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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俄远东地区与我国黑龙江地区
人口发展状况比较分析

黄 彦 震
(黑龙江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哈尔滨 150080)

　　摘 　要 :20 世纪的 100 年间 ,俄罗斯远东地区与中国黑龙江地区人口发展分别受到几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

而变动较大。通过对两个地区人口发展状况的比较 ,可看出城市的发展轨迹 ,也可从中管窥两个地区思想文化的

发展和民族迁徙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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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远东地区是俄东部边疆的统称。在不同

历史时期“远东”所涵盖的地域范围不尽相同。目

前 ,“远东”是指远东联邦区所包括的地理范围 ;在沙

俄时期 ,“远东”则意味着贝加尔湖以东的所有地区。

黑龙江地区地处中国的东北部边疆 ,地理位置处在

俄罗斯、蒙古、朝鲜、日本的包围之中。这两个地区

都占有重要的军事地位 ,森林、石油、矿产资源丰富 ,

土地广袤 ,河流畅通 ,旅游文化产业发达。这两个地

区是典型的移民地区 ,其人口问题不仅仅是地方性

问题 ,而且是影响边疆安全、民族安全与社会经济发

展的重要因素。通过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口变动

特点 ,来了解整个 20 世纪这两个地区的人口发展状

况 ,进而研究人口因素对中俄边疆的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 ,很有现实意义。

20 世纪的 100 年间 ,俄罗斯远东地区与中国黑

龙江地区的人口素质状况可分别划分为四个阶段来

分析。远东地区分为俄罗斯的沙皇统治时期 (十月

革命前) 、二战前和苏联解体前后四个阶段 ;黑龙江

地区则对应为清末民初、日伪统治时期、新中国成立

前后和改革开放前后四个阶段。本文以此为脉络 ,

分析 20 世纪俄远东地区和我国黑龙江地区的人口

发展状况。

　　一、20 世纪俄远东地区的人口发展状况

20 世纪初到二战前俄罗斯人口规模总体呈上

升趋势 ,年平均增长率为 1133 %。其间俄经受了第

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俄罗斯的人口发展平缓。而

远东地区由于自然资源丰富 ,又有强化经济发展和

建立集中营大省的目的 ,俄将大量人口从各地迁到

远东地区。十月革命胜利以后 ,苏维埃政权采取一

系列措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改善工作条件。从

30 年代起 ,政府又实行对多子女家庭给予物质帮助

的制度并一直延续下来 ,保证了人口的高出生率。

战后生产安定、经济复苏、医疗保健措施实施 ,人口

死亡率下降 ,人均寿命延长。高出生率、低死亡率自

然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提高。远东地区人口的自

然增长率历年保持高于俄罗斯及其各经济区。

在人口的自然结构方面 ,俄罗斯人口性别比趋

向失衡 ,人口年龄结构相对稳定。战争的影响 ,军事

人员的损失 ,以及肃反和镇压所造成的男性人口死

亡率增高 ,从全国来看 ,性别比一直不平衡。而远东

地区的人口性别比更高 ,这是因为在迁往远东的移

民中 ,男性人口占多数 ,从事艰苦的季节性行业和北

方地区的工作。在人口的社会结构方面 ,婚姻家庭

关系比较稳定 ,初婚年龄提高 ,人口思想素质、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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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程度、身体健康程度、医疗保健条件等也有提高。

二战到 70 年代 ,俄罗斯人口增长减缓 ,年平均

增长率为 0. 56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人口增长受

到压制 ,不仅对战时而且对战后的人口变动产生了

重大影响。战争破坏了人口的动态。尽管战后几年

人口有补偿性的提高 ,但是要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仍

需要很长的时间。远东地区人口增长主要是自然增

长 ,移民已不是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1959 年到

1960 年是远东地区第一次人口增长速度下降的时

期 ,1966 年到 1970 年是远东地区第二次人口增长速

度下降的时期。远东地区人口出生水平先升后降 ,

但略高于同期俄罗斯全国的水平。1941 年到 1945

年的卫国战争夺走了2 000多万苏联人的生命 ,战争

结束后的第一个十五年中 ,由于医学的进步 ,苏联的

死亡率迅速下降。年龄组越大 ,死亡率下降的程度

越低 ,女性的死亡率降低快于男性 ,女性比男性的寿

命延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持续影响 ,以及劳动年

龄男性死亡率偏高的影响使男性死亡率较高。

在人口的自然结构方面 ,人口的性别比失衡加

剧。男性死亡率的上升和女性死亡率的下降影响了

男女性别比的均衡。人口年龄结构恶化是战争的结

果 ,同时又同出生率的下降有联系。在人口的社会

结构方面 ,结婚率低、离婚率高 ,家庭规模缩小。战

后大批军人复员 ,补偿性婚姻产生了大量新家庭。

战争给婚姻带来异常变化 ,男子大量死亡 ,性别比失

调。丧偶者增多 ,生育率下降 ,婚龄缩短。居住条件

改善 ,家庭规模缩小 ,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 ,许

多核心家庭取代了复合家庭。观念改变 ,家庭价值

的意义下降了 ,少生子女变成普遍现象。由于第二

次世界大战德军的进攻 ,人口随着工业企业设备大

规模向东部迁移 ,战后的 12 年中人口从东部大规模

回迁。就业率提高 ,尤其是妇女的高就业率 ,是同人

口较低的出生率水平相符合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

人口的比例提高 ,居民社会成分发生结构性变化 ,城

市化水平提高了。

从 70 年代到苏联解体时 ,俄罗斯及其远东地区

人口规模不断扩大 ,远东地区的人口数量增长明显

大于俄罗斯联邦整体。远东地区的城市人口增长主

要来源是 70 年代人口大量从农村涌向城市。该地

区人口结构年轻 ,自然减员程度低 ,因此人口死亡率

低于俄罗斯整体水平。

在人口的社会结构方面 ,俄罗斯人口的产业构

成向以第二产业为主的结构转换较快。远东地区劳

动力缺乏 ,人口健康状况不良。近十年来 ,俄罗斯远

东地区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人口发展

的现代模式转变也更加复杂。20 世纪 90 年代以

来 ,远东地区流失了 100 多万居民 ,远东地区的人口

形势更加尖锐 ,人口潜力和居民增长的问题一直非

常严峻。远东人口的主要任务是如何预防本地区人

口的流失 ,这是俄罗斯民族安全的首要大事。

　　二、20 世纪我国黑龙江地区的人口发展状况

清末民初 ,我国黑龙江地区人口规模增长较快 ,

年平均增长率为 5162 %。各少数民族中 ,以满、蒙

古、回族为多。在人口的自然结构方面 ,人口性别比

略有下降。老幼人数所占比例较大 ,劳动力人口比

重不充足。在人口的社会结构方面 ,人口的受教育

程度和就业水平较低。在外国人口的构成中 ,以俄

国人为最多 ,其次为日本人、朝鲜人。

日伪统治时期 ,黑龙江地区的人口规模快速上

涨 ,年平均增长率为 12148 %。这一时期 ,行政划分

比较混乱 ,可以结合整个东北地区来分析黑龙江的

情况。由于日本的侵入 ,社会不稳定 ,人口的出生水

平较低 ,死亡水平较高。在人口的自然结构方面 ,人

口性别比较高 ,远高于伪满洲国的水平。北部一带

正待开发 ,需要男性劳工甚多 ,性别比较南部省份

高。在人口的社会结构方面 ,外国人口中大量朝鲜

人居住在东北 ,参与伪满洲国的开发。1937 年 ,日

本侵略者开始实施《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

划》,黑龙江地区由于土地资源丰富和战略地位十分

重要 ,成为日本的重点移民区。众多国家外侨分布

于哈尔滨 ,黑龙江地区的人口文化程度有所提高 ,学

校、教师、学生数目迅速增加。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大

大提高。城市化水平较高。日本人先后组织了五次

大规模移民。在 200 多万移民中 ,强制性移民占很

大比重 ,使黑龙江地区的人口在年龄构成、性别构成

及职业构成等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构成了黑龙

江地区移民的几个特点 ,即移民的年龄构成趋于年

轻化 ,移民的性别结构不合理、比例失调 ,移民的职

业构成多样化。日伪统治时期 ,黑龙江地区的移民

虽然带有被迫迁徙和强制就业的性质 ,但在客观上

却起着重要的作用 ,提高了黑龙江地区的人口密度 ,

加快了城市人口的集中化。在东北沦陷期间 ,华北

农民也大量流入东北谋生。

新中国成立前后至改革开放前 ,黑龙江地区的

人口规模总体上呈快速上升趋势 ,年平均增长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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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8 % ,高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

建国以后 ,黑龙江省人口类型开始向高出生率、

高自然增长率过渡。从 1973 年计划生育工作开始

后 ,出生率逐年下降 ,人口自然增长速度也随之下

降 ,人口再生产类型逐步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

自然增长率过渡。解放后 ,凭借着人民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 ,医学的进步和农业大省粮食基地抗灾能力

强的特点 ,黑龙江省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 ,人口的平

均寿命增加 ,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人口的自然

结构方面 ,由于 1946 年黑龙江省解放后 ,大批青年

男性参军南下和女性家属的移入使得黑龙江省人口

的性别比持续下降。60 年代末 ,城市知识青年上山

下乡达到高潮 ,近 200 万知青中男性多于女性 ,既降

低了市镇人口的性别比 ,又提高了农村人口的性别

比。“大跃进”、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生育的实施导致

人口年龄结构异常。在人口的社会结构方面 ,随着

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早婚现象逐

渐减少 ,家庭户的数目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多 ,核心

家庭比重上升 ,复合家庭比重下降。人口的思想道

德素质、身体素质、文化素质逐步提高。劳动年龄人

口迅速增长。劳动率资源利用率较高 ,很少有浪费

现象。工业发达 ,领跑全国。从 1950 年开始 ,组织

集体移民迁入黑龙江。1958 年 ,十万转业军人进入

国营农场 ,开垦三江平原。同时 ,大批外省青年到黑

龙江支边。1962 —1968 年这七年为人口迁入低潮阶

段。1969 —1979 年这 11 年为省际人口净迁入的低

峰阶段。同时 ,国际移民对黑龙江人口的变迁也有

一定影响 ,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

改革开放到 20 世纪末 ,黑龙江地区人口规模总

体上缓慢增长 ,年平均增长率为 0192 % ,低于全国

平均增长水平。人口出生水平分阶段下降 ,西方思

潮使人们对婚姻和家庭的关系产生改变。育龄妇女

比重大、年龄构成轻 ,文化素质较差 ,生育水平有明

显的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和城乡差别。由于人民生

活和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和黑龙江省移民较多、

人口年龄结构较轻 ,人口死亡率居全国末位。在人

口的自然结构方面 ,人口性别比趋于正常 ,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人口年龄结构良好 ,人口再生产已由增

加型转为稳定型。在人口的社会结构方面 ,婚姻关

系稳定 ,未婚比重随年龄增高而迅速下降。家庭规

模缩小 ,两代之家是黑龙江省城乡最为普遍的家庭

形式。文化程度普遍提高 ,男性人口文化程度高于

女性。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始终高于全国的增长水

平 ,劳动力资源丰富。大多数劳动力分布在物质生

产领域 ,其中半数以上从事农业和采矿业。城市化

水平逐年提高 ,城镇人口比重较大 ,少数民族人口分

布广泛 ,其中以松花江地区为最多。

　　三、俄远东地区与我国黑龙江地区人口发展的

异同

　　远东地区与黑龙江地区是俄中两国的东部边

疆 ,天气寒冷、自然资源丰富、土地广袤、河流畅通是

两地共同的特点。在 20 世纪的 100 年里 ,两地的开

发都吸收了大量的移民 ,而移民的成分不尽相同。

远东地区的移民大多是俄国大 ,而黑龙江地区的移

民比较复杂。1949 年以前 ,黑龙江移民中有大量的

俄国人、日本和韩国人 ;1949 年以后大都是中国人。

两个地区的人口状况都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影

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远东地区人口状况的影响较

大 ,而其对黑龙江地区的影响更小。俄国的十月革

命、日本建立伪满洲国分别对两地产生重大影响。

除了战争以外 ,国家政策、经济条件和人民生活习惯

的变化也是对两地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20 世纪

的后十几年 ,西方思想的传入对两地人民的婚姻家

庭观念也产生了一些影响。总体来看 ,20 世纪两地

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 ,城市化速度快 ,人口迁移率

高。对于人口发展状况的研究 ,能够看出其对社会

经济的影响 ,从而对今后各方面政策的制定提供借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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