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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容提要 】 中 国 对 非 关 系 与 美 国 对 非 关 系 在 利 益 、 战 略 与

措施 方面 有诸 多 相似 性 , 非 洲 国 家 的 能 源 、 非 洲 国 家在 国 际 舞 台

上 的 支持 、 与 非 洲 国 家经 贸 关 系 对 中 美 两 国都 具 有 重要 意义 。 两

国对 非 关 系 也存 在 许 多差 异 性 , 美 国 要在非 洲 反恐 、 要推行 民主

与 良政 , 并在 非 洲 大 力 发展 与 非 政府 组 织 的 关 系
； 中 国 则 在 互不

干 涉 内政 的 基础 上发展 与 非 洲 国 家平 等 双赢 关 系 。 不论相 似 性还

是差 异性 都 不意 味 着双方 必 然在 非 洲 大 陆 产 生争 夺 与 冲 突 , 在 考

虑 非 洲 国 家 与 人 民 利益 的 前提下 , 中美 两 国 可 以 在许 多领 域展 开

对话 与 合作 , 实现 中 美 非 三 方 共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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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关系突飞猛进的发展 , 中 国与非洲国家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的建立 , 对现存的国 际秩序产生了震荡性影响 。

？ 有人认为 中国在非洲 日

益增长的影响 力可能给美国造成严重的负面后果 , 中美之间争夺非洲大陆

的斗争会激烈化 。

②
中美是否会在非洲展开争夺 ？ 中美双方能否在对非关

？ 李安 山 ： 《 中 国的非洲 战咯与国家 形象 》 ,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2 0 0 8 年第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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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Ａｕｇｌ 4 ,  2 0 0 9 ； 国 内 学者 对中 非 关系 的负 面评价

的归 纳与 总结 , 请参考罗建波 《中 国与西方国家的对非洲外交 ： 在分歧 中寻求共识 与合作 》
,

《世

界经 济与政治 》 2 0 0 9 年第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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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中进行对话与合作 , 从而形成 中美非三方共赢 的局面 ？ 目 前 , 学术界 已

经发表了许多有关 中非关系和美非关系 的论文 , 但关于中美在非洲的竞争

与合作问题则研究不多 。 本文拟通过对 中美在非洲的利益 、 对非战略以及

对非外交措施的 比较 , 思考 中美双方在非洲 的竞争 、 协调与合作问题 。

－

中美发展对非关系的利益比较

中 国在非洲 的主要利益有 四个方面 。 首先 , 中 国需要非洲 的石油 、 矿

产和农产品 , 以保证中 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 第二 , 中 国希望在 国际舞

台上获得非洲 国家 的政治和经济支持 ； 第三 , 中 国要求结束台湾在非洲 的

外交存在 , 使承认台湾的非洲 国家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 国 ； 第四 , 中 国

与非洲 国家的经贸关系 日 益密切 , 随着非洲 国家的经济发展 、 非洲人 民富

裕程度的提升 , 中 国与非洲 国家扩大经贸关系的潜力也 日 益增加 。

？

获得非洲 的 自 然资源并不是中 国对非外交的优先考虑 , 中 国发展与非

洲关系 的 目标是互惠双赢 。 非洲 的石油储量巨大 , 来 自 非洲 的石油等 自 然

资源对 中 国经济的发展作出 了重要贡献 。 2 0 0 6 年 , 中 国进 口 石油 的 3 3 ％

来 自非洲 , 钴 、 锰等矿产 品 的 比率甚至更高 。
2 0 0 9 年上半年 , 中 国 自 安

哥拉进 口石油 1 2 3 4 万吨 , 占我国 同期石油进 口 总量 的 1 3 ． 6 ％ 。

？ 在当 前

全球经济危机的形势下 , 中 国 ＧＤＰ 增 长率要保持在 8 ％ 以上 , 这一 目标

的实现离不开大量进 口能源 的支持 , 非洲对中 国的意义不言而喻 。

1 9 7 1 年中 国恢复在联合 国 的合法席位时 , 独 立的非洲 国 家都对 中 国

进行了支持 。 中 国认识到在诸如联合国 、 世界贸易组织等论坛上要获得支

持 , 非洲国家的投票非常关键 。 在人权问题上 , 许多非洲 国家政府持有与

中 国政府相似的观点 。 在许多公开声 明中 、 在面对来 自西方的指责时 , 中

国与非洲 国家也是相互支持的 。

冈 比亚 、 布基纳法索 、 斯威士兰 、
圣多美和普林西 比四个非洲国家仍

然承认台湾 。 中 国政府
一直试图说服它们转变立场 ,

在
＂
一个中 国

”

的原

则基础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 国 。 另外 , 中 国也一直在积极努力确保不会失

？ 周术情 ： 《 中 国在非洲 的利益及其维护 战略 》 , 载 《 国 际观察 》 ,
2 0 0 9 年第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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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现在已经与 中国建交的非洲 国家 。 中国政府并不反对台湾在非洲 的商业

活动 , 也不反对台湾与非洲 国家的 民间交往 , 但如果非洲各国政府要与 中

国保持或建立关系 , 必须接受
“
一

个 中国
”

的原则 。

据中 国海关总署统计 , 2 0 0 8 年我国 与非 洲进出 口 贸 易迈 上千亿美元

的新台 阶 , 达 到 1 0 6 8 ． 4 亿美元 , 比 2 0 0 7 年增 长 4 5
．

1 ％ 。 其 中 , 我 国对
’

‘

非出 口 5 0 8 ． 4 亿美元 , 增长 3 6 ． 3 ％
； 自 非洲进 口 5 6 0 亿美元 , 增长 5 4 ％；

由 于我 国从非洲进 口 步伐大 幅加 快 , 双边 贸 易格局 已 由 2 0 0 7 年 的顺差

9 ． 4 亿美元扭转为逆差 5 1 ． 6 亿美元 。

？ 这主要是 由 于一些非洲 国家 向 中 国

出 口 了 大量的石油 。 中 国对非 洲 国 家的 出 口 占 中 国 出 口 总额 的 比 重不到

3 ％ , 主要包括制成品 、 机械和运输设备 。 尽管 中 国对非洲 国家的 出 口 比

重很小 , 但中 国的 国有公司 和 民营企业都在努力开发非洲市场 , 中非经贸

关系会进
一

步加强 。

美 国在非洲的 利益与中 国非常相似 。
2 0 0 6 年 , 美 国 2 2 ％ 的进 口 石油

来 自 非洲 。

2 1

虽然这个 比例与 中国相 比要小 , 但美 国从非洲进 口 的石油总

量要 比 中 国高 出许多 。 美国 的对非洲矿产品 的依赖程度相对要小
一些 。 美

国与非洲国家也存在着密切 的经贸关系 , 美 国政府积极促进对非贸 易与投

资 。 美 国国务卿希拉里 2 0 0 9 年 8 月 上 旬对非洲七国进行 了访 问 , 这七个

非洲 国家都和美 国的经济利益有着密切关系 。 尼 日 利亚和安哥拉是石油 出

口 大国 , 刚果民主共和 国有储量丰富的 钽 。 美 国认为非洲是一个 出 口 市

场 , 希拉里表示 , 非洲撒哈拉 以南地区人 口约有 7 亿 , 从长远看其市场规

．

模 比美 国更大 , 美 国希望加强与这一地区 国家的合作 。

③

美 国和 中 国
一样 , 也对在 国际舞台上获得非洲国家的支持感兴趣 。 但

是 , 在政府层面上 , 美 国最近几年并没有像 中 国那样努力发展与非洲 国家

政府的友好关系 。 另外 , 许多非洲 国家的领导人并没有完全接受美 国 的对

非政策 , 美 国派往非洲的政治与经济改革援助特遣队在非洲 国家并不受欢

迎 。 与 中国不同 , 美国并不在获得非洲 国家的承认方面存在竞争对手 。

安全问题尤其是反恐 问题 已经居 于美 国 在非利益之首 。 自
“

9？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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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以来 , 美国在北非 、 撒赫勒地区 、 东非注人了大量 的反恐资源 , 援助

这些地区的 国家反恐 。 2 0 0 2 年 , 美 国在吉布提新建 了军事基地 , 以提高

它在非 洲的反恐能力 。 美 国在非洲 的安全利益与 中 国有 明显不 同 , 中国不

想在非洲拥有任何军事基地 。 但是 , 在埃塞俄 比亚 、 尼 日 利亚 、 苏丹等 国

发生的 对中 国公 民的人身攻击使中 国政府十分关注非洲 的安全问题 。 中 国

船 只在索马里海域被劫持之后 , 中 国海军分批到索马里海域和亚丁湾执行

护航任务 。

二 中美对非战略比较

中美两 国在非洲利益 的不 同 、 社会与政治制度 的不 同 、 文化与政府理

念的不 同在两国制定对非战略过程中起了 巨大的作用 , 导致两国对非战略

的差别 。

冷战时期 , 美国对非战略的核心就是遏制苏联在非洲的渗透扩张 , 注

重在非洲大陆消 除苏联集团 的影响 。 为此 , 美 国 向非洲 国家大量提供援助

和支持 , 并且把非洲 国家或非洲政治力量是否
“

反苏
”

作为其支持与否 的

标准 , 非洲成为美苏争霸的重要阵地 。 冷战结束后 , 非洲在美国全球战略

中 的地位相对下降 , 对非援助逐年减少 。

2 0 世纪 9 0 年代中后期 , 美 国重新评估非洲的 战略价值 , 非洲在美 国

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上升 。

“

9 ＊ 1 1
”

事件后 , 反恐问题成为美国全球战略

的核心 问题 , 在非的安全利益急剧增长 , 美 国加强 了与非洲 国家的反恐合

作 , 非洲成为美国反恐的重要阵地 。 另外 , 随着美 国能源安全重要性 的 日

益凸显 , 非洲成为美国石油进 口多样化战略的 重点地区之
一

。 同时 , 因为

非洲市场对拉动美 国经济增长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 美 国加强 了对非贸易

和投资力度 , 并把这
一举措看做是促进美国在非洲安全与能源利益实现的

重要保障 。

奥 巴马政府在继承以往美 国政府对非政策的基础上 , 意在加强美非关

系 。 2 0 0 9 年 7 月 , 奥 巴 马总统在加纳议会发表演讲 , 在承诺继续对非洲

援助的 同时 , 强调美 国与非 洲应 结成相互 负 责 的
“

伙伴关 系
”

, 美 国 要
“

支持强有力且可持续的 民主政府
＂

,

“

将加强援助 负责 的个人和机构 ,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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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点支持 良政
”

。

？
 2 0 0 9 年 8 月 , 国务卿希拉 里对非洲 国家进行访问 , 从她

的言行可 以看 出 , 美国正在从政治 、 经济 、 安全和能源四个方面维护和扩

大其在非洲 的利益 。 政治方面除扩大美国在非洲的 影响力 , 还包括促进非

洲 国家的 民主与 良政 。

？

中国 的国际地位和 国际战略与美国有着本质的不同 , 这决定了 中 国对

非战略与美国 的重大差异 。 从新中 国成立到 1 9 7 8 年 , 中 国 的对非 战略集

中在打破西方及苏联的封锁 , 争取 同盟军 , 中国对那些具有反苏倾向 的组

织和 国家予以重点支持 ； 中 国对非援助集中在支持非洲的反殖 民主义民族

运动 、 支持非洲人 民反对 白人种族主义的斗争 、 支持非洲独立 国家的反 霸

权斗争以及援助非洲各 国的经济建设 。
1 9 7 8

—

1 9 9 5 年
, 中 国对非战略 主

要 目 标是配合改革开放并与 台湾争夺非洲 国家 。
1 9 9 5 年至今对非 战略 目

标则是与非洲建立政治互信 、 经济互利和文化互鉴的 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

对非政策发生 了从注重经济援助到强调互利双赢的转变 。

③
2 0 0 0 年 1 0 月 ,

在中非合作论坛第
一届部长级会议上 , 中非双方决定在 2 1 世纪建立和发

展长期稳定 、 平等互利 的新型伙伴关系 。 2 0 0 6 年 1 1 月 召 开的 中非合作论

坛北京峰会正式确立 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 明确 了 中 国对非洲 的发展政

策 , 中国将致力 于推动非洲 的 长期 可持续发 展 , 大 力推动 中 非关 系 的

发展 。

中国不论过去和现在都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的基础上发展与非洲 国

家的关系 。
2 0 0 6 年中 国出版的 《对非洲 政策文件 》 再次肯定 了和 平共处

五项原则 。

④
2 0 0 9 年 1 1 月 8 日 , 温家宝总理在埃及沙姆沙伊赫出席 中非合

作论坛第 四届部长级会议时指 出 ：

“

中 国从来坚持对非援助 的原则是不 附

加任何政治条件 。 因为我们认为 , 决定
一个 国家命运的 , 最终要靠这个 国

家的人民 。

” ⑤ 美国在发展与非洲 国家 的关系过程 中 ,

一直坚持 的基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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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 《人民 日 报 》 , 2 0 0 6 年 1 月 1 2 日 。

⑤ 《温家宝驳斥 中 国 掠夺非 洲资 源论调 》 , ｈｔ ｔ
ｐ ：／ ／ ｎｅｗｓ ,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 ｔ

．ｃｏｍ／ｗｏ ｒｌｄ／ 2 0 0 9 

—

 1 1
／

0 9 ／ ｃｏｎｔ ｅ ｎ 1 2 4 1 3 5 1 4 ． ｈ ｔｍ ｌ
,  2 0 0 9年 1 1 月9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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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
“

民 主
”

与
“

良政
”

, 对非洲 的援 助从来 都是 以
“

民 主
”

、

“

人权
”

、

“

良政
”

等为 附加条件 。 当然 , 美 国并不是不顾 自 身 的利 益而
一

味寻求促

进非洲 国家的民 主 , 当民主与美国 的利益发生冲突时 , 美国 的利益 自 然要

优先考虑 。 肯尼亚总理奥廷加 明确呼吁
“

西方发达 国家应停止对非洲 国家

内政的说教 , 因为非洲 国家的 问题最初就是 由西方 国家造成 的
”

；
尼 日 利

亚有关媒体指出 , 对美 国人来说 ,

“

能够保护美 国利益 的外 国政府都是 民

主的 和 良政的 , 忽视美国利益 的则都是 不民主 的
”

。

？
中 国的 外交理念 与

尊重别人的态度更能赢得非洲 国家与人 民的好感 。

三 中美发展对非关系措施比较

中美双方使用着相似的政治 、 经济 、 军事 、 文化手段与策略发展各 自

与非洲 国家的关系 。 当然 , 两国使用这些手段的方式有时存在很大差异 。

中 国发展与非洲关系最有力的措施是中非合作论坛的建立 。 它是中 国

和非洲 国家在南南合作范畴内 的集体对话机制 , 使 中非合作制度化和经常－

化 , 有力地推动了 中非全方位合作关系 的发展 , 也有力地推动 了非洲经济

与社会 的发展 从 2 0 0 0 年开始 , 中非合作论坛每三年举行
一届部长级

会议 , 至今已经举行了 四届部长级会议 。 美 国 的 《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 》

( ＡＧＯＡ ) 论坛与 中非合作论坛有
一

定 的相似性 。 为促进美国 与非洲 国家

的经贸关系 , 美国于 2 0 0 0 年颁布了 《 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 》 , 该法案是 以

普惠制 的形式为发展中 国 家提供更多免税机会 。 按照法案要求 , 美 国与非

洲 国家建立了经贸合作论坛 ,
旨在加强美国与撒哈拉 以南非洲地区经济联

系 。 该论坛不仅包括政府间对话 , 也包括美国与非洲地区私营部门和 民间

组织间 的会议 。 论坛每年举行一次会议 , 是美国与非洲 国家政府高层官员

经常化 的会晤机制 。 该论坛所关注 的问题主要是美非经贸合作 、 美 国对非

投资 、 非洲地区 贸易一体化 、 非洲 的贫 困与疾病控制等问题 。 当然 , 美 国

① 《美 国 加 快 强 化 在 非 利 益 》 , ｈｔ ｔ ｐ ：／ ／ｗｗｗ
．

ｍｏ ｆｃ ｏｍ．

ｇｏｖ
．ｃｎ／ ａ ａｒ ｔ

ｉ ｃ ｌｅ／ ｉ ／
ｊ ｙｊ

ｌ／ ｋ／ 2 0 0 9 0 8 ／

2 0 0 9 0 8 0  6 4 6 8 2 6 0 ．ｈｔｍｌ
, 2 0 0 9 年 8 月 2 0

日 。

② 刘赛力 ： 《 中非合作论坛建 立以 来 中 非关系 新发展 》 , 载 《亚非 纵横 》 , 2 0 0 6 年第 3 期 ；

张忠祥 ： 《 中非合作论坛在非洲发展 中的作用 》 , 载 《探 索与争鸣 》 , 2 0 0 8 年第 1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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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不了要利用这个机制推动非洲的
“

民 主
”

与
“

良政”

。 美非经贸合作论

坛同样有力地推动了美非贸易与非 洲经济的发展 。

？
中非合作论坛 旨 在推

动中非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的 发展 , 其 中包括政治 、 经济 、 安全 、 文

化 、 教育 、 技术等领域 的合作关系 。 而美非经贸合作论坛则偏重推动美非

经贸关系 的发展 。 尽管美 国在非洲有重要 的政治 、 军事 、 安全等利益 , 但

美国在这些方面与非洲 国家的合作并不在美非经贸论坛的框架下运转 。 另

外 , 美 国发展对非洲 国家的经贸关 系都是以
“

民主
”

、

“

良政
”

、

“

人权
”

为

条件 的 , 而 中国对非洲 国家的援助与贸易是无条件的 。

中国强调通过高层领导人的接触加强 中非关系 。 自 2 0 0 3 年上任 以来 ,

胡锦涛主席 已经对非洲 国 家进行 了 四次多边访问 。 自 1 9 9 1 年以来 , 中 国

开始形成 了外交部长每年
一度访问非洲 国家的惯例 。 中国 的许多重要部委

的领导人也频繁地访问非洲 国家 。 同样 , 非洲 国家相应部 门的领导人也经

常访 问中 国 。 除克林顿第二届 政府之外 , 美 国历届政府都没有派 出大量的

高层官员访问非洲 国家 。 美 国接待过大量的非洲国家代表 团 , 但这些代表

团多是因为要访问在纽约的联合 国 、 在华盛顿 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才到美 国 的 。 中 国通 过高层接触保证 了 与非洲 国家领导人 的 良好关

系 。 而美 国则通过与非洲社会其他 因素的接触而发展美国与非洲关系 , 中

国在发展与非洲 国家公民社会 、 劳工组织 、 非政府组织 、 反对党的关系方

面努力不够 。 在许多非洲国家 , 这些组织往往对 国 际关系具有重要影 响 。

美 国在与这些组织保持密切关系方面要胜过中 国 。

②

中国 巳经改变了援助非洲 的模式 , 将单纯无偿援助转变为经贸合作 。

近年来 , 对非援助大多数以低息贷款的形式提供 , 增加速度很快 。 因为中

国的贷款多与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项 目 工程联结在
一起 , 而这些工程又多

是 由 中 国的公 司承接 , 非洲 国家多 以石油和其他矿产资源来还款 , 所 以这

实际上是
一

种贸易合作而不是单纯援助 。 西方 国家在十年前已经基本结束

① 陈 晓红 ：
《

〈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 〉 对黑非 洲国家贸易和投资 的影 响 》
, 载 《 西亚非 洲 》 ,

2 0 0 6 年第 4 期
； 刘伟才 ： 《

“

美 国一撒哈拉 以南非 洲贸易 与经济合作 论坛
”

简 析 》
, 载 《西 亚非

洲 》 , 2 0 0 7 年 第 1 期 。

②Ｄａｖ ｉｄＳｈｉｎｎａｎｄ
Ｊ ｏｓｈ ｕａＥｉ ｓｅｎｍ ａｎ

, 
“

Ｒ ｅｓ ｐｏｎｄ ｉｎｇｔ ｏＣｈｉ ｎａｉｎＡｆｒ ｉｃ ａ
”

,
( Ｐｏ ｌ ｉｃ ｙＰａ ｐｅｒ ,

Ａ－

？

ｍ ｅ ｒｉｃａ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
ｉｃ ｙＣ ｏｕｎｃｉ

ｌ
＊Ｗａ ｓ ｈ

ｉ
ｎｇｔｏｎ , ＤＣ , Ｊｕ ｎｅ 2 0 0 8 ) ？ｈｔ ｔｐ ｓ／ ／ｗｗｗ．ａ ｆ

ｐｃ , ｏｒｇ／ｐｕｂ
ｌ

ｉｃａ
－

ｔ
ｉｏ ｎ

＿
ｌ ｉ ｓ ｔｉ ｎｇｓ／ｖ ｉｅｗＰｏｌ ｉｃｙＰａｐｅｒ／ 2 3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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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非洲基 础设施 的 投 资 , 中 国 填补 了 西 方世界 近年来 留 下 的这 一空

白 。 美国在进人 2 1 世纪后 , 也调整了 对非援 助政策 , 提 出 了 以发展 贸

易 往来代替单纯的经济 援助的方 针 。 美 国通过 《 非洲发展与机遇法 案 》 ,

对符合美 国标准的非洲 国家给予优惠贸易政策 。 布什政府扩大了享受进 口

优惠政策的非洲产品的种类和数量 , 几乎所有进 口 到美国市场的非洲产品

都给予 了免 优 惠 。 该 法案 通过 以 来 , 美 国 与非洲 国 家 间 的 贸 易增 长

迅速 。

中 国建立经济特区 的做法取得 了 巨大成功 , 经济特区 的理念正在对非

洲 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借鉴作用 。 经济特 区为分散的非洲生产商与 中国商

人之间建立了通道 。 非洲 国家的经济特区为中 国企业提供了特殊的优惠政

策 , 这种优惠其他国家短期 内是不会得到 的 。 中国在非洲建立的经济特 区

包括在赞 比亚建立的经贸合作区 、 尼 日 利亚的两个 自 由 贸 易 区 、 埃及的经

济贸易 区 、 埃塞俄比亚的工业园 。

＜？ 而美 国在非洲没有相似的项 目 。

中 国在非洲最为成功 的援助项 目 是派遣医疗 队 。 自 1 9 6 3 年 向阿尔及

利亚派出第
一

支援外医疗 队以来 , 截至 2 0 0 6 年 , 中 国已 向 4 7 个非洲国家

和地区派 出医护人员 1 ． 6 万人次 , 救治当地患者 2 ． 4 亿人次 。 目前 , 仍有

约 9 0 0 名 中 国医疗队 员 常驻在 3 5 个非洲 国 家 。

？
中 国 医 疗队 的 服务使非

洲 国家的 民众进
一

步 了解 中 国 , 展现了 中 国的软实力 , 成为 中 国外交的重

要组成部分 , 甚至影 响非洲 国家高层政策 的制定 。

？ 美 国没有此类 项 目 ,

但美国 的和平队行动却取得了 巨大的成功 。 美 国和平队主要是以志愿者的

方式 , 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教师 、 医生 、 护士 、 各种技术人员 , 通过帮助

第三世界 国家 的社 会发 展 , 向这 些 国 家传 播美 国 文化 及价值 观 念 。 自

1 9 6 1 年 以来 , 美国 已 经 向非洲 的 4 6 个 国家派出 了6 万多名 志愿者 美

①Ｊ ｉａｎ
－Ｙｅ Ｗａｎｇ ａｎｄＡｂｄｏｕ ｌ ａｙｅ Ｂ ｉｏ

－Ｔｃｈ ａｎｅ ,
“

Ａ ｆｒｉ ｃａ

＇

ｓＢ ｕ ｒｇｅｏｎ ｉｎｇＴｉ ｅｓｗｉ
ｔｈＣｈ ｉ ｎａ

,

”

Ｆ ｉ
？

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 ｔ
, Ｎｏ．  1 ( Ｍａｒ ｃｈ 2 0 0 8

) , ｐ ｐ ． 4 5 

—

 4 6 ．

②ＭａｒｔｙｎＪ ． Ｄａｖ ｉｅｓ , 
＂

Ｓｐｅ ｃｉａｌ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Ｚｏｎｅ ｓ
：
Ｃｈｉｎａ

＇

ｓＤ 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 ｔａ ｌＭｏｄｅ ｌＣｏｍｅｓｔ ｏＡｆ
？

ｒ ｉ ｃａ Ｒｏｂｅ ｒｔ Ｉ
．Ｒｏｔｂｅ ｒｇｅ ｄ ． , Ｃｈ ｉｎａｉｎ ｔ ｏＡｆｒｉｃａ：Ｔｒａｄｅ , Ａ ｉｄ ,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 Ｗ ｉｚ ｓＡｉ ｗｇｔｏｗ

,

ＤＧ ：Ｂｒｏｏｋ ｉｎｇ ｓＩｎ ｓｔ ｉ ｔｕｔ
ｉ
ｏｎＰｒｅ ｓｓ

？
 2 0 0 8 , ｐ ｐ

． 1 4 3

一

1 5 3 ．

③ 《 你好 , 白 衣 大使 ！



记 中 国 援非 医疗 队员 的故事 》 ｈ ｔｔ
ｐ ：／ ／ｎ ｅｗｓ ,ｘ ｉｎｈ ｕａｎ ｅｔ ． ｃｏｍ／

ｗｏ ｒ ｌ ｄ／ 2 0 0 6 

—

1 0 ／ 1 3 ／ ｃｏｎ ｔｅｎｔ
＿ 5 2 0 0 1 6 7 ．ｈｔｍｌ ,  2 0 0 6年  6 月 1 3日

。

④ 李安 山 ： 《 中 国援外医疗队的历史 、 规模及其影响 》 , 载 《外交评论 》
,

2 0 0 9 年第 1 期 。

⑤
“

Ｐｅａ ｃｅＣｏｒｐ ｓＴ ｏｄａｙ
”

, ｈｔ ｔ ｐ／ ／ ：
ｗｗｗ． ｐｅａ ｃｅｃｏｒｐｓ ． ｇｏｖ／ ｉ

ｎｄ ｅｘ． ｃｆｍ ？ｓ ｈｅ ｌ ｌ

＝
 ｌｅ ａｒｎ , ｗｈａ ｔｉ ｓｐｃ．

ｔ ｏｄａ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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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志愿者大多数工作在非洲 的基层社会 。 如 占志愿者 比例最 大的 和平队

教师 , 大多是在农村 中小学或职业学 校 ； 医生或护士也活跃在 医疗条 件

相对落后 的农村地区 , 甚至是在城市 的基层医院 。 这种模式使美 国在对

外援助 中增加 了直接面向非洲人 民的 因素 。 这种
“

公众外交
”

正是美 国
“

软实力
”

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中国在 2 0 0 5 年开始向 非洲派遣志愿 者 , 当

年中 国 向 埃塞俄 比亚派遣了 1 2 名青年 , 到 2 0 0 9 年 中 国共向 非洲 国家 派

出 了 3 0 0 名 志愿者 。 他们在非洲从事汉语教学 、 传授养殖技术与 中 医治

疗方法等 。

？

中 国现在 已经是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 的积极参与者 。
1 9 8 9 年 中 国首

次派军事观察员参加了联合国纳米 比亚过渡时期协助团 。 这是 中国首次参

加非洲维和行动 , 也是中 国正式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开始 。 此后 , 中 国

逐渐加大了参与非洲维 和 的力度 。 中 国完成 的联合 国非洲维和行动有七

项 , 目前正在参与联合 国非洲维和行动有六项 。

②
2 0 0 1 年 4 月 , 中 国开始

派成建制部 队参加非洲维和 。 中 国在非洲 的维和人员超过了其他四个联合

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 美国至今只有 4 0 名军人被派往非洲参加维和行动 。

但美 国承担 的维和经费高于 中国 , 而且美 国在对非洲维和人员 的训练方面

从事的工作 比 中 国多 。

③

中 国与美 国之间 的另
一

个差别是 中国在非洲 的华人社区 的数量不断增

加 。 马达加斯加 、 毛 里求斯 、 塞舌尔 、 南非在 1 0 0 多年前 就存在 华人社

区 , 这些社区 的华人许多 已经取得了所在国 的 国籍 , 有些则打算加人所在

国 的 国籍 , 他们对 中国存在不同程度的认同 。 新 的华人社区可 以说遍及整

个非洲 , 这些新社 区主要 由小商人和小企业主构成 。 南非 的中 国城是非洲

最大的华人社 区 , 估计有 3 0 万华 人 。 这些华人社 区和 中 国有着天然 的联

系 , 有助于加强中 国与非洲商界的联系 , 有助于中 国对非贸易与投资 。

④

①Ｄａｎ ｎａＨａ ｒｍａｎ ,
“

ＹｏｕｎｇＣ ｈ ｉｎｅ ｓｅ Ｉｄｅａ ｌ
ｉｓｔ ｓＶ ｉｅｔ ｏ Ｊｏ ｉｎＴｈｅ ｉ ｒ

‘

Ｐｅａ ｃｅＣｏｒ ｐｓ
＇

ｉｎＡ ｆ ｒ
ｉｃａ ,

”

Ｃｈ ｒｉ ｓｔｉａｎＳｃｉｅ ｎｃｅＭｏｎ ｉｔ ｏｒ
, Ｊ ｕｎｅ  2 7

, 2 0 0 7 ．

② 参 见联合 国 网站 ：

ｈｔ ｔｐ／ ／ ：ｗｗｗ． ｕｎ ．ｏ ｒｇ／Ｄｅｐｔｓ／ ｄｐｋｏ／ ｄｐ ｋｏ／  0

③ＩａｎＴａｙ ｌｏｒ
,
Ｃｈｉｎａ

＇

ｓＮｅｗＲｏ ｌ ｅｉ ｎＡｆｒ ｉｃ ａ
,
Ｂｏｕ ｌｄｅ ｒ

,
ＧＯ ：Ｌｙｎｎ ｅＲｉｅｎ ｎｅ ｒＰｕｂ ｌ ｉｓｈｅ ｒｓ

,

2 0 0 9 ,

ｐ ｐ
． 1 3 9 

—

5 1 ．

④ 关于南 非与马达加斯加华人社 区的情 况 , 请参考 ：
Ｍｅ ｌａｎｉ ｅＹａｐａｎ ｄＤ ｉａｎ ｎｅＬｅｏｎｇＭａｎ

,

Ｃｏ ｌ ｏｕ ｒ ｉＣｏｎｆｕ ｓｉｏｎ 
ａｎｄＣｏｎ ｃｅ ｓｓ ｉｏｎｓ ：ＴｈｅＨ ｉｓ 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Ｃｈ ｉｎ ｅ ｓｅ ｉ ｎ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 ａ ,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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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 ｒｓ

ｉ
ｔｙ

Ｐｒ ｅｓ ｓ
,  1 9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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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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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 ｄａ ｇａｓｃａ ｒ ,Ｈａｍｄｅ ｎ , ＧＮ
？

．Ｓｈｏｅ Ｓ ｔｒｉｎｇＰ ｒｅ ｓｓ , Ｉｎｃ．
,  1 9 7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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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非洲的反应与中美在非洲的合作

非洲政府官员普遍欢迎中 国扩大与非洲 的交往与联系 。 他们将 中 国 视

为可以替代西方 的财政援助与政治支持源泉 。 非盟委员 会主席让 ？ 平说 ：

“

中 国是非洲 的关键战略伙伴 。

”？ 许多非洲 国家与 中 国 的关系 都 比美国密

切 , 甚至美国传统的盟友埃塞俄比亚 、 肯尼亚等国与 中国 的关 系也越来越

密切 。 也有少数非洲 国家表现 出对中 国 的担优 。 南非总统姆贝 基质疑 ： 中

国与非洲 的关系是否与过去的殖民者有根本不 同 ？
？ 几年前 , 非洲许多纺

织厂倒闭之时 , 甚至有许多人公开反对 中 国 , 认为是 中国纺织 品进 口 导致

了非洲纺织企业倒闭 。

③

非洲主要的公 民社会组织 、 劳工联盟 、 非政府组织 、 反对党等对 中 国

参与非洲事务的反应差别很大 。 那些力促 民主政治 、 经济改革 、 改善人权

状况的组织倾 向 于对中 国进行负 面评价 。 来 自 纺织业的劳工组织 的代表们

也对中 国表示不满 。 非洲 的商人们和企业主对 中 国 的 贸易与投资表现出普

遍的欢迎 。 非洲 的消费者非常喜欢中 国的低价商品 , 但也有
一些消费者抱

怨 中 国 产品 的质量 。

？

美国佩尤研究中心调查了非洲人民对中美 的不 同看法 。
2 0 0 7 年年中 ,

该中心调查了十二个非 洲 国 家 , 其 中五个 国家对美 国 的 正面评价 比 中 国

多 , 七个国家对 中 国的正面评价比美国多 。 当撒哈拉以南十个非洲 国家的

受调查者被问到
“

美 国或 中 国是否对非洲有积极的影响
”

这一 问题时 , 只

有南非认为 中 国对非洲有积极影响 的人 数低 于 5 0 ％ , 而在坦桑尼亚和 埃

塞俄比亚的调查 中 , 认为美国有积极影响 的人数低于 5 0 ％ 。 更重要 的是 ,

①
“

ＡＵＣｏｍｍｉｓ ｓｉｏｎＣｈａ ｉ
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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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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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ｅ ｎｔ

？

“

Ｅｔ ｈ ｉｏｐ ｉ
ａｎ Ｎｅｗ ｓＡｇｅｎ ｃ

ｙ
＊Ｊａｎｕａ ｒｙ 2 8 ？ 2 0 0 9 ．

②Ｗｉ
ｌ ｌ

ｉ ａｍＷ ａｌ ｌ
ｉ ｓ , 

＂

Ｄｒａｗ ｉｎｇ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 ｆａＮｅｗＷｏｒｌｄＯｒｄｅ ｒ,

’’

Ｆ ｉｎａｎｃ ｉａ ｌ Ｔｉｍｅ ｓ , Ｊ ａｎｕ ａｒ ｙ

2 4 ,  2 0 0 8 ．

③Ｄａｎ ｉＷ ．Ｎａ ｂｕｄｅ ｒｅ ,
“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Ｃ ｈ ｉｎａ ｉｎａ ＮｅｗＧ ｌｏｂａ ｌｉ ｚｅｄＷ ｏ ｒ ｌｄ ,

＂

Ｋｗｅ ｓｉＫｗａ ａＰ ｒａｈ

ｅ ｄ ． , Ａｆｒｏ
－

Ｃｈ ｉｎｅｓｅ Ｒｅｌａ ｔｉｏ ｎ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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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ＳＡＳ , 2 0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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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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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个国家 除南非之外 , 几乎都认为中 国的积极影响要超过美 国
, 而且有

这种看法的人很多 。

？
 2 0 0 8 年年中 , 该 中心在埃及 、 坦桑尼亚 、 尼 日 利亚

和南非 等四 国家进行调査 , 发现埃及 、 坦桑尼亚 、 尼 日利亚对 中 国 的正面

评价更多 , 而南非对美 国的正面评价更多 。 许多埃及被调查者认为 中美两

国 的影 响更多的是负 面因素 。 坦桑尼亚 、 南非 、 尼 日 利亚三国则是多数人

肯定 中美两国对非洲的积极影响 。 当被 问及 中 国是否会代替美 国成为世界

领导力量时 , 大多数埃及人认为不可能 , 多数坦桑尼亚人认为 中 国会代替

美国成为世界领导力量 , 甚至有人认为 中 国 已经是世界领导力量 。 南非对

此问题的 回答则是肯定与否定各 占
一

半 。

？

可见 , 中 国和美国是今天非洲大陆的两个最重要的外来角色 , 两国都

对非洲的发展作出 了 贡献 , 非洲国家不但需要 中 国 , 也需要美国 。 中美两

国在非洲的利益的差异性较小 ,
而更多 的是相似性 。 两国在非洲会产生商

业竞争 , 但它对非洲 国家来说不
一

定具有负面性 , 特别是当非洲 国家能够

分享新技术 、 引 进工作技能 , 并创造就业机会时 , 情况更是如此 。 中 国和

美国都是非洲重要的商业伙伴 , 两国在提供资金和减债方面对非洲都有帮

助 。 两国可以通过相互协调 , 与非洲 的利益取得一致 , 应避免对非洲进行

争夺 。

全球经济危机对 中美发展与非洲的关系都是
一种挑战 。 中美非三方都

会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 , 但中 国 目前看来是最有希望在短期内摆脱危机影

响 的 国家 。 与美国相 比较 , 在与非洲 国家保持稳 定的 贸易 与经济关系方

面 , 中国 占有明显的优势 。 截至 2 0 0 9 年 4 月 底 , 中 国持有 的美国 国债为

7 6 3 5 亿美元 , 中 国是美 国国债 的最大持有者 。 由 于对美 国 的这项 巨大投

资 , 中 国在包括非洲之 内的世界舞台上与美国竞争就有了
一种杠杆优势 ,

再加上非洲在美 国全球战略中不处于核心地位 , 美 国在非洲 问题上就不会

轻易 向 中国发起挑衅 。 奥巴 马总统曾表示 , 中美两 国应该在对非关系方面

寻找共 同的基础 , 并在这种基础上更好地为非洲的发展作出贡献 。 美国的

援助是 以实现民主和 良政为条件 , 但中 国并不是否定非洲的 民主 , 而是更

①丁ｈｅＰ ｅｗＧ ｌｏｂａ ｌＡｔｔ ｉｔｕｄ ｅｓ Ｐ ｒｏ
ｊ
ｅ ｃｔ

, 
＂

Ｇ ｌｏｂａ ｌＵ ｎｅａ ｓｅｗ ｉ ｔｈＭａ
ｊ
ｏｒＷｏｒｌｄ Ｐｏｗｅ ｒｓ

＂

？ｈｔ ｔ
ｐ ；／ ／

ｐｅｗｇｌｏ ｂａ ｌ
． ｏｒｇ／ ｒｅｐｏｒｔ ｓ ／ｐｄｆ／ 2 5 6 ．

ｐｄ ｆ , 2 0 0 7年 6月 2 7日 ．

②
＂

Ｇｌｏｂａ ｌＥｃｏｎ ｏｍｉ ｃＧ ｌｏｏｍ
－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 ｎｄ ｉａＮｏ ｔ ａｂ ｌ ｅＥ ｘｃｅｐｔ ｉｏｎ ｓ
＂

,
ｈ ｔ ｔ ｐ ： ／／ｐ ｅｗｇｌｏｂａ ｌ

． ｏ ｒｇ／

ｒｅ ｐｏｒｔ ｓ／ｐｄｆ ／ 2 6 0
．

ｐｄｆ
,
 2 0 0 8 年 6 月 1 2 日 ．



1 3 6非洲研究


加强调改革 、 稳定与发展三者之间 的平衡 。 美 国强调
“

良政
”

, 中 国 同样

认为腐败与政府效率低下是非洲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障碍 。 中国 和美 国需要

确认一些可 以进行合作的领域或地区 , 当然这种合作要能给非洲 国家带来

好处 , 例如在维和行动 、 能源开发 、 农业与公共卫生援助 、 提高非洲国家

的出 口能力 、 改善进 口环境与环节等方面 。

维护能源供应安全和价格稳定对中美双方都是必要的 。 非洲需要依靠

自 然资源开发 , 并将资源收入有效用于社会和经济 的发展 。 中 国和美国 可

以通过协商 , 以促进其ｋ源收人用于非洲人民和 国家的发展 。 双方合作不

论对非洲国家还是对 中美两国都是有利的 。

中 国与美国在发展与非洲 国家 的关系 时 , 有许多地方可 以 相互学习 。

与美国相 比 , 中 国在发展与非洲 国家的政府间关系方面更加努力 。 ． 中 国宣

布不干涉非洲 国家的 内 政 , 就可以避免谈论许多有争议 的问题 , 也更有利

于非洲 的稳定与发展 , 这是 中 国的优势 。 美 国在这方面应该 向 中 国 学习 。

反过来 , 中 国应该 向美 国学习 , 扩大与非洲公民社会 、 劳工组织 、 非政府

组织 、 在野党的关系 。

和平与安全是非洲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 。 美国与非洲 国家进行

反恐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 但非洲地区冲 突的解决 同样是非洲安全的重大问

题 。 美国要求世界其他 国家为达尔富尔提供更多的维和部队 , 建议联合国

派遣维和部队去索马里时 , 美国并没有准备派出部队 。 美国应该派更多的

安全人员参加非洲维和行动 。 而中 国则可以与美国 、 欧洲 国家
一起对参加

联合 国非洲维和行动 的非洲人员进行训练 。

( 责任编辑 ： 王学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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