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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容提要 】 当 前 的 全球经 济 危机 加 大 了 非 洲 地 区 一 体化 的

压 力 , 但 内 外挑 战使得这 一进程 并 不容 易 。 在 非 洲 内 部 , 相 互重

叠 和竞 争 的地 区 主 义 、 发展议程 的 安全 化 , 阻碍着地 区 一体 化进

程 ；
而 来 自 外部 国 际社会对非 洲 地 区 主 义 的 竞 争性 方法 也将对地

区 整合产 生 消极 影 响 。 要 克 服上 述挑 战 , 非 洲 需 要利 用 国 际行 为

体 曰 益关 注 非 洲 的 机遇 , 将非 洲 从
“

竞技场
”

提升 为
“

竞技者
”

；

非 洲 也 需利 用 全球性 问题 日 益 主 导 国 际议 事 日 程 带来 的 集体行 动

的 压 力 , 推进非 洲 认 同 的 发 展 。 唯有 如 此 , 非 洲 才不 致在 可 能 的

新 一波地 区 主义 浪潮 中 落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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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 国 际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衰退不仅意味着 国际金融与经济体系

的大动荡 、 大变革与大调整 , 还意味着全球化进程放缓和地区整合意愿增

强 , 尤为明显的例子是欧盟通过 《里斯本条约 》 寻找欧洲发展新方 向 、 东

亚地区倡议追求共同体建设、 东非 5 国通过东非共 同体建立共 同市场等 。

如果这一趋势得以延续 , 将可能形成新
一波的地区主义浪潮 , 进而形成地

区化与全球化齐头并进 、 相互竞争 、 相互促进 的局面 。

非洲的地 区主义有着悠久 的历史 , 也取得 了相 当的成就 。 但就其整体

的政治 、 经济与社 会发展水平而言 , 非洲仍 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 区 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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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
包括地区

一

体化在 内 。 如果说非洲 曾 在冷战结束后
一

度被世界遗忘 ,

丧失了
一个极好的享受冷战结束 的

“

和平红利
”

的 机会的话 , 那么非洲能

否在新一波的地区主义浪潮 中抓住机会 , 发展和推进非洲 的地 区一体化 ,

对于非洲未来一段时间 的发展将有着重要影响 。

尽管如此 , 非洲在过去两年时间里的地区
一

体化努力 , 特别是利 比亚

大力推动实现
“

非洲合众 国
”

的尝试 , 再一次证 明非洲地区
一

体化面临着

相当的 困难 , 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 因此 , 有必要深人考察非洲地区
一

体

化所面临 的挑战与困难 , 更好地理解非洲未来发展的可能 。 本文认为 , 尽

管全球经济危机迫切呼吁非洲地区
一

体化 , 但鉴于非洲大陆相互重叠甚至

竞争的 地区主义 、 发展议程的安全化以及外部力量 的影响 , 非洲地区
一

体

化可能遭遇其他地区所没有的挑战 , 如何抓住 当前的机遇是
一个非常重大

的现实问题 。
．

－ 全球经济危机与非洲地区
一

体化的压力

在 2 0 0 8 年底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初 , 许多分析家都认为其对非洲 的

影响可以 忽略不计 , 因为非洲经济对全球金融体系 的开放度比世界任何地

区都低 ： 非洲的银行系 统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 区 , 非洲银行的不 良债务和

资产等也很少 , 非洲 的金融体系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也相对较少 。

？ 但随着

金融危机演变为全球经济衰退 , 大多数人认识到 , 非洲又将成为最大的受

害者之一 , 尽管其对危机的贡献度最小 。 如 同在全球气候变化 中
一样 , 随

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渐波及实体经济 , 非洲再一次成为受影响最严重

的地区 。

② 一方面要跟上世界其他地区可能的新
一波地区 主义浪潮 , 另

一

方面又要缓解乃至避免非洲在诸多全球性危机中
“

贡献最小 、 损失最大
”

的历史模式 , 非洲就需要准确地把握住历史发展 潮流 , 提升 自 身综合实

力 , 早 日 实现地区
一

体化 , 以减少未来危机的负面影响 。

① 舒运国 、 路征远 ： 《 世界金融危 机对 非洲 的影响 》 , 载 《西 亚非 洲 》 2 0 0 9 年第 3 期 , 第

5—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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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其金融体系开放度不高 , 但大多数非洲 国家在全球经济危机面前

仍高度脆弱 。 根据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测算 , 非洲 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将从过

去 5 年创纪录 的年均增长超过 6 ％ 的下跌到 2 0 0 9 年 的 2 ％ ,
2 0 1 0 年估计

能恢复到 4 ． 8 ％ ,
2 0 1 1 年到 5

．
8 ％ 。

？ 撒哈拉 以南非洲 2 0 0 9 年的经济增长

率平均下降 4 ． 4 个百分点 , 其中石油 出 口 国下降 4 ． 7 个百分点 , 中等收人

国家下降 6 ． 7 个百分点 , 低收人水平 国家也下降了 2 ． 1 个百分点 。

② 具体

而言 , 全球经济危机对非洲 的影响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

第
一

, 非洲 的对外 贸易受 到较 大 冲击 。 尽 管非洲 的 对外贸 易总额不

大 , 占世界总额的 比例也相当小 , 但却对其总体经济有着重要影响 。 根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 , 平均起来 以贸易 衡量的 世界国 民生产总产值每

下跌 1 ％ , 就意味着非 洲 国 民生产 总值将下跌 0 ． 5 ％ 。

？ 而全球经济衰退

的重要后果之一是世界贸易额的大 幅度下降 , 世界贸 易组织 2 0 0 9 年 7 月

预期 ,
2 0 0 9 年世界贸 易额将下降 1 0 ％ ； 而 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 同年 4 月 的

预期为下降 1 1 ％ 。

？ 世界贸 易额的下降主要源于发达 国家及发展较快的新

兴大国 因经济危机导致对初级产品 和高端奢侈品的需求大大下降 , 而 目前

大部分非洲 国家的外贸结构都以 出 口初级产品 和少量奢侈品为主 , 尤其是

石油 、 矿石 、 钻石等 。 随着外部需求下降而来 的价格下跌 , 必然导致非洲

国家的 贸易 收入大幅度下降 。 例如 , 国际金融危机对苏丹 的石油 出 口 就产

生了重大影 响 ,
2 0 0 8 年 1 0 月 和 1 1 月 苏丹 的石油 出 口 收入还分别 达到 了

6 ．1 亿美元和 3 ． 5 亿美元 , 但到 2 0 0 9 的 2 月 就降到 了 0 ． 4 7 5 4 亿美元 。

⑤

同时 , 非洲的对外贸易 伙伴相对集 中 , 仅美国 、 欧盟和 中 国等国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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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占到非洲对外贸 易 总量的 近 7 0 ％ 。 受 国际金融危 机影 响 , 非洲的主要

贸易伙伴经济增长在 2 0 0 9 年平均降低 1 ． 5 ％ , 如此大幅度的下滑 自 2 0 世

纪 7 0 年代初以来发生过 。 这必然对非洲 对外贸 易产生较大负面影 响 。 例

如 , 与 2 0 0 8 年 同 期 相 比 , 美 国 从 4 1 个 符合 《非 洲增 长 与机 遇 法案 》

( ＡＧＯＡ ) 标准的 国家的进 口总额在 2 0 0 9 年上半年就下降了 6 3 ％ 。

？

第二 , 流入非洲的资本将有大幅度下降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 , 与

2 0 0 8 年相 比 , 2 0 0 9 年非洲接收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减少约 2 6
．
 7 ％ 。

？ 根据

世界银行的估计 , 对非洲经济发展影响很大的侨汇在 2 0 0 9 年也将 大幅度

下跌 , 达 4 ． 4 ％ 。

？ 尽管到 目前为止 , 只 有少数援 助 国 , 包括意大利 、 法

国和冰岛 , 由于危机而减少 了双边对外援助 ； 但如果全球衰退持续的话 ,

中长期的全球对外援助极有可能减少 。 以八国集团 的对非援助为例 , 尽管

2 0 0 5 年格伦尼格斯 ( Ｇ ｌｅｎｅ ａｇ ｌｅ ｓ ) 峰会承诺使其对非洲 的援助 到 2 0 1 0 年

翻一番 , 但大多数观察家对此表示怀疑 。 自 格伦尼格斯峰会到 2 0 0 8 年底 ,

除俄罗斯外的七 国事实上对非援助总额 仅为 7 0 亿美元 , 占承诺 的 2 5 0 亿

美元 的 2 8 ％ , 因此 2 0 0 9 年和 2 0 1 0 年都必须拨付 9 0 亿美元左右 , 但预期

2 0 0 9 年的援助额仅为 3 4 ． 6 亿美元 ,

？ 这还未考虑因经济危机可能的 削减 。

根据经济发展与合 作组织 ？发展援助委 员 会 ＯＣＥＩ＞ＤＡ Ｃ 的新 近数据 , 到

2 0 1 0 年 , 非洲所能得到的援助可能不及 2 0 0 5 年八 国集 团峰会所承诺 的增

加部分的
一

半 , 即 2 5 0 亿美元中的 1 1 0 亿美元的
一

半 ,
5 5 亿美元 。

⑤

第三 , 全球经济危机也加剧了非洲原本存在的粮食危机 , 导致当地减

贫努力放缓 。 根据世界银行 的数据 , 在 2 0 0 8 年 1 2 月 至 2 0 0 9 年 1 2 月 期

间 , 全球粮食价格上涨 2 4 ％ 。

？
由 于财政收人下降 , 国 内市场 隔离 ,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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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缺乏等因素 ,
2 0 0 8 年下半年世界市场上 的粮食价格下降并未有

效缓解非洲各国 的粮食危机 。 据联合国估计 , 非洲人 口 中营养不 良 的 比例

在 2 0 0 8 年上升到 了2 9 ％ , 2 0 0 9 年将继续 上升 。

？ 尽管在 1 9 9 5 年至 2 0 0 5

年十年 间 , 非 洲 的 日 均收人低 于 1
．

3 美元 的 绝对 贫 困线 的 人 口 比例从

5 8 ％下降到了 5 1 ％ , 但仍 比 1 9 8 0 年高出 1 个百分点 , 而且绝对数量还从

3 ．
0 亿上升到 了 3

．
 9 亿人 。 而全球危机更 加剧 了非洲 减贫 的 困难 , 据估

计 , 到 2 0 1 5 年非洲 的绝对贫困率最多 只能降低到 3 8 ％ , 而危机前的保守

预测也是 3 6 ％ , 距离 千年发展 目标还差 9 个百分点 ； 绝对贫困 人 口将新

增 2 0 0 0 万 。

？

最后 , 全球经济危机可能外溢至政治 、 安全等领域 , 使非洲 的安全局

势进
一

步恶化 。 经济学人信息部 ( Ｅ ｃｏｎｏｍ ｉｓｔＩｎｔ ｅ ｌ ｌ ｉ

ｇ ｅｎｃｅＵｎ ｉ ｔ
,
Ｅ ＩＵ ) 指

出 ,

“

随着人们对政府保持 ( 经济 ) 稳定的 能力丧失信心 , 抗议可能会增

加… …人们 日 益担心可能的全球动荡扩散
”

。 随着危机使贫困 和失业人 口

上升 , 长期存在的潜在不稳定 因素可能被再度点燃 , 尤其是如果政府被认

定是经济困境的罪魁祸首 、 或在野者利用经济危机对抗 当权者 、 或邻国 的

动荡溢出 的话 。

？

鉴于全球经济危机对非洲的重大影响 , 如 同其他地区一样 , 非洲也在

国际救援努力之外试图通过促进地 区整合共同应对危机 。 非洲发展银行集

团在 2 0 0 9 年 3 月 宣布了  4 项新 的危机应对计划 ：
1 5 亿美元 的紧急流动基

金 ( Ｅｍｅｒｇ ｅｎｃｙＬ ｉｑｕ ｉｄｉ ｔｙＦａｃ ｉ ｌ ｉ ｔｙ ,ＥＬＦ ) , 1 0 亿美 元 的 贸 易 资助计 划 ；

加快非洲发展基金 ( Ａｆｒｉｃａｎ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 ｅｎ ｔＦｕｎｄ ) 向 符合 条件 国家拨付 ；

增强政策顾问 支持 。

？
2 0 0 8 年 1 1 月 , 非洲各 国政府在突尼斯 的非洲发展

银行会议上 , 建立了一个非洲 1 0 国 财政部长与 中央和地区银行行长委员

会 ( Ｃｏｍｍ ｉ ｔ ｔｅｅｏｆＴｅｎＡｆｒｉｃａ ｎＦ ｉｎａｎｃ ｅＭｉｎ ｉ ｓ ｔｅ ｒｓａｎｄＣｅｎｔ ｒａ ｌａｎｄＲｅｇ
ｉｏｎ

？

ａｌ ＢａｎｋＧｏｖ ｅｒｎｏｒｓ ,Ｃ
—

1 0 )  0 迄今为止 , 委员 会共举行了 4 次会晤 , 以讨

①Ｕｎｉ ｔｅｄＮａ ｔ
ｉ
ｏｎ ｓ

, ＴｈｅＭ ｉ
ｌ ｌｅｎｎｉ ｕｍＤｅｖ ｅｌ

ｏｐｍ ｅｎｔ Ｇｏａ ｌ ｓＲ ｅｐｏｒｔ 2 0 0 9 ( ＮｅｗＹｏ ｒｋ ：Ｕｎｉ
ｔ ｅｄ

Ｎａ ｔ ｉｏｎｓ ． 2 0 0 9
) ,ｐｐ

．  1 1 

—

1 2 ．

②Ｗ ｏｒｌ ｄＢａｎｋ , Ｇｌ ｏｂａ ｌＭｏｎｉ
ｔ ｏｒ ｉｎｇ Ｒｅｐ ｏ

ｒ ｔ 2 0 1 0
：ＴｈｅＭＤＧ ｓａｆｔ ｅ ｒｔｈ ｅＣｒ ｉ ｓ ｉｓ ( Ｗ ａｓ ｈｉｎｇ

ｔ ｏｎ

Ｄ ．Ｃ． ：Ｗｏｒ ｌｄＢａｎｋ ,  2 0 1 0 )
, ｐ ｐ ． 1 5 ,  1 0 3 ．

③ＥＩＵ ,

＂

Ｓｕｂ
－

Ｓａｈａ 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 ａＰｏ ｌ ｉ
ｔ

ｉｃｓ
－Ｓｕｂｍｅｒｇ ｉｎｇＭａ ｒｋｅ ｔｓ

”
, Ａｐ ｒ ｉ ｌ 1 4 , 2 0 0 9 ．

④ＡＦＤＢ
, 

＂

ＡＦＤＢＲ ｅ ｓ
ｐ
ｏｎｓｅ ｔｏＦｉｎａｎｃｉａ ｌＣｒ ｉ ｓｉ ｓＥｃ ｏｎｏｍ

ｉ
ｃＩｍｐａ ｃｔ

＂

, Ｍａ ｒｃｈ 5 ,  2 0 0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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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危机的影响和可能的政策反应 。

？

尽管如此 , 大多数非洲 国家政府并没有足够能力资助应对危机的 干预

政策 , 在危机面前仍相当脆弱 。 因此 , 在其他地 区纷纷强化地 区整合的情

况下 , 为 了更好地应对当前和今后的危机 , 非洲有必要强化其地 区
一体化

进程 。 与其他地 区不同 , 非洲地 区
一体化面临着极其独特的挑战

——

包括

相互重叠和竞争 的地区主义 、 发展议程 的安全化 以及外部势力 的影响 等 ,

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决定 了地区整合的未来 。

二 相互重叠和竞争的地区主义

非洲至少经历 了两波地 区化 , 第
一

波更多与殖 民化 、 去殖 民化和 泛非

主义相联系 , 第二波始于 2 0 世纪 8 0 年代末 , 发生在冷战对非洲 的结构性

限制放松的背景下 。

② 这两波地区化有着
一个共 同 的特征 , 即地区主义的

相互重叠和竞争 , 这成为阻碍非洲地 区
一

体化发展的重要 因素 。

非洲 目 前有 1 4 个主要的地区一体化组织 , 几乎每个次地区都有两个

或更多 的组织 。 在 西部非洲有西非经济与货 币联 盟 ( Ｗｅ ｓｔＡ ｆｒｉｃａｎＥｃｏ
－

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Ｍｏｎｅｔ ａｒｙＵｎ ｉｏ ｎ , ＵＥＭＯＡ ) 、 马诺河联盟 ( ＭａｎｏＲ ｉｖ ｅ ｒＵ－

ｎ ｉｏ ｎ
,
ＭＲＵ ) 及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 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Ｃｏｍｍｕｎｉ ｔｙ

ｏ ｆＷｅ ｓｔＡ ｆ
？

ｒｉ ｃａｎＳｔａｔｅ ｓ ,ＥＣＯＷＡＳ ) 。 中部非洲也有 3 个 , 即 中部非洲 国家经济共 同

体 ( 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ｔｙｏ ｆＣｅｎ ｔ ｒａ ｌＡ ｆｒ ｉｃ ａｎＳｔａ ｔ ｅｓ ,ＥＣＣＡＳ ) , 中 部非

洲经济与货币共 同体 ( Ｃｅｎ ｔ ｒａ ｌＡ ｆ ｒ 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ａｎｄＭｏ ｎｅ ｔ ａｒ ｙＣｏｍｍｕｎ ｉ
？

ｔｙ ,ＣＥＭＡＣ ) 和大湖 国 家经 济共 同 体 ( 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Ｃｏｍｍｕｎ ｉｔｙｏｆＧｒｅａｔ

Ｌａｋｅ ｓＣｏ ｕｎ ｔｒｉｅｓ
,ＣＥＰＧＬ ) 。 东部与南部非洲共享 6 个地区经济一体化组

织 ： 东南非共同市场 ( Ｃｏｍｍ ｏｎＭａｒｋｅ ｔｆｏｒＥａｓｔ ｅ ｒｎａｎｄＳｏｕ ｔｈ ｅｒｎ Ａ ｆｒ ｉｃａ
,

ＣＯＭＥＳＡ ) , 东非共同体 ( ＥａｓｔＡｆｒｉ ｃ 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ｔｙ ,ＥＡＣ ) , 政府间发展

管理局 ( Ｉｎ ｔｅ ｒ
－Ｇ ｏｖｅ ｒｎｍ ｅｎ ｔａ ｌＡｕｔｈｏ ｒｉ ｔ

ｙ
ｏｎＤｅｖｅ ｌ

ｏ ｐｍｅｎｔ , ＩＧＡＤ ) , 印度

① 有 关Ｃ
一

 1 0的情 况 , 可参 见ｈｔ ｔｐ ：／ ／ｗｗｗ
．ａ ｆｄｂ ． ｏ ｒｇ／ ｅｎ／ ｔ ｏｐ

ｉｃｓ
－

ｓｅｃ ｔｏｒｓ ／ ｔｏｐ ｉｃｓ／ ｆ ｉｎａｎｃｉ ａｌ

－

ｃｉ ｉｓｉｓ ／ 

ｃｏｍｍ ｉ
ｔ ｔｅｅ

－

ｏｆ
－ｔｅｎ／

,  2 0 1 0 年 4月 1 0
日 。

②Ｍｏ ｒｔｅ ｎＢｏａ ｓ , 
＂

Ｒ ｅｇｉｏｎ ｓａ ｎｄＲ ｅｇ ｉｏｎａ ｌ ｉ ｓａｔ ｉ ｏｎ ：ＡＨｅ ｒｅ ｔ
ｉ ｃ

＇

ｓ Ｖ ｉｅｗ
＂

,
 ｉｎＮｏｒｄｉ ｓｋａＡｆｒｉ ｋａ ｉｎｓｔ ｉ

－

ｔｕｔ ｅ ｔｅ ｄ ．
,Ｒｅｇｉｏ ｎａ ｌ ｉｓｍ ａｎｄＲｅｇ ｉｏｎａｌＩ ｎ ｔｅｇｒａ ｔｉ ｏｎ ｉ ｎＡｆｒｉ ｃａ ：ＡＤｅｂａｔｅｏｆ

Ｃｕ ｒｒｅｎ ｔＡｓｐｅｃ ｔｓ ａ ｎｄＩ ｓ
－

( Ｕ ｐｐｓ ａｌａ ：Ｎｏ ｒｄ ｉ ｓ ｋａＡｆ ｒ ｉｋ ａｉｎ ｓｔ
ｉ ｔ
ｕ ｔｅｔ , 2 0 0 1 )

, ｐ ．  2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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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委员 会 ( Ｉｎｄｉ ａｎＯｃ ｅａｎＣｏｍｍ ｉ ｓｓ ｉｏｎ ,ＩＯＣ ) , 南 部 非 洲 发 展 共 同 体

( Ｓｏｕ ｔｈｅｒｎＡｆｒｉｃａｎＤ ｅｖ ｅｌｏ ｐｍ ｅｎ ｔＣｏｍｍ ｕｎ ｉ ｔｙ , ＳＡＤＣ ) , 南部非 洲关税 同

盟 ( Ｓｏｕ ｔｈｅｒｎＡ ｆｒｉ ｃａｎＣｕｓ ｔｏｍｓＵｎ ｉｏｎ , ＳＡＣＵ )
。 北非在撒赫勒一撒哈拉

国家共同体 (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ｔｙ
ｏｆＳａｈｅ ｌ

－Ｓａ ｈａｒａｎＳｔ ａ ｔｅｓ ,
ＣＥＮ－

ＳＡＤ ) 出现前只

有阿拉伯马格 里布联 盟 ( ＡｒａｂＭａｇｈｒｅｂＵｎ ｉｏｎ ,ＵＭＡ ) , 尽管前 者的 成

员 国来 自 其他 的经济共同体和次地区组织 ( 表 1 )
。

表 1非洲主要地区组织及其成员国构成

名称成立 时间成员 国

＿博茨 瓦 纳 、 莱 索 托 、 纳 米 比 亚 、 南 非 、

南部 非洲 关税 同 盟 ( ＳＡＣＵ 〉 1 9 1 0
＊

斯威士兰

肯尼 亚 、 坦 桑 尼 亚 、 乌 干 达 、 卢 旺 达 、

东非共同体 ( ＥＡＣ ) 1 9 6 7
＂

布隆迪

马诺河联盟 ( ＭＲＵ ) 1 9 7 3几 内 亚 、 利 比里亚 、 塞拉利 昂

贝 宁 、 布基纳法 索 、 佛得 角 、 科特迪 瓦 、

冈 比 亚 、 加 纳 、 几 内 亚 、 几 内 亚 比 绍 、

西 非国家经 济共同体 ( ＥＣＯＷＡＳ ) 1 9 7 5
…

利 比 里 亚 、 马 里 、 尼 日 尔 、 尼 日 利 亚 、

塞 内加 尔 、 塞拉利昂 、 多哥

大 湖国家经 济共 同体 ( ＣＥＰＧＬ ) 1 9 7 6布隆迪 、 刚果 ( 金 ) 、 卢旺达

,科 摩罗 、 马达 加斯加 、 毛里 求斯 、 塞 舌
印度洋委员会 ( 1 0 Ｃ ) 1 9 8 2

尔 、 留 尼汪

安哥拉 、 布隆迪 、 喀麦隆 、 中非 共 和国 、

乍得 、 刚果 ( 金 ) 、 刚 果
？

( 布 ) 、 赤 道几
中部非洲 国家经济共同 体 ( ＥＣＣＡＳ ) 1 9 8 3

内 亚 、 加 蓬 、 圣 多 美 与 普林 西 比 、 卢

旺达

吉布 提 、 厄立 特里 亚 、 埃 塞 俄 比亚 、 肯
． 政府 间发展管理局 (

ＩＧＡＤ ) 1 9 8 6

尼亚 、 索马里 、 苏丹 、 乌干达

阿尔 及 利亚 、 利 比 亚 、 毛 里塔 尼 亚 、 摩
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 ( ＵＭＡ 〉 1 9 8 9

洛哥 、 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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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称成立时间成员国

安哥拉 、 博 茨 瓦 纳 、 刚 果 ( 金 〉 、 莱 索

托 、 马拉维 、 毛 里求 斯 、 莫 桑 比 克 、 纳
南部非洲发展共 同体 (

ＳＡＤＣ
) 1 9 9 2

米 比亚 、 塞 舌 尔 、 南 非 、 斯威 士 兰 、 坦

桑尼亚 、 赞 比亚 、 津 巴布韦

安哥 拉 、 布 隆迪 、 科摩 罗 、 刚果 ( 金 ) 、

吉布 提 、 埃及 、 厄立 特里 亚 、 埃塞 俄 比

亚 、 肯尼 亚 、 马 达加 斯 加 、 马拉 维 、 毛
东南非 共同 市场 ( ＣＯＭＥＳＡ ) 1 9 9 3

里求 斯 、 纳 米 比 亚 、 卢 旺 达 、 塞 舌 尔 、

：苏丹 、 斯 威士 兰 、 乌干 达 、 赞 比 亚 、 津

巴布 韦

贝 宁 、 布基 纳法 索 、 科特迪 瓦 、 几 内 亚
西 非经济与货币 联盟 ( ＵＥＭＯＡ ) 1 9 9 4

比绍 、 马里 、 尼 日尔 、 塞 内加尔 、 多哥

喀 麦 隆 、 中 非 共 和 国 、 乍 得 、 刚 果
中部非洲经济与货币共同体 ( ＣＥＭＡＣ ) ． 1 9 9 8

( 金 〉 、 赤道几内亚 、 加蓬
？

贝 宁 、 布基纳法索 、 中 非共和 国 、 乍 得 、

吉布 提 、 埃及 、 厄 立 特 里 亚 、 冈 比 亚 、

撒赫 勒一撒 哈 拉 国 家 共 同 体 ( ＣＥＮ－

1 9 9 9利 比亚 、 马 里 、 摩 洛 哥 、 尼 日 尔 、 尼 日

ＳＡＤ )

利亚 、 塞内 加尔 、 索马里 、 苏丹 、 多哥 、

突尼斯

注 ：
1 ) 目 前 的南 部非洲 关税 同盟 ( ＳＡＣＵ ) 协议 于 1 9 6 9 年 签署 ；

2 ) 东非 共 同体 ( ＥＡＣ )

曾 于 1 9 7 7 年解体 , 于 1 9 9 4 年 重新组建 ；
3

) 西非 国家经济共 同体 (
ＥＣＯＷＡＳ

) 的宪章于 1 9 9 4 年

经 过修订 。

从表 1 可见 , 非洲地 区主义存在明显的重叠现象 , 有时也导致严重 的

竞争 ,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

一方面 , 部分组织 的成员 国大部分甚至几乎

全部来 自 另 一组织 , 二者相互重叠 、 相互竞争 。 例如 , 东非共 同体的 5 个

成员 国全来 自东南非共同市场 , 大湖 国家经济共 同体 的 3 个成员 国全部来

自 中部非洲 国寒经济共同体 , 南部非洲关税同盟 的 5 个成员 国也都来 自 于

南部非洲发展共 同体 , 西非经济与货币联盟的 8 个成员 国都是西非 国家经

济共同体的成员 国 , 中部非洲经济与货币共 同体 中有 6 个成员 国来 自 中部

非洲国家经济共 同体 , 印度洋委员会中有 4 个成员 国来 自 于东南非共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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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 需要指 出 的是 , 非洲次地区组织的相互重叠并非欧盟发展过程中 的组

织 内部的不同速度的体现 , 而是相互竞争的体现
——

下文有关外部势力 的

影 响将会继续讨论这
一

点 。

另
一

方面 , 非洲 国家在次地区组织 中的成员 国身份也是多重的 。 非洲

5 3 个国家 中 , 有 2 6 个 国家是 2 个组织的 成员 , 有 2 0 个 国家是 3 个组织

的成员 ,
1 个国家 ( 刚果 ( 金 ) ) 甚 至是 4 个组织 的 成员 , 只有 6 个 国家

只参加 1 个组织 。

？ 这导致非洲的次地 区组织在相互重叠的 同时 , 还相互

交叉 , 关系 相当复杂 。 ． 例如 ,
在西部非洲 , 西非 国家经济共同体 、 西非经

济与货币联盟 、 马诺河联盟和撒赫勒
一撒哈拉 国家共同体的管辖范围相互

交叉 ； 在 中部非洲 , 中部非洲 国家经济共同体 、 中部非洲经济与货币共同

体和大湖 国家经济共同体拥有相互重叠的地理空 间 ； 在南部非洲 , 南部非

洲发展共 同体 、 南部非洲关税 同盟 、 印度洋委员会也相互重叠 , 同时还与

东南非共 同市场有交叉 ； 而东南非共同市场的地理覆盖 区域还延伸到整个

东部非洲 , 部分北非和 中部非洲地 区 。

尽管成员 国身份的重叠在其他地区 的
一体化进程 中也存在 , 如欧洲就

存在覆盖 2 7 个成员 国 的欧盟 ,
5 5 个成员 国 的欧安会 ,

2 6 个成员 国的北约

及 2 8 个成员 国的 西欧联盟 , 但非洲地 区组织 的相互重叠却是世界上最为

严重 的 , 而且还带来了严重的相互竞争 。 非洲组织的重叠不仅导致资源浪

费和 国家与机制 间 的不 良影响 的竞争 , 而且也容易形成对 以非盟和非洲新

伙伴计划 ( ＮＥＰＡＤ ) 为代表 的非洲 地 区
一

体化 目标 的 阻碍 。 加入多个次

地区组织的非洲国家往往不得不同 时面对两个以上 的速度不同的地 区
一体

化安排 , 不得不作出多种关税削 减规则 、 原产地规则和特惠贸易安排等 。

这些 国家还必须承担更多 的 财政义务 , 应对 更多的会议 、 政策决议 、 手

段 、 程序和计划等 。

② 更大的问题在于 , 重叠和竞争 的地 区主义可能导致

一

国对于特定地区组织或一体化进程 的忠诚度不足 ； 换句话说 , 即导致不

同的地区组织相互间竞争成员 国 的忠诚 。 当前东非共 同体与东南亚共 同市

场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 体之间就 已经出现 了类似 的竞争 。

？ 当然 , 重叠和

①Ｕｎｉ ｔｅｄ Ｎａ
ｔ
ｉｏｎ ｓＥｃ ｏｎｏｍ

ｉ
ｃＣｏｍｍｉｓ ｓｉｏｎｆｏｒＡｆ ｒ ｉｃ ａ

,
Ａｓ ｓｅｓ ｓｉ ｎｇ 

Ｒｅｇ ｉｏｎａｌ Ｉｎ ｔｅｇｒ ａ ｔ ｉｏ ｎｉｎ Ａｆｒ ｉ
？

ｃａ ( ＡｄｄｉｓＡｂａｂａ ：ＵＮＥＣＡ ,  2 0 0 4 )
,

ｐｐ
．  3 9 

—

 4 0 ．

②Ｉｂ ｉ
ｄ ＿
, ｐ

．

 4 1
．

③
“

Ａｆｒｉ ｃ ａ ：ＭｏｒｅＴ ｒａｄ ｅ , ＮｏｔＡｉｄ ,Ｗ ｉ ｌｌＳ ａｖｅＣｏｎｔ
ｉｎｅｎｔ

＂

,ｈｔ ｔｐ ：／ ／ ａ ｌ ｌａ ｆ ｒｉ ｃａ． ｃ ｏｍ／ ｓｔｏ ｒ
ｉ
ｅ ｓ／

2 0 0 9 1 2 2 8 1 4 3 0 ． ｈｔｍｌ , Ｄｅｃ ｅｍ ｂｅ ｒ2 8 , 2 0 0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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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的地区 主义对于非洲 国家而言仍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 尤其是非洲 国家

大多经济规模较小 , 同 时参与多个地区一体化组织 , 可使弱 国最大化地区

一体化的获益 , 同时能通过分散风险降低可能的损失 。

三 发展议程的安全化

在非洲地区一体化存在严重的相互重叠和竞争的同 时 , 原本 以促进经

济一体化为 目 标的发展议程很大程度上被安全化了 。

3 5 换句话说 , 发展政

策最后成 了安全政策的手段或工具 , 发展政策的 目 的本身不是为 了促进非

洲在经济意义上的地区
一

体化 , 而是为了改善和维护安全局势 。 这一安全

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

第一 , 在非盟着重强 调安全政 策并推 出次地区组织 劳动分工 的 背景

下 , 安全政策成为各次地区组织的关注重点 。

自冷 战结束 、 尤其是 2 0 0 2 年非盟正式成立 以来 , 安全考虑
一直 占据

着压倒性地位 。 基于非洲统一组织 的冲 突预防 、 管理和解决机制 ( Ｍｅｃｈ
－

ａｎ ｉ ｓｍ ｆｏ ｒＣｏ ｎｆ ｌ ｉｃ ｔＰｒ ｅｖｅｎｔ ｉｏｎ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 ｔａｎｄＲ ｅｓ ｏｌｕ ｔ ｉｏｎ ) 以 及 1 9 9 1

年 《阿布贾条约 》 所确立的非洲
一体化议程 , 非盟创建了

一个和平与安全

架构 。
2 0 0 4 年 , 这一架构发展成 为非洲共 同 防务与安全政策 ( Ｃｏｍｍｏｎ ．

Ａｆｒ ｉｃ ａｎＤｅ ｆｅｎｃ ｅａｎｄＳ ｅｃｕｒｉ ｔｙ
Ｐｏｌ ｉｃｙ , ＣＡＤＳＰ ) , 其协调 机构为非盟的 和

平与安全理事会 ( Ｐ ｅａｃ ｅａｎｄＳｅ ｃｕｒｉ ｔｙＣｏ ｕｎ ｃｉ
ｌ ,

ＰＳＣ ) , 包括非盟 委员会 、

名 人小组 、
？ 非洲大陆早期预警体系 、 军事参谋委员会 、 特殊基金及正组建

的非洲常备军等 。

。

为避免非洲统
一

组织与次地 区组织 间的竞争 , 非盟将和平与安全机制

分解并植人次地区组织 , 形成
一种崭新的劳动分工模式 。 它类似

一个金字

塔状的 冲突管理结构 , 塔尖是联合 国 , 底层是各次地区组织 , 非盟位于中

间 。 这一架构一方面促进 了次地区组织 的参与 , 如政府 间发展管理局成功

地参与苏丹和索马里调解 ,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对科特迪瓦 、 塞拉利 昂和

利 比里亚的 干涉等 ； 另一方面 , 也保证了非盟在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中的

① 潘亚玲 ： 《安全化 、 国际合作与国际规范 的动态 发展 》
, 载 《 外交评 论 》 2 0 0 8 年第 3 期 ；

张春 ： 《
“

发展一安全关联
”

： 中美欧对非政策 》
, 载 《 欧洲研 究 》 2 0 0 9 年第 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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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作用 , 如非洲 布隆迪 特派 团 ( Ａ ｆ ｒ ｉ ｃ ａｎＭｉ ｓ ｓｉｏ ｎＩ ｎＢｕ ｒｕｎｄ ｉ , ＡＭＩＢ )

和非洲苏丹特派团 ( Ａ ｆｒｉ ｃａｎＭ ｉ ｓ ｓ ｉｏｎＩ ｎＳ ｕｄａｎ
,
ＡＭ ＩＳ ) 等 。

？

非盟将和平与安全使命外包给次地区经济共同体 , 并成功实现 以安全

政策压倒发展政策 的典型是非洲常备军的筹建 。 根据姆贝 基
“

非洲人尽其

所能保证非洲大陆复苏
”

的呼吁 , 非洲领导人将建立非洲常备军当作了非

盟和平与安全议程 的 核心任务 。

2 5 根据 2 0 0 2 年 7 月 通过 的 《 与 建立和平

与安全理事会相关的条约 》 ( Ｐ ｒｏｔｏ ｃｏｌＲｅ ｌａ ｔ 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Ｅ ｓｔａｂ ｌ
ｉ ｓｈｍｅｎｔｏｆ ｔｈｅ

Ｐ ｅａｃｅ ａ ｎｄＳｅｃｕ ｒｉ ｔｙ 
Ｃｏ ｕｎ ｃｉ

ｌ ) , 非洲常备军可使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实现其促

进非洲和平 、 安全与稳定的 目标 。

③ 设想中 的非洲常备军包括 5 个 3 0 0 0
—

5 0 0 0 人的地区旅 , 使得非盟 的 常备部 队达到约 1 5 0 0 0
—

2 0 0 0 0 人的 规模 ,

以履行从低烈度 的观察员 特派团到全面的军事干涉的和平使命 。

第二 , 如果说非盟将重点放在安全政策并不足 以证明非洲发展议程的

安全化 , 那么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非洲大陆专 门的经济

一

体化工程的

取向或许更能说 明发展议程在非洲 的安全化趋势 。

2 0 0 1 年 1 0 月 通过 的非 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声称
“

致力 于非洲繁荣
”

,

其总体 目标是 ： 促进非洲经济的加速及可持续发展 ； 消除非洲普遍及 日益

严重的贫困状况 ； 防止全球化进程中非洲被边缘化 。

？ 它后来被整合成为

非盟发展政策的重要支柱 。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识别 出八个优先领域 , 货

币与金融政策的透 明度 ； 财政透 明 ； 预算透 明 ； 公共债务管理指导 ；
公司

治理原则
？

, 国际财务标准 ； 国 际审计标准 ； 有效的银行监督原则 , 以促进

市场效率 、 控制浪 费 、 巩固民 主并鼓励私人资本流入 。 简而言之 , 非洲发

展新伙伴计划既展示 了
“

使非洲大陆远离过去 4 0 年危机
＂

的野心勃勃的

①Ｂｅｎｅ ｄ ｉｋｔＦ ｒａｎｋ ｅ ,
＂

Ｉ ｎＤｅ ｆｅｎｃ ｅｏ ｆＲｅｇ ｉｏｎａ ｌＰｅａ ｃｅＯｐ ｅｒａ ｔ ｉ ｏｎｓｉ ｎＡ ｆｒ ｉｃ ａ ,

, ’

Ｊ
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Ｈｕ

？

ｍａｎ ｉ ｔａ ｒｉ ａｎＡ ｓ ｓ ｉ ｓ ｔａｎｃ ｅ ？Ｎｏ ． 1 8 5 ( 2 0 0 6 )
．

②Ｔｈ ｅｏＮｅｅ ｔｈ ｌ
ｉ
ｎｇ ,

“

Ｒ ｅａ ｌ ｉ ｓ
ｉ
ｎｇ

ｔｈｅＡｆｒｉ ｃａｎＳ ｔａｎｄｂｙＦｏｒｃ ｅａ ｓ ａＰａｎ
－Ａ ｆ ｒ ｉｃａ ｎＤｅ 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 ｓｓ ,

Ｐｒｏｓｐ ｅｃ ｔｓ ａｎｄＣｈａ ｌ ｌ ｅｎｇｅｓ ,

＂

Ｊ ｏｕｒｎａ ｌ ｏｆ 
Ｍｉ ｌ ｉｔａ ｒｙａｎｄＳ ｔ ｒａ ｔ ｅｇ ｉｃＳｔ ｕｄ ｉ ｅｓ 

？Ｖｏ ｌ
． 8 ,Ｉ ｓｓ ｕｅ 1 (

2 0 0 5 )
,

ｐｐ ． 1 0
—

1 1 ．

③Ａ ｆｒ ｉ ｃ ａｎＵｎ ｉ ｏｎ , Ｐｒｏ ｔ ｏｃ ｏ ｌＲｅ ｌａ ｔ
ｉ ｎｇｔｏ  ｔｈｅ Ｅ ｓｔａｂ ｌ ｉｓｈｍ ｅｎｔｏｆ

ｔｈ ｅＰｅａ ｃｅａ ｎｄＳｅｃｕｒ ｉｔｙＣｏ ｕ ｎ ｃｉ ｌ

ｏｆ

ｔｈｅＡｆｒｉ ｃａｎＵｎ ｉｏｎ( Ａｄ ｄ ｉ ｓＡｂａ ｂａ ,Ａ ｆｒｉ ｃａｎＵｎ ｉｏｎ ＊ 2 0 0 2 )
, Ａｒｔ

ｉｃｌ ｅ 3 ．

④ 张莉 ： 《 〈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 划 〉 与 中非合作 》 , 载 《西亚 非洲 》 2 0 0 2 年第 5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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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 , 也是
“

非洲扭转其滑 向边缘化趋势的最后希望
＂

。

？

然而 , 如果仔细分析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 内 涵会发现 , 尽管该计划

的最终 目 标是实现非洲发展 , 但整个计划却更多强调安全 。

“

非洲领导人

从其亲身经历 中了解到 , 和平 、 安全 、 民主 、 良治 、
． 人权与合理 的经济管

理是可持续发展的 条件
”

。

② 为 实现其削减贫 困 和经济发 展的 双重 目 标 ,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确定 了 四个核心领域 ： 民 主与 良治 、 经 济与公司 治

理 、 社会经济发展 与非 洲互查机制 ( Ａｆｒｉｃ ａｎＰｅ ｅ ｒＲｅｖｉｅｗＭ ｅ ｃｈａｎ ｉｓｍ ) 。

成员 国也决心加强
……

维持非洲大陆稳定 、 和平与安全的努力 , 因为这与

民主 、 良治 、 人权 、 社会发展 、 环境保护及合理 的经济管理一道是可持续

发展 的基本条件 。 他们保证迅速地迈向找到当前冲突 的和平解决办法 , 并

塑造非洲预防 、 管理和解决所有非洲大陆的冲突的能力 。

③

可 以认为 ,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事实上承认 , 和平 、 安全与民 主是经

济发展 、 包括吸引 外资 的重要前提 。

？ 和平与安全反过来基于三个相互关

联 的要素 ： ( 1 ) 促进发展与安全的 长期 环境 ； ( 2 ) 建设非洲早期预警能

力 , 扩大其预防 、 管理和解决冲突 的能力 ；
( 3 ) 通过领导人们使对非洲发

展新伙伴计划的核心价值观的承诺得以制度化 。 要建设非洲管理所有冲突

的能力 ,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集中关注强化现有的 四个关键领域的地区和

次地 区机制 ： 预防 、 管理和解决冲突 的机制 ； 缔造和平 、 维持和平与强化

和平 的机制 ； 冲突后和解 、 复原与重建的机制 ； 与小武器 、 轻武器及地雷

的非法扩散作斗争 的机制 。 这意味着 , 非 洲新 伙伴计划事实上被安全化

了 , 因为其首要 目 标不是非洲发展与繁荣 , 而是非洲和平与安全 。

最后 , 与非洲大陆层次上的发展议程安全化相同步的是 , 次地区经济

共同体的发展议程也被安全化 了
, 许多组织都 已将安全与 冲突管理倡议纳

人其最初 目 的 ( 大多数是经济 目 的 ) 之中 。 最著名 的 、 可能最发达的是西

①Ｋ ｅｍｐ ｅＲｏｎａ ｌｄＨ ｏｐ ｅ ,

＂

ＦｒｏｍＣｒｉ ｓｉｓｔ ｏＲｅｎｅｗａｌ ：Ｔｏｗａ ｒｄｓａＳｕｃｃｅ ｓｓｆｕ ｌＩｍｐｌ ｅｍｅｎ ｔａ 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ＮｅｗＰａｒ ｔｎ ｅｒｓｈ ｉｐｆ ｏ ｒＡｆ ｒｉｃ ａ

＇

ｓ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 ｎｔ
,

”

Ａｆｒｉ
ｃａｎＡｆｆａｉ ｒｓ , Ｖｏ ｌ ． 1 0 1 (

2 0 0 2 )
, ｐｐ ． 3 8 7 

—

3 8 9
,  4 0 2 ．

②ＮｅｗＰａｒ ｔ ｎｅ ｒｓｈｉ ｐＡｆｒ ｉｃａ
＇

ｓ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Ａｂｕ

ｊ
ｉａ

？
Ｎ ｉｇｅ ｒ ｉａ

,
Ｏｃｔｏｂ ｅｒ 2 0 0 1

？ｐ． 1 6 ．

③Ｍｅｍｏ ｒａｎｄｕｍｏｆＵｎｄｅｒ ｓｔ ａｎｄ ｉｎｇｏ ｎ
ｔｈｅＡｆｒｉ ｃａｎＰ ｅ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 Ｍｅｃｈａ ｎ ｉｓｍ

,
ＮＥＰＡＤ／ＨＳ－

ＧＩＣ ／ 0 3 

—

 2 0 0 3 ／ＡＰＲＭ／ＭＯＵ , 9 Ｍａ ｒｃｈ 2 0 0 3 ．

④Ｋ ｅｍｐ ｅＲｏｎ ａｌｄＨ ｏｐｅ ＊
＂

Ｆｒ ｏｍＣｒ ｉ ｓ ｉｓ ｔｏＲｅｎｅｗａｌ ；Ｔｏｗａ ｒｄｓａＳｕｃ ｃｅ ｓｓｆｕ ｌＩｍｐ ｌｅｍｅｎ ｔａ ｔ
ｉｏｎｏ ｆ

ｔｈｅ ＮｅｗＰａｒ ｔｎ ｅｒｓ ｈｉｐ ｆｏ ｒＡ ｆ ｒ ｉ ｃ ａ

＇

ｓ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 ｎｔ ,

＂

Ａｆｒｉ ｃａｎ Ａｆｆａ ｉｒ ｓ
ｔＶｏ ｌ ．  1 0 1 ( 2 0 0 2 〉 , ｐ ． 3 9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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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国家经济共 同体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 而政府间 发展管理局 、 中部非

洲 国家经济共同体 、 撒赫勒
一

撒哈拉国家共 同体 、 东南非共同 市场 、 阿拉

伯
一马格里布联盟以及东非共同体也都开始效仿非盟建立次地区 的和平与

安全机构 。 随着发展议程的安全化 , 发展议题在非洲 次地区组织中的 地位

大不如前 , 地区一体化的经济意义被安全意义压倒了 。

四 外部影响

在遭遇来 自 内部 的重叠与竞争 、 发展议程安全化的挑战 的同 时 , 非洲

地区整合还面临着重大的外部影响 , 其 中既有传统大国 的影响 , 也有新兴

力量 的影响 。 这些影 响指 向不同 的方向 , 可能加剧非洲地区整合进程中 的

重叠与竞争 。

很显然 , 非殖 民 化和 民 族独立并 不 意味着 前殖 民宗 主 国退 出 了 非

洲 。 相反 , 它只意味着其面具变化 , 前殖 民宗主 国继续 深度介人非洲事

务 , 以期保持 较 高 的 国 际 地 位 、 获得战 略 资源 、 延 续 有 利 的 经 济 关

系 。

？ 在这
一过程 中 , 前殖民宗主国经常相互竞争 , 英法在西部非 洲 的竞

争最为典型 。 1 9 6 4 年 , 利 比里亚 总统威廉 ？ 图 布曼 ( Ｗ ｉ ｌｌｉａｍ Ｔｕｂｍ ａｎ )

倡议创建一个单一的西非地区组织 , 消 除地 区 内英语 国 家和法语 国 家间

的分歧 。
1 9 7 5 年 , 西非 国家经济 共 同体 得 以 创建 , 但却难 以实现 图布

曼 的理念 。 尽管所有法语 国家都签署了创建西非 国家经济体 的 《拉各斯

条约 》 , 但法国 的 巨大 压力很快使其 重新退 回到完全 由 法 国启 动 和支持

的西非货币联盟 ( Ｕｎ ｉｏｎＭｏｎｅｔａ ｉｒｅＯ ｕｅｓｔＡｆ ｒ ｉ ｃ ａｉｎ ｅ ,ＵＭＯＡ ) 或西非经

济共 同 体 ( Ｃｏｍｍｕｎａｕ ｔ 6 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ｑ ｕ ｅｄ ｅｌ

＇

Ａｆｒｉ

ｑｕ ｅｄｅｌ

＇

Ｏ ｕｅｓｔ ,ＣＥＡＯ )

内 。 这导致西非 国家经济共 同体 的其余成员 国 ( 占到该组织 的 6 3 ％ ) 以

英语国家组成
一个 团体来制衡法 国在其 内部安置 的

“

特洛伊木马
”

。

？ 冷

①Ｄ ．Ｃｈ ｉ
ｎｗｅ

ｉ
ｚ ｕ ？

“

Ａｆｒｉｃａａｎｄｔ ｈｅＣａ ｐ ｉ
ｔ ａｌ

ｉ
ｓｔＣｏｕｎ ｔｒｉｅｓ ,

,
,

ｉｎＡＨＭ ａｚｒ ｕ
ｉｅ ｄ

．

,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 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
Ａｆｒｉ ｃａ

？
Ｖｏ ｌ

．
ＶＩ Ｉ ＩＡｆｒ

ｉｃａｓ ｉｎｃｅ 1 9 3 5 , Ｏｘ ｆｏｒｄ ：Ｊ ａｍ ｅｓＣｕｒ ｒｅｙ , 1 9 9 9 , ｐ ．  7 6 9 ．

②Ａｄ ｅｂａｙｏ Ａ ｄｅｄｅ
ｊ

ｉ ,

“

ＥＣＯＷＡＳ ：
ＡＲ ｅｔ ｒｏ ｓ ｐｅｃｔ ｉ

ｖｅ
Ｊｏ ｕｒｎｅｙ ／

＇


ｉ
ｎＡｄｅ ｋｅｙｅ Ａｄｅｂａ

ｊ
ｏ ａｎｄ Ｉ ｓｍａ ｉ ｌ

Ｒ ａ ｓｈ ｉｄｅ ｄｓ
．
Ｗｅ ｓ ｔＡｆｒ ｉｃａ

＇

ｓＳｅｃｕ ｒｉ ｔｙＣｈａｌ ｌ ｅｎｇ ｅｓ ( Ｂｏｕ ｌｄｅ ｒ ：Ｌｙｎ ｎｅＲ ｉｅｎｎｅ ｒ , 2 0 0 4
〉 ,ｐｐ ．

4 0 

—

 4 1
 ；

Ａｄｅ ｋｅｙｅＡｄｅｂａ
ｊ
ｏ ,Ｂｕ ｉ

ｌｄ ｉ ｎｇＰ ｅａｃｅ ｉｎＷｅｓｔＡ ｆｒ ｉｃａ：Ｌ ｉｂ ｅｒ ｉａ
,
Ｓ ｉｅｒ ｒａＬｅｏ ｎｅａｎｄＧｕ ｉ ｎｅａ

－Ｂ ｉｓ ｓａｕ

Ｂｏｕ ｌｄｅ ｒ ；ＬｙｎｎｅＲ ｉ ｅｎ ｎｅｒ ,  2 0 0 4 , ｐ．  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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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结束后 , 西非 国 家再次希望克服地 区 内 分裂 。 西非 国 家经济 共 同体

1 9 9 3 年修改了章程 , 试 图 吸收西非经济共 同 体和马诺河联盟 。 但仅一 年

之后 , 法语 国家便新建 了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 , 以对抗西非国家经济共同

体的这
一野心 。

尽管前殖民宗主国为非洲竞争的地区主义
“

贡献
”

不小 , 但欧盟主导

的 经济伙伴协定 (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ｈ ｉｐＡｇｒ ｅ ｅｍ ｅｎ ｔ ,ＥＰＡ ) 谈判对非 洲

地区整合的未来发展的影响 或许更大 。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

一方面 ,

在设定谈判对象时 , 欧盟不仅将非洲大陆划分为五个次地区 , 还将其分为

四类国家 , 这极可能对非洲 地区整合产生分裂作用 。 这五个地 区分别为 ：

西部非洲 、 中部 非洲 、 东南部非洲 、 东非共 同体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 体

( 表 2 ) ； 四类 国家 即 ：

一

般普惠制 国家 、 针对最不发达 国家的特殊普惠制

( 即除武器外所有商品享受优惠关税 ) 国家 , 旨在帮助竞 争力微弱 国家 的

附加普惠制 国家 , 已与欧盟达成 自 由 贸 易 区协定的南非 。 尽管欧盟声称将

在经济伙伴协定谈判过程中关注非洲地区
一

体化 , 但这种划分．显然不利于

非洲的地 区整合 。

？

另一方面 , 欧盟经济伙伴协定谈判事实上是对非洲次地 区边界武断地

重新划分 。 由于经济伙伴协定是
一

种拥有共同关税税则的关税同盟 , 根据

世界贸 易组织的规则 , 禁止一国加人多个经济伙伴协定 , 所 以 , 欧盟必须

确保每个非洲国家只参加
一个地 区集团 与欧盟进行谈判 ( 表 2 ) , 这就导

致 了对非洲现有的次地 区组织的重新组合——颇类似殖民地时期对非洲 国

家边界的武断划分 。 例如 , 在西部非洲 , 西非国 家经济共 同体 ( ＥＣＯＷ
－

ＡＳ ) 是欧盟 的谈判伙伴 , 但增加 了 阿拉伯 马 格里布联盟 的毛里塔尼 亚 ；

中部非洲经济与货币 联盟是欧盟谈判伙伴 , 但圣多美与普林西 比加人其

中 ； 东南部和南部非洲 的地区谈判团体的划分更为复杂 , 与现有地区组织

的关系也更为复杂 。 东南部非洲的谈判主体是东南非共同 市场 , 尽管有 8

个成员 国流失 , 但隶属北非的埃及却加入其 中 。 南部非洲以少 了 7 个成员

国 的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为谈判主体构成 。

①Ｅ ｕ ｒｏｐｅａｎＣｏ ｍｍｉ ｓｓ ｉｏｎ ,Ｐａ ｒｔ ｎ ｅｒｓｈｉ
ｐ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 ｔＡＣＰ

－ＥＣ
？Ｓｉｇｎ ｅｄｉｎＣｏｔｏ ｎｏｕｏ ｎ 2 3Ｊ ｕｎｅ

2 0 0 0
,
Ｒｅｖ ｉｓ ｅｄ ｉｎＬ ｕｘｅｍ ｂｏｕｒｇｏｎ 2 5 Ｊｕｎ ｅ 2 0 0 5 ( Ｅｕ ｒｏｐｅ ａｎＣ ｏｍｍｕｎ ｉｔ

ｙ ,
 2 0 0 6 )

,
Ａｒｔ ｉｃｌｅ 3 5

,

2

ａｎ ｄ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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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欧盟经济伙伴协定在非洲的划分

针对最不发达 国家 的与地区一体化
地 区 ＥＰＡ成员

特殊普惠制 国 家组织的关系

贝 宁 、 布 基 纳 法 索 、 佛 得
贝 宁 、 布 基 纳 法 索 、 佛 得

角 、 冈 比 亚 、 加 纳 、 几 内
角 、 冈 比亚 、 几 内亚 比绍 、

亚 、 几 内 亚 比绍 、 科 特 迪
利 比 里亚 、 马 里 、 毛里 塔 西非 国 家 经 济 共 同

西部非洲瓦 、 利 比里 亚 、 马 里 、 毛
尼亚 、 尼 日尔 、 尼 日 利 亚 、 体＋ 毛里塔 尼亚

里塔 尼亚 、 尼 日 尔 、 尼 日

塞 内 加 尔 、 塞 拉 利 昂 、

利亚 、 塞 内 加 尔 、 塞 拉 利
多哥

昂 、 多哥

ＣＥＭＡＣ［喀麦隆 、 中非共
中 非 共 和 国 、 乍 得 、 刚果

和 国 、 乍 得 、 刚 果 ( 布 ) 、中部 非 洲 经 济 与 货
( 布 ) 、 刚果 ( 金 ) 、 赤 道几

中部非洲刚果 ( 金 ＞
、 赤 道 几 内 亚 、币 共 同 体 ＋圣 多 美

内 亚 、 加 蓬 、 圣 多 美 与普
加蓬 ］

＋ 圣 多 美 与 普 林与普林西比
林西 比

西比

东 南 非 共 同 市 场
科摩 罗 、 吉 布 提 、 厄 立 特ｉ

( 安 哥 拉 、 布 隆 迪 、

里亚 、 埃塞 俄 比 亚 、 马 拉
吉 布提 、 厄 立 特里亚 、 埃 刚 果 ( 金 ) 、 肯 尼

东南部非洲 维 、 马 达加 斯 加 、 毛 里求
塞俄 比亚 、 马拉维 、 苏 丹亚 、 纳 米 比亚 、 卢

斯 、 塞 舌 尔 、 苏 丹 、 赞 比
旺 达 、 斯 威 士 兰 、

亚 、 津巴布韦
乌干迖 ) ＋埃及

＆肯尼 亚 、 乌 干 达 、 坦 桑 尼‘＿

东非共同体东非共同体
亚 、 卢旺达 、 布隆迪

南部 非 洲 发展 共 同
安哥 拉 、 博 茨 瓦纳 , 莱 索＆

体 ( 刚 果 ( 金 ) 、 马
南部 非 洲发 托 、 莫桑 比克 、 纳米 比亚 、

安哥拉拉 维 、 毛 里 求 斯 、

展共同体南 非 、 斯 威 士 兰 、 坦 桑一ｘ

塞舌 尔 、 坦桑尼 亚 、

尼亚
赞 比亚 、 津 巴布 韦 )

在前殖民宗主国和欧盟之外 , 美国及一些新兴 国家对非洲 的重视 , 也

对非洲地区 整合有着影 响 。 例如 , 美 国于 2 0 0 2 年启 动了 《非洲增长与机

遇法案 》 , 以推动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 的地区
一体化进裎 。 根据 《非洲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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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与机遇法案 》 , 美国政府应与合适的撒哈拉 以南非洲 国家就 自 由 贸易 区

进行谈判 。
2 0 0 3 年 6 月 , 美国启 动了与南部非洲关税 同盟的 自 由 贸 易 区

谈判 , 但于 2 0 0 6 年 4 月 被无限期推迟 。 尽管如此 , 根据美 国 的设想 , 南

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 东南非共 同市场 、 东非共 同体 、 西非经济与货币联盟

都是潜在的谈判对象 。

？
在美 国之外 , 印 度和 中 国都 自

2 0 0 4 年起 与南部

非洲关税 同盟就 自 由 贸 易 区协定展开谈判 , 目前仍在进行 当中 。

综上所述 , 对非洲地 区整合存在影 响的力量有三支 ： 前殖民宗主国往

往着力维护其传统
“

势力范 围
”

； 欧盟则在重新划定非洲次地区边界 ； 美

国 、 中 国 、 印度等更为看重非洲既有的次地区组织结构 。 由 于非洲的弱势

地位 , 这三支力量 间的相互作用极可能对非洲未来的地区整合产生消极的

影响 。

五 结语

全球金 融与经济危机凸显了地 区整合对非洲的 战略重要性 , 但非洲 内

部的相互重叠与竞争的地 区主义和发展议程的安全化 , 外部国际力量在非

洲地区整合问题上 的相互竞争 , 都极大地阻碍 了非洲地区整合的步伐 。 非

洲如何抓住 眼下可能的地区主义新高潮 , 促进非洲认同 的建立和 非洲地区

一

体化 的实现 , 对非洲的未来有着重要意义 。 要克服上述障碍 , 非洲需要

合理利用当前 国际体系和快速转型为非洲带来 的历史性机遇 , 处理好两个

关键问题 , 最终实现 自 身 的地 区整合 。

第一 , 如何利用当前诸多 国际行为体同 时关注非洲 的历史性机遇 , 实

现非洲从一个
“

竞技场
”

向
“

竞技者
”

的发展 。 几个世纪以来 , 非洲一直

是国际行为体的
“

竞技场
”

, 但随着以 中 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 的介人 , 非

洲 的实力和地位都得到很大提升 。 非洲应 当抓住这一机遇 , 将 自 身发展成

为 国 际体系 的
“

竞技 者
＂

, 而不应 当 将此 当作与不 同 行为体讨价还价 的

手段 。

第二 ,
如何利用全球性问题 日益主导国际议事 日 程的时代带来 的集体

①ＶｉｖｉａｎＣ．

Ｊ ｏｎ ｅ ｓ
, 

＂

Ｕ．Ｓ． Ｔｒａｄｅ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 ｔｍ ｅｎｔ
Ｒｅ ｌａｔ

ｉ
ｏｎ ｓｈ

ｉｐｗｉ
ｔｈ Ｓｕｂ

－

Ｓ ａｈａｒａｎＡｆｒｉｃ ａ
：Ｔｈｅ

Ａｆｒ ｉｃａｎ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 Ｏｐｐｏ ｒｔｕｎｉ ｔｙＡｃ ｔ ,

, ,

ＣＲ Ｓ
Ｒ ｅｐｏｒ ｔ , ＲＬ 3 1 7 7 2 , Ｊｕ

ｌｙ 2 4
, 2 0 0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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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压力 , 实现非洲认 同 的建设 。 冷战结束 、 尤其是进入 2 1 世纪 以来 ,

全球性问题 日 益主导国 际议事 日 程 , 日 益要求 国际社会的共同行动 , 其中

尤以 目前的全球经济危机和气候变化为甚 。 在整个 国际社会团结一致行动

的同时 , 非洲也应 当利用这一机遇 , 促进非洲形成
“
一个声音

”
, 促进非

洲地区一体化进程 。

( 责任编辑 ： 王学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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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ｆｒｉｃａ
＇

ｓＩｍａｇｅ ：ＡＮｅｗ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 ｉｎＡｆｒｉｃａｎ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ｎＨｕａｑｕｎ 9Ｄｏｃ ｔｏｒ
,
Ｄ 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 ｆＨ ｉｓｔｏｒ ｙ ,Ｐ ｅｋ ｉｎｇＵｎｉｖ ｅｒｓｉ ｔｙ

Ａｂｓ ｔｒａｃｔ 
：
Ｔｈｅａｒｔ ｉｃｌ ｅｉ ｓｂａｓｅ ｄｏｎｔｈ ｅｉｍａｇｅｓｏ ｆＡｆｒｉｃ ａｎｈｉｓ ｔｏ ｒｙａｎｄ

ｃｕｌ ｔｕ ｒｅｖｉ ａ ｆｉ ｌｍ ｓ ,
ｉ ｎｃ ｌｕｄ ｉｎｇ

Ａｆｒｉｃ ａｎ ｆｉ ｌｍ ｓａｎｄＷｅ ｓｔ ｅ ｒｎｆ ｉ
ｌｍ ｓ

＇

ｐｒ
ｏ

ｊ
ｅｃ ｔｉｎｇ

ｏ ｎ

ｔｈｅｃｏｎｔ ｉｎ ｅｎｔ ．
Ｉ ｔｆｏｃｕ ｓｅ ｓｏｎ ｆ ｉ

ｌ
ｍｓｐ ｒｏｄｕｃｅｄｉｎＦｒａｎｃｏ ｐｈｏｎ ｅｏｆＷｅ ｓ ｔＡｆｒｉｃａ

ｓｉｎｃｅ 1 9 5 5 ．Ｗｈ ｅｎＡｆｒｉ ｃ ａｎｆｉ ｌｍ ｓａｒ ｅｒｅｇａｒｄ ｅｄａｓａｒｃｈ ｉｖｅ ｓｏｆｈ ｉｓｔｏ ｒｙ ,ｔｈｅ

ｉｍ ａｇｅｓｏｆ ｆｅ ｒｕ ｓａｎｅｗ
ｐｅｒ ｓｐｅ ｃｔ

ｉｖｅ ｔｏｓｔｕｄｙ
Ａｆｒｉｃ ａｎ ｈｕｍ ａｎ ｉ ｔ ｉｅ ｓ ．

Ｌｅ ｔ Ａ ｆｒｉｃ ａｎ

ｆｉ ｌｍ ｓ
ｇｕ

ｉｄ ｅｕ ｓｔｏｅｎｔｅｒ ｉｎＡｆｒ ｉｃａｎｓｏｃ ｉｅ ｔ ｉ ｅ ｓ , ｉｎｃ ｌｕｄｉｎｇ
ｉ ｔｓｒｅ ｌ ｉｇ ｉｏ ｎｓ , ｌａｎ

？

ｇｕ ａｇｅｓ ,ｃ ｕｓｔｏｍ ｓａｎｄｖａ ｌｕ ｅｓ , ｅ ｔ ｃ ．Ｔｈ ｉ ｓｉ ｓｂｅｙ
ｏｎｄｃｕ ｒｒｅｎｔＡｆｒｉ ｃ ａｎｓｔｕｄｉ ｅ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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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ｉｎ ｔ 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ｆｏｃ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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