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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析 中 国 对 非 洲 外 交 中

的 不 干 涉 内 政 原 则

张 忠 祥

  内容提要  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和显著特色, 然而, 近年来随着中非

关系的快速发展, 此原则在对非洲外交中遭到西方国家的批评渐多。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中非

政治互信的重要基础, 是中非友好关系持久发展的内在动力。西方国家批评不干涉内政原

则, 既有价值观的差别, 又有经济利益的冲突, 并有打压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的目的。随着

非洲形势的发展变化, 以及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不断提升, 中国应与时俱进地进行政策

调整, 将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结合, 将不干涉内政原则和中国的责任有机地统一起来, 在平

等协商的基础上, 在联合国框架内积极参与在非洲的维和行动及热点问题的解决, 展现出负

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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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创办以来, 尤其是 2006年北京峰会召开以来, 随着中非关系的快速发

展, 不干涉内政原则在对非洲外交中遭到西方国家的批评渐多, 其中有的相当偏激, 有的不乏意识形

态色彩, 诸如 /漠视人权论 0¹、 /援助方式危害论 0º, 甚至指责 /中国喜欢与不民主的国家交

往 0», 等等。针对此类不实言论, 我们有必要进行一些理论上的反思和澄清。

不 干 涉 内 政 原 则 的 内 涵 和 理 论 依 据

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早在建国初期, 毛泽东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

强调说, /我们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 0¼。其中第三条就是 /互不干涉内政 0。

20世纪 60年代, 中国政府将不干涉内政原则写入指导发展与非洲及阿拉伯国家关系的 /五项立场0

和 /八项原则0 之中。改革开放后, 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继续实行不干涉原则。党

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我们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 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

路的权利, 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 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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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原则性的表述, 我们可以归纳出不干涉内政原则的主要内涵。狭义上的不干涉原则, 主

要是指在政治上不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 尊重各国选择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广义上的不干涉

原则, 还包括在提供援助和进行经济技术合作时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在文化上相互尊重、互相学

习、交流互鉴。笔者认为, 中国实行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下列三点:

11遵循国际法的原则。  不干涉内政原则是国家主权理论的必然要求, 符合 5联合国宪章 6 的

宗旨和原则、中国政府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理论

前提是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 这是国家主权所决定的。现代意义的国家主权理论是法

国政治学家让#博丹 ( Jean Bod in) 提出来的。博丹认为, 主权就是在国民之上不受法律限制的最高

权力。主权的内容十分广泛, 它至少包括 8个方面: ( 1)法律制定权; ( 2)宣战媾和权; ( 3)高级官员任

命权; ( 4)最高裁判权; ( 5)豁免权; ( 6)接受忠诚与官员就职时的宣誓权; ( 7)征税及铸造货币权; ( 8)拥

有至高无上的称号。主权有 3个特性: 绝对性、永久性和不可分割性。¹ 博丹的主权理论至今仍具有

现实意义。国家主权不仅是各国管理国内事务的最高权力, 同时也是其对外交往的合法权利和独立、

平等身份。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 应彼此尊重、平等相待、和睦相处; 不同文明和发展

模式应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和谐共存。尊重国家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 也是被 5联合国宪章 6

公认的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该宪章规定, /本组织系基于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0 /各会员

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 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 侵害任何会员国或

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0º 不干涉内政原则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 /万隆会议十项原则0 的

重要内容, 成为亚非国家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基本准则。

21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  中国主张不干涉内政原则, 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中国的传

统文化是儒道释的混合体, 核心是儒家思想。儒家以 /王道0 代替 /霸道0, 提倡 /和为贵 0, 所

以, 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爱好和平的民族, 在历史上, 郑和船队就是传播中华文明的和平使者。他们

在下西洋时, 没有侵占别国的一寸土地。明末清初的西方来华传教士曾对于中华民族的爱好和平赞叹

不已。儒家承认事物的多样性, 并不主张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 提倡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0、

/君子和而不同0。道家主张无为而治, 尊重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 也就是说对管理者而言, 干预越

少越好。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后, 部分地融入中国文化中。总之, 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强迫他人接受己

方文化, 而是具有更多的包容性, 因此, 中华文明对其他文明不是采取征服和统治的策略, 而是相互

借鉴、相互学习。

31体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思想。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坚持以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指导同各国发展关系的一贯原则。即便在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年代, 中国仍然十分强调

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不干涉内政, 严格执行 /五项立场 0 和 /八项原则0。改革开放后, 中国对待非
洲国家一如既往, 尊重非洲国家从实际出发选择发展道路。 1989年 3月 23日邓小平在会见乌干达总

统穆塞韦尼时说: /要根据本国的条件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 搞好民族团结, 通过全体人民的共同努

力, 使经济得到发展。我很赞成你们在革命胜利后, 不是一下子就搞社会主义。我和许多非洲朋友谈

到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 也不要搞封闭政策, 那样就不会获得发展。0»

今天, 中国对内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 对外倡导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和谐

世界的核心也是不干涉内政原则。因为只有遵守这一原则, 才能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

作、互赢精神, 才能在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 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建设和谐世界最坚实

的基础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因为, 发展中国家一般都主张文明的多样性,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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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胡锦涛在纪念万隆会议召开 50周年大会上所言: /要发扬亚非会议求同存异的优良传统, 倡导

开放包容精神, 尊重文明、宗教、价值观的多样性, 尊重各国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自主权, 推

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 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0¹

不 干 涉 内 政 原 则 是 中 非 双 方 政 治 互 信 的 重 要 基 础

中国在对非洲外交中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不仅有坚实的理论基础, 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

干涉内政原则是中非政治互信的重要基础, 是中非友好关系持久发展的内在动力。半个多世纪以来,

在与非洲国家开展合作的过程中, 中国恪守不干涉内政原则。无论在提供经济技术援助, 还是进行投

资开发或经贸合作时, 中国始终坚持尊重非洲国家的主权, 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中国不仅自己坚持

不干涉内政原则, 而且反对别国干涉非洲及其国家的内部事务, 在国际舞台上为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

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进入新世纪, 不干涉内政原则还被写入中国对非洲宣言和一些文件中。 2000

年 10月发表的 5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 6 强调: /所有国家都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 任何国

家或国家集团都无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国或以任何借口干涉别国内政, 或单方面对别国实施强制

性经济措施。0 /将人权问题政治化以及在提供经援时附加人权条件, 本身就违反人权, 应予以坚决

反对0。º 2006年 1月, 中国政府首次发表对非洲政策文件重申, /中国政府将根据自身财力和经济发

展状况, 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并逐步增加力所能及和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0»。

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符合中非双方的共同利益。非洲之所以还是世界上经济最落后的大陆, 其主

要原因之一是外来干涉太多, 阻断了非洲正常的发展道路。追溯历史, 400多年奴隶贸易和长期殖民

统治是造成非洲今天落后的主要原因, 非洲国家独立后战乱不断, 也与外来干涉有关, 如苏联、美

国、古巴、南非等国均曾卷入长达 27年的安哥拉内战之中, 而且今天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冲突也与

外来干涉有关, 包括邻国插手, 西方国家偏袒, 使一些反叛组织不愿走到谈判桌上来。 20世纪 80年

代以来, 西方强加给非洲的附带政治条件的结构改革方案也基本上是失败的。¼ 所以, 坚持不干涉非

洲国家内部事务的原则有助于保持非洲的稳定和发展。因而, 以不干涉内政原则为核心的中国模式在

非洲受到普遍欢迎。塞内加尔总统瓦德曾说, /中国模式可以让非洲汲取很多经验 0½。坦桑尼亚前总

统姆卡帕曾指出, /中国对非洲援助的效果要比西方的更有效。0¾ 卢旺达驻欧盟大使约瑟夫 #博恩沙

说: /中国的价格通常比欧洲更具竞争力, ,中国的援助没有附加条件, 中国提供的贷款往往是无息

或低息的。0¿ 非洲国家将 /对任何成员国的内部事务不得干涉 0 的原则写入了 5非盟宪章 6。À

中国同样反对别国干涉中国的内政, 中国在近代有过一段被侵略、遭奴役的血泪史, 所以新中国

成立后, 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对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毫不含糊, 哪怕当时与中国结盟的苏联也

不能损害我们的主权。在建国初期, 当苏联提出组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动议时, 被毛泽东严正回

绝。同样, 中国反对西方国家利用人权等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在反对外来干涉方面, 中国与非洲国家

的观点较为接近, 因为双方有相似的历史遭遇, 所以中国也得到非洲国家的普遍支持。 1989年中国

发生政治风波后, 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 而非洲国家领导人一如既往来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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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还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支持中国, 挫败了西方国家的反华提案。 2005年 3月, 中国人大公布

/反分裂国家法0, 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均表示理解和支持。

新的历史时期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20世纪 50~ 80年代, 中非政治互信的基

础是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当时中国把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作为自己的外交方针之

一。中国坚定不移地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反对外来干涉, 捍卫民族独立。从埃及苏伊士运河危机

到纳米比亚独立, 中国向非洲人民给予了大力支持。我们不仅在政治上、道义上全力支持非洲人民,

而且在物资、财政方面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当时, 中国宁可推迟与法国建交, 也要积极支持阿尔

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中国与非洲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中国改革开放不断

深入, 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由国际体系中的革命者变为国际体系的改革者和维护者。非

洲则开始了多党制和民主化, 非洲老一代领导人纷纷退出政治舞台, 中非政治互信的基础有微妙的变

化趋势。在这种形势下, 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更加具有现实意义。一方面, 中国的不干涉内政原

则与西方动辄干涉别国内政形成鲜明对照; 另一方面, 中国可以利用自身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的地位, 阻止别国干涉非洲国家的内政。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成为中非双方政治互信的重要基础。非洲

把中国视为与西方平衡的一个可以依靠的力量, 尤其是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 非洲在联合国安理

会改革、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中的代表权, 以及维护和平和防控疾病等方面, 均得到了

中国更大的支持。

西 方 国 家 对 不 干 涉 内 政 原 则 的 非 议 及 成 因

目前, 西方国家对中国对非洲外交的批评和指责大致可概括为: /新殖民主义论 0、 /掠夺资源

论 0、 /漠视人权论0、 /援助方式危害论0 和 /破坏环境论0 等。其中 /漠视人权论0 和 /援助方式
危害论 0 直指不干涉内政原则。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在 5非洲的中国名片 6 一文中的说法具有一定的

代表性, 该文声称: /近年来, 西方援助者开始要求它的非洲多数受援者在透明度、人权和经济开放

等方面进行改进, 而非洲新的合作伙伴中国只求合作, 不提其他要求 0¹。西方国家对中国不干涉内

政原则的指责, 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如下:

(一 ) 全球治理是西方国家的理论依据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全球性问题日益严重, 西方学术界提出了全球治理

理论, 它强调善治 ( good governance), 其基本要素有合法性、法治、透明度、责任性、廉洁、公正、

有效和稳定等。全球治理理论建立在政府的作用和国家的主权无足轻重、民族国家的疆界模糊不清这

一前提之上, 强调治理的跨国性和全球性。 /客观上有可能为强国和跨国公司干涉别国内政、推行国
际霸权政策提供所谓的理论依据。0º 事实也是如此, 西方以全球治理理论为指导, 以 /善治0 为由

干涉非洲国家的内政, 并且指责中国与苏丹、津巴布韦等非洲国家发展正常经贸关系。

(二 ) 推行价值观是西方国家的政治要求

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以来, 西方在非洲推行多党民主制, 将经济援助与民主化挂钩, 甚

至为非洲国家中的反对党提供活动经费, 逼迫非洲国家采用西方政治模式。当年, 美国驻肯尼亚大使

就曾积极扶植肯尼亚反对派, 逼莫伊总统进行政治改革, 实行多党民主制。时至今日, 非洲有 50个

国家实行了民主化, 但是, 民主化在非洲还不能说完全成功了。按照美国的标准, 撒哈拉以南非洲

48个国家中只有 10个国家才是民主国家。最让西方不满意的非洲国家是苏丹和津巴布韦。苏丹被美

#14#

 西亚非洲  2010年第 1期

¹

º

Lou isa Lom bard, / A frica. s C h ina Card0, F oreign Policy, April 2006, ht tp: / /www1 foreignpo licy1 com / story /cm s1php? story _

id= 34191

俞可平主编: 5全球化: 全球治理 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31页。



国指责为支持恐怖主义, 在达尔富尔危机中, 苏丹又被西方国家认定为进行了种族屠杀。津巴布韦原

为西方国家看好的非洲国家发展的样板, 2000年以后因为土地改革与英国闹翻, 西方国家指责穆加

贝在选举中作弊, 将津巴布韦打入另类国家之列。 2009年 8月, 美国一直希望南非在津巴布韦问题

上发挥作用, 但是南非祖马政府没有使美国满意, 而被指责为 /像一个流氓国家0¹。
中国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弱化西方的附加政治条件援助模式, 从而削弱西方在非洲的影响力。普林

斯顿#利曼认为, 中国在非洲保护违反人权的国家及无视非洲国家治理和透明度问题对西方国家形成

挑战。º 国内著名非洲问题专家李安山教授认为, /中国与非洲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方针和援助是双

向的理念使西方强调只有在提高治理能力的基础上才能提供援助的政策失去法理性和实际效果。0»

(三 ) 经济利益是西方国家的现实需求

非洲蕴藏着石油、黄金, 以及其他稀有金属在内的重要矿产资源, 同时还是一个具有丰富市场潜

力的大陆。西方国家、尤其英国和法国一直视非洲为它们的后院与势力范围。近年, 中国在非洲的影

响渐增。中非贸易从 2001年的 108亿美元增加到 2008年的 1 068亿美元, 年均增长 3817% ; 中国对
非洲直接投资 (非金融类 ) 流量由 2001年的 5 000万美元增加到 2008年的 919亿美元, 年均增长
53% ¼; 中国从非洲的石油进口量已占石油进口总量的 1 /3, 中国与苏丹经济互利合作取得很大的成

功。中非经贸合作的快速发展引起了西方的不满和紧张。欧盟和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分别于 2005 ~

2006年之交发表了 5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6, 将中国视为在非洲的对手。

总之, 西方批评中国对非洲外交中的不干涉内政原则, 其根本目的是打压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

背后有其经济目的。中国与苏丹、津巴布韦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都成了 /罪状 0½。其实, 这在很大

程度上与中国同苏丹开展卓有成效的经济合作不无关系。至 2008年底, 中国在苏丹的投资达 100亿

美元, 在苏丹的工程承包额 30亿美元。此外, 西方国家还想让中国放弃自己的对非洲合作模式, 将

对非洲援助纳入它们的轨道。

不 干 涉 内 政 原 则 与 中 国 的 责 任

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是真心实意地为了非洲的稳定和发展, 并不是明哲保身。随着非洲形势

的发展变化, 以及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 中国与时俱进地进行政策调整, 将不干涉内政的原

则性和灵活性有机结合, 并与中国的责任有机地统一起来, 展示出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

1990年以来, 中国开始参加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 尤其是 2003年以来, 中国加大了参与维

和行动的力度, 向刚果 (金 )、利比里亚和苏丹派出成建制的非作战部队。截至 2009年 6月, 有

1 624名中国军人在非洲参与 6项维和行动, ¾ 占中国目前维和人员总数的 7514% , 是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中向非洲派遣维和行动最多的国家。

2008年 12月, 中国首次派海军舰艇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 执行护航任务。这在新中国历

史上是破天荒的。长期以来, 中国没有在海外驻有一兵一卒, 况且是向敏感的非洲海域派遣护航编

队, 此举是否会引起非洲国家误解? 是否会引发新的 /中国威胁论? 0 事实上, 我们的护航行动是有

合法依据和正当利益的: 首先, 中国有安理会的多个打击索马里海盗决议和联合国的授权; 其次,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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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已经索马里过渡政府的同意; 最后, 中国在非洲海域的正当权益需要保护。

中国参与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 (截至 2009年 6月 )

维 和行 动 名称 维 和地 点 维和 人 员类 别及 人数

西撒特派团 西撒哈拉 军事观察员 ( 13 )

联刚特派团 刚果 (金 ) 部队 ( 218 )、军事观察员 ( 16 )

联非达尔富尔混合行动 苏丹 部队 ( 324 )

联利特派团 利比里亚 部队 ( 564 )、警察 ( 16)、军事观察员 ( 2)

联苏特派团 苏丹 部队 ( 444 )、警察 ( 18)、军事观察员 ( 2)

联科行动 科特迪瓦 军事观察员 ( 7 )

合计 1 624

  Sou rce: UN M ission. s Contribu tions by Coun try, see http: / /www1un1 org /peace/peacekeep ing /contribu tors/ index1htm, Jun e 30, 20091

在新形势下, 中国与非洲国家开展合作的时候, 不干涉内政原则与 /磋商机制0 并不矛盾。不

干涉内政是总的原则, 磋商只是一种手段, 并以前者为基础。在尊重非洲国家主权的前提下, 中国有

时以老朋友和在国际事务中负责任大国的双重角色, 就有关问题与非洲国家进行磋商, 推动相关热点

问题的政治解决。比如中国通过 /磋商机制 0 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起了建设性作用。中国设立达

尔富尔问题中国政府特别代表, 与各方保持着密切联系与沟通, 为推动该问题的妥善解决坚持不懈地

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2006年胡锦涛主席访问苏丹时, 与苏丹总统巴希尔就解决达尔富尔问题

交换了看法,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此基础上, 2007年 7月, 中方在任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间积极

推动安理会一致通过在达尔富尔开展混合维和行动的第 1769号决议, 使国际社会为推动达尔富尔问

题解决所做的努力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中国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遣 315人的多功能工兵连, 这是除非洲

国家以外最早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驻维和部队的国家。此外, 中国积极向达尔富尔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

助, /包括向达尔富尔人民提供了 114亿元人民币的援助, 我们还向非盟特派团和联合国信托基金提
供了援助, 我们在苏丹当地的公司也参与了打井、提供学校必要设备等等 0¹。

结   语

中国在对非洲外交中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 尊重非洲国家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 在提供援助时不

附加政治条件, 这些都有利于非洲的和平与稳定。如果我们放弃这一原则, 那么只有两种选择, 其一

是与西方国家一道干涉非洲国家的内部事务, 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和外交原则。其二, 执行另一

条标准, 干涉非洲的事务, 就会重新出现冷战时期美、苏争霸的局面。这同样也违背中国的利益和外

交原则。所以, 中国对非洲外交应该继续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 发挥政治上的影响力、道义上的感召

力, 密切与非洲国家的政治互信。

另一方面, 国际形势和非洲局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非盟的 /互查机制 0 和 /非漠视原则 0

提出了对成员国适当干预的新理念, 非盟有权在成员国出现 /战争罪行、种族屠杀、反人类罪 0 等

情况下对其进行干预。º 在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同时, 我们还应该与时俱进地采取一些灵活做法,

积极探索新的合作方式与途径。比如充分发挥中国与非洲国家传统友好的政治优势, 通过平等磋商,

建议有关方面采取灵活的做法, 帮助解决非洲热点问题, 实现非洲的和平与发展。当然这需要具备几

个条件, 即当事国的同意、联合国的授权, 以及非盟的支持。

(责任编辑: 安春英  责任校对: 詹世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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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imary Thought on Constructing the D istinctive / Chinese A fricaology0

L iu H ongwu pp15- 10

  W ith the increasing accumu lation o f Ch ina. s
diplomatic pract ice and experiences w ith in thirty

years, and the great change of the framew ork o f

re lations betw een China and the outside world, the

Chinese academ ics and scho lars have been m aking

efforts to g ive the ir own theoret ical responses and

try ing the ir theoret ical innovat ion and inte llectua l

changes. A frican stud ies, today, is becom ing the

/ new front ier0 tow ardsw hich the Chinese academ ics

are w ork ing and the new fie ld o f theo retica l

innovat ion in constructing the d istinct ive Ch inese

A fricaology. From the view o f further future) the

grand background o f the structural change of the

re lationship o f the outsidew orld that is brought abou t

by Ch ina. s developmen,t the deploitation of and

probe into the / new academ ic front ier0 of A frican

studies w ill produce some important leading and

benefic ia l functions for casting themodern nature o f

China. s learning such as explo it ing the g loba l

v ision, structuring the emo tion o f the wo rld,

w aken ing subjective consc iousness and form ing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1

On the Non- interference Principle of China . s D iplom acy in Africa

Zhang Zhongx iang pp111- 16

  Non- interference has been the basic principle
and ma in feature of Ch ina. s d ip lom acy. However,
along w ith fast development of Ch ina - A frica

re lations in recent years, this principle has been

fac ing more and more criticism s from the w est

countries. The purposes o f thew est crit icism s are to

distain Ch ina. s developmen,t ow ing to d ifferent

value and conflict of econom ic interests w ith Ch ina.

W ith the changes of A frican situation and the rise o f

its position and in fluence in the internationa l

society, Ch ina has been ad just ing its A frican

po lic ies, combining princ ip les w ith flex ib ility and

unifying the non- interference princ ip le and Ch ina.
s responsibilit ies, and has jo ined in the peace -

keeping actions and hot issue so lu tions in A frica

based on equal consu ltat ions, presenting good

images as a responsib le pow er.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Econom ic and SocialDevelopm ent in Botswana

Xu R enlong pp129- 33

  W ithin the forty years since its independence,

Botsw ana has stepped into an econom ic deve lopm ent

road in acco rdance w ith its ow n situation of h istory,

society, geograph ica l location and natura l condi2
t ions. Bo tsw ana. s deve lopment experience depends
on: flex ibly and pract ica lly dealingw ith the relations

w ith its hostile neighbors and former suzerain pow er;

effectively overcom ing financ ia l d ifficu lties in the

early days of its independence; implementing a

m ixed econom ic system of coex istence o f d iverse

forms o f ow nership, prov id ing cond it ions o f

introduc ing in fore ign investment and techno logy to

deve lop the nat iona l economy; ad just ing measures to

the loca l cond itions and v igorously deve loping

stockbreed ing and m ining industry so that the

econom ic base being solidified; adjusting measures

to different times and implement ing the strategy o f

diversified econom ic deve lopm ent so tha t the

economy being deve loped in sustainab ility. A ll the

above measure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steady

deve lopment o f Botsw ana. s economy and improve2
men t o f its people. s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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