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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一、 研究動機  

 

因為過去工作的關係，筆者曾居住在中國廣州市長達兩年的時間。期間看到

許多由新疆來的少數民族從事小販生意，與他們接觸談話之後，便對中亞這個過

去神秘的草原地帶，有所嚮往，並引起了我對他們的好奇心。進入政大俄羅斯研

究所之後，透過「中亞及高加索地區國家政治轉型」的課程，更對這些蘇聯解體

後的新興中亞國家產生了濃厚的研究興趣。 

從威爾遜提倡「民族自決」之後，世界各地的民族國家紛然建立，也同時帶

動了民族分離運動的興起， 90 年代蘇聯的崩解，造成許多新興民主國家，這些

國家在獲得國家主權獨立的同時，必須面對國內的民族問題。據蘇聯 1989 年的

人口普查資料，在中亞地區就有 130多個民族在此生活，而中亞五國的民族組成

中，主要是以其建立民族國家的主體民族與俄羅斯人為主，表 1-2-1 為 1994 年

依據中亞五國各國的統計數字，所列出佔其國內前五位的民族人口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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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 中亞五國佔前五位的民族人口比例 

 

國 名 哈薩克斯坦 

（1999 年） 

烏茲別克斯坦 

（1996 年） 

吉爾吉斯坦 

（1999 年） 

塔吉克斯坦 

（2004 年） 

土庫曼坦 

(2003 年）

 一 哈薩克 

53.4% 

烏茲別克 

80% 

吉爾吉斯 

64.9% 

塔吉克 

64.9% 

土庫曼 

85% 

族 二 俄羅斯 

30.0% 

俄羅斯 

5.5% 

烏茲別克 

13.8% 

烏茲別克 

25% 

烏茲別克 

5% 

 三 烏克蘭 

3.7% 

塔吉克 

5% 

俄羅斯 

12.5% 

俄羅斯 

3.5% 

俄羅斯 

4% 

名 四 日耳曼 

2.4% 

哈薩克 

3% 

韃靼 

1.1% 

其他 

6.6% 

其他 

6% 

 五 烏茲別克 

1.4% 

卡拉卡爾帕克 

2.5% 

烏克蘭 

1% 

  

資料來源：請參見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IA)，The World Factbook的
各 國 簡 介 ， 哈 薩 克 斯 坦 共 和 國

http://www.odci.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geos/ kz.html，烏茲別克
斯 坦 共 和 國 http://www.odci.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geos/ 
uz.html ， 吉 爾 吉 斯 坦 共 和 國

http://www.odci.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geos/ kg.html，塔吉克斯
坦共和國 http://www.odci.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geos/ ti.html，
土 庫 曼 斯 坦 共 和 國

http://www.odci.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geos/tx.html (上網檢視日
期：2005 年 2月 5日) 

     由上表可知，中亞五國之中的俄羅斯人，以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境內

所佔的比例最高。而 1992 年後，各地俄羅斯人開始面對政治、文化的認

同歸屬問題，以及差別的社經待遇等，甚至在內部中出現分離主義的主



．6．哈薩克的俄羅斯人與俄哈雙邊關係發展之研究(1991-1999) 

張。事實上，俄羅斯人訴求的民族分離運動4，與其他地區如英國的北愛

爾蘭民族分離運動、法國魁北克民族分離運動、西班牙的巴斯克民族分離

運動，甚至鄰近中國的新疆“東突伊斯蘭運動”民族分離主義的最大差異，

在於俄羅斯人在中亞地區主導近一世紀以來政經地位的喪失，面對各國民

族主義風潮，在人權價值上，並未受到應有待遇，且對中亞有過蘇維埃化

的統治，故本文企圖以哈薩克為例，將俄羅斯人在此發展的歷史過程還

原，從俄羅斯人在哈薩克的移民過程，與俄羅斯人對哈薩克地區所進行統治的

影響；哈薩克此一主權國家的政權鞏固過程、經濟社會發展、民族政策，與俄

羅斯的外交互動，對俄羅斯人政治選擇與文化歸屬的影響，深入了解俄羅斯人

在蘇聯解體後，所面臨的國語與雙重國籍問題，並了解母國俄羅斯的反

應，以期能夠分析俄羅斯人未來所可能發展，並同時了解各國面對族群問

題的方針。  

 

二、 研究目的  

 

哈薩克的俄羅斯人數，僅次於前蘇聯各加盟共和國的拉脫維亞(Latvia)，居

中亞各國之首，且在哈薩克獨立之前或獨立初期，俄羅斯人的人口數都還遠超過

哈薩克族，佔國內總人口數的半數以上，因此在探討中亞的民族問題時，就不能

忽視俄羅斯人的問題，因為這些俄羅斯人在蘇聯解體後，失去其原有的優勢地

位，且因為哈薩克有計畫的自境內移入哈薩克人，使俄羅斯人在哈薩克境內的人

口數降到總人口數的 50%以下，變成少數民族，如此政治社會上的情況轉變，引

起俄羅斯人在哈薩克的適應問題與族群間的緊張關係，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題

材。 

                                                 
4 族群團體劃分成活躍者、多元主義者、分離運動者三種不同的類別，分離主義者包括熱切希望

擁有個別民族地位(separate national)的所有團體，不論是尋求內部自治或是完全獨立的型式。

請參見葛兒、哈芙(Ted Robert Gurr、Barbara Harff)， 鄭又平、王賀白、藍於琛譯，《國際政治

中的族群衝突》(Ethnic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台北：韋伯文化，2002)，頁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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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主要命題為哈薩克獨立建國後，境內的俄羅斯人問題成為俄羅斯與哈

薩克雙邊關係運作的一個重要變數，是雙方政府在其外交與內政問題上，必須同

時面對並保持密切互動與接觸的議題。而由此主要命題，隨延伸出來本文要討論

的相關子命題如下： 

1. 何以蘇聯時期出現大規模的移民現象？而蘇聯的蘇維埃化政策對移民

地區的政社經濟情勢的變化有何影響？ 

2. 哈薩克獨立後的國情變遷，以及此過程中，哈薩克政府如何處理其內部

的俄羅斯人問題，以及此問題所引發與俄羅斯外交發展上的變化為何？ 

3. 俄羅斯政府如何在其對哈薩克的外交與內部的民族政策運作上取的協

調？哈薩克國內的俄羅斯人在俄哈雙邊的外交運作中如何自我定位與

調適？ 

 

圖 1-2-1 哈薩克政府、俄羅斯政府、在哈薩克的俄羅斯人三邊互動關係圖 

 

 

哈俄雙邊的外交關係 

哈薩克政府的民族政策與境內俄羅斯人的回應5 

俄羅斯政府的民族政策及其對哈境俄羅斯人的影

響 

                                                 
5 為了使研究論述更為完整，所以在本文研究設計上，未將哈薩克境內哈薩克人與俄羅斯人之間

的個體互動關係，在本文中予以詳加討論。 

哈薩克政府 俄羅斯政府 

俄羅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