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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非 洲 国 家 经济 往来 的 步伐 , 与政治往 来 携 同 并进 。 俄 罗 斯 与 许

多 非 洲 国 家 都有 着共 同 的 经 济利 益 , 俄 罗 斯 的 外 交重 点 应 转 向 挖

掘 这些 共 同 利 益 上 , 进一步促进双边关 系 的 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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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总统祖玛最近对莫斯科的访问 被外界看成是
“

俄 罗斯重返非洲
”

的最新例证 。 祖玛总统在讲话 中将俄罗斯 比作
“

南非人 民的 老朋友
”

, 在

回忆到俄罗斯以往对非洲的帮助时 , 南非总统指 出 ／

“

当南非和非洲被压

迫民族的朋友很少的时候 , 我们 ( 南非 ) 就与贵国有着团结 、 友谊的美好

记忆 。 这正是我们发展更为紧密的政治 、 经济与社会往来的 基础
”

。 其他

非洲 国家对俄罗斯的看法也是如此 。 不仅是 因为俄罗斯从来没有在非洲搞

过殖民化 , 而且在反殖 民化过程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 如俄罗斯发起保障殖

民地 国家和人 民独立的宣言 ( 该宣言 Ｉ 9 6 0 年被联合国大会采用 )
, 对非洲

民族解放运动 ( 主要是南非 ) 进行各种各样 的援助 , 包括军事援助等 。

自 2 0 0 9 年俄罗斯总统梅德韦 杰夫出访埃及 、 尼 日 利亚 、 纳米 比亚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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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哥拉之后 , 媒体就开始渲染俄罗 斯
“

重返
”

非洲 。 的确 , 这次访 问是历

史少有的 , 因为 以往俄罗 斯领导人从来没有访 问过热带非洲 , 虽然 2 0 0 6

年普京总统曾穿越赤道 , 访 问过好望角 。 梅德韦杰夫的 出访充分证 明 , 俄

罗斯领导层开始将注意力转 向非洲 。 梅德韦杰夫指 出 ,

“

在上个世纪 9 0 年

代 , 我们对遥远的大陆 , 比如非洲和南美 , 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兴趣 , 但现

在我们不得不做点什么 了
”

。 此外 , 他在 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

“

坦诚讲 , 我

们来的太晚了 。 我们本应该更早地与非洲伙伴
一

起合作 , 因为我们与他们

的联系并没有中断过 , 这种联系是建立在多年来的友好关系上 的
”

。

梅德韦杰夫说俄 、 非之 间的联系并没有 中 断过 , 这句话是对的 。 事实

上 , 许多学者和记者关于俄罗斯
“

重返 ”

非洲的提法倒不是很准确 , 因为

俄罗斯从来没有离开过非洲 , 即使是在 2 0 世纪 9 0 年代 , 当俄罗斯 的注意

力不在欧洲时 , 俄罗斯仍与非洲 四十多个 国家保持着大使级外交关系 , 而

且有数千名 非洲 留学生在俄罗斯的 大学里读书 。

＂

叶利钦时代对非洲的忽略

2 0 世纪 9 0 年代初期 , 俄罗斯 由叶利钦主政 , 当时的外交部长就是臭

名 昭著的安德烈 ？ 科济列夫 , 他把非洲作为俄罗斯外交政策 的筹码 , 试

图牺牲非洲人 民的利益来讨好西方 , 从而换取西方的技术 , 结果以失败告

终 。 他在职期间 , 俄罗 斯在非洲的许多大使馆和领事馆被关闭 。 此外 , 苏

联时期开始的大多数经济项 目也被 迫中止 。

这种政策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 当 时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 的 ( 或

者叫
“

强加的
”

)

“

改革方案
”

给俄 罗斯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失 , 以至于米歇

尔 ？ 科苏斯多夫斯基将其称为俄罗斯的
“

第三次世界化
”

。 但是 , 9 0 年代

初俄罗斯的经济崩溃无法解释俄罗斯缺乏对非洲的兴趣的原因 。 此外 , 还

有
一个心理因素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 俄罗斯 国 内右譯媒体和政治家把非洲

作为国家经济衰退的
“

替罪羊
”

, 声称非洲恶化 了 国家的经济状况 。 然而 ,

事实上 , 苏联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合作 , 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受益 的 。 而不管

怎样 , 这些谬论是极具危害性 的 , 因为它助长了俄罗斯的排外情绪与种族

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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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重返非洲——优先考虑

在当代俄罗斯 ,

“

叶利钦时代
”

的外交政策被认为是迷失的十年 , 俄

罗斯开始实施一种新 的外交政策 。 通常认为 , 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转变是从

普京总统上台开始的 , 而事实上 , 外交政策的真正转变开始于叶夫根尼 ？

马克西莫维奇 ？ 普里马科夫的 上任 , 他是第三世界 问题专家 , 到 1 9 9 6 年

1 月 在外交部长的任上 。 到 了 1 9 9 6 年 , 俄罗斯发现单方面依赖于西方的

外交政策效果不佳 , 而且随着 2 1 世纪初 国 内形势 的好转 , 俄罗斯 已有 能

力偿还大部分国债 , 并积累了大量资金储备 ,
从而增加了它的信心 , 开始

实行更加独立的外交政策 。

之后俄罗斯加人八 国峰会集 团 , 标志着进人 了
“

特权集 团
”

的行列 ,

这无疑又提升了 自 信 。 不过 , 现在看俄罗斯发展与非洲 国家的关系 时必须

认识到这
一

点 , 即虽然加人八 国集 团使俄罗 斯的 国 际地位得到极大提升 ,

但也要防止因加入到殖 民和剥削非洲 国家的
“

俱乐部
”

而损害了与非洲 国

家 的传统友好关系^

然而不幸的是 , 即使俄罗斯经济得 以恢复 , 但在八国集团中 , 相对于

其他成员 国 , 俄罗斯在 向非洲提供援助方面仍没有平等的地位 。 虽然俄罗

斯在缓解非洲国 家债务 ( 约 2 0 0 亿美元 ) 、 向非洲 出 口 国提供优惠关税政

策方面作 出 了巨 大贡献 , 但 尚未制订
一

个发展援助规划 , 或建立
一个提供

援助的政府实体 。 目前的情况是 , 俄罗斯的大部分援助项 目 都是通过国际

组织与基金会进行的 , 比如全球抗艾滋病基金会 、 全球抗肺结核基金会 、

全球抗疟疾基金会等 , 而且在此过程中 , 经费不断流失 。 俄罗 斯对外宣布

的 目 标是通过双边和多边 , 提供稳定的 援助模 式 , 达到 国 内生产总值的

0 ． 7 ％ , 这是联合国要求 的数字 。 然而 , 俄罗斯想要兑现这
一承诺 , 还任

重而道远 。

三 俄罗斯在非洲的利益

俄罗斯在非洲有着广泛 的利益 , 因此力 图发展与非洲 国家的 友好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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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 并同非洲的国际和地区性组织保持密切合作 。

政治领域 , 俄罗斯与许多非洲 国家在关注国际体制方面有着共同 的利

益 。 事实上 , 俄非关系也的确在反对单个国家或少数 国家将 自 己 的意志强

加给其他 国家的做法方面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 , 而且从俄罗斯 的角 度来看 ,

这也有助于俄罗斯免遭其他 国家的孤立 。 俄罗斯与大多数非洲 国家都主张

建立多极化世界 , 认为联合国应当在多极化世界格局 中发挥核心作用 。 非

洲 国家占 据联合国席位的 1
／

4
, 而俄罗斯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之

一

, 因此 , 联合国将是俄罗斯与非洲通力合作的舞台 。

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 , 俄罗斯与非洲 国家和非盟积极合作 。 俄罗斯积

极参与联合国在非洲 的所有维和任务 , 并且每年为 非洲 训练 4 0 0 名 维 和

军人 。

考虑到俄罗斯 目 前在非洲 的利益以及双方已有的合作 , 很难理解莫斯

科为什么到 目前为止还没有组织一个像样的高水平的俄非论坛 ( 与此不同

的是 , 越来越多 的 国 家 , 包括土耳其与越南都组织 了 此类 论坛 ) 。 正如

2 0 1 0 年 6 月
“

俄罗斯
一

非洲
”

国 际议会会议 的成功举 办
一

样 , 此类论坛

将受到 非洲 国家的热烈欢迎 。

在梅德韦杰夫总统访问 非洲期 间 以及其他双边经济交流 中 , 我们看

到 , 双方的经济关系远落后于政治关系 的发展 。 尽管如此 , 双边经贸关系

也取得一定的发展 。 虽然 由 于世界经济危机 的爆发 , 2 0 0 9 年双方 的贸 易

额有所下降 , 但 2 0 0 8 年双边贸易额不断增长 , 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 8 2 亿

美元 ( 尽管其中
一半是与埃及的经济贸 易 ) 。 而这种贸 易水平 尚 没有发挥

出双方经济合作的潜力 。

许多分析家认为 , 莫斯科在非洲实行的 更为积极 的政策 , 是 与 中 国

“

竞争
”

各 自 在本地区的影响力 。 然而 , 俄 、 中两 国在与非洲 的关系 中各

有 自 己 的合作领域 。 比如 , 俄罗斯在出 口廉价服装和鞋子方 面是无法与 中

国等其他 国家竞争的 , 但在出售高科技方面却 占据很大优势 。 苏制或俄制

机械及科技在 国际上
一直就享有盛誉 , 俄 罗斯将继续在这些领域保持优

势 , 会在非洲找到销售市场 。 例如 , 在梅德韦杰夫访问期间 , 俄罗斯就与

安哥拉达成协议 , 其中俄将提供资金与技术 , 帮助安哥拉政府建立国家卫

星通信与广播系统 。

此外 , 俄罗斯在非洲还有许多投资机会 。 目前来看 , 俄罗斯公司对非

直接投资超过 4 0 亿美元 , 约 占俄罗斯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4 ％ , 而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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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对非直接投资总额也 已超过 1 0 0 亿美元 。 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 ,
1 7 家

俄罗 斯大公司在非洲 1 3 个 国家里表现活跃 , 在建或即将建设 的项 目 达到

4 4 个 。 其中最为活跃的公 司有俄罗 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 司 ( 8 个项 目 ) 、

俄罗斯卢克公司 ( Ｌ ｕｋｏ ｉ ｌ ) ( 6 个项 目 ) 以 及俄 罗斯埃罗 莎 ( Ａ ｌｒ ｏｓａ ) 公

司 、 俄罗斯铝业公司 、 俄罗斯国家核电公 司
、 俄罗斯最大金属生产商诺里

尔斯克镍公司 、 俄罗斯森特兹 ( Ｓ ｉｎ ｔｅｚ ) 集 团 ( 各 3 个项 目 ) 。 在所属 国

家中 , 南非有 1 0 个 , 利 比亚 7 个 , 安哥拉 5 个 , 阿尔及利亚 、 民 主 刚果

和纳米 比亚各 4 个 , 尼 日 利亚 3 个 , 埃及 、 博茨瓦纳 、 科特迪瓦 、 加纳和

多哥各 1 个 。

另 外 , 俄罗斯对非洲 的 自然资源开发也很感兴趣 。 虽然 与中 国和印度

不同 , 进 口 自 然资源对他们来说是
“

生死攸关的大事
”

, 但俄罗斯经济需

要进 口 资源作为一种权宜之计 。 虽然俄罗斯矿藏丰富 , 然而开发和利用这

些资源的条件变得越来越恶劣 , 因为大多数资源都是埋在遥远 、 寒冷的西

部利亚及远东地区 。 结果造成俄罗斯 3 5 ％ 的矿物质资源 , 包括锰 、 铬 、 铝

土 、 锌 、 锡等 , 正逐渐失去其开发利润 。

由于世界生物资源 、 水资源和矿物质资源 6 0 ％储藏在俄罗斯或非洲 ,

合作将给双方带来巨大的利益 。 因此 , 双方的合作将有利于维护对这些资

源的 主权 , 反对某些国家 以
“

重建正义
”

为幌子宣称这些资源是
“

跨 国资

产
”

的图谋 。 能够实现互赢 的合作 领域包括采取共 同应对跨 国公司 的策

略 , 携手应对 国际市场矿物质价格波动等 。

俄罗 斯与非洲经济关系 中
一个特殊 的领域就是军火贸 易 。 苏联给许

多非洲 国家提供武器 ,
这 已 为世人所熟知 。 然而 , 随着 2 0 世纪 9 0 年代

初俄罗 斯经济的衰退 , 情况发生 了很大的 变化 , 俄罗 斯 的军火 出 口也从

赊欠变为 现金支付 。 与 此同时 , 俄罗斯国 内所谓的
“

民主
”

媒体则反对

军火贸 易 , 称其为不人道 的行为 。 这导致俄罗斯许多传统 出 口 市场纷纷

转向西方尤其是美英的 军火 出 口商 。 然而 , 近些年来 , 情况又发生了扭

转 , 但俄 罗 斯 必 须严格控 制 军火 贸 易 , 并 遵守 联 合 国 的所 有 批 准和

限制 。

最后 , 双方在教育领域也有着 良好的合作机会 。 曾 有 5 万多非洲学生

在苏联完成 了学业 , 而当前约有 4 5 0 0 名非洲学生正在俄罗 斯留学 。





俄罗斯与非洲 的关系 ：
回 顾 、分析与展望 1 0 5

四 国家主导型合作模式

考虑发展俄罗斯与非洲 的关系 , 必须考虑 国家在增进关系 中 的作用 。

目前俄罗斯形成的共识是 , 即使实行 自 由 的市场经济体制 , 与非洲 的关系

的迅速与可持续发展也有赖于 国家的强力支持 。 到 目 前为止 , 只有较大的

俄罗斯公司能在非洲站稳脚 跟 , 因此中 小企业需要得 到 国家 的支持 。 此

外 , 单个公司 的行为 , 即使是非常成功 的公司 , 也不会对俄非经济关系 的

改进作 出实质性的促进 。 因此 , 就需要俄罗 斯作为
一

个 国家主体 , 与许多

非洲 国家建立起
一整套政府间 的合作协议 , 这是发展俄非关系 中极为迫切

的问题 , 虽然此前双方制定的
一些协议并没有得到很好落实 。

同时 , 最近的一个趋势是俄罗斯商人对非洲逐步走 向 自 我组织 的做法

比较感兴趣 。 其中
一

个最为活跃和有效的 组织 , 至少有俄罗斯方面参与

的 , 就 是 俄 罗 斯
一南 非 商业 委 员 会 ( Ｒｕ ｓｓｉａｎ

－

Ｓｏ ｕｔｈＡ ｆ ｒ ｉ ｃａｎＢｕｓ ｉｎｅ ｓｓ

Ｃｏｕｎｃｉ
ｌ ) , 它形成于普京总统 2 0 0 6 年访问 好望 角之后 , 致力 于促进环境

友好型技术的研发和 自 然资源 的合理利用 ＾ 另 外
一个例子是 2 0 0 9 年形成

的
一个新的组织主体 , 它是 由俄罗斯贸易 与产业商会主办 、 撒哈拉以南非

洲经济合作委员 会协办 , 由 俄 罗斯 对外贸 易 银行 ( Ｖｎｅｓ ｈｅ ｃｏ ｎｏｍｂ ａｎｋ )

行长弗拉基米尔 ？ 德米特里耶夫担任该组织主席 。

结 语

俄罗斯离不开非洲 , 非洲也离不开俄罗 斯 。 俄罗斯不仅是非洲矿物质

资源 , 而且也是其他产品 的广 阔市场 。 与此 同时 , 俄罗斯最近对非洲表现

出浓厚的兴趣 , 这提升 了非洲在俄罗 斯视野 中 的地位 。 俄非合作势头 良

好 , 双方发表 了共 同声 明 , 签署了
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双边协议 , 现在

需要做的就是如何将这些声明与协议落到实处 。

［曲阜师范大学政治 与公共管理学 院禚 明亮 、 郑曙村 、 赵金 山译］

( 责任编辑 ： 周海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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