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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俄罗斯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

左凤荣

         俄罗斯是世界上民族最多的国家，据2002年10月人口普查的统计，俄罗斯共有160多个民族，其中有7个民族（俄罗斯

族人、鞑靼人、乌克兰人、巴什基尔人、楚瓦什人、车臣人和亚美尼亚人）人口超过了100万，俄罗斯族是俄罗斯人口最多的民

族，其人口数量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0%。由于民族众多，各民族间发展不平衡，俄罗斯也是民族问题最为复杂的国家，2010年12

月俄罗斯发生的民族冲突事件，再一次凸显了俄罗斯仍存在严峻的民族问题。 

  如何解决民族问题，俄领导层有分歧 

  2010年12月27日，在俄联邦国务委员会与民族项目和人口政策的国家委员会召开的联席会议上，在谈到国家的民族政策时，

梅德韦杰夫总统和普京总理就对苏联民族政策的看法产生了公开分歧。普京在谈到最近莫斯科发生的民族冲突事件时说，我们应

该感到羞愧，“要知道在苏联时期没有这样的民族关系问题。苏维埃政权建立了各民族和教派间和平的基础。在我们曾经生活过

的地方没有这样的问题。我和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梅德韦杰夫总统的名和父称）出生和成长在列宁格勒，在那里长大。

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列宁格勒有过民族主义的表现。在莫斯科、在苏联其他地区也没有这样的事情”。他认为，原因首先在于“苏

联政府建立了某种凌驾于民族和宗教关系之上的实体。遗憾的是，它带有意识形态性。这就是社会主义思想，他们甚至想出了某

种新的人的共同体——苏联人民。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我们说‘俄国人’、‘俄国人民’，但现在还不是现实。我们找不到像苏

联所选择的那样的东西。我认为，我们没必要向遥远的过去寻找这种东西，如果有一种能代替过去不错做法的东西，那就是全俄

爱国主义。我们只是没有利用它，没有发展这种思想，有时甚至还羞于提起它。这没什么可害羞的，应该为此感到骄傲，应该让

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要让他们知道，国家的成功取决于每个人的成功，反之亦然。” 

  梅德韦杰夫在随后的发言中明确表示不同意普京的看法，他说：“刚刚弗拉基米尔尔弗拉基米洛维奇提起苏联找到了在民族

和平方面取得一定成绩的办法，那么能不能复制苏联时期的做法呢？我们大家都是很现实的人，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苏联是

建立在意识形态上的，坦率地说这是一个严厉的国家。现在俄罗斯是另一种国家，我们的问题和办法都与此相关。假设我们回到

25年前，坦率地说，今天在这个大厅里的国家领导人不可能讨论这个问题。采用另外的手段在某些地方可能更有效，在某些地方

则无效。在这个意义上苏联的命运给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提供了最好的参考。”梅德韦杰夫还说：“我们确实需要制定出新的办

法，尽管在提到新的‘苏维埃共同体’、‘苏联人’的时候我们有时会发笑，事实上，这种思想是绝对正确的。问题是这一构

成，这样的共同体不是空谈出来的，也不取决于总统或者总书记的意志。这是几十年艰苦地做社会工作的结果。我们可以回想一

下，40年前美国还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现在已经完全是一个包容的社会。我们不要不好意思学习。俄国民族的想法绝对是有效

的，没必要羞于这么说。”在此，梅德韦杰夫从苏联这个多民族国家的解体中看到了其民族政策的失败，同时提出了培养民族国

家认同感，塑造俄国国家民族的问题。 

  从梅普二人的争论看，普京认同苏联处理民族问题的方法，梅德韦杰夫不认同；普京认为苏联时期民族关系比较好，梅德韦

杰夫也不认同。但他们都认为应该培养民族的共同情感，培养不同族群公民的国家认同感，塑造俄国国家民族。 

  2005年10月，当时任总统的普京曾经委托俄联邦地区发展部制定新的俄罗斯联邦民族政策构想，在有关文化、教育、财政等

部的协调配合下，也制定出了一个新的方案。新方案引人注目的是运用了“俄国民族”这一概念，这是在公民的意义上而不是种

族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其核心内容是形成“俄罗斯民族的团结作用下形成统一的多民族社会”，目的是形成公民社会制度和将俄

罗斯各族人民团结为统一的民族。但这一草案引起了自由主义媒体和俄罗斯民族地区政治家的不满，至今未获得通过。 



  俄罗斯对苏联民族政策的继承与改变 

  俄罗斯继承了苏联按民族划分行政区域的办法，尽管苏联的解体证明这种行政区划存在很大的消极面，但已经形成了这种局

面很难改变，因此，俄罗斯仍然保留了民族自治共和国、自治州、自治区的做法，在83个联邦主体中有21个是按民族划分的，仍

以主体民族冠名，其行政首脑也称总统。但俄罗斯民族的杂居现象也很突出，在2720万非俄罗斯族群中，只有 970万人生活在民

族自治区内。在民族自治区内，大多数冠名民族并不占多数，只有6个共和国——车臣、印古什、楚瓦什、图瓦、卡巴尔达—巴

尔卡尔、北奥塞梯的主体民族占多数，有9个共和国的主体民族人数不超过该共和国总人数的1/3。 

  在苏联解体前夕，俄联邦的许多共和国也曾参加叶利钦发起的“主权大检阅”，声称本共和国拥有主权。在这一背景下，

1992年3月13日，俄联邦大多数主体在克里姆林宫签署联邦条约，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对于独立意志强硬的车臣，则通过两次

战争消除了车臣的分离势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这两次战争给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人力、物质和精神损失，加上私有化带来的

社会不公，国家分裂造成的俄罗斯民族的分裂，人口数量的减少，使俄罗斯面临着严重的民族问题，其中甚至包括俄罗斯族的生

存和发展问题。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联邦宪法通过后，新俄罗斯才真正开始了构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进程。新宪法确立了各联

邦主体权利平等的原则，去掉了原来民族共和国的特殊权利，民族自治更多表现为民族文化自治。1996年叶利钦签署了《俄罗斯

联邦民族政策构想》和《俄罗斯联邦民族文化自治法》，此后还通过了关于保护人数较少民族的协定，关于俄罗斯国家语言法

等，为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纲领和原则。 

  与苏联时期相比，俄罗斯在民族政策上发生了许多新变化。 

  第一，俄罗斯的法律法规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培养对统一国家认同感。俄罗斯联邦民族政策构想等文件强调国家的统一和完

整，不再有原苏联宪法中民族自决权的内容。“民族自决权”不再包含有政治独立的意味，而被解释为保证公民和民族文化同一

体选择自主文化发展的权力，排除了政治独立的可能性。在俄罗斯议会中也不再像苏联时期那样设有民族院。俄罗斯努力把维护

国家统一建立在法律基础上，避免出现苏联那种理论与实际脱节的问题。 

  第二，把民族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团结的基础上，淡化民族意识，不再强化民族特征和强化民族差别，不要求公民确定

自己的民族归属，废除了1934年开始的在证件上登记居民民族成分的做法，证件只有证明国籍的使命。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民族

政策构想》中规定，俄罗斯继续奉行公民平等和民族平等的原则。为了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俄罗斯联邦用地方自治代替民族

自治（尽管保留了原来以民族冠名的行政区，但其政权组成和运行方式与其他行政区无异）。限制因民族歧视而导致的地方民族

主义和违反人权的行为，各共和国决定自己的经济、政治和语言文化生活，但共和国的国家体制不属于某个民族，共和国是相应

区域内所有公民的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更大的意义在于为这些冠名民族提供一种心理上的归属地。 

  第三，重新界定民族的概念。苏联以往的民族概念源于西方，把所有民族都上升到政治民族的地位，是不科学的。《俄罗斯

联邦国家民族政策构想》在称呼国内各民族时没有用“ ”，而用“ ”等其他表示民族共同性和血统关系的词语。 

  第四，加强对北方原住民和人数较少民族的保护。针对生活在西伯利亚、远东、欧洲北部地区，人数在 5万以下的少数民族

和原住民，国家给予他们特殊的支持。为他们划定固定的生计区域，从石油、天然气等公司获得补偿，建立寄宿学校，上大学有

专门的指标。 

  第五，民族问题的管理机构发生了重大变化。2000年5月普京将俄联邦联邦和民族事务部改为俄罗斯联邦联邦事务、民族和

移民政策事务部，2001年10月16日，普京颁布总统令将该部撤销，其职能移交俄联邦内务部、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和俄联邦经济发

展与贸易部。2004年9月13日，根据普京总统的命令成立了俄联邦地区发展部，俄联邦国家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以及保护俄联邦

少数族裔和少数原住民权利的问题是该部的职权范围，意在表明在促进地区发展中解决民族问题。 

  在新的民族政策下，俄罗斯联邦基本解决了民族分离、国家分裂的问题，国家的认同得到加强，现在大多数的俄国人不再像

苏联时期那样首先认同自己的民族属性，而首先认同的是国家属性，认同自己是俄国人，而不是某个民族的人。 

  俄罗斯存在的民族问题及未来的政策走向 



  就民族构成而言，俄罗斯族在俄罗斯联邦所占的比重实际上远远高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国内主体民族所占的比

重，但很少有人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说成是多民族国家，却都公认俄罗斯联邦是多民族国家，这既与俄罗斯存在大

量的民族自治区域有关，也与在俄罗斯联邦内少数民族人数众多有关。俄罗斯尚未建成民族关系和谐的社会，仍然存在着许多民

族问题，其中既有苏联时期遗留的，也有新条件下产生的。 

  苏联留下的最难处理的遗产是按民族划分国家的行政区，许多学者认为这么做弊端很大，但既成事实又很难改变，只好保留

了按民族划分行政区的做法。带来的问题仍然很多，一些生活在冠名民族并不占多数的民族自治区内的大民族感觉不平等，如在

巴什基尔共和国生活着100多个民族，其中俄罗斯族人占36.3%，巴什基尔人占29.8%，鞑靼人占24.1%，但巴什基尔人占据了 70%

的议会席位，许多鞑靼人和俄罗斯族人移居他处。有许多俄罗斯族人迁出了民族共和国。如何在民族共和国保障非冠名民族的权

利，真正做到各民族的平等，还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 

  移民问题在俄罗斯也很严重。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移民国家，俄罗斯的移民多数来自除波罗的海三国外的原苏联加盟共和

国。苏联解体时有2500万俄罗斯族人生活在俄联邦之外，苏联解体后有大约1000万人返回了俄罗斯。同时也有其他民族的居民因

战争、冲突移至俄罗斯的，如：纳卡地区、塔吉克、吉尔吉斯等地的冲突都导致了大批人迁至俄罗斯。近10年来随着俄罗斯经济

的发展，俄移民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回归性移民被经济性移民所代替，许多人为了工作而来到了俄罗斯，2010年达到了500多

万人。 

  移民问题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引发了俄罗斯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反移民浪潮，针对移民的暴力事件不断发生。移民虽

然解决了俄罗斯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如与俄罗斯人抢工作、促使工资降低、进行毒品贸易犯罪等。这

些移民无选举权，没有相应的政治代表，一些政党为获得选民支持，宣传排外主张，更加强了俄罗斯的种族主义，2010年12月，

俄有近百万青年集会，要求驱赶移民。政府一方面镇压极端民族主义者的闹事，一方面也加强了对移民的管理，从2002年起，俄

罗斯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法律措施控制外来移民，抵制非法移民，鼓励有技术专长的外国移民来俄罗斯工作。 

  未来俄罗斯的民族政策仍将朝着培养公民社会和塑造俄国民族的方向发展。保障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在民族文化上奉行双

重不排他的原则，主体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将平等不均衡地向前发展，俄罗斯民族文化是构成俄罗斯国家体系基础的作用将

得到加强，在民族认同、文化自治等方面奉行自愿原则。从国家层面将继续强调国家认同，梅德韦杰夫等人实际上认同了苏联时

期提倡的“苏联人”、“苏维埃共同体”的做法，俄罗斯政府将努力塑造俄国民族。 

  俄罗斯政府将在地区的平衡发展中解决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和民族间的和睦问题。梅德韦杰夫责成地区行政长官亲自管理民

族和宗教关系问题，他要求：“各地区的领导人都要亲自管理民族和宗教关系问题，以及宽容和法治文明教育的问题。” 

  正在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的俄罗斯，将不断加强民主与法治建设，促进民族和谐，坚决打击民族极端主义和排外主义。2011年

1月20日，梅德韦杰夫在接见俄联邦社会院成员时强调：“维护我国的国内和平，民族和宗教和谐，这不仅仅是我们现代化的必

要条件，这是维护我们国家目前体制的必要条件。”梅德韦杰夫和普京都不止一次宣布，必须采取重大举措，防止民族极端主义

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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