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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摘 要】 2 0 0 9 年 非 洲 的 政 治 和 安 全局 势 呈现 稳 中 有乱 的

态势 , 局 部 安全局 势 有所 逆 转 ,

一 些 国 家还 出 现 了 政 治 骚乱 。 国

际 金 融 危 机对非 洲 的 负 面影 响 开 始 呈现 , 非 洲 经济 增长 率 大 幅 下

滑 , 但非 洲 国家 团 结 一 心 , 用 推 进非 洲 政 治 经 济 一体 化 、 联合 自

强来 应 对金 融 危机和 气候 变 化 的 挑 战 。 国 际 社会继 续关 注 非 洲 ,

美 国 加 强 了 对非 外 交 的 新攻 势 。 面 对金 融 危机 的 冲 击 , 中 非关 系

逆 势而 上 , 继续 向 前发展 , 第 四 届 中 非合 作论坛推 出 中 非合 作 新

八项举措 。 未来 的 中 非 关 系 将 不 仅是
“

又快又好
”

, 而且 要
“

又

好又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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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9 年非洲 的政治 和安全局势继续呈现稳 中有乱 的态势 , 局部地 区

的安全局势甚至有所逆转 ,

一些国家还出现了 大规模 的政治骚乱 。 国 际金

融危机对非洲政治经济产生的负 面影响开始呈现 , 非洲经济增长率出现大

幅下滑 , 但非洲国家团结一心 , 用推进非洲政治经济
一

体化 、 联合 自 强来

应对金融危机 的冲击和气候变化的挑战 。 国际社会继续关注非洲 , 奥 巴马



1 1
2非 洲研究


总统和希拉里国务卿对非洲 的相继访 问表 明美 国加强 了对非外交 的新攻

势 。 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 , 中非关系逆势而上 , 继续向前发展 , 第四届 中

非合作论坛又推出 了 中非合作的新八项举措 。

一

稳中有乱的政治和安全局势 , 局部

地区的动乱令人担忧

2 0 0 9 年非洲政治和安全局 势继续呈现 总体稳定 、 局部动荡 的特点 。

从 区域稳定 和政治 发展 的方 面来看 , 非洲五个次区 域 ( 北非 、 东非 、 西

非 、 中部非洲和南部非洲 ) 的 主要国 家 ( 如埃及 、 阿尔及利亚 、 尼 日 利

亚 、 南非 、 肯尼亚 、 安哥拉 、 刚果等 ) 均保持政局的总体稳定 (

一些小规

模的 冲 突均得到 有效控制 ) 。 南非 、 莫桑 比克 、 纳米 比亚 、 博茨瓦纳等十

多个国家在这
一

年里顺利举行 了大选 , 绝大多数 国家 的执政党蝉联执政 ,

大选气氛平和 、 运转顺利 。 特别是西非 国家加纳 ,
2 0 0 8 年岁 末举行 的总

统和议会选举使在野八年的
“

全国 民主大会党
”

候选人 , 曾 留学英 国伦敦

大学和美 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经济法学博士约翰 ？ 米尔斯以 5 0 ． 2 3 ％得

票率的微弱优势赢得大选 , 当选总统 , 实现了非洲多党制历史上为数不多

的
“

二次政党轮替
”

, 并于 2 0 0 9 年上半年顺利举行了原执政党和 在野党的

权力交接 。

？

经历 了 2 0 0 8 年排外 暴力事件 和前 总统姆 贝 基悲情谢幕 的 南 非也在

2 0 0 9 年 4 月 顺利举行了大选并产 生了 富有争议和 颇具平 民 风格 的新总统

雅各布 ？ 祖马 。 虽然遭遇到其他参选党 ( 包括 2 0 0 8 年 1 2 月 组建的 、 从非

国大分裂 出去的
“

南非人民大会
”一

ｔ ｈ ｅＣｏ ｎｇ ｒｅｓ ｓｏｆｔｈｅ Ｐｅｏｐ ｌｅ ,ＣＯＰＥ )

的 强 烈 挑战 , 祖 马 领 导 的 原 执政 党 非 洲 人 国 民大会 ( 非 国 大 ) 仍 以

6 5 ．9 ％ 的得票率继续执掌政权并获得 国 民议会总计 4 0 0 席中 的 2 6 4 席位

( 但失去 了原来拥有的议会三分之二多数 ) 。 由 于非国大执政十余年来在消

除贫困 、 减少犯罪和遏制 艾滋病传播方面的成绩并不显著 , 而祖马 的支持

力量主要来 自 非国 大的左派力量以及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 , 因此曾有舆

① 魏向 楠 ： 《 国 际观 察 ： 加 纳大 选 为何 可 以 和平 进行 ？ 》 , ｈｔ ｔ ｐ ：／ ／ｎｅｗｓ ．ｓ ｉ
ｎａ ．ｃｏｍ．

ｃ ｎ／ｗ／

2 0 0 8 

—

1 2 

—

0 8 ／ 0 9 5 1 1 4 8 4 6 7 8 2 ｓ． ｓｈ ｔｍｌ
,  2 0 0 8 年 1 2月 0 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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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担忧祖马掌舵后 的南非有可能执行偏袓黑人中下层的 比较激进的经济政

策 。 但一年来的事实证明 , 和其前任姆贝基总统相 比 , 南非新政府 的政策

可以说是继承多于变化 , 是在稳定中寻求变革 。 稳健和务实可 以说仍是祖

马政府 内政外交政策 的总原则 。

？

在总体稳定的情 况下 , 2 0 0 9 年 的非洲并不平静 , 局部地 区 的安全局

势甚至有所逆转 ,

一些 国家还出现了大规模的 政治骚乱 。 如包括埃塞俄 比

亚 、 索马里 、 厄立特里亚 、 吉布提 、 苏丹和肯尼亚六国在内 的非洲之角地

区局势趋于动荡 。 自 1 9 9 4 年以来就 内战不止 、 没有统
一有效的 中 央政府

的 索马里可说是海陆两忧 , 内外夹击 。 在陆地 , 自 2 0 0 9 年 1 月埃塞俄 比

亚军队撤出索马里后 , 索马里反政府武装便又卷土重来 。
5 月 初以来 , 索

马里动荡程度进一步升级 。 反政府武装
“

伊斯兰青年运动
”

加大 了对过渡

政府 的军事攻势 , 在短短 3 个多月 内就造成数千人伤亡 , 几十万人流离失

所 。 索马里全国进人紧急状态 , 索过渡政府甚至呼吁埃塞俄 比亚和肯尼亚

等非洲邻国立即向索 马里派兵增援 。
1 2 月 4 日 , 发生在首都摩加迪沙一

家饭店 内 的 自 杀性爆炸袭击事件更是将 这个国 家推 向 了灾难的 深渊 。 当

日
, 该饭店里举行 的是索马里 1 8 年来第

一批 医学 院毕业生 的隆重的毕业

典礼 , 因此有数位过渡政府的 部长出席 。 自 杀性爆炸 袭击造成 2 0 多人死

亡 , 包括 4 名政府部长 , 几十人受伤 ； 在海上 , 索马里海盗的袭击范 围也

越来越大 , 距离越来越远 。 不管是油轮 、 货轮 , 还是客轮 , 也不管是美国

船 、 英 国船 , 还是 中 国船 , 海 盗可 以说都是
“

劫持没商量
”

。
2 0 1 0 年年

初 , 中 国货轮
“

德新海
”

号在被劫持整整 3 个 月 后终 于得到解救 。 据悉 ,

截至 2 0 0 9 年年底 , 索马里海盗手 中 至少还扣有 1 0 艘外 国船 只 和 2 2 8 名

船员 。

另 外 ,

一些国家还出现了 因政变 、 大规模政治骚乱所引发的流血 冲突

和政权更迭 。
2 0 0 9 年 3 月 几 内亚 比 绍和 马 达加斯加相继 发生政 权

“

突

变
”

。 几内亚比绍总统贝 尔纳多 ？ 维埃拉在士兵哗变中 中 弹身亡 。 岛 国马

达加斯加原总统拉瓦卢马纳纳则是在与反对派长达近 3 个月 的
“

角力
”

和

由街头示威引发 的持续政局动荡后 , 黯然下台并流亡国外 , 将政权交给了

得到军 队支持的年仅 3 4 岁 的前首都塔那那利佛市市长拉乔利纳 。 几 内 亚

在前总统孔戴于 2 0 0 8 年底病逝后 , 部分军人发动政变 , 成立
“

国家 民主

① 雅各 布 ？ 祖 马 ： 《还 南非一个希望 ？ 》 , 载 《北京青年周刊 》
, 2 0 0 9 年第 2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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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展委员会
”

暂 时管理 国家事务 , 政变 领导人卡马拉 担任该 委员会 主

席 。 9 月 2 8 日 , 因抗议卡马 拉有关他可能参加总统选举 的表态 ( 他上任

初期 曾表示不参加未来 的总统选举 ) , 几 内亚国 内爆发了 由 反对派组织的

数千人参加的大规模群众示威游行 。 几治安部 队开枪 , 与示威者发生 了 流

血冲突 并造成至少 1 5 7 人死亡 。
1 2 月 3 日 , 卡马拉在几内 亚首都科纳 克

里市 中心
一

军营遭枪击 , 头部受伤 , 被送 往摩洛哥
一所 军事医 院接受治

疗 。 几国 内局势因而面临进一步恶化 的危险 。 西非 国家经济共同体 ( 西共

体 ) 为此 已提出建议 , 要在几内亚部署
一

支国际安全部 队 , 以防范可能 出

现的更大规模的 暴力 冲突 。 另外 , 非洲第一人 口大 国尼 日利亚 7 月 底也因

地方政府选举引 发了严重骚乱 , 在骚乱集 中的北部 6 个州共造成了 6 0 0 多

人死亡和数千人逃离家园 。

上 述不容乐观的 消息加上非洲原有的
一些

“

老大难
”

冲 突 ( 如苏丹

达尔 富尔 问题 、 刚果 ( 金 ) 东部 的 冲突 以 及乌 干 达北部
“

圣灵抵抗军
”

与政府 间 的战斗等 ) , 仿佛把
一个悲观 的非洲 未来又赤裸裸 地展现在世

人 面前 。 面对这些 危害非 洲和平稳 定大 局 的
“

逆 流
”

和非 洲 国 家政权
“

非程序更迭
”

的难题 , 非洲联盟 ( 以 下简称非盟 ) 并 没有退缩 , 而是

积极参与斡旋和调停并取得了成效 。 如马达加斯加各主要派别领导人 已

于 2 0 0 9 年 8 月 初在 国 际联合调解小组 ( 由 联合 国 、 非盟 、 南部 非洲 发

展共同体和法语 国家组织组成 ) 的调解下最终达成分享 权力协议 , 决定

成立联合临时政府 , 并承诺将于 1 5 个 月 后举行总统选举 。 协议还特别

提到特赦 前 总 统 拉 瓦卢 马 纳 纳 , 允 许 他 结 束 流亡 生 活 , 返 回 马达 加

斯加 。

二 推动非洲
一

体化来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

由 于非洲的金融系统发展相对封闭 和滞后 , 此轮世界金融危机虽然使

非洲 国家的银行 系统免遭冲击 , 但 由 于全球经济放缓 , 大宗商品 出 口价格

下降 , 非洲侨汇收入减少 , 国 际金融危机 对非 洲 冲击 的影 响正在逐步显

现 。 据粗略估计 , 自 危机爆发 以来 , 非洲有 3 0 0 万人 陷 人困境 , 5 3 0 0 万

人受到严重影响 。 金融危机导致的直接后果是 中断了非洲经济连续保持十

多年的快速增长态势 , 使其增长速度明显放缓 , 贫困问题加剧 , 非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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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新的挑 战 。 国 际货 币基金组织 ( ＩＭＦ ) 2 0 0 9 年两次调低 了对非洲 经

济增长的预期 , 预测 2 0 0 9 年撒哈拉 以南非洲地 区经济增长将 由 过去五年

年均 6％ 的水平下降到 1 ． 7 ％ , 低于人 口 增长率 。 世界银行同年 6 月 2 2 日

发布 的
一份名 为 《 2 0 0 9 年全球金融发展 ： 制定全球复苏路线 图 》 报告 中 ,

将撒哈拉 以南 非洲 2 0 0 9 和 2 0 1 0 年 的 经济 增 长速 度 分别 调低 至 1 ％ 和

3 ． 7 ％
, 远低于过去三年平均 5 ． 7 ％ 的增速 。 世行非洲地 区 首席经济学家

尚塔 ． 德瓦拉扬还指 出 , 在非洲这个贫穷地 区 , 经济衰退将导致非洲 7 0

万婴儿在周岁 以 内死亡 , 并使许多家庭 的生活水平跌回贫困线以下 , 基本

生活难以为继 。 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还警告说 , 整个非洲 的经济形势近两年

都不乐观 , 存在着很大 的不确定性 , 发达国家 由 于 自 己 遭受金融危机 , 所

以可能减少对非洲 国家的经济援助 。 特别是南部非洲 国家的贫困 问题有可

能加剧 , 失业 问题更加 突 出 , 进而影响到 社会稳定 。

①

如何渡过危机和恢复增长 , 非盟认为唯有更加积极地推动经济
一

体化

才是 出路 。 正如非盟委员 会前主席科 纳雷指 出 的 ：

“

如果不实施
一

体化 ,

非洲就没有未来 。

”

非洲可以通过加快经济一体化开拓内部市场 , 降低 国

际商品需求下降的影响 , 并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 , 为下一轮经济增长

打好基础 。
2 0 0 9 年 5 月 , 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举行的第 四届非洲

一

体化

部长级会议上 , 非盟委员会副主席姆温查表示 , 非洲应以 国际金融危机带

来的挑战为契机 , 更具创新精神地推进地 区经济
一

体化进程 。

事实上 ,

“

非洲地区
一

体化
”

对于非洲而言不仅是
一个 目 标 , 而且更

是一种战略 。 记得 2 0 0 8 年 6 月 笔者赴南非参加
“

世界经济论坛 2 0 0 8 非洲

年会
”

时 , 在讨论
“

华盛顿共识
”

与
“

北京共识
”

在非洲 的影响 以及
“

中

国模式
”

对非洲的借鉴意义时 , 与会代表都提到 了
一个最基本的事实 , 即

中国是一个大国 , 而非洲是 由 5 3 个 国家组成 的大陆 , 非洲需要在推进地

区一体化 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借鉴中 国 经验 。
2 0 0 9 年 5 月 下旬 , 笔者赴

摩洛哥参加
一个主题为

“

金融危机对亚非 国家的影响及亚非合作
”

国际研

讨会 , 在谈到非洲 以 何种战略应对金融危机及 未来挑 战时 ,
答案仍然是

“

非洲地区一体化
”

。

① 新华网伊斯坦布尔 2 0 0 9 年 1 0 月 3 日 专 电 , 《 ＩＭＦ 预 测非洲 经济今 年増 长 1 ． 7 ％ 》
,
ｈ ｔ

－

ｔｐ ：／ ／ｎ ｅｗｓ．
Ｘ ｉｎｈ ｕａｎｅ ｔ

． ｃｏｍ／ ｆｏｒｔｕｎｅ ／ 2 0 0 9 

—

1 0
／ 0 4 ／ ｃｏｎｔｅｎ ｔ

＿ 1 2 1 7 8 8 5 0 ．ｈｔｍ 。 世界银行 ： 《金融 危

机对非洲经济影响更甚 》
, 肯尼亚 《商业 日 报 》 2 0 0 9 ＃ 4 月 2 4 日 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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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在各领域推动一体化进程 , 仅在 2 0 0 9 年
一

年 内 , 非盟就举行 ．

了 4 次首脑会议 , 研究非洲 的基础设施建设 、 农业和粮食安全 、 冲突解决

与维护稳定 、 难民保护等问题 , 2 0 0 9 年 2 月 初 , 非盟第 1 2 届 首脑会议就

重点讨论非洲交通和能源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应对金融危机 的问题 , 提

出非洲应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振兴经济的优先发展方 向 。 同年 4 月 , 南部

非洲发展共同体 、 东南非共 同市场和东非共同体联合宣布 , 计划用 5
—

1 0

年的时间建成北起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港 , 南至南非德班港的
“

非洲

南北经济发展走廊
”

。 预计该走廊 的建成将 极大地减少地区 内 的人流 、 物

流交通成本 , 扩大 区域 内贸易 , 提升非洲的整体实力 。

为从机制上进
一

步打 造非盟 的权威 和 加强决 策能 力 ,
2 0 0 9 年 7 月

在利 比亚海滨城市苏尔特召 开 的非盟第 1 3 届 首脑会议还 通过 了
一 项改

革非盟常设执行机构 的草案 , 决定将 目 前非盟 常设机构
“

非盟 委员 会
”

提升为
“

非盟权力机构
”

, 并赋予更大更广泛 的权 利 , 统 一负 责非 盟的

防务 、 外交和对外贸易谈判等重大问题 。 舆论认为 , 这实际上是部分行

使非盟联合政府 的职能 ( 但这一决议还要通过非洲 议会的 批准后方能正

式生效 ) 。 非盟 轮值主席 、 本届会议东 道主 、 利 比亚 领导人卡 扎菲在 闭

幕式上说 , 本届苏尔特首脑会议取得了 巨大成功 , 是非洲朝着 团结统一

的道路上迈 出 的 重要一步 。 他指 出 , 非洲 的 和平 、 稳定和复兴 , 是对全

世界 的重要贡献 , 非洲 只 有实现团结 、 共荣和强大 , 才能屹立于世界之

林 。 非盟委员会主席让 ？ 平在闭幕后举行的记者会上也说 , 首脑会议决

定将非盟委员 会提升为非盟权力机构 , 是非洲一体化进程又 向前迈 出 了

重要
一

步 。

？

三 联合自强以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除了金融危机的冲击 , 非洲还承受着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的苦果 。 在

联合 国列 出 的全球 2 8 个受气候变化影 响最大和最脆弱 国家 的名单上 , 2 2

① 人 民 网 ： 《 第 十三届 非盟 首脑会议 闭幕 , 非 洲 一体 化迈 新步 》 ,
ｈｔ ｔ

ｐ ：／／ ｆｉｎａｎｃ ｅ
,

ｓｉｎ ａ．

ｃｏｍ ．ｃｎ／ｊ ／ 2 0 0 9 0 7 0 4
／ 2 3 2 4 6 4 4 0 9 0 1

． ｓｈｔｍｌ ,  2 0 1 0 年  3 月 1 6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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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为非洲 国家 。

0 ) 早在 2 0 0 7 年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公布 的一份联合国 气候

变化专 门委员会关于气候变化的
一

份评估报告 中就指 出 , 依照 目前全球平

均气温持续上升的趋势 , 如不采取有效措施 , 非洲 面临水资源紧缺问题的

人 口 到 2 1 世纪末可能增加 4 亿多 。 由 于全球变 暖造成海 平面上升 , 非洲

国家尤其是东非 国家 , 用于应对这
一

问题 的费用可能将 占 国 内生产总值的

1 0 ％ 。 联合 国副秘书长 、 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阿希姆 ？ 施泰纳就尖锐地指

出 , 富 国制造了世界上大多数的温室气体 , 而受温室气体影响最严重的地

区却是穷国 , 尤其是
一些非洲 国家 。 作为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 国 , 发达国

家有义务 向非洲 国家提供更多财政和技术援助 , 并在投资过程 中更多考虑

对气候的影响 , 以减缓全球变暖的速度 。

？

非洲国家 积极 应对气候 变化带 来 的 挑 战 , 加 纳 、 博茨 瓦纳 、 突尼

斯 、 马拉维等国都制定 了减轻气候变化潜在危害 的 国 家发展战 略 , 在立

法管理温室气体排放 、 采取使用清洁技术 、 推广新 能源 和加强环境保护

等方 面均采取了
一

系列措施 。 与此 同 时 , 非洲 国家还从
一

开始就积极加

人到 了 国 际气候变化谈判和 国际气候体制制定的 进程 。 目 前 , 除索马里

外 , 几乎所有非洲 国家都签署了 《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 和 《京都

议定书 》 。 为在 联 合 国 气 候 变化 问题 的 谈判 中 发 出 非 洲统
一

的 声 音 ,

2 0 0 9 年 2 月 初 召开 的非盟第 1 2 届首 脑会议通过了 《非洲关于气候变化

共同 立场的决定 》 。 同年 5 月 在肯 尼亚 内罗毕 召 开 的非 洲环 境问 题部长

级会议特别会议又发布了更 为系统 、 详尽 的 《非洲应对气候变化进程 内

罗 毕宣言 》
, 提 出必 须坚 持 现存 的

“

公平与共 同但有区 别 的责任
”

的 原

则 ； 要求发达国家到 2 0 2 0 年应在 1 9 9 0 年的 基础上减排 4 0 ％ , 到 2 0 5 0 年

减排 8 0 ％
—

9 0 ％
； 敦促发达 国家 以可操作 、 可报告和可验证 的方式 向非

洲提供资金 、 技术和能力建设方面的支持 ； 重 申非洲应从发达国家得到 由

于气候变化而导致的环境 、 社会 、 经济损失 的补偿 ； 倡议建立非洲气候变

化基金 , 等等 。

？

①Ａｒｃｈｂ ｉ ｓｈｏｐＤｅ ｓｍｏｎｄＴｕ ｔｕ ,
＂

Ａｆｒｉ ｃａ
：
Ｃｌ ｉｍａ ｔ ｅＣｈ ａｎ ｇｅ

－ Ｔｈ ｅＰｏｏｒＭｕ ｓｔＢｅＨ ｅａ ｒｄ
＂

,
Ｎｅｗ

Ｖｉ ｓｉｏｎ ,
 ｈｔ ｔｐ ｊ ／／ ａｌ ｌａｆｒｉｃ ａ． ｃｏｍ／ ｓｔｏｒ ｉｅｓ ／ 2 0 0 9 1 0 2 6 1 7 7 1 ．ｈｔｍｌ

？
Ｏｃ ｔｏｂ ｅｒ  2 3

,  2 0 0 9 ．

② 新华 网 内 罗毕 2 0 0 7 年 4 月 1 0 日 电 , 《联 合国 呼吁发达国 家帮 助非 洲应对气候 变化 》
。 还

可参 阅ＴｈｅＡｆｒｉ ｃａ ？Ｒ ｉｓｋ 2 0 0 8 Ｒｅｐｏｒ ｔ Ｉ ｓｓ ｕｅｄｂｙｔｈ ｅＷｏｒ ｌｄＥｃ ｏｎｏｍｉｃＦｏ ｒｕｍｏｎＡｆｒ ｉｃ ａ , Ｃａｐｅ

Ｔｏｗｎ , 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 ａ
,
 4 

—

 6 Ｊｕ ｎｅ 2 0 0 8 ．

③ 詹世明 ： 《应对气候变化 ： 非洲的立场与关切 》
, 载 《西亚非洲 》

,
2 0 0 9 年第 1 0 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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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 0 0 9 年 1 2 月 在丹麦哥本哈根 召开 的联合 国气候大会上发 出非洲

一

致和共 同立场 的强音 , 非洲还组成了 以非盟气候 问题谈判代表 、 埃塞

俄 比亚总理梅莱斯为首 的代表 团 。 用梅莱 斯总理的 话来说 ：

“

在 历史上

第
一

次 , 非洲组成 了
一

个由 所有非洲 国家授权并代表他们 的
一支联合 的

谈判 队伍 …… 非洲 的利 益 和立 场将不再会被 窒息和压 制住 。

”？ 当 哥本

哈根会议 中途出现
一些西方 国家企图抛 出取代对发达 国家减排有法律约

束力 的 《京都议定 书 》 的 另一套方案时 , 非洲 国家采取 了集体退 出会谈

长达 5 小时的方式表示抗议 , 而这得到了 代表 1 3 0 多个发展中 国家 的 7 7

国集 团 的支持 。 《 印度 时报 》 据此评论说 , 非 洲充 当 了
“

道 义领袖
” 的

角色 , 这表现了发展 中 国家 的
“

团结 和 力 量
”

, 并且强调 印度 支持这
一

举动 。

②

另 外 , 非洲联合 自 强还体现在外交政策方 面的 主体意识 和 自 信 、 自

尊不断增强 。 如针对 国 际刑事法 院 2 0 0 9 年 3 月 对苏丹总统 巴希尔 的战

争罪和反人 类罪的 各项指控及此后 不久对 巴 希尔 发 出 的 逮捕令 , 非盟

成员 国在 支持苏丹方面 的 立场 空前 一致 , 认为这一指控对 苏丹和平进

程和地 区稳定不利 , 呼 吁 国 际刑事法 院推迟诉讼程序 。
2 0 0 9 年 7 月 召

开的非盟第 1 3 届 首脑会议还专 门 就此事通过
一项决议 。 决议指 出 , 鉴

于非盟此前 的要求
一直未能得到 回应 , 非盟成员 国决定 不遵循 《 罗 马规

约 》 条款规定 , 即 不逮捕并移交 被起诉的苏丹总统 巴希 尔 。 这 就是说 ,

非盟成员 国将集体抵制 执行 国 际刑事 法 院 的上述 决定 ( 5 3 个非 盟成员

国 中有 3 0 个国 家签署 了 《 罗 马规 约 》 ) 。 非盟 的这一 决定 , 彰显 了非洲

在重大 国 际问题上 用 一个 声音 说话并敢 于 发 出 与西 方不
一 样 声 音 的

意志 ｏ

四 奧巴马和希拉里相继访非 ,

美国加强对非外交攻势

2 0 0 9 年国 际社会继续聚焦非洲 , 其中 尤以美 国 民主党新政府高官的

①Ｅｒｎ ｅｓ ｔＨａ ｒｓ ｃｈ , 
＂

Ａｆ ｒ ｉｃａ Ｓｈａ ｒｐｅｎ ｓＩ ｔ ｓＶｏ ｉｃｅｏｎ Ｃ ｌ ｉｍａ ｔｅ ：Ｌｅａｄｅｒ ｓＦｏ ｒｇ ｉｎｇａＣｏｍｍｏｎＰｏｓｉ

？

ｔ
ｉ
ｏｎ ｆｏｒＣｌ

ｉｍａ ｔ ｅＣｈａ ｎｇｅ Ｔａ ｌｋｓ
＂

？Ａｆｒｉ ｃａＲｅｎｅｚｖａ ｌ ？Ｖｏ ｌ ．  2 3 , Ｎｏ ． 3 , Ｏｃｔ ｏｂｅ ｒ 2 0 0 9 ．

② 王跃西 ： 《非洲 国家带头罢会 5 小时 》
, 载 《 环球 时报 》 , 2 0 0 9 年 1 2 月 1 6 日 , 第 1 6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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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访问最 为引 人注 目 。 2 0 0 9 年 7 月 中旬 , 美 国总统奥巴 马上任后首访

非洲 , 出乎很多非洲人 以及观察家意料 的是 , 他挑选的非洲 出访 国家不是

其父亲 的家乡 肯尼亚 , 而是非洲政治民主化的样板国家加纳 。 同年 8 月 5

日 至 1 4 日 , 美国 国务卿希拉里 ？ 克林顿又访问了肯尼亚 、 南非 、 安哥拉 、

刚果 民主共和 国 、 尼 日 利亚 、 利 比里亚和佛得角 。 在时隔不到 4 周 的时间

内美 国政府高官再次踏上非洲大陆 , 这充分凸显奥 巴 马政府在紧张的
“

反

恐
”

外事议程中仍不忘加紧其对非洲 的外交攻势 。

在希拉里访非之前 , 美国 国务院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翰尼 ？

卡森 曾在吹风时强调 , 此举表明美 国
“

将非洲作为外交政策重点
”

。 实 际

上 ,

一两次高官的访问当然并不能完全代表
“

重点
”

与
“

非重点
”

( 当然 ,

如果从不去访问则肯定 不属 于
“

重 点
＂

) , 因 为此前不论是奥 巴马 总统本

人 ,
还是国务卿希拉里都已经出访了世界上不少 国家和地区 , 美国 国务院

此前也毫无例外地把每次的出访 目 的地说成是美国现政府 的
“

外交重点
”

。

那么 , 撇开所谓的
“

重点
”

和
“

非重点
”

不谈 , 这两次的高官访问 的确粗

线条地勾勒出 美国现政府 的对非政策轮廓 , 表 明美国有意加强在非洲的影

响力 , 密切美非关 系 。

从希拉里的访问行程安排 、 发表的讲话以及此前奥巴 马总统访 问加纳

时发表的演讲来看 , 美国现政府的对非政策是延续多于变革 , 继承多于创

新 。 虽然加强民 主 、 惩治腐败 、 推行
“

良政
”

以及加强非洲
“

为实现根本

性变革而进行的能力建设
”

( 奥巴 马语 ) 是美国 现政府向 非洲传达 的 主要

信息 , 但这也是 自 冷战结束以来美 国历届政府对非政策的主要基调 。 略有

不同的仅仅是在这一战略或价值观输 出主基调 的基础上具体政策着力 侧重

点的不同 。 如在克林顿总统执政时期更强调对非经贸关系 , 并在任 内 末期

推出了美 国的 《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 》 , 以法律的形 式固化和加强 了美非

间 的经贸联系 。 小布什总统执政时期则更重视非洲在美国反恐大战略和能

源安全方面的作用 , 但延续了克林顿时期重视对非经贸联系 的做法 , 继续

延长 《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 》 的有效期 。

如今 , 虽然美 国 白宫换了主人 ( 而且是有非洲之根 和
“

非洲的儿子
”

之称的非裔总统 ) , 但非洲在 国际经济 和政治版图 中 的地位与其前任时期

相比并未出现任何根本性 的变化 , 同样 , 美国在非洲 以及全球的根本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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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也并未因其历史上首任非裔总统的 出现而发生大的变化 。

3
5 然而 , 另

一

个变化却在悄然发生 。 那就是非洲 自 身形势的变化以及中 国 、 印度等新

兴 国家与非洲关系 的快速发展 。 用一位非洲 朋友的话来说 ,

“

虽然非洲在

边缘化 , 但非洲资源却在中心化
”

。 的 确 , 由 于非洲
一

贯拥有的 巨大资源

和市场优势 , 在此轮世界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焕发出更夺 目的光彩和吸引

力 , 因此也必然引来无数
“

大国
”

的
“

竞相折腰
”

。 也正因 如此 , 我们在

听到奥 巴马 、 希拉里在强调非洲 的
“

良政
”

和
“

反腐
”

的 同时 , 仍不忘促

进美非经贸 ( 希拉里在肯尼亚即 为 出席美 国与非 洲 国家第八届 《非洲增

长与机遇法 》 论坛 , 而且与希拉里同 行的还有美国农业部长 与美 国 贸易

代表 ) 和加强美非能源联系 ( 出访尼 日 利亚 、 安哥拉等能源 大国 即意在

进一步巩 固 与 非洲能 源国 的关 系 。 据美 国方 面提供 的 数据 , 美 国 2 0 0 8

年进 口 石油 和 天然气 中有 1 9 ％来 自 非洲 , 超过海 湾地 区 1 8 ％ 。 其 中美

国每天从尼 日 利亚 进 口 的 原 油有 8 5 万桶 , 占 其全部 石 油进 口 的 7 ％ )

等传统美非外交课题 , 同 时也在促进非洲地 区冲突的解决 、 遏制非洲恐

怖主义的蔓延 ( 如会见索马 里过渡政府总理 , 明 确表 明美 国 将加大对索

马里过渡政府抗击伊斯兰 极端势力 的支持 ) 等方面延续着 小布什政府的

某些做法 。

又 由 于近十年来中非关 系 的快速发展 , 美 国加紧对非外交攻势 自 然也

引来了不少国际媒体对所谓
“

中美在非洲展开博弈
”

的惯性解读 。 为此 ,

美 国国务院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约翰尼 ？ 卡森甚至将这种解读斥为
＂

冷战

思维
”

, 认为
“

美国在非洲 的存在与任何其他 甲
家在非洲 的活动无关

”

。 尽

管美国官方的表态相当正面 、 合作和积极 , 但事实上 , 不少美 国媒体以及

① 非洲曾 以 极大的热情关 注和欢 呼有非洲之 根的奧 巴 马当选美 国 第 4 4 任 总统 , 热 切期待

和希望
“

非洲的儿子
”

奥巴 马领导的美 国 新政 府能够 翻开美非关 系 的新篇章 。 肯尼 亚总理奥廷加 ,

曾明确说 , 希望美 国 新政 府采取一 种更 亲非洲 的政策 , 加大对非洲 的投资和 贸易 , 肯尼 亚也将积

极配合 与美 国在非洲之角 的反恐合作 。 (

＂

Ｋｅ ｎｙａ ：
Ｏｂａｍａ Ｂｏｎｕｓ ｉ ｓＣｏｍｉｎｇ

”

, ＴｈｅＮａ ｔ ｉ ｏｎ (
Ｎａ ｉ ｒｏ

？

ｂ
ｉ ) 

,
Ｎｏｖｅｍｂｅ ｒ 7 , 2 0 0 8 ,ｈｔ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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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届美 国政府 的五点希望 ：

进一步扩 大和加强与非洲的联 系 ； 促进 高层沟通 和对话 ； 强化美 非之间现存 各类机 构之 间的联

系 ； 希望美国 继续发挥支持非洲发展的领导作 用并推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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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智库的研究报告近年来都在不断渲染所谓 的 中 国在非洲 的
＂

扩张
”

,

以及对美 国和西方利益构成危胁的 非洲版
“

中 国威胁论
”

, 认为美 国必须

采取更为积极和进取性的非洲政策来维护和扩大美 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及存

在 。 因此 , 美国加紧对 非的 外交攻势究竟未来 对 中非关系会产生什么影

响 , 我们还需密切观察 。

五 第四届中非合作论坛推出中非合作新举措

2 0 0 9 年是中非关系承前启 后 、 继往开来 的
一年 。 因 为 , 这一年 既是

2 0 0 6 年 中非北京峰会制定 的对非援助八项举措的 收官之年 , 同时也是为

未来三年中非关系发展制定方 向和规划的
一年 ( 因中非合作论坛每三年召

开一次 ) 。 虽然 中国经济同样受到金融危机 的冲击 , 但我国依然履行了对

非合作 的各项承诺 , 扩大了对非援助规模 , 我对非投资 、 工程承包业务继

续保持增长 , 中非关系可谓是逆势上扬 , 被非洲 国家称作是
“

南南合作的

典范
”

。

2 0 0 9 年 , 胡锦涛 、 温家宝 、 贺 国强 、 周永康等党 和领 导人先后出访

了坦桑尼亚 、 埃及 、 南非等 7 个非洲 国家 , 肯尼亚 、 纳米比亚 、 中非 、 科

特迪瓦 、 塞拉利 昂等非洲国家领导人也相继来华访 问 。 自 2 0 0 8 年 9 月 金

融危机在美 国率先爆发后 , 胡锦 涛主席 就在随后 于华盛顿召 开的
“

2 0 国

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
”
上呼吁 , 国际社会在应对金融危机

时 , 尤其要关注和尽量减少危机对包括非洲在内 的大多数发展 中国家造成

的损害 , 并帮助这些 国家保持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 , 切实保持和增加对他

们的援助 。 2 0 0 9 年 2 月 , 胡锦涛主席在出 访马里 、 塞 内加尔 、 坦桑尼亚 、

毛里求斯等非洲 四国时 ( 该四国均
‘‘

既非能源大 国 , 也非经济富 国
”

, 这

令
一

向把中 国领导人出访非洲描绘成
“

资源之旅
”

、

“

石油之旅
”

的西方媒

体无话可说 ) , 又一再表示 , 中国愿 同非洲 国家
一道 , 团结互助 , 共克时

艰 , 携手应对 国际金融危机挑战 。 中 国绝不会因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减少对

非洲的援助 。

虽然 2 0 0 9 年以来 , 在全球贸易大幅萎缩 的背景下 , 中非 贸易亦有所

下降 ( 1 

一

 1 0 月 中非贸易额 7 1 8 ． 4 亿美元 , 同 比下降 2 2 ． 8 ％ ) , 但 中 国对

非投资和在非承包工程业务则逆势上扬 。 截至 2 0 0 8 年年底 , 中国 对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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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资存量 7 8 亿美元 。
2 0 0 9 年 1

一

9 月 , 中 国对非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8 ． 7 5 亿美元 , 同 比增长 7 7 ．5 ％ 。
2 0 0 9 年 1

一

 1 0 月 , 我在非洲 国 家新签承

包劳务合同额 3 3 0 亿美元 , 完成营业额 2 0 5 亿美元 , 同 比分别增长 2
．

1 ％

和 4 2 ． 3 ％ , 占全 国 对 外 新签 承 包 劳 务合 同 额 的 3 1 ． 2 ％ 和 完 成 营业 额

的 3 2
．
 1 ％ 。

？

另外 ,
2 0 0 6 年 以来 中非合作的 八项经贸 举措 也全部得到落实 。 对非

免除债务 承诺如期兑 现 , 承诺减免 的非 洲 国 家债务共涉及 3 3 个 国 家 的

1 5 4 笔债务 , 免债手续已全部完成 ； 中方对非洲市场开放不断加大 , 已经

将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免关税受惠商品 扩大到 4 7 8 个税 目 , 并已对全部 3 0

余个受惠国家实施 。 至此 , 非洲最不发达 国家 的绝大多数对华 出 口商品均

为零关税 。 目 前 中 国企业 已在 5 个国家开工建设 6 个经贸合作 区 。 民生与

发展项 目合作也 已 全面开展 , 如为非洲 国 家培训 了 1
．

5 万各类 人才 , 向

3 3 个非洲 国家派 出 了 1 0 4 名 中 国农业技术专家 ,
1 0 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

全部开工建设 。
3 0 所疟疾防治中心均已挂牌设立 。 援建非洲 2 8 所新医 院

和近百所农村小学绝大多数也已竣工并交付使用 。
八项举措的顺利落实有

力地支持 了非洲 国家的 经济社会发展进程 , 赢得了各 国政府和 民众的广泛

赞誉 。 赞 比亚总统曾 表示 , 八项举措是新时期中非友谊的标志 , 具有坦赞

铁路一样 的重要意义 。

②

2 0 0 9 年 1 1 月 8
—

9 日 , 中非合作论坛第 四届 部长级会议在埃及沙姆

沙伊赫成功举行 。 中国总理温家宝 、 埃及总统穆 巴拉克等 1 8 位非洲 国家

领导人与会 。 温家宝总理在开幕式上就推进 中非务实合作宣布了新八项举

措 , 会议通过了 《 中非合作论坛沙姆沙伊赫宣言 》 和 《 中非合作论坛——

沙姆沙伊赫行动计划 ( 2 0 1 0
—

2 0 1 2 年 ) 》 。 这两个文件指 明 了 中 非关系 的

发展方 向 , 对今后三年 中非务实合作作 出全面规划 , 得到非洲 国家的高度

赞扬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 新八项举措分别是 ： ( 1 ) 倡议建立中非应对

气候变化伙伴关系 , 不定期举行高官磋商 , 在卫星气象监测 、 新能源开发

利用 、 沙漠化防治 、 城市环境保护等领域加强合作 。 中方决定为非洲援建

① 商 务部 ： 《 扩大 对非援 助 规模 , 全 面发展 中 非经 贸合 作 》 , ｈｔ ｔ
ｐ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ｇｚｄ
ｔ ／

2 0 1 0
－

0 1 ／ 0 6 ／ ｃｏｎｔｅｎ ｔ
＿

1 5 0 4 2 7 2 ．ｈｔｍ ,  2 0 1 0年 0 1月 6日 。

② 中 国新闻 网 ： 《 中 国商务部部长 陈德铭 ： 胡 锦涛访非将 深化务实 合作 》 ,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

ｃ ｈｉｎａ ｎｅｗｓ．ｃ ｏｍ ．ｃｎ／ｇｎ／ｎ ｅｗｓ ／ 2 0 0 9 ／
0 2 

—

1 1 ／
1 5 5 8 5 3 1 ． ｓｈｔｍｌ

,  2 0 0 9 年 2月 1 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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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 能 、 沼气 、 小水电等 1 0 0 个清洁能源项 目 。 ( 2 ) 加强科技合作 , 倡议

启动
“

中非科技伙伴计划
”

, 实施 1 0 0 个 中非 联合科技研究示范项 目 , 接

收 1 0 0 名非洲博士后来华进行科研工作 。 ( 3 ) 增加非洲融资能力 , 向 非洲

国家提供 1 0 0 亿美元优惠性贷款 ； 支持 中 国金融机构设立金额为 1 0 亿美

元的非洲 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贷款 。 对非洲与中 国建交 的重债穷国和最不发

达国家 , 免除截至 2 0 0 9 年年底 对华 到期未还 的 政府无息贷款债务 。 ( 4 )

扩大对非产 品开放市场 , 逐步给予非洲与 中 国建交的 最不发达 国家 9 5 ％

的产 品免关税待遇 ,

2 0 1 0 年年内首先对 6 0 ％ 的产品实施免关税 。 ( 5 ) 进

一

步加强农业合作 , 为非洲国家援建 的农业示范中 心增至 2 0 个 , 向非洲

派遣 5 0 个农业技术组 , 为非洲国家培训 2 0 0 0 名农业技术人才 , 提髙非洲

实现粮食安全的能力 。 ( 6 ) 深化医疗卫生合作 , 为援非 3 0 所医院和 3 0 个

疟疾 防治中心提供价值 5 亿元人民 币 的医疗设备和抗疟物资 , 为非洲培训

3 0 0 0 名 医护人员 。 ( 7 ) 加强人力
‘

资源开发和教育合作 , 为非洲 国家援助

5 0 所 中非友好学校 , 培训 1 5 0 0 名 校长和教 师 ； 到 2 0 1 2 年 , 向 非洲 提供

的中 国政府奖学金名额将增至 5 5 0 0 名 ； 今后 三年为非洲培训各类人才总

计 2 万名 。 ( 8 ) 扩大人文交流 , 倡议实施
“

中非联合研究交 流计划
”

, 促

进学者 、 智库交往合作 , 交流发展经验 。

和三年前北京峰会提 出的八项举措相比 , 新八项举措涉及的领域更加

广泛 , 更加注重改善民生 、 加强农业和基础设施建设 , 提高非洲 国家 自 我

发展能力 。 而且 , 新八项举措 的 头两条是清 洁能源项 目 的 建设和科技合

作 , 充分体现出 中非双方与时俱进 , 携手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气候变化和

科技创新挑战 的决心和气 魄 。 新八项举措的提出是在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

峰会 召开前的
一个月 , 中非双方率先在双边 的合作行动计划 中把发展清洁

能源项 目列为头等重要 目标 , 这本身 就 是对世界 的
一 种庄严承诺 和声

明 , 表明 了最大的发展 中 国家和发展中 国 家最集 中 的大陆之 间 在气候变

化 问题上的共识 , 以及在节能减排 、 发展低碳绿 色生 产方 式 的决心 。 这

不仅能为发展中 国 家在有关气候变化的 国 际谈判 中赢得主动地位 , 而且

也是对一些西方国 家 口头上 高喊
“

减排
”

和
“

环境保护
”

, 实 际上 却肆

无忌惮地 向非洲 国 家倾倒有 毒放射性 垃圾 , 为 自 身 的减排指 标百 般推

脱 , 却想让发展 中 国家作 出超 出其发展能力 的许诺等种种行为 的一种正

面回击 。

2 0 1 0 年新年伊始 , 秉承着 2 0 年来中 国外长新年首访 国家
一定是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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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的外交传统 , 中国外长杨洁篪又踏上了访问非洲五 国的行程 , 为推动

落实 中非合作的新八项举措开始 布局谋篇 。 可 以预计 , 随着 2 0 1 0 年全球

经济 的缓慢复苏 , 以及新八项举措的开始实施 , 中非关系将迎来新的发展

机遇 , 不仅是
“

又快又好
”

, 而且会是
“

又好又快
”

。

( 责任编辑 ：
王学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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