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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 】 当 中 国 诸省 努 力 扩 大 各 自 在 非 洲 的 影 响 力 时 ,

中 国 在 非 洲 的 参 与 层 次也 日 益 丰 富 起来 。 本文 试 图 分析 我 国 省级

行 为 体在 国 家 外 交 政 策 体 系 中 的 作 用 , 尤 其 阐 释 它 们 在 对 非 贸

易 、 工程 建设 、 投 资 、 援助 和 政 治 互 动 中 的 作 用 。 此 外 , 本文还

将探讨 非 洲 国 家及 中 国 本 身 如 何适 应 中 国在 非 洲 多 层次 参 与 趋势

的 问 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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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中 国在非洲的参与 日益得到 了世界的关注 。 随着 中国在非洲

参与的扩展和深化 , 无论对非洲人还是中 国人而言 , 了解 中国参与非洲事

务的多层次行为体的作用 , 尤其是 中 国各省份在非洲的 接触的独特作用 ,

便显得 日益重要 。

？

由 于中 国是单
一制 国家 , 外交事务的管理高度集中 。 根据 中 国宪法规

定 , 中央政府有权与外 国 建立外交关系 、 洽谈贸 易 协定 和掌管军 队 。 然

而 , 由 于中 国幅员 辽阔 、 人 口众多 , 我国省级政府的领导人并非在 国家政

治经济体系 中扮演微不足道的角 色 。 在改革开放期 间 , 得益于权力下放和

① 本文将 以广义的角度指称
“

省份
”

,

’

包括省一 级的大 陆各个省 、 自 治 区和直辖 市 , 但暂

时不将中 国台湾地 区 、 香港特别行政区与澳门 特别行政区包括在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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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政策两股力量的推动 , 我国诸省在对外交往 中 ( 尤其是经济交往 中 )

的地位 日益突 出 。

？

本文主要针对我国各省份在与非洲 日 益深化交往当 中 , 探讨它们对我

国对非政策的各类影响与意义 。 整体而言 , 它们既是我国对非政策的积极

协助者 、 执行者和协调者 , 但在特定场合也会产生
一些消极作用 。 文章将

运用分类和案例分析方法 , 对它们的作用进行逐一说明 , 以期深人了 解我

国地方政府在我国对非外交中的地位和功能 , 同 时也从特定角 度去了 解我

国非洲政策的执行情况 。

—

权力下放 、国际化和中国省份

1 9 7 8 年改革开放以来 , 中 国经济逐渐从高度 中 央集权 的 内 向 型 状态

向权力下放和 国际化方 向发展 , 省级政府被赋予更广泛的责任 以管理本地

区事务 。
1 9 8 2 年宪法规定 , 各省具有管理本地

“

经济 、 教育 、 科技 、 文

化 、 卫生 、 体育 、 城乡 建设 、 金融 、 社会福利 、 公安 、 司法行政 、 监察和

计划生育
”

等的权力 。 显然 , 责任转移也伴随着权力和 自 主权的转移 , 自

此 , 许多国有企业 , 包括国家外贸公司 的省级分公司也移交给省级政府管

理 。 各省在对外经济关系上 因此获得更多权力 , 如批准本地与外商的投资

项 目 。 在立法 方 面 , 省人 民代 表大会也第
一次被授予在这 些领域 的 立

法权 。

向地方授权的过程从地域上讲并不是均衡发生的 , 它最先发生于东南

沿海省份 , 然后逐步扩大到其他沿海省份 , 最终扩展到 内地 。 同时 , 权力

下放的逐
一

实施也代表了地方外事行为的深化过程 。 由 于获得对外贸易和

投资的新权力 , 我国诸省很快就成为在国际舞台上活跃的行为体 。 几乎每

一

个省份都采取积极的地方政策来和他省份竞争 , 以促进本省进出 口 贸易

和吸引外 国直接投资 ( ＦＤＩ ) 。

2 0 0 7 年 , 我国国 内生产总值 ( ＧＤＰ ) 约 为 3 ． 4 万亿美元 , 在全球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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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中仅低于美国 、 日本和德国 。 但如果我们将省份与其他 国家排名 , 作为

我 国经济第
一大省 的广东省 , 若按市场汇率计算 , 则成为了世界第 2 3 大

经济体 , 高于挪威和沙特阿拉伯 。 相 比之下 , 作为非洲最大的经济体 , 南

非却以 2 8 2 6 亿美元 的成绩排名 第 2 8 位 。 如果我们用购买 力平价 ( ＰＰＰ )

计算 , 广东省的排名则晋升到第 1 4 位 , 超过 了 印度尼西亚 和澳大利亚的

水平 。

如果将 6 个沿海省 份 ( 广东 、 山东 、 江苏 、 上海 、 浙江 、 福建 ) 加在

一起 , 按市场汇率计算 , 则达 1 6 0 0 0 亿美元价值 , 超过西班牙或加拿大 ,

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 。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 该地区 2 0 0 7 年的货物 和服

务价值达 3 5 3 4 0 亿美元 , 比印度还多 1 8 ％ , 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

？

2 0 0 7 年 中 国 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贸 易 国 。 不过 , 在 中 国大陆 3 1 个省级

单位中 ,
9 个沿海省份的对外贸易 占全国贸易总额的 9 0 ％ , 仅广东一省就

占 到 3 0 ％ 。 由于经济国 际化 , 我 国 的外 贸依存度在 2 0 0 7 年达到 6 3 ．
6 ％ ,

高于美 国和 日本 , 与欧盟成员 国持平 。 而从各省数据来看 , 中 国外贸高依

存度主要得益于沿海 6 个省级行政单位 ( 广东 、 上海 、 北京 、 江苏 、 天津

和浙江 ) 的对外贸 易 。

中 国权力下放和国 际化措施产生 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成就 。 杰拉德 ？ 西

格尔 ( Ｇｅｒａ ｌｄＳｅｇａ ｌ ) 认为 , 基于权力下放和 国 际化现实 , 人们需要对 中

国的外交关系进行
“

解构
”

, 在某种程度上应将沿海省份看作独立行为体 。

由 于这些省份与外部行为体构成了经济上的相互依存 , 外部经济合作伙伴

就可 以推动中国沿海地区经济进程 , 并影响 中 国政府对它们的政策 。 西格

尔认为 , 考虑到 中国不愿其他行为体利用中 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力量来推行

他们 自 私的议程 ,

一个理想的方案是重视沿海省份所建立起来的
“

对外关

系
”

。 正如他所说的 ：

“

为确保 中国在更加富裕和强大的同时不变得更加危

险 , 那么在实践上而不是法律上应确保存在更多的 中 国行为体 。

”？ 确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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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2 0 世纪 9 0 年代初西格尔发表他 的言论时 , 中国正面临
“

强地方 , 弱 中

央
”

的时期 。 然而 自 1 9 9 4 年 以来 , 随着权力下放 , 中 央和地方的关系逐

渐演变成
“

强 中央
一强地方

”

。

①

表 1



2 0 0 7 年中国外贸强省 ( 单位 ： 十亿美元 )

百万人 口国 内生 产 名义 国内生产 2 0 0 7 总人均购买力贸易依存
省份贸易额

( 2 0 0 6 年 ) 总值 2 0 0 7 年 总值 2 0 0 7 年 购买力平价平价度 ( ％ )

广东 7 8 ．  5 93 0 6 7 ． 3 7 4 2 0 ． 1 9 8 6 1 ． 6 2 1 0 9 8 3 6 3 4 ． 0 6 1 5 0 ． 9

江苏 7 5 ． 5 0 2 5 5 6 ． 0 1 3 5 0 ． 1 4 7 1 7
．

9 8 9 5 0 9 3 4 9
．

5 6 9 9 ． 8

上海 1 8 ．  1 51 2 0 0 ．  1 2 1 6 4 ． 4 0 3 3 7 ． 1 1 1 8 5 7 4 2 8 2 ． 9 1 1 7 2 ． 1

北京 1 5 ．  8 1 9 0 0 ． 6 2 1 2 3 ． 3 7 2 5 2 ． 9 8 1 6 0 0 11 9 2 ． 9 4 1 5 6 ． 4

浙江 4 9
． 8 01 8 6 3 ． 8 4 2 5 5 ． 3 2 5 2 3

．

 5 5 1 0 5 1 31 7 6 ． 8 3 6 9 ． 3

山 东 9 3 ．
 0 9 2 5 8 8 ．

7 7 3 5 4
． 6 3 7 2 7 ． 1 8 7 8 1 1 1 2 2 ． 4 9 3 4 ． 5

福建 3 5 ．  5 8 9 1 6 ．
0 1 1 2 5 ．  4 8 2 5 7 ． 3 1 7 2 3 2 7 4 ． 4 5 5 9 ． 3

天津 1 0
．  7 55 0 1 ． 8 3 6 8 ．  7 4 1 4 0 ． 9 6 1 3 1 1 3 7 1 ． 5 2 1 0 4 ． 0

辽宁 4 2 ． 7 1 1 1 0 2 ． 1 7 1 5 0 ． 9 8 3 0 9 ． 6 0 7 2 4 9 5 9 ． 4 7 3 9 ． 4

资料来源 ：

1 ． 中 国 国 家统计局 ： ｈｔ ｔｐ ：／ ／ｗｗｗ
．ｓｔａ ｔ ｓ ,

ｇｏｖ
． ｃｎ ／ ｔ

ｊｇ ｂ／ 。

2 ． 作者 以美元对人 民币 1 ： 7 ．

3 的汇率 比 例计箅得出 。

3 ． 作者 以 1 美元兑 3 ． 5 6 元人 民 市购买力平 价 比例计算得 出 。

4 ． 中 国商务部 。

1 ． 省份和中国多层次的外交政策体系

在
“

外交政策本地化
”

的研究 中 , 布 赖恩 ？ 霍 金 ( Ｂｒｉ ａｎＨ ｏｃｋｉｎｇ )

认为 , 地方或次国家政府 的
“

外交事务 的参与是国家外交政策过程的
一部

分
”

,

“

代表 了外交政策的 扩张而非萎缩
＂

。

② 霍金认为 , 地方或次国 家政

府不应该被视作国家政府并立的行动者 。 这更有助于我们接受多层次的政

治结构 和进程 , 这些结构或进程包括来 自 各个层级的 ( 如地方的 、 国家的

或国 际的 ) 行为体 。 这些不同层级的行为体相互影 响 , 要求决策者在政治

① 林尚立 ： 《 国 内 政府间关系 》
, 浙 口 ： 浙江人民出 版社 1 9 9 8 年 版

,
第 3 5 8 页 。

②ＨｏｃｋｉｎｇＢ , Ｌ ｏｃａ ｌ ｉｚ ｉ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 ｌ

ｉｃ
ｙ

；Ｎｏｎ
－

ｃｅｎｔ
ｒａｌ

Ｇｏｖｅ ｒｎｍｅ ｎ ｔｓ ａｎｄＭｕｌ ｔｉ
ｌａ ｙ

ｅｒｅｄＤ ｉ
？

ｐｌｏｍａ ｃｙ ？
Ｌｏｎｄｏｎ ；Ｍａ ｃｍｉ

ｌｌａｎ
,
 1 9 9 3

？ｐ
． 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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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上进行同 时管理 。

？

权力下放和 国际化的 同时发生 , 导致我国新 的多层次外交政策系统的

形成 。 中央政府仍是中 国对外关系 的主导者 ,
然而 , 各省提升 了它们在 国

际舞台 的形象 , 并在低级政治领域成为重要 的行为体 。

中 国各省 已发展出
一种成熟 的地方外事工作管理体制 , 在此体制中 ,

通常是 由省长或省委书记兼任外交事务处理小组组长 。 基于此 , 省长和书

记都是 当地对外关系 的高层决策者和主要指挥员 。 在省级行政体系 中 , 省

外事办公室 ( 外办 ) 和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委员会 ( 经合委 ) 在该系统中 占

据 中心位置 。 省外办处理对外政治事务 , 统筹本地所有外事关系 , 而经合

委主要处理 当地 的对外经济关系 。 该系统还包括在外事中地位不太突 出 的

部门如侨务办公室等 , 以及半政府性质的 机构如人民友好协会等 。 由于外

事关 系到所有功能性领域 , 几乎所有其他职能部 门都有外事办公室以加强

当地 国际合作 。

省外办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存在 , 相对而言 ,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委员

会则出现较晚 , 作为 省 和地方
一级单位 , 推动地方的 外 向 型经 济发展战

略 ,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 这些省一级的经合委负 责吸引外 国投资和促进 出

口
, 成为各省努力发展地方经济的主要工具 ,

一般负责执行国家与 国外经

济合作 、 外国 直接投 资和经济特 区 的外 贸方面 的政策 、 法律和法规 , 起

草 、 通过和执行上述领域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 , 拟定和执行地方对外经济

发展战略 , 包括贸易 和吸 引外 国直接投资 的战略 , 指导经济开发区工作 、

审批外商投资项 目 、 指导当地企业获得和管理外 国建设项 目 、 举办各种贸

易展览会 , 以及部署海外市场开拓等 。 沿海省份也积极设立海外办事处 ,

尤其是利用省属 国有企业在海外开设分支机构 。 最近 , 上海通过作为促进

海外直接投资 的政府机构 , 即 1 9 9 9 年成立的对外投资与 贸 易 局 , 在美国

洛杉矶 、 日 本大阪 、 英 国伦敦 、 德国法兰克福和汉堡 , 以及荷兰的 鹿特丹

设立了六个海外办事处 ；
2 0 0 0 年 , 协助本地公司 到海外投资成为上海对

外经济的重点工作 , 该机构还被指定为上海海外投资发展局 , 以便为本地

公司 提供免费咨询服务 , 协助他们拓展国际业务 。

①Ｈｏｃ ｋｉｎｇＢ , Ｌｏ ｃａ ｌｉ ｚ 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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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省作为中央政府的外交政策代理人

省政府在中 国单
一

制下运作 。 宪法规定 , 省的权力来 自 中央政府 , 省

的法律和行政行为应符合国家的法律和政策 。 因此 , 中央政府若认为省 的

权力 与国家法律或政策相冲突 , 便可 以收 回 。 从体制上看 ,
省长和省委书

记无疑都是 中央政府 和 中共 中央委员 会成员 , 虽然这些官员 由 省级人民代

表大会和党 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 但 中共组织部依然能严格控制他们的选

拔 、 任用 、 晋升和轮换 , 以确保干部对中央和 中共领导的忠诚 。 在地方官

僚体系 中 , 省外办 、 经合委 和其他 职能部 门接受 省和 中央政府的 双重领

导 。 外办接受外交部 的指导 , 而经合委接受商务部指导 。 所有这些制度确

保省政府能作为 中央政府在地方层级 的代理机构 。

外事机构具有同样 的情形 。 改革 以来 , 中央政府将外事权力下放给省

政府 , 在保 留对政策方 向 的控制 的同时 , 在诸如地方领事业务 、 国外媒体

事务 、 侨务 、 接待外国 国家元首或政府领导人等领域 , 中央政府让省政府

承担实际的行政和业务工作 。 这种外交政策权力下放减轻了 中央政府的 负

担 , 同时保 留 了在政策方向上的领导地位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省政府可以

被看作是 中央政府在发展对外具有政治含义的外交关系上的代理机构 。 此

外 , 作为非主权者 , 通过直接与那些和我 国没有直接外交关系或 国家间关

系 处于停滞阶段的 国家进行接触 , 省也代表中央开展
“

非正式外交
”

。

3 ． 省作为中央政府对外政策的伙伴

自 改革开放以来 , 各省都开发 自 己 的海外利益 , 以促进它们的出 口 目

标 , 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提高其国际形象 。 经过几十年经济迅速发展 , 各

省也有了足够强大的经济资源 , 以支持它们的 国际活动 。 在此＿础上 , 中

央 和各省逐渐形成了伙伴关系 , 中央政府能够依靠各省 的国 际活动提升 自

身的外交政策 目标 , 而各省也可以利用 中央政府的授权实现 自 己 的 目 标 ：

例如 , 上海五国首脑会议 ( 包括 中 国 、 俄罗 斯和 中亚三国 ) 、
2 0 0 1 年在上

海举行 的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和海南省的亚洲博鳌论坛 的建立 , 都大量

依赖于地方财政 。 近年来 , 为提高 中 国的 国际地位和形象 , 北京 、 上海和

广州分别被选定为 申 办奥运会 、 世博会和亚运会 的城市 , 这些城市将承受

大部分基础设施建设费兔和运作费用 。 如果 中央政府与其他 国家订立关于

教育 、 体育 、 文化 、 环保 、 卫生 、 农业和知识产权等领域的合作 , 或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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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领域设立援助方案 , 省政府有望成为协议的实际操作者 。

此外 , 沿海省份发展 出 了各 自 广泛的全球网络 。 通过它们的姐妹城市

和其所辖的跨国公司 , 这些省份有多种渠道进人外国的外交决策过程 。 透

过这些宝贵的渠道 , 中央可能会要求省的领导协助其工作去影响外 国 。

①

二 中国省份在非洲的参与

近年来 , 中国各省 已 加紧努力加强其在非洲 的存在 。 作为非主权者和

在非洲大陆的低政治行为体 , 这些省可以被看做是商人 、 工程建设者 、 投

资客 、 援助机构和次国家政府间行为体 。

1 ． 省作为商人

近年来 , 各省对非 贸易
一

直保持快速增长 。 作为经 济资 源的 非洲大

陆 ,

一直被中 国 国有和私人公司视为新经济机会的 沃土 。 在中央政府的鼓

励下 , 各省也采取 了许多措施促进对非洲 国家的 贸易 。

对省级政府和商业界而言 , 过去几年与非洲贸易 的快速发展也意味着

今后 的发展潜力 巨大 。 由 于与传统的海外市场 ( 如北美和欧洲 ) 的贸易盈

余在扩大 , 贸 易保护主义也在上升 , 省级政府和商业界越来越多地将非洲

．

看作扩大贸易 和促进其多样化的地 区 。 几乎所有 的省级政府都采取系统性

措施促进与非洲大陆 的贸易 。 省领导人开始带领本地贸 易代表 团 奔赴非

洲 。 与几年前相 比 , 这是相当新的现象 , 因为几年前贸 易代表团主要前往

欧洲 、 北美 、 日 本和其他发达 国家 。 例如 ,
2 0 0 4 年 1 0 月 , 原广东党委书

记张德江就带领高级代表 团去非洲访问 , 该团 包括 8 0 多名广东商人 , 访

问 了南非 、 埃及和阿尔及利亚 , 缔结了 约 1 2 亿美元的 贸易合 同 。 该代表

团还举办 了广东省与三个 国家的经济和贸易 合作交易 会 。

②

2 0 0 6 年 , 广东省和非洲 的 贸易从 2 0 0 2 年的 2 0 亿美元上升到 7 9 亿美

①Ｃｈｅ ｕｎｇ

ＰＴＹａｎｄ ＪＴＨＴ ａｎｇ , 

＂

Ｔｈｅ ｅｘｔ ｅ ｒｎａｌｒｅ ｌａｔ ｉｏｎ ｓｏ ｆ Ｃｈｉｎａ
＇

ｓｐ ｒｏｖ ｉｎ ｃｅ ｓ
＂

？ｉｎＬａｍｐ
ｔｏｎ

ＤＭ ( ｅｄ ) 
,
ＴｈｅＭａｋ ｉ

ｎ
ｇ ｏｆＣｈ ｉｎｅ ｓｅＦｏ ｒｅｉｇｎａ ｎｄＳ ｅｃｕ ｒ ｉ ｔ

ｙＰｏ ｌ
ｉｃｙ

ｉｎｔｈｅＥｒａｏｆ
Ｒｅｆｏ ｒｍ 

,
1 9 7 8 

—

2 0 0 0 ．Ｓｔ
ａｎｆｏ ｒｄ ：Ｓ ｔａｎｆｏ ｒｄＵｎ

ｉｖｅ ｒｓｉ
ｔ
ｙ Ｐ ｒｅ ｓｓ , 2 0 0 1 , ｐ．  1 0 5 ．,

② 《 张德江率 团 出 访南 洋 四 国 , 共 签约 八十 六亿 美元 》 , 见 ｈｔ ｔ
ｐ ：／ ／ｗｗｗ

．ｓｏｕｔｈｃｎ． ｃｏｍ／

ｔｏｄｎｙ／ｈｏｔ ｐ ｉ ｃ ｎｅｗｓ ／ 2 0 0 5 1 1 2 2 0 0 2 3 ． ｈ ｔｍ ？ 2 0 0 5 年
1 1

月 2 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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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 同年 , 上海与其在非洲 的五大贸易伙伴南非 、 埃及 、 尼 日利亚 、 贝 宁

和利比亚的进出 口 贸易 总额 达到 3 0 ． 4 8 亿美元 , 比上年增加 3 5 ． 8 ％ 。 来

自 浙江省的贸易数据也显示 , 它与非洲 的贸易额从 2 0 0 1 年的 1 3 ． 1 亿美元

增加到了 2 0 0 6 年的 6 6 ． 8 亿美元 。

然而 , 与各省的 贸易总额相比 ,
这些对非洲 的贸易额仍然很低 , 如只

占到上海贸易总额 的 1 ． 3 ％和广 东 的 1 ． 5 ％ , 都远低 于全 国平 均水平 的

3 ． 1 ％ 。 只有浙江较 突 出 , 它 与非 洲在 2 0 0 6 年 的外 贸 比重达到 了 总额 的

4 ． 7 ％ 。 此外 , 如果我们考察贸易平衡 的话 , 多数省份与非洲的注册 贸易

是盈余的 。 2 0 0 6 年 , 广东省共向非洲 出 口 了 5 6 亿美元的货物和服务 , 而

进 口价值只有 2 3 亿美元 , 存在 3 2 亿美元盈余 ； 上海与非洲的进 出 口盈余

也有 8 亿美元 ；
浙江 的 出 口价值达 5 4 亿美元 , 进 口 只有 1 2 亿美元 , 有

4 2 亿美元盈余 。 有趣的是 ,
2 0 0 6 年 中 国 对非 洲 出 口 2 6 7 亿美 元 , 进 口

2 8 8 亿美元 , 存在 2 1 亿美元 的赤字 。 如何解释中非之间 的 整体贸易赤字

和贸易最活跃的省份贸易顺差 的矛盾 ？ 唯一可能的原因是 , 中国从非洲进

口 的 资源和能源是通过那些北京所掌握的 国有企业所消化的 。

中 国各省 向非洲出 口 的主要是制成 品 , 包括机械 、 电子 、 纺织服装和

高新技术等高科技产品 , 而从非洲 进 口 的 主要是棉花 、 钻石 、 原材料和其

他初级产品 。 对于那些缺乏石油和原材料的非洲国家而言 , 他们与 中 国各

省通常会处于贸易赤字上升的 阶段 。

相应地 , 中央政府已经采取多种措施来解决非洲关心的赤字问题 , 诸

如 向最不发达的非洲国家提供零关税待遇 , 而在与南非的
一项最近所达成

的协议 中 , 规定中 国纺织 品和服装 自 愿限制 出 口 , 以帮助南非的地方工业

提升竞争力 。 由 于这些政策的变化 , 各省开始强调 向非洲 出 口 高附加值的

产品 。 2 0 0 6 年浙江省对非洲 的机电 产品 出 口增长 了 3 9 ． 1 ％ , 远高于纺织

品 出 口增长速度 ( 9 ． 3 ％ ) 。

2 ． 作为项 目建设者的省

2 0 世纪 7 0 年代末以来 , 中 国 已成为世界工程建设市场的 主要参与者

之一 。 良好 的外交关系 、 成本低廉 、 满意的质量和髙效率都有助于我国企

业在这
一

市场 取得显著成就 。
2 0 0 7 年 中 国 的海 外 承包工程 营业额 达到

4 0 6 0 亿美元 , 同 比增长 3 5 ． 3 ％ , 去年同期 , 新签合同额达到 7 7 6 亿美元 ,

同 比增长 1 7 ． 6 ％ 。 截至 2 0 0 7 年 8 月 底 , 中 国 与海外 的 合 同项 目 累计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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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6 4 亿美元 , 合同价值达到 3 2 9 5 亿美元 。
？

尽管很长时间 以来非洲 的建设都不甚了 了 , 只是近年才繁荣起来 , 但

各省 国有企业在 中央政府 的支持下 , 在非洲 已 经营了几十年 。 由 于在非洲

长期积 累 了信 誉 , 这些 公 司 正成 为非洲 市场 的领军者 , 非 洲也 成为 在

2 0 0 6 年中 国最 大 的海外 建筑市 场 , 新签 订 的合 同总额 占到海外 总额 的

4 5 ％ 。 同年 , 在非洲承包 的工程营业额从总额的 2 8 ％增长到 了 3 1 ％ 。

？

在这些建筑公司 中 , 国有企业是 主要参与者 。 例如 ,
2 0 0 7 年前 5 0 家

最大 的拥有海外承包工程 营业执照的公 司 中 , 有 2 9 家来 自 国 有企业 。 在

这 2 9 家企业中 , 有 8 家名列前 1 0 名 。 国有企业获得了 来 自 非洲 的最大宗

合同项 目 , 如价值 8 3 亿美元的尼 日利亚铁路现代化工程 、 价值 6 2 ． 5 亿美

元的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工程等 。 不过 , 虽然省级企业在这一市场中

属后来者 , 然而业务扩展速度在加快 。 2 0 0 7 年 , 就省级海外承包 工程营

业额而言 , 广东 、 上海和江苏分别居于前三名 , 营业额分别达到 5 4 亿美

元 , 4 4 亿美元 3 4 亿美元 。 就新签订 的合 同 价值来看 , 上 海表现最为 突

出 , 达 6 7 亿美元 , 广东 、 四川 、 山东和江苏紧随其后 。

尽管我们缺乏中 国各省在非洲 的活动数据 , 但显然 , 大部分省份都有

自 己 的 企业在非洲经营 。 例如 ,

“

荷那中 国
”

( Ｈ ｅｎｎａＣｈ ｉｎａ ) 是塞 内加 尔

最大的 宗教城市 图巴 ( Ｔ ｏｕ ｂａ ) 的道路建设者 。 在苏丹 , 上海建工集团 开

展了许多项 目 , 如办公大楼和医院 。 有趣的是 , 有些内陆省份的海外建筑

项 目 比沿海省份更依赖 于非洲市场 。 例如 , 许多湖 南 的公 司与埃塞俄 比

亚 、 马里 、 利比亚和肯尼亚签订了 合同 。
2 0 0 7 年 , 湖南众多企业所签订

的新的合 同额为 1 2 ． 4 亿美元 , 其 中 7 亿美元合 同 额来 自 非洲 国家 。
2 0 0 8

年前两月 , 全省签署 了 1 0 ． 1 亿美元的新合同 , 其 中 8 亿美元合 同额来 自

非洲 , 占总额的 8 0 ％ 。

3
． 作为投资者的省

中 国 的海外投资起步较 晚 , 但近年来增长非常迅速 。
2 0 0 7 年 , 中 国

① 商务部合作司 ：

“

2 0 0 7 年我国 对外承包工程 、 劳务合作和设计 咨询业务统计
”

, ｈｔ ｔｐ ：／ ／

ｈｚｓ．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ａａ ｒｔ ｉ ｃｌｅ ／ｄ ａｔ ｅ ／ 2 0 0 8 0 1 ／ 2 0 0 8 0 1 0 5 3 5 4 3 7 7 ． ｈ ｔｍ ｌ ,  2 0 0 8年 1 月 2 5 日 。

② 邢厚媛 ： 《三十年风雨兼程 ： 对外工程承包业在结构调整中 走向 成熟 》 , 载 《 国 际经济合

作 》 2 0 0 8 年第 3 期 , 第 6 页 。





中国 省份在对非政策 中 的作用 8 5

的对外直接投资额达 到 2 6
．
 5 1 亿美元 。 到 2 0 0 7 年年底 , 近七千个 国 内投

资主体巳在 1 7 3 个 国家建立起超过 1 万个海外企业 。 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净

增量为 1 1 9 ． 1 亿美元 。 对外迅速投资尤其反 映在 中国 对非洲直接投资上 。

2 0 0 3 年 , 中 国在非洲的海外直接投资额只 有 7 4 0 万美元 , 累计有 2 ． 8 5 亿

美元 。 然而到 2 0 0 7 年 , 年投资额额达 1 5
．
 7 亿美元 , 累计达到 4 4

．
 6 亿美

元 。 中 国在非洲 的最大 的前六位海外投资对象是南非 、 尼 日 利亚 、 苏丹 、

赞比亚 、 阿尔及利亚和尼 日 尔 。

表 2接受中 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非洲国家排名 ( 单位 ： 百万美元 )

排名国家累计总额 2 0 0 7 对外直接投资

1南非 7 0 2 ． 3 7 4 5 4 ． 4 1

2尼 日 利亚 6 3 0 ． 3 2 3 9 0 ． 3 5

3苏丹 5 7 4 ． 8 5 6 5
．

4 0

4赞 比亚 4 2 9 ．
3 6 1 1 9 ． 3 4

5阿尔 及利亚 3 9 3 ．  6 9 1 4 5 ． 9 2

6尼 日 尔 1 3 4 ． 5 3 1 0 0 ． 8 3

7埃及1 3 1 ．  6 0 2 4 ． 9 0

8毛里求斯1 1 5 ． 9 0 1 5 ． 5 8

9埃塞俄
．

比亚 1 0 8 ．  8 8 1 3 ． 2 8

1 0民 主刚果 1 0 4 ． 4 0
？

 5 7 ． 2 7

1 1安 哥拉 7 8 ． 4 6 4 1
．

1 9

非洲 1 ,  5 7 4
．  3 1 4 ,  4 6 1 － 8 3

世界 2 6
,
 5 0 8 ．  0 0 1 0 1 ,  1 9 0 ． 6 0

非洲所 占份额 5
．

9 ％ 4 ． 4 ％

资料 来源 ： 中 国 商务 部网 站 ( 中 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局 ) , 2 0 0 7 年 。

尽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主要是国有大 中型企业 , 但有 1 ／ 4 的投资 ■

主体来 自 各省 。 表 3 列出 了对外直接投资额前 1 1 个最大 的省份 。 相对于

外贸排名 , 几乎所有位列前茅 的贸易大省也是对外投资大省 , 只有天津没

有进入前 9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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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 0 0 7 年各省对外直接投资 ( 单位 ： 百万美元 )

排名省份累计总额 2 0 0 7 对外直接投 资

1广东 7
, 2 4 3 ． 1 1 1 ,  1

4 1 ．  0 1

2上海 3 , 0 2 5 ． 3 85 2 2 ． 6 6

3山东 1 ,  6 1 3
． 6 01 8 9 ．  2 8

4北京 1 , 5 9 1
．  9 51 5 2 ．  9 5

5江苏 1 , 1 6 4 ．  9 95 1 8 ． 9 9

6浙江 1
,
 1 6 2 ． 5 9 4 0 3 ． 4 6

7福建 9 1 6 ． 0 8 3 6 8 ． 4 7

8黑龙江 7 1 1 ． 4 4 1 7 8 ． 5 1

9辽宁 4 4 3 ． 9 5 1 2 8 ． 3 3

1 0四川 4 4 3 ． 2 2 2 9
1

． 2 0

1 1河北 3 8 2 ． 4 8 5 3 ． 9 4

1 2湖南 2 9 3 ． 4 4 1 4 0 ． 8 8

上述省级投资合计 1 8 9 9 2 ． 2 3 4 0 8 9 ． 6 8

中 央投资 7 9 , 4 4 3 ． 7 6 1 9 ,  5 8 4 ．  8 8

全国投 资 1
0 1 , 1 9 0

． 6 0 2 4
, 8 3 8 ． 2 9

省级投 资所 占比重一 2 1 ． 5 ％

资料来源 ： 中 国商 务部 网站 。

直到最近 , 大型国有企业和私企依然是在非洲 的投资先锋 , 在大型国

有企业方面 , 如 中 国石油天然气集 团总公司 、 中 国石油化工集 团总公司和

中 国五矿集 团 , 大都投资于资源丰富 的非洲 国家 , 尤其涉及石油和铜等资

源领域 。 这些公 司大部分是由 中央政府控制 的 。 另一方面 , 私营企业也有

意涉足非洲 巨大的尚未开发的市场 , 并愿意承担更大的投资风险 。 不过他

们通常是 自 我行事 , 得到 中 央和省级政府 的支持不多 。 总之 , 在初始 阶

段 , 省政府没有参与在非洲 的投资 。

1 9 9 8 年 , 上海市政府颁布 了
一项法令 , 奠定 了对非洲 的 投资策 略 ,

并指明了
一

系列措施 以鼓励本地公司投资于这
一

大陆 。 文件指明南非是上

海公司的投资市场和作为 向其他非洲地区扩张的跳板 。 该文件还认为 , 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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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应集 中在纺织 、 家电 、 医药 、 食品 和机械行业等 , 以后则 应扩大到 电

子和化工行业 。 初期 的 项 目 比较少 , 主要集 中于易于快速建立和 易 于经

营的制 造业 。 而资源和商业领域的 投资比较谨慎 , 只 能在适 当的 条件下

进行 。 为鼓励本地企业 到 非洲投资 , 上海建立 了 1 亿美元专项基金 , 向

本地公司提供低息贷款 。 政府还派遣长期工作人员 到南非协助本地公司 的

业务 。

？

2 0 0 0 年 2 月 , 前国家主席江泽 民在视察广东省 的时候 , 向省领导提

出 , 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我 国必须采取
“

走出 去战略
”

,
以鼓励

企业投资于海外市场 。 在 中央政府的鼓励下 , 越来越多的省份开始采取措

施 , 鼓励省级和地方 国有企业和私人公司到非洲投资 。

2 0 0 3 年 7 月 , 在国 家
＂

走 出去
”

战略框架下 , 以及福建省政府发 布

的关于建议实施走 出去开放战略文件 的支持下 , 福建将南非和尼 日 利亚作

为海外投资 目 的地 , 发展资源开发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 又如 , 浙江省政府

制定了
一系 列综合补贴制度 , 鼓励企业到非洲投资 。 如 2 0 0 2 年浙江省政

府规定 , 政府对在非洲投资超过 3 0 0 万元的公司发放 3 0 万元人 民币 补贴 ,

对扩大与非洲贸易 的公司实施奖励 ,
对参与 由 浙江省经贸合作雯员会所主

办的海外贸易展览会 的本地公司提供财政支援 。

②

在 2 0 0 6 年北京 中非合作论坛首脑会议上 , 国家主席胡锦涛宣布了八

项措施 , 以建立一种新型 的 中非关系 , 其 中包括建立 5 0 亿美元非洲发展

基金 , 以鼓励中 国企业到非洲投资设厂 , 三年 内在非洲大陆建立起 3 到 5

个经济合作区 。 省政府 由此迅速采取行动 , 利用 中央政府 的政策来推进本

地 的非洲战略 。

天津政府控制 的 天津经济技术 开发 区投资控股有 限公 司在埃及 已成

功建立了一个工业区 , 并希望能吸引 2 5 亿美 元 的 中 国 投资 。 该经济 区

将得到中央政府 的优惠贷款 , 同时也获得 了来 自 中 国非洲发展基金 的注

资 。 在苏伊士地 区 5 平 方公里 的 工业 园 区将在 未来 1 0 年 内 逐步建成 。

① 上海 对外 经贸委 员会 ： 《 关于 进一 步 扩大 企业对 外 投 资 , 加 快拓 展 国 外 市场 的 若干

意见 》
,

ｈｔ ｔｐ ：／ ／ｓｍｅｒ ｔ
． ｓｈｑｐ

．

ｇｏｖ
． ｃｎ ／ｇｂ／ ｃｏｎ

ｔ ｅ ｎｔ
／ 2 0 0 3 

—

 0 3
／

1 6 ／ ｃｏｎ ｔｅｎｔ
＿ 2 9 9 7 ．ｈｔｍ ,  1 9 9 8 年 2

月 2 0 日 。

② 浙江省政府 ： 《浙江省 财政厅 、 浙江省经 贸厅关 于实施
“走 出 去

” 战略专 项资金使 用管

理若干意见 的通知 》 , ｈｔ
ｔｐ ：／ ／ｗｊ

ｃ． ｚｆ ｔｅ ｃ．
ｇｏｖ． ｃｎ／ｍａｉ

ｎ／ｚｔｚｌ／ ｚｃｑ／ ｚｃｆｇ／Ｔ Ｘ 8 1 3 2 7 ．ｓｈ ｔｍ ｌ ,  2 0 0 2 年  1 2
月

1 4 曰 。



8 8非 洲研究


为鼓励 天津企业投资这
一

工业园 区 , 天津市政府将 向投资者追加投资总

额 5 ％ 的补贴 , 确保他们免于投资风险 , 并为 每
一

位在此园 区 工作 的 中

国雇员 提供 1 0 0 0 0 元 资助 。 在 这
一

园 区 , 每个公 司所得到 的补贴上 限是

1 0 0 0 万元 。

？

在广东 , 由 省政府控制 的广东新广国 际集 团于 2 0 0 6 年与尼 日 利亚签

订了协议 , 成立尼 日 利亚 ( 广东 ) 经济贸 易合作区 。 该合作区被选为 国家

级境外经济贸 易合作 区 , 因此将获得中央政府的优惠贷款及来 自 广东省的

政策支持 。 这一位于奥贡州 依格贝 莎地区的合作区初期将获得 5 亿美元的

投资额 。 尼 日利亚政府已 经颁布
一项本地政策 , 以确保当地人能从该合作

区获得就业和商业机会方 面的最大利益 。 该项 目 预计至少 在农业 、 卫生 、

教育 、 交通 、 工业 、 商业 、 和房地产业 中产生 2 0 亿美元 的价值 。

4 ． 作为援助者的省

援助是中 国对非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 几十年来 , 各省作为 中央政府

的代理人执行这
一政策 。 通常 , 由 中央决定政策和提供资金 , 而省级政府

提供援助 , 例如派遣 医疗队 、 建筑队和培训队等 。 自 从 1 9 6 3 年 中国 向 阿

尔及利亚派 出第一支医疗 队以来 , 中 国 已 向 非洲派出 1 ． 6 万人次的 医疗队

员 , 使 2 ． 6 亿非洲人民得到无偿医疗援助 。 中 国援非医疗队的足迹 已经踏

遍 4 5 个非洲 国家和地区 。

？

大多数医疗队是经由 省派遣出去的 , 根据配对安排 ,

一个省向一个特

定非洲 国家提供医疗小组 。 例如 , 上海应中央政府要求为摩洛哥提供医疗

队 。 统计表明 , 从 1 9 7 5 年至 2 0 0 5 年期 间 , 上海共 向摩洛哥派 出 1 1 4 1 2 0 3

名 医生 , 治疗 了 4 4 0 万本地病人 , 共进行过 2 5 万例手术 。 在 2 0 0 6 年 , 仍

有 1 2 个医疗队共有 1 2 1 名 医生在摩洛哥工作 。 又如 , 甘肃与 马 达加斯加

配对 , 派遣医疗队超过 3 0 年 。 在此期 间 , 甘肃 已派 出 4 4 4 名 医 生 , 为马

达加斯加 的四个定点医疗站服务 , 诊治患者达 1 2冗 万名 。 有 5 1 名 甘肃医

① 天津 市政府 ：

“

天津市 政府文 件
”

, ｈｔ ｔｐ ：／ ／ｗｗｗ ．ｔ
ｊ

．ｇｏｖ ．ｃｎ／ ｚｗｇ ｋ／ｗ
ｊ
ｇｚ ／ ｓｚｆｗ

ｊ ／ 2 0 0 8 0 5 ／

ｔ 2 0 0 8 0 5 2 7
 ＿

5 8 7 3 5 ．ｈｔｍ
,
 2 0 0 8 年 4月 2 4 日 。

② 杨玉 国 ： 《

“

世界 卫生 日
”

关 注 非洲 卫 生健 康 》 , 国 际在 线专 稿 ,
ｈｔ ｔ

ｐ ：／ ／ｇｂ
．ｃｒ ｉ

． ｃｎ／

2 7 8 2 4
／ 2 0 1 0

／
0 4

／ 0 7
／ 3 2 4 5 ｓ 2 8 0 7 7 5 5 ． ｈ ｔｍ , 2 0 1 0 年 4 月 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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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因其提供的服务赢得 了总统颁发的奖章 。

？
 2 0 0 5 年 , 为庆祝第一批 中 国

医疗队来上述两 国服务 3 0 周 年 , 上海和甘肃都派出 自 己的代表团前往摩

洛哥和马达加斯加 , 参加东道国举办的 国家级仪式 。

各省还与中央政府
一道制定针对非洲官员 和技术人员 的培训方案 。 例

如 ,
2 0 0 5 年 , 约有 3 0 名非洲 国 家学员在 中 国 参加 了反 贫困 高级培训计

划 。 浙江赞助 了这项计划 , 其参加者来 自 2 1 个非 洲 国家 ,
包括塞拉利昂 、

利比亚 、 加纳 、 尼 日 利亚 、 坦桑尼亚 、 赞比亚等 。

各省也提供 自 己力所能及 的物质援助 。 例如 ,
2 0 0 4 年 9 月 , 上海人

大委员长龚学平代表上海政府在南非纳塔尔
一祖鲁省访 问时向该省捐赠 了

5 0 张轮椅 。 省级外事官员 的访谈表明 ,

一些省政府 正使用本地资金 以帮

助发展中 国家 ( 包括 非洲 国 家 ) 的 同 行 。 援 助方案 价值 可能超 过 1 0 万

美元 。

5 ． 作为政府间机构的省

根据由 中 国国 际友好城市协会提供的数据来看 , 很 明显 , 上海和江苏

在与非洲地方政府之间建立姊妹城市关系 方面成绩最为突 出 , 各 自 与非洲

建立了 7 个姐妹城市 。 紧随其后 的是广东和安徽 , 各 自 建立有五对姊妹城

市 , 其次是山东 、 湖南 、 河南 、 浙江和甘肃 , 各 自 有四对姊妹城市 。 其他

省份与非洲姐妹城市 的关系建立不太活跃 , 如北京和天津各 只有
一对 ,

一

些省份如陕西根本没有建立这种关系 。 这是可以理解的 , 那些与非洲 国家

有最活跃贸易 和投资关系 的省份主要是上 海 、 江苏 、 广东 、 山东 、 浙江

等 , 而其他一些沿海省份如北京 、 天津和福建 , 则在这方面相对而言不太

积极 。 虽然我国省市所建立 的友好城 市主要集 中在北美 、 欧洲和亚洲 国

家 , 但有几个省在与非洲建立这
一关系 的 比例上高于在其他地区 的 比例 。

有些 内陆省份如甘肃 , 有 3 1 对姊妹城市 , 其 中 4 个在 非洲 , 占 总数 的

1 2
． 9 ％ , 上海 占到 1 2 ． 5 ％ , 远高于全 国 5 ． 2 8 ％ 的平 均水平 , 还有一些 内

陆省份如安徽 占 到 8 ． 6 ％ , 湖南 占 8 ． 3 ％ , 河南 占 7 ． 4 ％ , 也都髙于全国

① 《 中国 与马 达加 斯加 医疗 合作 三 十周 年活 动开 幕 》
,

ｈｔ ｔｐ ：／ ／ｗｗｗ． ｇｏｖ
． ｃｎ／ｇｚｄｔ ／ 2 0 0 5 

—

1 2 ／ 0 9 ／ ｃｏｎ ｔｅ ｎｔ
＿ 1 2 5 7 4 7 ． ｈ ｔｍ

, 2 0 0 5 年 1 2 月 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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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水平 。

表 4中国与非洲和其他地区的姊妹城市关系 ( 2 0 0 8 年 )

地 区国 家级省级市级总计

亚洲3 0 3 8 0 7 6 4 8 6

日 本2 0 0 3 3 2 3 3

非洲2 7 5 2 2 2 1 Ｕ
1

南非 1 3 7 2 0

埃及 4 4 8

纳米 比亚 6 0 6

摩 洛哥 41 5

美 国和大洋洲2 1 3 0 3 8 5 4 0 9

美 国 1 3 2 3 4 1 6 6

澳大利亚 6 2 6 6 8

欧洲3 7 3 5 2 1 3 1 5 2 0

俄罗斯5 51 5 7 0

德 国 3 6 1 5 5 1

总计1 ］ 51 5 9 9 4 2 9 2 1 4 3

资料来源 ： 中 国 国 际友好城市协会 网站 。

通过与这些友好城市所建立的渠道及其他方式 , 中 国各省的 官员 在通

往非洲的道路上络绎不绝 。

一般情况下 , 中国省级政治领导人访问非洲多

为寻求本省与非洲的经济合作机会 , 如贸易 机会和新的投资 。

2 0 ＣＭ 年 1 0 月 , 浙江省副省长及其代表团访问 了塞舌尔 , 他们对浙江

企业与塞舌尔在投资和经济合作上的可能性进行了交谈 。 随后 , 他们还访

问 了埃塞俄 比亚 , 会见了对方官员 和农民代表并洽谈了农业合作 。 在
一次

会议上 , 埃塞俄 比亚 的
一个省长表示 , 希望该省能 向浙江省 出 口高品质的

咖啡 , 同时鼓励浙江 向他们输 出丝绸加工技术 、 出 口种 子和提供员工 培

训 。 其他沿海省份与非湘 国家也存在类似的关系 , 如广东省官员 ( 包括省

长和省委书记 ) 近年来都访问 过非洲 。
2 0 0 7 年 ,

广东省委 书记张德江带

① 参见中 国国 际友好城市联 合会 网 站 , ｈｔ
ｔｐ ：／ ／ｗｗｗ．  ｃ ｉ

ｆｃ ａ． ｏｒｇ ． ｃ ｎ／ｗｅ ｂ／Ｓｈｏｗｐｒ
ｏＦｒ ｉｅｎｄｌｙ

．

ａ ｓｐ ｘ ． , 2 0 1 0年 1 0 月 2 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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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赴非代表团 , 签署了价值 3 4 亿美元 的经济合 同 。 2 0 0 4 年 , 他也曾访问

过非洲 , 带回 了价值 2 4 亿美元的合 同 。

除了 中 国省级官员访问非洲外 , 非洲地方领袖也常访 问中 国 。 非洲 国

家代表 团访华的最重要 目 的是实现经济合作 , 特别是吸引各省 的对外直接

投资 。 例如 ,

2 0 0 6 年 1 0 月 , 加蓬总统邦戈在 出席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期 间访问过上海 , 他在访问期间说 , 尽管有一些上海企业在加蓬参与 了几

个大型开发项 目 , 但希望能有更多 的上海企业去加蓬投资 。 又如 ,
2 0 0 8

年 , 马里卫生部长在访问浙江时说 , 马里需要获得廉价和丰富的药品 ,
要

求浙江公司到该 国去投资 。

不仅中 国沿海省份与非洲关系热络 ,

一些 内陆省份同样吸引 了非洲贵

宾来访 。 如湖南近几年 已多次接待非洲官员 。 由 于湖南有先进的杂交水稻

和其他农业技术 , 吸引非洲 国家来寻找合作机会 , 以帮助提高他们的农业

生产水平和解决饥荒 问题 。

三 省份参与对中非关系的影响及其应对

1 ． 省作为深化中非关系的推动者

无论是作为中央政府对外政策的代理人还是合作伙伴 , 各省在非洲的

投资有助于促进 中非经贸关系 的迅速和顺利的发展 。 事实上 , 如果不 出于

各 自利益 , 各省不会在过去 3 0 年 中 , 持续派遣几千名 医生去帮助非洲国

家 。 然而 , 作为中央政府的代理人 , 他们又必须执行对非洲 的 国家援助政

策 。 各省派遣优秀医生的能力 给海外 的医疗队提供了满意的后勤支援 , 确

保在非洲 国家的 中 国医疗队 的成功 , 帮助实现促进中 国与非洲之间更好关

系 的 目 标 。 如今 , 中 国各省不仅是中央政府在非洲的代理人 , 也是其合作

伙伴 。 某种程度上说 , 它们 自 己 发展起对非洲的强烈兴趣 , 通过扩展其在

非洲大陆的参与度 , 积极支持我 国对非 ｉ

ｆ
［策 。

许多省份表现出对非洲 的兴趣 。 特别是那些在经济上不能和沿海省份

竞争的 内陆省份 , 多年来关注非洲 , 认为 自 己 的技术和商品可能会在没有

完全开发的非洲市场找到更好的机会 。 同 时 , 那些 沿海省份越来越感觉 ,

在传统 的北美和欧洲市场的保护主义压力下 , 以及在国 内结构调整的要求

下 , 以及将竞争力较弱 的产业转移到低成本地区的压力下 , 也开始将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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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做是
一

个新的 出 口市场和投资 目 的地 , 特别 自 2 0 0 6 年 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峰会和 同年 《 中国 的非洲政策 》 白 皮书 出版后 , 这 日 益成为现实 。 在中

央 巨大激励机制
——如大型援助方案 、 优惠 贷款和新的 中非发展基金

——

刺激下 , 各省相信在 中 央政府 的支持下 , 自 身在非洲 的 利益可 以得到 提

升 。 同时 , 中 央政府还发现 , 各省参与非洲事务可 以协助 中央政府履行其

承诺 , 向非洲 国家实施援助方案和深化中国与非洲全方位和多层次的关系 。

省所具备 的协助功能至少可分为 四个方面 ：

第
一

, 它们能进一步加深中非经济关系 。 虽然大型 国有企业在基础设

施建设 、 采矿和石油部 门 占主导地位 , 而不少省级企业
——无论是国有或

私营——则主要体现为在非洲 国家的交易商 、 新兴投资客和建设者 。 虽然

他们的投资与大型 国有企业相 比较小 , 但省级公司在绝对数量上是非常庞

大 的 , 而且在非洲大陆 的分布更广泛 , 因而实际上在扩展 中国在非洲的经

济影响力上更为 明显 。

第二 , 各省对非援助基于各 自 的经济实力 , 尽管在总量上仍然只是象

征性的 。 更重要的功能是 , 各省是实施中 国对非国家援助方案 中 的重要组

成部分 。 各省本地企业都是 中国对非援助支持项 目 的重要基础设施 的建设

者 。 这些企业的员 工总体素质较好 , 通常可以及时完成项 目 。 这种令人满

意的援助项 目 帮助非洲人民提高 了善治和非洲人民与政治家对 中 国的 友善

程度 , 也提高 了 中国在非洲 的形象 。 我国各省派遣的 医疗小组已诊治 1 ． 7

亿非洲患者 , 这也极大地增强 了非洲 国家与 中 国的友好关系 。

第三 , 各省可 以帮助 中 国和非洲 发展基层接触 , 以加强可持续发展 的

中非关系 的社会基础 。 诚然 , 由 于我国政府长期以来支持非洲 的 民族解放

运动和维护 国家主权和发展的努力 , 大多数非洲 国家倾 向于把中 国作 为他

们的朋友 。 然而在社会层面 , 对中 国的认知 明显过于缺乏 , 和 中 国人 的直

接交流也显得相当 不足 。 各省通过发展姊妹城市关系 和各种文 化交流活

动 , 可以接触非洲 当 地的 政府和 广大市 民 , 有助 于巩 固 国 家层面的 中非

关系 。

第四 , 各省也偶尔可 以作为非正式 的对非外交主体 , 以支持 中 国在非

洲 的外交政策 目 标 。 尤其当中 国与特定非洲 国家的正式外交关系遇到 困难

或难 以发展时 , 这种角 色表现得更为 明显 。 例如 , 虽然我 国支持纳尔逊 ？

曼德拉的南非非洲人国 民大会 ( 以下简称
“

非 国大
“

) , 但当 非 国大上 台

时 , 曼德拉政府依然 同 台湾保持着外交关 系 。 1 9 9 7 年我 国与南 非建立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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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外交关系前 的 1 9 9 5 年 1 月 , 南非 自 由省省长就应邀到海南省访问 。 同

年 3 月 , 北京市政府代表团访问 了南非高登省 。 当高登副省长 5 月 前往北

京时 ,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尉健行参加 了在 北京举行的 市长 会议 。
1 9 9 5

年 1 2 月 , 中 国人民友好协会副会长率领了 由江苏 、 天津 、 宁夏 、 青海和

四川各省代表所组成省级赴南非贸易代表团赴南非访问 。

因此 , 各省与非洲在经济 、 社会和文化的 深人交往 , 代表了中 国在非

洲 的外交形象 , 不但加深了非洲人 民对 中国的 了解 , 也在促进中 国对非外

交政策 的积极效果方面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功能 , 是中 国 中央政府对非外交

的积极执行者 、 促进者和协调者 。

2 ． 省作为中非关系中的复杂行为体

不过 , 作为 中 国非洲事务的参与者 , 它们有时也成为中非关系摩擦的

源泉 。 例如 ,
2 0 0 2 年 3 月 , 在毛里求斯一家纺织公 司工作的 1 5 0 0 名 女性

华工走上路易港街头 , 在中 国大使馆前举行示威 , 高 呼
“

华工过劳之死
”

的 口号 。 最初的非暴力抗议很快演变成 中 国工人和当地蒈察的对抗 , 警察

发射了催泪 瓦斯 ,

一些华工在混战 中严重受伤 。 中方职工抱怨她们被迫工

作至午夜 。 她们是被浙江省宁波市
一

家国有企业带到毛里求斯 的 。

？ 在近

来越来越多的抗议事件中 , 包括有 1 0 0 多名华工在赤道几内亚罢工 , 他们

声称 自 己遭到 中 国雇主的虐待 。 这些工人由 辽宁省
一

家国有企业即大连 国

际合作有限责任公司 的分包商带到赤道几内亚 , 承担住房建设工程 。 由 于

有当地警察干预 , 两名华工被打死 , 另外有 四人在冲突 中严重受伤 。 这次

事件后来成为与 中 国和赤道几 内亚的外交问题 , 我 国政府
一直要求赤道几

内亚政府就这次事件的起因进行严肃调查 。

②

2 0 0 8 年 6 月 , 商务部 、 外交部 和 国务 院 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联

合举办了一次全国会议 , 有 1 0 0 0 名 官员 ( 包括各省负责贸易 、 外事和国

资委的官员 ) 与会 。 商务部副部长陈健在会议上介绍 , 当越来越多 的中 国

公 司在海外运作的时候 , 有些公司却采取非法和不道德的商业行为 , 由此

一些项 目受到严重延误 , 安全事故呈上升趋势 , 有些建设项 目 遇到质量 问

① 鲍丹禾 ： 《 毛里求斯 ：

一天 累死两名 华人女 劳 工 》 , 载 《 北 京 青年 报 》 , 2 0 0 2 年 5 月

2 4 曰 。

② 陈周锡 ：
《 中 国 劳工海外喋血记 》

, 载 《 经济观察报 》 , 2 0 0 8 年 4 月 3 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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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
为应付这些问题 , 商业部长陈德铭提出 了

一

系列措施 , 如加强对这些

企业 的监测 和监管制度 , 并要求采取措施加强省级政府对本地公司 的责任

意识和管理能力 , 如建立本地的核心机制 , 以确保地方
一级各职能部 门能

执行国家政策 、 法律和法规 。

？

因此 , 由 于地方政府权力 的扩大 , 包括外事和经济权力 的扩大 , 在地

方经济和公司管理法规和体制还有待加强与完善的条件下 , 我 国省份在中

国对非关系问题上有时也会扮演 消极 的角 色 , 损 害到 中 国在非洲 的声誉 ,

从而使得中非关系在特定时间和事件上变得复杂化 。

3 ． 应对中国在非洲的多层次参与 ： 中国方面

我 国在非洲的多层次参与无论对我 国还是非洲而言 , 都意 味着机遇和

挑战 。 对中 国来说 , 我国诸省对非洲 的兴趣 已使我国各相关省份融人了非

洲大陆 的经济生活之中 。 显然 , 中央政府认为这是
一个积极的发展 , 它符

合扩大我国在非洲的现有利益 , 促进我 国在非洲大陆的宏 观政策 目 标的快

速实现 。 各省与非洲贸 易 的快速成长得益于我国和非洲双 向贸易 的快速发

展 。 这促使双方在 2 0 0 6 年北京峰会上决定 , 到 2 0 1 0 年使双边贸 易额达到

1 0 0 0 亿美元 。 各省扩展 自 己 向 非洲 的直接投资 , 也有利于中 央政府帮助

非洲发展 自 己 的工业 。 各省级和其他地方级建筑公司 的到来 , 加快 了
一些

中央政府支持的重要对非援助项 目 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完成 。 中 国和非洲 国

家间省级政府的相互接触 , 以及 由它们所相互资助的社会和文化往来 , 也

有利于加强普通民众的交往和 了解 , 从而有助于建立更加坚实的 中非关系

的基础 。

然而 , 越来越多的省份在参与非洲事务时更多 出 于 自 身的利益 。 作为

代理人 , 各省继续听命于中央政府 , 例如派遣赴非医疗队 。 近年来驱使它

们采取更积极主动的姿态接触非洲 的原因是 , 非洲大陆正成为地方经济和

企业新 的机会的沃土 。 出 于这种动机而接触非洲 的省级经济活动可能会对

中 国对非政策造成至少构成三大挑战 , 从而应从三个层面作 出应对 。

第
一

, 协调好省级经济 目标和 国家外交政策 目 标之间的潜在冲突 。 作

为雄心勃勃的
“

商人
”

, 大部分省份成为 了 中 国对非贸 易 盈余 的发动机 ,

① 《全 国 处理境 外纠 纷及 突发事 件电视 电话会议 召 开 》 , ｈ ｔ ｔ ｐ ：／ ／ｃ ｈｉｎｃ ａ．ｍ ｏｆ ｃｏｍ．

ｇ ｏｖ ． ｃ ｎ／

ａ ａｒ ｔ ｉ ｃ ｌｅ ／
ｚ ｈｏｎｇｙｓｗｈｄ／ 2 0 0 8 0 6 ／ 2 0 0 8 0 6 0 5 5 9 5 5 3 9 ．ｈｔｍ ｌ , 2 0 1 0年 1 0 月 2 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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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给非洲竞争力较弱 的行业带来竞争压力 。 面对非洲 国家和其他发展中

国家所采取的不断增长的 贸易 限制措施 , 省政府应强调遵守世界贸易 组织

( ＷＴＯ ) 规则的必要性 。

？ 例如 , 在 2 0 0 6 年上半 年 , 外国 所发起 的 1 7 个

贸易调查就是针对广东的外 贸 出 口 。 其 中 , 有 1 0 起案例是发展 中 国 家所

发起的 , 这些案例包括广东省陶瓷产品 出 口到埃及 的调查 ； 然而在前
一

年

的 同一时期 , 9 宗案例只有 4 起是 由 发展 中 国家提出 的 。 广东省公平 贸易

局到埃及和其他国家进行了调查和实地考察 , 发现发展中 国家采取 了
一

些

歧视性 的和武断的措施 , 因此呼吁广东 当地企业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条款积

极 回应外国 的反倾销指控 。 中央政府应考虑到发展 中 国家的经济利益和我

国 出 口 的负 面影响 , 有时需要超越 自 己 的经济利益 以保持与发展中 国家的

全面友好关系 。 因此 , 2 0 0 6 年 6 月 ,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 南非 时宣布 ,

中 国对南非出 口 的纺织品采取非 自 愿出 口 限制 。

由 于许多 中央 、 省和地方所属的 国有企业及私营企业竞相在非洲投资

建厂 , 有些企业不愿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 不确保其产品的质量或健康的

劳资关系 。 这些负面 的行为在某些情况下造成 了中 国的负面形象 , 削 弱 了

我 国在非洲争取朋友的努力 。

第二 , 同级政府之间应合作管理对非事务与 问题 。 由 于有越来越多的

多个行为体参与非洲事务 , 因此 日 益重要和紧迫的 问题是我 国政府应制定

一

个更好的机制来协调彼此在非洲大陆的活动 。 当我 国企业在非洲 出 现多

起劳资纠 纷之后 , 商务部和外交部联合举办
一

次会议 , 以期在 中央职能部

委 、 驻外使领馆 、 地方政府和各企业之 间组成有效 的管理制度 , 以确保对

我 国企业在非洲的所有投资或建设项 目能得到全面的监管 。

第三 , 建立我国积极 的公私企业伙伴关系 。 近年来 , 越来越多的来 自

浙江 、 江苏和广东等地私营公司开始在非洲投资 , 其 中许多是小型民营企

业 , 这些企业往往靠 自 己经营 , 只与我 国驻非洲国家的使领馆和各 自 省政

府保持有限的接触。 由 于各省私营企业能增加本省 的对非贸易 , 因此他们

的在非事务得到省政府 的普遍支持与鼓励 。 然而 , 私人投资者通常是政治

中立的 角色 。 由 于只想获得利润最大化 , 有些企业并不尊重非洲国家本地

① 中 国商务部 ： 《全国处理境 外纠纷及 突发 事件 电视 电话会议 召 开 》 , 2 0 0 8 年 6 月 1 2 曰 ,

ｈ ｔ ｔｐ ：／／ｃｈｉ
ｎ ｃａ ．ｍｏ ｆｃｏｍ．ｇｏｖ ．ｃｎ ／ａ ａ ｒ

ｔ
ｉｃＩｅ ／ｚｈｏ ｎｇｙｓｗ

ｈｄ／ 2 0 0 Ｓ 0 6 ／ 2 0 0 8 0 6 0 5 5 9 5 5 3 9 ． ｈｔｍｌ
？ 2 0

1
0年 ］ 0

月 2 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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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规 , 或采取不道德甚至违法的商业行为 , 从而威胁到 中国与非洲建立

双贏关系的努力 。 因此 , 省和其地方各级政府可以制定机制 , 以追踪该省

私营企业在非洲 当地的业务活动 , 提供指导和训练课程 , 并提高这些私人

企业主的社会责任意识 。 当地政府可以 向这些企业提供贷款方面的更大援

助 , 以有利于创造一个更加稳定和繁荣的商业环境 。

( 责任编辑 ：
王学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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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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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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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 ｌ

ｉｃ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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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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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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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ｉｔｙ

ＣｈｅｎＺｈ ｉｍｉｎ
,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Ｓｃｈｏｏ ｌｏ 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 ｏｎａｌＳｔｕｄ ｉ ｅｓ ,ＦｕｄａｎＵ－

ｎｉｖ ｅｒｓ ｉ ｔｙ

Ａｂ ｓｔｒａｃ ｔ ：Ａｍ ｕｌ ｔｉ
－

ｌｅｖｅｌｆ 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 Ｃｈｉｎａａｓａｎａｃｔｏ ｒｉｎＡｆｒｉｃａｉ ｓｅ
－

ｍｅｒｇ ｉｎｇｗｈｅｎｉｔ ｓ
ｐ ｒｏｖｉｎｃ ｅｓａ ｒｅｍｏ ｒｅａｎｄｍ ｏｒ ｅｉｎｖｏ ｌｖｉｎｇ

ｉｎｔｈ ｉｓｃｏ ｎｔ ｉｎｅｎ ｔ

ｗ ｉ ｔｈ ｉｎｒｅｃ ｅｎｔ
ｙ ｅａｒ ｓ ．

Ｔｈｉ ｓ ａｒｔ ｉｃｌｅｗ ｉ ｌ
ｌａｎａ ｌｙｚ ｅｔ

ｈｅｒｏ ｌｅｏｆＣｈｉｎａ
＇

ｓ
ｐ ｒｏｖｉｎｃｅ ｓ

ａｓｓｕｂ
－

ｎａ ｔｉｏ ｎａ ｌａｃｔｏ ｒｓｉｎＣｈ ｉｎａ
＇

ｓｆｏｒ ｅ ｉｇ ｎｐｏｌ ｉ ｃｉｅ ｓｔｏｗａｒｄＡｆｒ ｉｃａ
；ｍ ｅａｎ

？

ｗｈ
ｉ
ｌｅ

 ,
ｉ ｔｗ ｉｌ ｌｅｘｐ ｌｏｒｅｔｈ ｅｆｕ ｎｃ ｔ ｉｏｎｏｆｐ 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

ｒ ｅｌａ ｔ ｉｏｎｓｗ ｉ 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 ｕｎｔｒｉ ｅｓｉｎｆ ｉｅ ｌｄ ｓｏｆ ｔｒａｄ ｅ ,ｂｕ ｉ ｌｄ 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 ｔ , ｆｏｒｅ ｉ

ｇｎａ
ｉｄａｎｄｄ ｉ

ｐｌｏ
？

ｍａ ｔ ｉ ｃｃｏｍｍｕｎ ｉｃ ａ ｔｉｏ ｎ ,ｅｔｃ．Ｍｏｒ ｅｏｖ ｅｒ , ｉ ｔｗ ｉ ｌ ｌａ ｌｓｏａｎａ ｌｙｚｅｈ
ｏｗＣｈｉｎａａｓ

ｗｅ ｌ ｌａｓＡｆｒｉｃ ａｔｏａｄ ａｐ ｔｔｏｔｈｅｍｕ ｌｔ ｉ
－

ｌｅｖｅ ｌ ｆｒａｍ ｅｗｏｒｋｏｆＣｈｉｎａ ｉｎＡｆｒｉｃａｉｎ

ｆｕ ｔｕｒｅ ．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ｒｉｓｉｎｇＣｈ ｉｎａ
－Ａｆｒｉｃａｒｅ ｌａｔ ｉｏｎｓ

Ｉ ａｎＴａｙｌｏｒ
,
Ｐ ｒｏｆｅｓ ｓｏ ｒ

,Ｕｎｉｖ ｅｒ ｓｉ ｔｙ
ｏｆＳｔ ．Ａｎｄｒｅｗｓ

,
Ｖｉｓｉ ｔｉｎｇＳｃｈｏ ｌａｒ

ａｎｄＨｏｎｏ ｒａｒｙＰｒｏ ｆｅ ｓｓ ｏｒｏｆ Ｉｎｓ ｔｉ ｔｕ ｔｅｏｆＡｆｒ ｉｃ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 ,Ｚｈ ｅｊ ｉ ａｎｇ

Ｎ ｏｒｍａ ｌＵｎ ｉｖｅ ｒｓ 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ｅｘｐａｎ ｓ 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 ｓｅ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ａ ｌａｎｄｃｏ ｒｐｏ ｒａ ｔｅｉｎ ｔ ｅｒ ｅｓｔ ｓ

ｉｎ ｔｏＡｆｒｉｃａｉｓａｒｇｕａｂ ｌｙｔｈｅｍｏ ｓｔ ｉｍｐｏ ｒｔａｎｔ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 ｔｉｎｅｎｔ

ｓ ｉｎｃｅ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Ｃｏ ｌ
ｄＷａ ｒ ．Ｏ ｆ ｆ ｉｃ ｉａ ｌｔｒ ａｄ ｅｆ ｉ

ｇｕ ｒｅｓａ ｌｏｎｅｂｅａｒｔｅｓｔｉｍ ｏｎｙ

ｔｏｔｈ ｅｅｘｐｏｎｅｎｔ ｉａ ｌｓｐｅｅｄｂｙｗｈ ｉｃｈｔｈｅＣｈ ｉｎｅｓｅｐ ｒｅｓｅｎｃｅｉｎＡｆｒ ｉｃ ａｈａｓ

ｇ ｒｏｗｎ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ｔ ｉｍｅ ｓ ．Ｃｈ ｉｎａｉｓｎｏｗＡｆｒｉｃ ａ

＇

ｓｓｅｃｏｎｄｌａｒｇｅｓ ｔｂｉ ｌａｔｅｒａ ｌ

ｔｒ ａｄ ｉｎｇｐａｒｔｎｅｒ ,ｂｅｈ ｉｎｄｔｈｅＵｎ ｉ ｔｅｄＳｔａ ｔｅｓｂ ｕｔａｈ ｅａｄｏｆｂｏｔｈＦｒ ａｎｃｅａｎｄ

ｔｈｅＵｎ ｉ ｔ ｅｄＫ ｉｎｇｄｏｍ  9ｄｅｓｐ ｉ ｔ ｅｔｈｅｌａｔ ｔｅｒｔｗｏ
＇

ｓｈｉ ｓ ｔｏｒ ｉ ｃａｎｄ ｌ
ｏｎｇｓ ｔａｎｄｉｎｇ

ｒ ｅｌａｔ ｉｏｎｓｗ ｉｔｈｔｈｅｃ ｏｎｔ ｉｎ ｅｎｔ ．Ｔ ｈｉｓ
ｐａｐ ｅｒｓｅｅｋｓｔｏ

ｐｌａｃｅ Ｃｈｉ ｎａ
＇

ｓｒｏｌｅ ｉｎＡｆｒｉ

？

ｃａｉｎｔ ｏｉ ｔ ｓｈ ｉｓｔｏｒｉ ｃ ａ ｌｃｏ ｎ ｔｅｘ ｔａｓｗｅ ｌ
ｌａｓｅｘａｍｉｎｅｔｈ ｅ

ｐｏ ｌ ｉ ｔｉｃａ ｌ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

ｉｍｐｌ ｉ ｃａｔ ｉｏ ｎｓｆｏ ｒＡｆｒｉ ｃａｏ ｆａｎ ｉｎｃ ｒｅａｓｅ ｉｎｔｈｅＣｈ ｉｎｅｓｅ
ｐｒ ｅｓ ｅｎｃ ｅｏｎｔｈｅ ｃｏｎｔ ｉ

？

ｎｅｎｔ．

Ａｆｒ ｉｃａ
－Ｃｈ ｉｎａＲ ｅｌａｔｉ ｏｎｓ

：Ｓｔ 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ＳｙｍｍｅｔｒｙｗｉｔｈＳｏｆｔＰｏｗｅｒ

Ａｄａｍｓ Ｂｏｄｏｍｏ
,Ａ ｓｓｏ ｃｉ ａｔ 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 ｏｒ ,
Ｈ ｏｎｇｋｏｎｇＵｎｉｖ ｅｒｓ ｉ ｔｙ

Ａｂ ｓｔｒａｃ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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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ｆｒ ｉｃａ

－Ｃｈ ｉｎａｒｅ ｌａ ｔ ｉｏ ｎｓｈａｖｅｇａ ｉｎ ｅｄｗｏｒｌ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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