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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关系与欧非关系比较
*

舒 运 国

  内容提要  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 中非关系和欧非关系的内涵与外延有不同特点。中

非交往历史悠久, 并一直以和平方式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 尽管这种交流缺乏持久性和经常

性; 近代以后, 欧洲与非洲建立了十分紧密的关系, 但这种关系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 且是

一种不平等关系, 因此, 双方之间存在许多矛盾和斗争。进入现代以来, 发展中国家的共同

属性把中非关系推上新台阶,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将使中非关系不

断发展; 欧洲有关国家在战后虽然失去宗主国地位, 但是仍对非洲保持很大的影响, 由于欧

洲的传统思维依旧存在, 欧非之间建立真正的平等关系还需时日。中非关系与欧非关系都是

重要的国际关系, 寻找和扩大共同点, 加强合作, 是中国、欧洲、非洲处理彼此关系的最佳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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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欧洲和非洲均为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 中非关系和欧非关系也是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近年来, 中非关系和欧非关系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是, 我们必须看到, 中非关系与欧非

关系存在许多差异, 正是这些差异决定了它们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方式。因此, 对中非关系和欧非关

系进行比较研究, 有利于彼此的沟通和了解, 从而进一步推动中非关系、欧非关系, 以及中欧关系的

发展。

从 历 史 角 度 看 中 非 关 系 与 欧 非 关 系

(一 ) 中非关系的历史特点

11中非交往的历史悠久, 但缺乏持久性和经常性。  中非交往的历史十分悠久。中国和非洲虽
然相距万里, 但是中非人民克服地理和环境的障碍, 在二千余年的漫长历史中, 互通有无, 相互交

流, 不断地推动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

在世界四大古代文明发祥地中, 黄河流域位于世界东端, 而尼罗河流域则处于西端。中国和非洲

的悠久历史为中非关系的发生与发展提供了极其广阔的舞台。据研究, 中非经贸关系早在公元前就已

经形成。在公元前 2世纪中国汉朝时期, 中非已经发生了间接的贸易往来。丝绸和器皿等中国产品被

转运到非洲, 而产自非洲的商品, 如象牙、犀角等也进入中国。在唐代, 中国与阿拉伯帝国发生了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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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往来, 中国产品进入北非和东非沿海。宋代的海上贸易发展很快, 中国产品已经从东非沿海走进非

洲内陆, 如在津巴布韦和林波波河南岸都发现了宋瓷。进入元代, 中国通往非洲的航线不断向南伸

延, 在频繁交往中, 双方人员开始直接互访, 汪大渊周游非洲和伊本 #白图泰的中国之行就是最好的

例子。明代把中非古代关系推入高潮, 郑和下西洋是最重要的标志。郑和代表政府数次访问了东非沿

海地区的国家, 而北非和东非国家的官方使者也访问了中国。官方往来有力地推动了双方关系的

发展。

必须指出, 由于中国和非洲都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 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落后的交通、通讯条件

决定了中非关系的交往领域与规模。在二千多年里, 中非交往主要聚焦于经济贸易领域, 且集中在北

非和东非等局部地区; 鉴于当时交往没有定期的制度或机制, 因此表现出断断续续的特点。换言之,

当中国或者非洲国家的经济得到较快发展, 国力强盛时, 这种交往就会出现, 且频度较高; 反之, 这

种交往就会减少, 甚至停顿。

21中非交往是和平方式的平等交流。  在长期交往中, 中非之间没有发生过领土纠纷或者政治

纠葛。通过交流, 双方在经济上互通有无, 在政治上构建友谊。

古代中非关系是独立的国家和民族之间平等友好的政治经济交流, 尽管双方的国力强弱不等, 但

始终没有出现过以强凌弱, 或者以不正当手段 (暴力、欺骗、抢掠 ) 窃取对方财富的现象。从现有

资料看, 中国和非洲国家在交往中从来没有发生武装冲突, 更没有出现过抢掠、或者占领对方领土的

情况。正如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2006年访问南非时指出: /从历史上去考证, 中国从来没有占领非

洲一寸土地, 从来没有贩卖奴隶。0 相反, 通过和平的交流, 中国的四大发明、丝绸和瓷器及其制作

技术传入非洲, 而非洲的植物 (香料、葡萄、棉花和西瓜 )、琉璃、玻璃、制糖术, 以及天文和医学

知识等传入中国, 这对双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 历经千年的古代中

非关系不但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也形成和发展了良好的传统, 这些丰厚的历史积淀成为中非关系

的宝贵财富。

(二 ) 欧非关系的历史特点

11欧非关系主要发生在近代以后, 从一开始, 欧洲列强就以暴力手段强行建立欧非不平等关系。

 在古代社会, 除了北非外, 欧洲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基本上没有什么接触和来往。 15世纪以后, 在

资本原始积累的推动下, 西方殖民主义者开始向非洲渗透, 欧洲主要国家发起了长达 400年的奴隶贸

易。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丹麦等先后进入非洲, 猎取和贩运非洲奴隶, 奴隶贸易几

乎席卷了整个非洲。 19世纪后期, 欧洲就掀起了瓜分非洲的狂潮, 非洲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综

观近代欧非关系, 我们可以看出两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其一, 欧洲列强始终以暴力手段构筑欧非关

系。在奴隶贸易、瓜分或者殖民统治的时期, 暴力成为欧洲列强惯用的手段。著名的英国殖民官员卢

加德也曾表示: /大批愚昧的野蛮人丧失性命, 许多村庄和粮食被付之一炬, 我不能不对此表示遗

憾。0¹ 其二, 近代欧非关系自始就是一种不平等关系。欧洲成为这种关系的主导者和统治者; 而非

洲则成为这种关系的被动接受者和被统治者。在奴隶贸易中, 非洲居民作为奴隶被贩运到美洲等地,

从事超强度劳动; 沦为殖民地后, 非洲居民更是丧失了政治经济主权, 满足宗主国的殖民利益成为非

洲殖民地社会生活的宗旨。 1900年发表的 5第一次泛非会议致世界各国呼吁书6 指出: /由于冷漠、
歧视、贪心和不公正而使黑人世界遭受剥削、掠夺从而趋向退化, 其结果不是致命的也必然是可

悲的。0º

21近代以来的欧非关系充斥着冲突, 斗争贯穿于欧非关系发展的全过程。  由于近代欧非关系

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一种不平等关系, 因此, 这种关系充斥着矛盾、冲突和斗争。在这种关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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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属于被迫接受的一方, 其利益大受伤害; 因此, 它随时准备改变这种不平等关系。相反, 欧洲列

强是这种关系的缔造者和受益者, 因此, 它始终保护和维护这种关系。双方利益的直接冲突使这种关

系始终充满了斗争, 这种斗争甚至达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奴隶暴动、反殖民主义统治的起义和民族解

放运动都是非洲人民反抗这种关系的具体行动; 而炮制和宣传种族主义理论、实行殖民主义统治则是

欧洲列强维护这种关系的具体行动。

综上所述, 从历史角度看, 中非关系的历史虽然悠久, 但是由于时间的不经常性和空间的有限

性, 因此, 彼此的了解是不全面的, 带有很大的局限性。相比之下, 欧洲在近代以后, 由于与非洲形

成了十分紧密的关系, 因此对非洲的了解要全面和深刻得多。有学者指出: /殖民主义的政治冲击十
分深刻。由于非洲殖民地化发生在欧洲的全球势力和影响的顶峰时期, 因此, 欧洲对非洲的殖民统治

显得异常强劲。殖民主义一度废止了非洲的主权, 大多数殖民主义国家在其殖民地用欧洲的统治方式

取代了非洲权力体系和行政管理制度。0¹ 但从另一方面看, 欧洲国家与非洲长期处于对抗状态, 因

此, 积累了大量的历史积怨, 这对于欧非关系的发展十分不利。相反, 由于中国与非洲在历史上不存

在任何矛盾和冲突, 因此更易于建立和发展良好的双边关系。这就是中国和欧洲在对非洲关系上的不

同历史遗产。

从 现 实 角 度 看 中 非 关 系 与 欧 非 关 系

(一 ) 当代中非关系的现实特点

11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属性构成中非关系发展的基础。  新中国的成立和非洲国家的独立, 开启

了当代中非关系的序幕。中国和非洲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 有共同属性, 即相似的历史命运 (在近

代, 中国和非洲国家都遭受殖民主义的入侵和统治, 都丧失了独立自主发展的历史机会 ) 和共同的

发展目标 (巩固政治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 )。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属性使中非双方在和平与发展的许多

重大问题上, 诸如南北关系、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 具有一致或者相近的看法。传统的历史友

谊, 加上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属性, 使中非双方能够相互信任, 平等相待。胡锦涛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上指出: / 50年来, 中非人民紧密团结, 中非友好不断深化。今天, 中非友好已深深扎根在

双方人民心中。中非友好之所以能够经受住历史岁月和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 关键是我们在发展相互

关系中始终坚持真诚友好、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正确原则 0。中非关系在半个世纪里不

断扩展和完善, 中国和非洲国家已经成为 /好兄弟、好朋友、好伙伴 0。
21中非关系与时俱进, 不断充实新的时代内容和特色。  自 1956年中非开启外交关系以来, 现

代中非关系大致走过了 3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 1956~ 1976年, 这是现代中非关系初创时期。在

这期间, 受两极格局和冷战的影响, 中非关系主要表现为政治关系。第二阶段为 1977~ 1999年, 中

非关系的调整期。在此期间, 中非领导人根据形势的变化, 及时调整中非关系。主要表现为: 在继续

保持良好政治关系的同时, 中非关系的重心开始由政治转向经济; 第三阶段为 2000年至今, 中非关

系进入了成熟期。进入 21世纪, 中非双方为了共同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 促进共同发展, 决定进一

步加强在新形势下的友好合作, 为此召开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2000年部长级会议。该论坛的成立为

加强双边交流、沟通与合作建立了机制化战略平台。值得一提的是, 2006年 1月中国政府发表了

5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 6, 正式提出与非洲国家建立和发展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我们梳理现代中非关
系发展的 3个阶段, 不难发现, 在半个世纪中, 中非关系在双方的共同呵护和关心下, 与时俱进, 根

据形势的变化而及时调整政策, 使之健康成长, 日益成熟。

31中非关系在发展中会遇到一些问题。  近年来, 由于中非关系的快速拓展, 中非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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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域和范围迅速扩展, 由此也产生了一些问题, 诸如贸易结构和投资结构的问题。中国在非洲的投

资偏重于能源领域, 而中国对非洲出口的轻纺产品又对某些非洲国家民族工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

击。这些问题是中非关系中出现的新问题, 但又属于中非关系发展进程中的正常现象, 因此, 在双方

协商下, 完全有可能得以解决。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 并且采取了有效措施。

(二 ) 非洲国家独立后的欧非关系受历史惯性的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历史痕迹

11欧洲已无法主宰非洲, 非洲国家追求独立自主的意识日益强烈。  非洲大陆独立后, 欧非关

系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其性质从统治与被统治关系转向平等关系。这意味着欧洲国家已经从主宰非洲

的地位上跌落下来, 欧非关系已经成为独立国家或者民族之间的平等关系。非洲国家的内政外交不再

以欧洲的利益为指针, 而以本地区和本民族的利益为标准。值得一提的是, 摆脱殖民统治后, 非洲国

家切望改变落后和依附状态。为此, 它们进行了许多探索。从 5拉各斯计划6 到 5非洲发展新伙伴

计划6, 从非洲统一组织到非洲联盟, 清晰地反映出非洲国家追求联合自强、自主发展的倾向。非洲

国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 非洲的发展不能完全依赖外部援助, 而应该立足于自力更生; 非洲与外部世

界的关系不能是依附关系, 而应该是平等伙伴关系。非洲国家独立意识的增强与提升, 使非洲在欧非

关系中的独立地位得到强化。

21欧洲对非洲仍有较大的影响。  欧非关系在经历了非殖民化的冲击后, 虽然殖民地和宗主国

的关系已不复存在, 但是欧非之间的传统关系在短时间内还不可能完全消失, 双方尚有千丝万缕的联

系。在政治上, 许多非洲国家与前宗主国保持着比较特殊的关系, 如许多英国前殖民地仍然是英联邦

成员; 在经济上, 非洲国家与欧洲前宗主国的经济关系依然十分紧密, 前宗主国往往是最大的财政援

助国; 在文化上, 前宗主国的语言往往是非洲国家的官方语言; 前宗主国的文化依然有一定的影响。

目前, 欧盟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双边贸易额达 3 152亿美元。欧盟是非洲的最大捐助者, 2006年

欧盟援助非洲总额达 513亿美元。欧盟还是非洲能源的最大主顾, 从非洲进口的石油占非洲石油出口

总量的 36%。¹ 由此可见, 由于历史惯性的作用, 欧洲在非洲仍有很大的影响。

31欧非关系中的欧洲传统思维依旧存在。  在对非洲关系上, 欧洲国家的传统思维依然发挥作

用。欧洲一直难以割舍其 /殖民情结 0, 动辄对非洲国家内部事务指手画脚。在政治领域, 欧洲习惯

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观察和衡量非洲, 因而当非洲国家在人权、良政等方面不能达到 /欧洲标准 0 时,

就会使用制裁或者军事手段进行干涉。在经济领域, 欧洲常常把自己应承担的责任与援助义务视为恩

赐与施舍, 并把西方经济运作模式强加给非洲国家。此外, 欧洲国家许诺的援助常常不落实, 在对非

洲的贸易中, 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由此看来, 非洲国家独立后欧非关系的转型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对于非洲国家来说, 在相当长时

间里, 它们仍需要同欧洲国家交流与合作, 但是这种交流与合作必须是平等的。然而, 欧洲国家在历

史惯性的作用下, 依然用传统思维处理对非洲关系。无疑, 欧洲国家的上述做法必然遇到非洲国家的

反对, 因此, 当代欧非关系会出现既合作又冲突的局面。我们必须指出, 欧非关系性质的转变是一个

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在其中, 欧洲国家对非洲地位变化的认识将不断深化, 并随之调整对非洲战

略。从 20世纪 80年代的 /结构调整方案 0 到 2006年底欧盟提出 /欧盟 ) 非洲共同战略 0, 继而到
2007年欧非峰会上欧盟提出要与非洲建立真正的 /平等伙伴0 关系 (欧盟委员会负责发展和人道援

助的委员米歇尔称, 欧非关系自此将出现 /革命性转变 0 ), 已经清晰显示出欧洲对非洲政策的积极

变化。情况表明, 欧非之间建立平等互利、健康发展的新型关系仍有相当大的难度, 很多问题不是在

短时间内可以改变的。

从现实角度看, 中非关系与欧非关系各具特点。欧洲借助历史惯性, 在政治上对非洲 (尤其是

其前殖民地 ) 仍保持巨大的影响, 在经济上是非洲的最大贸易伙伴与援助者, 双方的政治、经济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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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十分密切, 这使欧洲在非洲占有重要的地位。相比之下, 中国与非洲同是发展中国家, 因此, 在许

多重大问题上有共同或者相似的利益, 双方相互理解, 相互尊重, 已经形成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即政

治上相互信任、经济上互利共赢、文化上相互借鉴、安全上相互合作和国际问题上相互配合。当然,

中非关系与欧非关系也各有不足。欧洲有必要对欧非关系重新定位, 真正把非洲作为平等的伙伴。对

中国而言, 中非关系快速发展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也是中国必须予以正视和解决的。

中 国 与 欧 洲 合 作, 共 同 促 进 非 洲 发 展

中国、非洲和欧洲都是国际社会重要成员, 就中非关系而言,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非洲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 因此, 中非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南南关系; 就欧非关系

而言, 欧洲是世界上发达国家集中的地区, 因此, 欧非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南北关系。无论是南

南关系, 还是南北关系, 对于当代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 处理好中非关系与

欧非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 对于三方, 且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 都具有积极的

意义。

处理好中国与非洲和欧洲与非洲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协调中国和欧洲

的对非洲政策, 寻找两者的共同点, 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大和加强合作。中国和欧洲在对非洲关系领

域有不少共同之处:

11非洲对于中国和欧洲,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就中国而言, 中国和非洲建交以来, 相互

支持, 共同发展。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锤炼, 中非关系已经十分稳固和成熟。当今, 非洲的发展离

不开中国, 同样, 中国的发展也离不开非洲。就欧洲而言, 近年来, 欧洲越来越认识到非洲的重要

性, 非洲是欧洲增强政治影响力和促进自身经济继续繁荣的一个不可替代的重要舞台。随着非洲在世

界地位的加强, 欧洲在打击恐怖主义、确保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防止疾病蔓延等领域离不开非

洲的支持与合作。

21中国和欧洲都认识到, 非洲的稳定和发展对于国际社会的重要性。  在政治上, 中国和欧洲

都主张维护非洲的和平与稳定。由于非洲尚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 因此, 中国和欧洲都主张加强非洲

自身的能力建设, 并力所能及地为非洲国家维护和平、稳定。在经济上, 中国和欧洲都愿意帮助非洲

减贫, 帮助非洲国家发展经济。

31中国和欧洲采取实际行动, 发展对非洲关系。  中国在与非洲国家开启外交关系 50周年之

际, 发表了 5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6, 文件总结了中非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 提出了新世纪指导中非

关系发展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同年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成为中非关系发展史上新的里

程碑。近年来, 欧洲开始积极调整对非洲战略。2005年 11月欧盟通过对非洲战略, 为欧洲发展对非

洲关系制定了长期、全面和综合性的政策框架。2006年底, 欧洲又提出 /欧盟非洲共同战略 0。 2008

年的欧非峰会提出要与非洲建立真正的 /平等伙伴 0 关系。会议通过的 5欧非共同战略 6 确定了双

方未来三年合作的优先目标。

不难发现, 中国和欧洲在对非洲关系领域存在不少相似或者共同的立场与观点, 正是这些共同点

构成了双方进行合作的现实或者潜在的基础。因此, 中国和欧洲在维护非洲的和平与稳定, 帮助非洲

脱贫, 支持非洲经济发展方面, 完全可以进行有效的合作。

当然, 中国与欧洲在对非洲关系上也有许多差异。由于中国与欧洲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相

异, 彼此间在关于非洲的一些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和立场。因此, 可能在具体行动上采取不同的手段

和方法。这也表明, 中国与欧洲在非洲事务上可能存在竞争、甚至矛盾和冲突。

应该指出, 中国与欧洲在非洲出现一定竞争是正常的, 问题是如何看待和处理这种竞争。中国对

非洲政策的目标是加强平等友好和互利合作, 实现共同繁荣发展, 因此, 中非关系不针对、不排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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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第三方。中国在非洲影响的上升是中非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 也是中国综合国力增强的具体反映,

它对欧洲在非洲的利益并不构成挑战, 更谈不上威胁。令人遗憾的是, 随着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 近

年来欧洲少数人对中非关系发难, 抛出了 /中国威胁论0 和 /新殖民主义论 0。这是极不明智的行

动, 因为这些论调误解了中非关系的实质及其重要性。众所周知, 没有中国和非洲的和平与发展, 就

没有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在新形势下, 中国和非洲共同利益在扩大, 相互需求在增加, 因此, 建立新

型战略伙伴关系是中非合作的内在需要, 也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必然要求。中非关系不断发展,

不仅有利于中国和非洲的发展进步, 而且有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 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

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必须指出, 所谓的 /中国威胁论 0 和 /新殖民主义论 0, 实际上是欧洲

某些势力坚持传统的殖民主义思维和冷战思维看待世界的产物。因为依照他们的看法, 非洲应该属于

欧洲的势力范围, 所以中非关系的快速拓展使他们十分不安, 他们担心中国在非洲影响的扩大, 将损

害他们的传统利益。当然, 这些无端指责丝毫不能阻止中非关系的继续发展, 因为时代在前进, 任何

挑拨、中伤中非关系的舆论和行动都是徒劳的。

中国和欧洲都是国际社会重要成员, 彼此是重要的合作伙伴, 都致力于促进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

遍繁荣。当前中非和欧非关系都处在新的、重要的历史阶段, 因此, 中、欧、非三方在相互尊重、平

等协商的基础上, 实现良性互动与合作共赢, 才是三方的共同利益所在。令人欣慰的是, 越来越多的

欧洲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正如欧盟委员会发展委员米歇尔所指出, 非洲已不再是欧洲的禁猎

区, 应该改变过去中国 /被 (西方 ) 排除在外 0 的状况, 尊重中国, 与中国就非洲问题进行交流和

磋商, 建立信任, 加深理解, 改变过去各自为战的双边合作模式, 建立中、欧、非多边合作的新

模式。

中、欧、非要进行有效的对话与合作, 最重要的在于有关各方之间能否摒弃冷战思维, 加深相互

理解, 完全平等相待。中国与欧洲双方可以加强交流和磋商, 建立信任, 加深理解, 共同携手, 将关

注点更多地放在支持非洲国家维护稳定和发展经济上, 为缩小南北差距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也只有

这样, 发展对非洲关系才能成为中国与欧洲战略合作的新汇合点。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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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 巴 嫩 新 任 总 统 米 歇 尔 #苏 莱 曼

  2008年 5月 25日, 黎巴嫩议会召开会议, 选举

黎巴嫩武装部队总司令米歇尔 # 苏莱曼 ( M ichel

Su le im an) 为新一任总统, 任期 6年。苏莱曼是黎巴

嫩宣布独立后的第 12任总统。

来自基督教马龙派的米歇尔# 苏莱曼, 1948年

11月 21日出生于黎巴嫩北部阿姆希特市, 1967年开

始军旅生涯。在军队服役期间, 苏莱曼从一个士兵逐

步晋升为营长, 并先后担任过军事学院教官、黎巴嫩

第 11步兵旅和第 6步兵旅旅长等职。他还曾在比利

时、法国和美国受训。1991年被任命为黎巴嫩军队参

谋部秘书, 1998年晋升为上将, 并于 12月 21日被时

任总统拉胡德任命为黎巴嫩武装部队总司令。米歇

尔# 苏莱曼还具备黎巴嫩大学政治管理学学士学位,

通晓英语、法语和阿拉伯语。

(资料来源: 新华网 2008年 5 月 26日, h ttp: / /

new s1 xinhuanet1 com )

(筱  雪  摘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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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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ainly in the

spare o il throughput and the tense geopo litical situa2
t ions in the m 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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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 un ity shou ld act ive ly comm it

them 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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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 prehens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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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h ile the bilatera l cooperat ion deve lo2
ping fas,t how to m 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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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pm ent o f sustainab le Ch ina- A frica strategic

partnersh ip to strengthen po lit ica lm utua l trust on the

new basis, deepen them utua lly- benefited coopera2
t ion base on long- term deve lopm en,t let the busi2
nesses play the ir ro les fully w hile m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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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m od2
ern era, the comm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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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m 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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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 pa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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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Ch ina, Europe and A frica tom eet their re lat 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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