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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中国新移民融入津巴布韦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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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中的任何错误概由笔者自己
负责。

内容提要 中国新移民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进入津巴布韦以

来，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并未很好地融入当地

社会。近年来，随着居住区和商业区的集中、华侨社团的成立及华文

媒体的发展，津巴布韦的华人社区正在逐步成熟，但其构建的是一个

内向型的社会环境，从而降低了新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能力和动力。
此外，新移民与当地人在交往过程中相互间产生了一些负面看法，导

致他们无法真正将津巴布韦作为第二故乡，当地人也很难真正接受

和认可他们。为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新移民通过内部倡议等方式

规范自己的行为，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并携手当地举办大型文体活

动。这些举措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真正融入当地社会，中国新移

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非洲 津巴布韦 新移民 社会融

入 身份构建

近年来，随着中非关系的深入发展，尤其是经贸关系的持续攀升，非洲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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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中国新移民①的重要流向地之一。1996 年，非洲华侨华人总数大致为

13． 6 万，②截至 2012 年底，有学者估计已达 110 万左右。③ 随着数量的不断增

长，新移民群体在为非洲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在处理与当地族群

的关系及融入当地社会方面遇到了一定的困难。2012 年 8 月的赞比亚科兰煤

矿事件、2013 年 5 月的加纳中国淘金者被捕事件、2014 年 12 月安哥拉抓捕中

国人事件，以及 2015 年 3 月的肯尼亚中餐馆事件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这

种社会融入的困境。这些事件的发生，不但损害了新移民在非洲的形象及他

们在当地的可持续性发展，而且给中国在非洲的整体形象和中非关系的良性

发展都带来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关于非洲中国新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目前国内外学者已经发表了一些

著述，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把非洲中国新移民作为整体进行研究，从经

济利益竞争、西方媒体的负面宣传、居住国的政治斗争等方面探讨他们与非洲

当地族群产生矛盾与冲突的原因; ④二是对南非中国新移民的研究，如从民族

聚居区经济模式下的困境和文化冲突等方面，探讨他们当前在南非所面临的

社会与经济问题。⑤ 对其他非洲国家中国新移民社会融入问题的个案研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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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新移民概念的界定，目前学界并未达成一致，仅从时间界限而言，就有“新中国成立之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和“改革开放以来”三种划分标准，参见张秀明: 《国际移民体系中的中国大陆移民:

也谈新移民问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 年第 1 期，第 23 页; 庄国土、张晶盈: 《中国新移民的类型和分
布》，《社会科学》2012 年第 12 期，第 4 页。本文中“津巴布韦中国老移民”是指 20 世纪初至 1980 年中国与
津巴布韦建交前前往津巴布韦的中国移民;“津巴布韦中国新移民”是指 1980 年后前往津巴布韦的中国移
民，不包括老移民在津巴布韦的后代。

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68—569 页。
李新烽:《试论非洲华侨华人数量》，2013 年 2 月 5 日，http: / / iwaas． cass． cn /dtxw / fzdt /2013-02-05 /

2513． shtml，2015-05-10。
Yoon Jung Park，“Chinese Migration in Africa，”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China in

Africa Project，Occasional Paper Number 24，January 2009; Giles Mohan ＆ May Tan-Mullins，“Chinese Migrants
in Africa as New Agents of Development? An Analytical Framework，”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Ｒesearch，
Vol． 21，No． 4，pp． 588-605; Daniel，“The Difficult Integration of Chinese Migration in Africa，”August 12，2010，
http: / /www． unaoc． org / ibis /2010 /08 /12 / the-difficult-integration-of-chinese-migrants-in-africa /，2015-07-24; 周
海金:《非洲华侨华人生存状况及其与当地族群关系》，《东南亚研究》2014 年第 1 期，第 79—84 页; 李鹏涛:
《中非关系的发展与非洲中国新移民》，《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0 年第 4 期，第 24—30 页; 李安山、张伟杰:
《非洲华侨华人发展趋势及对策研究》，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政策法规司编《未来 5—10 年侨情发展趋势与
侨务对策》，2011 年版，第 88—104 页。

Philip Harrison，Khangelani Moyo，Yan Yang，“Strategy and Tactics: Chinese Immigrants and Diasporic
Spaces in Johannesburg，South Africa，”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Vol． 38，No． 4，2012，pp． 899-925;
Darryl Accone，“Chinese Communities in South Africa，”The China Monitor，Issue 21，2007，pp． 6-8; 陈肖英:
《南非中国新移民面临的困境及其原因探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2 年第 6 期，第 28—35 页; 陈凤兰:
《文化冲突与跨国迁移群体的适应策略: 以南非中国新移民群体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1 年第 3
期，第 41—49 页。



存在很大不足。
2014 年 11 月至 2015 年 3 月，笔者赴津巴布韦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实地

调查，①其间接触了大量中国新移民，通过与他们相处，对他们进行采访，参与

他们组织的一些活动，对他们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在此过程中，笔者对中国

新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情况进行了考察，并在与当地人的接触中向其询问对

新移民的看法。笔者发现，津巴布韦的新移民群体并没有很好地融入当地社

会。不少新移民表示，与十年前相比，他们与当地人的关系甚至出现了倒退。
当地人对他们的看法也为此提供了佐证: 许多人都表达了对新移民群体的不

满，甚至有受访者表示，60%以上的中国人都不受欢迎。②

以笔者所见，中国在津巴布韦新移民已经具备了较好融入当地社会的条

件: 首先，中国自 1980 年与津巴布韦建交以来，政治互信不断增加，贸易和投

资规模不断扩大，③尤其是津巴布韦因 2000 年“快车道”土地改革而遭受西方

制裁后，中国成为其在 2003 年开始实施的“看东方”政策的主要对象国，④甚至

有人将中国称为“津巴布韦唯一重要的国际支持者”; ⑤其次，中国老一代移民

在 20 世纪初以契约劳工的方式进入津巴布韦，经过三代人的发展，已经较好

地融入了当地社会，并在当地打下了一定的社会与经济基础，⑥尤其是曾于

1988—1992 年担任津巴布韦教育部长的朱惠琼女士，为津巴布韦的教育事业

做出了重大贡献。她不但是津巴布韦家喻户晓的人物，更大大地提高了华侨

华人在当地的形象; ⑦再次，中国在津企业为津巴布韦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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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此对津巴布韦华人华侨联合总会常务副会长赵科先生表示感谢。在他的协调与帮助下，笔
者先后采访了 40 多位中国新移民和 10 多位津巴布韦人。

2015 年 1 月 5 日，笔者在哈拉雷对安德森·恩贡杜( Anderson Ngondo，津巴布韦狂野旅行社司机)

的采访。
中津双边贸易在 2014 年达到 12． 4 亿美元，中国对津投资额在 2013 年达到 6． 02 亿美元。参见《津

巴布韦大学建校六十周年中国驻津大使发表演讲》，2015 年 5 月 3 日，http: / / gb． cri． cn /42071 /2015 /05 /03 /
6351s4949912． htm，2015-05-10。

Friedrich-Ebert-Stiftung，“The‘Look East Policy’of Zimbabwe Now Focuses on China，”Policy Briefing
Paper，Harare，November 2004．

Joshu Eisenman，“Zimbabwe: China's African Ally，”China Brief，Vol． 5，Issue 15，http: / /www． james-
town． org / single /? tx_ttnews%5Btt_news%5D = 3877#． VbDfFNKl8h0，2015-07-23．

Mary Olivia Tandon，“The Chinese in Zimbabwe，”Paper for the World Chinese Conference，Mauritius，
April 1992．

朱惠琼英文名字为 Fay Chung，关于其情况，可参见她的回忆录: Fay Chung，Ｒe-Living the Second
Chimurenga，Harare: Weaver Press，2006; 也可参见龙小农、舒凌云: 《朱惠琼: 津巴布韦非洲女子大学董事
长》，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了重大贡献，并为近年来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的津巴布韦提供了大量就业机

会; ①最后，即使在津发生恶性通货膨胀，②白人移民和印巴籍移民大量离开的

2003—2009 年，中国新移民仍然坚守，他们的批发零售业为当时物资奇缺的津

巴布韦人提供了大量生活必需品。③

那么，是哪些因素导致中国新移民未能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 他们自己

是否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为此而做出了哪些努力? 还存在哪些制约因

素? 本文基于既有的研究成果、报刊文章和笔者的访谈等资料，对上述问题进

行分析与解答。

一、中国在津新移民概况

中国新移民进入津巴布韦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当时中国成套设备进

出口( 集团) 总公司、④中国北方工业公司、江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和江苏

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公司等为承担援津大型项目而派遣了大量翻译和技术

人员，项目完成后，他们当中有少部分人，尤其是翻译，在熟悉了当地情况和看

到其所蕴藏的商机后留了下来。这些留下来的翻译和技术人员由此成为第一

批进入津巴布韦的中国新移民。在当地站稳脚跟后，他们的家人、亲戚和朋友

也随着他们的步伐前往津巴布韦，中国新移民群体由此逐渐形成。但从规模

上来看，这一群体的发展最初比较缓慢，直到 2000 年仍仅为 500 人左右。⑤

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中国加大对非“走出去”的步伐，津巴布韦实施以中

国为主要目标的“向东看”政策，以及中津关系的持续友好发展，中国新移民开

始大量涌入津巴布韦。据笔者在津期间的采访与调查，目前津巴布韦中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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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泽烟草有限责任公司为津巴布韦 2000 年土地改革后烟草业的迅速恢复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参
见 Longton Mukwereza，“Situating TianZe's Ｒole in Ｒeviving Zimbabwe's Flue-Cured Tobacco Sector in the Wider
Discourse on Zimbabwe-China Cooperation: Will the Scorecard Ｒemain Win-Win?”China and Brazil in Africa Agri-
culture Project Working Paper 115，February 2015，p． 8。中国中钢集团控股的津巴布韦钢铁公司，共雇佣了
6000 多名津巴布韦人，参见《津巴布韦大学建校六十周年中国驻津大使发表演讲》。

在津巴布韦通货膨胀的最严重时期，通胀率达到了惊人的 23 位数，see J． Hanlon，J． Manjengwa ＆
T． Smart，Zimbabwe Takes Back Its Land，Jacana Media ( Pty) LtD，2013，p． 94。

2015 年 2 月 4 日，在哈拉雷对华商会会长李新峰的采访( 文中所引采访内容的注释，有少量因受访
者要求而匿名。笔者在此对所有受访者表示感谢) 。

1984 年，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 集团) 总公司援建津巴布韦国家体育场，具体援建工作由其所属甘
肃分公司负责，这是中津建交后最早进入津巴布韦的中国公司。1992 年，中国成套甘肃分公司独立注册华
陇建筑津巴布韦公司，既承担援建项目，又承包当地工程项目。资料来源: 2015 年 1 月 22 日在哈拉雷对华
陇建筑津巴布韦公司总经理李绪斌的采访。

国务院侨办侨务干部学校编:《华侨华人概述》，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34 页。



移民的总数约为 6000 人，其中哈拉雷约 5000 人，奎鲁约 150 人，布拉瓦约约

100 人，其他中等城市如穆塔雷、奇诺伊和奇古图等为 10—50 人。从来源地

看，与老移民主要来自于广东，尤其是来自台山和新会两地不同，①新移民的来

源地则更加多元，其中来自辽宁鞍山和沈阳的新移民最多，约为 1500 人，黑龙

江、甘肃、陕西、山西、江苏、浙江和山东等省，每个省份有 300—500 人，另外河

北、湖南、北京、上海等地，也有几十人不等。而在南非、博茨瓦纳和莱索托等

南部非洲国家的新移民中较多的福建人，②在津巴布韦则仅有 100 人左右。
从新移民的类型看，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是投资办厂的中小型私营企业

家，所涉及的行业包括服装、制鞋、建筑材料、化工、食品加工和矿石冶炼等，工

厂总数约为 100 家; 二是从事餐饮、娱乐、旅游和批发零售的个体经营者，其中

较为出名的中餐馆在哈拉雷有五家，在布拉瓦约有一家，娱乐和旅游行业各有

一家公司，而从事批发零售的店铺，总数约为 1000 家; 三是私营企业家和个体

老板所雇用的中方员工，以及中国国有企业( 采矿、烟草、水泥、电信和工程建

设等行业) 派驻津巴布韦的中方雇员，其中前者大多长期居留津巴布韦，后者

在合同结束后，会有少量留在当地创业。

二、华人社区的构建: 社会融入的悖论

如上所述，新移民进入津巴布韦迄今已有 30 多年。在最初一批以翻译为

主的新移民站稳脚跟后，随后而来的新移民因为语言、风俗习惯、安全问题和

不熟悉当地情况等因素，大多利用血缘和地缘关系在新移民聚集的地方寻找

工作机会，而早到的新移民，出于津巴布韦华人一家亲的观念，也愿意向他们

提供某种形式的帮助。由此，随着新移民群体的不断壮大，华人社区开始得以

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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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南京:《华侨华人百科全书( 历史卷) 》，北京: 华侨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18 页。笔者曾在 2015 年
1 月 28 日前往哈拉雷市郊的先民公墓拜祭，发现共有 80 多位老华侨埋葬在那里，大约 2 /5 有墓碑，3 /5 没有
墓碑。从墓碑所刻的祖籍地来看，主要为广东人，具体分布包括台山海晏镇、白沙镇，新会京梅乡、黄冲镇，

开平赤水镇，中山古镇乡，南海和顺德。另有二人来自北京海淀区羊坊店。
Terence McNamee，et al．，“Africa in Their Words: A Study of Chinese Traders in South Africa，Lesotho，

Botswana，Zambia and Angola，”The Brenthurst Foundation，Discussion Paper 2012 /2013，pp． 16-18．



( 一) 华人社区的逐步形成

虽然津巴布韦迄今仍未如南非约翰斯内堡那样形成“新唐人街”，①但其华

人社区也在不断走向成熟，主要体现在居住的特点、华侨社团的成立和华文媒

体的发展三个方面。
1． 集中居住在“白人区”和商业区。笔者根据调查发现，新移民在津巴布

韦，尤其是在占其人口总数 80%的哈拉雷，主要居住在“白人区”和商业区。
以居住情况来看，新移民主要集中在哈拉雷的快乐山( Mount Pleasant) 、布

罗戴尔( Borrowdale) 和阿旺戴尔( Avondale) 三个北部的“白人区”，以布罗戴尔

区条件最好和最著名的布鲁克( Brooks) 小区为例，其约 1 /3 住户为新移民。南

部的穆巴雷( Mbare) 等“黑人区”，则基本没有新移民居住。“我们基本没人住

在黑人区，除了生意往来，我们甚至很少去那里，尤其是晚上。我们觉得那里

不安全。”到达哈拉雷的第一天，就有人如此告诉笔者。②

从商业区来看，哈拉雷共有两处新移民聚居的区域，一是由安徽外经建设

集团在西部的柏韦戴尔区( Belvedere) 修建的龙城广场，这是一处综合性商业

中心，已有几十家中国商户入驻，其中包括哈拉雷最大的中国商品超市———亿

万多超市，最大的夜总会———“1 + 1 开心俱乐部”和最大的旅行社———狂野非

洲旅行社; 二是位于市中心、由黎巴嫩人建造的商业区“小粉楼”。③ 由于店面

集中且靠近公共汽车站，“小粉楼”成为华商的最大聚居区，据不完全统计，在

其外圈 70 多家大的店面中，华商租赁了超过 60 家。
2． 华侨社团的成立。华侨社团的涌现与成熟是华人社区形成的另一重要

特征。津巴布韦的华侨社团最早可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成立的非正式

组织“单身俱乐部”和“鞍山九人帮”，前者由一些未婚或已婚但配偶留在国内

的青年组成，后者由 9 名籍贯为辽宁鞍山的老乡按照年龄排序构成。这两个

非正式组织每一两周聚会一次，不但丰富了当时人数很少的新移民群体的生

活，更为此后建立的侨团组织培养一些领导人。④

2004 年 10 月 3 日成立的津巴布韦华商联合总会( 简称“华商会”) 是新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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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肖英:《南非中国新移民面临的困境及其原因探析》，第 29 页。
2014 年 11 月 23 日，笔者在哈拉雷对于永源先生( 从事印刷业) 的采访。
该商业区正式名称为“海湾购物中心”( Gulf Shopping Complex) ，因整片建筑的颜色均为粉色，因此

被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小粉楼”。
从两个非正式组织走出的侨领，包括赵科本人、现任津巴布韦华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李曼

娟女士和现任北方同乡会会长罗跃胜先生。2015 年 1 月 25 日，笔者在哈拉雷对赵科的采访。



民在津巴布韦第一个正式的华侨社团组织。① 华商会的成立，源于 2004 年 8
月津巴布韦政府突然宣布于当月 26 日大幅提高部分进口商品关税，绝大多数

华商尤其是经营服装鞋帽及箱包的华商将因此而遭受重大损失。为应对此突

发事件，28 位华商组织起来，在中国驻津大使馆的协调下争取了两个月的宽限

期，从而避免了损失。以此为契机，华商会于 10 月 3 日在哈拉雷喜来登酒店成

立。② 截至目前，华商会已先后选举产生五届理事会和三任会长，分别为李加

琦、郭发新和李新峰。
此后，各华侨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其中包括 2005 年 4 月 17 日成立的

津巴布韦和平统一促进会、③2007 年 9 月 18 日在布拉瓦约成立的津巴布韦华

人华侨联谊会，④以及 2010 年 9 月 19 日成立的中华北方同乡会等。⑤

2014 年 3 月 31 日成立的津巴布韦华人华侨联合总会( 简称“华联会”) 是

津巴布韦另一重要的华侨社团，⑥它以促进中津两国经贸合作，维护在津华人

华侨权益为宗旨，下设北方同乡会、湖南分会、湖北分会、江浙分会、山西分会、
布拉瓦约分会( 原津巴布韦华人华侨联谊会) 、奇诺伊分会、奎鲁分会、宾杜拉

分会和穆塔雷分会等 10 个分会，会长为北方同乡会第一任会长丛玉玲女士。
3． 华文媒体的发展。华文媒体的发展是华人社区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华商会在 2005 年和 2011 年创办的杂志《侨声》和《给力》是最早以纸质形式出

现的媒体。这两份杂志均以“服务华人、交流信息和架设桥梁”为宗旨，内容主

要涉及华商会信息、华人社区信息和津巴布韦当地信息。这两份杂志在当时

均获得了华人社区的好评，但因资金、稿源、排版印刷及缺乏媒体专业人员等

因素，最终都在发行两期后停刊。⑦

2014 年是津巴布韦华文媒体实现突破性发展的一年。3 月 30 日，华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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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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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移民曾在 1962 成立一个名为中华协会的华侨社团，该协会曾募集资金为华人学生建立了一所学
校，哈拉雷的先民公墓也由该协会出资获取。参见 Mary Olivia Tandon，“The Chinese in Zimbabwe，”p． 15，赵
科先生告诉笔者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他曾在中华协会任秘书长。

《津巴布韦华商联合会在哈拉雷成立》，2004 年 10 月 3 日，http: / / gb． cri． cn /3821 /2004 /10 /03 /622
@ 317203． htm，2015-05-14;《津巴布韦华商会十年大事回顾》( 华商会内部资料) ，2014 年 8 月 29 日。

李加琦:《2004—2005 年工作总结》，《侨声》2005 年第 2 期，第 14 页。
《津巴布韦华人华侨联谊会正式成立》，2007 年 9 月 18 日，http: / /news． xinhuanet． com /newscenter /

2007-09 /18 /content_6748014． htm，2015-05-14。该会后在 2014 年 3 月以布拉瓦约分会的名义成为新成立的
津巴布韦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的分会。

《驻津巴布韦大使忻顺康出席中华北方同乡会成立大会》，2010 年 9 月 21 日，http: / /www． fmprc．
gov． cn /mfa_chn /wjdt_611265 /zwbd_611281 / t754632． shtml，2015-05-14。

《津巴 布 韦 华 人 华 侨 联 合 总 会 成 立》，2014 年 4 月 1 日，http: / / gb． cri． cn /42071 /2014 /04 /01 /
6071s4486557． htm，2015-05-14。

2015 年 5 月 14 日，笔者在北京对李曼娟的微信采访。



主办的津巴布韦华人网正式上线。该网站以服务津巴布韦全体华人，提供新

闻、信息、商业生活资讯和创建华人的精神家园为宗旨，下设津巴动态、商会资

讯、政策法规、文学天地、国情介绍和商业信息等板块，目前已成为了解津巴布

韦和津巴布韦华人社区最为重要的网络平台。① 12 月 1 日，由华联会常务副会

长赵科先生创办的《津巴布韦时报》微信平台正式上线，②它以民间人士的视角

透视津巴布韦社会百态，所设栏目主要包括新闻纵览、热点分析、投资资讯、华
人社区和便民信息等。该微信平台每周一、三、五推送，订阅客户近千人，受到

了包括中国驻津大使馆在内的广泛关注。12 月 13 日，华商会主办的《津巴布

韦华人网》微信平台正式上线，每周一至周六推送，栏目设置主要包括华人社

区、津巴新闻、中非新闻和便民服务台，其与津巴布韦华人网相互补充，成为继

《津巴布韦时报》后的另一重要微信平台。③

此外，随着微信和 QQ 等社交媒体的发展，各种线上聊天群组也相继建立，

如隶属于社团组织的华联会 VIP 微信群、津巴布韦华人微信群、北方同乡会微

信群，基督教团体的奇异恩光微信群，足球爱好者的津巴布韦华人足球队微信

群，以及青年人的津巴布韦青年联谊会 QQ 群等。
李安山教授曾经指出，华侨团体强烈的社会功能“反映出非洲华侨对当地

社会的自我适应和自我调节能力……表明了非洲华侨社区在一种完全陌生的

环境中的强大生命力”，④对于津巴布韦而言也是如此。毫无疑问，华人社区的

构建加强了新移民自我适应、自我调节、自我凝聚和自我保护的能力，并在此

基础上提高了他们整体对外交往与社会融入的能力。但另一方面，华人社区

所日渐完备的社会功能为新移民提供了一个内向型的社会环境，也就是韩裔

美国乔治敦大学副教授朴尹正 ( Yoon Jung Park) 所谓的“我们自己的小盒

子”。⑤ 这种内向型的环境成了他们的保护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他们

对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并消减了他们个人融入当地社会的动力和能

力。由此，华人社区的构建对新移民的社会融入成为一个悖论。
对于华人社区促进新移民的社会融入而言，首先，居住区与商业区的集中

有利于新移民抱团取暖，既可以维护新移民的整体利益，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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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布韦华人网网址为: http: / /www． zimbbs． com /。
《津巴布韦时报》微信号为: zimbabwe-times。
《津巴布韦华人网》微信号为: Zimbabwe_ChineseWeb。
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第 353 页。
〔美〕朴尹正:《荣誉至上: 南非华人身份认同研究》，吕云芳译，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95 页。



进他们与当地社区的融合。哈拉雷快乐山区华人联防互助小组的成立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2014 年 11 月，为应对当地针对华人的抢劫事件，快乐山区新移

民在华商会的支持下成立联防互助小组，并共同出资建立“华人联防互助基

金”。该小组成立后，与辖区警察局联合开展夜间巡逻活动，在保护了新移民

群体自身安全的同时，也为整个社区的安全做出了贡献，从而不但得到津方警

务人员的高度评价，而且无形中提升了他们在当地民众心中的形象。①

其次，华商会和华联会等社团组织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新移民的

利益，随着自身建设的日益成熟，它们开始逐渐认识到融入当地社会和回馈当

地人民，对于维护新移民的长远利益和在当地的可持续发展同样具有至关重

要的意义。而且相对于新移民个体，它们所拥有的平台优势和群体力量也使

得它们能够更方便、更有效和更具针对性地付诸行动。因此，它们开始有意识

地通过慈善、捐助助学金和开展义诊各类社会公益活动，以及携手当地举办

“达人秀”、圣诞晚会和中津友谊足球赛等大型活动，以求更好地融入当地社

会。从当前来看，这些努力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最后，华文媒体的成立与发展，不但有利于新移民相互之间的交往与沟

通，还有助于增加他们对津巴布韦政治、经济及社会各领域的了解，从而在一

定程度上增强他们应对津巴布韦政治和经济形势变化的能力，并因此而避免

他们因不熟悉当地情况而与当地民众产生矛盾与冲突。津巴布韦华人网所设

立的“津巴动态”“政策法规”和“国情介绍”等栏目，以及《津巴布韦》时报微信

平台所设立的时政、经济和社会新闻等栏目，都较好地发挥了上述功能。

( 二) 华人社区对新移民融入所造成的障碍

对于华人社区阻碍新移民的社会融入而言，主要体现在语言、社会交往和

婚姻等层面。
1． 语言。语言是社会融入的重要手段。对于中国新移民而言，语言差异

已经成为他们融入非洲社会的绊脚石，②在津巴布韦也是如此。
津巴布韦共有三种官方语言，绍纳语、恩德贝莱语和英语，在新移民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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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nt Pleasant 华人联防互助小组在行动》，2015 年 2 月 7 日，http: / /www． zimbbs． com / forum． php?
mod = viewthread＆tid = 6526＆highlight = % BB%AA%C8%CB%C1%AA%B7%C0，2015-07-25; 流星雨:《警钟
长鸣 利剑高悬: 记哈拉雷 MT 区华人联防互助小区》，2015 年 5 月 28 日，http: / /www． zimbbs． com / thread-
7665-1-1． html，2015-07-25。

周海金:《非洲华侨华人生存状况及其与当地族群关系》，第 83 页。



的哈拉雷，人们主要说的是绍纳语和英语。据笔者调查，最早一批前往非洲的

新移民除翻译外，其他也大都拥有较高的学历，基本可用英语与当地人交流，

有些人甚至学会了绍纳语。如早在 1984 年就被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 集团)

总公司派往津巴布韦的刘克工先生所说:“我当时任津巴布韦国家体育馆项目

的工程师，由于当地工人英语不好，我只好跟他们学习绍纳语。我一天跟他们

学几句话，很快便可以用绍纳语与他们交流了。”①当时由于新移民人数较少，

华人社区尚未形成，他们日常所接触的基本都是当地人，即便有些人在前往津

巴布韦之前不懂英语，也为环境所迫而不得不学着去说。尽管这也产生了一

些“long time no see ”( 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式的中式英语，如“me no in office”
( 我不在办公室) ，“me ok，you no ok”( 我可以做这件事，你不可以) 等，但语言

问题对他们而言不是障碍。
如前所述，新移民在 2000 年之后大量融入津巴布韦，在他们当中，有相当

一部分为 2000 年之前前往津巴布韦的新移民的家属，以及各类中小型企业尤

其是矿山企业的雇员，他们的英语普遍都不好，有些人甚至完全不懂。而在这

个时候，华人社区已逐步成熟，无论生活还是工作，他们基本都可以在社区内

部解决，他们出行有私家车，购物可以去新移民开办的超市，吃饭可以去中餐

馆，找工作可以去中资企业。至于对外交往，他们则交给能说英语的家人甚或

聘请翻译。“由于我爱人英语不好，基本上是他负责工厂日常运营，我负责对

外业务联系，”一位受访者这么告诉笔者。② 如此一来，那些难以与当地人交流

的新移民便失去了学习语言的动力，从而也就难以真正融入当地社会。
2． 社会交往。5000 人的新移民群体虽然只占哈拉雷 200 万人口很少的一

部分，但华人社区所具备的社会功能还是为他们搭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交流

平台，而对于那些受语言所限的人而言，这几乎成为他们社交活动的唯一

平台。
很多新移民都告诉笔者，他们基本都是白天在外工作，晚上回家休息，与

家人一起吃饭、散步或看电视。③ 他们的社交活动大多局限于在逢年过节，结

婚生孩子，亲戚朋友前往或离开津巴布韦的时候，与其他新移民聚在一起，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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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 月 27 日，笔者在奇古图对从事面包加工业刘克工先生( 从事面包加工业) 的采访。
2015 年 3 月 2 日，笔者在哈拉雷对王建红女士( 华联会副会长) 的采访。
当地开通了“曙光卫视”———该卫视通过亚太七号卫星独家转播中文电视频道，覆盖整个非洲大

陆———每月收费 50 美元，可观看中央电视台和浙江、湖南等地方电视台共 17 个频道的中文节目。据笔者了
解，哈拉雷 50% 以上的新移民都安装了“曙光卫视”。



地点基本都在中餐馆。有些侨领的社会活动比较多，但他们的活动范围也主

要是中餐馆或其他新移民的家里，很少涉足当地的酒吧和夜总会。笔者在津 3
个半月，参加各种聚会不下 50 次，只有三两次是去西餐厅，且在这些聚会中，

基本没有当地人参加。
对新移民而言，每年侨团组织的新春联欢会和国内文艺团体的赴津演出

是他们大聚会的日子。笔者在津期间，正赶上中国文化部组织的“欢乐春节”
活动赴津演出，演出当日，能够容纳 3000 人的哈拉雷国际庆典中心座无虚席。
反观当地人举办的活动，如一年一度在哈拉雷举办的“彩色跑”( Color Ｒun) 和

在维多利亚瀑布城举办的跨年狂欢节，几乎没有中国新移民参加。即使侨团

携手当地人一起举办的大型活动，如 2015 年 2 月华联会组织的中津足球友谊

赛，虽向他们分发了约 1000 张贵宾票，但到现场看球的只有不到 100 人。①

这种局限于华人社区内部的社会交往还产生了另外一个现象，即有些新

移民一旦家中或商店被窃，不是自己报警，而是打电话给与警察局熟悉的侨

领; 在进出津巴布韦海关时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也是找侨领摆平。北方同乡

会会长罗跃胜曾告诉笔者: “每年春节之前那段时间，我每隔一两天就要去一

趟机场，因为有些人携带非法物品出关被抓，他们一打电话，我就得去捞人。”②

3． 婚姻。在人类历史中，通婚是外来民族与当地民族相融合的重要途径

之一，但由于语言、风俗习惯和身份认同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移民很少与当地

人结婚。对于老一代移民而言，“由于长期远离故土，生活在这里的华人之间

几乎都有亲戚关系。男女青年年龄虽然相仿，但由于血缘近，不宜结婚。而且

多数人又不愿意与外国人结婚。所以他们宁愿独身，而期望有朝一日能回到

故乡，找一个中国人作终身伴侣”。③ 对新移民而言，他们的婚姻已经不存在这

方面的问题，因为随着人数的增长和华人社区的逐步成熟，他们可以在新移民

内部寻找配偶。
有位前往津巴布韦 20 多年的新移民曾告诉笔者，来到津巴布韦之后才成

家立业的，90%以上找的都是新移民。小朱在 2014 年前往津巴布韦的一家中

资农业企业工作，几个月后，他喜欢上了当地的气候与工作环境，决定留下来

长期发展。当地华侨知道他单身并准备留在津巴布韦后，纷纷开始帮他张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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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作为组织者之一全程参与了此次足球友谊赛。
2015 年 2 月 20 日在津巴布韦哈拉雷对罗跃胜的采访。
李安山编著:《非洲华侨华人社会史 资 料 选 辑》，香 港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2006 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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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亲，而他也表示，一定要找一个中国人，而非黑人或混血结婚。
当然也有少数例外，但他们有的遭到了来自家庭的压力，有的因文化和风

俗习惯等不同而遇到了一些烦恼。笔者在津期间曾遇到四位与当地人结婚的

新移民，其中一位的母亲告诉笔者:“我儿子是自由恋爱，找的是当地的一位黑

人姑娘。他最初告诉我们的时候，我非常生气，有那么多好的中国姑娘，干嘛

要找一个黑人。后来他们夫妻恩爱，儿媳也很孝顺，我也就慢慢想开了。”①另

一位嫁给当地人的女士则说:“我老公什么都好，就是太博爱了，无论多么远的

亲戚，或者随便让他们到工厂里工作，或者随便让到家里吃拿。后来我也明白

了，他们非洲人都这样，家族观念特重。他只要对我好就行了。”②

三、相互间的认同: 社会融入的困境

社会融入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作为一个外来群体，新移民能够在多大程度

上融入当地社会，除了受华人社区自身的影响外，还受到其与当地人相互之间

认同的影响。笔者通过调查发现，无论新移民还是津巴布韦人，相互之间的印

象都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但总体而言，消极的方面要大于积极

的方面。

( 一) 新移民眼中的当地人

新移民对津巴布韦人最大的正面印象是他们性格温和，曾有好几位新移

民告诉笔者，他们曾经去过多个非洲国家，相较而言，津巴布韦人尤其是占津

巴布韦全国人口 84． 5%的绍纳人，是性格最为温和的民族。他们认为，当地人

这种较为温和的性格是当前津巴布韦经济持续下滑、政治局势出现一定动荡

的情况下，社会仍然比较稳定的原因。更有受访者表示，正是因为这种温和的

性格，即便未来津巴布韦政局出现大的变动，其国内也不会出现如中东地区那

样的动乱，从而也就不会给经济发展及投资者带来大的冲击和损失。③ 正是基

于这一认识，许多新移民表示将会长期居留在津巴布韦或是进一步扩大投资

规模。此外，还有一些最初前往南非的新移民，后来选择到津巴布韦发展，除

了相较于南非，津巴布韦的市场竞争较小之外，安全因素是另一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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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2 月 14 日，笔者在奇古图对刘惠琳女士( 从事面包加工业) 的采访。
2015 年 2 月 24 日，笔者在奎鲁市对王宏女士( 从事零售业) 的采访。
2015 年 1 月 25 日，笔者对赵科的采访。



如有位受访者表示:“我到非洲的第一站是南非，曾在那里开了十多年的商店，

但在数次遭到抢劫之后，我于 2009 年来到了这里。我妻子的哥哥早就在这里

采矿，他告诉我们这里的人性格好，社会也比较稳定。”①

新移民对津巴布韦人的另一正面印象是他们直爽、守信，是良好的生意合

作伙伴。有一位受访者告诉笔者: “相较于有些中国同胞，我更乐意与当地人

进行生意上的往来，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想法，也很讲信用，只要签署了协议，

就会很好地执行下去。”②华联会副会长王建红自 1999 年起在哈拉雷从事服装

加工和面料销售业，已经与当地人建立了良好的互信与合作关系，她告诉笔

者:“我从 2012 年起向一个名叫贾迪( Jaidi) 的校服生产商赊购面料，允许他将

成品卖出后再还款。起初我的家人还担心收不回货款，但我相信他的诚实与

信用。事实证明我是对的，第一年我赊给贾迪的面料，他在第二年 6 月还款;

第二年我赊给他的面料总额翻倍，他在第三年 3 月就还清了。”③

此外，新移民在接受笔者采访的时候，还提到津巴布韦人受教育程度高、
专业技能好和天性乐观等方面的优点，因篇幅所限，笔者在此不再一一展开。
然而，笔者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相对于这些积极的看法，新移民谈到更多的

对当地人的负面印象，其中主要包括偷窃、腐败和懒惰等方面。
1． 偷窃。津巴布韦的新移民中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华人好赌，黑人好

偷”。以笔者所见，黑人其实也好赌，因为笔者前往一家中餐馆就餐的时候，常

去相邻的赌场闲逛，发现里面大多都是黑人，赌场老板也告诉笔者，赌客多是

黑人，且不乏“开着自己的车来，坐着别人的车走”的人。但在新移民的眼中，

赌博是黑人自己的事情，而偷窃的受害者是他们，所以才有了“黑人好偷”和

“防火防盗防保姆”的说法。④

对新移民而言，在家中被黑人保姆偷钱或在工厂与商店被黑人员工偷货

物已经成为家常便饭，“如果没有被偷上几次，你肯定不是‘老津巴’”。笔者

曾在 2015 年 2 月前往一位新移民在哈拉雷市郊的蔬菜农场参观，到达之后看

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位从当地雇佣的机械维修工因偷窃蔬菜种子和维修

工具而被警察抓走。而在当天晚上，又有人称自己被窃: “我前几天盘货的时

候，发现对不上号，一查，竟然少了好几车货物。他们( 黑人雇员) 将货运出工

141

试析中国新移民融入津巴布韦的困境

①
②
③
④

2015 年 1 月 30 日，笔者在哈拉雷对陈孙华先生( 从事零售业) 的采访。
2015 年 1 月 24 日，笔者在哈拉雷对华联会副会长杨兴华先生的采访。
2015 年 3 月 2 日，笔者对王建红的采访。
《津巴进入圣诞“劫”，防火防盗防保姆》，《津巴布韦时报》微信平台总第 19 期，2014 年 12 月 19 日。



厂后，没有交给商店，而是直接运走销赃。”①

另有一位新移民也被偷走了四万多美元的货物:“有人告诉我说市场上出

现了与我们商店一样的商品，但价格要低很多。听说之后我们赶紧去查仓库，

发现少了四万多美元的货物。警察经过调查，认为是仓库管理员和运货司机

监守自盗，而且是在一两个月的时间里陆陆续续偷走的，于是便将他们抓了起

来，但他们现在还不认账。”②

2． 腐败。如果你问新移民对津巴布韦官员和警察的印象，十之八九会告

诉你两个字:“腐败。”在他们看来，无论是进出海关、行车上路，还是开店办厂，

只要有机会，当地官员或警察就会敲上一竹杠。新移民为了生活和生意上的

便利，有时只能对其加以满足。有位受访者告诉笔者: “我与土地部的一位官

员比较熟悉，他每当家里缺东西的时候，就会给我打电话。前段时间，他刚问

我要了一台液晶电视。”③另外一位女士也说:“我与几个部委的高官都保持着

良好的关系，有时甚至可以不经预约就进入他们的办公室，但这种关系完全是

靠给他们送钱和送东西而培养的，如果没有那些钱和东西，他们根本就不认识

我是谁。”④

有些新移民认为，这些腐败官员和警察的目标主要是华侨华人。“在机场

入关的时候你会发现，无论黑人和白人，海关官员都只是简单看一下护照就放

行。但中国人，尤其是第一次前往津巴布韦的中国人过去的时候，他们会翻来

覆去地看护照和入关卡，问你各种问题，甚至让你到一边等着。其实他们无非

就是想让你递上 10 或 20 美元……警察也是这样，他们最喜欢查中国人，而很

少去查白人，他们怕白人骂他们。有些英语不好的中国人一旦被查，二话不说

就递上 10 美元。然后他们一摆手，放行。”⑤

2015 年 2 月 9 日，津巴布韦大法官弗朗西斯·拜若在马斯温戈省召开的

高等法院法律年会上称，警察在现场收取车辆交通罚款是非法行为，必须立即

停止。⑥ 此举被新移民解读为津政府准备向警察的腐败行为开刀，他们终于可

以减少腐败警察的讹诈。但津警方发言人随即在 2 月 10 日表示，警察将会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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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2 月 3 日，笔者在哈拉雷对新移民李玉宾先生( 从事制造与零售业) 的采访。
2015 年 1 月 29 日，笔者在哈拉雷对魏长金先生( 从事制鞋业) 的采访。
2015 年 2 月 3 日，笔者在哈拉雷对高先生( 从事蔬菜种植业) 的采访。
2015 年 2 月 11 日，笔者在哈拉雷对宋女士( 从事制鞋业) 的采访。
2014 年 12 月 14 日，笔者在哈拉雷对方炜先生( 从事洗漱用品加工业) 的采访。
“Spot Fines Illegal: High Court Judge，”February 10，2015，http: / /www． herald． co． zw /spot-fines-ille-

gal-high-court-judge /，2015-05-17．



续针对交通违法等在现场收取罚款，不会因拜若的指责而缩手缩脚。① 于是便

有人表示，他们终归还是要继续当警察腐败的牺牲品。
3． 懒惰且贪图享乐。新移民之所以能在津巴布韦站稳脚跟并在生意上有

所成就，大多依靠的是勤奋、吃苦耐劳和勤俭节约的精神，正如一位侨领所言:

“只要能吃苦，再有点头脑，肯定就能成功。”②在新移民看来，当地人之所以贫

困，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既懒惰，又贪图享乐，当地人的这种价值观与他

们的价值观大相径庭。
“我们农场里的工人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很少有满勤的，他们都是先工作几

天，领了工资之后就回家休息，没钱了，便再过来……还有的人更过分，领了工

资也不交给家人，直接就拿去买酒喝，钱花光之后便过来向我们借，而且根本

就不会还。现在我们再也不会借给他们了，因为他们借钱不是因为家里揭不

开锅，就是为了图一个乐。”③

“我之前会把钱给黑人员工让他们去买东西，但他们经常空手而归。他们

会告诉我钱丢了，但实际上他们拿着钱去酒吧里喝酒，甚至去找女人。这么几

次之后，我发现他们活着就是为了享乐，我再也不给他们钱了。”④

哈拉雷市郊有很多荒地，笔者曾问当地华侨为何没有人开垦，他们说那些

荒地都是公共土地，只要不建公共设施，谁都可以开采。“但当地人太懒，他们

宁愿在家里闲着，也不想去开垦一块地种点粮食补贴家用。偶尔也有人去种

那么一点，但他们只是挖一个坑，撒上种子，之后也不去浇水和除草，就等着成

熟了收获。你可以想象，他们能收获多少东西?”赵科先生如此告诉笔者。

( 二) 当地人眼中的新移民

在笔者采访的十几个当地人中，关于中国新移民的优点，他们谈的最多的

是勤奋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他们认为，正是凭借这种精神，中国新移民才能赚

到钱和富裕起来。虽然也有人对新移民的这种勤奋有些不太理解，如有人就

曾这么问笔者:“为什么上帝在星期天都要休息，你们中国人却从来都不休息

呢?”不过在笔者所接触的当地人中，大多还是能理解新移民的这种吃苦耐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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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t Fines: Court Ｒuling Unearthed，”February 12，2015，http: / /www． herald． co． zw /spot-fines-court-
ruling-unearthed /，2015-05-17．

2014 年 2 月 25 日，笔者对过永炜先生( 华联会奎鲁分会会长) 的采访。
2015 年 1 月 26 日，笔者在奇古图对朱学武先生( 中资农业企业管理人员) 的采访。
2015 年 2 月 3 日，笔者在哈拉雷对高先生的采访。



的精神，如一位受访者表示:“在我看来，你们中国人都很勤奋，也能吃苦，所以

才能在我们的国家赚到钱并过上富裕的生活。说实话，我很佩服你们。”①

除此之外，还有人谈到中国人向津巴布韦提供了很多援助; 中国新移民的

工作效率很高，以修建楼房为例，当地人有时要用好几年的时间，中国新移民

往往几个月就可以竣工了; ②中国商店出售的廉价商品满足了当地低收入人群

的消费需求，如有位受访者表示，“我们现在经济不景气，很多人都很贫困，只

能买得起你们中国人的廉价商品，比如不到 1 美元的 T 恤衫，不到 5 美元的鞋

子，等等。有人批评你们的商品质量不高，但我不这么认为，毕竟，如此便宜的

东西本就不可能有太高的质量。每个阶层都有每个阶层的消费需求，你们的

廉价商品至少满足了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让他们有了新衣服和新鞋子

穿”，③等等。
但是，相较于这些比较正面的看法，他们更多的是向笔者进行了抱怨，主

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1． 行为与习惯不好。当笔者询问当地人对新移民印象的时候，他们的回

答让我大跌眼镜，这其中包括: 行为粗鲁、没有礼貌、不讲卫生、不修边幅、在公

正场合吸烟、随地吐痰，以及不尊重当地习俗和看不起当地人等。
乔治受雇于赵科先生所办的旅游公司，他告诉笔者: “你们中国人很不友

好，不但见了我们当地人，即使是与其他中国人打个照面，也不相互问候，哪像

我们，只要有时间，肯定会相互问候几句。你们当中还有人觉得我们不懂中

文，就用中文骂我们，其实时间一长，我们都知道那是骂人的话。”④说着，他还

向笔者学了几句。乔治所言不虚，笔者在津期间，曾多次听到有新移民用中文

骂当地人。此外，笔者还发现他们当中有人喜欢用“黑子”和“黑婆”称呼家中

所雇的当地佣人，其实这两个词均有歧视的味道。
乔治的同事安德森·恩贡杜 ( Anderson Ngondo) 也有同感: “因为工作关

系，我经常会和导游一起带中国人的旅行团，我发现他们经常在公共场合大声

喧哗。他们当中还经常有人对我们态度很不友好。更离奇的是，有一次带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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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 月 10 日，笔者在哈拉雷对布莱恩·查博克( Brian Chamboko，津巴布韦国家乒乓球队运动
员) 的采访。

笔者曾在哈拉雷街头看到很多当地人只修了一半的房子，有的看起来已经停工很久。赵科先生告
诉笔者，当地人修建楼房之所以用时比较长，一方面是因为效率比较低，每个建筑工人每天都有一定的工作
量，完成之后便不再工作，另一方面是因为缺乏规划，经常修到一半便没有钱了，只好等赚了钱再继续修建。

2015 年 2 月 5 日，笔者在哈拉雷对卡特琳娜( Katrina，印度裔津巴布韦人，从事餐饮业) 的采访。
2014 年 12 月 28 日，笔者在哈拉雷对乔治( George，津巴布韦狂野旅行社司机) 的采访。



有个中国人路过一所很漂亮的房子，竟然直接敲门问主人是否愿意出售。”①

2012 年 2 月，四名中国人因偷吃乌龟而遭到津巴布韦政府逮捕，后被驱逐

出境。此事被西方和非洲媒体大加炒作，称中国工人正在大肆购买和捕食津

巴布韦的野生动物，其中包括乌龟、蟒蛇和猎豹，甚至看家的狗。② 笔者曾就此

事向当地华侨求证，他们说当时中国工人吃的只是普通的旱龟，而非媒体所谓

的濒危物种钟纹陆龟，但当地人不吃乌龟，那四个人违反了当地习俗，再加上

媒体的炒作，所以最后被驱逐出境。
2． 假冒伪劣商品。如前所述，中国新移民在 2000 年之后大量进入津巴布

韦，所从事的行业以批发零售为主。因当地人消费水平较低、市场竞争激烈及

个人素质等方面的原因，假冒伪劣商品曾一度泛滥。笔者在与当地人接触的

时候，曾多次询问他们对新移民的印象，有不少人回答新移民总是出售假冒伪

劣商品。《津巴布韦时报》曾转载一篇名为《津巴布韦人眼中的中国人》的博

客文章，文中列举了 11 个当地人对新移民的看法，其中也有两个提到新移民

在当地出售假冒伪劣产品。③

安德森曾告诉笔者，2006 年前后，假冒伪劣几乎成为中国商品甚至中国人

的代名词，“我们当时看到中国人都叫‘Jing Zhong’，意思是假冒伪劣和垃圾的

意思”。④ 华商会会长李新峰先生证实了这一说法:“当时黑人看到中国人就叫

‘Jing Zhong’，而且眼中充满了戏虐和歧视。一开始我们不明就里，后来经询

问黑人员工，才知道那是在讽刺我们的商品质量不好。”⑤关于“Jing Zhong”一

词的来历，在新移民中流传着各种说法，如有人认为源自西方社会对中国商品

的蔑视，有人认为是当地白人和印巴裔商人因生意被华商抢走而进行的负面

宣传，还有人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商品糟糕的质量。笔者认为后一种原因

更为重要，而前两种说法只是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

“当地人去中国人的商店买东西，会问商品质量怎么样。店主通常会回答:‘正

宗，正宗。’意思是绝对货真价实。但其实，很多商品都是假冒伪劣，都不正宗。
当地人受骗次数多了，便取拟音‘Jing Zhong’来讽刺和笑话中国人。”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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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2015 年 1 月 5 日，笔者在哈拉雷对安德森采访。
“Chinese Eat up Zimbabwe's Endangered Wildlife，”April 12，2012，http: / /www． globalpost． com /dis-

patch /news / regions /africa / zimbabwe /120411 /chinese-eat-zimbabwe-endangered-wildlife，2015-05-19．
《津巴布韦人眼中的中国人》，《津巴布韦时报》总第 31 期，2015 年 2 月 9 日。
2015 年 1 月 17 日，笔者在哈拉雷对安德森的采访。
2015 年 2 月 4 日，笔者对李新峰的采访。
2015 年 2 月 10 日，笔者在哈拉雷对夏虹艳女士( 天泽烟草公司员工) 的采访。



3． 只赚钱不投资。曾有受访者向笔者表示，他对新移民最大的意见是他

们只赚钱不投资。“你们中国人来到这里只是为了赚钱，而不想着进行投资。
你们除了开店、采矿之外，很少投资制造业。你们赚走了我们的钱，抢走了我

们的饭碗，破坏了我们的环境，却没有带来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制造业的繁荣，

而这正是我们当前最需要的东西。”①“中国人开的商店便利了我们的日常生

活，但我们更需要的是投资，是就业，是经济的发展。”②在津巴布韦当前经济持

续低迷的情况下，他们的看法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
新移民内部也有人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如李新峰先生表示: “我们当中有

些人没有长期的打算，只想当‘淘金客’，不想当投资者。这些人目光短浅，经

常抱着赚一把是一把的心态去做杀鸡取卵的事情。”③前往津巴布韦进行农业

投资的安徽天瑞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易书同先生也宣称:“到津巴布韦发

展应有长远的眼光，要做投资者，而非淘金客。我到这里所抱的就是这一心

态，因为我知道津巴布韦当前粮食短缺，而且农业领域缺乏投入资金。不过我

也知道，农业投资规模大，见效却慢。但我想为改变当地人对中国人的看法做

点实事。”④

从当前来看，上述新移民与当地人相互之间的这些负面看法，主要导致了

以下两方面的结果: 其一，正是由于对当地人的负面看法，再加上因津巴布韦

政府的“本土化”政策⑤造成的不安全感，新移民很难真正从内心将津巴布韦作

为第二故乡，“津巴只是异乡，我们只是过客”，这种候鸟心态从根本上决定了

他们很难与当地社会相融合; 其二，正是由于对新移民的负面看法，再加上中

国与津巴布韦的经济关系从以无偿援助为主逐步转变为以贸易和投资为主而

给他们心理带来的落差，⑥当地人不再像 20 世纪末那样接纳和认可他们，而是

将他们视为来自异乡的“淘金客”，这无疑也加大了新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

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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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2015 年 1 月 17 日，笔者对安德森的采访。
2015 年 2 月 27 日，笔者在哈拉雷对托瑞( Tore，当地警察局官员) 的采访。
2015 年 2 月 4 日，笔者对李新峰的采访。
2014 年 11 月 24 日，笔者在哈拉雷对易书同先生( 安徽天瑞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的采访。
津巴布韦政府在 2007 年通过的《本土化与经济授权法》( Indigenization and Economic Empowerment

Act) 规定，无论现有企业还是新成立企业，津本土人必须控股 51% 以上。许多新移民认为，这一政策导致了
他们投资的安全性降低。

在采访中，无论新移民还是当地人，很多人都表达了这一观点。一种典型的看法是，中国此前无偿
向津巴布韦提供援助，是津巴布韦人的好朋友，现在双方经济关系则主要以贸易和投资为主，中国已不再是
他们的好朋友，而只是优于西方国家的合作伙伴。



然而，正如李安山教授所持的中非双方之间的问题越多越好的观点那

样，①中国在津巴布韦新移民与当地人相互之间的这些负面认知，也是他们彼

此交往越来越密切和深入的结果。笔者认为，这些负面认知的出现，除了与双

方对彼此的负面看法及其在各自群体内部的片面扩大和传播有关之外，还与

媒体的负面宣传、②新移民与其他外来群体之间的利益竞争，以及新移民与当

地人在社会、经济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不同有密切联系。以偷窃问题为例，曾

有学者尝试从道德和宗教等方面进行分析。③ 而通过在津巴布韦的调查，笔者

认为，一些当地人之所以偷窃，除了道德和宗教等方面的原因外，还存在另外

两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一是近年来津巴布韦经济一直萧条，当地人的收入普遍

较低，如公司雇员的工资一般为 300—400 美元 /月，家庭雇员的工资一般为

100—200 美元 /月，偷窃是有些人补贴家用的一个不得已的手段; 二是有些被

偷的新移民在管理方面存在疏漏，曾有人指出: “不少店主都是自己看管店面

而让黑人雇员管理仓库，虽然这可以确保店面商品和资金安全，但如果长时间

不去仓库盘库，很容易导致黑人仓库管理员监守自盗。”④

笔者认为，作为津巴布韦的外来群体，要想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新移民

在应对相互间的负面认知这一问题上至少需要做好以下两点: 首先，更加积极

地看待当地人，因为无论偷窃还是腐败，都不可能是津巴布韦所存在的普遍现

象，而且就像偷窃与新移民商业管理方式有关一样，针对新移民眼中的腐败现

象，也与他们自身的行贿有很大关系，⑤而他们对当地人懒惰且贪图享乐的看

法，则完全属于价值观层面的差异，这种差异是不同的社会、历史和风俗习惯

等所导致的结果，在当地人不做主动改变的情况下，他们只能去被动适应; 其

次，新移民需要切实认识到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做出改变，以真正

改善在当地人心目中的形象。毕竟，当地人所认为的新移民行为与习惯不好

和出售假冒伪劣商品，虽也有以偏概全之嫌，但确实是切实存在的问题。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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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李安山:《中非合作的基础: 民间交往的历史、成就与特点》，《西亚非洲》2015 年第 3 期，第 73 页。
如剑桥大学政治地理学家艾玛·莫德斯利( Emma Mawdsley) 通过对六家英国报纸的 230 篇报道中

非关系的文章研究发现，它们多从负面报道中非关系并对中国进行攻击和诋毁，See Emma Mawdsley，“Fu
Manchu versus Dr Livingstone in the Dark Continent? Ｒepresenting China，Africa and the West in British Broadsheet
Newspapers，”Political Geography，No． 27，2008，pp． 509-529; 中国学者周玉渊通过对南非《邮卫报》、尼日利
亚《冲击报》和肯尼亚《东非报》的研究发现，它们对中非关系的负面报道有超正面之势，参见周玉渊: 《非洲
媒体对中非关系的报道: 影响与反思》，《国际新闻界》2012 年第 11 期，第 86—95 页。

陈凤兰:《文化冲突与跨国迁移群体的适应策略: 以南非中国新移民群体为例》。
2015 年 3 月 2 日，笔者对王建红的采访。
《在津巴布韦行贿，我们还能走多远?》，《津巴布韦时报》总第 21 期，2015 年 1 月 16 日。



只赚钱不投资的看法，则在很大程度上与部分新移民投机和赚快钱的心态有

关。所幸的是，新移民群体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这些问题，并开始有

针对性地采取了相关举措。

四、社会融入: 应对措施

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虽然大多数新移民都表示等赚够钱或等年龄大了之

后要回到中国，但也有少部分明确表达了在津巴布韦“落地生根”的愿望。然

而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均认为作为一个外来群体，新移民应持更加开放的心态

并着力克服在社会融入方面的不足，只有如此，才能立足当地社会并实现在当

地的可持续发展。此外，上述在赞比亚、加纳、安哥拉和肯尼亚等国发生的事

件，也为他们敲响了警钟。鉴于此，近年来，尤其是 2014 年以来，新移民群体

开始通过华人社区内部倡议以规范自身行为，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和携手当地

举办大型文体活动等措施，力争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1． 规范自身行为。在华人社区内部进行倡议，规范自身的行为，这是新移

民群体为更好融入当地社会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其中，华联会和《津巴布

韦时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15 年 1 月 19 日，华联会主席团发布《津巴布韦华人华侨联合总会致旅

津华人华侨倡议书》，表示:“近年来，随着华人企业不断进入津巴布韦，华人队

伍逐年增大，现已有近万名华人华侨在津巴布韦工作和生活，为当地经济社会

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另一方面，少数华人的行为不当，导致津巴布韦当地人

对整个华人社区产生误解，从而影响华人在津未来发展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为规范在津华人华侨的行为，为整个华人社区的未来发展计，华联会特郑重发

出如下倡议。”倡议包括四个方面: 自重自律，文明厚德，守法诚信，照章行事;

入乡随俗，与邻为善，感恩回馈，履行责任; 乐于奉献，团结互助，争做表率，依

法维权; 传承文化，以侨为桥，沟通中外，合作共赢。① 2015 年 2 月 1 日，华联会

第二次主席团会议将上述倡议内容确定为《津巴布韦华人华侨公约》，并自 2
月 2 日起在每期的《津巴布韦时报》上发布。在此期间，《津巴布韦时报》相继

发表《在津巴布韦行贿，我们还能走多远?》、《华人在津巴布韦仍需“内外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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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津巴布韦华人华侨联合总会致旅津华人华侨倡议书》，《津巴布韦时报》总第 22 期，2015 年 1 月
19 日。



修”》①和《不受欢迎、不被接受，中国人真的走进了非洲吗?》②等评论文章，强

调改善与当地人关系和融入当地社会对于新移民在津巴布韦未来可持续性发

展的重要性。
倡议书及上述文章在华人社区引起了强烈反响，不少人致信编辑部称表

达了他们的心声。③ 更重要的是，这些倡议迅速在华人社区形成了共识并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2015 年 1 月 14—19 日短短六天之内，哈拉雷国际机场先后发

生三起中国人没有前往津巴布韦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办理野生动物制

品证书便携带象牙出关的案件，④虽未被当地媒体曝光，但“在机场执法者的眼

中，中国人都成了最大的走私越货的犯罪嫌疑人，出行都要受到严格的盘查，

成了不折不扣的二等公民”。⑤ 这三起事件发生后，《津巴布韦时报》、《津巴布

韦华人网》，以及各微信群和 QQ 群纷纷呼吁，甚至警告广大华侨不要再以身

试法，以免继续损害华侨华人的整体形象。此后，再没有类似事件发生。笔者

在 2015 年 2 月下旬前往哈拉雷国际机场时，发现其已不再专门针对中国籍旅

客进行严格检查。
2．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中国有句话叫作‘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要想真

正融入当地社会，我们就应该做到‘取之于津巴布韦，用之于津巴布韦’，积极

履行社会责任，为当地发展做出贡献。”李新峰先生曾如此表示。⑥

近年来，新移民逐步采取本土化经营方式，变从国内招募雇员为聘用当地

人，为津巴布韦就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以批发零售业为例，新移民群体现有

各类店铺约 1000 家，每家平均雇佣 10 人，总雇佣人数可达一万人。有些华商

企业还带动了当地制造业的发展。王建红自 2012 年起开始以赊购的方式向

当地校服生产商提供面料，目前已经培育了一家 150 人左右的企业。此外，她

还计划从培训当地专业服装设计人员和改进当地服装加工机械设备入手，以

提升津巴布韦服装制造业的产业水平。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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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华人在津巴布韦仍需“内外兼修”》，《津巴布韦时报》总第 23 期，2015 年 1 月 21 日。
《不受欢迎、不被接受，中国人真的走进了非洲吗?》，《津巴布韦时报》总第 25 期，2015 年 1 月

26 日。
2015 年 2 月 15 日对赵科的采访。
津巴布韦是非洲少数可以合法携带象牙出境的国家之一。根据规定，如果以非商业目的携带象牙

制品出境，可前往津巴布韦国家公园在维多利亚瀑布、布拉瓦约和哈拉雷的办公室办理《濒危野生动植物物
种国际贸易公约》出口许可证，每个证收费 50 美元，可携带 5 件总重量不超过 10 公斤、总价值不超过 5000
美元的象牙制品出境。

《不受欢迎、不被接受，中国人真的走进了非洲吗?》。
2015 年 2 月 4 日，笔者对李新峰的采访。
2015 年 3 月 2 日，笔者对王建红的采访。



走出相对封闭的华人社区，开展慈善活动是新移民群体为履行社会责任

而开展的另一项活动。华商会副会长程新华初到奎鲁便开始为街头的流浪儿

提供衣服和食物，被人们尊称为“Father Cheng”。① 成立于 2014 年 4 月的津巴

布韦“非爱不可”爱心妈妈团队，先后为哈拉雷、卡诺伊、穆塔雷等地的多家孤

儿院筹集了学费及各种生活与学习用品，以真诚的付出得到了当地社会的尊

重和认可。② 2015 年 5 月 31 日，华商会携手爱心妈妈团队举办“2015 爱心无国

界———大型儿童派对”，邀请津巴布韦 11 所孤儿院的近 400 名孤儿共同庆祝

“六一”国际儿童节。活动最后，参加派对的津巴布韦儿童不停地喊着“I love
you China”，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③

自 2014 年以来，华侨团体还先后开展了其他各种类型的社会公益活动，

其中包括: 华联会设立“津巴布韦华人华侨助学基金”，筹资近 10 万美元为诺

顿、宾杜拉和奇诺伊市的多所学校捐助校舍和奖学金; 自 2015 年初以来，华商

会先后两次组织华侨华人参加哈拉雷社区环境清理活动; 华联会奎鲁分会和

布拉瓦约分会携手中国援津医疗队在奎鲁为当地居民开展义诊和免费发放药

品等。④

3． 携手当地举办大型文体活动。为进一步加强当地民众对华侨华人的了

解和开拓融入当地社会的新方式，自 2014 年下半年以来，新移民群体相继举

办了“达人秀”、新年狂欢晚会和中津友谊足球赛等大型文体活动。
“达人秀”是华联会举办的大型选秀活动，目前已经举办两届，第一届于

2014 年 9 月 6 日—10 月 17 日举办，第二届( 改名为“梦想秀”) 于 2015 年 7 月

24 日—10 月 31 日举办，每届均吸引了上千名当地草根艺人报名参加。在活动

举办的过程中，津巴布韦电台和电视台一直在现场跟踪报道，当地社交媒体也

掀起了一股强劲的“中国风”。在活动举办过程中，有组织者写道:“他们最多

的问题是: 花时间、精力和钱为当地老百姓服务，你们这是为什么?”他们的回

051

《国际政治研究》2015 年 第 5 期

①

②

③

④

《“Father's Car”: 奎鲁流浪儿们的骄傲》，2014 年 12 月 11 日，http: / /www． zimbbs． com / forum． php?
mod = viewthread＆tid = 5616＆highlight = father，2015-05-21。

《“非爱不可”，爱在非洲》，2015 年 2 月 3 日，http: / /www． zimbbs． com / thread-6474-1-1． html，2015-
05-21。

《津巴布韦华商会“2015 爱心无国界: 迎六一大型儿童派对”活动成功举办》，2015 年 6 月 1 日，ht-
tp: / /www． zimbbs． com / forum． php? mod = viewthread＆tid = 7702＆highlight = % B0% AE% D0% C4% CE% DE%
B9% FA%BD%E7，2015-07-23。

《践行社会责任，传递中国好声音，津巴布韦华人华侨慈善事业良性发展》，《津巴布韦时报》总第 70
期，2015 年 5 月 18 日。



答是:“回馈社会，让种子更热爱土壤，让土地更肥沃……”①2015 年 9 月 10—
20 日，应中国文化部邀请，由两届比赛优胜者组成的“津巴布韦青年梦想艺术

团”前往成都参加了“第五届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并在北京和天津进

行了三场演出。比赛的主要组织者、艺术团团长赵科表示: “比赛及前往中国

演出无疑促进了中津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将会有助于新移民融入津巴布韦当

地社会。”②

2014 年 12 月 30 日，津巴布韦紫荆花传媒公司举办新年狂欢晚会，主要面

向当地黑人底层群体，以每人三美元的门票价格向他们开放。当晚虽一直降

雨，但仍有数千人涌入现场参加狂欢。事后有组织者告诉笔者: “那些当地人

真的非常高兴。他们看到我们之后，纷纷围过来，甚至有人跪在我们面前，告

诉我们说你们中国人真是做了一件好事，否则他们只能坐在家里发呆。”③

为庆祝中津建交 35 周年，2015 年 2 月 22 日，华联会与中国驻津巴布韦大

使馆携手华人足球队和当地两家专业足球队举办的了中津友谊足球赛，这进

一步改善了新移民群体在当地的形象。比赛前夕，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在当

地主流媒体做广告等方式，华联会和比赛赞助商华津水泥等几乎成为津巴布

韦家喻户晓的名字。比赛当日，三万人的体育场座无虚席。中国驻津大使林

琳表示:“足球是津巴布韦人非常喜爱的一项运动，也是我们增进双方友谊的

一个桥梁……比赛在当地的影响非常大，效果非常好。”④比赛结束后，获胜一

方球迷进入球场庆祝时，将见到的每个华侨都当成了明星，给了他们无数的拥

抱，与他们留下了无数张合影。
从当前来看，津巴布韦的中国新移民群体为融入当地社会所采取的举措

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加深了当地社会对新移民群体的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

改善了他们的形象。但是，由于一些因素的存在，决定了他们真正融入当地社

会还要走很长的路。首先，从经营模式上来看，他们仍然以批发零售业和采矿

业为主，这不但具有不可持续性，而且使他们在当地遭到大量攻击与批评，然

而从批发零售业和采矿业向制造业转型，他们又在短期内无法解决资金和技

术等层面的问题; 其次，他们仍然缺乏有效的宣传手段，华文媒体只能服务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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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姜晖: 《首 届 津 巴 布 韦 达 人 秀 总 决 赛 即 将 上 演》，2014 年 10 月 15 日，http: / /weibo． com /p /
1001603766053606959084? from = page_100505_profile＆wvr = 6＆mod = wenzhangmod，2015-05-21。

2015 年 9 月 18 日，笔者在北京对赵科的采访。
2015 年 1 月 5 日，笔者在哈拉雷对王建红的采访。
《中津友谊足球赛在哈拉雷举行庆祝中津建交三十五周年》，2015 年 2 月 23 日，http: / / gb． cri． cn /

42071 /2015 /02 /23 /7211s4880002． htm，2015-05-21。



华人社区，要想真正将他们的上述举措传递给当地社会并获得接受和认可，还

需要建立相应的英文甚至绍纳文媒体，而目前这对于他们而言也是力所不能

及的事情; 再次，他们虽然已经在经济层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仍未进入津巴

布韦主流社会，他们当中迄今尚未有人参政，也没有人进入当地主流媒体、高
等教育机构或研究机构工作，因而在构建属于自己的“话语权”方面，仍然处于

极端弱势的地位; 最后，他们对中国的认同仍明显大于对津巴布韦的认同，他

们当中基本没有人获得津巴布韦国籍，很少有人与当地人通婚，在下一代接受

教育方面大多选择国内或者西方国家，而对于未来，只有很少人选择在津巴布

韦“落地生根”。

结 论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中非关系的发展最终取决于中

非人民之间的交往，而这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移民群体与非洲当地族群

之间关系的发展。2013 年 3 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坦桑尼亚时提出“真、实、
亲、诚”四字对非方针，作为身处对非关系第一线和中非民间外交重要载体的

中国新移民，应是这一方针的积极践行者。李克强总理在 2014 年 5 月访问埃

塞俄比亚时所提出的中非产业合作、金融合作、减贫合作、生态环保合作、人文

交流合作、和平安全合作等六大工程，中国新移民群体也应是其重要的推进

者。由此可见，对于津巴布韦的中国新移民而言，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不仅关

系到他们自身的发展，更与中津乃至中非关系整体的发展息息相关。
然而，正如本文所揭示的那样，中国新移民真正融入津巴布韦既是一个长

期持续的过程，又是一个需要个体、社团和整个社区共同努力的过程。在这一

过程中，由于他们自身在经营模式和宣传手段等方面所存在的局限性，因而需

要中国政府在资金和政策方面对他们加以支持，这其中包括扶持华侨社团以

进一步搭建中津民间外交的平台和拓宽新移民社会融入的渠道，依靠海外中

资金融机构解决在津私人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以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经营

模式，以及支持新移民发展文化产业和借用他们的力量大力推广汉语教学以

拓展中国文化的软实力等。笔者相信，经过各方的不懈努力，在不远的将来，

津巴布韦的新移民不但会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并保持着良好的可持续发展态

势，更会为中津关系乃至中非关系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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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ests transcends their differences，the organizational trust of an align-
ment emerges，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BＲICs further develops．

The Assimilation Dilemma for New Chinese Immigrants in
Zimbabwe Shen Xiaolei ( 129)………………………………………
The new Chinese immigrants have made many contributions to
Zimbabwe'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mid-1980s，but
their assimilation into local communities is still problematic． In recent
years，with the concentration of both inhabitation and commercial areas，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immigrants' associations，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ocal media，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Zimbabwe is maturing
gradually． But what has taken shape is an internally oriented social envi-
ronment，which decreases the Chinese immigrants' motivation and ability
to assimilate into local communities． Furthermore，the interaction be-
tween them and the local people has generated some negative feelings to-
wards each other，which means that Chinese immigrants have a difficult
time in identifying Zimbabwe as their second hometown，and the local
people cannot truly accept them． In order to adapt themselves into local
communities，new immigrants have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activities，in-
cluding regulating their behaviors through internal initiatives，fulfilling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and organizing large-scale cultural and sports activ-
ities with the local people． Those measures have achieved tangible re-
sults，but Chinese immigrants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before their as-
similation into local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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