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讨论: 新国际环境视角下的中非关系

自 2000 年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创立以来，中非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

时期，中国在非洲已成为最有影响的行为体之一。与此同时，当今世界亦处

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非洲的发展步伐不断加快，仍在探索符合

非洲实际的发展道路。西方国家一方面对非践行 “新干涉主义”，另一方面也

无法不从政治、经济和地缘因素出发重新审视和对待非洲。国际社会对中非

关系评价多元而复杂，既有赞扬，也有批评甚至诋毁。因此，随着中国对非

洲地缘经济与政治版图的重塑，评估中非关系需要将其置于国际环境视野下

来考量，要有新视野、新方法、新观点。

本期共刊发 6 篇专题论文。李安山教授的 《中非关系研究中的方法论刍

议———兼谈资料利用问题》一文，以务实性笔触分析了非洲研究中开拓中国

学者研究视角的重要性，提出了学术研究观点的独立性问题，阐述了丰富与

拓展研究资料来源的路径，由此体现作者对于如何推进中非关系研究的深入

思考以及对于学者学术使命的理性认知; 《中非关系的国际贡献论初探》一文

对于系统探讨中非关系的国际贡献进行了有益尝试，文中对于中非关系上升

为理论层次的新观点论述值得特别关注; 对于中国对非援助议题，学界持续

关注热度，而《中国对非洲援助的“战略平衡”问题》一文的最大特点在于

赋予中国对非援助一种国际视野，并且提出了对非援助需要 “战略平衡”的

重要观点; 《中国、非洲与世界工厂》一文，正视中、非双方产业升级与发展

的现实困境，基于非洲成为世界工厂的优势与劣势，大胆而新颖地提出 “世

界工厂是非洲改变单一经济结构的最佳选择及现实机遇”之论断，并进而论

及实现非洲世界战略成功的关键路径及中国的参与合作方式，若结合当下新

的国际产业地理布局与中非经济合作态势，该论题宜持续研究; 朱伟东教授

的文章探讨了中非民商事法律纠纷的形式和特点，并指出仲裁是目前解决纠

纷的最佳方式; 《中国与南苏丹石油合作的机遇与挑战》一文契合了因争夺石

油而发生的苏丹向南苏丹宣战这一情势，点明中国在南苏丹石油开发运作中

存在哪些机遇与问题，并提出了一些中肯的对策建议，有助于我们探究在政

治不稳定地区经济合作的可持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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