏美英三巨头签订的雅尔塔协议ꎬ 波兰疆界西移大约 ２００ 公里ꎬ 波兰版图缩减为

３１ １７ 万平方公里ꎬ 相当于二战前领土面积的 ４ / ５ꎮ 由于 “寇松线” 以东的西乌

克兰、 西白俄罗斯并入苏联ꎬ 加之大批犹太族居民被屠杀或逃往国外ꎬ 波兰变成

了波兰族约占 ９８％的单一民族国家ꎮ １９４６ 年人口普查 (战后波兰第一次人口普

查) 结果显示ꎬ 波兰总人口为２ ３９３万⑥ꎬ 比战前人口几乎减少了 １ / ３ꎬ 退回到

１９１８ 年的水平⑦ꎮ 人口锐减的主要原因显而易见ꎬ 即二战时期波兰遭受了前所未

有的人口浩劫ꎬ 有数百万人失去生命ꎬ 其人口减损量居中东欧各国之首ꎻ 大批波

兰党政官员、 文学艺术家、 军官、 士兵等移居国外ꎬ 难以计数的波兰难民流落于

世界各地ꎻ 几百万波兰公民被德国驱赶至第三帝国境内充当劳工ꎬ 或被苏联流放

到欧俄北部、 西伯利亚、 中亚等边远地区从事繁重的劳动ꎬ 等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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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共和国因俄罗斯、 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三次瓜分 (１７７２、 １７９３、 １７９５ 年) 而灭亡ꎬ １９１８ 年重
建后称为 “波兰第二共和国”ꎬ １９３９ 年因德国与苏联的瓜分而夭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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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ꎬ 波兰于 １９５０ 年开始搞社会主义工业化ꎮ 至

６０ 年代ꎬ 波兰人民的生活水平同西方发达国家尚有相当大的差距ꎮ ７０ 年代初ꎬ
即爱德华盖莱克当政初期ꎬ 由于积极利用西方贷款和技术ꎬ 波兰经济高速增

长ꎬ 居民收入和社会福利显著增加ꎮ 波兰政府划拨大量资金改善低工资、 多子女

家庭的生活条件ꎬ 提高养老金和退休金的最低标准ꎬ 大幅度增加中小学教师工

资、 大学生助学金ꎬ 特别是废除了农民义务交售农产品的制度ꎬ 还为农民提供养

老保险和免费医疗ꎮ 在此期间ꎬ 波兰肉蛋奶消费量创历史新高ꎬ 住房条件明显改

观ꎬ 许多家庭拥有了私人轿车①ꎮ 至 １９８０ 年ꎬ 波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３ ８３０
美元ꎬ 接近现代化国家标准②ꎮ 当然ꎬ 同匈牙利、 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社会主义

国家一样ꎬ 由于苏联的直接干涉、 政治压力ꎬ 加之本国政府的政策失误ꎬ 波兰的

社会主义道路崎岖不平、 荆棘丛生ꎮ 自 ５０ 年代中期起ꎬ 波兰多次爆发重大社会

政治危机ꎮ 特别是 １９８０ 年反对派组织———团结工会成立之后ꎬ 波兰社会动荡不

安、 冲突迭起ꎬ 并一度陷于岌岌可危的战时状态ꎮ １９８８ 年ꎬ 由于对政府和改革

失去信心ꎬ 波兰工人在团结工会领导下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全国大罢工ꎮ
１９８９ 年 ２ 月至 ４ 月ꎬ 波兰统一工人党与团结工会为寻求妥协而举行了全球瞩

目的圆桌会议ꎮ 该事件对波兰乃至整个苏东地区影响巨大ꎬ 是为苏东社会主义国

家非共产党执政之先声ꎮ ８ 月ꎬ 团结工会顾问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正式出任

波兰总理ꎬ 反对派组织在波兰取得执政地位ꎮ 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ꎬ 团结工会主席

莱赫瓦文萨当选为波兰第三共和国③首任总统ꎮ 波兰历史地成为苏东社会主义

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ꎬ 催发了苏东剧变的 “多米诺骨牌效应”: 两德统一、 经互

会与华沙条约组织解散、 南斯拉夫瓦解、 苏共垮台、 苏联解体、 捷克斯洛伐克分

家ꎬ 等等ꎮ
总体上看ꎬ 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ꎬ 波兰总人口逐年攀升ꎬ 其中城市人口几乎与

总人口数量平行增长ꎬ 农村人口则以较小幅度时增时减ꎮ １９５０ 年总人口为２ ５００ ８
万ꎬ 其中城市人口为 ９６０ ５ 万ꎬ 约占 ３８ ４％ꎻ １９６０ 年总人口为２ ９７７ ６万ꎬ 其中城

市人口为１ ４２０ ６万ꎬ 约占 ４７ ７％ ꎻ １９７０ 年总人口为３ ２６４ ２万ꎬ 其中城市人口为

１ ７０６ ４万ꎬ 约占 ５２ ３％ ꎮ 到 １９７８ 年ꎬ 波兰总人口已超过战前水平ꎬ 达３ ５０６ １
万ꎮ １９８０ 年总人口为３ ５７３ ５万ꎬ 其中城市人口为 ２０９７ ９ 万ꎬ 约占 ５８ ７％ ꎮ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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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９ 年ꎬ 波兰总人口已接近３ ８００万 (３７９８ ８ 万)ꎬ 其中城市人口为２ ３３８ ４万ꎬ
约占 ６１ ６％ ①ꎮ 从二战结束到东欧剧变ꎬ 在 ４０ 多年内ꎬ 波兰人口大约增加了

１ ４００万ꎬ 主要原因之一是战后有数百万波兰公民从苏联、 法国、 德国及其他国

家被遣返ꎮ
苏东剧变以后ꎬ 波兰不断加快 “回归欧洲” 的脚步ꎮ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１２ 日ꎬ 波

兰 (与捷克、 匈牙利一起) 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ꎮ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１ 日ꎬ 波兰

(同波罗的海三国及匈牙利、 捷克、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马耳他、 塞浦路斯

等九国一起) 加入欧洲联盟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ꎬ 波兰 (与同时加入欧盟的九

国一起) 成为申根国家ꎮ 目前ꎬ 论领土面积、 人口数量、 经济实力ꎬ 波兰属中东

欧 １６ 国之首强ꎬ 列欧盟 ２８ 国之前茅ꎮ
转轨伊始ꎬ 波兰政府采纳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的 “休克疗法”ꎬ 取

消中央计划ꎬ 实行市场经济ꎮ 但是ꎬ 由于经济衰退、 失业率骤增等原因ꎬ 波兰很

快放弃了激进式改革方案ꎮ 自 １９９２ 年起ꎬ 波兰采取适合本国国情的渐进式改革ꎬ
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持久活力ꎬ 与匈牙利、 捷克、 斯洛伐克等国一起被称为东欧转

型的 “优等生”②ꎮ ２００４ 年以后ꎬ 得益于欧盟的巨额援助资金和大量国外投资ꎬ
波兰经济更是稳步增长ꎮ 即使在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之后的 ２００９ 年ꎬ 波兰仍以

１ ７％的经济增长率成为欧盟内一枝独秀的经济增长国③ꎮ ２０１１ 年ꎬ 在欧元区发

生危机的情形下ꎬ 波兰经济依然增长了 ４％ ④ꎮ
苏东剧变不仅表现在政治制度、 经济模式方面ꎬ 也反映在人口状况、 移民趋

势等层面ꎮ 作为东欧转轨的 “优等生”ꎬ 波兰亦遭遇了贫富分化、 高失业率、 人

才外流、 人口老龄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ꎮ 这场暴风骤雨式的巨变对波兰的人口状

况虽未造成致命的打击ꎬ 但已产生不小的影响ꎮ 其中最突出的影响就是ꎬ 从整体

上看波兰人口走势在剧变之年出现拐点ꎬ 由社会主义阶段的攀升期步入转轨以后

的准 “平台期”ꎮ 另外ꎬ 与大多数原苏东国家相比ꎬ 波兰的人口过程展现出一些

鲜明特点: 第一ꎬ 剧变以后的人口萎缩并非 “如影随形”ꎬ 而是 “姗姗来迟”ꎮ
１９８９ 年以后ꎬ 波兰总人口仍逐年递增ꎬ 但速度明显放慢ꎬ 至 １９９６ 年大约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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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３０ ６ 万人ꎮ １９９７ 年ꎬ 波兰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ꎮ 第二ꎬ 剧变以后的人口走势

并非一路下滑ꎬ 而是增减交替ꎮ 继剧变初连续七年小幅增长后ꎬ 波兰人口又连续

十一年小幅收缩ꎮ ２００２ 年人口普查 (波兰加入欧盟以前最后一次人口普查) 结

果显示ꎬ 波兰总人口为３ ８３０ 万ꎮ 至 ２００７ 年ꎬ 波兰人口缩减为 ３ ８１１ ６ 万①ꎮ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１ 年ꎬ 波兰总人口连年缓慢回升ꎬ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则持续下滑ꎮ 第三ꎬ
与剧变之年相比较ꎬ 截至目前的人口数量总体上表现为正增长ꎬ 但绝对增加量并

不大ꎮ ２０１６ 年波兰总人口为３ ８４３ ３万②ꎬ 比 １９８９ 年大约增加了 ４４ ５ 万ꎮ 第四ꎬ
二战结束后的人口峰值出现于转轨时期ꎮ ２０１１ 年人口普查 (波兰加入欧盟以后

第一次人口普查) 结果显示ꎬ 波兰总人口增至３ ８５３ ８万ꎬ 这是二战结束后波兰

的人口峰值ꎬ 也是 ２０ 世纪初波兰独立以来的人口峰值ꎮ 波兰之所以没有像俄罗

斯、 保加利亚等国家那样出现人口危机③ꎬ 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其相对良好的

经济状况ꎮ

二

１９８９ 年剧变以后ꎬ 大批波兰人移居国外ꎬ 移民目标国包括世界五大洲的大

约 ５０ 个国家ꎮ 截至 ２０１４ 年ꎬ 在波兰登记的迁出人口总计 ６０ ３ 万、 迁入人口总

计 ２４ ３ 万ꎬ 移民逆差为 ３６ 万④ꎮ 同时ꎬ 暂时居住在国外的波兰人显著增加ꎮ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 暂时居住在国外的波兰居民为 ２３９ ７ 万人ꎬ 比上年增加了 ７ ７ 万

人⑤ꎮ 转轨以来ꎬ 波兰之所以有大量人口向境外迁徙ꎬ 国内、 国际因素兼而有

之ꎬ 这里试做如下分析:
第一ꎬ 冷战结束及国内严峻的就业形势使波兰人向海外迁移的规模迅速

扩大ꎮ
１９４６ 年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发表的 “铁幕演说”ꎬ 拉开了冷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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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幕ꎮ 苏联、 美国分别主导的东西方阵营相互对峙ꎬ 东西方国家间的人口流动受

到极大限制ꎮ １９６１ 年东德修建的柏林墙阻断了分属两德的东、 西柏林及双方人

员的自由往来①ꎬ 这是冷战时代东西方人口难以相互流动的真实写照ꎮ 随着柏林

墙的坍圮、 铁幕的消失ꎬ 包括波兰在内的东欧国家向海外移民的规模迅速扩大ꎮ
１９８９ 年ꎬ 波兰踏上了艰难而曲折的转轨路ꎮ 在私有化进程中ꎬ 波兰的失业现象

日益加重ꎬ 贫富差距日渐悬殊ꎮ ２００２ 年ꎬ 波兰失业率高达 １９ ３％ ꎬ 当时准备加

入欧盟的其他国家平均失业率为 １２ ５％ ꎬ 而欧盟国家平均失业率约为 ８ ５％ ②ꎮ
在 “去工业化” 过程中ꎬ 由于许多企业宣布破产或被关闭ꎬ 波兰的就业形势雪

上加霜ꎮ 即使是全球金融危机也没有导致波兰人大量回迁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只有 ６ 万波

兰人归国ꎬ 其中 ４ 万人返自英国ꎬ 另有一部分波兰人从英国和爱尔兰转居挪威、
丹麦、 荷兰等国ꎮ 至 ２００９ 年春ꎬ 只有 ２０ 万波兰人归国ꎮ 但根据波兰国际关系中

心的研究ꎬ 因失业而回国的大多数波兰人在国内仍无法就业③ꎮ 暂时居住在国外

的波兰人大多属于 “候鸟式” 劳动力ꎬ 主要从事季节性劳务ꎬ 通常会在一年之

内返回母国ꎮ 前文提到ꎬ ２０１５ 年年底ꎬ 暂时居住在国外的波兰居民接近 ２４０ 万

人ꎬ 其中绝大多数人就是去国外找工作或从事某项工作ꎮ 波兰人在国外主要做保

洁员、 农工、 售货员、 餐厅服务员、 建筑工等ꎮ
第二ꎬ 加入欧盟和 «申根协议» 为波兰人涌入西方发达国家大开方便之门ꎮ
人员自由流动是欧盟居民的基本权利之一ꎮ 由于欧盟老成员国陆续向中东欧

新成员国开放劳动力市场ꎬ 大批有技能、 有才学的波兰人得以去西欧发达国家谋

求生计或追逐梦想ꎮ 加入欧盟以前ꎬ 暂时居住在国外的波兰人约有 ８０ 万ꎮ 加入

欧盟后ꎬ 波兰向国外移民的人数猛然上升ꎮ 仅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ꎬ 波

兰的移民外流就相当于每个月失掉一个小城镇的人口④ꎮ 波兰向爱尔兰的移民就

是一个典型例证ꎮ 地处西欧的爱尔兰是传统的天主教国家ꎬ 也是欧盟乃至全球最

富庶的国家之一ꎬ 有 “欧洲小虎” 之美誉ꎮ 根据波兰中央统计局公布的数字ꎬ
波兰在入盟前移居爱尔兰者寥寥无几ꎬ 入盟后移居爱尔兰者迅即增至成百上千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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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 年为 ４５０ 人、 ２００６ 年为２ ３０７人、 ２００７ 年为 ２ ０８９ 人①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ꎬ 欧盟

中东欧成员国加入了关于取消欧盟各成员国之间边境检查的 «申根协议»ꎬ 此后

中东欧国家的公民仅凭一本护照即可赴申根区内任何一个国家学习、 工作或居

住ꎬ 东西方人口的跨国流动更趋活跃ꎮ 到 ２０１１ 年ꎬ 在国外的波兰人超过 １９０ 万ꎬ
其中 ８０％分布于欧盟国家②ꎮ

第三ꎬ 好迁徙的民族习性决定了波兰海外移民活动较为强劲ꎮ
东欧剧变以后ꎬ 在原东欧地区的众多民族当中ꎬ 波兰人向国外迁徙的数量明

显居多ꎬ 原因何在? 笔者认为ꎬ 除了波兰人口基数最大之外ꎬ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

视的深层次因素ꎬ 即民族习性ꎮ 如果将波兰与捷克的海外移民现象加以比对ꎬ 便

能够清晰明了地寻出一定答案ꎮ 波兰人与捷克人同根同源 (均源于西斯拉夫

人)ꎬ 毗邻而居ꎬ 语言相近ꎬ 文化相通 (同属拉丁文化圈)ꎮ 波捷两国在 “回归

欧洲” 之路上几乎步调一致ꎬ 如同为维谢格拉德集团创始国ꎬ 同时加入北约、 欧

盟及 «申根协议» 等ꎬ 但波兰人大批流散ꎬ 捷克人安土重迁ꎬ 两者形成了强烈

反差ꎮ 波兰人好迁徙的习性同其历史命运和民族性格息息相关ꎮ １７ 世纪中叶以

后ꎬ 波兰由盛转衰ꎬ 至 １８ 世纪末被瓜分完毕ꎮ 在漫长的亡国岁月里ꎬ 波兰流放

者、 流亡者似风雨浮萍ꎬ 四处漂泊ꎮ 同时ꎬ 有别于捷克人的实用主义、 强烈优越

感等民族性格ꎬ 波兰人团结一心ꎬ 为自由而战ꎬ 被马克思誉为 “欧洲不死的勇

士”ꎮ “在 １８４８ 年和 １８４９ 年ꎬ 德国、 意大利、 匈牙利、 罗马尼亚的革命大军都有

很多波兰人ꎮ 他们无论是士兵还是将军ꎬ 都表现得出类拔萃ꎮ” ③还有大约 ４００ 名

波兰流亡者参加过法国巴黎公社的战斗ꎮ 可以说ꎬ 波兰人具有悠久的海外移民传

统、 坚韧的域外适应能力和雄厚的侨民网络资源ꎬ 波兰移民的足迹遍布全球五

大洲ꎮ
受地理、 历史、 经济、 宗教、 外交等诸多因素的影响ꎬ 原苏东国家在海外移

民流向上各具特点ꎮ 就波兰而言ꎬ 苏东剧变以后其人口迁徙范围明显地集中于西

欧、 北美两大移民圈ꎮ
西欧发达国家是波兰第一大海外移民圈ꎮ 因地缘之便ꎬ 绝大多数波兰移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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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于西欧发达国家ꎬ 该传统沿袭至今ꎮ 根据波兰中央统计局的资料ꎬ ２００８ 年年

底有 １８２ 万波兰公民临时居住在欧盟国家ꎬ 其中 ６５ 万人在英国、 ４９ 万人在德国、
１８ 万人在荷兰、 ８ ８ 万人在意大利ꎮ 目前ꎬ 波兰人暂时居住的国家主要有德国、
英国、 爱尔兰、 荷兰、 意大利、 挪威等国ꎬ 这里仅就波兰人在位居前两位的德国

和英国的相关情况作简要论述ꎮ
德国是最富裕、 最具影响力的欧盟成员国ꎬ 对中东欧移民有着强大的吸附

力ꎮ 作为波兰的西部强邻ꎬ 德国在历史上曾多次侵略和瓜分波兰ꎮ 二战时期ꎬ 德

国在波兰南部小镇建造了骇人听闻的奥斯维辛集中营ꎬ 残忍屠杀了 １１０ 万犹太族

(其中大部分为波兰籍)、 波兰族、 罗姆族 (吉普赛人) 等居民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代ꎬ 波德两国跨越了情感鸿沟ꎬ 实现了民族和解ꎮ 如今ꎬ 德国是波兰的最大贸易

伙伴ꎬ 其投资额约占波兰外资总额的 １ / ５ꎬ 在波兰经济增长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

角色ꎮ 自 １９９０ 年两德统一以来ꎬ 德国成为备受波兰人青睐的移民目标国ꎬ 在接

纳波兰移民的数量上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ꎮ ２００７ 年ꎬ 波兰人位列土耳其人和意

大利人之后ꎬ 为德国第三大外来民族ꎮ ２０１６ 年ꎬ 德国共迁入４ ４００名波兰移民①ꎬ
居波兰海外移民国之首位ꎮ

英国虽不属于移民国家ꎬ 但凭借优厚的福利资源ꎬ 这个悬浮于欧洲大陆之外

的岛国令欧盟中东欧成员国及印度、 斯里兰卡等国 (原 “日不落帝国” 殖民地)
的居民趋之若鹜ꎮ 仅在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ꎬ 刚入盟的几个中东欧成员

国就有 ５１ １ 万劳务移民涌入英国ꎬ 其中波兰人达 ３０ 万之多ꎮ ２０１６ 年ꎬ 有２ ９００
名波兰人迁入英国②ꎬ 其数量仅次于德国ꎮ 目前ꎬ 英国大约有 ８０ 万波兰侨民ꎮ 在

苏格兰和威尔士地区ꎬ 波兰人已超过巴基斯坦人和爱尔兰人ꎬ 成为仅次于印度人

的第二大移民群体ꎬ 其中有 ８６％的移民是在波兰入盟以后来到英国的③ꎮ 源源不

断的外来移民给英国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ꎬ 英国社会各界的不满和忧虑与日俱

增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ꎬ 英国通过全民公投的方式决定脱离欧盟ꎬ 其主要诱因之一即是

欧盟东扩以后难以抵挡的中东欧移民潮ꎮ 此前ꎬ 英国已开始收紧以往相对宽松的

移民政策ꎮ 毫无疑问ꎬ 英国脱欧之举将对波兰的移民趋势产生一定影响ꎮ
北美发达国家是波兰第二大海外移民圈ꎮ 自 １５ 世纪末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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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新大陆以后ꎬ 北美大陆迅速成为西班牙、 葡萄牙、 英国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

开疆拓土的新天地ꎬ 北美发达国家遂有 “第二欧洲” 之称ꎮ 波兰移民在北美大

陆主要集中于两个典型的移民国家———美国和加拿大ꎬ 其中美国占居绝对优势ꎮ
作为世界头号移民大国ꎬ 美国对波兰移民的大量吸收由来已久ꎮ 马克思、 恩格斯

曾指出: “一些波兰人在自己的国家遭受第一次瓜分以后ꎬ 就离开了自己的祖国ꎬ
远涉大西洋ꎬ 去保卫刚刚诞生的伟大的美利坚共和国ꎮ”① 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ꎬ
由于美国大力吸纳海外移民ꎬ 失去祖国的波兰人纷至沓来ꎬ 并积极融入当地社

会ꎮ 位于北美大陆中心地带的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成为波兰移民的传统聚居

地ꎮ 像其他处于大国 “夹缝” 里的中东欧民族一样ꎬ 波兰人怀有根深蒂固的

“美国情结”ꎮ 曾赢得 ３００ 万张美籍波兰人选票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对 １９１８ 年

波兰复国给予了巨大支持ꎬ 波兰人对此知恩图报ꎬ 对美国更加倚重ꎮ 苏东剧变以

后ꎬ 唯有美国被波兰视为军事政治上的安全保障ꎬ 因此波兰人在美国大量存在的

现实毋庸赘言ꎮ １９９３ 年前后ꎬ 在西方的波兰侨民逾１ ０００万人ꎬ 其中约有 ８００ 万

人在美国②ꎮ 目前ꎬ 美国大约有１ ０００万波兰人ꎬ 其中许多人早已被同化ꎮ
除了西欧和北美之外ꎬ 俄罗斯曾是波兰人最多的国家ꎮ 从历史上看ꎬ 分布于

俄罗斯境内的波兰人不计其数ꎬ 其中包括 １７ 世纪末以来历次俄波战争、 波兰民

族起义之后的大量波兰流放者ꎮ ２０ 世纪初ꎬ 波兰人位居俄罗斯人、 乌克兰人、
白俄罗斯人之后ꎬ 为俄罗斯帝国第四大民族ꎮ １９２４ 年ꎬ 即根据里加条约对波兰

人的大规模遣返活动结束后ꎬ 至少有 １５０ 万波兰裔苏联公民滞留于苏联③ꎮ 后来ꎬ
波兰人陆续被遣返或迁往其他国家ꎬ 苏联境内的波兰人急剧减少ꎮ １９５９ 年ꎬ 苏

联境内约有 １１ ８４ 万波兰族居民ꎮ 到 １９８９ 年ꎬ 苏联境内的波兰族居民大约减少

为 ９ ４６ 万④ꎮ 苏东剧变以后ꎬ 因 “卡廷惨案”、 斯摩棱斯克危机等问题ꎬ 波俄关

系一波三折ꎮ ２１ 世纪初ꎬ 两国关系曾一度回暖ꎬ 尤其是在学术研究、 文化艺术

等领域开展了友好而成功的交流合作ꎬ 在对复杂历史问题的认识上亦取得明显突

破ꎮ 但是ꎬ 波兰向俄罗斯的移民数量很少ꎮ 根据俄罗斯人口普查资料ꎬ ２００２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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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年俄罗斯境内波兰族人口数量分别为 ７ ３ 万、 ４ ７ 万①ꎮ 波兰人主要分布在

莫斯科、 圣彼得堡及西伯利亚一些联邦主体的首府城市ꎬ 包括克拉斯诺亚尔斯

克、 阿巴坎、 巴尔瑙尔、 伊尔库茨克等地ꎮ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ꎬ 俄罗斯

再次被拉入波兰外交 “黑名单”ꎬ 俄波关系坠入制裁与反制裁的漩涡ꎮ 当前ꎬ 波

兰领导人对俄罗斯实施新东方政策ꎬ 意在防范俄罗斯对波兰的威胁ꎮ 俄波关系的

历史与现状严重地束缚着双方的人口流动ꎮ 目前ꎬ 世界上大约有６ ０００万波兰人ꎬ
居住于俄罗斯境内的波兰人数量微乎其微ꎮ

波兰人在中国的历史较为久远ꎬ 而大规模迁入则始于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ꎮ
当时ꎬ 俄国在中国境内借地修筑中东铁路ꎬ 大量波兰裔俄国人流入中国东北地区ꎮ
波兰侨民曾是哈尔滨数十个国外族群中的重要一支ꎬ 被称作波兰的 “哈尔滨人”ꎬ
其峰值数字约为 ７ ０００ 人ꎮ 客观而言ꎬ 波兰侨民对哈尔滨乃至中国东北开发做出了

很大贡献ꎮ 日俄战争 (１９０４ ~ １９０５) 结束后ꎬ 沙俄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大幅退

缩ꎬ 加之一战结束后波兰复国ꎬ 居住在中国的波兰人日渐稀少ꎮ 苏东剧变后ꎬ 由于

各种原因ꎬ 波兰人流入中国的数量并不多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习近平主席提出 “一带一

路” 倡议以来ꎬ 欧亚非三大洲的联系日益紧密ꎬ 民间交往、 人员流动更趋频繁ꎮ 波

兰是 “一带一路” 沿线上的重要国家ꎬ 又是第一个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

中东欧国家ꎬ 目前有多条中欧班列途经波兰或以波兰为目的地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习近平

主席访波之际ꎬ 与杜达总统达成共识ꎬ 将中波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ꎮ 崭新

的大好形势为中波劳务合作和移民往来营造了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东欧剧变以后ꎬ 在波兰人大量流向海外的同时ꎬ 每年都有成

千上万的外国公民流入波兰ꎮ 近年内ꎬ 波兰的外来移民主要来自英国、 德国、 乌

克兰、 法国、 意大利、 俄罗斯等欧洲国家ꎮ ２０１６ 年ꎬ 有３ ３００名英国人移居波兰ꎬ
有１ ９００名德国人移居波兰②ꎮ 与剧变前的 ２０ 多年相比ꎬ 在剧变后的 ２０ 多年内ꎬ
移居波兰的外国公民大幅度增加ꎮ 但从总体上看ꎬ 波兰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人口流

动同剧变以前一样始终表现为逆差ꎬ 即迁出人口多于迁入人口ꎮ
移民逆差给波兰的经济社会带来了深刻影响ꎮ 一方面ꎬ 大量有劳动能力和文

化知识的年轻人出国谋生ꎬ 不仅加剧了波兰人口老龄化ꎬ 而且造成波兰高素质、
高技能人才的严重短缺ꎮ 另一方面ꎬ 大批波兰人向国外迁移亦有不可低估的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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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ꎮ 波人波侨将巨额外汇带回祖国ꎬ 从而对波兰经济增长做出了卓越贡献ꎮ 据

统计ꎬ ２０１４ 年波兰移民从德国汇入波兰的款额为 ２７ １７ 亿欧元ꎬ 高居欧盟国家间

汇款总额排名之榜首ꎻ 从英国汇入波兰的款额为 ８ ９３ 亿欧元①ꎮ 另外ꎬ 波兰人口

的向外迁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波兰面临的严重失业问题ꎮ

三

从整体上看ꎬ 东欧剧变后波兰的人口数量徘徊波动并略有增长ꎬ 但在这一表

象背后却潜伏着人口危机ꎮ 据波兰中央统计局预计ꎬ ２０５０ 年波兰人口为３ ４８５ ６
万ꎬ 比 ２０１４ 年减少 ３１５ 万ꎬ 降幅约为 ８ ３％ ꎮ 除了出生率降低之外ꎬ 波兰人口的

年龄结构也将发生不利变化ꎬ 育龄妇女数量减少ꎬ ６５ 岁以上人口将占总人口的

３１ ５％ ꎬ 比 ２０１４ 年增加 ５１０ 万②ꎮ 而根据 ２０１５ 年联合国的评估数字ꎬ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世界人口超过 ７３ 亿ꎬ 其中约 １０％ 的人口分布于欧洲、 ５９ ８％ 的人口分布于亚

洲ꎮ 预计到 ２０３０ 年和 ２０５０ 年ꎬ 除了欧洲之外ꎬ 亚洲、 大洋洲、 非洲、 美洲等其

他四大洲均将呈现人口增长ꎮ 波兰是欧洲范围内人口状况最不乐观的国家ꎬ 到

２１ 世纪中叶 (２０５０ 年) 其人口可能减少为３ ３００万ꎬ 到 ２１ 世纪末 (２１００ 年) 可

能减少为２ ２００万ꎬ 不及许多国际大都市③ꎮ
不同国家和民族对人口增减的承受能力、 心理感受各有差异ꎮ 人口波动对于人

口大国而言或可轻描淡写ꎬ 但对于波兰来说则不容小觑ꎮ 基于多舛的国家命运、 沉

痛的民族记忆ꎬ 波兰人对本国、 本民族的人口现状和未来图景不可能无动于衷ꎮ １９
世纪法国哲学家、 “社会学之父” 奥古斯特孔德认为ꎬ 人口决定命运ꎮ 的确ꎬ 对

波兰而言ꎬ 人口无小事ꎬ 此乃国家安全领域中不可或缺的要素ꎮ 实际上ꎬ 东欧剧变

后波兰的人口状况ꎬ 特别是持续多年的人口下滑已引起波兰政府的高度关注ꎮ
在某种意义上说ꎬ 人口领域的主张成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波兰议会选举中的一张

牌ꎮ ２００７ 年上台的公民纲领党虽然创造了连续组阁、 八年执政的历史ꎬ 但没能

兑现竞选时的承诺ꎬ 推行违背民意的延迟退休计划和二胎政策ꎬ 最终在 ２０１５ 年

议会大选中失利ꎮ 民众的不满情绪为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法律与公正党带来了良

３５１

①
②
③

转引自鲍宏铮: «英国脱欧对欧盟中东欧成员国经济的影响»ꎮ
中国商务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ｍ / ２０１６０１ / ２０１６０１０１２３３４９６ ｓｈｔｍｌ
Котыньский Ю Структурные изменения и турбулентности в мире как вызов развитию польской и

европе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 Мир перемен ２０１６ № １ С ２７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

机ꎮ 该党派在大选中提出了增加多子女家庭补贴、 降低退休年龄等主张ꎬ 最终赢

得议会半数以上席位ꎬ 获得单独组阁的权力ꎮ 可以说ꎬ 向家庭倾斜的执政理念、
对人口领域的重磅关注成为法律与公正党参选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ꎬ 这足以反映

出波兰人口现状的严峻性ꎮ
波兰新一届政府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出台 «负责任发展计划»ꎬ 其主要目标是从就

业、 薪酬、 住房和家庭等方面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ꎬ 实现该计划的五大支柱包括

再工业化、 投资、 国际合作及社会与地方发展等ꎮ «负责任发展计划» 指出:
“波兰是欧盟婴儿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ꎬ 政府将采取政策提高出生率、 增加就

业人口ꎮ 今年启动家庭 ５００ ＋ 计划ꎬ 之后将推出儿童照顾、 孕妇照顾、 入学政

策、 鼓励海外波侨回国、 医疗和养老金体系等政策ꎮ”① 据悉ꎬ «负责任发展计

划» 已取得一些令人满意的效果ꎮ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 日ꎬ 波兰政府正式启动 “家庭 ５００ ＋ ” 补助计划ꎮ 该计划是一项

以家庭为单位的补助政策ꎬ 其目的在于提高人口出生率、 改善家庭生活ꎮ 按照该计

划ꎬ 波兰政府给予每个家庭的第二孩及更多孩子每月 ５００ 兹罗提补助 (约合 ８５０ 元

人民币)ꎬ 直至其年满 １８ 周岁为止ꎮ 该补贴的适用范围还包括: 人均月收入低于

８００ 兹罗提的一孩家庭ꎬ 人均月收入低于１ ２００兹罗提但孩子患有残疾的一孩家庭ꎬ
与家人共同居住在波兰且有工作的非欧盟国籍外国人ꎬ 未与家人居住在一起但在波

兰工作的欧盟国籍外国人ꎮ 波兰大多数工人、 农民家庭支持 “家庭 ５００ ＋ ” 计划ꎬ
因为每年６ ０００兹罗提补助金对于寻常百姓家可谓一笔可观收入ꎬ 有助于改善家庭

生活条件ꎮ 根据波兰家庭、 劳动和社会政策部的数据ꎬ ２０１６ 年财政支出 １７０ 亿兹罗

提ꎬ 使 ２７８ 万家庭的 ３８０ 万儿童受益ꎬ 占波兰所有 １８ 岁以下人口的 ５５％②ꎮ
“家庭 ５００ ＋ ” 计划从酝酿之日起ꎬ 一直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ꎮ 但迄今为

止ꎬ 波兰社会对该计划仍众说纷纭、 褒贬不一ꎮ 持不同意见者认为ꎬ 波兰政府不

应该将如此巨额的财政资金用在该计划上ꎬ 而应该投在其他更有意义的地方ꎻ 该计

划对提高出生率无济于事ꎬ 而且计划本身存在很多漏洞ꎬ 容易助长弄虚作假之风ꎬ
等等ꎮ 波兰不少经济学家认为ꎬ “家庭 ５００ ＋ ” 计划难以长期持续ꎬ 国家财政部也

将苦不堪言ꎮ 的确ꎬ “家庭 ５００ ＋ ” 计划出台后不久便遭遇困境ꎬ 其庞大的财政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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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令波兰绝大多数省份不堪重负ꎮ 那么ꎬ 该计划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刺激人口出

生率、 改善人口结构、 刺激经济发展ꎬ 这一系列问题尚待实践的检验ꎮ
另外ꎬ 与人口状况相联系ꎬ 女性堕胎问题在波兰社会颇受关注、 争议不断ꎮ

社会主义时期ꎬ 妇女堕胎在波兰属于合法行为ꎮ 剧变以后ꎬ 波兰于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 ７
日通过了 «禁止堕胎法»ꎬ 对女性堕胎行为采取限制政策ꎮ 该法案基本上被多数

居民所接受ꎬ 至今已沿用了 ２０ 余年ꎮ 但在 ２０１６ 年ꎬ 堕胎问题再度成为波兰全社

会关注的焦点ꎮ ９ 月 ２３ 日ꎬ 波兰议会以 ２４０ 票赞成、 １７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ꎬ 通

过了 «反堕胎法»ꎮ 同时ꎬ 波兰天主教会还支持通过 «全面禁止堕胎法»ꎮ 根据

该法案ꎬ 孕妇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堕胎ꎻ 如果孕妇去医院要求终止妊娠ꎬ 医生和

孕妇均将被处以五年监禁ꎮ 这个严苛的法律草案在当今世界实属罕见ꎬ 因此在波

兰很快掀起一场轩然大波ꎬ 几乎造成剧变以来波兰最大的一次抗议活动ꎮ １０ 月 ３
日ꎬ 在波兰多个城市举行了 “黑色星期一” 罢工运动ꎬ 游行示威者身穿黑衣ꎬ
哀悼即将被剥夺的自主生育权ꎮ 美国纽约、 圣地亚哥及英国伦敦等地的女性也纷

纷走上街头ꎬ 声援波兰妇女大罢工ꎮ 最终ꎬ 迫于强大的社会压力ꎬ 波兰议会不得

不暂时让步ꎬ 于 １０ 月 ６ 日通过投票否决了 «全面禁止堕胎法»ꎮ
众所周知ꎬ 波兰有 ９０％以上的居民信奉罗马天主教ꎮ 即使在社会主义时期ꎬ

罗马天主教会对波兰的社会意识和私生活仍颇具影响力ꎮ 东欧剧变以后ꎬ 天主教会

在波兰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愈益凸显ꎮ 波兰天主教会认为ꎬ 任何人为操控生命的行为

(包括堕胎在内) 均有悖于基督教的伦理原则ꎬ 因此坚决主张在波兰全面禁止堕胎ꎮ
而法律与公正党崇尚保守主义ꎬ 提倡回归波兰的传统家庭文化ꎬ 在反对堕胎问题上

与波兰天主教会不谋而合ꎮ 毋庸置疑ꎬ 法律与公正党的这种态度主要是为了恪守罗

马天主教的伦理观ꎬ 但实际上也含有增加人口生育率的考虑ꎮ
以法律与公正党为首的新政府自 ２０１５ 年年底执政以来ꎬ 波兰的对内政策发

生了重大转变ꎬ 一是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ꎻ 二是通过增加税收、 利用欧盟资金援

助等途径ꎬ 不断扩大社会福利ꎻ 三是在文化、 教育等领域强调爱国主义ꎬ 加强对

文学艺术作品的管控ꎮ 波兰政府能否在人口领域施展大作为ꎬ 尚待进一步观察ꎮ
但无论如何ꎬ 鼓励生育、 吸引移民ꎬ 从而刺激人口增长ꎬ 这一发展目标应该是波

兰政府的一项长期而重要的国策ꎮ
(责任编辑　 陆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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