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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容 摘要 】 当 前 中 非 关 系 受 到 前 所 未 有 的 关 注 。 尽 管相 关

报道 所涉及领 域 较为 广 泛 , 但研 究仍 待深 入 。 本文 简要介 绍 了 西

方 的 中 非 关 系 研 究 , 包括 中 国进入非 洲 的 历 史 与 政 治 背 景 , 并指

出 值得进 一 步研 究 的 领域 。 本文结论部分 呼 吁 中 非 关 系 研 究 要超

越 当 下
＂

灌 木 丛 中 的 龙
”

的 偏 见 , 形成 一 种严 肃研究 的风 气 , 正

确 面 对非 洲 政 治 中这一 意义重 大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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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关系 已经成为
一

个重要话题 ,

“

东方刮来 的风正席卷整个非洲大

陆
＂

,
？ 它引 起了 前所 未有 的关注 。 这既是因 为 中 国在世 界事务 中 的 复

兴 , 同 时也是 中 国在非洲 大陆持续存在 、 关注 和影 响 的结果 。
2 0 0 6 年

中 国的
“

非洲年
”一系 列 活动 引起 了媒体和学术界极 大关注 ,

5 0 年前

埃及成为首个与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建交的非洲国 家 , 而 5 0 年后 的 2 0 0 6 年

1 1 月第 三届 中非合作论坛成 功举 办 。 这使得 中 非关系 在世 界范 围 内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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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广泛关注 , 接着 2 0 0 9 年在埃及 的 沙姆沙耶赫举办 了 中 非合作论坛第

四届部长级会议 , 中国 政府宣布了对非合作的新举措 , 使得 中非关 系 持

续成为媒体 、 学界和政策讨论 的 焦点 。 如 何评估 中 国 在非洲 崛起 的影

响 , 如何就非洲事务与 中 国
“

合作
”

, 以及 如何就 中 国话 题与非洲
＂

合

作
”

, 这些将成为西 方 国 家 政府 、 国 际组织 和 非政 府 组织 持续 讨论 的

话题 。

1 9 6 8 年 , 著名 的 中非关 系研究专家于子桥 ( ＧｅｏｒｇｅＹｕ ) 写道 ：

“

研

究中 国在非洲 的影响 , 就如 同在非洲荒野上追赶
一

条巨 龙 。 巨龙是雄伟

的 , 而荒野则是广袤 的 。

” ？ 非洲
“

荒野
”

中 的
“

巨 龙
”

成为 了今 日 描述

中非关系 的主要词汇 , 这尤其表现在西方媒体报道上 。

② 其影 响表现是媒

体时常有失公允地将 中非关系描述为
一条中 国 巨龙在漫无边 际 的非洲荒

野上驰骋 , 而毫未考虑到历史和政治情境 。 现在是超越这
一研究范式 的

时候 了 , 应该讨论 中 国 同 4 9 个 不 同 的 非 洲 国 家③关 系 的 程度 和 发展

动力 。

中非关系研究较多关注现状 , 而忽视了相关历史背景 。 尽管研究 尚 待

深人 , 但这一领域已 经出现 了不少研究成果 。
1 9 6 1 年 , 毛泽东主席指 出

“

我们对于非洲历史 、 地理和当前情况都不清楚
”

, 这是亚非研究所的成立

背景 。

④ 随后的 中非关系研究受到 国 内外政治形势的 影响 , 正如李安山所

说 ：

“

对于世界其他地 区的非洲学家而言 , 中 国 的非洲研究或多或少是一

个谜 。

”⑤ 然而 ,
在西方学术界 , 中非关系研究 主要 是关 于 中非关系 进程

的有限描述 , 尤其是在 2 0 世纪 6 0 年代之后 。 它过去
一

直受到 , 现在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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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 1 0 2 6 ． 于子桥教 授是中 国现代 书法家与政治 家于右任先生 的后 裔 , 现任伊利诺斯 大

学东亚与太平洋研究中 心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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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主要取决于还与中 国 台湾有
“

邦交关系
”

的非洲 国家数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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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非洲政治外交研究和 中国政治外交研究长期分割的影响 。 这一情况导

致长期 的系统性忽视 ： 如 同与拉美 、 中东的关系一样 , 非洲从未成为 中国

对外关系研究的主题之一 。 它被归入了第三世界范畴 ,
而且其作为第三世

界一部分 的重要性受到严重低估 。

？ 在 非洲 政治和 外交研 究 中 , 中 国 同

样未被认为是值得深人持续研究 的话题 。 这 可能要归 因 于雄 心勃勃 的 、

意识形态主导 的新 中 国在非洲实际作为有 限 , 多数情况下与非洲 自 身殖

民 和后殖 民变迁的影响 力相形见绌 , 例如非洲非殖 民化 、 冷 战竞争 、 与

更为关注内在发展的 中 国 改革现代化阶段几乎同 时的非洲 国家结构调整

阶段等等 。
．

本文针对的读者主要是那些对于非洲事务较熟悉 , 但对中 国和 中非关

系不熟悉者 ： 首先 , 它提供了相关文献的导读 , 并且简要描述了 中非关系

的历史和政治背景 。 除重新发现郑和下西洋的意义外 , 中非关系史多多少

少被忽视了 。 随着 中 国在非洲影响力逐渐得以确立 , 中非关系政治背景 的

重要性注定是要不断增 强的 。 其次 , 它 明确 了值得进
一步研究 的主要领

域 。 最后 , 本文结语部分呼吁 中非关系研究应形成严谨 的应用研究之风 ,

以正确应对中非关系这一复杂的研究主题 。

－

历史背景

历史在当代 中非关系的官方话语 中时常被 当作共同参照点 。 当前对于

中国融人世界 ( 包括非洲 ) 的理解 , 与此前所谓的 中 国在等级朝贡体系 中

的相对孤立地位形成了强烈反差 。

②
中国外交中 的多元性 , 而非某种观念

① 像一些 中 国对外关系经典著作也忽视了 非洲 , 参见 Ｓａｍ ｕｅｌ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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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居于统 治地 位 , 是理解 当代 中 国 对外关系 的合适框架 。
？ 正 因为如

此
, 非洲对于理解当代 中国重新融人世界的进程有着极为重要作用 。 明朝

未曾在东非建立持久殖 民地 , 构成了 世界殖 民史上 的独特篇章 。

2 5

然而 ,

历史在当下发挥作用的方式是值得深思的 。 对于共有的 、 阐释性的 、 过去

的 、 象征性的 、 工具性运用 , 这成为当前中 国官方运用非洲历史联 系的显

著特征 , 与此同时也从道义高度反对任何霸权 。

历史考证显然为理解 中国融人当代世界 以及在当代世界中 的地位提供

了更好视角 ,

？
中非关系亦是如此 。

？ 关于 中非关 系历史背景 的最为基本

著作是斯诺 ( Ｐｈ ｉ ｌｉｐＳｎｏｗ ) 的著作 ,

？ 写作时间 是 2 0 世纪 9 0 年代 , 当 时

中非关系处于暂时沉寂阶段 , 而这一 开创性著作详尽描述了 1 9 4 9 年以后

的 中非关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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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ｕｒ ｒｅｌ ｌ ( ｅｄｓ ) 
,
Ｏｒｄｅ ｒａｎｄ

 Ｊ ｕｓ ｔ ｉｃ ｅ ｉｎＩｎ ｔ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 ａｌＲ ｅ ｌａ ｔ ｉｏｎ ｓ ( Ｏｘｆ ｏ ｒｄＵ ｎｉｖｅ ｒｓ ｉ

ｔ
ｙ
Ｐｒｅ ｓｓ , Ｏｘ ｆｏ ｒｄ

,

2 0 0 3 ) ．

④ 当 时情况与眼下情况是截然 不同 的 , 当时欧洲试 图运用 中 国劳工
“

幵 发
”

非洲 。 关于这

—

臭名昭著的历史事件 , 参见 Ｇａｒｙ
Ｋｙ ｎｏｃｈ ,

”＇

ＹｏｕｒＰｅ ｔ
ｉ
ｔ ｉｏｎｅｒ ｓａ ｒｅ ｉｎＭｏ ｒｔａ ｌＴｅ ｒｒｏｒ

＇

：Ｔｈｅ Ｖ ｉｏ
？

ｌ ｅｎｔ Ｗｏｒ ｌｄｏ ｆＣｈｉｎ ｅｓ ｅＭ ｉｎ ｅｗｏ ｒｋ ｅｒｓ ｉｎＳｏｕｔｈＡｆｒ ｉｃ ａ
,
 1 9 0 4

—

1 9 1 0
”

, Ｊ ｏｕｒｎａ ｌｏ ｆＳｏ ｕ ｔｈｅｒ ｎＡ ｆｒ ｉ ｃａｎ

Ｓｔｕｄ ｉｅｓ
,
 3 1

,
 3 ( 2 0 0 5 )

, ｐ ｐ
． 5 3 1

—

 5 4 6
；ａｎ ｄ

＇

Ｐｅ ｔｅｒＲ ｉｃｈａ ｒｄｓｏｎ
,
Ｃｈｉｎｅ ｓｅＭｉｎｅＬａｂ ｏｕｒｉ ｎｔ ｈｅ

Ｔ ｒａｎｓｖａ ａ ｌ ( Ｍａ ｃｍｉ
ｌｌａｎ , Ｌｏｎｄｏｎ ,  1 9 8 2 ) 。

⑤ Ｐｈ
ｉ
ｌ ｉｐＳ

ｎｏｗ
, Ｔｈｅ Ｓｔａｒ Ｒａｆｔ ：Ｃｈｉｎａ

＇

ｓ ｅ ｎｃ ｏｕ ｎｔｅ ｒｗｉ
ｔｈＡｆｒ ｉｃａ ( Ｗ ｅｉｄｅｎｆｅｌｄａｎｄＮ

ｉ
ｃｏ ｌｓｏｎ

,

＇

Ｌｏｎ ｄｏ ｎ , 1 9 8 8 ) ．

⑥Ｆｏｒａ ｃｏ ｌ ｌ ｅｃ 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 ｐｅ ｒｉ ｅｎｃ ｅｓ
,
ｓｅ ｅＬ ｉＡｎ ｓｈａｎ ( ｅｄ． )

,Ｆｅ ｉ
ｚｈｏｕｈｕａｑ

ｉａｏ
－

ｈｕａ ｒｅｎ

ｓｈｅｈｕｉ ｓｈｉ
ｚｉｌ ｉａｏｘｕａｎ

ｊ
ｉ ( 1 8 0 0

—

2 0 0 5 ) ［Ｓｏ ｃｉａｌ
ｈ

ｉ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ｏｖｅｒｓ ｅａ ｓＣｈ

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 ｓｅ ｌｅ ｃｔ ｅｄｄｏｃ
？

ｕｍｅｎｔ ｓ 

,
1 8 0 0

—

2 0 0 5 ］ , ( Ｈ ｏｎｇＫｏｎｇＰ ｒｅｓｓ ｆｏ ｒＳｏｃ
ｉ ａｌＳｃ

ｉ
ｅｎ ｃｅ

,
ＨｏｎｇＫ ｏｎｇ , 2 0 0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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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 当前利益的历史谱系 也使得在很 多 问 题上 的辩论历史情 境化 。

当前阶段的 中非关系与 以往有着很大不 同 。 然而 , 对于 中非交往 的负面

评价也 同样在 2 0 世纪 6 0 年代的 西方引起激烈辩论 。 冷战史文献提供 了

与近期新 闻 报道类 似的发人深省 的 比较 ,

0 很多关注和主题 ( 甚至包括

标题 ) 实际上讨论 的都是 2 0 世纪 6 0 年代 已 经讨论过 的 问题 。

0
在 2 0 世

纪 6 0 年代 , 库利 ( Ｃｏｏ ｌｅｙ ) 的 《吹 向非洲 的东风 ： 中 国侵入非 洲 》 曾 引

起广泛关注 , 该书很好地 阐 释 了这一时期 的 意识形态 之争 。

？ 同样有意

思 的是 , 这一早期文献与 当今媒体报道颇有类似之处 ： 昔 日 中 国 是故意

挑起非洲动荡的 革命因素 , 如今的 中 国则是非洲现有政权的支持者 ； 昨

日 中 国是新独立非洲 国 家的意识形 态的 威胁 , 当 前 中 国是利益 驱 动的 ,

是非洲
“

良治
”

和
“

民 主化
”

的严重威胁 。 话语或许 已 经改变 ( 冷战时

期 的
“

军火走私
”

、

“

宣传
”

、

“

灌输
”

, 如今则 是
“

武器销售
＂

或者
“

软

实力
” ？

) , 但对于 中国对非洲政治影响 的关注则再次出现 , 甚 至在某些方

面有所加剧 。

①Ｉｎｃｌ ｕｄ ｉｎ
ｇ

ｔｈ ｅＡｍ ｅｒｉｃ ａｎＡｆｒ ｉｃａ ｎＡｆｆａｉｒ ｓＡｓ ｓｏｃｉａ
ｔ

ｉｏｎ ,ＲｅｄＣｈ
ｉｎａｉ ｎＡ ｆｒ ｉｃａ ( 1 9 6 6

［ ？ ］ ) ；Ｐ ｅｔ ｅｒＬｅ ｓｓ ｉｎｇ ,Ａｆｒｉ ｃａ
＇

ｓＲ ｅｄＨａｒｖｅｓ ｔ ( Ｍ ｉｃ ｈａ ｅｌＪ ｏ ｓｅ ｐｈ ,
Ｌｏｎｄｏｎ

,
 1 9 6 2  )

；Ｒｏｂ ｅｒ ｔ

Ｓ ｃ ａｌａｐｉｎｏ ,

“
Ｏｎ ｔｈｅ ｔ ｒａ ｉ

ｌｏｆ ＣｈｏｕＥｎ－Ｌａ ｉｉｎＡｆ ｒ ｉ ｃａ

＂

 ( ＲＡＮＤ , Ａｐｒ ｉ ｌ 1 9 6 4 ) ,Ｆｏｒａｃｏ ｎｔ ｒａ ｒｙ
ＰＲＣ

ｖ ｉｅｗ
,
ｓ ｅ ｅａｌ ｓｏ ＮａｎＨ ａｎ

－Ｃｈ ｅｎ ？Ｒ ｅｓｏ ｌ ｕｔｅ ｌｙ Ｓ
ｔ ｒ ｕｇｇ ｌｅＡ ｇａ ｉｎｓｔＩｍｐｅｒ ｉａ ｌｉｓｍａｎｄＮｅｏ

－Ｃｏ ｌｏｎｉａ Ｌｉ ｓｍ

ａ ｎｄｆｏｒ ｔｈ ｅＥｃ ｏｎｏｍ ｉｃＥｍａ ｎｃ
ｉｐａ ｔ ｉ ｏｎ ｏｆｔｈ

ｅＡｆｒｏ
－Ａ ｓ ｉａ ｎＰｅ ｏｐ ｌｅ ｓ ( Ｆｏ ｒｅｉｇ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ｅ ｓｓ , Ｐ ｅ

？

ｋ
ｉｎｇ  ,

1 9  6  5 )
．

②Ｐ ｏｐｕ
ｌ ａｒｅｎｄｕ ｒ ｉｎｇ

ｔ ｈｅｍｅ ｓ ｉｎｃ ｌｕｄｅ
“

Ｃｈ ｉｎａ ｉｎＡｆｒ ｉ ｃａ
”

( ｅ ．

ｇ
．
Ｓ． Ｋ． Ｇ

, 
＂

Ｃｈ ｉｎａｉ ｎＡｆｒ ｉｃａ

＂
,Ａｆ

？

ｒｉ ｃａＱｕａ ｒ ｔｅｒ ｌｙＩＶ ( 1 9 6 5 ) , ｐｐ
．  2 2 4

—

2 2 8 ；ＬｅｏｎＳｌａｗｅｃｋｉ
,

＂

ＴｗｏＣｈ ｉｎａｓ ｉｎＡｆｒｉｃａ
＂

, Ｆｏ ｒｅ ｉｇｎ Ａｆ
？

ｆａｉ ｒｓ 4 1 ( 1 9 6 3 )
, ｐｐ ．  3 9 8 

—

 4 0 9


；ａ ｌａｎｇｕａｇ ｅｏ ｆｃｏ ｕ ｒｔｓ ｈｉｐａｎｄｒｏｍａｎｃ ｅ ( ｅ．

ｇ
．Ｒ ．Ｗ．Ｈｏｗｅ

,
“

Ｃｈｉｎ ａ

Ｂ ｉｄ ｓｆｏｒＡｆ ｒ ｉｃａ
：
Ａｓ ｕ

ｉ
ｔｏ ｒａｍ

ｉ
ｄｃ ｈａｐｅｒｏｎｓ

”

Ｎ ｅｚｖＬｅａｄｅｒ ,  2 9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1 9 7 1 
；Ｒ ｅｕ ｔｅ ｒｓ ．

＂

Ｃｈ ｉｎａ

ｓ ｅｄ ｕｃｅ ｓＡｆｒ ｉｃ ａｗｈｉ ｌｅＷ ｅｓ ｔｗａｔｃｈｅｓ
＂

, 6Ｎｏ ｖ ｅｍｂｅ ｒ 2 0 0 6 ) ；ａｎｄｌａ ｓｔ
ｌｙ , ｏｆｃｏｕｒｓ ｅ , ｔｈｅ

ｕ

Ｃｈｉｎ ａ

Ｔｈ ｒｅａ ｔ

＂

．
？

③Ｃｏｏ ｌｅｙ , Ｅａ ｓｔ Ｗ ｉｎｄＯｖｅｒ Ａｆｒｉ ｃａ

＼Ｃ ｏｌ

ｉｎＬｅｇｕｍ ,

＂

Ｐｅｋｉｎｇ

＇

ｓＳｔ ｒａ ｔ ｅｇ ｉ ｃＰｒ
ｉ
ｏｒｉ ｔｉｅ ｓ

＂

, Ａｆｒ ｉｃａ

Ｒｅｐｏｒｔ  1 0
,  1 ( Ｊ ａｎｕ ａｒ ｙ 1 9 6 5 ) , ｐ

． 2 0 ．Ｓｅ ｅａ ｌｓ ｏＷｉｌｌ ｉａｍＡｔ ｔｗｏｏｄ
,
Ｔｈｅ Ｒｅ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Ｂｌａｃｋ ｓ ：Ａ ｐ ｅｒ
？

ｓｏｎａ
ｌ ａｄｖｅｎ ｔ ｕｒｅ ( Ｈ ｕｔｃｈ ｉ

ｎ ｓ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  1 9 6 7 )ｆｏｒａｓ
ｐ

ｒ ｉｎｋｌｍｇｏ ｆｄｅ ｔａ ｉ ｌｏｎ Ｃｈ ｉ ｎｅｓｅａｃｔ ｉｖ ｉｔ
ｉ
ｅｓ ｉ

ｎ
Ａ ｆ

？

ｒ ｉｃａ ｉｎ ｔｈｅ ｄ ｒｙｍｏｕ ｌｄｏｆｄｉｐｌｏｍ ａｔ ｉｃａｕｔｏｂ 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

④Ｓｅ ｅ
 Ｊｏ ｓｈｕａ Ｋ ｕ ｒ ｌａｎｔ

ｚ
ｉ ｃｋ

,
Ｃｈ ａｒｍＯｆｆｅｎｓｉｖｅ ：ｈ ｏｗＣｈ ｉ ｎａ

＇

ｓｓｏｆｔ
ｐｏ

＾

ｗｅ ｒｉ ｓｔ ｒａｎ ｓｆｏｒｍｉ ｎｇｔｈｅ

ｗｏｒ
ｌ
ｄ ( Ｙ ａｌ ｅＵｎｉ

ｖｅ ｒｓ ｉ ｔ
ｙ Ｐ ｒｅｓ ｓ ,ＮｅｗＨ ａｖｅｎ ,  2 0 0 7

) ｆｏ ｒａ ｒｅｃ ｅｎｔ ｄｉ ｓｃ ｕ ｓｓｉ ｏ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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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后殖民时代的中非关系

后殖民时代 中 国 同第三世界关系 曾被描述为
“

接触与漠视的交织
” ？

,

这同样可以用来形容学界和媒体对中非关系 的兴趣 。 以往能够与 当前阶段

中非关系相媲美的是 1 9 6 3
—

1 9 6 4 年周恩来对非洲 的
“

开拓之旅
”

。 这不仅

引起了 欧美 国家政府的关注 , 而且也使得媒体和学术界的兴趣增强 。 随着

非殖 民化进程以及中苏在非洲竞争加剧 , 西方关注也就亳不奇怪了 。 中 国

被认为是共产主义威胁 中 的一个小角 色 。

0 不过与今天
“

中 国威胁
”

论相

似的是 , 当时也出现了
“

中 国扩张论
”

或侵略行为的论调 。

？

媒体报道的
一

个显著特征是 , 相关评论会随着中 国在非政策及相关行

为而潮起潮落 。 例如 ,
2 0 世纪 6 0 年代中期是上

一个西方关注非洲 的 高峰

期 , 非洲时常被认为在新中国外交政策 中占据极其重要地位 , 诚如于子桥

所言 ：

“

在当时情况下 , 非洲在共产主义中 国外交政策 中无 疑 占 据着 中心

地位 。

”④
此后不久 , 由 于中 国在非洲战略 目 标遭遇多次挫败 ( 包括 1 9 6 5

年第二次亚非会议 的流产 ) , 以 及其他
一些 国际事件 ( 主要是美 国持续陷

①ＰｅｔｅｒＶａｎ Ｎｅ ｓｓ
, 

＂

Ｃｈ ｉｎａ ａｎｄｔｈｅ Ｔｈ ｉ ｒｄＷ ｏｒｌｄ ：ｐａ ｔ ｔｅ ｒｎｓｏ ｆｅｎｇ 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 ｄｉｎｄ ｉ ｆ 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ｉｎＳａｍｕｅｌ Ｓ． Ｋ ｉｍ ( ｅｄ ． ) ,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 ｅＷ ｏｒ ｌｄ ：Ｃｈ ｉｎｅｓ ｅｆｏ ｒｅｉｇｎｐ
ｏｌ ｉｃｙｆａｃ ｅｓ

ｔｈｅｎｅｗｍｉ ｌ ｌ ｅｎｎｉ ｕｍ

( Ｗ ｅｓｔｖ ｉ
ｅｗＰｒｅ ｓｓ , Ｂｏｕ ｌｄ ｅｒ , ＣＯ ,  1 9 9 8 ) , ｐｐ．  1 5 1 

—

1 6 8 ；Ｐｅｔｅ ｒＶａｎＮｅ ｓｓ , Ｒ ｅｖｏｌｕ ｔ ｉｏｎａ ｎｄＣｈ ｉｎｅｓｅ

Ｆｏｒｅｉ

ｇ
ｎＰｏ ｌｉｃｙ ：Ｐｅｋｉｎｇ

＇

ｓｓｕ ｐｐｏ ｒ ｔｏ ｆｗａ ｒｓｏｆ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 ｌ
ｉｂ ｅｒａ ｔｉｏｎ (

Ｕｎｉｖｅ ｒｓ ｉｔｙｏ ｆＣａ
ｌ
ｉｆｏｒｎ ｉａＰ ｒｅ ｓｓ

,

Ｂｅｒｋ ｅｌｅ ｙ ,
ＣＡ

？ 1 9 7 1 ) ．

②Ｓｅｅ 

＂

Ｔｈｅ Ｃｈ ｉ ｎｅｓ ｅｉｎＡｆｒｉ ｃａ
＂

,  ｉｎＦｒｉ ｔ ｚＳｃｈａ ｔ
ｔ ｅｎ ,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ｓｍｉｎＡｆｒ ｉｃａ ( Ｇｅ ｏｒｇｅＡｌ ｌ ｅｎ

ａｎｄＵｎｗ ｉｎＬｔｄ , Ｌｏｎｄ ｏｎ ,  1 9 6 6 )ｐｐ ． 1 8 7
—

 2 2 3 ；Ｒ ｉ
ｃｈａ ｒｄＬｏ ｗｅ ｎｔｈａｌ

,
“

Ｃｈｉｎａ

＇

ｓ , ｉｎ Ｚｂ ｉｇｎ ｉｅｗ

Ｂｒｚ ｅｚｉｎ ｓｋｉ ( ｅ ｄ． )Ａｆｒｉ ｃａａ ｎｄ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 ｓ ｔＷｏｒｌ
ｄ ( Ｓｔａｎ ｆｏｒｄＵ ｎ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Ｐ ｒｅ ｓｓ ？

Ｓ ｔ ａｎｆｏ ｒｄ ,

1 9 6 3 )
, ｐｐ

．1 4 2 

—

 2 0 3 ． Ｆｏ ｒａＴａ ｉｗａｎ ｅｓｅ ｄｅ ｃｏｎｓ ｔｒ ｕｃｔ ｉｏｎｏｆ ｃ ｏｍｍｕｎｉｓ ｔ
4

ｓｍ ｉｌｉｎｇｆａ ｃｅｄ ｉ ｐｌ ｏｍａｃｙ
＂

,ｓｅｅ

ＣｈａｎｇＹａ
－

ｃｈ ｕｎ , Ｃｈｉ ｎｅｓ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 ｔ Ａｃｔ ｉｖｉｔ ｉｅ ｓｉｎＡｆｒｉ ｃａ
？Ｐｏ ｌ

ｉｃ 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 ｌｅｎｇｅｓ ( Ｗｏ ｒ ｌｄＡｎｔ ｉ

－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ｓ ｔＬｅａｇｕｅ ,Ｃｈｉｎａ Ｃｈ ａｐ ｔ ｅｒ ,Ａ ｓ ｉ ａｎＰｅ ｏｐ
ｌｅｓ

＇

Ａｎｔ
ｉ

－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ｓ
ｔ Ｌｅ ａｇｕｅ ＊

Ｒｅｐｕｂ ｌ
ｉｃｏｆ Ｃｈ

ｉｎａ ,

Ａｐｒｉ ｌ 1 9 8 1 ) ．Ｓ ｅｅａｌ ｓｏＧ ．Ｐ ．Ｄｅ ｓｈ
ｐ
ａｎｄｅａｎｄＨ． Ｋ ．

Ｇｕｐｔ ａ
？
Ｕｎｉ ｔｅｄｆｒｏｎｔａｇａ ｉｎ ｓｔ ｉｍｐｅｒｉ ａ ｌ ｉ ｓｍ：

Ｃｈｉ ｎａ

＇

ｓ
ｆｏｒｅ ｉｇｎｐｏ ｌ ｉｃｙ ｉｎＡｆｒ ｉｃａ ( Ｓｏｍａ ｉｙａＰｕｂ ｌ ｉ ｃａｔ ｉｏｎｓ

, Ｂｏｍｂａｙ ,
 1 9 8 6 ) ．

③Ｓｅ 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 ｒａｔ
ｉｖｅ ｌｙｂａｌ ａｎ ｃｅｄｔｒ ｅａ ｔｍ ｅｎｔｂ ｙＷ． Ａ ．

Ｃ ．Ａｄ ｉｅ．  ？
“

Ｃｈｉｎｅ ｓｅｐｏ ｌｉｃｙＴｏｗａ ｒｄ ｓ

Ａｆ ｒ ｉｃａ
＂

 ｔ
 ｉｎＳｖｅｎＨａｍ ｒｅｌ ｌａｎｄＣａｒ ｌＧｏ ｓｔａＷ ｉ

ｄｓｔｒａｎｄ ,
ＴｈｅＳｏｖｉｅｔ Ｂ ｌ ｏｃ , Ｃｈ ｉｎａ ａ ｎｄＡｆｒｉ ｃａ (

Ｔｈｅ

Ｓ ｃａｎ ｄｉｎ ａｖ ｉａｎＩｎｓｔ ｉｔｕｔ ｅｏｆＡｆ ｒ ｉｃａｎＳｔｕｄ ｉｅｓ , Ｕｐ ｐｓ ａｌ ａ , 1 9 6 4 ) , ｐｐ
． 4 3
—

6 3 ．

①Ｇｅｏｒｇｅ Ｔ ．Ｙｕ ,

＂

Ｓｉｎｏ
－

Ａｆｒ ｉｃ ａＲｅｌａ ｔ
ｉ ｏｎ ｓ ：ａｓ ｕｒｖｅｙ

＂

, Ａｓｉａ Ｓ ｕ ｒｖｅｙ 5 ,  7 ( 1 9 6 5 )
, ｐ

． 3 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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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越南 内 战 , 以 及 印 尼政治骚乱 ) , 于子桥认为
“

中 国 在 非洲 已 经失

败
”

。

？ 针对 8 0 年代相对平静局面 , 赛格 ( Ｓｅｇａ ｌ ) 认为 中 国 已从非洲悄然？

离去 , 尽管他和 于子桥一样认为双边关系仍有继续发展空间 。

？

关于中 国对第三世界 国家政策 的文章
一般将非洲作为

“

不结盟运动
”

,

“

发展 中
”

国家或
“

南方
”

国家的
一部分 。

？ 其中 , 杰克逊 ( Ｊ ａｃｋ ｓｏｎ ) 关

于 中国对安哥拉和莫桑 比克政策的论述是将其作为 中 国第三世界政策的
一

部分 。

？
中国也常被作为共产主义国家 同第三世界 国家关 系

？
, 或者大国

同非洲 国家关系
⑥的典型案例 。 而 2 0 世纪 9 0 年代初的

一

本极具影 响力 的

中国外交关系教科书显得极为特别 , 因为它专 门辟有一章论述 中非关系 ,

是 由斯诺撰写的 , 这可能是最近这波中非关系研究热兴起之前最为权威的

中非关系研究论著 。

？
台湾地区也时常在 中非关系研究中被提及 , 但更多

受到关注的是中 国大陆 。

？

此外还有
一些专著 。 值得注意的是加纳人赫维 ( Ｅｍｍａｎｕｅ ｌＨｅｖｉ ) 的

①Ｇｅｏｒｇｅ Ｔ ．Ｙ ｕ ？
＂

Ｃ ｈｉｎａ
＇

ｓｆａ ｉ ｌｕ ｒｅｉｎＡｆｒ ｉｃａ
＂

, Ａ ｓ ｉａｎ Ｓｕ ｒｖｅｙ Ｓ
ｔ 8 

( 1 9 6 6 ) , ｐｐ ． 4 6 1 

—

8 ＿

②Ｇｅｒａ ｌｄ Ｓｅｇ ａｌ ？
＂

Ｃｈ ｉｎａａｎ ｄＡｆ ｒｉｃ ａ
”

, Ａｎｎａ ｌ ｓｏｆｔｈｅＡｍｅ ｒｉ ｃａｎＡ 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ａ ｌ ａｎｄ

Ｓ ｏｃｉａ ｌＳ ｃ ｉｅｎｃｅ
,

5 1 9 ( 1 9 9 2 ) , ｐｐ
．  1 1 5 

—

 2 6 ；Ｇ ｅｏｒｇｅ Ｔ． Ｙｕ ,
＂

Ａｆ ｒ ｉｃ ａｉｎＣｈ ｉｎｅ ｓｅＦ ｏｒｅｉｇｎＰｏ ｌ ｉ ｃｙ
”

,

Ａ ｓｉａｎＳｕｒｖｅｙ

2 8 , 8 ( 1 9 8 8 )
, ｐｐ ． 8 4 9

—

6 2 ．

③Ｓｅ ｅＬｉｌｌ ｉａｎＣｒａ ｉｇＨａ ｒｒ ｉ ｓａｎｄＲｏｂｅｒｔＬ ．Ｗｏｒｄｅｎ ( ｅｄ ｓ ) , Ｃｈ ｉｎａ ａｎｄｔｈｅＴｈ ｉ ｒｄＷｏ ｒｌｄ

ｊ

Ｃｈａｍｐ ｉ ｏｎｏ ｒｃ ｈａ ｌ ｌｅｎｇ ｅｒ ＾ ( ＣｒｏｏｍＨ ｅｌｍ , Ｌｏｎｄｏｎ ？ 1 9 8 6 )
 5Ｌｏｗｅ ｌ ｌ Ｄｉ ｔｍ ａｒ

, 
＂

Ｃｈｉｎａ

＇

ｓ ｓｅ ａｒｃ ｈｆｏ ｒ ｉ
ｔ ｓ

ｐ ｌ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ｗｏｒ ｌｄ
”
ｉｎＢｒａｎｔｌ ｙＷｏｍａｃ ｋ ( ｅ ｄ ． ) , Ｃｏｎｔ ｅｍｐ ｏｒａｒｙ

Ｃｈ ｉｎｅｓｅＰ ｏ ｌ
ｉ ｔｉ ｃｓｉｎＨ ｉｓ ｔｏｒ ｉｃａｌＰｅ ｒ

？

ｓｐ ｅｃｔ ｉ ｖｅ (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 ｅＵ ｎｉｖｅｒｓ ｉ ｔｙＰ ｒｅ ｓｓ ,Ｃａｍｂ ｒ ｉ ｄｇｅ ,
 1 9 9 1 )

, ｐｐ ．  2 0 9
—

2 6 1 ．Ｐｅ
ｔ ｅｒＶａｎＮｅ ｓｓ , 

＂

Ｃｈ ｉ

？

ｎａａ ｓａ Ｔｈ
ｉｒｄＷ ｏｒｌｄＳｔ ａ ｔｅ ：Ｆｏ ｒｅｉ

ｇ
ｎＰｏ ｌｉ ｃｙａｎ ｄＯｆ ｆ ｉ ｃ ｉａ ｌ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 Ｉｄ ｅｎｔ
ｉ ｔｙ

＂

 ｉｎＬｏｗ ｅｌｌ Ｄｉ
ｔｔｍｅ ｒａ ｎｄ

Ｓａｍｕｅ ｌＫ ｉ
ｍ (

ｅｄｓ
)

, Ｃｈｉｎａ
＇

ｓＱｕｅ ｓ ｔｆｏ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Ｉｄｅｎ ｔ ｉ

ｔｙ ( Ｃ ｏ ｒｎ ｅｌ ｌＵｎｉｖｅ ｒｓｉｔ ｙＰｒｅｓ ｓ ？Ｉ ｔｈ ａｃａ
,

1 9 9 3 ) ,ｐ ｐ
． 1 9 4 — 2 1 4 ．Ｓｅ ｅａ ｌｓｏＨ ａ ｒｉｓｈＫａｐｕ ｒ

,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 ｔｈ ｅＡｆｒｏ

－Ａ ｓ ｉａｎＷｏｒ ｌｄ ( Ｐｒａ ｂｈａｋａｒ

Ｐａｄ ｈｙｅ , ＮｅｗＤｅｌｈ ｉ
,
 1 9 6 6 ) ．

④Ｓ
ｔ ｅｖｅｎＦ ．

Ｊ ａｃ
ｋ ｓｏｎ

,

＂

Ｃｈｉｎａ
＇

ｓＴｈ ｉ ｒｄＷｏｒｌｄｆｏｒｅｉ ｇｎｐｏ ｌ ｉｃ ｙ ：ｔｈ ｅｃａｓ ｅｏ ｆＡｎｇｏ ｌａ ａｎｄＭｏｚａｍ
？

ｂ ｉｑｕｅ ,
 1 9 6 1 

—

 9 3

, ,

, Ｃｈ
ｉｎａＱｕａｒ ｔｅ ｒ ｌｙ 1 4 2  ( Ｊｕｎｅ

1 9 9 5 ) , ｐｐ
． 3 8 8

—

4 2 2 ．

⑤Ａｌｖ ｉｎＺ．
Ｒｕｂ ｉｎｓ ｔ ｅｉｎ ( ｅ ｄ．  ) , Ｓｏｖ ｉｅ ｔａ ｎｄＣ ｈ

ｉｎｅｓ ｅ Ｉｎ ｆｌ ｕｅｎｃｅ ｉｎｔｈｅ Ｔｈ ｉ ｒｄＷｏｌ ｒ ｄ ( Ｐ ｒａｅｇｅ ｒ

Ｐｕｂ ｌ
ｉｓ ｈｅｒ ｓ , ＮｅｗＹｏｒ ｋ

,
 1 9 7 5 )

．

⑥Ｗａ ｌｄｅｍａ ｒＡ ．Ｎ ｉ
ｅｌ ｓｅｎ , ＴｈｅＧｒｅ ａｔ Ｐｏｗｅ ｒｓａｎｄＡｆ ｒ ｉｃａ ( Ｐａ ｌｌＭａｌｌＰ ｒｅｓｓ

,
Ｌｏｎｄｏｎ

,
 1 9 6 9 ) ,

⑦Ｐｈｉ ｌｉｐＳｎｏｗ , 
“

Ｃｈ ｉｎａ ａｎｄＡｆｒ
ｉ
ｃａ ：ｃｏｎｓ ｅｎｓｕｓ ａｎ ｄｃａｍｏｕ ｆ ｌａｇｅ

＂

ｉ ｎＴｈ ｏｍａｓＷ ．
Ｒｏｂ ｉｎｓ ｏｎ ＆？

Ｄａｖ ｉ
ｄＳｈａｍｂａｕｇｈ ( ｅｄｓ ) ,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ｏ ｒｅｉｇｎＰｏ ｌ

ｉ ｃｙ

？
． ｔｈ ｅｏｒｙ ａｎｄｐｒａｃ

ｔ ｉ
ｃｅ ( Ｃ ｌａｒｅ ｎｄｏｎ , Ｏｘｆｏｒｄ

,

1 9 9 4
)

, ｐｐ ． 2 8 3
－

3 2 1 ．

⑧Ｅ．

ｇ
．ＧｅｏｒｇｅＴ Ｙｕ

,

＂

Ｐｅｋｉｎｇｖｅｒ ｓｕｓＴａ ｉｐｅｉ  ｉｎ ｔｈｅ ｗｏ ｒ ｌｄａ ｒｅｎａ ：Ｃｈｉｎ ｅｓｅｃｏｍｐｅ ｔ ｉｔ ｉｏｎ ｉｎＡ ｆ
？

ｒｉｃａ
＂

 ｆＡｓ ｉａｎＳｕｒｖｅｙ 3
, 9  (

1 9 6 3 )
, ｐｐ ．

 4 3 9 

—

4 5 3 ．





超越
“

荒野上 的 巨 龙
”

范式 2 4 5

著作 , 他曾在中 国 留学 , 他 先后从
“

非洲人在北 京
”？ 和

“

北京人在非

洲
”

角度来写中非关系 , 他将 自 己 的著作 《 非洲学生在中 国 》 献给
“

非洲

母亲
”

, 他试 图
“

告诉非洲人共产主义 中国 的真相
”

。

？ 这本有着 明确政治

倾向 的著作警告非洲人 , 恩克鲁玛可能将非洲 引 向危险 的 中国道路 , 书 中

详细叙述了
“

我亲眼所见 、 亲身感受的中 国 , 中 国使得许多非洲政治领袖

着迷 , 他们以 中 国为榜样 。

”？赫维 的 《 巨龙 的 拥抱 ： 共产主义 中 国 与非

洲 》 对于共产主义 中 国在非洲 的行为进行 了强烈抨击 , 他的结论是
“

要对

非洲有信心
”

, 这是非洲针对中 国所作 出 的强烈 回应 , 非常类似当前非洲

对于 中非接触所提供的挑战与机遇所作出 的 回应 。

？

其他方面的论著包括奥 冈萨诺 ( Ｏｇｕｎｓａｎｗｏ ) 的 《 中 国 的非洲政 策 ,

1 9 5 8
—

1 9 7 1 年 》 , 该著作论述了 中 国是如何卷入非洲事务的 ； 他认为 中 国

的行为特征是 国窣主导 的务实利益和革命意识形态 的结合 ( 革命务实精

神 ) 。

⑤
另
一

部更具理论深 度 的著作 是拉金 ( Ｌａｒｋ ｉｎ ) 的 《 中 国 与非洲 ,

1 9 4 9
一

1 9 7 0 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 》 , 该书强调中 国的非洲政策
“

极具复杂性
”

, 反对常用的分析框架 (单独或综合运用台湾 问题 、 中苏争

端和短期经济或政治利益 ) 进行解释 。

⑥
他认为 中国进人非洲是被革命意

识形态所驱动 的 , 但这
一长期 目标是很难取得成功的 。 拉金 与当下研究的

一个明显区别在于他在尽可能挖掘中文文献的基础上 , 从意识形态动机来

分析 中 国的对非政策 。

于子桥试图通过坦桑尼亚 的案例来分析 中 国对非外交政策 。
？

《 中 国

的非洲政策 ： 坦桑尼亚个案研究 》 考察了 中国和坦桑尼亚的
“

非洲政策和

①Ｓｈ ｅｌ ｄｏｎＷ ｅｅ ｋｓ
, 

＂

Ａｆｒ
ｉ
ｃ ａ ｉ

ｎＰｅｋ
ｉ
ｎｇ

＂

？
Ａ ｆｒ

ｉ
ｃ ａＴｏｄａｙｌ ｌ ？ 4 ( 1 9 6 4 )

, ｐ
． 1 4 ．

②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Ｊｏｈ ｎＨｅｖ ｉ

,
ＡｎＡｆｒ ｉｃａｎ ｓｔ ｕｄ ｅｎｔ ｉｎＣｈｉｎ ａ ( Ｐａ ｌ ｌＭａ ｌ ｌＰ ｒｅ ｓｓ

,
Ｌｏｎｄｏｎ ？1 9 6 3 ) ,

ｐ
．  9 ．

③Ｉｂ ｉｄ ．

ｐ ｐ．  9 ,  2 0 1
．

④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ＪｏｈｎＨ ｅ ｖｉ , ＴｈｅＤ ｒａｇｏｎ
＇

ｓＥｍｂｒａｃｅ
：Ｔｈ ｅＣｈ ｉｎｅ ｓｅＣｏｍｍｕｎｉ ｓｔ ｓａｎｄＡ ｆｒｉｃ ａ

( Ｐａｌ ｌＭ ａｌｌ Ｐｒ ｅｓｓ
,
Ｌｏｎｄ ｏｎ

？
 1 9 6 7 )

．

⑤Ａｌａｂａ Ｏ
ｇ
ｕｎｓ ａｎ ｗｏ , Ｃｈｉｎａ

＇

ｓＰｏ ｌ ｉｃｙｉｎＡｆｒ ｉｃａ ,  1 9 5 8 

—

 7 1 ( Ｃａｍｂ ｒｉｄｇ ｅＵｎ ｉｖｅ ｒｓ ｉ ｔｙＰｒｅｓ ｓ ,

Ｃａｍ ｂｒｉ
ｄｇｅ ,  1 9 7 4 ) ．

⑥Ｂｒｕ ｃ ｅＤ． Ｌａｒ ｋｉｎ
,
Ｃｈ ｉｎａａｎｄＡｆ ｒ ｉｃａ  1 9 4 9 

—

 1 9 7 0 
：Ｔｈｅ ｆｏｒ ｅｉｇｎｐｏｌ ｉ ｃｙ

ｏｆｔｈｅＰｅｏｐ ｌｅ

＇

ｓＲ ｅｐｕ ｂ
？

ｌ ｉ ｃｏ ｆＣｈ ｉｎａ ( Ｕｎｉｖｅ ｒｓｉ
ｔ
ｙ
ｏｆＣａ ｌ ｉｆｏ ｒｎｉ ａＰ ｒｅｓｓ ？Ｂｅｒｋ ｅｌｙ , ＣＡ ,  1 9 7 1 )

, ｐ ．  8 ．

⑦Ｇｅｏｒｇｅ Ｔ ．Ｙｕ ,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 ａ ｚａｎ ｎｉａ ：Ａｓ ｔ ｕｄｙ ｉｎｃ ｏｏ ｐｅｒａ ｔ
ｉ
ｖｅ ｉ

ｎｔｅ ｒａｃ ｔｉｏｎ ( Ｃｅ ｎｔｅｒｆｏｒＣｈ
ｉ

？

ｎ ｅｓ ｅＳｔｕｄ ｉｅ ｓ , Ｕｎ 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 ｆＣ ａｌ ｉ ｆｏ ｒｎｉａ
,
Ｂｅｒｋｅ ｌｅ ｙ ,ＣＡ ,  1 9 7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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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模式
”

, 其特征是
“

中 国和坦桑尼亚部分的 、 非正式联盟
”

。

？ 于子桥

认为 中 国外交政策的动 力可 以通过坦桑尼亚的例子来说明 , 中坦关系超越

了双边关系 , 对于 中 国和非洲乃至整个第三世界的关系 产生 了深远影响 。

除了讨论 中国和坦桑尼亚的
“

国家形象
”

, 于子桥分析了 中坦联盟的性质 ,

包括相互有利的
“

三边关系
”

, 以及中 国 、 瑞典在坦桑尼亚发展项 目 上的

合作 。 颇有借鉴意义的是 , 非洲政府的
“

代理
”

角色 , 以及如何处理与其

他国家合作以有利于非洲国家发展 ：

“

坦桑尼亚的 问题在于如何保持特殊

关系的 同时 , 又不在经济和政治上过度依赖 中 国 。

” ② 确保非洲 国 家从与

中 国联系 中获益最大化 , 并消 除新形式依赖 的最佳方式是坦桑尼亚所采取

的
“

明智地实现不 同来源 的援助的 平衡 。

” ③ 于子桥认为 , 中 国 的行动是

在坦桑尼亚所能容忍的外部干预范围之内的 , 他实际上预言 了 当前引发争

论的话语 ,

“

不干涉内政
”

原则势必面临挑战 , 中 国对非政策亟须变革 。

三
“

中国模式
”

：非洲的发展

很多主张改 良的中 国知识分子将非洲作为完全遭受殖民统治的反面例

证 。 而非洲国家则将中国作为解决非洲发展 问题值得效仿的
“

模式
”

。 尽

管 1 9 4 9 年后 中 国饱经内乱 , 而某些非洲 国家的
“

发展
”

程度甚至高于 中

国和其他东亚国家 , 今 日 中 国仍然展示了处于上升趋势的较发达经济体 的

景象 。 当前对于中 国作为
＂

发展榜样
”

以寻求发展经验与援助的时代 已经

不 同于刚刚独立时 了 , 当时 的
一些非洲 国家领导人在激进主义与殖民解放

热情的支配下 , 将共产主义 中 国视作效仿榜样 。

？
中 国通过政治交流和范

围广泛的援助计划来激发非洲人的这种热情 , 很多同 时代的论著反映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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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
“

荒野上的 巨 龙
＂

范式 2 4 7

一

点① ？

’ 另外一些著作关注 中 国在非洲和世界其他地方 的行为 。

②

布劳提冈 ( Ｄｅｂｏ ｒａｈＢｒａｕｔ ｉ

ｇａｍ ) 意识到 中 国对非援助研究中经验性

研究 的缺失并试 图予 以纠正 , 她认为 中 国对外援助计划
“

历史悠久 , 经验

丰 富 , 毫不逊色于西方国家 , 但这一点一直被忽视 》

’％
在 《 中 国援助与非

洲 发展 ： 输出绿色革命 》
一 书中 , 她指出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方面文献记录

的缺失是研究发展问题和 中 国 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 中 的 巨大障碍 。

④ 与其

他利用二手文献的著作不同 , 布劳提冈采取 田野调査和 中文文献相结合

的方法来考察中 国对利 比里亚 、 塞拉利 昂和 冈 比亚的农业援助计划 。 她对

于 中 国
“

文化大革命
”

和后毛泽东时代 中 国有着探刻 体悟 , 这使得她能够

深人分析中 国对非援助计划 的国 内资源和长期影响 。 发展政策反思也是作

为分析 中 国援助计划成败影响 因素的
一

部分 , 包括农业革新计划与弱制度

形式如何产生有问题 的发展结果 。

？而芒森 ( Ｊ ａｍ ｉ ｅＭｏ ｎｓ ｏｎ ) 关于坦赞铁

路史的研究记录了 中国对非援助历史上的这座丰碑 , 该书中结合了档案文

献和 口述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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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当前阶段 ： 研究热潮的兴起

2 0 世纪 9 0 年代关于 中非关系的论著相对较少 ,

？ 而关于台湾对非洲政策

的研究仍在继续 。

②
在第三届 中非合作论坛后不久艾尔登 ( Ｃｈｒｉ ｓＡｌｄｅｎ ) 出版

了 《 中国在非洲 》
一

书 , 该书篇幅不大 。

？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研究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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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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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 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 ｃｏｍｐ ｒｏｍｉ ｓｅ ( Ｒｏｕ ｔ ｌｅｄｇｅ ,

Ａ ｂ ｉｎｇｄ ｏｎ
,

2 0 0 6 )  ｆＧａ ｒｔｈｌ ｅＰｅ ｒｅ ( ｅｄ
)

？Ｃｈ ｉ
ｎａ ｉ ｎＡｆｒｉ ｃａ 

：Ｍｅｒｃａｎ ｔｉ ｌ ｉ
ｓ
ｔｐ ｒｅｄａ ｔ

ｏｒ ｏ 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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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ｎｓ ｔ 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Ｇｌｏｂ ａｌＤｉ ａｌｏｇｕｅ ？Ｍ ｉｄｒａｎｄ ,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Ａ ｆ ｒ ｉｃ 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 ｒ Ｉｎ ｔ ｅｒｎ 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Ａｆ
？

ｆａ ｉｒｓ ？Ｊ ｏｈａｎｎｅ ｓ ｂｕｒｇ ,
2 0 0 7 )

．
ＢａｒｒｙＳａｕ ｔｍ ａｎ

,
“

Ｆｒ ｉｅｎｄ ｓａｎｄｉｎｔ ｅｒｅ ｓｔ ｓ
：Ｃｈｉｎａ

＇

ｓＤｉ
ｓ ｔｉｎ ｃｔ ｉｖｅ

Ｌｉｎｋ ｓｗ ｉ
ｔｈＡ ｆｒｉｃａ

＂

, Ｃｅｎ ｔｅｒ ｏｎＣｈ ｉｎ ａ

＇

ｓＴ ｒａｎｓ ｎａ ｔｉｏｎａ ｌＲ ｅｌａ ｔ
ｉｏｎｓ Ｗ 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Ｎｏ ．  1 2 ( Ｔｈｅ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Ｕｎｉｖｅ ｒｓ ｉｔｙｏ ｆ Ｓ ｃｉｅｎ ｃｅａｎｄＴ ｅ 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 ,  2 0 0 6 )．
‘

Ｃｈ
ｉｎａｉ ｎＡｆｒｉ

ｃａ
＇

ｓｐｅｃ ｉａｌｅｄ ｉ ｔｉｏｎｏｆＳ 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 ｃａｎＪ ｏｕ ｒｎａ ｌ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
ｉ ｏｎａ ｌＡ ｆｆａ ｉｒ ｓ 1 3 , 1 ( 2 0 0 6 )．Ｆ ｉ ｒｏｚｅＭａｎ

ｊ
ｉａｎｄＳ

ｔ
ｅ
ｐ
ｈｅｎＭａ ｒｋｓ

( ｅｄｓ ) , Ａｆ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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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ｒａｈａｍ (  ｅ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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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ｐ ｏ ｌｉ ｔ ｉｃａ ｌｅｃｏｎｏｍ
ｙａ

ｎｄｄ ｉ
ｐ

ｌ ｏｍａｔ ｉｃｈ ｉ ｓｔ ｏｒ
ｙ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ｓｒｅ ｌａｔ
ｉｏｎｗｉ

ｔｈＡｆｒｉ ｃａ ( Ｅｔｈｉｏｐ ｉａｎＩｎｔ ｅｒｎ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Ｉｎ ｓｔ ｉ

ｔｕ ｔｅ ｆｏ ｒＰｅ ａ ｃｅａｎ ｄＤｅ ｖｅ ｌｏｐｍｅ ｎｔ
,
Ａｄｄｉｓ

Ａｂ ａｂａ ,  2 0 0 5 )
．





超越
“

荒野上的 巨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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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说 , 相关研究并没有包括 中文文献 , 以 及最近大量 出 现 的关于 中

国对外关系 的 著作 。

？ 最 近大 量 出 现 的关于 中 非关 系 的 西方文献 , 大

多可 以被看作是对于 中非关系 这
一

相对较新课题 的第
一

波研究热潮 。

？

这些大体上并未进 行广 泛 深人 的 田野 调査 , 不过 这
一局 面正 在 悄 然

改变 。

最近 , 西方 出 现 了 对于 中非 关 系 的
“

兴趣 大 爆炸
”

, 不仅 是 在学

术 研究 领域 , 而且也包括政府 、 企业 、 发 展援助 机构 、 公 民社会 以及

媒体 。 在过去 4 年 中 , 涓 涓 溪 流逐 渐汇 聚成一股 巨 流 ： 第
一

, 很 多关
‘

于 中非 关系 的 论文集 ？以及 大量 的 期 刊论文 出 现 。 这 方面较为突 出 的

是施 特 劳 斯 ( Ｊｕ ｌ ｉａＳｔ ｒａｕ ｓｓ ) 和 萨 维 德 拉 ( Ｍ ａ ｒｔ ｈａＳａａｖｅｄｒ ａ ) 主 编 的

《 中 国 与非 洲 ： 全球化和发展 中 的新兴模式 》 , 该 书试 图 将研究主 题放

到更 为广泛的 发展趋 势 中来考察 , 并进 行 了 详细 的 个 案研究 。

？第二 ,

很多论著提供 了更多详细深 人 的分析 , 其 中包 括 ＩａｎＴａｙｌｏ ｒ 的 《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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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 的新 角 色 》
？和布劳提 冈 昀 《 巨龙 的 礼物 ： 中 国 在非洲 的 真实故

事 》 , 该书 题为
“

巨 龙 的礼物
”

, 更 准 确地说是数量 巨 大 的 中 国礼物 ,

书 中 主要描述 中 国对于非 洲发展 所产生 的 影响 。 尽 管 中 国 进入 非洲 引

起 了极大兴趣 , 但是 中 国 在非洲 的 角 色被 认为 是 矛盾 的 、 偶然的 , 最

终取决于非洲 国家的 反应 , 取决于非洲 国家政府是否能有效利用中 国 因

素 , 从而使得这种 内在潜 能转化为非洲持续发展机会 。 任何
一

本著作都

标榜讲述真正的历史 , 但唯有这本书最为成功 。 对于那些对 中非关系感

兴趣 的读者来说 , 它开阔 了 眼界 , 界定 了新的研究标准 , 颇具建设性 的

启 发意义 ； 而对于不熟悉 中非关系 的读者来说 , 它堪称
一

本必读书 。

＠
第

三 , 也有
一些将中 国在非洲 角色与非洲同 印度或者其他

“

新兴国家
”

关系

作 比较的研究著作 ,
3 )

或者 以 中 国 同发展中地 区关 系作为分析中 非关系 的

框架 , 例如于子桥最近较为成功的著作 。

④
更有意思 的是 , 从整体上探讨

非洲政治的著作 , 是将 中国作为更为广泛框架的
一部分 , 而不是单单聚焦

中 国 , 中非关系被置于更为广泛的非洲历史和政治之中 , 因而更能说明中

国在非所面临 的基本环境 。 阿德 巴乔 ( Ａ ｄｅｋｅｙｅＡｄｅｂ ａ
ｊ
ｏ ) 的 《柏林的诅

咒 ： 冷战后的非洲 》 是这方面的
一

部重要著作 。

⑤

研究继续集中在以下五个问题 ： 第
一

, 贸易和资源开采是关注焦点 。

？

①ＩａｎＴａｙｌｏ ｒ , Ｃｈｉ 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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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ＡｄｅｋｅｙｅＡｄｅｂａ
ｊ
ｏ

,
Ｔｈ ｅＣｕｒｓｅｏｆＢｅｒ ｌ ｉｎ ：Ａｆｒ ｉ ｃａＡｆｔｅ ｒｔｈｅＣｏ ｌｄＷａｒ (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ｕｒ ｓｔ

ａｎｄＣ ｏｍｐａｎ ｙ ？ 2 0 1 0 )
．

⑥Ａｎ ｄｒｅａ Ｇｏ ｌｄｓ
ｔ
ｅ ｉｎ ,

Ｎ ｉｃｏｌ ａｓＰ ｉｎａｕｄａｎｄＨ ｅｌｍｕ ｔ
Ｒｅ ｉ ｓｅｎ ,ｗ ｉ ｔｈＭ

ｉ
ｃ ｈａｅ ｌＣｈｅｎ

,
“
Ｃ 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ｎｄ ｉａ ？Ｗｈ ａｔ
＇

ｓ ｉ ｎ ｉｔ ｆｏｒＡ ｆｒ ｉｃａ ？

”

 ( ＯＥＣＤ ,Ｐａｒ ｉ ｓ , 2 0 0 6
)


；Ｄａ ｖｉ ｄＨａｌ ｅ
, 

＂

Ｃｈ ｉｎａ
＇

ｓｅｃ ｏｎｏｍｉｃｔａｋｅｏ ｆ ｆ ：

ｉｍｐｌｉ ｃａ ｔ
ｉｏｎｓｆｏ ｒＡｆｒｉ ｃａ

”

, Ｂｒｅｎ ｔ
ｈ ｕｒｓ ｔＤ ｉ ｓｃｕ ｓｓｉｏｎＰａ ｐｅ ｒ 1 ／ 2 0 0 6 ．Ｈ ａｒ ｒ

ｙ
Ｇ． Ｂｒｏ ａｄｍａｎｅｔａ ｌ

． , Ａｆｒ ｉｃａ
＇

ｓ

Ｓ ｉｌｋＲｏａｄ 
：
Ｃｈｉ ｎａ ａｎｄＩｎｄ ｉ

ａ
＇

ｓ
ｎｅｗ ｅｃ ｏｎｏｍ ｉｃｆｒｏｎｔ ｉｅ ｒ ( Ｗ ｏ ｒ ｌｄＢａ ｎｋ , Ｗ ａ 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
Ｄ ．Ｃ ．,  2 0 0 6 )

．

Ｒ ａｐ ｈａｅ ｌＫａｐｌ ｉｎｓ ｋｙ ,Ｄｏ ｒｏ ｔｈｙＭｃＣｏｒｍ ｉｃｋａｎ ｄＭ ｉｋｅＭｏ ｒｒ ｉｓ , 
“

Ｔｈ ｅＩｍ ｐａｃｔ ｏ ｆＣｈｉｎａ ｏｎＳｕｂ
－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
＂

 ( Ａｐ ｒ ｉ ｌ 2 0 0 6 )

ｊＯｗｅｎＷ ｉｌｃ ｏｘ ａｎｄ Ｄ ｉｒｋ ｖａｎＳｅ ｖｅｎ ｔｅ ｒ , 

＂

Ｃｕ ｒｒ ｅｎｔ ａｎｄＰｏｔ ｅｎｔ
ｉａ ｌＴ ｒａｄｅ ｂｅ ｔｗｅ ｅｎ

Ｓｏｕ ｔｈ Ａｆｒｉ ｃａａｎｄＣｈ ｉｎａ
＂

？ ｉ
ｎＤ ｒａｐｅｒａｎｄ ｌｅＰｅ ｒｅ ( ｅｄ ｓ )

,
ＥｎｔｅｒｔｈｅＤｒａｇｏｎ 

＾ｐｐ ． 1 6 7 

—

2 2 0
；Ｍａｒｔｙｎ

Ｄ ａｖ ｉｅ ｓ , 
＂

ＴｈｅＲ ｉｓｅｏ ｆＣｈ 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 ｅＣｏｍｍｅ ｒｃｉａ ｌＣｏｎ ｓｅ ｑｕｅｎｃ ｅｓｆｏｒＡｆｒ ｉｃ ａ
”

,
 ｉｎＥｎｔ ｅｒｔｈｅＤｒａｇｏｎ  ＊

ｐｐ
．  1 5 4 

—

 1 6 6 ．





超越
“

荒野上 的巨 本
”

范式 2 5 1

资源开采被认为是中非关系 的首要推动力 量 。

？
第二 , 相关的 、 颇具争议

的治理问题并未引起学术研究的足够兴趣 。

② 这通常是讨论 中 国对非洲政

治影响的
一般著作所关注的 , 并且在发展政策研究 中 占据突 出 地位 。

③
第

三
, 不同非洲 国家与 中 国关系 的个案研究 。 关于南非与中 国 关系 的学术研

究要 比其他国 家更多 , 这主要是因为它在 中非关系 中 的重要地位 , 也是因

为南非对于 中 非关系的关注要先于国际社会 。

？ 舆论关注焦点集 中在 中 国

与津巴布韦 和苏丹的关系 。 第四 ,

一

直存在着对于所谓 的
“

北京共识
”

的

广泛兴趣 , 它被视作对于西方模式的替代 , 这种兴趣仍将继续下去 。 关于
“

北京共识
”

和
“

华盛顿共识
”

的讨论实际上是有 问题 的 , 因 为这两者都

是人为构建出来的概念 , 而且
“

华盛顿共识
”

早 已被
“

后华盛顿时代
”

的

混乱所取代 。 然而 , 莫约 ( Ｄａｍｂ ｉｓａＭｏ
ｙ
ｏ ) 的新书 《援助的死亡 》

？ 重新

激起 了关于西方援助与非洲发展二者之间关系 的讨论 ,
她实际上继续了 以

往对于援助的批评 , 只不过是以一种 民众较容易接受 、 媒体所乐见的形式

而 已 。

一些媒体将中 国视为西方援助模式的替代 , 这可以在发展政策中看

①Ｓｅ ｅＥｒ
ｉ
ｃａＳＤｏｗｎｓ , 

＂

ＴｈｅＣ ｈ
ｉ
ｎｅｓ ｅＥｎｅ ｒｇｙＳｅｃ ｕ ｒ ｉ ｔｙＤｅ ｂａｔ ｅ

＂

, Ｔｈｅ Ｃｈ ｉｎａＱｕａ ｒｔ ｅｒｌ ｙ
, 1 7 7

( 2 0 0 4 ) ,ｐｐ
． 2 1 

— 4 1
；
Ｅｒ ｉｃａ ．Ｓ．Ｄｏｗｎｓ ,

＂

Ｔｈｅ ｆａｃ ｔａｎｄ ｆ ｉｃｔ
ｉｏｎｏ ｆＳｉｎｏ

－Ａｆｒｉｃａｎｅｎ ｅｒｇｙｒｅ ｌａ ｔｉｏｎ ｓ

＂

,

Ｃｈｉ ｎａＳｅｃ ｕｒｉ ｔｙ  ,
 3 ,  3 ( 2 0 0 7 ) , ｐｐ

．
 4 2 

—

 6 8  ；Ｌｉｎｄａ Ｊａ
ｋｏｂｓｏｎ ａｎｄＺｈａ Ｄａ ｏ

ｊ
ｉ ｏｎｇ ,

“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ｔ
ｈｅ

ｗｏ ｒ ｌｄｗ ｉ ｄｅｓｅ ａｒｃｈｆｏ ｒｏ ｉ ｌｓ ｅｃ ｕ ｒ ｉ
ｔ ｙ

＂

？Ａ ｓｉａ
－Ｐａｃ ｉｆｉ

ｃＲｅ ｖｉ
ｅｗ ＾ 1 3 , 2 ( 2 0 0 6 ) , ｐｐ ． 6 0 

—

7 3
；Ｉ ａ ｎＴａｙ

？

ｌｏｒ
)

＂

Ｃ ｈ ｉｎａ
＇

ｓＯ ｉｌＤｉｐｌｏｍ ａｃｙｉｎＡｆｒｉ ｃ ａ
＂

,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
Ａ ｆｆａ ｉ

ｒｓ
 , 8 2 ,  5 ( 2 0 0 6 )

,ｐｐ ． 9 3 7 

—

 9 5 9
 ｆ

Ｍ
ｉ ｃｈａ ｅ ｌＫｌａ ｒｅａ ｎｄＤａｎ ｉ ｅ

ｌＶｃ ｌ
ｍａ ｎ

,
＂

Ｔｈｅ Ａｆ ｒ ｉｃａｎ
＊

Ｏ ｉ
ｌＲｕｓｈ

＊

ａｎｄＵＳＮａ ｔｉｏｎａ ｌＳｅ ｃｕ ｒ ｉ ｔ
ｙ
＂

, Ｔｈ 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Ｑｕａｒｔ ｅｒ ｌｙ ？ 2 7 , 4 ( 2 0 0 6 )
,

ｐｐ
． 6 0 9 

—

6 2 8 ｝Ｊ ｏｎａ ｔｈ ａｎＨｏ ｌ ｓ ｌａｇ ,

＂

Ｃｈｉｎａ

＇

ｓｎｅｗｍｅｒ ｃａｎｔ
ｉ
ｌ ｉ ｓｍ

ｉｎｃｅｎ ｔｒａ ｌＡｆ ｒ ｉｃａ
＂

, Ａｆｒ
ｉ ｃａｎａｎｄＡｓ ｉａ ｎＳ ｔ

ｕｄ ｉｅｓ
,

5
,

2 ( 2 0 0 6 )
,ｐ ｐ

．  1 3 3 
— 1 6 9

；Ｗ ｅｎｒａ ｎＪ ｉａｎｇ ,

“

Ｃｈ ｉｎａ
＇

ｓｂｏｏｍｉｎｇｅｎｅ ｒｇｙ
ｔ

ｉｅ ｓｗ ｉ ｔ ｈＡｆ ｒｉ ｃａ
,

”

Ｇｅｏｐｏ ｌｉ ｔ ｉｃ
ｓ ｏｆＥｎｅ ｒｇｙ ？

Ｖｏ ｌ
． 2 8 ,Ｎｏ ． 7  ( 2 0 0 6 )


；Ｒ ｉ

－

ｃａ ｒｄｏＳｏａ ｒｅｓｄｅ Ｏ ｌ
ｉ ｖｅ

ｉ
ｒａ ,

”

ＭａｋｉｎｇＳｅｎ ｓｅｏ ｆＣ ｈｉ ｎｅ ｓｅＯ ｉ
ｌＩｎｖｅｓ ｔｍｅｎｔ ｉｎＡｆ ｒ ｉ ｃａ

＂
, ｉｎＡｌｄｅ ｎ ,Ｌａｒｇｅ

ａｎｄＳｏａ ｒｅ ｓｄｅＯ ｌ ｉｖｅｉ ｒａ ( ｅ ｄｓ )
,Ｃｈ ｉｎａ Ｒｅ ｔｕ ｒｎ ｓ

ｔ ｏ
Ａｆｒｉ ｃａ ．

②Ｓ ｅｅ Ｄｅｎ ｉｓＭ ． Ｔｕｌｌ
,


＂

ＣｈｉｎａｉｎＡ ｆ ｒ ｉ ｃａ ； ｓｃｏｐ ｅ ,  ｓ ｉｇｎ ｉｆ ｉ ｃａｎｃｅ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 ｑｕ ｅｎｃ ｅｓ
＂

, Ｔｈｅ
Ｊ ｏ ｕｒ

？

ｎａ ｌ ｏｆ
ＭｏｄｅｍＡｆｒｉｃ ａｎＳ ｔｕｄｉ ｅｓ  ？ 4 4 , 3  (

2 0 0 6
)

, ｐｐ ．  4 5 9 

—

4 7 9 ．

③Ｓ ｅｅＩＰＰＲ , Ｔｈ ｅＮｅｗＳ ｉｎｏ ｓｐｈ
ｅｒｅ ：Ｃｈｉ ｎａ ｉｎＡｆｒ ｉｃａ (

ＩＰＰＲ ,Ｌｏｎｄｏｎ , 2 0 0 6
) ；

Ｅ ｌｌ ｉｎｇ

Ｔ
ｊ
ｏｎｎ ｅｌａｎｄｅｔ ａｌ

． , 
＂

Ｃｈｉｎ ａ ｉｎＡｆｒ ｉｃａ 

？ ｉｍｐ ｌ ｉｃａ ｔ
ｉ ｏｎｓ ｆｏｒ Ｎｏｒｗｅｇ ｉａｎｆ ｏｒ ｅｉｇｎａｎｄ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 ｏ
ｌ
ｉｃｉ ｅ ｓ

＂

( Ｃｈｒ． Ｍ ｉ
ｃ ｈｅｌ ｓｅ ｎＩｎｓｔ

ｉ
ｔｕｔ ｅ ,  2 0 0 6 )


；Ｂａ ｔ ｅ ｓＧ

ｉ
ｌ ｌ

,
Ｃｈ

ｉ
ｎ

－

ｈａｏＨ ｕａｎｇ
ａｎｄ

Ｊ
．
Ｓｔ ｅｐｈｅ ｎＭｏ ｒ ｒ

ｉ
ｓｏｎ ,

＂

Ｃ ｈ
ｉ
ｎａ

＇

ｓ

ｅｘｐａ ｎｄ ｉｎｇｒｏ ｌｅ ｉｎ Ａｆｒ ｉｃａ ：ｉｍｐ ｌ ｉ ｃａ ｔ
ｉ ｏｎ ｓｆｏ ｒ ｔｈｅ Ｕｎ ｉ

ｔｅ ｄＳｔａ ｔｅ ｓ
＂

,
 ( ＣＳＩＳ ？Ｗａｓｈ ｉｎｇ

ｔｏｎ
,
Ｄ．

Ｃ
,
 2 0 0 7 )

．

④Ｓ ｅｅＧａ ｒｔｈ Ｓ ｈｅｌ ｔｏｎ , 
＂

ＳｏｕｔｈＡｆ ｒ ｉｃａａｎ ｄＣｈ ｉｎ ａ ：Ａ Ｓ ｔｒ ａｔ ｅｇ ｉ ｃＰａｒｔｎｅ ｒｓｈｉｐ ？

＂
 ｉｎＡｌｄｅ ｎ ？Ｌａ ｒｇｅ

ａｎｄＳｏａ ｒｅｓ ｄｅ Ｏ ｌ ｉｖｅｉ ｒａ ( ｅ ｄｓ ) , Ｃｈ ｉｎａ Ｒｅ ｔｕｒｎ ｓｔｏＡｆｒｉ ｃａ ． Ｇａ ｒｔｈ ｌｅＰｅｒｅ ａｎｄＧａｒｔｈＳ ｈｅｌ ｔｏｎ
＇

ｓＣｈ ｉｎａ
,

Ａｆｒｉ ｃａａｎｄＳ ｏｕｔｈＡｆｒ ｉｃａ ( Ｉ ｎ ｓｔ
ｉ ｔｕｔ ｅｆｏ ｒＧｌ ｏｂａｌＤ ｉａｌｏｇｕｅ , Ｍ ｉｄｒａｎ ｄ , 2 0 0 7

)
．

⑤Ｄａｍｂ
ｉｓａＭｏｙａ

,ＤｅａｄＡ ｉｄ：Ｗｈｙ
ａ ｉｄ ｉ ｓ ｎｏ ｔｗｏ ｒｋ 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ｏｗｔ ｈｅｒｅ ｉｓａｎｏ ｔ

ｈ ｅｒｗａｙｆｏ ｒ

Ａｆｒ ｉｃａ (
Ｌｏｎｄｏｎ ；Ａ ｌ ｌｅｎＬａｎｅ ,  2 0 0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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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


出端倪 , 在主要国 际组织 、 非政府组织 、 大型银行或其他对非洲感兴趣 、

且希望更好地理解 中 国 的机构组织 中 的政策研究部门大多开始研究中非关

系 。 第五 , 关于
“

北京共识
”

的讨论使得 中非关 系 以及非洲 同 西方 国家 、

新兴国家之间 的关 系互动密切相关 。

？“

中非关系
”

范式部分反映了对于

地缘政治特征的广泛关注 , 以及全球范围 内对于非洲 的重新关注 。 这包括

西方和非洲对于 日本如何回应中 国在非洲的兴起 。 关于中非重新接近的 中

长期影响存在两种截然不同 的观念 , 艾尔登所提 出 的
“

没有 欧洲人 的非

洲
”

概念提 出 了彻底变革的可能性 , 而克拉潘则强调外部力量在非洲面临

着严重制约 , 认为 中 国 的进人不会从根本上改变非洲 。

②

五 今后研究

研究 中 国和研究非洲学术 队伍的相互疏离 , 尤其是在外交关系领域 ,

就造成 了知识和经验方面的严重分割 , 这种局面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观 。 中

非关 系研究是从两个相互关联但方向不 同的起点开始的 , 前者是从中 国开

始 , 将 中 国动力与非洲情境相结合 , 后者则从非洲本土开始 , 将 中 国存在

纳人非洲当地环境之中 。

随着中非关系逐渐成为学术研究主题 , 也随着西方发展政策制定者的

关注 , 最近这两者出 现了逐渐融合的趋势 。 然而 , 与此同时 , 相关仍然未

得到充分研究 , 仍 然存在
“
一

系列研究问题 。

” ③
目 前挑战仍然是深化 中

非关系 的某些关键领域 ； 而且要了解非洲和西方对此的反应 , 这包括 ( 全

球性 的 ) 资源开釆 的政治经济学 。 同样重要的是拓展现有研究领域 , 使其

涵盖范围更为广泛 , 而非仅仅关注媒体标题新闻 。 在这方面 , 融合中 国和

非洲资源的民族学 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尤其 能够拓展当前及今后的 研究 。

？

①Ｓｔ ｅ ｆａｎＨａ ｌｐｅｒ , ＴｈｅＢｅｉ
ｊ

ｉ ｎｇＣｏｎｓｅ ｎｓｕ ｓ ( Ｂａ ｓ ｉｃＢｏｏｋ ｓ , 2 0 1 0 ) ．

②Ｃｈｒ ｉｓ Ａｌｄ ｅｎ
,

＂

Ａｆ ｒ ｉ ｃａＷ ｉｔｈｏｕ ｔ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
＂

ａｎ ｄＣｈｒ ｉ
ｓ ｔｏｐｈｅ ｒＣｌａｐｈａｍ , 

＂
Ｆ

ｉｔ ｔ ｉｎ ｇ
Ｃｈ

ｉｎ ａＩｎ
＂

？

ｂｏ ｔｈｉ ｎＡ ｌｄｅｎ ,Ｌａ ｒｇｅａｎｄＳｃ ａｒｅ ｓｄｅＯｌｉ ｖｅｉｒａＣ ｅｄｓ ) 
,
ＣｈｉｎａＲｅｔｕｒｎｓ ｔｏ Ａｆｒ ｉｃａ ．

③Ｐｈｉ ｌ ｉｐＡｌｖｅｓａｎｄＰｅ ｔｅｒ Ｄｒａｐｅｒ ？
＂

Ｃｈ ｉｎａ

＇

ｓｇｒｏｗ ｉｎｇ
ｒｏ ｌｅ ｉｎＡｆ ｒ ｉｃａ

＂

？ 1
1 1 Ｇａｒｔｈ ｌ ｅＰｅｒｅ ( ｅｄ ) ,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Ａｆｒ ｉｃａ

, ｐ ．  2 8 ．

④Ｇｉ ｌ ｌ ｉａｎＨａ ｒｔ , Ｄｉ ｓａｂｌ ｉ ｎｇ 
Ｇ ｌｏ ｂａｌ ｉ ｚａｔ ｉ ｏｎ：ｐ ｌａｃｅ ｓ ｏｆｐｏｗｅ ｒｉｎｐｏ ｓｔ

－

ａ ｐａｒ
ｔｈｅ ｉｄ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 ｉｃａ

( Ｕｎ ｉｖｅ ｒｓ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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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英文资源是有明 确局限的 , 尤其是会导致 自 说 自 话 的严重后果 。 因

而 , 充分利用多语种文献 的人类学研究丰富 了 中非关 系研究＾安哥拉 、

苏丹 、 津巴布韦 和南非等国 , 以及佛得角这样的
“

小地方
”

引发了特别的

学术兴趣 , 相关研究不仅提供了中 国人在非洲 日 常 生活细节以及中 国商人

的成功故事 , 而且也揭示出 当代中 国和 中非关系 的多元化 。

还有
一

些亟待深人的研究领域 。 社会科学不同领域关注重点和理论探

讨无疑会采用不同学科视角 。 在西方 , 对于非洲外交政策选择中新出 现的

“

三边关 系
”

以及治理问题的关注 , 似乎重新激起了关于 民主化和发展 的

一

系列辩论 , 这类似于以往西方对于共产主义 中 国对非殖 民化之后非洲影

响的关注 。

以下四方面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领域 ： 首先 , 中 国投资的政治经济学 ,

这包括资源开采 , 但远不止于此 。 已经有大量关于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

非洲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研究文献 。 其次 , 发展政治学也是
一

个重要领域 。

中国援助计划的相关特征 、 接受状况及其影响 , 包括捐助活动和财政 支

持 , 等等 。 它也和发展政策和行为有着密切联系 , 这是学术知识能够对现

实世界产生积极的建设性影响 的领域 。 再次 , 中 国在非洲 的角 色 日 益成为

一

个超越了发展政治学问题的极为重要领域 , 这涉及当前 中 国在非洲投资

的持久性问题 , 以及影响所有非洲与外部世界关系 的最重要因素 , 以及非

洲治理和非洲 国家 自 身 , 当然也包括其他外部世界是如何 回应 中 国在非洲

力量的增强 。 最后 , 关于 中 国人在非洲不同地区 的接受程度和进展 。

一个

重要和敏感领域是移民的特征和影响问题 。 近年来 , 非洲的华人移 民数量

？急剧增加 , 并已成为政治上富有争议的话题 , 在某些地区造成了仇外和政

治紧张局面 , 但仍未有较多研究 。

中非关系研究面临 的另 一个挑战是超越以 国家精英为 中心的局面 , 并

将常被视作是单个研究领域 的细化开来 。 将精英研究与更为广泛 的政治 、

社会环境联系起来 , 包括市 民社会和政治反对派的 回应 , 将有助于形成关

键的跨 国发展相互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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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关系的微观动力研究是人类学能够获得成功 的领域 。 人类学研究

方法能揭示 出 中非关系 的丰富细节 , 这能够导致更具普适性的结论 , 并且

能够理解那些不易 感知的主题 , 例如性别 、 种族和权力关系 , 这些方面的

知识直到 目前仍然是较为匮乏 的 。 这类研究能够为西方与非洲关系提供 比

较 , 包括外部力量进人非洲 的切入点的不同 , 以及那些被认为是中 国特有

的现象 , 例如
“

飞 地存在
”

( ｅｎｃ ｌ
ａｖｅｅｘ ｉ ｓｔｅｎｃｅ ) 。 超越 以 民族国 家为 中心

的经济关系分析框架能够使我们摒弃简单划
一的 、 容易 引起误解的

“

中 国

经济
”

概念 , 以思考中 国 国 内 的全球制造和贸易体系 和非洲联系这二者间

的关系 。

六 再现的政治

另外 ,

“

中非关系
”

的 主题和理论建构将对 中 国 、 非洲 以及相互关 系

研究 的主流研究手段构成挑战 。 至少在西方学术界 , 目前已 经是反思如何

研究和描述
“

它者
”

的时机了 (例如 , 非洲行为体如何应对 中 国 , 中国如

何研究法 国 、 英国或者美国在非洲 的存在 , 以及非洲如何看待这些 问题 ,

等等 ) 。

舆论界对于非洲与 中国
“

新
”

接触 的最初认知是较为抽象的 , 它们试

留通过非洲过去的历史棱镜来与 一系 列的再现动力 ( ｒｅｐｒ ｅｓ ｅｎ ｔ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ｄｙ
？

ｎａｍｉｃ ｓ ) 影响相结合 。 极为抽象的
“

非洲
”

概念是 中非关系 中的
一个独立

概念 , 但它主要是构建出来的 , 很容易演化成
一

个基本上是非洲大陆整体

的概念 , 而这显然与大陆的复杂多样性不符 。 类似地 , 中 国 以及
“

西方
”

概念也很容易 出 现简单化抽象 。 因此很有必要运用复数形式来看待中 国 、

非洲和其他外部行为体 。 这一复杂语言难题和思考当代非洲与 中 国关系 的

概念框架 已受到注意 , 但超越这一范式的分析研究仍然较少 。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 并未探究西方媒体所主导 的
“

怀疑运动
”

背后的

潜在动机 。

？公众讨论 中 的话语和再现叙述没有刻意关注或者撇开 中非关

系 , 它是 中非关系 中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它们塑造并影响着中非关系发

展 的走向 。 与此同时 , 运用历史叙述能够对 中非关系 产生积极推动作用 ,

①Ａｍｐ ｉａｈＮａｉｄｕ ？ｅｄｓ ． , Ｃｒｏｕｃｈｉ ｎｇＴ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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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往 的阴影会影响 到对于 当前非洲与 中 国关 系 的理解 , 包括错误运用
“

非洲大争夺
”

, 帝国 主义或者新殖 民主义等
“

返祖术语
”

 ( ａｔ ｃｗ ｉｓ ｔ ｉｃｔ ｅｒ
？

ｍｉ ｎｏ ｌ ｏｇｙ )  ,这些实际上指的是非洲政治史上 的特定历史阶段 , 然而它们

却会影响到对于当前 中非关系 的认知 。 这些概念的运用和讨论已经影响到

中非关系 , 显示出 经过
“

历史棱镜
”

会对感知产生影 响 。 不论北京是否愿

意 , 非洲人都是通过厚厚的历史棱镜来理解 中非关系 的 , 对于互惠双边关

系话语表 示怀 疑 , 这 是 以 往历 史 经 验 的 结 果 , 尽 管 中 方 所 释放 的 是

善意 。

？

最近对于 中非关系 的极大关注显示 出这
一主题的一个鲜明特征 , 即对

于中非关系 的关注主要并不是对于非洲大陆本身的兴趣 , 而是出 于对非洲

大陆 内外 的中 国崛起的关注 , 其中也掺杂着对于西方对非政策的幻灭 , 以

及这
一

日 渐显现的地缘政治变迁对于其他非洲外部合作方的影响 。 西方在

叙述 中 国时 , 往往会在
“

赞叹和惊愕
”

以及
“

热烈和费解
”② 的两极之间

犹豫不决 。 相互冲突 的政治想象至少存在于 以下三个领域 ： 关于西方在非

洲零和博弈中失利的观念 , 对于治理影 响 的关注 , 以及对于未来 发展 的

期待 。

大众之所以认为欧美在非洲会因为 中 国的新地位而失势 , 主要是对中

国能够给非洲带来光 明未来的 乐观情绪 。 时常是用零和博弈游戏的 言辞 ,

．中 国在非洲取代
“

西方
”

时常是用冷战时代 的历史 口号表达 出来 的 , 即

“

东风正在压倒西风
”

。 随着 中 国进入非洲大陆 , 非洲 出 现新 的竞争趋势 ,

但显然 中 国并未取代在非洲远远牢固得多的西方联系 , 这也不可能在短时

间 内发生 。

③ 其中的
一个关键的地缘政治因 素仍然是 中 国与美 国在非洲 的

关系 。

治理问题引起了较大争议 。 中 国经常被指责会对非洲治理产生 负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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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 西方 自 由主义话语对此表示关注 。 尽管经常运用双重词汇来描述这
一

． 问题 (

“

威胁或机会
”

,

“

伙伴或掠夺者
”

)
, 但这绝非零和问题 。 也不能把

中国作为掩盖所有 问题的借 口 。 毋庸置疑 , 中 国使得现有问题复杂化 , 它

的介人使得某些非洲 国家威权政治可能性大大增加 , 与非洲 国家普遍存在

的世袭主义和现有国家政治相契合 。 在某些情况下 , 尤其是特定资源富庶

型国家 , 与 中 国的关系有助于这些国家精英阶层实现满足
一己 私利的掠夺

性 目标 。 在这一过程中 , 进步的 治理 目 标无疑会被削 弱 , 至少是在短斯

内 。 这并非独特的 中 国影响 , 然而却意味着加强了非洲 国家的政治经济现

状 ( 或者换句话说 , 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不在于 中非关系 , 而是 由不同的

殖 民和后殖民历史 ) 》

？ 而且 , 由 于非洲国家 自 身 的有效治理对于可持续

的长期投资极为重要 , 显然中 国对于非洲有效治理或者治理机制 的关切程

度正在增强 。

②
另外 ,

一些非洲国家存在的 政治多元主义以及公 民社会的
’

积极角 色也会影响到 中 国对非关系 , 并对其构成难以预料的挑战 。

最后一个引发多种想象的领域是重新兴起的非洲发展辩论 。 很多关于

中 国推动非洲发展 的概念基本上是
一种复兴的现代化叙述 。 这逐渐代表着

对 于中国推动 的全球现代性的认可 , 相信中 国在推动非洲发展方面的独特

作用 。

？—种重新创造的现代性的乐观情绪正在蔓延 。 现代性不再是
“

怀

旧 的 白 日 梦的诉求
”？

, 考 虑到非洲 国 家发展记录的 不甚理想 以及中 国 国

内成功的现代化 , 对于很多人而言 , 中 国似乎是实现发展的最佳选择 。 这,

是值得怀疑 的 , 尽管并非毫无根据 。 然而 , 这些观念显示出新 的发展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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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ｉ

ｔ ｙｖｅ ｒｓｕ ｓＤｅｍｏｃｒａ ｔ
ｉ
ｃ

Ｇｏｖ
？

ｅｒｎ ａｎｃ ｅＪ ｏｕ ｒｎａｌ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 ｒｙＡｆｒ ｉｃａｎＳ ｔｕｄ ｉ ｅｓ 2 7

, ｎｏ ．
 2 ( 2 0 0 9

) 
？ｐｐ． 1 1 9

一

1 3 4 ．

③ 一个容易引 起误解 , 却激起广泛讨论 的话题 是
“

北 京共识
”

,
这是在 雷默一库珀 的 《 北

京共识 》 ( Ｊ
． Ｒ ａｍｏ

－Ｃｏｏｐ ｅｒ
,
ＴｈｅＢｅｉ

ｊ
ｉｎｇＣｏｎ ｓｅｎｓｕｓ

,
Ｌｏｎｄｏｎ

：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Ｐ ｏ ｌ ｉｃｙＣｅ ｎｔ ｒｅ ,  2 0 0 4

)

一书的 观 点 错误地 投射 到 非 洲 之 后 。 对 于脆 弱 的
“

非洲 发 展 新 伙 伴 计划
”

或 者 经 合组 织

( ＯＥＣＤ ) 标准与中 国行 为这二者 之间 是否兼 容的争论 , 可 以说常规 的 自 由 主义反 映未能理 解 中

国角色 的实质 , 即便关注 问题是完 全合法 、 有充分依 据的 。 Ｓ ｅｅ Ａ ｌｄｅｎ ,
＆Ｌａ ｒｇｅ ,

Ｍ

Ｃｈｉｎａ

＇

ｓＥｘ－

ｃｅ ｐｔ
ｉ
ｏｎａ ｌ

ｉ ｓｍ ｉｎＡｆｒ ｉｃ ａ． 

”

。

④Ｊ．
Ｆｅ ｒｇｕｓｏｎ , Ｅｘｐ ｅｃｔａｔ ｉ

ｏｎｓｏｆＭｏｄｅ ｒｎ ｉ ｔｙ 
；Ｍｙ

ｔｈｓａｎｄＭ ｅａｎ ｉｎｇ ｓｏｆＵｒ ｂａｎＬ ｉｆｅ ｏｎｔｈ ｅ

Ｚａｍｂ ｉａ ｎＣｏｐｐｅ ｒｂｅ ｌｔ ( Ｂｅｒｋ ｅｌｅ ｙ ：Ｕｎｉｖｅ ｒ ｓ
ｉ
ｔ
ｙ
ｏｆＣａ ｌ

ｉ
ｆｏｒｎｉａＰ ｒｅ ｓｓ , 1 9 9 9 ) , ｐ

． 1 3 ．





趙越
“

荒野上的 巨龙
”

范式 2 5 7

象 , 尽管这与 中非接近 中所面临 的结构性挑战不符 , 包括双方核心 的经济

关系复制了非洲此前的商品依赖外部贸易关系 , 中 国在非洲制造业领域的

竞争 , 中国在非洲不确定的贸易和制造业尝试 。

尽管中非关系 很多领域 已受关注 , 但是我们仍然对于中 国在非洲活动

的很多方面所知甚少。 某些关于 中 国对非洲影 响 的夸 大之词时常包 含着
“

新争夺
”

、

“

新殖民主义
”

的论调 , 因而 ,
一方面是对于中 国在非洲崛起

的感知和夸大猜测 , 另一方面是关于中非关系实际演进的知识 , 这二者之

间存在极大的差异 。
1 9 7 5 年 , 哈金森 ( Ｈ ｕ ｔ ｃｈ ｉ ｓｏｎ ) 写道

“

中 国实际所作

与其批评者认定它所作 的 , 这二者之 间存在 巨大差异
”

, 但他表示 自 己不

是为
“

中 国 的非洲政策辩护
”

。

？
当今 , 西方学界和媒体对 于它 自 身在非

洲的政策更多是批判性的 , 这是更为广泛动力演进的结果 。 在二分法道德

评判之间寻求平衡绝非易事 , 但是意识到这些约束因素是有助于学术研究

的 , 而且这些学术研究成果能够积极促进主流讨论 , 使得公众更多地获知

真相 , 并反击负面的老套观点 。

结 语

在 当前情况下 , 中非关系研究取得了令人振奋的发展 。 越来越多学者

对这一话题感兴趣 , 非洲 、 中 国 和其他地区研究 中心 之间 的交流 日 益拓

展 , 这无疑是一个充满希望 的迹象 。
2 0 1 0 年 3 月 , 在 由 中 非合作论坛 中

国后续行动委员会举办的
一次会议上 , 新的 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正式启

动 , 这是落实 中 国总理温家宝在 2 0 0 9 年 1 1 月 所宣布的对非合作新 8 项举

措之
一

。 通过这样的资助研究的方式 , 非洲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以及 中非

学术机构之间 的合作将得以有力推进 , 非洲研究也有希望得 以推动 , 研究

成果也能扩散到更多观众 。 密切关注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能够使西方

的中非关系研究得 以积极推进 , 加深理解 中 国人对外部世界 的认知 , 推进

全世界范围 内学术共 同体之间 的共识和学术交流 。

中 国进人非洲 以及 中非关系 , 这是在多个层 面上 引起广泛关注 的领

域 , 相关研究成果必然会不断增加 , 本文仅仅是对已 有相关文献的
一

个粗

①Ａ ｌａｎＨｕｔ ｃｈｉ ｓｏｎ ,Ｃｈ ｉ ｎａ
＇

ｓＡｆｒ ｉｃａＲｅｖｏ ｌｕｔ ｉ ｏｎ ( Ｈｕｔｃｈ ｉｎｓｏｎ , Ｌ ｏｎｄｏｎ ？ 1 9 7 5 ) ．ｐ
．ｘ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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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分析 。 后殖 民时代 中国对外关系研究较多忽视 了非洲 ,
相形之下 , 当前

情况下媒体 、 学术界 、 政府和国 际组织对于 中非关系 的关注度是前所未有

的 。 然而 , 我们希望在
“

第一波
”

兴趣之后 , 中非关系研究将发展成更加

成熟 的研究主题 , 出现有理论深度 的研究著作 。 这是超越所谓的
“

荒野上

的巨龙
”

研究框架的
一

种方式 。 将 中非关系研究纳人更为广大的亚非关系

或者
“

南南关系
”

框架之内 , 这也是有助于对 中非关系的理解 。 这将有助

于消除二元 的中非概念 , 同时也能够更好地理解中非关系是冷战结束 以来

非洲大陆最为重要的事件 。

在后殖 民时代 , 对于中 非关系 的关注程度经历 了
一

个大起大落 。 然

而 , 今天更有理由 认为 , 中 国与非洲 的 重新接触将会持续深化并具有重要

影响 。 2 0 世纪 6 0 年代的评论者曾提出过类似看法 , 当前关系 的 复杂性和

偶然性不应过高估计 , 但是 目 前 中 国进人非洲 主要是中 长期因 素所推动

的 , 是在中 国对于世界经济和资源 日 益依赖情况下 出现的 。 与 以往的 巨龙

在
“

不熟悉的地形
”

上前行不同的是 , 当前中 国在非洲的存在注定要成为

非洲大陆的
一

部分 。
因此 , 中非关系将会是一个前景广阔的研究领域 。

［浙江师范大学非 洲研究 院李鹏涛译］

( 责任 编辑 ： 周 海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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