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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以俄罗斯移民局和俄罗斯统计局相关移民数据为基础ꎬ
利用统计分析的方法ꎬ 对中亚国家在俄罗斯劳务移民的数量、 国别结构、 性别及

年龄结构、 受教育水平和行业及地区分布进行归纳及整理ꎬ 系统分析中亚国家在

俄罗斯的劳务移民对移民东道国和来源国的正反两方面影响ꎬ 并对俄罗斯劳务移

民政策的主要方向和调整趋势进行阐述及分析ꎮ 如何在吸引与限制中找到平衡点

是俄罗斯移民政策要解决的核心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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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之间的差异是国际移民的动

力ꎬ 而相近的文化与历史传统为移民提供了更大的可能ꎮ 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ꎬ
俄罗斯成为中亚国家劳务移民的主要流入国ꎮ 近年来ꎬ 随着移民数量的增长ꎬ 中

亚国家在俄罗斯的劳务移民问题也逐渐凸显ꎮ 大量来自中亚国家的劳务移民在俄

罗斯工作生活ꎬ 对移民东道国和来源国均产生了正反两方面影响ꎮ 也正因为中亚

劳务移民对俄罗斯的影响利弊参半ꎬ 俄罗斯的态度也存在矛盾心理ꎬ 如何在吸引

与限制中找到平衡点是俄罗斯移民政策要解决的核心问题ꎮ

一　 问题的提出

在人类的文明史中ꎬ 国际移民伴随着国家的出现而产生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国

际移民的浪潮已经席卷全球ꎬ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置身事外ꎮ 全球化的发展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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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迁徙ꎬ 国际移民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又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ꎮ 近 ４０ 年来ꎬ
国际移民的数量增长了一倍ꎮ 随着国际移民人数的增加ꎬ 国际移民的定居与融

入、 非法移民、 难民等国际移民问题对移民来源国和东道国的政治、 文化、 经济

等方面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ꎮ
俄罗斯是最主要的移民国家之一ꎬ 位居世界前三大移民输入与输出国之列ꎮ

中亚国家与俄罗斯拥有相近的文化与历史传统ꎬ 这为国际移民提供了可能ꎮ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８ 年ꎬ 俄罗斯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ꎬ 居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ꎬ 与

之相比ꎬ 中亚国家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都存在较大差距ꎮ 同时ꎬ 俄罗斯一直

面临人口持续减少、 人口老龄化的威胁ꎬ 而中亚国家人口规模却在持续扩大ꎬ 存

在大量剩余劳动力ꎮ 因此ꎬ 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之间存

在的差异成为推动中亚国家在俄罗斯的劳务移民的动力ꎮ 近年来ꎬ 随着中亚劳务

移民数量的增长ꎬ 中亚国家在俄罗斯劳务移民问题逐渐凸显ꎬ 中亚劳务移民的规

模、 结构、 非法移民、 俄罗斯相关劳务移民政策的变化及调整等问题越来越受到

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政府及相关学术界的关注ꎮ
在俄罗斯学术界中ꎬ 拉林、 波尔加科夫等著名学者从事过俄罗斯移民方面的

研究ꎬ 他们的研究成果得到俄罗斯政府及学术界的普遍认可ꎮ 俄罗斯移民局和统

计局定期发布国际移民方面的数据ꎮ 盖达尔经济政策研究所每年发布经济形势报

告ꎬ 也对国际移民问题进行深入总结ꎮ 中国学术界对俄罗斯移民问题的研究成果

较多ꎬ 如强晓云主要从移民政策变化①及国家安全②等角度对该问题进行研究ꎬ
潘广云对俄罗斯的独联体劳动移民及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③ꎬ 王璐璐在其硕士论

文中从生存状况及权益维护的角度对俄罗斯外来劳务移民问题进行了考察ꎬ 等

等ꎮ 然而专门研究中亚国家在俄罗斯的劳务移民问题的成果并不多见ꎬ 张美珍对

俄罗斯的中亚劳务移民现状进行了分析④ꎬ 杨云安、 杨恕对中亚劳务人员对双边

关系的影响进行了分析ꎬ 但这些成果都没有对中亚劳务移民对移民来源国和东道

国的影响进行全面梳理和总结ꎬ 内容上也没有涉及俄罗斯移民政策的主要方向及

对中亚国家劳务移民的最新政策ꎮ 从整体上看ꎬ 中国学术界对中亚国家在俄罗斯

４１１

①

②

③
④

强晓云: «俄罗斯移民政策的调整——— ‹２０２５ 年前俄罗斯联邦国家移民政策构想› 简评»ꎬ 载
«世界民族» 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ꎮ

强晓云: «安全意识主导下的俄罗斯移民观———移民政策制定的社会基础»ꎬ 载 «上海商学院学
报»ꎬ ２００９ 年第 ６ 期ꎮ

潘广云: «俄罗斯的独联体劳动移民及相关问题分析»ꎬ 载 «东北亚论坛» ２００８ 年第 ６ 期ꎮ
张美珍: «俄罗斯的中亚劳务移民现状及其问题分析»ꎬ 载 «西伯利亚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ꎮ



俄罗斯研究　

的劳务移民问题的研究仍比较薄弱ꎬ 具有较大提升空间ꎮ

二　 中亚国家在俄罗斯劳务移民的状况

国际移民组织对 “国际移民” 的界定为以在其他国家定居为目的进行跨越

国境流动的人群ꎬ 包括暂时性定居ꎬ 但游客和短期商务考察者均不计算在内ꎮ
«１９９７ 国际移民统计建议» 将 “国际移民” 定义为任何改变常住国的人群ꎬ 游客

和日常过境往返者也被纳入移民范畴ꎮ 俄罗斯对 “国际移民” 的界定与 «１９９７
国际移民统计建议» 相似ꎬ 指因各种原因在非出生国以外的他国定居入籍、 长期

逗留 (一年以上)、 季节性或短期逗留 (一年以下) 的人ꎬ 目前在俄罗斯的外国

移民中定居和入籍的人很少ꎬ 大多为务工和经商的劳务移民ꎮ

(一) 中亚国家在俄罗斯劳务移民的数量

俄罗斯官方对 “国际移民” 有两种统计方法ꎬ 一种是采用截至某一时间节

点在俄罗斯境内的外国公民人数ꎬ 俄罗斯联邦移民局一般采用这种统计方法ꎮ 根

据俄罗斯联邦移民局的数据ꎬ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 在俄罗斯境内的外国公民的人

数为 ９９４ ８ 万ꎬ 其中 ８０％以上来自独联体国家ꎬ 约 ４０％ 的外国移民来自中亚

国家ꎮ 另一种统计方法是一年内进入俄罗斯境内的外国公民人数ꎬ 俄罗斯联邦

统计局和旅游局一般采用该种统计方法ꎮ 根据俄联邦统计局的数据ꎬ ２０１４ 年

进入俄罗斯境内的外国公民人数为 ５７ ８ 万ꎬ 中亚国家公民入境人数为 ２７ ９
万ꎬ 占总入境人数的 ４８％ ꎮ 中亚国家中乌兹别克斯坦入境人数在总入境人数中

占比最大ꎬ 为 ２２ ６％ ꎬ 其次为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ꎬ 在总入境人数中分别

占 １０ ２％和 ９ ４％ ꎬ 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入境人数相对较少ꎬ 分别占

４ ９％和 １％ (见表 １)①ꎮ
从中亚国家入境俄罗斯的目的看ꎬ 劳务是中亚移民在俄罗斯的主要目的ꎮ 吉

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中以 “劳务” 为目的入境的人数

占比较高ꎬ 分别为 ４２ ３％ 、 ５９ ２％ 和 ４２ ９％ ꎮ 以 “因私” 为目的的移民占比也

很高ꎬ “因私” 主要指从事个体经营或私人考察、 探亲等的中短期移民ꎬ 中亚国

家公民通过获得 “因私” 签证进入俄罗斯境内从事个体经营或劳务活动较为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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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ꎬ 实际上持 “因私” 签证入境的中亚国家公民中很大一部分人群也以在俄罗

斯进行劳务活动为目的 (见表 ２)ꎮ

表 １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４ 年进入俄罗斯境内的中亚国家公民人数及占比

年份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人数 (人)

入境
人数

３５９ ３３０１７７ ２３０ １８６ ３８０２８６ ９５６ ２８１ ６１４２７９ ９０７ １９１ ６５６３５６ ５３５ ４１７ ６８１４８２ ２４１ ５７８ ５１１

哈萨克
斯坦

１２４ ９０３ ５１ ９４５ ３８ ６０６ ４０ ２５８ ３９ ９６４ ３８ ８３０ ２７ ８６２ ３６ ４７４ ４５ ５０６ ５１ ９５８ ５９ ０９６

吉尔吉
斯斯坦

１５ ５３６ １５ ５９２ １５ ６６９ ２４ ７３１ ２４ ０１４ ２３ ２６５ ２０ ９０１ ４１ ５６２ ３４ ５９７ ３０ ３８８ ２８ ５３９

塔吉克
斯坦

１１ ０４３ ４ ７１７ ６ ５２３ １７ ３０９ ２０ ７１７ ２７ ０２８ １８ １８８ ３５ ０８７ ４１ ６７４ ５１ ０１１ ５４ ６３６

土库
曼斯坦

６ ７３８ ４ １０４ ４ ０８９ ４ ８４６ ３ ９６２ ３ ３３６ ２ ２８３ ４ ５２４ ５ ４４２ ５ ９８６ ６ ０３３

乌兹别
克斯坦

４０ ８１０ ３０ ４３６ ３７ １２６ ５２ ８０２ ４３ ５１８ ４２ ５３９ ２４ １００ ６４ ４９３ ８７ ９０２ １１８ １３０ １３０ ９０６

占比 (％ )

入境
人数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哈萨克
斯坦

３４ ８ ２９ ３ ２０ ７ １４ ０ １４ ２ １３ ９ １４ ５ １０ ２ １０ ９ １０ ８ １０ ２

吉尔吉
斯斯坦

４ ３ ８ ８ ８ ４ ８ ６ ８ ５ ８ ３ １０ ９ １１ ７ ８ ３ ６ ３ ４ ９

塔吉克
斯坦

３ １ ２ ７ ３ ５ ６ ０ ７ ４ ９ ７ ９ ５ ９ ８ １０ ０ １０ ６ ９ ４

土库曼
斯坦

１ ９ ２ ３ ２ ２ １ ７ １ ４ １ ２ １ ２ １ ３ １ ３ １ ２ １ ０

乌兹别
克斯坦

１１ ４ １７ ２ １９ ９ １８ ４ １５ ５ １５ ２ １２ ６ １８ １ ２１ ０ ２４ ５ ２２ ６

资料来源: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ｋｓ ｒ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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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２０１４ 年按入境目的划分的中亚国家移民构成 (％)

劳务 旅游 因私 定居 中转 公务

哈萨克斯坦 ２ ９ ０ ６ ８６ ７ ０ ００８ ２ ４ ７ ５

吉尔吉斯斯坦 ４２ ３ ０ ６ ５２ ８ ０ ００７ １ ７ ２ ６

塔吉克斯坦 ５９ ２ ０ ３ ３８ ７ ０ ００３ ０ ８ １ ０

土库曼斯坦 １７ ６ ３６ ８ ４４ ２ ０ ０１３ ０ ２ １ ０

乌兹别克斯坦 ４２ ９ ０ ５ ５３ ５ ０ ００８ ０ ４ ２ ７

资料来源: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Россия и страны Содружества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ｋｓ ｒｕ / ｂｇｄ / ｒｅｇｌ / ｂ１４＿ ０５ / Ｍａｉｎ ｈｔｍ

中亚国家在俄罗斯移民数量的变化主要与三方面因素密切相关:
第一ꎬ 俄罗斯经济形势ꎮ 从入境俄罗斯的人数变动情况看ꎬ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５ 年ꎬ

中亚各国的入境人数变动趋势基本相同ꎬ 均呈下降趋势 (吉尔吉斯斯坦除外)ꎬ
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入境人数下降最为严重ꎬ ５ 年间入境人数分别减少了

５８％和 ５７％ ꎮ ２００５ 年后ꎬ 俄罗斯经济增速加快ꎬ 中亚各国 (土库曼斯坦除外)
的入境人数随之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ꎬ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８ 年中亚各国中哈萨克斯坦的

入境人数增长了 ３ ５％ ꎬ 吉尔吉斯斯坦增长了 ５３％ ꎬ 塔吉克斯坦增长了 ２１７％ ꎬ
乌兹别克斯坦增长了 １７％ ꎮ 在俄罗斯经济下降时期ꎬ 中亚国家入境人数也明显

减少ꎬ 与 ２００８ 年相比ꎬ ２０１０ 年哈萨克斯坦的入境人数下降了 ３０％ ꎬ 吉尔吉斯斯

坦减少了 １３％ ꎬ 塔吉克斯坦减少了 １２％ ꎬ 土库曼斯坦下降了 ４２％ ꎬ 乌兹别克斯

坦下降了 ４５％ ꎮ 同样ꎬ 当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俄罗斯经济陷入衰退时ꎬ 劳务移民数量

也出现明显下降ꎬ ２０１４ 年 １ ~ ９ 月ꎬ 取得劳动许可证和特许权证的合法劳务移民

数量约为 １９８ 万人 (见表 ３)ꎬ 到 ２０１５ 年 １ ~ ９ 月下降至 １４８ 万人ꎬ 其中取得劳动

许可证的人数下降趋势更加明显ꎬ 从 ６２ ７ 万人锐减至 １５ １ 万人ꎮ
第二ꎬ 俄罗斯对外关系的变化ꎮ 俄罗斯对外关系的变动对移民数量有着重要

的影响ꎬ 以哈萨克斯坦为例ꎬ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哈萨克斯坦在俄罗斯的移

民持续减少ꎬ 俄白哈关税同盟建立后ꎬ 哈萨克斯坦在俄罗斯移民数量明显增加ꎮ
从入境人数看ꎬ ２０１０ 年哈萨克斯坦进入俄罗斯境内的人数为 ２７ ８６２ 人ꎬ 到 ２０１１
年猛增至 ３６ ４７４ 人ꎬ ２０１２ 年俄白哈统一经济空间建立ꎬ 人员将逐渐实现在盟内

自由流动ꎬ 因此哈萨克斯坦入境俄罗斯的人数则一直呈增长态势ꎮ
第三ꎬ 俄罗斯移民政策的变动ꎮ ２００７ 年正式生效的新移民法肯定了劳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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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在俄罗斯经济中起到的积极作用ꎬ 简化了劳务许可证办理程序ꎬ 并将劳务许可

证发放数量增加至 ２００６ 年的 ２ 倍ꎮ 因此ꎬ 与 ２００６ 年相比ꎬ ２００７ 年中亚各国入境

俄罗斯的人数均呈现较大幅度的增长ꎮ ２０１５ 年吉尔吉斯斯坦加入欧亚经济联盟ꎬ
吉在俄罗斯的劳务移民不再需要许可证件就可取得合法地位ꎬ 因此吉在俄罗斯劳

务移民的数量将会增长ꎮ

(二) 中亚国家在俄罗斯劳务移民的特点

１ 中亚劳务移民主要来自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

劳动许可证和劳动特许权证是外国移民在俄罗斯从事合法劳动活动的必需证

件ꎮ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以前ꎬ 俄罗斯仅向外国公民发放劳动许可证ꎬ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后ꎬ
俄罗斯政府通过劳动特许权证制度ꎬ 免签国家公民为在俄罗斯境内的自然人工作

可申请劳动特许权证ꎬ 这样从事私人服务、 家政服务等在私人部门工作的劳务移

民取得了合法地位ꎮ 从合法劳务移民的数量看ꎬ 移民来源国主要为乌兹别克斯

坦、 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ꎬ 哈萨克斯坦在俄罗斯的移民人数虽然很多ꎬ 但

大多数不是劳务移民ꎮ

表 ３　 中亚国家在俄罗斯合法劳务移民的人数

２０１４ 年 １ ~ ９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 ~ ９ 月

取得劳动许可
证的人数 (千人)

取得劳动特许权
证的人数 (千人)

取得劳动许可证的
人数 (千人)

取得劳动特许
权证的人数 (千人)

总人数 ６２７ ５ １ ３５１ ９ １５０ ６ １ ３２８ ７

哈萨克斯坦 ０ ５ １ ２ ０ ２ １ ６

吉尔吉斯斯坦 ６７ ８ １３７ ２ ２１ ２ ７５ １

塔吉克斯坦 １３６ ４ ４０４ ７ ３５ ３ ４２２ ２

土库曼斯坦 ０ ４ － ０ ５ －

乌兹别克斯坦 ４２２ ４ ８０８ ８ ９３ ４ ８２９ ８

资料来源: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Россия и страны Содружества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ｋｓ ｒｕ / ｂｇｄ / ｒｅｇｌ / ｂ１４＿ ０５ / Ｍａｉｎ ｈｔｍ

２ １８ ~ ３９ 岁的青壮年男性是中亚在俄罗斯移民的主力军

从性别结构看ꎬ 中亚国家在俄罗斯的移民大多为男性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４
日ꎬ 在俄罗斯境内的中亚国家移民中男性比例占 ７４ ４％ ꎬ 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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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两国在俄罗斯移民的男性比例更高ꎬ 分别为 ８１ ４％ 和 ８０ ７％ ꎮ 值得注意的

是ꎬ 女性劳务移民大多从事家政服务及一些非正式劳务活动ꎬ 相当一部分妇女未

被列入移民局的统计之中ꎮ 随着服务业的发展ꎬ 中亚国家在俄罗斯劳务移民中女

性的数量将随之增长ꎮ
从年龄结构看ꎬ １８ ~ ３９ 岁的青壮年在中亚移民中占最大比重ꎬ 且呈现快速

年轻化趋势ꎮ 从 ２００７ 年起ꎬ １８ ~ ２９ 岁年龄段的移民超过 ３０ ~ ３９ 岁年龄段移民人

数ꎬ 截至 ２０１４ 年年底ꎬ １８ ~ ２９ 岁移民人数占比为 ３４％ ꎬ 而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４
日ꎬ １８ ~ ２９ 岁年龄段的移民人数已经增长至 ４３ ３％ ꎮ 在中亚各国中ꎬ 哈萨克斯

坦 １８ ~ ２９ 岁年龄段的移民比例最低ꎬ 男性为 ２８ ７％ ꎬ 女性为 ２２ ６％ ꎬ 吉尔吉斯

斯坦、 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１８ ~ ２９ 岁的男性移民比例大约为 ５０％ ꎬ 土库

曼斯坦该年龄段男性移民比例更是高达 ５８ ４％ ꎮ 同样ꎬ ３０ ~ ３９ 岁的壮年移民也

占很大比例ꎬ 截至 ２０１４ 年底ꎬ 中亚在俄罗斯的移民中 ３０ ~ ３９ 岁年龄段的移民占

比为 ２１％ ꎬ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４ 日ꎬ 该比例略有增长ꎬ 为 ２１ ６％ ꎬ 在男性移民中ꎬ
哈萨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３０ ~ ３９ 岁的移民占比超过平均水平ꎬ
分别为 ２１ １％ 、 ２３ ２％和 ２１ ９％ ꎮ

表 ４　 在俄罗斯境内中亚国家移民年龄及性别结构

人数 (人)

男性 女性

１７ 岁
以下

１８ ~
２９ 岁

３０ －
３９ 岁

４０ ~
４９ 岁

５０ ~
５９ 岁

６０ 岁
以上

１７ 岁
以下

１８ ~
２９ 岁

３０ ~
３９ 岁

４０ ~
４９ 岁

５０ ~
５９ 岁

６０ 岁
以上

哈萨克
斯坦

５３ ６１３１０６ ２９４７８ ２７１ ５８ ６０７ ４５ ７５４ ２７ ６２４ ４１ ８４２ ５６ ８６０ ３９ ２９５ ３３ ４９２ ３７ ４３１ ４２ ７１１

吉尔吉
斯斯坦

５６ ４５１１６８ ８０７６２ ２１９ ３７ ４７８ １３ ２３２ ２ ８９５ ４１ ８７３ ９３ ８０３ ４２ ８７０ ２７ ２３１ １１ ０６７ ５ １５４

塔吉克
斯坦

７６ ６５５３３６ ４０５１６２ ８６１９２ ５１４ ２８ ７９３ ３ ８６４ ３２ ６９７ ５４ ６８２ ３７ ８８５ ２３ ２５２ ８ ４７５ ２ ９６２

土库曼
斯坦

２ ７７５ ８ ８９２ １ ８７７ ８９６ ４８４ ３１１ １ ５８６ ４ ０７９ １ １２６ ７２２ ６８０ ６９３

乌兹别
克斯坦

８２ ２０４７３３ ００６３１６ １１２２２７ ２６４７１ ０９８ １０ ６９１ ３６ ７２１ １１０ ０１５９３ １０１ ６０ ７３４ ２６ ４３３ １６ ７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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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 (％ )
男性 女性

１７ 岁
以下

１８ ~
２９ 岁

３０ ~
３９ 岁

４０ ~
４９ 岁

５０ ~
５９ 岁

６０ 岁
以上

１７ 岁
以下

１８ ~
２９ 岁

３０ ~
３９ 岁

４０ ~
４９ 岁

５０ ~
５９ 岁

６０ 岁
以上

哈萨克
斯坦

１４ ５ ２８ ７ ２１ １ １５ ８ １２ ４ ７ ５ １６ ６ ２２ ６ １５ ６ １３ ３ １４ ９ １７ ０

吉尔吉
斯斯坦

１６ ６ ４９ ５ １８ ２ １１ ０ ３ ９ ０ ８ １８ ９ ４２ ３ １９ ３ １２ ３ ５ ０ ２ ３

塔吉克
斯坦

１０ ９ ４８ ０ ２３ ２ １３ ２ ４ １ ０ ６ ２０ ４ ３４ ２ ２３ ７ １４ ５ ５ ３ １ ９

土库曼
斯坦

１８ ２ ５８ ４ １２ ３ ５ ９ ３ ２ ２ ０ １７ ８ ４５ ９ １２ ７ ８ １ ７ ７ ７ ８

乌兹别
克斯坦

５ ７ ５０ ９ ２１ ９ １５ ８ ４ ９ ０ ７ １０ ７ ３２ ０ ２７ １ １７ ７ ７ ７ ４ ９

备注: 表中数据为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４ 日在俄罗斯境内的外国公民人数ꎮ
资料来源: 俄罗斯联邦移民局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ｓ ｇｏｖ ｒｕ

３ 中亚劳务移民专业技能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整体偏低

在俄罗斯的中亚移民专业技能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整体不高ꎮ 哈萨克斯坦移民

在中亚国家中受教育程度最高ꎬ 接受过高等及中等专业技能教育的人占 ５４ ８％ ꎬ
超过移民总数的一半ꎮ 在吉、 塔、 乌三个主要对俄移民输出国中ꎬ 吉尔吉斯斯坦

移民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ꎬ ２０１４ 年吉移民中接受过高等及中等专业技能教育的

人占 ３７％ ꎬ 高于塔吉克斯坦的 ２２ ２％和乌兹别克斯坦的 ２６ １％ ꎮ 中亚移民中大

多数人接受过中等普通教育ꎬ 这部分人群在吉、 塔、 乌三国中分别占 ４１ ３％ 、
５３ ７％和 ４３％ (见表 ５)ꎮ

表 ５　 ２０１４ 年中亚国家移民受教育程度 (％)

高等及
专业教育水平

中等专业
技能水平

初等专业技
能水平

中等普通
教育水平

初等普通教育水平
及未接受教育

教育
程度不详

哈萨克斯坦 ２７ ５ ２７ ３ １ ５ ２４ ２ １ ９ １７ ６

吉尔吉斯斯坦 １５ ２ ２１ ９ ２ １ ４１ ３ ２ ２ １７ ３

塔吉克斯坦 ８ ４ １３ ８ ２ ４ ５３ ７ ２ ６ １９ ２

土库曼斯坦 １５ ３ １２ ４ １ １ ４８ ２ １ ０ ２２ ０

乌兹别克斯坦 ８ ３ １７ ８ ２ ８ ４３ ０ ２ ７ ２５ ４
资料来源: 俄罗斯联邦移民局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ｓ ｇｏｖ ｒｕ

０２１



俄罗斯研究　

４ 中亚劳务移民主要从事建筑业和低端服务业

在国际劳务市场中ꎬ 移民主要集中在高端行业和底层经济部门ꎬ 呈沙漏型分

布ꎮ 由于中亚劳务移民劳动技能水平大多较低ꎬ 因此他们大多聚集在俄罗斯劳务

市场的底层部门ꎬ 从事俄罗斯当地居民不愿从事的行业ꎮ
劳动力市场的行业分工与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ꎮ 建筑业、 资源采掘、 食品加

工等行业劳动强度很高ꎬ 有些工作还具有一定的危险性ꎮ 根据俄罗斯移民局的数

据ꎬ 聚集外国劳务移民最多的行业是建筑业ꎬ ２０１４ 年建筑业中的劳务移民占 １ / ３
以上 (见图 １)ꎬ 从事工业生产的劳务移民占 １０ １％ ꎮ 服务业中的餐馆服务员、
干洗店店员、 快餐外送服务员、 家政服务人员和保安对专业技能水平要求也不

高ꎬ 这些行业中的中亚劳务移民也很多ꎬ 从事这类服务业的劳务移民占比仅次于

建筑业ꎬ ２０１４ 年占 １３ ３％ ꎮ 此外ꎬ 从事批发与零售贸易行业的外国劳务移民也

占有相当的比例ꎬ ２００７ 年前ꎬ 俄罗斯各地的批发零售市场中大部分都有外国商

人 (主要是来自独联体国家) 参与经营ꎬ 但由于这些人在经营过程中逐渐形成

垄断势力ꎬ 市场中贩卖假冒伪劣商品及强买强卖的事件时有发生ꎬ 导致社会矛

盾、 民族矛盾越发尖锐ꎮ ２００７ 年俄政府决定禁止外国人在俄罗斯从事商品零售

贸易ꎮ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１ 年俄罗斯政府没有向外国移民发放任何从事零售贸易的许可ꎮ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ꎬ 俄罗斯政府按照劳动许可证发放数量的 ２５％ 发放了零售贸易许

可ꎬ 允许外国劳务移民出售酒及酒精饮料ꎬ ２０１４ 年俄政府又将这一定额降至

１５％ ①ꎮ 因此贸易业中的外国劳务移民数量呈逐渐减少趋势ꎮ 经过多年演变和发

展ꎬ 俄罗斯劳动力市场中的外国劳务移民逐渐形成以受教育程度为基础、 以民族

为特征的相对固定的行业分工ꎮ 在中亚劳务移民中ꎬ 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的劳务移民主要从事建筑业、 家政服务业、 贸易业ꎬ 吉尔吉斯斯坦的劳务移民中

接受过中等专业技能培训的人员较多ꎬ 因此ꎬ 从事繁重和高危体力劳动的人相对

较少ꎬ 他们主要从事家政服务业、 贸易业和运输业ꎮ

１２１

①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Ф от １９ １２ ２０１３ г № １１９１ “ Об установлении на ２０１４
г допустимой дол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работниковꎬ используемых хозяйствующими субъектамиꎬ
осуществляющим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в сфере розничной торговли и в области спорта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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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 俄罗斯联邦移民局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ｓ ｇｏｖ ｒｕ
图 １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外国劳务移民的行业分布

５ 劳务移民向大城市及经济快速发展的地区聚集

从整体上看ꎬ 由于大城市及经济快速发展的地区工资水平较高、 就业机会较

多、 各类劳务信息相对公开透明ꎬ 因此劳务移民更愿意在这类地区工作ꎮ 根据俄

罗斯移民局资料ꎬ ２０１４ 年在取得劳动特许权证的外国移民中ꎬ ５０ ７％ 的人在莫

斯科及莫斯科州工作ꎬ ４ ２％的人在圣彼得堡及列宁格勒州工作ꎮ ２０１４ 年最具移

民吸引力的 １０ 个地区为: 莫斯科及莫斯科州、 圣彼得堡及列宁格勒州、 克拉斯

诺达尔边疆区、 萨马拉州、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 罗斯托夫州、 卡卢加州、 新西

伯利亚州、 伊尔库茨克州、 汉特—曼西自治区ꎮ ２０１４ 年ꎬ 在上述 １０ 个地区中的

劳务移民分别占取得劳动许可证及取得劳动特许权证外国移民总数的 ６７％
和 ６９％ ①ꎮ

外国劳务移民在俄罗斯的地域分布还在一定程度上与行业分工有关ꎮ 比如ꎬ
中亚移民中从事建筑行业的最多ꎬ 因此ꎬ 他们会向莫斯科州、 列宁格勒州、 罗斯

托夫州、 萨马拉州、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 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等建筑业繁荣发

展的地区聚集ꎬ 从事资源采掘的劳务移民会向新西伯利亚及后贝加尔地区等油气

产地聚集ꎮ

２２１

① Институт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имени Е Т Гайдара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в ２０１４ году:
тенденци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выпуск ３６)  С ３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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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亚国家对俄罗斯劳务输出的影响

人口迁移的动因是人们对更美好生活的期待ꎬ 这里既包括经济因素也包括政

治因素ꎮ 国际间劳务移民的经济动因主要包括三方面: 一是获得更高收入ꎬ 二是

获得更多就业机会ꎬ 三是获得更多外部信息ꎮ 劳务移民的政治动因则指因政权更

迭、 社会动荡等因素ꎮ 可以说ꎬ 俄罗斯与中亚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之

间的差异是国际移民的动力ꎬ 而相近的文化与历史传统为移民提供了更大的可

能ꎮ 中亚国家在俄罗斯劳务移民的增加对中亚和俄罗斯均会产生正反两方面影

响ꎮ 对中亚国家而言ꎬ 到俄罗斯务工解决了中亚国家大量剩余劳动力的生计问

题ꎬ 大量的移民汇款源源不绝寄回祖国ꎬ 对移民输出国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拉动

作用ꎬ 但随着移民数量不断增加ꎬ 俄罗斯也因此增强了对中亚国家的影响力ꎮ 对

俄罗斯而言ꎬ 中亚劳务移民遏制了俄罗斯人口持续下降的趋势ꎬ 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俄罗斯劳动力紧张的局面ꎬ 对俄罗斯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ꎬ 但由于中

亚劳务移民中大部分仍为非法劳务移民ꎬ 这些人游离于政府的管理之外ꎬ 也引发

了各类社会问题ꎬ 甚至激发民族矛盾ꎬ 威胁国家安全ꎮ

(一) 对中亚国家的影响

１ 积极影响

劳务移民对中亚国家具有重要意义ꎬ 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ꎮ
第一ꎬ 解决大量剩余劳动力的生计问题ꎮ 近年来ꎬ 中亚国家人口增长快速ꎬ

人口出生率大大高于死亡率ꎮ ２０１４ 年ꎬ 哈萨克斯坦人口出生率为 ２３ １‰ꎬ 死亡

率为 ７ ６‰ꎬ 吉尔吉斯斯坦出生率为 ２７ ７‰ꎬ 死亡率为 ６ １‰ꎬ 塔吉克斯坦人口

出生率和死亡率分别为 ２７ ８‰和 ４‰ꎮ 与 ２００５ 年相比ꎬ ２０１４ 年哈萨克斯坦人口

增长了 １３ １％ ꎬ 乌兹别克斯坦人口增长了 １６ ７％ ꎬ 吉尔吉斯斯坦人口增长了

１１ ６％ ꎬ 塔吉克斯坦人口增长最快ꎬ 达到 ２１％ ①ꎮ 高出生率使得中亚国家人口的

年龄分布普遍呈现金字塔形ꎮ 以塔吉克斯坦为例ꎬ 将人口年龄以 ２０ 年为单位进

行分组ꎬ ０ ~ １９ 岁的未成年人群占总人口比例的 ４５％ ꎬ ２０ ~ ３９ 岁的青壮年人群占

３２１

①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и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２０１５).
С ６６７ － ６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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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ꎬ ４０ ~ ５９ 岁的中年人群占 １７％ ꎬ ６０ 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仅占 ５％ ①ꎮ １５ ~ ５９
岁适龄劳动力数量逐渐增多ꎬ ２００７ 年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

坦三国的适龄劳动力占比分别为 ６２ ３％ 、 ５７ ５％和 ６２ ２％ ꎬ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ꎬ
到 ２０２５ 年将分别增长至 ６４ ８％ 、 ６２ ２％和 ６４％ ꎮ 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对中亚国

家有限的劳动力市场容量造成压力ꎬ 由此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ꎮ 因此ꎬ 中亚国

家大多实行鼓励劳务移民的政策ꎬ 以缓解本国的就业压力ꎬ 节省国家对失业人员

培训、 社会性补贴及困难家庭补贴等支出ꎬ 到俄罗斯务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

亚国家剩余劳动力的生计问题ꎬ 降低了中亚社会的不稳定因素ꎮ
第二ꎬ 移民汇款拉动中亚国家经济增长ꎮ 中亚国家经济相对落后ꎬ 普遍存在

资金短缺的问题ꎮ 中亚移民将其在俄罗斯的劳务收入一部分通过银行和邮局以汇

款形式寄回祖国ꎬ 一部分通过亲属、 列车员带出等非正规渠道带回本国ꎬ 这些资

金对移民来源国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ꎮ 移民的劳务收入是中亚移民留守家庭

的主要生活来源ꎬ 在吉尔吉斯斯坦ꎬ 每 ３ 个家庭中就有 １ 个家庭依靠移民劳务收

入维持生活ꎮ 在塔吉克斯坦ꎬ 劳务移民的汇款收入占其国内家庭收入的 ４０％ ~
５０％ ꎮ 根据俄罗斯中央银行数据ꎬ ２０１４ 年从俄罗斯汇出的资金为 ６８９ 亿美元ꎬ 其

中流向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资金约占 １７％ ꎮ 近年来ꎬ
随着劳务移民数量的增长ꎬ 从俄罗斯汇往中亚国家的汇款也普遍增多ꎮ 俄罗斯中

央银行资料显示ꎬ ２００７ 年从俄罗斯汇往乌兹别克斯坦的汇款为 １６ ９ 亿美元ꎬ 占

该国当年 ＧＤＰ 的 ７ ６％ ꎬ 汇往塔吉克斯坦的汇款为 １６ ６７ 亿美元ꎬ 占该国当年

ＧＤＰ 的 ４４ ８％ ꎬ 移民汇款金额大大超过该国财政税收ꎬ 从俄罗斯汇往吉尔吉斯

斯坦的汇款为 ７ ７１ 亿美元ꎬ 占该国当年 ＧＤＰ 的 ２０ ３％ ꎬ 是该国当年财政税收的

２ ３ 倍ꎮ ２０１４ 年ꎬ 从俄罗斯汇往乌兹别克斯坦的汇款金额增长至 ５６ ５３ 亿美元ꎬ
占该国 ＧＤＰ 的 ９％ ꎬ 汇往塔吉克斯坦的汇款增长至 ３８ ５４ 亿美元ꎬ 占该国当年

ＧＤＰ 的 ４１ ７％ ꎬ 汇往吉尔吉斯斯坦的汇款为 ７ ７１ 亿美元ꎬ 占该国当年 ＧＤＰ 的

２７ ８％ ꎮ 可以说ꎬ 移民汇款是中亚国家维持国际收支平衡、 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

因素ꎬ 对中亚国家解决民生问题和保障社会稳定也意义重大 (见图 ２)ꎮ

４２１

① 根据俄联邦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ꎬ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и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２０１５)  С ６６７ － ６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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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 俄罗斯中央银行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ｂｒ ｒｕ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 ＰｒｔＩｄ ＝ ｓｖｓ
图 ２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５ 年侨民从俄罗斯汇往中亚各国的汇款 (百万美元)

２ 消极影响

从目前看ꎬ 劳务移民对中亚国家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ꎬ 但从长期看ꎬ 因

劳务移民导致的人才大量流失、 劳务经济发展模式固化、 社会观念僵化、 对俄罗

斯的依赖增强等负面影响将会逐渐凸显ꎬ 都会对中亚国家未来社会经济的发展起

到阻碍作用ꎮ
第一ꎬ 人才大量流失ꎮ 随着外来劳务移民的增加ꎬ 俄罗斯劳动力市场中对低

教育水平劳动力的需求逐渐趋于饱和ꎬ 受过专业技能培训及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外

国移民更容易找到工作ꎮ 中亚国家 (尤其是乌、 吉、 塔三国) 与俄罗斯相比在

经济发展水平上仍存在较大差距ꎬ 这导致学习能力较强、 更具进取心和竞争力的

人才受到俄罗斯更高收入和更好生活的吸引选择到俄罗斯就业ꎮ 中亚移民在俄罗

斯务工期间获得了生产实践知识ꎬ 提高了劳动技能水平ꎬ 一些劳务移民在俄还积

累了财富ꎬ 他们在俄罗斯工作和生活的时间越长ꎬ 与祖国的联系越少ꎬ 汇款也越

少ꎬ 中亚国家如不能出台并实施吸引移民回流的政策ꎬ 大量长期性的人才流失必

将阻碍移民来源国未来的经济发展ꎮ
第二ꎬ 劳务经济发展模式固化ꎮ 计划经济体制下ꎬ 苏联长期实行专业分工政

策ꎬ 中亚地区基本处于专业分工的上游ꎬ 为国民经济体系提供工农业原料ꎮ 苏联

解体后ꎬ 大部分中亚国家独立后甚至不具备完整的工业体系ꎬ 劳务移民汇款作为

重要的外汇收入对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ꎮ 然而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ꎬ 随着劳

务移民数量的增加ꎬ 中亚国家政府更加重视和依赖劳务汇款收入ꎬ 劳务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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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在中亚国家日益固化ꎬ 逐渐形成恶性循环ꎬ 推行结构改革的难度和机会成本

也越来越高ꎮ
第三ꎬ 社会观念和行为模式保守ꎮ 中亚国家在俄罗斯的劳务移民大多为青壮

年人ꎬ 他们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和新思想ꎮ 这部分人群的流失将会使中亚国家社会

群体中缺乏创新和开拓精神ꎮ 留守家庭中大多为老人和儿童ꎬ 家庭关系和结构的

变化会逐渐扩大至整个社会ꎬ 从而导致中亚国家整个社会群体的观念和行为模式

偏于保守僵化ꎮ
第四ꎬ 中亚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依赖有所加强ꎮ 中亚地处欧亚大陆的 “中心

地带”ꎬ 拥有丰富的能源及矿产资源ꎬ 对俄罗斯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ꎮ 历史

上ꎬ 沙皇俄国在文化传统、 语言、 生活习俗等方面都对中亚地区都有着深远的影

响ꎮ 苏联时期ꎬ 中亚地区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ꎬ 苏联解体后ꎬ 俄罗斯作为苏联的

继承者ꎬ 也一直将包括中亚地区在内的独联体地区视为自己的传统势力范围ꎮ 随

着在俄罗斯劳务移民的增加ꎬ 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ꎬ 对俄罗斯

的经济依赖也不可避免地随之增强ꎮ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 俄罗斯经济陷入衰退ꎬ 劳动

力市场相应萎缩ꎬ 中亚国家劳务移民收入也随之减少ꎬ 吉、 塔、 乌三个主要移民

来源国的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ꎮ 此外ꎬ 由于无法摆脱劳务经济发展模式ꎬ 对

俄罗斯的经济依赖也会使中亚国家奉行的平衡的外交政策大打折扣ꎮ 仍以塔吉克

斯坦为例ꎬ 移民汇款金额占该国 ＧＤＰ 的比例超过 ４０％ ꎬ 甚至超过财政收入ꎬ 那

么俄罗斯外交及移民政策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会直接对该国经济发展产生影响ꎮ
因此ꎬ 塔吉克斯坦在处理国际事务时ꎬ 如遇到与俄罗斯利益相关的问题ꎬ 就不得

不考虑俄罗斯的立场和反应ꎬ 甚至在一些问题上屈从于俄罗斯ꎮ

(二) 对俄罗斯的影响

大量中亚劳务移民在俄罗斯工作生活ꎬ 他们对俄罗斯经济的贡献不容忽视ꎬ
相应地ꎬ 一部分非法劳务移民的逃税及犯罪行为也为俄罗斯社会带来一系列负面

影响ꎮ

１ 积极影响

第一ꎬ 遏制了人口下降的趋势ꎮ 苏联解体后ꎬ 俄罗斯人口持续下降ꎬ 根据俄

罗斯联邦统计局的数据ꎬ １９９１ 年俄罗斯人口数量为 １ ４８３ 亿人ꎬ 从 １９９２ 年起ꎬ
俄罗斯人口数量以每年 ２０ ~ ４０ 万人的速度递减ꎬ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俄罗斯人口数量

下降速度加快ꎬ 面临严峻的人口危机ꎮ 与上年相比ꎬ ２００２ 年俄罗斯人口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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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 万人ꎬ ２００４ 年减少了 ７０ 万人ꎬ ２００５ 年人口减少了 ５０ 万人ꎬ ２００６ 年减少了

６０ 万人ꎮ 根据俄罗斯人口专家的悲观预测ꎬ 到 ２０５０ 年ꎬ 俄罗斯人口数量将不足

１ ３ 亿①ꎮ 人口持续下降的趋势直到 ２０１０ 年才得到遏制ꎬ 其中吸引外国 (尤其是

来自独联体国家) 移民起到了关键性作用ꎮ 根据盖达尔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报告ꎬ
外国移民弥补了俄罗斯人口自然减少所形成的缺口ꎬ ２０１４ 年 ９０％ 的人口增长是

依靠来自独联体国家的移民②ꎮ
第二ꎬ 缓解劳动力紧张的局面ꎮ 近年来ꎬ 俄罗斯老龄化日趋严重ꎬ ２００１ 年

６０ 岁以上老人数量为 ２ ７０７ 万人ꎬ 占总人口的 １８ ５％ ꎬ ６５ 岁以上老人数量为

１ ８１６万人ꎬ 占总人口的 １２ ４％ ꎬ 到 ２０１５ 年 ６０ 岁以上老人数量增长至 ２ ９０７ 万

人ꎬ 占总人口的 ２０％ ꎬ ６５ 岁以上老人数量增长至 １ ９８０ 万人ꎬ 占总人口数的

１３ ５％ ③ꎮ 国际上通常认为ꎬ ６０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 １０％ ꎬ 或 ６５ 岁

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 ７％的国家或地区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ꎮ 从这个

意义上看ꎬ 俄罗斯已经属于严重老龄化ꎮ 随着人口的老龄化ꎬ 适龄劳动力数量及

适龄劳动力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逐年递减ꎮ ２００６ 年俄罗斯适龄劳动人口为９ ０１６万
人ꎬ 占总人口的 ６３％ ꎬ 到 ２０１５ 年ꎬ 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已经减少至８ ５４２万人ꎬ 在

总人口中的比例为 ５８ ４％ ꎮ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ꎬ 到 ２０５０ 年ꎬ 俄罗斯适龄劳动人

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下降至 ５２ ８％ ꎮ 劳动力不足已成为阻碍俄罗斯经济发展的重

要因素ꎮ 中亚国家人口形势与俄罗斯截然相反ꎬ 劳动力严重过剩ꎬ 吸引来自中亚

国家劳动力到俄罗斯务工是短期内缓解劳动力紧张局面的最行之有效的办法ꎮ
第三ꎬ 中亚劳务移民为俄罗斯经济发展作出贡献ꎮ 中亚劳务移民大多从事着

俄罗斯当地居民不愿从事的高劳动强度、 高风险的工作ꎮ 外国移民为俄罗斯创造

了约 ８％ 的 ＧＤＰꎬ ２０１４ 年俄罗斯政府仅向外国移民出售劳动特许权证就获得了

１８３ 亿卢布④ꎮ 中亚劳务移民的工资收入大大低于俄罗斯当地居民ꎬ 一方面ꎬ 俄

罗斯企业雇佣中亚移民降低了劳动力成本ꎬ 另一方面ꎬ 广大的俄罗斯民众也以更

低廉的价格享受到服务ꎮ 中亚劳务移民中大部分人从事建筑、 维修、 家政、 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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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и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２０１５).
С ６９

Институт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имени Е Т Гайдара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в ２０１４ году:
тенденци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выпуск ３６)  С ３２７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и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２０１５).
С ７４

Институт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имени Е Т Гайдара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в ２０１４ году:
тенденци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выпуск ３６)  С ３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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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行业ꎬ 可以说近年来俄罗斯建筑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与大量使用廉价劳动力密不

可分①ꎮ 大量中亚移民在俄罗斯工作生活ꎬ 对增加税收和促进消费市场繁荣发展

也起到了重要作用ꎮ

２ 消极影响

为了对独联体国家劳务移民予以管理和限制ꎬ 俄罗斯针对劳务移民实行配额

管理制度ꎬ 每年向外国劳务移民发放固定数额的劳动许可证和劳动特许权证ꎬ 然

而由于中亚国家 (土库曼斯坦除外) 公民可免签证进入俄境ꎬ 涌入俄罗斯的中

亚移民数量大大超过政府发放劳动配额数量ꎬ 由此产生了大量非法移民ꎮ 俄罗斯

学者根据签证上入境的目的和期限估算ꎬ 目前在俄罗斯的外国劳务移民约为 ６００
万人②ꎬ 其中非法劳务移民的比例超过 ５０％ ③ꎮ ２０１３ 年ꎬ 根据俄罗斯移民局的调

查ꎬ 从事家政服务的移民中仅有 ２０％的人持有劳动特许权证④ꎮ 来自中亚国家的

非法劳务移民游离于政府的管理之外ꎬ 逃税及有组织犯罪等行为引发了俄罗斯民

众的严重不满ꎮ
根据俄罗斯内务部的调查ꎬ 走私、 贩卖人口、 贩毒等有组织犯罪的大部分案

件是包括中亚移民在内的非法劳务移民所为ꎬ 一些恐怖组织成员也伪装成移民进

行恐怖活动ꎬ 引起了俄罗斯当地居民极大的恐慌和仇视ꎮ 俄罗斯政府也多次表

示ꎬ 非法移民的犯罪活动危机国家安全ꎮ 别斯兰人质事件之后ꎬ 全俄社会舆论中

心在 ２００５ 年针对外国移民问题进行了一次民调ꎬ 同意或部分同意外国移民导致

犯罪率和腐败的受访者占比为 ８５％ ꎬ ２０１３ 年该中心进行了同样的调查ꎬ 这一比

例不但没有下降ꎬ 反而上升至 ８８％ ꎮ
在经济活动中ꎬ 逃税、 挤占俄罗斯就业岗位是中亚劳务移民引起俄罗斯民众

不满的主要原因ꎮ ２０１１ 年ꎬ 俄罗斯移民局局长罗曼达诺夫曾表示ꎬ 非法移民及

其雇主每年因逃税给俄罗斯带来的经济损失高达 ４００ 亿卢布⑤ꎮ 从事零售贸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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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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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Чудиновских О С ꎬ Денисенко М Б ꎬ Мкртчян Н В Временные трудовые мигранты в России
/ / Демоскоп Ｗｅｅｋｌｙꎬ ２０１３ № ５７９ － ５８０ ｈｔｔｐ: / / ｄｅｍｏｓｃｏｐｅ ｒｕ / ｗｅｅｋｌｙ / ２０１３ / ０５７９ / ｔｅｍａ０１ ｐｈｐꎻ Флоринская
Ю Ф ꎬ Мкртчян Н В ꎬ Малева Т М ꎬ Кириллова М К Миграция и рынок труда Институт социального
анализа и прогнозирования М : ИД Дело РАНХиГСꎬ ２０１５ С ５８ － ５９

Грицюк М Въезжаем в Новый год / /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ꎬ ２８ １２ ２０１４ г
Карачурина Л Б ꎬ Полетаев Д В ꎬ Флоринская Ю Ф ꎬ Ватлина Э С Домашние работники в

России и Казахстане: оценка положения домашних работников на рынках труда России и Казахстана /
Науч ред Ж А Зайончковская ООН － Женщины Алматыꎬ ２０１４

张美珍: «俄罗斯的中亚劳务移民现状及其问题分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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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非法移民还会形成垄断势力ꎬ 强买强卖的事件也时有发生ꎮ 此外ꎬ 有相当大

的一部分俄罗斯人认为外国劳务移民对他们的就业形成了竞争ꎬ 挤占了当地居民

的就业岗位ꎮ 根据全俄社会舆论中心在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的调研ꎬ ５６％ 的受访者认为

外国劳务移民挤占了当地居民的就业岗位ꎬ ２７％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在劳动力市场

上在一定程度上对当地居民形成了竞争①ꎮ 全俄社会舆论中心 ２０１３ 年的民调显

示ꎬ 只有 １６％的受访者认为外国移民有利于经济发展ꎬ 而 ４０％ 的人认为不利于

俄罗斯经济发展ꎻ 仅有 １５％ 的人认为外国移民为俄罗斯带来了更加开放的新思

想与新文化ꎬ 而 ４５％的人反对ꎻ 由此可见ꎬ 俄罗斯人对外国移民普遍存在不满

情绪ꎮ
另一方面ꎬ 近年来中亚劳务移民逐渐年轻化ꎬ 他们在俄罗斯生活在社会的底

层ꎬ 从事着俄罗斯人不愿从事的工作ꎬ 有些雇主还经常克扣和拖欠工资ꎬ 来自乌

兹别克斯坦的劳务移民大多不懂俄语ꎬ 也不了解俄罗斯的东正教文化ꎬ 因此中亚

劳务移民对俄罗斯人也存在不满情绪ꎮ 社会矛盾的积聚很可能会引发民族矛盾与

冲突ꎬ 甚至危及俄罗斯国家安全ꎮ

四　 俄罗斯针对劳务移民的政策调整

正因为劳务移民对俄罗斯的影响利弊参半ꎬ 俄罗斯人对待外来劳务移民也存

在严重的矛盾心理ꎮ 一方面他们希望引入移民来弥补人口下降ꎬ 缓解劳动力紧

张ꎻ 另一方面ꎬ 又顾虑到非法移民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危害ꎬ 主张对劳务移民实

施限制措施ꎮ 如何使外国劳务移民为俄罗斯的国家利益服务ꎬ 如何在吸引与限制

中找到平衡点是俄罗斯移民政策要解决的核心问题ꎮ

(一) 俄罗斯移民政策的主要方向

苏联解体后ꎬ 俄罗斯移民政策的重点主要是吸纳和安置被迫移民和难民ꎮ
１９９２ 年俄罗斯联邦移民局成立ꎬ 专门负责接收安置移民ꎬ 并处理移民相关事宜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来ꎬ 随着第二次移民潮的到来ꎬ 俄罗斯移民政策的重点转

向对劳务移民和非法移民的管理ꎮ 移民政策的主要方向包括: 第一ꎬ 鼓励海外的

俄罗斯同胞回国定居ꎮ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ꎬ 普京总统批准了 «同胞自愿移居俄罗斯国

９２１

①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изуч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ｈｔｔｐ: / / ｗｃｉｏｍ ｒｕ / ｚｈ / ｐｒｉｎｔ＿ ｑ ｐｈｐ? ｓ＿ ｉｄ ＝
９１９＆ｑ＿ ｉｄ ＝ ６３４９７＆ｄａｔｅ ＝ １４ ０７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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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纲要»ꎬ 其中提出了吸引海外俄罗斯同胞回国并到劳动力短缺地区定居的一系

列优惠及保障政策ꎮ 在 ２０１２ 年出台的 «２０２５ 年前俄罗斯联邦国家移民政策构

想» 中ꎬ 移民政策主要方向的第一条就是吸引海外的俄罗斯同胞回国定居ꎮ 第

二ꎬ 将独联体国家的移民作为优先引进的对象ꎮ ２００１ 年ꎬ 俄政府出台 «２０１５ 年

前俄罗斯联邦人口政策构想»ꎬ 该构想明确提出ꎬ 俄罗斯实行选择性的移民政策ꎬ
首先吸引来自独联体国家的移民ꎮ 第三ꎬ 以保证本国公民优先就业为原则ꎬ 加强

对劳务移民的限制ꎮ １９９８ 年俄政府通过了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０ 年俄罗斯联邦移民纲

要»ꎬ 其中规定了应保证俄罗斯本国公民在劳动力市场中就业的优先权ꎮ 按照这

一原则ꎬ ２００２ 年俄政府颁布并实施了 «关于向外国公民发放赴俄劳动签证配额

的规定» 和 «关于在各联邦行政主体分配外国人赴俄劳动签证定额的规定»ꎬ 法

规规定了各联邦主体吸引外国劳务移民的最大数额ꎮ ２００７ 年ꎬ «俄罗斯联邦外国

公民和无国籍人士移民登记法» 和新版 «俄罗斯联邦外国公民法律地位法» 正

式生效ꎬ 根据以上法律ꎬ 俄政府开始实施劳动许可证配额制度ꎬ 每年规定下一年

引进外国劳务移民的配额ꎮ ２００８ 年ꎬ 俄政府出台 «为移民培训俄语法»ꎬ 进一步

提高了劳务移民进入的门槛ꎬ 规定移民在申请临时居留证和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时ꎬ 应提交具有初级以上俄语水平的证明文件ꎮ 第四ꎬ 简化劳务移民的手续ꎮ
２００７ 年新版 «俄罗斯联邦外国公民法律地位法» 规定简化接收外国劳务移民的

手续ꎬ 还简化了外国公民和无国籍人士在俄居住地和临时居留地办理注册和登记

的手续ꎮ 第五ꎬ 加强对非法劳务移民的管理ꎮ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ꎬ 俄罗斯出台 «俄罗

斯联邦禁止外国人在售货摊位和市场从事零售工作的政府令»ꎮ 此后陆续出台了

对违法移民法规的劳务移民及非法滞留人员的惩罚办法ꎮ ２０１０ 年ꎬ 为了解决非

法劳务移民的问题ꎬ 俄政府决定实施劳动特许权证制度ꎬ 将在私人部门中工作的

免签国家劳务移民合法化ꎮ 第六ꎬ 对劳务移民实行区别化的引进政策ꎮ ２０１２ 年

出台的 «２０２５ 年前俄罗斯联邦国家移民政策构想» 提出ꎬ 应及时对俄罗斯劳动

力市场需求进行评估ꎬ 对外国劳务移民实行区别化的引进政策ꎮ 将具有高等专业

技能的人才、 企业家作为吸引劳务移民的优先方向ꎬ 并支持教育移民ꎬ 在求学期

间打工及毕业后就业等方面ꎬ 给予在俄留学生与俄本地学生同等的机会与条件ꎮ

(二) 劳务移民政策的新调整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 俄罗斯劳务移民政策又发生了一系列新的调整:
第一ꎬ 取消外国移民劳动配额制度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ꎬ 俄政府取消了长期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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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备受批判的外国移民劳动配额制度ꎮ 从 ２０１５ 年起ꎬ 在俄罗斯工作的劳务移

民ꎬ 无论其雇佣方是法人、 自然人还是个体经营者ꎬ 都必须按每月 １ ５６８ ４ 卢布

的价格办理为期 １ 个月至 １ 年①的劳动特许权证ꎬ 个别地区价格仍有上浮ꎬ 如莫

斯科及莫斯科州的价格为每月 ４ ０００ 卢布ꎬ 亚马尔—涅涅茨地区的价格为每月

６ ６２９卢布ꎬ 奥廖尔州价格为每月 ２ ０３８ ９２ 卢布ꎮ 获取劳动特许权证 １ 年之后ꎬ
还可继续延期 １ 年ꎮ ２ 年期满之后ꎬ 外国劳务移民应离境②ꎮ

第二ꎬ 对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公民实行较为宽松的劳务

移民政策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和 ５ 月ꎬ 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正式加入欧亚经济联

盟ꎬ 这两国公民将与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公民一样ꎬ 凭护照即可入境ꎬ 无需获

得劳动许可就可获得在俄罗斯工作的权利ꎮ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ꎬ 俄政府通过 «塔吉克

斯坦与俄罗斯关于保护塔吉克斯坦公民在俄罗斯的合法权益及劳务活动的变更备

忘录»③ꎬ 根据该文件ꎬ 在俄罗斯务工的塔吉克斯坦公民可获得为期 ３ 年的劳动

特许权证ꎮ
第三ꎬ 简化相关人员获得俄罗斯国籍的手续ꎮ 对于长期在俄罗斯境内居住并

说俄语的外国公民ꎬ 可简化其获得俄罗斯国籍的手续④ꎮ 简化企业家、 专业技术

人员、 合伙人和来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留学生取得俄罗斯国籍的手续ꎬ 不再对

居留期限予以规定⑤ꎮ 具体条件为: 企业家需在俄罗斯进行经营活动 ３ 年以上ꎬ
年收入不少于 １ ０００ 卢布ꎻ 专业技术人员需在俄工作 ３ 年以上ꎻ 合伙人需在 １ 亿

卢布资产以上的俄罗斯公司中拥有 １０％以上的股份ꎬ 并在近 ３ 年内向国家预算缴

税不低于 ６００ 万卢布ꎬ 满足条件的合伙人从事的行业不能为批发与零售贸易、 餐

馆与旅店、 广告、 房地产、 法律、 会计及审计等⑥ꎮ 来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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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２０１５ 年以前ꎬ 获得劳动特许权证的最长期限为 ３ 个月ꎮ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２４ １１ ２０１４ г № ３５７ － ФЗ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 правовом положени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граждан в РФ’ и отдельны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 РФ”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０２ ０４ ２０１４№ ４３ － ФЗ о ратификации “Протокола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я в

Соглашение между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ми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и России о трудов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и защите
правграждан Республики Таджикистан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ｓ ｇｏｖ ｒｕ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２３ июня ２０１４ г № １５７ － ФЗ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 гражданств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２３ ０６ ２０１４ г № １５７ － ФЗ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
гражданств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Ф от ３０ ０９ ２０１４ г № ９９４ “Об установлении видо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ꎬ при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 которых иностранному гражданину и лицу без
гражданстваꎬ являющимся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ыми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ямиꎬ а также иностранному гражданину и
лицу без гражданства － инвесторам предоставляется право на обращение с заявлением о приеме в
граждан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упрощенном порядк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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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需在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 日以后获得俄罗斯职业教育学历或高等教育学历ꎬ 并在

俄工作三年以上ꎮ
第四ꎬ 对免签人员的入境目的进行明确审查ꎬ 禁止以 “因私” 为目的在境

内进行劳务活动ꎮ 规定免签人员在入境俄罗斯时应填写 «移民卡»ꎬ 其中在 “入
境目的” 一栏中如没有填写 “工作”ꎬ 则无法取得劳动特许权证①ꎮ

第五ꎬ 对违反俄罗斯居留及劳动法规被驱逐出境的外国移民实行更严厉的移

民政策ꎮ 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０ 日起ꎬ 延长对非法滞留在俄罗斯境内人员禁止再次入

境的年限ꎮ 滞留期在 ２７０ ~ ３６０ 天的非法滞留人员②ꎬ 规定 ５ 年内禁止其再次入

境ꎻ 滞留期在 ３６０ 天以上的人员③ꎬ １０ 年内禁止其再次入境ꎮ
根据移民政策的主要方向及政策出台的时间可以看出俄罗斯移民政策变迁的

过程ꎬ 时至今日ꎬ 对不同类型移民实行区别化对待的政策方向愈加清晰ꎮ 在移民

引进的对象选择方面ꎬ 将海外的俄罗斯人作为最优先吸引的对象ꎬ 其次是高级技

术人才、 投资者和留学生ꎬ 以及懂俄语的独联体国家公民ꎮ 在中亚国家中ꎬ 哈、
吉两国是欧亚经济联盟成员ꎬ 这两国公民在俄罗斯务工无需获得劳动许可ꎬ 对塔

吉克斯坦的移民政策也相对宽松ꎮ 中亚劳务移民大多数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

者ꎬ 对于这类劳务移民ꎬ 俄政府逐渐加强了管理与监督ꎮ 而针对非法劳务移民ꎬ
在鼓励其取得合法身份的同时ꎬ 俄政府对违反俄罗斯法律法规的人员将予以更严

厉的惩处ꎮ
(责任编辑　 张红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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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２１ июля ２０１４ г № ２３０ － ФЗ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 правовом положени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граждан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根据俄罗斯移民局的统计ꎬ 截至２０１４ 年年底ꎬ 滞留期在２７０ ~３６０ 天的非法滞留人员约为７３ ４ 万人ꎮ
根据俄罗斯移民局的统计ꎬ 截至２０１４ 年年底ꎬ 滞留期在３６０ 天以上的非法滞留人员约为１２８ 万人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