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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特殊移民政策的历史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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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世纪 %" 年代至 &" 年代，苏联政府通过推行特殊移民政策将 ."" 万人口强制迁往国家边远地区，人为制造

了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特殊移民。特殊移民政策历经了两个发展阶段：%" 年代的流放富农和 +" 年代至 &" 年代

初的民族驱逐。,-&% 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国家新领导人颁布了一系列解放法令，特殊移民人数迅速减少。,-.&
年，特殊移民基本停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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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世纪 %" 年代至 &" 年代初苏联政府通过实

行特殊移民政策，主要以流放富农和驱逐少数民族

等方式，人为制造了一个特殊社会群体，当时官方文

件称之为特殊移民。特殊移民是斯大林执政时期遭

到当局强制迁移的“特殊人口”（“特殊人口”一词最

先见诸于古拉格文件。它具体包括：囚犯、特殊移

民、动员民、战俘、被拘留者、检查 $ 过滤营（!"#）

犯人，等等。,-!- 年至 ,-&% 年苏联境内此类人口

共计 %!"" 万人，其中囚犯约有 ,#"" 万人［,］，%" 年

代产生的特殊移民约 !&" 万人［!］，+" $ &" 年代初又

有约 %&" 万人成为特殊移民［%］，被内务部各机关动

员进入劳动军的特殊人口 +"" 万，检查 $ 过滤营犯

人超过 !"" 万人，战俘 ++" 万人，被拘留者约 !L 万

人）［+］之一；除流放富农外，还包括德意志、车臣、印

古什等被强制迁移的少数民族和其他一些带有少数

民族特征的社会组织；社会地位较其他特殊人口优

越，但又比一般苏联公民（如农民）低下；只能居住

在政府事先指定区域，受到严格监督，必须定期到当

地移民区警备管理机关登记，不经相关部门同意，不

得随意离开，否则便要受到罚款、拘留甚至被追究刑

事责任，关进监狱或罚作苦役。

!" 世纪 #" 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大量官方档案

对外开放，俄国学者在特殊移民研究领域取得了巨

大的进步（主要代表人物有 $5 %5 兹姆斯科夫，%5
"5 布卡依等。他们发表了关于特殊移民的专著，如

&’()’*+(,(-). / &&&0 ,-%" $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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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6%0E $ FF，,--&95 等，以及大量相关

文章）。-" 年代初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学者在相关

文章和专著中都涉及了苏联特殊移民问题，但时至

今日仍没有人对这一课题进行系统性的研究（王晓

菊 !""% 年撰写了一本著作《俄国东部移民开发问题

研究》，间接涉及苏联特殊移民。相关文章有：谭继

军《试论苏联特殊移民的饥饿现象》，俄罗斯研究，

!""+ 年第 , 期；冯佩成《苏联农业集体化中的特殊

移民现象》，俄罗斯研究，!""& 年第 % 期），一些学者

甚至认为特殊移民只是指流放富农。笔者拟运用近

年来国内和俄罗斯学者出版的专著及发表文章中所

提供的苏联 $ 俄罗斯国家档案馆解密史料，尝试对

特殊移民政策的历史演变进程作一梳理。

一

列宁逝世后不久，联共（布）党内便爆发了列宁

生前所担心的分裂和激烈的权力争斗。!" 世纪 !"
年代末，随着斯大林击败各个反对派，确立了自己在

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地位，斯大林模式开始在各方

面取代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特殊移民政策也随即出

笼。该政策具体包括人口的迁移、移民区管理、特殊

移民的安置和政治地位等多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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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移民政策的出台

!#$# 年 !$ 月 $% 日斯大林作了《论苏联土地政

策的几个问题》的演讲，他说：“现在在全盘集体化

地区剥夺富农财产已经不是简单的行政措施。现在

在这些地区剥夺富农财产是建立和发展集体农庄的

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现在来多谈谈剥夺富农财产

问题便是可笑而不严肃的。既然割下了脑袋，也就

不必怜惜头发了。”［&］!#’( 年 ! 月 $! 日斯大林在

《红星报》上又发表了《论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问

题》一文，进一步指出：“目前党在农村中的政策并

不是旧政策的继续，而是从限制（和排挤）农村资本

主义分子的旧政策向消灭富农阶级的新政策方面的

转变。”［)］遵照斯大林上述的讲话精神，!#’( 年 $
月 ! 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

于加强全盘集体化地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与富农

作斗争》的决议，从法律上明确了消灭富农阶级的

新政策。!#’( 年 $ 月 * 日，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和

全苏集体农庄中央草拟了关于消灭富农阶级的指

令，并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的

名义电告各地苏维埃政府。由此，当局在全国范围

内掀起了一场暴风骤雨式的消灭富农运动。

遭到当局镇压的富农具体包括以下三个类别：

其一，反革命积极分子———积极反对集体农庄组织，

擅自逃离常住地和以非法身份存在的富农分子；其

二，各地区对反苏维埃富农积极分子提供支持，并对

之产生重大影响力的大富农；其三，落后的富农。第

一类富农的家长均遭到逮捕，并由国家政治保安总

局特派员、俄共（布）州委（边疆区委）和检察院组成

的三人小组负责此类案件的审理工作。针对第三类

富农的迁移，由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负责，一般情况

下只在各州或边疆境内执行。第二类富农和第一类

富农的家属均被迁往国家在边远地区为其划定的特

殊移民区。具体由当地村苏维埃提出名单，区苏维

埃执委会负责编制名册和实施没收富农财产的行

动。在 !#’( 年、!#’! 年两年里，苏联境内共有 )(
万户富农被剥夺财产，$* 万户被强制迁徙［%］。西伯

利亚、乌拉尔等边远地区出现了许多“富农流放”

区。!#’& 年以后，当局将“富农分子”强制迁往特殊

移民区的活动仍在继续，但迁移的规模明显趋缓。

$" 特殊移民区的管理

!#’! 年 % 月 ! 日，苏联人民委员苏维埃颁布了

《关于特殊移民安置》的决议，责成国家政治保安总

局承担特殊移民相关事宜。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要求

古拉格（集中营管理总局，!#’* 年以前它归国家政

治保安总局辖制，!#’* 年以后从属于内务人民委员

会）来具体负责特殊移民区的组建工作。根据苏联

人民委员会相关决议，古拉格肩负了对特殊移民的

行政监督、生活和劳动安置等各项职能。

为了对 ! %*! 个 特 殊 移 民 区 实 施 管 理，截 至

!#’+ 年 ) 月古拉格共设置了 !&( 个区级和村级警

备派出机构。!#’% 年，特殊移民区管理和警备机关

共有工作人员 $& ((( 人。由内务人民委员管理局

劳动移民部和地方囚禁部负责这些警备派出机构的

领导工作。其在中央的最高管理机关为苏联内务人

民委员会。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古拉格劳动移民区

部、内务人民委员管理局地方囚禁部劳动移民区分

部、区级和村级警备机关等行政费用的&,（!#’! 年

+ 月前为 $&,，!#’$ 年 $ 月前为 !&,）由在经济部

门从事劳动的特殊移民的工资来支付［+］。

为了防止移民逃跑，当局将数百个特殊移民区

建立在根本不适于人类正常生活的地方。西伯利亚

边疆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全权代表在一份文件中曾

提到：“移民区的设立应经过仔细地考查和研究，最

好能建在那些荒无人烟和遥远的北部地区为宜⋯⋯

应遵循以下原则———要考虑经济方面（便于当地农

业和工业部门利用移民的劳动力），同时也要兼顾

政治因素，以便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沼泽、交

通不便等）确保移民无法逃走。”［#］

’" 特殊移民的生活和劳动安置

移民初期，由于移民区管理当局对特殊移民的

生存状态漠不关心和大量挪用国家划拨给特殊移民

的粮食，“流放富农”的生活相当艰难，物资供应紧

张。只是到了 $( 世纪 ’( 年代中期，在预感到未来

已不会再有大量新移民到来的情况下，当局才开始

关心特殊移民的生活情况。相关部门也责成苏联物

资供应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林业部门从 !#’’ 年 ! 月

! 日起对特殊移民实行物资凭证供应制度［!(］。截

至 !#’& 年，流放富农 - 特殊移民在各移民区的生活

已逐渐稳定下来。!#’& 年，西西伯利亚北部特殊移

民共有住房 !) +!# 所和带有防寒设施的简易宿舍

$#& 所，但仍有 !$, 的特殊移民居住在土窑或半土

窑式的居所内［!!］。

特殊移民劳动力被广泛利用在工业、农业和畜

牧业各领域。特殊移民在工业部门的劳动安置主要

依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与经营机构之间所签订

的合同进行。特殊移民的工资和其他工作条件与所

有国家职工和公务人员一样，但不得参加工会组织；

其工资的 &,将被扣除［!$］。根据相关决议，!#’* 年

以前在农业部门从事劳动的特殊移民均可免交国家

和地方所有税务。过了这一规定期限以后，所有特

殊移民跟一般农民一样，得向国家义务交纳各种赋

税。不过，由于迁移初期特殊移民经营条件极其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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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政府不得不延长了移民的纳税期限。比如，苏联

财政人民委员会 !"## 年 $ 月 %& 日决议便指出：“在

!"#$ 年 ! 月 ! 日以前将免除西西伯利亚和哈萨克

斯坦等地特殊移民的所有赋税。”［!#］特殊移民劳动

力还被用于土地开发和发展当地的畜牧业。

’( 特殊移民的政治—社会地位

特殊移民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明显或隐约地遭

到政府有关部门的歧视。比如，!"#" 年 $ 月 !& 日

苏联人民委员苏维埃事务负责人 !( "( 赫洛莫夫在

给内务人民委员 #( $( 贝利亚等所写的一封信中便

这样写到：“苏联人民委员苏维埃认为，让劳动移民

作为候选人参加农业展览会是不合适的。”内务人

民委员会各地方机关也多次发出通知，要求禁止向

劳动移民身份的先进生产者发放前往疗养院、休养

所和度假胜地的证明，以避免其在休假期间从政府

指定的移民区逃跑［!’］。

%) 世纪 #) 年代，流放富农 * 特殊移民无权服

兵役。!"#% 年 ’ 月 ’ 日，苏联人民委员苏维埃颁布

的《关于将特殊移民区后方民兵用于国防工作》的

决议便强 调：“不 得 将 特 殊 移 民 适 龄 人 口 征 召 入

伍。”［!+］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严禁特殊移民私自

掌握军事知识和兵器使用技能，防止特殊移民自发

的军事化倾向。根据古拉格 !"#% 年 !% 月 ’ 日通

令，甚至连特殊移民子女组织少先队也被禁止［!$］。

移民初期，所有特殊移民都被剥夺了选举权。

!"## 年，特殊移民子女开始恢复此项权利。!"## 年

# 月 !& 日，苏联中央执委会主席团颁布的《关于恢

复富农子女选举权条例》规定：“流放富农子女成年

后，如果能从事社会有益劳动，区执委会可恢复其选

举权。”［!&］但成年特殊移民要获得这一权利，至少得

经过 + 年的移民期，另外有关部门还得对其工作和

品行情况进行严格的审查和鉴定。!"#$ 年 !% 月 +
日，苏联颁布了新宪法。根据宪法第 !#+ 款，特殊移

民已被认为是拥有完整公民权的苏联人。他们参加

了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和地方苏维埃的选举活

动，但仍无权返回原迁出地。!"#& 年 , 月，%( %( 普

里涅尔在一份给 &( %( 叶若夫的报告中写到：“近 #
* ’ 个月来，中央和地方政府机关收到了特殊移民

的大量申诉书，他们纷纷抱怨说，虽然国家通过了新

宪法，但特殊移民的法律地位实际上并未发生任何

改变。”［!,］

还在 %) 世纪 #) 年代初，便有一些少数民族被

以“富农”名义遭到迁移（比如，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地区的德意志族人和波兰人便有很多被作为富农遭

到了强制迁移）［!"］。#)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农业全

盘集体化的实现和国际形势的紧张，当局又将分布

在国家边境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强制迁入特殊移民

区。最先遭到强制迁移的是居住在苏联西北部列宁

格勒州和卡累利自治共和国境内的芬兰人，随后便

是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波兰人，南部外高加索

地区的库尔德人和伊朗人以及远东地区的朝鲜人，

等等。各种迹象均表明，苏联特殊移民政策的重心

正从流放富农转向民族驱逐。

二

!( 当局放松对流放富农 * 特殊移民的控制，此

类人口数量不断缩减

整个 %) 世纪 #) 年代，迁入特殊移民区的流放

富农 * 特殊移民由于各种原因（如死亡，“不公正迁

移”，子女求学，根据 !"#, 年 !) 月 %% 日苏联人民委

员苏维埃解放决议、转交抚养、转交有关组织照管

等）不断“损失”。期间，只是由于不断有新移民的

加入，流放富农 * 特殊移民的人口总量才一直维持

在 ") 万人左右。从 %) 世纪 ’) 年代起，此类特殊移

民人数不断萎缩（见下表）。

!"’! 年至 !"+’ 年流放富农 * 特殊移民人数变化基本趋势

年 - 月 - 日 人. . 数

!"’! 年 !) 月 ! 日 "#$+’&

!"’% 年 ! 月 ! 日 "!!&!$

!"’# 年 ! 月 ! 日 &%’’",

!"’’ 年 ! 月 ! 日 $$"$,&

!"’+ 年 ! 月 ! 日 $#!!#&

!"’$ 年 ! 月 ! 日 +""’&&

!"’& 年 ’ 月 ! 日 ’,!!,$

!"’, 年 ! 月 ! 日 %!)++$

!"’" 年 !) 月 ! 日 !!+!!%

!"+) 年 ! 月 ! 日 !),#,$

!"+% 年 ! 月 ! 日 ’%!$$

!"+# 年 ! 月 ! 日 %’$,$

!"+’ 年 ! 月 ! 日 !&!%!

. . 注：该表系笔者根据 ’( &( 兹姆斯科夫的专著《!"#) *
!"$) 年间的苏联特殊移民》中的相关数据编制。

导致流放富农 * 特殊移民人口总量不断下降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

（!）战争前夕和战争期间，当局再未延续以前

的流放富农政策，流放富农 * 特殊移民人口来源

枯竭。

（%）残酷的战争环境，导致此类移民人口大量

流失。比如，战争初期乌克兰的赫尔松州，卡累利 *
芬兰共和国和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奥尔德若尼基

则夫斯克边疆区、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诸州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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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移民区均被敌人占领。据当局 !"## 年的统计数

据显示，德国人占领期间仅赫尔松地区流失的流放

富农 $ 特殊移民便有 % &%’ 人［&’］。

（(）战后，流放富农 $ 特殊移民人口构成中非

生育年龄段（中老年和 !) 周岁以前儿童）人口比重

迅速增加，其人口出生率低于死亡率。根据下表所

示相关数据，除 !"#) 年外，!"#% 年至 !"%’ 年的其

他年份流放富农 $ 特殊移民的人口出生数量均低于

死亡数量，最终统计结果也可得出同样结论。

!"#% 年至 !"%’ 年间“前富农”$ 特殊移民人口

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比值［&!］

年* 代 出生人数 死亡人数
出生人数与

死亡人数比值

!"#% 年 )%(& +!") $ !，&%

!"#) 年 )&)" %"+’ , !，’%

!"#- 年 &+&) (&!) $ !，!#

!"#+ 年 !!)% !"+’ $ !，-’

!"#" 年 !’"- !#%’ $ !，(&

!"%’ 年 (%- -(# $ &，’)

总* 计 !+)#) &!%%) $ !，!)

（#）战后，许多集体化期间被流放的德意志、车

臣、印古什等族人均被根据民族特征迁入各少数民

族 $ 特殊移民区。比如，截至 !"%& 年 - 月 ! 日流放

富农 $ 特殊移民人数仍有 &+ ’’" 人，但其中并未包

括 !"(’ 年至 !"(( 年及稍后被驱逐的各少数民族，

如德意志族 !( +"+ 人、卡尔梅克族 +- 人、格鲁吉亚

族 ! -!) 人、北高加索移民 #%’ 人和克里木移民 !)
人［&&］。他们被当局依照民族特征归入德意志族、卡

尔梅克族等特殊移民类型。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

当局对流放富农 $ 特殊移民所实施的大范围解放

政策。

第一，解除服军役者及其家属的特殊移民身份。

!"#& 年 # 月 !! 日，苏 联 国 防 委 员 会 颁 布 了 第

!%-%!! 号决议。根据该决议，!"#& 年 # 月至 % 月，

“共有 (% ’’’ 名特殊移民适龄人口”被征入红军。

自战争开始至 !"#& 年 !! 月 ! 日，应征入伍的流放

富农 $ 特殊移民数量共计 )’ -#- 人［&(］。!"#& 年 !’
月 && 日，苏联内务部人民委员会又颁布了《关于注

销参加红军的特殊移民及其家属的特殊移民身份》

的第 ’’&(’( 号法令。该法令规定：在一个月期限内

“注销所有参加红军的特殊移民及其直系亲属（妻

子、子女）的特殊移民身份”，并“无条件地向其发放

公民证”和“免除其 %. 的工资提留”。!"#( 年，从

移民区获释的特殊移民 $ 红军战士及其家属共计

!’& %&’ 人［&#］。

第二，政府以前所公布的解放特殊移民相关法

令继续发挥效力。比如，自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根据苏联人民委员苏维埃 !"(+ 年 !’ 月

&& 日决议（!"(+ 年 !’ 月 && 日决议规定，凡“前富

农”$ 特殊移民子女，在 !) 周岁以前身份随家庭而

定，当其年满 !) 周岁以后，将被注销特殊移民身份，

并成为自由的、享有完整权利的苏联公民）［&%］共有

!() &#’ 名特殊移民获释。!"## 年至 !"%( 年，仅凯

梅洛夫斯克州 ) 万名流放富农 $ 特殊移民中便有

#" %!( 人根据该法令获得解放［&)］。

第三，当局认为，流放富农 $ 特殊移民经过数年

改造，已成为“能够积极从事社会有益劳动的守法

公民”，因而出台了一系列解放此类人口的决议和

法令。比如，苏联内务部人民委员会和苏联检察院

!"## 年颁布的决议规定：“过去擅自离开移民区的

特殊移民，如果近年来一直在从事社会有益劳动，则

不必 返 回 特 殊 移 民 区，也 不 再 追 究 其 逃 跑 的 责

任。”［&-］依据苏联内务部人民委员会 !"## 年 % 月 &%
日指令，“凡到职业技校和工艺学校学习的流放富

农 $ 特殊移民子女，均应被注销特殊移民身份”［&+］。

!"#) 年 " 月 &+ 日，苏联内务部和苏联检察院颁布

《关于从特 殊 移 民 区 解 放 特 殊 移 民 的 条 例》的 第

’’+)+ / &’+!! 号法令规定：“从特殊移民区释放的流

放富农具体包括：子女在红军中服役或卫国战争参

加者家属；家庭成员得到了政府的表彰和奖励；与非

特殊移民结婚的女性移民。此类案件的办理只需根

据内务人民委员部 $ 内务人民委员部分局与各共和

国（边疆区、州）检察院协议后所作出的结论，不必

再 呈 请 苏 联 内 务 人 民 委 员 部 所 属 特 别 会 议 批

准。”［&"］根据相关解放法令，!"#! 年至 !"%& 年被当

局 解 放 的 流 放 富 农 $ 特 殊 移 民 数 量 共 计

++& )&& 人［(’］。

&0 民族驱逐渐居主导地位和特殊移民区管理制

度的强化

从 &’ 世纪 #’ 年代初起，在放松对前富农 $ 特

殊移民限制的同时，当局开始将强制迁移的重心全

面转向诸少数民族。!"#’ 年 + 月在以武力将波罗

的海沿岸地区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

纳入苏联版图后，当局又将当地 &’ 多万“不可靠

的”民族流放西伯利亚。!"#’ 年至 !"#! 年，当局将

波兰阿萨特尼克（主要为波兰军队退役人员。!"("
年以后，随着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等地区被纳入

苏联版图，波兰阿萨特尼克被苏联政府宣布为“劳

动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并强制迁入特殊移民区）和

难民（(+ 万）迁入特殊移民区。卫国战争期间，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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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以“通敌”为由将克里米亚鞑靼人、伏尔加河流

域的德意志和麦斯赫特 ! 土耳其等 "" 个民族数百

万人赶出家园。苏联部长会议也通过决议，撤销卡

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克里木自治共和国（"#$% 年 "&
月 &’ 日）、车臣 ! 印古什自治共和国（"#$$ 年 % 月 ’
日），将卡巴尔达 ! 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改称卡巴

尔达自治共和国（"#$$ 年初），取消卡拉恰耶夫自治

州（"#$% 年 "( 月）；宣 布 卡 拉 恰 耶 夫 （人 口 约 "(
万）、卡尔 梅 克 （人 口 约 "& 万）、车 臣 （人 口 约 )(
万）、印古什（人口约 "% 万）、梅斯赫特土耳其人（人

口约 * 万）等民族为“背叛祖国的民族”，并集体放

逐到中亚地区。这些少数民族驱逐民中绝大部分成

为特殊移民。

同期，当局还将多个带有民族特征的社会集团

和组织迁入特殊移民区。截至 "#$& 年底，少数民族

! 特殊移民已取代流放富农在苏联特殊移民人口总

量中占据主导地位。整个 &( 世纪 %( 年代，特殊移

民只有流放富农一个类型，从 $( 年代开始，它逐渐

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截至 "#+$ 年初苏联政府大

规模解放特殊移民前夕，特殊移民大致上可分为如

下三类：%( 年代的流放富农；战前和战争期间被整

体驱逐的德意志、车臣、印古什、卡拉恰耶夫、巴尔卡

尔、鞑靼、卡尔梅克等少数民族；其他一些带有少数

民族特征的社会组织。在大规模强制迁移少数民族

的同时，当局还不断强化针对此类特殊移民的监管

制度。

（"）颁布了一系列法令。"#$+ 年 " 月 * 日，苏

联人民委员苏维埃颁布的第 %+ 号法令要求所有具

有劳动能力的特殊移民必须参加社会有益劳动；对

于那些违反劳动纪律的特殊移民，有关部门将依照

现行国家法律追究其相应责任；凡不经内务人民委

员部特别警备管理部门允许，擅自离开特别警备部

所划定移民区者将被视作逃跑；特殊移民的家长及

其继承者，在由于生育、死亡、逃跑等原因导致家庭

成员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必须在 % 日内向所在移民

区内务人民委员部警备部报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

席团 "#$* 年 "" 月 &) 日法令和 "#$# 年 ) 月《内务

部特别警备部行动细则》均规定，各少数民族 ! 特

殊移民均属于永久性特殊移民，无权返回原居住地。

凡战争期间迁入特殊移民区的永久性移民，如果从

指定区域逃跑，将受到 &( 年苦役和剥夺人身自由 +
年的惩罚。当局要求此类移民填写“如果擅自逃离

指定移民区，将被判 &( 年苦役”的保证书［%"］。

（&）加强针对特殊移民的情报工作 。当局加强

了在特殊移民中招募情报员的工作。截至 "#$+ 年

% 月 " 日，当局在克里木 ! 特殊移民中所建立的特

务 ! 情报网便有 +"# 人，在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克

里木 ! 特殊移民中有 & ’%( 人。内务人民委员部和

国家安全部还将招募神职人员充任特务作为自己工

作的重点。截至 "#$+ 年末，内务人民委员部仅在乌

兹别克共和国境内的特殊移民 ! 穆斯林神职人员中

便安插了 ") 名特务和 &% 名情报员［%&］。截至 "#+%
年 " 月 " 日，当局在特殊移民中所培植的情报网络

共有特务 %% $)% 人，秘密接头处所 $)* 个，十户长

#$ &$) 人［%%］。

（%）特殊移民区管理监督机构的强化。截至

"#+% 年 " 月 " 日，当局对特殊移民等实施监督的人

员共计 "( ’+& 人，其中机关工作人员 " ($$ 人，在

市区机关工作者 #") 人，特别警备派出所工作人员

& *#% 人，特别警备派出所协助人员 " *)" 人，监视

人员 & *(" 人，别动 ! 稽查分队成员 " &"’ 人［%$］。

当局对特殊移民的监督均通过安插在移民中的眼线

（特务）和十户长来进行。为了确保特殊移民人口及

时登记和各项规章制度的贯彻落实，截至 "#+% 年 $
月 "( 日当局共设立了 +" 个特殊移民部、"# 个特殊

移民分部、& #") 个特别警备机构和 %" 个行动 ! 稽

查分队［%+］。

（$）加强了对特殊移民的镇压。大量特殊移民

遭到当局逮捕和判刑。仅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日，被 当 局 追 究 刑 事 责 任 的 特 殊 移 民 便 有

"% ((( 人以上［%)］。"#$)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各特殊移民部共逮捕特殊移民 ’ #(’ 人，其中

被指控从事反苏宣传活动者 " )"& 人，叛国者 " "($
人，参加反苏密谋、组织和集团者 &*+ 人，匪帮罪 $+
人，怠工罪 $+ 人，间谍罪 &" 人，恐怖和恐怖企图罪

"& 人，危害社会罪 ’ 人，匪帮帮凶和窝藏罪 ) 人，从

事破坏活动者 $ 人，违反军纪罪 "’ 人，渎职罪 &(
人，其他 $ ’&# 人［%’］。

（+）特殊移民所遭受的歧视性待遇。战争期间

和战后，与流放富农 ! 特殊移民相比，诸类型少数民

族 ! 特殊移民所遭受的歧视性待遇更为严重。

第一，根据相关法令，诸少数民族 ! 特殊移民子

女身份世袭，他们即使在年满 ") 周岁之后，仍以个

人身份被登记为特殊移民，不得获释。在战争爆发

后的最初几个月里，特殊移民管理部门从流放富农

! 特殊移民中共划分出 "& +’$ 个家庭，并规定：苏

联人民委员苏维埃 "#%* 年 "( 月 && 日关于解放此

类移民年满 ") 周岁子女的决议不适用上述人口。

"#$$ 年，这一规定还扩展到流放富农 ! 特殊移民中

的一些民族：卡尔梅克、车臣、印古什、卡拉恰耶夫、

巴尔卡尔、克里木鞑靼等［%*］。一些地方政府机关对

特殊移民子女采取了各种限制性措施。他们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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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移民子女前往共和国、边疆区和州首府上学，对

其进入中等和高等学校设置障碍。比如，!"#! 年托

姆斯克州就严禁特殊移民子女前往托姆斯克市就

读；!"#$ 年伊尔库茨克州禁止 $%" 名特殊移民子女

去州首府求学；!"#$ 年哈萨克共和国限制特殊移民

子女到高等院校就读［&"］。

第二，遭驱逐少数民族 ’ 特殊移民不得参军。

如上所述，战争爆发后，迫于兵源不足，当局曾大量

动员特殊移民子女应征入伍。但德意志、车臣、印古

什等遭驱逐少数民族均被排除在外。虽然有一些此

类人口通过冒名顶替的方式参了军，但其绝大多数

都被动员进入了管理制度类似于“苦役集中营”的

所谓劳动军。

第三，虽然国家法律规定，在工业部门工作的特

殊移民在劳动条件和工资等方面均应与企业工人享

受同等待遇，但实际上，他们经常会遭到企业的歧

视，不能与自由雇用工人同工同酬。苏联内务部部

长 !( "( 克鲁格洛夫在一份《关于内务部机关在特

殊移民中的工作和任务》的指令中曾指出：“时至今

日，企业克扣特殊移民工资的现象仍未彻底消除。

雅库茨克自治共和国林业采伐工施卡兼科与德意志

族特殊移民埃依涅尔干一样的活，可在结算工资时，

施卡兼科所得工资为 )*** 卢布，而埃依涅尔———仅

)** 卢布。”［+*］

从 $* 世纪 &* 年代初到 !"#& 年斯大林去世，苏

联当局连续推行特殊移民政策二十余年。该政策可

分为两个发展阶段：&* 年代的“流放富农”和 +* 年

代至 #* 年代初的民族驱逐。&* 年代，当局实施特殊

移民的初衷是为了迅速实现集体化。通过流放富

农，一方面消灭农村中敌视农业全盘集体化政策的

反对派，弥补边远地区劳动力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可

以利用所没收的富农资产来组建集体农庄。$* 世

纪 +* 年代，随着集体化的实现和战争的爆发，苏联

领导人认为，民族问题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当局

借口“维护国家安全”（一些俄国学者认为，斯大林

战争期间实施的民族驱逐虽有国防方面的考虑，但

主要目的在于解决民族问题，强制实行民族同化和

融合）［+!］将特殊移民的重心转向民族驱逐，在放松

对流放富农 ’ 特殊移民控制的同时，针对诸少数民

族的强制迁移和监管力度却愈益强化。

总体而言，苏联移民政策的历史演变呈现出从

流放富农逐渐向民族驱逐过渡的趋势，$* 世纪 +*
年代特殊移民政策从流放富农向民族驱逐的转折是

&* 年代业已开始的民族驱逐活动的逻辑延续。如

上文所述，&* 年代初便有一些民族被作为富农迁入

特殊移民区；&* 年代中期以后，分布在苏联各边境

地区诸少数民族不断遭到迁移；到了 +* 年代，民族

局部迁移演化为民族整体驱逐。特殊移民是一种依

靠强力建立起来的制度。它违背人类道德基本准

则，不得人心，因而不能持久。随着苏联政治的更

迭，特殊移民政策也走到了尽头。

三

!"#& 年 & 月 # 日，斯大林去世。“解冻”的征候

已在社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逐渐显现。根据内务部

和国家安全局向苏共中央提供了大量的民情分析资

料，苏联国家新领导人已意识到民众在情绪上的微

妙变化和危机的信号。为了稳定政局，他们认为最

明智的做法便是通过对以前遭镇压人口的大赦、解

放和平反等行动，以期尽可能地挽回民心。

苏联特殊移民政策难以为继，还因为它面临一

系列深刻的危机。首先，在政治“解冻”的新形势下

继续对几百万合法居民实施警察式的管理方式已显

得不合时宜。其次，特殊移民政策违反人类道德基

本准则，与苏联社会 ’ 政治生活的文明进步发生了

严重的抵触。最后，当局解放特殊移民还有一个原

因，即苏联部长会议自认为，特殊移民已在当地扎下

了牢固的根基。即使得到了迁居自由，这些人也不

会离开移民区，不至于破坏当局多年苦心经营的

“殖民成果”［+$］。

!"#& 年至 !"%# 年，苏联特殊移民的解放主要

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特殊移民解放政策的前期酝

酿阶段（!"#& 年至 !"#+ 年中）；大多数特殊移民获

得解放（!"#+ 年中至 !"#% 年末）。但他们仍无权返

回原迁居地；允许部分被驱逐少数民族（卡尔梅克、

车臣、印古什、卡拉恰耶夫和巴尔卡尔等民族）返乡

和恢复其原有的民族自治区，继续解放多个类型的

特殊移民（!"#) 年至 !"#, 年）；特殊移民解放问题

的基本解决（!"#" 至 !"%# 年间）。

截至 !"#+ 年初，特殊移民人口共计 $ )%* +)!
人。随着苏联政府颁布一系列解放法令，特殊移民

人口总量急剧缩减。截至 !"## 年初，在册特殊移民

人口 总 量 为 ! )$& #)" 人，!"#% 年 ! 月 ! 日 为

"*+ +&" 人，!"#% 年 ) 月 ! 日为 %!! "!$ 人，!"#) 年

! 月 ! 日为 $!! +*, 人，!"#) 年 ) 月 ! 日为 !), &%&
人，!"#, 年 ! 月 ! 日为 !+# "%, 人，!"#" 年初仅剩 #
万人左右［+&］。在大规模解放特殊移民的同时，当局

还对监督他们的内务部工作人员进行了大幅的削

减。特殊移民区行政管理工作人员数量呈逐年下降

的态势（截至每年 ! 月 ! 日）：!"#$ 年为 !# )), 人，

!"#& 年为 !* )#& 人，!"#+ 年为 , ,&, 人，!"## 年为

# $,$ 人，!"#% 年 为 & )), 人，!"#) 年 为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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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为 %&# 人［’’］。!"#$ 年 ( 月 ) 日，苏联内务

部特别四处在一份报告中写道：“近四年来（!"#’ *
!"#% 年），根据党和政府相关决议，特殊移民人口下

降了 "’+，而对特殊移民实施监督的内务部工作人

员数量也在同期缩减了 "#, #+。”［’#］时至 !"-# 年，

特殊移民人数不到 ! 万人，苏联特殊移民政策终于

落下了帷幕。

特殊移民是苏联历史上悲惨的一页。它既与斯

大林的名字紧密相关，同时也打上了斯大林个人活

动的深刻烙印。特殊移民之所以产生，是诸多因素

综合作用的结果［’-］。国内落后的社会现状和严峻

的国际形势迫使个性粗暴、只对马列主义具有教条

式理解的斯大林重蹈了俄国动员型社会发展模式的

覆辙，而加速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斯大林模式又催生

了特殊移民政策的出台。

表面上看，(& 世纪 -& 年代中期以后特殊移民

群体已不复存在，但特殊移民政策对苏联政治、经济

和族际关系等的消极影响，在民众心理上所留下的

阴影并未肃清。赫鲁晓夫的特殊移民解放活动具有

不彻底性，留下了许多后遗症，再加上苏联国家新领

导人在任时期继续实行民族高压政策，这些都为 )&
年后国 家 危 机 的 全 面 爆 发 和 苏 联 的 解 体 埋 下 了

隐患。

探究苏联特殊移民政策诸问题的目的在于以史

为鉴，其中最大的教训便是苏联领导人没有解决好

农民问题和民族问题。斯大林以简单粗暴的特殊移

民方式来对待农民和处理民族矛盾，人为地加剧了

社会紧张和民族分离，最终导致国家分裂的历史教

训无疑对现在的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具有深远的警示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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