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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俄罗斯远东地区的 �中国移民 �现象探究

姜占民
(黑河学院 俄语系,黑龙江 黑河 164300)

� � 摘 � 要:伴随中俄商贸活动的开展, 中俄商贸活动中的贸易伙伴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来的国有企事业单位

逐渐转换成个体商贩。由于从事商贸活动的人员大量增加, 于是有了 �中国商贸人员移民俄罗斯远东地区�及

�中国威胁论�的观点。从客观的角度看,中国个体商贩大量出现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完全是因为商业利润所吸

引。为了追求商业利润,大量中国个体商贩以不同的身份来到俄罗斯远东地区。从中国个体商贩自身活动特

点看,中国移民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观点是不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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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于中俄商贸活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即原

有的国有企事业单位所从事的商贸活动突然停止

下来, 原先对等的经贸伙伴突然缺失,造成中俄商

贸活动的降温。在中俄两国国家领导人力求改变

这种状况的同时,中俄两国个体商贸人员涌进了

这个大市场,这个大市场为中俄个体商贩留下了

巨大的贸易空间。因为以个体商贩为主体的中国

商贸人员大量涌进俄罗斯远东市场,俄罗斯远东

地区中国商贩人数急剧增加, 于是在俄罗斯有了

中国要移民俄罗斯远东的说法。

� � 一、中国商贸人员涌入俄罗斯远
东地区的历史背景

� � 俄罗斯远东地区移民局对中国商贸人员数量
激增产生了恐惧感,认为中国移民人数的增加会

同化俄罗斯民族, 为国家安全担忧。中国商贸人

员数量增加主要是中俄贸易伙伴缺失为个体商贩

留下了巨大商机引起的。如果我们认真分析就会

了解这些商贸人员赴俄的目的, 那就是追求商业

利益。

国营企业退出,留下巨大的市场。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中俄双方的商贸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作者本人就是这一时期的见证人。可是好景不

长,由于中俄双方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变化 � � � 从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

双方的贸易伙伴产生了严重的缺失现象, 双方都

失去了从事商贸活动的运作人, 失去了商贸运作

单位, 贸易活动因此无法进行下去。出现这种情

况的原因有许多:首先,苏联的解体使国有体制发

生了根本变化 � � � 从国有制向私有制转变, 大型

国有企业私有化; 其次,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企业

纷纷破产,与中国从事经贸活动的主要单位失去

了从事经贸活动的能力,主要是指经济能力,即缺

乏资金支持;最后,卢布的贬值加速了这些企业实

体解体,结果是许多企业资不低债。中国的大型

国有企业也面临着同样的窘境:企业运营不善,担

负大量的债务,缺乏资金支持。在转制过程中,这

些企业陆续破产, 仅有少数企业留存下来。中俄

双方的国有企业因为转制的原因而退出了商贸活

动,这样就留下了巨大的市场, 有待于人们去经

营。中俄双方经贸活动所关注的是各自获得利益

的多少,当贸易伙伴缺失现象出现时,中俄双方都

设法改变这种状况。中俄个体商贸人员利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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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好时机,迅速占领这个市场。俄罗斯远东地区

是中俄经贸活动的主要地区, 大量的中国个体商

贩出现在俄罗斯远东地区也就不足为怪了。

国家转制过程中留下巨大贸易空间。随着中

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俄罗斯远东地区可提供给中

国的商品种类不是很多。俄罗斯出口中国的主要

是资源性商品, 但这又是俄罗斯不愿意提供给中

国的。俄罗斯远东地区远离俄罗斯中心地区, 生

活必需品的供应实在是很艰难, 而中国所提供的

轻工产品都是俄罗斯人民生活所需要的, 因此大

量中国商品涌进俄罗斯市场, 这就出现了商品不

对等的情况。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济状况为周边

国家提供了商机,贸易伙伴的缺失更为中俄个体

商贩提供了巨大贸易空间。大量的中国个体商贩

为了追求商业利润而涌入俄罗斯远东地区, 以至

于只要有市场的地方就有中国个体商贩在那里经

营。这些商贩的构成很复杂, 商贩的数量也超过

了前一时期的贸易伙伴数量, 俄罗斯移民局因此

担心中国要向俄罗斯移民。事实上,俄罗斯境内

中国个体商贩数量的增加根本不能说明中国有移

民的倾向,因为只要了解这些商贩赴俄的目的,这

个问题就不难解释了。

俄罗斯远东地区对中国商品有很强的依赖

性。俄罗斯远东移民局虽然担心中国个体商贩会

定居在远东地区,但是俄罗斯市场暂时又离不开

这些中国个体商贩。由于国家体制的转变, 远东

地区人民生活必需品的补给和供应得不到满足,

而中国个体商贩提供的轻工商品又及时解决了这

一问题。可以肯定地说, 远东市场依赖于中国商

品,以解决地方的燃眉之急。中国商贩运到远东

地区的商品种类齐全, 价格合理。他们不知不觉

地帮助俄罗斯政府解决了远东地区生活必需品的

供应问题,使当地避免了因生活必需品短缺引起

的社会混乱。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就俄罗斯远

东市场的发展状况看, 远东地区依赖于中国轻工

商品生活的现象还没有得到改变。

� � 二、俄罗斯远东地区中国商贸人
员的特点

� � 俄罗斯移民局担心中国会有大批商贸人员移
居到俄罗斯远东地区, 如果我们认真分析在俄罗

斯远东地区从事商贸活动的中国商贸人员的结构

及特点就会得出与俄罗斯移民局相反的结论。

中国商贸人员的流动性。移民必须具备一些

明显的特征。中国个体商贩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

流动性就不符合移民的特征。这些商贸人员随着

市场的变化而变动,商品销售的好与坏决定了这

些人员在该地区的停留时间。这些中国商贩主要

以家庭、亲属和同乡的形式出现在俄罗斯远东地

区,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小团体。这些商贩人数

取决于当地市场的大小,如果市场销售得比较好,

中国商贩就会聚集到这里,如果销售得不好,有些

商贩就会寻找新的市场,离开这里。所以说,俄罗

斯远东地区的中国商贩流动性比较大。自 2009

年至今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 俄罗斯远东地

区居民购买力下降, 迫使大批的中国商贩回国。

中国个体商贩离开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货物销售

得不好,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生活消费无法承担,

即入不敷出,不但赚不到钱,反而要赔钱。所以大

量的中国商贩离开了俄罗斯远东地区而回国。

中国商贸人员的追求利益性。俄罗斯远东移

民局担忧中国个体商贩移民远东地区的观点是不

成立的。之所以这样说,理由很简单,因为中国个

体商贩最关心的是所获商业利润的多少。如果当

地市场让他赚到了钱,他会在此经营一段时间;如

果没有赚到钱, 他会换一个市场, 去别处经营; 如

果整个俄罗斯都没有赚钱的机会时,他会选择回

国,躲避风险。他们到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主要目

的很简单,那就是赚钱。中国个体商贩在俄罗斯

远东地区的利益性让我们否定了俄远东移民局的

说法。每一个中国人对家的情结, 是用一两句话

语解释不清楚的。走得再远,他们还是要回家的,

回来时带回他们多年的收获,和家人共享,这才是

我们中国人的最终目的。所以, 所有中国个体商

贩在俄罗斯远东的商贸活动是短期的,他们像候

鸟一样,往返于中俄两国。从利益角度看,他们不

会移民到俄罗斯远东地区的。

中国商贸人员构成的复杂性。俄罗斯远东地

区的中国居民中有个体商贩、建筑工人、农业种植

人员、留学生、国内企事业单位驻外人员等。在该

地区的中国居民中,个体商贩占绝大部分,其次是

建筑工人和务农人员,他们的目的就是获取商业

利润。个体商贩的成员很复杂, 主要是下岗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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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工人和农民;建筑工人绝大多数是农民;务农人

员也都是农民, 他们构成了远东地区中国居民的

主体部分。 2004年仅黑龙江省在俄从事农业种

植、畜牧养殖、农产品加工、山产品采集等各种劳

务人员累计达到 3. 4万人次, 农民出门赚钱养家

糊口, 他们的想法很简单,不会考虑移民的问题。

留学生和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是很少的一部

分,他们在远东地区的目的也很明确,那就是学习

和工作。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学习任务和工作任

务,他们就会回国,这一部分人员也不会有移民的

想法。中国个体商贩占俄罗斯远东地区中国居民

的绝大部分,而这些人多数由农民构成,他们所关

心的是能否赚到钱回家。从俄罗斯远东地区中国

居民构成和他们追求利益的特点来看,他们不会

移民到俄罗斯远东地区。另外, 受美国次贷危机

的影响,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济环境大不如从前

了,中国个体商贩陆续选择回国回避风险。

� � 三、中国商贸人员对俄罗斯远东

地区的影响

� � 早期的商贸人员稳定了俄罗斯远东市场。苏

联解体后, 俄罗斯远东地区轻工、民用产品匮乏,

与老百姓生活休戚相关的物品难以买到, 日韩、欧

美国家产品又价格昂贵,这时, 中国商品大量打入

俄罗斯市场,尤其是远东地区。这些商品满足了

该地区居民生活的需要, 填补了俄罗斯商品不足

的空缺,避免了因商品奇缺引起的社会混乱,起到

了稳定社会的作用。

早期的商贸人员促进了中俄关系的发展。俄

罗斯转轨初期,中俄贸易活动进行得井井有条,双

方获得了各自的最大利益。从事贸易的企业基本

上都是国有企业, 承担着国家分配的任务。在良

好的政治环境下,中俄贸易企业从对方那里获得

了较好的收益。除了政治利益之外,商业利益是

国家最关心的, 也是中俄两国合作的最大目的。

俄罗斯远东地区也是中俄两国贸易中心地区, 中

俄两国商贸人员所担负的工作任务是很有意义

的, 企业间的商贸活动促进了中俄关系的发展。

但是, 转轨中国有企业的倒闭让中俄贸易陷入了

迷茫之中。双方失去了贸易伙伴, 中俄贸易向何

方发展,成为人们担忧的一件大事。

中国个体商贩对俄罗斯远东经济发展和居民

生活改善做出巨大贡献。中俄两国在市场转轨过

程中, 由于贸易伙伴的缺失, 导致双方贸易额下

降,双方贸易趋于停顿状态。中俄贸易市场出现

了空白点,中国的个体商贩抓住了这一时机,快速

进入俄罗斯市场。中国的个体商贩带去了俄罗斯

普通市民生活的必需品, 同时也获得了可观的经

济效益。俄罗斯远东地区是中俄贸易活动的中心

地带, 也是中国个体商贩最集中、最多的地区。中

国个体商贩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商贸活动, 繁荣

了俄罗斯远东的商业市场。俄罗斯远东地区经济

的发展是和中国个体商贩的商业活动分不开的。

商贸人数的增加加重了俄罗斯的担忧。俄罗

斯传统上不是一个移民国家, 苏联解体后国力走

向衰弱。在远东人口不断减少, 而我国劳动力过

剩的情况下,俄对外来人口格外敏感。尽管中俄

两国已顺利解决了边界问题, 仍有部分俄罗斯人

对中国公民赴俄心存疑虑。中国商贸人员活跃了

俄罗斯市场,也使俄罗斯远东地区移民局产生了

担忧, 担心中国向俄罗斯移民, 担心的原因就是俄

远东中国个体商贩数量的增加。

� � 四、结论

� � 对于当代中国商贸人员移民俄罗斯远东地区

的观点,笔者是持否定态度的。从目前俄罗斯经

济发展的状况看, 不存在中国商贸人员移民俄罗

斯远东地区的可能性,因为这些中国商贸人员主

要是从事商业活动, 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中

国商贸人员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数量取决于这个

市场的需求变化, 经济利益决定了中国商贸人员

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多少。不会移民该地区的原

因很简单:俄罗斯远东地区社会治安状况较差,中

国商务人员和留学人员在远东生活缺少安全感;

一些执法人员敲诈勒索,投资环境较差,一些俄罗

斯人有排外情绪,即使是成功人士, 也很难进入俄

罗斯主流社会; 更何况俄罗斯远东地区目前的经

济发展水平还不及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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