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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 随 着 中 非 发 展 合 作 日 益 深入 , 非 洲 国 家 的 主 权 安

全 、 政治 稳 定和 经 济 发展状 态 , 与 中 国 国 家 利 益 之 间 的 关 联 日 益 紧

密 。 为 此 , 中 国 需要在相 互尊 重 、 平 等对话 的 前提 下 , 在把握双 方共

同 利 益 与 合作 空 间 的基础 上 , 更 多 地 关注 非 洲 内 部 事务 的发展 。 通过

思想 对话 与 交流 ,
用 自 己 经历及 所 累 积 的经验和 教 训 , 来关 照 对 比 非

洲 的发展 困境 与发展难 题 , 与 非 洲 国 家开展 更广 泛 的 治 国理政 经验 的

交流 , 与 非 洲 思 想界 、 学术界共 同探究非 洲 国 家解决其 发展难题所需

要 的 思 想智 慧 与政策 方案 , 探讨 非 洲 如何获得 经济发展 、 推进 改 革开

放 、 保持 国 家稳定 、 增 强 能 力 建设 。 在南 南合作 与 南北对话领 域 , 中

国 不仅需 要重 视 和 维护发展 中 国家 的
“

经 济发 展权
”

,
也 需 要 重视 和

维 护 发展 中 国家 的
“

思 想发 展权
”

、

“

话语发展权
”

, 努力 加 强 与 非 洲

思想 智库 的 合作 , 提供维 护发展 中 国 家权益 的 思 想 智 慧 与 知 识产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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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 在经过 了百年之久的 曲折探索之后 , 发展 中 国 家的现代复兴

已经有了重大进展 , 人类与全球 的 发展也 走到 了 一个新 的前景愈加 光

明 、 挑战也更为严峻的十字路 口上 。 在未来
一

个相 当长的 时期 中 ,
全球

体系 的 碰撞与南北关系 的调整将引 发持续的人类思想与观念的 竞逐 、 交

锋与分化 。

在此阶段上 , 发展中 国家的思想 自立与知识创新显得尤为重要。 今 日

与未来 , 中 国的 和平发展取决于 中 国在思想创造与知识产生方面在 国际上

的位置 。 既充分汲取消化了西方的思想智慧与合理 内核 , 同时又跨越了西

方阻遏发展 中 国家复兴崛起所设置的思想高墙 , 是当今中 国在思想领域必

须同时完成 的双重历史任务 。 中非智库交流与合作 , 意义重大 , 前景广

阔 , 但也任重道远 。

－

中非智库论坛的建立及首届会议的主题与议题

在各方通力支持与合作下 ,

“

中非智库论坛
”

第
一届会议于 2 0 1 1 年

1 0 月 2 7 日 在中 国江南历史文化名城杭州 和金华举行 。 这是新世纪第二个

十年开始之际 中非双方学术思想界的
一

次盛会 。 两百多位来 自 非洲 、 中 国

及世界部分国 家的著名 智 库 、 大学 、 政府部 门与企业 的专家 、 学者 、 官

员 、 企业家与媒体人出席了本届会议 。 同 时 , 在外交部支持下 , 出 席中非

合作论坛第八届 髙官会 的
一百多位来 自 非洲各国和 中 国政府的高官也出 席

了本次论坛。

按照
“

民间为主 、 政府参与 、 坦诚对话 、 凝聚共识
”

的宗 旨 ,

“

中非

智库论坛
”

旨在搭建一个开放 、 平等 、 共享的思想对话平台 , 就非洲发

展问题 、 中非关系 及相关领域 的话题进行坦诚对话 、 思想交流与 政策研

究 , 以增进中非了解 , 扩大中非共识 , 更好地发挥中非双方智库在推进 中

非友好合作关系 中 的作用 。

进人新世纪以来 , 中非关系获得 了快速而全面的发展 。 作为世界上发

展潜力最大的 国家和大陆 ,
过去十年

, 以
“

中非合作论坛
”

为核心引 擎

和推进机制的中非全方位合作关系 , 已经成为全球 国际关系 中最引人关注

的领域之
一

。 而未来的 十年 , 中非合作关系 还将持续提升 , 前景更为广

阔
,
同时也会面临越来越复杂的新挑战 、 新难题 , 迫切需要 中非双方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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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智慧 , 探寻未来方 向 。 中 国古人治学求知 ,
重在事理结合 ,

以事说

理 , 理由事出 。 以这样的思想维度来看 , 过去五十年的 中非合作关系 已经

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事实 , 其间包含着可供学术界 、 思想界进行理论推演 、

概念提炼和知识总结的广 阔空间 。 为此 , 中非双方的学术 、 思想界应该开

展更有效的面对面地深入对话与交流 ,
并由 此战略高度上共同来建构具有

中非智慧特征和发展 中国家共 同经验和情感 的思想平台与话语形态 。

“

中非智 库论坛
”

首届会议的主题拟定为
“

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 中非

关系
”

。 其用意与希望 ,

一

是总结过去十年 中非关系 的发展成就 ,
二是分

析当前 中非关系面临的 问题和挑战 ,

三是展望未来十年 中非关系的发展前

景与创新空 间 。 为使讨论深人 , 在此总主题下 , 又设置 了三个分议题 , 即

“

非洲安全形势与 中非在和平安全领域的合作
”

,

“

非洲金融投资环境与中

非金融投资合作
”

,

“

中非人文交流与智库的作用
”

, 希望首届智库论坛能

从不 同角度和层面上就相关主题展开更深人具体的讨论 。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 也是非洲面临的根本问题 。 就非洲而

言 , 和平与发展两者之互为 因果更为 明显 。 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 以来 ,

非洲 的和平安全总体局势有 了改善 , 但在局部地 区也 出现恶化趋势 。 那

么
,
应该如何看待 目前非洲 的安全局势与未来走向 ？ 非洲的和平安全究竟

如何建设 ？ 实现非洲和平安全的根本途径是什么 ？ 中 国对非经贸与金融投

资合作是否正在从根本上为非洲 的和平安全建设提供长期的基础条件 ？ 如

何更好地发挥中 国在非洲和平安全领域的作用 ？ 外部力量 介人对非洲和

平安全有何影响 ？ 如何通过经济发展来促进非洲和平安全建设 ？ 中 国在

非洲和平安全建设中 发挥何种特殊作用 ？ 这些都是需要深入研究和调研

的课题 。 而在金融与投资方面 , 进人 2 1 世纪 以来 , 非洲 巳经成 为 国 际

金融与投资最有活力 的地区 , 潜力巨大 , 但非洲的金融投资环境还需要

进一步完善 ,
非洲 国家需要有更好的政策 、 环境和 国 际合作 。 中非金融

机构如何扶持 中非 中小企业 的发展 , 如何扩大非洲就业 市场 , 促进非洲

对华出 口
,
从而让 中非合作更 好地惠及非 洲 民 众 , 都 是面 临 的 紧迫 问

题 。 目 前 ,
人们普遍认识到非洲发展动力 的提升与 国 际对非金融投资的

扩大有着直接 的关联 , 但如何评估非洲金融 与投资环 境的机会与 风险 ,

如何才能更好地为中非 中小企业合作提供金融支持 , 推进 中非在非洲基

础设施、 能源 、 农业 、 旅游等方面开展更有效的投资合作 , 需要有更深

人的 思考与具体翔实的个案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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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推进中非智库合作的时代背景与战略意义

在中非关系发展的这个关键时期 , 中非智库论坛的搭建具有特殊的意

义 , 其使命也十分重大 。 近年来 ,

一些非洲国家的思想界和智 库组织 ,
开

始以 自 己 的方式关注中国发展的经验与得失 , 寻求与中 国学术思想界的交

流合作 , 并在许多场合提 出过合作倡议 。 对非洲 国家社会思潮与舆情的变

化 , 中国应该给予积极把握并顺势而为 ,
通过检讨 以往对非政策体制和理

念 中存在的不足 , 消除障碍 , 使援非事业有新 的 突破 。 其 中的一个方面 ,

是应该采取积极稳妥而适 当的方式 , 推进 中非智库的交流与合作 ,
通过提

供适当的援助 , 帮助非洲 国家建设其思想智库 , 提升非洲 国家思想 自 主发

展的能力 。

学术与思想是 当今时代国家间竞争与合作 的特殊舞台 , 而在国际思想

竞争与合作 的背后 , 更包含着巨大的国家发展与安全利益 。 近年来 , 非洲

发展问题和 中非合作关系 日 益成为中 国与西方发生观念碰撞与思想交锋的

领域 。 就中 国来说 , 在非洲研究这
一

最初 由 西方开创 的 国 际学术思想领

域 ,
今 日 的 中 国更需以 自 己 的立场和方式重新进行思考 ,

开展创新研究 ,

突破西方话语高墙 ,
坚实有力地建立起属于 中 国 的

“

思想与学派
”

知识

体系 与话语形态 。 并且通过这
一进程 ,

重建东西方之间 、 南北之间的思想

与知识关系 问题 , 逐渐在非洲呈现中 国思想与智慧的价值 , 推进有 中国胸

襟气度 的非洲研究事业 的进步 , 从而最终在国 际非洲研究领域实现东西方

话语优势的 主客场转换 。

非洲是当今世界最后一块欠开发的大陆 ,
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能是世界

留给中 国思想与智 慧呈现其特殊之创新能力 与济世价值 的一个特殊的机

会 。 非洲发展问题涉及 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十分复杂而充满挑战 , 其中孕育

着人类知识与理论创新的巨大空间 与机会 。 在此领域 , 西方虽然先行了一

步 , 但并未垄断了非洲 问题的全部真理 ,
它依然给作为后来者的 中 国学者

留下许多远未解决的思想挑战 、 知识难题以及足够广阔 的创新空间 。 事实

上
,
中国与西方 国家在非洲发展 问题上的思想交锋与价值碰撞 , 目前才刚

刚 开始 , 真正的较量与结果 尚 取决于今后
一

个更长期历史时 间 的 发展走

向 。 可以说 , 中非发展合作独特实践及其背后包含的新的思想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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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 , 正是中 国学术界可以 主动予以拓展的一个新天地 , 是中 国思想界摆

脱对西方原创知识与思想的长期依赖趋随状态而创造 出 自 己 的跨文化元话

语体系并走 向世界的
一

个特殊机会 。

从总体上看 , 相对于发展中 国家而言 , 在今 日世界体系 中 ,
西方发达

国家在精神产品 生产与传播上仍拥有绝对优势 。 然而 , 在 2 1 世纪里 , 非

西方世界的崛起当是
一

个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 近年来 , 西方国家已经 明

显地从战略上加强了对非西方国家的观念渗透和文化攻势 。 从长远的战略

高度上看 , 包括中非合作在内 的整个发展中 国家今 日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

国际交往与发展合作 , 其意义除了加强发展 中国家的集体的发展力量 , 促

进发展中 国家的发展与文明的复兴之外 , 还包含 了特别的要求 , 特别的 时

代使命 , 那就是需以 自 身的当代发展与知识经验 , 从源头上参与对全球现

代性思想话语的建构塑造 , 参与对人类文明核心理念之内涵及本质的重新

理解与再度诠释 , 以此打破以西方为 中心 的现代性褊狭话语体系 。 在此基

础上 ,
通过全球 的全体人类的共同努力 , 在现代政治制度 、 经济形态 、 思

想文化 、 观念道德的标准与原则方面 , 在种种有关理性 、 民主 、 自 由 、 人

权等普世性 的人类价值体系建构中 , 相应 的加人亚非人 民或非西方世界 的

传统的 与当代的知识形态与实践智慧 , 从而拓展和扩大现代性 的内涵与外

延 , 丰富现代文明 的结构与基础 。

这是一种全球知识与思想的重新建构进程 ,

一种人类思想体系的全球

再塑造过程 。 在 当今的 国际关系竞争领域 , 作 为全球最大的 发展 中 国家 ,

中 国除 了需要重视和维 护发展 中 国家的
“

经济发展权
”

外 , 还需要重视

和维护发展中 国家的
“

思想发展权
”

、

“

话语发展权
”

。 对此 , 中 国应该有

十分清晰的立场表达 , 立足于中 国方位提供全球性的推进和维护发展中 国

家发展权益的思想框架 、 知识产品 、 话语体系 。 而这
,
正需要 中非双方的

学术界 、 思想界加强联合与合作 , 共 同努力建构面向新世纪的具有亚非世

界以及全球多边特性的知识生产与思想交流平台 。

对于思想文化的力量 ,
西方国家

一

直有其特殊的理解 。 过去数十年 ,

西方国家始终高度重视思想优势 的保持与学术话语霸权的掌控 , 并投入相

当多的精力与财力 。 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多年 , 在推进其全球战略的

过程 中 ,
西方通过持续性地实施对发展 中 国家的所谓

“

民主援助
”

战略 ,

将经济援助与意识形态输出挂钩 , 以援助为手段在发展中持续输出 西方的

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 。 在此过程 中 , 西方用大量 的经费资助发展中 国家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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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学术机构 、 民 间智库 、 网络机构 ,
以此介入当地思想界 、 知识界 、 学术

界和媒体界 , 影响其价值理念与思想倾向 。 观察近年来发展中 国家此起彼

伏的政局动荡之前 因后果 ,
可以看出经过二十多年推进 ,

西方在发展中 国

家传播其价值理念和思想体 系 的
“

民 主援助
”

战略在某些方面 已取得 明

显成效 。

长期 以来 , 发展中 国家因经济落后 , 相关投入不足 , 其非政府组织 、

科研机构 、 民 间智库常须接受西方经济援助 , 由 此也与西方形成一种特殊

的依存关系 。 西方投入大量 的资金支持援助非洲国家的思想学术机构 , 自

然有其长远的 战略 目 标 , 有其 巨大的 国家利益的考虑 。 尽 管不 可一概而

论 , 但作为一个整体 , 西方
“

思想文化援助
”

的 真实 目 的 , 仍 然是希望

通过一种潜在而隐蔽的方式来传播其特殊理念与价值观 ,
以维护西方长期

以来的特殊利益 。 特别是 ,
西方在传播其特殊理念与价值观时 , 通常将其

包装在
一整套精心设计且极为复杂的话语体系中 ,

且依照时势需要 , 转换

成诸如
“

民主
”

、

“

自 由
”

、

“

人权
”

等外表光鲜亮丽 、 具有不容置疑的道

德正当性的概念 , 并将其广泛渗透于广大发展中 国家思想与意识形态各领

域 , 以无形之方式 , 影响着发展 中 国家社会精英 、 知识阶层乃至普通 民众

的思想意识 。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
二十多年来 , 通过各种有 目 的的附加政治条件和

意识形态 内容的对发展中 国家援助 , 西方强化了 自 己 的思想体系与价值理

念在发展 中 国家 的影响力 , 推动 了发展中 国家学术机构和思想精英在思想

观念上与西方的 趋 同化 。 西方也 因 此在 意识形 态的 竞 争 中实 现了 某种
“

情势逆转
”

, 使 自 己 重返 了道德话语 的高地 。 与 2 0 世纪五六十年代 民族

独立与解放运动时期 ,
发展中 国家高举反帝 、 反殖 、 反霸的话语旗帜 因而

占据道德髙地和话语优势 的情势不同 , 今天 , 面对西方以强大投入战略和

偷天换柱之技法精心包装 的
“

民主 、 自 由 、 人权
”

的意识形态话语攻势 ,

发展 中国家往往因缺乏积极有效的 回应手段而处于被动受损的弱势地位 ,

许多时候陷 于
“

集体失语
”

的沉寂状态 , 或是随波逐流 、 被动跟随依附

于西方之强势主流话语 。 这种情形的 出 现 , 表现出发展 中 国家 的话语体

系 、 知识创新能力 、 学术研究能力 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跟不上 自 身发展要

求 ,
发展中国家的

“

思想发展权
”

受到限制 ,

“

话语发展权
”

受到侵烛 ,

相对于西方 ,
形成 了新的发展差距 、 思想洼地与知识鸿沟 。

西方国家持续的意识形态新攻势 , 精心建构这一阻遏发展 中国家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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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思想高墙 , 正对全球 战略格局之变动趋势产生复杂影 响 。 近年来 ,

凸显西方话语霸权的针对中 国发展道路及国际合作模式的种种贬斥话语在

西方
一些媒体上频繁出现 , 造成一些非洲 国家与 中国在思想理念 、 价值观

与意识形态方面差异扩大 , 疏离感加深 ,
对中 国发展与崛起的担忧 、 猜忌

甚至排斥与 日 俱增 。 这一切在短期 内会对非洲 国家的 自 主发展 , 对中非合

作关系 造成直接或间接的损害 。

然而 , 从长远来看 , 非西方世界在 2 1 世纪 的 发展是
一

个 总体 的 趋

势 , 西方的话语霸权将提醒并推动非西方世界 的人民及其知识精英 日 益

重视国际思想竞争能力与本 国本 民族思想原创能力 的 提升 , 这将促使非

西方国家逐渐进人现代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 的前沿领域 , 自 主探索人类

发展与现代性思想理论 的本质 。 通过这样
一

种思想领域 的 自 觉 自 信及持

久艰苦的 努力 , 非西方世界能够逐渐建立起属于 自 己 的 、 能反映人类历

史发展普遍经验 、 满 足国家民族发展要求和支持对外平等对话 的 现代知

识形态与话语体系 , 从而在根本上结束在思想和文化上依赖从属于西方

的历史 , 在现代性的元话语体系 中生成真正具有全球人类共同 属性 的 知

识体系 。

三 推进中非智库合作的基本思路与政策举措

不过 , 今天非洲大陆的政治生态 、 思想生态与文化生态都在发生深刻

的变革 , 其变化 的深度与未来趋势 , 也许是我们并不完全清楚或能把握

的 。 如果说在经济领域 、 政治领域中非双方已经有 比较长期而强有力 的关

系 , 中非双方已经积累 了较丰富 的开展经济与政治交往 的经验的话 , 那么

在思想与知识这一特殊的领域 , 中国在变化 , 非洲也在变化 , 变化中的双

方如何交往 、 如何合作 ,
双方都并没有太多的经验 , 中 国的学者总体上还

没有真正深人系统的思考。 考虑到今 日 的非洲 , 其思想 、 学术与文化领域

事实上可能要比其政治与经济领域更多地受制于西方 ,
更多的是一个西方

思想与学术主导 的世界 , 那么 ,
这一问题对于中国学术界 、 思想界来说包

含的挑战就更为复杂 。 换句话说 , 在非洲学术研究这
一

由西方开创且今 日

西方依然在其中 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与学术领域 , 如何立足于中 国立场和

方位进行新的创新研究 , 是中国学术界今 日 面对 的一大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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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中 国的非洲研究在 国家有关部 门 、 大学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和

参与下发展显著 。 短短几年间 , 在建立专业学术机构 , 填补研究空 白 、 培

养专门人才 、 出版学术成果 、 开展国际交流 、 参与 国际合作研究 、 提升研

究水平 、 发挥智库功能 、 服务政府 、 企业和公众等方面均取得了重要的甚

至是突破性的进展 。 所取得的成果和发挥的影响 , 已改变了过去非洲研究

边缘薄弱 的地位 。 非洲研究的基础性地位 , 不仅在其本身的成果中得到体

现
,
也在与其他重点研究 ( 如大 国 、 周 边 、 多边及全球性 、 现代性等研

究 ) 的交相互动中体现出 来 。 随着多方资金注入和专业研究力量投入 的

增加 , 中 国的非洲研究在物质条件改善 、 学术资源加强 、 学科建设的 国际

化水平提升 、 官学紧密互动各方面不断推进 , 学术 旨趣的 中 国特色 日 益鲜

明 , 知识的社会服务功能不断扩大 。 可以预言 , 今后很长一段时间 内 , 非

洲研究吸引 的人力 、 物力投入还会增加 , 其研究过程 中的开放意识与 自 主

意识 、 全球眼光与中 国立场 、 非洲情怀与 中国个性将在相互激荡 中 同步提

升 。 以 2 1 世纪 中非之间直接 、 主动和 日 益增强 的发展合作为理论创新 的

基础平台与话语源头 ,
面对非洲大陆追求现代发展的宏大时代命题进行中

国思考 , 在不远的将来 , 中 国非洲研究的力量和规模将逐渐进人 国际非洲

研究领域的核心与前沿地带 。 而这种发展 , 本质上是与非洲在全球发展中

的重要性 、 中非合作的长远战略意义和 中 国为实现和平发展战略而进行思

想 、 知识与文化的系统建设要求相符合的 。

为此 , 中 国需要对传统 的对外援 助方式做 出 某种程度上 的 战略性调

整
,
规划一个具有 长远性 、 战略性 的

“

当 代 中 国思想 与学术 走 出 去 战

略
”

, 推动中 国思想界 、 学术界 、 教育界走 向非洲 , 走向 发展中 国家 , 逐

渐扩大
“

中国知识
”

、

“

中 国思想
”

、

“

中 国智慧
”

、

“

中 国经验
”

在非洲 国

家和全球 的影响力 。 在保持以往且行之有效的对非经济发展援助的 同时 ,

重视有助于非洲国家思想创造能力与学术研究能力提升 的
“

软援助
”

。 立

足于中国 ,
提供全球性的推进和维护发展 中 国家 、 非西方世界权益的思想

框架与知识产品 。 国际化与全球化应该成为未来一个时期包括非洲研究在

内的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基本战略取向 。 中 国需要积极支持非洲

国家的学术机构 、 非政府组织 、 民间智库走进中 国 ,
积极支持中 国的学术

思想机构走进非洲 , 让中非双方 的学者能在国际学术与思想髙地上建构紧

密互动的话语平台 。

具体而言 ,

一

方面 ,
积极推动 中非双方建立研究对方 的各类研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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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 如在中国 的高校中建立更多的不同学科支撑 的非洲研究中心 , 在一些

有条件的大学建立非洲翻译馆以开展中非文献互译工作 。 另
一方面 ,

也要

支持和推动非洲 国家的 大学 、 政府机构 、 ＮＧＯ 组织建立各种类型的 中 国

研究中心 , 推进孔子学院 的本土化进程 , 将汉语教学纳人所在国家的 国 民

教育体制 中 , 同时在非洲建立联合报社与合作出版机构 。 通过这ｆ
一

个 日

见开阔的平等对话与交流平 台 ,
通过推进 中 国 国 内发展经验的 国 际化 进

程 , 来会通整合 2 1 世纪发展 中 国家的新 的发展理念和发展经验 , 并逐渐

将中 国知识与 中国智慧转换成
一

种可被外部世界理解 、 感受 的话语形态 ,

让非洲国家的人民有更畅达有效的途径来接触了解中 国 。

除上述 问题需要得到关注外 , 还需要在这样
一

些基础性条件方面做

出努力 。 第一 , 需要在国 内各大学建立起一批实体性的 、 能长期稳定存

在并有相应资金支持与政策保障 的非洲研究 专 门机构 , 并集人才培 养 、

学术研究 、 政策咨询 、 国 际交流等功能于
一身 。 第二 , 需要拥有一批专

门化 的 、 热爱非洲研究 事业 、 长期致力于非洲研究事业 的科研与教学 队

伍 , 这些人员需要来 自政治学 、 历史学 、 教育学 、 社会学 、 人类学 、 经

济学 、 管理科学甚至 自 然科学与技术工程等不 同的 学科背景 ,
具有赴非

洲 国家访问 、 考察 、 调研 的经历 。 第三 , 涉及非洲研究领域 的各专业研

究生应该有多种途径赴非洲 国家实 习考察 , 或与非洲大学联合培养 , 在

当地学习本土语言 , 感受 当地社会与文化 , 以为将来进行更具学术深度

和个人风格的专 门研究建立基础 。 第 四 , 形成培养髙水平非洲学研究生

的专业条件 与硬件环境 , 包括非洲专业图 书资料 中心 、 非 洲博物馆 、 非

洲 图像影视 中心 、 非洲 网络数据库 的系 统化建设 。 这
一切

,
对于 中 国 的

和平崛起战略 目标的实施 , 对于中非 的发展合作战略的 可持续推进 , 都

有持久而重 大的意义。

四 从智库角度看非洲国家发展与治理的根本障碍

非洲大陆数十个年轻国家的 国家成长与政治发展 问题 ,

一直是 国 际

非洲研究界广为关注的核心问题 。 无论是从理论的层面还是从实践 的层

面上看 , 在过去数十年 间非洲 国家在政 治发展领域所 经历的 曲折过程 ,

在此期间各 国之政体模式 与政 治形态所呈现的 种种混 杂与矛盾 的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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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迄今为止许多 国家依然并不稳定也不 明朗 的政治发展前景 , 使得 当

代非洲 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
一直是

一

个具有 巨大学术挑 战与现实关切 的

研究命题 。

关于非洲 国家的当代政治发展问题 ,
迄今为止世界各国研究者的观念

与看法依然 十分不
一

。 相关 的争论 , 集中 在如下一些复杂 的 问题上 。 第

一

, 当代非洲 国家政治发展的首要任务或核心 问题是什么 , 在非洲国家独

立之初或国家创立伊始 的政治发展早期 阶段 , 什么样的 国家制度与政府体

制才是可行的 、 有用的 、 能稳定存在的 ？ 第二 , 对于非洲年轻国 家来说 ,

衡量其国家政治制度是否合理 、 国家政权体制是否正义的标准应该如何确

立 和判定 , 是由 实践需要和有效性来判定还是由 某种先定的理念或意识形

态来判定 ？ 第三 , 独立后的非洲 国家是建立
一种适应非洲 国家社会经济发

展需要 的内生型的 、 本土化政治体制与政治结构 , 形成
一

种有助于推进国

家经济发展 、 社会稳定 、 民生改善的有统一行动能力 的集权化强势政府 ,

还是按照西方的政治理念移植一种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看来更具有所谓道德

合法性的议会政体与选举制度 ？ 第四 , 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是有助于促成国

家在包容 、 并存的基础上探寻本国的
一

体化进程与 民族认 同 ,
而不是简单

移植某种排他性 冲突性 的竞选制度而强化各族群 间的矛盾并最终导致 国家

的分裂瓦解 ？ 第五 ,
是建立

一

种可 以集中 国家资源以便举 国一致地努力去

为国家的长远发展 目 标奋斗的强势政府 ,
还是建立

一

种仅追求本族群眼前

利益或局部利益并导致持续的相互排斥恶性竞争 的弱势政府 ？ 所以这些问

题 , 在过去数十年非洲 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中
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与

解决 。 而在这种理论与观念混乱的背后 , 现实的非洲政治更呈现出长期的

动荡与混乱局面 。

从全球比较与 中 国经历的多维视角上看 ,
今 日 非洲 国家有效治理的根

本难题 , 实 现发展 的 主要 障碍 ,
总体上 集 中 在如下几 个相互关联 的 问

题上 。

当代非洲 国家发展与治理进程 中面临 的第一个大问题 , 是国家主权 日

趋弱化甚至消解 ,

一些国家的政府管辖与统
一

能力严重不足 ,
国家体系与

政府功能 日 益陷入瓦解与退化 的状态 中 。 如何克服部族部落社会的分裂性

与离散性 , 推进现代主权国家的 统
一建构与民族

一

体化融合 , 是 2 0 世纪

中期独立后的非洲绝大多数国家面临 的最大政治发展挑战 , 也是实现国家

稳定 、 经济增长 、 社会安全的基本前提 。 但是 , 在
一

些 国家 , 这一进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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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就受到 内 外因素的干扰而进展缓慢 。 今天 ,

一些非洲国家甚至 日 益

处于国家体系 消解与政府功能瓦解的无政府状态中 。 而在当下 , 对非洲 国

家统一建构进程形成阻遏障碍 、 消解 国家存在基础的 内外 因素更变得十分

复杂而多样 , 大体上看 , 如下几个方面的挑战是最明显的 。 第一个消解力

量
, 是西方发达 国家主导下 的全球性 的经济全球化和政治 自 由化进程 。 对

于贫困落后的弱小非洲 国家来说 , 这一外部主导的进程 , 作为一种巨大的

强制性政治经济与文化力量 , 明显地从外部消解着非洲国家的 主权 , 侵烛

非洲 国家的政治权威与行动能力 。 总体上看 , 非洲 国家是在国 内一体进程

远没有完成 , 统一国家的主权建构与 民族认 同问题远未解决的背景下 , 被

动地卷进全球化洪流中来 的 。 作为小国寡民的 弱势国家 , 非洲 国家常常面

临着国家主权丧失与被肢解的压力 。 第二个消解力量 , 是在国家
一体化建

构与 民族融合远未完成的情况下 ,

一些非洲 国家在内 外压力下被迫移植和

照搬西方竞争性的多党制与选举政治 , 结果往往引发持续的群族冲突 、 宗

教冲突 、 文化 冲突 ,
这又从内部侵烛着非洲 国家主权的统

一

性与政府执政

能力 。 第三个消解力量 ,
是近二十多年来急速涌现的大量非政府组织及这

些组织间广泛发生的对抗性政治诉求 , 这些非政府组织往往具有境外力量

支持与操控的复杂背景 ,
也在

一

定程度上从 内部消解了非洲国家的 内在包

容性 、 凝聚力 、 国家权威与行动能力 。

事实上 , 在今 日 世界 , 没有
一个国家可以在无国家主权保护与缺失政

府管理的情况下还能获得发展所必需的 社会稳定 、 国家安全与经济增长 。

今天 , 在非洲
一

些国家和地 区 , 政府能力严重缺失 ,
基层政权形 同虚设 ,

看不到条块分明 、 上下联通的功能化的政权网络与管理系统 ,
在政府机构

和行政体制瓦解 、

“

有社会而无政府
”

的状态下 , 千千万万的百姓苍生在

广 阔无边的大草原和大荒漠中陷入一种无助 的 、 自 生 自 灭般的艰难处境 。

国家统一体制 的消解和政府管理能力的丧失导致了 巨大的灾难 。 虽然今 日

非洲 国家拥有 巨大的人力资本 , 有大量 的年轻人 口
, 却因缺乏组织者和动

员机制将他们组织成国家的建设大军 ,
庞大的人 口资源无法转化为服务 国

家建设的人力资源与生产要素 ,
人们只能无所事事 , 四处游荡生存 , 巨大

的人 口 红利远不能利用起来 。

当代非洲 国家发展与治理进程中面临 的第二个大的问题 ,
是许多国家

在过去数十年 中始终不能从经济的角度来理解政治的本质 , 始终没能将 国

家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
长期忽略经济发展这一根本 目 标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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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无谓 的空头政治纷争之中 。 贫 困与落后是一切动荡 、 冲突甚至恐怖主义

的源头 。 不集中精力发展经济 ,
不努力改善 民生 , 不保持一个稳定有效的

国家体制 ,

一切都无从谈起 , 政府也迟早要垮台 。 过去几十年 ,
无论是威

权主义的强势政府还是议会政体的民主政府 , 许多非洲 国家的执政者都没

有将经济发展 、 民生改善放在工作的首要位置上 , 而是就政治谈政治 , 缺

乏推进经济增长的意愿与能力 。 多年来西方在非洲推进的政治变革 , 往往

过度迷信选举政治和投票功能 ,
以为只要有了选举 , 有了多党制 ,

一切问

题就会获得解决 。 但劣质选举政治与无序政党竞争使 国家 的任何长期规划

与发展都无从落实 , 政治许诺盛行 , 短期行为泛滥 。 多年来 , 非洲大陆空

头政治充斥 , 政治挂帅盛行 , 选举迷信左右
一

切 , 这是非洲国家面临 的
一

个根本性困境 对于今 日 的非洲 国家来说 , 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才是

最大的政治 , 非洲 国家需要进行政治改革 , 但政治改革的 出 发点 和 归属

点应该是如何促进非洲 的 经济发展与 民 生改进 , 应该是 围绕着经济建设

能力的 提升来进 行政治变革 , 而 不是 如何将 自 己 的政 治变得 与西方
一

样 。 同 样 , 今 ＠ 的非洲 国 家需要保持稳 定 , 但 稳定 不是 为 了稳 定而 稳

定 , 稳定的 目 标是为 了更好地 促进经济发展 、 民生改善 。 过去十多年 ,

一些西方国家为 了反恐而支持一些非洲 国家的强势政府 , 只 求其保持政

权稳定 以配合西方的反恐战略 , 但却忽视了支持和敦促这些 国家 的强权

人物或威权政府致力于本 国的经济发展与 民生改进 。 事实上 , 如果反恐

与稳定牺牲了经济发展与 民生 , 或无助于发展 的推进 , 稳定最终难 以维

系 ,
反恐也最终难获成效 。

当代非洲国家发展与治理进程中面临 的第三个大的问题 , 是如何确立

长期而稳定的发展战略与 目 标 , 培育全体人民如何通过长期努力 、 自 力更

生来奋斗的 问题 , 指望通过外部援助是无法迅速解决所有 问题 的 。 目前 ,

许多非洲国家还十分落后 , 与西方 国家甚至新兴 国家 的差距很大 , 不能指

望在短期内解决所有的 问题 。 为此 , 国际社会应该从积极的方面鼓励非洲

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树立长期艰苦奋斗的信念与决心 , 并对非洲 国家的任何

进步都要给予充分 的肯定 。 非洲 国家需要努力保持政局和政策 的稳定与连

续 ,
只有政策实施的连续性与长期性才能使非洲面临 的

一些根本性难题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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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获得解决 。 研究非洲发展障碍问题的美国学者约翰
？

伽思维尼恩也认为 ,

中国发展的重要原因 , 是中 国有采取长期策略的能力和埋头苦干 、 坚忍不拔

的精神 。 因此 , 中国在援助非洲的过程中 , 往往更注重非洲基础设施的配套

建设 , 更重视维护非洲 国家的政治稳定与国家主权 。

当代非洲 国家发展与治理进程中面临的第四个大的 问题 , 是如何更有

效地培植国家认 同感与归属感 , 培养政党领袖与普通民众的爱国情感及为

国家利益而奋斗 的精神 。 国家观念与 国家认 同是支撑
一个国家生存 、 发展

’

和稳定的基础 ,
也是

一

种持久发挥作用的国家文化体系 。 国家意味着在此

版图 内生活的人们 , 对于 自 己 的国家有基本的归属感 , 对于本 国的历史 、 』

传统 、 文化 、 国家利益有源 自 内心的体认 、 尊重和维护意识 , 对 国家兴亡

有所担当 。 但长期的政治动荡与族群分裂 , 往往造成非洲 国家缺乏坚实有

力 的国家核心理念与核心价值体系 , 维系和动员全体国人的 国家整体利益

观念也往往难以建构起来 。 在国家认 同感薄弱的情况下 ,
国 内各竞争性的

政治团体与对抗性的族群政党往往不能共同制定和持续地追求国家的长期

发展战略与发展 目标 ,
这也是非洲 国家必须努力克服的

一

个结构性与观念

性障碍 。 国家观念与 国家认 同是支撑一个 国家生存 、 发展和稳定的基础 ,

也是一种持久发挥作用的国家文化体系 。 从最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学角 度来

看 ,
所谓

“

国家
”

或
“

国民
”

, 并不只意味着国际法层面上 的国家边界或

疆域 。 国家意味着在此版图 内生活的人们 ,
对于 自 己 的 国家有基本的归属

感 ,
对于本国 的历史 、 传统 、 文化 、 国家利益有源 自 内心 的体认 、 尊重和

维护意识 。 因为国之为国 , 不仅是地理概念上的 , 更是观念上的 、 精神文

化上的 。 从古今 中外各国之兴废成败经验来看 ,

一

国之民生于斯长于斯 ,

他们的 内心世界里是否意识到 自 己与这个 国家 、 与这个国家中的其他人有

一份共同的命运 与前途 , 并在国家发生灾难之时有
一份

“

位卑 未敢 忘忧

国
”

的情怀 , 对国家兴亡有所牵念 , 有所担当 ,
这一切观念 与文化上 的

传统与精神 ,
对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始终是至关重要的 。 如果一国之民

缺失了这样
一

种
“

国民情怀
”

、

“

国家意识
”

, 人们各怀私利 , 各行其是 ,

仅仅追求局部的 、 集团的 、 地方的利益 , 置 国家民族大义于不顾 ,
这样的

国家与 民族
一

旦大难临头便会四分五裂 ,
万劫而不复 。 但国家观念与 国家

情感的成长毕竟是
一个漫长的 过程。 当代非洲 国家都十分年轻 ,

立 国不

久 , 文化根基多有先天之不足与后天之缺失 。 克服这一困境 , 必有一个漫

长的过程 。 这是
一个很大的历史文化背景 ,

是我们理解当代非洲 国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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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为何如此曲折艰难 、 其政治经济为何长期处于世界体系相对落后状态

之 问题时必须充分考虑的 。 事实上 , 认清人类文明的多样性 , 承认现代性

展开过程的复杂性与 曲折性 , 是理解文明发展存在差异的根本 。

五 通过思想自立克服非洲发展的根本障碍

过去数十年 , 非洲 国家也试图探索 自 己 的政治发展道路 , 寻求建立适

． 合 国家发展需要的政治模式 , 但因 国少民弱 , 这个过程往往受外部力量干

预而一次次 中断 。 2 0 世纪 9 0 年代 以后 ,
虽然多党制成为非洲国 家的主流

政体 , 但这并不意味着非洲 国家都踏上了 民主 的坦途 。 现实的情势却是 ,

9 0 年代后许多非洲 国家虽然拥有 了一个多党制 的 民主国家外壳 , 但实际

情况往往是
一

党独大或强人政治 。 在
一些非洲 国家 ,

一些执政者还发现了

只要举起
“

民主
”

的旗 帜 , 就不但可 以维护其权力基础 ,
还能获得西方

援助机构的大力支持 。 而西方国家及其主导的 国际援助机构 , 则又认为这

些国家人权记录尚有污点 、 民主政治远不到位 , 因而继续以附有政治条件

的援助手段向这些国家施压 , 使这些非洲国家始终处于被动变革政治体制

的状态中 。 持续不断的政治竞争不仅消耗着国家十分有限 的人力物力 , 而

且在部族政治影响下畸形发展的竞争性政党政治 , 选举往往都带上了部族

政治冲 突的色彩 。 在国家建构远未完成 , 只有部族意识而无 国家观念的状

态下 , 以部族政治为背景形成 的对抗性政党 ,
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 ,

都往往只从本部族的角 度考虑问 题 , 部族标准就是政治标准 。 在此情形

下 , 政党利益与 国家利益往往并无统一之交集 。 在选举过程 中以部族为界

的非此 即彼式的零和博弈 , 使参与政治的各政治集团与政党往往都既没有

长远的 国家发展 目标与战略谋划 , 也缺乏承担国家长远发展责任的远见卓

识 , 只是一味地为了选举而选举 。 在这种情势下 , 非洲 国家成长的空间 日

益狭小
, 政治 自 主能力 的建设更无从谈起 。

一些在西方民主援助下维持着

生存的
“

民主政府
”

, 很难摆脱对西方的政治与经济依附 。 对援助的依赖

瓦解了非洲 国家 自 力更生发展的意愿与可能 , 形成了援助与依赖两者间 的

恶性循环的怪圈 。

就政治与 国家形态的发展来看 , 世界各国各地区在历史上所形成 的形

态 、 所达到 的发展水平是很不
一样的

, 因而进人 当代社会后各国所首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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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的政治发展问题与应该追求的政治发展 目 标也很不
一样 , 不可能将一

种单
一

的政治发展模式与理念照搬到世界任何 国家去 , 即便这种政治模式

与理念在它的原生 国或母国 已经运行得很好 、 很有效 , 它也未必就可以不

作修正和变通地适用于另外一个不同的社会与环境 。

这种独特 的历史文化背景与新国家创建模式 ’ 使得 2 0 世纪 6 0 年代后

的非洲各国 , 政治发展的 主要 目 标在于如何加速新 国家的统
一

建构进程 。

这
一

进程大体上包括三方面 的 内容 ,

一

是政治与主权上的统一 国家构建 ,

二是民族共同体与观念文化上的统一国家建构 ,
三是经济生活领域 的统一

国民经济结构与 国内统
一

市场及由 此推进而成的 国家共 同经济发展利益的

形成 。 通过这三方面的互为 因果 、 互为前提的推进过程 ,
逐渐使年轻的非

洲新生国家形成 内在的 凝聚力和持续生存 的能力 , 形成
一

个全 民拥 戴认

可 、 有着合法性和治理国家能力 的权威政府 。 为新生国家创建一种举 国一

致 、 全民共识的 国民文化体系 ,

一种能为新兴国 家之团结 、 稳定和持续发

展提供支持的统一国家观念和 国民意识 ,

一种来 自 观念上 、 文化上 、 心理

上和情感上的国 内各 民族共命运的文化纽带 , 使国 内高度异质性和封 闭性

的部族文化得以整合 , 逐渐实现
“

建构一个统
一 的 国家 、 塑造一个现代

的国族 、 养成一种爱 国的观念
”

的发展 目 标 。

这一复杂的 国家建构系 统工作 , 需要有很高 的战略智慧来精心把握 ,

细心推进 , 并非一夜之间建立 了多党制和通过
一场大选替换一个政府就能

解决 。

从上述分析来看 , 非洲 国家要克服国家发展 的 障碍 、 提升治理能力 ,

需要在如下方面做出 新的努力 。

1 ． 今 日 的非洲 国家 , 在某种意义 上需要
一场新 的思想解放运动 , 结

合非洲实际情况 , 认真思考属于非洲 自 己 的发展道路 ,
通过思想 自 立来克

服非洲 的障碍 。 非洲需要形成 自 主思想与独立精神 , 独立思考和观察 自 己

的政治发展道路 , 寻求非洲问题的非洲化解决方案 , 提升本土知识分子独

立观察与思考 自 己 国家发展道路的意愿与能力 , 振兴本 国本 民族的思想文

化 , 形成独立 自主的知识精英阶层 。

2 ． 国家能力建设是非洲 发展 的根本前提 , 非洲 国家必须高度重视 国

家能力建设 , 提升政府的行政与管理能力 。 今天非洲 国家还特别需要培养

爱国 的精神 ,
及为 国家与民族奋斗的精神 , 大力弘扬将 国家利益与 民族利

益放在首位的 国家文化理念与精神 , 努力在全国范围 内形成齐心协力 、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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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共担的 民族团结精神 , 努力避免 国家陷人分裂与破碎化的深渊 。

3 ． 从根本上说 , 非 洲 的安全 、 和平建设只能通过经济发展 、 社会 团

结才能最终实现 。 知识精英们应该更加懂得 ,
对于今 日 的非洲 国家来说 ,

全 国共同努力 , 通过科技进步 、 教育发展推进国家逐渐走向富强 , 创造财

富比任何政治理想更富于现实的理性精神 。

4 ． 非洲 国家需要一个长期 的 国家发展策略 , 稳定而持续地追求 国家

发展 目标 , 并且坚持独立 自 主 、 艰苦奋斗的精神 。 非洲 的 问题不可能一天

就能解决 , 任何政治家和政治方案都需要通过实践来推进 , 实实在在的奋

斗比任何华丽的 口号与演讲都更加重要 。 非洲 国家需要走出政治迷信的误

区 , 不是就政治谈政治 ,
而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谈政治 ,

一心一意谋经济发

展 ,

一心一意求国家稳定 。

5 ． 非洲 国家需要进行政治改革 , 但政治改革的 出发点和归属点应该

是如何促进非洲 的经济发展与 民生改进 ,
应该是 围绕着经济建设能力 的 提

升来进行政治变革 , 而不是如何将 自 己 的政治变得与西方一样 。 今 日 的非

洲国家
,
无论何种政治信仰

,

无论什么政治派别
,
执政党还是反对党 , 都

应该推动 国家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
以经济发展、 民生改善为

中心来建设国家的 能力 , 来判断政治理念与政策主张的合法性与正义性 。

六 重视中非合作进程中的思想创新与知识创造

多年来 , 中 国
一直恪守

“

不干涉原则
”

及不主动输 出 中 国政治思想

的原则 ,
这一原则今后仍需坚持 ,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 国可以不参与 国际间

的思想竞争与合作 , 因为 国际思想高地是
一个不同思想观念激烈竞争的领

域 。 近一二十年来 , 随着 中非合作的 快速发展 与 中 国影 响力在非洲 的提

升 , 来 自 中 国 的发展经验和理念促进了非洲社会发展思想和政治发展理念

的积极变化 , 而非洲 的稳定发展与 中 国 国家利益之间 的联系也 日 益紧密 。

在此背景下
,
如何 以更积极主动的合作姿态和创新政策 , 帮助非洲 国家实

现政治稳定 , 推动改革 , 促进开放 , 加快发展 , 提升能力 , 越来越成为中

国对非战略中应予以关注的基本命题。

随着中非合作的快速发展 , 非洲 国家的主权安全 、 政治稳定和经济发

展
,
与中国 国家利益之间 的关联 日益紧密 。 从今后之发展趋势上看 ,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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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 以积极而稳妥的方式 , 在相互尊重 、 平等对话的前提下 , 更多地关注

和介入非洲 内部事务的发展 , 在把握双方共 同 的利益与合作空间 的基础

上 , 通过思想对话与经验交流 , 帮助非洲尽力消除那些出于各种原因 , 至

今仍 明显妨 碍其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的深层 障碍 , 支持非 洲 国 家 的改 革

进程

在这方面 , 中国学术界需要更清楚地表达 自 己 的思想理念与知识立

场 , 以 自 己 的方式与非洲国家开展交流 , 以实质性的举措来支持和帮助非

洲思想智库 的 自 主发展 与能力建设 。 中 国不需要跟随西方搞意识形态对

抗 ,
也不需要对外输出意识形态 , 但中 国可以用 自 己 的经历及所累积的经

验和教训 , 来关照对比非洲 的发展困境与发展难题 , 与非洲 国家开展更广

泛的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 , 探究非洲国家解决其发展难题所需要的思想智

慧与政策方案 , 与非洲思想界 、 学术界共 同来探讨非洲如何获得经济发

展 、 推进改革开放 、 保持国家稳定 、 增强能力建设 。 在南南合作与南北对

话领域 , 中 国不仅需要重视和维护发展 中国家的
“

经济发展权
”

,
也需要

重视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
“

思想发展权
”

、

“

话语发展权
”

, 需要加强与非

洲 国家的思想智库的合作 , 提供推进和维护发展 中 国家权益的思想智慧与

知识产品 。

2 0 0 0 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后逐渐建立起来 的 中 国与非洲 国家 的新型

战略合作关系 , 是一种以追求各 自 经济与社会发展为核心 内容的新型南南

合作关系 。 今天 , 这一 以
“

合作发展
”

为核心 内容 的新型 国 际合作关系

的快速拓展与提升 , 不仅深刻地改变着 中非双方在国际体系 中 的身份与地

位 , 也对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界 、 西方发达国家治人而南方发展中 国家治

于人的传统
“

北南治理关系
”

造成越来越大的 冲击 , 并 因此而形塑着一

种新的趋向平等 、 合作 、 共贏 、 共治的 国际关系新理念 、 新模式 。

总体上看 , 自 2 0 0 0 年 以来开启 的全方位的新型 中非发展合作关系 ,

给中 国与非洲 在国际体系 中的地位与身份的变革 , 都带来某种战略性的变

化 。 这种变化 ,
可 以归纳为如下几个突出 的方面 ：

第
一

, 中非务实合作关系 的 深入发展 ,
正在推进非洲大陆 由

“

全球

发展 的负担
”

转变为
“

全球 发展的 机遇
”

； 十分明显 ,

2 1 世纪 , 非洲大

① 刘鸿武 ： 《 国 际思想竞争与非洲研究 的中 国学派 》
,

《国 际政治研 究 》 2 0 1
1 年第 4 期

,
第

6 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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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大陆 ,
全球人 口红利 、 新兴市场 、 城市化动力 , 都

日 益来 自 非洲 ,
唯其如此 , 非洲应该成为 2 1 世纪中 国经济得 以持续发展

的新 的战略性伙伴 。

第二 , 中非务实合作关系 的 深入发展 , 正在推进 中 国 的 国家身份 由

“

追求 自身发展
”

转变为
“

引领亚非发展
”

的变化 。 毫无疑问 , 这
一

变化

彰显与推进 , 对于提升和 改进中 国 的全球形象与 国家软实力 , 为中 国 的长

远发展营造一个 良好的外部国际环境 , 具有重大的意义 。 中 国必须做好与

非洲战略互惠合作这篇大文章 。

第三 ,
以实现发展为最高 目 标来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建设 , 通过经济合

作而不是军事征服来治理人类面临 的矛盾冲突 , 以经济和社会发展为首要

目标来推进国家政治改革和治理能力建设 ,
也 日 益在当今国际交往领域彰

显出特殊的道德建构意义。 在解决非洲地区冲 突方面 , 中 国坚持灵活而有

创意的不干涉原则并寻求更有效的 国际合作新模式 , 具有长远的国际治理

模式建构意义 。

第四
,
只有和平建设而不是战争征服 , 只有发展合作而不是武力 冲

突 ,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今 日 非洲 国家面临 的复杂问题 。 中国的对非政策必

须坚持发展合作 、 相互尊重 、 平等相待的基本原则 , 无论这些原则的推进

在现实进程中面临怎样的挑战 , 但
“

路遥知马力 , 日 久见人心
”

, 中 国 的

对非战略与全球战略 , 在某种意义上讲 , 应该 比美国和西方 国家站得更高

一些 , 更远一些 , 更有胸襟气度一些。 毕竟 , 美 国和西方国家可能是旧秩

序的维护者 , 而中 国则应该是新世界的追求者 。

第五 , 进而言之 , 中非发展合作实践正在赋予国际交往关系 以新的 内

容与形态 , 并给人类现代性品质带来新的时代内容 。 国家和 民族间通过平

等相待的发展合作关系来建构和谐世界的新理念 , 将 日益成为具有全球意

义的人类新的
“

普世价值
”

。 而 中非务实合作关系 的深入发展 , 也开始推

进人类现代性
“

普世价值
”

的核心 内涵 , 由 传统的
“

西方语境
”

转变 为
“

全球语境
”

, 在这些全球语境 中 , 来 自 亚非的 智慧 、 亚非 的知识 、 亚非

的话语
, 将逐渐得到重视与张扬 。

非洲大陆的发展与治理 , 是今 日 世界发展与治理领域的难点 , 其 中包

含着复杂而重大的可供理论创新与实践探讨的空间 。 在此领域 , 中 国的机

遇 、 作用与使命都十分特殊 。 总体上看 , 自 2 0 0 0 年 中非合作论坛成立后

逐渐建立起来 的中 国与非洲 国家间的新型战略合作关系 , 是
一种 以追求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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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经济与社会发展为核心内容的新型南南合作关系 。 这一新型南南合作关

系在实践过程中所遵循的国家民族间平等交往 、 互利合作与共同发展的基

本原则 , 以及其 中逐渐呈现出 的 以实现发展为最高 目 标来推进国家治理能

力建设 ,
通过经济合作而不是军事征服来解决人类面临 的矛盾冲突 ,

以经

济发展和 民生改善为首要 目标来推进 国家政治改革和治理能力建设等新 的

理念与精神 ,
正 日益在当今 国际关系及全球治理领域彰显出特殊的功能有

效性和道德建构性意义 。 今天 ,
这一以共同发展 、 互利互惠 、 实用有效为

基本理念和核心 内容的 中非新型合作关系的快速拓展与提升 ,
不仅深刻地

改变着中非双方在国际体系 中 的身份与地位 ,
也对西方 国家主导下的传统

世界体系 中西方国家 、 发达 国 家
“

治人
”

而南方 国家 、 发展 中 国家
“

治

于人
＂

的 旧式
“

干涉性北南治理关 系
”

造成种种挑战与冲击 , 并因此而

形塑着一种新的趋向平等 、 合作 、 共赢 的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新理念 、 新

模式 。

就此而言 , 中 国的对非政策必须长期坚持共同发展 、 互利互惠 、 相互

尊重 、 平等相待的基本原则 ,
无论这些原则的推进在现实进程中面临 怎样

的 困难 、 挑战与怀疑 , 但
“

路遥知马 力 ,
日 久见人心

”

, 中 国必须坚守 自

己 国家民族千百年来的一些基本信念与原则 。 事实上 , 今 日 中国的对非战

略与全球战略 , 在某种意义上应该 比美国和西方 国家站得更高一些 , 更远

一些 , 更有胸襟气度一些 。 而从具体的政策层面上看 , 在解决非洲地区 冲

突和提升非洲 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方面 , 中国坚持奉行灵活而有创意的不干

涉原则并寻求更有效的 国际发展合作新模式 , 更积极地去推进非洲经济发

展事务 、 更积极地介入非洲 国家主权与安全建设 , 帮助非洲 国家提升管理

与治理能力 , 对于探寻更具建设性 的 国 际治理 、 国 际合作 、 国 际交往模

式 , 都有着特殊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

结语 中非智库交流 , 任重道远

今天 ,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复兴已经有了重大进展 , 人类也走到 了
一

个

新的前景更加光明 、 挑战也更为严峻的十字路 口上 。 在未来
一

个相当长 的

时期 中 , 全球体系的碰撞与南北关系 的调整将引发持续的人类思想与观念

的竞逐 、 交锋与分化 。 而在此阶段上 , 发展中 国家的思想 自立与知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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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得尤为重要 , 南方国 家之 间 的思想合作与知识交流也有 了新 的时代意

义 。 作为世界上的古老国家 , 当今最大的发展 中 国家 , 今 日 与未来 , 中 国

的和平发展与民族复兴能否获得顺利推进 , 中 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及建构和

谐世界的理想能否得以实现 , 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中 国在思想创造与知

识产生方面在国际上的位置 , 取决于中 国参与未来世界思想创新与知识创

造 的广度与深度 。 既充分汲取消化了西方的思想智慧与合理 内核 , 同时又

跨越了西方阻遏 中国复兴崛起所设置的思想高墙 , 是当今中 国在思想领域

必须同 时完成的双重历史任务 , 也是中非合作能真正获得可持续的长久发

展 、 中 国影响力在非洲大陆得以不断扩大加深的必由之路 。 中 国与非洲是

世界两大文明体系 , 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 ,
因此中非双方的思想

界和学术界 ,
应该共同努力 , 推进人类不同文 明的对话 , 增进南南共识 、

南北共识 、 东西共识 , 使我们共 同生活 的世界更加和谐 、 和平 、 安全 。

中非智库交流合作 , 意义重大 , 前景广阔 , 但也任重道远 。

( 责任编辑 ： 周海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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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ｋｉｎｇ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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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ｆｒｏｍｏ ｔｈ ｅｒｐａｒ ｔｓｏ ｆ ｔｈ ｅｗｏｒｌ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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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ｈ ｅｍｅ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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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ｐ ｉｃ Ｉ

：
Ａｆｒ ｉ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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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ａｃｈｓｏｍｅｂ ａｓ ｉｃｃｏｍｍｏｎｇｒｏｕｎｄ．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ｕｎｄｅｒｔｈｉｓｓｕｂ －

ｔｏｐｉｃ
 ：ａ．Ｈｏｗ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ｅｃｕｒ ｉｔ
ｙｓ ｉ ｔｕ ａｔｉｏｎ ｉｎＡ ｆｒｉｃ ａａｎｄｉ ｔｓ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 ｅｎｔ

？

ｂ ．Ｗｈａｔ ｉｍｐ ａｃ ｔｗｉ ｌｌｔｈｅ ｉｎｔｅ 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ｅｘ ｔｅｒｎａ ｌｐｏｗｅｒｓｈａｖｅｏｎＡｆｒｉｃａ
＇

ｓ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 ｔｙ？ｃ ．Ｈｏｗｔｏｐｒｏｍｏ ｔｅＡｆｒ ｉｃａ

＇

ｓｐ
ｅａｃ ｅａｎｄｓｅｃｕｒ ｉｔ

ｙ
ｂｕｉｌｄ ｉｎ

ｇ

ｔｈｒｏｕ ｇ
ｈ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Ｈｏｗｉ ｓＣｈｉｎａｐ
ｌ
ａ
ｙ

ｉｎｇ ｉ ｔｓｐａｒ
ｔｉｎＡｆｒｉｃａ

＇

ｓ

ｐｅａｃｅａｎｄｓｅｃ
ｕｒ ｉｔｙｂｕ

ｉｌｄ ｉｎ
ｇ ？ｅ．Ｃ ａ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Ａｆｒｉｃ ａ

＇

ｓｐ ｅａｃｅ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 ｔｙ ．

Ｓｕｂ－

ｔｏｐ
ｉｃＩ Ｉ

：Ａｆｒｉｃａ
＇

ｓｆｉｎａｎｃ ｅａｎｄｉｎｖｅ ｓ ｔｍ ｅｎｔ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 ｅｎｔａｎｄＳｉｎｏ
－Ａｆｒｉ

－

ｃａｎｃｏｏｐｅ ｒａｔ
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 ｉｅ ｌｄｓｏ ｆｆ ｉｎａｎｃ ｅａｎｄｉｎｖｅ ｓｔｍｅｎｔＥ ｎｔｅｒ ｉｎｇｔｈｅ 2 1

ｓ
ｔ

Ｃｅｎｔｕ ｒｙ ,Ａ ｆｒｉｃａｈ ａｓｂｅｃ ｏｍ ｅｔｈｅｍｏ ｓｔｄｙｎ ａｍ ｉｃｃ ｏｎｔ ｉｎｅｎｔ 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ｉ
？

ｎａｎ ｃｅ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ｒｅｓｅｎ ｔｉｎｇ

ｈｕ
ｇ
ｅｐｏ 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ｏｗｅｖｅｒ

,
Ａ ｆｒｉｃａ

＇

ｓｆ
ｉｎａｎｃｉａ ｌ

ａｎ ｄｉｎｖｅｓ ｔｍｅｎｔｅｎｖ 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ｆｕｒ ｔｈｅｒｉｍｐ ｒｏｖｅｄ ．
Ｉｎｒｅｃ ｅｎｔｙｅ ａｒｓ ,ｆｉ？

ｎａｎ ｃｉａ ｌａｎ ｄｉｎｖｅｓｔｍ ｅｎｔｃｏ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ｂｅ 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Ａｆｒ
ｉｃａｈａ ｓｂｅｅｎ

ｇｒｏｗ
ｉｎｇｂｙｔｈ ｅｄａｙ．

Ｔｈｉｓｓｕｂ
－

ｔｏｐ
ｉｃｓｅｅｋ ｓｔｏｒｅｖ ｉｅｗｔｈｅｅｘｐｅ

ｒｉ ｅｎｃ ｅｓａｎｄ ｉｍ
？

ｐａｃｔｏｆＳ ｉｎｏ －Ａｆｒｉｃａｎｆｉｎ ａｎｃ ｉａｌａｎｄｉｎｖｅｓ ｔｍｅｎｔｃ ｏｏｐｅｒａｔ 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ｐ ａｓ ｔｄｅ ｃ？

ａｄ ｅ
,ａｎｄｔｏｉｎｖｅ ｓｔｉｇａ ｔｅｈｏｗＣｈｉｎｅ ｓｅａｎｄＡ ｆｒｉｃａｎｆｉｎａｎｃ ｉａｌｉｎ ｓ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ｒ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ｓｍ ａｌｌ－ａｎｄｍ ｅｄｉｕｍ －

ｓ ｉｚｅｄ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 ,ｅｘｐａｎ
？

ｄ
ｉｎｇＡｆｒｉ ｃａ

＇

ｓｊ
ｏｂｍ ａｒｋｅｔａｎｄｂｏｏｓ ｔｉ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ｎｅｘｐｏｒ
ｔｓ ｔｏＣｈｉｎａ

,ｓｏｔｈ ａｔＳｉ

－

ｎｏ －Ａｆｒ ｉｃａｎｃ ｏｏｐｅｒａｔ
ｉｏｎｃａｎｂ ｅｔ ｔｅ ｒｂ ｅｎｅｆｉｔ ｔｈｅｐｅ ｏｐ ｌｅｏｆＡ ｆｒｉｃ ａ．

Ｄｉ ｓｃｕｓｓｅｄｕｎ ？

ｄｅｒｔｈｉｓｓｕｂ
－

ｔｏｐ
ｉｃ

 ：ａ ．
Ｈｏｗｔｏｅｖａ ｌｕ ａｔｅ ｔｈ ｅｏｐｐｏｒ ｔｕ

ｎｉ ｔｉｅ ｓａｎｄｒ ｉｓｋｓｉｎＡｆｒｉｃ ａ

＇

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 ｌａｎｄｉｎｖｅ ｓ ｔｍ ｅｎ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ｂ ．Ｈ ｏｗ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Ｃｈｉｎａ

＇

ｓｒｏｌｅｉｎｔｈ ｅ

ｆｉｅｌｄｓｏｆＡｆｒｉｃａ
＇

ｓ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ｉｎｖｅ ｓｔｍ ｅｎｔ ？ｃ ．Ｈｏｗｔｏｐ ｒｏｖ ｉ
ｄ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 ｌ ｓｕｐｐｏ ｒｔ

ｔｏＣｈ 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Ａｆｒｉｃａｎｓｍａｌｌ－ａｎｄｍｅｄｉｕｍ －

ｓｉｚｅｄｅｎｔｅｒｐｒ
ｉｓｅｓ ？ｄ ．

Ｓｉｎｏ－Ａｆｒｉｃ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 ｅｎ ｔｃｏｏｐｅ 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ｉｎｆｒａｓ 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
,ｅｎｅｒ

ｇｙ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
ｅ

．Ｃａ ｓｅｓｔｕｄ ｉｅ ｓｏｆＣｈｉｎｅ ｓｅ ｓｐｅ ｃｉａ ｌｅｃｏｎｏｍ ｉ
ｃｚｏｎｅ ｓｉ

ｎＡ ｆｒｉｃａ ．

Ｓｕｂ
－

ｔｏｐ
ｉｃＩＩ Ｉ

：
Ｐｅｏｐｌｅ 

－

ｔｏ 

－

ｐｅｏｐ
ｌｅａｎｄ ｃｕ ｌｔｕｒａｌ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ｓｂｅｔｗ ｅｅｎ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Ａｆｒｉｃａａｎｄｔｈｅ ｒｏｌ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Ａｆｒｉｃａｎ ｔｈ ｉｎｋｔａｎｋｓ ．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Ａｆｒ ｉ

？

ｃａｈａｖｅｔｗｏ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

ｓｇｒｅａ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ｆｃ ｉｖ ｉ 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
,

ｂｏａｓｔｉｎｇ
ｌｏｎ

ｇｈｉ ｓｔｏ ｒｙ

ａｎｄｇｒｅ ａｔｓｐ
ｉｒｉｔｕａｌｈｅｒｉｔ ａｇｅ．

Ｉｎｔｈ ｅｎｅｗｃ ｅｎｔｕｒ
ｙ ,ｐｅｏｐ ｌｅ

－

ｔｏ
－

ｐｅｏｐ
ｌｅａｎｄｃｕｌｔｕ ｒ

？

ａｌｅｘｃｈ ａｎｇｅｓｈａｖｅｂｅｃｏｍ ｅａｋｅｙａｒｅ ａｉｎＳｉｎｏ －Ａｆｒｉｃａｎｃｏｏｐ ｅｒａｔｉｏｎｗ ｉｔｈｅｎｏｒ？

ｍｏｕ ｓｓ ｉ
ｇ
ｎ ｉｆｉｃａｎｃ ｅ．

Ｔｈｉｓｓｕｂ
－

ｔｏｐ ｉｃｗｉｌｌ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ｉｔｕａ ｔ ｉｏｎｏ ｆ
ｐｅｏｐ

ｌ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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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

ｐｅｏｐ ｌｅａｎｄｃｕｌ ｔｕ ｒａｌ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ｂ ｅｔｗｅ ｅｎＣｈ ｉｎａａｎｄＡｆｒｉｃａ
, ｎｅｗａｒｅａｓａｎｄ

ｎｅｗｆｏｒｍｓｉｎ ｔｈｅｎｅｘｔｄｅｃ ａｄ ｅ
,ｔｏｄ ｉｓｃｕ ｓｓｈｏｗ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Ａｆｒｉｃａｓｈｏｕｌｄｅｘ？

ｐａｎｄｐ ｅｏｐｌｅ 

－

ｔｏ 

－

ｐｅｏｐ ｌｅ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ｘｃｈａｎ
ｇ
ｅ ｓｔｏｆａｃ ｉｌｉ ｔａｔｅｂ ｅｔ ｔｅ ｒｕｎｄｅｒｓ ｔａｎｄ

？

ｉｎｇｂｅ 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Ａｆｒｉｃａｎｐｅｏｐｌｅ ｓ
,

ｔｏｂｏｏｓ ｔｔｈｅｒｅｖｉｖａ ｌｏｆ
“

Ａｓ ｉａｎ －

Ａ ｆｒｏ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

ａｎｄ
“

Ａｓｉａｎ
－ＡｆｒｏＷ ｉｓｄ ｏｍ

＂

 ,ｔｏｓａｆｅ ｇｕａｒｄｔｈｅｉｎｄｅｐ ｅｎ
ｄｅｎｃ ｅ

ａｎｄｓｕｂ
ｊ
ｅｃ ｔｉｖ ｉ ｔｙｏ

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ｏ
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Ａ ｆｒｉｃａｎｐ ｅｏｐ

ｌｅ
,

ｔｏｐｕｓ
ｈ

ｆｏｒｗａｒｄｄｉａ ｌｏｇｕｅｂｅ
ｔｗｅｅｎｈｕｍａｎｃ ｉｖ ｉｌｉ ｚａ ｔｉｏｎｓ

,
ａｎｄｔｏｅｎｃｏｕｒａ

ｇ
ｅＡｆｒｉｃａｎｐｅｏ

？

ｐ ｌｅｔｏｓｅ ｅｋｔｈｅ ｉｒｏｗ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ａｔｈｓ ．
Ｄ ｉｓｃｕ ｓｓｅｄｕｎｄｅ ｒｔｈｉ ｓｔｏｐ

ｉｃ
：ａ ．

Ｈｏｗ

ｔｏｂｏｏｓ ｔｐｅｏｐｌｅ
－

ｔｏ
－

ｐｅ ｏｐｌｅ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ｓｂｅ ｔｗｅｅｎＣｈ ｉｎａａｎｄＡｆｒｉｃａ ？

ｂ ．
Ｈｏｗｔｏｉｍｐ

ｒｏｖｅｔｈｅｄ 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ｒｉ
ｇ
ｈｔｏｆ

“


Ａ ｓ ｉａｎ

－ＡｆｒｏＫｎｏｗ ｌｅ ｄ
ｇ
ｅ

＂

ａｎｄ
“


Ａ－

ｓ ｉａｎ
－ＡｆｒｏＷ ｉ ｓｄｏｍ

＂

？ｃ ．
Ｈｏｗｓｈｏｕ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Ａｆｒ ｉｃａｎ ｔｈｉｎｋ ｔａｎｋｓｍ ａｋ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ｐｅｏｐ
ｌｅ 

－

ｔｏ

－

ｐｅｏｐ
ｌｅａｎｄｃｕ ｌｔｕｒａｌｅｘｃｈａｎ

ｇ
ｅ 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ｄ ．
Ｉｎｗｈａ ｔｗａｙａｒｅ

Ｃｈ ｉｎｅ ｓｅａｎｄＡｆｒ ｉｃａｎｔｈｉｎｋ ｔａｎｋｓｅｆｆｅｃ ｔ ｉｎｇｐｏ ｌｉｃｙ
？

ｍａｋ ｉｎｇａｎｄｗ
ｈａ ｔａｒｅｔｈｅｅｘ ｉｓｔｉｎ

ｇ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ｅ ．Ｈｏｗｔｏｄｅｓｉ

ｇｎ 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ｓｏｆｃ ｏ ｏｐｅｒａｔ
ｉｏｎｂｅ ｔｗｅｅｎＣ 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Ａｆｒｉｃａｎｔｈ ｉｎ ｋ ｔａｎｋｓ ？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
ｇｐｅａｃｅ , ｓｅｃｕ ｒ ｉｔｙａｎｄｓｔａｂｉ ｌｉ ｔ

ｙｉｓｔｈｅｐｒｅ ｒｅｑｕ
ｉｓｉ ｔｅｆｏ ｒＡｆｒｉｃａ

＇

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Ｅｎ ｔｅ ｒｉｎｇ

ｔｈｅｎｅｗｃｅｎｔｕｒｙ ,
 ｔｈ ｅｓ 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ａｃ ｅａｎ

ｄｓｅｃｕｒｉｔ
ｙ

ｉｎＡｆｒｉｃａｈａ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ｃｏｎｓ ｉｄｅｒａｂ ｌｙ ,ｗｈｅ ｒｅａｓｉｎｓｏｍｅｒｅ
ｇ

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ｓ ｉ ｔｕａｔ ｉｏｎ ｉｓｓ ｔｉ ｌｌｗｏｒｓｅｎｉｎ
ｇ ,ｐｒｅ ｓｅｎ

ｔｉｎ
ｇｎ ｅｗｐｒｏ

ｂｌｅｍｓａｎｄｃｈ ａｌ ｌｅｎ
？

ｇ
ｅｓ ．

Ｃ ｈｉｎａａｎｄＡｆｒｉｃａｓｈｏｕｌｄｓｔｒｅｎｇ ｔｈｅ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
ｉｏｎ ｉｎ ｔｈ ｉｓｒｅ ｓｐｅｃｔａｎｄＣｈｉ

？

ｎａｓｈｏｕ ｌｄ
ｐ

ｌａｙａ
ｍｏｒｅａｃｔ ｉｖｅｒｏｌｅｉｎｂｕ ｉｌｄｉｎｇｐｅａｃ ｅａｎｄｓｅ ｃｕｒｉ ｔｙ ｉｎＡｆｒｉ

？

ｃａ ．Ａｆｒｉｃａｈａｓｍ ａｄｅｓ ｉ
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ｃｈ ｉｅ ｖ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ａｎｄ ｓｏｃ ｉａｌｄｅｖｅ ｌｏｐ

？

ｍｅｎｔ 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 ｒｓ ,ａｎｄ ｔｈ ｅｒｅｉｓｓ ｔｉｌｌｈｕｇｅｐｏｔｅｎ ｔｉａｌ ．
Ｆ

ｉｎ ａｎｃ ｉａ ｌａｎｄｉｎ ｖｅ ｓｔ
？

ｍｅｎｔｃｏｏｐ
ｅ ｒａ ｔ ｉｏｎｂｅ ｔｗｅｅｎＡｆｒｉｃａ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ｐａｒｔｓｏｆｔｈ ｅｗｏｒｌｄｈａｓｂｅｅｎ

ｇ
ｒｏｗｉｎｇ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ｌｙ ,

ｂｕｔＡｆｒ ｉｃａ
＇

ｓｆｉｎａｎ ｃｉａｌａｎｄｉｎｖｅ ｓｔｍｅｎ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 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
ＣＡＴＴＦＩｂｅ ｌ ｉｅ ｖｅ ｓｔｈ ａｔＣｈ ｉｎｅ ｓｅａｎｄＡｆｒｉｃａｎｆｉｎａ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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