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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长久以来，从全球南方到全球北方的流动是世

界移民的主导趋势①。但近二十年来随着发达国家

移民政策的紧缩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从南到北

的全球单向流动秩序受到撼动，世界范围内移民与

流动的多元与不确定性趋势逐渐增强，“北南流动”

与“南南流动”②的格局也日渐浮现③。在中国语境

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与经济的日益繁荣，越

来越多外国人开始进入中国④。学者一般将来华

外国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

的高技术人才，教育程度较高⑤；第二类则是来自

发展中国家、资本积累相对薄弱的外国人，主要从事

非高技术性劳动，被学者列入“低端全球化”(low-
end globalization)⑥的范畴。本文关注第二类来华外

国群体，即全球南南流动背景下的来华非洲商人。

目前针对在华非洲人的研究根据研究视角和主

题可分为三类。第一类研究采用宏观的政治经济视

角，在中非关系的框架下关注中国政府对在华非洲

人的治理与管控⑦，并探讨其经济贸易活动⑧。第二

类研究则从社会适应与融入的角度出发，探究非洲人

在中国的族裔聚居空间⑨、社会网络⑩以及跨文化交互

体验。第三类研究开始探究在华非洲流动个体的

日常生活与主体性流变。例如，Adams和Castillo

等学者探究在华非洲个体的流动愿景如何被不断重

塑；类似地，Liang和Le Billon的研究则剖析在华非

洲人如何在饮食、交通以及身体交互等日常实践中

协商和重构种族边界。上述研究表明，非洲人在中

国的流动历程并非顺遂，他们面临移民体系和相关

制度的严格管控、经济交易的摩擦以及当地社会的

误解。总体来说，目前针对在华非洲人的研究多数

从宏观层面关注其政策管理、跨国贸易与社会互动，

微观层面活生生的、日常的生活体验相对未被完整

剖析和呈现。在此情境下，从日常生活层面探究其

流动历程和主体性的演变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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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引入“移民基础设施”(migration
infrastructure)的理论视角探究来华非洲商人的制度

身份困境、日常生活体验以及能动性实践。过去十

年间，“基础设施转向”(infrastructural turn)在移民与

流动研究领域开始出现，并受到越来越多的学术关

注。具体而言，项飙等学者将“移民基础设施”定

义为推动(facilitate)或约束(condition)个体流动的一系

列彼此相互链接的制度因素(institutions)、技术力量

(technologies)、社会主体(actors)和关系网络(networks)。
移民基础设施，作为崭新的理论视角与分析工具，可

以透视移民个体面临的多维度困境与障碍，更全面、

更深刻地理解个体在不同流动阶段与时空的生活体

验和流动轨迹。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将从三方面对移民基础设

施的理论视角进行延展和突破。首先，移民基础设

施理论框架下的现有研究并未覆盖流动过程的全部

环节。已有研究主要关注移民的出发阶段，移民抵

达后的“目的地基础设施”(arrival infrastructure)还未

获得足够重视。其次，已有研究倾向于在政治经济

的宏观分析框架下关注移民基础设施对个体的管理

和控制，相对较少从“每日层面”(everyday level)探究

其如何重塑流动个体的生活体验。再次，已有研究

大多关注移民基础设施对个体流动的推动和限制，

相对忽视移民个体自身的“能动性”(agency)展演。

因此，本研究在移民基础设施的理论框架下，将着重

从“目的地基础设施”“日常生活”以及“能动性”三个

维度进行延展和突破。

基于项飙等学者对移民基础设施的分类，本研究

关注“制度性”(institutional)、“实体与技术性”(physical
and technological)以及“社交性”(social)三大类移民基

础设施。通过对在穗非裔聚居区的民族志研究，文

章关注三个问题。第一，中国移民体系和签证政策

为代表的“制度性基础设施”给非洲商人的制度身份

带来何种困境。第二，“实体与技术性”以及“社交

性”基础设施在日常层面给在华非洲商人的工作、家

庭与社交生活造成的约束与限制。第三，在华非洲

商人作为流动个体如何通过实施能动性策略来重塑

和重建阻碍其生活的移民基础设施，以更好地优化

其流动体验。

本文由此阐明，一方面，“制度性”“实体和技术

性”以及“社交性”移民基础设施会给个体的流动过

程及在地生活造成特定挑战和障碍，此种约束在南

南流动的背景下尤为突出。另一方面，流动个体在

面临诸多基础设施障碍的情况下仍有能力展演能动

性，从而优化流动体验。本文旨在从“目的地基础设

施”“日常生活”以及“能动性”三个维度对移民基础

设施这一理论视角进行延展和突破，并将其引入南

南流动与非洲商人在中国等研究议题，从而丰富和

拓展其分析力度和厚度，进而在理论和实证层面推

动移民与流动研究领域的发展。接下来，文章将针

对非洲商人在中国和移民基础设施进行文献回顾，

在此基础上建构理论框架。第二部分介绍样本构成

和研究方法。第三部分基于移民基础设施视角呈现

在穗非洲商人的生活图景以及能动性展演。最后一

部分为主要结论。

一、文献回顾

(一)来华非洲商人

20世纪60年代起非洲商人逐渐形成了全球“商

业迁移链”：从本国出发，先在非洲大陆积累资本，之

后以欧美国家为主要贸易区，80年代后开始转战东

南亚，亚洲金融风暴后逐步转向中国。已有研究指

出，非洲商人进入中国有以下原因。第一，欧美发达

国家移民政策的日益收紧限制了其流动路径。第

二，非洲国家长期以来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外交合作

关系，中非贸易的兴起与繁荣为非洲商人创造了到

中国积累财富的机会。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世界

工厂”，凭借相对优质的产品与低廉的成本吸引了大

批来华非洲商人。第三，过去二十年间中国在融入

全球化的浪潮中逐步放宽对外来流动人口的限制。

广州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城市，凭借

独特的区位与产业优势成为中国最大的非洲人聚居

地。根据广东省公安厅的数据，截至2018年9月25
日，广州实有在住外国人8.3万人，常住人员(居住半

年以上)5万人，其中非洲国家人员 1.5万人，占在穗

外国人总数的18.8%。具体来说，在签证类型方面，

来华非洲商人大多持有效期为90天至1年不等的商

务签证，每次逗留不超过30天；签证临过期时需要离

境更新签证或回国重新申请签证。在地理分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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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居区主要包括小北和三元里。近年来部分非洲商

人开始迁往周边地区(如佛山黄岐镇)居住，但小北和

三元里仍是其贸易、社交的主要场所。在国家分布

上，广州的非洲商人主要来自非洲西部和南部，如尼

日利亚、加纳、刚果等。来华经商的非洲人可分为坐

贾和行商，经营商品主要为纺织品、化妆品和电子产

品。这一群体多为独自流动的未婚男性，教育程度

普遍在高中及以上，语言以英语、法语为主，主要信

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除了想象中的机遇之外，非洲商人的流动历程

充斥政策体制以及社会适应与融入等方面的困难与

挑战。首先，在宏观政策方面，随着中国移民体系的

不断成熟和完善，来华非洲商人在出入境许可与签

证申请上受到严格管控。Lan的研究指出，地方政

府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在居住和贸易活动层面对

来华非洲商人进行限制。除此以外，他们还是当地

警方打击“三非”的重点对象。其次，来华非洲商人

出于以下原因在社会适应与融入方面面临诸多障碍

与挑战。其一，语言文化的差异与障碍造成并加深

了当地民众与非洲人之间的隔阂；其二，传统上以

中国为中心的种族意识形态以及偏好浅色皮肤的大

众审美都使黑皮肤的非洲人受到一定程度的污名化

和边缘化；其三，非洲人在大众话语和媒体中容易

被塑造为威胁社会稳定和居民生活的人群。同时，

由于非洲商人大多出于经济动机来到中国且逗留时

间较短，主动融入当地的意愿较低，他们更多地保持

“过客”身份，依附当地的非洲社群以建立贸易和社

交网络。在此情境下，部分非洲商人通过饮食、社

区组织、宗教信仰以及跨国婚姻等方式来应对种

种社会适应和融入过程中的挑战。另外，针对非洲

商人在中国的经济现象，现有研究主要分为以下立

场。第一，族裔飞地理论(ethnic enclave theory)认为

跨国移民在流入地形成独立的经济空间；第二，桥

梁理论(bridge theory)认为在华非洲移民的空间聚集

为流入国和流出国搭建了语言、文化与经济关系的

桥梁，有利于中非友好关系的发展。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主要从宏观国家政策、社会

治理以及社会网络等角度关注非洲人在中国的身份

现状、社会适应与贸易活动，较少从个体的层面关注

其活生生的日常生活体验。尽管已有学者开始关注

来华非洲人的主体性流变，但非洲流动个体的能动

性实践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因此，本研究将从移民

基础设施的视角出发，从微观、日常和个体的层面深

入探究在华非洲商人面临的移民基础设施障碍，以

此呈现其生活图景并着重关注其如何施展能动性策

略来优化自身流动体验。

(二)移民研究的“基础设施转向”

项飙等学者将基础设施概念引入移民与流动

领域，并将移民基础设施划分为五类：“商业的”

(commercial)、“管制的”(regulatory)、“技术的”(techno⁃
logical)、“人道主义的”(humanitarian)以及“社交的”

(social)。Collins指出，“基础设施转向”(infrastructural
turn)提供了更广阔全面的视角以理解移民基础设施

在生产、推动、约束与再生产流动个体的流动轨迹、

模式与体验中的复杂性与交织性。换言之，作为理

论分析工具，移民基础设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流动

个体如何在实践中被组织起来，并借此识别各种约

束、依赖以及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基于已有研究，本文重点关注三类移民基础设

施：制度性(institutional)、实体与技术性(physical and
technological)以及社交性(social)基础设施。在本研

究中，“制度性基础设施”涉及相关移民体系、签证政

策以及法律规定。“实体与技术性基础设施”指在目

的地拥有特定载体的基础设施，包含三方面：其一是

移民在目的地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如族裔聚居区相

关设置，包括贸易商厦以及非洲餐厅等；其二是目的

地的交通设施，如公交、地铁等；其三指的是以信息

技术为承载的各类通信软件，如 WhatsApp、微信

等。“社交性基础设施”则具体指非洲流动个体在目

的地的社会关系网络。

正如导论中所提到的，本研究从三方面对移民

基础设施这一理论框架进行延展和突破。第一，本研

究更关注流动个体抵达流入地后影响其生活的“目的

地基础设施”。在移民基础设施框架下的研究大多

将重点放在流动个体在输出国语境下的出发阶段。

然而，移民的到达并不意味着流动过程的终结。相

反，目的地移民基础设施深刻地形塑着流动个体在

当地日常的流动体验与轨迹，包括其生活节奏、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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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饮食习惯、社会交互方式以及身份寻求等。因而，

对于目的地基础设施的探究有助于丰富移民基础设

施的概念意涵和增强该理论视角的分析力度。

第二，本研究不仅关注“从上到下”(from the above)
的制度性移民基础设施，而且关注更加无形和看似

普通的基础设施，并重点从日常维度来研究其对于

流动个体生活体验的影响。正如Xiang与 Lindquist
指出，移民的过程应该被看作是“每日的”(quotidian)
和“动态的”(processual)。然而大部分在基础设施框

架下进行的研究一般在宏观的地缘政治和社会经济

框架下进行，并过度强调移民和移民基础设施的商

业性和制度管控维度。因此，近来有学者开始提出

不应该只关注人们习以为常的国家政策、移民中介

以及机场等基础设施，也应探究相对无形和容易被

忽视但极其重要的其它类型的移民基础设施，比如

工作环境、电子通信技术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等。因

此，本研究将不仅关注制度性基础设施，而且同时探

讨实体和技术性以及社交性基础设施如何形塑流动

个体的日常生活节奏与惯习以及主体性。

第三，本研究还重点关注流动个体本身如何施

展其能动性来应对基础设施的障碍和挑战。一般来

说，移民基础设施这一理论视角的关注重点并非流

动个体本身，而是基础设施如何限制、推动以及管控

个体的流动方式和轨迹。但部分学者开始指出，相

互链接的制度、技术和网络等移民基础设施在影响

个体流动体验的同时，也可以被个体的能动性意愿、

策略和行为所重塑和重建。也就是说，流动个体并

非被动地承受移民基础设施施加的种种影响和作

用，而可以能动积极地“重建”移民基础设施以更好

的规划其流动轨迹和战略。因此，本研究将关注流

动个体的能动性维度，以更全面有效地推动移民研

究领域的基础设施转向。

正如图 1所示，本研究将从“目的地基础设施”

“日常生活”以及“能动性”三个维度来拓展和延伸移

民基础设施这一理论视角在移民研究领域的应用和

发展。具体来说，本文重点关注制度性、实体与技术

性以及社交性三大类移民基础设施，来考察在华非

洲商人的制度身份困境、日常生活体验以及其能动

性策略的实践。进入实证数据分析前，文章将先介

绍样本构成和研究方法。

二、样本构成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实证数据主要来源于 2018年 11月至

2019年12月在广州小北、三元里等地针对非洲商人的

民族志研究。作为当前非洲人在中国的最大聚居区，

广州具有成为田野点的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广州的

小北和三元里(见下页图2)，靠近主要交通枢纽(如广州

火车站)和商品集散地，且周围店铺租金相对较低，因

而吸引了大规模非洲商人的聚集。小北地处广州市

越秀区，天秀大厦、越洋商贸城以及金山象商贸城等

都是非洲商人的主要贸易场所。三元里位于广州市白

云区，非洲商人主要集中在唐旗、迦南、通通等服装城。

具体而言，本研究采用参与式观察、深度传记式

访谈以及实物分析三种方法。第一，以参与式观察

为核心的田野笔记构成本研究的重要数据来源。以

广州的外国人管理机构为载体的制度性基础设施，

机场、公交和通信设备等为载体的实体与技术性基

图1 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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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以及承载非洲商人主要社会关系网络的教

堂和非洲餐厅等，都是本研究的观察与记录对象。

与此同时，不同维度的基础设施间的互动关系及其

如何作用于流动个体的生活体验和身份寻求，也是

笔者在实地田野中的研究和分析重点。

第二，针对深度访谈，研究采取目的性抽样方式

(purposive sampling)招募受访对象。其中，小北、三元

里与石室圣心大教堂作为非洲商人的主要聚集地

而成为寻找受访对象的场所。本研究一共访谈了15
位非洲商人，其中 13位男性，2位女性，其受教育程

度大多在高中及以上，大部分具有宗教信仰。在国

籍方面，受访者来自非洲多个国家，其中尼日利亚 8
位，赞比亚与马里各 2位，乌干达、多哥和乍得各 1
位。在居留时间方面，受访者的来华时间不一，其中

3位在半年以内。访谈主要使用英语，采取面对面和

线上两种形式，访谈时间在半小时到两小时之间。

访谈关注三个主题。第一，受访者基本信息及其流

动历史和轨迹。第二，受访者与广州的制度性、实体

与技术性以及社交性移民基础设施的互动体验，以

及不同基础设施如何形塑其日常生活体验。第三，

受访者如何展演能动性克服种种基础设施障碍。

此外，为更深刻理解非洲商人在中国的生活图景，

笔者同时访谈了与非洲商人互动的其他主体，如中

国店主、出租车司机以及中非家庭的中国女性等共7

位。表1为受访者的基本信息。

表1 受访者社会人口属性信息表

非洲商人

中国店主
出租车司机
中国妻子

平均年龄
性别

国籍

来华累计时间

教育水平

婚姻状态

3
2
2

35岁
男
女

尼日利亚
赞比亚
马里

乌干达
多哥
乍得

半年以上
半年以下
高中以下

高中及以上
已婚
未婚

13
2
8
2
2
1
1
1
12
3
3
12
11
4

第三，本研究采取的实物分析法涉及正式文件

资料和相关图像的纪录和获得。正式资料包括各层

级政府机构针对在华外国人特别是非洲人出台的相

关政策文件和统计资料等，如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等。此外，笔者也通过开展视觉

民族志，对相关基础设施进行了拍照记录并生成大

量图像信息，以辅助对于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所得数

据的分析和解读。

三、基于“移民基础设施”视角：在穗非洲商人的

生活图景与能动性探究

(一)制度性移民基础设施：在穗非洲商人的制度

身份困境

近二三十年来，中国逐步完善移民制度与签证

政策体系，也渐渐成为外国移民日益青睐的目的地

国家。在中非贸易联系不断增强与中非外交友好

的背景下，中国的相关制度性基础设施为非洲人进

入中国提供现实可能并为其在华日常生活提供诸多

制度保障。但与此同时，实证数据表明，非洲商人在

中国仍面临一系列制度身份困境。

具体来说，在国家的移民体系与签证政策上，大

部分来华非洲人属于符合国内劳动力市场需求，从

事临时性、季节性、非技术性或服务性工作的外国

人。依据移民分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

理法》的管理规定，非洲商人主要持商务和旅游的短

图2 田野点的地理分布
(资料来源：高德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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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签证进入中国。2012年中国新颁布的《出境入境

管理法》还将八类普通签证细分为十二类。其中，商

务签证重新划分为F(居留期为6个月)和M(停留期为

3个月)两类，来华从事贸易活动的非洲商人主要通

过商务M签进入中国，M签可多次延期办理，但办理

周期较长，且存在被拒风险，这意味着非洲人的签证

期限与居留时间被进一步压缩。过短的签证有效期

限往往是非洲商人在华进行贸易的一个主要障

碍。很多受访者表示，无法在签证过期前完成交易

的高风险以及离境再次申请签证的高成本都使他们

持续处于高度紧绷的状态。与此同时，非洲商人因

签证过期成为“三非”(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
人群的风险有所升高。“三非”人群一旦被发现，便可

能面临巨额罚款与入狱风险。当地法人、组织与公民

也在“三非”人群的管控中被赋予一定的监督责任。

来自公众的日常监督也给在穗非洲商人的日常生活

带来一定压力。由此可见，来自移民体系和签证制

度层面的限制和管控可能给非洲商人的来华流动历

程带来不确定性和暂时性，使他们陷入制度性身份

困境，进而阻碍其在华进行资本积累的流动愿景。

在地方管理层面，外国人综合服务中心与公安

部门对在穗非洲商人进行特定的管理和服务。小北

的外国人综合服务中心为在穗外国人提供住宿登记

的同时，还为其提供签证换发、使馆联系、交通指引

等信息服务，并组织各类中文学习课程，帮助合法停

留与居住的外国人更好地适应与融入当地的生活。

与此同时，签证检查作为公安部门对在穗非洲人进

行管理与监督的主要环节，可能给少数流动个体的

工作与社交生活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受访者

Amy(女，28岁，多哥，来中国五年)便曾向笔者谈及

朋友在社交场所遭遇证件检查的经历：

“我有个朋友有一天晚上跟一些朋友去

pub，然后玩到2点钟的时候，警察来这边……查

证件……后来我也听我朋友说，就查了护照，他

们没有什么违法犯罪……我也有这种经验，以

前有很多，现在也有一些，慢慢就习惯了。”(访
谈时间：2019年5月27日)

Amy的话语及其朋友的经历表明非洲流动个体

与制度性基础设施互动的过程存在某些摩擦，这种

摩擦影响和塑造其日常生活体验以及社会融入和归

属感的寻求。事实上，本研究中其他受访者也分享

过类似的经历。与此同时，其他研究也指出，来自当

地政府的制度管理可能会给在穗非洲商人带来一定

程度的日常生活上的困扰和不便。部分非洲商人可

能因此考虑重塑其流动轨迹，如选择迁往广州周边地

区(如佛山黄岐镇)与中国其他省份城市(如义乌)。

上述政策与案例分析表明，以国家移民和签证

体系以及地方管理为代表的制度性基础设施在推动

非洲商人跨国流动的同时，也可能对部分在华非洲

人的流动历程以及流动体验产生某些特定的影响。

一方面，国家移民制度与签证体系对在华非洲商人

的流动范围、时间期限以及模式进行明确规定与管

理，少数非洲流动个体进一步的流动轨迹与战略由

此受到一定限制。其次，地方管理机构给流动个体

提供了特定社会服务帮助其实现社会融入的同时，

也可能在管理过程中给其带来某些消极的日常生活

情感体验，进一步促使其重塑和重组移民愿景。

(二)实体与技术性以及社交性移民基础设施：在

华非洲商人日常生活图景

在日常生活层面，主要影响流动个体在目的地

国家生活体验的移民基础设施为实体与技术性以及

社交性基础设施。在本研究中，“实体与技术性基础

设施”(physical and technological infrastructure)包括三

类，第一类是非洲商人在中国的工作与生活设施，第

二类是非洲商人在中国使用的主要交通工具，第三类

则是各类通信技术软件。社交性基础设施则包含非洲

商人内部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与中国人的关系网络。

针对实体与技术性基础设施，在工作与生活设

施层面，小北、三元里等非裔聚居区为非洲商人提供

了熟悉且便利的生活环境。第一，聚居区内的商铺

标牌语言以中文为主，辅以英文、法语和阿拉伯语，

一定程度上帮助非洲商人跨越了语言障碍。第二，

商贸城内商品种类齐全，主要面向非洲市场，方便非

洲商人集中采买。第三，中国商铺在营业时间上也

配合非洲商人的生活作息。第四，聚居区内的多家

非洲餐厅也为非洲商人提供非洲风味的食物。

在交通方式层面，发达的公共交通体系与其他

私人交通工具的出现使得非洲商人在广州的日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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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较为方便。一方面，出租车、公车、地铁等公共交

通将小北、三元里、机场、火车站、客运站等关键枢纽

串联起来，为人员、货物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另一方

面，小北、三元里的私家车、三轮车、电动车等非正式

交通工具也为非洲商人提供出行服务。但在此过程

中，部分非洲商人也面临特定的基础设施障碍。以

广州的公共交通为例，公车、地铁在采用普通话、粤

语和英语等多种语言提供指引的同时，也给流动个

体出行带来潜在的挑战。正如受访者 Jan(男，26岁，

乌干达，在中国七年)指出的：

“因为我们国家和非洲不使用地铁系统……

很多人刚来不知道如何使用它们。我也去过地

铁，那是在北京，那里太拥挤了，人太多，队伍太

长。我并没有很好地理解它……大多数来这里

的人，都是第一次坐地铁，所以有点困难。”(翻
译，访谈时间：2019年11月28日)

Jan的事例指出，广州的交通设施与其之前生活

的国家和城市的交通体系的区别，使很多非洲商人

在日常出行时面临特定的基础设施挑战。事实上，

交通体系差异所带来的基础设施障碍在初次抵达的

流动个体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笔者曾在田野调查

中遇到非洲商人Rash(女，45岁，尼日利亚，来中国两

天)，由于刚抵达中国，Rash对中国和广州的交通体

系缺乏相应的了解，因而无法自主应对搭乘地铁等

交通程序。在此过程中，其跨国贸易也难以顺利开

展。这一系列障碍也深刻形塑Rash等非洲商人在流

入地的日常生活体验。

在通信技术层面，针对移民基础设施的已有研

究对此讨论较少，仅有的研究也主要关注通信设施

如何被应用到对移民的信息监控中。本研究显示，

通信技术等技术性基础设施对非洲商人个体的生活

体验有着深刻的影响。

第一，非洲商人进入中国后需要学习与使用当地

的主流通信软件。具体来说，中国大陆主要使用微

信。本研究中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提到中国独特的通

信软件给他们的跨国家庭和亲密关系维系以及日常

工作和社交带来的诸多障碍和不便。正如Will(男，30
岁，赞比亚，来中国半年)初次来华所深刻感受到的：

“我来这里之前并不知道微信。……当我

来到这里，我很惊讶，什么都不起作用了，我无

法收到来自赞比亚的消息，也不能发信息。”(翻
译，访谈时间：2019年9月3日)

第二，非洲商人进入中国后还需要应对中国更

为独特的移动支付方式。以微信和支付宝为代表的

移动支付在中国的诸多生活场景都得到广泛应用，

成为中国的主流支付方式。以餐饮为例，顾客可以

在自助点餐终端下单，麦当劳就是其中的典型。然

而依据本研究的调查，喜爱麦当劳的非洲商人在点

餐过程中更多是人工下单而非自助点餐。支付方式

上，现金与POS(Point of sales)机支付仍是非洲商人所

习惯的支付方式。总体而言，实体与技术性基础设

施在为非洲商人营造积极的工作与生活环境的同

时，也在交通工具和通信技术的使用等方面带来了

某些障碍，这些障碍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着流动个

体的工作、家庭与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

针对“社交性基础设施”(social infrastructure)，非
洲商人的社会支持网络在长距离的跨国流动中发生

了断裂。前文指出，非洲流动个体在中国面临的通

信落差会在一定程度上阻断其与流出国家人、朋友

的联系。与此同时，尽管以往研究指出基于族裔、国

籍的商会等社团组织在凝聚非洲商人群体中的积极

作用，但本研究的实证数据并未指向这一点。一方

面非洲部分国家在广州可能并未建立商会，另一方

面非洲商人群体间的关系十分复杂，有学者指出，非

洲商人间的社会网络兼具合作与竞争的双重特

征。在此情境下，非洲商人便开始尝试与中国社会

的不同主体进行互动，包括中国商家、出租车司机以

及当地民众等，但他们在跨文化交互过程中也面临

着种种障碍和挑战。首先，中国商家是非洲商人在

华互动最频繁的群体，二者有着密切的贸易合作，与

此同时双方也可能产生摩擦与冲突。受访者Har
(男，50岁，乍得，来中国一个月)这样说道：

“(中国店主)他们得到了钱，所以他们很友

好……只有钱……当交易完成时，他们会‘wowowo’
(拟声词，表达嫌弃的态度)，当你到那家商店，说‘开

个价’，他说200元，你说100元，他们又会‘wowowo’
(语气不好)。”(翻译，访谈时间：2019年5月27日)

Hara的事例揭示出非洲商人与中国商户间社会

··128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1.6 社会学
SOCIOLOGY

交互的工具性特征，较少能建立情感性的社会联系。

同样地，非洲商人与部分中国出租车司机的互动也时

常出现纠纷与冲突。Hara(男，50岁，乍得，来中国一

个月)曾谈到自己对部分广州出租车司机的看法：

“有时甚至是最近的地方，(出租车司机)他
们只是开了一小段路，也收很多的钱。如果他

说了我的坏话，因为他说的是中文，所以我听不

懂。但我也不会说他的坏话。”(翻译，访谈时

间：2019年5月27日)
Hara的话语点出了影响非洲商人与出租车司机

关系的两种因素：其一，语言障碍影响了双方的交流

过程；其二，部分出租车司机对非洲人存在某些特定

的偏见。这种偏见可能使得部分出租车司机以不同

方式对待非洲乘客与中国乘客。笔者在小北的田野

调查过程中常可以见到这样一幕：非洲商人招手等

待出租车，部分空车司机选择视而不见。此外，部分

非洲商人也尝试与当地居民进行互动。但依据已有

研究与本研究的调查，一些片面的看法也可能深刻

形塑非洲商人与当地中国居民的社会互动。具体而

言，部分居民对非洲流动群体存在刻板化印象，认为

非洲人“素质”普遍较低。在远离小北、三元里区域

的地铁、公车等公共场域，当有非洲人上车，乘客总

会投去好奇的眼光，正如Amy(女，28岁，多哥，来中

国五年)所说的，“每天都有人盯着你看，好像你是一

个动物一样”(访谈时间：2019年5月27日)。
综上，实体与技术性以及社交性这两大类移民

基础设施在给非洲商人日常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造成了部分障碍和困境。在实体与技术性基础设

施方面，交通体系的差别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在华非

洲商人获得积极的日常流动体验，通信软件的落差

更是给非洲商人跨国家庭关系的维系和社交关系网

络的建立造成了挑战。在社交性基础设施层面，非

洲商人在目的地的族群网络建构与跨文化交互过程

也不时充斥着摩擦与冲突。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在

探究移民基础设施给流动个体带来限制和挑战的同

时，本研究也表明，非洲商人作为流动个体并非被动

地接受移民基础设施给其日常生活所带来的阻碍，

而是尝试通过一系列能动性策略来优化和提升其在

华生活体验。

(三)“重建”移民基础设施：非洲商人的能动性展演

本研究不仅关注移民基础设施如何形塑流动个

体的日常生活，也强调流动个体在应对移民基础设

施障碍时的能动性策略。通过对实证数据的分析和

梳理，本文主要点明和关注以下两大类能动性策

略。第一，非洲流动个体灵活选择交通方式并充分

利用各种通信软件；第二，他们通过饮食、宗教、亲密

关系等维度延展和重组自身社会关系网络。通过这

两种能动性策略，非洲商人积极地应对流动过程中

的基础设施障碍，以达到“重建”或者优化其所处移

民基础设施的目的。

第一种类型的能动性策略首先体现在非洲商人

在不同的交通方式间进行策略性转换。当非洲商人

遭遇某种交通方式(特别是公共交通)的挑战时，他们

可能转而选择其他私人的交通工具。部分受访者表

示他们尝试与当地一些非正式的电动车司机建立起

非正式的经济关系，以避免其他交通方式带来的潜

在不便。与此同时，共享单车作为新兴的交通方式

也成为部分非洲商人的能动性实践对象。笔者在广

交会和小北、三元里等地的田野调查过程中，时常可

以见到非洲商人借助共享单车进行日常通勤。通过

交通工具的灵活转换与充分利用，非洲商人得以在

目的地更顺遂地开展贸易和社交活动。

同时，在第一种能动性策略实践里，部分非洲商

人还通过对不同通信软件的策略性应用以重塑其社

会关系网络。这种策略性应用包括两方面，一是通

过各类通信工具重新接入原有的社会网络，二是尝

试学习和使用目的地的通信工具，以延展在当地的

社会关系网络。在维系跨国家庭关系方面，非洲商

人主动借助聚居区内的通信服务重新接入家乡的社

交媒介。电话、邮件等通信设施也被非洲商人能动

地利用以实现与在非洲的家人以及朋友的互动。在

与当地主体建立跨文化关系网络方面，微信等技术

性基础设施则成为其能动性展演的重要空间和渠

道。下文 Jan(男，26岁，乌干达，在中国七年)的话语

生动展现了他在不同通信软件之间的转换：

“我需要在这里和我的国家之间保持平衡。

我在网上和我的家人联系……我们使用另一个

应用程序……我可以直接给家人打电话……但

··129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社会学 2021.6
SOCIOLOGY

是对在中国待了很长时间的其他朋友，我总是

使用微信(和他们联系)。”(翻译，访谈时间：2019
年11月28日)

与 Jan的情况类似，本研究中的其他受访者也能

动地利用微信等通信软件来建立和扩大自身社会关

系网络。其中，他们通过使用微信软件的文本翻译

功能来跨越语言障碍，从而推动自身贸易和社交活

动的顺利进行。事实上，相关研究也指出，互联网等

技术性移民基础设施有利于帮助流动个体链接与整

合社会关系网络，促进在当地的社会适应和融入。

非洲商人的第二种能动性策略，体现在其通过

饮食、宗教以及跨国亲密关系等方式重构其社会关

系网络。首先，饮食往往代表特定的文化身份，作为

一种纽带连接流动个体与流出国的文化。小北、三

元里的非洲餐厅则成为非洲流动个体实践其能动性

的空间。Will(男，30岁，赞比亚，来中国半年)在回顾

初次到广州的情景时，便提到饮食在其日常生活中

的重要性：

“所以我(来到这里)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

在中国要吃什么，但也祈祷我能找到青豆、肉、

胡萝卜所有这些东西。我花了大概一个月的时

间才安顿下来。我和食物做斗争。在外面我可

能去麦当劳，肯德基，或者去小北买我的鱼。”

(翻译，访谈时间：2019年9月3日)
可以看到，肯德基、麦当劳等国际化餐饮和广州

当地的非洲餐厅都成为非洲商人寻求身份认同的渠

道。学者Ho对在华非洲留学生的饮食研究指出，非

洲食物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提醒非洲人“家”的存在，

国际饮食则帮助非洲流动个体建构全球化的身

份。整体而言，饮食成为非洲商人施展能动性的重

要方式之一。饮食将个体安置于更广阔的文化网络

中，透过饮食而获得身份变换和寻求，流动的非洲个

体拥有了更多的情感归属、文化链接以及社会网络

支持。

其次，宗教仪式的参与给非洲商人提供了情感

寄托以及重塑族裔关系网络的可能。第一，宗教仪

式开始前，很多非洲商人会选择作为志愿者参与到

仪式筹备中，小北附近的先贤清真寺还设立了外籍

穆斯林志愿者服务站；第二，仪式开展过程中，通过

学习、合唱与互助，非洲商人形成凝聚性的宗教社

群。第三，仪式结束后，宗教场所又成为非洲流动个

体进行社交互动的空间。Amy(女，28岁，多哥，来中

国五年)利用石室圣心大教堂的周日英文弥撒活动

与其他非洲伙伴组织各种形式的见面和聚会。由此

可见，非洲流动个体有能力借助移民基础设施的空

间，建构某种文化归属感并跨越特定的社交障碍重

塑与重建其社会关系网络。

此外，部分在穗非洲商人还通过与中国女性建

立跨国亲密关系以获得来自家庭的情感支持，并由

此重构其在华的社交性基础设施。Chi(女，33岁，广

东湛江，来广州 8年)在访谈过程中回顾自己和丈夫

建立亲密关系的起源：

“他来中国没多久就开始追我，没到三个月

两个月吧，开始找中国人，想找中国老婆，然后要

追我。就直接跟我讲，我很喜欢你，你介意吗？

差不多就这样。”(访谈时间：2019年2月18日)
Chi的事例与笔者的田野调查表明，在中非家庭

的亲密关系中，浪漫的想象并不是全部，其中还可能

充斥一定的工具性策略。也就是说，通过与中国女

性结为伴侣，一方面非洲商人可以申请在华居留时

间更长的签证类型(如Q签)延展其居留时间，另一

方面，与中国女性结婚可以帮助他们获得来自跨文

化群体的情感与社会支持。正如前文所述，制度性、

实体与技术性和社交性基础设施会给流动个体的日

常生活带来特定的挑战。与此同时，非洲流动个体

在面对移民基础设施障碍时，并非被动地接受，而是

通过一系列能动性策略的展演来重塑与重构其在目

的地的移民基础设施，进而优化其流动轨迹与流动

体验。但不得不指出，在南南流动的背景下，作为进

入中国的非高技术性流动个体，非洲商人能动性的

展演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系列宏观、中观和微观层

面结构性因素的制约和限制。其中，流动个体个人

层面的社会人口属性，比如性别、年龄、收入、国籍以

及流动历史等层面的异质性会导致其施展能动性的

意愿和能力程度存在差异。

结论

本研究基于对在穗非洲商人的民族志研究，从

制度性、实体与技术性以及社交性基础设施三个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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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探究其制度身份困境和流动体验，并探究其如何

展演能动性以优化流动历程和轨迹。首先，以中国

移民制度和签证体系为代表的制度性基础设施给非

洲流动个体的身份寻求、流动体验与流动愿景的实

现带来一定程度的制约。其次，日常生活层面，实体

与技术性基础设施中交通方式的挑战以及通信技术

的落差限制着非洲商人的跨国工作、家庭与社会生

活。与此同时，社交性基础设施层面，非洲流动个体

在跨文化语境下与同族裔群体以及中国社会主体的

互动过程充斥诸多障碍。但与此同时，本研究进一

步指出，流动个体能够通过特定的能动性策略应对

基础设施障碍。非洲商人的能动性首先体现在交通

工具和通信方式的灵活使用与策略性转换，其次体

现在通过饮食、宗教信仰与跨国亲密关系获得情感

支撑，并延展和重塑其社会关系网络，以优化其日常

生活体验与流动历程。

基于此，本研究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在理论层面，本研究通过关注“目的地移民基础

设施”(arrival infrastructure)、“日常生活”(everyday)以
及“能动性”(agency)，从而拓展和丰富了移民基础设

施在移民与流动研究领域作为重要理论分析框架的

力度、深度和广度。首先，已有研究大多在输出国语

境关注移民基础设施对流动个体的管控和约束，本

研究则将重点放在个体到达目的地后，深刻剖析和

探究“目的地移民基础设施”(arrival infrastructure)如
何影响与形塑流动个体的日常生活体验。其次，移

民基础设施框架下的研究一般在宏观的地缘政治和

社会经济框架下强调移民基础设施的商业和制度管

控维度，本研究同时也探讨实体和技术性以及社交

性基础设施如何在日常层面形塑流动个体的生活节

奏以及主体性。再次，本研究还关注流动个体针对

移民基础设施障碍的能动性(agency)展演。流动个

体的能动性在移民基础设施的研究中相对被忽视，

但正如本研究和学者Thieme的研究所表明，移民基

础设施不应仅被理解成为政府部门或者移民中介控

制流动个体以及生产特定流动方式的手段和工具，

也应该被看作流动个体本身进行资本积累和获得向

上社会流动的重要方式和途径。本研究显示，南南

流动的背景下，非洲商人在面临严格的移民与签证

体系管控下，仍能通过实施能动性应对不同类型的

移民基础设施阻碍，以此优化其日常生活体验和流

动历程。那么，南南流动语境下的其他流动群体乃

至其他高技术移民流动个体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发挥

能动性值得进一步探究。能动性的探讨，将成为移

民与流动研究领域“移民基础设施转向”的新的拓展

维度。

第二，在实证层面，对在华非洲人的现有研究多

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关注在华非洲人的贸易活动、制

度管理以及社会适应等话题，对个体活生生的日常

生活体验关注相对较少。因此，本研究重点从日常

层面探讨了移民基础设施对流动个体生活图景的影

响和塑造，从而更加细致和全面地呈现了在华非洲

商人的流动历程和体验。同时，基础设施的已有研

究大都将实证焦点放在从全球南方流动到全球北方

的移民和流动群体，而对于南南流动这一日渐浮现

的移民格局尚未重点关注。由此，本研究对来华非

洲商人的研究则在实证层面上进一步推动了移民与

研究领域的“基础设施转向”。此外，随着中国在国

际范围内经济实力和国家声望的日益增强和提高，

进入中国的外来移民数量也将逐步增多，因此本研

究有利于为国家移民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提供

重要的实证启示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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