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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口岸“打包商”：一个迁移群体的 
社会网络与商业实践

——基于满洲里的田野调查

孙晓晨

摘要：满洲里市作为中国最大陆路口岸城市，一直是中俄两

国陆上物资运输、边境贸易的重要通道。中俄口岸恢复互市后，边

境贸易的兴隆催生出一个专门从事中俄民间小宗贸易运输服务的群

体——“打包商”。通过对这一特殊群体的人类学观察，特别是对其

异乡生活的深度描述，分析其缘起、迁移缘由、社会关系、经营特

点，进而探讨在社会变迁的国际与时代背景下，这一民间性、商业

性迁移群体，是如何基于原有血缘与地缘关系，得以重构社会关系

网络的谋生之道  的。

关键词：中俄口岸 打包商 社会网络 边贸活动

作者简介：孙晓晨，女，汉族，山东潍坊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

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博士生，主要从事应用民族学、世界民族研 究。

边境口岸是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侵犯前提下，在国家边境设立的

供人货通行的通道。它历来是各种物品、人员等交汇流通的聚集地，也是商

人群体淘金的首选地之一。满洲里口岸地处于中俄蒙三角地带，北接俄罗斯，

西邻蒙古国，是中国沿边口岸中唯一的公、铁、空三位一体的国际口岸，承

担着中俄贸易 65% 以上的陆路运输任务 a。截至到 2019 年，口岸边境小额贸

a  此数据引《满洲里海关志》1999 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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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进出口总计 76.8 亿元，占 35.9%a。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俄口岸恢复互市

后，中俄之间较强的经济互补性，不断吸引各地商人前来淘金。随着民间边境

贸易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商客对物流运输服务的迫切需求，也催生出一个专门

从事“通关”“清关”等服务的特殊群体“打包商”及其行业“打包房”。为

了考察“打包商”这一群体的缘起、迁移缘由、社会关系、经营特点，进而

探讨在社会变迁的国际与时代背景下，这一民间性、商业性迁移群体 b，是如

何基于原有血缘、地缘关系，得以重构社会关系网络的谋生之道的。笔者于

2019 年春至 2020 年秋，先后两次赴满洲里市，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

方式，对从事中俄民间小宗贸易运输服务的“打包商”群体进行了为期 2 个

月的实地调研。

一、边境口岸与商业性迁移群体

（一）边贸互市

满洲里市地处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呼伦贝尔草原西部，北邻俄罗斯联

邦的后贝加尔边疆，西靠蒙古国的东方省。历史上，这里曾是连通欧亚、进

行经贸往来的重要商埠 c。近代以来，随着中东铁路修建、清政府将满洲里开

辟为商埠，全国各地商人与俄罗斯商人、蒙古商人在此展开物品交易和文化

交流。至 20 世纪 20 年代末，满洲里已发展成商业发达、门类较为齐全的口

岸城市。20 世纪 30 年代起，受日本反动统治及其消极经济政策影响，商贸

活动日渐萧条，除了几家外国人（特别是日本人）开的商店外，多数是一些

a  此数据引自满洲里市统计年鉴（2019 年）相关资料数据。

b  人口迁移是指改变户籍登记地并跨越一定地区（地界）的人口移动行为；而迁移人口是

指随着居住地变化，户籍也随之变动的人口；人口流动是指人们超过一定时间长度、跨

越一定空间范围、没有相应户口变动的空间位移过程。据笔者了解，打包商群体中大多

数人已长时间离开迁出地且已成为城镇户口，因而称其为迁移人口。同时，由于他们

因从事各种劳务活动或商业贸易活动，离开户口登记地，即外出务工经商，在这里笔者

姑且称之为商业性迁移群体。有关人口迁移与流动的概念参看《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

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人口地理学》以及《人口学词典》等相关工具类书籍

中有关人口流动与人口迁移解释；参考葛剑雄、段成荣、杨菊花对人口迁移、流动相关

思考。

c  据《满洲里市志》载，1884 年，霍尔津布拉克（满洲里旧称）以北的小原山东坡出现了

最早的边境贸易，来自山西、山东、直隶等地的商人开始与俄国人、鞑靼人进行以货易

货的小额季节性贸易，并携带糖、茶、布匹等日常生活用品与当地游牧民进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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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摊贩和旅蒙  商。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满洲里市成为中国东北地区重要陆路

口岸城市，承担起国际物资换装、输送的任务。1958 年中苏关系恶化后，中

俄两国的物资运输、边境贸易等活动被迫中止。后随着中苏关系逐渐实现正

常化，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俄罗斯处于一个政治经济转型期，政府试

图推行“休克疗法”改革，结果导致经济衰退，物价飞涨。加之，由于俄罗

斯国内轻工业薄弱，一些基本的日用物品供应难以保障。比较而言，中国轻

工业较为发达，且商品价廉物美，彼此间经济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因此，

1988 年，满洲里市被国务院列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试验区，成为对俄贸易的

重要陆路通道，并逐步恢复互市，正是这一形势下的产  物。

（二） “打包商”缘起

恢复互市伊始，各地百姓发现边境贸易的巨大商机，纷纷涌入满洲里市

从事对俄商贸活动。他们利用中俄两国的差异，从事服装、汽配、木材等行

业，像“罐头换飞机，挣了一个亿”a“一件皮大衣，卖到俄罗斯去赚 10 倍”

等“新闻”在边贸商人群体中不胫而走。巨大商机带来的高额利润，不但吸

引越来越多的淘金者北上，也催生了一个专门提供装卸、包装、仓储、通关、

物流等一体化服务的对俄贸易行业“打包房”及其从业者“打包  商”。

个案 1：李某，男，汉族，齐齐哈尔人，48 岁。1993 年左右，李某从老

家过来投奔做服装生意的亲戚。头两年（1993 年至 1995 年），远东地区的俄

罗斯人成群结队涌入满洲里市。当时，公路上随处可见俄罗斯牌照的车辆，

市场里挤满正在购物的俄籍客  人。

李某回  忆：

“因为咱们这边轻工业产品和日用百货种类多且价格低，所以俄罗斯

人喜欢过来买。他们遇到买的东西太多且带不回去的情况，就让我们帮

忙打打包，帮忙弄到俄罗斯去。我觉得打包发包是个挣钱的买卖，干脆

开了家打包房”。

a  牟其中，男，1941 年生，汉族，四川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人。1988 年左右，牟

氏利用两国物价差异以及两国经济互补性强等特点，通过以货易货的方式，购进 4 架

图 -154 飞机。单此一笔，牟即净赚一个亿。此事引起巨大反响，成为当时中俄边贸奇

闻，也吸引了更多淘金者北上逐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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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某的从商经历，可以说是满洲里市“打包商”群体的缩影。中俄两

国恢复边境贸易伊始，活跃在口岸城市的”打包商”遂利用俄罗斯海关有关

入境人员可以免税携带 50 公斤物品的规定，凭借“人力”以“灰色通关”a

方式从事百货等生活物品交易——即将各种物品（主要为服装、鞋帽）通过

拎包、穿戴的办法运至俄罗斯境内以赚取运输费用。这样，不少人通过“拼

缝”b 赚取第一桶金，并为接下来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打下物质基  础。

（三）迁移原因分析

“人离乡贱，物离乡贵”。众所周知，传统小农社会，人们安土重迁，非

不得已不离乡。人们选择远离家乡，来到遥远的口岸城市谋生，大抵出于以

下几种情  况：

第一，来自原住地的推力。据了解，“打包商”主要来自河南省、山西

省、黑龙江省等有迁徙历史传统且习于农耕的乡村。就迁出地而言，有的地

方土地资源稀少、人地矛盾尖锐；有的地方气候条件恶劣，不利于农业生产。

迁移者在原住地一般从事简单的农业生产，这类生产活动受自然条件影响较

大，遇到天灾时，往往损失严重，且务农带来的收入不足以养活自己的家  庭。

第二，满洲里市独特的地理位置、中俄边贸的兴起、巨大商机带来高额

利润等因素都是吸引淘金者的拉力。历史上，这里是中俄两国商贸往来的必

经之地，边贸历史悠久。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俄开放边境贸易伊始，满洲

里市就成为人们的淘金之地。交易中，由于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性，俄罗斯客

商大多对中国物价不甚明了，且对中文、汉语一知半解，因此中方商人往往

可以通过“拼缝”牟取暴  利。

第三，受经商意识和外迁文化的传统影响。有学者 c 对北京、温州商人

群体进行过深入调查，在谈到是什么样的文化和经济条件，使人们源源不断

地自农村流入都市并取得成功时，认为有必要追溯其企业家精神的历史和文

化根源，即正是这种精神滋养了他们向外迁移与商业活动。由此而言，淘金

者通常也会受到传统地方文化的影响。譬如，很多齐齐哈尔籍“打包商”是

a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中俄两国口岸城市流行的一种通关贸易形式，通常通过“包机包

税”或“包车包税”等形式，以低于法定水平的关税进入俄罗斯市场。

b  拼缝，也叫“帮帮干”，指手里没有实货的中间商人或经纪人帮忙找买家和卖家，以此

收取服务费或手续费。

c  参看：张鹂：《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南

京：江苏出版社，2014 年，第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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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关东”者的后代。他们从小便听父辈讲述如何离开家乡来到东北做买卖的

故事，外迁及商业意识根深蒂固。晋商对俄贸易历史悠久，曾创造中俄“茶

马古道”的贸易成就，当下山西籍商人自然受到这种“向外迁徙的文化传统”

影响。加之，很多人有外出经商的经历，认为外出闯荡是件“再正常不过的

事”。当然，“打包商”能走出去，还有一种原因，就是不甘于被束缚在土地

上，渴望通过自身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以及改善家庭生活条  件。

第四，迁移者能离开家乡来到陌生地方谋生，既需要勇气，更需要他人

来带动。从“打包商”的生活阅历来看，家族、亲戚朋友形成的社会网络是

其迁移的重要条件。开始，家庭中比较有能力的人外出经商谋生，有所成后，

通常会将自己的家人一起带来。进而，以亲带亲，以友托友，亲戚、朋友纷

纷前来投奔，或学徒或做帮手，待积累一定的经验和资金后，就会另立门户，

分开单干。由此，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而又彼此依存关联的群体网络，每

个人都是这个群体中利益攸关的个体，而且借助于这种关系网络，可在一定

程度上应对和防范可能的商业风险，维护大家的商业利  益。

二、社会网络与打包生意的创立、发展（1992—2008）

（一）家族式经营模式

1992 年至 1998 年是打包行业从初创到迅速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中

俄两国对民间的各种物资、人员流动持积极态度。在国内，“下海经商”“出

国创业”潮流席卷而来，一批批有头脑的淘金者抓住中俄物价差异、边境贸

易方兴未艾等机遇，来到满洲里市从事对俄边贸活  动。

个案 2：赵某，男，汉族，山西吕梁人，51 岁。1992 年高中毕业后，赵

某与三哥从老家跑来投奔舅舅，给舅舅段某（汽配店）打工。一次偶然机会，

赵某发现了“打包”“发包”的商机，遂在舅舅帮助下，赵某与三哥合伙开了

一家打包房，凭借为俄罗斯客商“拎包通关”，赚钱养  家。

与很多“打包商”的经历一样。最初，打包房只有赵某和三哥两个店员，

是典型的家族经营模式。根据各自的优长、特点，兄弟两人自然分工，各自

承担相应的活计。赵某会讲些俄语，负责外出招揽客源以及与俄籍客户谈生

意。三哥学过几年会计，留在店里打理财务。完成一单生意的流程较为简单：

赵某先与客户谈好价格，口头达成协议后，两个人将俄籍客户的货物打成包

裹。接着，两个人拎着包搭上往来于“满洲里—后贝加尔斯克”的巴士，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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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人力”来回中俄两地搬运货物以赚取“跑腿费”。由于俄罗斯商品对中国

人同样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在满洲里市具有广大的市场，所以他们也会从俄

罗斯买一些商品带回来经销。因为“来回跑关，身体吃不消，又省不了多少

钱”，赵某便将仍在老家务农的两个表亲弟弟带到身边，负责装卸货物和日常

跑关的活计。赵某和三哥等几个人平时吃住在店里，通常他们是以家人身份

相处，彼此间有较强的信任感和内聚  性。

在实际经营中，无论是筹措资金、客户来源、贸易活动都离不开家人支

持和亲戚帮忙。首先，客户群主要是由亲朋好友介绍而来。20 世纪 90 年代

恢复口岸贸易后，中俄两国口岸城市兴起“一日游”“三日游”等以旅游促购

物的民间边贸形式，来往于满洲里市购物的俄罗斯客商，成了打包房潜在的

客户群。据赵某回忆：“绝大多数俄罗斯客商是由舅舅段某直接或间接从中帮

忙介绍的，有的是段某家的常客，有的则是段某朋友帮忙搭线认识的”。其

次，通关过货时，“打包商”会遇到俄罗斯海关方面随机抽查，特别是由于自

身通关手续多不完善，时常会导致货物被扣压。加之，与俄籍客户交往时，

偶或遇到对方临时毁约，拖欠尾款等不利情况。“但凡遇到这些问题，家里

的小辈一定会找舅舅帮忙。因为舅舅来得早，积累了很多人脉，有一定的门

路”。无疑，最早来满洲里市淘金的迁移者在生意拓展过程中，积累了较多的

人脉和社会经验，故能够通过双方可接受的方式达成合  意。

据了解，以赵某为首的第一代“打包商”，多为只身一人来满洲里市打

拼，妻子和孩子则留在老家务农。由此，形成“男性外出，女性留守”的家

庭生活模式。这样，部分成员外出务工可以增加家庭的收入，留在家中的其

他家庭成员既承担农耕、教养子女等责任，又分担了外出务工的不确定性所

带来的风险，不至于使家庭陷入危机  中。

中俄边贸开埠初期，尽管“打包”行业存在“灰色通关”等不规范行

为，但某种意义上，对于促进中俄两国边民，特别是民间交流具有一定的作

用。首先，中方商人通过边贸，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跨越。他们创造的所

谓“百万富翁”“亿万富翁”之奇闻，带动和刺激了不少年轻人外出闯荡，某

种程度上解决了社会转型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其次，俄方商人将大量

中国商品带到俄罗斯国内，也为当地民众提供了物品多样、价格低廉的日常

生活用品，同时边贸活动促进了彼此文化的交流互动，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

通过购买中国商品了解到中国的文化、风俗，而俄罗斯文化也通过边贸活动

被介绍到中国。第三，中俄口岸边贸活动的兴起，使不同地区的民族文化的

北冰洋研究第7辑-wm.indd   176 2024-03-26   09:49:51



中俄口岸“打包商”：一个迁移群体的社会网络与商业实践   177

汇集、碰撞、交流，不但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也让满洲里市成为一座文化更

加多彩的城市，20 世纪 90 年代的一句宣传口号“内地游客感觉‘出国’，俄

罗斯客人像‘回家’”，生动地反映了中俄两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密切程  度。

（二）血缘、地缘关系与商贸活动扩展

进入 21 世纪，随着国务院将满洲里市定为国家重点建设和优先发展的陆

路口岸城市，便利的交通、优惠的政策以及中俄互贸区投入运营等因素，吸

引越来越多俄罗斯远东地区居民前来购物和娱乐。因而，小型家庭作坊已远

不能满足客户日益扩大的货物运输需求，于是不得不整合同乡、朋友等社会

关系来适应这一变化了的新情  况。

个案 3：刘某，男，汉族，河南商丘人，42 岁。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刘某只身一人从老家跑来投奔做跑关生意的小姨。起初，刘某开了几年客车。

积攒一定积蓄后，他便开了一家打包房。生意刚起步时，刘某既是老板又是

伙计，从联系客户、装卸、到通关都是自己一手负责。随着生意越来越好，

表弟、妻弟以及朋友纷纷前来投奔赵  某。

运营模式上，则由同一家庭成员间的配合，转向家族中家庭间的协作，

最终形成一个以老板家庭为核心，按照亲疏关系组成的“差序格局”：刘某负

责协调总体运行、联络客户等核心事务，妻子掌管财务，表弟和妻弟统筹货

物装卸、运输等，表弟媳负责打理打包房后勤事务，雇佣的几个同乡则负责

装卸、打包等具体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打包房并没有形成具体的奖惩、考

勤等制度规定，老板与雇工之间通常以老家原有的“关系”互相称谓。在这

种“家里人”氛围下，大家对老板一家往往抱有浓厚的信任感和亲切感。生

活上，几个家庭结成“互惠互助”的松散共同体。饮食和日常开销统一从打

包房的盈利中支出，由刘某的妻子总体负责，表弟媳协助管理，其他费用各

家自行承担。家族的下一代通常就读同一所学校，由几个家庭轮流派人接送。

与前一阶段不同，女性成员开始参与到打包生意中。她们除了承担打包生意

上的部分工作，还自觉负责了几个家庭的日常生活琐事。但是，由于打包生

意的家族性，让妇女在家庭中进行的工作很容易被看作“自然的”、女性化

的、私人的，被认为仅是家务的一种延  伸。

经营环节上，随着中俄两国日渐严格的对“灰色通关”等不规范行为的

整治，“打包商”不再自己冒险“跑关”，转而雇佣俄籍“团长”a跑关。“团长”

a  团长，一般是对旅游团负责人的称呼，但在打包行业中专指负责通关的俄籍“包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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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来自与满洲里市接壤的俄罗斯远东地区。以刘某打包房为例，俄籍“团

长”来源有两个，一是由在俄罗斯做生意的朋友介绍而来，其次为刘某过往相

识的俄籍客车司机。通关时，刘某事先与俄籍团长谈好通关过货的价格，工资

按货物重量当天结算。然后，根据货物多少，俄籍团长会雇佣一定数量的工

人，组成一个“旅游团”，以“旅游”的名义往返中俄两地，通过客车运输货

物。由于彼此间文化差异较大，特别是语言不通，刘某也时常会遇到对方没有

按时送货或送错地方等沟通不畅造成的一些问题。随着彼此间的相互了解和

信任，双方间的合作关系不断深化，经俄籍团长介绍的俄籍客户也越来越  多。

借助血缘、地缘关系形成的社会网络，“打包商”的生意多有起色，生活

也得到改善。生意上的利好消息反馈家乡，从而吸引越来越多的亲友、同乡

告别故土，踏上北上淘金之路，由此形成“老家—满洲里”的迁移轨迹。毫

无疑问，打包行业的发展对边境贸易增长和中俄两国民间文化互动具有积极

的影响，但其本身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  的。

三、时代大潮下的风险、挑战及对策（2008—  ）

打包房在中俄两国民间贸易中扮演着“国际快递”的角色，但“灰色

通关”的获利方式，注定其阶段性和不可持续性特点。对“打包商”来说，

2008 年是打包行业由盛转衰的分水岭。此后，各种风险与挑战纷至沓  来。

（一）风险与挑战

宏观层面。由于“打包商”主要贸易对象是俄罗斯客商，其生意自然受

中俄两国发展形势和两国海关政策的影响。2008 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

全球经济危机对俄罗斯产生巨大冲击，俄罗斯国内很多实体产业受到影响，

民众收入减少，消费能力下降。随后的两次卢布贬值（2008 年、2014 年）更

使俄罗斯经济遭受重创，俄罗斯客商购买力也大打折扣。2009 年起，俄罗斯

海关先后两次下调出境人员随身携带物品的重量，并颁布各种措施以严厉打

击走私、偷税漏税等现象，上述种种也直接影响到打包商的生  意。

中观层面。从 2016 年起，作为“一带一路”重要项目之一的中欧班列

陆续开通，其中东线通道即由我国东南沿海及东北地区经满洲里口岸出入境。

在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积极倡导下，沿线国家均给予通关过检手续简化、运

输及服务费用优惠等措施。首先，由于“打包商”利润空间主要在于通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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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的“差价”，因此，各种优惠政策的出台，无疑大大压缩“打包商”的利

润空间。其次，为吸引更多俄罗斯商客，满洲里市政府在中俄互贸区内设立

“俄罗斯人商城”作为交易场所。于是，部分俄罗斯人抓住机遇，在“商城”

直接开设打包房，并利用自身优势，迅速抢占打包市场，更是直接挤压“打

包商”的生存空  间。

微观层面。迄今，打包房经营业务已是大同小异，同质化严重，客户群

多有重叠，打包行业已呈饱和状态。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整个行业“内

卷化”a加剧。因此，打包行业被正规化、现代化的物流形式取而代之已成历

史必  然。

（二）应对之策

作为特殊时期催生的特色行业，某种程度上而言，它是中俄口岸边贸发

展史的缩影。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已有“打包商”因无法应对各种危机，选

择回乡发展。这类打包商多规模较小、资金链不充足，缺乏足够的人际关系

支持。也有“打包商”流转资金充裕，通过同乡或朋友等信息网络，在行业

危机来临前，迅速转型，投资其他产业。这类人通常是第一批来满洲里市的

淘金者，多能根据过往的经验，对行业发展的态势提前做出预判从而摆脱危

机。时移势易，“打包商”固化的贸易活动方式与时代的发展已是格格不入。

他们欲存在下去并继续发展，需要以新的姿态或模式，积极融入“一带一路”

倡议下国家主导的时代大潮  中。

1. 家族生意适时转型

在满洲里市，绝大多数打包房以家庭为单位开展经营活动，他们通过

“灰关”谋取的利润可能是全家人主要生活来源，要让“打包商”立刻改变通

关方式是不现实的。基于本地实际情况，满洲里市政府推出一系列针对小微

型企业开展边贸活动的措施，如简化通关手续、降低通关手续费用以及跨境

小额结算退税等，政府积极引导打包行业“正规化”转型，“打包商”也积极

调整经营策略以适应时代发  展。

首先，通关方式从“灰关”转为“半白半灰”。大部分“打包商”开始以

正规报关报检方式通关过货。据刘某讲：“虽然利润相较过去少了些，但不用

a  “内卷化”概念，最初由美籍学者黄宗智提出，主要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

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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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正规通关’担惊受怕，自己也能睡个好觉了”。其次，贸易对象扩大。

过去，“打包房”主要客户群是俄籍客商。2008 年之后，他们把目光放到俄

罗斯远东地区的华商身上。华商主要从事服装、鞋帽等行业，需从中国频繁

进货。自中俄两国严厉整顿“灰色通关”后，如何花最少的钱将货物运抵俄

罗斯往往是华商首要考虑的问题。在亲戚、同乡介绍下，“打包商”与在俄华

商取得联系并达成合作协议，为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华商提供正规“通关”“清

关”服务。其所需打包费用不但与“灰关”时期相差无几，而且运输过程更

加安全、高效，这保证了在俄华商能在第一时间收到货物。第三，经营范围

变化。部分“打包商”凭借庞大的血缘、地缘关系网、依托家族、同乡组成

“互助”资金链，联合成立“国际物流运输公司”，成功搭上“一带一路”顺

风车。以河南籍“打包商”为例，刘某等几人于 2016 年正式注册成立物流公

司。在满洲里市政府各种优惠政策支持下，他们建立“国际仓库”，成立“物

流产业园”，为国内外客户提供仓储、物流、通关、装卸、包装、过磅、加工

等对俄贸易一站式综合服务。此外，他们以满洲里市为大本营，积极开拓俄

罗斯物流业务。依托“一带一路”相关协议，刘某妻弟与同乡来到俄罗斯赤

塔州开设分店，积极抢占在俄物流运输业  务。

2. 行业“互助”联盟的形成

从贸易对象来看，“打包商”主要服务于以中小宗贸易为主的商客。跨境

电商兴起后，满洲里市政府积极推动口岸跨境贸易及物流服务。像顺丰、京

东、天猫等公司纷纷入驻满洲里市，推出针对小微型企业中小宗物流业务。

大型公司参与到中小宗物流市场中，导致“打包商”生存空间一再被压缩，

这促使他们“为了排斥异己，独占市场，保护同行利益，以业权为基础，以

习惯法和家族单位为依托而主动组织起来”结成行业“利益”共同体，以应

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  争。

过去，“打包商”零散分散在“三道街”“四道街”和“五道街”等不同

地方。2008 年以后，他们逐渐聚居于湖滨花园、富豪城 a，形成一个嵌入式 

聚居空间。这种居处方式打破过去那种完全依赖地缘和血缘关系的局面，促

使来自不同省籍的“打包商”彼此交往、互动和交流，最终形成一种利益关

系，团结起来共同应对各种可能的风险或挑战。从另一种角度而言，行业间

a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这两个地方距离俄罗斯人经常光顾的北方市场、旺泉广场和世纪广场

等地方较近，方便他们招揽客户和运输货物；对外出租的商铺面积较大、带有地下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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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合，也使得单一“打包商”有了更加广阔的关系网和雄厚的资金  链。

为与大型公司相抗衡，在齐齐哈尔籍“打包商”张某 a 积极奔走下，松

散的“打包商”逐渐团结起来，他们共同制定打包行业的规章制度、互助条

例等，打包商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只顾及家族生意，开始考虑行业的整体利益

和发展方向。为优化生存环境，以张某为首的“打包商”积极向政府反映行

业生存现状与发展困境。在“打包商”共同努力下，市政府推出一系列针对

中微型企业中小宗贸易的措施，如，减免通关费用、简化报关报检手续、推

出跨境结算业务等等。有了政府的支持，“打包商”利用由血缘、亲缘及地缘

关系逐渐向外推开的传统关系网络优势，积极展开两国多地贸易活动，以巩

固自己在中小宗对外贸易的优势地  位。

四、结  语

历史上看，边境口岸一直是不同国家、地区之间交往的主要途径和纽带。

这里往往会成为多民族、多元文化交汇之处，亦是不同群体往来贸易的聚集

地。作为“北路贸易”必经之地，满洲里市在中东铁路开通后，遂成为北方

边疆地区重要的文化交流、商品交换之地，“旅蒙商”“旅俄商”来此进行各

种贸易活动。改革开放以来，满洲里市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边贸历史传

统，再度吸引了包括“打包商”在内的商业性迁移群体，通过“先夫后妻再

子女，或先个人后全家”的迁移方式，陆续踏上北上淘金之路。无疑，从其

生活史观察，“打包商”具有民间性、家族性、时代性和局限性等显著特点。

首先，“打包商”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俄通关互市特殊时期的产物，具有鲜

明的时代性。当时，上至政府官员，下到普通工人，均参与到中俄边贸活动

中来。他们利用中俄两国经济互补、物价差较大等机遇，通过“灰关”在口

岸来回“倒包”以获取巨额利润，从而实现了从乡村到城市、从贫到富的跨

越。应该承认，互市初期，“打包商”在中俄两国物品流通、人员沟通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对促进满洲里市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有一定的贡献。其次，

“打包商”的家族性，充分体现在迁移、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家庭、扩大

家庭是其商业扩张的基本单位或平台。当初，商人依靠血缘关系迁移到满洲

a  张某及其家族成员均在满洲里市从事打包生意，他们迁来时间较早，生意做的很大，结

识的朋友也多，所以大家对他为人处世比较认可。

北冰洋研究第7辑-wm.indd   181 2024-03-26   09:49:52



182  北冰洋研究（第七辑）

里口岸并开展经营活动，后随着生意不断做大，地缘关系便成为他们寻求客

户群、筹措资金、雇佣工人等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可以说，利用血缘与地

缘关系共同形成的社会网络，不但使他们在迁入地站稳了脚跟，也为后来者

继续迁移北上提供了条件和保障。第三，时移势易，行业本身的不规范、不

正规性，也使得打包生意越来越跟不上时代的节奏。随着中俄两国整顿海关、

取缔“灰色清关”，以及中欧班列、跨境物流的兴起，民间打包生意日渐萎

缩，内卷化程度严重，因此其转型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某种意义而言，新

时代，“打包商”或许只有基于原有社会关系网络，通过重构自身与社会的互

动关系，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倡议的伟大实践中，才能与时俱进而不会为

时代所抛  弃。

“Packaging-businessman” at the Manzhouli Port 
—the Social Network and Border Trade Activities of  

Migrant Groups

Sun Xiaochen

Abstract: As a port city, Manzhouli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post 

for the transport and exchange of goods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After the 

resumption of trade, a special group developed as a result of the upswing in 

border trade, specialising in the private transport of goods from small trades. This 

paper will analyse this particular group, especially their origins, the reasons for 

migration, their social relations and their business practices. Furthermore,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change, it will be examined how this migrant group 

restructured the social fabric for their livelihood, which was originally based on 

kinship and geographical relations.

Key words: port cities; packaging-businessman; social networks; trade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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