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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容提要 】 自 ２０００ 年 首 届 中 非 合 作 论 坛 召 开 以 来 ， 中 非 合 作

关 系 发 展 迅 速 、 阶 段 性 提 升 效 果 明 显
，
但 新 情 况 、 新 问 题 也 随 之 出

现 。 针 对这 些 问 题
，
本 书 从 政 治 合 作 、 经 济 发 展 和 人 文 交 流 等 方 面 对

当 代 中 非 关 系 进行 解 读 。 基 于 对 中 非 关 系 的 全 面 研 究 ， 本 书 深度 挖 掘

了 中 非 合 作 关 系 的 重 大 意 义 ， 认 为 中 非 关 系 不 仅 可 以 撬 动 中 国 与 西 方

世 界 的 关 系 结 构 ， 也 可 推 动 亚 非 文 明 复 兴 ， 重 塑 人 类 现代 性 的 意 义 与

内 涵 。 更 重 要 的 是 ， 通 过 对 中 非 关 系 的 研 究 ， 搭 建 中 国
“

非 洲 学
”

的 理论平 台 与 框 架 ， 进 而 拓 展 有 中 国 特 色 的 国 际 关 系 理 论体 系 ， 并 塑

造 中 国 学 术 的 精 神 气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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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 年 以来 ， 中非关系跃升至一个
“

新时期
”

。 对 中非关系 的研究也

成为 中 国非洲学界关注 的热点 问 题之一 。 在此 时期 ， 大批优秀 的成果 涌

现 ， 对 中非关系进行 了或实证或理论 的探讨 。 其 中 ，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

究 院刘鸿武教授将 中 非关系置于人类文 明史 的全局 中 加 以观照 ， 在亚非文

明 复兴 的语境下对其进行 了独树一帜 、 特色鲜 明 的研究 。 刘鸿武教授是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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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改 革 开放 以来较早 留 学非洲 的学者 ， 独特 的求学经历 ，
让他对 当代 中非

关 系 和非 洲 发展 问题有 了 更全面 、 深刻 的认识 。 在 常年思考非洲 、 行走非

洲 的 基础 上 ， 他判 断
“

当 代 非 洲 发 展 问 题
”

和
“

新 时期 中 非 合 作 关 系
”

是 中 国 非 洲研究 中 的 重 大 问 题 ， 并 明 确指 出 非洲 最大 的政治是发展 ， 中非

合作 关 系 的 核 心 意 义 是 重 塑 人 类 现代性 。 基 于此 ， 他提 出
“

非 洲 情 怀 、

中 国 特色 、 全球视野
”

的 治 学理念 和
“

秉 承 中 华学 术 传统 、 借 鉴 国 外优

秀 成果 、 总结 中 非合作 实践
”

的学术路径 。

？ 他将非洲研究视作 一 门
“

心

性之学
”

与
“

治平之学
”

相 结 合 的 学科 ，

一

门 注重实践 、 追 求 知 行 合 一

的 经 世济 民 之学 。 他 主 张研究 者应基于 实地观察与体验 ， 做符合非洲 实际

的 真学 问 。 他认 为研究 中 非 关系 的学者既要懂 中 国 ， 又要懂非洲 ； 其研究

既 要 有 理论性 、 学术性 ， 又 要经世致用 ， 能够解决实 际问 题 ， 为 国 家战略

和 中 非 关系 发展服 务 。

围绕上述思考 ， 刘 鸿武作 为 首席专 家 于 ２００９ 年 成功 申 报 了 教 育部哲

学社 会科学研究重大 课题攻关项 目 《 新 时期 中 非 合作关系 研究 》 ，
试 图 系

统探 讨 中 非合作关 系 中 遇 到 的新挑战 、 新 问 题 ， 并 寻求化 解 之 道 。

？ 经过

几年 的研究 积累 ，
２０ １ ６ 年 《新 时期 中 非 合作关 系 研究 》

一

书 作 为 课题 的

最终成果 问 世 。 此书凝聚 了 国 内 多位专家学 者 的思考 与 智 慧 ，
展示 了 当代

中 国非洲研究 、 中 非 关 系研究 的最新进展 。

《新 时期 中 非合作 关 系 研究 》 以 敏锐 的 问 题意识 、 开 阔 的研 究 视野 、

深邃 的思想积淀为特色 ， 对 中 非关 系 、 南南合作 、 亚非复 兴 、 人类现代性

Ｓ 塑 等 一 系 列 问题进行 了 层层深人 的思考 。 全 书从六个方 面 ， 分别论述 了

新时期 中非 合作关 系 的理论创新和 战略取 向 、 历史 基础 和 时代背景 、 中 国

对非援助的理念总结 和政策创新 、 中 非政治与 安全合作 、 中 非经济与 发展

合作 、 中非 人文 合作 的 战 略 与 政策 ，
总体上涵盖 了 新时期 中 非合作关 系所

涉及 的 核心 问 题 。 围绕这六个 主题 ， 该书努力 从理论和 战 略 高度 ， 挖掘 中

非 合作 实践所体现 的 当代 中 国 外交 与对外合作 的 基本特色 、 战略视野与理

论创新 ， 同 时揭示新时期 中 非合作对于推进 国 际合作进程 、 构建和谐世界

所具有 的独特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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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中非关系发展现状的全方位透视

《新时期 中非合作关系研究 》 本书着重探讨
“

新时期
”

以来 中 非关 系

发展 的战略与政策 、 历史与 现实 、 问题与对策 。 这一时期 ， 中 非合作范 围

扩大 、 层次提升 、 效果突 出 ， 但面临 的 问题也 日 益复杂 。 要正确认识新时

期 以来 的 中 非关 系 ， 需要从政治 、 经济 、 人文 等多层 面 的 视角 加 以 考察

分析 。

中非政治合作意义重大 ， 机遇与挑战并存 。 通过政治合作 ， 双方可 以

交流借鉴治 国理政经验 ，
也可加 强在 国际事务上相互支持 。 但是 ， 当前 中

非政治合作关系也存在诸多挑战 ， 如 中 国 在非洲 面临 的舆论压力 、 社会压

力 等 。 而随着 中 国 实力 与 国 际地位 的提升 ， 非洲 国家对 中非关系 的理解 出

现变化 。 辨 明 非洲 国家对 中 国 的认识与期待 ， 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进行政策

调整十分必要 。 刘鸿武 教授认为 ：

“

新 时 期 中 非合作关 系 大体 上是 友 好

的 ， 但随着 中 非合作关系 的 深化 ， 需要对可 能 出 现 的 矛 盾 与 冲 突早 作研

究 ， 研判化解对策 。 对于西方大 国对非合作政策新趋势 ， 要评估西方对 中

国 的挑战和挤压 ， 并研究 中 国 的对策 。

”

？

中非经济合作潜力 可观 ， 但需要按照具体情况开展合作 。 《新时期 中

非合作关系研究 》 从经济发展 战 略 、 减贫合作 战 略 、 中 非 能源合作 、 中

非金融合作 、 中非投资合作 、 中 非低碳发展合作等方面进行 了 全面透视 。

近年来 中 非经济合作发展势头 良好 ， 在促进非洲 国 家经济发展方面产生 了

积极影响 ， 然而 中 非经济合作 中仍存在经 贸投资规模小 、 投资结构不合理

等 问题 ， 说明 中 非 经济合作仍存 在 巨 大 的 发展空 间 。 非 洲在人 口 与 劳动

力 、 农牧业 、 自 然资源 、

一体化进程带来的新兴市场等方面优势 明显 ， 很

可能成为世界经济
“

增 长新大陆
”

和全球经济新一轮发展提升 的 动力 。

？

但非洲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个别 国 家政治形势动荡 、 非洲各 国发展不平衡等

问 题 ， 应该按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的原则 ， 制 定有针对性 的合作策略 和方

①刘鸿武等 ： （新时期 中 非合作 关系研究 》 ， 经济科学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６ 年版 ， 第 １ ８ ８ 苽 。

② 刘鸿武 ： ｛ 习 近平 主席访 非 与 未 来 十 年 的 中 非 关 系 ＞ ， 栽＜ 非 洲研究 ＞２０ １ ３ 年 第 １ 卷 ，

第 ９
＿

１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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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此外 ，
还要探讨 中 非合作在 帮 助非洲 减贫发展方面起 到 的 作用 ，

以 及

中 国 在非洲 发 展过程 中 所扮演的 角 色 。

中 非人 文合作 蓄势待发 ， 将成为未来 合作 的新方 向 。 回顾半个 多世纪

以 来 的 中 非 合作 ， 从 ２０ 世纪 ５ ０
—

７０ 年代 ， 中 非合作 关 系 的 核心 在政 治 ；

２０ 世纪 ８ ０ 年代至今 ， 中非合作关系 演变 成 了
一种 以 经 济 为 主 导 、 发 展 为

指 向 的 关 系 ；
而今后 的 ３ ０ 年 ，

中 非 人 文 交 流或许将 走 到 前 台 。

？ 刘 鸿 武

教授 十分注重 文化方面 的研究 ，
认为 民族关系 、 国 家关系 深深 受制 于人类

文化关 系 ， 强调 文 化关 系 或 文 化 因 素 是 国 家 间 、 民 族 间 关 系 的 基 础 与 前

提 ， 是人类相互 交往 关 系 中 起 长 久 作用 的 内 在 力 量 。

？ 中 非 人 文 合作 及 其

研究 ， 为
“

中 国 知识
”

、

“

中 国 思想
”

的 孕 育提供特 别 的 理论温 床 与 实 践

平 台 ， 是构 建 中 国 国 际话语权 的 源头 ，

？ 也将 为非洲 的
“

思想解 放
”

带 来

机会 ， 为双方都创造一个全新 的 天地 。 文化视野与 文化影 响 力 ， 实际上 从

根本上反映 出
一 国 的 国 力 与 发 展 水 平 ， 未 来 的 ３ ０ 年 ， 中 非 关 系 可 能 会转

变 为一种政治 、 经济 、 人文三位一体 的 合作关 系 ， 文化交流更 显 重 要 。
？

二 对新时期中非发展合作重大意义的深度把握

中 非关 系 是南南合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不仅具有地缘 政治 、 战略上 的

重 大 意 义
， 更有着地缘文 明 上 的 根本性价值 。 可 以 说 ， 中 非合作所产生 的

效应 与 影 响将是重 塑 全球体 系 、 丰 富现代性话语体 系 的推动 力 。 新时期 中

非 合作将在开 阔 的 国 际舞 台 上展 开 ， 其时代价值 与 未来 意 义 ， 需 要从全球

大视野 的 角 度进行理解 和把握 。 《新时期 中 非合作关 系研究 》 认 为 ：

第 一 ， 中 非 合作 是撬 动 中 国 与 西 方 关 系 结 构 的 支 点 ， 也是 中 国 战 略
“

突 围
”

的起点 。 近年来 ，
西方 国 家 习 惯性地使用 西方 的 国 际关 系 理论 来

解释 、 预判 中 国 的行 为 ， 遏 制 、 围 堵 中 国 和 平发展 的 意 图 明 显 。 面对美 国

及 其 同 盟 国 家 的 战略 紧逼 ， 中 国更要坚持 自 己 推进世界和平发展进程 的 长

①刘鸿武 等 ： 《 新 时期 中 非 合作 关 系研究 》 ， 经 济科 学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６ 年版 ， 第 ４ ３ ９ 页 。

② 刘鸿武 ： 《 非洲 文化与 当 代发展 》 ， 人 民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４ 年版 ， 第 ３ １ ４ 页 。

③ 刘鸿武 ： 《 非洲 发展 大势 与 中 国 的 战 略 选 择 》 ， 载 《 国 际 问 题研 究 》 ２ ０ １ ３ 年 第 ２ 期 ． 第

８ ６ 页 。

④ 刘鸿武 ： 《新时期 中 非 合作关 系 研究 》 ， 经济科 学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６ 年版 ， 第 ３ ２ 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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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既定 战略 。 面对受 围堵 的 态 势 ， 要 明 确
“

你来 而 我 往
”

的 战 略意识 ，

你来到我家 门 口
， 要形成 围堵我 的 战略棋盘 ， 那我就跳 出 你的包 围 圈 ， 走

向 更广 阔 的世界上 去 。
？ 在这样 的 形 势下 ， 中 非 合作意 义 凸 显 。 事实上 ，

中非合作发展 的 巨 大成就早 已 预示 出 发展 中 国家具有 自 主开放发展的全新

空 间 与动力 ， 中 国作为其 中最重要 的 引 导力 量 ， 完全有能力摆脱和跳 出 西

方设置 的 战略 困局 。 中非命运共同体 的构建 ， 不仅让 中非双方获得切实 的

利益 ，
开阔彼此的 发展空 间 与 战 略布 局 ， 还是 面对美 国 所谓

“

战 略再平

衡
”

的应对之策 ， 是一种带有 中 国 智 慧的
“

全球发展再平衡
”

战略 。
？

现代世界体系虽然有西方主导 的色彩 ， 但 中非发展合作正逐步调整这

一格局 ， 从另 一维度上重塑 中非双方乃至与西方世界的关系 。 首先 ， 中 非

发展合作为 中 国创造 出 最具时代 意义 与历史人 文 基础 的全球发展 战略空

间 ， 并彰显 中 国作为一个新兴发展大 国 对 于世界发展进程 的 独特推进作

用 。 其次 ， 中 非发展合作将为实现 中 国 的和平发展 战略 目 标拓展 出 重要 的

外部 国 际平 台 ， 为
一个更具政治合法性 与 道德感 召 力 的 当 代 中 国

“

国 家

身份
”

与
“

国家形象
”

之建构 提供特殊 的舞 台 。 最后 ， 中 国 与西方 国 家

在非洲开展的多边合作 ， 将使 中 国拥有更 为牢 固 而开 阔 的 国 际背景 。

？ 总

之 ， 中非合作是展现 中 国 因 改变 自 我 、 发展 自 我并最终影 响外部世界变革

进程的特殊窗 口 。

？

第二 ， 中非合作 背 后 预示 的 亚非 文 明 复兴浪 潮 ， 将重 塑全球 国 际体

系 。 中 非合作是亚非文 明 复兴 的重要推动力 。 从根本上说 ， 中非合作关系

是亚非世界追求 民族复兴与 国 家 自 强事业 的一部分 ，
包含着 ２０ 世纪亚非

国 家现代复兴事业发展 的持久努力 与希望 。 如今 ， 在经过 了百年以来艰难

跋涉与 曲折探索之后 ，
亚非世界的发展速度 已 经 明 显加快 。

？ 中非新 型合

作关系 的建立 ， 对世界体系 的建立 ， 对 当代人类交往与合作方式 的 变革 ，

都发挥 了增益作用 。

当代 中 国 是全球体系 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 ， 越来越需要通过交流合作来

①刘鸿武 、 卢 凌宇 ： 《

“

中 国 梦
”

与
“

非 洲 梦
”

： 中 非命 运 共 同 体 的建 构 》 ， 载 《 西 亚 非

洲 》 ２０ １ ３ 年第 ６ 期 ， 第 ２９ 页 。

② 刘鸿武 ： 《 重新理解 中 国外 交格局 》 ， 载 《东方早报 ＞２０ １ ３ 年 ４ 月 １ 日 ， 第 ３ 版 。

③ 刘鸿武等 ： 《新 时期 中非 合作关 系研究 ＞ ， 经济科学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６ 年版 ， 第 ７
—

１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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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和维护 国 家利益 ， 以 构建 当 代 中 国 的 国 家政 治合法性 与 道 德感 召 力 。

提升 中 国 知识与 思想 、 中 国 智 慧 与 情感 的话语权 十 分重要 。
？ 思 想 、 知 识

和话语 的 建构需要实践空 间 ， 中 非各领域 的合作正为 中 国 的实践提供绝佳

的平 台 和机遇 。

“

新时期
”

中 非合作关 系 的持续发展 ， 不仅代 表 中 国 与 非

洲 之 间 的 政治 、 经济合作 ， 其更深远 的 意 义在 于让众多亚非 国 家 了解 到 不

同 于西方 的发展模式 与 发展道路 。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 中 国 日 益

成 为
“

世 界之 中 国
”

， 中 非 合作 及 其 示 范 效 应 将 对 国 际体 系 产 生 重 要 影

响 ， 并成为重 塑 全球新体 系 的 源动力 。

第 三 ， 中 非合作可 以 丰富人类发展 的 现代性话语体 系 ，
重拾亚非 文化

信心 。 在过往时代人类 文 明 漫 长演进过程 中 ， 中 华文 明 与非洲 文 明 ， 曾 长

期 走在世界前列 ， 直到 近代 以 来 ， 由 于种种 原 因 ， 从农业文 明 转 向 工业

文 明 的最初 突破发生在西欧 。 西方发展模式与西方理论体 系 自 此长期处 于

优势地位 ，
西方 中 心论主 导 了 学术界对于现代性 的理论 阐 释 ， 支配着非西

方 国 家对 当 代 发 展 问题 的探讨 。

？ 刘 鸿 武 教授在 本 书 中 指 出 ：

“

无论西 方

获得 的现代性成 长 达 到 了 何 种 程 度 ， 那 也 只 是人类 现 代性 发 展 的 一 个 阶

段 ， 并不 是现代性成长 的 全部 内 容 和过程 ， 也不可能是现代性成长 的最 髙

形 态 。

”

？

从历 史 发展 的 角 度 看 ， 在经历 了 长 达数 百 年 西 方 主 导 和 支 配 的
“

单

向 度
”

、

“

中 心 支 配边缘
”

的 世界体 系 演 进过 程后 ， 在 当 代亚非 复兴 背 景

下 ， 正 向 着
“

多 向 度
”

、

“

网状平 等 型
”

的 多 元 文 明 平 等 交往 、 自 主 对话

的方 向 转化 。

？ 因 此 ， 随着时代 的发展 和 形势 的 变 化 ，
必须对西方所谓 的

“

普世性观念
”

有所清理 、 矫正与扬 弃 ， 新 的普世性概念结构 应该加 人 更

多
“

亚非 知识
”

的 智 慧成果 。
？ 因此 ， 包括 中 非合作在 内 的 发展 中 国 家交

往 与 合作 ， 其意 义除 了 提升发展 中 国 家 的集体力 量外 ， 还包含 了 格外 的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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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胡 美 、 方伟 ： 《 评 〈 中 非 发 展 合 作 ： 理 论 、 战 略 与 政 策 研 究 〉 》 ， 载 《 西 亚 非 洲 》 ２０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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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刘 鸿武 等 ： 《 新时期 中 非 合作关 系研究 》 ， 经 济科 学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６ 年版 ， 前言第 ３ 页 。

⑥ 同 上 书 ， 第 ５ 页 。



中 非关 系研究 的 方法建构 与气度 塑造 ２ ６９

求 和时代使命 ， 那就是从源 头上参 与对现代性起源 的 重新理解 与再度诠

释 ， 以 自 身 的发展与知识经验 ， 参与全球现代性话语建构 ，
以此打破 以 西

方为 中心 的现代性偏狭话语体系 。
？

三 对有特色之中国
“

非洲学
”

的创造性建构

目 前 ， 中非合作关系 面临 的一个核心 问题是实践走在理论前面 ，
理论

总结与思考相对 匮乏 。 对 中非关系 的研究 ， 宏大的理论背景缺失 ， 有理论

深度 与战略髙度 的整体分析匮乏 。 近年来 ， 刘鸿武教授基于对 中 国 国 际关

系实践的理论总结 ， 致力 于建构有 中 国特色 的 国 际关系理论体 系 。

？ 根据

丰富 的实践经验 ， 他认 为 中 国 的 非 洲 研究 应该追 求 做一 门
“

顶 天 立 地
”

的学 问 。

“

顶天
”

意味着在做非洲研究之时 ，
不能满 足 于就事论事 ， 而要

有理论性 、 战略性 、 全局性 的考量 。

“

立地
”

意味着在有理论意识 、 战 略

意识 的前提下 ， 当代 的非洲研究还是要脚踏实地 ，

一步一个脚 印从观察调

研现实 问题 、 基 础 问题做起 。 中 国 的 非 洲 研究需 要 在研究理论 、 研究方

法 、 学科体系建构方面做 出 相应 的追求与 突破 ， 努力 思考一些重大理论与

现实 问题 ， 探寻有 中 国特色 的非洲学科 的原则 、 内 涵及建设路径 。

？

在新时期新形势下 ， 中非关系研究面临许多亟待解决 的重大课题 ， 涵

盖理论 、 政策 、 身份 、 安全合作 、 多边合作 、 教育合作等诸多方面 。 特别

重要 的是 ，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 中 国 家 ， 中 国 除 了要维护发展 中 国 家的经

济发展 ，
还要维护发展 中 国 家 的

“

思想发展
”

和
“

话语发展
”

。 健全发展

中 国家的话语体系 ， 前提是对发展 中 国家 的实际情况有一个正确 的认识与

预期 ， 在此基础上 ， 清晰地表达 中 国对于推进和维护发展 中 国 家权益的思

想框架和知识产品 。

？ 如何从 中 国 的 角度 、 从非洲 自 身 的 角 度来认识这些

问题 ， 就需要倚重一个独特的视角 、

一

门专 门 的学 问 。

刘鸿武教授认为 ，

“

非洲 学
”

（
Ａｆｒｉｃ ａｎＳ ｔｕｄ ｉ ｅ ｓ

） 是一 门 专 门研究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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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历 史 文 明 进程及其 当 代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问 题 的专 门 化学科 。 在 当

代 世 界体 系 中 ， 在人类追求现代发展 的过程 中 ， 非 洲 大陆面 临 的 问 题是极

特殊 而 复杂 的 。 非洲 国 家 向 现代社会之过渡 与发展 ， 似 乎远不止一 个一般

意 义 上 的 经济 、 政治 与社会 的 发 展 问 题 ， 它 同 时还 是 一个 内 容更 为 复 杂 、

过程亦更 加 漫 长 的 文 明 再 造 或 文 化 重 建 的 问 题 。

？ 所 以
， 刘 鸿武 教 授指

出 ， 中 国 学者研究非洲 问 题 ， 需要 引 人不 同 学科 、 不 同 专业 的 知识 ， 从 中

国 视 角 出 发 ， 秉 持
“

非 洲 情怀 、 中 国 特 色 、 全 球 视野
”

的 治 学理 念 ， 共

同探讨
“

当代 非洲 发 展 问 题 如何解 决 ， 中 非 合 作 关 系 如 何推 动 中 非 双 方

共 同 发展 并进 而影 响 世界发展 的变革进程
”

这两大时代命题 。

？

通过研究非 洲 ， 构 建 中 国
“

非 洲 学
”

的 意 义 不 止 于 一 门 学 问 、

一 个

学派 的创 建 ， 更重要 的 是它代 表着亚非世界之学术 、 思想 的 复兴 。 学术 与

思想是 当 今时代 国 家 间 竞争 与 合作 的特殊舞 台 ， 思想竞争 的背后 实 际包含

了 ｇ 大 的 国 家发展 与 安全利 益 。 《 新 时期 中 非合作 关 系 研究 》 认 为
， 中 国

与 西方 国 家在非 洲 问 题上 的 思想交锋 与价值碰撞才 刚 刚 开始 ， 真正 的 较量

与结果 尚 取决 于今后 一个更长 时期 的发展走 向 。

中 国 自 古 以 来就 建 立 了
“

天 下
”

的 世 界情怀 ， 形 成 了 具有 普 世情 怀

的
“

大 同
”

理想 ， 其 中 的 宽广 与 远 大 ， 在 根 本 上 支持 着 中 华 民 族 的 生存

与 发展 。 近代 以 来 ， 由 于 中 国 学 术 受 到 西 方学 术 的 巨 大 影 响 ， 造 成
“

言

必称希腊 罗 马
”

现 象 的 风行 。 这 种情形 客 观上 阻 碍 了 今 天 中 国 思 想 学 术

的 发展 。 而在 非 洲 研究这
一最初 由 西方开创 且在西方学术 和话语仍 占 据 主

导地位 的 国 际学 术思想领域 ，
以 中 国 的 立场 和方式开创研究 ， 突破西方知

识与话语霸权 的 阻遏 ， 建立属 于 中 国 的 知识体 系 与话语形 态 ，

？ 能 够 帮 助

中 国 打破 当前 的 思想学术 困 局 。 从这个 角 度上 看 ， 中 国学术 的 未来应该代

表着 中 国 的气度 与胸襟 ， 应该有一个更开 阔 的 眼 光 ，

一个更完整 意 义 上 的

全球 品 格 。

①刘 鸿武 ： 《 初 沦 构 建 有 特 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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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对未来中非关系研究的有益启示

《新时期 中 非合作关 系研究 》 全 面分析 了 中 非合 作 中 各个方 面 的 问

题 。 该书 既从全局层面 、 战略层面 、 理论层面对新时期 中非合作关系进行

了宏观把握 ， 也就 中非合作关系 的具体实践与运用进行 了分析总结 ， 契合

了 中 国非洲研究要
“

顶 天立地
”

的 学术宗 旨 ， 是 中 非关系研究 中
一部有

分量的作 品 。 然而 ， 非洲 国 家 国情各异 ， 面临 的 问题极为不 同 。 因 此 ， 如

何协 同 整合各方力量 ，
让 中非关系研究更加深人 ， 仍是摆在 中 国研究者面

前 的一大课题 。 随着 《新时期 中 非合作关 系研究 》 的 出 版 ， 未来 中 非关

系研究需要努力 的方 向也愈加 明 显 。

第一 ， 面对 当前 中 非关系 所 面 临 的挑战 与质疑 ， 中 国 学者应有所 回

应 。 在西方对 中非关系 的批评 中 ， 对 中 国经济发展模式不考虑环境与生态

保护 的指责尤为激烈 。 事实上 ， 中 国非常重视非洲环境保护 ， 中 国政府多

次表达对非洲生态环境 问题 的关注 ，
环保合作成为 中非合作关系 中 的一项

重要 内 容 。 面对不利 的外部舆论环境 ， 中非关系研究应重视舆情发展 ， 并

做 出 积极 回应 。 也许是限于篇幅 的 问题 ， 《新时期 中非合作关系研究 》 并

没有在这方面过 多着墨 ， 相关研究仍有进一步拓展空 间 。

第二 ， 中 非关系 不仅是一个理论性 、 战略性 的 问题 ， 还是一个现实问

题 ， 而将理论与 实际联系起来则存在一定 困难 。 正 如刘鸿武教授在书 中所

述 ， 中 国对非洲 发展 问 题与 中 非关 系 的研究 ， 既要 有工具层 面 、 器物层

面 、 操作层面 的个案微观研究 ， 也要有价值层面 、 精神层面 、 战略层面的

整体宏 观研究 ， 努力把握好
“

道与器
”

、

“

体与用
”

、

“

虚 与 实
”

之间 的平

衡与协 同 。
？ 面对 中非关系发展 中 的关键性 问题 ， 应该加强实证研究 ， 提

出具体 的解决办法与路径 ， 而不是停 留 在理论假设层面 。

第三 ， 中非关系 的发展越来越需要 中 国智库 的智 力 支持 ， 这也是 当前

中 国整体外交对学术界的 召 唤 。 如何建设促进 中非关系 的高水平智库 ， 进

而实现 中非合作 的智 力提升 ， 丰富 中非合作 的文化与思想 内涵 ，
是未来 中

非关系研究 的一个重点课题 。 《新时期 中 非合作关系研究 》 在这方面着 墨

① 刘鸿武 等 ：＜ 新 时期 中 非 合作 关 系 研究 》 ， 经济科学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６ 年 版 ， 第 １ ０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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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多 。 当 然 ， 这可 能 也超 出 了 《 新 时期 中 非 合作关 系 研究 》 应 涵 盖 的 范

畴 ， 不过却值得研究 者们在下一 阶段对此加 以重点关注 。

（ 责任 编 辑 ：
王 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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