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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苦力贸易”到“偷渡活动”
———历史重演 ?

潘少红
Ξ

(厦门华侨博物院 　厦门 3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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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契约华工、猪仔、苦力到偷渡客、人蛇 ,从“苦力贸易”到“人口贩卖”,他们之间在移民经历、遭遇方面是如此的

相似 ,以致于人们往往把他们相提并论 ,另一方面由于时代不同、环境变迁、人物各异 ,两者之间又存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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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人很早就曾出国经商做工谋生 ,现今海外

华侨华人中许多人的祖先曾是为这一目的而流落异

国他乡的。17 世纪就有契约华工出国 ,鸦片战争后

的 19 世纪 40 年代至 70 年代形成华工出国高潮 ,通

常称之为“猪仔”贩卖 ,也就是有名的“苦力贸易”。

据估计“前后两百多年出国的华工约有一千万人

次。[1 ]”在史籍中他们被称为猪仔、苦力。他们的遭

遇无论是出国途中还是结局都非常悲惨 ,苦力船被

称为“海上浮动地狱”,华工海上死亡率相当高 ,个别

高达 64121 %[2 ] ,即使到达目的地 ,也会沦为契约奴

隶的。到 20 世纪最后 20 年 ,又出现了大批人员出

国 ,除了通过正常合法渠道移民外 ,就是采取偷渡、

非法移民 ,人们称这些人为偷渡客、人蛇。非法移民

在奔赴其向往的“天堂”时往往经历九死一生的练

狱 ,2000 年 6 月 19 日在英国多佛港 58 名华人偷渡

客被活活闷死在车柜里[3 ] ,这一惨案震惊全世界。

偷渡已成了一个令人头痛的国际问题 ,移出国和移

入国都严厉谴责这种行径 ,指斥为“人口贩卖”的犯

罪行为。

从契约华工、猪仔、苦力到偷渡客、人蛇 ,从“苦

力贸易”到“人口贩卖”,他们之间在移民经历、遭遇

方面是如此的相似 ,以致于人们往往把他们相提并

论 ;另一方面由于时代不同、环境变迁、人物各异 ,两

者之间又存在有差异。不管怎样 ,人们在不同的历

史时期以几乎相同的方式即出国去改变自身的现

状 ,无论其异同、成败、利弊如何 ,这终究是一个值得

深思的问题。

二
人们在考察出国原因时必不可少要考虑移出国

和移入国的因素。在整个移民过程中移出国和移入

国是这一过程中的两个终端 ,而使这两个终端最终

实现联系的应是组织者。组织者在整个移民过程中

起到实际操纵作用 ,是他们看清了推力方和拉力方

的供给和需求 ,并利用这些资讯来赚取利润 ,而暴利

是组织者的动力。

在苦力贸易时期 ,组织者即所谓的猪仔头、苦力

经纪人。各国的苦力经纪人和中国各口岸的苦力经

纪人有经常的联系和市场行情报告 ,在中国和各接

受国都分别设有机构 ,根据各国市场需要华工的情

况 ,然后派出“客头”或“头人”携带巨款到闽、粤各地

进行招诱。在中国沿海一些城市如厦门、汕头、澳

门、香港、海口等地设有猪仔馆、卖人行 ,如英国投机

商德滴在厦门开设德记洋行、亦称为大德记卖人行 ,

另外还有英商合记洋行、西班牙人的瑞记洋行、怡和

洋行等 ;在汕头有元兴洋行、鲁麟洋行等 ,1876 年汕

头从事贩卖契约华工的客栈有 20、30 家[4 ] 。1873 年

澳门仅葡萄牙、西班牙和秘鲁三国开设的猪仔馆就

有 300 多家[5 ] 。在移入国也设有专管华工的机构 ,

如在新加坡设有收容华工的客馆 ,名为猪仔馆 ,实际

是牢房 ,1906 年新加坡有六间新客栈和七间旧客

栈 ,实际上就是猪仔馆[6 ] ;在旧金山办理招华工事务

的有苦力贩子荷兰商顾曼斋、麦克康德利公司、威廉

斯公司、西逊·华莱士公司等。苦力贸易已成为一垄

断行业 ,猪仔头下面还有众多的爪牙 ,如德滴手下就

有几百名拐匪和歹徒 ,在澳门 1873 年靠苦力贸易为

生的人就多达 3、4 万人[7 ] 。真正自费出国的人数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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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又少 ,大部分的是赊欠出去的贫苦人。这样组织

者就成了供需双方实现平衡的一个中介。

众所周知 ,契约华工出国高潮的出现是由多种

因素造成的 :国内因素 ,政治上近代中国战争频繁、

时局不稳 ;经济上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破坏了中国农

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 ,土地集中、连年灾

荒、百姓深受其害 ;国外因素 ,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先后进行了工业革命 ,殖民地的开发需要大

量的劳动力。这推力和拉力的相互作用促使了大批

契约华工的出国。契约华工出国不是各自行动的 ,

而是被组织起来 ,成批出国的 ,组织者的组织力量成

了移民从移出国到移入国的中介因素 ,推力和拉力

的相互作用是由组织者来使之运作的 ,而促使组织

者行动起来的是暴利。

苦力贸易的暴利是巨大的 ,从中国贩运苦力到

古巴、秘鲁等地 ,一般成本为 150 元 ,其中包括船票

70 元 ,当地苦力市价通常是 400 元至 500 元 ,有时可

高达 1000 元[8 ] ,利润率为 233 %至 567 %。1876 年

从中国招来一名苦力的费用包括募集费、食宿费和

船费等约在 12 元至 13 元之间 ,而在新加坡出售价

格常达 20 元至 24 元之多 ,到 1890 年 ,一名中国苦

力到新加坡费用为 14 元至 16 元 ,到苏门答腊或婆

罗洲费用为 30 元 ,而在苏门答腊出售价格达 80 至

90 元 ,在婆罗洲售价为 85 至 90 元 ,在马来半岛威士

利士省售价为 35 至 38 元[9 ] 。苦力贸易既是由国内

外因素决定的 ,也是由猪仔头的组织促成的。而在

从事偷渡活动中能获取暴利更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

偷渡费用从原来的 1 万多美元增加到现在的 5、6 万

美元 ,难怪有人称之为一个新兴的行业。

现在偷渡之所以如此猖獗原因主要有 :一方面

偷渡客最强烈的愿望是出国能够发财致富 ,可以改

变他们的现状 ,他们中绝大部分来自福建、浙江的农

村 ,冒险出国是为金钱 ;另一方面美国、加拿大及欧

洲等一些国家的政策、法律的漏洞给蛇头、偷渡客以

可趁之机 ,如许多偷渡客到美国后 ,往往利用美国政

府的“大陆一胎政策”庇护法案、政治庇护等政策 ,借

口是为了逃避计划生育、或以“六四”运动分子、法轮

功练习者身份申请避难 ,然后滞留在美。而人蛇走

私集团策划整个犯罪活动的细节 ,无疑是整个偷渡

活动的核心。

在中国东南沿海 ,大规模的偷渡活动始于八十

年代末期 ,参与偷渡活动的人员被称为“人蛇”,而偷

渡活动的组织者俗称“蛇头”。国际著名偷渡问题研

究专家陈国霖认为中国大陆的偷渡走私网络就象一

条龙 ,而且每一个担任偷渡的环节的人都因为暴利

的驱使紧密相连。他认为一个人蛇走私集团通常是

由以下的人共同组合而成的 :大蛇头、小蛇头、输送

人、腐败的官员、向导及船上的工作人员、打手、援助

人员、收费人[10 ] 。这些高度专业化的偷渡组织团

伙 ,已形成庞大的国际网络 ,各国都有专门的机构和

人员 ,负责偷渡客的吃住和接送。

偷渡集团不仅组织严密而且灵活多变 :

11 根据实际情况改变偷渡目的地和随时变换

策略。在过去几年中 ,中国偷渡潮方向一直在变 ,

1995 年至 1996 年期间 ,美国是中国人蛇偷渡的主要

口岸 ,1997 年澳大利亚升到第一位 ,接下来是日本

和加拿大 ,现在轮到欧洲取而代之 ,成为中国偷渡客

的首选目的地。

21 经常改变偷渡路线和偷渡方式。例如用船

偷渡活动遭到打击后 ,这些团伙马上改变 ,改乘飞机

或集装箱偷渡。再如最近两年中日两国联合打击海

上偷渡活动 ,使犯罪组织改变了以往百人以上大规

模的偷渡 ,采取化整为零、巧妙接应和上陆地点分散

等做法 ,偷渡者在中国的出发地点由原来的福建沿

海的几个港口转移到上海、天津、大连甚至内地的其

它城市 ,上陆地点也分散在日本各地 ,特别是比较偏

僻的港口。还有利用旅游为幌子的 ,一般民众都能

在短期内申请到出国护照 ,前往东南亚的新加坡、马

来西亚以及泰国等地旅游 ,蛇头便以脱离旅游团队

的偷渡客安排前往美国、欧洲等地的远洋货轮 ,作为

偷渡的工具 ,直接前往美国的轮船或飞机已成为海

关重点检查的目标 ,英、荷等欧洲国家于是成为偷渡

作业的缓冲区 ,以及偷渡客到美国的第二跳板。

31 熟悉并善于利用各国的法律、政策的漏洞。

例如越来越多的人蛇已经把注意力从美国转向欧

洲 ,他们发现前南斯拉夫那些问题重重的国家边境

有漏洞 ,缺乏移民法和协议 ,是通往西方的理想大

门。南驻中国领事馆自由地为中国人发放旅游签

证 ,偷渡客合法顺利地进入南后 ,就可以比较容易地

非法进入西欧 ,他们大都乘飞机进入贝尔格莱德 ,然

后到波斯尼亚或克罗地亚 ,随后再想法进入意大

利[11 ] 。据称 2000 年有 5 万多的偷渡客是从巴尔干

地区进入其他西欧国家的 ,这条路线已被称为“萨拉

热窝通道”。许多偷渡客多将目标首选为英国 ,原因

是人蛇集团认为在欧洲国家中英国是最不容忍难民

的国家 ,这样蛇头对偷渡客勒索的机会越多 ,出价也

越高 ,此外他们认为因限制外来移民 ,英国的劳工一

定十分短缺 ,甚至超过美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 ,而且

英国的难民待遇比其他国家更优厚 ,在英国偷渡客

一旦申请政治庇护 ,一般可以得到一张“通行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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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凭这证明去找工作谋生 ,同时还获取政府发放的

36 英镑的“生活礼券”及相关的免费医疗[12 ] 。整个

偷渡活动环节分工非常细 ,据说有在家乡负责收钱

的、有负责接送的、甚至有教偷渡客如何融入当地社

会的。暴利恰恰是促成蛇头组织偷渡的动力来源。

正因为暴利这一行为才被指为“人口贩卖”。有

关偷渡的获利的程度到底有多大 ,由于该行为是隐

蔽的、跨国作业的 ,因而难以估计。下面是作者收集

的一些估计数字 ,尽管各不相同 ,但也颇能看出利润

之丰厚。例如据说偷运非法移民的利润之丰厚已经

可以同偷运毒品相提并论 ,每年贩运偷渡客的全球

贸易额高达 40 亿美元 ,所以许多毒品贩金盆洗手转

行高就 ,因为与偷运毒品相比 ,贩人不仅投资回报丰

厚 ,而且受到的惩罚相对较轻[13 ] 。而英国移民机构

则估计 ,每年有大约 3 千万非法移民越过国际边界 ,

贸易额在 120 亿美元至 300 亿美元之间 ,蛇头每走

私一个人从罗马尼亚进入英国索取 1500 美元 ,从印

度进入英国索取 6 千到 9 千美元 ,从中国进入英国

索取 116 万美元 ,而且大约有 10 个蛇头团伙控制着

从中国向英国的非法偷渡[14 ] 。

由于总的估计数据各不相同 ,下面就来看看具

体的例子 :1998 年 12 月 10 日美加两国破获了一个

庞大的人口走私集团 ,该集团在过去两年中总计从

加拿大走私近 4000 名的华人到美国 ,以每人收费

417 万美元计算 ,预计可赚取 117 亿美元的暴利[15 ] 。

另外一个例子是 :2000 年 7 月意大利警方侦破由中

国黑帮控制的庞大的跨国人蛇偷渡集团 ,逮捕了 40

名疑犯 ,他们涉嫌在过去一年中偷运多达 5000 名华

人到意大利 ,从今年初起 ,集团收益高达 6 千 200 万

美元[16 ] 。而据一位前蛇头估计 ,目前偷渡英国的价

格是 21 至 22 万人民币之间 ,一个偷渡客被辗转送

到英国的总花费大约 6 至 7 万元人民币 ,大蛇头会

把节余的 14 至 15 万元中的 10 至 12 万元当作自己

的利润收起来 , 剩下的分给小蛇头及一些中间

人[17 ] 。也许考察一个蛇头的暴发更能说明问题。

陈翠萍 (译音)是中国福建省偷渡集团的“大姐大”,

她在纽约中国城开了一家纪念品商店 ,作为贩运非

法移民活动的掩护 ,另外她还在长岛和新墨西哥州

拥有农场。她在过去的 16 年间 ,从福建福州郊区的

长乐县将几千名中国人贩运到北美和其他地方 ,

1991 年一位美国参议员在他的报告中就已估计 ,陈

的净资产超过 3000 万美元。[18 ] 。

总之从苦力贸易和人口贩卖组织者的角度来

看 ,他们具有组织严密、利润丰厚等共同特点。而对

主要当事人即苦力和偷渡客来说则是一场灾难。

三
人们把苦力和人蛇相提并论是因为他们之间在

移民经历、遭遇方面很相似。苦力贸易可以说是强

制移民 ,除了少数自备旅费的华工外 ,绝大部分是被

拐骗贩卖的 ,因而苦力贸易具有一拐二卖三为奴的

特点 :先是沿海各口岸以拐骗或绑架的方式进行招

募 ;再是在一定的契约形式隐蔽下象商品一样地出

卖 ,猪仔由船主运到外国口岸后 ,再进行拍卖 ,象挑

选货物那样任人挑选 ;猪仔被押入密封船舱内 ,有如

堆放货物一样拥挤不堪 ,到达目的地后过着牛马不

如的奴隶生活 ,猪仔被买入外国种植园或矿山 ,成为

西方殖民制度下的契约奴隶 ,有许多契约奴隶在契

约期限内被迫害致死 ,或是在契约期满后仍不许脱

身而成为终身的奴隶。可以说 ,苦力出国史是一部

血泪史。

偷渡客的命运也同样悲惨。一方面偷渡客出国

之路充满艰险。由于偷渡活动受到移出国和移入国

的一致谴责和严厉打击 ,偷渡多采取隐蔽方式进行 ,

他们往往历尽种种磨难才能到达目的地 ,船上没有

厕所、食物 ,饮水也不够 ,雇佣打手和使用枪支威胁

偷渡客等不人道的状况是常见的 ,有时甚至要付出

生命的代价 ,多佛港华人偷渡客被闷死 58 人就是一

个令人痛心的例子。另一方面虽然各偷渡客的命运

不尽相同 ,但即使有人偷渡成功 ,他们所面对的是巨

额的偷渡费等待偿还 ,由于没有正式身份 ,只好从事

黑工 ,有的甚至因无力偿还而被蛇头杀死。非法移

民在付给蛇头 5 千美元作为 3 至 5 万元偷渡费用的

预付款后 ,经由货柜偷渡到美国 ,为了还债会被迫到

一些血汗工厂长时间工作 ,直到还清欠下的巨额偷

渡费 ,如想逃出魔掌就会受到暴力威胁。犯罪集团

有时甚至会绑架和禁锢人蛇 ,而向其家人索取赎金。

据报道称 ,有些人蛇集团为逼使人蛇付清余款无所

不用其极 ,往往施以殴打、虐待、威胁人蛇家属、扣押

身份证明文件等手段 ,有的偷渡客甚至被迫以身体

器官抵付偷渡费。

四
虽然苦力贸易和偷渡活动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

处 ,但不能简单地说后者是前者的重复 ,两者之间还

是存有差别。首先由于时代不同 ,移出国和移入国

在不同时期对待华人移民的态度是不同的。在第二

次鸦片战争后 ,虽然清政府还没有取消禁止出国的

禁令 ,但已经允许合法招工 ,这样苦力贸易是在合法

的名义下进行的 ;移入国的殖民者是策划移民行动

的主谋 ,他们掠夺中国廉价劳动力以进行资本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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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 ,榨取高额的利涧。而偷渡活动是移出国和移

入国一致反对的情况下采取隐蔽的手段进行的 ,是

一种犯罪的行为。中国认为非法偷渡不仅损害国家

间正常的往来 ,偷渡者本身也得不到安全保障 ,各移

入国则认为非法移民冲击本国的就业市场 ,不利于

当地百姓寻找工作和提高福利待遇 ,因此必须加以

严厉打击。

第二 ,苦力贸易时期正是中国逐步走向半殖民

地半封建化时期 ,各种政治经济因素迫使贫苦人民

出国谋生 ,而偷渡活动更多的是偷渡客和蛇头受暴

利的驱使下进行的 ,许多人认为假如能成功到达美

国 ,即使每个月只赚取一千美元 ,就是 8 千人民币 ,

相当于在国内一年的收入 ,如果说偷渡费是成本 ,那

么获利是可以超过成本的 ,因此是一合算的行动 ,这

和猪仔、苦力是不同的 ,许多苦力是被拐骗或绑架 ,

即是被动的 ,而很多偷渡客是主动寻求出国的途径。

第三 ,苦力贸易与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联系 ,它

更象是纯粹以人口为商品进行买卖的贸易行为 ,获

得的是两地之间的价格差价 ,而人口贩卖则应属于

国际走私犯罪行为 ,收取的是高额的中介费。

第四 ,人们把苦力和偷渡客相提并论之处往往

是基于对其悲惨遭遇的同情 ,但应该看到苦力的费

用比起偷渡的费用来说更少 ,猪仔头是与买主洽谈

苦力的价格 ,而蛇头是与偷渡客及家属议定费用的 ,

因而前者的约束力更小 ,苦力就象是一廉价的物品 ,

可以随便处置 ,而后者则必须安全到达目的地后 ,才

能索取那一大笔的利润。因而苦力的命运是悲惨

的 ,而偷渡客还有苦尽苦来的可能。

总而言之 ,苦力贸易和偷渡活动虽然有一些相

似之处 ,但还是存在许多不同 ,不是简单的历史重

演。时至今日 ,偷渡活动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头痛的

国际问题 ,据估计 ,仅在美国就有 600 多万的非法移

民 ,在欧洲也有 300 多万。当人们一致谴责人口贩

卖的行为时 ,是否应当考虑到世界上各国经济发展

不平衡才是这一行为的罪魁祸首。随着全球化进程

的深入、通讯技术的革命及低价的商业运输 ,国际人

口流动势必将更加普遍 ,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目前

全世界跨国就业者达 2000 多万 ,今后 10 年有望达

4000 万 ,因此应当正确看待人们出国寻找机会的愿

望 ,只有发展经济 ,增进国际间交流 ,增加劳务输出

的机会 ,才能有效遏止偷渡等非法行为 ,引导人口流

动往积极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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