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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疆与哈萨克斯坦同处亚洲中部 ,山水相连 ,边民历来互有往来 ,因自然迁移而定居对方

国家的情况并不鲜见。苏联解体后 ,独立的哈萨克斯坦成为中国的重要邻国 ,自 1992年中、哈建交

以来 ,两国开始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相互往来。在此背景下 ,伴随两国旅游、经贸合作的

浪潮 ,中国移民开始大规模涌入哈萨克斯坦 ,开始了他们在异国他乡艰苦创业的新征程。

一、哈萨克斯坦中国新移民形成的原因

(一 )政治因素

中、哈建交 17年来 ,两国关系发展顺利 ,具有高度的政治互信、比较完善的法律基础以及密切

的国际合作 ,并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首先 ,中、哈两国的高层领导人之间的经常互访奠定了两国相互信任的基础 ,两国的多领域合

作关系在此基础上顺利发展。在哈萨克斯坦独立之初百业待兴的 1992年 2月 ,哈萨克斯坦前总理

捷列先科即访问了中国 ,签署了《关于建立中哈政府间经贸和科技合作委员会的协定 》、《关于双方

公民相互往来的协定》等合作文件 ,推动了中、哈两国之间的最初交往。1999年 11月 ,两国签署的

《中哈关于在 21世纪继续加强全面合作的联合声明 》,表明了两国在双边问题和相关地区问题上

长期保持密切合作的愿望。1999年 11月 ,中、哈两国领导人又签署了《中哈关于两国边界问题获

得全面解决的联合公报》。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消除了两国关系的隐患 ,为两国的边界安全、边界

贸易和跨界民族友好往来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其次 ,哈萨克斯坦是中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重要合作伙伴。两国在“上海五国 ”机制下完成

了在边界地区加强信任和联合裁军的工作 ,不仅有利于地区形势和国际形势的稳定 ,也为两国友好

关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正是在中、哈两国确立和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政治因素的推动下 ,两

国人民的交往日益频繁。

(二 )经济因素

1. 中、哈双边贸易迅速发展。中国是世界上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之一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

关系也在稳步发展 ,中、哈经贸合作尤为突出。

在过去的 7年里 ,中、哈两国的双边贸易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贸易额都发展得极为迅速。

1999—2005年 ,哈国对华出口额增长了 5. 2倍 ,从华进口额增长了 15. 7倍 ,中、哈双边贸易额则增

长了 6. 7倍。① 据中国海关的统计 , 1992年中、哈两国建交时双边贸易额仅为 3. 68亿美元 ,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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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所谓新移民指的是一种社会现象 ,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界定。国际移民组织 ( IOM )对国际移民的界定标准是 :迁移的目的是定

居而非暂居 ;必须在外国居住一年以上。根据该标准 ,非法移民虽然没有合法居留权 ,但也是国际移民。本文沿用 IOM对国际移民的界

定 ,文中的中国新移民指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国际移民。

Elena Y. Sadovskaya, “Chinese M igration to Kazakhstan: A Silk Road for Cooperation or a Thorny Road of Prejudice?”, China and

Eurasia Forum Q uarterly, vol. 5, no. 4, 2007, p. 149.



双边贸易始终保持了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 ,双边贸易额连年以 30%以上的速度增长 ,到 2000年时

已达 15. 57亿美元 , 2008年更是高达 122. 42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 33. 8% ,双边贸易额在哈外贸总

额中占比 11. 2% (详见表 1)。①目前 ,中国是哈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 ,蓬勃发展的中、哈经济合作

带动了大批中国商人前往哈国从事贸易活动。

表 1　哈萨克斯坦与中国双边贸易统计 (1999—2008年 ) (单位 :亿美元 )

年　份
出　口

金　额 增幅 ( % )

进　口

金　额 增幅 ( % )

进出口总额

金　额 增幅 ( % )

1999 4. 70 0. 80 5. 50

2000 6. 74 43. 40 1. 51 89. 00 8. 25 50. 10

2001 6. 60 - 2. 10 1. 72 13. 90 8. 32 0. 84

2002 10. 23 55. 10 3. 13 82. 00 13. 36 60. 70

2003 16. 53 61. 60 5. 24 67. 30 21. 77 62. 90

2004 19. 67 19. 00 7. 58 44. 80 27. 26 25. 20

2005 24. 24 23. 20 12. 52 65. 10 36. 76 34. 90

2006 35. 93 48. 20 19. 25 53. 80 55. 17 50. 10

2007 56. 40 57. 00 35. 07 82. 20 91. 47 65. 80

2008 76. 77 36. 10 45. 65 30. 20 122. 42 33. 80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出版社相关年份的《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 》。

2. 中国对哈国的直接投资稳步增长。随着中、哈双边贸易的快速发展 ,经济技术的合作规模和

领域也不断拓展。截至 2006年年底 ,在哈国注册的各类中资企业有 300余家 ,主要涉及石油勘探

开发、加油站、农副产品加工、电信、皮革加工、餐饮服务、贸易等领域。据统计 , 2002—2007年中国

在哈国的直接投资总额达到 15. 4121亿美元 (详见表 2)。

表 2　中国在哈国的直接投资额 (2002—2007年 ) (单位 :百万美元 )

年份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投资额 64. 73 248. 61 393. 47 195. 00 359. 50 279. 90

　资料来源 : 2002—2006年的数据来源于 K. S. A bd iyev ( ed. ) ,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Kazakhstan 2005, A gency
on S ta tistics of the R epublic of Kazakhstan, A lm aty, 2005, pp. 312 - 314; A. E. M esh im baeva ( ed. ) ,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Kazakhstan 2007, A gency on S ta tistics of the R epublic of Kazakhstan, A stana, 2007, pp. 312 - 314.
2007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外资司。

3. 中国在哈国的承包工程项目和劳务输出蓬勃发展。中、哈油气合作是两国经贸合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哈国作为我国的近邻 ,是中亚最大的油气资源国和生产国 ,且其人口稀少 ,工业在国民

经济中所占比重较低 ,能源需求量相对较少 ,出口潜力巨大。加上中、哈边境接壤 ,双方有着约

1533公里的共同边界 ,具有运输距离短、成本低等优势。目前 ,从哈萨克斯坦进口的油气已在我国

16

哈萨克斯坦中国新移民的发展概况及趋势 　

①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2008年哈萨克斯坦对外贸易及哈中贸易情况 》,载 http: / /kz. mofcom. gov. cn /

aarticle / zxhz/hzjj /200903 /20090306082126. htm l.



油气消费总量中占有较大份额。油气管道建设是中、哈两国最大的双边工程项目 , 2005年年底中

哈原油管道一期工程竣工投产 , 2006年 5月正式对华输油。此外 , 2005年 10月中石油集团成功收

购哈石油 ( PK)公司 ,大大提高了中国在哈石油市场的占有份额。

除了油气合作外 ,中、哈两国在其他领域的合作也有突破 ,比如 2006年 6月 ,中、哈霍尔果斯国

际边境合作中心开始动工建设 ,哈巴甫洛达尔电解铝厂项目一期土建工程进展过半 ,双方正在积极

探讨和推动中兴公司在哈 CDMA项目、马伊纳克水电站项目、中哈天然气管线等项目。据中国商

务部统计 , 1992年至 2007年底 ,中国公司在哈国累计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 27. 73亿美元 ,完成劳务

合作合同金额 9748万美元 ,完成设计咨询营业额 4617万美元 (详见表 3)。中国在哈国的一系列

工程承包项目必然会刺激或带动大量中国劳工涌入哈国。

表 3　中国在哈国承包工程项目和出口劳务统计 (1992—2007年 ) (单位 :万美元 )

年　份
承包工程

合同数 合同金额 营业额

劳务合作

合同数 合同金额 营业额

设计咨询

合同数 合同金额 营业额

1992年 14份 12234 1111 19份 1607 312

1993年 6份 461 1103 8份 77 58

1994年 5份 351 127-

1995年 1份 20 1份 1 1

1996年 10份 58 19

1997年 2份 165 14份 195 38

1998年 1份 50 50 2份 27 61

1999年 3份 7677 871 7份 118 55 2份 1175 　 7

2000年 18份 10750 4418 5份 48 29 2份 395 22

2001年 25份 4942 14369 7份 1251 6618

2002年 26份 25352 24072 3份 156 233 1份 20

2003年 20份 38332 21023 96 1份

2004年 35份 16148 10914 11份 467 336 2份 500

2005年 69份 80832 36918 10份 1247 592 6份 1867 1769

2006年 101份 87247 58315 13份 1317 386 7份 1602 1289

2007年 104143 787 1530

总计 321份 284210 277307 115份 6920 9748 21份 5559 4617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出版社相关年份的《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 》。

(三 )人口因素

哈萨克斯坦独立后 ,随着民主制改革的推进 ,政治因素对哈国人口发展和移民形势产生了极大

影响。哈国国家领导人签署的国际协议、边境开放和自由出入等政策都为哈国内相当大的一部分

人迁回各自的“历史祖国”创造了条件。由此引发了哈萨克斯坦一场空前的移民潮流 ,对哈国的劳

动力市场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自 1992年以来 ,有 310多万人移出哈国 ,净移民 200万人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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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65%的人处于劳动力年龄段 ,其中又有约 45%的人持有大学毕业或专业技术证书。移民潮

和“人才外流”导致的后果就是目前哈国在工业、农业、教育、卫生以及其他行业极其匮乏劳动力。①

例如 ,仅哈萨克斯坦的国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 ( Kazmunaygaz)就紧缺 2. 5万名油气方面的专家。②

在 2000—2006年哈国的经济复苏期间 ,整个国家对高素质专家和技术工人的需求更为迫切。与此

同时 ,哈国国内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却并不稳定 ,且有下降趋势。哈萨克斯坦 2005年全国总人口为

1510万人 ,有 27. 89万婴儿出生 ,自然增长人口 12. 18万。联合国根据调查预计 ,到 2025年哈国人

口可达到 1540万 ,而 2050年将跌落至 1390万。③

进入 21世纪以来 ,哈国经济形势全面好转 ,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不断增加 ,国内人口不足将导致

引进国外移民人数的增加。据世界银行统计 ,在吸引移民方面哈萨克斯坦列全球第 9位。另据哈

国劳动部门统计 ,哈目前劳动力缺口为 6万多人 ,每年合法来哈国的外国劳工大约有 4. 5万—6万

人。为了降低失业率和避免外汇流失 ,哈开始实行引进外国劳务的新标准 ,对输入外籍劳务人员占

全国就业人口的比例限额进行了调整 ,从 2002年的 0. 14% (约 10万人 )调整到 2008年的 1. 6%

(约 13. 6万人 )。④ 作为哈国的邻国 ,中国在输出劳务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

(四 )法律因素

两国稳步发展和不断健全的法律框架也是刺激中、哈两国移民迁徙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过去

的 17年里 ,两国在经贸合作、能源和投资、边防和海关管制以及签证制度等方面签署了多项双边协

定 ,为两国发展长期合作关系建立了法律依据。第一份关于两国公民相互往来的协议是 1988年 7

月处于改革时期的苏联政府和中国政府签署的。这为中国公民前往苏联旅游打开了大门。那时哈

国还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当时中国的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被列为其首要合作伙伴。1991年 7

月 ,哈萨克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国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就开展合作的领域与原则签署了有关协定。

双方承诺为货物、服务和资本的流动创造有利条件并加强经济合作 ,在德鲁日巴—阿拉山口设边境

口岸。⑤

哈萨克斯坦独立后不久 ,就和中国签署了一系列详细的交流与合作的双边协议。其中一项协

议规定哈国对持各种类型护照的中国业主提供免签证旅游 ,此举强化了中国贸易移民的涌入并于

1989—1993年达到高峰。哈国边境服务数据显示 , 1993—1995年每天有 150—200名中国公民 (以

“游客”身份 )进入哈国 ,其中有 30—50人滞留不归 ,定居该国或前往前苏联其他国家或西方国家。

因此 ,官方估计在 3年多时间里有不少于 13万—15万名中国公民将哈国作为移民目的国或过境

国。⑥ 大量中国公民的涌入引起了当地人的强烈不满 , 产生了对哈萨克斯坦“中国化 ”
( sinocization)的恐惧。⑦ 1993年 10月 ,两国签署了一项新的《关于公民的商务旅游 》协议 ,规定只

有持外交和公务护照的中国人才能免签证旅游 ,对以前两国间不受控制的贸易和过境移民现象进

行了有效规范。

36

哈萨克斯坦中国新移民的发展概况及趋势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Sadovskaya, M igration in Kazakhstan at the Threshold of the XX I Century: N ew Trends and Perspectives, pp. 19 - 20; E. Sadovskaya,

M igration S itua tion in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in 2005, Analytical Overview for the InternationalLabour O rganization in Russia, A lmaty, 2005.

Irina Dashevskaya, LaborM arket in Kazakhstan: Problem s, Trends, Perspectives, http: / /www. sem inar. kz/articles/ ? id = 68&pageNo = 3.

UN Population D ivision, Department of Econom ic and Social Affairs, W orld Popula tion 2002, www. un. org/esa /population /

publications/wpp2002 /WorldPop2002. PDF.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哈萨克斯坦实行引进外国劳务新标准 》,载 http: / /kz. mofcom. gov. cn /aarticle /ddfg/

laogong/200806 /20080605600430. htm l.

Kosymzhomart Tokaev, Kazakhstan’s In ternational Polic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 tion , A lmaty, 2000, p. 334.

Sadovskaya, M igration in Kazakhstan at the Threshold of the XX I Century: N ew Trends and Perspectives, pp. 175 - 176.

Elena Y. Sadovskaya, “Chinese M igration to Kazakhstan: A Silk Road for Cooperation or a Thorny Road of Prejudice?”, China and

Eurasia Forum Q uarterly, vol. 5, no. 4, 2007, pp. 149 - 150.



(五 )地理因素

移民迁徙的另一重要“拉力”因素是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中、哈两国有着漫长的陆地边界 ,

中国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与东哈萨克斯坦和阿拉木图州相邻。地理上的邻近易于两国人口的相互

流动。生活在中国的哈萨克斯坦人有 130万人之多 ,是哈国最大的海外移民群体 ,其中 99%的人

生活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2008年 12月 3日 ,新疆最北部的中、哈边境口岸吉木乃重新开放边

民互市 ,这是继霍尔果斯口岸边民互市贸易区之后 ,中、哈两国间的第二大边民互市市场。吉木乃

口岸的区位优势明显 ,在中、哈经济贸易中承载着北线贸易新通道的重任。因此 ,地理邻近因素必

将使两国人民相互流动频繁及交错杂居 ,并进一步刺激跨境移民活动与两国边境贸易的发展 ,从而

带动邻近地区经济的共同发展。

(六 )历史因素

国际移民活动是“拉力”与“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经济、人口、地理、政治和法律等因素

外 ,历史因素也对移民起了重要的作用。哈萨克斯坦是地处中亚的内陆国家 ,东南连接中国新疆 ,

历史上与中国有着密切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 ,而作为中亚与中国西北地区的跨国民族的哈萨克

族人就是历史的产物。哈国获得独立和主权后 ,哈国政府和一些知名历史学家、人口学家都认为 ,

哈国境外的所有哈萨克族人都是同胞 ,哈萨克侨民是整个哈萨克民族的一部分 ,他们具有相同的历

史和文化根源。① 1992年哈国政府颁布的《移民法 》第一章明确规定 :“居住在国外的哈萨克人有

权自由返回历史祖国。”哈国政府确立的外来移民政策主要是针对境外哈萨克族人的 ,希望迁出哈

萨克斯坦的原哈国公民能够返回。随后的《哈萨克斯坦国籍法》、《人口迁移法》则进一步强化了这

一点。哈国政府在之后几年内对上述法律进行了多次修改和补充。在这种背景下 ,有相当大一批

居住在国外的哈萨克族人陆续迁回哈萨克斯坦。据统计 ,从 1991年至 1997年上半年 ,有包括居住

在我国新疆和甘肃的哈萨克族人在内的 36839个哈萨克家庭 16万多人回到了哈萨克斯坦。②

二、哈萨克斯坦中国新移民的特征与类型

哈萨克斯坦中国新移民的特征主要表现为 : ( 1) 21世纪初以来 ,移民数量快速增长 ; ( 2)移民

的流动方式多样化 ; (3)合法移民和非正规劳工移民均增长迅速 ; ( 4)“商业移民 ”与“流动商贩 ”并

存 ; (5)流动的移民群体中具有民族构成的混合性 ,即哈国的中国移民中 ,除汉族外 ,还有哈萨克

族、维吾尔族和其他民族 ; (6)华人社会与华人网络在组织移民与商业活动中的作用不断增强。

目前 ,哈萨克斯坦的中国新移民主要有商业移民、劳工移民和返回“历史祖国 ”的中国哈萨克

族人三种类型。

(一 )商业移民

商业移民是指从国外购买商品 ,携带回国以高价出售 ,从中赚取利润的移民。哈国最初的中国

移民多属于这一类型。20世纪 80年代末开始有大量中国公民以旅游为名前往哈国 , 90年代哈国

经济危机时期赴哈中国公民的人数达到巅峰 ,其中不乏商业移民。这一时期的商业移民多数是流

动商贩 ,并没有在哈国相应机构正式注册。③ 这一时期中国的流动商贩通常从事手工作坊生产的

服装和鞋类贸易 ,这些货物虽然质量不高 ,却能满足 90年代经济危机时期哈国低生活水准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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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活用品的大量需求。21世纪以后 ,随着电子通信技术的发展和贸易管理的制度化与规范化 ,

中国在哈国的商业移民比例开始下降 ,流动商贩也逐步让位于专门从事运输和贸易的公司。值得

一提的是 ,这一时期在哈国比较活跃的中国移民中有一支特别的移民群体———中国的哈萨克族移

民 ,他们精通汉语和哈萨克语 ,对两国的文化习俗、市场状况均十分了解 ,因而以双向流动为鲜明特

征。其中的一些人携带中国商品往返于中、哈两国 ,他们是商业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劳工移民

哈国从 1993年开始大规模雇用外籍劳工 ,这些劳工大多来自土耳其、中国、俄罗斯、美国和英

国。据统计 , 1993年哈国雇用的外籍劳工有 2100名 ,其中中国工人为 559名 ,占外籍劳工的

26. 7%。2004—2006年 ,哈国雇用外籍劳工的人数迅速上升 , 2006年高达 40897人。其中 ,中国劳

工为 5008人 (占 12. 2% ) ,较 1993年增加了 9倍。仅 2004—2006年中国劳工人数就从 1457人增

至 5008人 ,增长了 3. 4倍。①

另据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边检机关统计 , 2000年中国抵哈人数共有 4. 6万人 , 2006年

前 10个月就有 10. 37万人 ,其中包括大量没有签署任何协议或合同而到哈国工作的中国人。② 因

此 ,哈国的中国劳工的实际人数可能远远高于两国统计机构的统计数字。

进入 21世纪 ,中、哈两国的经济合作更为密切 ,签署了若干合作协定和石油管道建设项目 ,更

多中国专家和工人以移民的身份进入哈国 ,给哈国的劳动力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 )返回“历史祖国”的中国哈萨克族人

哈国的中国哈萨克族人是一支特殊的移民群体 ,他们的迁徙始于 20世纪 90年代 , 2000年后发

展极为迅速。中国的哈萨克族人聚居于新疆阿勒泰、伊犁和塔城地区 ,与哈萨克斯坦有着同一民族

的族缘和地缘关系 ,在历史上就有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 (或前苏联 )两国频繁迁移的经历。哈萨克

斯坦独立以后 ,为改变因俄罗斯族人和乌克兰族人大量流失而导致人口衰减的状况 ,同时提升哈萨

克族人在国内的主体地位 ,哈萨克斯坦政府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招徕国外哈萨克族人回归“历史

祖国”的优惠政策 ,包括双重国籍政策、给“归国”入籍者提供资金和就业上的帮助等。哈国法律规

定 :“具有哈萨克族血统的外国公民、无国籍人士或永久居住在他国的哈萨克族人 ,当哈萨克斯坦

共和国成为主权国家后可以返回国内并永久居住。”③ 1991—2005年有 48. 14万海外哈萨克族人返

回哈国。1993年哈国建立起了每年入境的哈萨克族人配额制度 ,自 1994年开始中国哈萨克族人

被纳入此配额中。虽然 20世纪 90年代以来这一配额在逐渐减少 (从 1994年的 500户家庭减少到

2001年的 40户家庭 ) ,但配额制却一直保留下来了。21世纪初 ,随着哈国经济的不断好转 ,回归哈

国的哈萨克族人迅速增加。截至 2002年 ,从中国移民到哈国的哈萨克族人累计达 4293人 , 2004年

和 2006年分别增至 13190人和 37788人。④

三、哈萨克斯坦中国新移民分布的地域与行业

中国新移民在哈国的地域分布呈现出多样化 : 20世纪 90年代 ,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限于阿拉

木图和阿克托比地区 ,而到了 21世纪初 ,不仅在南部 (阿拉木图市和阿拉木图州 ) ,而且在西部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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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托比、阿特劳和麦基斯套地区 )都有了他们的足迹。2006年又有大批合法的中国劳工来到哈国

的新首都阿斯塔纳。

哈国的前首都阿拉木图是中国劳工的主要就业地区之一。在阿拉木图不仅有中国的大公司 ,

如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CNPC) ,还有中国的银行 (如中国银行 )、旅游社 (如中国商务旅游社 )

等。中国菜在阿拉木图极受欢迎 ,中国餐馆随处可见。中国驻哈国前大使周晓沛曾指出 ,据官方统

计 ,有 1000多家中国企业作为法律实体在哈萨克斯坦注册 ,经营范围涉及石油和天然气、纺织品、

塑胶制品及五金等 ,但实际上中国企业的数量不到 1000家 ,因为很多成立于 20世纪 90年代的中、

小型贸易公司由于缺乏稳定的合作伙伴和商业渠道 ,市场竞争力不足 ,逐渐不复存在。①

到目前为止 ,哈萨克斯坦的中国移民主要还是暂时性的 ,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迁徙。一些哈国

专家表示 ,在哈国的中国中、小企业的战略是积累创业资本返回中国 ,再扩展业务或继续迁移至西

欧、美国或加拿大。中国企业主要倾向于雇佣中国人 ,随着这些企业的发展 ,被雇佣的中国劳工人

数也不断增长。②

然而 ,不可否认的是 ,在哈国非法滞留的中国移民或在哈中国企业非法雇佣劳工的现象也在现

实中存在着 ,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 ,应该给予重视。

四、哈萨克斯坦中国新移民的未来发展趋势

随着中、哈两国经贸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 ,因旅游、投资、边贸、劳务输出或留学等前往哈

国的中国公民人数将不断增加 ,两国人员的往来将更加密切。但是 ,在中、哈两国人员的交流日益

频繁的同时 ,我们也注意到中国移民在哈国由于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而遇到了不少

障碍 ,对中、哈两国移民的迁徙及人员的正常往来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主要表现为 :

(一 )返回“历史祖国”的中国哈萨克族人在哈国困难重重

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面临着严峻的经济、社会和人口等方面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 ,在哈国外来

移民政策影响下返回“历史祖国”的中国哈萨克族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第一 ,国籍问题。哈国《人口迁移法 》第 16条规定 :“确认自愿或被迫返迁者、迁居者、回国侨

民和难民均具有相应地位 ,并签发地位证明。”然而 ,事实上“自愿或被迫返迁者 ”的地位并没有得

到确认 ,其身份证明也未得到签发。由于缺乏应有的法律保障 ,有些规定只停留在文字层面上 ,

2000年之前迁入哈国的外来移民 ,只有 9% —10%的人获准取得了哈国国籍。③ 没有国籍 ,移民的

很多切身利益便得不到保障 ,如无选举权、无财产权、无权在国家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中工作等。

第二 ,融入哈国社会困难。从中国移民到哈国的哈萨克族人大多不懂俄语 ,这使他们难以全面

了解哈萨克斯坦国家和社会 ,而且 ,中国的哈萨克族人在语言、文字上使用的是阿拉伯组合字 ,对哈

国的哈萨克书面语和哈语中大量的俄语借词难以适从。虽然中国的哈萨克族人与哈国的哈萨克族

人同属一个民族 ,但由于长期居住在不同的国家中 ,在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中

国的哈萨克族人很难融入哈国社会。同时 ,外来移民还受到本地哈萨克族人的轻视 ,他们对移民的

体质特征、教育水平 ,甚至穿着打扮都颇有微词。

第三 ,移民的前景不容乐观。哈国政府拿不出更多的资金来安置新移民 ,社会上公开失业和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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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失业问题都很严重 ,不少计划移民的中国哈萨克族人都改变了主意 ,还有一些已经迁移到哈国的

哈萨克族人不得不返回中国原居住地。

(二 )“中国人口扩张论”在哈国有一定的市场

西方国家不愿看到中、哈两国接近 ,企图破坏中、哈两国开展得如火如荼的能源合作 ,于是利用

媒体以煽动性的舆论在所谓的“中国移民问题 ”上肆意歪曲并推波助澜 ,别有用心地鼓吹“中国正

在兴起第三次移民浪潮⋯⋯21世纪的战争将是由中国威胁而引起的”,试图影响哈国公众的思维 ,

从而加剧哈国社会对“中国移民问题 ”的恐惧。在西方媒体的恶意扭曲下 ,不少哈国学者都相信 ,

鼓励中国人向哈国迁移是中国政府解决国内人口过剩的一种手段 ,认为中国希望借助地缘的邻近 ,

向哈国转嫁人口危机 ;还认为中国人以低价收购的形式从哈国掠夺了大量战略资源 ,同时 ,中国人

的到来及其商业活动使得哈国正成为中国廉价的能源、资源和原料供应地以及商品倾销市场 ,中国

将通过移民对哈国实施“经济扩张”。①

然而 ,中国政府曾多次表示 ,中国绝不存在组织或鼓励向外“移民扩张 ”或“人口扩张 ”的政策

或计划。中国政府从不否认确有极少数中国公民在哈国非法滞留、经商或以哈国为跳板前往俄罗

斯或其他发达国家 ,但中国政府一贯反对非法移民 ,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政策。并且 ,在中、哈双方

共同努力下 ,中国公民在哈国非法滞留的人数已逐年减少。

事实上 ,自哈国独立以来 ,两国移民相互迁徙的时间不足 20年 ,中国新移民对哈国的社会结构

产生的影响极其有限。中国新移民在哈国甚至还没有形成“唐人街 ”。在哈国的中国移民大多奉

公守法、勤奋工作 ,极少有违法乱纪的现象发生。同时 ,大多数中国移民停留在哈国都具有临时性 ,

都想以哈国为跳板前往俄罗斯或其他发达国家 ,所以渴望在哈国获得公民身份、永久居留、大量购

置房产的人极少。一项关于中国移民对哈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的调查显示 ,哈国有 25%的民众认

为中国移民对哈国劳动力市场没有任何影响 ,因为中国移民在他们居住的城市中人数并不多。②

综上所述 ,虽然中国公民 (尤其是中国哈萨克族人 )在移民到哈萨克斯坦的过程中遇到了诸多

困难 ,国际社会包括哈国出现了一些误解 ,但因旅游、劳务输出、经贸关系前往哈国的中国合法移民

确实丰富了哈国的人力、技术、资本资源 ,带去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信息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加强了中、哈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与合作 ,为中、哈两国的友好交往和共同发展作出了

重要贡献。长远来看 ,随着新世纪以来中、哈政治、经济、文化等关系的不断深入 ,前往哈国的中国

移民潮仍将继续 ,并将呈加速之势。

(李涛 ,博士研究生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厦门 , 3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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