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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将 30年来中国学者对中非关系的研究概况大致梳理如下: 中非关系研

究的肇始、 30年的研究成果、参考资料、非正式出版物和研究机构的作为。笔者认为, 中

国学者对古代中非交通史和近代中非关系 (包括非洲华侨华人史 ) 的研究比较突出。在当

代中非关系问题上, 由于近年来中非合作发展迅速, 国际上的反应比较强烈, 中国学者面临

的挑战也不同寻常。然而, 这方面的研究虽然较多, 但在质量上有待提高。随着中非关系的

不断拓展, 中国学者对中非关系的研究也将大大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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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安山,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哲学博士 (北京

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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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非 关 系 研 究 的 肇 始

早在汉朝以前, 中国与埃及即存在文化交流。¹ 杜环可能是首位留下有关非洲文字记载的中国

人。º 早期典籍提及非洲的还有唐段成式的 5酉阳杂俎6、宋周去非的 5岭外代答 6 和赵汝适的 5诸

蕃志6、元汪大渊的 5岛夷志略6 等。明朝随郑和远洋的费信的 5星槎胜览 6、马欢的 5瀛涯胜览 6

和巩珍的 5西洋番国志6 均提及非洲。对非洲的记载虽不断增加, 但或为道听途说, 或限于表面。

清代后期, 西风东渐, 中国人开始走出国门。樊守义于 1707年随传教士艾逊爵赴欧, 留下的 5身见

录 6 记有南非情况。谢清高在 5海录 6 中记载了毛里求斯的情况。传教士带来的地理知识冲击着以

中国为中心的观念, 有识之士开始收集信息。林则徐的 5四洲志 6 介绍世界地理人文, 涉及非洲国

家、城市和民族。虽然他成为清政府的替罪羊, 但他的资料却使魏源得以编纂 5海国图志 6。此书作

为中西关系的里程碑, /标志着向有知识者展示外部世界真实图画的第一次系统尝试 0»。颇具讽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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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非洲 -中国合作机制可持续发展研究 0 的阶段性成果。

参见 5人民日报 6, 1993年 4月 2日; 孙毓棠: 5汉代的中国与埃及 6, 载 5中国史研究 6, 1979年第 2期。

杜环在 751年的怛逻斯 (今译 /塔拉斯 0 ) 河战役中被大食人所俘。他后来从海路回国, 所著 5经行记 6 有 /摩邻国 0 一

节。学者多认为摩邻地处非洲, 具体地点有马格里布、毛里塔尼亚、利比亚、摩洛哥、马林迪、曼迪、麦罗埃、阿克苏姆、西非之

说。参见李安山著: 5非洲华侨华人史 6,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49~ 50页。

Wm1 Theodore D e Bary, W ing - Tsit Chan and C hester Tan, com p iled, S ources of Ch ine se T radi tion, Vol12, C olum b ia Un iversity

Press, 1960, p1101



味的是, 此书在中国朝廷无人问津, 却受到日本政府的重视。徐继畲在 5瀛寰志略 6 中描述了非洲
不同地区及西印度洋岛屿。丁廉和巴仲和可能是亲临非洲内陆的首批中国人, 俩人曾于 1877年陪同

丹麦人访问东非, 丁廉在 5三洲游记 6 中详细记载了东非内陆的政情民风。

民国时期, 中国学者继续探讨中非关系。张星烺先生在 1930年即得出中非交往源远流长的结论。

他将古代典籍爬梳整理编成汉唐、宋元明代中国与非洲之交往各章。他对典籍的疑难之处进行详细注

释, 留下难得的史料汇编。¹ 岑仲勉先生于 1935年发表的唐朝中非交往的文章列举了波斯湾至东非

的航线。º 中非关系研究的另一方面是介绍西方学者的有关论著, 冯承钧先生贡献卓著。他从 1934

年开始翻译伯希和 ( P1Pelliot)、费瑯 ( G1Fernand) 等法国汉学家发表在 5通报6 ( T . oung Pao) 和

5亚洲学报6 ( Journa lA siat ique) 等学术刊物上的有关著述, 其中包括中非关系方面的论文。» 1949

年以后, 学者仍在寻找早期中非关系的证据。¼ 一些学者 (如向达先生 ) 有志于研究中非关系史, 但

未能如愿。½ 张铁生先生的 5中非关系史初探6 是中国学者第一部研究中非关系的著述, 涵盖中国与

东非、北非的海上交通史。虽然只是论文集, 但这一著述为后人研究打下了基础。¾ 也有学者论及国

别之间友好关系。¿ 尽管中国学者对中非关系史的研究早于外国学者, 但由于这些研究较为零散, 同

时对外交流甚少, 国际学术界更熟悉戴闻达、费勒西和菲利普#斯诺等名字。À

三 十 年 的 主 要 成 果

中非关系源远流长, 但对非洲较为系统的研究则是始于改革开放。Á 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学术的

繁荣和中非关系的研究。 1979年的两项研究颇具代表性, 系杜葆仁、孙毓棠先生以考古资料和古代

典籍为基础的研究。�lu 30年来, 涉及中非古代关系研究的学者有唐锡仁、张象、朱凡诸先生。�lv 孙毓

棠先生曾对隋唐的中非关系有所研究, 但成果生前未发表。�lw 张俊彦先生研究了 14~ 20世纪初中国

与西亚非洲的海上交往, 并涉及杜环著作中的非洲地名。关于 /摩邻 0 的位置, 学者看法不同, 近

来有学者认为它在西非。�lx 张俊彦先生支持 /摩洛哥 0 说, 其理由是杜环提到摩邻位于秋萨罗即卡斯

蒂利亚西南; 抵达摩邻穿过的大沙漠即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周围沙漠; 唐朝著作提到 /摩邻0 及摩
洛哥东部邻国。�ly 马文宽和孟凡人用大量考古资料对非洲出土的中国古瓷进行了探讨, 批驳了过分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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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 5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6, 第 2册第 2编, 中华书局, 1977年版, 第 5~ 115页。

参见岑仲勉: 5自波斯湾头至东非中部之唐人航线 6, 载 5东方杂志 6, 第 41卷第 18期 ( 1945年 5月 )。

如 / 5瀛涯胜览 6 中之麒麟 0、 /@靬为埃及亚历山大城说 0 等。参见冯承钧译: 5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 6, 商务印书馆,

1962年版, 第一编, 第 110~ 113页; 第七编, 第 34~ 35页。此外, 清地理著作 5小方壶斋舆地丛抄 6 有 7篇关于非洲的译作。

参见夏鼐: 5作为古代中非交通证据的瓷器 6, 载 5文物 6, 1963年第 1期, 第 15~ 19页。

参见阎文儒、陈玉龙编: 5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 6,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第 20~ 45页。

参见张铁生著: 5中非交通史初探 6, 三联书店, 1965年版。

参见马坚: 5中埃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关系 6, 载 5新华月报 6, 1955年第 6期; 李希泌: 5从非洲最早来中国的旅行家之

一 ) ) ) 伊本# 拔图塔 6, 载 5文史哲 6, 1964年第 2期。

See J1 J1L1Duyvendak, C hina. D iscovery of Af rica, S tephen Aust in and S ons, 1947; T eobaldo Files,i Ch ina and Af rica in th eM idd le

Ag es, London: Frank C ass, 1972; Ph il ip Snow, The S ta r Raf t: Ch ina. s Encoun ter w ith Af rica, London: W eid enfeld and N icolson, 19881

参见李安山: 520世纪的中国非洲研究 6, 载 5国际政治研究 6, 2006年第 4期。

参见杜葆仁: 5从西安唐墓出土的非洲黑人陶俑谈起 6, 载 5文物 6, 1979年第 6期; 孙毓棠: 前引文。

参见唐锡仁: 5我国史籍关于非洲部分地区的记载和认识 6, 载 5世界地理集刊 6, 1981年第 2期; 朱凡: 5中国文物在非洲

的发现 6, 载 5西亚非洲 6, 1986年第 4期; 朱凡: 5郑和在非洲的活动 6, 载 5暨南大学研究生学报 6, 1986年第 1期; 张象: 5古

代中国与非洲交往的四次高潮 6, 载 5南开史学 6, 1987年第 2期; 张象: 5古代中非关系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6, 载 5西亚非洲 6,

1993年第 5期。

参见孙毓棠: 5隋唐时期的中非交通关系 6, 载 5孙毓棠学术论文集 6, 中华书局, 1995年版, 第 436~ 449页。

参见王颋: 5摩邻: 中国中世纪关于西非洲的记载 6, 载 5中国史研究 6, 2001年第 1期。

参见张俊彦: 5古代中国与西亚、非洲的海上往来 6, 海洋出版社, 1986年版。多数学者赞成这一观点。



低中国海运能力的观点, 揭示了中非关系史的重要一页。¹ 李新烽利用派驻非洲的便利, 对郑和非洲

之航及当地遗迹进行实地考察后写出了自己的著作。º

对古代中非关系研究较为突出者有陈公元、许永璋和沈福伟 3位。陈先生从 1980年开始发表相关

论文, 其著作以小丛书形式出版, 贯穿中非交往史。» 许先生于 20世纪 80年代初发表的论文对中非早

期交往和二十四史中记载的非洲进行了考证与研究。¼ 近年出版的论文集收入了他发表的有关中非关系

的论文 20余篇。½ 沈先生从 1983年起开始发表有关论文。¾ 他的著作首次详细研究了中非政治、经济和

文化交往史, 时间跨度大, 涉及范围广。很多学者认为, 中国与埃及交往有很长历史, 但与撒哈拉以南

非洲交往较晚。他认为, 中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直接交往始于汉朝; 抵达中国的首个撒拉哈以南非洲

使团来自埃塞俄比亚港口城市阿杜利斯 (位于今厄立特里亚 ), 于公元 100年到达洛阳; 埃塞俄比亚的

阿克苏姆王国是 /第一个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0。他认为, 杜环提到的摩邻国不过是阿

克苏姆的别称。¿

对近代中非关系研究贡献卓著者为艾周昌先生。他指导的研究生论文多为近代中非关系的研究。

有学者认为, 1400~ 1950年代中非关系一直处于隔绝状态, 即中非关系中断了 500年。À 艾先生梳罗

并分析了丁廉 1877年东非之行后留下的 5三洲游记6, 并考证了地名和人名, 为近代中非关系史揭

示了新的资料。通过综合近代中非关系的史料, 他纠正了中非关系长期停滞的观点。Á 他指出, 中非

早在公元前 2世纪到公元 6世纪就通过 /丝绸之路0 进行交往, 中国文化的西传以及埃及技术的东

传 /都归功于这条 -丝绸之路 . 0�lu。他的主要贡献是对近代中非关系史的研究, 并首次对当代中非

关系进行了梳理。他还著文剖析了民国时期的中非关系。�lv 中非近代关系史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华工与

华侨。张芝联先生最早研究清末南非金矿华工的待遇。�lw 20世纪 80年代初, 艾周昌、许永璋、彭家

礼、徐艺圃等人均论及非洲华工。�lx 5非洲华侨华人史6 利用非洲华人出版的多种报刊杂志等刊载的
原始资料, 分析了非洲华人的起源、适应和融合。在 /二十世纪中国世界史研究 0 学术研讨会的主

题发言中, 中国史学会副会长齐世荣教授称此书为 /填补空白之作 0。该书的出版引起了国际学术界

的注意,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了这一新闻, 美国和加拿大非洲学会的杂志分别对该书进行评论。�ly

作者指出: /中国人移民非洲的人数将大大增加。0�lz 这一预言已应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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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马文宽、孟凡人著: 5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 6, 紫禁城出版社, 1987年版。

参见李新烽著: 5记者调查: 非洲踏寻郑和路 6, 晨光出版社, 2005年版。

参见陈公元: 5中非历史上最早的外交关系6, 载 5西亚非洲 6, 1980年第 2期; 陈公元著: 5古代中国与非洲的友好交往 6, 商

务印书馆, 1985年版。

参见许永璋: 5古代到过非洲的中国人 6, 载 5今昔谈 6, 1982年第 6期; 许永璋: 5古代到过中国的非洲人 6, 载 5史学月刊 6,

1983年第 6期; 许永璋: 5二十四史中记载的非洲 6, 载 5河南大学学报 6, 1984年第 4期。

许永璋: 5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史考论 6,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4年版。

参见沈福伟: 5元代航海家汪大渊周游非洲的历史意义6, 载 5西亚非洲 6, 1983年第 1期; 沈福伟: 5中国和非洲国家最早建

立的外交关系 6, 载 5海交史研究6, 1984年第 6期。

参见沈福伟著: 5中国与非洲: 中非关系二千年 6, 商务印书馆, 1990年版, 第 72~ 73页、 227页; 沈福伟: 5十四世纪至十

五世纪中国帆船的非洲航程 6, 载 5历史研究 6, 2005年第 6期。

See A lanH u tch ison, China. s Af rican R evolution, London: H utch inson, 1975, p121
参见艾周昌编注: 5中非关系史文选 ( 1500~ 1918) 6,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

艾周昌、沐涛著: 5中非关系史 6,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第 24页。

参见艾周昌: 5民国时期的中非关系 ( 1911~ 1949) 6, 载 5北大史学 6, 1993年第 1辑。

参见张芝联: 51904~ 1910年南非英属德兰斯瓦尔招用华工事件的真相 6, 载 5北京大学学报 6, 1956年, 第 3期。

参见艾周昌: 5近代华工在南非 6, 载 5历史研究 6, 1981年第 6期; 许永璋: 5近现代时期南非的华工与华侨 6, 载 5山西

大学学报 6, 1982年第 3期; 彭家礼: 5清末英国为南非金矿招募华工始末 6, 载 5历史研究 6, 1983年第 3期; 徐艺圃: 5清末英属

南非招工案初探 6, 载 5文献 6, 1984年第 22期。

See Jam esG ao, / Book R eview: A H istory of Chinese Overseas in Af rica0, Af rican S tud ies R ev iew, 44: 1 ( 2001 ) , pp1164- 165;

M ich ael C1Brose, / Book Rev iew: A H istory of ChineseOversea s in Africa0, Canad ian Journa l of African S tudies, 36: 1 ( 2002) , pp1157- 1591

李安山著: 前引书, 第 513页。



陆庭恩和汪勤梅两位先生注重当代中非关系的研究。陆先生的 5非洲问题论集 6 汇集了他多年
发表的论文, 包括有关中非关系的 7篇论文。作者认为, 亚非会议为中非关系的发展 /开辟了广阔

的前景 0; 周总理首次访非为我国在非洲树立了和平友好的形象, 他提出的对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

的五项原则与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的影响远远超出此次访问的国家; 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工程是同一

些西方国家进行了历经两年多尖锐斗争才确定下来的一场 /特殊形式的政治斗争 0。¹ 汪勤梅先生一

直致力于当代中非关系的研究, 从 1994年至今发文论述中国三代领导人与非洲的关系、中非经贸合

作, 以及中非关系的历史与现状。º 黄泽全先生也在中非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和对非洲投资方面发表

了大量文章与著述。» 此外, 一些长期从事非洲研究的学者也发表文章论述中非关系。¼

中国学者合编的 5非洲通史6 均有专门章节论及中非关系。古代卷第 12章关于 /中非交通的开
辟是以丝绸为媒介0 的观点颇有价值; 但 /公元 6世纪以后是中非关系的大发展时期 0 的论断言过
其实。½ 近代卷的作者论述了中非贸易的扩展、澳门黑奴的认定、华奴到华工、游记的辑录、官方关

系及反殖斗争的相互支持等方面, 并认为近代中非官方关系与古代不同: 古代的双方关系是独立国家

之间的平等友好关系, 近代双方则处于殖民者的控制之下。¾ 现代卷记述了建国初期、万隆会议、周

总理访问非洲、 20世纪 70~ 80年代中非关系, 探讨了 1982年中国政府总理访问非洲时提出四项原

则后中非合作的新方式 (如合资企业、承包工程、劳务合作、管理合作等 ), 认为中非之间开展多种

形式的互利合作不仅可能, 而且 /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0。¿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中非关系迅速扩展。对中非关系的研究逐渐从历史文化转到经贸投资、技

术合作和对外援助方面。以 3本 5非洲问题研究中文文献目录6 中 /非洲与中国 0 分类中收入的文
章为例。1982~ 1989年间有文章 58篇, 涉及经贸合作和援助的有 11篇。À 1990~ 1996年的 56篇中

26篇是有关中非经贸与援助非洲。Á 1997~ 2005年的文章增至 270篇, 其中 200篇以上有关经贸合作

及援助, 如考察报告、市场分析、投资建议。�lu 吴兆契先生主编的著作探讨中非经济合作的背景、回

顾与前景, 附有大事记。�lv 陈一飞先生的著作分析了南非经济, 并为中国企业的投资提供了参考意

见。�lw 李智彪主编的著作以非洲区域经济一体化为背景, 从中非产业结构的互补性切入, 探讨中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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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陆庭恩著: 5非洲问题论集 6,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543~ 624页。

参见汪勤梅: 5毛泽东与中非关系 6, 载 5外交学院学报 6, 1996年第 4期; 汪勤梅: 5中非经贸合作飞跃发展的 20年 6, 载

5西亚非洲 6, 1998年第 5期; 汪勤梅: 5从中非关系的视角观察中美关系 6, 载 5亚非发展研究 6, 1999年第 22期。目前他在撰写有

关中非关系的著作。

参见黄泽全: 5中非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 6, 载 5西亚非洲 6, 1992年第 3期; 黄泽全: 5开拓中非合作新思路 6, 载 5国际

经济合作 6, 2002年第 2期; 黄泽全编著: 5非洲投资指南 6,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3年版。

参见郑家馨: 517世纪至 20世纪中叶中国与南非的关系 6, 载 5西亚非洲 6, 1999年第 5期; 夏吉生: 5中非合作与非洲脱

贫 6, 载 5西亚非洲6, 2006年第 5期; 曾强: 5南非将与中国建交的原因初析 6, 载 5西亚非洲 6, 1997年第 3期; 张宏明: 5面向

21世纪的中非政治合作 6, 载 5西亚非洲 6, 2000年第 5期; 李力清: 5中国与黑非洲政党交往的历史与现状 6, 载 5西亚非洲 6,

2006年第 3期: 余建华: 5非洲油气开发与中非合作 6, 载 5西亚非洲 6, 2006年第 8期; 张忠祥: 5中非合作模式及其影响 6, 载

5国际问题论坛 6, 2008年夏季号。

参见何芳川、宁骚主编: 5非洲通史# 古代卷 6,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第 474、 480页。

参见艾周昌、郑家馨主编: 5非洲通史# 近代卷 6,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第 989页。

参见陆庭恩、彭坤元主编: 5非洲通史# 现代卷 6,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第 691~ 692页。四项原则指中非经济

技术合作要做到 /平等互利、形式多样、讲求实效、共同发展 0。

张毓熙编: 5非洲问题研究中文文献目录, 1982~ 19896, 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

1990年版, 第 23~ 25页。

张毓熙编: 5非洲问题研究中文文献目录, 1990~ 19966,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中国非

洲史研究会, 1997年版, 第 39~ 42页。此目录增加了 /中非关系史 0分类。

成红、赵苹编: 5非洲问题研究中文文献目录, 1997~ 20056,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北京

大学亚非研究所, 2006年版, 第 47~ 63页。

参见吴兆契主编: 5中国和非洲经济合作的理论与实践 6,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3年版。

参见陈一飞主编: 5开拓南非市场: 环境与机遇 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版。



业开发非洲资源、贸易、金融和投资市场前景, 并就如何规避贸易和投资风险提出建议。¹ 傅政罗先

生从 20世纪 80年代初即开始关注中非经贸关系, 著述甚多, 近年来仍笔耕不辍。º 此外, 齐宝强、

查道炯、宋志勇、姚桂梅、安春英、郭淑红对中非经贸关系、中国在非洲的石油利益、中非贸易磨

擦、石油合作、经济合作、林业合作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一些投资指南为中国企业进入非洲

提供了资料。¼

中非合作论坛召开之前,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出版了 5中国与非洲 6, 收入 22篇论文, 首次

涉及 /文革 0 时期中非关系的起伏、 20世纪 80年代初期中国对非洲政策的调整、清朝对非洲华侨政

策、中印对非洲关系之比较等问题, 还收有涉及中非关系的参考书目。½ 中非峰会前夕, 5中国与非

洲国家教育合作与交流6 叙述了中非教育合作的历程、成果及展望。¾ 5同心若金 ) ) ) 中非友好关系
的辉煌历程 6 是纪念中非友好 50周年的论文集, 收录了官员、学者、记者的 26篇文章, 涉及双方领

导人与中非关系、政治、经济和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5 /走非洲, 求发展0 论文集6 分为乡村发

展、中非贸易合作与投资环境、传统文化与非洲旅游 3个专题, 涉及中国与非洲在农业、能源、贸

易、投资和旅游等方面的合作。À

近年来, 中非合作迅速发展使国外日益关注中非关系。在中国从非洲进口能源、中非经贸合作对

非洲的影响、中国在非洲危机 (苏丹、津巴布韦等 ) 中的作用等问题上, 中国学者遇到的挑战前所

未有。贺文萍一直关注中非关系的发展, 并经常就中非合作提出建设性意见。她指出, 达尔富尔问题

之所以升级为国际化和政治化的议题, 主要源于该地区局势趋于恶化、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的警示作用

及美国的高调介入。她认为中国用对话谈判、发展与合作的方式解决冲突的做法恰当。Á 舒运国指

出, 中非经贸关系具有 4个特点: 历史悠久、政治关系提供稳固基础、平等互利原则和巨大发展潜

力, 认为中国与非洲产业结构的趋同性和贸易不平衡性、企业某些违反经济活动规则的行为与非洲投

资环境的制约将影响中非经贸关系的发展, 中国应调整贸易结构, 加强对企业的指导, 改善投资环境

以认真应对。�lu 刘鸿武将中非合作放在亚非合作和人类历史的框架中进行分析, 他认为, 在西方主导

的旧有世界体系中被边缘化的非洲却在中国外交领域一直占据着核心位置; 中非关系的发展将为构建

一个繁荣、公正、和谐的国际社会起到重要作用。�lv 刘乃亚、刘海方、潘华琼、张哲、杨宝荣、骆元

媛、王洪一、张永蓬、顾建新、姜恒昆和罗建波及袁武等中青年学者在人力资源合作、中非关系研

究、文化交流、债务问题、 /中国威胁0 论、中国对非洲战略、国际教育援助非洲对中国的启示、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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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智彪主编: 5非洲经济圈与中国企业 6, 北京出版社, 2001年版。

参见傅政罗、吴克难: 5我国同非洲国家经济贸易简况和发展前景 6, 载 5外贸调研 6, 1984年第 7期; 傅政罗: 5拓展中非

经贸合作的新机遇 6, 载 5西亚非洲 6, 2006年第 8期。

参见齐宝强: 5新时期中非经贸合作关系的发展 6, 载 5国际经济合作 6, 2003年第 12期; 郭淑红: 5中非林业合作现状、

基础与前景 6, 载 5国际经济合作 6, 2005年第 6期; 查道炯: 5中国在非洲的石油利益: 国际政治课题 6, 载 5国际政治研究 6,

2006年第 4期; 宋志勇: 5论中非贸易磨擦 6, 载 5西亚非洲 6, 2006年第 8期; 姚桂梅: 5中国与非洲的石油合作 6, 载 5国际石油

合作 6, 2006年第 11期; 安春英: 5中国与安哥拉经济合作的利弊分析 6, 载 5西亚非洲 6, 2008年第 5期。

例如朱重贵、曾强主编: 5南非经济: 贸易与投资指南 6, 时事出版社, 1994年版。

参见陆庭恩、马锐敏主编: 5中国与非洲 6,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5中非教育合作与交流 6 编写组: 5中国与非洲国家教育合作与交流 6,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参见陆苗耕、黄舍骄、林怡主编: 5同心若金 ) ) ) 中非友好关系的辉煌历程 6,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年版。

参见周光宏、姜忠尽主编: 5 /走非洲, 求发展 0 论文集 6,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参见贺文萍: 5关于加强中非全方位合作的若干思考 6, 载 5西亚非洲 6, 2006年第 8期; 贺文萍: 5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与中

国的作用 6, 载 5西亚非洲 6, 2007年第 11期。

参见舒运国: 5论中非经贸关系 6, 5上海师范大学学报6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7年第 2期: 舒运国: 5中非经贸关系: 挑

战与对策 6, 载 5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6 (哲学社会科学版 ) , 2008年第 5期。

参见刘鸿武: 5论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时代价值与世界意义 6, 载 5外交评论 6, 2007年第 1期; 刘鸿武: 5中非关系 30

年: 撬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结构的支点 6, 载 5世界经济与政治 6, 2008年第 11期。



尔富尔问题与中国立场, 以及中国在非洲冲突中的作用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¹ 李安山将中非关

系置于全球化与中国和平发展的语境中进行分析, 并认为中国对非洲政策经历了三重转变, 即意识形

态从强调到弱化、交流领域从单一到多元、合作性质从注重援助到合作双赢; 中非关系主要表现为首

脑外交、平等观念、互利双赢和规范机制等 4个特点, 然而却面临多重挑战。º 罗建波提出非洲一体

化与中非关系这一课题, 认为政治、经贸和教育是中非合作的三大支柱, 非洲一体化促使中国将对非

洲多边外交提上日程。» 这批有关中非关系的著述最鲜明的特点是针对性强, 现实意义突出; 但由于

重点是应对西方的指责, 论战性质明显, 因而资料有欠扎实、论证不够深入、理论不够成熟。

随着中非合作的升温, 中外学术杂志近年多次发表 /中非关系 0 专刊。 5国际政治研究 6 2006

年第 4期主题讨论 /中非关系 ) ) ) 历史与现实 0 发表相关文章 10篇。除国内学者外, 非洲学者克瓦

西 #普拉和吉尤姆#穆穆尼、英国学者肯尼斯 #金和美国学者斯蒂思从不同角度发表了对民族主义、

中非关系、教育合作和中、美对非洲政策的看法。 5西亚非洲6 2006年第 8期刊登了 /辨析中非关系
的实质 0 的专栏, 从 7个方面剖析了中非关系。5世界经济与政治 6 2008年 9月号也发表了关于中非

关系的多篇文章, 其中南非的马丁#戴维斯和尼日利亚的西里尔 # 奥比从非洲人的角度探讨了中国

对非洲援助政策和中国公司在非洲的石油投资等问题。此外, 外文刊物也出现了中非关系的专号, 例

如 5南非国际研究杂志6 2006年夏秋季号是 /中国在非洲 0 专号, 来自中国、非洲和英、美及欧盟

的学者的 10篇文章从多方面探讨中非关系; 5中国安全 6 2007年夏季号主题为 /中国在非洲的崛

起 0, 意大利的 5非洲与东方6 杂志也在 2008年发表了 /中国与非洲0 专号。

中国学者用外文发表文章的机会甚少。高晋元先生在 1984年首次向国际学界论述了中非关系史,

何芳川先生在 1987年论及中非关系的历史轨迹。¼ 李安山回国后发表了多篇有关加纳史的论文和书

评, 他关于加纳农村社会反抗的英文专著也在国外产生一定影响。½ 葛佶先生有关中国非洲研究的条

目虽不长, 却使国际学界对中国的研究有所了解。¾ 令人鼓舞的是, 近年来, 中国学者用外文发表的

文章日益增多。洪永红在南非发表了有关中国对非洲研究的文章。¿ 李安山在美国 5非洲研究评论 6

上撰文将 20世纪中国对非洲研究分为感受非洲、支持非洲、了解非洲和研究非洲 4个阶段, 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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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非洲教育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6, 载 5西亚非洲 6, 2008年第 3期; 姜恒昆、罗建波: 5达尔富尔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及对中国

外交的启示 6, 载 5西亚非洲 6, 2008年第 3期; 杨宝荣: 5试析中非合作关系中的 /债务问题 06, 载 5西亚非洲 6, 2008年第 3期;

骆元媛: 5浅析斯瓦希里语与中非关系 6, 载 5西亚非洲 6, 2008年第 6期; 张哲: 5中国与非洲广播宣传的理念与策略 6, 载 5西亚

非洲 6, 2006年第 6期; 潘华琼: 5中非关系发展辨析 6, 载 5西亚非洲 6, 2008年第 7期; 刘海方: 5跨越分野 ) ) ) 开放社会科学视

野下的中非关系研究 6, 载 5世界经济与政治 6, 2008年第 9期; 袁武: 5试论中国在非洲内部冲突处理中的作用 6, 载 5西亚非洲 6,

2008年第 10期。

参见李安山: 5论中国对非洲政策的调适与转变 6, 载 5西亚非洲 6, 2006年第 8期; 李安山: 5论 /中国崛起 0 语境中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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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对非洲研究的长处和弱点。¹ 国外学者主编的论文集开始出现安永玉、贺文萍、徐伟忠、洪永

红、李保平、张永蓬、李智彪、安春英、王锁劳、李安山等人的文章, 多是关于中非关系和中国对非

洲研究。º 杨立华、贺文萍、刘海方、李安山在国外杂志上发表有关中非关系的文章»; 外国网络上

也出现中国学者的文章。¼

值得一提的是, 台湾学者的中非关系研究也有成果, 主要局限在台湾 -非洲 /关系 0 问题。½

参 考 资 料

30年来, 有关中非关系的参考资料不断出版, 大致分为 3种: 资料汇编、百科辞书和事件亲历者的

回忆。20世纪 80年代初, 华工出国史料开始出版。第一辑包括南非华工史料 154件, 全部收自外交文

档; 第四辑有涉及南非华工的著述节录; 第九辑收录关于非洲华工华侨的时论、文献和游记¾; 从而为

非洲华工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5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6 包括早期调研报告, 但主要还是翻译过来的外

文著作。¿ 5中非关系史文选 ( 1500~ 1918) 6 从典籍、档案和时论中选辑的近代文献分黑人在中国、非

洲见闻录、时人论说、华工与华人、中国外交 5个部分, 以充分史料说明中非关系 /中断 0 说无根

据。À 李安山所编非洲华侨华人资料辑录的中外文资料分为 3个部分: /文件与报道0 分 3个时期, 包括

华人生活的各方面; /回忆与访谈 0 是华人回忆文章和记者对知名华人的访谈; /附录0 是有关非洲华
侨华人史料的两篇文章。由于编辑原则之一是以前选辑中所收资料不再选入, 此书所收文献多为首次

发表。Á

5中国外交大辞典 6 是中国外交界和学术界持续了数年的研究成果, 除收录了历史上中非关系如

/刚果自由邦遣使来华 0 等条目外, 还包括 /周恩来访问非洲十国 0 等, 以及中国与 53个非洲国家

#11#

中非关系研究三十年概论  

¹

º

»

¼

½

¾

¿

À

Á

See L iAnsh an, / A frican S tud ies in Ch ina in the Tw ent ieth C en tu ry: A H istoriograph ical Survey0, in African S tud ie s R eview, 48: 1

( 2005 ) 1
See Kw es iPrah, ed1, Afro - Ch in eseR elation s: P ast, P resen t and theF uture, C ape Tow n, 2007; Pau lT iyamb e Zeleza, ed1, The S tudy

of Africa, G loba l and T ransna tionalE ngag em ents, Dakar: DODESRIA, 2007; PaulMoorcraft, ed1, S ymposium on Chinese- Sudanese R ela tions,

London: C entre for Foreign Po licy Analys is, 2008; Ch ris A lden, Dan iel Large & R icardo Soares de O liveira, eds1, Ch ina R eturns to Af rica: A

R ising P ow er and a C on tinen tEmbrace, London, 2008; Dorothy- G race Guerrero and F iroze M an j,i ed1, Ch ina. sN ew R ole in Af rica and th e

S outh, Fahamu and Focus on the G lobal South, 2008; Rob ertRotb erg, ed1, Ch ina in to Af rica: Trad e, A id, and Inf lu ence, Brook ings In stitu t ion

Press, 20081

See Y ang L ihua, / A frica: A V iew from Ch ina0, Sou th Af rican Jou rnal of In terna tional Affa irs, 13: 1, ( Summ er/Au tum n 2006 ); H e

W enp ing, / C h ina- Africa Relat ion sM ov ing into an E ra of Rap id D evelopm ent0, In side A ISA, No1 3& 4, ( Oct /Dec, 2006 ) ; Liu H aifang,

/ Ch in a and Africa: T ran scend ing -Threat or boon. 0, C hina Monitor ( 2006 March ) ; H eW enp ing, / Th e Balancing Act of Ch ina. s A frica

Po licy0, Ch ina Security, 3: 3 ( Summ er 2007) , pp123- 40; Li Anshan, / Ch in a and Africa: Pol icies and Chal lenges0, ib id, pp169- 93;

L iu H aifang, / Ch in a- A frica Relat ion s through the Prism of Cu ltu re: The Dyn am ics ofCh ina. s African C ultural D iplom acy0, Jou rnal of Cu rren t

Ch ine seAffairs ( 2008 )1

See H eW enp ing, / H ow to Promote -A ll- round Cooperat ion . betw een Ch ina and A frica0, African Execu tive, 2008, ht tp: / /

www1 african execut ive1 com /m odu les /m agazin e/art icles1php? art icle= 3157; H eW enp ing, / Bott lenecks in C h ina- A frica Relations0, A frican

E xecut ive, 2008; h ttp: / /www1 africanexecu tive1 com /modules /m agaz ine /articles1php? art icle= 3129; H eW enp ing, / Ch ina A frica Coopera2
tion: What. s in it for A frica?0, African Execut ive, 2008, h ttp: / /www1 african execut ive1 com /m odu les /m agazin e/articles1php? article= 31201

L iAn shan, / T rans form at ion of Ch in a. s Policy tow ard sA frica0, CTR W ork ing Paper, H ong Kong Un 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71

SeeW ei Liang- Tsa,i Pek ing V ersu sTaip ei inA frica, 1960- 1978, A sia andWorld inst itu te, 1982; The Program of African Stud ies,

Agreem ents on Techn ical Cooperation betw een the Repub lic of Ch ina and African States, Nat ional Chengch iU n ivers ity Ju ly 1974, 书中罗列了台

湾与 25个国家的合作项目 ( 1968~ 1972年 ) ; 5问题与研究 6 ( Issues and Stud ies) 也有相关文章发表。

陈翰笙主编: 5华工出国史料汇编6, 第一辑 5中国官文书选辑 6, 中华书局, 1985年版; 第四辑 5关于华工出国中外综合性著

作 6, 中华书局, 1981年版; 第九辑 5非洲华工 6, 中华书局, 1984年版。

参见方积根编: 5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 6, 新华出版社, 1986年版。

参见艾周昌编注: 前引书, 1989年版。

参见李安山编注: 5非洲华侨华人社会史资料选辑 ( 1800~ 2005 ) 6,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6年版。



及西撒哈拉地区之间当代关系的条目。¹ 5华侨华人百科全书 6 共计 12卷, 1 800万字, 除个别卷

(如总论卷 ) 外, 其他各卷都涉及非洲华侨华人。以 5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历史卷6 为例, 该卷涉及

36个国家及地区的华侨华人, 共有 109个条目, 其中南非的条目最多, 为 39个。º 5简明非洲百科全
书 (撒哈拉以南 ) 6 第四编的 /外交政策与对外关系0 一章中有专节叙述中非关系在各时期的发展。

第五编的 /非洲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 0 一章有专节论及中非经济关系, 重点论及经济技术合作、存

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前景。5简明西亚北非百科全书 (中东 ) 6 也专门论及中国与北非关系。» 书刊

索引是研究者的钥匙。中国非洲史学会自成立起就注意文献索引的编纂工作。30年来, 学会与中国

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和北京大学亚非所合编的资料索引是重要的检索工具。¼ 非正式出版的 5中国

非洲关系大事记 ( 1949~ 1984年 ) 6 为研究者提供了重要参考。½

事件亲历者的回忆与记载也是重要参考资料, 可分为当事者的纪实或回忆、记者报道和旅游者的记

载。 5为了世界更美好: 江泽民出访纪实6 记录了江泽民主席对非洲的 4次访问。作者忠实记录了江泽

民主席与莫伊总统交换中非关系的看法, 与梅莱斯总理和马里总统商量援助问题, 在摩洛哥妥善处理西

撒哈拉问题, 与卡扎菲探讨反恐问题, 与埃及、纳米比亚、津巴布韦、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等国元首

共商大计。¾ 钱其琛自传揭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 如 1991年元旦过后他访问非洲, 此后逐渐形成外

交部长每年第一站访问非洲的习惯。作者披露, 为了改善双方关系, 使时任南非总统曼德拉更明确地认

识国际形势, 江泽民主席曾 4次致信, 希望曼德拉正确认识中国和南非关系的重要性。这些信件无疑为

促进中南建交创造了条件。¿ 这种被李安山概括为中非关系特点之一的 /首脑外交0 虽然有其局限性,

但在这一具体事例中却起到了其他渠道难以替代的作用。 5亲历与见闻 ) ) ) 黄华回忆录6 也记载了他自

己的非洲之行及有关史实。À

王殊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正式派驻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记者。虽然他后来成为外交官, 但他的自

传记录了在非洲的记者工作。 1959年抵达加纳首都阿克拉后, 他先后在西非建立了新华社阿克拉分

社和科纳克里分社。自传记载了他在加纳、几内亚和马里等国的活动, 对北非三国 (摩洛哥、突尼

斯和阿尔及利亚 ) 的访问及在刚果 (利 )Á 和多哥的工作。他关于亲历刚果 (利 ) 动荡局势和其他

几个非洲国家独立的回忆尤有价值。�lu 郭靖安曾任中国驻加纳大使, 5出使非洲的岁月6 真实地描绘

了他和夫人出任驻非洲国家使节的情况, 其中对周总理访问加纳时的现场、中国在利比里亚的撤馆和

再派驻的经验、动乱中的索马里, 以及出任加纳大使的描述颇为形象生动。�lv 5中国外交官在非洲 6

收集的文章生动记述了外交官的亲身经历, 揭示了有关坦赞铁路的谈判内幕、中国外交官在赞比亚被

炸弹杀害的经过、利比里亚的政变过程, 以及卡扎菲的女保镖等。�lw 5外交风云 ) ) ) 外交官海外秘闻6
记录了中国驻非洲国家外交官的经历。�lx 外交官发表的文章和回忆录等为研究中非关系史提供了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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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家璇主编: 5中国外交大辞典 6,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年版。

周南京主编: 5华侨华人百科全书# 历史卷 6,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2年版。

参见葛佶主编: 5简明非洲百科全书 (撒哈拉以南 )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版; 赵国忠主编: 5简明西亚北非百科

全书 (中东 ) 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版。

参见张毓熙编: 5非洲问题研究中文文献目录, 1982~ 19896; 张毓熙编: 5非洲问题研究中文文献目录, 1990~ 19966; 成
红、赵苹编: 5非洲问题研究中文文献目录, 1997~ 20056。

参见陈玉来、肖克编: 5中国非洲关系大事记 ( 1949~ 1984年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参见钟之成: 5为了世界更美好: 江泽民出访纪实 6,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年版。

参见钱其琛著: 5外交十记 6,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243~ 287页。

参见黄华著: 5亲历与见闻 ) ) ) 黄华回忆录 6,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322~ 336页。

今刚果民主共和国, 亦称刚果 (金 )。

参见王殊著: 5五洲风云纪 6, 上海辞书出版社、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205~ 262页。

参见郭靖安、吴军著: 5出使非洲的岁月 6,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参见李同成、金伯雄主编: 5中国外交官在非洲 6,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参见符浩、李同成主编: 5外交风云 ) ) ) 外交官海外秘闻 6,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5年版。



的史料, 曾在非洲任职的外交官高建中、谢邦定、陆苗耕、高广灵、陈来元、徐英杰、康晓、孟宪

科、金伯雄、吴清和、胡景瑞、黄舍骄等都撰文记载了各自在外交岗位上的真实见闻。¹

5友谊之路6 的作者亲自参加修建过坦赞铁路。全书于 1993年完成初稿, 约 118万字, 多次修

改后缩减为 32万字。上篇叙述了国际背景、英美遏制及最后决策; 下篇是修建坦赞铁路纪实。外经

贸部 (现商务部 )、铁道部等单位为该书的写作召开了多次座谈会, 从援建部门、外交部及铁路修建

者三方收集资料。除采访当事人外, 作者还查阅了大量援建坦赞铁路的档案。书中的史料、附录和陈

述为进一步研究这一援建项目提供了难得的资料。º 5走进非洲6 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同仁的文章汇

编。正如序言所说, 这既还非洲一个公正, 也给读者一个全景。» 企业家和旅游者的书籍为了解中非

关系提供了鲜活资料。各部委网站和非洲投资网等也成为研究者的资料来源。

非 正 式 出 版 物

非正式出版物大致分为两类: 一些政府机构、学会和组织的出版物与学位论文。一些学会论文集

专门探讨中非关系。例如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出版的论文集, 521世纪中非关系发展战略报告 6 和

5新时期中非关系发展与前景6 颇具代表性, 对中非政治外交、财贸经济、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合作作

了全面梳理。¼ 此外, 还有中国与葡萄牙语国家经贸合作论文集和 /中国与非洲共同发展国际学术研

讨会0 论文集。½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 5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评估与展望 6 分析了论坛本身的

评估、国际社会的反应和论坛的未来发展。¾ 中国援助非洲医疗队已有 45年历史, 它帮助了非洲人

民, 又以特殊方式服务于外交, 还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然而, 对中非医疗合作的研究甚少。¿ 援助

非洲医疗队采取省 (市 ) 与非洲国家对口的形式 (如江西负责突尼斯, 宁夏负责贝宁, 北京负责几

内亚 )。各省 (市 )、自治区为总结经验, 以 3种形式介绍了援助非洲医疗队的情况: 正式出版物À、

非正式文集和纪念画册。Á 这些是深入研究中非医疗合作的重要资料。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出版物也为

中非关系的研究和中国企业投资非洲提供了资料。�lu

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也是重要的非正式出版物。据统计, 有关中非关系的学位论文约 30余篇, 最

早是巨永明撰写的 5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非洲的关系6 ( 1989年 )。这些论文中既有比较研究,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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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郑言编: 5外交纪实6 (一 )、 (二 )、 (三 )、 (四 ) ,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年版。

参见张铁珊编著: 5友谊之路: 援建坦赞铁路纪实 6,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1999年版。

参见王冬梅、王国泰主编: 5走进非洲 6,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0年版。

参见陈公元主编: 521世纪中非关系发展战略报告 6, 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 2000年版; 陈公元、姜忠尽主编: 5新时期中

非关系发展与前景 6, 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 2006年版。

参见 5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发展座谈会文集 6, 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常设秘书处辅助办公室, 澳门, 2006

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英国国际发展署: 5中国与非洲共同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 6, 2006年版。

参见李伟建: 5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评估与展望 6,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2008年 12月。

参见卫生部国际合作司: 5加强实施新战略  改革援助非洲医疗工作 ) ) ) 记中国援外医疗队派出 40周年 6, 载 5西亚非洲 6,

2003年第 5期; 王立基: 5中非医疗卫生合作成绩斐然 6, 载陆苗耕、黄舍骄、林怡主编: 前引书, 第 308~ 313页。有关援助非洲医

疗队的研究, 可参见李安山: 5中国援外医疗队的历史、规模及其影响 6, 载 5外交评论 6, 2009年第 1期。

参见顾英奇主编: 5白衣使者的颂歌 ) ) ) 中国医疗队三十年 6,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 另参见湖北卫生厅: 5名医风流

在北非 ) ) ) 献给在阿尔及利亚工作过的中国医疗队员 6, 新华出版社, 1993年版; 吕书群、吴琼主编: 5走进贝宁 6, 宁夏人民出版

社, 2003年版; 江苏省卫生厅编: 5辉煌的足迹 ) ) ) 江苏省援外医疗队派遣四十周年纪念文集 6,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4年版。

非正式出版物包括山东省卫生厅编: 5中国医疗队在坦桑 6, 1993年版; 马玉章主编: 5在贝宁的日日夜夜 ) ) ) 纪念宁夏援贝

宁医疗队派出二十年 6, 宁夏卫生厅, 1998年版; 浙江省卫生厅国际合作处编: 5走进非洲的浙江医生 ) ) ) 浙江省派遣援外医疗队 35

周年 6, 2003年版; 应鸣琴主编: 5白衣使者 ) ) ) 援外医疗队派遣 30周年 ( 1973~ 2003 )6, 江西省卫生厅, 2003年版。此外, 还有

山东 ( 1998年 )、宁夏 ( 1998年 )、江苏 ( 1999年 )、江西 ( 2003年 )、浙江 ( 2005年 )、山西 ( 2005年 )、天津 ( 2007年 ) 等地卫

生厅出版的纪念画册。

上海市外国 (对外 ) 投资促进中心、5国际市场 6 杂志社编: 5非洲投资指南 6, 2008年版。



中国对非洲政策或战略, 还有中非经贸合作、对非洲援助或投资策略。近年来, 有关中国公司在非洲

投资状况的学位论文有所增加, 如中国建筑公司在非洲的营销实践、中国汽车的非洲市场研究、中国

机电产品在非洲的经营战略、中石油在非洲的战略等。¹ 这些研究显现出 3个特点: 研究课题与 /两

种资源、两个市场0 的发展战略紧密相关; 研究内容有很强的实用性; 论文多由经济管理或工科专

业的学生完成。

研 究 机 构 的 作 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是中国对非洲研究的重镇。在三任所长葛佶、赵国忠、杨光等人的领

导下, 该所对中非关系研究着力不小。例如, 葛佶在美国出版的非洲百科全书中发表有关中国非洲研

究的条目; 陈公元致力于古代中非关系的研究; 赵国忠主持的中东与非洲发展报告均有相关研究; 杨

立华为当代中非关系撰写英文论文; 杨光多次主持中非关系研讨会。概言之, 西亚非洲所对中非关系

研究的贡献主要集中在 3个方面。 ( 1) 5西亚非洲6 一直为中非关系研究提供平台, 先后发表相关论

文 200余篇。 ( 2) 由该所组织撰写的非洲列国志中每本均有中非关系的大致脉络; 主要由该所人员

撰写的简明百科都有专章论及中非关系; 该所的 5中东非洲发展报告 6 每年均有两篇论及中非关系,

主要是贸易和投资方面, 2006~ 2007年的发展报告是中非关系专题。º ( 3) 该所近年多次组织与中

非关系相关的国际会议, 如 2006年 12月与英国发展署合作举办 /中非共同发展 0 国际研讨会; 2007

年 7月与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合办的 /中国 -苏丹国际研讨会 0 等, 对中非关系研究起到推动作

用。此外,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近年来相当活跃, 积极从事中非关系研究和中非交流活动。 2007

年的 /中国 -欧洲战略对话0 中专门包括中国与非洲关系的议题。外交部下属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

所也积极参与了相关活动, 2007年 10月曾在北京与法国发展署联合举办了 /中法对非洲援助学术研

讨会0, 就中法双方援助非洲的方式、效果和经验进行了交流。

北京大学是中非教育合作的最先实践者。» 北大非洲研究中心自 1998年成立以来, 一直致力于

非洲研究和中非关系的探讨。 2000年 8月,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部长级会议前夕, 北大非洲研究中心

召开了 /中国 -非洲友好关系发展国际研讨会 0, 来自中国与埃及、南非等 12个非洲国家的 50余名

学者出席了会议; 同年出版了 5中国与非洲6 论文集。为配合中非峰会, 北大非洲研究中心与 5国

际政治研究 6 合作出版了 2006年 /中非关系0 专刊, 对中非关系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前景进行了探

讨。2006年 12月, 北大非洲研究中心与教育部国际合作司、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和中国非洲史研究

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 /全国高校非洲教学科研与援助非洲工作研讨会 0。有关从事非洲教学和研究、

承担援助非洲项目的近百名代表出席会议, 教育部、外交部、商务部的有关领导介绍了中非峰会、经

贸合作的情况。会议就中非教育合作与交流、人才培训、非洲教学与研究人才、非洲教学科研基地的

建设与协调等交流经验。与会代表提出在北京大学建立非洲研究资料库的建议得到教育部国际合作司

和北大校领导的赞同。该中心还积极组织非洲留学生和中国的研究生就中非合作关系的议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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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徐晔: 5北京长城工程总公司在毛里求斯建筑市场营销实践研究 6,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1年硕士论文; 李代发: 5TCL

国际电工埃及市场经营战略及其核心竞争力研究 6, 武汉科技大学 2003年硕士论文; 向东: 5中石化进入尼日利亚石油市场战略探

讨 6, 中国人民大学 2004年硕士论文; 张启超: 5哈飞汽车南非市场战略研究 6,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05年硕士论文。

参见杨光主编: 5中东非洲发展报告 ( 2006~ 2007 ) 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年版。此报告副标题为 /中国与非洲关

系的历史与现实 0, 12篇专题报告对古代中非关系、中国对非洲政策、中非政经关系、中国对非洲投资与矿业合作、中非农业合作及

中国与南非的战略伙伴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剖析。

根据 1955年中 -埃双方会谈纪要精神, 1956年 1月, 中国派遣了 7名留学生和 1位中文教授到达开罗; 埃及 4位学者和 4

名留学生来华。此次中埃互派留学生和专家是新中国成立后与非洲之间最早的教育合作活动。 4位来华讲学的埃及学者中有开罗大学

古埃及史著名学者阿哈默德# 费克里教授, 他在北京大学讲授的古埃及史讲稿经过整理出版的 5古代埃及史 6 一书, 对了解和研究

古代埃及历史文化有重要参考价值。



交流。

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是成立较早的研究机构, 目前的研究集中在中非农业合作。 1978年, 湘

潭大学成立了非洲问题研究室, 1998年该校成立非洲法研究所, 自 2005年成立的非洲法律与社会研究

中心致力于非洲法方面的研究, 并积极推进中非法律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该中心于 2006年举办了 /非

洲法与社会经济发展0 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 中国学者与来自 6个非洲国家的 15名学者与会。浙江师

范大学于 2001年开始承担教育部援助非洲培训项目, 2003年成立了非洲教育研究中心, 2004年该校被

批准为教育部直属的援助非洲教育基地, 2006年承办了首届 /中国 -非洲大学校长论坛0, 来自 14所非

洲大学以及国内一些大学的校长出席了研讨会, 2007年又在援助非洲教育基地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第一

所非洲研究院, 该研究院的成立为多学科的非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

教育部为加强中非教育合作, 于 2003年在天津工程师范学院成立了第一个援助非洲教育基地,

以推动中非职业培训方面的交流, 该校非洲职业教育研究中心随之建立。 2004年又在浙江师大、东

北师大和吉林师大设立了基地, 分别进行学校教育管理、远程教学和计算机教学的培训与交流。 2008

年教育部又新增了 6所援外教育基地, 充分发挥各基地优势, 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提出的任务。此

外, 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上海师大非洲经济研究中心和徐州师大亚非研究所还多次组织各种论坛

及研讨会, 苏州大学、南昌大学的非洲研究中心也在致力于非洲社会、经济和中非关系方面的研究。

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 ( 1979年成立 ) 和中国非洲史学会 ( 1980年成立 ) 为中非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很

好的平台。两个学会举办各种研讨会探讨中非关系的历史、机遇、发展和前景。2008年 9月, 非洲

问题研究会举办了 /中非经贸合作0 的研讨会, 有关部委和 40多名理事与会。 2008年 10月, 非洲

史学会在山西大学举办了 /中非关系与当代世界 0 学术研讨会, 与会者达 110多名。在伯尔基金会

的赞助下, 会议邀请了 14名非洲学者与会, 青年志愿者代表吴绪永、华立药业公司总裁逯春明和达

之路公司总经理何烈辉也在大会上作了精彩讲演。

李安山曾指出, 学术研究与实际工作相结合的重要性: /人们认识到, 在实际工作与学术研究中

需要更多的合作。政府需要信息、分析和评估, 而学界需要资金、刺激和反馈。0¹ 目前, 政府与学

界的互动日益加强。自从 /大外交 0 的概念提出以来, 政府各部门加强了与学者的联系。政府相关

部委定期就中非合作问题召开专家咨询会议, 或将相关研究课题交由学者专家完成, 中非合作论坛文

件的起草也多次召集专家征求意见。随着中非关系的迅速发展和形势的需要, 国家对中非关系研究的

投入也在加大。目前由洪永红主持的中非法律合作国家项目、刘鸿武负责的中非关系与合作多赢国家

项目和李安山负责的非洲 -中国合作机制可持续发展的国家项目及其他部委相关课题正在进行。

我们相信: 中非关系的研究必将随着中非合作的拓展不断加强。

(责任编辑: 徐  拓  责任校对: 樊小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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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L iAn shan, / African S tud ies in Ch ina in the Tw en tieth C en tury: A H istoriographical Su rvey0, p1731



Review of 30 Years of Sino- African Relations

Studies in China

L iAnshan pp15- 15

  In the latest 30 years o f stud ies of Ch inese
Scholars on S ino- A frican relat ions show: the orig in
of stud ies on Sino- A frican re lations, ma in A ch ieve2
ments of the studies, re ferences materia ls, norma l
and internal pub licat ions and etc. The ach ievemen ts
about the stud ies on anc ient transportation h istory
( inc lud ing histories ofA frican Chinese and overseas
Chinese) betw een Ch ina and A frica are abundan.t
Chinese S tudies on con temporaryA frican studies still

face w ith great cha llengers for the reasons o f rap id
deve lopment of S ino- A frican cooperation and strong
re flect ion from w est on Sino - A frican re lations.

Chinese Scho lars should promo te and improve the
equality o f stud ies on A frica. The autho r expresses
his opt im istic future on stud ies of S ino - A frican
re lations w ith the new deve lopment o f cooperations
betw een China and A frica.

An Analysis on Influence ofWorld Financia lCrisis towards

theM ideast Economy

An W eihua pp116- 22

  The Current F inanc ial C risis has exerted

tremendous and fierce in fluences on the economy in
the M idd le E as.t The sharp decline of o il and
corresponding revenues as interna tiona l and financ ia l
incomes w illm ake strong shake on econom ic grow th
in sho rt time. The first countries to be affected w ill

be o il expo rt countr ies and those have close relations

w ith w est financ ial bodies. The M iddle countr ies
have proper capab ilities to resist financial crisis for
carrying out such measures like reduction o f o il
output in o rder to ma intain h igh price and adopting
financial investment to stimu late economy.

The Function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of Islam Culture

L iu Yueqin pp123- 29

  W ith its so lid social feature and its relig ious
service to take part in po lit ica,l econom ic and
cu ltural life, Islam cu lture has its spec ial soc ia l
participat ion function, so that it p lays important role
in bu ild ing and regulat ing soc ia l orders. R elig ious
cu lture becomes thema in elemen ts of Islam ic soc ie2
ty, and it bring s positive p lay inM oslem . s relig ious

and secu lar lives. Relig ious serv ice is not only one
life sty le of M oslem but also one so lid soc ial life

order. Islam society has formulated a ll k inds o f
stereoscop ic w ays of re lig ion management through
any time, space and human be ings. The core o f
re lig ious serv ice is a kind of chains o f peop le, and
re lig ious life formulates a / socia l life space0 and
everyone can. t leave the life round o f the space,
and everyone is a lso a partic ipant of the soc ia l

re lig ious activ 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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