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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非洲:

建设可持续的战略伙伴关 系

杨 立 华

  内容提要  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关系在 21世纪初期呈现快速、全面、深入的发展势头。

尽管面临一些新挑战, 但中非双方相互需要, 相互依存, 经贸合作迅猛发展。面对双边合作

的快速发展, 如何保持战略合作关系的可持续性, 是当前中非双方需要共同研究和筹划的课

题。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政治互信、深化符合长远发展的互利合作、充分发挥企业界的

作用并加强监管、增进和扩大民间社会的交往, 以及注重中非合作的开放性和非排他性, 对

于中非可持续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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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关系在 21世纪初期以快速、全面、深入之势向前发展。在 2000年第一届中非

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召开后, 运行良好的合作机制已经形成并得到不断丰富和加强, 双边贸易和投资

规模大幅度提高, 科技合作与人员交流不断推进, 双边合作达到了新的高度。面对双边合作的高速发

展, 如何保持战略合作关系的可持续性, 是当前中非双方需要共同研究和筹划的课题。本文将在分析

中非合作关系发展现状的同时, 探讨未来保持中非关系可持续发展需要考虑的问题和亟待加强的

领域。

中 非 合 作 发 展 现 状

(一 ) 中非双方相互需要, 相互依存

中国与非洲之间经贸合作关系的迅速、全面发展, 反映了双方对扩大合作的需求与可能。中国由

于自身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非常重视非洲的资源和市场。中国不断增长的需求, 成为中非贸

易逐年大幅度提高的主要推动力, 并由此带动了中国对非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初级产品加工领域的

投资。与此同时, 中非合作的加快, 还归因于非洲国家正在出现的社会稳定、经济健康发展新局面所

带来的经济发展新需求。 2001年, 非洲大陆国内生产总值为 6 130亿美元, 人均约为 760美元。¹ 根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 2005年, 非洲 49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 (不包括利比亚和索马里 )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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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9 234113亿美元。¹ 以非洲近 9亿人口计算, 非洲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2005年应已超过 1 000美元。

这与中国 2001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相当。由此可见, 非洲的发展潜力在逐渐显现。非洲不仅

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而且有 9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同时, 随着采掘业开发所带动的非洲基础设施的大

规模兴建, 国内需求正在成为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世界银行认为, 非洲的整体综合竞争力正

在加强。非洲国家对于国际合作的期望, 重点在吸引投资、市场准入和技术转让, 而不是仅仅着眼于

援助和捐赠, 可见非洲并非赤手空拳面对国际合作。

在世界不可再生资源日益匮乏的趋势下, 非洲国家的资源优势日益显现。目前, 撒哈拉以南非洲

国家的经济发展正处于 20世纪 70年代以来的最好形势, 这主要得益于出口能源矿产品价格的上升和

宏观经济管理的改善。非洲开发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不久前联合发布

5非洲经济展望6 报告, 预测 2008~ 2009年非洲经济增长率将稳定在 6%。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

下, 全球经济增速放慢, 然而根据英国 5金融时报 6 近期的一份报告, 在东部非洲的一些跨国银行

集团开始在非洲国家的中产阶级当中扩大住房贷款业务, 其中包括英国的巴克莱银行、渣打银行和南

非标准银行在东非的分部 ( Stanb ic) , º 可见非洲经济发展的乐观态势。

中国与非洲国家对于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共识, 正是出于促进共同发展的需要, 特别是推动

非洲国家自主发展的需要。通过定期召开中非合作论坛会议及其合作机制, 双方对战略伙伴关系的承

诺不断得到强化和具体化, 使历次会议形成的纲领与行动计划得到有效落实, 成为南南合作的重要成

果和经验。中国与非洲在实现各自的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化挑战方面, 日益相互依存, 联系更加

紧密。

(二 ) 中非经济合作势头强劲

中国与非洲国家间贸易快速增长引起了世界的瞩目。双方贸易额在 2000~ 2006年间, 年均增长

30%。 2004年以后每年的增长已超过 100亿美元, 到 2007年中非贸易额达 740亿美元。按照这个速

度, 到 2009年底即可实现 1 000亿美元的目标。同时, 中国对非洲的贸易在非洲外贸中的比例也大

幅提升。2000年, 中非贸易额首次超过 100亿美元, 达到 10519亿美元。当年非洲对外贸易总额为 2

820亿美元, 其中非洲与中国的贸易占非洲外贸总额的 317%。2006年, 非洲对外贸易总额达 6 560

亿美元, 其中非洲与中国的贸易额上升到 554亿美元, 占非洲对外贸易总额的 814%。2000~ 2006

年, 非洲的对外贸易增长约 113倍, 其中中国的需求占重要地位。根据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的分

析, /中国与非洲的贸易对非洲大陆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约占 20%。0 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

据, 中国已经超过法国, 成为非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仅次于美国。»

2000~ 2007年中非贸易情况 (单位: 亿美元 )

年  份 中非贸易额 非洲对外贸易额 中非贸易占非洲外贸比例 (% )

2000 105198 2 820 317

2004 294162 4 444 616

2005 397147 5 470 713

2006 554100 6 560 814

2007 735170 ) ) ) ) ) )

  资料来源: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相关年份统计数据和中国商务部相关年份统计数据编制。参见网站, http: / /www1w to1 org/

eng lish / rese / stat ise / stat is e1h tm; http: / /www1m ofcom1 gov1 cn / tongjizil iao1 tongj iliao1htm l1

  中国对非洲的投资始于 20世纪 80年代初期。过去 20多年间, 中国对非洲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电

子行业、纺织服装业、制药业和矿业资源开发等领域。中国在非洲国家的直接投资在 20世纪 9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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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以后有了新进展, 21世纪初期增长更为显著。 2003年, 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 (非金融部分 )

累计为 419123亿美元, 到 2006年增加到 2515682亿美元。¹ 截至 2006年底, 中国在非洲的各类投资

累计为 136亿美元。º 2004年,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 (非金融类 ) 年度总金额为 312亿美元, 2005

年为 319亿美元, 2006年增长到 512亿美元。 2007年,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超过 10亿美元。» 由此

可见,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呈增长势头。中国对非洲国家直接投资的重点目前仍然是矿业, 但逐渐加

大了矿产品加工业的投资力度。 2008年 3月,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宣布将在南非扩大投资 33亿兰特

(约合 414亿美元 ) , 建设新的冶炼厂和矿山。新项目投产后, 中钢南非铬业有限公司的铬矿和铬铁

年产量将分别达到 100万吨和 38万吨。该项目将为南非新创造 2 400~ 2 500个就业岗位。¼ 中国在赞

比亚矿业和制造业的投资也在继续扩大。根据赞比亚商贸部长透露, 中国在承诺对赞比西铜矿带多功

能经济区投资 9亿美元的基础上, 今后几年将继续追加 3亿美元投资。投资项目包括水泥厂、制酸厂

和化肥厂, 以及开发一个镍矿。此外, 中国和赞比亚将共同投资 1亿美元, 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郊区

建设一个生产电子产品的高科技经济区。½

基础设施建设是当前非洲国家发展面临的迫切需要。非洲国家独立半个多世纪以来, 与前殖民宗

主国垂直的经济依赖关系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而着眼于本国和本地区经济社会有机发展的基础设施建

设严重滞后, 成为影响非洲国家发展的巨大障碍。近年来, 非洲国家日益把基础设施建设提上日程,

利用资源开发的收入发展交通、通信、供电和供水等工程。中国对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的参与, 近年来

大规模增长, 而且具有新特点。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正在参与非洲国家和区域性的大规模基础设施项

目建设, 其中很多是与所在国和地区的整体发展密切相关的配套基础设施工程项目, 比如在刚果

(金 )、安哥拉和尼日利亚等国家。中国的参与符合非洲国家当前的优先发展领域, 将为未来非洲国

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奠定基础。中国在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与非洲国家开展的多种形式互利合

作项目, 表明双方都有利用非洲资源优势而达到共同发展的意图。如果通过这种新尝试使非洲的资源

优势转换为发展优势, 那么对非洲国家的发展则是良性并具长远意义的推动。当然, 这些合作项目能

否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 还必须把环境保护和当地的可持续发展作为考察条件。

除了与资源富有国家的合作之外, 中国与广大非洲国家在农业发展 (特别是农业技术的推广 )、

公共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 以及科技等领域的合作也有切实进展。

(三 ) 中非合作面临的新挑战

中非经济合作的迅猛势头, 并不意味着合作进程一帆风顺, 而是面临各种严峻的挑战。挑战之

一, 就是在非洲长期经营的各种既得利益方对中非合作设置的障碍。如何维护中非合作的宗旨和原

则, 同时探讨多边合作的可能性, 使中非合作在全球化背景下更有成效地发展, 是中非双方乃至国际

社会关注的议题。非洲国家的政府和公众对中国参与当地经济发展与维持和平行动所表达的支持及理

解, 是评价中非合作的性质与成果最基本的参照指标。加纳总统库福尔在回答一位美国记者的提问时

表明, 中国在非洲大陆日益增长的存在接受了非洲的条件, 符合非洲的利益。他说, /中国不是作为

殖民者来到非洲, 至少我们是这样认为的, 中国是作为朋友和客人来的。我可以肯定地说, 我们国家

不会屈服于谁的专制和强制行动, 无论来自中国, 还是别的国家。0¾ 纳米比亚贸易和工业部长也曾

明确指出, 一些当地和国际媒体负面报道的目的是使非洲人民对中国在非洲的利益产生怀疑与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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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中国的意图是好的, 同其他国家一样, 中国有权选择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和投资, 历史记

录是公开的, 任何人都可以对该国进行检查和客观的判断。0¹

非洲国家政府和公众对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有期待, 也有担忧。最现实的担忧是中国产品对非洲国

家市场的冲击, 以及由此而造成对非洲国家幼稚的制造业的压力。环境与劳工利益问题, 也随着参与

合作的中国企业多元化而日益受到关注。中非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需要面对这些新的挑战。

中 非 合 作 可 持 续 发 展

一般而言, 可持续发展的中心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即人类当前需求与长期生存环境的平衡, 因

此对当下经济活动的后果必须有科学的评估。其中最为引起关注和争议的是自然资源开发的科学管

理, 这是当前对发展与环境关系的主要关切, 更是非洲可持续发展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参与非洲发

展的各国政府、国际组织, 以及国际合作的相关方, 都必须对非洲自然资源的可持续使用制定适当政

策, 以指导相关的发展与合作规划。中非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应体现为双方合作的战略性和长期性。

因此, 中国与非洲的合作不仅要贯彻平等互利原则, 使当地人民受益, 而且要关注非洲的可持续

发展。

中非合作今后的可持续发展, 需要着重从下列 5个方面考虑。

(一 ) 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政治互信

政治互信在经济合作日益占有重要地位的形势下, 仍然是中非长期稳定合作的基本前提。这需要

双方对建设战略伙伴关系的承诺与信心。中国与非洲国家间的互信有 50多年的历史基础, 且在不断

变幻的国际环境下逐步得到巩固。中非之间的互信包含双边和国际两个方面。

11相互尊重是巩固双边关系的基础。  中非之间相互信任基于双方在各自政治、经济和文化发
展中对对方发展目标与战略给予的尊重、理解与支持。在某些方面遇到分歧和争议时, 双方遵循平等

和主权原则、相互尊重尤其重要。不干涉内政, 不等于不关心内政。在非洲国家普遍实行多党议会制

度后, 政治多元化与非政府组织力量的壮大, 都是非洲政治发展的新走向, 因而对非洲国家政治中的

敏感问题需要谨慎对待。

21增强共识是中非双方在国际领域有效合作的需要。  中非之间的信任还在于双方对当前国际

事务的共同理解, 以及对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共同主张。中非双方认识到, 通过加强沟通和协

调, 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诉求才能在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中得到体现。如果没有发展中

国家的不断努力, 一个更加平等、公正的世界秩序就不可能建立起来。尽管中国和非洲在构建新的国

际秩序过程中有各自的历史角色, 但扩大共识并加强合作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二 ) 坚持互利原则, 并体现在符合长远发展需要的合作项目中

这个问题是平衡和可持续战略合作关系的关键。这不是为了短期利益, 而是长期利益。中共中央

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 17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 2007年 10月 15日 ) 所做的报告中指出, /中

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或转嫁危机来为自己寻求利益。0 为了实现双赢, 必须加强富有活力的架构

和机制的建设, 实施合作计划和行动纲领, 并随着情况的变化进行适时调整。中国与南非 2007年国

家双边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期间, 双方强调平衡推进双边战略经济合作的重要性, 以实现可持续的互利

共赢。为此, 以南非丰富的资源和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为基础, 双方致力于建立 /增长和发展伙伴

关系0, 以建立一个结构合理、稳定的框架, 发挥双方经济互补性, 促进高附加值产品贸易和投资。º

2009年, 中非合作论坛将在埃及举办, 预计双方将会提出和制定新的计划, 使中非之间的合作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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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效。

(三 ) 充分发挥企业的作用, 同时加强监管

中非经济合作大规模发展需要双方企业界能动性地参与。由此引发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企业利益

与政府政策的协调问题; 二是企业的规范运作和履行社会责任问题。中国和非洲国家政府在鼓励与扶

助企业参与中非经济合作的同时, 建立相关部门协调机制, 将对理顺合作关系起到关键作用。企业在

境外的经营要遵循国际规范, 特别是遵守驻在国的相关法律, 是保持中非合作健康发展的首要条件。

中国政府正在加大监管力度。2008年 1月 4日,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表 5中央企业履

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6, 强调中国国有企业要做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率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并规定

了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¹ 在中国大量企业进入非洲的初期, 认真对待依法经营的原则非常必要。对

于中非双方的商界, 了解对方的法律和文化传统越来越重要。在这方面, 非洲一些国家正在作出努

力。比如, 莫桑比克政府近来把本国的新劳动法从葡萄牙文译成中文, 以便于在莫桑比克的中国公司

掌握。º 环境保护和劳工权益问题, 是政府监管和舆论监督的热点。在相关法律不够健全的非洲国

家, 南非政府则要求本国在非洲其他国家经营的企业按照南非的相关法律行事。中国在制定对外投资

企业的管理法规方面, 也不妨借鉴南非企业在非洲国家的经验。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当中, 企业形象是重要的推销点, 而企业在当地国家

承担社会责任的状况也是重要的参照指标, 影响着公众的认可程度。2008年 5月 12日中国四川省汶

川发生大地震后, 跨国公司和中国公司的捐款情况引起中国公众的关注与评判, 对相关企业造成的舆

论压力以及带来的经济后果, 值得走向非洲的中国企业思考和借鉴。

(四 ) 增进和扩大民间社会的交往, 以促进双方互相了解

这是中国与非洲国家建设可持续战略伙伴关系的民众基础。在教育、文化艺术和体育交流的同

时, 应拓展中国与非洲的工会、妇女和青年组织, 以及学术界的交流, 了解中非交往的历史, 对各自

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经验进行深入探讨, 以便相互借鉴。相互理解, 对于中国和非洲的青

年一代更为重要。扩大交流还可以使中国的和谐世界理念和非洲的包容共享主张得到广泛传播, 促进

世界的和平发展。

(五 ) 中非合作不是排他性的, 而是向国际社会开放的伙伴关系

在全球化的趋势下, 世界上涌现了各种类型的区域合作、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发达国家和集

团、发展中地区大国, 以及各种国际组织, 都在以不同的角度和方式关注非洲的发展, 探讨在非洲发

展中的国际合作。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可以从其他类型国际合作中吸收有益经验, 丰富中非合作的理念

和内容, 也可以探讨多边参与的模式。不断适应变化的国际环境, 是中非战略伙伴关系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条件。

中国与非洲的战略伙伴关系是以人为本的合作。如果中国与非洲共 20多亿人口能够享有和平与

繁荣, 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离我们就不遥远了。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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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igh O il Price and theM iddle East in the New Century

Yang Guang pp15- 10

  The g lobal o ilprice has been go ing up since en2
tering the new cen tury, wh ich roots mainly in the

spare o il throughput and the tense geopo litical situa2
t ions in the major o il producing areas w ith both o f

w hich connected t ightly w ith the issues o f theM iddle

Eas.t In order to avo id the possib le g loba l econom ic

decline caused by the long- term high o il pric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 ity shou ld act ive ly comm it

themselves to the relaxat ion o f theM iddle East situa2
t ion so that the huge o il potential cou ld be converted

into rea l production and the grow ing o il price be re2
verted.

China and Africa: Building Sustainable Strategic Partnership

Yang L ihua pp111- 15

  The cooperative re lationship betw een Ch ina and

A frica has deve loped w ith a tendency of speediness,

comprehensiveness and in- depthness since the be2
ginn ing of 21

st
century. China and A frica need and

depend on each other and the trade cooperation has

been deve loping fast though som e cha llenges stand
before them. Wh ile the bilatera l cooperat ion deve lo2
ping fas,t how to make susta inable the strateg ic co2
operation partnersh ip should be the curren t sub ject

to study and pla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 lopment o f sustainab le Ch ina- A frica strategic

partnersh ip to strengthen po lit ica lmutua l trust on the

new basis, deepen themutua lly- benefited coopera2
t ion base on long- term deve lopmen,t let the busi2
nesses play the ir ro les fully w hile mon itored, in2
crease and w iden the socia l and c iv il exchanges an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open ing the non- exclusive2
ness of the susta inable China- A frica strateg ic part2
nersh ip.

The Comparison between Sino- African Relations
and Euro- Afrcian Relations

Shu Yunguo pp116- 21

  From the historica l and realist ic v iew, S ino-

A frican relations and Euro- A frc ian relat ions have

different connotation and ex tension. Ch ina- A frican
exchange has a long histo ry and has alw ays been on

the basis of equality though lacking its susta inb ility

and h igh frequency, wh ile Europe t ied close ly to A f2
rica on the basis of v io lence w hich w as unequal and

fu ll of contradit ions and strugg les. Enter ing themod2
ern era, the common character of the deve loping

countries has pushed S ino- A frican re lationsh ip to a
new stage, and the new - typed bilatera l strateg ic

partnersh ip w ill promote Ch ina- A frican re lations to

develop steadily; Europe have kept its influence over

A frica though no longer en joy ing the position of suze2
ra ins. W ith the trad itional co lon ial ideology still hov2
ering in the ir m ind, it has comparative ly a longer

road for the Europe to establish really equal re lat ions
w ith A frica. S ino- A frican Re lations and Euro- A fr2
cian Relations are both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re la2
t ions and seeking for and enlarging the shared po ionts

and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can be the best w ays
forCh ina, Europe andA frica tomeet their re lat 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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