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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地理研究与中非合作关系的知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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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地理学是一门经国济世之学， 在中国有古老的传

统。 非洲地域广袤， 资源丰富， 是地理学的沃土， 对当代非洲发展

也至关重要。 凭借着广阔的研究范围， 地理学能够为破解非洲的发

展难题提供全方位的智力支持， 并为非洲研究的一体化与系统化贡

献力量。 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可追溯至汉朝， 但系统性研究在新中

国成立后才逐渐开展。 国内对非洲地理的研究从最初对自然地理知

识的介绍， 逐步过渡到研究非洲人文地理范畴， 并加大了对非洲农

业、 矿产、 油气资源、 城市化和旅游业等领域的研究。 不过， 对非

洲地理的研究也面临着研究的关注度偏低、 缺少中国特色与过于关

注现实问题等不足。 未来， 在 “非洲情怀、 中国特色、 全球视野”
的原则指导下， 加强深入非洲的实地研究应成为中国非洲地理研究

的突破口， 也可为中国地理学的视野拓展与学科变革带来新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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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开始 “睁眼看世界” 以来，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西方国家长期成为中国学界关注的重点对象。 20 世纪 70 年代末实行改革

开放以来， 随着国家发展与外交战略的重大变化， 国内学界开始以更加

平衡和多元的态度审视人类文明的整体结构， 加之中非关系的迅速发展，
非洲在中国学界中的重要性陡然上升。 非洲研究成为新时期中国学术界

的一片 “新边疆”。①

目前中国的非洲研究 （或者说 “非洲学”） 基本上可被理解为区域国

别研究的一个分支。 从 “领域学” 的角度看， 它又与国际政治学、 国际

关系学或国际经济学关系最为密切。 近年来， 民族学、 人类学、 历史学

等学科对非洲的关注度也日益提升。 不过， 在目前中国的非洲研究中，
地理学仍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 且与欧美学界以地理测绘为先导的研究

路径存在着根本不同。 以此为背景， 本文在论述地理学在非洲研究中独

特作用的基础上， 梳理中国学界在非洲地理研究中的已有成绩和不足，
并对中国学者今后在该领域的研究方向提出一些思考。

一 地理学在非洲研究中的独特作用

非洲大陆对发展的迫切需求决定了非洲研究应是一个以解决发展问

题为导向的研究领域。 在这种情况下， 地理学凭借着其特殊的关注对象

与广阔的研究范围， 在非洲研究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一） 非洲研究的总体特征

非洲之所以能够在学术研究中被看成一块相对独立的地区， 是因为

其在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上均存在着一些泛大陆与泛区域的共同属性。
这使我们可以从宏观角度对这一地区的自然、 地理、 历史、 社会与文化

等诸多问题进行整体把握。 同时， 非洲的发展轨迹也印证了这一观点。
非洲学者及其政治领袖一直强调要关注非洲各地区民众之间 “悠久的历

史、 社会与民族纽带”。② 从民族独立时期的 “泛非主义运动” （Pan-Af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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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ism movement）， 到独立后 “非洲统一组织”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
nity， OAU） 的建立及其向 “非洲联盟” （ African Union， AU） 的转型升

级， 再到 2019 年非洲自由贸易区 （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AfCFTA） 的成立均可看成非洲内部统一性的实际表现。

在非洲国家众多共同的属性中， 最为突出的是其对发展的迫切需求。
虽然非洲国家自独立以来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上取得了世人所公认的成就，
但非洲至今仍是一个几乎完全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大陆， 其面临的各类

政治经济问题基本上都可归结为发展问题。① 据统计， 全世界约 75% 的最

不发达国家集中于非洲大陆。 在 2011—2013 年， 也曾有约 25% 的非洲民

众面临着饥饿和营养不良的威胁。② 即使是诸如尼日利亚等经济发展态势

较好的国家， 也普遍存在经济发展严重依靠初级产品出口等问题， 普通

民众的生活质量难以随着经济发展而同步提升。
同时， 非洲在政治领域的欠发达状态也十分明显。 虽然非洲历史上

曾发展出一些古代王国或部落酋长国， 但西方殖民者的到来中断了该地

区的独立政治发展进程， 使得从部落社会直接过渡到现代国家成为非洲

很多国家独立进程的共同特征。 这为非洲国家在诸如民族整合、 国家政

治制度建设、 形成相对统一的语言文字与宗教信仰等方面均面临着巨大

的挑战。 这种情况明显降低了非洲国家政府的治理能力， 并成为该地区

政府腐败低效、 地区武装冲突频发的重要诱因。
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对现实关切的学术回应， 破解非洲的发展难题

也成为当代非洲研究的主要议题； 而 “非洲学” 则应运成为一门以发展

为核心理念、 以发展为核心宗旨的相对统一学科， 以便对非洲大陆面临

的共同问题进行整体把握。③ 这也成为非洲研究不同于其他地区研究的重

要特征。
总体而言， 目前非洲研究的路径主要有两条。 其中第一条侧重于从

学理的角度审视非洲的文明发展进程， 我们可将之称为 “非洲文明研

究”。 该研究路径虽与非洲当代发展问题的联系较为间接， 但也起到了不

可替代的指导作用。 自独立以来， 非洲的社会精英便意识到， 国家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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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形式上获得了解放， 但其在政治、 经济、 文化等领域仍严重依赖于西

方国家。 为了能够实现 “第二次解放”， 非洲国家需要从自己的文明进程

中汲取养分， 利用非洲智慧解决非洲问题。 第二条路径则致力于直面当

代非洲国家面临的各类发展问题， 旨在为之提供现实的解决方案。 我们

可将这一路径称为 “非洲现实问题研究”。① 由此可见， 上述两个路径是

非洲研究的一体两面。 前者为背景与基础， 后者则为实践与运用。 两者

共同助力于对非洲发展问题的探索。

（二） 地理学在非洲研究中的特殊作用

在非洲研究中， 地理学因其覆盖面广以及特殊的研究对象而具有不

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该学科涵盖范围十分广泛， 以至于目前学界尚未对

其学科体系的界定达成一致。 其中一种较为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 除

了地理信息学这类方法论层面的学科分支， 总体而言可被分为以下三个

范畴。 自然地理学一直是非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组成， 对非洲国家拥有

的自然资源种类、 储量、 开发潜力等问题进行细致分析， 能够为破解非

洲发展问题提供重要的 “硬件” 支持。 作为地理学的人文社科分支， 人

文地理学则主要关注的是非洲发展的 “软件” 层面。 一方面， 通过文化

地理学、 民族地理学等分支， 对非洲广泛存在的各类社会现象、 特征、
社会集团分布和差异进行分析， 助力于非洲国家的民族整合， 并从本土

文化中寻找破解当今非洲发展问题的钥匙。 另一方面， 通过政治地理学

等分支， 人文地理学可为解决困扰很多非洲国家的中央 - 地方权力分配

问题提供智力支持； 而地缘政治学则可助力非洲国家之间及其与外部国

家的国际合作。 相比之下， 经济地理学则关注非洲发展中的软硬件交互

问题， 即如何利用自身的地理位置与自然资源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除了可为非洲发展问题提供全方位智力支持外， 地理学凭借着广阔

的研究范围还可为整个非洲研究的一体化与系统化贡献力量。 非洲研究

作为一种 “地域学”， 带有明显的跨学科特征。② 由于各学科间在研究关

注点、 内在逻辑等方面均存在着明显差异， 非洲研究很容易演进为一个

庞杂的议题群。 学者往往只能在其学科范式内探讨非洲问题的某一侧面，
最终导致研究的碎片化。 为了使非洲研究呈现出 “既见树木也见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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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良好态势， 除了依靠学者增强自身的跨学科研究视野， 也可以将部分

具有跨学科色彩的学科作为基础， 建设沟通各学科的纽带。 在非洲研究

中， 虽然诸如人类学、 社会学等部分学科带有跨学科色彩， 但像地理学

这样能够横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并不多见， 而这也奠定了

地理学在整合非洲研究中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

二 中国非洲地理研究的发展历程

中国学者很早便意识到了地理学在非洲研究中的特殊地位。 虽然总

体上看地理学在非洲研究中仍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 但经过长时间积淀，
中国学者仍在该领域取得了大量学术成果。 总体而言， 截至 20 世纪末中

国非洲地理研究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非洲地理研究

中国对非洲地理的了知， 可以追溯到漫长的历史过往， 一般认为，
《史记》 《魏略·西戎传》 《后汉书·西域传》 中出现的 “黎轩” 一词，
是指古代埃及亚历山大城，① 唐代杜环所著的 《经行记》， 也有一些关于

中国早期对非洲历史地理的确切文字记载。
随着中国与外界交往的增多， 中国对非洲的了解也越加丰富。 宋代

《诸蕃志》 等著作出现了对非洲多个地区地理环境、 物产的零散性记载。
而在元代朱思本于 1311—1320 年绘制的地图中已经出现了非洲大陆三角

形的基本轮廓。 由于明朝郑和下西洋以及与东非沿岸地区贸易的开展，
中国开始与非洲建立起较为频繁的直接联系， 在 《武备志》 《星槎胜览》
《瀛涯胜览》 《西洋番国志》 等相关文献中均出现了对非洲更为详尽的

记载。②

进入明清时期尤其是晚清以后， 中央政府实施的闭关政策限制了中

国与非洲的直接往来， 中非之间的官方往来基本上中断， 但民间交往依

然一直以不同的方式得以保持。 鸦片战争时期， 中国人开始认真地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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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林则徐组织人员， 以英国人慕瑞 （ Hugh Murray） 编著的 《世界地

理大全》 为基础， 编译而成的介绍世界地理的著名的 《四洲志》， 一些

内容涉及非洲的国家、 城市和民族。 徐继畲的 《瀛寰志略》 也依托西方

材料， 对非洲的地理位置、 山脉河流、 气候、 物产风俗、 人种肤色、 历

史沿革等进行了基本介绍。① 冯承钧先生则从 1934 年开始翻译伯希和

（Paul Pelliot）、 费瑯 （G. Fernand） 等法国汉学家发表在 《通报》 和 《亚

洲学报》 等学术刊物上的有关著述。②

（二）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非洲地理研究的复兴 （1949—
1980 年）

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的非洲地理研究开始复兴。 1955 年召开的万隆

会议开启了新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关系， 加上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高

涨， 中国把非洲看作自己外交上的重要支撑。 1961 年毛泽东在同加纳总

统恩克鲁玛 （Kwame Nkrumah） 会谈时提出 “应该搞个非洲研究所， 研

究非洲的历史、 地理、 社会经济情况”。③ 中联部于 1961 年成立了亚非研

究所，④ 了解非洲独立国家的基本情况是该所的主要研究内容， 而地理是

其中的重要一环。
整体而言， 这一时期国内的非洲地理研究还算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

学术研究， 多是对非洲大陆地理环境资料进行收集和整理， 并在此基础

上对非洲的地理知识进行纯描述。⑤ 为周恩来总理次年出访非洲做准备，
1962 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 《非洲手册 概况部分》。 该书对非洲的自

然、 历史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进行概括。 《非洲手册》 丛书还计划出版非

洲列国志系列， 并于 1964 年完成了突尼斯、 刚果 （布） 和加蓬三国的非

洲列国志， 对三国的地理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⑥ 同时， 南京大学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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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成立了国内首个立足于地理学科发展起来的非洲研究机构———非

洲研究所的前身南京大学非洲经济地理研究室， 并先后出版了 《非洲经

济地理参考资料》 等内部刊物。①

然而， 由于 “文化大革命” 的开展， 中国的非洲地理研究基本陷入

停顿。 这一时期没有一部相关学术著作问世， 原计划于 1966 年完成的 16
本非洲列国志未能按时出版， 所撰写完成的书稿也几乎全部散佚。 随着

“文化大革命” 的结束， 国内的非洲地理研究开始回归正轨。 西亚非洲所

1977 年被中联部批准恢复， 并于次年 4 月开始全面恢复工作。② 1977—
1979 年国内翻译并出版了多部非洲地理的研究著作。 虽然有少量对西方

著作的翻译， 但主要以翻译苏联和非洲本土学者的研究成果为主。 值得

注意的是， 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对于苏联学者的

研究成果， 国内学界认为其未能采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论对

非洲相关问题进行正确分析， 且更多的是站在修正主义立场上； 对于部

分西方以及非洲本土学者的研究成果， 国内学界则认为其带有明显的资

产阶级思想， 如对 “地理环境决定论” 和 “马尔萨斯人口论” 的宣扬。③

（三） 改革开放后至 20 世纪末非洲地理研究的快速发展 （1980—
2000 年）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国内对教学和科研的要求不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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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南京大学非洲经济地理研究室主编的 《非洲经济地理参考资料》 于 1964 年 11 月 20 日

创刊第 1 期， 每期登载 4—5 篇论文； 从第 3 期开始改名为 《非洲地理资料》 一直到第

23 期， 从第 24 期起更名为 《非洲地理》。 由于 “文化大革命” 的开展， 非洲地理的教

学与科研中断了 8 年， 直到 1973 年 12 月才又重新恢复。 从 1964 年到 1984 年， 《非洲地

理资料》 共办了 27 期。 参见甄峰、 尹俊 《建设以非洲地理研究为特色的非洲学———南

京大学非洲地理研究成果回顾与展望》， 《人文地理》 2012 年第 3 期， 第 136—140 页。
引自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张宏明教授在 2007 年日本贸易振兴机

构亚洲经济研究所参加 “成长的非洲———日本和中国的视角” 学术会议时所作的报告，
题为 《非洲研究在中国》。
德普瓦、 雷纳尔： 《西北非洲地理》， 西安外国语学院法语教研组翻译组译， 陕西人民出

版社， 1979； 莫伊谢耶娃： 《南非共和国经济地理概况》， 开封师范学院地理系译， 河南

人民出版社， 1977； 谢尔盖耶娃： 《索马里地理》， 南京大学地理系非洲地理组译， 江苏

人民出版社， 1977； А. Б. 高农、 Г. Н. 乌脱金： 《摩洛哥： 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概要》，
西北大学地理系翻译组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77； 卡迪尔·阿里： 《阿尔及利亚地理：
自然人文经济》， 唐裕生等译， 商务印书馆， 1978； 兰丁： 《毛里求斯地理》， 南京大学

地理系非洲地理组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78。



以阶级斗争为纲， 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这使得相关研究领域的意识形

态色彩明显淡化， 对有关非洲外文地理图书的翻译也不再加入意识形态

的批判。 这一时期较为重要的译著为皮埃尔·古鲁 （ Pierre Gourou） 的

《非洲 （上、 下册）》。 该书作者在实地考察和广泛阅读资料的基础上， 对

非洲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关系进行阐释， 在一定程度

上揭示了非洲社会发展滞后的根源。①

同时， 随着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与非洲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完

成， 中非关系也由发展政治利益为主转为政治、 经济利益并重。 此外，
随着中国自身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深感自身资金的不足， 于是就从单纯

给非洲国家提供经济援助转为以互利为基础的经济技术合作。② 这些均对

中国非洲地理研究的方向产生了巨大影响。
西亚非洲研究所正式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后， 1981 年就出版了 《非

洲概况》 一书。 该书是对 1962 年版 《非洲手册 概况部分》 的扩充。 其

篇幅扩充了一倍， 在地理部分除了介绍原有的地理环境知识外， 还增加

了对非洲整体经济地理的详细研究， 包括对非洲重点自然资源的分布情

况与产量， 以及非洲种类繁多的动植物资源的介绍。③

以 《非洲概况》 为开端， 国内对非洲地理的研究开始出现快速发展

势头。 其主要有以下两个特征。 其一， 对非洲地理研究的广度有所提升，
其中还不乏对非洲专业地理的研究。 例如曾尊固等编著的 《非洲农业地

理》 在汇总非洲农业总体发展条件的同时， 还分地区对非洲农业发展的

条件、 特点及其所遇到的问题进行系统性论述。④ 同时， 这一时期也出现

了对非洲石油地理的研究。 例如张同铸等编著的 《非洲石油地理》 以非

洲的油气资源为主， 剖析非洲石油化工业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也对非

洲主要产油国的概况进行说明。⑤

其二， 随着中非经贸合作的日益密切， 对非洲地理研究的深度也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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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法〕 皮埃尔·古鲁： 《非洲 （上、 下册）》， 蔡宗夏、 刘伉、 明世乾等译， 商务印书馆，
1984。
徐济明： 《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对非政策》， 《西亚非洲》 2000 年第 1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编 《非洲概况》，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1。
曾尊固等编著 《非洲农业地理》， 商务印书馆， 1984； 谈世中、 邱伟钜、 杨德贞： 《前

进中的非洲农业》， 农业出版社， 1982。
张同铸等编著 《非洲石油地理》， 科学出版社， 1991； 应维华、 潘校华编译 《非洲苏尔

特盆地和尼日尔三角洲盆地》， 石油工业出版社， 1998。



之增加。 研究主题不再局限于对非洲地理概况的介绍， 还对所反映出的

深层次问题进行分析。 其中， 苏世荣等编著的 《非洲自然地理》 一书利

用自然地理学的基本理论来阐释非洲自然地理的特征及其规律， 比较全

面、 系统且有重点地反映出非洲自然地理的面貌。①

自 1993 年中国把非洲作为市场多元化的重要地区之一后， 国内学者

开始对非洲的农业问题进行重点分析。 如吴能远、 陈宗德和曾尊固等人

的研究， 为了解非洲农业发展现状、 问题及解决方案提供了详尽说明。②

出于加大中非农业合作开发力度的需要， 国内一批研究人员撰写了一套

《非洲农业开发投资指南丛书》， 以满足国内开发非洲农业的需要。 这一丛

书在详细阐释非洲农业的发展历程、 农业资源的开发利用基础上， 还分析

非洲农业体系、 粮食安全保障、 商品粮基地的建设等面临的挑战。③

三 中国非洲地理研究的发展现状

2000 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伊始， 中非合作的深度和广度逐渐加深，
呈现出政治与经济并举的态势。 中国与非洲经济合作的关注点由自然资

源逐步扩展到基础设施、 产业园、 旅游等领域。 与之相应， 对非洲地理

研究的范畴也逐渐由第一产业向第二、 第三产业迈进。 具体而言， 这一

时期对非洲地理研究呈现出主线突出、 多元发展的特点。
第一， 随着中非经贸合作范围的扩大， 国内非洲地理研究的关注领

域也得以扩展。 在继续关注非洲农业资源开发问题的同时， 也将矿产、
油气资源作为重点研究领域。 其中， 《非洲土地资源与粮食安全》 主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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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苏世荣等编著 《非洲自然地理》， 商务印书馆， 1983。
参见朱美荣 《从经济地理角度看非洲农业发展战略问题》，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

科学版） 1985 年第 1 期； 吴能远、 朱美荣： 《非洲农业经济发展战略探讨》， 《西亚非

洲》 1985 年第 2 期； 陈宗德： 《非洲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西亚非洲》 1986 年第 3
期； 曾尊固： 《试论非洲农业发展战略》， 《西亚非洲》 1988 年第 3 期； 郧文聚： 《中非

合作开发农业的战略选择》， 《中国软科学》 1998 年第 12 期。
陆庭恩主编 《非洲农业发展简史》，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0； 文云朝主编 《非洲农

业资源开发利用》，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0； 何秀荣等主编 《非洲农产品市场和贸

易》，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0； 陈宗德、 姚桂梅等主编 《非洲各国农业概况 1》， 中

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0； 陈宗德等主编 《非洲各国农业概况 2》，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社， 2000。



注了非洲土地资源的开发活动。 该著作将非洲的土地分为农用地和其他

类型， 认为该地区存在农业用地增加、 草地减少的趋势。① 《非洲渔业资

源及其开发战略研究》 一书则着重关注了非洲渔业资源的开发情况， 同

时还分析了开展中非渔业资源合作的可能性。②

与此同时， 自 21 世纪以来， 随着前往非洲投资并进行相关资源勘探

和开发的中资企业日益增多， 对非洲矿产、 油气等资源的分布和开发现

状的了解显得尤为重要。 《当代非洲工矿业》 与 《当代非洲资源与环境》
等著作重点研究了非洲资源与环境开发历史、 矿产资源的储量和投资环

境， 并在总结中非工矿业合作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 分析其合作前景。③

同时， 朱伟林、 裴振洪、 叶护平等学者对非洲油气资源的研究则迎合了

中资企业在非洲主要产油区进行投资的需要， 对非洲油气的地质条件和

储量等进行系统分析， 在指出中非油气资源合作存在问题的同时， 提出

解决措施。④

第二， 随着非洲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国内学

界也开始关注非洲国家的城市与交通发展问题。 例如甄峰等学者和杨永

春梳理了非洲城市化的历程、 影响因素、 动力机制、 空间格局以及其支

撑体系等内容， 并结合中国城市化建设的经验， 为非洲城市化发展中所

遇到的问题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⑤ 后者还提出非洲国家城市的发展与空

间结构具有极强的历史连续性和路径依赖性， 因人口增长、 矿产资源的

开发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非洲的城市空间模式也向现代社会的

区域城市化发展， 并出现了连片带状、 放射状等结构模式。⑥

对于非洲的交通问题， 《非洲城市交通发展战略与规划》 对其发展模

式进行总结， 阐释了当代非洲城市交通的发展历程、 特征以及未来的发

展方向， 并以拉各斯等为代表的城市为例， 分析非洲国家城市交通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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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黄贤金等编著 《非洲土地资源与粮食安全》，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张振克、 任则沛编著 《非洲渔业资源及其开发战略研究》，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朱华友等： 《当代非洲工矿业》，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 叶玮、 朱丽东等： 《当代非洲

资源与环境》，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 宋国明主编 《非洲矿业投资指南》， 地质出版

社， 2004。
朱伟林等： 《非洲含油气盆地》， 科学出版社， 2013； 裴振洪： 《非洲区域油气地质特征

及勘探前景》， 《天然气工业》 2004 年第 1 期； 叶护平、 高练、 卢武强： 《非洲石油生产

与贸易的地理特征》， 《世界地理研究》 2007 年第 3 期。
甄峰、 席广亮、 魏宗财等编著 《非洲城市化建设》，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6。
杨永春编著 《非洲城市的发展与空间结构》，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6。



划管理模式、 面临的问题。① 而 《当代非洲交通》 则系统梳理了非洲交通

发展的历程， 以及当代非洲的公路、 水路、 铁路和航空等各类交通的发

展概况及其特点。② 《非洲港口经济与城市发展》 一书则以港口为关注点，
系统梳理了非洲各港口的自然条件、 发展特征等， 还以各区域的大港为

例， 介绍其自然条件、 港口设施与布局等， 着重关注了非洲大陆与外界

的沟通问题。③

第三， 国内学者还对非洲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 客源地等进行了研

究。 有学者指出， 荒漠化与大气、 水源和固体废弃物污染， 已经严重威

胁到非洲生物的多样性， 并进而阻碍了非洲的可持续发展。④ 在这种情况

下， 对环境较为友好且有助于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的旅游业便成为非洲国

家发展的重点经济部门。 《当代非洲旅游》 一书将非洲的旅游区分为两个

旅游核心和一条旅游带， 即以埃及为核心的北非历史遗迹文化旅游区和

以南非、 赞比亚为核心的南部非洲阳光地带旅游片区是非洲的旅游核心

区， 连接两个核心区的是以肯尼亚、 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以及沿海岛国

为代表的东部非洲旅游带。 相比之下， 广大的非洲大陆腹地， 特别是西

非和中非地区， 由于信息闭塞、 基础设施薄弱和开发时间较晚， 旅游业

的发展相对缓慢。⑤ 骆高远、 刘红梅、 王颖等学者指出， 赴非旅游的游客

来源地长期以来都是欧洲和北美占主导， 近年来亚太地区赴非旅游的游

客数量也在迅速增加。 不过由于非洲交通体系不健全， 尚未形成较为完

整的交通运输网络， 信息不畅、 卫生条件差和政局不稳等都限制了非洲

旅游业的发展。⑥

这一时期， 该领域值得关注的还有姜忠尽主编的 《现代非洲人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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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曹小曙等编著 《非洲城市交通发展战略与规划》，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5。
罗福建、 黄新民等： 《当代非洲交通》，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
甄峰等编著 《非洲港口经济与城市发展》，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包茂宏： 《非洲的环境危机和可持续发展》，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年第 3 期。
骆高远： 《当代非洲旅游》，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
骆高远： 《非洲旅游保障体系规划研究》， 《世界地理研究》 2012 年第 3 期； 骆高远、 刘

旭： 《非洲旅游客源市场发展探析》， 《西亚非洲》 2011 年第 1 期； 刘红梅： 《非洲旅游

业的发展及存在的问题》， 《西亚非洲》 2009 年第 8 期； 骆高远、 陆林： 《中非旅游合作

的现状和未来》， 《地理科学》 2009 年第 2 期； 王颖： 《南非负责任旅游的兴起及其意

义》， 《世界地理研究》 2008 年第 1 期； 陶颖、 刘鸿武： 《坦桑尼亚旅游业发展状况分

析》， 《西亚非洲》 2007 年第 8 期。



理 （上下册）》。 该书以近 150 万字的篇幅， 对非洲自然地理环境基础和政

治地理的演变、 非洲人口分布与迁移、 资源开发与产业布局、 交通运输与

通信等问题进行了详细探讨， 是国内第一部现代非洲人文地理著作。①

四 中国非洲地理研究面临的问题与发展方向

综上所述， 中国学界对非洲地理问题的研究是一个长期性过程。 其

研究关注点一直追随中非交流的主题。 经过多个阶段的发展， 中国非洲

地理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均有大幅提升， 研究重点已经由最初的了解非洲

自然环境的基本特点， 发展到如今深刻探讨非洲的农业、 资源环境、 交通

运输、 城市化以及区域地理的发展等问题。 不过， 作为一个新中国成立后

才开始得到快速发展的学科， 中国的非洲地理研究仍有着诸多不足。

（一） 中国非洲地理研究中的主要问题

虽然地理学对非洲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但中国学界对非

洲地理研究的关注度依然偏低。 如果说非洲研究是中国学界 “新边疆”
的话， 那么非洲地理研究更是属于这块 “新边疆” 的边缘地带。 缺少中

国特色是该领域研究的另一个主要问题。 当然， 这一现象的出现有一定

的客观环境。 一方面， 非洲地理研究作为一个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复兴，
改革开放后才得到快速发展的学科， 其在研究水平上不可避免地与西方

国家存在着显著差距。 在研究中大量借鉴西方的研究成果也情有可原。
另一方面， 地理学的涵盖范围十分广泛。 其中自然地理学主要研究的是

自然环境的特征与结构等客观问题， 在这些领域过分强调中国特色也是

没有必要的。
不过， 人文地理应该是一个中国学者能够发出独特声音的领域。 西

方国家虽然在该领域有着很深的学术积淀， 但殖民历史使其在学术研究

中存在着有意贬低非洲社会发展成就的倾向， 以便赋予其殖民统治与当

代干涉行动合法性。 独立以来， 非洲本土学者虽然在努力改变这种偏见，
但由于他们中又有相当比例的人员存在西方教育背景， 难以彻底摆脱西

方中心主义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学者的研究理应成为剖析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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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重要参照。 不过从如今的形势看， 中国学界还远未做到这一点。
目前中国非洲人文地理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和政治领域， 且尚未形成较

为完整的研究体系。①

此外， 过于关注现实问题也是中国非洲地理研究需要注意的缺陷。
中国的非洲地理研究从总体上应该分为三个层次， 其中第一个层次是关

于非洲的一般知识， 如非洲自然环境、 历史文化、 风土人情等； 第二个

层次是为中非合作与交流服务， 如关于非洲政治、 经济、 社会等领域的

专门理论与政策研究； 第三个层次则是在纯粹科学层面上的非洲研究，
具有普遍性与学理性。②

从目前的态势看， 中国学界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第二层次。 其中又

以对非洲自然资源的研究最为突出， 大量研究成果均以非洲农业、 矿产

或油气资源为关注对象。 助力中非经贸合作是这类研究的主要目的。 学

以致用固然是知识分子重要的历史使命， 但过于偏重这种功能导向型的

研究并不利于中国非洲研究的健康发展。 中国的非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

段， 仍有相当的学术盲点。 相比之下， 西方的非洲研究体系已经较为成

熟， 甚至在部分热点领域已经发展出了诸如 “埃塞学” （ Ethiopia Stud-
ies）、 “班图学” （ Bantu Studies） 与 “斯瓦西里研究” （ Swahili Studies）
等学科分支。③ 在对非洲很多社会问题都缺少深层了解的情况下， 中国学

界直接涉足非洲的自然资源开发领域不一定会取得良好成效。 例如， 中

国企业在加纳的采金活动就因未能充分履行社会责任而引起了当地民众

的强烈不满。④ 这类案例不仅未能促进中非合作的发展， 反而成为西方国

家炮制 “中国威胁论” 以及 “新殖民主义” 的借口。

（二） 中国非洲地理研究的发展方向

综上所述， 中国非洲地理研究目前仍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 笔者认

为， 提升该领域研究质量的关键在于中国学者需要深入非洲， 而不是仅

停留在书本上进行文字推演或概念演绎。 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其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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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一门既需要博览群书， 也需要身体力行的学科。 仅以中国地理研究

为例， 自古以来中国的地理研究者便有着 “由史出论， 史地结合” 的治

学传统。 早在 2000 多年前， 《诗经》 中便以 “十五国风” 的形式对周朝

15 个诸侯国的民风民情进行了文学性描述。①

时至今日，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 遥感探测手段的大规模应用

与各类数据库的建立极大地方便了地理研究工作的开展， 但实地调研仍

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这一点在研究对象难以得到精确量化的人文

地理领域尤为突出。 通过对非洲的长期实地研究， 笔者发现由谚语、 神

话、 仪式等世代传承下来的本土传统符号系统所组成的非洲自我表述，
与由近代以来外部世界关于非洲的学者著述、 媒体报道、 游记描述知识

系统所构成的他者表述存在着极大不同。② 学界目前对这套自我表述仍缺

乏足够认识， 我们只有通过 “一线体验、 一流资料、 一流人脉” 方能深

入了解非洲大陆的区情、 国情、 社情与民情， 进而尽可能全面把握这套

非洲社会原生的生存与发展策略， 加深对非洲的了解。
除了深入非洲进行实地考察， 掌握非洲一线的准确情况外， 中国非

洲地理研究还需要学术思想层面的指引， 笔者将其总结为 “非洲情怀、
中国特色、 全球视野” 这三层次。 其中， “非洲情怀” 指的是相关学者需

要对非洲抱有一份温情与敬意、 坚持与守望。 在非洲地理研究处于研究

边缘的情况下， 学者唯有怀着对非洲的深切热爱， 方能在这一相对边缘

的研究领域有所坚持， 才会愿意深入非洲大陆， 做长期而艰苦的田野调

查与实地研究。 所谓 “中国特色” 是要将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作为认识

与分析各类非洲问题的基础。 在了解非洲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基础上， 也

要理解和掌握中国文明的个性和学术传统。
所谓 “全球视野” 指的是要站在全人类的角度审视与理解非洲。 其

一， 我们虽反对西方中心主义， 但也应意识到西方的研究同样属于人类

知识共同体的一部分， 要尊重其以往百年所创造的大量学术成果， 并对

其加以必要的借鉴。 其二， 我们也应意识到， 如今非洲面临的各类发展、
安全或环境问题都有着深刻的全球传导和扩散效应。 这种全球化特征使

得仅依靠非洲、 中国或西方角度均不足以认识与解决非洲问题。 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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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角度看非洲地理研究的根本目的不仅仅是了解、 复兴并进一步发

展非洲文明， 而是增益整个人类的思想体系， 最终促成古老的中华文明、
原生的非洲文明以及现代的西方文明间的交流与融合。① 这同样要求研究

者在关注非洲的同时， 也加强对世界其他主要文明的了解。

【责任编辑】 杨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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