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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是在國際社會對朝制裁最嚴峻的時刻，80後的趙斌依然是中朝民
間貿易最堅定的樂觀支持者，這在從事民間邊貿的人中絕屬異類。趙斌的
與眾不同還在於，他是罕有的活躍於社交網路和朝鮮官方媒體視線中的中
國邊貿商人。這正與他近年來獨闢蹊徑的成功轉型有關—從出口二手電
子設備到涉足大宗貿易，再到脫離實體貿易轉而專心搭建線上線下的經貿
文化交流平台，趙斌的每一步似乎都踏在了貿易變化的關鍵節點上。

作為文化交流的一種
形式，近年來以朝鮮油畫
、刺繡、雕塑為代表的朝
鮮藝術品日漸活躍在中國

藏品市場中，成為連年制裁陰霾下朝鮮
不多的幾個取外匯的管道之一。 「朝
鮮油畫在2011年左右有過一次高峰

，現在價格算是比較低的時候。
」 對朝鮮油畫收藏也有涉足的

趙斌告訴記者，儘管市場
對朝鮮藝術品的接受

度、認可度不斷提升，但眼下很多好的朝
鮮油畫作品仍被市場低估了， 「過去一幅
一米多的油畫作品起碼要幾萬元（人民幣
，下同），現在也跌落到萬元以下了。」

記者在丹東走訪發現，大部分朝鮮
特產店都在兼具經營朝鮮藝術品，且一些
有條件的商貿公司，會邀請朝鮮功勳藝術
家等有等級的藝術家現場作畫。在一家位
於丹東的朝鮮特產店二樓，幾幅朝鮮功勳
藝術家的油畫作品被掛在最顯眼的位置，
20多平米的空間內展示了上百幅不同等

級藝術家的作品，此外還有不少被捲成畫
卷保存起來。整個二樓，更像是一個隱蔽
的朝鮮油畫藝術展，其中，栩栩如生的老
虎、筆觸細膩的朝鮮風景、身着民族服飾
的少女等朝鮮油畫常見主題，也構成了這
家店裏藝術品的主要內容。

名家油畫升值潛力大
「這幅功勳藝術家的畫要十多萬。

」 特產店老闆金先生告訴記者，許多從傳
統大宗貿易抽身的邊貿商近幾年轉而做起
了朝鮮藝術品的投資生意，也有不少個體
經營的小商販開始在社交媒體做起了 「藝
術品掮客」 生意，他們成為朝鮮藝術品活

躍在藏品市場的重要推手。金先生在去年
底受邀參加了在香港舉辦的朝鮮萬壽台創
作社藝術展，這場代表着朝鮮最高藝術水
準的藝術展展出了近年來朝鮮頂級的油畫
、刺繡等藝術品，也讓 「深藏閨中」 的朝
鮮藝術品走入國際舞台。

收藏了幾幅人民藝術家作品的趙斌
稱，朝鮮萬壽台創作社的油畫作品價格高
、升值潛力大，「人民藝術家是經朝鮮中
央任命的最高等級藝術家，其中又以獲得
金日成獎為最高榮譽。我手裏就有幾幅這
樣的畫，都是去世的國寶級畫家作品，未
來升值空間很大。」他期待，制裁減輕後
，以藝術品為載體的文化交流可成常態。

另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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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品市場日漸活躍

在中朝邊境貿易極度民
間化的時代，中國最大對朝
貿易口岸──丹東口岸承載
了越來越多人的邊境淘金夢

。在這個GDP總量僅有800多億元（人民
幣，下同）的小城，僅大小貿易公司就有
數千家，更別提人數眾多、零散分布而無
法統計的個人商販。然而，看似熙攘的大
淘金熱潮，卻潛藏着多股暗流，貿易雙方
的誠信問題就是其中之一。

對朝貿易到底有多少雷區？惡意拖欠
貨款、攜款跑路、虛假合同、新官不理舊
賬……每個邊貿商肚子裏多少都有些苦水
要吐。 「我曾和朝鮮留學回來的二代做過
一筆生意，至今還欠我20萬，要不回來。
」 綜合邊貿商小金告訴記者，本在這些見
過世面的二代身上寄託的改善希望也破滅
了， 「誠信問題不改善，朝鮮生意的口碑
就好不了。」 而在口岸經營小商品快十年
的老張則正在經歷一場在朝審理的朝方合

作夥伴合同欺詐的官司， 「我前後花了將
近一萬塊錢打點，其實這個官司贏了我也
拿不到幾萬塊。」 老張哭笑不得，箇中滋
味難以言表。

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丹東對朝貿易公
司如雨後春筍，特別是進入2000年，中朝
民間邊貿逐漸從百姓沿岸的零散易貨貿易
躍升為以貨幣結算的支柱性產業，貿易內
容也從過去的糧食為主拓展到金屬、礦產
、水產等一、二產業的方方面面。朝鮮對
中國的依存度不斷提升，進入邊貿生意就
意味豐厚的利潤。

「90年代朝鮮物資短缺，什麼都需要
，這就讓我們的一部分商人鑽了空子，以
次充好，甚至虛假發貨，不少為官方採購
物資的朝鮮人上了當，回去有的被判刑有
的甚至丟了性命，你說他們恨不恨我們？
」 趙斌說，這種無良商人令雙方深惡痛絕
， 「這些年朝鮮人也學會了，反過來騙，
於是我們就總能聽到中國商人被坑、踩雷
，這對兩邊都不是什麼好事。」

曾與朝鮮朋友深入探討過誠信問題的
趙斌認為，是雙方都沒有在誠信的軌道上
行走才導致了如今的無序現狀。他認為，
兩國民眾間不了解也讓這種負面事件不斷
發酵， 「現在的國際制裁其實也加重了這
種不互信，所有人都小心翼翼，中國的邊
貿商更是難過，我們就希望早日解除朝核
問題帶來的國際制裁，讓貿易重回貿易本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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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貿淘金趟雷區
商販呼喚互信機制

做足準備 朝盼融入國際經濟

對朝鮮產生興趣始於他的學生年代。趙
斌手機裏存着一張十多年前在朝鮮的照片，
正是那一次偶然的赴朝旅行讓他嗅到了巨大
商機。 「我畢業之後就在丹東的貿易公司邊
工作邊學習，不久就成立了自己的貿易公司
。」 剛一起步，他就瞅準了二手家電、筆記
本電腦出口初露端倪的機會，也藉此賺得了
人生的第一桶金。2011年創業做中朝貿易，
趙斌趕上了國內筆記本電腦更新換代、朝鮮
大量需求的高峰時期。

第一次創業，趙斌不諱言無論從資金來
源還是人脈資源上都受到了家裏人的幫助。
「那時候光收二手筆記本電腦，投進去的流
動資金就得有3到5萬美元。」 這對於剛創業
的年輕人來說已是一筆不小的投入。 「剛入
行的時候，我也吃了不少虧。」 他說，邊貿
創業最辛苦的並非貿易本身，而是要時刻提
防貨款收不回、中間人跑路等風險。

「這幾年資金鏈一直很緊張」
「最常見的就是陰陽合同。」 他說起大

宗貿易常遇到的雷區， 「朝鮮人跟我簽了一
份某種200元（人民幣，下同）每噸的貨物
購買合同，可這個人只是個中間人，他又在
朝鮮跟買家簽了500元每噸的合同，賺中間
的差價。」 他說，這種一邊壓價一邊又回國
抬價的做法，幾乎能在所有剛入行的中國商
人身上生效， 「不過現在沒人敢跟我這樣了
，我對他們太熟悉了。」

他坦陳，正是擁有了充足的啟動資金，
才能夠不計折損、加速度般迅速進入以百萬
美元計的大宗貿易。 「中間也做過建材生意
，投入至少也在十萬美元。」 走過一路高歌
猛進的前四年，趙斌和大多數邊貿商一樣，
遭遇了2016年至今一系列的聯合國 「最嚴制
裁令」 。 「少賺了少說也有幾千萬，這幾年
資金鏈一直很緊張。」

高利潤時代已一去不返
不僅是制裁的陰霾始終未散，電子商務

等新的貿易方式也衝擊着現有的實體貿易，
「現在朝鮮有很多80後的二代在接手業務，

他們懂語言，不少還有留學經歷，所以對阿
里巴巴、淘寶這些新的網購平台非常了解。
」 他說，現在朝鮮人在詢價後會跟電商平台
作比較，高利潤的邊貿時代已一去不返。

在這樣的背景下，趙斌的轉型是應時而

需，而非走投無路。 「跟我熟悉的朝鮮人給
我起個外號叫 『趙發言人』 。」 他笑稱： 「
為啥？因為他們覺得每次一有國際事件，我
在社交媒體上發表的內容很中肯，對朝鮮的
歷史、文化了解得很透。」 在微博、微信等
時下國內主流社交媒體上，趙斌從2011年開
始就圖文並茂的展示自己的每次朝鮮之旅，
商務考察、探訪尋常百姓人家、特色朝鮮美
食推薦，因很多地點是普通旅行者無法到達
和進入的，他的賬號也帶上了網紅屬性。他

直言，這也是為正在搭建的
線上線下民間文化、經貿交
流平台打造品牌。

「朝鮮對中國貿易的依
賴程度非常高。」 他說，國
際社會制裁最嚴苛時朝鮮對
中國貿易依賴一度高達九成
以上，這也是他決心建立平
台的初衷， 「中朝貿易不可
能停止，而且做久了，我意
識到民眾互相了解是非常必
要的。」 他舉例： 「過去大
家都被騙怕了，導致現在沒
人敢去朝鮮投資，但其實現
在朝鮮已經設立了 『外國人
投資法』 ，從國家立法角度
保護投資者，而很多中國人
不知道。」 他說，這更凸顯
了一個民間交流機制的重要
性， 「增進了解是開始。」

作為商人，如何從中盈
利？趙斌自有自己的打算，
「就像我同時也在做關愛志

願軍老兵的公益，文化交流
目前看也是公益，但這也會促進一些業務的
開展。」 近年來，隨着在業界知名度的提高
，不少南方的廠商主動聯絡趙斌，希望與朝
鮮洽談工廠搬遷等一系列業務，趙斌的角色
越來越像是一種 「擔保」 ，用逐漸樹立起的
個人品牌來擔保一單生意的安全，這種獨特
的貿易模式也為他自己增加了資金流。

向中國貿易商擔保，也向謹慎的朝方擔
保， 「這些年，朝鮮人也被我們的貿易商騙
過，雙方都有點害怕打交道、做買賣。」 通
過趙斌，更多的朝鮮貿易團體、商業代表來
到中國。 「去年遼寧主要領導訪問朝鮮，在
我這就感到了大變化。」 他說，僅去年11月
就馬不停蹄的接待了朝鮮醫療、金融及建築
界的多領域來華代表團，並促成了遼寧優勢
產業，如陶瓷、中醫等與朝鮮的合作。

藉社交媒體搭民間交流平台
「真實的朝鮮其實並不像我們傳說中的

那樣神秘，在中朝友誼的背景下，我做了這
麼多年的邊貿就深有體會。」 趙斌坦言，希
望通過自己的平台，以民間的力量促成中朝
友誼的傳承，讓眾多邊貿商獲得更多的生存
空間。

「若不是突然暴發的新
冠疫情，朝鮮與中國在多個
領域的交流合作將按照兩國
領導人既定的軌跡目標迎來

大發展。」 朝韓問題專家、遼寧社科院研
究員呂超在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時指出，
在去年中朝建交70年兩國領導人歷史性互
訪的大背景下，遼寧、吉林兩個與朝鮮接
壤最重要的省份也分別有一把手訪朝，這
讓外界看到了邊貿活躍起來的信號。 「相
信隨着朝鮮限核的推進，聯合國制裁會有
減輕的舉措，特別是一些重要物資的出口
會繼續放寬，到時，朝鮮會很快融入國際
經濟。」

至今，聯合國通過的一系列對朝制裁
舉措已經切斷了朝鮮包括礦產資源、水產
、紡織品在內的最主要的幾大出口創匯渠
道。 「朝鮮是有意願繼續發展礦產採掘業
的，而且有很迫切的需求。」 呂超觀察認
為，聯合國對朝制裁減輕將很有可能從朝
鮮的煤、鐵及貴金屬礦產資源出口開始，

並藉此恢復且加強與外界的廣泛聯繫。 「
若制裁減輕，紡織品、海產品、勞務輸出
，甚至一些IT行業的小項目都會有受益，
這也是邊貿的商機。」

引人注意的是，朝鮮近年來的勞動力
對外輸出成為其與世界產生廣泛聯繫的一
個重要方面。 「朝鮮的勞動力有嚴格的紀
律性，而且勞動力的素質、技能都明顯優
於其他地區，再加上朝鮮的人口結構呈現
年輕化，要說它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也不
為過。」 呂超看好朝鮮勞動力的突出優勢
，並指出這也將成為未來制裁減輕後邊貿
的一個重要內容， 「在聯合國制裁前，朝
鮮很多地方都建有勞動密集型的工廠，未
來，在其本國之外的勞動力出口也將成為
一大趨勢。」

在融入世界產業鏈的同時，朝鮮國內
經濟也在經歷着一些改變。 「我注意到朝
鮮最近幾年在國家經濟管理上的改變，包
括出台了外商管理法，引入了稅收的概念
等。這些年朝鮮在稅收制度等領域開始向
中國學習。」 他認為，這都說明朝鮮已經
有足夠的準備，待制裁減輕後快速融入世
界經濟。

對於制裁和疫情雙重影響下的邊貿寒
冬，呂超指出： 「目前，朝鮮對中國貿易
的規模還比較小，但就遼寧和吉林兩省的
情況看，與朝鮮在經濟上有互補性，未來
是會出現轉機的。」 他樂觀看待目前出現
的暫時性貿易停擺。

▲丹東口岸關閉，中朝貿易商販受損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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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斌在朝鮮一家服裝加工廠參觀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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