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与争鸣

!""! 年 # 月 $ 日 %! 时 ， 非 盟 首 任 主

席、南非总统姆贝基面对非洲各国领导人

和近万名当地群众宣布， “我们今天聚集

这里在完成一项庄严的历史使命———成立

非洲联盟。”

非 洲 联 盟 的 正 式 成 立 标 志 着 非 洲 在

联合自强，实现政治、经济一体化道路上迈

出了重要的一步。非洲联盟是在世界经济

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新形势下，参照欧盟的

模式，在原有的致力于非洲团结、合作的组

织———非统的基础上成立的，它是非洲国

家以一体化应对全球化挑战的重要举措。

非洲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

变得日益 “边缘化”

今 天 ， 经 济 全 球 化 已 经 成 为 不 可 阻

挡的历史趋势，它正在对全球经济乃至各

国人民的生活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尽管

人们对全球化的定义有多种多样，但是全

球化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或全球

资本主义的扩张。

非 洲 共 有 &’ 个 国 家 ， 人 口 将 近 (
亿，占世界人口的 %!)。非洲大陆面积为

’"!" 万 平 方 公 里 ， 占 世 界 陆 地 总 面 积 的

!")。没有非洲的全球化是不完整的，也

是不现实的。其实，非洲已经在很大的程

度 上 融 入 了 世 界 经 济 ， 只 是 以 畸 形 的 方

式 、 以 不 合 理 的 条 件 加 入 世 界 经 济 之 中 。

在有的指标上，非洲比起世界其他地区来

说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更高。%$$" 年，非

洲与外部的贸易占 *+, 的 -&./)，而同期

欧洲的对外贸易只占其 *+, 的 %!.()，北

美 占 %’.!) ， 拉 美 占 !’.#) ， 亚 洲 占

%&.!)。 非 洲 资 源 的 很 大 部 分 也 被 西 方 资

本拥有或控制。

由 于 非 洲 经 济 的 依 附 性 和 脆 弱 性 ，

它在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过程中处于很不利

的地位，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与非洲经济的

边缘化几乎是同步进行的。换言之，非洲

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越深，其在全球

经 济 中 的 重 要 性 就 越 小 。 最 近 十 几 年 来 ，

随 着 经 济 全 球 化 的 发 展 ， 非 洲 在 世 界 政

治 、 经 济 中 的 地 位 变 得 日 益 “边 缘 化 ”

了。非洲经济的边缘化表现在：

第 一 ， 非 洲 在 全 球 生 产 和 贸 易 活 动

中所占的比重微乎其微。独立 ’" 多年来，

非洲畸形的原料出口型经济结构基本没有

改变，除少数国家外，非洲国家的出口收

入仍主要靠一种或几种农矿初级产品。非

洲 初 级 产 品 出 口 仍 占 其 出 口 总 额 的 (")。

非洲只占世界 *+, 的 %)，占世界贸易的

!)，占世界制造业产品的比重几乎为零。

第 二 ， 外 部 援 助 和 外 国 直 接 投 资 急

剧 下 降 。 根 据 联 合 国 发 展 计 划 署 的 报 告 ，

%$$! 年以来发达国家对非洲的官方发展援

助下降了 !")。非洲占发展中国家的外国

直接投资比例仍在下降，%$#/—%$(" 年间

为 %%)， %$$/—%$$# 年 间 降 为 -)。 而

且，流入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大部分集

中在南非和尼日利亚等国。发达国家对非

洲 的 援 助 锐 减 ， 从 %$$- 年 的 !’- 亿 美 元

降到 %$$( 年的 %#’ 亿美元。

第 三 ， 非 洲 在 世 贸 组 织 中 的 声 音 最

弱。至 %$$(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 ’( 个世

贸 组 织 成 员 国 中 ， 只 有 !’ 个 在 日 内 瓦 世

贸组织总部派驻有代表，总数只有 /" 名，

另外 %& 国根本没有派驻代表。

第 四 ， 非 洲 债 务 庞 大 、 增 长 迅 猛 。

外债已经成为严重制约非洲经济发展的因

素 。!""" 年 非 洲 债 务 达 到 ’&"" 亿 美 元 ，

相当于非洲国家国民生产总值 （不包括南

非 ） 的 $’)， 为 出 口 总 额 的 ’!#)。 非 洲

每年大约用 !’" 亿美元还债，占其外汇收

入的 ’".$)。据联合国的统计，%$#" 年全

非 债 务 总 额 只 有 %’" 亿 美 元 ，%$(" 年 为

&&" 亿 美 元 ，%$$" 年 增 至 %(’" 亿 美 元 ，

!""" 年猛增到 ’&"" 亿美元。全世界 -% 个

重债国中有 ’’ 个在非洲，其中有 !" 个非

洲 国 家 的 外 债 已 超 过 本 国 的 国 民 生 产 总

值 。 非 洲 债 务 越 滚 越 高 ， 形 成 恶 性 循 环 。

非 洲 发 展 与 债 务 组 织 主 席 奥 帕 曾 经 坦 言 ，

“我 们 非 洲 已 经 跌 进 了 一 个 难 以 自 拔 的 债

务陷阱”。

总 之 ， 非 洲 处 在 全 球 化 竞 争 中 最 薄

弱的环节。但是，不管非洲的主观意愿如

何，它已经开始融入全球化之中了。关键问

题是其如何回应这种挑战，最大限度地趋

利避害，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为非洲谋取较

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地位。非洲应对

全球化需要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这要靠集

体自力更生。推进非洲经济社会一体化的

机构———非洲联盟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

非洲联盟的诞生历史背景

非 盟 的 诞 生 既 是 非 洲 国 家 以 一 体 化

应对全球化的重大举措，又是泛非主义运

动、非洲统一组织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使

非洲数代领导人的非洲统一理想变成为现

实。

追 溯 非 洲 统 一 思 想 的 演 变 历 程 ， 不

能不提到泛非主义思想。泛非主义思想最

早 是 在 %$ 世 纪 末 提 出 来 的 。 它 和 “黑 种

人 的 兄 弟 关 系 ”、 “非 洲 个 性 ”、 “黑 人

魂”这些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西印度群岛

律师亨利·西尔威斯特—威廉斯于 %$"" 年

在伦敦组织了一次泛非会议，为其后的注

非会议拉开序幕。战后，非洲当地领导人

接过泛非主义的旗帜，推动非洲大陆的非

殖民地化进程。泛非主义运动不仅要实现

非洲大陆的民族解放，而且强调非洲的联

合，它的最终目的是 “建立一个叫做泛非

联邦或叫非洲合众国的组织。”

%$/’ 年 & 月，非洲 ’% 个独立国家领

导 人 聚 会 埃 塞 俄 比 亚 首 都 亚 的 斯 亚 贝 巴 ，

于 & 月 !& 日 正 式 签 署 《非 洲 统 一 组 织 宪

章 》， 宣 告 了 非 洲 统 一 组 织 的 正 式 诞 生 。

非 统 组 织 成 立 后 ， 高 举 团 结 统 一 的 旗 帜 ，

维 护 非 洲 国 家 独 立 与 主 权 ， 反 对 殖 民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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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经过非统组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在

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有关国家的人民前

仆后继，最终赢得了独立。非统组织在上

世 纪 !" 年 代 初 实 现 了 非 殖 民 化 的 斗 争 目

标。#!!$ 年新南非的诞生，标志着非洲进

入一个没有殖民统治的崭新历史时代。

非统组织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然而，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新的历史条件

下，它难以发挥更大的作用。非统组织是一

个松散的，没有实际权力的组织。一年一度

的 非 统 首 脑 会 议 常 常 因 为 各 国 分 歧 较 大 ，

很难形成统一的意见，有时即使形成了也

难付诸实施。所以非统组织的改革势在必

行。非盟就是在非统的基础上成立的。非

洲联盟是非洲联合思想的最终体现。

在 世 界 经 济 全 球 化 飞 速 发 展 、 非 洲

日益边缘化的情况下，非洲的联合与统一

尤为迫切。%" 世纪的 !" 年代 初 ， 非 洲 国

家领导人已经开始意识到经济一体化的重

要 性 。 为 此 ， 第 %& 届 非 洲 统 一 组 织 首 脑

会议 #!!# 年 ’ 月在尼日利亚阿布贾举行，

会上签署了成立非洲经济共同体的 《建立

非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协定预计用 ($ 年

的 时 间 建 立 类 似 今 天 欧 洲 的 联 盟 。 此 时 ，

经济力量较强的南非和利比亚等国家在促

使 非 洲 一 体 化 方 面 更 加 积 极 。%" 世 纪 !"
年代末期，姆贝基提出了 “非洲复兴”的

计划，得到了许多非洲国家的响应。

#!!! 年 ! 月 ， 利 比 亚 领 导 人 卡 扎 非

在苏尔特召集了一次非洲统一组织特别首

脑 会 议 。 会 上 ， 卡 扎 非 呼 吁 成 立 非 洲 联

盟。在 %""" 年 & 月召开的非统第 (’ 届首

脑会议上，与会领导人一致通过了 《非洲

联盟章程草案》。%""# 年 & 月，第 (& 届非

统首脑会议，正式宣布由非洲统一组织向

非 洲 联 盟 过 渡 ， 并 且 规 定 过 渡 期 为 # 年 。

%""% 年 & 月 ! 日，非洲国家领导人聚集南

非城市德班，正式启动非盟。

非盟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非 盟 是 继 欧 盟 之 后 世 界 上 又 一 个 重

要的国家间联盟，它集政治、经济、军事

等为一体，设有首脑会议、外长执行理事

会、常设代表委员会和非盟委员会等主要

机构，并将成立泛非议会、安理会、理事会、

非洲法院、非洲中央银行等机构，其宗旨是

实现非洲的民主与稳定，消除贫穷落后，促

进共同发展。非盟与非统的最大区别在于，

非盟注重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

非 盟 的 首 要 任 务 是 实 现 非 洲 国 家 和

非 洲 人 民 之 间 的 团 结 、 稳 定 与 通 力 合 作 ，

建立有效机制加快非洲大陆的政治、经济

和社会一体化进程，加速非洲文化的集体

行动以及非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其

次是发展非洲国家之间各个层次的新型伙

伴 关 系 ， 动 员 各 个 国 家 社 会 各 界 的 力 量 ，

共同实现非洲大陆的繁荣富强。

非 盟 这 些 目 标 的 实 现 离 不 开 “非 洲

计 划 ” 的 支 撑 。 该 计 划 与 非 盟 相 辅 相 成 ，

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把非盟比喻为实现

非 洲 复 兴 的 “新 型 大 陆 列 车 ”， 把 “非 洲

计 划 ” 比 作 这 辆 列 车 的 “车 轮 ”。 “非 洲

计 划 ” 全 称 “非 洲 发 展 新 伙 伴 计 划 ”， 它

是非洲国家领导人为迎接新世纪和全球化

挑 战 而 提 出 的 推 动 非 洲 发 展 的 战 略 方 案 。

“非 洲 计 划 ” 包 括 经 济 、 政 治 、 社 会 、 文

化和科技等内容，非洲各国领导人承诺平

息 战 争 ， 组 成 廉 诘 高 效 的 政 府 ， 修 建 道

路、桥梁、港口等基础设施，为经济建设

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大力推广教育，提

高 人 民 的 健 康 水 平 ， 关 注 广 大 妇 女 的 权

益。这是非洲国家促进社会协调发展、实

现经济全面振兴的行动纲领。

不 可 否 认 ， 非 盟 面 临 着 许 多 挑 战 。

非洲成员国家众多，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

齐，各种矛盾错综复杂。非盟目前面临着

消除冲突、促进发展和实现一体化等方面

的挑战。

如 何 缓 解 非 洲 内 部 的 部 族 、 领 土 和

宗教矛盾，形成有效的控制机制，对于非

盟的发展至关重要。非洲战乱频繁，近 #"
年 来 新 爆 发 和 继 续 进 行 的 战 争 有 #) 次 ，

战争造成 %"" 多万人死亡，%&"" 多万难民

（占世界一半多）。

如 何 在 一 体 化 的 过 程 中 磨 合 社 会 制

度差异较大的各国，是非盟面临的又一挑

战。非洲在许多世纪以来已经发展了种类

繁多的语言、文化和传统。非洲有 *"" 多

种方言。非洲各国的发展水平和交通设施

的相对落后，都是对一体化的制约因素。

如 何 更 好 地 处 理 联 盟 权 力 和 各 成 员

国主权的关系，非洲安理会如何对非盟成

员国进行干预时又不触犯其主权，这是非

盟面临的又一挑战。

尽 管 有 各 种 各 样 的 困 难 ， 但 是 ， 非

盟的成立就是广大非洲国家通过联合自强

面对全球化挑战的重大举措。随着非盟的

建立和 “非洲计划”的问世，非洲向国际

社会昭示了他们依靠自身力量、加强国际

合作、融入世界潮流、实现共同发展的强

烈愿望和坚定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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