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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容摘 要 】 中 非 古代传 统 友谊 、 近代共 同 遭 遇 、 现 代 共 同

利 益奠定 了 中 国 在 非 洲 软 实 力 的 基础 , 中 国 外 交 战 略及对非政 策

蕴含 中 国 的 软实 力 , 中 非合作论坛彰 显 了 中 国对外 交流 与 对话机

制 的 软实 力 , 中 国 对 非援助 和 双边经 贸 合 作 发 展 了 中 国 的 软 实

力 , 中 国 的 改革 开 放道路 和 成功 的 发展 经 验展 示 了 中 国 的 软 实

力 。 中 国 在 非 洲 的 软 实 力 建设 也 面 临 多 方挑 战 , 应 制 定 国 家软 实

力 发展 战 略 , 通过 国 家 内 部 自 身 建设巩 固软 实力 , 通过 中 非合 作

进 一 步加 强和 改进对 非软 实 力 建 设 , 进一步 增 强 中 非合作 论坛 在

对 非 软实 力 建设 中 的 作用 , 妥 善 应对 中 非 关 系 中 的
“

西 方 因素
”

,

充分发挥广 大 民 众和 社 团 组 织 在公共 外 交 中 的 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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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实力
”

( Ｓｏｆ ｔＰｏｗｅｒ ) 的概念是 由美 国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 ？ 奈

提出来的 , 他指 出
,

一个国家的综合 国力既包括 由 经济 、 科技 、 军事实力

等表现 出来 的
“

硬实力
”

,
也包括 以文化 和意识形态 吸引 力 体现 出来 的

“

软实力
”

； 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很重要 , 但是在信息时代 , 软实力正变得 比

以往更为突 出 。 中国学者一般将软实力集 中归纳为四个方面的影响力 , 即

文化影响力 、 意识形态影响力 、 制度安排上的影 响力和外交事务 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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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应 当说 , 近些年来 , 随着中 国 国力和传播实力 的增长 , 中 国在以上几

个方面的影响力都有 了较大幅度 的提升
——

中 国 的语言文化在世界范围内

受到重视 ；

“

中 国模式
”

、

“

北京共识
”

成为西方学者 和政要津津乐道的话

题 ； 中 国参与制定 国际规则 的意识在增强 ； 中 国政府在处理国 际关系 中的

斡旋能力 、 协调能力 以及对 国际社会的号召力有所提高 , 这些都是我 国软

实力逐步提升的重要体现 。 中国在非洲 的软实力 就是其 中一个比较突 出 的

事例 , 值得认真总结和分析 。

一

中国在非洲软实力建设的成就

1
－ 中非古代传统友谊 、 近代共 同遭遇 、 现代共 同利益奠定 了 中 国在

非洲软实力 的基础 。 古代 中非交往的历史文化传统 , 郑和下西洋的文化传

播之旅 , 给非洲 国家和人民带去 了 中 国悠久的文化 、 传统 、 没有蹂躏的殖

民和奴隶贸 易 。 近代中 非共同 的历史遭遇 , 使 中非双方都十分珍惜民族独

立和 自 主 , 十分渴望相互尊重和平等互利 。 现代 中 国和非洲在反帝反殖和

民族解放斗争 中相互支持 的共 同经历 , 为 中非平等互利关系 的建立打下了

坚实的合作基础 。 新中 国成立和非洲 国家独立开创 了中非关系新纪元 。 发

展 同包括非洲 国家在 内的广大发展中 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是 中 国外交政策

的基础 , 是中 国长期坚持的方针 。 中 国 的非洲朋 友在 1 9 7 1 年把 中 国
“

抬

进
”

了联合国 , 使 中 国恢复 了在联合国 的合法席位 , 后来在 台湾 、 西藏 、

人权问题上给予中 国
一贯支持 , 多次在国际大会上挫败反华提案 , 为维护

和发展双边关系打下了 良好的政治基础 。 半个多世纪以来 , 中非传统友谊

经受 了 国际风云变幻和各 自 国 内形势变化的考验 ,

一

直稳步发展 。 双方政

治关系 密切 , 高层互访不断 , 人员 往来频繁 , 经贸关系 发展迅速 , 其他领

域的合作富有成效 , 在 国 际事务 中 的磋商与协调 日 益加强 。 中 国 向非洲 国

家提供了 力所能及的援助 , 非洲 国家也 给予 中国诸多有力 的支持 。

＂

真诚

友好 、 平等互利 、 团结合作 、 共同发展是 中非交往与合作的原则 , 也是中

非关系长盛不衰的动 力 。

” ？赞 比亚前总统卡翁达 1 9 6 7 年称赞 中赞两 国是

① 参见 2 0 0 6 年 1 月 中 国政 府 发表 的 《 中 国 对 非 洲政 策文 件 》 , ｈ ｔ ｔｐ ：／ ／ｗｗｗ．ｆｏｃ ａｃ． ｏ ｒｇ ／

ｃ ｈｎ／ ｚｆｇｘ／ ｚｆｇｘｄ ｆｚｃ／ ｔ 4 8 1 2 5 3
．ｈｔｍ ,  2 0 0 6 年 1 月 1 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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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天候朋友
”

, 此后 中非领导人经常援引这句话来形容双边关系 ,
这些都

反映和说明 中 国在非洲的软实力具有深厚的历史和传统基础 。 现代中非面

临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共 同的发展 目标和任务 , 双方致力于建立政治上平

等互信 、 经贸上互利合作 、 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及其
一系

列举措 , 为中国在非洲 的软实力建设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

2
． 中 国外交战略及对非政策 蕴涵的 软实力 。 从新 中 国成立到改革开

放前的近 3 0 年 中 , 中 国政府 执行独立 自 主 、 自 力更生 的方针 , 奉行互相

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 互不侵犯 、 互不干涉内政 、 平等互利 、 和平共处五

项基本原则 , 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 立场 , 都获得了非洲 国家政

府和人民的高度认 同 。 自 2 0 世纪 7 0 年代末改革开放至今 , 中 国和世界都

发生了沧桑巨变 。 就 中国而言 , 中国共产党 已经从革命党转为执政党 , 从

经济到政治进而推进到社会各方面的改革浪潮 , 使中 国社会发生了 巨大的

变化 , 改革的意识形态取代了斗争的意识形态 , 经济迅速发展 , 国力大大

增强 , 构建和谐社会成为执政党 的国 内战略 目 标 。 就世界而言 , 冷战结束

后 以美苏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不复存在 , 人类进

入全球化和信息化 的时代 。 国 内外形势的变化使中 国执政党和政府及时地

调整了 国 内外战略 , 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 和全球规则 的制定 , 推动政治 、

经济 、 文化等全方位的 国际合作 , 在 国际事务 中发挥更加主动的作用 , 努

力维护国际社会的多极化格局和各 民族文化的 多样性 , 倡导和推动国际关

系 的民 主化和新的 国 际政 治经 济新 秩序 , 推行多边主义和多边外交 。
2 1

世纪初 , 中 国提出 了
“

和谐世界
”

的新理念 。

“

和谐世界
”

集 中体现 了中

国对当今的 国际局势 、 全球问题 、 人类命运和理想 目 标的基本判断和价值

追求 , 它是国 内和谐社会战略在国 际政治领域的 反映 。 中 国
“

和谐世界
”

的全球战略 , 既共享 了国 际社会普遍 的理想价值 , 反映 了人类在全球化时

代 的共 同愿望 ； 同 时也体现了 中华民族 自 己 的政治 、 经济和文化特色 。 这

表明中 国作为
一个发展 中 的 大国 ,

一方面 , 坚持走 中 国 特色 的现代化道

路 , 致力于 自 身的 发展和进步 ；
另一方面 , 积极参与国 际事务 , 致力 于维

护世界和平与人类文 明的多样性 , 促进 国际社会的全面进步 。

“

和谐世界
”

体现了 中 国传统文化 中
“

和而不 同
”

的精神境界 , 是
“

和而不 同
”

这一传

统价值在全球化时代 的 中 国外交政 策 中的 升华 , 具有独特 的 中 国元素和

价值 。

中 国政府制定的平等 、 务实 、 合作 、 互利 的对非政策蕴涵着 中国 的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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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力 。 ( 1 ) 中 国对非洲 的援助政策建立在互不干涉 、 尊重主权 、 平等互利

的基础之上 ,

“

不附带人权对话 、 善治 、 经济改革和环境关注 , 其唯
一的

条件就是奉行
一

个 中 国的政策 。 这种方式受到 了非洲政府 的赞赏
”

,

“

可能

对这个大陆的发展范式产生重大影响
”

。

？ ( 2 ) 
“

非洲领导人赞赏中 国的务

实态度 , 北京的双赢言论令他们感到很受用 。 这种务实的态度促使非洲人

相信 , 中 国把非洲视作贸易伙伴
——

这 比美 国以慈善行为换取政治变革 的

做法更符合他们的 心意 。

”
②

( 3 ) 全方 位合作 。 美国媒体认为 , 中 国 向 世

．

界各地派遣两千多名志愿者去教汉语 , 更新外交使团队伍 ( 据报道 , 全国

四千名外交官当 中有
一

半年龄在三十五岁 以下 ) , 增加对外援助 , 提高海

外投资数额 , 在许多国家成立孔子学院 以促进世界范 围的 中 国文化研究 ,

发动狂热的贸 易攻 势 , 由 此将软实力影 响 范围 扩大到 了拉美 、 中亚和 非

洲 。 英国广播公司去年对 2 2 个国家进行 的民 意调查发 现 ： 几乎所有 的人

都认为 中 国在世界上发挥的作用要 比美国 更积极 。

3 ＞塞 内 加尔总统阿朴杜

拉耶 ？ 瓦德通认为 ,

“

通过直接投 资 、 贷款和各种公道合理的合 同 , 中 国

已帮助非洲 国家建立 了许多基础设施项 目 。 在包括塞内加尔在 内 的许多非

洲 国家 , 基础设施的改 良对刺激经济发展发挥 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 上述这

些进步得 以在非洲持续 , 并提高 了 数百万非洲民众——而非少数精英分

子——的生活水平
” ？

。 美国学者 承认 , 通过投资 、 人道主义援助 、 提供

优惠贷款和免除债务 、 经济合作项 目 、 增加文化和学术交流项 目 、 坚决承

诺将尊重 国家主权并奉行不干预政策 、 通过驻外使节与外交官与 当地 民众

打成
一片等手段 , 中国在非洲 的影响力在扩大和加强 。 与发达国 家相 比 ,

非洲 国家对中 国 日 益提升的影响力感到更为乐观 , 表明中 国在非洲 的软实

力正在取得效果 。 这使 中 国有可能在国 际舞台上和西方平等竞争 。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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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美 国 战略 与国 际问题研究 中心
“

巧实力委员会
”

： 《 中 国软 实力及 对美 国 的影响 》 , 引 自

新华通讯社 《参考 资料 》 2 0 0 9 年 5 月 1
4 日 , 第 1

一

6 页 。

③
“

美专家 ： 中 国软实力成就非凡
”

, ｈｔｔｐ ｊ／ ／ｗｗｗ
．

 3 6 0 ｄｏｃ． 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0 6 ／
1 0 2 Ｘ ／

0 2 ／ 7 5 7 9
＿

2 3 5 8 0 0 ． ｓｈｔｍｌ ,  2 0 0 6 年 1
0 月 2 1日 。

④
“

《金融时报 》 ： 中 国 的发展模式更值得非洲借鉴
”

, ｈｔ ｔｐ ｉ／ ／ ｃｈｉｎａ ,
ｈｕａｎｑｉ

ｕ ． ｃｏｍ／ ｅ ｙｅｓ
＿


ｏｎ

＿

ｃ ｈ ｉｎａ ／ 2 0 0 8 

—

0 2 ／ 5 9 0 7 8 ．

ｈｔｍ
ｌ

, 2 0 0 8 年 2月 1 2 日 。

⑤ 美 国战略与 国际问题研究 中心
“

巧实力委员 会
”

： 《 中 国软 实力及 对美 国 的影响 》 , 引 自

新华通讯社 《参考资料 》 2 0 0 9 年 5 月 1 4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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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中非合作论坛彰显 了 中国对外交流与对话机制 的软实力 。

2 0 0 0 年

1 0 月创立 的 中非合作论坛 , 成为 中非集体对话 的有 效机制与全面合作 的

重要平 台 , 开辟 了中非合作的新纪元 。 ( 1 )  2 0 0 6 年 1 1 月 , 中非领导人首

次齐聚北京 , 共 同出 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 确立政治上平等互信 、 经

济上合作共赢 、 文化上交流互鉴 的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 绘制了 中非合

作 的新蓝图 , 成为 中非关系新 的里程碑 。 胡锦涛主席在峰会上宣布的未来

三年内 中国政府加强对非务实合作的 8 项政策举措 ,
得到 了非洲 国家和人

民 的热烈欢迎和 国 际社会 的普遍赞誉 。 英 国媒体称 ,
2 0 0 6 年北京 中非峰

会 ：

“

是
一

次经过精心设计的 中 国式软 实力 的展示 , 它形象地提醒人们 ,

不断壮大的 中 国经济具有强大吸引力 。

”？
 2 0 0 9 年 1 1 月 中非合作论坛第 四

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 《 中非合作论坛沙姆沙伊赫宣言 》 和 《沙姆沙伊赫行

动计划 》 , 明确 了未来三年 中非在重点领域合作 的指导思想 、 主要 目 标和

具体举措 , 为进
一

步推动 中非合作全面发展注人 了新 的生机和活力 。 ( 2 )

中 国政府通过 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 、 高官级后续会议及为部长级会议

做准备的高官预备会 、 非洲驻华使节与中方后续行动 委员会秘 书处会议 、

中非外长级定期政治对话等
一

系列的会议机制 , 以及部长级会议期间举办

的 中非投资与贸 易 、 中 国与非洲国家改革经验交流 、 消除贫困与农业可持

续发展 、 科技与卫生合作等专题研讨会 、 中非企业家大会 、 中非友好合作

成果 图片展 、 非洲艺术精品展 、 非洲国家钱币 和 邮票展及峰会纪念邮票首

发式等活动 , 发表有关中非合作的宣言 , 宣传中 国政府在构建中非关系 中

的平等 、 互利 、 合作共赢等处理 国际关 系 中 的核心价值观和基本行为准

则 , 宣示 中 国政府为 中非合作 采取 的各项政策 , 宣 布
一

系列 不附加任何

条件的援助项 目 , 这些举措不仅显示 了 中 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实力增

强的影 响力 , 使中 国备受非洲国 家的好感 , 而且还通过建立孔子学院等

一系 列文化交流与合作举措 , 增进了非洲 对 中 国文化 的了解 。 ( 3 ) 中非

合作论坛 网站通过设立部长 级会议 、 中非关 系 、 走 进非洲 、 感知 中 国 、

交流与对话 、
非洲时政 、 媒体声音等栏 目 , 为促进 中非政府 之间 、 不同

学者之间 、 媒体与大众之 间 的相互 了解 , 加深相互 间 的认识 , 宣传 中非

新型战 略关系 , 以及中非合作进展情况 , 起到 了积极 的推动 作用 。 从这

① 马利德 ( Ｒｉ ｃｈａ ｒｄＭ ｃＧｒｅｇ ｏｒ
) ： 中非 峰会 展示 北京

“

软 实力
”

, 英国 《 金融 时报 》 , 引 自

ｈｔ ｔｐ ：／ ／ ｓｕ ｎｂｕｄｄ ． ｂｏｋ ｅｅ ．ｃｏｍ／ｖ ｉｅｗ ｄ ｉ ａｒｙ
． 1 3 4 7 4 6 9 3

． ｈ ｔｍ ］
,  2 0 0 6年 1 1月3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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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平 台 , 可 以看到 中 国政府的 各种政策及其落实情况 , 可以 感受到 中 国

政府诚信守约 的态度 、 合作务实的 工作作风 , 以 及非洲 国家的政府 和人

民对中非合作 的积极评价和肯定 。

4
． 中国在对非援助 和 双边经贸合作 中辛勤栽培和精心培育而成 的 中

国软实力 。 作者 2 0 0 9 年 9 月 随外交部非洲司 组织的学者考察 团走访赞 比

亚 、 埃塞俄 比亚 、 加纳三国过程中 , 对 中非关系现状最切身的感 受就是 ,

中 国政府 、 企业和人 民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和付出 , 使中非友谊结出 了丰

硕的成果 , 三国政府官员和学者普遍认为 中非关系 正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

期 , 普遍认为中非战略关系不同于西方 国家与非洲 的关系 。 作者将之总结

概括 ,
认为其优势主要体现在 ： ( 1 ) 中 国 对非援助是忠诚的 、 不 附带任

何条件 的 ； ( 2 ) 中 国 对非援助建立在 尊重非洲人 民 的 自 主选择 的基础

上 , 不将 自 己 的意志强 加于人 , 不对受援 国指手画 脚 ； ( 3 ) 中 国在非洲

的活动不是将非洲殖民化 , 而是发展平等互利合作的 经贸关 系 ；
( 4 ) 中

国没有将 自 己 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强加于非洲 国家和人 民 , 而是尊重非

洲 国家和人 民选择 自 己 的发展道路 ； ( 5 ) 中 国对非洲 的援助不仅是靠财

政资助 , 而且是真诚地 派专家和志愿者 到非洲 国家去帮助当 地政府和人

民发展经济 , 通过对非洲 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援助 、 建立经贸合

作 区 , 带动 当地城市和社会发展 , 培养非洲 国家 自 力更生 、 国家独立发

展 的能力 。 这次学者考察团所到 之处 , 无论是 当地政府官员 , 还是学者

和社会人士 , 甚至是海关官员 , 都对代表 团成员 十分友好 , 对 中非关 系

给予积极肯定的评价 。 这说明 中 国 的 国家形象在改善 , 国际影响 力在扩

大和提高 。
中非合作 已经开始超越经贸文化交流本身 , 显示出 中 国软实

力 的 形成 。

5 ． 中国 自 身走过的改革开放道路和 成功的 发展经验所蕴涵 的 中 国软

实力 。
( 1 ) 中 国发展道路 的吸引力 。 埃及 国际合作部部长纳贾女士指 出 ,

非洲各 国希望能够分享 中 国 的成功经验 。 她说 ：

“

中 国实现了快速而 良好

的发展 , 通过中非合作论坛 , 我们能够分享中 国的经验并从中受益 。 中方

提出 的各项建议 , 无论是中 国总理温家宝提 出 的 , 还是中 国外长 、 商务部

长和其他代表团成员 提出 的 , 对非洲 的发展都十分重要 。

” ？“

非洲 国 家必

① 方文军 、 申旭 ： 《 中非 合作 论 坛 第 四届 部 长 级 会议 明 确 三 年合 作 方 向 》 , ｈｔ ｔ
ｐ ：／ ／ｇｂ

．

ｃｒ ｉ
． ｃ ｎ／ 2 7 8 2 4 ／ 2 0 0 9 ／ Ｕ／ 1 0 ／ 3 7 8 5 ｓ 2 6 7 2 5 8 8 ．ｈｔｍ

,  2 0 0 9 年 1 1 月 1 0 日 。





中 国在非洲 的软 实力建设 ：
成就 、挑 战与对 策 6 7

须像 中国
一

样 , 主要依靠 自 己 的努力谋求发展 , 必须结合本国实际 , 制定

长远的发展战略 。

”？ ( 2 ) 中 国发展成就的 吸引力 。 非洲国家领导人认为 ：

“

在过去近 6 0 年里 , 中 国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 , 人 民生活质量发生了很

大变化 。 中国曾经历挫折 , 但 中 国成功渡过难关 。
中 国现在是

一个稳定的

世界经济大国 , 这不仅是中 国人 民的福祉 , 也是世界和平与进步 的福祉 。

中 国在 过去 近 6 0 年里 所取 得 的成就不仅 属 于 中 国 人 民 , 也属 于全人

类 。

”？ ( 3 ) 中国发展方式的吸引力 。 非洲学者认为 ,

“

改革开放 以来 , 中

国 日臻强盛 , 其根本在于坚持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

”

他说 ：

“

上

世纪 9 0 年代 , 西方在非洲掀起多党 民主浪潮 , 结果在非洲 大陆 引发了 大

规模动荡 , 遗患至今 。

一些非洲 国家从痛苦的经历和教训 中认识到 , 重要

的是寻找和确立与本国社会 、 经济 、 政治 、 历史及文化传统相适应 的发展

模式 。 而中 国做到 了这
一点 , 建立了 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 并在

实践 中不断完善 , 为发展中 国家树立了榜样
”

。

③
( 4 ) 中 国有关发展 的思

想和观念的吸引力 。 在西方人的心 目 中有一条不成文 的规则 , 这就是尽管

中国可能变得富裕 , 但 西方 的 价值观和文化将继续界定世界的 规则 。 然

而 ,

“

这种情况已经发生改变 , 第一次 出 现崭露头 角 的
一极强大到可 以在

全球舞台上改变人类处事的方式
”

, 中 国
“

正竭力 将 自 己塑造为
一

种致力

于世界正义的力量
”

。

④
中 国软实力 部分来 自

“

中 国 的 商业影 响 日 益扩大 ,

但是 , 另
一些表明新的 中 国物理学的 精神有吸 引力

”

。 即 将
一

个易受外部

因素影响 的不成熟改革进程转变成
一个 自我实现的改革进程 , 更多地 由 内

部动力决定 , 而不是靠外部因素推动 ,

“

这些 经验把 中 国 的思维与从其他

地方的全球化文化失败中吸取的教训融合在
一起＂

。

⑤
“

把中 国的思想与西

方的知识结合起来 。

”“

就 目前而言 , 它 ( 指中 国文化——作者注 ) 最重要

① 洛美大学董 事会 主席 ： 《 中 国 发展 惠 及 非洲 国 家 和 人 民 》 , ｈｔ ｔ
ｐ ：／／ｗｗｗ ．ｇ ｙｃｈ ａｏ ｔ

ｉ
ａｎ ．

ｇｏｖ
． ｃ ｎ／ｂｓ ｆｗ／ＳｈｏｗＡ ｒｔ ｉｃ ｌｅ．

ａ ｓｐ ？Ａｒｔ ｉｃｌｅ ＩＤ
＝

 1 7 0 7 5 , 2 0 0 8年 1 2月 3日 。

② 郭春菊 、
王璐 ：

“

厄立 特里亚 总 统厄 中 战 咯伙 伴关系 发展迅 速
＇

”

, ｈｔ ｔ
ｐ ：／ ／ｗｗｗ．ｎ ｂ

－

ｂａｐ
． ｃ ｎ／ｖ ｉｅｗｔｈ ｒｅａｄ ．

ｐｈｐ？ｔ
ｉｄ
＝

1 4 2 8 ＆－

ｅｘｔ ｒａ
＝

ｐａｇ ｅ％ 3Ｄ 1 ,  2 0 0 9 年 5 月 7 日
。

③ 陈顺 ： 《

“

非 洲老 朋 友
”

见 证 中 国改 革 开放 》 , ｈ ｔ ｔｐ ：／ ／ｗｗｗ
． ｔ ｆｏ ｌ

． ｃｏｍ／ 1 0 0 2 6 ／
1 0 1 1 8 ／

2 0 0 8 ／ 1 1 ／ 4 ／
1 0 6 5 2 7 4 2 ．ｓｈ ｔｍ ｌ ,  2 0 0 8年 1 1 月 3 日 。

④Ｍａ ｒｋＬｅ ｏｎａｒｄ
“

Ｃｈ
ｉｎｅ ｓｅＳｏｆ ｔＰｏｗｅｒ

＂

,ｈｔ ｔｐ ：／ ／ｍ ａｒ ｋｌｅｏｎ ａｒｄ ．
ｎｅ ｔ

／ｊ
ｏｕｒｎａ ｌ ｉｓｍ／ ｃ ｈｉ ｎａ ｓｏｆｔ

－

ｐｏｗｅｒ／ ,
 2 0 0 4 年 9月 1 1

日 。

⑤Ｊｏｓ ｈｕａＣｏｏｐｅｒＲ ａｍｏ ,ＴｈｅＢ ｅｉ
ｊ

ｉｎｇＣｏｎ ｓｅ ｎｓｕ ｓ ？Ｌｏ ｎｄｏｎ ：Ｔｈ ｅＦｏ ｒｅｉ

ｇｎＰｏ ｌ ｉｃ ｙＣｅｎｔ ｅｒ ,

2 0 0 4 , ｐ ． 5
,
ａ ｖａｉｌａｂｌ ｅａｔ ｈｔ ｔ

ｐ ：／ ／ ｆｐ ｃ．
ｏｒｇ

．ｕｋ／ ｆ ｓｂ ｌｏｂ／ 2 4 4 ．

ｐｄ 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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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在于确保 中国人希望控制和管理 自 己 的全球未来 , 并使其具有地方

特色 。

”

中 国的发展道路说明 , 从全球视野看 , 重要的 不是一个 国 家政治

体制的性质 , 而是它在何种程度上可 以改善国民 的福祉 。 在外交层面 , 这

意味着 国家利益而非普世标准应该促进合作 。

二 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建设面临的挑战

随着冷战结束后非洲 国家 向西方多党制转型 , 中非经贸合作迅猛发

展 , 中 国在非洲 的影响 力迅速扩大 , 随着非洲政治民主化和 中 国改革开放

的 深化 , 中非各 自 的 内 部形势和对外关系 发生 了新的变化 , 中 国在非洲 的

软实力建设面临来 自 多方面的新的挑战 。

1
． 来 自 非洲 的挑战

( 1 ) 时代变化和 国家发展 目 标 的 调整使 中非合作 的政治基础受到挑

战 。 随着非洲大陆
“

非殖民化
”

的终结以及随后 的政治变革和反对种族主

义斗争的胜利 , 非洲 国家对 中 国 政治上的 需求相对减少 。 为摆脱
“

贫 困

化
”

和
“

边缘化
”

的危境 ,

一些非洲 国家纷纷将经济利益作为 国家外交政

策考虑的首项 , 外交政策 中的实用主义色彩 日趋浓重 。 与此同时 , 中 国经

济的快速增长使得国家对市场 、 资源 的需求增大 , 经贸合作在 中非关系 中

的地位迅速抬升 , 经济利益关系在中非合作中举足轻重 。 由于非洲 国家政

党轮换 、 政权更迭频率加快 , 非洲 国家执政党及其领导人更加注重通过发

展经济 、 改善民生来维系 和巩固其政治合法性 。 在对外政策方面 , 许多非

洲 国家以谋求外援为基本出发点 , 强调外交为 国家发展服务 , 外交政策倚

重西方大 国的援助 。

( 2 ) 中非双方政治需求的 差异性甚至政治利益摩擦 日 渐增多 。 在意识

形态方面 , 完成政治体制转轨的非洲 国家新一代领导人大多接受过西方的

教育 , 崇 尚 西方的价值观念 , 意识形态取 向逐步向西方靠拢 , 在 民主和人

权观方面与 中 国拉大了距离 。 双方在联合 国改革 , 特别是增加常任理事国

席位问题上 , 诉求不尽
一致 。 这种随着中非发展不平衡 , 各 自 利益需求多

元化 , 在双方共同利益扩大相互需求增多的 同时 , 双方对国际事务的关切

点或利益需求之间 的分歧也在增加 。

( 3 ) 冷战 结束 以来非洲 国家政治 民主化浪潮 , 使非 洲 国 家与 中 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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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 、 发展道路和政治制度取 向等方面的 差异性拉 大 , 由 此影响 中

非双方对民主 、 人权 、 主权等方面的价值判断 。 随着非洲 以多党制 为主

要特征的 民主政治 的进 一步发展 , 非 洲 国 家社 会利益 集 团也趋 于 多元

化 , 进而影响 了
一

部分非洲人对 中 国 及 中 非关 系 的看 法 , 甚 至 出 现 了

有损于 中 国形 象和 中非关 系 的负 面舆论 。 由 于 中 非关 系 在 国 内 政治层

面 的政 治诉求差 异性扩大 , ＿党轮 换政权更迭 频率加 快 , 与 中 国 渊 源

较深 的非洲 老一代 领导人相继去世 或 隐退 , 新
一

代 非洲 领导 人对 中 国

和 中非传 统友好关系 的观念淡化或 发 生变 化 , 中非 关 系 的 不 确定 因 素

在增加 。

2 ． 来 自 中国 自 身的挑战

( 1 ) 少数中 国企业行为影响 了 中国 的形象 。 在中非经济合作广泛深人

发展的过程 中 , 少数 中 国企业 的行为引起双方经济利益摩擦增多 , 给中 国

国家形象带来了负 面影 响 。 其
一

, 虽然 总体上 中非关系存在互补性 , 但具

体到一些特定的产业 、 行业 、 产品 , 却是一种竞争关系 ,

一

些中资私企在

非洲经营的行业与当地产业结构重叠雷同 , 挤 占 当地就业与市场 , 导致
一

些非洲 国家抱怨 中 国企业对当地产业形成冲击 , 以及针对中 国 发起贺易保

护或反倾销案件调査事件增多 。 其二 , 中 国产品 质量问题 , 也影响 中 国人

及 中 国 的国家形象问题 。

一些企业产品销售过程中 出 现的假 冒伪劣产品 问

题 , 已引起 当地社会和媒体的关注 , 这种情况在作者访 问过的 埃塞俄 比亚

和加纳就比较突 出 , 当地政府和学者呼吁中方通过制定和实施有关产品质

量标准 , 严把出 口 质量关 , 从出 口环节杜绝该 问题 。 当然 , 该问题也涉及

非洲 国家进 口商 的利益驱动因 素 , 需要非洲国家政府严把进口 质量关 的问

题
。 其三 , 存在个别 中 国私企对当 地黑人雇员 的歧视 、 呵斥态度 , 严重影

响 中 国公民和 国家的形象。

( 2 ) 中 国政府如何在 坚持 不干 涉 内政原则 前提下 , 加强 对非洲 国

家 内部政治稳定与 和 平等热点 问题 的 关注 。 非洲 国 家和领 导人 对 中 国

通 过联合 国安理会 和派驻维和部 队支持和 维护非洲 国家 的 和平 与 安全

表 示积极肯定 和赞扬 , 但
一些非政 府组织 和社 会 团体则认为 , 中 国在

非洲 国 家 内部 的 和平与安全 问题上的 不干 涉 内政 原则并不 等 于不关注

非洲国 家 内部 的 和平与安全 , 中 国 在此 问 题上应该采取更 加积 极 的态

度 , 而不是 消极 回避 , 虽然 中 国 政府 已 经 通 过 自 己 的 方 式 劝 导 和促

谈 , 推 动冲突各方通过对话解决争端 , 但其投人 的 力度 和规模 还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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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够 。 他们认 为 , 对非洲 国 家政 治稳定的 关注与对 非洲 经 贸 合作 的关心

同 样重要 。

( 3 ) 中非文化合作滞后于 中非经贸合作与政治合作 。 其
一

, 中 国媒体

落地非洲 问题 。 学者考察团三国之行 , 明显地感觉到 中 国媒体在非洲 的影

响力太小 。 赞 比亚 的五星级宾馆饭店能收到 ＣＣＴＶ— 4 , ＣＣＴＶ
－

9
, 埃塞

俄比亚和加纳的 四 、 五星级宾馆则收看不到 , 相 比之下 , 美 国的 ＣＮＮ 和

英国 的 ＢＢＣ 则 随 处可见 。 其 二 , 中 非 经 贸 合作强 势 , 文化合作 弱 势 ,

官方交往强势 , 学者 民间 团体交往弱势 的 问题 。 随着非洲走上西方政治

民 主化道路 , 公民社会的 力量逐渐发展壮大 ,

“

已 有迹象表 明 民 间 团体

对中 国参与非洲 事务产生 了反 冲力 … …非洲各国政府必须考虑它们社会

内部 、 企业界以及 民间 团体 内 部的对抗性压力 , 这
一点越来越紧迫 。 在

许 多政治空间 正在扩大 的 国家 , 中 国扮演 的 角 色受到越来越 多 的争论 ,

而且双赢 的说法受到 挑战
”

。

？其三 , 中 国文化交流 内容需 要不 断丰富和

深人 的 问题 。 目 前 中非 文化交流主要 限于语言和传统文化 的交流 , 如何

在此基础上注人现代 中 国社会 的核心价值和文化 观念 , 使传统文化与现

代 中 国文化有机结合 , 相得益彰 , 是今后 中非文化交流必须面对和解决

的 问题 。

3 ． 来 自 西方 国家的挑战

面对 中非关系的迅猛发展和 中 国对非战略的显著成效 , 西方一些国家

一方面难 以适应中 国打人其传统势力 范围的形势 , 心态失衡 ； 另
一方面又

囿于当前金融危机的 困扰而无力 加大对非投入 , 因 此便打着
“

民 主 、 人

权 、 良政
”

等政治 口号 , 散布所谓
“

新殖 民论
”

和
“

掠夺资源论
”

来污蔑

和诋毁 中 国在非形象 , 具体来说 , 主要体现为 以下几个方面 ：

( 1 ) 指责 中 国忽视人权 , 喜欢与不民 主的 政府打交道 。

“

对全世界寻

求维持 自 己掌权的独裁领袖而言 , 中 国越来越适合当做蓝图 。

＂ “

北京已经

向 独裁者展示 , 他们不必在权力和利润之 间作 出选择 ； 他们可 以两者兼

有 。 如今 中 国展示 了
一个政权可 以镇压有组织的反对派而不必透过选举建

① 珍妮 弗 ？ 库克 ： 《 中 国在非洲的 ．软实力 》 , 引 自 美国 战略与国 际问 题研究 中心
“

巧实力 委

员会
”

： 《 中 国的软实力及对美 国 的影响 》 , 转引 自 新华通讯社 《 参考资料 》 2 0 0 9 年 5 月 1 9 日 , 第

1 8
一

2 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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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其合法性 。

” ？

( 2 ) 指责中 国不干涉他 国 内政和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援助打破 了西方国

家援助附带政治条件 的模式 , 是对西方 民主外交政策 的挑战 。

“

西方在社

会管理 、 透明度和责任方面的投资将遭到破坏 , 尤其是在那些 自 然资源丰

富但政府缺乏合法性或远见的 国家 。

”②

( 3 ) 攻击 中国 与非洲 的经贸合作是掠夺非洲 的资源和实行新殖 民主

义 。 指责中国 的援助 以国家贷款形式帮助非洲 国家的经济建设 , 声称这种

新贷款将使非洲背上新债务 。 攻击 中 国在贷款给发展 中国家时忽略人权和

环境标准 , 声称中 国的这种
“

软贷款
”

和所谓
“

赤裸裸 的重商主义行 为
”

加剧 了非洲的腐败 。 欧美尤其关注中 国从非洲的石油进 口 的增长 , 并认为

中 国在经济上在抢夺他们的市场 , 抱怨中 国的大量进 口需求抬升了原油和

．

原料产 品的 国际价格 。 声称现今中 国在非洲的所作所为不过是西方人 1 5 0

年前在非洲行为的 翻版 。

( 4 ) 企图打压 中国 与之进行所谓 的 中美欧
“

在 非三方合作
”

, 利用合

作将中 国对非关系纳人其行为规范之 中 。 声称 ：

“

美 国可 以做更多努力开

展与 中 国的合作 , 并让 中国 、 非洲各 国政府 、 地区 组 织和社会 团 体更系

统地缓解潜在 的紧张关系 和对立 的利益 。 中国 和美 国 已 表示 愿意参与非

洲 的合作项 目 , 尽管这种合作肯定会带来长期利益 , 但开展这些事务之

前需要强烈 的政治意愿和关注度 。

”“

美 国应 当加强对社会管理 和 民 间 团

体 的支持 。

… …包括提供技术能力 、 加大对监督机构和责任机构的支持以

及支持社会 团体和媒体 。 最终 , 这些机构将确保对 中国和其他国家越来越

多的参与进行战略管理 。

” ③、

①Ｊ ａｍｅｓＭ ａｎｎ
,

＂

ＡＳｈ ｉｎｉｎｇＭｏｄｅｌ ｏｆＷ ｅ ａｌ ｔｈＷｉｔｈｏ ｕｔＬｉ ｂｅｒｔｙ ,

＂

ｈｔ ｔ
ｐ ： ／／ｗｗｗ

．ｗａｓｈ ｉｎ ｇ
－

ｔｏｎｐｏｓｔ ． ｃ ｏｍ／ｗｐ
－

ｄ ｙｎ／ ｃｏｎｔｅｎ ｔ ／ ａ ｒｔ
ｉ
ｃ ｌｅ／ 2 0 0 7 ／ 0 5 ／ 1 8 ／ＡＲ 2 0 0 7 0 5 1 8 0 1 6 4 0 ． ｈｔｍｌ？ ｈｐｉｄ

＝
ｏｐ ｉ

ｎ
ｉ
ｏｎｓｂｏ ｘｌ ？

ｈｐ
ｉｄ
—

ｏｐ ｉｎｉｏｎｓ ｂｏｘｌ
,
ｍａｙ 2 0

,  2 0 0 7 ．

② 珍妮弗 ？ 库克 ： 《 中国在非 洲的软实力 》 , 引 自 美 国战略与 国际问题研究 中心
“

巧实 力委

员会 ”

： 《 中 国的软实 力及对美国的影响 》
, 转引 自 新华通讯社 《参考资料 》 2 0 0 9 年 5 月 1 9 日 , 第

1 8
—

2 6页 。

③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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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加强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建设的对策

国家形象和软实力是
一种重要的 国家资源 , 也是一项系统工程 。 正如

上述 中 国在非洲软实力 的建设表现在多领域多层次
一

样 , 影响 国家软实力

建设 的 因素也具有多层级性和多领域性的特点 。 因此 , 加强中 国在非洲的

软实力 的建设也涉及许多层面和诸多方面 。

1 ． 外交战略上 , 应更加重视软实力建设 , 制定国家软实力发展战略 。

从软实力建设的条件来看 , 中 国在某些方面具有西方国家所无法 比拟的优

势 , 如传统文化 、 与发展 中 国家长久的友谊和 良好关系等 , 但 中 国 的软实

力建设 目前总体上仍处于 自 发状态 , 积极主动性不强 , 缺乏整体战略 。 具

体表现在 ： 其
一

, 在作为软实力建设核心 内容的文化方面 , 中 国政府虽然

提出 了文化多样性的主张 , 但未提出如何建立 国际文化秩序的 问题 , 因而

缺乏相应 的政策和机制建设 , 限制 了 中 国传统文化优势的发挥 。 其二 , 中

国涉及软实力建设的主要部 门各 自 为战 、 缺乏协调 , 合力作用 尚未较好体

现 , 制约 了中 国软 实力 建设效果 的发挥 。 其三 , 就软实力建设的主 体而

言 , 目前 中国软实力 高度依赖于政府 资源的 推动 , 中 国社会 的大部分潜

力 , 包括 民间社 团 , 都 尚待开发 。 因此 , 加强政府与 民 间非政府机构的协

调与合作 , 是未来中 国加强软实力建设 的重要 内容 。 在中 国对非洲 的软实

力建设战略上 , 中 国应该充分认识和利用 目 前 中非关系处于历史最佳时期

的战略机遇期 , 实现中非政治上平等互信 、 经贸上互利合作 、 文化上交流

互鉴 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中经济 、 政治 、 文化关系 的协调发展 , 有必要进

一步明晰 中非战略关系 发展的阶段性 , 逐步深化和推进中非文化关 系 向纵

深和更广 阔的领域发展 , 改变 目前硬实力突 出 、 软实力偏弱 的局面 , 实现

国家硬实力与软实力的有机结合 。

2 ． 发展软实力要从 国家 内部 自 身建设抓起 。

一个国 家只有 国富民强 ,

首先把 自 己国家 内部的事情处理好 , 才能由 内而外地透射 出 国家的对外吸

引 力和影 响力 。 改革开放 3 0 年来 中 国取得了 举世瞩 目 的经济发展成就和

政治稳定局面 , 但发展的 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 。 概括起来 , 这些问题主要

是官员腐败 日 趋严重 、 政治腐败严重影 响 政府 的公信度 、 环境污染严重 、

贫富差距扩大 、 地 区和城乡 发展不平衡以及 民生方面的问 题 ( 如教育 、 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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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 、 住房 、 就业 、 社会保障等问题 ) 、 由 利益格局调整而引发 的各种社会

矛盾等 。 核心 问题是中 国的 可持续发展 、 在发展 中实现人与 自 然的 和谐相

处 、 使发展的成果分配体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 问题 。 如何在国 际国 内两个

大局交互作用 的情况下 , 处理好中 国模式 中存在 的国 内 问题 , 寻求发展模

式的转型 , 建设
一个真正可持续的 、 环保的 、 公平正义的发展模式 , 解决

上述面临的严峻问题 , 直接影响 未来中 国的 软实力 。

3 ．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非软实力建设 。
( 1 ) 进一步加强对非宣传工

作 , 提高外宣工作 的针对性 , 组织出版一批非洲人听得懂 、 易接受的外宣

刊物 , 増强对非宣传的 实效性 。 建议免费 向非洲主流媒体提供文字 、 图像

等新闻资讯 、 硬件设备和人员培训等技术支持 。 继续推动中 国海外电视节

目 在 当地落地 , 扩大在非话语权 。 ( 2 ) 密切政府决策部 门与学界及高校非

洲研究机构的沟通与交流 , 认真落实和逐步推进
“

中 非联 合研究交流计

划
”

。 目 前 , 国 内从事非洲研究和教学的 机构 和人员 与 中 国对非战略的落

实与实施的需求存在很大差距 , 需要在高校增设或加强有关非洲 问题的课

程和专业 , 增加学者赴非考察和交流的机会 。 ( 3 ) 进一步密切双边文化交

流 , 增加双方文化互访团 的频率 。 扩大 留学 和各类 短期教育培训合作项

目 , 继续为非洲 国家培训高层次人才 。 推动我 国在非洲 国家设立更多的孔

子学院 , 让语言 、 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成为观念 、 发展模式 、 国际制度和

国际形象的直接推动力 , 以文化优势引领中 国软实力的提升路径 。 ( 4 ) 针

对少数 中国企业行为影 响 中 国 的形象 问题 , 政府需要 对私企进行宏观指

导 , 企业需要从 国家整体利益的视野策划 自 己 的经济行为 , 政府和企业需

要相互合作 以开辟新 的经济增长点和新领域 , 避免同非洲 国家 的企业进行

零和结局的竞争 。 需要政府制定和实施有关产 品质量标准 , 严把出 口质量

关同时需要非洲国家政府的合作 , 严把进 口质量关 。 需要加强 国民素质教

育 , 着力培养国 民将个人 、 家庭 、 社会和 国家 的利益相互结合和统
一的社

会责任意识 。 ( 5 ) 针对 中非企业合作中 的语言和沟通障碍 问题 , 可以考虑

由 当地政府和学校组织主办中资企业语言培训班的建议 , 利用当地语言资

源优势 , 促进彼此之间 的沟通与交流 。 ( 6 ) 处理好中 国援非的传统地标性

项 目 ( 如坦赞铁路 ) 与新型援助项 目 之间的关系 问题 。
如何盘活过去影响

力大但运营不善的标志性工程项 目 , 重新赋予其生机与活力 , 既涉及 中非

合作 如何承前启后 、 继往开来 的政策连续性和政策效力 的 问题 , 也涉及国

家形象的问题 。 需要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与教训 , 今后集中优势援建
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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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影响 、 老百姓受益面广 、 建成后即移交 、 后续工作少 、 效果好的重大民

生工程 。

4 ． 充分发挥 中非合作论坛在对非软 实力 建设 中 的 作用 。 更好地利用

其集体磋商与对话机制 , 密切结合发展变化 的 国 际形势 , 在应对金融危

机 、 气候变化 、 抗击艾滋和疟疾 、 减贫 、 人 口控制等问题上倾听非洲 国家

的意见 , 加强沟 通和协商 , 使对方感受到 中方的诚意和尊重 , 进一步体现

论坛平等 、 互 利 、 务实 、 合作的 基本精神 。 利用论坛亦官亦 民 的独特优

势 , 理论上就 中非关系的战略性和敏感性问题进行探讨 , 实践 中可以在政

府部门不 出面的情况下 , 通过学术机构或非政府机构就双边和多边合作 中

的各种议题 ( 包括成功 的经验和 教训 ) 进行广泛 的探讨、 交流 、 协商和平

衡 , 为 中非合作及 中 国在非洲 的软实力 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

5 ． 妥善应对 中非关系 中 的
“

西方因素
”

。 首先 , 对待西方 国家的无理

指责 , 中国今后应继续加大公共外宣力 度 , 通过政府外交 、 学者演讲 、 媒

体宣传 、 民 间交流等多种机制和渠道 , 积极宣扬 中非互利共赢的合作性质

和 中 国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对非洲的坚定援助与支持 , 用事实批驳西方国家

的无端指责 。 同时 , 针对某些全球性问题 , 在非敏感性和条件成熟 的领

域 , 在坚持独立 自 主原则 的前提下 , 探索与西方开展适当 形式的援非合

作 。 如医疗 、 农业及维和是中西在非洲 的潜在合作领域 。 还可以探讨在气

候变化 、 食品 安全以及清洁高效能源的利用等全球性问题上在非洲开展合

作的可能性 。 同样 , 在存在紧张关系和 分歧的 问题——军售 、 透明度 、 冲

突 解决途径和环境保护等问题上 , 可 以保持与美 国 、 非洲 国家领导层进行

系 统的高层接触 , 寻找共同点并减少冲突 。 开放与合作体现我 国构建和谐

世界 、 主张世界各种发展模式相互借鉴 、 相互学习 , 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基

本精神 。

6 ． 充分发挥广大民众 和社 团组织在公共外交 中的 作用 。 让普通大众

全面参与公共外交 , 本身就是一种软实力 。 公共外交不 同于政府外交 , 它

主要依靠 民间 和社会的力量 。 通过公共外交以合理 、 合法的方式推行 自 己

的 价值观和理念应成为 中 国外交事业 的一个重要部分 。 创造 民间外交发展

的有利环境 , 充分重视民间外交与政府外交
“

官民互补 、 相互促进
”
的作

用 。 随着对外开放的 深人 和人 口素质 的提高 , 中 国 的 青年志愿 者越来 越

多 , 服务 内容越来越广泛 , 比如教育 、 灾后心理干预 、 卫生 , 等等 。 这些

志愿者也有走出 国 门的意愿 。 政府要对国 民的 民族精神和爱 国主义精神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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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信任 , 并在机会和财力上给予大力扶持 。 可 以想象 , 随着政府鼓励或支

持普通民众和私人 团体参与公共外交 , 鼓励 和支持更多的 中国青年志愿者

走 向非洲 , 这种爱心志愿者行动将极大地提高中国的软实力 , 改善 中国的

国际形象 。

( 责 任编辑 ： 王学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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