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罗斯人口低流动性论析

于小琴

  =内容提要>  俄罗斯各地区经济差异显著, 地区间存在着生活水平、工资、失业

率等指标的明显差异,但人口流动性却保留在 19世纪初前工业化时代的水平。苏联

解体后,尽管俄东部、北部地区的人口向心运动速度有所减缓,但向中、西部方向流动

的趋势一直保持,俄人口分布趋向两极化发展。与地区内人口流动相比,跨地区人口

流动不占主导地位, 向中、西部地区的单向向心运动带来人口流动性自东向西升高的

趋势。俄罗斯还存在对人口流动的统计不足问题,临时劳动移民未纳入登记体系,也

是影响俄人口流动性低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登记手续繁琐、种族歧视、高房价、贫

困等系列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俄人口流动不畅。

=关 键 词>  俄罗斯  人口迁移  人口迁移管理

=作者简介>  于小琴, 1974年生,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

(哈尔滨  150080)

  人口流动性的增长是当前社会重要现象之

一, 这与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交通工具便捷可

靠、局部地区人口就业压力大、人口与经济发展不

均衡、居民教育水平提高以及信息流转快等因素

紧密相关。对于地域广阔的俄罗斯而言,人口流

动承载着重要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功能, 反映在产

业结构变换的影响下, 人口打破地域重新布局以

及对新条件适应的情况。在苏联解体、转型期危

机以及人口流动自由化的影响下,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俄罗斯国内人口保持着稳定的低流动

性。俄罗斯人口流动的独特性在于, 不仅是在近

10年的经济转型期, 而且是在经济进入复苏阶

段、年轻人口数量增长、失业率及生活水平地区差

异显著的当下时期, 俄人口一直保持着低流动性,

且处于稳定下降的趋势。在俄罗斯人口持续负增

长、劳动力资源紧缺的条件下,政界和学界都对俄

罗斯的跨国移民流保持着高度关注, 而对其国内

的人口流动,无论是移民政策的协调,还是移民形

式的变化以及人口低流动性的影响分析,都不够

深入,难以充分体现俄转型期的移民特点¹。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国内移民起着重要作用,

国内移民可有效提高资源的空间分布, 缓解地区

间收入与就业的差异, 因而提高国内移民流动性

对于俄罗斯而言尤其迫切。尽管俄政界与学界更

为关注俄罗斯的跨界移民流动,但实际上,与国际

移民相比,俄国内的人口流动占绝对主导地位,据

不同年份的统计数据, 俄罗斯国内人口流动占人

口总迁移量的 73% ~ 92% º。据统计, 1989 ~

2005年间俄罗斯国内人口迁移总数达 4 500万。

在俄国际移民潜力日趋下降、劳动力短缺问题愈

发严峻的当前时期, 研究转型期俄人口低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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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一  俄人口流动性的国际比较、作用
机制、移民流的结构变化以及地域特点

  俄罗斯作为市场经济转型国家, 与欧美国家

有着显著的不同,其国内人口流动呈现出缓慢,甚

至是停滞的趋势。移民结构中, 占主要地位的不

再是跨地区移民, 人口单向运动带来地区人口分

布的两极化, 对国家安全带来威胁。移民作为反

映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指标之一,其内

在机制变化对系列转型国家来说有一定的参照

意义。

(一)人口流动性的国际比较

根据拉文斯坦的人口迁移定律,经济因素在

人口迁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人口自发流动主要

是为了提高和改善生活水平, 从农村向城市的移

民更是常见的一种趋势。人口迁移可分为两种类

型:一种是个人常住地发生改变;另一种是临时性

的定期劳动移民。衡量人口流动性的指标包括迁

移人口的规模大小及迁移距离的远近。俄罗斯人

口的低流动性是通过与其他国家的比较显现的。

众所周知,各国的劳动年龄人口都属于移民活跃

性最高的群体, 通过比较这一年龄组的人口流动

性,即可看出俄罗斯与其他国家的明显差异。据

统计,在领土面积广阔的国家中, 2005 年美国劳

动年龄人口的跨地区流动性最高,达 26 j , 澳大

利亚为 17j ,加拿大为 9 j ,而俄罗斯仅为5. 7j。

�.�. �Ñ¿¹±È¶³在 2004年的计算结果显示, 俄罗

斯人口流动性仅为美国的 1/ 5。其实, 早在苏联

时期就存在人口流动性的跨国比较,据统计, 1981

年 31. 2%的美国人口不在其出生的州居住,而同

时期的苏联, 据 �. �. �±»À¿É¼À³Ã¼±Ñ的估算, 相

应指标大约是 23% ~ 25%的规模¹。据 1989年

和 2002年人口普查数据,在出生地未更换过居住

地的人口比重从 1989 年的 49. 3%增长到 2002

年的 55. 8% º。从迁移距离来看,俄罗斯明显低

于欧美国家。据统计, 1991年俄人均乘坐各类交

通工具的迁移距离为 5 100公里, 2000 年则下降

至3 300公里,降幅为 35%。试比较,美国的人均

迁移距离为 2. 3万公里, 欧盟国家为 1. 0万~ 1. 1

万公里(俄、欧、美均地域广阔)。

(二)人口流动作用机制的转换

俄人口流动性持续下降的态势与苏联时期国

内移民机制密不可分。苏联时期俄罗斯人口流动

性很大程度上受国家因素的作用。一方面,在国

家行政征召下,上百万的有组织移民向东部地区

迁移,为东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挥了重要

作用;另一方面,国家通过户口登记体系严格限制

了人口流动。苏联时期, 国家利用征召、强制等行

政手段使俄东部地区人口净迁移量超过中西部,

人口离心运动占主导,流向主要是从欧洲向北部、

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运动。市场经济体系下产业

分布趋向于温暖地区,而苏联时期则不然, �. �.

�Â¶»³ºÊ的计算表明,俄罗斯的人口居住更均衡,

经济布局更趋向于寒冷地带。�. �.�±»À¿É¼À³Ã¼±Ñ

指出,由于国家实行平均化的社会政策,为了巩固

极北地区的人口,实行高额的工资补贴、采取免费

食物供应体系使自然条件恶劣地区人口密度根本

上超过其他北部国家气候类似地区,形成/过剩0

人口。20世纪 90年代初俄北部的/过剩0人口估

算为当地人口的 20% ~ 40%。据统计, 由于沙

俄,尤其是苏联时期,向东、向北的移民扩展,俄人

口平均生存温度比 1913年还要低 1度»。因此,

在 90年代初社会基础设施运输体系恶化的情况

下,东部和北部地区人口外迁及向西回流是过去

大规模移民破坏经济布局合理性及人口均衡布局

政策的自然结果。苏(俄)时期同时并行的还有抑

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主要体现在限制农业地

区人口外流及限制大城市人口增长等方面。自

1920年年末起, 莫斯科限制建大型工业企业,

1959年的城建总规划曾限制人口在 500万以内,

但即使在严格的行政命令体制下, 这些抑制以莫

斯科为首的大城市人口增长的尝试都未取得显著

成效。实践证明, 欧俄地区经济与人口的发展远

未达到饱和程度,因而,向心运动是经济因素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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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人口自发的一种长期运动趋势, 只不过苏联时

期国家利用工资、补贴等手段协调了地区差异,再

加上一些行政措施的禁锢以及政府征召下的向东

运动,弱化了向中、西部地区移民的自发趋势。20

世纪 20~ 80年代,在苏(俄)高速城市化政策及提

高教育水平等措施促进下,人口流动性比先前增

长了一倍。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变换常住地的人口

比重快速攀升, 1926 年为 3. 5%, 1970 年为 5.

8%, 1979年为 7. 7% ¹。而后 10 年来, 人口流动

性快速下降,原因包括移民统计体系的变化以及

国际移民的进入、临时劳动移民的扩大等因素加

剧了长期移民统计的困难。(见图 1)

图 1  1939~ 2008 年俄罗斯城乡居民点迁入人口数动态 (单位: 千人)

来源: �.�. �¼ÂÄÉÑ¿¾º́Â±ÈºÀ¿¿±Ñ¾À²º½Î¿ÀÃÄÎ³�ÀÃÃºº:ÀÈ¶¿¼ººÁÂÀ²½¶¾Í±¿±½º¹±SPERO

  自 1989~ 2003年的 15年间, 俄罗斯国内人

口迁移数量减少了一半。一方面, 俄人口流动性

下降主要受农业人口向城市移民规模下降的影

响;另一方面,激进转轨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大大

提高了移民的成本和风险性, 不利于国内的人口

流动。因而,一定程度上,俄人口流动性也是转型

期国内形势恶化、经济危机及生活水平下降的一

种反映。人口流动性下降至 2002年近乎停止,稳

定在年均约 200万这样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而

1989年国内长期移民 470万) (见下图)。如此之

低的人口流动性对于一个连续 8 年经济增长、不

少地区劳动力市场/ 用工荒0的国家而言,是极其

不正常的。实际调查结果显示, 俄临时劳动移民

出现了复兴的趋势, 对国内长期移民起了部分替

代的作用。据全俄 7个城市的家庭调查, 临时劳

动移民大约在 300万左右,趋向于向大城市流动。

小城市平均 20%的家庭都存在劳动移民, 尤其是

在一些专业性强的、核心企业停转的中小城市中,

这一比重高达 30%, 此种类型大多都是国内移

民。而俄现行统计体系对临时劳动移民不予统

计, 这也是俄国内移民流动性过低的一个潜在

因素º。

(三)移民流结构的变化

俄罗斯把国内流动人口分为地区内移民和跨

地区移民, 据 2002年人口普查数据, 地区内移民

在国内人口流动中占主导( 56. 1% ) , 并且呈现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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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89~ 2008 年俄罗斯国内人口迁移动态 数量: 百万

来源:�±¼Å½¶¿¼À�. , �ÅÂ¾±¿À³�. , �¼ÂÄÉÑ¿�. �¶Ä¶Â¾º¿±¿ÄÍ�ÀÃÃº»Ã¼À»¾º́Â±Èºº. http: / / w ww . nisse. r u/ busi2

ness/ art icle/ a rticle_1683. html

重不断增长的趋势, 而跨地区人口流动则出现相

反趋势。主要原因在于人口多向欧俄富裕地区单

向运动,而跨地区流动更大程度上在于邻近地区

间的双向流动。跨地区人口流动性下降意味着移

民受劳动供给、就业、失业等影响降低, 各联邦区

之间人口分布凝固化。据统计, 2002年的人口再

分布指数仅为 0. 58%。跨地区人口流动性低造

成地区劳动力市场相对封闭, 对社会经济发展的

影响减弱¹。

经典移民理论认为, 局部的人口流动对整体

过程产生着一定的影响。如果该地区存在劳动力

不足,则地区劳动力市场可由其他地区补充; 如果

没有劳动力储备,则借助于国际移民来补充。无

疑,国内移民,尤其是跨地区移民的低流动性为国

际移民的进入提供了机会。从移民动机和移民的

知识结构来看, 地区内移民和跨地区移民之间存

在着一些差异。首先, 地区内移民的教育程度偏

低。据 2002年人口普查数据,有高等教育程度的

在地区内移民中占 13. 6%, 而在跨地区移民中占

20. 4%; 不完全高等教育的移民在二者中的比重

分别为 3. 4% 和 3. 6% ; 有中等职业教育的为

26. 5%和 27. 5%。其次, 在地区内移民中, 移民

动机为求学的占 13. 2%, 而在跨地区移民中占

8. 2% ;返回原住地的分别为 19. 1%和 15. 1% º。

人口流动范围有限带来地方劳动力市场的相对封

闭,跨地区移民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减弱,劳动力

再分配的减少使一些地区的就业率、工资和社会

流动性提高的可能性下降。

(四)人口流动的地区特点

从人口流动的地区特点来看, 俄各联邦区人

口流动规模都在下降, 西伯利亚和远东联邦区人

口流动性下降更显著。中央区在首都莫斯科的影

响下, 有大规模的跨地区人口流入, 其次是西北

区,尽管圣彼得堡对移民的吸引显著落后于莫斯

科,但仍领先于其他百万人口大城市,其余各联邦

区都是地区内移民占主导。各联邦区地区内及跨

地区移民的集中程度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与人

口流动惯性发展, 地区差异存在历史继承性等因

素有关。受转型期政治、经济形势影响, 1989~

1993年俄境内移民数量急剧下降, 1994年后下降

趋于缓慢。目前,俄罗斯人口流动性仅达到 19世

纪末农业社会时期, 年均 1. 5%左右。

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俄形成稳定的人口

运动趋势是从北、东向中央和西南流动,从移民差

额来看,俄欧洲部分为移民接受地区(北部地区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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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 从乌拉尔向东都属于移民供给区。俄中部核

心地区与东部边缘地带成为移民吸引力对立的两

极,而其他地区, 如西北区、伏尔加沿岸区和乌拉

尔等地处于人口向西流动的方向上, 其人口流动

的净差额或增或减, 变化趋势并不稳定。传统上,

俄东部地区居民移民愿望更强, 自 1989年起, 西

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人口的移民流动性低于西北

区、中央区和伏尔加沿岸区,地区内移民流动性占

主导。但由于俄地域广阔,各地区社会经济形势

多样,移民吸引力强的地区也存在移民外流区,如

列宁格勒州的波格西托戈尔斯克等地, 因高失业

率导致人口外流; 相反移民吸引力弱的东部地区

部分城市,由于与中国毗邻的有利位置,双边贸易

活动开展频繁,因而也存在有移民吸引力的城市,

如滨海边疆区的乌苏里斯克市¹。

表 1  1991~ 2008 年俄罗斯各联邦区移民增长形势 单位: 千人

联邦区 1991~ 2008
包    括

1991~ 1995 1996~ 2000 2001~ 2005 2006 2007 2008

俄罗斯 4479. 9 1981. 1 1351. 5 477. 3 154. 5 258. 4 257. 1

联邦区       包    括

中央区 2902. 6 929. 3 839. 9 631 146. 2 171. 5 184. 7

西北区 148. 2 - 35. 2 57 55. 5 18. 8 24. 3 27. 8

南部区 1067. 4 772. 2 187 30. 5 10. 6 41 26. 1

伏尔加沿岸区 1212. 7 758 407. 7 8. 7 2. 3 18. 9 17. 1

西伯利亚区 - 53. 7 90. 3 15. 1 - 144. 2 - 16. 9 - 3. 3 5. 3

远东区 - 1079 - 568. 2 - 315. 2 - 138. 9 - 21. 6 - 15. 1 - 19. 8

  来源:俄罗斯联邦统计局数据 http: / / demoscope. r u/ weekly/ 2010/ 0431/ analit01. php

二  影响俄人口流动的因素
分析及主要障碍  

  尽管俄各地区的经济状况与生活水平存在很

大的差异性,但移民平衡劳动力市场的作用未能

完全实现。即使将临时劳动移民统计不足的因素

考虑进来,与其他地域广阔的国家相比,俄人口流

动性还是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在大城市进行的

人口流动性调查表明, 俄罗斯国内人口的移民愿

望不强。调查显示, 88%的被调查者即使没工作

也不想在外地找工作; 10年以上的长期无业人员

比有工作群体就业积极性低很多; 在缺少移民动

机的人中,即使迁移目的地有好工作及提供住处

的情况下,移民愿望也很薄弱。

(一)影响俄人口流动的经济学分析

人口流动性主要受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主要

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 1)地区经济状况; ( 2)地

区人口的生活水平; ( 3)地区人口的发展状况; ( 4)

地区社会发展状况; ( 5)住房市场状况; ( 6) 地区的

劳动力市场状况; ( 7)生态与自然气候条件; ( 8)地

区的政策; ( 9)地区的社会政治稳定; ( 10)与移民有

关的物质与非物质支持; ( 11)先前的移民动态。

从移民流结构来看, 俄罗斯跨地区人口流动

与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间的关系很复杂。一

方面,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失衡 ) ) ) 富裕地区与贫

困地区间差异的增大促进人口流动;另一方面,大

量中等水平地区的形成,尤其是一些先前开发地

区, 经济结构和宏观经济指标区别不大, 人口潜

力、经济状况及邻近首都的地理位置都很类似,这

一局面并不利于人口流动性的提高。从劳动力市

场动态来看, 俄罗斯地区经济发展、劳动力供给、

失业率对国内移民的影响更弱一些, 人均收入增

长是移民的重要驱动因素,而贫困与住房市场不

完善则是影响俄人口流动不畅的重要原因。

1.人口流动与地区的经济发展

衡量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指标之一是考

虑购买力平价因素的地区产值。俄各地区间的人

均生产总值存在很大的差异, 这主要受苏联时期

产业布局政策影响, 工业占俄多数地区生产总值

主要部分,因此,工业结构对俄地区经济发展影响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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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深。从全俄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据

统计,俄地区产值(考虑购买力平价)与人口流动

的相关性系数为+ 0. 34, 欧俄部分更高,为+ 0. 45

( 2001年)。而从俄罗斯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与人口流动状况来看, 二者间并不完全是正相关

的关系。转轨前俄地区产值差异一直很显著,地

区产值领先地区为数不多,包括秋明州、鞑靼斯坦

与莫斯科等地区, 与之并存的还有产值落后的贫

困地区,如北高加索和西伯利亚南部等地。1998

年危机后,地区间贫富差距加大,领先地区数量缩

减,落后地区增多。然而,在地区产值差异拉大的

90年代下半叶, 国内人口流动规模不但没有上

升,反而处于下降态势,部分因素在于地区产值并

不能完全体现居民的生活水平, 个别地区的高产

值不能形成高收入的工作岗位, 对移民没有吸引

力。如下表,俄存在着富裕但对移民没有吸引力

以及贫困、对移民有吸引力的地区。

表 2  2001 年俄联邦各地区购买力平价的地区产值与跨地区人口流动状况统计表*

地区

组别

购买力平价的

地区产值* *

迁入移民的

集中性( j )

地区

组别

购买力平价的

地区产值* *

迁入移民的

集中性( j )

鞑靼斯坦 4 56 犹太自治州 74 3

彼尔姆州 7 70 哈卡斯 51 5

巴什科尔托斯坦 10 63 阿腾格 75 7

沃洛格达 11 67 阿尔泰 63 10

雅罗斯拉夫尔 12 59 斯塔夫罗波尔 67 17

  * 俄 79 个联邦主体, 不包括自治区,楚科奇、车臣共和国除外。

* * 购买力平价 ) 地区生产总值超过全俄平均水平的地区数。
* * * 跨地区移民超过全俄平均水平的地区数。

来源: �±Â±ÉÅÂº¿±�. �. �¶̧Â¶́ºÀ¿±½Î¿±Ñ¾º́Â±ÈºÑºÃÀÈº±½Î¿À- Ï¼À¿À¾ºÉ¶Ã¼±ÑµºÆÆ¶Â¶¿Èº±ÈºÑÁÂÀÃÄÂ±¿ÃÄ³±

ÃÀ³Â¶¾¶¿¿À»�ÀÃÃºº/ /�¶́ºÀ¿±½Î¿±ÑÁÂÀ²½¶¾±�. 102.

  2.人口流动与地区失业水平

宏观经济视角下, 人口流动可均衡劳动力市

场,有效配置资源。因而,影响跨地区移民的主要

经济因素是就业率地区差异和移民费用。美国经

济学家 Blanchard �. 和 Katz L .认为, 移民目的

地失业风险越高,未来收入增长不确定性越强,移

民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下降。平等条件下,移民更

多地进入劳动力需求高于供给地区, 劳动力的流

动进而也促进了就业率的均衡。经济衰退期间美

国的某些地区产业下降通过劳动力外流来平衡,

据测算,通常,失业率恢复到正常水平需要 7年时

间。高人口流动性使经济萧条对工资变化没有太

大影响,工资的跨地区差异不断减少。而对于转型

中的俄罗斯而言,移民并不能完全反映劳动力市场

动态。90年代中期劳动力市场动态与工业下滑的

速度并不完全吻合,国内人口长期处于低流动性,

工资变化幅度小,人口的经济活跃性不高。

俄罗斯失业率自北向南存在渐次升高的趋

势,北高加索和西伯利亚南部一带劳动力长期供

大于求。据统计,南高加索无业、找工作的人比重

超过 55%。俄各地区失业率差异显著, 并且这一

趋势至今没有得到缓解。2000年,低失业率与高

失业率地区间的差异达到 8. 4倍。俄失业率与人

口流动间的关系体现为较低的相关性, 主要原因

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俄罗斯的失业很大程度

上为结构性失业, 与人口流动的相关性较弱; 其

二, 90年代初移民流动性快速下降, 至 21 世纪

初,北部地区的移民储备显著收缩; 其三, 地区劳

动力市场停滞的部分原因是受俄资源开采型的经

济增长特点影响;其四,由于俄南部地区经济特点

具有历史继承性:经济以传统型为主,大部分从事

农业,主要是实物经济和小商品生产,家庭经济模

式居多,较为封闭, 移民多为季节性短工。因此,

在人口流动与就业状况方面, 官方统计严重不足。

据 2004年统计,欧俄地区移民迁出集中程度与失

业率间的相关系数为 0. 06,如果不包括南部联邦

区,则这一指标升高到 0. 37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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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地区吸引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就业岗位

的提供潜力,吸引移民就业的主要包括大、中型企

业、小企业以及非正式经济部门。官方数据表明,

大中型企业吸收了经济中近 2/ 3的劳动力。而小

企业的繁荣程度受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首先是地

区对小企业的行政限制程度, 其次是支付能力需

求的大小, 再次是人口密度和基础设施的建设。

根据小企业在经济中就业人口的比重, 两类地区

小企业发展更繁荣一些,其一是服务业快速发展

的联邦城市,其二是首都周边地区或联邦当局提

供税收优惠的边境地区(马加丹州或阿尔泰)。从

私营部门就业与跨地区移民集中性的相关系数来

看,私营部门就业是影响人口流动的重要变量之

一,二者相关性为 0. 42~ 0. 47。对立于官方统计

得出的结论,非正式部门就业与人口流动间的联

系很小。�. �.�±»À¿É¼À³Ã¼±Ñ在 90年代下半叶

指出,非正式部门就业是影响人口流动的一个重

要因素,限制外部移民进入对国内人口流动性的

提高影响不大。

转型期的俄罗斯经济与传统经济理论模型存

在差异,人口流动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不确定性

更强,人口行为的变化、问题地区人口与经济因素

的综合作用、俄南部地区被迫移民与民族经济的

存在等因素使俄国内人口流动更为复杂。

3.人口流动与货币收入

人均货币收入是影响地区人口分布的重要因

素,当前俄吸引移民的三个主要地区 ) ) ) 莫斯科

和西西伯利亚的两个油气区(汗腾- 曼西斯克与

亚马尔- 涅涅茨自治区)移民趋势与高人均收入

有密切联系。近年来, 俄联邦平衡地区差异的社

会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俄东部地区人口外流

速度有所减缓, 但政策性因素对移民的正面影响

仍很薄弱。与其他地区比,东部地区移民与人均

收入的相关系数更强, 为 0. 64。与阿尔泰边疆

区、泰梅尔自治区、托姆斯克州等中等收入的地区

相比,一些低收入地区,如赤塔州、堪察加州、乌斯

季- 奥尔登和阿加布里亚特自治区等, 移民流动

性更集中一些。然而, 移民与贫困水平的相关系

数则表现得很弱,尤其是俄东部地区,相关系数为

- 0. 16。从移民动态来看, 俄的社会政策一定程

度上抑制了贫困地区的移民外流, 但并未形成移

民吸引力中心, 移民流动反而呈现停滞的趋势。

4.人口流动与住房市场

住房问题是阻碍俄人口流动性的重要因素。

据 1994 年俄联邦统计局社会调查, 只有 40%的

被调查者在迁居新地后解决了住房问题。2004

年的社会调查再次验证了住房问题对提高人口流

动性的重要意义, 调查者中移居新地三年后住房

问题仍未解决的占 35%。尽管俄住房已经商品

化,但制约人口流动性提高的重要原因仍是无能

力租房或缺少大规模的公寓式住房建设,存在着

体制性障碍,如住房贷款体系不发达、劳动力价格

低等。此外,各地区房价差异显著等因素也制约

着人口流动性的提高。除此,人口流动性与年龄

结构有着紧密联系, 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更趋向于

向大城市迁移。

(二)主要制约因素

当前的俄罗斯社会有许多因素限制人口迁

移,主要包括行政因素与经济因素。就前者而言,

管理层借助移民平衡劳动力市场的意识薄弱, 对

这一过程协调不足, 甚至在公民权及毕业生就业

方面还保留着过去行政命令体系下的管理措施。

这些限制性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其一,保留

着一些不必要的登记体系,程序官僚化,在房主同

意情况下,登记手续过于繁琐,限制了外来人口的

入住。公用服务费用不根据实际消费情况,而是

根据所登记的住房情况。其二, 许多社会保障体

系将人固着在常住地上,限制迁移人口获得某些

社会保障的权利, 如卫生保健、退休及社会服务

等。其三,地区首府城市住房市场不发达及房价

昂贵抑制了公民的流动愿望, 如许多工种高级技

工的工资可以满足自身及家人的生活需求,但却

无法解决住房问题, 贷款体系不完善,多数移民购

不起房,而俄又缺少廉价的公寓式住房设施。其

四,人力资源及就业中介机构的发展落后,一些就

业部分仅提供紧缺行业的岗位, 在雇主及待业群

体中没有声望,这决定了其数据库登记的多数空

缺岗位没有吸引力。其五,俄罗斯限制人口流动

的另一因素是民族歧视, 非斯拉夫姓及长相的人,

不论是否具有俄罗斯国籍,就业和租房子都更困

难,甚至护法机关工作人员对非俄罗斯族人口都

存在偏见。社会调查显示,来自北高加索的公民,

更经常遇到类似问题, 这是限制俄人口过剩地区

(与当地经济发展落后有关)流出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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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方面, 贫困是限制人口流动的另一重要

因素,通常迁移距离影响移民动机,在没有其他中

间选择的情况下, 经济吸引力更大才可能产生远

距离迁移。以人均收入差异为例, 在工资差异更

大的条件下才可能出现远距离移民, 因为远距离

迁移需要承担更多的花费。俄人口流动性实证调

查显示,跨地区移民动态取决于迁移距离,俄半数

以上国内移民迁移距离不到 1 000公里,部分地

区的贫困阻碍了国内人口的移民进程¹。据 �.

�¿µÂ¶¶¿¼À和�. �ÅÂº¶³的观点, 20世纪 90年代

俄国内人口低流动性的重要制约因素就是贫困,

一些有很高的移民意愿的潜在移民, 因囊中羞涩

而无力成行º。此外, 国际移民对国内移民的间

接影响也发挥着作用。1993~ 1994年来自独联

体及波罗的海国家的移民扩大了地区内和跨地区

人口流动数量, 国内人口流动出现稳定上升趋势。

据统计, 2002年地区内移民是 1992年的 1. 6倍,

跨地区移民为 1. 7 倍»。实践证明, 经济发达地

区移民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可抑制小城市和农业

地区人口外流的速度。

总的来看, 俄罗斯人口低流动性并非某一因

素的单一影响, 而是各类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 20世纪国家行政作用主

导下的人口高流动性在俄当前社会已不可逆转,

并且俄人口存在不断减少的趋势, 指望彻底改变

向经济发达地区移民的人口流动趋势是不可

能的。

三  俄人口流动的后果及当局对
 国内人口流动的管理政策

  俄人口向心运动带来人口地区分布的两极
化,劳动力地理分布不均衡,此外,低流动性导致

地区劳动力市场开放性不高, 造成高失业率与某

些领域劳动力不足等问题并存的情况。此外,低

人口流动性加剧了俄罗斯的人口形势, 无法充分

利用劳动力,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部分

地区人口进入/贫困陷阱0¼。

(一)俄人口流动的后果

中央区和远东联邦区构成了人口流动的两

极,中央区几乎接受了近 2/ 3的流动人口,而西伯

利亚和远东则成了移民供给地区。据统计, 2008

年 71. 8% 的流动人口都聚集在中央区, 1991~

1995年中央区吸纳了 36%的净移民顺差人口,接

下来的 5 年, 中央区吸收了流动人口的 50%,

2001~ 2005 年为 83% ½。欧洲地区的其他三个

联邦区吸收流动人口的数量是中央区的 38%左

右,各联邦区移民都存在向西流动趋势,尤以远东

区人口外流形势最为严重。2000 年西伯利亚联

邦区首次出现了不大的移民增长, 尽管人口外流

速度有所减缓,远东联邦区仍是人口外流的重灾

区。北部地区人口外流的趋势仍在持续,人口外

流速度接近 20世纪 90年代的一半,年均流失人

口 4~ 5 万人。2008年由于社会经济形势恶化,

极北地区人口外流出现加剧趋势。总的来说,俄

地区内人口流动性从东向西存在升高趋势,而各

联邦区跨地区人口流动性则低得多。从迁出地区

的特点来看,乌拉尔以东及北部地区更趋向于向

其他地区移民。

人口两极分布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转型期

间,国家弱化了协调收入和价格的职能,取消了对

人口流动的管制,人口福利水平急剧下跌,社会领

域陷入停滞,运输费率显著提高,国家停止了对有

组织移民的资助,此外,俄缺少发达的劳动力市场

体系及住房保障体系,也带来人口流动性下降。

(二)俄对国内人口流动的管理措施

与苏联时期存在明显不同, 俄当前缺少对国

内移民的实际性管理,主要的政策性文件包括/俄

联邦移民管理纲要0,包含两方面内容: 其一,优化

国内人口流动, 促进劳动力资源的有效利用。在

人口就业方面,国内劳动力资源利用与吸引外国

劳务间要取得平衡; 按比例发展住房和劳动力市

场,促进劳动力流通;形成促进经济活跃地区人口

再分配机制,以保障地区劳动力市场均衡发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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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外流严重地区制定规划, 形成新岗位及生活

条件;国家支持从无前景的居民点迁出;发展跨预

算体系,结合部分地区劳动力市场状况形成联邦、

各主体及市政部门间的预算; 在俄联邦社会经济

发展规划预测的基础上优化国内移民和俄人口分

布体系; 其二, 在俄联邦北部、东部及边境地区保

持和进一步发展人口。通过吸引其他地区移民,

恢复极北地区、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各机构的经

济活跃性;促进俄联邦、独联体成员国以及波罗的

海国家的移民, 协调俄边境地区的人口流动; 在上

述地区实施积极的经济和城建政策, 制定和实施

投资规划, 发展社会、交通和市场设施; 尽管俄宪

法及联邦立法对俄公民及合法在俄居住外国公民

常住地选择上没设任何行政限制, 但在国内移民

管理方面,政策制定不足,向国家需要方向移民的

经济鼓励措施采取得极为有限。护法机关实行的

登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

动,甚至破坏了公民权。

四  未来俄人口低流动性改善的可能

人口布局有惯性发展的趋势, 从跨地区人口

流动提高的可能性来看,为了弱化与毗邻大国人

口失衡的地缘政治局势,试图使向西运动的移民

流转为向东流动,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据计

算,为了使俄东部与我国毗邻地区人口失衡比从

1: 30降低到 1: 15,则俄东部地区人口要翻一番;

要使俄东部人口密度与我国北部相均衡,则东部

需要 5亿人口¹。从俄人口发展前景来看, 俄罗

斯不具备这样的人口发展与移民潜力。

根据人口分布的规律及移民结构的变化, 俄

未来人口流动性改善需要一定的条件, 如去除人

口流动性壁垒、劳动力及住房市场等条件的改善

等。由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时期不合理的产业布

局,资本市场发展不够, 一些气候高寒、运输成本

高的地区资本不愿进入,而外贸自由化使工资差

异更显著。以当前的人口流动性来看, 现有的地

区差异至少在今后 10年中不会消除。俄人口流

动性的未来趋势主要受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其一,从经济因素来看,由于俄经济增长主要

是依赖资源开采,而非劳动力密集产业,因而俄地

区劳动力市场的停滞部分原因在于俄经济增长的

特点。如地区生产总值居前列的秋明州及其周边

地区,形成的工作岗位主要是不需要大量劳动力

的油气行业,因而人口流动与地区产值的相关性

不高。此外,俄缺少地区多样化的中长期发展战

略,对跨地区移民没有显著的推动。根据俄联邦

2008年社会经济发展预测方案, 地区经济生产总

值将向着更均衡的方向发展, 但该方案对跨地区

移民没有任何经济方面的促进措施, 不会产生明

显的效果。

其二,人口因素方面,从移民年龄构成变化来

看,未来人口结构不利于人口流动性的提高,这主

要是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将引起求学移民

及劳动移民潜力下降造成的。

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人口流动的重要内生性

因素,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看, 不受国别、民族

的影响,劳动年龄人口空间流动性最高,而性别对

人口流动性的影响不大。1996~ 2004年俄人口

年龄结构变化有利于移民结构发展, 促进了移民

中年轻人口的比重, 而这一潜力很快耗尽, 至

2009年,参与国内人口流动的年轻人比重从 40%

降至 32%, 退休年龄人口比重从 18. 6% 增至

24%。从常住人口登记状况来看, 俄罗斯男性人

口流动性略高于女性。未来俄人口下降将伴随着

年龄构成的重大变化, 人口流动性最高的年轻人

口数量下降将不利于人口流动性的改善。据俄人

口统计局预测,俄 2025年预计女性总和生育率提

高到 1. 64, 人口预期寿命扩大 2. 6岁。同时, 劳

动年龄人口数量将有所下降, 低于劳动年龄人口

数量有所增长,高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快速增加。

人口年龄结构动态影响着移民流动性, 从二者的

关系来看, 2010年人口年龄构成变化对移民流动

性基本不产生影响, 自 2015年起, 前者对后者的

影响转为负面。2015年由于年龄构成变化,移民

活跃人口数量降幅达 9% , 减少 16. 9 万 (见下

图) º。未来, 俄罗斯人口老龄化趋势将继续加

剧,移民结构也将随之出现系列负面变化。出生

率下降引起儿童数量减少,而儿童只能作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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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的成员,而非移民主体,这在一定程度上,也 限制了未来俄人口流动性的改善。

图 3 2004~ 2025年人口和国内移民数量变化及预测( 2004年为 100% )

来源: �. �±Â±ÉÅÂº¿±µ¶¾À́Â±ÆºÉ¶Ã¼º¶Æ±¼ÄÀÂÍµº¿±¾º¼º¾º́Â±ÈºÀ¿¿À»±¼Äº³¿ÀÃÄº¿±Ã¶½¶¿ºÑ�ÀÃÃºº:ÃÀ³Â¶¾¶¿¿±Ñ

ÃºÄÅ±ÈºÑºÁ¶ÂÃÁ¶¼Äº³Í. Ã. 125. http: / / demoscope. ru/ w eekly/ 2007/ 0285/ analit06. php

其三,造成俄人口流动性低于 6j ,跨地区移民一

直保持低位的部分原因在于社会因素, 如先前的

移民动态、民族历史习惯以及求学移民的比例等。

社会学调查显示, 移民经验对未来的移民动

态有重要影响。据俄统计局数据, 个人及家庭原

因在移民原因中占显著地位( 58%以上) ,回原住

地占 16. 04% , 就业占 10. 97%, 获得更好的教育

占 9. 30%。当前,尽管高校数量和大学生比重在

增长,但求学移民对跨地区人口分布不构成重要

影响,更多的大学生选择在本地或地区首府学习。

五  结论

当前研究俄罗斯的国内人口流动带有一定难

度,因为俄未将临时劳动移民纳入统计,使临时劳

动移民排除在人口流动性统计之外。俄罗斯大城

市的劳动力需求是当前人口流动的动力,在欧俄

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力供给扩大, 国外劳动移民的

进入在一定程度上可抑制国内人口西移的趋

势¹。平衡地区差异的社会均衡化政策稳定外流

地区人口的同时, 也带来不利于人口流动的负面

效应。而当前俄当局对国内移民的管理与市场经

济快速发展极不协调, 一些措施甚至抑制了人口

流动性,不利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未来俄人口

流动性的改善将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过程,这是

由人口分布的惯性发展规律、移民结构的变化等

因素决定的。

(责任编辑  张红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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