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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我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经济往来逐渐提升,海外移民数量也呈现出了增长的趋势。自建国以来,我国与俄

罗斯之间长期保持着友好的外交关系,旅俄华侨在全球华侨中也占据着较高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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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旅俄华侨在俄罗斯当地的比重不断提升,

法治文化也成为了中俄双方所关注的焦点内容。在两国法律内容不同,

华侨身份特殊的背景之下,关于旅俄华侨法治文化的研究工作逐渐提上

日程。 

1 背景分析 

自建国以来,旅俄华侨的人身安全、法治权利的实现一直都是中俄双

方长期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由于受到地理、历史、外交等因素的影响,

俄罗斯在长时间内一直都是我国公民、资本输出的主要国家之一。尽管中

俄双方一直能够保持相对较为友好的外交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旅俄华侨

在俄罗斯境内的安全性。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俄罗斯独立之后,

俄罗斯境内原有的社会体制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在构建全新的社会

体制时,俄罗斯内部存在激烈的冲突问题,且这种混乱,充满了矛盾与冲突

的情况广泛存在与俄罗斯的各个地区,对旅俄华侨的人身安全造成了一定

的威胁。而在21世纪的初期阶段,激进主义在俄罗斯政党当中涌现,强调民

族主义的激进党派对于旅俄华侨的态度相对较差,且当时俄罗斯国内的政

治局势、社会局势相对不够问题,旅俄华侨也面临着较大的安全风险。 

现如今,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之下,中俄双方的经济、贸易、文化往来

进一步加剧,各个领域之间的合作也逐渐提高,无论是政治高层,还是基层

的民间组织、团体之间均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双方往来交易的频率增

多,也进一步增加了旅俄华侨的数量。 

2 旅俄华侨法治文化内涵建设 

2.1有利于促进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在强调经济体制转型的今天,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推广和应用依然

存在一定的问题和短板。从某种角度来看,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需要建立

在法治环境的基础之上,若缺乏必要的法治环境,则无疑会导致市场经济

体制无法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价值。同时,也只有在创造了良好法治环境的

情况下,参与市场经济的群体才能切实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才能够在安

全、稳定的环境下创造源源不断的财富。从旅俄华侨法治文化内涵的角度

来看,其为“一带一路”发展策略的落实提供了理论支撑。 

2.2生产力可以反作用于法治 

可靠、完善、全面的法治体系是决定社会生产体系稳定与否的关键,

而稳定的社会生产体系则可以反作用于法治体系,从而促使二者互相进

步。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中国不仅仅要基于辩证角度去看待二者之

间的关系,加强对于二者联系性的研究,更要付诸实践,推动法治体系的不

断健全。 

2.3促进市民社会的建设速度 

市民社会是我国社会环境的基本建设方向与目标。市民社会可以简单

理解为在保障市民基本权利的基础上,强调市民在社会规则的前提下发挥

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即个体的自由。从西方国家的市民社会发展历程中可

以看出,在高质量、高水平的市民社会当中,市民能够自身的“自由”转化

为实际的社会生产力,促使社会形态进步,城市经济进步。 

3 旅俄华侨法治文化内涵建设的意义 

3.1强化中俄双方关系 

从某种角度来看,旅俄华侨法治文化建设工作的载体是旅俄华侨,其

目的是为了强调旅俄华侨在俄罗斯境内的自由权利。因此,各项研究工作

的开展需要始终以此为基础,基于旅俄华侨的现状进行各项研究,为旅俄

华侨的未来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3.2推动命运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是近年来频繁出现的一个词汇,其是全新国际形势、

经济形式下的产物,更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关键因素。从法治角度来看,

命运共同体体现出了中俄双方对于社会关系内化形态的关注与认可一致,

其不仅是法治社会的必然结果,更与法治管理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性。 

4 结语 

综合来看,中俄双方关系的持续升温,旅俄华侨数量的持续增多已

经成为了一种必然趋势。在这一背景之下,加强对于旅俄华侨法治文化

的研究,对于强化中俄两国友好关系,加快两国民间交往,有着一定的现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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