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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 要 】 当今世界发 生 着 深 刻 而迅速 的 变 化 , 国 际体 系

正处 于新 旧 交 替 的 历 史 时 刻 。 单 极 秩序 在 削 弱 , 多 种 力 量在 崛

起 。 在 新 的 世界秩序构建过程 中 , 包 括 中 国 在 内 的新 兴大 国 正在

成为
一支 重要 的 力 量 。 国 际体系 的 转 型对 非 洲 的 政 治 、 经 济 与 安

全 产 生 了 重 要 的 影 响 。 在 此 背 景 下 , 国 际 社会对 非 洲 更加 关 注 ,

大 国对 非 洲 的 争夺加剧 , 新 兴 国 家 亦开始加 入角 逐 。 可 以 说 , 未

来 中 国 与美欧 等 西 方 大 国 在 非 洲 事 务 中 的 互 动 将大大 增加 。 中 非

关 系 面 临 着新 的 机遇 与挑 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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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中的国际秩序与中国

当今世界发生着深刻而迅速的变化 , 国际体系正处于新 旧交替的历史

时刻 。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 国际秩序将呈现怎样 的特点 ？

美 国外交学会主席理查德 ？ 哈斯认为 ,
2 1 世纪 国 际关系 的一个重要

特点将是无极秩序 , 即 ：

“

世界不再 由
一

两个或多个 国家支配 , 而是受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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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个拥有并运用各种力量 的角 色控制 。

”？
英国 牛津大学 国 际关 系学教授

亚 当 ？ 罗伯茨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 , 认为 ,

一种
“

无极
”

世界秩序 , 即
一

种 国际关系体系 正在形成 。 它既不像冷 战时期那样依靠两个或三个大 国 ,

也不像冷战结束初期产生的 由 美 国领导世界的 梦想那样受
一

个 国家主宰 。

“

在世界范围 内 的 不同 地 区 和危机 中 , 由 不 同 的 国家 或联盟 担任领导 的

‘

无极世界 ’ 式未来 的发展趋势 。

” ？

俄罗斯 战略评估研究所所长亚历山大 ？ 科诺瓦洛夫认为 — 当代世界既

不是多极的 , 也不是无极的
。

“

事实越来越有说服力 地证明 , 我们正在看

到新 的两极化的形成 。

”
③ 科诺瓦洛夫所说的

“

两极
”

, 实 际上是
一

个 由
一

些
“

能够遵循商定的惯例和准则 , 承认某些基本价值观和世界文明多样性

的国家 以及另
一个 由

一些奉行激进的意识形态 , 不承认权利准则和道德限

制 , 并试图把这种意识形态扩散到 全球的 国家和跨 国恐怖组织和犯罪组

织
”

构成的复杂 的组合结构 。

一

些 日 本学者则认为 ,
2 1 世纪 的 国际秩序

既非单极支配 , 亦非多极结构 , 也并非无极状态 ,

“

即将到来的是
‘

集极
’

时代
”

。
Ｓ
卩

,

“

以美 国为中 心 , 集结 多个 中小规模
‘

极 ’

, 汇聚各
‘

极 , 力

量的新世界体制
”

。

？

尽管对于当今国际秩序 的变化有诸多不同说法 , 但人们可 以从 中找到

某些共 同点 。 其
一

, 当 今世界 , 单极秩序在削 弱 , 多种力量在 崛起 。 其

二 , 在新的世界秩序构建过程中 , 包括中 国在内 的新兴大 国正在成为一支

重要的力量 。 这些年来
“

金砖四国
”

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 , 而关于 Ｇ 8 需

要扩容的 呼声也不断涌现 , 甚至出 现 了 以 Ｇ 2 0 取代 Ｇ 8 的声音 。 美国彼得

森 国际经济研究所主任弗雷德 ？ 伯格斯滕更是惊人地提 出 了
“

Ｇ 2 构想
”

( Ｇ ｒｏｕｐｏ ｆｔｗｏ ) , 建议美国和 中 国
“

建立一个两国集 团 , 指导全球管理进

程
” ⑤

。

这种将 中 国与 国际秩序变化紧密捆绑在
一起的现象带有两面性 ：

一

方

①Ｒ
ｉｃ ｈａ ｒｄＮ ． Ｈａ ｓｓ ,

“

Ｔｈ ｅＡｇｅｏ
ｆＮｏｎｐｏ ｌａ ｒ ｉ ｔ

ｙ

, ,

, Ｆｏ 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 ｒｓ , Ｍａ ｙ／Ｊ ａ ｎｅ 2 0 0 8 ．

② ［德 ］ 亚当 ？

罗 伯茨 ： 《谁来统治
“

无极
”

世界 》 , 载 德 国 《 国 际 政治 》 双月 刊 2 0 0 8 年

7 ／ 8 月 号 。

③ ［俄 ］ 亚历山 大 ？ 科诺瓦洛夫 ： 《世界不应是多极的 》 , 载 《独立报 》 2 0 0 8 年 9 月 1 6 日 。

④
［ 日 ］ 春原刚 ： 《集极 的时代

——

2 1 世纪美 国外交和 Ｇ 8 峰会 的走 向 》
, 载 《 外交论坛 》

2 0 0 8 年 7 月 号 。

⑤Ｃ．Ｆｒｅｄ ． Ｂｅ ｒｇｓｔ ｅｎ ,

“

ＡＰａ ｒ ｔ ｅｎ ｅｒｓｈ ｉｐ ｏ
ｆＥｑｕａ ｌｓ

”

, Ｆｏ ｒｅｉｇｎ Ａ ｆｆ ａｉ ｒ ｓ , Ｊ ｕ ｌｙ／Ａｕｇｕｓ
ｔ ,  2 0 0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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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是 国际社会对中 国改革开放 3 0 年来经济发展取得 巨大成就和潜在实力

的承认和期待 , 希望中 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多更积极的作用 。 另
一

方面

？主要是反映了西方
一些国家的忧虑 , 他们认为 , 中国 的崛起除了经济影响

外 , 还将带来世界权利结构的变化和政治文化和价值观上 的挑战 。 因此 ,

他们希望通过多边 国际制度 , 来制约和规范 中 国的 国 际行为 。

对中国 而言 , 积极参与联合国框架 内 的多边机制 以及其他多种渠道和

各种层次的全球治理 ,

“

可 以在国 际和全球层面 ,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 国

家之间发挥更均衡 、 更多样 、 更灵活 、 更正规的作用 , 这是其他外交形式

所不能提供 的
”

。

？
中 国 在参与这一进程 中 , 通过 与诸多 国际机制与 国际

组织的互动与合作 , 加速了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学习 和认知过程 , 提升了参

与全球治理 的意愿和能力 , 同 时 , 也使中 国有机会去创建和实现有利于包

括 中国在 内 的广大发展中 国家的国 际制度安排 。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 , 这些年来 , 中国 以积极的姿态融人国际体系 。 中

国在国际机构中 的分量不断增加 , 在世界贸 易组织 、 世界卫生组织 、 世界

银行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中的重要性 日益提升 。 同时 , 中国 的地区 与全球

责任意识也在不断提高 , 通过参与创建有利 于各 国共存共赢的 国 际安全 、

政治和经济秩序 , 与世界各国共同应对跨国公共问题的挑战 。 当前 , 中 国

已经参与 了几乎所有重要 的国际组织和地区性机制 的各种建设性行动 , 并

通过参与全球性多边对话和谈判 , 在 国际防扩散 、 军备控制 、 全球环境治

理 、 世界贸易 和投资及 国 际 反恐等多边 国 际 机制里 发挥越 来越重 要 的

作用 。

面对当前 国际体系 转型时期 国 际政治 、 经济 、 安全形势呈现 出 的复

杂 、 多元而又相互交叉的局面 , 中 国的外交理念与实践也在发生悄悄的革

命。 新形势对中 国 的对外战略和政策的制定提 出 了更髙 的要求 , 需要 中 国

超越 自 身和时空的局限 , 站在全球的 高度 , 确立以和平与外交的方式参与

国际秩序构建的战略 目标 。 同时 , 要将和谐世界的理念融人更具现实性和

可操作性的现代外交实践之中 。 对 日 益密切 的 中非关系 以及 中 国未来更多

地参与非洲事务也应置于上述背景下加以观察和理解 。

① 杨洁勉 ： 《 国 际体系转 型和多边组织发 展——中 国 的应对 和抉择 ．》
, 时事出 版社 2 0 0 7 年

1 2 月 版 , 第 3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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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体系转型背景下国际形势的变化对非洲的影响

当前国 际体系转型过程中 , 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对非洲 的发展产

生了直接或间接 的影响 ,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 非洲在各国 国际战 略中 的重要性迅速提升 , 传统大国重新关注非

洲 , 新兴大国对非洲事务 的重视和介人加深 , 竞争加剧 。

美 国过去在非洲 的经济存在和影响相对有限 , 但近年来 , 美 国对非洲

的投人明显加大 。 美 国成立非洲 司令部是为 了加强在非洲 的存在 , 希拉里

国务卿今年上半年的非洲之行凸显 了美 国对非洲 的重视 。 美国 还利用其在

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 、 世界银行等多边经济金融组织中 占 据主导地位及在全

球性援助机构 中的巨大影响力 , 在政治 、 经济 , 尤其是安全领域全面加强

对非洲 的影响力 。

欧盟积极调整对非战略 , 重新整合与非洲的关系 。 自 2 0 0 5 年 1 2 月 欧

盟首脑会议首次通过 《欧盟与非洲 ： 走 向 战略伙伴关系 》 的对非战略文件

之后 ,
2 0 0 6 年年底 , 欧盟又提 出

“

欧盟一非 洲共 同 战略
＂

, 在 2 0 0 7 年 1 2

月 8 日举行的第二届 欧盟一非洲首脑会议上 , 双方再次通过 了 《 非洲一欧

盟战略伙伴关 系
——非 欧联合战 略 》 以及实施这

一

战略 的 《行动计划 》 。

这一系列文件的通过 , 显示了 欧盟在对非关系上的强烈紧迫感 , 同时也反

映出新形势下欧盟 的对非政策的务实化趋 向 。

除了欧美之外 , 日 本 、 俄罗斯 、 巴西 , 印度和韩国等国家越来越重视

对非洲的投入 。 日 、 印 、 韩等国 近年来 先后与非 洲 国家 召开双边合作会

议 , 以加大对非洲援助为手段 , 加紧资源布局 。 相对欧美 , 亚洲 国家对非

政策 比较低调务实 , 重视加强与非洲 国家协商 , 援助和投资的重点主要集

中于民生项 目 和具体的商业领域 , 对非洲有较大的吸引 力 。

2 ． 国际形势变化总体 对非洲 有利 , 但 内部发展不平衡 。 主要大 国 的

介人和参与为非洲提供 了新的机遇和选择也带来新的挑战 。

近年来 , 非洲政局总体趋向 稳定 ,

一些热点 问题开始降温 。 在国际体

系转型的背景下 , 本地区力量也出现了新 的消长变化 , 其中南非等国 的影

响力上升 。 非洲 已经或将要 出现的新一代领导人 , 他们对世界和对非洲 的

发展有不 同于前政府的 看法 , 对全球化有新 的认识 。 非盟在稳定地 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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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 调解地区危机方面的作用和能力有所提升 , 非洲的联合 自 强取得新的

进展 , 但地区一体化基础依然很弱 。 非洲经济发展势头 良好 , 但内部发展

很不平衡 , 结构性 的矛盾没有根本解决 。 非洲在能源和资源方面具有 比较

优势 , 但经济改革 尚不成功 , 目前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期 , 发展的各种可能

和机会都在形成之中 , 但如果把握不 当 , 则可能再走弯路 。

非洲认识到 , 由单
一

国家或集团主导或独 占非洲事务不利于地 区的稳

定与发展 。 非洲欢迎主要大国参与非洲 的发展建设 , 但对 中 国与西方在非

洲问题 的接触与合作怀有戒心 , 担心中 国对非政策受西方影响 ,

一

些非洲

国家也希望借助中 国平衡或牵制西方 。 需要指 出
”
是 , 西方多年来推动的

民主化浪潮带动了非洲国家的政治变化 , 各主要关国对非洲事务的参与促

使非洲领导人重新考虑他们的政治导 向 , 与各 国的关系也有可能重塑非洲

国家的 政治秩序 。

3 ． 全球粮食危机 、 气候变化等不利 因 素对非洲 发展带来 负 面影 响 ,

全球金融危机给非洲 国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 。

全球粮食危机对非洲国家的影响最直接和严重 , 导致许多国家的食品

价格持续攀升 ,

一些 国家经济严重受挫 。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表示 , 非洲

各国 因物价上涨而引发的社会不稳定现象正在加剧 。 本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斯尔詹 ？ 克里姆也认为 , 受高粮价影响 , 撒哈拉 以南非洲要想实现 2 0 1 5

年赤贫人口 减少
一

半 的
“

千年发展 目 标
”

, 希望非常渺茫 。 非洲各 国财政

部长在亚的斯亚贝 巴举行的会议上 , 合称 国际市场粮价上涨将严重威胁非

洲的发展 、 和平与稳定 , 破坏该地区近年来在消除贫困领域所取得的成果 。

全球气候变化给非洲带来的 消极影响也不容怔估 。 气候变化使非洲东

部 、 西部和南部洪水频发 , 而洪水又会引发多种疾病 , 给非洲的公共卫生

系 统带来巨大压力 。 美 国 国家情报委员会 2 0 0 8 年 6 月 2 5 日 推出一份名为
“

2 0 3 0 年前全球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

的评估报告认为 , 气候变化

产生的地区紧张将是非洲不稳定的 主因 。 由 于环境 、 政治与社会张力 等多

重因素 , 南部非洲将继续成为最易 受气候变化影 响 的 地区 。 这份报告预

言 , 对于非洲某些严重依赖雨水的谷物而言 , 气候变化有可 能导致 5 0 ％

的农业歉收 。 由联合 国前秘书长安南领导的
“

非洲进步小组
”

去年在伦敦

发表的题为 《非洲发展 ： 承诺与前景 》 的年度报告称 , 世界粮食危机正对

非洲来之不易 的经济进步构成威胁 , 将有 1 亿人 口 回到绝对贫 困 的生 活

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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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对非洲地区资本和外 汇市场 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 。 金融

危机导致资源能源价格下降 , 非洲收入锐减 。 金融危机也导致非洲 贸易状

况恶化 、 侨汇及西方对非援助缩减 , 对非投资减少 。 金融危机对非洲经济

发展带来 的复杂影响 , 有可能减弱近几年来非洲经济 良好 的发展势头 。

三 国际体系转型背景下的中非关系

如上所述 , 中非北寥峰会后 , 国际社会对非洲更加关注 , 大国对非洲

的争夺加剧 , 新兴 国家亦开始加人角逐 。 美欧等国加大对非投人 ,

一方面

是 自身利益需要 , 加紧与非洲的关 系 , 另
一方面也是为 了应对 中国 与非洲

关系迅速发展带来的地缘政治新局面 。 前
一个时期 , 我们较为集 中地看到

了西方一些媒体和别有用心的人士反复无常地在达尔富尔 问题上 向 中 国发

难 。 他们言过其实地指责 中国在非洲掠夺资源 , 不关心非洲 民生 、 良政和

人权等 问题 , 甚至不惜鼓动大众抵制北京奥运会来 向 中国施压 。 但总体来

说 , 我们认为 , 这只是西方少数人对 中国在非洲地位提高的一种情绪化的

反应 。

事实上 , 随着 中 国在 国际事务中的地位的不断提高及在非洲的影响不

断扩大 , 欧美各 国对 中 国参与非 洲事务的 态度和立场正在发生悄 悄地变

化 。 它们越来越多地将对 中国扩大在非洲的商业和外交影 响的关注与中国

已经成为全球性经济和政治参与者这
一

事实联系在
一起考虑 , 从而看到 了

中 国在非洲活动
“

事实上可能为非洲大陆提供 重要 的 机遇
”？

。 未来西方

在非洲事务上将更多地寻求与中 国的合作而不是对抗 , 更不可能将中 国排

挤 出去 。 美 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 国务卿帮办柯庆生和负 责非洲

事务 中 国在非洲 问题的助理 国务卿帮办詹姆斯 ？ 斯 旺 2 0 0 8 年 6 月 4 日 在

美 国参议院外委会非洲事务 中国在非洲 问题小组委员会上发表讲话称 , 中

国在非洲 的 目标与美国的重点并非势不 两立 。 总体上 ,

“

中 国在 非洲大陆

‘

① 参见美 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 务卿帮办柯庆生和负责非 洲事务 中 国 在非洲 问

题的助理 国务卿帮 办詹姆斯 ？ 斯 旺 2 0 0 8 年 6 月 4 日 在美 国参 议 院外事委 员会非 洲事务 中 国 在 非

洲问题小 组 委 员 会 的 讲 话 。 该 讲 话 稿 发 表 在 2 0 0 8 年 6 月 4 日 美 国 国 务 院 网 站 。 ｈ ｔ ｔ
ｐ ：Ｉ Ｉ

ｗｗｗ ．ｓｔ ａｔ ｅ ,

ｇｏ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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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扩大的 活动对那里的经济发展可能是积极的力量 , 这是我们与 中 国和

许多其他 国家的共同 目 标
”

。

① 他们认为中 国 已经为非洲发展作 出 了重要

贡献 , 今后它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 因此 , 美国 的 目 标是与 中国接触 , 为

非洲制定
一

个符合 中美共 同利益的 日 程 。 美 国著名 智库
——

战略与国 际问

题研究 中心 ( ＣＳＩＳ ) 在其就全球粮食危机发表的评估报告 中也指 出 , 中

国 已经成为非洲的
一

个重要角色 , 美 国应与 中 国政府展开积极对话 , 以便

在非洲共同协调促进农业发展工作 。

欧洲国 家也越来越多地认识到 , 欧洲与 中国在非洲既有竞争 ,
又有共

同利益 , 若处理樽 当 , 双方不仅可以避免 冲突 , 而且还可 以合作解决非洲

存在的 问题 。 为 了应对中非关 系的快速发展 , 欧盟开始酝酿欧非 中三边伙

伴关系计划 。

基于上述认识 , 美欧各国 已经开始调整对非政策 , 同时提出希望与中

国合作 , 共 同参与对非合作与援助 。 可以说 , 未来中 国与美欧等西方大国

在非洲事务中 的互动将大大增加 。 当然 , 非洲政治经济形势 的发展 , 非洲

国家与各主要大国关系及政策的发展 , 非洲对中 国与西方在非洲问题上开

展合作 的看法 , 以及美欧等国对非政策的变化都将是影响 中非关系及 中国

与西方大国在非洲 问题上 的发展与互动的重要因素 。 但对这些关系 的长期

发展还需将其置于更广阔 的国 际形势发展的大背景下加 以观察 ：

首先 , 如 中国共产党的 十七大报告指 出 的那样 ： 当前世界处于大 变

革 、 大调整之 中 。 这个时期的最大特点是 ： 国际力量的消长变化加快 。 新

兴大国 的崛起正在形成
一股强劲的 势头 , 对长期 以来

一

直由 西方主导 国际

体系的格局形成冲击 。 许多重大国际事件都与经济和政治力量分配的根本

变化有关 。 这些变化无疑将越来越多地反映在非洲事务上 , 并对非洲与外

部世界的关系产生深远影 响 。 当今时代的另
一个特点是 ： 非 国家行为主体

在增加 , 能源安全、 恐怖主义 、 跨国犯罪及金融危机 、 气候变暖等全球性

问题增多 , 世界各地 的热点问题 日益升温 , 各国独立化解新世界威胁 的难

度增加 。 在今后数十年里 , 各 国将越来越多地在形势逼迫之下为解决这些

① 参见美国 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 的助理 国务 卿帮办柯庆生和负责非 洲事务 中 国 在非洲 问

题 的助 理国 务卿帮办詹姆斯 ？ 斯旺 2 0 0 8 年 6 月 4 日在美 国参议院外 委会非 洲事务 中 国在 非洲 问

题小组 委 员 会 的 讲 话 。 该 讲 话 稿 发 表 在 2 0 0 8 年 6 月 4 日 美 国 国 务 院 网 站 。
ｈ 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 ａｔ ｅ , ｇ ｏ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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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而展开合作 。 而国际秩序 的转型也正朝着有利于国际协调与合作 的方

向发展 。

其次 , 虽然在非洲 问题上 , 制约中 国与美欧等 国关系互动的基本因素

依然存在 , 欧美对中 国与非洲关系 的迅速发展仍怀有很深的戒心 ,

一

部分

人甚至依然试图采用各种手段遏制 中 国在非洲 的发展 , 非洲对于中国与西

方在非洲事务上 的交往也有顾虑 , 但国 际形势 已经有了很大变化 , 各方看

问题的方法也有所改变 。 中 国和美 国关系 近年来有 了很大的发展 , 双方互

信在增加 。 中国和欧洲主要大国的关系也在回暖 。 中国与主要大国在 国际

事务和全球问题上的 良性互动 日益频繁 。 对于中 国参与非洲事务 , 西方的

态度 已经出现了从防范和阻栏到欢迎甚至期待与 中 国合作的转变 。 同时 ,

非洲也通过 Ｇ 2 0 等 国 际多边机制 , 越来越多地参与全球 事务 。 在应对包

括非洲发展问题在内 的全球性 问题上 , 国际合作越来越成为各国 的共识。

最后 , 北京峰会后 , 对非外交已成为 中国对外关系 的一个新亮点 , 在

双方的努力下 , 中非关系 已经取得丰硕成果 , 创造 出 了新的发展机遇 。 中

国对于参与非洲事务的态度更为 自 信和积极 , 经验 日趋丰富 , 对处理好中

国与非洲国家以及欧美等 国在非洲 问题上的关系 充满了信心 。 而金融危机

后 , 非洲也更看好 中 国的发展及与中 国的合作 。 可 以预见 , 未来中 国与非

洲 的关系定将会 出现一个更成熟 、 更理性 、 更务实的新局面 。

( 责任编 辑 ： 王学军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ｉｏｎｓｏｎＰｒｏｍｏｔ ｉｏｎｏｆａＨａｒｍ ｏｎ ｉｏｕｓａｎｄＷ ｉｎ－ｗｉｎ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 ｉｐ

ｂｅ ｔｗｅｅｎＣｈ ｉｎａａｎｄ Ａ ｆｒｉｃａ

ＺｈａｎｇＨｏｎｇｚｎ
ｉｎｇ ,Ｐｒｏｆｅｓ ｓｏ ｒ , Ｉｎｓ ｔｉ ｔｕ ｔ ｅｏｆＷ ｅｓ ｔＡｓ ｉａｎａｎｄ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Ｃｈ ｉｎｅ ｓ ｅＡｃａ ｄｅｍｙｏｆＳｏ ｃｉａｌＳｃｉ ｅｎｃ ｅｓ

Ａｂｓ ｔｒａｃ ｔ
：
Ｃｈｉｎａ

＇

ｓｇｏ ｖｅ ｒｎｍ ｅｎｔａ ｌｗａｙｓｐｕ ｔｉｍ ｐｏ ｒｔａｎｃｅｏｎＡｆｒｉｃａ．Ｔｈｅ

ｐｏｌ ｉｃｙｍａｋｅ ｒｓｏｆ Ｃｈ ｉｎａ
ｐ ｌａｃｅ ｍ ｏｒｅ ｉｍ ｐｌ 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ｏｆｓ 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ｎＣｈｉｎａ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 ｌａ ｔ ｉｏｎｓ ．
Ｉｎ 2 0 0 5 ,

Ｃｈ ｉｎａ
＇

ｓｌｅａｄ ｅｒｓ
ｐｕｔｆｏ ｒｗａｒｄｔｈｅｉｍｐ

ｏｒｔ ａｎ ｔ ｔｈｏ ｕｇｈｔｓｏ ｆ

ｃｏ ｎ ｓｔｒｕｃ ｔｉｎｇｓｔａｂ ｌｅｐｅａｃｅ
ｆｕ ｌａｎｄｃｏｍｍｏｎｐｒｏ ｓｐ ｅｒ ｏｕ ｓｈａ ｒｍｏｎ ｉｏｕ ｓ

ｗｏｒｌ ｄ．Ｆｏｒ
ｐ ｒｏｐ ｅ ｌ ｔｈｅａｔ ｔａ ｉｎｍｅｎｔ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ａ ｌ , ｈａｒｍｏｎ ｉｏｕ ｓＣｈ ｉｎａ
－Ａ ｆ ｒ ｉｃ ａｂ ｉ

？

ｌａｔｅ ｒａ ｌｒｅｌａｔ ｉｏｎｓｉｓｎｅｅｄｅｄ．Ｃｈ ｉｎａａｎｄＡｆｒｉ ｃａｓｈｏｕ ｌｄ
ｊ
ｏ ｉｎ ｔ ｌｙｍａｋｅｅｆ ｆｏｒｔｓｏ

ａｓｔｏｏｖｅｒ ｃｏｍｅｔｈｅｄ ｉｆｆ ｉｃｕ ｌｔａｎｄｃｈａ ｌ ｌｅｎｇ ｅｓ 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 ｅｓ ｓｏｆｃｏｎｓ ｔ ｒｕｃｔｉｎｇ

ｈａｒｍｏｎｉ ｏｕ ｓＣｈ ｉｎａ
－Ａｆｒｉｃａｒｅ ｌａ ｔ ｉｏｎｓ ．Ｔｈ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ｏｆｈａｒｍｏｎ ｉｏｕ ｓＣｈ 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ｒｅ ｌａ ｔ ｉｏｎｓｗ ｉ ｌ ｌｎｏｔｏｎ ｌｙｂ ｅｎｅｆ ｉ ｔ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Ａ ｆｒ ｉｃａ , ｂｕ ｔｉ ｔａ ｌｓｏｃｏｎ ｔｒｉｂ
？

ｕ ｔｅｓｔｏｂｕｉ ｌｄｉｎ
ｇａｐｅ

ａｃ ｅｆｕ ｌ
,
ｈａｒｍｏｎ ｉｏ ｕｓ ａｎｄｅｖｅｎｗｏｒ ｌ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ｏ 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Ｓｙ
ｓｔｅｍａｎｄＳｉｎｏ－Ａｆｒｉｃａｒｅ ｌａｉｏｎｓ

ＬｉＷｅｉ
ｊ
ｉａｎ ,Ｐ ｒｏｆｅｓｓｏ ｒ ,Ｉｎｓｔ ｉｔｕ ｔｅｆｏｒＦｏ ｒｅ ｉ

ｇｎ
Ｐｏ ｌ ｉ ｃｙ

Ｓ ｔｕｄｉｅｓａｔ Ｓｈａｎｇ
？

ｈａｉ Ｉｎｓ ｔ ｉ ｔｕ ｔｅｆｏ ｒＩｎ ｔｅｒ 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Ｓｔｕｄｉｅ 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ｃｕ ｒｒｅｎｔｗｏｒ ｌｄｕｎｄ ｅｒｇｏ ｅｓａｐｒｏ ｆｏ ｕｎｄａｎｄｒ ａｐ ｉｄｔｒ ａｎｓ
？

ｆｏｒｍ ａｔ ｉｏ ｎ ．
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 ｅｒｎａｔ ｉｏ ｎａ ｌｓｙ ｓｔｅｍｉ ｓａ ｔｔｈｅｈｉｓ ｔｏｒｉ ｃａｌｍｏｍｅｎｔｆｒｏｍ

ｏ ｌｄｏｒ ｄｅｒｔｏｎｅｗｏｎｅ．Ｉｎｔｈｅｃｕ ｒｒｅｎｔｗｏ ｒｌｄ , ｕｎ ｉ

ｐｏ ｌａｒｏｒ ｄ ｅｒｉ ｓｗ ｅａｋｅｎｉｎｇ

ｗ ｈｉ ｌｅｄｉｖ ｅｒ ｓｉ ｆ ｉｅｄｐ ｏｗｅｒｓａｒｅｒｉｓ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ｐ ｒｏｃ ｅｓ ｓｏｆｃｏｎｓｔ ｒｕｃ ｔ ｉｎｇｎｅｗ

ｗ ｏｒ ｌｄｏ ｒｄ ｅｒ ,ｒｉ ｓ ｉｎｇｐｏｗｅｒｓｉｎｃｌ ｕｄｉｎｇＣｈ ｉｎａ ａｒ ｅｂ ｅｃｏｍｉｎｇ ａｋ ｉｎｄｏｆ ｉｍｐｏｒ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4 0 9

ｔ ａｎｔ
ｐｏｗｅｒ ．

Ｔ ｈｅ ｔｒａｎ ｓｆｏｒｍａ ｔ ｉｏｎ ｏｆｉｎｔｅ 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ｓｙｓ ｔｅｍｈａｓ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ｉｎｆ ｌｕ

？

ｅｎｃ ｅｏｎＡｆｒ ｉｃ ａ

＇

ｓ
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ｓ , ｅｃｏ ｎｏｍｙ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 ｔｙ ．
 Ｉｎｔｈ ｉｓ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ｍｏｒ ｅ

ａｎｄｍｏｒｅｉｎｔｅ 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ａ ｔｔｅｎ ｔ ｉｏｎ ｓａｒｅｐｕ ｔｏｎＡｆｒ ｉ ｃ ａ．Ｂｏｔｈｏｌ ｄｐｏｗｅｒ ｓａｎｄ

ｎ ｅｗｒ ｉｓｉｎｇｐｏｗｅｒｓａｒｅｅｎｇａｇ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ｍｐ ｅｔ 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ｃｏｎ ｔ ｉｎｅ ｎｔｏ ｆ

Ａ ｆｒｉ ｃａ．Ａｒｇｕａｂｌ ｙ , ｉｎｔｈｅｃｏｍ ｉｎｇｆｕ ｔｕｒｅ
,
Ｃｈ ｉｎａｗｉ

ｌ ｌｈａｖ ｅｍ ｏｒｅｉｎ ｔ ｅｒａｃ ｔ ｓ

ｗ ｉ ｔｈＷｅｓｔｃｏｕｎ ｔ ｒ ｉ ｅｓｏ ｎｔｈｅｃｏ ｎｔ ｉｎｅｎｔ ．
Ｃｈ ｉｎａ

－Ａ ｆｒｉ ｃ ａｒ ｅｌａ ｔ ｉｏｎｓｆａｃ ｅｎｅｗｏｐ
？

ｐｏ ｒｔｕｎ ｉ ｔ ｉ ｅｓａｎｄｃｈａｎｌ ｌｅｎｇ ｅｓ ．

Ｃｈｉｎａ
＇

ｓＳｏｆｔＰｏｗｅｒＢｕｉ ｌｄ ｉｎｇ ｉｎＡ ｆｒｉｃａ
 ：Ａｃｈ 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Ｃｈａｌ 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ｉｉｒｅ ｓ

Ｔａｎｇ
Ｘｉａｏ , Ｐｒｏｆｅｓｓ ｏｒ ,Ｃｅｎ ｔｒｅｏｆＡ ｆｒ ｉｃａｎＳｔｕ ｄｉ ｅｓ ,Ｃｈｉｎ ａＦｏｒｅ ｉ

ｇｎ
Ａ ｆ

？

ｆａｉｒｓＵｎ
ｉｖ ｅｒｓ ｉ 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ａ
－Ａｆｒｉｃａｔｒａｄｉ ｔ ｉｏｎａ ｌｆ ｒｉ ｅｎｄｓｈ ｉｐ ,ｓ ｉｍ ｉ ｌａｒｍｏ ｄ

？

ｅｒｎｅｘｐ ｅｒ ｉ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ｃｏｎ ｔｅｍｐｏ ｒａｒｙ
ｃｏｍｍｏｎｉｎ ｔ ｅｒ ｅ ｓｔ ｓｏｆｂｏｔｈｓ ｉｄ ｅｓｌａ ｉｄ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 ｉｎａ
＇

ｓｓｏ ｆｔｐｏｗｅｒ
 ｉｎＡｆｒｉ ｃａ , Ｃｈｉｎａ

＇

ｓｄｉ

ｐ ｌｏｍ ａｔ ｉ ｃｓ 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ｐｏ ｌ

ｉｃ
ｙ

ｔｏＡ ｆｒｉｃ ａｃｏｎｔ ａｉｎＣｈ ｉｎａ
＇

ｓｓ ｏ ｆ ｔ
ｐｏｗ ｅ ｒ

,Ｃｈ ｉｎａ－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ｏ ｐｅ 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ｕｍｄｅｍｏｎｓｔｒ ａｔ ｅ ｓＣｈ ｉｎａ
＇

ｓｓｏ ｆｔ
ｐｏｗｅｒｏ ｆ 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 ｉ ｓｍｏｆ ｅ 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

ｄｉａｌｏ ｇｕ ｅ ,
Ｃｈｉｎａ

＇

ｓａｓ ｓｉｓ ｔａｎｃｅｔｏ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ｂ ｉ ｌａｔ ｅｒａ ｌｅ ｃｏ ｎｏｍ ｉｃａｎｄｔ ｒａｄｅ

ｃｏｏｐ ｅｒ ａｔ ｉｏｎｈａｖｅｄ ｅｖｅ ｌ
ｏｐｅｄＣｈ ｉｎａ

＇

ｓｓｏｆｔｐｏｗｅｒ ,Ｃｈ ｉｎａ

＇

ｓｓｕ ｃｃ ｅｓｓ ｆｕｌｄｅｖｅ ｌ
？

ｏｐｍｅｎｔｅｘｐ ｅｒ ｉｅｎｃ ｅｓ ｉｎｃｅｒ 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ｏｐ ｅｎ ｉｎｇｕｐｉｍ ｐｌ ｉ ｅｓＣｈ ｉｎａ
＇

ｓ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 ．
Ｈｏｗ ｅｖ ｅｒ ,Ｃｈ ｉｎａ

＇

ｓｓｏｆ ｔｐｏｗｅｒｉｎＡｆｒ ｉ ｃａｆａｃｅｓｃｈａｌ ｌ ｅｎｇｅ ｓｆｒｏｍＡｆｒｉ
？

ｃａ , ｆｒ ｏｍＣｈｉｎａ
＇

ｓｉ ｔｓ ｅ ｌ ｆ ,ａｎｄｆ ｒｏｍＷｅ ｓｔｅ ｒｎｃ ｏｕｎｔｒｉ ｅｓ．Ｃｈ ｉｎａ
＇

ｓｄ ｉｐ
ｌｏｍ ａｔｉ ｃ

ｓｔｒａ ｔｅｇｙｓｈｏｕｌ ｄｐ ａｙｍｏｒ ｅａ ｔ ｔｅｎｔ ｉｏ ｎｔｏｍ ａｋ ｉｎｇ
ｏｆｎａｔ ｉｏｎ ａ ｌｓｔ ｒａ ｔｅｇｙ

ｏｆｓｏｆｔ

ｐｏｗｅｒｂ ｕｉ ｌｄｉｎｇ ,ｃｏｎｓｏ ｌ ｉｄａｔ ｅｉ ｔｓｓｏｆ ｔｐ ｏｗｅｒｔｈｒｏｕｇｈｉｎ ｔ ｅｒｎａ ｌｓｅ ｌｆ
－

ｃｏｎｓｔ ｒｕｃ
？

ｔ ｉｏｎ , ｆｕｒｔｈｅｒｓ ｔｒ ｅｎｇｔｈｅｎａｎｄｉｍ ｐｒｏｖ ｅｔｈｅｃｏ ｎｓ ｔｒｕｃ ｔ ｉｏ ｎｏｆｔｈｅｓｏ ｆｔｐ
ｏｗｅｒ

ｂｙＣｈ ｉｎａ －Ａｆｒ ｉｃ ａＣｏｏｐｅｒ ａｔ ｉｏｎ
,
ｕｐｇｒａｄｅ Ｃｈ ｉｎａ

－Ａ ｆｒｉ ｃ ａＣｏ ｏｐｅｒａｔ ｉｏｎＦｏｒ ｕｍｉｎ

ｉ ｔ ｓｓｏｆｔｐｏｗｅ ｒｂｕｉ
ｌｄ ｉｎｇ ,ｐ ｒｏｐ ｅｒｌｙｄｅａ ｌｗ ｉｔｈ

＂

Ｗ ｅｓ ｔｅｒｎｆａｃ ｔｏｒ
, ,

ｉｎＳ ｉｎｏ
－Ａｆｒｉ

－

ｃａｒ ｅ 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ｇｉｖ ｅｆｕｌ ｌｐ ｌａｙｔｏｔｈｅｇｅｎ ｅｒａ ｌｐｕ ｂ ｌ ｉｃａｎｄｎｏｎ

－

ｇｏｖｅ ｒｎｍｅ ｎｔｏｒ
？

ｇａｎ ｉｚａｔ 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
ｐ ｕｂ ｌ

ｉｃｄｉ

ｐ ｌｏｍａｃｙ．

Ｃｈｉｎａ
＇

ｓ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ｉｎＡ ｆｒｉｃ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Ｊｉａｎ Ｊ ｕｎｂｏ ,
Ｄｏｃｔｏ ｒ

,Ｓｃｈｏ ｏ ｌｏ ｆ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 ｉｅｓ ,Ｆｕｄａｎ Ｕｎ ｉｖｅ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