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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流动劳工问题是南非学中的一项重要课题。它既是南非非洲人社会获取商品和现款的重要手段,也是造成

广大农村地区不发达状况的重要因素之一。今日南非社会面临的众多问题均可从中找出症结。通过对南非早期劳工流动情

况的论述,本文着重探讨了19世纪中后期以矿业为主体的南非资本主义发展对南部非洲所产生的政治和经济影响,以及非洲

人传统社会对此所做出的回应。 

    【关键词 】 南非流动劳工 佩迪人劳工 莫桑比克劳工 矿业资本主义  

    【作者简介】刘乃亚 ,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历史学博士, 副教授。现供职于西亚非洲研究所社会文化室。近期论文:

《法属北非殖民地的建立》。通讯地址: 北京1120信箱;邮编:100007。 

    

    南非是迄今为止非洲大陆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长期以来,在以矿业为基础的南非工业化进程中,白人资本家大量使

用了流动劳工,他们构成了南非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之一。然而,在南非劳工流动初期,非洲传统社会并非只是一昧顺应矿业资

本主义的发展需要,被动地向以矿业为主导的南非工业发展提供廉价劳动力。面对殖民主义对非洲人土地的不断蚕食和矿业

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以佩迪人为代表的非洲人传统社会因势利导地借助劳工流动体制,用其赚取的工资购买枪支,对殖民主

义进行了英勇的抗击。虽然佩迪人王国最终难以摆脱灭亡的命运, 但是它还是极大地延缓了殖民主义者侵蚀非洲人土地的

势头。 

    

    一、劳工流动的内部推力 

    

    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和非洲其他地区一样,由林波波河以南地区的非洲人独立创建民族 国家的进程尚未被西方殖民

侵略所中断,非洲人的贸易活动、商路、市场的数量和规模、商人和工匠的专业化继续获得显著发展”。在德兰士瓦北 部,

当时居住着由罗塔人政权及其支系所控制的各部落,他们被称为佩迪人。罗塔人是居住于德兰士瓦西南部的克戈特拉人的一

支。他们并非首批抵达德兰士瓦东北部的居民,罗塔人所沿用的"佩迪"(Pedi)一词可能是先前抵达这里的部落对该地区的称

谓。 

    佩迪人政体并不是地理概念上的静态实体。在1840年至1880年这一段时期内,佩迪人影响 及控制的区域并不具有同一

性,尤其是在周边地区,其影响渐趋减弱。在佩迪人控制范围内,不同起源的部落群体混居在一起,基于不同的图腾崇拜和原

始习俗,他们分属于淘人、克温纳人、罗克人和夸尼人。在19世纪,随着来自德兰士瓦东部和北部甚至更远地方的难民与移

民的不断涌入,佩迪人政权因不断获得人口补充而逐渐壮大。 

    佩迪人介入劳工流动可以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早在"两矿"发现以前,来自生态方面的压 力就已使佩迪人介入了劳工

流动。在祖莱尔酋长统治时期,佩迪人大部分栖息于斯蒂尔波特河谷南岸的农牧区内。然而,这一地区的绝大部分土地并非

可耕之地。受德拉肯斯堡山脉雨云的影响,该地降雨量少且反复无常。 

    第一批由德兰士瓦去开普干活的流动劳工,是因当时的部落兼并战争的破坏性影响而产生的穷人和难民。那些在战争中

离散的难民重新返回家园并融合进新崛起的政权,佩迪人政权则是其中较突出的一个。在这一时期,有大量的难民进入佩迪

人统治地区这是佩迪人政权得以巩固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有一些是来自布尔人共和国的难民。关于该地区的人口数量,缺

少确切的数字统计。然而确有迹象表明,佩迪人的人口数量在稳定增长。 

    经过近20年的发展,劳工往返于开普、纳塔尔等地区的流动路线基本形成。1861年到达这一地区的柏林传教使团对佩迪



人劳工流动情况提供了最初的较为详尽的描述。就数量而言,在德兰士瓦北部的各主要部落中,佩迪人极有可能是这一时期

介入劳工流动体制最多的部落。每一个男子在其成年后,都要去开普干上一年半载,这几 乎成了佩迪人社会的一种约定俗

成。据传教士麦伦斯基称,及至1862年,每年约有数百人由德兰士瓦东北部向开普殖民地流动。在返回家乡之前,他们用所得

工钱购买枪支与弹药。事实上," 这种南进运动是如此习以为常,以致于麦伦斯基的同事纳希蒂盖尔试图用这一方法向德国

邮递物品。 

    

    然而,佩迪人并非南非早期劳工流动的惟一参与者。该体系除了包括奥利凡茨河以北的苏陀人和聪加人以外,罗贝都人

也部分地卷入进来。在这一时期,文达人尚未加入这一行列。此外再往西北,马贝拉领导的德兰士瓦恩德贝莱人以及来自比

勒陀利亚正北面的移民也程度不同地加入了进来。在佩迪人领地的南缘,波鲁领导的库帕人、马波戈统领的德兰士瓦恩德贝

莱人,以及帕人和普拉纳人也都卷入了这一活动。 

    由北部以及东北部前往开普和纳塔尔等地的、流动劳工沿途均需经过佩迪人领地。麦伦斯基认为,截止1862年,至少有1

000多条枪支及配件被运回该地区,并由此输往北方各部落。据统计,到1869年为止,每年都有数千名塞库库内的属下通过其

设于莱登堡城外的传教站,行进在南下的路上。成批的男子由佩迪王国向开普和纳塔尔等地流动,有时一批人数多达200人。

这些南下的劳动大军沿途需经过15天的跋涉才能抵达莫舒舒统治下的巳苏陀王国。这时,每个人所携带的供沿途食用的熏玉

米已所剩无几,他们只有用劳务作为代价,从莫舒舒或法国传教使团手中换取通行证。然后,由苏陀南部地区继续向南进发,

直至进入开普殖民地。 

    与分布在考莱斯堡、维多利亚、杰拉夫一雷内甚至是开普敦的佩迪人相比,伊利莎白港市郊的佩迪人则更为集中。这是

因为南非东南沿海以甘蔗种植为主的种植园经济,为初步卷入南部非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非洲人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劳动力需

求市场。这使得纳塔尔在19世纪 60年代后期成为来自德兰士瓦北部的流动劳工的另一个目的地。这些流动劳工在返乡前,

大多要前往武器的重要供应地格里夸兰,购买他们所需要的枪支和弹药。在东开普,流动劳工手中的武器则主要是从来自苏

陀南部的枪贩那里购买的。 

    在19世纪50、60年代,佩迪人流动劳工在数量上呈现猛增势头,及至70年代,大批的佩迪人 迎合了因金刚石矿开采而出

现的对劳动力的需求。在金刚石矿开采大量需要劳动力的情况下, 矿方及英国殖民当局并不反对非洲人社会以劳工流动的

方式获取枪支。然而非洲人越来越多地 拥有武器,却使一向对非洲人奉行高压政策的布尔人感到了极大的威胁。1852年,作

为布尔人大 迁徙领袖之一的A.H.波特奇特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非洲人掌握的枪支中,绝大部分是他们在英 国殖民地干活时

获得的。这一情形与在南非共和国内严禁非洲人拥有枪支和马匹的有关禁令是相违背的。同年,德兰士瓦共和国军事委员会

通过了一份决议,禁止非洲人渡过瓦尔河,并建议对违反禁令及拥有枪支的非洲人处以极刑。为此,当局在边境地区组织骑兵

进行日常巡逻;必要时还派出民团跟踪返乡的流动劳工队伍。虽然布尔人共和国早期制定了许多"土著政策",但是限于当时

的能力,这些措施只能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得以实施。在起初,一些较小规模的流动劳工队伍遭到了袭击,并被缴械。结果,

劳工队伍采取在晚上穿越自人居住区的办法,以此作为掩护。而那些人数较多的劳工队伍则会对解除他们武装的企图进行有

效的抵抗。 

    在19世纪70年代,布尔人共和国在制定一系列旨在对非洲劳工进行控制和征税的立法的同 时,出于同英国人争夺非洲劳

动力的需要,经伯尔格总统批准,金矿也或多或少地开放了一些武器交易市场,以满足非洲人对枪支的需求。布尔人对非洲劳

工政策的变化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流动劳工的收入同样也为财政收入极度匮乏的布尔人共和国提供了潜在、诱人的

硬通货来源。在布尔人共和国所采取的诸多措施中,以护照的发放最为突出。对于那些一直通过买卖手段获取护照的非洲

人,凡符合在白人农场受雇达半年或半年以上者,政府向他们免费发放护照。随着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加和国内社会分化的日

渐加剧,布尔人迫于英国的压力逐渐停止使用学徒工,这使得60年代后期布尔人共和国国内对劳动力短缺的不满之声甚嚣尘

上。在这一时期德兰士瓦境内的劳动力"短缺",除与非洲社会自给自足能力的发展对劳工流动的限制有关以外,还在于佩迪

人不愿去金矿工作。一方面是由于金矿的工资收入低于金刚石矿的工资所得;另一方面,金矿的枪支价格较高,在德兰士瓦东

北部只能获得质次价高的枪支。 

    劳工大规模地流向金刚石矿既加速非洲传统社会业已严重的武装化进程,同时也进一步减少了准备在白人农场做工的非

洲工人的数量。德兰士瓦东北部的钻石矿和沙金矿的开采创造了市场对商品的需求,从而极大地刺激了农产品的生产。 

    对于进入佩迪人社会的后来者来说,狩猎经济向流动人口所提供的机遇日显重要。资历较深的社会成员相比,枪支与畜

群对于佩迪社会中地位低下的成员来说显得更为重要。这是佩迪人介入以购枪为目的的劳工流动的社会诱因。 

    从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来自佩迪人地区的移民规模表明,移民组成阵容也有了实质性 的扩大,攒聚钱财购买枪支的

愿望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佩迪人军事作战及狩猎的能力随枪支和弹药的不断获取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同时这也加速了猎物

的灭绝。为了保持因掌握武装而获得的优势,尤其是在军事方面的优势,佩迪人被迫努力跟上武器制造技术更新的步伐,这也

意味着佩迪人社会越发依赖于不断变化的技术。 

    对枪支的需求是非洲人社会广泛存在的现象,但多数没有引起自发的劳工流动。以旁多人、 祖鲁人及南部的苏陀人为

例,他们的枪支大部分是通过用牲畜或谷物贸易交换来的。头人及少 数人拥有畜群,他们愿意而且能够以牲畜换取枪支。佩

迪人之所以采用流动劳工的策略获取枪 支,主要是因为直到19世纪70年代为止,德兰士瓦北部还没有获取枪支等商品的市

场。此外,由 于路途遥远,风险较大,更有象牙等紧俏商品作用其中,使得一般的佩迪人在"两矿"发现以前, 不可能通过贸易

大规模地获得武器。因此,武器在整个社会的扩散程度,取决于头人选择在多大范围内重新发放这些武器,这是象牙贸易的重

要影响之一。在少有外敌威胁的地区头人试图对流入其社会的枪支进行控制。但是在动荡不安的德兰士瓦,出于维护头人与

属下利益的需要, 有必要在尽可能广的范围内发放枪支。由于对主要资源缺少大规模投资,因而劳工输出就成为达到获取枪



支这一目的的惟一出路。从某种程度上讲,头人主要是通过对弹药的储存和积累, 来行使对枪支的控制,仅在军事行动或大

规模狞猎时,头人才将弹药分发给属下。 

    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沙金矿的开采使德兰士瓦经历了一次小小的矿业经济革命,并引起 了对劳动力和谷物的新的需

求。佩迪人对这种局部的劳动力需求有所反应,而在总体上讲,白人矿主却被迫从其他渠道获得所需要的大部分劳工。 

    金矿和金刚石矿开采是与佩迪人社会内部所面临的不断升级的土地压力处于同一时期的,后者阻碍了谷物的大量生产和

销售。到19世纪70年代早期,有证据表明,当时在社会内部已经感受到了土地的不足。炙手可热的土地既是统治者上层追逐

的目标,更是1879年佩迪人政权分裂后外来移民所需要的。 

    总之,南部非洲农业生产的特点、降水量及其分布,决定了人口相对稳定地集中在某地域内。出于开垦新土地的需要,人

们主要是采取扩散型的方式进行迁移与流动。在南非金刚石矿和金矿发现与开采之前南部非洲的劳工流动在迁移动力、迁

移距离以及在迁移的规模与速度上, 始终没有达到引人注目的地步但是它为其后流动劳工制度的形成提供了招募及组织经

验。 

    

    二、劳工流动的外部拉力 

    

    金刚石矿开采及开普铁路建设对劳动力产生了大量需求,并导致了对劳工的大量招募。佩迪人是受欢迎的对象。劳工的

招募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头人的帮助。J•爱德华兹是杰出的招募者之一,他曾经在佩迪人地区从事过贸易活动。1873年他与塞

库库内订立协议。据此,塞库库内同意在双方商定的工资水平上,持续不断地为矿区提供劳动力。尽管酋长势力是佩迪人劳

工流动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个中强迫的成分不可能是很高的。如果说在 19 世纪 60 年代劳工流动还是一项可以被人们接

受的常规的话,那么,麦伦斯基认为,到70年代这就更成为确凿的事实, 从这个意义上讲,酋长的权力体现为说服,而不是强

制。 

    事实上,佩迪人社会内部所面临的不断升级 的土地压力是与金刚石矿和金矿开采处于同一时期的。金刚石矿的开采为

业已深深介入流动劳工体制的非洲人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劳动力需求市场。佩迪人以迅疾的速度和宏大的规模,对这一需求

作出了反应。1872年矿区建立了"土著"劳工登记制度。申报结果表明,佩迪人和聪加人是矿区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为此,矿

区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优先条件。矿区支付给劳工的薪水据称是南非境内最高的。其结果是,流动劳工从离家到抵达矿区的

时间大为缩短为的是能够赶紧挣钱。去金刚石矿做工的劳工一路上充满艰险,佩迪劳工抵达矿区后,已是精疲力竭,不名一

文。佩迪人在矿区做工的时间为 4 至 8 个月不等。总的来讲 , 劳工的工作期限取决于其劳动所得是否够买上一支枪。 

    对于包括佩迪人在内的非洲人传统社会来说 ,"金刚石矿所提供的机遇显然要胜过他们以往所面临的任何选择"。而金

矿的发现与开采无疑又为其更大规模地介入劳工流动提供了契机, 上述推拉合力强劲地推动着南部非洲的劳工流动循环往

复地进行。 

    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南非金刚石矿和金矿的发现和开采,矿业资本对劳动力产生了大量需求,南部非洲的人口流动因之

逐渐活跃起来,规模不断扩大。随着以矿业经济为中心的南非工业化进程的渐趋深入,整个南部非洲地区(包括林波波河以

北)的绝大部分黑人部落民族相继卷入了劳工流动的行列,并程度不同地被整合进了流动劳工体制。而伴随这一进程的,是在

南非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 

    提供流动劳工的农村地区却经历了缓慢的衰落过程。早期参与劳工流动的非洲社会呈现出多样性的景象。然而,无论就

其社会影响,还是参与先后,均表现出了一致性。"有些部落承认它们在早期劳工流动中所起的作用;有的则矢口否认。这至

今仍是南非历史上的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笔者认为,不论非洲人社会是否承认他们介 入了南非早期的流动劳工体制 , 也不管他们是否 承认在这一体制中曾经

扮演过某种角色 , 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它反映了传统的非洲黑人社会对白人入侵 , 以及对南非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抗

拒心理。事实上,南非流动劳工体制的形成是南部非洲经济和社会变迁的真实反映。 该体制除表现了黑人社会迎合因"两

矿"开采而出现的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以外,它也是非洲人社会积极、主动地对抗殖民主义入侵所借以表现的形式(如以工资

购枪等)。 

    自16世纪中后叶白人殖民主义者侵入南部非洲以来,以塞克瓦提、塞库库内以及莫舒舒等为代表的黑人统治者深深地感

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经过与自人近两个世纪的交锋, 兵败失地的切肤之痛使黑人社会上层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加快

非洲人社会的武装化进程,才能有效地对付来自白人的威胁。而在维生经济仍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力条件下,流动劳工体制就

成了非洲社会实现武装化进程所能借助的惟一有效手段。通过这一体制,一批批青壮年佩迪人被有组织地派往开普和纳塔尔

等地充当流动劳工。笔者认为,佩迪人统治者借助这一体制至少要达到三个目标: 

    (一) 通过流动劳工体制获取枪支,以增强佩迪人国家的军事防御能力。德兰士瓦布尔人共和国试图在德兰士瓦地区建

立并维持对武器的垄断地位,因而竭力禁止非洲人拥有枪支和马匹, 与非洲人进行的此类交易,被视为非法行为。这些限制

虽不断遭到布尔人及非洲人的反对,但对于那些来自开普和纳塔尔的商人,禁令被严格遵守。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流动劳工来

获取枪支就成了非常有效的手段。而枪支对当时的佩迪人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19世纪50年代是佩迪人参加劳工流

动大致上的开始阶段,同时也是祖鲁人、斯威士兰人以及布尔人大迁徙严重威胁佩迪人政权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佩迪人遭

受了攻击,他们为生存而斗争。他们所掌握的数量有限的枪支是非常有用的，尤其在采取战略防御时,这些枪支提高了他们

在要塞中长期抵抗围攻之敌的战斗力。同样,金刚石矿开采时期也正是佩迪人和南非布尔人共和国之间关系剑拔弩张时期。

这种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在1876年以伯尔格总统对佩迪人发动进攻而达到了顶点。 

    (二)通过流动劳工体制获取硬通货及其他资源,以增强佩迪人王国的实力。该目标是通过佩迪人的进贡制度来实现的。



在我们所考察的整个时期,返乡劳工总是要带礼物给他们的头人, 这在流动劳工体制中已经形成了一种习俗。到 19 世 纪 

60 年代后期 , 因买枪而支付给商人的现款中 , 至少有一部分是返乡劳工上交给头人的贡赋。到 1862 年时,塞库库内通

过这种进贡体制,已拥有了大量的布匹及毛毯,同时他还拥有自己的军火库。而国王则主要是通过控制弹药发放,来达到 控

制武器的目的。 

    (三)通过流动劳工体制增强获取外部情报的能力。这一点主要是通过对流动劳工的有效组织和控制来实现的。 

    在19世纪60、70年代劳工南进运动的组织和控制上,佩迪王国的统治者起着关键的作用。 在流动劳工到白人企业工作

的过程中,佩迪人总是有组织地往返。而且,在劳工前往开普和纳 塔尔等殖民地的整个流动过程中,塞库库内及南部的苏陀

人统治者莫舒舒居中起着关键性的作 用。作为与自人控制区交界的非洲人地区的统治者,地缘上的有利条件使他们能够利

用其物质及政治优势,巩固自己的政权地位。 

    

    三、流入南非的莫桑比克劳工 

    

    J•F•A•阿贾伊在论述殖民地问题时曾经指出,殖民地问题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掠夺土地; 二是移民;三是剥削这一土地上

的人民。阿贾伊的上述论断,同样为南非的近代历史发展所印证。然而,南非近代殖民主义的发展 , 除具备世界殖民主义这

一共性特点外, 还有其自身的特点。在南非矿业经济输入境外流动劳工的过程中,作为矿业资本家利益的代表,矿业协会还

从葡属东非殖民地莫桑比克招募了大量的契约劳工。 

    莫桑比克流动劳工对南非矿业经济的参与,与佩迪人的情况有所不同。这与葡属非洲所实行 的劳动制度有关。从19世

纪7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世纪里,葡属非洲尚不存在雇佣 劳动制的条件。在这一时期强迫劳动制度是葡萄牙掠夺殖

民地的最主要方式,并构成了殖民地 的经济基础。自兰德金矿于19世纪80年代初开采以来,莫桑比克特别是其南部的劳工就

在不断地流向金矿。P•哈里斯认为,对莫桑比克流动劳工的生活有着深刻理解的,莫过于传教士袭诺德了。在19世纪末(1889

～1895 年)及20世纪上半叶(1907～1921年),裘诺德在洛伦索——马贵斯生活过多。谈到南非工业化及其对流动劳工制度的

影响，裘诺德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南非实行工业化, 莫桑比克人就会沦为“种族退化的受害者”。作为一个殖民者, 此话无

疑是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然而,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工业化对外源型流动劳工提供地——莫桑比克南部地区的影响是深

远的。1865年在莫桑比克禁止奴隶贩卖后不久,就赶上南非“两矿”发现,矿业较高的工资形成巨大的拉力,把奴隶贸易幸存

者——大批劳动力吸引到矿区。至晚到1896年,莫桑比克殖民当局就开始向德兰士瓦金矿输送劳工。在1899～1902年,英布

战争中断了原有的劳动力供给线。在1901和1909年,南非政府与葡属莫桑比克签订《莫桑比克协定》,允许南非矿山公司在

莫桑比克设立招募站70多处,招募15万名工人。这些劳工通常被称为“尚干人”(Shangan)在金矿做工的莫桑比克劳工平均

周薪为2英镑10先令,其中一半发给工人,一半寄往莫桑比克,冻结到工人回国交税后,才予以支付。由此可见,莫桑比克流动

劳工长期在金矿所挣得的工资,不但对农民家庭经济的再生产起着历史性的作用,而且他们还以纳税的方式维持着葡萄牙人

统治莫桑比克所需要的行政费用。劳工所获得的外汇对于平衡该国的收支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世界殖民史上,不同宗主国之间为争夺殖民地所表现出的对立与对扰,可谓不乏其例。然 而,在南非和莫桑比克这两

个有着不同宗主国背景的殖民地之间,为了共同的殖民利益而携手长期合作,这是南非劳工流动体制通过"外源型"流动劳工

所表现出的又一个显著特点。19世纪中期,南非的北部疆界基本划定下来,外来的流动劳工越界流入南非,缓和了以夺地来占

有劳动力的斗争,大规模土地掠夺基本结束,对劳动力的掠夺上升为主要内容.到19世纪70年代,作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

家的英国进入了垄断阶段,它对殖民地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殖民地不仅要做为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还必须成为宗主国大

量"过剩资本"的输出场所。殖民地在帝国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它对南非殖民地政策的影响具体表现在: 

    (一)促使兼并黑人国家的步伐大大加快。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南非的政治格局是英布各 霸一域,南北对峙,各自统治

着其殖民区内的黑人。此外,在南非境内,还存在着祖鲁、佩迪、文达等独立的黑人王国。进入70年代后,英帝国一方面要垄

断整个南非市场,需要垄断地占有殖民地;另一方面,布尔人一直觊觎着仍保持独立的黑人地区。因此,南非也出现了非洲大

陆其他地区普遍存在的领土瓜分狂潮。首先,几个独立的黑人王国分别被英国和布尔人共和国瓜分。1879年英军与非洲军队

(主要是斯威士人)在格涅特•韦斯利勋爵的指挥下,对佩迪人首都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从而使佩迪人失去了独立地位。其后,

为了争夺南非的土地,继而剥削这块土地上的黑人劳动力,英裔白人与布尔人之间爆发了两次英布战争。最后,英国人取得了

战争的胜利。至此,殖民征服基本上完成,土地掠夺也告一段落(当然并未终止,此后仍以多种形式继续存在),9/10的土地落

入白人殖民者手中。 

    (二)资本输出大量增加。帝国主义夺占殖民地的目的是为金融资本创造有利的投资场所,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开发并进

而掠夺殖民地丰富的地面及地下资源。"两矿"发现使殖民地价值骤增,大量资本涌入南非,开矿办厂。据统计,1890年,仅兰

德各矿的投资总额就达2200万英镑。 虽然有了资金,但是金融资本要开发这些资源,以获得利润,还必须有大量的廉价劳动

力。 

    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南非工业化的渐趋深入,南非的流动劳工体制被逐步塑造定型,并对其后的南非的政治经济格局产

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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