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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黑龙江中俄边境
移民与城市化问题探究

邹继伟 刘景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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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黑龙江沿岸一带出现了大量的中俄两国的移民，黑龙江沿岸城镇

迅速出现并发展，这与两国的移民密切相关。然而这一时期两国所采取的移民政策不同，所取得的成果也

不相同，但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则是两国移民带来的客观影响。在此拟对这一时期黑龙江中俄边境移民与

城市化问题作出探讨，并希望对国家的边疆政策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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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①，中俄边界黑龙江沿

岸一带移民数量骤然增多，随之而来的是黑龙

江沿岸城镇的出现，移民作为生产技术的传播

者与文明的传承者，对当地经济的发展起到了

促进作用，加快了这一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可

以说这一时期黑龙江沿岸的中俄移民对边境城

市的发展起到了客观的作用。这一时期，中俄

两国政府均采取鼓励在黑龙江沿边地域进行移

民的政策，虽然两国的目的不尽相同，在黑龙

江沿边地区移民的历史背景、对边境城市化的

贡献等方面有显著区别，其直接导致的移民影

响也有明显的差异，但是移民在客观上促进了

当地城市化进程这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

一、中俄边境移民与城市化的历史背景

清朝兴起之前，东北的移民活动就已经相

当活跃，在黑龙江沿岸基本上形成了以渔猎为

主的文化区域。在清朝建立之后，清政府开始

注重东北边境的建设问题，并陆续出台了允许

向东北 移 民 的 诸 多 政 策，至 顺 治 十 年 ( 1653
年) 颁布“辽东招民开垦令”②，诸多关内的居

民开始移民关外。19 世纪中叶，中国面临着西

方列强的侵扰，条约体系开始对华夷秩序、朝

贡体系发起攻击，中国最终接受条约体系的构

架，割地赔款的同时引发了边疆危机。在自我

克服边疆危机的过程中，曾经实行的移民运动

对边疆危机的解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鸦片战争以后，黑龙江沿岸已经基本上完

成了内地化的进程，移民对黑龙江沿岸尤其是

中俄边境地带的社会结构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以后，

中国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 100 余万

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俄国，此时清政府采取

的边疆政策主要是实行移民。《中俄瑷珲条约》
签订时，在黑龙江沿岸定居的俄国移民约 2 万

余人，次年俄国政府采取了鼓励移民的措施，

其主要内容有: 发给流放黑龙江政治犯三年护

照，如表现良好，期限可延长; 驻扎在黑龙江

下游的水兵，服役满 15 年就可退休; 移民的生

活费用最初两年由政府提供; 政府放弃整个西

伯利亚矿藏专利权，任何人都可以去寻找宝石、
金子或开矿等等。以上措施极大地促进了俄国

远东地区的移民热情，到 20 世纪初，在俄国的

占领区域内的城市化建设速度较快。无论是中

国地方的移民还是俄国的移民，都和经济因素

是分不开的。在有利的经济因素的促使下，城

市化进程开始加快也是客观上势不可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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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俄边境移民及对边境城市化进程的

影响

18 世纪以后，在西方殖民者海外殖民地开

发的黄金时代，对劳动力的需求大量增加，移

民成为了一种比较风行的做法，但是也有不法

之徒。在 1860 年秋，“巴彦珠尔克等五处卡伦

百八十里至五、六十里，有夷人越界偷割羊草，

或二、三百堆至五七百堆不等”。同年夏天有俄

国人越界私垦土地 60 亩③。当时边境情况大体

是“自额尔古纳至黑河口三千里，江左俄屯处

处，接连不断，而江右一带多属旷地，并无人

迹”④，所 以 移 民 实 边 也 是 清 政 府 当 务 之 急。
1860 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 《北京条约》之

时，首次明确规定: “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

外洋别地承工，无论单身或愿携带家属一并赴

通商各口，毫无阻禁。”⑤至此，在《北京条约》
签订以后的几年之中，中国边境移民数量也逐

年递增。沙俄国家的远东移民运动大体上经历

了三个阶段，在沙俄确定远东移民的第一阶段

里也就是 1861 ～ 1881 年远东移民 16843 人，年

平均 802 人。在斯托雷平土地改革期也就是
1906 年左右移民达到最高峰。

在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每年大约有五百

名中国人来到远东地区务工。到了 19 世纪 90
年代，在西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之下，中国的

破产农民以及失去土地的人越来越多，加之中

东铁路开工后大量招募华工，由此赴俄务工的

高潮一直持续到 1904 年。俄国政府的施政者分

析了中俄两国移民文化上的差异，认为俄国人

在边境地带无力 “同化”当地的中国人。为了

实现占领远东地区的计划，俄政府实行了限制

华工入境的一系列措施。1900 年，阿穆尔边区

总督别涅夫斯基在海参崴和伯力成立了专门研

究中国和朝鲜移民问题的委员会，并且制定了

限制中国移民的相应措施。但这些措施多倾向

规范移民行为，而非实际意义上的禁止，所以

移民活动从未停止。1882 ～ 1901 年，远东移民

年平均 2605 人。这一时期的俄国政府为了增强

远东防务、解决军队食品供应等诸多问题，也

开始努力开发这一地区。移民数量的逐渐递增，

当地商品经济的逐渐发达，有力地促进了 20 世

纪初期城镇化时代的到来。
移民到中俄边境地带，这些人所从事的行

业也比较复杂，相比较而言，中国移民更多的

从事着经营农场、牧场、原始森林的伐木场等

行业，充当着煤矿和金矿力工、仆役及商贩等。
中国移民所生产的粮食有一大部分是用来酿酒

的，所以中国人则成了当地烧酒的最早供货商。
除了这些行业外，中国移民还在内河航运和远

洋运输中，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而他们运输

的商品主要有烟、酒、糖、茶等日用必需品，

用来换取海产品、毛皮等，再运回国内贩卖。
俄国人所从事的职业大体同中国人相同，

但俄国人很少涉猎农场和牧场的经营，更多的

则是从事企业主、贩卖货物等职业。据统计，

1910 年在阿穆尔州和滨海州的商业企业中有俄

国商贩 5958 名，中国商贩 3393 名 ( 约占俄国

人的56. 9% ) ; 俄国企业主 1013 人，中国企业

主 874 人 ( 约占俄国人的 86. 3% ) ; 在商业领

域工作的俄国人 6971 名，中国人 4267 名 ( 约

占俄国人的 61. 2% ) ⑥。总的来说，在这一时

期，中俄两国的移民都从事着建设边境的重要

角色。
近代俄国地区人口向西伯利亚边疆地区流

动，基本上多由政治、军事、经济等诸多方面

的因素影响，由国家组织的人口迁移，还有的

是自发性的人口迁移。而这种自发的因为经济

政策宽松、有利自身发展的因素移民的数量较

多，并且占很大的比重。同时期的中国移民，

移住这一地区的因素也是受政治导向、经济吸

引等因素的影响。所以中俄移民移往这一地区

的人口很多都是来自经济和文化较为发达的地

区，并且年富力强、有生产能力者居多。他们

的到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伯利亚地区

劳动力不足、人烟稀少的局面，不仅使人口相

对平衡，也有力地改善了劳动力的素质。伴随

移民的大量迁入，欧俄的行政制度、文化传统、
社会风俗等也在当地流传开来，随着商品经济

的进一步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的城市化水

平。

三、中俄边境城市化的意义

在中俄边境移民大批涌入的情况之下，在

黑龙江沿岸就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移民社会群

体。随之而来的，便是原本并不被众多人所关

注的边境移民，却在边境冲突与巩固中凸显了

重要的作用。黑龙江城———瑷珲城，黑龙江将

军所辖五城中最北处，也是扼守黑龙江沿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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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重要的一城。在清朝顺治康熙时期，为抵

抗俄国殖民主义的侵略，中国政府通过武装移

民，在黑龙江两岸建立基地，其主要目的是保

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这也为中俄边境城市

化的发展提供了和平环境的保障。
综上，在黑龙江沿岸的中俄移民经历了百

年的发展，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期，在黑龙江

沿岸已经初步形成了城市化，两国移民对边境

城市化的贡献也已经凸现出来。黑龙江上中游

地带处于东北亚的中心地区，是中俄两国经贸

往来的前沿和重心，如今已形成中俄齐心合力、
共铸黑龙江区域繁荣的良好氛围。但同时也应

该看到，在黑龙江沿边地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移民问题正日益成为

影响地域经济发展的敏感和热点问题。两国政

府应该撇开历史成见，以发展的眼光和宽容的

胸怀正确处理两国在沿边地带的移民问题，如

此，黑龙江地域经济的腾飞指日可期。
透过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俄两国在黑

龙江沿边地带城市的发展与移民的研究，应该

能够为当今黑龙江地域经济的发展提供历史借

鉴。通过本文的简略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到移

民对该地域的城镇变化的影响，这也是移民史

的研究内容。中俄两国政府采取不同的移民政

策、移民目的，导致两国在黑龙江沿边地区移

民的政治目的、经济政策、实施手段和具体操

作过程有着显著区别，这些需另拟专文探讨。
这种差别化的移民方式，造就了今天黑龙江沿

岸的中俄边民们众多不同与许多差异，但是为

边境城市化发展起到的作用却是切切实实存在，

不能否定的。

本文系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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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编号: 12512202 ) ; 黑龙江省社科研究规
划项目: 中俄界江历史与界江文化研究 ( 批准
号 10D008) 的系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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