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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将非洲政治作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进行系统研究, 仅仅始于上世纪 80年代, 距今也还只有短短

的 30年时间, 但国内非洲学界迄今已在非洲政治体制、政党制度、政治发展进程、政治思潮, 以及地区

冲突和国别政治、政治人物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发表了大量的专著、论文、译著以及学术资料

等。本文拟就以下几个主要专题的研究状况进行初步的回顾与梳理。

非 洲 政 党、政 党 制 度 和 政 治 体 制

我们所能够收集到的国内涉及非洲政治发展和政党问题论述的最早学术著作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

非洲研究所组织编写的 5非洲概况 6 ( 1981年 ) ¹ 一书。该书不仅分析了非洲民族独立运动时期的非洲民

族主义政党的情况, 而且专辟一章论述了 /非洲国家独立后的政治发展 0。 1985年 7月, 中国首届世界政

党问题科学讨论会在山东烟台召开。会后出版了会议论文集 5当代社会民主党与民族主义政党论丛 6º。

文集中收录有对坦桑尼亚革命党、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以及马里人民民主联盟等非洲民族主义政党的分

析和论述。 1986年,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还出版了由关国为翻译的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编著的

5非洲的政党 6» , 该书分析了非洲政党产生的历史, 取得独立以前和独立后其所发挥的作用及其特点。除

以上 3本著作外, 20世纪 80年代还有一些较有深度的相关学术论文问世, 如 5非洲国家一党制原因剖

析 6、 5非洲国家政党权力结构研究 6、 5非洲国家实行多党制和一党制的经验及其改革初探 6, 等等¼。

1997年, 由陆庭恩、刘静所著的 5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和政党制度 6 一书全面介绍和分析了非洲民族

主义政党和组织及政党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 考察了军人政变与民族主义政党间的关系, 以及冷战后

民主化浪潮对非洲政党的影响。作者认为, 由于非洲民族主义政党最早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特殊条

件下建立起来的, 缺乏像西方政党那样坚实的经济和阶级基础, 而且一般不是代表某个阶级、阶层或集团

的意志和利益, 而是一种反帝民族统一阵线式的政党。½ 2001年, 由余邃主编的 5外国政党概要 6¾ 一书

中也有章节对非洲国家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情况进行介绍和分析。 2005年, 陆庭恩教授将其 40多年来研究

非洲问题的论文结集出版, ¿ 书中的第二篇共 13篇论文均反映出作者对非洲政治发展的独到观察和分析。

除政党研究外, 对非洲国家政治体制和国家结构方面的研究也同步展开。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1986年编译出版的 5各国宪政制度和民商法要览: 非洲分册 6À 一书对包括阿尔及利亚、埃及、埃塞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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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利比里亚、赞比亚等全非大陆共计 38个国家的宪政制度和法律沿革、民商法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梳理。

1991年林修坡等编著的 5外国政治制度与监察制度概要 6 一书¹中则对部分非洲国家的政治体制及国家结

构分类作了概要的介绍。 1998年, 由徐济明、谈世中主编的 5当代非洲政治变革 6º 一书进而对非洲国家

独立以来政治体制的演变及其原因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该书对独立初期原英、法殖民地实行民主共和政

体, 即议会民主制和总统共和制的客观条件和内外环境, 以后相继演变成一党制、军政权或个人统治的原

因, 冷战后多党民主化浪潮产生的国内外因素, 以及对非洲国家独立以来实行的各种政治体制存在的理

由、利弊得失、局限性等均作了剖析。对国别政治制度的介绍和研究也取得了进展。曹沛霖、刘玉尊、林

修坡编著的 5外国政治制度 6 对埃及和肯尼亚的政治制度各辟一章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夏吉生等学者

所著 5当代各国政治体制: 南非 6 一书则专门把目光锁定在南非政体上, 全面介绍和分析了南非的议会、

选举、政党、公务员以及司法制度, 填补了国内南非研究在该领域的空白。¼

在有关非洲政治的译著方面, 最早的一本是 1961年由萨本雄翻译的塞内加尔学者所撰写的法文著作

5黑非洲政治问题 6½。而最新出版的则是 2007年由肖宏宇翻译的英国学者威廉 #托多夫 (W illiam Tordoff)

的经典非洲政治研究著作 5非洲政府与政治 6 (第四版 ) ¾。该书在一个清晰的历史背景下全面阐述了独立

后的非洲当代政治发展, 指出并系统分析了独立后非洲政治发展的几大趋势, 即: 从最初的多元主义向一

党制转移的权力集中化和个人化、非洲式社会主义的盛行、政党的衰落及官僚权力的上升、文官政府被军

人政权所取代 (即军人干政 ) 以及追求独立自主外交等等。由于本书的第一版出版于 1984年, 书中对非

洲政治发展趋势的分析也大多集中于冷战结束之前。

非 洲 政 治 民 主 化

始于 20世纪 80年代末的非洲民主化虽然已经走过了 20个年头, 但因选举而产生的政治动荡以及军

事政变等非程序性政权更迭的 /非民主化 0 现象仍时有发生。非洲急剧变化的政治进程自然成为了国内非

洲政治研究的一大热点, 而且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不断从宏观走向微观, 从表象走向深层。

从发表的著作来看, 除前文提到的徐济明、谈世中主编的 5当代非洲政治变革 6 一书外, 另两本重要

的著作分别是张宏明所著的 5多维视野中的非洲政治发展 6 ( 1999年 ) 和贺文萍所著的 5非洲国家民主化

进程研究 6 ( 2005年 )。 5多维视野中的非洲政治发展 6 一书从影响非洲政治发展的内部环境与外部因素着

手, 对非洲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部族与民族问题、非洲传统文化与政治、宗教 (包括传统宗教、基督

教和伊斯兰教 ) 对政治发展的影响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做了独到深刻的分析。作者对部族主义因素对撒哈拉

以南非洲国家建设及政体模式取向影响的深入探讨是本书最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 5非洲国家民主化进程

研究 6 一书则既纵向系统地梳理了非洲民主化自独立以来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 分析、说明非洲国家从

民主到集权, 再由集权到民主的每一次政治体制转型的背景和原因, 同时又横向解析了制约非洲民主化进

程的经济、政治、军队、文化和外部条件等各个方面的因素。作者指出, 非洲民主化发展的复杂性、艰难

性和特殊性并不说明非洲不能建立和实行民主制度。非洲的政治发展已没有退路, 必须向前。历史发展的

现实已迫使非洲国家必须同时面对政治一体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双重任务。¿

另外, 国内非洲学界还对南非、尼日利亚等大国的政治发展情况做了全面和深入的研究, 出版了多本

著作。如杨立华等著的 5南非政治经济的发展 6 一书系统和全面阐述了南非自 17~ 18世纪白人殖民者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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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以来的历史发展过程, 以及种族隔离制度时期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情况以及黑人反抗和政治变革的情

况; ¹ 张象主编的 5彩虹之邦新南非 6 则在回顾过去的基础上, 对 1994年民主新南非诞生直至 1997年的

政治、经济、外交, 以及宗教、文化和科学发展等情况做了全面介绍和分析; º 艾周昌等著的 5南非现代

化研究 6 一书则侧重从现代化的角度来把握、分析南非种族主义制度的缘起及政治变革进程。该书还将南

非现代化放在世界现代化的全过程中加以考察, 并与同在 19世纪下半叶开始现代化起飞进程的澳大利亚

和新西兰两国进行了比较。» 另外, 刘鸿武等著的 5从部族社会到民族国家: 尼日利亚国家发展史纲 6 从

历史演变的角度, 对尼日利亚独立以来的国家 -民族发展进程做了系统考察, 特别强调了民族国家的一体

化构建对尼日利亚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意义。¼

除以上出版的专门著作外, 近年来随着非洲民主化向纵深发展, 国内非洲学界还就 /全球化与非洲政

治发展的关联 0、 /市民社会与非洲民主化 0、 /宗教在非洲民主化中的作用 0 以及尼日利亚、南非、加纳、

肯尼亚等国的民主化进程跟踪研究方面发表了不少有深度和见地的论文。如贺文萍在 5全球化与非洲政治

发展 6 一文中指出, 在非洲政治发展过程中, /全球化 0 就像一把双刃剑, 既最大程度地动员和激发了广

大非洲人民的觉醒, 推进了非洲的民主制度建设; 同时又催生和复活了蛰伏已久的非洲部族 (落 ) 主义或

地方民族主义, 造成了政治动荡。½ 陈尧在 5非洲民主化进程中的公民社会 6一文中认为, 尽管非洲公民社

会的发展非常迅速, 但由于其整体发育的不成熟及其产生的脆弱性, 非洲公民社会在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有

限, 在民主巩固和发展时期的作用更是令人失望。¾ 郭佳在 5基督教会在非洲民主化进程中的角色探析 6 一

文中详细分析了基督教会在非洲民主化进程开启阶段、推进与危机阶段、巩固阶段等不同阶段中所发挥的独

特作用, 认为 /作为西方政治文化载体的基督教会势力已经成为影响非洲国家政治发展取向的要素之一, 在

非洲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0¿ 另外, 在国别个案研究中, 李文刚就尼日利亚的民主化进程发表了系

列论文, 详细分析了尼日利亚民主化进程中面临的诸多重大挑战 (如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腐败

问题、军人执政及遗留问题, 等等 ), À 并特别指出了不同尼日利亚地方民族组织对尼民主化进程所发挥的截

然不同的双重作用, 即: 一些地方民族组织以和平方式提出合理诉求, 要求政府进行相关政治和经济方面的

改革, 有助于推动尼日利亚的民主化发展; 而许多地方民族组织以暴力手段谋求利益, 有的甚至要求本民族

脱离尼日利亚独立或按照民族界限重组联邦, 则对国家民族建构程度较低的尼日利亚民主化非常不利。Á

非 洲 政 治 思 潮

国内对非洲近代以来流行的泛非主义、非洲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有较多的研究。因泛非主义在 /非

洲一体化研究 0 部分已有专述, 本文在此不再赘述, 仅就后两种政治思潮作一回顾和综述。

国内对非洲社会主义的研究比较深入, 发表的成果亦十分丰富。比较系统的著作有: 唐大盾、张士智

等人合著的 5非洲社会主义: 历史、理论、实践 6 ( 1988年 ) �lu 和唐大盾、徐济明、陈公元主编的 5非洲

社会主义新论 6 ( 1994年 ) �lv。前者梳理了非洲社会主义的由来和发展, 并对埃及、利比亚、坦桑尼亚、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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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莫桑比克和加纳等国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进行了介绍和论述。后者则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对非洲社会

主义思潮作了更加全面系统和深入的论述。该书作者指出, 非洲社会主义在巩固民族独立、建立民族文化

和控制民族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并极大地提高了非洲国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社会主义

在非洲没有取得成功的原因除了内部因素外, 还有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的影响, 以及来自西方国家

的压力。书中还对未来非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趋势做了分析和预测, 认为其面临着 3种不同的选择: 脱

离社会主义、自我调整和民主社会主义。据悉, 苏联学者认为, 中国学者对非洲社会主义的研究比他们深

入。因此, 有国内非洲学界前辈认为, /对非洲社会主义的研究可以说是我国非洲政治研究方面最有成就

的领域之一 0。¹ 除上述专著外, 上世纪 80年代国内非洲学界还翻译了苏联、法国、英国、美国以及贝宁、

苏丹、几内亚、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学者有关非洲社会主义的论文和评论等。

中国学者对非洲民族主义的研究多集中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历程的梳理。吴秉真、高晋元主编的

5非洲民族独立简史 6º ( 1993年 ) 就是其中的一部力作。该书分 8个部分对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和

发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并对 20世纪 70年代葡属非洲和 80年代南部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进行了探

讨。宁骚的 5民族与国家 6 ( 1995年 )、王联主编的 5世界民族主义论 6 ( 2002年 )、葛公尚主编的 520

世纪世界民族问题报告 6 ( 2005年 ) 和章毅君的 5战后世界民族问题探源 6 ( 2007年 ) 等著作均是在一个

广阔的视角内对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进行梳理和分析, 其中涉及非洲民族主义表现的内容大多是南非的

种族关系和种族隔离制度以及卢旺达和布隆迪等国的部族主义冲突等。»

2004年李安山所著的 5非洲民族主义研究 6¼ 一书则是从全非角度对非洲民族主义进行深入研究的代

表性著作。该书对非洲民族主义的思想与运动、非洲民族主义与民族知识分子的关系、宗教运动和农民反

抗在非洲民族主义中的作用、地方民族主义的缘起、以及非洲民主化与民族建构的关系和民族建构的可行

性政策等做了全面阐述和分析。他还特别提出了 /地方民族主义 0½ 这一概念, 并论述了国家民族建构方

面, 非洲民主化与地方民族主义之间的悖论关系。

2008年张宏明所著的 5近代非洲思想经纬 6 一书¾则阐释了 18、 19世纪非洲知识分子在种族歧视和

殖民统治背景下, 面对西方文明及其价值观念的冲击所做出的理论回应, 他们对种族命运和非洲前途的思

索, 及其对非洲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书中辟有专门章节详细介绍 19世纪非洲民族主义思想的先驱代表

人物如阿弗里卡纳斯 #霍顿和爱德华 #布莱登的生平和思想, 这有助于我们理解非洲民族主义思想的起源

及其在现当代的新表现和新特征。

非 洲 地 区 冲 突

比较而言, 由于非洲是地区冲突和军事政变的高发地区, 因此对非洲地区冲突、维持和平以及冲突后

的国家重建等方面的研究一直是国内非洲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关注领域。虽然在该领域发表的相关论文和

研究报告十分丰富, 但遗憾的是, 有影响和研究深度的学术专著迄今仍不多见。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由于非洲军事政变频仍, 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重点自然也放在对非洲军队、军

#22#

 西亚非洲  2011年第 5期

¹

º

»

¼

½

¾

徐济明: 5国内非洲政治学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6, 载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编: 521世纪中非关系发展战略报告 6, 2000年,

第 252页。

吴秉真、高晋元主编: 5非洲民族独立简史 6,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年版。

宁骚: 5民族与国家 ) ) ) 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 6,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 王联主编: 5世界民族主义论 6,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葛公尚主编: 520世纪世界民族问题报告 6, 民族出版社, 2005年版; 章毅君: 5战后世界民族问题探

源 6,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李安山: 5非洲民族主义研究 6,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4年版。

李安山教授最早提出 /地方民族主义 0 这一概念的国内学者。他将地方民族主义界定为 /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占据 (或曾经

占据过 ) 某一特定地理疆域的族体为维护和促进本族体的自身利益和提高本族体在权力中心的地位而表现出来的一种心理情感、思

想意识和实践活动 0。参见李安山: 5试析非洲地方民族主义的演变 6, 载 5世界经济与政治 6 2001年第 5期。

张宏明著: 5近代非洲思想经纬: 18、 19世纪非洲知识分子思想研究 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年版。



政权以及军事政变的研究方面。吴期扬在 5非洲军队、军事政变与军政权 6 的研究报告中就对独立以来的

非洲军队、军事政变和军政权的发展变化情况做了全面和深入的探讨。¹ 他认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军队在非洲各国的历史上均占有突出的地位。它们在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 维护本国的主

权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非洲各国军队的建设虽然随着国家政治上的独立、经济的逐步发展而得

到了加强, 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 它们的建设道路仍留下了不少殖民统治的痕迹。

冷战结束后, 在多党民主运动浪潮的裹挟下, 非洲的地区主义、民族主义和分裂势力抬头, 部族冲突

和宗教矛盾激化, 内战、动乱和军事政变在进入 21世纪后仍此起彼伏。新形势下非洲军事政变产生的原

因和发展趋势成为学者们的关注点。贺文萍在 5非洲军事政变: 老问题引发新关注 6 一文中指出, 军事政

变是非洲国家历史上广泛经历的一种政治现象。冷战后, 外部势力对非洲丰富油气资源的觊觎已成为军事

政变发生的一种新动因, 非洲联盟以及西共体等非洲地区组织已成为遏制非洲军事政变的中坚力量。由于

导致其发生的各种内、外部因素还将长期存在, 非洲军事政变在短期内还不可能完全消除。对非洲军事政

变的遏制有赖于非洲国家民主体制的完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军队自身职能的转变, 以及国际社

会的大力支持。º

对于非洲地区冲突的成因和表现, 国内学者于 1979年就翻译出版了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关于非洲边

界划分和形成的权威著作 5非洲边界争端 6»。 2010年出版的 5非洲冲突研究 6 一书从多个角度分析了非

洲国家冲突的根源及对其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并深入探讨了如何避免冲突和再冲突、如何进行冲突后的重

建以及国际援助在其中的作用等方面的问题。¼ 另外, 自 1997年始,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每年

出版的 5国际形势黄皮书: 中东非洲发展报告 6 也及时对当年非洲在冲突、安全方面出现的重大事件进行

了分析。此外, 关于非洲资源与冲突形成的关系, 詹世明有较详细的论述。½ 关于部族问题与冲突的关系,

包茂宏在其论文中有所涉及。¾

对于冷战后非洲地区冲突的解决, 国内学者很早就开始关注非洲集体安全和维和的问题, 如夏吉生的

论文 5冷战结束后非洲的一个新课题 ) ) ) 依靠集体力量解决内部冲突 6 和张兴继、袁武的论文 5西非维

和行动及其引发的理论争议 6。¿ 近年来, 罗建波对非洲集体安全机制和自主维和的研究进一步深入, 他

在其专著 5通向复兴之路: 非盟与非洲一体化研究 6À 中专辟一章论述了非洲联盟与非洲大陆的冲突管

理, 从非盟、次地区组织以及非洲非政府组织这 3个不同的层面分析了非洲国家在建设集体安全机制方面

所作出的努力和面临的挑战。Á

另外, 针对非洲热点冲突的研究也有两部专著问世。葛佶等著的 5南部非洲动乱的根源 6 是一部深刻

剖析二战后到 20世纪 90年代以前南部非洲地区错综复杂的矛盾与斗争的一部著作, 有助于我们从南部非

洲的局部斗争透视冷战时期的美苏间全球大国政治。�lu 刘鸿武、李新烽主编的 5全球视野下的达尔富尔问

题研究 6�lv 则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系统论述达尔富尔问题的专著。该书从全球的视野全面论述了达尔富尔的

历史与现实、资源与环境、宗教与文化、冲突与维和、内外矛盾与大国角力、中国与苏丹关系等多方面的

内容, 融学术性、现实性、可读性于一体, 是一部关于达尔富尔问题的全景式深度透视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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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期扬: 5非洲军队、军事政变与军政权 6, 载 5西亚非洲资料 6 1995年第 2期专刊。

贺文萍: 5非洲军事政变: 老问题引发新关注 6, 载 5西亚非洲 6 2005年第 3期。

[埃及 ] 加利著; 仓有衡译: 5非洲边界争端 6, 商务印书馆, 1979年版。

邹恒甫、郝睿主编: 5非洲冲突研究 6,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0年版。

詹世明: 5非洲 /冲突钻石 0 的产生及影响 6, 载 5西亚非洲 6 2002年第 5期。

包茂宏: 5论非洲的族际冲突 6, 载 5世界历史 6 1999年第 1期。

夏吉生: 5冷战结束后非洲的一个新课题 ) ) ) 依靠集体力量解决内部冲突6, 载 5西亚非洲 6 1993年第 5期; 张兴继、袁武:

5西非维和行动及其引发的理论争议 6, 载 5西亚非洲 6 2002年第 3期。

罗建波: 5通向复兴之路: 非盟与非洲一体化研究 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年版。

袁武: 5现实与理想的落差 ) ) ) 解读冷战后联合国在非洲危机和冲突处理中的作用 6, 载 5西亚非洲 6 2009年第 4期。

葛佶等著: 5南部非洲动乱的根源 6,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年版。

刘鸿武、李新烽主编: 5全球视野下的达尔富尔问题研究 6,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8年版。



非 洲 政 治 人 物

20世纪 80年代, 国内学者在关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时自然也开始涉猎其领袖人物的介绍和研究。

1985年, 秦晓鹰、殷罡翻译的 5非洲当代领袖 6 问世, 书中详细介绍了从埃及的萨达特、塞内加尔的桑

戈尔到赞比亚的卡翁达等非洲国家共计 32位开国或关键历史时期的政治领袖人物。¹ 1987年, 现代国际

关系研究所还编辑了一本辞典性质的 5现代非洲名人录 6, 收录了非洲各行业的名人。º 1988年, 中国社

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编译了名为 5黎明的曙光 ) ) ) 非洲早期反殖民主义斗争中的风云人物 6 的内部

资料。 1989年, 陈公元、唐大盾、原牧主编的 5非洲风云人物 6 一书进一步对包括津巴布韦的穆加贝、

纳米比亚的努乔马等非洲国家共计 39位主要领导人的生平和思想作了概要的介绍。» 2005年, 陆庭恩等

主编的 5影响历史进程的非洲领袖 6 一书¼评介了 23位非洲当代政治人物, 他们中既有纳赛尔、恩克鲁

玛、尼雷尔等老一辈民族主义领袖, 以及穆巴拉克、奥巴桑乔、希萨诺等承上启下的一代民族主义领导

人, 也有姆贝基、穆塞韦尼等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涌现出的一批新型领导人。在对非洲国家第一代领导人

的研究中, 国内学术界对加纳领导人恩克鲁玛生平和思想的研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发表了不少论文, 研

究比较深入½。

进入 90年代以来, 随着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寿终正寝和民主新南非的诞生, 对南非首任黑人总统、

传奇人物纳尔逊 #曼德拉的经历及思想的研究成为国内非洲政治研究的一大热点。目前, 国内撰写、编译

和翻译出版的有关曼德拉的专著及传记已有 10多种¾。可以说, 对曼德拉生平及其思想的研究是对非洲政

治人物研究中最有成果的一个领域。

进入 21世纪以来, 随着非洲 /新一代 0 领导人登上非洲乃至国际政治的舞台, 他们的独特治国理念

及其对本国政治经济发展道路的不懈探索也吸引了中国学者的关注。其中, 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以其对非

洲问题的深刻认识、显著的政绩以及广泛的地区影响, 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也因此成为研究的重

点。¿。从整体上看, 中国学者认为, 非洲新一代领导人在政治上都积极探索并建立起非洲式的民主政体,

采取 /一党执政、多党参与 0 的模式, 保证对国家权力的绝对控制。经济上采取更加稳妥的政策, 务实色

彩浓郁。对外政策灵活务实。联合自强趋势明显, 共同防御意识增强。À

总之, 在短短的 30年里, 国内学者在非洲政治研究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由于篇幅和能

力所限, 笔者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研究成果, 在总结和论述的过程中难免挂一漏万。事实上, 学者对非洲政

治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扩大之中, 如对非洲的市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专门研究、对非洲国家的制

度化民主监督机制 ) ) ) /非洲互查机制 0 的研究, 等等。我们相信, 随着中国非洲研究队伍的不断加强,

对非洲政治问题的研究也必将不断走向深入。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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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 ] A1P1 J范伦斯伯格著; 秦晓鹰、殷罡译: 5非洲当代领袖 6, 重庆出版社, 1985年版。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 5现代非洲名人录 6, 时事出版社, 1987年版。

陈公元、唐大盾、原牧主编: 5非洲风云人物 6,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年版。

陆庭恩等主编: 5影响历史进程的非洲领袖 6,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年版。

唐大盾: 5试论恩克鲁玛的政治思想 6, 载 5西亚非洲 6 1983年第 4期; 秦晓鹰: 5评恩克鲁玛晚期政治思想的转变 6, 载

5世界历史 6 1984年第 6期; 张象: 5论恩克鲁玛政治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 6, 载 5南开史学 6 1989年第 1期。

由国内学者撰写的主要著述有: 杨立华编著: 5南非黑人领袖纳尔逊# 曼德拉 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8年; 杨立华著:

5曼德拉 ) ) ) 南非民族团结之父 6, 长春出版社 1995年; 温宪著: 5黑人骄子曼德拉6, 当代世界出版社, 1995年; 李安山著: 5南非

斗士曼德拉 6, 北京学苑出版社, 1996年。

魏翠萍: 5穆塞维尼执政七年: 政策、成就与问题 6, 载 5西亚非洲 6 1993第 5期; 董非: 5穆塞韦尼与黑非洲 /新一代 0

领导人的政策主张 6, 载 5西亚非洲 6 1998年第 3期; 魏翠萍: 5从 /无党政治 0 到多党民主 ) ) ) 乌干达政治体制演变探析 6, 载

5西亚非洲 6 2009年第 9期。

董非: 5穆塞韦尼与黑非洲 /新一代 0 领导人的政策主张 6, 载 5西亚非洲 6 1998年第 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