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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 在中国改革开放 30年的对外关系进程中,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的变革与发展

不仅生动地展示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巨大进步,更呈现着中国外交面向新世界的鲜明个性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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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核心的位置。

许多时候, 中非关系都是撬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结构的一个支点, 其对当代中国外交环境的改

善与国际地位的提升,实有不可替代之作用。 30年来, 中非关系所构建的发展中国家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的国际关系新准则以及极富成效的南南合作新模式,均为人类在这个动荡不定的世界

上重塑未来,带来了更多的希望与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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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现代中非关系与

一个新世界的前奏曲

  2006年 11月 4日,来自非洲大陆 43个国家的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与中国领导人共商中非合作之事。这个被称做

有着 /小联合国气象 0会议的召开及它对中非关系
所做的规划与展望,不仅清楚地表明了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所取得的巨大进展,而且

在某种程度上也标志着当代中国外交已走上了大国

外交的成熟之路,其意义重大而深远。¹

不过,这一过程的到来是十分不易的。

1978年, 中国正处于变革前夜, 民生困顿、百废

待兴,中非关系亦面临诸多变革压力。当时的中国

领导人曾多次对来访的非洲朋友说,中国十分珍视

与非洲国家的友谊,也会尽力援助非洲国家,但中国

目前还很穷,首先需要发展自己, 只有这样, 中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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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中国改革开放 30年专辑

¹ 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发表声明称, /中非建立的这种合

作机制将给非洲发展带来历史性的机遇 0。法国5解放报 6 2006年

11月 4日发表评论称: /如果说有一个大陆可以在中国经济增长的

影响下翻天覆地,那将是非洲 0,参见 5外国媒体积极评价中非合作

论坛北京峰会6,载5人民日报 6, 2006年 11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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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才能更好地帮助非洲国家。¹ 而 30年后, 中国不

仅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援非规模大大提升, º更重要

的是, 中国还与非洲人民一起将中非关系提升到了

由单纯援助到建立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共同追

求亚非复兴伟业的历史高度。

30年来,中非关系在不断调整变革的过程中逐

渐发展。考察中非关系的发展进程, 我们可以看出,

在当代中国外交总体布局中,中非关系实有重大的

战略意义,许多时候,它都是 /撬动中国与外部世界

关系结构的一个支点0, 其对于中国外交环境之改
善与国际地位之提升, 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在中非关系演进的不同阶段上, 中国与非洲人民都

从中感受到了它的巨大价值。而中非关系所构建的

亚非国家真诚相待、友好相处的国际关系新准则以

及极富成效的发展中国家南南合作新模式, 更为人

类在这个动荡不定的世界上重塑美好未来, 带来了

更多的希望与信心。

俄罗斯思想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

妥耶夫斯基 ( FyodorM ikha ilov ich Dostoevsky)曾经说

过,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不屑于在人类当中扮

演一个次要角色,甚至也不屑于扮演头等角色,但一

定要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过去 30年,中国社会的

变革进程在世界上是独具特色、与众不同的,而中非

关系正是将这种独特性演绎得最为充分的领域之

一。透过中非关系这个窗口,我们看到的是一条亚

非文明复兴的新丝绸之路正伸向远方, 一个新的世

界正在形成之中。»

二 中非现代关系的建立与

早期进程回顾

  新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关系开始于 20世纪

50年代,它是中非双方在 20世纪里为追求国家复

兴与民族自强而在外交领域所做努力的一部分。

新中国成立之初, 中国已开始关注非洲民族解

放事业。¼ 1955年 4月召开的万隆亚非会议为中非

直接外交接触提供了机会。会议期间, 中国总理周

恩来、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宴请了埃及总理加麦

尔 #阿卜杜勒#纳赛尔 ( G am alAbdel Nasser), 并与

加纳、利比亚、苏丹、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等国代

表进行了沟通对话。这一努力很快产生了成效, 一

年后的 1956年 5月 30日,埃及成为第一个与中国

建交的非洲国家, 中非现代外交关系由此开启。

1959年 10月, 几内亚成为撒哈拉以南地区第一个

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此后 20年, 中非关系获得快速发展。至 1979

年,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已达 44个。这

期间,来自 40多个非洲国家的 120多位国家元首或

政府首脑访问了中国, 210多位部长级以上官员到

中国访问达 300多次。中国也有多位国家领导人、

10多位部长级以上官员访问了 40多个非洲国家。

同期,中非双方派出大批的经贸、文化、体育、教育、

军事代表团互访,非洲来华留学生、进修生近 1 000

人次,中方有数十支医疗队活跃在非洲广袤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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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克军: 5 80年代初期中国对非政策的调整 6, 载北京大学

非洲研究中心编: 5中国与非洲 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91页。

2000年 10月,中国政府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部长级会议

上宣布,中国政府将免除非洲最不发达国家所欠中国的 100亿元人

民币债务。 2006年 11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峰会上宣布了中国援助非洲国家的八项政策与措施,承诺到 2009

年将援非规模增长一倍。参见5中非宣布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6,

新华网北京 2006年 11月 6日电, http: / /www. focacsumm it. org / zxbd /

2006- 11 /05 /con tent_5184. h tm。

在 20世纪的百年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和平发展与非洲大陆

的艰难复兴无疑是最具世界性意义的变革,而跨越大洋的中非友好

合作关系的建立与演进过程,正是中非双方追求这一梦想而在外交

领域所做努力的一部分。在中国改革开放的 30年里,中非年贸易额

已经由 7亿多美元增长到 730多亿美元, 增长 100多倍; 截至 2008

年,在非洲投资的中国企业已接近 1 000家, 仅上半年, 在中国和非

洲召开的各种类型的中非商贸投资论坛会、项目发布会、研讨会就达

到了 30多场。与此同时, 2000~ 2007年,非洲对亚洲的出口占其出

口比重由 14%上升到 28%。 2000年以来,来自中国、印度以及东南

亚的贸易与投资日益成为拉动非洲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2000~ 2006

年,发展中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也由 36%上升到 41%。 (参见

Fem iAkom olafe, / No One IsLaugh ing at the As ian sAnym ore, 0 N ew Af2

rican, No. 452, June 2006, pp. 48- 50; H arry G. B roadman, Africa. s

S ilk R oad: Ch ina and Ind ia. s N ew Econ om ic Fron tier, W orld B ank,

S eptem ber 18, 2006. )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世界体系的一种意义深远

的结构性变动。虽然亚非世界的复兴依然任重而道远,但近年来这

一过程已经在加速了,亚洲与非洲间的经济关系迅速加强和提升,在

非洲、印度和中国之间,正在出现一块不断向外延伸且充满活力的推

动世界经济增长的 /新边疆 0。笔者认为,当代中非关系正是这一

/新边疆 0的有力的拓荒者。
B ruce D. Lark in, China and Af rica, 1949- 1970: The F oreign

P olicy of theP eople. s R epublic of Ch ina, Berkeley: Un iversity of Cal ifor2

n ia Press, 1971, p. 4.



坦赞铁路建设时期,先后有 50 000多名中国技术施

工人员奋战在非洲的热带丛林中,此外,还有一批中

国留学生到非洲学习斯瓦希里语、豪萨语。一时间,

中非这两个遥远世界友好往来之盛达到历史高潮。

从当代人类交往史之角度看,中非关系之独特,

在于这一关系创建伊始就是作为中非双方追求现代

复兴事业的一部分而出现的。对于这一关系的性

质、意义与作用, 中非领导人都曾做过自己独特的思

考。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 #尼雷尔 ( Ju lius K am2
barage Nyerere)曾这样说: 当代非洲小国林立,国弱

民穷,无一国为西方所看重, 非洲唯有结为一体,用

一个声音说话才有力量, 但非洲仅有内部之团结尚

不够, 非洲还需与中国这样平等待我之国家建立互

助关系,才能提升在国际上的地位。¹ 而在中国看

来,通过支持非洲民族解放事业以增强世界上反对

帝国主义的力量,将可以迅速打破西方对中国的外

交封锁,改善中国外交的国际环境。

中非关系建立之初, /对外援助 0这一概念已成

为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的核心内容。不过, 对于援

非的性质与意义, 中国始终有自己独特的理解。

1963年,周恩来总理在访问非洲十国期间首次向世

人宣示了中国援非 /八项原则0。º 这些原则的提出

及实施表明中国政府一开始就试图与非洲国家建立

一种基于自身文明特性与现实战略需要的关系,这

种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特别是

互不干涉内政原则成为中非关系的一块基石。

1956年,埃及成为第一个接受中国援助的非洲

国家。到 20世纪 70年代末期, 中国对非援助已达

到一定规模,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与影响力。 70年

代前半期, 中国外援占同期国家财政支出的

5188%, 1973年为最高年份, 达到 6192%。» 到
1978年,中国共向 36个非洲国家提供了超过 24亿

美元的经济援助, ¼在非洲援建了包括坦赞铁路在

内的 200多个项目, 涉及农业、交通、气象、卫生、体

育和教育等众多领域,仅坦赞铁路项目,中国提供资

金即达 4155亿美元, ½可谓举全国之力为之。被非

洲朋友称为 /自由与友谊之路0的坦赞铁路为中非

关系奠定了一个长期发挥作用的基石, 它所具有的

/史诗般象征意义 0也预示着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

一条通往非西方世界间的南南合作之路已开始启

动。¾ 在冷战时代条件下, 中国这种真诚平等援助

对于长期遭受西方殖民统治而处于屈辱状态的非洲

国家来说是有特别吸引力的。¿ 仅在 20世纪 70年

代的十年间,就有 24个非洲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

关系,于当时中国外交环境的改善具有重大意义。

三 20世纪 70年代末

中非关系存在的问题

  无论中国还是非洲国家, 都是从一个极低的历

史起点上来开始它们的现代化发展进程的, 其现代

复兴过程必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中非建立现代

关系之早期阶段的 20世纪 60~ 70年代,作为极不

发达国家间的那种 /南南合作0的特征, 在中非关系

领域表现得十分突出, 其中一直存在着某种难以在

短期内逾越的时代局限。事实上,到 70年代末, 中

非关系的那种激情已有所消退, 维持这种关系的物

质基础也明显削弱,这促使双方重新思考各自的发

展道路并调整双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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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 liu sKam barageNyerere, / Sou th- Sou th D ialogu e and Devel2

opm en t in A frica, 0 Uhuru, M ay 23, 1979.

这八项援非原则是: ( 1)中国政府以平等互利之原则向非

洲国家提供援助,认为援助是相互的,非洲国家也在援助中国; ( 2)

中国的援助不附加任何条件,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和尊严; ( 3)中

国政府以优惠条件提供援助,尽量不增加受援国的负担; ( 4 )中国政

府的援助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 而是帮助受援国提升自主

发展的能力; ( 5)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 力求投资少、见

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 积累资金; ( 6 )中国政府提供自

己所能生产的、质量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

价,并保证设备和物资的质量; ( 7 )中国政府保证受援国的人员能掌

握所提供技术援助的相关技术; ( 8)中国所派专家只能享受与受援

国专家一样的待遇,不能有任何特殊要求。

石林主编: 5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 6, 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1989年版,第 69页。

[美 ]于子桥著,沈浦娜译: 5坦桑尼亚 -赞比亚铁路 ) ) ) 中

国对非经济援助个案研究 6,载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编: 5中国与

非洲 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 274页。

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是耗资 9亿元人民币 (当时人民币兑

美元汇率约 115B1) , 参见刘贵今大使在南非安全研究所发表的演

讲, 载 中非合作论 坛网: h ttp: / /www. focac. org /chn /zyzl /hyw j/

t280368. h tm。

Ju liu sKam barage Nyerere, / S outh- Sou th D ialogue and De2

velopm en t in A frica, 0 Uhuru, M ay 23, 1979.

近年来,一些西方媒体将中国与非洲国家交往时奉行的 /不

干涉原则 0称做是 /唯利是图 0的重商主义政策,显然是对中非关系

的历史背景缺乏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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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 西方国家已开始

新一轮的科学技术革命和新经济发展进程。虽然亚

非国家经济在过去 20年中有相当快的发展,但与西

方国家的经济差距却越来越大,中非都面临着政治、

经济变革的巨大压力。当时的中国已启动改革开放

的进程,并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国内经济发展方面,因

而调整包括对非政策在内的对外关系成为必然。首

先,在对非政策的政治层面,中国将中非关系的主题

由主要是支持非洲国家民族解放运动更多地转向与

非洲国家开展互利互惠的经济合作关系, 并摆脱过

去曾有过的那种以意识形态为原则来决定与非洲国

家的政府与政党亲疏关系的做法。其次, 对非经济

政策也有调整之必要。新中国成立后, 奉行计划经

济的政策, 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仅占很小比重。

在此大背景下,中非经济关系中正常的国际贸易所

占比重很少,多数援助项目都是作为不计成本的政

治任务来执行的。应该说,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中

非经济关系这一特点是与当时世界处于冷战状态这

一大背景相联系的。

到 20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随着和平与发

展逐渐成为中国政府对世界局势与国际格局的基本

判断, 发展经济和实现现代化日益成为中国追求的

首要目标,经济本身逐渐获得了主导地位而不再仅

仅是服务于政治目标的工具。在这种背景下,中国

开始考虑如何结合中国自身的实际能力和非洲国家

的真实需要来重新制定援助非洲的政策与内容。随

着这一变化过程的到来, 到 80年代后期, 中非关系

便进入到了一个长期的在相互调整与适应过程中逐

渐发展的新阶段。

四 20世纪 80年代初期中国对

非政策调整与成效

  1982年 12月 20日至 1983年 1月 17日,中国

总理赵紫阳访问了非洲 11个国家。这次访问是中

国结束 /文化大革命 0、走上追求现代化目标正轨

后,寻求与非洲国家在保持传统友谊基础上开辟双

方关系新天地的一次重要努力, 正如赵紫阳在出访

前会见非洲国家驻华使节时说, /这是中国政府采

取的一个重大外交行动0。¹

与 20年前中国总理首次访问非洲相比, 20世

纪 80年代初的中国与非洲,各自的政治经济局势与

外部环境都已发生很大变化。从非洲方面来说, 一

方面,自津巴布韦于 1980年独立后, 整个非洲大陆

的民族解放事业已经基本完成, 这是非洲大陆的一

种历史性进步;另一方面,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民

生改善却面临严重的问题。一些非洲国家独立已

20年,但经济状况恶化,民众之所得比之独立初期

反有下降。º 1980年, 非洲统一组织在尼日利亚首

都拉各斯召开了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特别会议, 通

过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关于推进非洲经济发展与一体

化进程的 5拉各斯行动计划 6, 这是非洲各国领导人

在非洲统一组织框架下对于非洲社会经济发展所做

的第一个规划,虽然它提出的许多设想后来并未实

现,但它标志着非洲国家已经将经济发展放到首要

位置上。随后几年,非洲统一组织与联合国相继出

台几个关于非洲经济复兴与发展的纲领文件, 许多

国家还在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导下进行

结构调整与市场化改革。»

从中国方面来看, 20世纪 80年代初的中国已

大体摆脱意识形态束缚国家政治经济的困境, 华夏

文明本就具有的那种务实态度与理性精神开始回

归,它的结果之一是开始了对于财富和知识的追求

与创造以及对外部世界的开放与吸纳。为给改革开

放创造相应的外部环境,中国积极调整对外关系。

对于中国外援调整的方向与原则, 1983年 1月

13日,中国总理赵紫阳访非时在达累斯萨拉姆举行

的记者招待会上正式宣示: 中国政府希望在继续给

予非洲国家力所能及的援助的基础上,更多地开展

中非双方的经济技术合作, 把以往简单的援助方式

提升为双方在互利互惠基础上富于成效的经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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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为增进了解和友谊、加强团结和合作出访非洲十国,赵总

理昨日离开北京抵达开罗 6,载5人民日报 6, 1982年 12月 21日。

1979年英国5卫报 6记者保罗 # 哈里森出版了5第三世界:

苦难、曲折、希望 6一书,生动地描绘了非洲大陆发展的危机, 代表了

西方世界对非洲的普遍悲观看法。参见 [英 ]保罗# 哈里森著,钟菲

译: 5第三世界: 苦难、曲折、希望 6,北京:新华出版社, 1984年版,第

1~ 5页。

在5拉各斯行动计划 6的基础上, 1985年 7月, 非洲统一组

织第 21届首脑会议通过了 5 1986~ 1990年非洲经济复兴优先计

划 6; 1986年 5月, 第十三届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通过了 5联合国

1986~ 1990年非洲经济复兴与发展行动纲领 6。



合作, 从而使中非关系成为推动中非双方实现各自

的经济发展与现代化的动力。在这次讲话中,赵紫

阳提出了新时期中非经济合作应该遵循的四个原

则: /平等互利、讲究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0。¹

值得关注的是,从 20世纪 80年代以后,中国在

表达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关系时, 就已经越来越多地

使用 /合作0而不是 /援助0一词, 强调双方互利合作

而不仅仅是中国对非洲的单方面援助。之所以如

此,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始终认为中国与非洲国家的

关系是平等互利的, 援助也是相互的;另一方面,也

表明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对于开展与非洲

国家经济技术合作的目标与意义有了新的认知与期

待,中国希望通过互利合作式的援助来促进双方经

济与社会的发展。这其实就是发展中国家间的相互

援助不同于发达国家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地方。º 事

实上, 进入 80年代以来, 中国对外关系的调整与制

定就越来越明显地与国内的政治经济改革进程发生

了互动。将中非关系的重点由政治转向经济,将不

计成本的无私援助调整为关注效益、互利共赢的可

持续扩展经济技术合作, 更多地注重援助实效和关

注经济发展问题,正是当时变化中的中国国内政治

经济在对非关系领域的体现。

按照上述新的理念与原则, 中非关系在 20世纪

80年代逐渐得到调整,并在许多领域取得明显的发

展。

第一,中国对非援助在调整与改革中规模扩大,

成效明显提升。1978~ 1980年间,中国外援曾大幅

减少,但在 1983年后,随着中国经济形势好转, 援外

规模开始增加。1983~ 1989年, 中国援助非洲的成

套设备与项目援助有 130多个,有 30多个非洲国家

从中受益, 1988年的援助款项比 1983年增加

63%。» 为提升援助效益, 中非协商对援助方式进

行了改革尝试,适当减少赠款与现金援助,将直接贷

款援助转变为经济技术合作的项目, 以建设项目替

代原来的无息贷款与赠款。同时, 更重视项目建成

后的管理,由中方人员参与项目管理, 或代管经营、

租赁承包。¼

第二,伴随援非工作的改革, 中国企业从 20世

纪 80年代初开始进入非洲工程承包与劳务市场。

到 80年代末,中国企业在 40多个非洲国家承包的

工程和劳务合同达 2 000多个, 向非洲派遣了数千

名工程技术和劳务人员。当时,西方国家忽视非洲,

企业与资本纷纷撤离非洲, 而中国企业却开始了走

向非洲的进程,它们在非洲艰苦环境下的工作,不仅

锻炼了队伍,熟悉了非洲国家复杂的经济与社会环

境,也赢得了市场和声誉。对许多后来在国际上获

得成功的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来说,非洲曾是它们

通往世界的第一站,是它们走向国际化经营的最初

的一步。

在政治与外交领域, 20世纪 80年代中非关系

进展明显。首先, 中国同一些传统友好国家 (如坦

桑尼亚、赞比亚、埃及、马里、几内亚、扎伊尔、贝宁、

加纳和加蓬等国 )关系进一步加强。几内亚总统杜

尔 (Ahmed Sekou Toure)在时隔 20年后再次访问了

中国,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在 80年代两度访问中

国。加纳总统杰里 #罗林斯 ( Jerry Ro llins)、喀麦隆

总统保罗 #比亚 ( Pau l B iya)等相继访问中国, 他们

作为非洲独立之初的第一代领导人对中国的再次访

问,显示出开创于 20世纪 60年代的中非友好关系

在新时期里延续了下来。其次, 通过淡化意识形态

因素,中国与一些亲西方或亲苏联的非洲国家建立、

恢复或改善了正常的国家关系 (如埃塞俄比亚、肯

尼亚、塞内加尔、马达加斯加、安哥拉、莱索托、科特

迪瓦等国 )。与这些非洲国家外交关系的修复与发

展,表明中国的对非政策日益走向成熟和理智。到

80年代末,中非外交关系达到历史新高, 当时非洲

51国,与中国建交者达 47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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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四项原则的内容,在赵紫阳的讲话中有详细的说明:

第一,遵循团结友好、平等互利的原则,尊重对方的主权,不干涉对方

的内政,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第二,从双方的实

际需要和可能条件出发,发挥各自长处和潜力,力求投资少、工期短、

收效快,以期能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第三,双方经济技术合作的方

式可以多种多样,因地制宜,包括提供技术服务、培训技术和管理人

员、科技交流、承建工程、合作生产、合资经营等。中国对所承担的合

作项目负责守约、保质、重义。第四,上述合作的目的在于取长补短、

互相帮助,以利于双方自力更生的能力和促进各自民族经济的发展。

参见黄泽全: 5长期稳定、全面合作 ) ) ) 中非友好合作 50年回顾及

21世纪中非关系建议 6, 载陈公元主编: 521世纪中非关系发展战略

报告 6,北京: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 2000年版,第 22页。

吉佩定主编: 5中非友好合作五十年 6,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

社, 2000年版,第 98页。

孔明辉: 5非洲经济高速改革的回顾 6,载5人民日报 6, 1989

年 8月 5日。

葛佶主编: 5简明非洲百科全书 (撒哈拉以南 ) 6,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 265页。



 2008年第 11期

五 20世纪 90年代中非关系的

发展与面临的挑战

  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 随着苏东剧变与

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 中非关系再次获得一个难得

的战略机遇期,中非关系明显提升, 并在 21世纪到

来的时候跃上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度。

当时中非关系之发展是由特定时代条件下多种

因素之作用而获得推进的。一方面, 冷战结束后国

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中非关系的外部环境有了很

大的不同; 另一方面, 1989年后, 因西方国家的 /制
裁 0,中国外交一时陷入困境。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与 20多年前相类似,中国为打破西方封锁、恢复国

际形象和重返国际社会, 再次从非洲国家获得了支

持和帮助。当时,基于自身民族主义的国家利益诉

求,非洲国家并没有完全被西方国家所左右而听从

于西方国家 /孤立中国 0之要求。 1989年 12月, 在

西方一片 /制裁中国 0的声浪中, 埃及总统穆罕默

德 #胡斯尼 #穆巴拉克 (M ohammedHosn iM ubarak)

向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发出访问邀请。对于正处于

困难状态下的中国外交来说,杨尚昆此次出访起到

化解西方的打压、恢复中国国际形象的特殊作用。

在埃及期间,杨尚昆受到埃及政府和各界人士的热

烈欢迎,他在多个场合发表了中国政府对于内政外

交的看法,向国际社会传递出中国的声音。此时的

中非关系对于中国改善国际处境、提升国际地位具

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事实上, 1989年后第一个来华访问的外国元

首、政府总理和外长也都来自非洲国家。 1989年底

至 1990年底, 先后有布隆迪、乌干达、多哥、马里、布

基纳法索、埃及、赤道几内亚、中非共和国、塞拉利

昂、乍得和苏丹等 10个非洲国家的元首来华访问。

1990~ 1998年, 共有来自非洲国家的约 50位国家

元首、15位政府首脑及 100多位政府部长访问了中

国。20世纪 90年代, 中国国家领导人也频频出访

非洲。从 1990年起,每年年初中国外交部长首次出

访,都是首先去非洲国家, 可见中国对中非关系的重

视。

这一时期,与西方国家普遍轻视非洲及其政治

首脑极少访问非洲的情况相反,中非高层频繁互访,

这不仅有助于中国在国际上打破西方的战略封锁、

明显改进中国外交的国际环境, 而且提升了中国的

国际地位,使得西方国家不得不重新回过头来思考

中国和非洲对于世界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 中非

关系已经成为撬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结构的一个

支点,通过与非洲国家建立平等互惠的战略关系,中

国得以有力地改变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结构。

进入 20世纪 90年代后,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

发展与国际局势的变动, 中国通过与非洲的协商合

作,改革援非方式与内容, 加快了双边关系的调整,

使得中非关系的战略性质与实际内容在承续传统的

基础上,已经开始了意义深远的变化。

首先,在对非关系的战略层面上,当西方国家以

悲观眼光看待非洲前景、纷纷减少在非投资的时候,

中国却因与非洲国家有着重要的战略诉求而在保持

与非洲国家传统友好关系的基础上,以更加积极和

长远的眼光看待非洲的发展。基于自己的开阔的历

史观和自己所历经的艰难历程, 中国对于非洲国家

面临的发展困境,往往更多地持一种理解和尊重的

态度,相信非洲国家有权利、有能力逐渐寻找到自己

的发展道路,因而中国从不向非洲国家发号施令,以

援助为由干涉其内政。

其次,在对非关系的政策层面上,中国通过总结

以往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有效的调整与变革, 其中一

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在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后, 中

国结合在国内经济落后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进行扶

贫开发所积累的 /输血与造血 0相结合、/既授人以

鱼,更授人以渔 0的成功经验,对援非的方式与手段

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与改革。

其一,在援助形式方面,中国试图将以往那种一

次性的捐赠援助与可促成中非经贸关系持续合作与

发展从而给中非双方都带来实实在在好处的对非贸

易投资适当地结合起来。以援助带动中非贸易的发

展,从而努力推进中国与非洲国家间形成 /平等、互
利、理性、务实 0的新型发展合作关系, 这也是中国

所理解的南南国家之间援助的独特之处。经过多年

努力,这一改革产生了成效,中非经贸合作因为获得

了新的动力与合作基础而逐年提升。

其二,在援助内容方面, 从 20世纪 90年代开

始,中国与一些非洲国家经过商议,逐渐将中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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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援非资金分为政府财政提供的无息优惠贷款 (包

括无偿赠款或无息贷款 )和由金融机构提供贴息贷

款两部分,并以项目援助的方式加以实施,以增强受

援国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意识,带动中非经济

合作层次与实效的提升。一方面, 中国将一部分给

非洲国家的贴息贷款与赠款转化为非洲国家用于双

边贸易与投资项目的进出口信贷, 用于非洲国家从

中国进口急需的设备、商品,公用和民用设施建设以

及扩大对中国的商品出口; 另一方面, 90年代中期

以后, 中国政府积极推进企业 /走出去 0战略, 鼓励

中国企业走进非洲, 向从事中非贸易与投资的中非

企业提供政府贴息优惠贷款和优惠税收支持,并相

继在非洲国家建立了 11个投资贸易中心, 为中非企

业提供资讯、管理、政策与金融方面的帮助。

这些努力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中非贸易额逐年

增加, 中国企业开始大量走进非洲。到 1999年, 已

经有 800多家中国企业和公司在非洲 40多个国家

从事工程承包、贸易和投资活动,直接在非洲开办的

贸易投资公司也达到了近 400家。至 1999年, 中国

援助非洲 40多个国家共建成成套项目 800多个,签

订的承包劳务合作达 9 700多份,这些项目对于改

善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基础和民生起到了重要作

用,双方的投资也开始增长。截至 1999年底, 中国

企业直接对非投资达 4166亿美元, 设立企业 442

家。非洲各国对华投资也达 512亿美元,投资项目

622个。¹ 20世纪 90年代后期, 中非经济技术合作

出现一些投资规模大、建设长、技术含量高的大型项

目,大型设备出口与工程项目也跃上新台阶。如中

国民用航空支线飞机开始批量出口非洲国家, 到

1999年出口达 300多架, 出口额达 10多亿美元。

1997年,中国企业获权承建从苏丹首都喀土穆到苏

丹港的石油管道工程,项目金额 2115亿美元,随后

又获权承建尼日利亚全国铁路网修复改造工程,项

目金额 5129亿美元。º 这些都是中国企业当时在
海外承建的规模较大、影响面广的建设工程。

1997年 12月 30日, 中国与南非建立外交关

系。南非作为非洲大陆最为发达的国家, 其国民生

产总值 ( GNP)占全非洲 GNP的 1 /3强, 有非洲领头

羊之誉,中南建交对中非关系提升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此背景下,从 20世纪 90年代中期起,一些非

洲国家开始重视中国的发展经验, 中非关系的基础

开始出现更具现代发展意义的新的变化与提升。

1997年, 埃及与中国达成协议, 在苏伊士运河区建

立中埃合作经济技术特区, 两国还签署了在高科技

和扶贫领域合作的 /星火计划 0和 /曙光计划0,这表

明中非经济技术合作的内容与性质开始进入一个新

的时期。

中非关系在 20世纪 90年代曾受到台湾当局推

行 /银弹外交0的冲击而一度受到很大破坏。» 在台

湾当局的利诱下, 1988~ 1997年,先后有利比里亚、

莱索托、几内亚比绍、中非、尼日尔、布基纳法索、冈

比亚、塞内加尔、乍得、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十个非

洲国家与台湾当局建立了所谓的 /外交关系 0, 加上

原有的南非、马拉维、斯威士兰等国,非洲与台湾地

区的所谓 /邦交国 0一度达到 13个。¼ 正是在这种

情况下,中非关系对于维护中国国家利益所具有的

战略性意义更加凸显出来, 从而引起中国领导人的

高度重视。从 20世纪 90年代中期起,中国明显加

强了对非工作力度,增加对非援助,加强政治外交往

来。通过各种努力,莱索托、尼日尔、南非、几内亚比

绍、中非、塞内加尔和利比里亚等国中止了与台湾当

局的 /外交 0关系而与中国复交,中非关系在经过短

暂动荡后开始向更高阶段推进。½

六 中非合作论坛的建立与

中非关系的全面提升

  当代中非关系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持续推

进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提升。在经过半个世

纪的演进后,中非关系在 2000年以后进入了一个内

容全面拓展、层次迅速提升、影响明显扩大的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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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中国也最终形成了自己成熟、完整的对非政策理

念和政策体系。

这一发展的重要推进力量是 2000年成立的中

非合作论坛以及这一论坛为中非关系所开创的新的

巨大空间。

中非合作论坛的最初建构是一个部长级 (外交

部长和财政部长 )会议机制, 每三年召开一次,在中

国和非洲轮流举行。 2000年的首届部长级会议在

中国北京举行, 2003年的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在埃塞

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由于中非关系发展快

速且这一机制成效显著, 2006年的第三届中非论坛

升格为中非首脑峰会,共有 43个非洲国家的国家元

首到中国北京出席峰会。此次会议盛况空前,它把

中非关系所具有的巨大活力和前景充分地展示于世

人面前,并由此引起了国际舆论对于中非关系的持

久关注。2009年,中非合作论坛将在埃及开罗召开

第四次部长级会议。

中非合作论坛的建立为中非关系构建了一种新

的机制与平台,其有力提升中非关系全面发展的战

略性意义在随后几年间日益显现出来。

第一,它为新世纪里中非关系的长远发展提供

了一个有效的制度平台,它所形成的包括首脑峰会、

部长会议、高官会议及后续行动委员会等多个层面

的运行结构,使得中非关系既继承中非友好的传统,

又成为具有深远意义的制度创新与体制构建。

第二,这一合作机制一开始就有着完整的发展

理念、战略规划与政策主张。在首届中非合作论坛

上通过的5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6和5中非经济和

社会发展合作纲领 6, 对中非合作论坛的目标、结

构、功能、政策与措施做出了完备的说明与规划。第

二届中非合作论坛通过的 5中非合作论坛亚的斯亚
贝巴行动计划6是对过去三年合作论坛发展成就的

总结和完善。第三届中非合作论坛又通过了 5中非

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言 6和 5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

动计划 ( 2007~ 2009) 6。至此, 面向 21世纪的中非

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基本格局大体成形。¹

2000年以来,中非关系提升不仅体现在政治与

外交层面,经贸合作更成为新世纪里中非关系发展

的核心动力,中非经贸关系正逐渐由单纯援助向全

方位合作发展的阶段推进。首先, 中非贸易发展迅

速,贸易总额飞跃性增长。 2004年达到 294162亿

美元, 2005年达到 397147亿美元, 2006年达到 555

亿美元, 2007年达到 735亿美元。这期间, 中非贸

易年平均增长速度多在 30%左右,明显超过同期中

国外贸总额增幅。2006年, 中国超过英国成为位居

美国、法国之后的非洲第三大贸易伙伴。º 其次, 中

非经济技术合作领域拓展,合作层次提升,合作方式

及途径日趋与国际惯例接轨, 由贸易而投资的结构

转型明显推进。截至 2006年底,中国累计对非各类

投资达到 117亿美元, 其中企业直接投资累计达到

6614亿美元, 比 1999年增长 14倍多。据初步统

计,中方投资项目分布在 49个非洲国家, 涉及能源

与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贸易与生产加工、交通

运输、农业及农产品综合开发等多个领域。» 一些

中国企业不仅在非洲安家落户, 而且开始实施企业

本土化战略。

考察 2000年以来的中非关系,笔者认为有如下

特点值得特别关注。

第一,中非合作进入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

快速发展阶段,双方经贸技术合作领域不断扩展,合

作领域日益向纵深发展。除政治、安全、国际关系领

域外,中非战略合作已经延伸到农业、电信、能源、加

工制造、基础设施、社会公益项目等众多领域, 许多

项目产生了十分明显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第二,中非经济技术合作的制度建设与环境改

善有明显进步。截止到 2006年, 中国已与 28个非

洲国家签署了 5双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6, 与 8个

非洲国家签订了 5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
定6, 这些政府间协定对中非经济技术合作的长期

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中非经贸合作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规模

扩大,投资与贸易主体多元化,民营企业对非投资明

显增长。 2006年, 非洲成为中国第二大原油来源

地、第二大承包工程市场和第三大投资目的地。截

至 2006年底,已经有 800多家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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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其中 700多家是民营企业。¹ 2006年, 中国企

业在非洲新签承包劳务合同额达到 28917亿美元,

占当年中国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的 31%。 2000 ~

2006年,中国企业在非洲承包建设公路近 6 000多

公里、铁路 3 400多公里、大中型电站 8座,此外,还

有大量的公用、民用设施建设项目。º

第四,中非经济技术合作具有大型项目主导、科

技层次提升、科工贸一体化的发展特征。 2001 ~

2006年,中国在非洲签订的一亿美元以上的大型承

包项目有 41个。近年来,中国还与一些非洲国家合

作开办经济开发区、投资贸易加工区、科技创新园

区,如赞比亚 -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尼日利亚拉各

斯自由贸易区,它们将会成为提升中非经济技术合

作的新动力。»

上述这些意义深远的变化使得中非经济技术合

作日益具有现代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特点, 代表了

南南合作的新趋向。在 2006年 11月召开的中非合

作论坛北京峰会上,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宣布中国

政府将通过采取八个方面的重大政策举措, 承诺到

2009年将中国对非援助规模比 2006年增加一倍。¼

今日的中非合作已不只是一些原则性的宣言,而是

一种充满理性和务实精神的行动方案与项目,它们

是具体的、可操作的, 这表明中国的对非政策越来越

具有现代政府的管理与效益精神。½

近年来,中国市场对非洲的商品需求旺盛,中国

已经成为拉动非洲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¾ 从

中国进口的物美价廉商品,为那些即使是最边远地

区的非洲贫困居民提供了有能力消费的商品。在一

些国家,中国的投资已经成为带动其经济发展的重

要动力。¿ 例如, 中国的投资使苏丹形成了自己的

石油开采和生产体系, 由石油进口国变为石油出口

国,成为近年来非洲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一

些研究成果显示,近年中非经济合作对非洲经济增

长的贡献至少达到 5%, 与此相伴随的还有对非洲

经济内在结构的提升与发展潜力的挖掘。À

七 结语

当代中非关系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演进过程,

它在近年的快速提升既是符合历史逻辑的必然结

果,更有其复杂而深刻的时代背景与未来发展指向。

从根本上说,当代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与全面提升

乃是中非双方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求生存谋发展、跃

上现代化新台阶所必须的一种战略性选择, 它有力

提升了中国和非洲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地位, 充分

体现了南南合作的特殊价值, 给中非双方带来双赢

的结果。今天,中国和许多非洲国家正在进入一个

新的变革与发展时代,可以期待的是, 当 21世纪发

展中经济体的增长浪潮真正波及非洲大陆这片热土

的时候,已经演进了半个多世纪的当代中非关系,将

在 /真诚友好、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共同发展0的理
念下与时俱进,继往开来, 给中国、非洲乃至世界带

来更多的机遇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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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农村学校;在 2009年之前,向非洲留学生提供中国政府奖学金名

额由目前的每年 2 000人次增加到 4 000人次,等等。参见中非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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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w Thom pson, / Ch ina. s Soft Pow er in A frica: From th e

-Beij ing C onsensus. to H ealth D ip lom acy, 0 Ch ina B rief, Vo.l 5, No.

21, 2005。

ChrisA lden, C hina in Af rica, p. 38.

Dorothy- G race Guerrero, and F iroze Man j,i eds. , Ch ina . s

N ew Role in Af rica and the Sou th: A S ea rch for a N ew P erspective, ht2
tp: / /www. fah amu. org /pzbook. php# ch in abook _2.

Peluola Adew ale, / Ch ina: A New Partner for A frica. s Devel2

opm en t? 0 Pam bazukaN ew s, March 21, 2007.



Ideas of G loba lization and Transition of China. s Fore ign Strategies: A Review on China. s D iplom acy Phi2
losophy w ith in the Past 30 Years

Cai Tuo ( 62)

The in fluence o f ideas on d ip lomacy has been an increasing ly concerned research field in IR study, w hile Ch ina is

the very case to study the impact o f the ideas o f globalization on its fore ign strategy. The d iffusion of the ideas of

globa lizat ion in Ch ina has been tightly correlated w ith the practice o 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us, the case

study o fCh ina is in effect a research of the transition and adjustability o fCh ina. s diplomatic philosophy aga inst the

background of g loba liza tio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 ing up. The ideas o f g lobalization have brough t not on ly new

concepts and cho ices but also perp lex ities and challenges to China diplomacy, w hich demands a rational rev iew and

response from Chinese diplomats and researchers.

Comm on Interests Promote Sino- American Relations

TaoW enzhao (73)

In the past th irty years, since the estab lishment of diplomat ic ties, China- U. S. relations have, as a w ho le,

moved ahead despite d ifficulties and prob lems. Thema in reason for that is cont inuous expansion and deepen ing of

common interests betw een the tw o countries. Common interests ex ist ob ject ively, but they also need to be recog2
n ized by the policy- makers of the both coun tries. W hen the tw o countries recogn ize and preserve the ir common in2
terests, the bilatera l relat ions move ahead and improve, otherw ise they stagna te, even suffer se tbacks. To preserve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is essentia l to China. s national interests. China and theU nited S tates shou ld a lso take

care of other. s concerns.

Thirty Years of S ino- African Relations: A P ivot in Reshaping the Structure ofChina. sRelationsw ith the

OutsideW or ld

L iu H ongwu (80)

The transform ation and deve lopm ent o f Sino- A fr ican re lations has shown the g reat achievements in Ch ina. s foreign

re lations since the country adopted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 licy th irty years ago. Though per ipheralized in

the o ld, W est- dom inated w orld system, A frica ma intains a core place in China. s fo reign re lations. In many

times, Sino- A frican re lations have been a p ivot in China. s relat ions w ith the outsidew orld, p lay ing an irrep lacea2
b le ro le in improv ing contemporary Ch ina. s d ip lom atic env ironm ent and boosting its internat iona l stand ing. The

new princ ip les o f interna tiona l relations such as mutual respect and equa l treatm ent among deve 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successful South- South cooperationmode l cu lt ivated in Sino- A frican relations have generatedmore hope

and conf idence for the fu ture of hum an race in th is unstab lew orld.

Non- Traditional Security: China. s Cognition and Response from 1978- 2008

Yu Xiaofeng Li Jia ( 89)

The security realm is o f v ital importance to a country. s security cogn ition and strategy. Over the past 30 years since

re fo rm and open ing up, Ch ina has g radually rea lized a h istor ical transformat ion in / era v iew0 and / security con2
cept0 and meanwh ile con fronted w ith unprecedented security threats. The notion o f non- trad it iona l secur ity stres2
ses / hum an security0, / soc ial security0 and / g loba l security0,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 le in boosting the overa ll

transition o f security mode. In its response to non- traditiona l security threats, Ch ina has sh ifted from invo luntary

to voluntary efforts, from non- strateg ic to strateg ic he igh,t from random so lut ions to system atic strategy, and from

passive response to activem anagemen.t Ch ina shou ld make further effo rts to speed up the development of its re2
sponsive capac ity so as to effectively copew ith various tough cha llenges of public crise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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