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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 要 】 中 国 参 与 非 洲 和 平 与 安 全建设 的进程 与 改革 开

放 后 中 国 逐步 融入 国 际 体 系 的 进程 是 一致 的 。 责任 需 求 、 发展 利

益 需求和 海外 公 民 安全保护 的 需 求 是推 动 中 国参 与 非 洲 安全合作

的 基本动 力 。 在这一进程 中 , 中 国 通过联合 国 、 非 盟 等 全球 与 地

区 性机制 , 逐步加 入 到 国 际社会为 实现非 洲 和平 与 安全的 各种 努

力 之 中 , 并 日 益 成为 非 洲 和平 与 安全建设 的 重 要力 量 。 通过参 与

非 洲 和平 与 安 全建设 , 中 国 不仅切 实 为 非 洲 和平作 出 了 贡献 , 赢

得 了 较 高 的 国 际 声 誉
’

, 而且 拓 展 了 中 国 新 安全观及 不干 涉 内 政 原

则 的 内 涵 , 中 国对 非 安 全政策 更趋 成熟 务 实 。 这表 明 , 中 非 关 系

正在 出 现 某种 转 型 , 中 非 关 系 已 经 发展 到 需要 中 国从 战 略 的 高度

来考 虑 中 国对非 安全政策 的 新 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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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与发展是非洲面临 的两大根本难题 , 也是外部世界参与非洲事务

的两个基本领域 。 中非关系 也是在这
一基本结构性背景下展开的 。 自 2 0

① 本文是 2 0 0 9 年教育部哲学 社会科学重 大攻关项 目 《新 时期 中 非合作关系研究 》的 中 期成

果 , 项 目 编号为 0 9 ＪＺＤ 0 0 3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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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9 0 年代 以来 , 共 同的发展复兴诉求促使 中非双方在发展领域 的合作

关系迅速增长 , 并成为推动中非关系 的核心 内容与动力 。 相较而言 , 中非

关系 中安全领域合作相对独立于发展合作 , 其意义并不像发展合作那么关

键 。 时至今 日 , 随着 中国在非利益不断拓展 、 中非发展领域合作关系 日 益

深化 以及非洲对中 国 的安全诉求 日 益强烈 , 中 国对非安全领域的合作已经

不再可能独立于中国对非发展政策 、 置于中非战略关系之外来思考 了 , 它

巳经成为中非全面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的重要 内容 。 然而 , 学术界对 中非安

全领域合作 的整体性研究却相当缺乏 。 本文拟从安全合作的视角考察中非

关系 , 对中 国参与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的背景 、 进程及影响进行
一番总结

与思考 。

一

中 国参与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的背景与动因

中 国参与非洲和平与安全进程的背后其实是 以中 国与 国际组织为代表

的 国际机制关系 的变化 , 因 此其步调和 中国与 国际组织关系 的转变是一致

的 卩 而 中 国与 国际组织关系经历了一个
“

从拒绝到承认 、 从扮演
一

般性角

色到争取重要位置 、 从比较注重国 内需求到更加兼顾 国际形象
” 的 曲折过

程 。

？
以 2 0 世纪 8 0 年代初开始 的改革开放为 标志 , 中 国开启 了逐步承认

与融人 国际体系 的进程 。 在这一进程中 , 中 国通过联合国 、 非盟等全球性

与地区性机制 , 逐步加入到国际社会为实现非洲和平与安全的各种努力 之

中 , 并 日益成为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的重要力量 。

中 国参与非洲 和平与安全进程另一个基本背景在于中非双方各 自 的变

化及 中非关系 的深化 。 中 国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实力地位的不断提升 , 改革

开放 以来 , 在保持国 民经济快速持续发 展 3 0 年之后 , 中 国 已经成为全球

第二大经济体 。 与此 同时 , 中 国传统的排他性的主权观念大大弱化 , 通过

国际合作 实现国家利益逐渐被中国政府所接受 , 成为影响 中 国国 际行为的

重要 因素 。 非洲的 变化在于两个 方面 。

一

方面非洲发展的 需求进一步加

强 , 形成了一系列 发展的蓝图 , 如
“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

, 但安全问题

① 王逸舟主编 ： 《磨合 中 的建构 ： 中 国 与 国际 组织关系 的多视角 透视 》 , 中 国 发展 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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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严峻 , 冲突与动乱及其附带结果严重阻碍着非洲 的发展 。 另
一

方面的

变化在于冷战后西方对非洲政策的调整 , 即 由 于苏联解体造成战略利益的

消解 , 因而西方大国在安全问题上对非洲采取了脱离政策 。 无论是非洲还

是西方都希望中 国在非洲和平与安全事业中承担更多责任 , 作出更大贡献 。

可 以说 , 中 国参与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既是 中 国 自 身实力 提升的 结

果 , 也是 中非关 系 深化 到 一 定程度 的必 然要求 。 具体 而言有 三个基本

动力 ：

( 1 ) 履行世界大国 的国 际责任是 中 国参与对非安全合作 的重要动力 。

早在 2 0 世纪末就有 中 国学者指 出 , 责任需求将是 2 1 世纪 中 国外交的三大

基本需求之
一

, 而且
“

随着 中 国综合国 力 的增强和 国际地位的提高 , 这种

需求将在中 国整个对外战略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影 响
”

。

？
 2 0 0 5 年美国 副 国

务卿佐利克提出 的
“

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
”

之说 , 正好呼应 了这位中 国学

者的预见 。 随着中 国实力与地位的提升 , 建构
一

个负 责任大国 的身份既是

中 国实现世界大国 战略 目 标 的 自 身需要 , 也是 国际社会对 中 国 的殷切期

待 。 尽管当前鉴于中 国 的实力还相当有限 , 中 国 的 国际责任更多地应关注

自 身 内部及周边地 区 , 但事实上中 国在非洲 的利益及影响力 越来越大 , 在

非洲履行一个新兴大国 的责任 , 促进非洲和平与安全的早 日 实现 , 有利于

在非洲及世界树立 良好 的国 际形象 , 进而更好地维护 中 国在非利益 , 实现

中非互利共赢 。 从外部看 , 国际社会对 中 国 的期待不断提升 ,

“

中 国责任

论
”

正 日 益取代
“

中 国威胁论
”

成为 中 国面临 的基本国际舆论环境 。 无论

是非洲还是西方都希望 中 国在非洲和平与安全事业 中承担更多责任 , 作出

更大贡献 。 回应这些外部期待 , 积极参与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 , 有助于在

外部世界认同 中树立或巩固
“

和平发展
”

、

“

负责任
”

的 良性形象 , 从而避

免或缓解实力地位不断上升所带来的负面压力 。 总之 , 在 2 1 世纪 , 国 际

责任 已经成为中国大战略的主要关键词 ,
② 是 中 国对外政策的

一项重妻考

虑 。 作为正在崛起 中的新兴大国 ,
国 际社会对 中 国责任的期待与 中国 内部

的责任需求是中 国参与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的基本动力 。

① 王逸舟 ： 《面向 2 1 世 纪 的 中 国 外 交 ： 三种 需 求 的 寻 求 及其 平 衡 》 , 载 《战 略 与管理 》

1 9 9 9 年第 6 期 。

② 时殷弘 ：
《成就与挑 战 ： 中 国和平发展 、 和谐世界理念与对外政策形势 》

, 载 《 当代 世界

与社会 主义 》 2 0 0 8 年第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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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保护中国在非洲 日 益扩大的发展利益 , 是中 国参与非洲和平与安

全进程的另
一

动因 。 随着 中 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 中 国 的发展越来越需要非

洲 的能源资源和广阔的投资与商品消费市场 。 中 国对非洲 国家的投资始于

2 0 世纪 8 0 年代 , 初始阶段规模普遍较小 。 进人 9 0 年代后 , 中 国对非投

资规模逐步扩大 , 领域不断拓宽 , 分布 日 益广泛 。
2 0 0 3 年底中 国对非直

接投资存量为 4 ． 9 亿美元 , 截至 2 0 0 9 年底 , 中 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已大

幅增长到 9 3 ． 3 亿美元 ,
2 0 1 0 年已 经突破 1 0 0 亿美元 。 这些投资遍布非洲

4 9 个 国家 , 涉及采矿 、 金融 、 制造 、 建筑 、 旅游 、 农林牧 渔业等 。 中 国

在安哥拉 、 苏丹 、 利 比亚 、 尼 日 利亚 、 赞 比亚 、 阿尔及利亚 、 埃塞俄 比亚

等国有大量 的能源资源投资 。 中 国正在赞 比亚 、 毛里求斯 、 尼 日 利亚 、 埃

及和埃塞俄 比亚等非洲 国家建设 6 个经贸合作区 , 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已投

入 2
． 5 亿美元 。

？ 过 去 1 5 年 , 中非 贸 易 额每 三年 翻
一 番 ,

2 0 0 8 年超过

1 0 0 0 亿美元 。 目前 , 非洲总出 口 的 1 ／
1 0 销往 中国 。 2 0 1 0 年 , 中非双边贸

易 额接近 1 5 0 0 亿美元 , 中 国继续保持非洲最大贸易 合作伙伴的 地位 。 随

着双方关系的深化 , 中非贸易 、 中 国对非投资 、 中国在非洲资源开发等活

动的深人进行 , 中 国在非洲 的经济利益不断扩展 , 但 同时
“

中国 的经济利

益开始暴露于从武装抢劫 、 劳工抗议到遭受叛乱组织和全面内战袭击 的各

种安全威胁之下
”

。

② 这一阶段 , 国家安全观已与国家 的发展联系 在一起 ,

保护国家的发展利益就是国家安全战略的 内在动力 。

？ 因此 , 实现非洲的

和平与稳定不仅是非洲发展 的前提 ,
也是保 障 自 身在非洲能源与经济利益

得以实现的重大需求 。

( 3 ) 在非中 国公民 的安全问题也需要中 国积极参与非洲 和平与安全建 ．

设 。 由 于 中非经贸关系 的迅速发展 , 在非洲国家生活和工作的中 国公民数

量激增
。 据估计 , 在过去的 1 0 年里 , 多达 7 5 万 中 国公民移往非洲 。

？ 这

些工作生活于非洲 的华人新移民时常遭遇绑架 、 抢劫与人身攻击 。 据不完

全统计 ,
2 0 0 0

—

2 0 0 3 年间 , 中 国公 民在非洲 遇险 、 遇害事件每年约 1 0

① 本段数据来 自 中 国 国 务院新 闻 办发 布的 白皮 书 《 中 国 与非洲 的经 贸合作 》 , 2 0 1 0 年 1 2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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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张文木 ： 《中 国 国 家安全观 的拓展及其世界意义 》
,
载 《 国 际政治研究 》 2 0 0 9 年第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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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
2 0 0 4 年后 , 每年增加到 了近 2 0 起 。

2 0 0 7 年 , 中 国公 民在非遇险 、 遇

袭事件达到了 3 0 起 。 仅南非一 国 2 0 0 4
—

2 0 0 6 年就有 4 0 名华人遇害身亡 。

从风险类型看 , 治安犯罪 、 恐怖袭击 、 政局动荡 、 商务纠纷巳 成为危害中

国公民在非洲生命和财产安全的 四大隐患 。

？
中国公 民遭袭击的原 因较为

复杂 , 包括某些非洲 国家局部存在的反华情绪 、 中 国企业与公 民存在的不

当行为 、 非洲 自 身混乱 的社会治安等 。 其 中非洲大陆各国 内部各种经济与

部族矛盾造成骚乱频发 、 武力横行 的不安全状态是根本原 因 。 保护海外公

民安全 已经成为 中 国外交
一项 紧迫的 新任务 , 为此 , 2 0 0 6 年外交部专 门

在领事司 内设立领事保护处 , 专 门处理和协调 中国海外公 民和法人合法权

益的保护工作 。 但领事保护只是临时性应对措施 , 要从根本上缓解乃至解

决 中国在非公民的安全问题 , 建设
一

个发展有序 、 安全的非洲才是根本之

计 。 从这一角度看 , 中 国需要在非洲发展利益不断扩大深化之后 , 更多关

注和参与非洲安全建设 。

二 中国参与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的基本进程

1 ． 参与联合国及非盟框架下的维和行动

参与 国际维和是中 国加强 国际安全合作 、 推动 国 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

方式 。 中 国对联合国维和的政策经历了从谴责与反对到有限参与 , 再到积

极支持 、

’

扩大参与 的演化过程 。

？ 在这一进程 中 , 中 国 对联合国维和的 贡

献与 日 俱增 。 按照联 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网站统计 , 自 1 9 4 8 年至 2 0 1 0 年

1 0 月 3 1 日 , 联合 国共部署维 和行动 6 4 项 , 巳经完成的 维和行动共 4 9

项 , 正在进行 的维和行动有 1 5 项 。 其中 , 中 国 自 1 9 9 0 年首次派遣 5 名

① ． 方伟 ：
《中 国 公民在非洲 的安全与领 事保 护问题 》

, 载 《浙 江师范 大学学报 》 ( 社科 版 )

2 0 0 8 年第 5 期 。

② 关于 中 国参 与维 和的阶段划分 可参见钟龙彪 、 王俊 《 中 国 对联 合国 维 和和平 行动 的认

知和参与 》 , 载 《 当代 中 国史研 究 》 2 0 0 6 年第 6 期 ； 国际危机 组织研究报告 ： 《 中 国 的 联合 国维

和贡献与 日 俱增 》 , 2 0 0 9 年 4 月 1 7 日 , ａｖａ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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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联合国 已 经完成维和行动与正在进行维和行动的数字与Ｋ域分 布 ,
参 见联合 国维持 和平

行动网站 ,
ｈｔ ｔｐ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Ｃ

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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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 ｅｐ ｉｎ ｇ／
ｆａ ｃｔ ｓ , ｈｔｍ ,  2 0 1 0 年 1 2月 1 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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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军事观察员参与联合 国 中东维和任务 以来 , 已 先后参 加了 1 9 项维和行

动 。

《到 2 0 1 0 年 7 月 , 2 0 1 3 个中 国维和人员 服务于 1 5 个联合 国维和行动

中 的 9 个行动 从区域比较看 , 非洲是联合国 国际维和行动 的主要集 中

区域 , 也是中 国参与联合 国维和 的重点地区 。

中 国参与非洲维和 的 努力首先表现在中 国在非洲维和 的行 动次数与

规模上 。 中 国 的维和之路始于非洲 , 1 9 8 9 年中 国 首次 派 出 2 0 名 文职人

员参加 了
“联合 国过渡时期援 助团

”

, 帮助纳米 比亚实现从南 非独 立的

进程 , 这是 中 国 第 一 次参 与 联合 国 维 和 行 动 。 此 后 , 中 国 政 府 又 于

1 9 9 1 年 9 月 派遣军事观察员 参加
“

联合 国西撒 哈拉公 民投票 特派团
”

。

据统计 , 自 1 9 9 0 年 以来 , 中 国 巳 经参加联合国在非洲 的 9 项维和行 动 ,

占 中 国参 与全部维和任务 的 5 6 ％
, 先后派 出 3 0 0 0 多名 维 和人员 , 占 中

国维和总人数 的 5 0 ％ 。

？
目 前 , 中 国 成建制 的 维 和部 队 主要 集 中在 非

洲 , 中 国 已成为非洲维和机制中 的主体力量之一 。 中 国参 与 的维和行动

遍及了非洲很多国家 , 包括莫 桑 比克 、
塞 拉利 昂 、 刚果 ( 金 )

、 利 比里

亚 、 科特迪 瓦 、 布 隆迪 、 苏 丹 、 埃塞俄 比 亚与厄立特 里亚等 。 截止到

2 0 1 0 年 6 月 , 中 国正在参与 的联合 国在非洲的维和 行动有 6 项 , 维和人

员数为 1 6 2 2 人 ( 见表 1 ) 。

提供财政援助是 中 国参与 和支持非洲维 和 的另 一个重要 方式 。 1 9 8 2

年中 国开始为联合 国维和提供财政支持 , 开始承担联合 国维和 行动 的摊

款 口 近年来 , 中国财政捐款的数额呈稳步增长 的趋势 , 捐款数额占 总捐款

的比重 , 从 2 0 世纪 9 0 年代 的 0 ． 9 ％左右上升到 2 0 0 0 年 1 2 月 的 1
． 5 ％ ,

到 2 0 0 8 年则 已超 过 了 3 ％ 。

？
目 前 , 中 国 的联合 国维 和预算交 费数额在

美 、 日 、 英 、 德 、 法 、 意之后 , 排名第 7 位 。

？ 具体到非洲而言 , 为解决

非盟能力与意愿之 间 的 巨大差距 , 自 2 0 0 0 年起 , 中 国 每年向 非盟提供

① 参见 《 2 0 1 0 年 中 国 的 国防 》 。

②Ｕｎ
ｉ
ｔｅｄＮａ ｔ ｉｏｎｓＤｅ ｐａｒｔｍｅ ｎｔｏ ｆ Ｐｅａ ｃｅ ｋｅ ｅｐ ｉｎｇＯｐｅ ｒａｔ ｉｏｎｓ ( 2 0 1

0
) , ＵＮ Ｍｉ ｓ ｓ ｉｏ ｎ

＇

ｓＳｕｍｍａｒｙ

ｂ
ｙｃｏｕｎ

ｔｒｙ ,
 3 1Ｊ ｕ ｌｙ  2 0 1 0 ．

③ 赵磊 ： 《为和平而来 ： 解析 中国 参与非洲维和行动 》 , 载 《外交评论 》 2 0 0 7 年第 2 期 。

④ 国际危机组织研 究报告 ： 《 中 国 的联 合国 维和贡献与 日俱 增 》 ,
2 0 0 7 年 4 月 1 7 日

, 第 7

页 。

⑤Ｕｎｉ
ｔｅｄＮａ ｔ

ｉｏｎｓＤｅ ｐａｒ
ｔｍｅｎ ｔｏ ｆ Ｐｕｂ ｌ ｉｃＩ ｎｆｏ ｒｍａ ｔ

ｉｏｎ ( 2 0 0 9 ) 
,
Ｕｎ ｉ ｔ ｅｄＮａ ｔ ｉｏ ｎ ｓＰｅａｃｅＯｐｅ ｒａ

？

ｔ ｉ ｏｎｓ  2 0 0 9 
, Ｔｏｐ 1 0Ｐ ｒｏ ｖｉｄｅｒ ｓｏｆＡ ｓ ｓｅ ｓｓｅｄＦｉ ｎａｎ ｃｉａ ｌ Ｃｏｎｔ ｒｉｂｕｔ ｉ ｏｎ ｓｔ

ｏＵＮＰｅａ ｃｅｋ ｅｅｐ
ｉ ｎｇＯｐ ｅ ｒａ

？

ｔ ｉ ｏｎｓ  , ａｖａ ｉ ｌａｂ ｌｅ ａ ｔ ｈ ｔｔｐ ：／／ｗｗｗ． ｕｎ ． ｏ ｒｇ／ ｅ ｎ／ｐ
ｅａ ｃｅｋｅ ｅｐ ｉｎｇ／

ｄｏｃｕｍ ｅｎｔ ｓ／ ｆａｃ ｔｓ ｈｅ ｅｔ ．

ｐｄ
ｆ．





中 国 参与非洲和平安全建设 ：动 因 、 进程 与影 响 2 0 3

3 0 万美元的援助 , 用于组织构建 。
2 0 0 5 年和 2 0 0 6 年 , 中 国为非盟分别

提供 了 4 0 万美 元 的 特 别捐 赠 , 帮助 在 达 尔 富尔执 行 维 和行 动 。
2 0 0 8

年 , 中 国 向 非盟索马里维和行动捐赠 3 0 万美元 。
2 0 0 9 年 8 月 , 中 国 向

非盟驻索特派团 的两个主要出兵 国乌干达和布隆迪分别提供了5 0 0 万元

人 民币 的后勤援助 , 并 向非盟在索马里维 和行动提供 了 4 0 万美元 的 支

票 。 这些财政与物质援助为推进非洲和平进程 、 提高非洲 自 主维和 能力

起到 了积极作用 。

表 1中国正在参与的非洲维和行动 ( 至 2 0 1 0 年 6 月 3 0 日 ) ( 单位 ： 人 〉

行 动名 称军队警察军 事观察员总数

西撒特派团 ( ＭＩＮＵＲＳＯ ) 77

联合国 一科特迪 瓦行 动 ( ＵＮＯＣＩ ) 77

联合国一刚果稳定团 ( ＭＯＮ ＵＣ ) 2 1 8
■

 1 6 2 3 4

联合 国
一利 比里亚＃ 动 (ＵＮＭＩＬ ) 5 6 4 1 8 2 5 8 4

联合国 苏丹行 动 ( ＵＮＭＩＳ ) 4 4 3 1 1 1 2 4 6 6

迖尔富尔混合行 动 ( ＵＮＡＭＩＤ ) 3 2 2 2 3 2 4

合计 1 5 4 7 2 9 4 6 1 6 2 2

资料 来源 ： ｈｔ ｔｐ ／／ ：ｗｗｗ ． ｕｎ ． ｏ ｒｇ ／ ｅｎ／ｐｅ ａｃ ｅｋｅ ｅｐ ｉ
ｎｇ ／ ｃ

ｏｎｔ ｒ ｉ ｂｕｔｏ ｒｓ／ 2 0 1 0 ／
ｊ

ｕｎ ｅ ｌ 0
＿ｌ ． ｐｄｆ

, 根 据

联合 国维 和行 动网站资料整理而成 。

2 ． 支持和参与非洲反恐与索马里海盗的国际治理

中 国
一贯表示支持非洲 国家所作 的各项反恐努力 。 在 2 0 0 6 年北京 行

动计划 中 中 国表示 , 支持
“

非盟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公约 以及非洲恐怖主

义研究和调 查 中心成 立 , 并将研究 同非洲 国家 开展 反恐合作 的 方式
”

。

2 0 0 9 年行动计划承诺 ,

“

双方将在反恐 问题上加强合作 , 维护各 自 国家安

全 , 并推动国际反恐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

。 在具体行动上 , 中 国主要 通

过为非洲地 区性反恐机制提供物质与财政援助来参与非洲反恐 。 例如 , 为

非盟驻索马里特派团打击
“

伊斯兰青年运动
”

等恐怖主义势力提供物质援

助 。 此外 , 在非洲反恐方面 , 中 国强调采取综合措施打击恐怖主义 , 既重

视打击恐怖行为本身 , 更要重视消除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 , 通过发展来解

决根本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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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索马里海盗问题 的 国际治理是中 国促进非洲安全的 另一重要行

动 。
2 0 0 8 年以来 , 索马里海盗活动频 繁 , 已经对亚丁湾海域 的公共安全

构成了严重的影响 。 中 国是世界第二大 出 口 国和最大海运需求 国 。 经由 中

国沿海各港 口 、 马六甲 海峡 、 红海 、 苏伊士运河的航线 , 是 中 国最具战略

价值的海上贸易通道和能源通道 , 承担了 中 国 4 0 ％ 的进 出 口 贸易和进 口

石油 6 0 ％ 的运量 。 每年经亚丁湾的 中 国货船有 1 0 0 0 多艘 , 其中 2 0 ％受到

过海盗袭击 。

？ 为保障海上公共通道及 自 身海运安全 , 中 国政府 于 2 0 0 8

年 1 2 月 2 6 日 首次派遣海军舰艇编队赴亚丁湾 、 索马里海域实施护航 。 主

要任务是保护 中 国航经亚丁湾 、 索马里海域的船舶 、 人员安全 , 保护世界

粮食计划署等国际组织运送人道主义物资船舶 的安全 , 并尽可能为航经该

海域的外 国船舶提供安全掩护 。 截至 2 0 1 0 年 1 2 月
,
海 军巳派 出 7 批 1 8

艘次舰艇 、
1 6 架直升机 、

4 9 0 名 特战 队员 执行护航任务 。

？
中 国还积极参

与或主持协调会议 、 加人多边机制 、 开展双边合作等治理索马里海盗的国

际安全合作 。
2 0 0 9 年 1 1 月 6 日 , 中 国在北京主持召 开了防范和打击索马

里海盗国际会议 , 协调 国际力量共同打击索马里海盗 , 加人并认真履行有

关防范和打击海盗的国际公约 。 中国先后加人了 《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

非法行为公约 》 、 《 国际船舶和港 口设施保安规则 》 等国际公约 。 中 国海军

在护航过程 中还积极与美国 、 俄罗斯 、 也门等有关 国家海军进行合作 。 如

2 0 0 9 年 9 月 1 8 日 中国海军第三批护航编队与俄罗斯海军护航编 队在亚丁

湾西部海域进行了
“

和平蓝盾
一

2 0 0 9
”

联合演习 。

③

此外中 国还积极提 出打击索马里海盗 的政策倡议 。
2 0 0 9 年 1 1 月 中 国

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刘振 民 , 提出在亚丁湾海域由 各国海军在统
一组织下分

区护航倡议这一重大 、 实质性的主张 ,

？ 得到 国际社会有关各方的普遍赞

誉 。 2 0 1 0 年 1 月 2 8 日 , 在纽约 召 开的联合 国
“

索马里海盗问题联络组
”

全会批准了 中 国与欧盟 、 北约等海上力 量在
“

国际推荐通行走廊
”

内进行

分区护航合作的原则共识 , 这意味着未来中 国将有资格 以轮值主席 的身份

① 王历荣 ： 《国 际海盗 问题与 中 国海上通道安全 》 , 载 《 当代亚太 》 2 0 0 9 年第 6 期 。

② 《 2 0 1 ．

0 年中 国 的国 防 》 白皮书 。

③ 史春林 ：

《 近年来 中 国 防范和打击海盗问 题及 对策 》 , 载 《大连海事 大学学报 》 (社科版 ．

)

2 0 1 0 年第 2 期 。

④ 《中 国 在安理会建议在索马里沿海实施
“

分 区护航
”

见联合国 网 站新闻 中心 ,
ｈ？ｐ ：／ ／

ｗｗｗ． ｕ ｎ ．ｏｒｇ／ ｃｈ ｉｎｅｓｅ／Ｎｅｗｓ ／ｆｕ ｌ ｌ ｓｔ ｏｒｙｎｅｗｓ ．ａｓ ｐ？ｎｅｗ ｓ
ＩＤ
＝

 1 2 5 6 5 。





中 国参与非洲 和平安全建设 ： 动因 、进程与影响2 0 5

领导国际反海盗行动 。

？

3 ． 积极防止各类武器在非洲扩散

中 国
一

贯尊重和支持无核武器 国家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 , 在 自 愿协

议的基础上建立无核武器区 的努力 , 并承诺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 国家和无

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 武器 。 具体到非洲而言 , 早在 1 9 9 6 年中 国

就签署了 《非洲无核武器条约 》 , 支持非洲地区无核化进程 , 并保障非洲

免受核武器的威胁 。 在 2 0 0 6 年北京行动计划 中 中 国再次承诺 ： 呼 吁 加强

国际合作 , 推动核裁军和防止核武器扩散进程 , 支持非洲在 自愿基础上实

现无核武器 区 目 标的努力 。 随着利 比亚和南非放弃核武器追求 , 最终实现

了非洲 的无核化 。

小武器扩散问题往往被视为刺激非洲冲突蔓延 、 导致人道主义灾难的

重要助推剂 。 中 国在态度与行动上都积极参与 了防止轻小武器扩散 的机

制 。 中 国政府认为
“

小武器的非法贸易 及过度积累加剧 了有关国家和地区

的战乱
,
影响 战后重建 的顺利进行 , 助长恐怖主义 、 贩毒和走私等有组织

犯罪活动 。 打击和 消除小武器非法贸易 活动 , 有助于有关国家和地区冲 突

的妥善解决 ,
有利于有关 国 家和地 区 的 和平与稳定 , 符合各 国 的共 同利

益
”

。

③ 为此 , 中 国积极参与 国际打击轻小武器非法贸 易 的活动 , 2 0 0 6 年

中 国支持了联合 国关于轻小武器非 法交易 的解决方案 , 并认真落实 2 0 0 2

年签署的联合 国轻小武器 《行动纲领 》 与 《识别和追查非法轻小武器 国际

文书 》 , 制订实施 了轻小武器标 志细则 。 尽管 中 国 是非洲武器的 出 口 国 ,

但是中 国对非洲的轻小武器贸 易都是在正常范围内进行的 , 数量也十分有

限 。 而且 , 中 国对非洲军售
一

向持负责谨慎的态度 , 所有军品 出 口实施严

格 、 有效的管理 , 严格遵循三项原则 , 即有助于接受 国 的正当 自 卫能力 ；

不损害有关地区和世界的和平 、 安全与稳定 ； 不干涉接受国 。 中 国只 与主

权国家开展常规军贸合作 , 明确要求军品接受 国政府提供最终用 户和最终

用途证明 , 承诺未经中方同意不向第三方转让从中 国进 口 的武器 。 中 国政

① 赵磊 ： 《 中 国 的国 际和平参与战略 》 , 载 《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 2 0 1 0 年第 3 期 。

② 《 无核 武 器 区 》 , 参 见 外 交 部 网 站 ：
ｈ ｔｔｐ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ｃｈ ｎ／ｐｄ ｓ／ｗｊ

ｂ／ ｚｚｊ ｇ／ｊ
ｋｓ ／

ｚｃｌ ｃ／ｈｗ
ｔ
／

ｔ ｌ  1 9 2 6 4 ． ｈｔｍ 。

③ 中国代表 团团长王英凡大使在联合国小武器非法贸易各方面问题大会上 的发 言 ,
2 0 0 2 年

1 月 1 8 日 ,
ｈ

ｔ ｔ ｐ ：／ ／ｗｗｗ．
ｍｆａ ．

ｇｏｖ ．ｃｎ／ ｃｈ ｎ／ ｇｘ
ｈ／ｍ ｔ

ｂ／ ｓ
ｊ
ｈｄ／ ｔ 4 7 7 7 ．ｈｔｍ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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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不向受安理会武器禁运制裁的 国家或地 区出 口军 品 , 也不 向非 国家实体

或个人提供武器 。

？

此外 , 值得一提的是 , 早在 2 0 0 2 年 , 中 国就参加 了 旨在阻止源于非

洲 的
“

冲突钻石
”

流动 的
“

金伯利进程
”

, 对毛坯钻石进 出 口 贸 易 实施有

效监控 , 以遏止
“

冲突钻石
”

的非法交易 , 履行成员 国 的国 际义务 , 维护

非洲地区发展中 国家的 和平与稳定 。 尽管这些行动仍有许多不足 , 但却证

明 中 国愿意为非洲 的内部冲 突有更多作为 。

4 ． 中国与非洲国家在军事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中 国与非洲 的军事关系 由来 巳久 , 早在非洲 民族独立运动时期 , 中 国

在物质与道义方面就给予 了非洲国 家大量军事支持与援助 。

② 之后 , 中非

一直保持着军事关系 。
2 0 0 6 年 中 国对非政策文件宣示 , 中 国将

“

密切双

方军 队高层往来 , 积极开展军事专业技术交流与合作 。 中 国将继续协助非

洲国家培训军事人 员 , 支持非洲 国家加 强 国防和军队建设 , 维护 自 身安

全
”

。

？
在中非双边军事合作原则方面 , 中 国政府承诺 , 坚持在 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不结盟 、 不对抗 、 不针对第三方 的军事合作关 系 。

④

在具体实践 中 , 中 国与非洲军事合作的形式主要有 四种 , 即军事互访 、 人

员培训 、 援助与贷款 、 联合军事演 习 。

表 2中非军事互访次数情况统计

年份中 国代表 团访问非洲次数非洲代表 团访 问 中 国次数

1 9 9 9
—

2 0 0 0 1 21 9

2 0 0 1— 2 0 0 2 2 9 3 1

2 0 0 3
—

2 0 0 4 3 01 9

2 0 0 5— 2 0 0 6 2 83 0

2 0 0 7
—

2 0 0 8 2 1 2 7

资料来源 ： 根据历年 中 国 国 防白皮书整理而成 ？

① 《 中 国 的 军 贸 政 策 和 军 品 出 口 管 理 机 制 》 , 参 见 外 交 部 网 站 ： ｈ ｔｔ
ｐ ：／ ／

ｗｗｗ．ｆｍ
－

ｐｒｃ ．
ｇｏｖ ．ｃｎ／ ｃ ｈｎ／ｐｄｓ ／

＊

ｗ
ｊ
ｂ／ ｚｚ

ｊ
ｇ／

ｊ

ｋ ｓ／ ｚｄ ｃ／ ｃｇ
ｊ

ｋ／ ｔ 4 1 0 7 1 3 ．
ｈ

ｔ
ｍ

。 2 0 1 0 年 1 2 月 2 0 日 。

② 徐伟忠 ： 《 中 国参与非洲 的安全合作及其发展趋势 》
, 载 《西亚非洲 》 2 0 1 0 年第 1 1 期 。

③ 2 0 0 6 年中国 对非洲政 策文件 , 载 《解放军报 》 2 0 0 6 年 1 月 1 3 日 。

④ 《 2 0 0 8 年中 国 的国 防 》 , 第 6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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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0 年以来 , 中 国军队领导人访 问 了阿尔及利亚 、 尼 日 利亚 、 埃及 、

南非 、 坦桑尼亚等许多非洲国家 。 几十个非糾国家高级军事代表团也来华

访问 ( 见表 2 ) 。
2 0 1 0 年 9 月 , 首次派

“

和平方舟
”

号医疗船访问吉布提 、

肯尼亚 、 坦桑尼亚 、 塞舌尔等非洲 国家 , 并开展人道主义 医疗服务 。

？ 与

非洲 国家军队 的 专业交 流不 断增多 , 内容 涉及 院校教育 、 军事训练 、 通

信 、 后勤 、 装备技术等多个领域 。 军事人员 培训主要通过两种形式进行 ,

一是非洲军事人员 到 中 国 国防大学等军事院校接受培训 , 另 一种是中 国军

官赴非洲 帮助培训非洲军事人员 。 例如 2 0 1 0 年 5 月 来 自 非洲 1 5 个国家的

1 5 名高级军官参加 了 由 军事科学院 与 中 国 国防大学组织 的为时 1 2 天的培

训学习 。 还有一些定期训练 。 例如每年都有 3 0 名 安哥拉军事人员 到 中 国

接受培训 。 与此同时 , 我 国 向 非洲 国家派遣了大量军事专家 , 他们 承担了

院校教学 、 部队训练 、 装备维修 、 医疗卫生等任务 , 这些工作增进了我国

与非洲 国家人民和军 队的友谊 。

军事援助方面 ,
2 0 0 1 年中 国 向尼 日 利亚提供了 1 0 0 万美元更新军事

设备 。
2 0 0 5 年中国 向利 比里亚提供 6 0 万美元 以加强军事能力 建设 。

2 0 1 0

年 4 月 中国捐赠 1 5 0 万美元 用于毛里塔尼亚购买军事工程设备 。
2 0 0 7 年

中 国进出 口银行贷款给加纳政府 用于军事装备 与设施建设 。 需要指 出 的

是 , 中 国很多援助并不具有商业 目 的 , 而是更多出于人道主义 目 标 。 这主

要体现在 中 国对非洲提供 的扫雷援助方面 。 近年来 , 中 国分别为安哥拉 、

莫桑 比克 、 乍得 、 布隆迪 、 几 内 亚 比绍 以及苏丹北 南方培训 扫雷技术人

员 , 并无偿 向上述国家和埃及捐赠扫雷器材 , 向秘鲁 、 厄瓜多尔 、 埃塞俄

比亚提供地雷行动资金 。

？
 2 0 1 0 年解放军工程指挥大学为苏丹扫雷人员提

供了 6 周 的课程培训 。 尽管中 国不是 1 9 9 7 年禁 止使用 、 存储 、 生产 和转

让杀人地雷 的 《渥太华条约 》 的签署 国 , 但中 国却在扫雷方面发挥着积极

的作用 。 此外 , 中 国 还与南 非 、 加 蓬等非 洲 国
．

家 先后举行过 联合 军事

演习 。

总体而言 , 中 国发展 中非军事合作十分有限 , 其 目 的是提高非洲 的 国

防与应对安全威胁能力 , 并没有改变非洲大陆的军事权力结构现状 。 正如

① 《 2 0 1 0 年 中 国的国 防 》
,
第 7 6 页 。

② 《 2 0 0 8 年中 国的国 防 》 , 第 7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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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位西方学者所指 出 的 ,

“

尽管 中 国在非洲大陆 的经济方面 巳 经成 为
一

个

改变现状者 , 但在安全追求方面 中 国却依然是
一

个维持现状者
”

。

？

三 中国参与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的影响

1 ． 强化 了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构建

以 2 0 世纪 9 0 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为起点 , 中 国开始了在国际社会建构

自 身
“

负责任大国
”

形象的历程 , 时至今 日 , 中国在国际金融合作 、 全球

环境保护 、 地区和平与安全机制建设等诸多方面已 经作 出 了重要贡献 。 中

非关系 的发展为 中 国强化与提升这
一形象提供了重要契机 。 中 国利用这

一

契机 , 在发展与辑助领域以不附加条件为特色方式 、 以促进中非共同发展

为 目标而赢得了非洲与西方众多有识之士的认可 。 与此同时 , 参与非洲维

和 、 参与打击海盗及防止武器在非洲扩散等行动更是取得 了积极的效应 。

尤其在当今 日益复杂 、 充满挑战性的维和环境下 , 中 国在人员 派遣 、 财政

支持等各方面对联合 国维和工作的支持却在不断增加 。 这不仅有助于填补

联合国能力与资源的短缺 , 而且有助于切实推进非洲冲突地区 的和平与稳

定进程 。 参与亚丁湾护航的行动则大大降低了 中 国及国际海运在亚丁湾海

域的风险 。 不仅如此 , 中 国参与 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更是
“
一场公共关系

上的胜利
”

。 在 国 内 , 参与维和与护航行 动凸显 出 中 国 军队的重要作 用 ；

在国际上则提高 了它的形象 。 与此前西方媒体对中 国对非外交政策的长期

负面评论形成鲜 明对 比 , 中 国的维和努力获得赞誉无数 。 联合 国秘书长潘

基文和联合国副秘 书长阿莎
－

罗丝 ？ 米吉罗均赞扬了 中 国对联合 国全球维

和中作 出 的贡献 。 美 国 国务院指出 中国 的参与
“

对维和行动的成功至关重

要
”

, 利比里亚总统埃伦 ？ 约翰逊 ？ 瑟利夫也高度评价 中 国代表团 的素质

和专业精神 。

② 联合国机构和东道国均反复强调 , 与部分传统维和人员派

遣国相比 , 中 国维和人员 表现较佳 , 尤其他们执行维和行动并不是 出于金

钱动机 , 而且中 国维和人员也没有出现过任何丑闻 。 总之 , 与发展领域合

①Ｊｏｎａ ｔｈａｎＨ ｏｌ ｓ ｌａｇ ,
＂
Ｃ ｈ ｉｎａ

＇

ｓＮｅｗＳｅｃ ｕ ｒ ｉ ｔｙＳｔ ｒａ ｔｅｇｙｆｏｒ Ａｆｒ ｉ ｃａ

＂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Ｓｕｍｍ ｅｒ

2 0 0 9
’ｐｐ

．
 3 2 ．

② 国 际危机组织研究报告 ：
《 中 国 在联合 国维和的贡献与 日俱增 》 , 第 1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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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招致众多复杂反应相 比 , 中 国在参与维和及护航行动等安全领域的行动

不仅有助于消 弭国际上的负 面形象 , 而且大大凸显和强化了 中 国 的负 责任

大 国形象 。

2 ． 推动了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的发展 , 成为非洲和平与安全进程的

积极因素

虽然非洲 国家 自身能力 的不足导致形成 了一种包括全球 、 非洲大陆 、

次地区 、 地方 、 公 民社会等多层次的 安全治理结构 ,

？ 但非洲本土的安全

机制与能力建设无疑是非洲和平与安全进程得以真正推进的关键所在 。 自

2 0 0 2 年非盟正式成立以来 , 安全考虑一直在非盟议程 中 占据着压倒性地

位 , 而且经过多年努力非洲大陆正在逐步形成一个包括非盟和平与安全理

事会 、 非洲大陆早期预警体系 、 智囊团 、 特别基金及非洲 待命部队在内 的
“

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
”

。 这
一

架构预示着非洲安全 自 主能力正在迸
一

步提

升 。 中国
一

直赞赏
“

非洲问题非洲解决
”

的理念 , 在参与非洲和平与安全

进程时
一

直秉承支持非洲 自 主能力 的宗 旨 , 支持非盟及非洲次地区组织在

非洲和平进程 中发挥关键作用 。 通过在安全事务 中支持非盟 的立场 、 向非

盟提供财政援助 、 建立 中 国与非盟的 战略对话机制 、 加强 与非盟之下的次

地区组织合作等等方式 , 切实支持了
“

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
”

的巩固与发

展
, 非洲 自主维和与安全能力得以进一步提升 。

此外 , 中 国在维和 、 反海盗 、 防止武器扩散等方面直接为非洲和平与

稳定作出 了贡献 。 在非洲维和行动中 , 中 国派 出的大都是工程 、 医疗 、 运

输等后勤保障分队 , 承担的主要职责集 中于提供人道主义救援 、 帮 助组织

和监督选举 、 协助维持社会治安等 。 中 国参与最多 的是
“

综合性维 和行

动 ”
, 这种把停火 与政 治解决 的 密切 结合 , 有 利于 冲 突 的彻 底解决 。 以

1 9 9 3
—

1 9 9 4 年中 国参与的
“

联合 国莫桑 比克行动
”

为例 , 在这一 行动的

帮助下 , 莫桑 比克的和平协议得 以实施 , 国 内秩序得到恢复 , 大选取得成

功 , 难 民问题也得到解决 。 此外 , 中 国维和部队所做的很多民事工作对非

洲冲突后重建奠定了物质基础 。 自 从参与联合 国行动以来 , 中 国维和人员

总共建造或修复 8 0 0 0 多公里道路 , 2 0 0 多座桥梁 。 他们还发现并拆除了

8 7 0 0 多枚地雷和其他爆炸物 , 运送了  4 3 0 万吨货物 , 为 6 万名病 人提供

① 王学军 ： 《非洲多层安全治理论析 》
, 载 《 国际论坛 》 2 0 1 1 年第 1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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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医疗服务 ,

？
其中大部分都发生在非洲 。 在军事交流与合作 中 , 非洲 国

家军队的技术与能力都得到
一定提升 , 强化了非洲 国家军队 的保卫国家安

全制止危机与冲突 的能力 。

3 ． 促进了中国进一步融人国际体系 , 外交政策更趋成熟务实

从参与非洲维和到参与防止武器在非洲扩散的国 际机制 , 再到参与亚

丁湾护航 , 中 国在非洲 问题上越来越倾向于釆取一种合作性战略 。 通过融

入与合作
一

方面为地区与 国际安全提供公共产品 , 另
一

方面更好地实现与

保护 日益拓展的 国家利益 。 在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 , 中 国开始学习在坚

持 自 身外交传统特色与吸纳新的国 际规范之间保持平衡 , 灵活务实地应对

在这一过程中 出 现的新问题 。 首先 , 坚持多边主义立场 , 适时地处理主权

与不干涉 内政原则 , 使之呈现出新 的 内涵 与表现形式 。 中 国对非洲维和行

动并非
一概参与 , 而是谨慎小心 , 区别对待 , 只参与联合国与非盟框架下

的维和行动 , 不单独参与双边的维和行动 。 在维和 中基本坚持三个具体原

则 ：

“

当事国 同意 、 非 自 卫不使用武力 、 支持地区组织立场
”

。 在具体维和

行动 中衡量这三个具体标准时 , 中 国采取的是
“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的务

实态度 。 参与打击索马里海盗的 国际行动也是在联合国授权的前提下进行

的 。 其次 , 将非洲次地区组织纳人中 国对非洲合作 的议程 , 促进非洲地区

主义进程 。 2 0 0 5 年中 国任命了 中 国驻南部非洲发展共同 体 、 西非国 家共

同体与东南部 国家共 同市场等次地区组织 的大使 ,
2 0 0 8 年 中 国 向 西非国

家经济共同体捐赠了 1 0 万美元的 和平基金 。 再次 , 从参与维持 和平到注

重建设和平 。 传统维和行动只强调实现停火 , 这是
“

消极和平
”

的基本条

件 , 冷战后国 际社会致力 于实现
“

建设和平
”

目 标 , 即要 实现
“

积极 和

平
”

或曰
“

可持续和平
”

。 中 国对非和平进程的参与也开始从参与维持和

平发展到开始关注非洲 国家的 战后重建 。 2 0 0 9 年中 非合作论坛 《萨姆萨

耶赫行动计划 》 中 中国承诺 ,

“

继续支持并参与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 。

加强与有关 国家在联合国建设和平委员 会的合作 , 支持有关 国家战后重建

进程 。

”

这与联合 国维和行动的发展趋势是
一

致的 。

① 蒋振西 ： 《 中国 参与非洲的联合 国维 和行动 》
,
中非 民间和平与安全论坛会议论文 , 2 0 1 0

．

年 6 月 2
—

4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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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中 国对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的积极参与 , 反映了中非关系正在出现某

种转型 。 中非关系 已经发展到需要 中 国从战略的高度来考虑中 国对非安全

政策 的新阶段 。 大国 的责任需求 、 海外利益及公 民安全的保护都使得 中国

不得不更多关注和参与非洲安全 , 将发展政策与安全政策作出通盘考虑以

保持二者之间的协调与平衡 。 中 国当前对非安全事务的参与反映 了 中 国传

统的主权观念与不干涉 内政原则的 内涵与表现形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 中

国外交政策 日 趋成熟务实 。 作为和平发展国际战略的根本选择 , 中 国对国

际社会融入与合作的姿态更加积极 。 尽管在苏丹达尔富尔 、 津巴布韦 、 对

非洲武器出 口等问题上 中 国的政策还常常受到误解 、 质疑与指责 , 但不可

否认的是中 国在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进程中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责任 ,
扮

演着 日益积极的角 色 。 随着中非关系 的进
一

步深化 , 中 国在非洲利益的进

一步拓展以及西方 、 非洲 、 其他新兴大国与 中 国之 间互动的进一步增强 ,

中 国对非洲和平与安全进程的参与必将有新的发展 。 从参与行动到参与集

体领导 、 从维持和平到建设和平 , 这可能是 中 国在非洲 和平与安全领域发

挥更加积极作用的新方向 。

( 责任编辑
：
周玉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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