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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内容提要 】 以 一种
“

大历 史
”

的 视 野观之 ,
2 0 世 纪 百 余年

国 际 关 系 结 构 转 变 的 一个 长期 性趋 向 , 是亚 非 世 界相 互合作 的 深

入 以 及伴 随这 一进程所 出 现 的 亚非 复兴 浪潮 。 中 国 与 其他 亚 非各

国通过各 自 努 力 及相 互合 作 , 相继 实 现 了 政 治 独 立 和 民 族解 放 ,

在 此基 础 上开 始追求 经济发展 与 全 面 复 兴 。 南 南合作 的发展及其
‘

所展 现 出 的平 等 互 利 之 交往 模 式赋 予 当 代 国 际 关 系 以 新 的 内 涵 ,

亚 非世界整体地位 的 相对提升 冲 击 着 西方 长 期 经 营 的 国 际 秩 序 ,

． 世界地 缘政 治 经济格局 因 此 出 现结 构 性转 变 的 新趋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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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新 中国成立 以来 , 中 国的 国家利益和外交诉求几经转变 , 外交战略

与政策也有相应调整 , 但中 国外交的不变之处 , 则是中 国始终视发展中 国

家为 自身外交战略的基础 , 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 家的团结与合作也
一

直是

中 国外交 的显著特色 。 在 2 0 世纪 8 0 年代 以前 第三世界追求 民 族独立时

期 , 中国与其他发展中 国家共同反帝 、 反殖和反霸 , 以统
一

姿态寻求民族

独立及国家主权的 维护 与巩面 ；
8 0 年代 以后 , 发展 中世界的 团结与合作

则着眼于它们的经济发展 、 社会进步以及在此基础上 的 民族与国 家复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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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7 进程发展到 2 1 世纪初期 , 已经产生 了 若干具有全新历史意义 的世界

影响 。

基于发展中世界而非 囿于西方之
一隅 ,

2 0 世纪 以来 国际关系 演变的

重要方面 , 是第三世界各国相继实现政治独立和 民族解放 , 在此基础上开

始追求经济发展与全面复兴 。 这
一

国际政治演变趋 向 已 经且正在改变着世

界历史的发展方向与进程 , 其影响的 广度和深度正在逐步显现 。 中 国与发

展中 国家关系 的发展演变及其世界意义 , 应 当置于这
一

大的历史背景下予

以考察 。
由 于亚非 民族 国家构成了发展中世界的 主体 ,

且历史上中 国与亚

非国家的交往相比与拉美地 区 的联系 而言又相对比较紧密 , 因此本文将主

要以亚非合作及亚非复兴进程为主线考察 中 国与发展中 国家的关系 及其世

界影响 。

,
－

亚非民族独立时期中国与发展

中国家关系的初创与成就

中 国与其他多数亚非国 家一样 , 是伴随着西方的 侵略而步人近代历

史 的 。 如何摆脱外来殖民压 迫从而实现民族独立 , 并在这
一进程 中完成

现代 民族国家 的构建 以及国 家的近现代化进程 , 是亚非各 民族各 国家共

同体面临 的有着 内在关联 的两 大历史任务 。 亚非 人 民从 1 5 世纪 以 来便

不 同程度地 卷人这
一历史主题之中 , 而其高潮则 到来于 2 0 世纪尤 其是

2 0 世纪 中叶 。 正如著名 的美 国 黑人领袖 、

“

泛非 主义之父
”

杜波依斯在

1 9 0 0 年预言道 ：

“

2 0 世纪的 问题 , 就是肤色界限的 问题
——

即亚洲 、 非

洲 、 美洲和大洋洲诸岛 上深色皮肤和浅色皮肤人种之间 的关系 。

” ？ 亚非

拉各民族以不 同形式共同反抗西方 白人对它们的统治 , 这是人类历史上的

第
一次 , 它对世界历史进程 以及亚非民族 自 身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可估

量 的 。

打碎西方殖民伽 锁以 寻求 民族独立 , 就成为 当代 亚非 合作的 历史起

点 。 新中国成立前夕 , 虽然做 出 了 向 以苏联 为 首 的社会 主义阵 营
“
一 边

① ［英 ］ 杰弗里
？ 巴 勒克拉夫 ： 《 当 代史导论 》 , 张 广勇等译 , 上 海社会科 学院 出 版社 1 9 9 6

年版 , 第 1 4 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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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
”

的政治选择 , 但中 国 自 始认为 自 己 同时属于被压迫民族和新兴民族
‘

独

立国家的 一员 , 誓 言联合 亚非各被 压迫 民族共 同 反对帝 国主 义侵略 。

？

1 9 5 5 年 4 月 , 周恩来总理率团参加 了在印 尼万隆举行的第
一

次亚非会议 ,

与其他亚非 国家一道推动会议达成 了 以 反帝反殖为核心 内容 的
“

万隆精

神
”

。 如果说新中 国成立初期 的外交任务主要在于打破西方国 家的政治和

军事封锁 , 维护 国家的主权独立 和 民族尊严 , 那么这
一历史任务在随后的

2 0 世纪六七十年代变得更加紧迫和 突 出 。 在 中 国 遭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

封锁孤立 的时期 , 中 国执行了最广泛的反帝反霸外交路线 , 以亚非 国家为

主要力量 的发展中 国家成为 中 国 国际统
一

战线 的重要组成部分 。
1 9 7 4 年 2

月 , 毛泽东主席提 出
“

三个世界
”

的划分 , 主要依据世界各国在国际体系

中 的实力 、 地位及外交倾向 的不同而非传统的意识形态分歧来进行敌我友

的分类 , 从战略高度上把中 国与广大发展 中 国家拉到 了
一起 。

“

三个世界
”

理论成为当时中 国对外政策的基石 , 也是那一 时期中国发展与亚非 国家关丨

系 的指导方针 。

对外援助在新 中国外交史上 占有突 出地位 , 成为推动 中国与亚非国家

关系 发展 的核心 因素 。 在中 国看来 , 通过支持第三世界的独立与发展 , 不

仅能极大改善 自身面临 的外交孤立 , 而且也可 以动员尽可能多的 国际力量

反对帝 国主义和霸权主义 , 体现 了爱国主义 ( 自 身利益 ) 与国际主义 ( 国

际义务 ) 的高度统
一

。

② 周恩来 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于 1 9 6 3 年 1 2 月 至翌年

3 月 对亚非 1 3 个 国家进行 了友好访问 , 其间 提出 了 中 国 同非洲 国家和阿

拉伯 国家发展关系 的
“

五项原则
”

和对亚非国家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
“

八

项原则
”

, 把 中 国对亚非 民族独立 国家的政策予 以 了具体化 。 2 0 世纪 7 0

① 1 9 4 9 年 9 月 中 国人 民政 治协商会议通过 了具 有临时宪法 作用的
“

共 同纲领 ”

, 规定 了 处

理对外事务 的政策和基本原 则 ：

“

中华 人民共 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 、 自 由 的国 家和人 民 ,

首先是联合 苏联 、 各人民 民主国 家和各被压迫民族 , 站在 国 际和平 民 主阵营共 同反对 帝国 主义侵

略 ,
以保 障世界的持久和平 。 ( 第 1 1 条 )

”

谢 益显 主编 ： 《 中 国 外交 史 ( 中 华人 民共 和 国时期

1 9 4 9— 1 9 7 9 ) ＞
, 河南人民 出 版社 1 9 8 8 年版 , 第 1 1 页 。

② 中 国 总理周恩来曾对这种 爱国 主义与国 际主义 的 髙度 吻合做过 阐 释 ：

“

我 国 对外援 助的

出 发点是 , 根据无产 阶级 国际主义精神 , 支援兄弟 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 增强整个社会 主义阵

营的力量 ； 支援未独立 的国家取得独立 ； 支援新独立的 国家 自 力更生 , 发展 民族经济 , 巩 固 自 己

的独立 , 增强各 国人 民 团结反帝 的力量 。 我们对兄弟 国家和新独立 国家进行援助 , 把他们 的力量

加强了 , 反过来就是 削弱 了帝 国主 义的力量 , 这 对我们也是 巨 大 的支援 。

”

参见 《 在第三届 全国

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 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 》 , 载 《人 民 日 报 》 1 9 6 4 年 1 2 月 3 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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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前半期 , 中国对外援助 占 同期 国家财政支 出 的 5 ．
8 8 ％ ,

1 9 7 3 年甚至

一度达到 6 ． 9 2 ％ 。

？ 特别是 , 中 国 帮助非洲 国家修建 了坦赞铁路 , 借此有

力支援了南部非洲 国家争取民族独立 的斗争 。 赞 比亚总统卡翁达曾这样称

赞道 ：

“

中 国是南部非洲同殖 民主义 、 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进行斗争 的

爱 国力量的主要支持者之
一

。 中国对莫桑 比克 、 安哥拉和津巴布 韦人 民的

支持对这些 国家的解放 起了决定性 的作用 。

”②
中 国通 过对 外援 助 , 成功

展示 了真诚帮助亚非第三世界国家 的意志和能力 , 扩大了在亚非世界的政

治影 响 , 从而奠定了 中 国与发展 中 国家友好关系 的基础 。 尽管 当时中 国对

外援助的绝对数额不大 , 但它是中 国在 自 身经济基础还十分薄弱 , 甚至是

经济异常艰难的情况下作出 的 , 体现了 中 国对其他发展中 国家追求独立和

发展的深切同情和支持 , 其所具有 的历史意义与 国 际影响早已超出特定的

时空局 限 , 直到今天仍在显现 。

当时其他亚非 民族独立国家也十分珍视来 自 中 国 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

助 。 对这些正在追求政治独立或亟须巩固 国家独立 主权的新兴民族 国家而

言 , 如何通过南南合作 以团结更为广泛的反帝反殖力 量 , 是它们最为主要

的政治和外交任务 。 当 时非洲 国家
一方面在非洲大陆层 面开展政治 团结 ,

以非统组织为舞台展开外交斗争 , 同时也注重发展同其他民族独立国家包

括 中国 的外交关系 。 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频频访 问中 国后 , 他告诉他 的同

胞 , 非洲大陆仅有 自 己 内部的 团结还不够 , 非洲必须同 中 国进行广泛 的合

作 。

？ 中 国 同其他亚非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 , 因为共 同 的反帝 、 反殖和反

霸需要而坚定地走到 了
一起 。

亚非合作在 2 0 世纪六七十年代逐步取得了 巨大 的历史成就 ：

一大批

亚非民族国家相继获得独立 , 亚非民族解放的 历史使命和政治任务逐步得

到解决 ； 中国也获得了 绝大多数亚非 国家 的外 交承认 , 在 1 9 7 1 年最终被

亚非国家
＂

抬进
”

了联合国 。 在那特定的 年代 , 南南合作使 中国赢得了应

有 的国 际尊重和尊严 , 中 国借助第三世界的整体力量彰显了 自 己 的 国际地

位与影响 ； 而 中 国 国际地位的提高反过来又加强 了第三世界在 国际斗争中

① 石林主编 ： 《当代 中 国 的对外经济合作 》 , 中 国 社会科学出 版社 1 9 8 9 年版 , 第 6 9 页 。

② 谢益显主编 ： 《中 国外交史 ( 中华人 民共 和国 时期 1 9 4 9
一

1
9 7 9

) 》 , 河南人 民 出 版社 1 9 8 8

年版 , 第 5 9 6 页 。

③ 刘鸿武 ： 《中 非关系 3 0 年 ： 撬动 中 国 与 外部世 界关 系结构 的支点 》 , 载 《 世界经 济与 政

治 》 2 0 0 8 年第 1 1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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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体力量 , 让西方世界不得不重新思考它们与亚非世界的关系 。 这是南

南合作之于 中 国和第三世界的重要历史贡献 。

二 亚非经济复兴时期中国与发展

中国家关系的调整与拓展

进入 2 0 世纪七八十年代 , 亚非合作的历史主题发生 了显著变化 , 亚

非复兴进程由 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 中国于 1 9 7 8 年启 动了改革开放进程 ,

国家战略重心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 由 此推动外交大变局时代的来

临 。 中 国外交逐步放弃过去 曾有过的激情与 冒 进 , 中华 民族的务实理性得

到应有 回归 , 对外诉求也由 过去主要着眼于国际政治斗争 的需要 , 逐步转

向于强调服务于经济发展 而不是其他理想化 的 国 际主义 目标 。
1 9 8 2 年 ,

中国政府总理在访问非洲国家时宣布了 中 国对非经济技术合作 的
“

四项原

则
”

, 即
“

平等互利 、 讲求实效 、 形式多样 、 共同发展
”

, 成为指导新时期

中国与亚非 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的基本原则 。 这表明 中国将在互惠合作 、 互

利双赢的前提下 , 在兼顾 自 身利益需要 和发展 中 国家共同发展的 基础上 ,

务实地推动与其他亚非国家的南南合作 。

其他 已独立的 亚非国家为 了摆脱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 , 为 了解决在经

济全球化进程中 日益边缘化的危险 , 也开始把经济和社会发展确定为国家

的优先发展 目标 。 近年来 , 发展中 国家加快 了地 区经济合作步伐 , 拓宽了

南南合作的 内容和形式 。 东盟的合作在进一步深化 , 它与 中 、 日 、 韩等国

家开展的
“

1 0 ＋ 1

”

和
“

1 0 ＋ 3
”

的 合作 形式 也别 具特 色 。 非洲 国家 于

2 0 0 2 年正式成立了非洲联盟 , 及 时推出 了
“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

。 发展

中 国家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及西方主导的 国际秩序的态度 , 也逐步 由 过去较

为激进的 反抗与批判 , 转变为更为务实 、 更为灵活的处理方式 , 不结盟运

动和七十七 国集 团的活动主题也已悄然发生了巨大变化 。

源于国 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 , 以及伴随这一进程的 中 国对 自 身利益

与身份的 重新认识 , 中国与发展中 国家开展南南合作的战略基础逐步由 反

帝反殖反霸斗争 中的相互支持转向 了对和平与发展事业的共 同追求 。 当今

时代 , 中国 与发展 中 国家友好关系 的特点可以归结为
“

互助
”

和
“

双赢
”

,

这不仅体现在各方在谋求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互利合作与相互借鉴 , 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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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国际舞台上 的互相帮助和互相支持 , 共 同致力 于维护 国家主权 、 民族

权益和发展 中 国家的共同利益 , 致力 于维护 国际社会 的民 主化 、 多样化与

世界 的和谐共存 , 这是 中 国与 发展中 国 家友好关 系进
一

步发展 的重要 基

石 。

？ 这一历史转 型奠定了 新 时期 中 国与发 展 中 国家关 系 深人发展 的 基

础 , 开启 了 中 国与发展中 国家关系 的新时代 。

在此背景下 , 中 国与发展中 国家关系 的合作领域与内容也迅速得到拓

展 , 由 此前主要集中在政治互助发展到全方位 、 多领域的 合作 。 中 国 同东

盟国家启动了
“

中国
一

东盟 自 由 贸 易 区
”

, 正式实施 了多个产 品的降税计

划 。 至 2 0 1 5 年 , 东盟十国 与中国将建立一个人 口超过 1 8 亿 、 经济总量达

2
． 4 万亿美元 、 主要 由 发展 中国家组成 的全世界最大的 自 由 贸易 区 。 中 国

同非洲 国家创建 了 中非合作论坛机制 , 双方致力 于建立
“

政治上平 等互

信 、 经济上合作共赢 、 文化 上交流共鉴
”

的
“

中 非新型战 略伙伴关 系
”

。

伴随这
一进程 , 中 国对发展中 国家的 贸易 和投 资得 到迅速增长 。 从 1 9 9 0

年以来 , 中国 同东盟 国家的 贸易总量年均增长 2 0 ％以 上 ,
2 0 0 8 年双边贸

易总额达到 2 3 1 1
．
 2 亿美元。 中非贸易从 2 0 0 0 年的 1 0 5

．
 9 亿美元迅速增长

至 2 0 0 8 年的 1 0 6 8 ． 4 亿美元 , 年均增长率更是超过了  3 0 ％ 。

？ 对外援助仍

然是新时期 中 国与发展中 国家关系 的 重要 方面 , 无论是 2 0 0 5 年胡锦涛主

席在联合国成立 6 0 周年首脑会议上提 出的
“

五项举措
”

, 还是 2 0 0 6 年 中

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提出支持非洲发展的
“

八项措施
”

, 以及 2 0 0 9 年第

四届 中非合作论坛会议上提 出 推动中非关系 发展的
“

八项新举措
”

, 均体

现了 中国在实现 自 身发展的同 时 , 开始更多地帮助其他发展 中 国家实现共

同发展 中国 日 益增长的全球责任意识和大国形象 , 不仅体现在与其他

主要 国家一道维护全球金融秩序稳定 , 打击国 际恐怖主义 , 阻止全球气候

变暖 , 也包括推动发展 中 国家的减贫与发展 , 促进世界均衡发展和南北问

① 罗建波 ： 《通 向 复兴之 路 ： 非盟 与非洲一 体化研究 》 , 中 国社会 科学 出 版社 2 0 1 0 年 版 ,

第 1 8 6
—

2 1 1 页 。

② 中 国 海关总署 ：

“

2 0 0 8 年我 国对非进 出 口 贸易 步伐继续加 快 全 年进 出 口 规 模突破 1 0 0 0

亿美元
”

, ｈｔ
ｔｐ ：／ ／ｗｗｗ

． ｃｕ ｓ ｔｏｍｓ , ｇｏｖ
．ｃｎ／ ｐ ｕｂ ｌ

ｉ ｓｈ ／ｐｏｒ
ｔ ａｌ 0 ／ ｔ ａｂ ｌ ／ｉｎ ｆｏ ｌ

5 8 3 7 5 ．ｈ ｔｍ ,  2 0 0 9年  2月 1 1

曰 。

③ 正如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 成立 6 0 周年首脑会议上所 阐述 的那样 ,

“

中 国是 中 低收人 的发

展中 国 家 , 在发展道路上仍然面临着许多 困难和挑战 , 但我们将尽最大努力 支持 和帮助其 他发展

中 国 家加快发展 。

”

《胡锦涛在联大发展 筹资 高级 别会议 的讲 话 》
,

ｈｔ ｔ ｐ ：／ ／ｎｅｗｓ , ｘ ｉｎ ｈｕａｎｅ ｔ
． ｃｏｍ ／

ｐｏ ｌ ｉ
ｔ

ｉｃｓ ／ 2 0 0 5 

—

 0 9
／ 1

5
／ ｃｏｎ

ｔ ｅｎｔ

＿ 3 4 9 2 2 8 8 ．ｈｔ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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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解决 , 以及通过国 际多边渠道帮助 尚 处于动荡中 的发展 中国 家实现政

治稳定 。 这体现了 中国 推动世界共同繁荣和持久和平 的美好愿景 , 是对过

去几十年中 国倡导无产 阶级国际主义的扬 弃 , 因而展现 出一种在新时期 的

“

新国际主义
”

精神 。

在亚非世界追求经济复兴 的 当前时代 , 南南合作同样具有特殊而重要

的历史作用 。 对 中国而言 , 它需要继续拓展在发展中国 家的产 品和资源市

场 , 通过加强与发展 中 国 家的友好合作来减缓 中国崛起与现存国际秩序间

难 以解决的结构性矛盾 , 从而缓解某些西方大 国和部分周边国家对中 国崛

起的不安和恐惧 , 改变和优化 中国在 国际社会 的处境 。

一

如既往地重视发

展与广大发展中 国家的关系 , 无疑将使 中 国进一步获得成就世界大国所必

需 的硬实力 和软实力资源 。 所 以 , 发展中 国家仍然是当前 中国外交政策的

基础和立足点 , 是中 国实现发展与复兴 的战略依托 。 其他发展 中 国家对中

国 的战略需求同样也在增长 , 它们普遍希望通过加强 同 中国的经贸合作关

系 , 搭乘中 国经济发展 的快车 , 迅速实现 国家发展 。

中 国 与发展中 国家之所以能继续加强彼此合作 , 还涉及相似身份 的国

家认同 。 虽然近年来中 国经济总量 和 国际地位得到显著提高 , 但如果从人

均经济份额 、 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 以及其他社会综合发展指标来看 , 中国

在相当 长时期里仍只能算作发展中 国家 。 而且 , 中 国对
“

发展 中 国家
”

概

念也有 自 己独特的理解和认知 , 认为
“

发展中 国家
”

自 始便不是
一个纯粹

的经济概念 , 而具有更为丰富的政治 、 社会和文化属性 。 西方 国家在使用

这一概念时 , 通 常是从发展经济学 的 角 度指称那些经济发展水平 尚 未达

到发达 国 家水平 的欠发达或不发达 国家 。 而在中 国 的外交思维 中 , 当 代
“

发展 中 国 家
”

概 念在很 大程度 上是过去
“

第 三世 界
”

的延续 和发展 ,

当代发展 中世界 的南南合作也与过去亚非万隆会议 、 不结盟 运动和 七十

七 国集 团 的活动一脉相承 。 虽然亚非各 国 已相继实现了 政治独立 , 美苏

两大集 团对第三世界 的争夺也 已不复存在 , 但这些 曾经并 肩 作战 的 亚非

拉 国家仍然面临实现经济发展和国家现代化的 发展任 务 , 在 国际事务 中

也面临相似的政治和外交需求 。 正是从这个角 度讲 , 中 国现在是 、 将来

仍然是发展 中 国家 ,

一如既往地推动与发展 中国 家的关系仍是 中 国 外交

的重要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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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及国际体系变迁

回顾过去 , 2 0 世纪五六 十年代 , 亚非世界 的 民族独立与 ．

解放 运动摧

毁了西方 国家经营数百年 的殖 民体系 , 极大地改变 了长期存在的不平等的

国 际政治结构和国家间交往原则 , 昭示着
一

个对人类历史发展具有革命性

意义的全新时代的到来 。

“

2 0 世纪开始时 , 欧洲的力量在亚洲和非洲 达到

了顶点 , 似乎没有一个 国 家能抵挡 欧洲武器和商业 的优越性 。 6 0 年代以

后 , 只有欧洲人统治的残余痕迹依然存在 。
1 9 4 5 年到 1 9 6 0 年期 间 , 至少

4 0 个 国家和 8 亿人 口——超过世界人 口 的 四分之


反抗过殖民 主义 ,

并赢得了他们 自 己 的独立 。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 , 以前还不存在如此迅猛进

行 的革命性反复 。 亚洲和非洲人民 的地位以及他们与欧洲关系 的改变 , 是
？

一个新时代来临 的最有力表现 ； 而当 2 0 世纪前半期 的历史 …… 要用更长

远 的观点来描写时 , 那么无疑没有一个单独 的主题将比亚洲和非洲人 民对

西方的反击证明更为重要
’’

。

？

近年来一大批发展 中 国 家开始脱 颖而 出 , 展现 出前所未有 的经济成

就 、 政治影响和发展信心 , 欧美 以外地区特别是亚非地区 的迅速发展开始

成为世人热议的话题 。

“

金砖 四 国
”

( ＢＲＩＣｓ )
？

、

“

新钻十一 国
＂

( Ｎ
－

1 1 )
？

和
“

远景五 国
”

( ＶＩＳＴＡ )

？
等概念 的提出 , 反 映 了世界对发展中 国家经

济发展的重大关切与期望 。 其中 , 中 国的崛起及其推动的南南合作更是引

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 。
世界银行非洲地区经济顾问 布罗德曼在其名 为 《非

洲 的丝绸之路 ： 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新边疆 》
一书 中 , 认为 中 国 、 印度对非

洲 的贸易 与投资热潮推动 了南南合作 的新发展 , 搭建 了一条通往 复兴 的

？［英 ］ 杰弗里 ？ 巴勒克拉夫 ： 《 当代史导论 》 , 张广勇等译 , 上海社 会科学 院出 版社 1 9 9 6

年版 , 第 1 4 9
—

1 5 0 页 。

②
“

金砖四 国
”

是指 巴西 、 俄罗斯 、 印度和 中 国 。

③
“

新钻十一 国
”

是指墨 西哥 、 印 尼 、 尼 日 利亚 、 韩 国 、 越南 、 土耳 其 、 菲律宾 、 埃及 、

巴 基斯坦 、 伊朗 和孟加拉 国 。

④
“

远景五 国
”

是指越南 、 印尼 、 南非 、 土耳其和 阿根 廷 。



2 7 2非 洲研究


“

新丝绸之路
”

, 这一进程
“

正在改变世界 经济发展 的传统格局
”

。

？ 美 国 ：

科尔尼管理顾问 有限公司 提出所谓
“

Ｃｈ ｉｍ ｅａ

”

的新 市场 , 用 以指称 中 国

和印度 的技术 、 资金和对资源的渴求 , 加上中东的资金 、 石油 以及非洲 的

原材料和商机 , 据世界银行估计 , 与高收人国家相 比 , 发展 中 国家将继

续 以更快的速度增长 , 其占 全球经济的份额将从 目 前 占世界国 内 生产总值

的 2 3 ％增加到 2 0 3 0 年的 3 1 ％ , 发展中 国家的人均收人也将从 占 高收人国

家 的 1 6 ％增加到 2 4 ％ 。

？ 这一复兴进程发展 到今天 , 已经产生 了若干具

有改变世界关系结构的新的变化趋向 。

从亚非世界的角 度 , 2 0 世纪 以来 的世界历史是亚非各 国 争取实现 民

族独立和经济发展 的世纪 , 数十亿亚非人民开始从国际体系 的最低端 、 最

边缘逐步迈向世界 舞台 的 中心 , 重新彰显 自 身对于世界发展 的价值与意

义 。

“

2 0 世纪 的历史 已 经 …… 导致了 亚洲和非洲在世界上相对地位 的改

变 , 这种改变几乎肯定是我们时代最为重要的革命 。 亚洲和非洲 的复兴赋

予当代史
一种与 以前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截然不 同的性质 ； 帝国的 崩溃是其

若干主题之一 , 但是另外的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亚洲和非洲人民——以及拉

丁美洲人 民 , 尽管较为缓慢但确实也明 白无疑——被提高到世界上一个新

的地位
”

。

？ 人类历史发展早 已证 明 , 西方国家建立起来的 以 自 身为 中心．

的等级制 国际体系 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 , 亚非各 民族在 2 0 世 纪通过浴血

奋战打碎了西方的政治和军事枷锁 , 完成了
“

第
一次 民族解放

”

, 那么 在

2 1 世纪 , 它们势必会通过经济 、 社会和文化的 复兴来 寻求全 面意义上 的

自立 自 强 , 实现
“

第二次民族解放
”

。 而
一个真正意义上相互 联系 的全球

化世界 , 也不可能长期以亚非世界的欠发达和屈居于西方世界为基础 , 而

应当是各地 区 、 各 民族实现共同发展与和谐共存 , 这才是全球化浪潮之所

以受到世界普遍欢迎的原因之所在 , 也是数十亿亚非人 民对全球化 的美好

①Ｈａ ｒｒｙ Ｇ． Ｂｒ ｏａ ｄｍａｎ , Ａｆｒｉ ｃａ
＇

ｓＳｉ
ｌ ｋＲｏａ ｄ：Ｃｈｉ ｎａａ ｎｄＩｎ ｄｉａ

＇

ｓＮｅ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Ｆｒｏｎｔ ｉｅｒ ,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 Ｗ ａｓ 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 ,  2 0 0 6 ,

ｐ ．ｘ ｉｘ．

②Ａｔｋ ｅａ ｒｎｅ ｙ ,
“

ＣＨＩＭＥＡ ：Ａｎ ｅｍ ｅｒｇ ｉｎｇｈ ｕｂｏ ｆ ｔｈｅｇ ｌ 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 ｏｍ ｙ
＂

, ｈｔ ｔ
ｐ ：／ ／

ｗｗｗ ．ａ ｔ
－

ｋｅａ ｒｎ ｅｙ
．ｃｏｍ／ ｓｈａ ｒｅ ｄ

＿ ｒｅｓ ／ ｐ
ｄｆ／ＣＨＩＭＥＡ ．

ｐｄ
ｆ ．

③ 世界银行 ： 《 2 0 0 7 年世界发展指标 》
, 中 国财政经济 出版社 2 0 0 8 年版 , 第 2 页 。

④ ［英 ］ 杰弗 里 ？

巴勒克拉夫 ： 《 当代史 导论 》 , 张广勇等译 , 上海社会 科学 院出 版社 1 9 9 6

年版 , 第 1 9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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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和 向往 。

0^

以
一种

“

大历史
”

的视野观之 , 百余年国际关系结构转变的
一

个长期

性趋向 , 是亚非世界相互合作的深人以及伴随这
一进程所出 现的亚非复兴

浪潮 。 历时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 以西方世界为 中心 、 亚非欠发达地区为外

围 的旧有等级制 国际体系 正在发生深刻而富有历史意义的变革 , 世界政治

经济重心随之出 现向 地理意义上 的
“

东方
”

和政治 经济学意义上 的
“

南

方
”

世界转移 。 这些在近代资本 主义世界体系 中长期处于边缘的地区和国

家 , 如今通过 自 主发展和横 向联合 , 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 成

为 国际政治舞台 的重要参与方 。 不争的事实是 , 世界财富 、 权力 和话语权

都在发生某种具有历史意义的结构性改变 。

②

四 中国与发展中 国家及其国际交往模式的演变

近代欧洲虽然较早地确立 了
“

民族 国家
”

的概念和
“

主权平等
”

的外

交原则 , 但西方人从未把亚非各民族共 同体视为平等的交往对象 , 而 只是

把它们视为奴役和压迫的对象 。 伴随船坚炮利和强势资本 , 西方列强建立

起 以 自 己 为 中心 、 以广大不发达及欠发达世界为外 围的现代世界体系 , 其

基本格局及本质至今未有根本改变 。 因此 , 对 曾经遭受西方列强欺凌 的亚

非国家而言 , 国际关系领域的
“

平等
”

与
“

公 正
”

自 始便具有特殊 意义 。

中 国 自 与亚非 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时起便坚持
“

主权平等
”

和
“

相互尊重
”

的原则 , 始终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处 理与其他发展中 国家的 关系 。

除 了那些与
“

中 国 台湾
”

保持
“

外交
”

关系 的 国家 以外 , 中 国积极发展与

所有亚非 国家 的双边关系 , 并在国际风云变幻 中与它们建立 了患难与共 的

历史友谊 。 1 9 6 4 年 , 毛泽东在接见亚非朋友 时表示 ,

“

我们之间 相互平

等
”

,

“

我们之 间的 相互关系是兄弟关系 , 不是老子对儿子 的关系
”

夂 胡

锦涛主席于 2 0 0 6 年 4 月 访 问非洲时 , 将中非友好合作关系 概括为 ： 好朋

① 刘鸿武 ： 《 当 代中 非关系与亚非文 明 复兴 浪潮——关于当代 中 非关系特 殊性质 及意义 的

若 干问题 》 , 载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2 0 0 8 年第 9 期 。

② 罗建波 ： 《亚非复兴进程与世界地缘政治转变 》 , 载 《西亚非洲 》 2 0 0 9 年第 5 期 。

③ 李安山 ： 《论
“

中 国崛起
”

语境 中 的中非关系 》 ,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 2 0 0 6 年第 1 1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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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 好伙伴 、 好兄弟 , 并在同年 1 1 月 举办的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强

调指出 , 中非关系之所以历久弥坚 的一个关键因素是
“

平等相待
”

,

“

这是

中非互信 日 益增进的重要保证
”

。

？

‘

中 国外交的最 大特 点是对
“

不干涉 内 政
”

原则的 一贯坚持 , 这是对
“

平等
”

理念的最好诠释 。 中国尊重亚非国家选择适合 自 身发展道路 的权

利 , 认为发展 中 国家的 内部事务应该 由 这些国 家政府和人民 自 主协商解

决 。 与西方 国家对外援助大多带有苛刻的 政治和经济条件不 同 , 中 国 对

外援助着 眼于推动发展 中 国家的发展和巩固与它们 的友好合作关系 , 且

不附带任何条 件 。 正如 周恩 来 总理 当 年 在访 问 亚非 国 家归来 后 指 出 ：

“

目前 , 中 国在力所能及 的范围 内 , 正在 向某些亚非国家提供
一些经济援

助 。 这些援助就其数量来说是极其微小 的 , 然而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 , 这

表示我们 帮助这些 国家独立 发展 的真实愿望 。

”？
中 国对外援助专家在受

援 国不会享受任何形式的特权 , 这也体现了 中国平等待人的一面 。 毛泽东

曾对非洲朋友说 ：

“

我们派 出 去的 人 , 可能有不好 的 。 我们要检査工作 ,

如果发现有人对外国态度不圩 , 就必须责令他改正错误 ； 如果他不改 ,
就

调 回来 。

”③ 历代中 国专 家的真诚奉献 、 平 等待人赢得 了亚非人 民 的广泛

信赖 。

．

与 中 国不干涉内政原则截然不 同的是 , 欧美却本着政治 自 由 主义的理

念 , 倾向于 向发展 中 国家推销其人权 、 民主和 良治标准 , 其手段往往是在

经济援助上附加政治条款 , 或者以保护人权为名 介人别国 内政 。 从早期欧

洲对非洲 的奴隶贸易 和殖民统治 , 到后来西方对亚非独立 国家实施政治经

济控制 , 再到冷战结束前后形形色色的
“

经济结构调整方案
”

和人道主义

干预 , 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国家试图按照 自身意愿来主导世界发展的历史轨

迹 。 西方 国家还以 自 身的政治理念和历史经验为基础 , 认为 中 国坚持的政

治与经济相脱钩的对外援助政策 , 不仅与后冷战时期欧美在处理与发展 中

① 参见胡 锦涛 主席 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上 的讲话 , 载 《人 民 日 报 》 2 0 0 6 年 1 1 月 5 日 ,

第 2 版 。

② 谢益显 主编 ： 《 中 国外交史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时期 1 9 4 9一
 1 9 7 9

) 》
, 河南人 民 出 版社 1 9 8 8

年版 , 第 2 4 0 页 。

③ 黎家松 主编 ： 《 中华人 民共 和国外交大事记 ( 第二卷 ) 》 , 世界知识 出版社 2 0 0 1 年版 , 第

4 3 2— 4 3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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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事务 中所奉行的外交原则相抵触 , 而且会阻碍亚非各国实现 良治的进

程 。

？ 它们要求 中 国加人现有的多边援助与投资倡议 , 力 图 将中 国纳 人既

定 的 国际体系 , 使其遵守现存游戏规则 。 其实 , 中国 同样关心其他发展中

国家的治理绩效 , 注重推动它们实现政治稳定和社会有效治理 , 但 中国的

此种帮助是建立在尊重他 国 自 主选择权利的基础上 , 且不会强行输 出 自 己

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 , 这构成 中国与某些西方国家在对外政策上的 显著

不同 。

中 国与发展中 国家关 系还遵循 着
“

互 助 ”

、

“

互利
”

与
“

双赢
”

的原

则 , 体现 了发展 中 国家通过南南合作寻求国家复兴 的战略选择 。 在亚非民

族独立时期 , 此种合作主要着眼于政治发展需要 , 双方通过联合起来的力

量共 同反抗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 , 而在亚非经济复兴时期 , 这种

合作则主要面 向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需 , 双方通过不断扩大的贸易 、 投资和

援助来实现南方世界的共同发展 。 尤为突 出 的是 , 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

中国极为重视推动亚非世界的经济发展 , 这体现 了 中 国倡导南南合作 的
一

贯主张 。 为提升非洲 国家的产业发展能力 , 中 国 已着手在赞 比亚 、 毛里求

斯 、 博茨瓦纳 、 埃及 、 尼 日 利亚和埃塞俄 比亚建立了境外经贸合作区 。 为

扩大非洲 国家对华 出 口能力 , 中国 于 2 0 0 9 年宣布在 2 0 1 0
—

2 0 1 2 年间将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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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无须否

认 , 中 国对非外交有 自 己 的战略意图 , 比如 , 获取战略资源 、 压制中 国台

湾在非洲 的生存空 间 , 但 中 国对非外交的基本出发点是帮助非洲 国家摆脱

经济依附 , 实现发展 中 国家的共 同发展 。

正是中 国加大 了对其他发展中 国家的经济投入 , 在援助方面实行了与

西方完全不同的政策 , 才使得 这些亚非 国家能在对外交往 中有多种选择 ,

① 美 国 外交协会批评中 国对非政策给美 国带来 了挑 战 ,

“

在 令人发指 的侵 犯人权 的行为 面

前 , 中国仍然对某些
‘

流氓 国 家
’ 进行偏 袒 , 如 苏丹 和津 巴 布 韦、 ( Ｔｈｅ Ａｍｅ ｒｉｃａｎＣｏｕ ｎｃ ｉ ｌ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 ｌａ ｔ
ｉ ｏｎ ｓ ,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Ｈｕｍａｎ ｉ

ｔａｒ ｉａｎ ｉｓｍ ＼ＡＳ ｔ ｒａｔ ｅｇ ｉ ｃＵ ． Ｓ ．Ａ
ｐｐｒｏａ ｃｈ

ｔ ｏｗａｒｄＡｆｒ ｉｃａ 
ｉＩｎ

？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Ｔａ ｓｋＦｏ ｒｃｅ Ｒ ｅ ｐｏｒｔ ？Ｎｏ ． 5 6 , Ｎ ｅｗＹｏ ｒｋ
,

2 0 0 6 , ｐｐ
． 4 0 

—

 5 4
) 美 国外交政策理事会亚洲

研究员艾森曼 ( Ｊ ｏ ｓｈ ｕａＥ ｉｓｅｎｍａｎ ) 和 卡内 基国 际和平基金会的科兰滋 克 ( Ｊｏ ｓｈｕａ Ｋｕ ｒ ｌａｎ ｔ ｚ ｉｃｋ ) 还
“

善意提醒
”

道 , 中 国 对非洲 的政策将
“

使非洲 的民 主和 良治建设 变得 更为复 杂 , 从而 削弱 中 国

成为全球负责任力 量的努力
”

。 ( Ｊ ｏｓｈ ｕａＥ ｉｓｅｎｍａｎＪ ｏ ｓｈｕａ Ｋｕ ｒ ｌａｎ ｔｚ ｉｃｋ ,
＂

Ｃｈｉｎ ａ

＇

ｓ Ａｆ ｒ ｉ
ｃａ Ｓｔ ｒａｔｅ

？

ｇｙ

＂

, Ｃｕｒ ｒｅｎｔ Ｈ ｉ ｓ ｔｏ ｒｙ

？Ｍａｙ 2 0 0 6 ？ｐｐ ． 2 1 9 

—

 2 2 4 )

② 温家 宝 ： 《 全面推进 中 非新 型战略伙伴关 系 》 , 载 《人 民 日 报 》 2 0 0 9 年 1 1 月 0 9 日 , 第

2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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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提升了它们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 。 正如坦桑尼亚学者梅威斯加 ？

巴热

古所言 , 当前非洲面临两扇 机会之窗 , 第
一

扇 窗是推动 区域
一

体化和非洲

大陆的统
一

进程 , 第二扇 窗是加速发展和 中 国 、 印度这些飞速发展经济体

的关 系 。

？
中 国现在是以平等的身份与亚非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 虽然其 间

难免出现贸易摩擦 , 但这本是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正常现象 , 双方可通过平

等协商方式予以解决 。 如果因存在经 济结 构上的不平衡 而指责 中 国 推行
“

新殖 民主义
”

, 甚至将经济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的高度 , 恐怕是过分解读

了 中国 的对外政策及其影响 。 中 国同传统殖民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 中 国在

其他亚非 国家没有政治诉求 , 不企 图 对它们进行政治上的 统治或经济垄

断 。 由此 , 我 国总理温家宝在出访非洲时才理直气壮地说 ,

“

新殖民主义
”

这顶帽子绝对扣不到 中 国的头上 。

②

政治上
“

患难与共
”

, 经济交往
“

互利共赢
”

, 外交上
“

平等待人
”

, 是

6 0 余年中 国与亚非发展中 国家关系 的显著特色 。

？ 这种平等的互助互援关

系 , 践行了 国际关系之平等互利原则 , 推动 了 国际关系 民 主化进程 。 这种

与发展中国家的互助互援关系成为中 国对世界发展及人类交往的又
一贡献 。

五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及其世界经济发展

当代发展中世界南南合作之重要体现及其世界意义 , 还尤为集中地体

现在 中 国发展模式及其世界影响上 。 自 2 0 世纪 8 0 年代以来 , 西方国家先

后推动亚非拉国家实施 了
“

经济结构调整计划
”

、

“

政治 民主化改革
”

及
“

良治
”

建设 , 其理念核心是基于新 自 由 主义之上的
“

华盛顿共识
”

。 这
一

共识要求发展中 国家实行经济上的 自 由化 、 私有化和政府管制上的非调控

化 , 其 中心思想是尽力减少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 色 , 让市场在经济生活

中全面发挥主导作用 。 华盛顿共识尽管在理论上建构得精致而完备 , 但在

实践 中却屡遭败绩 ,

“

经济结构调整计划
”

未能使部分非洲和拉丁美洲 国

① ［坦 ］ 梅威斯加 ． 巴热古 ( Ｍｗｅ ｓｉｇａ Ｂａｒｅｇ ｕ ) ： 《非 洲一中 国
一欧盟关 系 ： 来 ．

自 非洲 的视

角 》 , 载 《 国际 问题论坛 》 2 0 0 8 年夏季号 。

② 《温家宝在埃及举行记者会 》 , 载 《人民 日 报 》 2 0 0 6 年 6 月 1 9 日 , 第 3 版 ,

③ 罗建波 ： 《 中国与西方国 家的对非洲外交 ： 在分歧中 寻求共识 与合作 》 , 载 《 世界经 济与

政治 》 2 0 0 9 年第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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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走出经济 困境 ,

“

休克疗法
”

曾让俄罗 斯深陷经济阵痛 , 错误的危机应

对也一度让亚洲金融危机雪上加霜 。

？ 尽管
“

后华盛顿共识
”

针对
“

华盛

顿共识
”

过分依赖市场而忽略政府作用和社会均衡 的弊端 , 增加 了诸如治

理 、 政府调控和制度建设等新 内容 , 但西方
一贯坚持的新 自 由 主义原则未

有根本改变 。．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 中 国在合理借鉴西方成功发展经验的同 时 , 根据

自 身国情独立 自 主地探索出
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 ： 拒绝采取激进式

的
“

休克疗法
”

, 而是推行渐进性改革 ；
在借鉴市场经济政策的 同 时 , 注

重保持 和发挥政府 的宏 观管 理能力 和动员 能力 ； 在鼓励变革 与创新 的 同

时 , 正确处理发展 、 改革和稳定的关 系 。 2 0 0 4 年 5 月 , 美 国 高盛公 司 高

级顾问乔舒亚 ． 库珀 ？ 雷默 ( Ｊ ｏｓ ｈｕ ａＣｏｏｐ ｅ ｒＲａｍ ｏ ) 率先提 出
“

北京共

识
”

的概念 , 用以总结 中 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 。 按照雷默的理解 , 重原

则 、 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 , 是北京共识得 以成功的关键所在 。

2 1

北京共识

在 国际社会引 起广泛关注 , 成为世人讨论 中 国崛起及中 国软实力的重要话

题 。 中 国政府至今仍未使用诸如
“

北京共识
”

或
“

中 国模式
”

的字眼 , 而

是倾向于使用
“

中 国发展经验
”

, 这种谨慎 态度体现 出 中 国政府对独立 自

主和不干涉 内政等原则 的
一贯坚持 。

华盛顿共识曾让许多发展中 国家陷人经济衰退 , 有些至今还没有完全

走 出衰退的 阴影 , 而同期中 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却取得了令世界瞩

目 的成就 。 特 别是在减 贫领域 , 中 国 把农村绝对贫 困 人 口 由 1 9 7 8 年 的

2 ． 5 亿减少到 2 0 0 7 年的 1 4 7 9 万 。 按照世界银行 的评估 , 中 国减少的 贫困

人 口 占全球减贫人数的 5 5 ％ , 占发展中 国 家的 7 5 ％ 。 中 国提前实现了联

合 国千年发展 目 标中使贫困人 口 比例减半 的 目 标 。

③
中 国在实 现 自 身经济

快速发展的 同时 , 也注重与其他发展 中 国 家分享 发展经验 。 中国 自 1 9 9 8

年起开始在华举办 旨在培训亚非 国家的管理和技术人员 的短期培训班 , 这

些项 目
一般 由 商务部 、 教育部 、 卫生部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具体实施 。 中

① 邹东 涛 ： 《

‘
‘

华 盛顿共识
＂

、

“

北京共识
”

与 中 国 独特 的发展 道路 》 , 引 自 俞可平 等 主编

《 中 国模 式与
“

北 京共识
”

： 趄 越
“

华盛 顿共识
“

》
, 社 会科 学文 献 出 版社 2 0 0 6 年版 , 第 4 0 9—

4 3 4 页 。

② 乔舒亚 ？ 库珀 ？ 雷默 ： 《 附录 ： 北 京共识 》
, 载乔舒 亚 ？ 库珀 ？ 雷 默等编 ： 《 中 国 形象 ：

外国学者眼里 的中 国 》 , 社会科学文献 出 版社 2 0 0 6 年版 , 第 2 8 3
—

3 3 3 页 。

③ 《 中 国是全球减贫事业 的重要实 践者 》
, 载 《 人民 日报 》 2 0 0 8 年 9 月 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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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还倡议举办了多种类型的 减贫经验交流研讨会 , 其中包括于 2 0 0 7

年 5 月 承办非洲发展银行理事会年会 。 中 国相关部 门 同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筹建了
“

中 国国际扶贫中心
”

, 负 责实施针对其他发展中 国家 的减贫

能力建设项 目 。 帮助其他亚非 国家发展人力 资源 , 体现 了
“

授人以渔
”

而

非
“

授人以鱼
”

的援助精神 。

中 国学者多认为 , 尽管中 国 经验远未定型 , 中 国发展也远非 尽善尽

美 , 但 中国 的现代化历程积累 了许多经验教训 , 其 中许多经验可 以为 同为

发展 中 国家 的非洲 国家所借鉴 , 比如 , 提高政府的权威和动员 能力 , 实现

社会稳定和民族 团结 , 有效利用援助及减贫 。

？ 对于许多仍面临严重治理

问题的非洲 国家而言 , 的确需要一个高效且廉洁的政府 , 需要一套行之有

效的制度和政策 , 这些或许正是中 国模式对于非洲 的巨大魅力 所在 。 世界

银行 因此承认 ：

“

中 国 的努力为其他发展 中 国家创造 了直接的 经济机遇 ,

与 中 国合作 同样也为其他发展中 国家学习 中 国丰富的发展知识和经验提供

了新机会 。

”？

中国 的快速发展及其展现出 的成功经验在亚非世界产生 了广泛而积极

的影响 。 非洲 国家把 中国发展视为重大机遇 ,

一

些国 家表现出
‘‘

向东看
”

—

的 巨大兴趣 , 而几年前还跟 随某些西方大 国 唱和 中 国威 胁论 的 东南亚 国

家 , 如今大多积极寻求同 中 国 的合作 。 许多参加 2 0 0 6 年 中非首脑峰会的

非洲领导人并非 只被援助和贸易 的机会所吸引 , 他们也是为 中国 的发展模

式所吸引 。 南非总统姆贝基在峰会后撰文 《希望诞生在北京天安 门 》 , 称

赞 中非合作将把非洲带向充满希望 的未来 。

③
埃塞俄 比亚总理梅莱斯欢迎

中 国为非洲
“

提供成功 的发展经验 , 转让技术 , 开展贸 易和投 资
＂

。

？ 塞

内加尔总统甚至指 出 ：

“

不光是非洲 , 就连西方 自 己 也有很多地方需要 向

①Ｌ ｉ Ａｎ ｓｈａｎ
,

＂

Ｃｈ ｉｎｅ ｓｅ Ｅｘ ｐｅｒ ｉ ｅｎｃｅ ｓｉ ｎＤｅ ｖｅｌ ｏｐｍｅ ｎｔ
：ＳｏｍｅＩｍｐ ｌ ｉ ｃａ ｔ

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ｆｒ ｉｃａ
”

, ｉ ｎＬ ｉｕ

Ｈｏｎ ｇ
ｗｕａｎ ｄＹａｎｇ

Ｊｉ ｅｍ
ｉ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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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参见 《埃塞 俄比 亚总理梅莱斯在 中 非合作 论坛 北京 峰会开 幕式上 的讲话 》 ( 译文 )
,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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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学习 。

”？ 作为对当 前 日 益紧迫 的社会治理与发 展问 题的 回应 , 中 国

发展模式的成功显示了其巨 大的吸 引力 、 影响力及对外辐射力 , 为 中 国赢

得 了软实力和 国际话语权 。 正如雷默所 言 ：

“

中 国 正在指 引世界其他
一些

国家在一个有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保护 自 己 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
”

,

“
一个

有史以来最少依赖显示实力 的传统手段的 国家 , 它 以惊人的榜样力量和令

人望而生畏 的大国 影响作为显示实力 的主要手段 。

” ② 有西方学者更是把

中国政府制定政治经济替代模式的 能力视为
＂

自冷战结束以来 , 西方人所

面临 的最大 的思想威胁
＂

。

③

在过去 的冷战年代里 , 世界被划分为东西两部分 , 发展中 国家要么跟

随西方模式 , 要 么效仿苏联模式 。 冷战结束后 , 西方世界 以
“

历史 终结

者
”

的傲慢之势强力在发展 中世界推广其政治理念和发展模式 。 而当前 中

国的 快速发展 , 让这些在实现了政治独立之后又经历过发展痛楚的发展 中

国家 , 开始看到了独立 自 主地实现民族复兴的希望 。 发展中 国家之所以对

中 国的发展表现 出极大兴趣 , 甚 至出 现了 所谓非洲 国 家
“

向 东看
”

的趋

势 , 其实正是它们寻求 自 身发展道路的
一

种 自 主性 的尝试 , 让发展中 国家

在寻求发展道路方面多了
一种可能性 ,

一种新 的选择机会 。 新时期南南合

作 的发展 , 表 明发展 中国家在完全依附于西方或决然孤立于世界之外找到

了实现复兴 的另一种选择 。

2 1 世纪是中 华 民族追求和平发展 的世纪 , 也是亚非大 陆实现 团 结 、

统
一

与复兴 的世纪 。 在这种历史变迁中 , 中国与发展 中国家关系必将因为

新的发展基础 、 目 标和动力 而取得更大的发展 , 中 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也

将迎来新的历史纪元 。 历史上 , 亚非各民族曾创造了辉煌的文化成就 , 有

力推动 了人类历史 的进步与发展 , 当前亚非复兴势必将重现各古老文明 的

历史新貌 , 亚非人民也将再次成 为人类历史发展的 主要创造者和推动者 。

( 责任编辑 ： 周玉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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