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哈薩克境內的俄羅斯

人：歷史層面之分析 
                

第一節     

俄羅斯人的移民歷程 

 

 

 

西元前 3世紀至西元前 1世紀，哈薩克境內出現階級社會。西元 6-8世

紀哈薩克地區建立封建國家。15世紀末建立哈薩克汗國。19世紀 60 年代被沙

俄統治。1917 年 11月至 1918 年 2月蘇聯在此建立蘇維埃政權。1936 年 12月

5日成為原蘇聯加盟共和國之一。1990 年 10月 25日通過「主權宣言」。1991

年 12 月 16 日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宣佈獨立，同年 12 月 21 日以創始國

(Co-Founder)身份加入獨立國協。 

根據歷史發展的推斷，哈薩克境內俄羅斯人的形成主要是受到下列兩個

時期的推力而產生，一是俄羅斯帝國時期侵略主義向外擴張征服，伴隨著軍隊

出征的軍人移民至哈薩克；二是蘇聯政府有計畫的殖民政策，為了配合蘇維埃

化的推行，將俄羅斯人移民到哈薩克，進行這片處女地的開發與將克里姆林宮

政治模式移植至哈薩克，以此控制其國家的發展。 

有關俄國在鄰近地區擴張的情況，請參見下圖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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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 俄國在中亞和遠東的擴張 

 

資料來源：邢廣程，《崛起的中亞》，（香港：三聯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3），
頁 16。 

哈薩克在 20世紀中期民族國家畫界運動中，獲得主體民族的地位，1且

在 1991 年蘇聯解體之後獨立，確定其民族國家的地位，所以在研究哈薩克的

俄羅斯人移民過程，我們必須從整個俄羅斯人向中亞地區遷移的歷史來看在哈

薩克境內的移動狀況。我們依照上述原因分成兩個主要時期，俄羅斯帝國時期

與蘇聯時期，而蘇聯時期因為領導者的政策目的不同而有不同的移民階段劃

分。 

 

一、 俄羅斯帝國時期 

 

以俄羅斯向中亞移民史觀之，可以從彼得大帝時代開始。西元 1700 年，當

時基瓦(Khiva, Хива)可汗尋求俄國庇護，同時得到消息知道阿姆河(Amu Darya)

                                                 
1 王嘎，〈中亞地區民族人口遷移及其社會後果〉，《世界民族》，2 (20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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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黃金，彼得大帝便派遣兩支部隊分別由鹹海(Aral River)和西伯利亞對中亞的

遠征，並藉以打通其前往印度與中國的唯一通路。自 1717 年起首次向中亞進軍。

但在此之前，已有俄國籍的布柯茨船長(Captain Bukholts)上溯到額爾齊斯河

(Irtysh River, Иртыш Река)，於 1716 年在鄂木斯克(Omsk, Омск)建立要塞，此算

是俄羅斯帝國初期對中亞遠征中成功的事蹟。1718 年彼得大帝派遣特使前往布

哈拉 (Bukhara, Бухара)，並在賽米巴拉金斯克(Semipalatinsk, Семипалатинск)與

烏斯特卡美諾戈斯克(Ust-Kamenogorsk, Усть-Каменогорск)成功的設置要塞，這

兩處成為俄國向哈薩克大草原擴張的基地。兩次大規模遠征失敗的結果讓俄羅斯

帝國從此認識到，要佔有亞洲腹地，必須先在哈薩克草原站穩腳跟。彼得大帝在

其遺言中仍不忘敦促著俄國的統治者要謹記兩大目標，征服君士坦丁堡和印度，

遺言內容寫到「雖然吉爾吉斯人2是野性難馴又輕浮無常的民族，但這群人卻是

通往所有亞洲國家的鑰匙和大門」3。  

哈薩克人對俄羅斯帝國主動臣服，是始於 1730 年的小玉兹阿布爾海依爾

汗。在此之前，正處於強盛時期的準噶爾部，在 1723 年對哈薩克發動進攻，佔

領哈薩克大部份的土地，臣服中玉兹(哈薩克斯坦中部地區)和大玉兹(七河流

域)，向西逃走的小玉兹爲尋求保護，便臣服於俄國，此後哈薩克的其他部落遇

到準格噶爾要求送人質時，就會同小玉兹臣服於俄國，請求俄國出面干涉。也是

因為俄哈關係之間這樣擴張與臣服的互動，讓哈薩克族成為中亞民族中最早與俄

羅斯接觸的中亞民族，其他的民族都要再經過一過世紀之後才與俄國人有比較多

的接觸4。 

準噶爾部因為各個領袖之間對於領土劃分的不和，開始彼此互相爭鬥起內鬨

而瓦解。1731 年俄羅斯帝國開始推行征服哈薩克草原的計劃。1762 年俄國把實

                                                 
2 在沙俄統治期間，「吉爾吉斯」一語有時亦稱為「哈薩克吉爾吉斯」，而後者通常用來稱呼哈薩

克人，真正的吉爾吉斯人是被稱為「卡拉-吉爾吉斯」(Kara-Kirgiz)。 
3 菲力普‧格雷茲布魯克(Philip Glazebrook)著，黃芳田譯，《傳說之城：踏尋英俄中亞大競力的

歷史現場》，（台北：馬可孛羅，2000），頁 84。 
4 筆者認為哈薩克族的伊斯蘭化程度較其他中亞民族來的低，或許與此有關。可能影響到後來哈

薩克建國之後在民族問題上，伊斯蘭教復興問題在哈薩克還不及於其與俄羅斯人之間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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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控制線推進到奧倫堡(Orenburg, Оренбург) 5－奧爾斯克(Orsk, Орск)－彼得羅

巴甫洛夫斯克(Petropavlovsk, 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鄂木斯克－賽米巴拉金斯克一

線。至 18世紀末，俄羅斯帝國在這一地區構築烏拉爾河、奧倫堡、易信河(Ishim 

River, Ишим Река)和額爾齊斯河四條堡壘線，長達 3500俄里，並且併吞了西玉

兹(西哈薩克斯坦)。有關俄羅斯帝國在哈薩克建築的四條堡壘線，請參見下圖

2-1-2： 

圖 2-1-2 俄羅斯帝國在中亞進軍的路線圖 

 

資料來源：邢廣程，《崛起的中亞》，頁 22。 

                                                 
5 1925 年以前奧倫堡曾是哈薩克的首府，之後將其從哈薩克的領土中畫出，歸入俄羅斯本國的

領土中，所以今日在地圖中所看到的奧倫堡是在俄羅斯領土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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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2 年俄羅斯帝國逐步控制了哈薩克草原的西部和中部。對哈薩克地區軍

事佔領，讓俄羅斯帝國擁有武力的貴族階層，得到其所想要的土地與財富。1855

年俄國的克里米亞戰爭(Crimean war)失敗之後，俄羅斯預期中亞地區對其所帶來

的經濟效益，加速了對中亞的擴張政策，並更激烈地採取軍事手段，以浩罕

(Kokand)汗國為其第一目標。1861-1865 年美國內戰，讓俄羅斯的棉花進口量不

足，使得棉紡業新興資產階級急欲尋求棉花的來源，中亞地區適合生產棉花的黑

土區，讓許多俄羅斯人前仆後繼地來到哈薩克地區，在此建立棉花的產區與銷售

市場，同時，也仗著俄羅斯政府的勢力，俄羅斯與烏克蘭農民陸續向哈薩克及其

他中亞地區移民。 

1863 年俄國在說明其新的帝國政策時，曾主張有權併吞英國所欲染指以通

往印度的中亞地區6。1864-1885 年這段期間，俄國將中亞的突厥斯坦(Turkestan)

大部份地區佔為己有，範圍從中亞零散分布的浩罕、基瓦與布哈拉等回教可汗

國。為了在此建立俄國式的行政制度，並對此地區的各類天然資源開始進行開

發，1867 年任命考夫曼將軍(K.P. Kaufman)擔任突厥斯坦的督軍。從 1873 年開

始基瓦成為受俄國保護的國家，不久，1876 年俄國更將浩罕汗國改建為費加納

(Fergana, Фергана)行省。隨著 1881 年，史可貝列夫將軍(M. D. Skobelev) 征服土

庫曼部落，俄國派有地方行政組織中的最高長官(Генраль-Губернатор)，同時掌

管土庫曼地區的民政與軍政。1884 年俄軍最終以武力征服土庫曼部，1891 年俄

軍開進帕米爾，整個中亞地區併入俄羅斯帝國版圖，此年是俄羅斯人在俄羅斯帝

國時期移民的最高峰。 

此外，在經濟及傳統生活方面，19 世紀初期，俄羅斯所建築的堡壘對哈薩

克傳統的游牧經濟產生了影響，其所劃定的廣大領土範圍，侵犯了哈薩克遊牧部

落的遷徙及其族群群聚的生活方式。俄羅斯的行政管理到哈薩克對哈薩克的傳統

                                                 
6 1828 年，尼古拉一世努力執行彼得大帝遺囑，要打通中亞到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路線進攻印

度時，雷西艾文斯上校(de Lacy Evans)曾說，中亞是個「在這世界上我們最缺乏探索的地區，

和這個地區的聯繫也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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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所造成的影響，如 1980 年代中期開始，以「促進各民族交融相處」為由，

進行土地的重新分配，讓武裝的哥薩克人，開始佔領哈薩克北方及其東方肥沃的

土地。對於哥薩克人的入侵與佔地為王的行為，俄國將軍奧斯塔非耶夫描述到：

「大量移民進入草原各州，而吉爾吉斯人(此亦有指涉哈薩克人)把自己駐紮地讓

給了俄羅人定居落戶，因而不得不在其他各地尋求駐紮地，或從哥薩克人那裡租

用土地」。1905-1907 年爆發的俄國無產階級革命，也同時衝擊了受俄羅斯殖民

統治的哈薩克地區，讓哈薩克人有了民族自決的意識。1906到 1912 年間，超過

50萬的俄羅斯農場開始施行總理史托利賓(P.A. Stolypin, П. А. Столыпин)所主張

有廢除共同責任制與土地賠償款，取消累積欠款與體罰制度的土地改革，遠在哈

薩克的俄羅斯人也受此政策影響，進行以土地與自由為目標，法律前平等為精

神，來創造小資產階級(A Class of Small Proprietors)，這樣的土地改革也改變了

哈薩克傳統游牧的生活方式。 

1916 年 7月俄羅斯進行對德戰爭，尼古拉二世向中亞徵兵，引起了哈薩克

人的反彈，多數哈薩克人拒絕接受俄國徵召，串連起中亞的其他地區民族，爆

發了俄羅斯帝國時期大規模的中亞地區民族解放運動，有阿謝喀耶夫(B. 

Ashekeyev)、詹波西諾夫(A. Zhan-bosynov)、波金(T. Bokin)等人領導。71916 年

俄國派兵武裝鎮壓，奪取中亞地區的土地並強迫其接受徵召從軍，結果造成了

數千名的哈薩克人被殺，存活下來的人也因為沒有土地可以耕作獲取糧食，而

活活餓死。另有數千名的哈薩克人就此逃到中國與蒙古。 

從 1830-1900 年間，俄羅斯帝國逐漸東擴，橫跨中亞，曾屬蒙古帝國可汗統

治的浩罕、布哈拉、基瓦，也紛紛易主落入俄羅斯帝國的勢力範圍，期間為了加

強俄羅斯的影響力，俄羅斯曾不斷派遣士兵或官員前往該地，接近阿富汗與印

度。80 年代，中亞地區併入俄國版圖後，非軍事移民開始進入這一地區。不僅

                                                 
7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The Official Kazakhstan, 

http://www.president.kz/articles/history/history_container.asp?lng=ru&art=new 
(上網檢視日期：2005 年 3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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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批商人來此經商，而且有組織的移民也湧入該地區。 

19世紀俄羅斯帝國與大英帝國，在中亞地區進行「大競賽」(Great Game)8

的對峙，目的是要爭奪英治印度通衢要地的控制權。有關 1846-1907 年英俄在

兩國在中亞的衝突與擴張圖，請參見下圖 2-1-3： 

圖 2-1-3 1846-1907 年英俄在中亞的衝突與擴張

 

資料來源：邢廣程，《崛起的中亞》，頁 24。 

19世紀 60 年代，伴隨著俄羅斯帝國對中亞地區的武裝侵略，揭開了俄羅斯

人向中亞移民的序幕，最早進入這一地區的是哥薩克士兵9，他們在那裡建立了

                                                 
8 俄國人稱與英國的大競賽對峙為「影子比武」(Tournament of Shadows）。 
9 哥薩克人(Cossacks)在蘇聯的行政區域劃分中，依據列寧(V.I. Lenin, В.И. Ленин)「民族自決權
利」(Правонаций на Самопределение)而針對少數民族設計的，以民族名稱成立「自治共和國」、

「自治區」，甚至「民族區」中都未有哥薩克人單獨成立的行政區，可見將哥薩克人視為一俄

羅斯聯邦中的單一民族並不恰當，根據前蘇聯官方的說法是「蘇聯一些地區（在頓河、庫班河、

捷列克河下游），的居民」，請參見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譯，《蘇聯軍事百科全書：軍

事歷史上》(第二冊)（北京：解放軍出版社，1986 年 3 月），頁 314。而「哥薩克」乃源自於
突厥語的 kazak，其意乃指涉為「勇敢、自由之人」，隨著歷史的演變，有人稱其為「強盜」、

「勇士」及「冒險家」，但這都只是說明一種生活方式而非一個民族的特徵，所以本文將依據

“Казаки”, Народы России (Мосава: Большая Росс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недия, 1994), p.169.所指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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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干軍事要塞，如烏拉爾斯克和西伯利亞防線，並形成了該地區最早的移民村

落。直到今天，在哈薩克北部仍有不少的哥薩克人。 

在 19 世紀末，經過俄國近兩世紀的併吞，最後主要由哈薩克部落居住的西

伯利亞和鹹海以及巴爾什克湖(Lake Balkhash)之間的地區被劃分為一個併吞的

部分，而中亞的其他部分則被劃分為另一個被併吞的地區，讓俄國的佔領範圍擴

大到當時哈薩克部落以外其他中亞的區域，而這些俄國蠶食鯨吞的地方在俄國制

度化管理下，清楚劃分了兩個管理區域，即突厥斯坦，及西伯利亞大草原區(Steppe 

District)。現今哈薩克大部份的區域就是在西伯利亞的草原區，而部份現今哈薩

克南部區域就是在俄國設官治理突厥斯坦的範圍。 

20 世紀初，俄國政府在歐俄地區推行扶植富農為主要內容的土地改革，

許多被剝奪了土地的俄羅斯農民(Russian muzhiks)被迫舉家遷移到中亞地區謀

生。 

 

二、 蘇聯時期  

 

此時俄羅斯人有四個移民階段： 

第一階段十月革命勝利及蘇聯成立後： 

1920 年代到 1930 年代，為了鞏固革命政權和發展少數民族地區的經濟、文

化，蘇聯政府從俄羅斯聯邦向中亞地區派去了大量熟練工人、工程技術人員、專

家、教師與醫生，在這些新地區建立學校、政府機構，開發天然資源以實行工業

化，並推動農業集體化(Collectivization)。101928-1936 年，遷移到中亞地區的斯

拉夫移民有 170萬人。11此段時間是哈薩克人從帝俄以來，以及在蘇聯推動集體

                                                                                                                                            
本文中將哥薩克人單獨於俄羅斯此一民族之外，而將其包含在俄羅斯人中來討論。 

10 趙竹成，〈中亞的『俄羅斯人問題』〉，《歷史月刊》，122 (1998.03)：52。 
11 數據來源請參見趙常慶、陳聯璧、劉庚岑、董曉陽，《蘇聯民族問題研究》，(北京：社會科學
文獻出版社，1996)，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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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之前，哈薩克地區人口數的最高峰，之後一直要到 1996 年哈薩克人才又成為

哈薩克地區的多數民族。 

圖 2-1-4 1917-1936 年蘇聯在中亞的擴張 

 

資料來源：圖中右下角(→)是哈薩克遊牧民族的逃亡路線圖，其流亡的原因在

1916 年是因為要逃避沙皇的徵兵，1932 年則是為了逃避蘇聯集體化

政策的強制管理，在 1916-1632 年間，有 100多萬名的哈薩克人逃離

哈薩克地區。邢廣程，《崛起的中亞》，頁 27。 

1917 年俄國的 2 月革命，激起哈薩克人對民族自決的追求，除了支持布爾

什維克人的部分外，1917 年 12月一群主張世俗國家主義者，多半是哈薩克年輕

的知識份子組織具有濃厚的民族解放運動色彩的阿拉什(Алаш)12，組建了自己的

軍隊，利用俄羅斯帝國瓦解，蘇聯尚未穩固其政權之際，企圖為哈薩克人建立了

一個自己的國家。1917 年 12 月 5 至 13 日在奧倫堡舉行第二次全哈薩克代表大

會，宣布成立「臨時人民委員會」政府13，並支持高爾察克(А. В. Колчак)的白軍

                                                 
12 這是以哈薩克人戰時的呼號命名，而這個呼號源自於哈薩克的英雄祖先「阿拉什」。 
13 鄧浩，〈「論哈薩克斯坦蘇維埃政權的建立」〉，《西北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蘭州)》，

1 (1997)：3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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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反抗布爾什維克，但只維持不到兩年(1918-1920 年)即便向布爾什維克政府投

降。 

1920 年 8月 26日，根據全俄中央執行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的命令，中亞地

區成立了吉爾吉斯蘇維埃自治共和國 (Kirghiz Autonomous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 Киргизская АССР)，首都就在今日俄羅斯境內的奧倫堡州，直接隸屬

於俄羅斯聯邦社會主義共和國 (Russian Soviet Federated Socialist Republic, 

Russian SFSR; Российск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Федеративн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РСФСР)的管轄之下。此時，列寧為了要沖淡民族畫界上的領土問

題，主張的「區域自治」(Regional Autonomy)，所以在國號中所賦予的“自治”二

字，其實是為了平息該地區民族紛爭而加上，並未讓這些自治共和國有實質的國

家權力，主要的政治經濟的政策仍是由俄羅斯人所主導。 

1918 年 5 月至 1921 年初所實施的「戰時共產主義」(War Communism, 

Военный Коммунизм)政策，使得蘇聯在一開始的政經發展就陷於嚴峻的困境之

中。有鑑於此，列寧於 1921 年 2 月提出實施農工並重的「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 NEP; Нов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НЭП)，企圖藉此扭轉此

一劣勢。1921 年 3 月，俄共第十次代表大會闡述了大俄羅斯沙文主義的歷史根

源，認為沙皇政府對邊疆地區少數民族實行長期殖民統治，使這些少數民族地區

淪為殖民地，這在中亞地區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的各個領域中都有反映出來。因

此俄羅斯帝國把邊疆少數民族地區變為殖民地的做法，是表現出了俄羅斯人殖民

主義思想意識與態度。 

1924 年 1月 24日列寧逝世，經過多次激烈的政治鬥爭，史達林(J.V. Stalin; И. 

В. Сталин)以「一國社會主義」(Socialism in One Country)的主張，成功贏得廣大

民眾的支持，成為蘇聯的獨裁領袖，他認為世界革命是需要循序漸進的，無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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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內速成，必須先在俄國進行社會主義的建設，待俄國建設完成，擁有強大的

國力之後，再輸出俄國建設成功之經驗至他國，以達成世界革命。 

1924 年蘇聯政府在中亞地區進行民族畫界，俄羅斯人開始正式將吉爾吉斯

與哈薩克有所區別，14儘管仍將哈薩克人居住的其他地區也併入吉爾吉斯蘇維埃

自治共和國，但在 1925 年有重新更改國名為哈薩克蘇維埃自治共和國(Казахская 

СССР)，這個國家是蘇聯領土中的第二大國，且是前蘇聯加盟共和國中富含天然

資源卻又飽受蘇聯核子試爆威脅的國家，為了加強對哈薩克人的控制，將當時的

首府從原先的奧倫堡遷到克孜勒奧爾達(KyzylOrda)，1929 年又遷到哈薩克東南

方的阿拉木圖(Almaty; Алматы，蘇聯時期稱為 Alma-Ata; Алма-Ата)，哈薩克蘇

維埃自治共和國同其他蘇聯的加盟或自治共和國，是隸屬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 聯 邦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USSR; Союз Советски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 СССР; 簡稱蘇聯，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的聯邦體制之

中。 

1929-1934 年間，史達林為確保蘇聯糧食充足，以支持五年計畫的工業化，

推行集體化的農業政策。其中，根據蘇共中央的決定，哈薩克的農業集體化必須

於 1932 年完成，並為此規定了明確的進度表。1928 年哈薩克的集體農戶占農戶

總數的 2％。但是，按進度表要求，哈薩克須在 1930 年 4月 1日前達到 50％，

1931 年 10月 1日前達 到 65％，1932 年要完全集體化。各級領導迫於壓力，不

得不強制農牧民加入國營農場(State Farms; Совет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овхоз)。對不

願加入者則採取嚴厲的制裁措施，例如，取消選舉權、冠以「富農」的稱號、沒

收財產、關進集中營，甚至處死。1930 年 3月 15日，哈薩克中央執行委員會和

人民委員會通過「關於在全部集體化地區鞏固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成功的措施和同

富農與巴依(Landocrat, Бай)作鬥爭」的決議發佈一個月後，就有 3113名「富農」

                                                 
14 俄羅斯人之所以有「吉爾吉斯」(Kygyz)稱呼，是為了避免在「哈薩克」(Kazak)與「哥薩克」

(Cossack)之間有所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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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巴依」被捕和判刑，2450戶農戶被驅趕到哈薩克境外。1930到 1931 年間被

以「富農」名義流放的人達 6765人。15 

俄羅斯人惡劣的管理態度及成本偏高的集體農場 (Collective Farms, Колхоз)

管理制度，讓哈薩克的農民再次忍受飢荒，有 150萬哈薩克人餓死，這相當於有

1/4 的哈薩克人受到殲滅，不只是哈薩克人，連哈薩克境內的家畜都因為缺乏糧

草，有 80%的家畜也是這樣活活餓死，農民們強烈地抨擊蘇聯這項對他們不利的

農業政策。此時同樣有數千名的哈薩克人逃往中國新疆，但大部份的人都在逃亡

的過程中就餓死了。哈薩克人再次任由俄國的脅迫，將他們與自己的土地撕裂開

來，離家千萬里。（有關哈薩克游牧民族逃亡路線圖，請參見圖 2-1-4） 

然而，就另一方面來看，俄羅斯人卻藉由蘇聯的國家發展政策幫助哈薩克逐

步擺脫過去的游牧生活，向農工並行的現代化生活邁進一大步。1936 年 12月 5

日，哈薩克蘇維埃自治共和國開始成為蘇聯的一個加盟共和國，哈薩克被納入蘇

聯聯邦制的體系之中，受其管轄。  

在史達林時期蘇聯民族政策有兩大發展方向，第一，發展民族地區的經濟、

文化、教育事業；第二，俄羅斯化(Russification)。史達林在宣傳「民族平等」的

同時，卻執行以俄羅斯為中心的殖民主義政策。在文化上的表現即在於藉由語言

文字的政策推行，來達到其地方化(Nativization, Коренизация)的民族政策，在

1929 年將哈薩克的語言16從原先 1860 年代開始的阿拉伯書寫體，改為拉丁文的

書寫體，不讓他們繼續使用古蘭經的語言，儘管此時哈薩克人仍可到聖地進行朝

聖，但史達林的做法是要切斷中亞與伊斯蘭的聯繫，使中亞地區同土耳其般可以

保有世俗國家的地位。爾後在 1940 年爲了方便俄羅斯人雇用哈薩克人時的溝

通、徵召哈薩克人入伍的管理，和俄羅斯人小孩進入哈薩克學校就讀時的方便，

再次將哈薩克文從拉丁文改為俄文所書寫的西里爾(Cyrillic, Кириллица)字母。蘇
                                                 
15 郝文明主編，《中國週邊國家民族狀況與政策》，(北京：民族出版社，2001)，頁 121。 
16 哈薩克的語言 Kazak 是土耳其東北方 Nogai－ Kipchak語言 的一小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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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為了達到列寧所主張的「民族的形式，社會主義本質」(National In Form, 

Socialist In Content)的聯邦理想，經過民族繁榮(Rastsvet)、民族親近(Sblizhenie)、

民族融合(Sliyanie)為俄羅斯人，更有心於讓俄語藉由西里爾書寫體普及，透過這

項舉措，使哈薩克人在哈薩克獨立建國之前，其文化生活與其他的聯邦共和國並

無二致，傳媒充斥著俄化(Russified)的書報、電視、電影，此時僅有 5%的俄羅斯

人說哈語，但有更多的哈薩克人因為生意上往來的需求，將俄語說的比自己的本

國語言還好，更加融入史達林所鑄造的民族大鎔爐。 

第二階段二次大戰期間： 

哈薩克受到蘇聯對德戰爭(大祖國戰爭, Great War)的影響，使得中亞為戰備

支援區，1941 年納粹德國突襲蘇聯在歐洲的工業中心，使得許多原本在蘇聯歐

洲地區的蘇聯公民與俄國的工業發展都移到哈薩克。1941-45 年間，有大批斯拉

夫人隨同 300個大型企業遷移到中亞，17其中很多人是工業設備的操作人員以及

工廠的技術工人。除了這項戰略因素之外，其實從 1930 年代到 1940 年代，經由

蘇聯鐵路運輸系統來到中亞地區的民族，包括伏爾加地區的日耳曼人(Volga 

Germans)、蘇聯遠東地區的朝鮮人、克里米亞的韃靼人，以及北高加索地區包含

車臣人在內，這些被放逐的少數民族，多半是受到史達林猜疑有通敵或有同德軍

有往來嫌疑的人。這不僅是對那些少數民族的迫害，同時也給哈薩克增添了許多

棘手的民族問題。幾個蘇聯境內常發生民族糾紛的幾個地區，如克里米亞半島上

的韃靼人與日耳曼人，還有北高加索地區的伊斯蘭教徒的人種都遷移到哈薩克境

內。 

 

第三階段 1950-1960 年代開發中亞的天然資源與開墾農地： 

二戰後，赫魯雪夫為了要擴充蘇聯的可耕地，以解決蘇聯長期以來穀物短

缺的問題，要求在哈薩克施行「開墾處女地與休耕地運動」(Virgin and Idle lands 

                                                 
17 數據來源請參見吳家多，〈中亞地區的俄羅斯人問題〉，《世界民族》，1 (199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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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以開發哈薩克北部數百萬英畝的半乾旱地18，並自 1953 年起在此興

建數百個新的國有農場，使得哈薩克大草原一下子湧入了 100 萬名的歐俄青

年，約計有 30萬名的俄羅斯人永居在哈薩克；當時哈薩克的第二書記布里茲涅

夫便曾率領 10萬多名的俄羅斯人，協助農產品的收割19。但這些俄羅斯人並非

都是高知識份子，由於開墾農事工作需要的只是身體健壯的莽夫，所以此時來

到哈薩克的俄羅斯人，多半都是知識層級較低的藍領階級，有的甚至是原本蘇

聯國境中的無業遊民。 

這項開發計畫到了 1956 年底，成效可觀，不僅讓蘇聯增加了相當於加拿大

耕地總面積 8860萬英畝的耕地，也提供了蘇聯 1600萬噸的穀物，更拯救了赫

魯雪夫的政治生涯，讓布里茲涅夫擔任蘇聯下一屆的總書記。而這項計畫卻也

更加徹底地改變了原來哈薩克放牧土地的利用，取而代之的是大量的小麥和其

他穀物的生產，讓哈薩克人更加深刻地體會到俄化對他們民族所帶來的危機。 

1959-1970 年，約有 200萬人遷往中亞地區，其中有 100萬俄羅斯人遷居到

哈薩克。20 

 

第四階段 1970 年代以後： 

布里茲涅夫時期，俄羅斯人向哈薩克地區移民的人數有所減少，移民人數已

開始呈現穩定狀態，但一直到 1979 年，哈薩克族所占的比重也只有 39％，比起

1926 年的 57.1％下降很多，且哈薩克語使用人數明顯萎縮，有近 30％的哈薩克

族年輕人不懂哈薩克語。到了 80 年代初，俄羅斯在中亞地區的總人數已近 1000

萬人，佔今天 2500萬境外俄羅斯人的 1/4，而其中在哈薩克的比例就佔 40.8%。

                                                 
18 期間在赫魯雪夫(N. S. Khrushchev, Н.С. Хрущев)時代所進行的境域重劃，把今天以俄羅斯人為

絕大多數的哈薩克北部及東北部地區畫給哈薩克，造成 1992 年以後俄羅斯與哈薩克之間外交

關係的絆腳石。 
19 1954 年哈薩克第一書記沙雅哈曼托夫(R. O. Shayakhmetov)，因反對赫魯雪夫的開發計畫，他

認為此計畫帶來了歐洲人的移入，而遭到撤職，改由順從中央指令，政績顯著的布里茲涅夫（L. 
Brezhnev, , Л. И. Брежнев）取代。請參見 Jeremy Azrae, “The Nationality Problem in the USSR: 
Domestic Pressure and Foreign Policy Constraints”, in Sewweyn(ed.) The Domestic Context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Inc., 1981), p. 139. 

20 數據來源請參見劉庚岑，〈中亞國家的民族狀況與民族政策〉，《東歐中亞研究》，6 (199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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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也因為這樣，哈薩克人發現，在蘇聯末期，他們幾乎成了本國的少數民族，俄

羅斯人差不多和哈薩克人一樣多，根據統計數據來看，蘇聯時期，俄羅斯人還比

哈薩克人多，請參見下表 2-1-1的數據： 

 

表 2-1-1 哈薩克境內哈薩克族與俄羅斯人佔總人口的比例 

 
族別 1959 1970 1979 1989 1993 1999 
俄 羅

斯人 3,974,229 5,521,917 5,991,205 6,227,549 6,168,740 4,485,720

比例 42.7% 42.4% 40.8% 37.8% 36.5% 30.0%
哈 薩

克人 2,794,966 4,234,166 5,289,349 6,534,616 7,296,942 7,984,582

比例 30.0% 32.5% 36.0% 39.7% 43.1% 53.4%
資料來源：  
1. 1959-1993 年來自 Jeff Chinn, & Kaiser Robert., Russians as New Minority—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oviet Successor States, (Westview Press, Inc., 
A Division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 Inc., 1996), p.189.  

2. 1999 年哈薩克再次進行人口普查，俄羅斯人與哈薩克人民族比例來自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網站， 
http://www.cia.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geos/kz.html#Intro(上網檢視日
期：2005 年 3月 20日) 

3. 哈薩克的人口數來自 Universiteit Utrecht 網站：http://www.library.uu.nl/ 
wesp/populstat/Asia/kazakhsc.htm(上網檢視日期：2005 年 3月 20日)，故筆
者依上述各項數據重新計算其人口數。 

 

1960 年代後期和 1970 年代中期，蘇聯付給工人們一筆可觀的獎金，到鄰

近裏海(Caspian Sea, Каспийское Мope)的哈薩克地區來開發自然礦產，其中又

以煤、瓦斯和石油為主。這些工人並非全都是具有高技術性的人員，其中不乏

一般的採礦工人。淘黑金夢讓許許多多的俄羅斯人大量地湧入哈薩克，使得原

本過著游牧生活的哈薩克人更形少數，這原本只是俄羅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內的民族遷徙，卻讓哈薩克人在 1970 年代末期，成為唯一一個在蘇聯境內

                                                 
21 數據來源請參見周啟元等譯，《世界人口—民族與人口手冊》，(烏魯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5)，頁 202。 



．42．哈薩克的俄羅斯人與俄哈雙邊關係發展之研究(1991-1999) 

本族為少數民族的加盟共和國，爲日後俄羅斯人與哈薩克人之間埋下不和的種

子。 

哈薩克人也並非都是沉默的，1967 年奇姆肯特市(Chimkent)就有哈薩克人

聚眾反對俄羅斯人；1980 年，哈薩克人因蘇聯不准在阿富汗戰爭捐軀的哈薩

克士兵入葬象徵軍人榮譽的紅軍公墓，而情緒激昂地在首都阿拉木圖的街頭進

行示威抗議。 

在這幾波俄羅斯人移民潮湧現之間，還伴隨著一項事件，就是哈薩克對蘇聯

發起了反核運動，起因於 1949 年 8月 29日蘇聯無預警地在哈薩克的賽米巴拉金

斯克地區進行核子試爆22，此後到 1963 年，蘇聯在哈薩克的內華達-賽米巴拉金

斯克(Nevada‧Semipalatinsk, Невада‧Семйпалатинск)進行了約兩百餘次公開的

核子試爆，以 1961-1962 年最為頻繁，平均每年高達 40-50次的試爆，此事未因

1963 年美蘇的核子試爆協議而讓蘇聯有所收斂，只是未浮上檯面公開化，私下

仍繼續進行著。其中在 1974 年，一項原本應該在地下被引爆的核子，等不及地

在地上爆裂開來，對哈薩克產生重大的災害與嚴重的環境影響。1983 年起，哈

薩克的著名詩人歐札斯‧蘇列梅諾夫(Olzhas Suleymenov)還公開反對蘇聯的核子

試爆，成為哈薩克反核運動的先驅，並成立內華達-賽米巴拉金斯克反核組織，

讓哈薩克被俄化的民族主義與反對蘇聯本土化政策情緒得到發洩的管道。 

自 1985 年起，戈巴契夫(M. S. Gorbachev, М.С. Горбачевб)擔任蘇聯總書

記，此時哈薩克的國內生產毛額在蘇聯加盟共和國中排名第三名，僅次於俄羅

斯與烏克蘭，而莫斯科的克里姆林宮政治呈現一番除舊佈新的局面，戈巴契夫

在積極推動開放(Openness, Гласность)與重建(Restructuring, Перестройка)改革

政策的同時，仍不忘除去布里茲涅夫時期所遺留下來的前朝遺老，這股人事更

迭的風潮也吹到了哈薩克。 

                                                 
22 1990 年軍方單位即暫停停用，1991 年哈薩克建國之後，總統納札爾巴耶夫便關閉了這座核

子試爆場。1991 年 10月 30日納札爾巴耶夫在倫敦的皇家國際事務協會上表示，在蘇聯對

哈薩克境內核子武器的中央指揮架構內，哈薩克應有雙重管制權。同時要求有權參加有關

哈薩克境內核子武器的國際裁減武器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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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薩克共黨第一書記庫那耶夫(D. A. Kunayev, Д.А. Кунаев)在 1986年12月

向哈薩克共黨中央委員會提出辭職，戈巴契夫立刻換上俄羅斯人科爾賓(G. 

Kolbin, Г. Колбин)。科爾賓非常熱中於經濟的改革，與戈巴契夫的理念相符，

但這位新任的哈薩克第一書記之前卻與哈薩克地區沒有任何關聯，也沒有在哈

薩克地區沒有住過，哈薩克的共黨中央委員會非常迅速地通過這項人事命令

案，不僅讓哈薩克人感到相當不滿，連同樣居住在哈薩克地區的俄羅斯人，都

上街舉牌示威抗議，要求另外替換一位同樣是俄羅斯籍的哈薩克第二書記出來

擔任總書記的職位。 

此時戈巴契夫正處於新官上任三把火的階段，面對哈薩克地區對蘇聯執政

者的權力的公然挑戰，循例採用蘇聯的高壓政策，由哈薩克當局將工廠的俄羅

斯人結集起來，組成自衛隊，來對抗在街頭以哈薩克人為主的抗議隊伍，這就

是 1986 年在哈薩克所爆發著名的「阿拉木圖事件」民族衝突事件。兩天的暴動

逮捕了 8500人，有將近 200名的民眾當場死亡或隨即受到處刑，而傷亡的人數

也有 1500名的人。 

在哈薩克民族暴動事件發生後，戈巴契夫於 1987 年蘇共 1月全會時表示，

在各民族相互關係中仍有負面現象和不當之處，經常出現地域觀念、種族孤立

傾向及民族自大情緒。他不僅批評若干領導人在解決民族問題時不負責任，他

還批評一些社會科學家。他指出，一些社會科學家不去研究民族問題現象，不

去分析實際的社會經濟與精神過程，而寧願創作一些「祝願」性質的論文。23 

阿拉木圖事件之後，科爾賓接受了莫斯科中央的指導，在哈薩克推行了一

連串的社會改革，並且強烈地推行地方語言政策，在哈薩克中非俄羅斯人的地

區，推行雙語教育24。 

同時，科爾賓換上新的一批聲稱具有共和國水準與地方性的俄羅斯官員。

                                                 
23 畢英賢，〈蘇聯當前的民族問題〉，《問題與研究》，28.1 (1988.10)：21。 
24 納札爾巴耶夫早在 1987 年就曾提議將哈語也變成共和國內的官方語言，惟受限於他自身在

政治權力上的有限，並未真正付諸實行，但這樣的雙語教育，卻可以彌補過去哈薩克人在接

受教育時的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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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官員對哈薩克人來說是群國籍不明的人(Nationality-Blind)，更加突顯科爾

賓政策本質上對俄羅斯人的保護主義，與其反哈薩克人的意圖。在他的領導之

下，哈薩克的經濟仍未見起色，農產品的輸出仍持續下滑，於是科爾賓在 1989

年殺了上百萬隻過境到哈薩克的野鴨以為填補家禽類的出口配額。1989 年共和

國的企業部門已漸漸有了起色，但這是來自於對 1984 年擔任哈薩克國會主席哈

薩克籍納札爾巴耶夫執政的信任。 

1988 年 6月第 19屆黨代表大會上，戈巴契夫宣布了新的民主政治改革---

在立法機關上重新選出一個新的人民代表大會 (Congress of People’s 

Deputies )，以及選舉他為最高蘇聯埃的總統，以回應他在 1987 年所提出來關

於政治體制的新思維(New Thinking)、民主化(Democratization)，以及開放等重

要理念的政治改革，推動之後當然引起蘇聯國家主義者中激進派葉爾欽(B. N. 

Yeltsin, Б. Н. Ельцин)與保守派李加契夫(Y. E. Ligachev, Е. К. Лигачёв)激烈的爭

執，但蘇聯中央的政治選舉由此開啟，使得蘇聯對加盟共和國在政治上開始鬆

綁，爲哈薩克的政治獨立帶來的一線曙光。 

戈巴契夫開放的政治改革，鼓勵地方上非正式的政治團體勇於表達自己

民族的心聲，讓多數的民族開始實踐自己的國家主義，卻也觸動了民族問題往

後的表面化。在哈薩克西部一個生產天然氣的貧窮城市新烏津市(Novy Uzen)

持續一星期的暴動，至少造成四名哈薩克人死亡，而科爾賓因此下台。隨著科

爾賓被安排輪調回莫斯科，1989 年 6 月哈薩克人納札爾巴耶夫取代科爾賓接

任哈薩克的第一總書記，此時哈薩克的政府中才不再隨處見到充斥的俄羅斯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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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1991-1999 年哈薩克地區人口移民平衡狀況 

 
年 移民人口淨流量 斯拉夫人 伏爾加日耳曼人 韃靼人 哈薩克人

1991 -57,686 - - - - 
1992 -156,261 - - - - 
1993 -221,101 -144,205 -84,123 -5,329 3,490 
1994 -410,387 -290,679 -89,796 -10,979 5,484 
1995 -238,495 -147,866 -79,742 -5,698 7,779 
1996 -175,538 -112,479 -56,943 -4,224 6,903 
1997 -261,388 -189,707 -48,095 -7,258 -177 
1998 -203,039 -149,592 -38,460 -5,891 1,685 
1999 -128,355 -89,432 -31,551 -3,007 1,410 
總計 -1,852,250 -1,123,960 -428,710 -42,386 26,574

資料 來源： Peter Sinnott, “Population politics in Kazakhst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56.2(Spring 2003): 104. 

 

表 2-1-3 1989與 1999 年哈薩克人口組成比 

民族 1989 1999 
哈薩克人 39.7% 53.4% 
俄羅斯人 37.8% 30.0% 
烏克蘭人 5.4% 3.7% 
烏茲別克人 2.0% 2.5% 
日耳曼人 5.8% 2.4% 
韃靼人 2.0% 1.7% 
維吾爾人 1.1% 1.4% 
白俄羅斯人 1.1% 0.8% 
阿塞拜疆人 0.6% 0.5% 
土耳其人 0.3% 0.5% 
波蘭人 0.4% 0.3% 
希臘人 0.3% 0.2% 
車臣人 0.3% 0.1% 
其他 3.2% 2.7% 
   
歐裔 44.7% 34.7% 
總計人口數 14,464,464 14,953,126 

資料來源：Peter Sinnott, “Population politics in Kazakhstan”: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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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表哈薩克主要三類民族的人口，有下列 1989 年與 1999 年兩個比例圖： 

 

圖 2-1-5 1989 年哈薩克主要三類民族人口比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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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Peter Sinnott, “Population politics in Kazakhstan”: 105. 

 

 

圖 2-1-6 1999 年哈薩克主要三類民族人口比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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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Peter Sinnott, “Population politics in Kazakhstan”: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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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  1987-1989 年間哈薩克的人口組成數值與比例 

 
人口數 1897 1926 1937 1939 1959 1970 1979 1989 

民族         

哈薩克人 3,392,751 3,627,612 2,181,520 2,327,625 2,787,309 4,234,166 5,289,349 6,534,616 

俄羅斯人 454,402 1,275,055 1,917,672 2,458,687 3,972,042 5,521,917 5,991,205 6,227,549 

烏克蘭人 79,573 860,201 549,859 658,319 761,432 933,461 897,649 896,240 

烏茲別克人 29,561 129,407 109,978 120,655 135,932 216,340 263,295 332,017 

韃靼人 55,984 79,758 92,096 108,127 191,680 287,712 313,460 327,982 

維吾爾人 55,815 62,434 32,982 35,409 59,840 120,881 147,943 185,301 

日耳曼人 2,613 51,094 80,568 92,571 658,698 858,077 900,207 957,518 

朝鮮人  42 96,453 74,019 81,598 91,984 103,315 

人口總數 4,147,748 6,196,356 5,126,676 6,151,102 9,294,741 13,008,726 14,684,283 16,464,464 

 

人口比例 1897 1926 1937 1939 1959 1970 1979 1989 

民族         

哈薩克人 81.80% 58.54% 42.55% 37.84% 29.99% 32.55% 36.02% 39.69%

俄羅斯人 10.96% 20.58% 37.41% 39.97% 42.73% 42.45% 40.80% 37.82%

烏克蘭人 1.92% 13.88% 10.73% 10.70% 8.19% 7.18% 6.11% 5.44%

烏茲別克人 0.71% 2.09% 2.15% 1.96% 1.46% 1.66% 1.79% 2.02%

韃靼人 1.35% 1.29% 1.80% 1.76% 2.06% 2.21% 2.13% 1.99%

維吾爾人 1.35% 1.01% 0.64% 0.58% 0.64% 0.93% 1.01% 1.13%

日耳曼人 0.06% 0.82% 1.57% 1.50% 7.09% 6.60% 6.13% 5.82%

朝鮮人 0.00% 0.00% 0.00% 1.57% 0.80% 0.63% 0.63% 0.63%

 

資料來源：Peter Sinnott, “Population politics in Kazakhstan”: 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