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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国家形象 0已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参见 [美 ]乔舒亚#库

珀# 雷默等著,沈晓雷等译: 5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 6,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年版;傅新: 5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形象 6,载

5国际问题研究 6, 2004年第 4期,第 13~ 17页;罗建波: 5中国对非洲

外交视野中的国家形象塑造 6,载5现代国际关系6, 2007年第 7期,第

48~ 54页。

º 俞可平: 5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形象 6,载乔舒亚# 库珀# 雷默

等: 5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 6 (序言 ) ,第 1页;乔舒亚# 雷

默: 5淡色中国 6,载乔舒亚# 库珀# 雷默等著: 5中国形象:外国学者

眼里的中国 6,第 9页。

» Bates G il,l Ch in2hao Huang and J. StephenM orrison, / Ch inaps

Expand ing Role in Africa Imp licat ions for th e Un ited States, 0 W ashing2

ton, D. C. : CS IS, 2007, pp. 10- 13.

  全球化将中国与非洲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中国

的非洲战略日趋成熟并引起世人瞩目。不断扩展的

中非关系屡遭西方大国及媒体的误读、曲解以至攻

击,非洲舆论也受其影响。 2006年, 英国外交大臣

提出: 中国目前在非洲所做的事正是英国 150年前

所为。这一论调引发国际上对中国非洲战略的激烈

讨论。由于西方话语占主导地位, 中国的国家形象

受到损害。

本文的 /国家形象 0¹指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

上的形象,即别国对该国的总体印象和看法,主要包

括三个层面:政府观点、学者评论和民间 (包括非政

府组织 )印象。在资讯发达的今天, 国家形象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俞可平认为它已成为 /国家利益的

重要内容0; 乔舒亚#雷默认为这一形象 /在某种意

义上将决定中国改革的前途和命运0。º然而,话语

权的存在和资讯的多元往往使这种形象与现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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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国家形象的塑造需要政府和公民的努力。值得

警醒的是,宣传是中国非洲战略的弱项,这已为美国

战略学者所注意。»本文先阐述了中国的非洲战略

对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巨大影响, 随后分析了

关于中国非洲战略的各种误读, 并对一些恶意攻击

进行了批驳。最后, 从行动和宣传两个方面提出了

中国塑造国家形象的策略。

一 中国的非洲战略:

对国际秩序的震荡性影响

  中国的非洲战略是对非政策的总和, 是国家战

略的有机部分, 既构成发展战略 (如两种资源和两

个市场 )的组成部分, 也与国际战略 (如建立和谐与

公正的国际秩序 )密切相关。¹

战略因时而异,中国的非洲战略亦如此。新中

国成立以来,中非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950~

1978年为正常发展期,中国的非洲战略集中在打破

西方及苏联的封锁,争取同盟军。中国对非援助集

中在支持非洲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民族运动、非洲独

立国家的反霸斗争以及援助非洲各国的经济建设。

1978~ 1995年为过渡转型期, 对非战略有两个特

点,配合改革开放和将重点放在与台湾争夺非洲国

家。1995年至今为快速上升期, 对非政策受到新时

期战略决策的影响, 逐步完成了意识形态从强调到

弱化、交流领域从单一到多元、合作性质从注重经济

援助到强调互利双赢的三重转变; 对非战略确定为

与非洲建立政治互信、经济互利和文化互鉴的新型

战略伙伴关系, 并因其独特的理念和表现方式 (首

脑外交、平等观念、互利双赢和规范机制 )而更具生

命力。º

中国的非洲战略虽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

点,但其延续性十分明显, 并表现出四个特点: 第一,

将非洲诸国作为国际战略中一支重要力量, 这是其

他大国所忽略的。第二, 将非洲大陆作为整体来考

量,有别于国家间的传统外交战略模式。第三,将非

洲诸国作为平等的战略伙伴, 不论其大小强弱。第

四,在与非洲的战略合作中谋求互利双赢。后两点

是有着殖民经历的西方大国难以做到的。概言之,

中国非洲战略的内涵是: 在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同

时,与非洲大陆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共谋发展。

然而,中国非洲战略对现存的国际秩序产生了

震荡性影响,西方大国长期经营的国际秩序正被中

国逐渐击破。

虽然 /平等 0观念在西方近现代史上占有极重
要的位置并始终是西方思想史和革命史中的主体意

识,但在国际关系领域, 似乎把持着主导权的西方国

家从未提过这一概念。其原因不言自明: 世界政治

领域无平等可言, /军事实力主导着其他类型的力

量,拥有最强大军事实力的国家支配着世界事

务0。» 这种观点绝非传统的国际政治分析家所独

有。新自由主义制度学派的奠基者强调相互依赖是

当今世界政治的特点,并承认 /非对称相互依赖 0的

事实存在,但其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承认建立在

强权基础上不平等的现存秩序的合理性。对他们而

言,理想状态是 /现存规则和规范被理所当然地遵

守0; 如果 /心怀不满的国家 0破坏相互依赖的关系

/必须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0。¼ 我们不禁要问: /现

存规则和规范0是由谁制定的? 是否合理? 由强者把

持的国际秩序是否可以永存? 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

从来不认为现存的国际秩序是合理的,也一直在努力

改变这种状态。中非关系的发展可说是一种 /反叛模

式0。从 20世纪 50年代的中非合作历程到今天的中

非战略伙伴关系,我们看到中国的非洲战略遵循着一

个原则:平等互利,这也是中国国际战略的基本原则。

这无疑是对现存国际秩序的一种挑战:

中国的政治号召力已通过 2006年中非峰会表

现出来。

中国经济影响力表现为它已成为非洲第二大贸

易伙伴, 2007年双方贸易额超过 700亿美元。

苏丹、津巴布韦等国似乎因为有了中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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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思认为国际战略主体应当是国家安全战略、外交战略

以及对外经济战略。参见王缉思: 5关于构筑中国国际战略的几点

看法 6,载5国际政治研究 6, 2007年第 4期,第 2页。该期杂志集中

讨论 /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范式的反思与构建 0。

参见李安山: 5论 /中国崛起 0语境中的中非关系 ) ) ) 兼评

国外的三种观点 6,载5世界经济与政治6, 2006年第 11期,第 7~ 14

页;李安山: 5论中国对非政策的调适与转变 6,载5西亚非洲 6, 2006

年第 8期,第 11~ 20页。

[美 ]罗伯特# 基欧汉、约瑟夫 # 奈著,门洪华译: 5权力与

相互依赖 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 11页。

罗伯特# 基欧汉、约瑟夫# 奈: 5权力与相互依赖 6,第 19页。



而对西方的警告置若罔闻。

尼日利亚等国对英国的告诫不置可否而倾心于

与中国合作。

法国公司在非洲法郎区的各种交易因中国的介

入已不能随心所欲。

新成立的美军非洲司令部竟然在非洲大陆难以

找到一个驻地。

塞内加尔总统在 5金融时报 6上撰文要求西方

在对非事务上向中国学习,,

国际事务的处理原则和国际组织的运作方式历

来以西方观念和规范为依据。由于中国因素的介

入,传统的国际关系正在发生变化:非洲在对外来援

助理念、对经济制裁的看法、集体行动的一致性和对

经济秩序的安排等问题上逐步形成自己的立场,西

方优势正被打破。非洲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从完全被

动变得较为主动。中国的非洲战略对二战后西方集

团精心构建起来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挑战具有震

荡性影响,这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 中非之间平等

合作和互相尊重的政治关系是对由西方主导的建立

在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以现实主义为依据的国

际关系的突破。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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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 中非双方在经贸关系上的互

惠双赢原则使一直利用其殖民遗产继承性在非洲垄

断金融、原料生产和成品加工地位的西方大国的利

益受到削弱。最后, 中国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比在

西方中心论基础上制定的现代化模式、/华盛顿共

识 0等发展战略对非洲更有借鉴意义。¹

中国非洲战略的成功实施引起了西方的担忧。

它们担心在非洲的传统利益受到损害; 害怕中国崛

起 /威胁 0其优势地位。有鉴于此, 欧盟和美国外交

关系委员会分别于 2005 ~ 2006年之交发表了对非

战略文件。这两份文件有一个共同点: 将中国在非

洲的存在作为一种新现象,将中国视为在非洲的对

手。该文件成为欧盟和美国针对中国而制定的非洲

战略新构思。布恩特 #伯格认为中国在非洲的影响

日增已成为欧盟决策者的关注重点。普林斯顿 #利
曼认为中国非洲战略对美国构成双重挑战: 保护违

反人权的国家及无视非洲国家治理和透明度问题;

在未来五年将援助额翻番并加强在基础设施等项目

的公开竞标等措施将使美国公司处于不利地位。西

方认为,中印等国是非洲的 /新来者 0或 /局外人 0,
将对西方利益构成 /威胁 0。º 这种对新兴国家的敏

感解释了以下两种现象:其一,西方力图将新兴国家

纳入既定的国际体系, 使其遵守现存游戏规则。其

二,西方媒体对中国的非洲战略和迅速发展的中非

关系进行了各种指责和攻击。»

二 中国的非洲战略:

误解、批判与正名

  中国非洲战略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其中

既有老一代领袖的思维,也有新一代领导人的贡献。

从 1995年以来, 中非关系的迅速发展给世人留下深

刻印象:既给西方以巨大刺激, 也给非洲以强烈推

动。各种误解与批判应运而生。前殖民宗主国对中

非关系的发展非常敏感, 一些非洲人和非政府组织

也对中国在非洲的发展产生疑惑。目前, 国际上对

中国对非战略的误解和指责可概括为以下负面论

调: /近年扩张论 0、/新殖民主义论 0、/掠夺能源

论0、/漠视人权论 0、/援助方式危害论 0、/破坏环

境论 0。对于前三种论调, 本人曾撰文进行过分

析。¼ 在此只做少许补充。

(一 ) /新殖民主义论 0

英国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于 2006年 2月访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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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W enp ing, / The Balancing Act of C h ina. sA frica Policy, 0

Ch ina Security, Vo.l 3, No. 3, 2007, pp. 23- 40; L iAnshan, / Ch in a

and A frica: Policy and C hallenges, 0 China S ecurity, Vol13, N o13,

2007, pp. 69- 93.

关于欧盟的非洲战略及其评论, 参见 EU Comm ission Com2

m un icat ion, EU S tra tegy for Af rica: Tow ard a Euro2African P act to A ccel2

era teAf rica. s D ev elopm ent, COM 489, Bru ssels: October 12, 2005;

B ern t Berger, / C h ina. s Engagem ent in A frica: Can th e EU S it B ack? 0

S ou th African Jou rnal of Interna tionalAffa irs, Vo.l 13, N o. 1, 2006, pp.

115- 127。关于美国的非洲战略及其评论,参见 The C ouncil on For2

eign Relations, U. S. A. , M ore than H uman itarianism: A S trateg ic US

Approach T ow ard Africa, 2006; Prin ceton Lym an, / Ch ina. s Involvem ent

inA frica: A V iew from the US, 0 S outh African Jou rnal of In ternationa l

Affa irs, Vo.l 13, No. 1, 2006, pp. 129- 138。

王洪一: 5试论 /中国威胁论 06,载5西亚非洲 6, 2006年第 8

期,第 28~ 32页。

参见李安山: 5论 /中国崛起 0语境中的中非关系 ) ) ) 兼评

国外的三种观点 6,第 13~ 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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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尼日利亚时表示: /中国今天在非洲所做的,多数

是 150年前我们在非洲做的 0。这是 /新殖民主义
论 0的含蓄表达。有的西方人表示, 中国在非洲实

行 /新殖民主义 0或 /经济帝国主义 0。¹ 这种误解

或指责主要牵涉三点:中国在 /掠夺 0非洲资源方面

与西方无区别;中非经济交往既打击了非洲同类行

业,也未能解决当地就业问题; 中国在政治上 /控

制 0非洲国家, 将苏丹等国作为自己的 /前哨站0。º

果真如此吗?

由于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对原料的需求, 原料

价格上涨迅速,为安哥拉和尼日利亚等国 /带来了意

外之财0。»新兴国家与非洲在能源方面的合作远不

止这一点。除提升价格外,对能源的需求引发了国际

社会对非洲的重视,非洲在市场、投资和合作伙伴等

方面的选择余地大大增加。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能源

投资往往加上基础建设项目,为非洲和外来投资者提

供了更好的条件。令人费解的是,西方历来主张开放

市场经济,并以自由经济的忠实奉行者自居。然而,

当非洲向中国开放市场后,西方却忧心忡忡。正如塞

内加尔总统瓦德所言: /如果开放更多的自由市场如
西方所鼓吹的那样是通向进步之路,为何欧洲会对中

国在非洲的日益增长的经济作用表示担心? 自由市

场的扩展确实给非洲带来了福利。正如我告知我的

西方朋友的那样,中国正在做的确实远比西方资本家

更好地适应非洲市场的需求 0。¼

(二 ) /掠夺能源论 0

西方对中国从非洲进口资源大加指责, 对另外

三个事实视而不见。其一,西方石油公司一直在非

洲国家开采石油和矿产资源。埃里卡#唐斯指出,

中国公司在非洲的石油资产远比不上欧美公司。

2006年,中国公司在非洲的石油总产量平均每天为

26. 7万桶,只有非洲最大的外国石油公司埃克森美

孚的 1 /3。中国在非洲的项目都是欧美不感兴趣

的,许多是国际石油公司放弃的项目。½ 其二, 中国

的项目均为中非双方同意并通过国际市场竞拍得

来。其三,中国也在与其他国家 (如哈萨克斯坦、俄

罗斯、澳大利亚等 )进行能源交易。澳大利亚甚至

极力欢迎中国与之进行能源开采合作。为何无人对

此进行责难? 这是否有双重标准之嫌?

中非经济虽互补性较强,但有些行业确实存在

竞争。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副所长穆莱齐 #姆贝基

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对南非而言既是诱人的机会,也

是可怕的 /威胁 0。¾ 这种竞争表现在劳动力和市场
方面。有的中国公司考虑到文化、语言和成本问题,

倾向于从国内带去劳动力, 这无疑给非洲劳动力市

场带来冲击。一些中国企业已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力

图纠正。¿ 中国一些产品确实与非洲的同类产品形

成竞争。然而,这并非中国单方面的问题,非洲企业

也面临着提高产业水平和竞争力的挑战。即使中方

自愿减少纺织品输出,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的纺织品

也会乘虚而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中国应树立大

国风范,让出一些发展空间,帮助非洲国家进行相关

工业结构调整,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推动中非经贸合

作的可持续发展。À

至于 /中国对非洲进行政治控制0的说法毫无

根据。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历来不干涉他国内

政。以中国与苏丹的石油交易为例。 2003年, 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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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塔利斯曼公司撤出苏丹。中方有意购买其股

份,但苏丹政府从投资多元化的角度考虑拒绝了中

方请求,将股份卖给了出价更高的印度公司。¹ 中

国对苏丹政府的决定并无异议。这一事实说明两

点:中苏均为独立国家, 有权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

定;中非能源交易是自由市场上的一种纯经济行为。

(三 ) /漠视人权论 0

对中国的攻击之一是 /中国忽视人权 0, 英国皇

家非洲学会会长理查德 #道登甚至认为 /中国人喜

欢和不民主的政府打交道 0。º 在 /漠视人权 0或
/支持独裁政权0的指责声中,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

外交政策与苏丹、津巴布韦等国发展友好关系都成

为 /罪状 0。» 中国、苏丹合作成果之一是苏丹从石
油进口国变为石油出口国。关于达尔富尔问题,应

注意以下几点:其一, 达尔富尔危机是一个复杂的问

题,有历史根源, 牵涉到环境、民族、宗教和发展等方

面。联合国环境署的最新报告指出, 其主要根源是

环境恶化。¼ 其解决有赖于发展经济。制裁和干涉

只会使问题更复杂,阿富汗和伊拉克是最好的例证。

其二, 达尔富尔危机是一个地区问题,对当地居民产

生了灾难性影响。然而, 除美国外, 各国政府、联合

国和地区组织都未将其视为 /种族清洗0或 /种族灭

绝 0问题。½ 其三, 达尔富尔危机也反映出民族国家

建构的艰难。对任何国家而言,现代国家建构是一个

长期过程。美国在其独立 80多年后还发生了一场南

北战争,以死亡 60万人的代价避免了国家分裂。国

际社会应给苏丹一些时间来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坚

持通过平等对话协商解决危机,并一直发挥建设性作

用。由于中国的推动,苏丹原则上接受安南秘书长三

阶段维和方案。中国支持非洲联盟 (简称 /非盟0 )及

相关国家所做的努力; 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支持联

合国维和行动。中国还向苏丹派出维和工程兵部队

并不断对苏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¾

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因不能满足西方要求而受

到英美的批评。 2005年, 穆加贝从治安和卫生出发

对首都棚户区进行整治,遭到西方谴责,英美呼吁非

盟做出反应。然而, 非盟认为无权随意干涉成员国

内政,支持津巴布韦抵制西方制裁。¿ 2007年 3月,

穆加贝为稳定局势对反对派领袖采取措施, 受到英

美严厉指责,但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领导人专门开

会,一致支持穆加贝, 并要求西方取消对津巴布韦的

经济制裁, 这说明对非洲政局的干涉不得人心。À

西方在批评 /中国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政策 0时无
视以下事实:中国对苏丹和津巴布韦的立场与非盟

是一致的。在 2007年 12月召开的欧非峰会上, 英

国首相布朗因抵制穆加贝未出席峰会,德国总理默

克尔对穆加贝提出批评。这些举动引起非洲首脑的

强烈不满。Á 实际上, 既然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存在

人权问题,那么西方国家为何仍争着与中国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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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双方就人权状况互相批评, 但这并未影响双方

贸易往来。为何对非洲一些国家就应持特殊政策?

这是否也有双重标准之嫌?

(四 ) /援助方式危害论 0

这种论调对中国的指责主要是: 中国的援助使

一些非洲国家肆无忌惮地行使专制权力; 中国的贷

款将 /使非洲背上新债务0。事实绝非如此:

第一,互不干涉内政与援助不附带条件是中国

的一贯政策。恰恰是这种援助方式打破了西方国家

援助附带政治条件的模式, 引起它们的强烈不满。

政治制度的选择是各国自己的事, 中国不对他国内

政说三道四。同时, 中国历来不将援助看做是单方

面赐予,而是相互支持。¹ 中国为非洲国家提供力

所能及的援助,非洲国家也多次给予中国支持,如中

国进入联合国、台湾问题、人权问题以及 1989年中

国遭遇政治困境、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事件

和 2006年陈冯富珍当选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等。

第二,西方国家认为非洲国家缺乏管理能力,中

国向非洲提供的贷款不仅难以帮助其正常发展,反

而会使其背上债务负担。 /不论其经济效果如何,

中国人的钱即便没有明确的政治意图, 也还是会对

非洲的政治发展产生有害的影响 0。º 西方国家担

心非洲国家的偿还能力而拒绝贷款, 这无助于非洲

发展。中国通过贷款开发一些项目有利于非洲经济

发展, 也得到非洲的肯定。塞内加尔总统指出, /不

光是非洲,就连西方自己也有很多地方需要向中国

学习0。»

(五 ) /破坏环境论 0

这种批评集中在两个方面: 资源开采和修建大

坝。非洲政府对中国公司的行为并无异议, 往往是

非洲学者和非政府组织对石油开采和修建大坝提出

批评。¼ 有的苏丹人指出, 中国石油公司征用土地

破坏了当地传统生计, 使上尼罗河北部的居民流离

失所, 对南方居民也缺乏尊重。他们认为,西方公司

受到公民社会的监督, 不敢从事有悖于人权和道德

的开采活动;公众舆论迫使加拿大、奥地利放弃苏丹

的石油开采权,但中国、马来西亚和印度石油公司缺

乏公民社会的干预, 购买了这些特许权。½ 以伦敦

为基地的苏丹人组织皮安基的主任阿里#阿斯库里

十分活跃,自称代表麦洛维大坝受害者的利益。他

使用西方媒体的资料批评中国迫使产油区居民迁

移;还提到中国参与修建的麦洛维大坝迫使当地居

民迁移,影响到民众的生活。¾ 一些非洲学者对中

国在莫桑比克进行的木材开采和姆潘达 -恩库瓦大

坝的建设不满, 认为这是 /中国漠视人权以及对其

所资助项目的环境影响不重视的极好例证0。¿

对上述批评应具体分析。这牵涉到发展和环境

的关系以及局部和全局的关系, 是发展中国家经常

面临的问题。中国进口的主要是能源和原料, 这种

采掘型工业对环境破坏较大。个别中国企业将国内

的工作模式 (如劳动时间、待遇与条件等 )搬到非

洲,造成不良影响, 引起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批评。实

际上,有的中国企业在国内就不注意环保措施,造成

环境污染。此外,西方公司因环境污染受到警告或

处罚也是常事。2006年,尼日利亚哈科特港的法院

做出判决,要求壳牌石油公司赔偿尼南部伊格博族

居民 15亿美元,作为开采活动对当地环境造成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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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补偿。¹ 对有关批评,中国政府应采取正确态度,

既要重视问题, 又不要过度反应。援建大坝前的环

境评估应请有资质的当地公司或知名国际公司进

行。在批准国内公司赴非时应设立标准, 加强当地

法律教育。对非政府组织的批评应理解尊重,不应

一概视为敌视中国。非政府组织多受西方资助,背

后不能说没有西方因素, 但它们对本国环境的关切

并非仅针对中国。一些非政府组织甚至将西方公司

告上法庭。中国只有制定有效措施, 将资源开发与

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切实考虑当地利益,才能树立

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三 国家形象的塑造:

行动与宣传

  针对国际上的各种反应,中国政府对国家形象

的塑造应具备一种全方位的策略, 一个整体规划。

这种策略分为政府行为与非政府行为,涵盖政治、经

济和文化等方面。它实际包括 /做 0和 /说 0即行动
与宣传两个内容。

(一 )行动方面

行动主要指中国在非洲的一切活动。这些活动

应有章法、守规矩、有理、有利、有节。做得漂亮,才

能为确立正面的国家形象打好基础, 为宣传提供素

材与依据。有效宣传只能建立在负责任的行动上。

1. 介入

互不干涉内政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则之

一,决不能放弃。然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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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非

盟宪章 6中的 /非漠视原则0规定,非盟有权在成员

国出现 /战争罪行、种族屠杀、反人类罪以及对合法

秩序的严重威胁 0等情况时对其进行军事干预, 可

在成员国之间发生武装冲突时派部队制止战争。中

国介入非洲事务的最佳方式是与非盟及非洲次地区

组织积极合作, 尽量以非盟的决策和行动为依据。

中国对达尔富尔问题的处理颇为得当, 但前期显得

有些被动。

2. 援助

中国对非援助应先有政治、经济、效益和环境的

评估, 后有等级划分和效绩鉴定。援助应认真听取

驻外大使的意见, 有的放矢、目光长远,既要急人所

难、助人所需, 又要避免短期行为或不顾后果或效

益。º 优惠贷款项目的设立应引进竞争机制。大型

援建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应通过当地资质机构或知

名度高且持中立立场的国际机构的环境论证。除经

济援助外,教育、卫生、农业和因地制宜的小项目是

中国具有长期经验的援助项目, 直接涉及非洲的民

生,应大力加强。欧美国家援助工作集中统筹的方

式值得中国借鉴。

3. 投资

中国政府在鼓励企业到非洲发展时应有相应措

施,避免将国内粗放经营模式带到非洲。中国在非

企业的社会责任缺失表现为缺少安全生产意识, 工

作条件较差,工人工资偏低,资源破坏严重, 环保投

入少。» 中资企业谦比希铜矿因事故或罢工受到当

地舆论批评; ¼中国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哈

尔滨电站设备集团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等公司在苏丹的社会公益活动则得

到当地社会的赞扬。中国在非洲投资需要得到非洲

政府、地方与法律三方面的支持。政府多支持中国

企业的生产;地方的支持则有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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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尼日利亚法院判壳牌公司向当地居民付巨额赔偿 6,载石

油与环境网络, 2006年 2月 25日, h ttp: / /pen. petroecon. com. cn /ar2

ticle. php /592;还可参见 / Sh ell International. s Legacy of Po llut ion and

Dam age, 0 h ttp: / /www. groundw ork. org. za /Pam phlets/Shel.l asp。

20世纪 90年代,中国曾援助马达加斯加一批汽车, 但由于

不了解情况,这批汽车设计的燃料是汽油,而马达加斯加的汽油成本

太高,燃料只用柴油,结果这批汽车在马达加斯加无法使用, 只能成

为废铁。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指出: /即使到发展中国家去投资

设厂,进行经济贸易活动,也会受到当地社会特别是国际社会严密监

督,不负社会责任也照样名声不佳, 甚至被逐出市场。可以看到,企

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国际化潮流。0参见成思危: 5中国

不能接受 /资本无道德 0论 6,载5中国经济周刊 6, 2007年第 5期,第

13页。

赞比亚谦比希铜矿 ( C hamb ish i Copper M ine)是中国政府批

准在境外开发的第一个有色金属矿山, 是中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

2005年铜矿发生爆炸事件, 46名赞比亚工人丧生。参见 5赞比亚中

资企业爆炸后续: 爆炸无情友谊永存 6, 载新华网, h ttp: / /www. x in2

huan et. com, 2005年 5月 6日。 2008年 1月 3日,中方经营的谦比希

炼铜厂约 500名工人因抗议工资低和工作条件差举行罢工, 经调解

后于 8日复工。参见 / Zam b ia: Cham b ish i Copper Sm elter Workers

Dow n Tools, 0 T heT im es of Zam bia ( Ndola) , January 4, 2008, http: / /

allafrica. com /stories/200801040297. htm ;l还可参见 http: / /www. sin a.

com. cn, 2008年 1月 8日,新华社。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8年第 4期

服务当地。让利应有具体标准, 可由双方政府和企

业制定百分比。中国投资需要非洲方面的法律支

持,应加强与当地的司法合作, 打击不遵守当地法律

的行为。莫桑比克政府将有关法律译成中文,为中

国企业提供了帮助。只有各方努力才能使投资更具

效益。¹ 中国在非洲的企业不能只考虑经济利益,

要加强法律意识和队伍建设,注意国家形象和自身

社会责任。 2007年 8月,中国 65家企业在 /改进企

业对非工作座谈会0上发出了 /树立责任意识, 创建

和谐共赢的中非经贸关系 0的倡议。这是一个好的
开端。º

4. 政府治理方式

包括外交与内政。驻外大使在外交方式上需适

应非洲政治的变化, 特别是对多党政治的理解和对

反对党及非政府组织的策略上。赞比亚反对党竞选

时的表态说明了非洲政治的新情况。驻外使节应与

非洲社会各方面加强交流,应使非洲政府认识到中

非合作的多渠道。政府对国内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过

于僵化,既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也不利于国际交

流。应以民间组织为渠道,加强与非洲非政府组织

的交流。民间组织可参与援非项目。与非政府组织

的交流不仅可增强互相理解,也是开放的国家形象

的表现。

5. 多边合作关系

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 应加强多边合作。西方

国家对援非虽各有打算,但联合国有 /千年挑战 0的

共同承诺。中国与国际组织、地区组织和其他国家

合作既有利于总体目标的实现, 也有利于宣传中国

的援非工作。合作意味着公开, 多边意味着透明。

多边还包括政府与民营企业的合作, 政府应鼓励民

营企业参与援非。发达国家的有些经验值得学习,

如健全私人捐助渠道, 鼓励志愿者和非政府组织以

各种方式援非。

(二 )宣传方面

毋庸置疑, 宣传是贯彻外交目的的重要手段。

在这一点上,中国国家形象的确立有赖于三方面:宣

传的内容、途径与宣传者。

11宣传的内容
中国非洲战略的实施过程有很多创举, 具有不

同于传统国际关系的内容。有的学者将中国对非外

交中的国家形象概括为患难与共的政治形象、平等

待人的外交形象、互利双赢的经济形象和亲和友善

的文化形象。» 新的理念和行为方式不仅使中国与

非洲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 同时对现存的国际关系

提出了挑战。

宣传的内容主要包括双方合作的理念、原则和

精神以及合作的项目和业绩。

( 1)中非合作的理念、原则和精神

平等互助与援助双向的理念。国与国之间、民

族与民族之间互相尊重、平等相待;援助从来不是单

向的,而是双向的。

责任与效率原则。国家之间的交往应有一种责

任感,既包括对上 (政府 ) ,也包括对下 (民众 )。言

必信,行必果。定时定点、落实到位。

互惠双赢的精神。在交往中既要考虑到本国利

益,也要善于从他人角度考虑问题。只有急他人之

所急,想他人之所想,才能使中非合作可持续发展。

这些理念、原则和精神都要通过实际行动来体现。

( 2)中国的援非项目与业绩

坦赞铁路 ) ) ) 中国援非的第一大亮点。在西方

各国、苏联及世界银行以成本或客观条件为由拒绝

修建后,中国政府主动承担了这一巨大工程, 历时

11年 ( 1965~ 1976),牺牲 65名中国工人。¼ 这是一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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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泰伦博希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进行的非洲的中国建筑工程

项目的调研表明:非洲国家的监管力度愈大,中国项目的质量愈有保

障。参见 Cen tre for C h inese S tud ies, / C hina. s In terest and Activity in

A frica. sC onstru ct ion and Infrastru cture Sectors, 0 ht tp: / /www. ccs. org.

za/dow n loads /DFID% 203 rd% 20E d it ion. pd f。

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在 2007年 8月 28日召开的 / 改进企

业对非工作座谈会 0上表示,要努力扩大中非双方利益汇合点,帮助

非洲国家提高自主发展能力。中资企业作为经贸合作的主体,不仅

要考虑经济利益,更要考虑国家形象和自身的社会责任;不能只关注

当前,更要着眼于长远; 要树立 /多予少取 0、/授人以渔 0的思想。

h ttp: / / internation. cf.i n et. cn /n ew spage. aspx? id= 20070828002322&

A spxAutoDetectC ook ieSupport= 1。

罗建波: 5中国对非洲外交视野中的国家形象塑造 6,第 48~

54页。

张铁珊: 5友谊之路: 援建坦赞铁路纪实 6, 北京: 中国对外

经济贸易出版社, 1999年版,第 386~ 387页。此书是第一部记录坦

赞铁路的中文著作。还可参见 George T. Yu, Ch ina. s African Policy

A S tudy of Tanzan ia, New York: Praeger, 1975; G eorge T. Yu, / Th e

Tanzan ia Zam b ia Railw ay: A Case S tudy in Ch in ese E conom ic A id to Af2

rica, 0 inW. W ein stein and T. H. H en riksen, ed s. , S ov ie t and Chinese

A id to Af ricanN a tion s, N ew Y ork: Praeger, 1980, pp. 117- 144;陆廷

恩: 5坦赞铁路的修建与中非友谊 6, 载 5亚非研究 6, 第七辑 ( 1997

年 ),第 277~ 294页。



项丰功伟绩,值得广为宣传。

援非医疗队 ) ) ) 中国援非的第二大亮点。中国
从 1963年起向非洲派遣医疗队, 到 2006年已向 47

个非洲国家派出 1. 6万名医务工作者, 救助 2. 4亿

人次。这是南南合作的典范,时间最长、涉及国家最

多、成效最显著、影响最广泛。援外医疗队员的医术

和精神赢得非洲人民的尊敬, 被誉为 /白衣使者 0和

/最受欢迎的人0。

大型标志性建筑。中国政府帮助非洲国家修建

了一批里程碑式的建筑。有人认为这是中国为满足

非洲领导人好大喜功的心理。然而, 深层的政治意

义在于:它们是国家独立的标志和国家民族的象征,

是文化非殖民化的体现。可以说, 这些标志性建筑

在非洲国家民族的建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¹

基础建设。 50多年来中国在非洲共援建 800

多个项目。这些项目强调两点: 因地制宜与助其脱

贫。塞内加尔总统指出: /通过直接投资、贷款和各
种公道合理的合同, 中国已帮助非洲国家建立了许

多基础设施项目。在包括塞内加尔在内的许多非洲

国家, 基础设施的改良对刺激经济发展发挥了十分

重要的作用。0º这是对中国援建和投资基础设施的

高度赞扬。

教育与农业技术培训。在中非教育合作中, 从

20世纪 90年代初开始的援非教育培训极具特色。

为扩大援非规模, 提高援非效果, 中国教育部于

2003年在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和天津工程师范学院建立援外基地, 分别在计算机、

远程教育、管理人才和职业教育等方面为非洲培训

教育人才。中国还在农技、中草药等方面为非洲培

养人才。培训班有两个特点:中国之所长和非洲之

所需。» 2007年, 中国农业专家对埃塞俄比亚、莫桑

比克、苏丹进行了项目可行性考察,以建立农业示范

基地。

从 2000年以来,中非合作的新模式已取得良好

效益并赢得非洲国家的认同。然而, 西方话语霸权

的存在说明: 只有掌握 /舆论主权 0和 /形象主

权 0, ¼中国国家形象才会得到改善。宣传中不应忽

略存在的问题和消极方面。只有这样, 宣传才能以

事实和道理服人。

21宣传的途径
由于中国主动融入国际社会的时间不长,在宣

传上尚属新手,必须吸取他人的经验并有所创新,才

能使国家形象得到改善。政府应加强对公众的宣

传,建立相关网站作为交流平台,或通过孔子学院和

大学对外交流扩大宣传。具体可采取以下措施:

( 1)建立立体型宣传体系, 包括网站、影视、书

籍,以对中非合作的成就进行总结; ½ ( 2)建立非洲

留学生和培训官员跟踪联络系统,他们是中非友好

合作的重要力量; ( 3)成立 /非洲论坛0,既为中非合

作的发展提供民间交流平台, 也为中国作为负责任

的大国提供宣传舞台; ( 4)在国外报纸登广告, 为中

国政府在非洲的所作所为进行正面宣传; ¾ ( 5)制造

话题,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可组织相关人员制造话题

以反击西方的 /中国威胁论 0。话题的选择要适当,

既要有道德制高点,又要有针对性。

3. 宣传者

对国家形象的正面宣传由谁来做,这是一个需

要仔细考虑的问题。从理性而言,这应由中国政府

来实施。然而,从策略上看,由政府宣传不如由非政

府力量 (主要是学者和各种民间组织 )宣传,由中国

人宣传不如由外国人宣传。

首先,非洲人的评论具有最佳效果。他们不仅

可宣传中非合作的好处, 也可免去中国人自吹的嫌

疑。例如,塞内加尔总统 2008年 1月 24日在5金融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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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山: 5非洲民族主义研究 6,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

社, 2004年版,第 291~ 300页。

AbdoulayeW ade, / T im e for the w est to p ract ise w hat it prea2

ches, 0F inancial T im es, January 24, 2008.

刘宝利: 5中非教育合作与交流卓有成效 6,载陆苗耕、黄舍

骄、林怡主编: 5同心若金 ) ) ) 中非友好关系的辉煌历程 6,北京:世

界知识出版社, 2006年版,第 314~ 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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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出版

社, 2005年版。

乔舒亚# 库珀# 雷默: 5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 6,

第 9页。

例如,动员参与过重大事件的外交官与援非人员撰写回忆

录,组织学者编写有关中非合作的著作并以英文出版;征集资料,收

集海外媒体的报道;委托电影公司或电视台制作有关中非合作的影

视作品等。 2006年中非峰会期间,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 /中非友好

合作展览 ( 2000~ 2006) 0加上 2000年以前的合作内容,可在非洲各

国展出,这种方式花钱少、效果好。中国驻加蓬使馆举办的图片展览

取得成功即是明证。

5华盛顿邮报 6是开拓国家广告业务的先行者。哈萨克斯
坦总统和越南驻美使馆曾在5华盛顿邮报 6上做国家广告,对正面宣

传国家形象起到良好影响。中国的广告可用工程数据来说明中国援

非的成就与规模。有些公关活动可请国外公司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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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6上发表的文章远比中国的宣传更有说服力。

学者相对客观,有自己的判断, 其观点将对世人了解

中非合作起到积极作用。加纳学者普拉是非洲第一

代政治学家,任开普敦的非洲社会高级研究中心主

任。他对中国在非洲的影响持正面看法, 并多次就

中非关系发表意见。他认为,中国虽有自己的国家

利益, 但从 20世纪 50 ~ 60年代起就一直帮助非洲

建设基础设施。非洲人应从自身角度考虑如何应对

形势变化, 更好地利用现有条件发展非洲。¹ 尼日

利亚学者费米#阿科莫拉夫指出, 中国的崛起不同

于西方,为非洲提供了经验,其观点在国际上有一定

影响。º 贝宁学者吉尤姆#穆穆尼对中非关系的看

法相对客观。» 这些具有良知和独立意识的非洲知

识分子对中非关系的宣传最有效。由于他们未掌握

话语权,其影响力有限。要影响西方,还需要西方人

对中非关系进行客观评价。

其次,西方学者的客观评价至关重要。虽然西

方的知识分子和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抱有偏

见,但除极个别人外, 他们一般是尊重事实的。我们

应尽量利用西方媒体、学者或非政府组织宣传中非

关系。肯尼思 #金 (金健能 )是爱丁堡大学非洲研

究中心前主任,一直从事非洲教育的研究,曾在香港

大学做访问学者。由于他有机会接触中国, 加上经

常前往非洲实地考察, 对中非合作有较深认识。他

提出两个观点:中国与西方不同,总是从积极正面的

角度观察非洲;中非合作是一种 /互惠 0关系。这在

西方学者中极为少见。¼ 德博拉 #布罗伊蒂加姆是
美利坚大学的发展学专家,长期从事中国对非援助

的研究。½ 她曾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举办的有关中非

关系的会议上指出, 中国对非洲的态度比西方更积

极。西方认为非洲是不断需要援助的落后大陆,中

国看好非洲的投资前景。中国对非援助不断增加,

奖学金数目翻番,向苏丹派出工程队,积极参与联合

国维和行动。¾ 世界银行研究员布罗德曼较客观地

描述了中印在非洲的经济活动。¿ 香港科技大学的

贝利#沙特曼长期从事中国研究, 对中非关系的认

识也相当客观。À

最后,学者意见远比政府宣传有效。要为学者

的研究提供更好的条件与研究氛围, 他们的研究包

括基础、对策和应用三个层次。此外,中国人对非洲

的认识有两个误区:非洲穷;中国对非援助太多。这

种偏见需通过普及教育和正面宣传来纠正。目前,

援助仅以政府方式进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

公共事务的关心, 援助将成为公众关注点。作为纳

税人,他们希望知道税款花在何处。缺乏正面宣传

和畅通的信息渠道将给援外工作带来负面影响, 并

影响援助项目及制度的可持续性。中非关系的特点

之一是首脑外交。然而, 国家形象的塑造要有群众

基础。政府应大力发展志愿者行动计划, 让非政府

组织也加入援非行列, 使援助形式多样化。这不仅

为中非关系增添了活力, 还能培养一批具有献身精

神且熟悉非洲的青年人才。

对中国的崛起,有人高兴, 有人担心,这表达的

是同一个信息: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影响至关重要。

中国的非洲战略应从 /做 0和 /说 0两个方面向世界

宣告: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的非洲战略对世界有

着积极影响。如何影响? 这是中国面临的新挑战。

[收稿日期: 2008 2 01 2 25]
[修回日期: 2008 2 03 2 03]

[责任编辑: 谭秀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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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efense ofChina: Chinaps A frican Strategy and State Image

L iAnshan ( 6)

Chinaps sta te image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part o f its national interes.t Ch inaps A frican strategy is one important

issue affecting its national image, and has drawn a great dea l of attention from all over thew orld. Y et the expansion

of Ch ina2A frican re lations is frequentlym isunderstood, m isinterpreted and even attacked by theWest or itsmed ia,

thus seriously tarn ishing Ch inaps state image. It shou ld be noted that one of thew eaknesses o fCh inapsA frican strat2
egy lies in its propaganda. The author d iscusses the impact o f Ch inaps A frican stra tegy on the current internat iona l

order, analyzes th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Ch inaps strategy and refu tes some recentm isgu ided crit ic ism smade by

outside observers. The author f inally suggests how China could create a posit ive state image through both actions

and propaganda.

The Role of the EU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Zhu L iqun ( 16)

Th is article cha llenges the tradit iona l v iew tha t great pow ers are states w ith strong m ilitary capabilit ies, and argues

instead that the European Un ion is a g reat wo rld player w ith its un ique recourses and capab ilities, a most comp lex

actorw ith its 27member states, mu ltileve l institutions, and itsEuropeanizational process o f fore ign po licies, a g reat

transformational pow erw ith its firm ly2believed norm s and va lues. TheEuropean pow er is explored from bo th materi2
al and soc ia l approaches and understood from a normative po in t of v iew. The art icle concludes that Europe is a g reat

pow er comm itted to thew orld peace and order. Further development ofCh ina2EU relat ions is of g reat significance to

Chinaps w orld dream o f build ing a harmon ious w orld.

Realist Constructivism: Power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Jiao B ing ( 24)

A s a framew ork, construct iv ism in principle can be compatiblew ith substantive theories such as rea lism and liberal2
ism. Constructiv ism attempts to se ize them iddle ground be tw een positiv ism and postpositiv ism, as a resu l,t it is not

compatib lew ith realism concern ing onto logy and ep istemo logy wh ich is the prerequ isite o f the dialogue betw een con2
struct iv ism and rea lism. A s the resu lt of the dia logue, Realist constructivism consists of tw o core hypotheses: first2
ly, internat iona l po litics is the product of social construction; secondly, in ternational po lit ics has by nom eans tran2
scended pow er po litics. Therefore, the co re inqu iry of rea list construct iv ism is the different form s o f power and their

respective effects o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 f internat iona l po lit 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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