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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 多 数非 洲 国 家 的 国 家 构建严 重 滞 后 , 导 致 国 家

治 理 能 力 低下 甚至 出现严 重 的 政治 动 荡 与 国 内 军事 冲 突 , 成 为 当

前世界政 治 不 稳定 的 主 要来源 。 非 洲 政 治 发展 的 主题 不仅仅只 是

民主 化 , 也应包 括更 为 重要 的 国家构 建 、 基本 制度建设和 政 治 稳

定 问 题 。 这涉及非 洲 国 家政 治 转 型 的路径 选择 、 国 家 治 理 能 力 建

设 以 及 多 党 民 主政 治 的 完善 。 中 国 与 非 洲 国 家可 以 在平 等 自 主 的

基础 上 开展 治 国理政经 验交 流 ,
拓 展新 时 期 南 南合 作 的 内 涵 与形

式 , 提 升新 时 期 中 非 关 系 的 战 略合 作水平 , 并推 动人类文 化体系

更为 多元 、 更 为 平衡 的 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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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国家 的现代化进 程何 以 频频 出 现严重 的 国 家衰败乃 至政治 动

荡 ？ 原 因 固然很多
, 其 中

一个关键 因素在于非洲 国家的 国 家构建 ( ｓｔ ａｔｅ

ｂｕｉ
ｌｄｉｎｇ ) 的严重滞后 以及 由 此 带来 的 国 家治理能力 的 低下 。 如 何推动

非洲 国家之国 家构建的发展与完善 , 在此基础上实现政治稳定 和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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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研究基地非洲研 究中 心 、浙江省重点创新团 队 、浙江省高校创新 团队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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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 就成为研究当代非洲 国 家政治发 展的 重要命题 。
？ 长期 以来 , 西方

国家及其学者多从 自 身 的民 主经历和政治观念 出发 , 强调非洲 国家的 民

主架构 、 良治建设和某 些发 展政策上 的 调整 , 然 而这些
“

药 方
”

至今

未能解决非洲 国家的发展 困境与国家构建 问题 。
② 本文主要立足于 当代

中国政治发展实践 , 着 眼于非洲 国家独立后的政治发展历程 , 从国家基

本制度建设 、 现代 国家成长的角 度来探讨它们 的政治发展问题 , 这包括

如何认识非洲 国 家政治转 型的路径选 择 、 如何提 髙非洲 国 家 的治理能

力 、 如何巩 固和完善非洲国家 的政党政治以及如何推动非洲 国家 内部族

群关系 的改善和民族
一体化建设 。 在现有的西方强势话语难 以有效解决

发展中 国家面临的发展问题时 , 中 国与非洲 国家基于 自 主而平等的基础

上开展治 国理政经验交流
,
势必有助于在西方话语体 系之外探索出

一

条

更具本土意义的发展道路 , 共同探索 解决现代化进程 面临 的 发展难题 。

而从国 际关系 的角 度 , 这种人文领域的交流互鉴也有 助于拓展新时期南

南合作的 内涵与形式 , 巩固新时期 中非关 系 的战略合作平 台 , 进而推动

发展 中世界的整体复兴。

－

国家构建是当代非洲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

以
一种

“

大历史
”

的视野观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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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国 内 外一些研究成果对美国 主导 的民主输 出 及其阻碍 发展 中 国家 的国家构建进 程有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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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 、 终结西方殖 民体系 的政治结构 , 并在此基础上开

始追求经济发展与 民族复兴的世 纪 。 回溯独立 以来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进

程 , 除东亚部分国家以外 , 多数发展 中 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出现 了不同程

度 的发展 困境 。 受 2 0 世纪 7 0 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 , 非洲 、 政美及

部分亚洲的新生独立国家纷纷 出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缓慢 、 停滞甚至是严重

倒退 , 国际社会甚至把 2 0 世纪 8 0 年代称为非洲 国家
“

失去的十年
”

。 部

分非洲 国家治理状况是典型的所谓
‘ ‘

劣治
”

(
ｂａｄｇｏｖｅ ｒｎａｎｃｅ ) , 体现为吏

治腐败 、 社会管理不善 、 经济效益低下以及社会环境 日益恶化 , 成为政治

学研究中 的
“

掠夺型国家
”

( ｐ ｒｅｄ ａｔｏｒｙｓｔ ａｔｅ
)虽然近年来非洲经济增长

率总体保持在 5 ％ 左右 , 但多数非洲 国家有增长而无发展 , 部分非洲 国家

的贫困 化仍在加 剧 。 据世 界银行估计 , 撒哈拉 以 南非 洲 的贫 困 人 口 从

1 9 8 1 年的 1
．

6 8 亿增加到 2 0 0 4 年的 2
．
 9 8 亿 。

？
由 于人 口 的快速增长 , 非

洲 的贫困人 口 到 2 0 1 5 年将达到 3
．
 4 亿 。 联合 国贸 发会议 2 0 0 7 年 的报告

称 , 当前全球 5 0 个最不发达国家 中 , 有 3 5 个在非洲 。
？ 如果国家治理水

平得不到实质性提升 , 非洲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将进
一

步扩大 。

非洲国家的发展 困境最为极端 的表现形式便是 国家 的政治动乱与冲

突 。 特别是 2 0 世纪 8 0 年代后期 以来 , 部分非洲 国家 因急剧的政治民主化

和经济私有化诱发了大规模 的政治危机甚至是流血冲突 , 国家的 衰败 、 弱

化及至分裂引发了骇人听闻 的人道主义危机和人权灾难 。 仅在 2 0 世纪 9 0

年代的 1 0 年间 , 就有 3 0 多个非洲 国 家不 同程度地 出现战争 、 冲突或骚

乱 , 占 了非洲 国家的半数 以上 。 尽管近年来非洲大陆爆发的重大武装冲突

的数量渐趋减少 , 从 1 9 9 8 年的 1 1 起 降至 2 0 1 0 年 的 4 起 , 但非洲安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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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仍未得到根本扭转 , 自 2 0 0 8 年初 以来 , 除
一

直 久拖不决的 索 马里 、

苏丹 、 刚果 ( 金 ) 的 国 内 冲突外 , 肯尼亚 、 毛里塔尼亚 、 几 内 亚 比绍 、

几 内亚 、 津巴布 韦 、 科特迪瓦 、 马达加斯加等 国均不 同程度地 出现了族际

政治紧张甚至流血冲突 。

上述 国家的 现代化进程何 以 出现严重的 国家衰败甚至社会动荡呢 ？ 原

因固然很多 , 但其 中一个很关键的 因素在于 , 这些 国家 的 国家构建的 缺

失 , 特别是国家制度建设和 国家
一

体化建设的滞后 , 以及 由此导致的 国家

治理能力 的相对低下 。 多数处于现代化进程的非洲 国家 , 不仅缺乏经济和

社会发展 , 更缺乏有权威 的合法政府 、 富有效能的国家制度以及 民众对新

生民族国家的政治忠诚 , 而后者往往更是决定国家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

关键 。
一些非洲 国家的政权 因缺乏足够 政治合法性而频频 出 现非正 常更

迭
, 有效社会管理的缺失伴之以 民众的普遍贫困 , 诱发了形形色色的跨国

犯罪 、 恐怖主义 以及外部势力 的乘机介人 。 正如美国学者弗朗西斯 ？ 福山

(

Ｆｒａｎｃ ｉ ｓＦｕｋｕｙａｍ ａ
) 所言 , 国家构建是当今 国际社会最重要 的命题之

一

,

“

如何改善弱 国家的治理能力 、 增进这些 国家的 民主合法性并强化其可 自

我维持的制度能力成为当代国际政治的第一要务
”

。
？

“

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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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的种种混杂与矛盾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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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性 与现实 关切性 的研究命题 。

”

？ 虽然世人

可 以从不同 的学科背景对此进行研究 , 但从国家制度的 角度来探究非洲

国家 的 国家构建 , 无 疑涉及问题 的本质 。 对于现代国 家发展而言 ,
为什

么制度如此重要 ？ 因 为作为国家和社会最重要 的规矩和约束 , 制度不仅

框定着 国家的基本政治生活 , 保障着经济社会秩序的 正常运行 , 而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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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1 1 ． ｈｔｔ
ｐ ：
／／ｗｗｗ．

ｓ ｉｐｒｉ ．ｏｒ
ｇ
／ ｙｅ ａｒｂｏｏｋ／2 0 1 1 ／ 0 2 ／0 2 Ａ

② ［ 美 ］ 弗朗西斯 ？ 福 山
：

《 国 家构建 ： 2 1 世纪的国 家治理与世界秩序 》 , 黄胜强 、 许铭 原

译 , 中 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 0 0 7 年版
,
第 9 6 页 。

③ 刘鸿 武 、 罗建波 ： 《中 非 发展合 作 ： 理论 、 战咯 与政 策研究 》 ,
中 国 社会科学 出 版社

2 0 1
1 年版

,
第 1 2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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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 为政府治理提供 了必要的机制 与能力 ,
因

而基于完备的制度建设 , 国家才能为 民众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并有效地

维护国家和社会 的基本秩序 。 制度对现代国 家成长和国家治理 的决定作

用 ,
使得制度 的建设与发展成为现代 国家成长 的关键 , 制度 的成熟与完

善也因此成为现代 国家成 熟的基本标 志 。 现代 国 家的 功能是多方 面的 ,

但其最根本的功能正在 于通过 制定和实施制度 ,
不断推进制度 的变 迁 ,

以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发展 。
？

中 国过去 3 0 余年的发展成就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两大方

面 , 其 中后者对于国家的发展与稳定更具基础性 、 决定性 的作用 。 如果与

多数非洲 国家做一横向 比较 , 中国政治制度体现出两大突 出优势 ：

一是它

在复杂的 国 内外环境中基本实现 了 中 国这样一个超大型 国家的政治稳定 ；

二是中 国的党和政府实现了较长时期的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 。 由 此 , 中

国发展进程 中政治体制的特殊作用 , 中 国经验总结 中的政府模式与政党关

系 等议题 日 益被非洲 国家所关注 , 成为它们热议中 国模式与 中 国经验的重

要内容 。 近年来 , 在中 国与非洲 国家的双边与多边交往中 , 政治对话 日 益

活跃
, 政党间经验交流也更趋频繁 。

② 中 国的
一些党政机关 、 髙等院校及

科研机构 , 也陆续举办大量的对非洲 国家的人力资源研修班 、 研讨班 , 其

中不少 内容涉及 中 国政治体制与 国家管理体制的介绍与研讨 。 虽然非洲 国

家的政治变革进程十分复杂 , 各 国 的政治形态与政府治理方式各有不同 ,

但 由 于中 国与非洲国家面临类似的发展问题并处于相同的 国际体系背景之

下 , 双方完全可以基于平等 、 自 主的基础上开展治国理政的经验交流 , 以

此推动南南合作与发展中 国家的共同发展 。

① 古 今中 外的历史表 明
,
国 家的发展与强盛无法靠某 个 贤明 君主或 政治强 人得 以长 期维

持
,
其关键在 于建立完备且与时俱进 的国 家制度 。 实 际上人 们发 现 ,

“

除了 一 些非 常典型 的特

例外 ,

一个国 家的繁荣不仅仅是物质或 自 然的 丰富 。 更重要 的是
,
繁 荣是 制度性 的

”

。 参 见胡

联 合 、 胡鞍钢 ： 《 国 家制度何 以特别重要 ？ 》 , 载 《 中 国 社会科 学报 》 2 0 0 9 年 7 月 3 0 日 ； 胡鞍

钢 、 王绍光 、 周建 明 主编 ： 《第二 次转型 ： 国 家制度 建设 》 ,
清 华大学 出 版社 2 0 0 3 年版 ,

“

前

言
”

,
第 1

0
—

1 2 页 。

② 中 国与越南 、 老挝、 伊朗 、 沙特阿拉伯等亚洲国 家以及几乎所有非洲 国家的双边交流都

涉及了 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郑重宣布 ：

“

加强治国理政和发展经验 的交 流

和借鉴 , 取长补短 , 共 同提高 ,
增强各 自 自 我发展能力 。

＂

《中 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宣言 》 ,
载

《人 民 日报 》 2 0 0 6 年 1 1 月 6 日第 4 版
。





中 国发展经验与 中非治 国理政经验交流 1 0 5

二 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与当代

非洲国家的政治经济转型

当代非洲 国家的政治发展面临一些基本问题 , 比如
,
对于这些 尚 待进

行民族国家构建的新生 国家而言 , 国家政治发展的历史主题是什么 ？ 其政

治发展领域最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 如何实现这些 目标选择 , 是通

过来 自 外部力量的强力推动 , 还是基于非洲 国家 内部的社会需求与实践？

如何评判这些政治领域的发展绩效 , 是依靠某种先定的意识形态或近乎统

一的外来标准 , 还是 由 非洲 国家的人们根据 自 己 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感受来

做出判定 ？ 这些问题涉及 当代非洲 国家政治发展的 目标与路径选择 , 关系

到非洲国家的政治稳定与发展前景 。 而所有这些问题在过去数十年非洲 国

家独立后的政治发展进程 中
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和解决 。

人类政治发展的 目标无疑是社会的公平 、 正义与民主
,
非洲 国家也不

例外 。 不过 , 从民主政治的生成与发展进程来看 , 民主并非是 国家与生俱

来的 ,
它是在现代国家建立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 。 以民主政治较为成熟的

西方发达 国家而言 , 现代国家制度建设远早于现代 民主政治的发展 , 是先

有现代国家 ,
而后才有现代的 民主政治形式 。 近代主要西欧国家先是有了

专制王权 , 并在国家强力推动下实现了 国家领土与市场的统
一

, 建立 了
一

整套强有力 的 国家制度 , 然后才在新兴力量 的推动下逐步实现 民主转 型 。

美国虽然在建 国之初便确立了权力制衡的政治制度 , 但诸如妇女和种族的

平等权益等许多现代民 主内容也是后来才逐步发展起来的 。 虽然政治民主

化本身也是制度转型与制度重建的过程 , 但
一些基本的国家制度却与民主

并无直接关联 , 如统
一

的 国 内市场秩序 、 有效的财政税收与金融制度 、 完

备的 国 防与外交体系 。 这些制度是一个国家维持其存在与发展的最基本的

制度基础 ,
它们在政治民主化开启 之前就应当具备 , 否则国家将难以在民

主化所带来的社会快速变迁中维持基本 的政治秩序 。 许多发展中 国家在经

济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出现了塞缪尔 ？ 亨廷顿 (
Ｓ ａｍｕ ｅｌＨｕｎｔ ｉｎｇｔｏｎ

) 称之为
“

政治衰朽
”

的现象 , 在全面引 人西方 民主形式后出 现了不同程度 的
“

水

土不服
”

, 其主要原因正在于其急速 、 大规模地推动体制转变 ,
而 国家 由

于缺乏
一

套健全的制度设置及有效的政治权威 , 尚无法协调多元社会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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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的利益分歧并消化 因改革而迅速激化 的政治矛盾 。 正是 出 于这一认

识 , 亨廷顿认为 , 发展中 国家面临 的
“

首要 问题是政治制度化 的 发展 落

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
”

。
？ 作为西方 民主 的最忠诚的拥护者 , 亨廷顿曾 断

言 ： 对于现代化进程中 的发展中 国家 , 政治秩序较之经济发展和民主化更

为首要 。
②

与多数非洲 国家不同 , 中国采取了
一条渐进的改革之路 。 作为

一

个人

口 众多 、 地区差异甚大的超大型发展中 国家 , 中 国 的经济现代化和社会转

型必然涉及复杂 的制度变迁、 观念转变 、 结构调整和利 益上的重新分配 ,

大规模的
“

激进变革
”

或
“

宏观革命
”

容易导致无法预料 、 难 以应对 的

政治社会危机 , 从而给现代化进程带来严重甚至是灾难性后果 。 出于这
一

认识 , 中 国继承了历史上的 中庸传统 , 吸取了新中 国历史上 曾经有过的激

进革命教训 , 在原有的并不完善的体制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推动改革进程 ,

从而有效地避免了重大的政治与社会危机的出 现 。 中 国 的改革进程大致体

现为经济改革 、 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三阶段的相互关联并依次推进 ,
经济

改革及伴随而来的社会改革搭建起了基本 的现代国家制度 , 如财政金融 、

法治建设 、 社会保障 、 外交国防等 , 这是国家全面推行政治改革并有效维

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制度保障 。 中 国政治发展的 目标无疑也是实现社会的公

平 、 正义与 民主 , 但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角度来看 , 中 国民主政治发展

将继续沿着
“

增量民主
”

的发展道路演进 , 扩大政治参与 的层次和水平

需要根据市场经济和公 民社会发育成熟程度循序渐进地加 以推进 。 概言

之 , 民主政治发展既不能滞后于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 , 也不能超前于经济

发展和经济改革 。
③

① ［
美 ］ 塞缪尔 ？

Ｐ． 亨廷顿 ： 《变化社会中 的政 治秩序 》
,

王冠华等译
,
生活 ？ 读书 ？ 新知

三联书店 1 9 8 9 年版 , 第 4 页 。

② 亨廷顿所称政治秩序较之经济发展与民 主化更为首要
,
是 针对 当时发展 中 国 家普遍存在

的政治不稳定而言 ,
并不说 明他 本人对 民主政 治有任何 的贬抑 。 事 实上 ,

他后来 在 《第 三波 》

一书 中开篇就明 确指出 ：

“

我写这 本书 是因 为我相信 民主 自 身是 件好 东西 。

”

参见
［
美

］
塞缪

尔 ？ 亨廷顿 ： 《 第三波—— 2 0 世纪后期 民主化浪潮 》 , 刘军 宁译
,
上 海三联书店 1 9 9 8 年版 ,

“

前

言
”

’ 第 3 页 。

③ 笔者认为
,
无论是激进变革 , 还是渐进改革 , 都是对改革路径选择 的一种形象 描述

,
二

者在 目 标上应无根本差别
,
只是在改革所费时间长短 、 改革内 容的轻重缓急上有所不 同 。 尽管渐

进改革在最初很长一段时期里不会触及体制的核 心
,
但从长远来看 , 制度转型将事关改革与 发展

的未来 。 而且 , 发展中 国 家究竟应当采取何种方式推进改革 , 也应视具体的情况而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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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于选择 了渐进性 的改革与发展路径 , 中 国便能够相对从容地去思

考和借鉴某些国外 的成功发展经验 , 并为 自 己消化 、 吸收和融合这些经

验贏得了 比较宽裕 的时间 和空间 。 中 国没有像西方现代化理论和
“

华盛

顿共识
”

( Ｗ ａｓｈ ｉｎ
ｇ
ｔｏｎ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 所要求 的那样 , 采取全盘西化 和激 进

变革的方式 ,
而是根据中 国改革所能承受 的 限度和实际需要 , 在保证 国

家经济政治安全的前提下 , 逐 渐推进改革进程并扩大 对外开放的 领域 ,

在改革与发展中增强国 民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 和参 与世界经济竞争的 能

力 。
一方面 , 中 国借鉴了 基 于新 自 由 主义之上 的

“

华盛 顿共识
”

的 某

些合理成分 ,
比如 ,

强调市 场 的基础性 作用 、 激 发发展 活力 的 企业精

神 、 保护与扩大私有产权 以及接受 自 由 的 国际贸 易 规则 ； 另 一方面 , 中

国仍继续强调基本宪政制度 、 社会管理及生 产方式 中 的 某些
“

社会主

义
”

原则 ,
继续保 持 了 国家对 社会 的宏 观调控 能力和对资源 的 配置 能

力 , 试图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有利因素有机结合起来 , 在社会与 国

家 、 市场与政府 、 私有制 与公有制之间 找到合理的平衡 。 与多数后发 展

国家被动地 、 全盘地
“

移植
”

西方制度 与经验不 同 , 中 国根 据 自 身 改

革开放 的实际需要主动地 、 有选择地把西方 的制度与理念嵌人 自 身政治

与社会体制之中 , 旨在探索 出
一

条适合 自 身国情的 发展道路 。 正是 由 于

这种选择性的 学习和借鉴 , 中 国才得 以成 功地避免 了 1 9 9 7 年 的东亚金

融危机 , 才得以成功应对 2 0 0 8 年 的 世界金融危机 。 正如瑞士 日 内 瓦大

学亚洲研究中 心高 级研究 员 张维 为所 言 ,
正是 经济 改革

“

理 性激进
”

和政治改革
“

理性保守
”

的 非对称 组合 , 确保 了 中 国 的 长期稳 定 , 从

而促成 了 中 国改革开放取得 了巨大 的成功 。
？

对于当前面临严重治理问题的非洲 国家而言 , 政治发展的主题不仅仅

是民主化 , 也包括更为重要的 国家构建 、 基本制度建设和政治稳定 问题 。

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所言 , 民主转型的顺利推进首

先需要存在最低限度 的国家制度 、 政治秩序和政府对领土和社会的有效控

制 。
？ 强行要求那些条件尚不成熟的 国家实行西方式的 自 由 民 主模式 , 往

往不是催生
“

民主主义
”

而是诱发
“

族群主义
”

或
“

分裂主义
”

, 其结

果不是导致政治民主而是 国家 的衰败和弱化 ,
甚至是大规模的 国 内动乱与

① 张维为
： 《关于中 国模式的思考 》 ,

载 《学习 时报 》 2 0 0 8 年 1 月 2 1 日 , 第 4 2 1 期 。

② 郑永年 ： 《 中 国模式
——经验与困 局 》 ,

浙江人民 出 版社 2 0 1 0 年版 , 第 4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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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血冲突 。 诚如亨廷顿所提醒的那样 , 在发展中国家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初

始时期 , 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往往不是促进政治稳定 , 反而成为政治动荡

的诱因 , 成为革命的
“

催化剂
”

而非
“

替代物
”

。
？ 苏丹 的 最终分裂以 及

当前处于动荡 中 的索 马里 、 刚 果 ( 金 ) 和利 比亚 皆表 明 ,

一

旦失去基

本 的政治社会秩序 ,
不仅原有 的经济发展成果会付诸东流 , 而且 国家本

身也面临分裂的 巨大危 险 。 非洲 国家面临的最 大问题 , 往往不是经济增

长 的缓慢 , 而是快速社会变迁带来 的 社会矛盾 的 急剧恶化 和政 治不 稳

定 , 从而形成许多非洲 国家在现代化进程 中难 以解决 的 发展悖论 。 其最

大 的教训在于 , 非洲 国家并非不要民 主政治 , 而是需要在 国 家制度建设

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政治转型 , 那种试图在短期 内完成西方 国 家在过去很

长时期内才得以完成的政治发展成就 , 无疑会打乱 自 身政治发展进程而

导致社会秩序的紊乱 。

所 以 , 理解非洲 国家政治发展主题 , 就不能只是单纯基于西方现代 民

主标准的横向 比较 ,
还应当从非洲 国家 自 身历史发展进程特别是现代国家

成长的角度进行历史分析 ,
去探讨西方人在看待非西方世界时往往轻视甚

至忽视的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和政治稳定问题 。 评判非洲 国家政治发展的成

就与绩效 , 自 然也就主要着眼于这些国家 自身的历史发展进步 , 着眼于其

民众 自 身的现实感受 。 非洲国家追求的政治现代化 , 就应当是基于 国家基

本制度不断完善 、 政治秩序逐步巩固基础上的现代化 。

三 中国的政府管理模式与非洲

国家的治理能力建设

2 0 世纪 8 0 年代 , 美国及其主导的国 际经济组织推动部分非洲 国家实

施 了
“

经济结构调整计划
”

, 并于 9 0 年代冷战结束后在非洲推行了更为

广泛的
“

民主化改造
”

及
“

良治
”

建设 。 其理念核心是基于新 自 由 主义

之上的
“

华盛顿共识
”

, 它要求各国实行经济上的 自 由化 (
ｌｉｂｅ ｒａ 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 ) 、

①
［
美

］
塞缪 尔 ？

Ｐ． 亨廷顿
：

《变化社会 中 的政治秩序 》 , 王冠华等译 , 生活 ？ 读书 ？ 新知

三联 书店 1 9 8 9 年版 , 第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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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化 ( ｐｒｉｖ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 并放松政府管制 (
ｄ 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 。

？ 其 中心思想 是

尽量减少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 色 , 让市场在经济生活发展中全面发挥主

导作用 。 虽然这些新 自 由 主义的政治经济改革 在理论上建构得非常完美 ,

并在部分国家 、 部分领域取得了一定 的成效 , 但对于绝大多数非洲 国家而

言 , 放松政府管制并削弱政府开支无疑进
一

步弱化了本需强化的 国家治理

能力 , 损害 ：Ｔ原本投人不足的公共服务及基础设施建设 。 比如 , 撒哈拉 以

南非洲国家不仅没能因为经济结构调整而缓解它们面临 的经济困境 , 其外

债在 1 9 8 2— 1 9 9 0 年期间反而翻 了一番多 , 达到 1 6 4 0 亿美元 这些 国 家

的债务 占其国 内 总产值的 比重由 1 9 8 0 年 的 2 1 ％上升到 1 9 8 8 年的 8 8 ％ 0
？

联合 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估计 , 非洲 的经济结构调整至少使非洲 的发展速度

降低了  1 0 ％
, 世界银行和国 际货 币基金组织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发展计划

并没有达到预期 的效果 。

④
由 于国家制度建设滞后 、 治理能力 低下 , 这些

国家难以有效整合社会资源用于经济社会发展 , 诸如失业 、 饥荒 、 贫 困 、

疾病等问题更趋恶化 。 体现在政治领域 , 则是国家构建的缺失导致国家难

以有效推动民族国家的一体化建设以减少 国家的认同危机 , 难以平衡并化

①
“华 盛顿共识

”

由世 界银行经济 学家约 翰 ？ 威廉 姆森 (
ＪｏｈｎＷ ｉｌＵａｍｓｏｎ

)
在 1 9 8 9 年 提

出
,
用以 概括当 时世 界银行 、 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和美 国政府 向其他 国家推销的经济改革和应 对金

融危机的举措 。 其 内容 主要 有十条 ： (
1 ＞ 加强财政纪律 , 压缩财政 赤字 , 降低通货 膨胀串 , 稳

定宏观经济形势 ； ( 2
)
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 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 收人分配 的领 域 ；

(
3

) 开展税制改革 , 降低边际税率 ,
扩大税基 ；

( 4 ) 实施 利率市场化 ；
( 5 ) 采用一种具有竞 争

力的汇率制度
；

( 6 ) 实施贸易 自 由化 , 开放市场 ；
( 7 ) 放松对外资的限制 ； ( 8 ) 对 国有企业 实

施私有 化 ；
(

9
) 放松政府的管制 ； ( 1 0

)
保护私人财产权 。 参见约翰 ？ 威廉姆森著 ： 《华盛顿共

识简史 》 , 载黄平 、 崔之元主编 ：
《 中 国 与全球化 ： 华盛顿共识还是北 京共识 》 ,

社会科学文 献出

版社 2 0 0 5 年版 , 第 6 3
—

8 5 页 ； ＪｏｈｎＷｉ ｌ ｌ ｉａｍｓｏｎ
,


“

Ｗｈａｔ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Ｍｅ ａｎｓｂｙｐｏｌ
ｉ
ｃ ｙ

ｒｅｆｏｒｍ
,

“


ｉ
ｎ

Ｌａｔ
ｉ
ｎ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ａｄｊ ｕ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ｗｍｕｃｈｈａ ｓｈａ

ｐｐ
ｅｎｅ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 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 ｌｅ ｃｏｎｏｍｉ ｃｓ ,Ｗａｓｈ ｉｎｇ

？

ｔｏｎ
, Ｄ． Ｃ ．


’
 1 9 9 0

；Ｃ 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Ｈｅｍ ｉ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ｆｆａ ｉｒｓ , ｔｈｅ ＩＭＦａｎｄ ｔｈｅＷａｓｈｉ
ｎｇｔｏｎ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Ａｍ ｉｓ
？

ｕｎｄｅｒｓ ｔｏｏｄａｎｄｐｏｏ ｒｌｙｉ
ｍ
ｐ

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 ｔｅｇｙ ,
Ｊ ｕｌｙ 1 9

 , 2 0 0 5 ．ｈｔ
ｔ

ｐ ：
／／ｗｗｗ ．ｇ ｌｏｂａ ｌｅｘ

－

ｃ ｈａｎｇｅ
, ｏｒｇ／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ｓ／ ｗｂ
ｉｍ ｆ／ 3 4 9 3 ．ｈ

ｔ
ｍｌ

② ［智 ］
亚历克斯

？

Ｅ． 费尔南 德斯 ？ 希尔贝尔托 (
Ａｌｅ ｘＥ ．Ｆｅ ｒｎａｎｄｅ ｚＪ ｉｌｂｅｒ ｔｏ

)
． ［ 比 ］ 安 德

烈 ？ 莫 门 (
ＡｎｄｒｅＭｏｍｍ ｅｎ

)
主编

： 《发展中 国 家的 自 由化 ＾＂一

亚洲 、 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制 度和经

济变迁 》 , 陈江生译 , 经济科学 出版社 2 0 0 0 年版
,
第 8 页 。

③Ｙ ａｓｈＴａｎｄｏｎ , 
“

Ｒ ｅｃｌ ａ
ｉ
ｍ

ｉｎｇＡｆｒｉｃ ａ
＇

ｓＡｇｅｎｄａ ：Ｇｏｏ ｄＧｏｖ ｅｒｎａｎｃｅａ ｎｄｔ ｈｅＲ ｏｌｅｏｆ ｔｈｅＮＧＯｓ

ｉｎｔｈｅＡｆｒ
ｉ
ｃａｎＣｏｎｔｅｓｔ

,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ｎＪｏｕ ｒｎ ａｌｏｆ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Ａｆｆａ ｉ ｒｓ ,Ｖ ｏｌ
．

5 0
,Ｎｏ．

 3
,  1 9 9 6

,ｐｐ
．

2 9 3
－

3 0 3 ．

④Ｔ ｉｍｏ ｔｈｙＭｕ ｒｉｔ ｈｉ , ＴｈｅＡｆｒｉｃａｎＵｎ ｉｏｎ
 ；Ｐａｎ－Ａｆｒｉｃａｎｉｓｍ , Ｐｅａｃｅｂｕｉｌ ｄ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ｖ ｅｌｏ

ｐ
ｍｅｎｔ

,

Ｈａｍｐｓｈｉｒｅ：Ａｓｈｇａｔ
ｅＰｕｂｌｉｓｈ

ｉ
ｎｇＬ

ｉｍｉｔｅｄ
,

2 0 0 5 , ｐ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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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各族际间 、 地区 间 、 政党间 、 宗教间 的利益矛盾以维护 国家统
一

, 不少

非洲 国家因此陷入无休止的 内 战甚至导致国家分裂 。

从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 德里希
？

奥 古斯特
？ 冯 ？ 哈耶克 (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Ａｕ
ｇｕｓ ｔＶｏｎＨ ａｙｅｋ )

开始 , 新 自 由 主义逐步成为西方政治经济思想的 主流

理论之
一

。 他们主张
“

市场决定论
”

,
认为政府只需发挥

“

守夜人
”

的角

色
,
因而反对政府过多干预市场和社会 。 从政治学理论上讲 ,

“

小政府
”

有其合理性 , 但是 ,

“

小政府
”

绝不等于
“

弱政府
”

, 这一点 尤为关键 。

即便是美国和 欧洲 国家 , 它们 的政府规模可能不大 , 但是 国家能力却很

强 。 而从东南亚 的菲律宾到南亚的印度 ,
再到众多的非洲 国家 ,

国家政府

规模或许也不大 , 但这些国家的治理能力却不强 。 对于这些后发展国家而

言 , 国家权威的缺失导致 国家无法有效动员 和整合各种资源 , 集全国之力

推进国家的经济建设以便主动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 并在这
一

进程中化

解社会急剧变革所产生的各种矛盾 。 对于许多贫弱 的非洲 国家 , 国家权威

由于内外 因素 的挑战而面临普遍的弱化和衰败 。 在内部 , 各种形式的族群

主义、 宗教势力和地区集团 普遍存在 ,
这些力量伴随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

特别是多党竞争的展开而得到进
一步发展 , 从而对 国家权威甚至是国家统

一

形成严重挑战 。 在国际上 , 全球化所带来的跨国犯罪 、 金融风险和恐怖

主义渗透从另 一方面影响到 国家的稳定 ,
而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更

是直接威胁到这些国家的长远发展 。 不仅如此 , 国家的衰败还伴之以普遍

的 、 深度 的政治腐败和权力 异化 , 部分后发展国家的政治体制具有典型的
“

新世袭制
”

(
Ｎｅｏｐａ

ｔｒｉｍ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 特征 , 即政治权力被 国家领导人及其政

治集团 所垄断和支配 , 国家利益被用以满足某个特殊的集团 、 阶层 、 地区

或族群的个别利益 , 政权竞争因此演化为利益争夺 , 国家政治蜕变为谋取

私利 的 场 所 。
？ 法 国波 尔 多大 学 知 名 非洲 专 家 丹尼 尔 ？ 巴 赫 (

Ｄａｎｉｅｌ

Ｂａｃｈ ) 认为 ,

“

新世袭制
”

虽然采取了现代体制和政府程序 ,
但其实质却

是权力垄断甚至是个人专制 , 统治者对 国家的掠夺使 国家成为
“

反发展
”

的典型 。
② 所以 , 如何在民主的程序下强化非洲 国家的政府权威并在此基

①Ｎｉｃｏｌ ａｓＶａｎｄｅＷａ ｌｌ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ｌ ｉｔｉｃｓｏｆＰｅｒｍａｎｅｎ ｔＣｒ ｉｓｉｓ , 1 9 7 9

＿

1 9 9 9 ,Ｃａｍｂｒ ｉｄｇ
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
ｔｙ

Ｐｒｅ ｓ ｓ , 2 0 0 1 , ｐｐ
． 1 1 3－ 1 5 1 ．

②Ｄａ ｎ ｉｅｌＢａｃｈ
,

“

ＴｈｅＡｆｒｉｃａｎＮｅ ｏ－
ｐ
ａｔｒｉｍｏ ｎ ｉａｌＳ ｔａ ｔｅａｓａＧｌ ｏｂａｌＰｒｏ ｔｏｔ ｙｐ

ｅ ,

“

Ａ ｐｒｉｌ

2 0 1 1
． ｈ ｔｔ ｐ

： ／／ ｓｃｉｅｎｃ ｅｓｐｏ
－

ｇｌｏｂａｌｇｏ ｖｅ ｒｎａｎｃ ｅ．ｎｅｔ／ ｚｈ
－

ｈａｎ ｓ／ｗｅｂ ｆｍ＿ｓｅｎｄ／ 1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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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提髙其治理能力 , 就成为这些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 。

目睹 了
“

华盛顿共识
”

给发展 中 国家带来 的灾难性后果 , 国际社会

逐步形成了所谓的
“

后华盛顿共识
”

, 针对
“

华盛顿共识
”

过分依赖市场

而忽略政府作用和社会均衡的弊端 , 增加 了诸如治理 、 政府调控和制度建

设等新内容 。
2 0 0 1 年诺 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

瑟夫
？

斯蒂格利茨 ( Ｊｏｓ ｅｐｈＥ ．Ｓｔｉｇｌ
ｉｔｚ

) 曾撰写 《后华盛顿共识的共识 》 ,

对所谓的
“

华盛顿共识
”

给予批判 ：

“

共识根本不存在 , 除了华盛顿共识

没有给出答案 。

”

他解释道 ：

“

华盛顿共识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政府失灵

的
一个回应 。 但是 , 它对政府 的失灵矫枉过正了 。

” ？“

后华盛顿共识
”

在

强调市场重要性 的同 时 , 也认为
“

发展需要有效 的政府
”

,

“

历史反复表

明 , 好 的政府不是多余 的 , 而是关键的 必需 品
”

。
② 其实 , 亨廷顿早在几

十年前就指出 , 处于现代化初期的发展 中 国家
“

必须先存在权威 ,
而后

才谈得上限制权威
”

。

③ 他因此批评那些信奉洛克哲学的 美国人 , 说他们

骨子里便抱有如此强烈 的反政府倾向 , 以至于将政府本身与对政府的 限制

混为
一谈 ,

因而看不到处于现代化之 中 的国家需要奠定有效权威的 问题 。

对大多数非洲 国家 , 美国 人的 民主经历及其政治观念或许无法 提供现成

答案 。

在过去 3 0 余年里 , 中 国政府管理模式创新给出 了另
一

种不同的思考 。

一

方面 , 伴随体制改革的推进 , 中 国政府管理模式较此前有 了较大调整 。

改革开放以前 , 中 国实施的是
一种被学者称为

“

全能主义
＂

( ｔｏ ｔａｌ ｉｓｍ ) 政

治体制 ,

？ 其特点在于 中央实施高度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 ,
国家权力无 限

扩张而社会权力萎缩 , 结果一度造成了 国家政治生活的严重混乱 。 改革开

放后 , 随着市场化取向 的经济改革 的深入推进 , 政府权力从 中央高度集权

转向中央与地方的行政性分权 , 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从高度
一体化转向适度

① ［
美

］
约瑟夫 ＿ Ｅ ． 斯蒂格利茨 ： 《后华盛顿共识的共识 》 , 引 自 黄平 、 崔之元主 编 ： 《 中

国与全球化 ： 华盛顿共识还是北 京共识 》 ,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 0 0 5 年 版
, 第 8 6

—

1 0 2 页 。

②Ｗｏ ｒｌｄＢａｎｋ
, Ｗｏ ｒ 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 ｔ

：ＴｈｅＳｔ ａ ｔｅｉｎａＣｈａｎ
ｇ

ｉｎｇＷｏｒｌｄ
, Ｎ ｅｗＹｏ ｒｋ

：Ｏｘ
？

ｆｏ ｒｄＵｎ 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  1 9 9 7
,
Ｐ． 扭 ．

③ ［美
］
塞缪尔 ？

Ｐ． 亨廷顿
：

《变化社会 中 的政治秩序》 ,
王冠华 等译 ,

生活 ■ 读 书 ＿ 新知

三联书店 丨 兆 9 年版 , 第 7 页 。

④ 邹谠 ： 《 中国 廿 世纪 政治 与西方政 治学 》
,
载 《 国 际政 治学》 1 9 8 6 年第 3 期 , 第 3 

—

7

页
ｊＲｏ ｂｅｒｔＪａｙ

Ｌｉｆ
ｔｏ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ｔｈｅＰｓｙｃｈｏｌ

ｏｇｙｏｆＴｏｔ ａｌｉｓｍ ：ａＳｔｕｄｙｏｆ

“

Ｂｒａｉｎｗａｓｈ ｉ
ｎ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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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 , 经济社会领域享有的 自 主权在逐步扩大 , 社会的多元化趋势也 曰益

明显 。 另
一方面 , 中国政治改革的边界仍十分清楚 , 即不能动摇 中 国的根

本政治制度 , 不能影响 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 。 所以 , 中国在推进政治改革

的 同时保持了适度 的中央集权 , 在实现权力分享与放权于民 的同时仍然强

调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管理 。 着眼于未来 , 中国政府治理转型的趋 向 将是从

政府主导的一元垄断社会治理向政府 、 市场和社会相互补充 、 相互制衡的

多元共同社会治理转型 , 这就需要进
一

步清晰界定政府与经济 、 国家与社

会的关系 , 建立起适合市场经济体制 的政府职能与干预 内容 。

中 国政府管理模式 因此具有了两大突 出优势 ： 第一 , 它能够较好地保

持国家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 中国政府在某些方面具有
“

发展型政府
”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 ｅｎｔａ ｌＳｔａ ｔｅ ) 的特点 它有能力凝聚全 民对于实现现代化的共

识 , 有能力捍卫适合的长远利益 、 整体利益而非某些集团 或阶层 的短期利

益和特殊利益 , 通过广泛的利益代表和相对 自 主的发展眼光保证政治和宏

观经济的稳定 , 并在这种环境中稳步推进 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 。
② 与此相

对照的是 , 部分非洲和亚洲后发展 国 家 的政治体制则具有
“

新 世袭制
”

(
Ｎｅｏｐａｔｒ

ｉｍ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 的特征 , 即政治权力服务于 国家领导人及其支持者们

的关系 网 ,
国家利益被用以满足某个家庭 、 部落 、 地区或种族集 团的个别

利益 , 政权竞争因此演化为利益争夺 , 政治蜕变为谋取私利 的场所 。
③ 第

① 有 关发展 型政府 的论述
,
可参见

＂

Ｖ ｉｃｔｏｒＮｅｅ
,
Ｓｏｎ

ｊ
ａＯ

ｐｐ
ｅｒ＆ Ｓｏ ｎ ｉａＭ ．Ｌ Ｗｏｎ

ｇ
, 

“

Ｄｅｖｅｌ ｏｐ
？

ｍｅｎｔａ ｌＳ
ｔａ ｔｅａｎｄＣ 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Ｇｏｖ 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ｎＣ ｈ ｉｎａ

,

”

Ｍａｎａ
ｇ
ｅｍｅｎ ｔａｎｄＯ 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

ｏｎ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 ｌ

． 3
,

Ｎｏ ． 1 ,
2 0 0 7 ,ｐｐ ．

1 9 
－

 5 3
 ；ＬｉｎｄａＷｅｉｓ ｓ

, 
“

Ｄｅｖ ｅｌｏ
ｐ
ｍｅｎｔＳ ｔａｔｅ ｓ ｉ

ｎＴｒａｎｓ ｉｔｉｏｎ
：Ａ ｄａ

ｐｔｉｎｇ ｙＤ ｉ
ｓｍａ ｎ ｔ

ｌ
ｉｎｇ ,

Ｉｎｎｏｖ ａｔｉｎｇ , ｎｏｔ
＇

Ｎｏｒｍａｌ ｉｚｉ ｎｇ

＊

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ｖｉｅｗ
,  2 0 0 0

, Ｖｏ ｌ
． 1 3

, Ｉｓｓｕｅ 1
, ｐｐ ．  2 1

－ 5 5 ．

② 北京大学姚洋教授把 中 国政府概括为
“

中性政 府
”

, 认 为该政权 的特点在 于具有广 泛 的

代表性 ,
不偏 向社会 的任 一组织群体 , 且能够将社会 的长远利益作为政府的 自 主利益

,
从而抵制

民众对于短期分配 的要求 。 尽管来 自 地方 和行业 的利益集 团也试 图影 响国 家决策 ,
但是中 国 的

＂

国家被俘
”

程度在转型国 家中是较低的 。 参见姚 洋 ： 《 中 国经济成就 的根源与前景 》 , 载 《文化

纵横 》 2 0 1 0 年第 4 期
, 第 ｌｅ

—

Ｍ 页
；
贺大兴 、 姚洋

： 《社会平 等 、 中性政 府与 中 国经济增 长 》 ,

载 《经济研究》 2 0 1 1 年第 1 期 , 第 4
－

1 7 页 。

③Ｎ
ｉ
ｃｏ ｌａｓＶ ａｎｄｅＷａｌ

ｌ ｅ
, Ａｆ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ｌ ｉ

ｔｉｃ ｓｏｆ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Ｃｒ
ｉｓｉｓ

’ 1 9 7 9
－

1 9 9 9
,
Ｃａｍｂｒｉｄ

ｇ
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 ｅＵ 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 ｓ ｓ

,
2 0 0 1

,ｐｐ
． 1 1 3

－

1 5 1
． 另 外

,
法国 波尔 多大 学 知名

非洲专家丹 尼尔 ＿

巴赫 ( Ｄａｎｉ ｅｌＢａｃｈ
) 教授于 2 0

1
1 年 4 月 2 9 日在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学 院发表学

术演讲 , 题为 《非洲新世袭国家 》 ( ＴｈｅＡｆｒｉｃａｎＮｅｏｐａｔｒｉｍｏｍ ａｌＳ ｔ
ａ ｔｅ ) , 对非 洲的

“

新世袭制
”

进

行 了 较 为 全 面 的 分 析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ｐｐｍ
．ｔｓ ｉｎ ｇｈｕａ

．ｅｄｕ ． ｃ ｎ／ ｘｘｄｔ／ 2 6  ｅｆｅ 4 8 9 2 ｆ 8 ｆ 9  ｅ 4 6 0 1 2 ｆ8 ｆｃ 2 6 0 ｂ

8 0 0 0 1
．
ｈ 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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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在充分激发社会发展与创新活力 的 同时 , 能够确保国家行动的有效性

和高效率 。 在某种意义上讲 , 中 国市场化改革在实质上是 国家不断放权于

市场 、 放权于社会的过程 , 国家权力逐步退 出某些经济和社会领域 。 但在

政府职权范围有所收缩的同时 , 国家仍享有对地方政府及社会 的有效控制 ,

仍然享有对经济战略部门及核心产业 ( 如土地 、 金融 、 税收 、 矿藏 ) 的有

效管理 。 体现在 国家基本职能上 , 则是 国家有能力对社会资源进行汲取 、

整合与再分配 , 从而为社会提供基本的公共物品 和公共服务 。 正是由 于 中

国政府对社会和经济的选择性控制 , 中 国政府才能够在经济变革中保持政

治稳定 , 才能在全球化进程中有效化解 国内外政治经济难题 。 面对 2 0 0 8 年

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的 冲击 , 中 国可以在短期 内 出 台
一系列应对危机 的经

济刺激方案 , 动员全国资源确保增长和 民生 , 充分体现 出 强大国家制度能

力的优势 。 正如美国丹佛大学国 际关系学院赵穗生教授提出 的那样 , 其实

中国的 国家机器已经在国 内经济方面采用了
“

华盛顿共识
”

中绝大多数宏

观经济的基本原则 , 但它拒绝或修正了那些会大幅度降低政府作用的新 自

由主义经济政策 。
？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成就中 国奇迹的原因很多 , 但其中关

键之
一

就在于中国拥有较为完善的国家制度及强大的国家能力 。
②

在某种程度上 , 中 国政府 模式 的 发展方 向 是一种
“

强 政府
”

而非

“

大政府
”

模式 。
③ “

大政府
”

意在强调政府涉足领域的宽泛性 ,
而

“

强

政府
”

则表示政府能力 的有效性 , 而其涉足 的领域却可能是有 限的 。 需

要特别指出 的是 , 本文强调非洲 国家的制度与权威建设 , 决不意味着为某

① 赵穂生 ： 《中 国模式探讨 ： 能否取代西方的现代化模式 ？ 》
,
载 《绿叶》 2 0 0 9 年第 3 期 , 第

2 0
￣

＾ 0
页 。

② 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
,
中 国 经济开放 的有限性及社会控制的有效性也正在显现 出 制度性

的缺陷
,
这也是今天 中 国社会危机和环境危 机不断恶化的根源 , 因 此需要 在不断 的改革开 放中 进

行进一步 的制度改革 , 这也是中 国 未来发展 的出路和方 向所在 。 有趣的是 , 美 国加州大学 全球 冲

突与合作研究所主任苏珊
？ 舍 克 (

ＳｕｓａｎＬ Ｓｈｉ ｒｋ
)
教授在其 《 中 国 ：

脆弱 的超级 大国 》
一书中

,

在承认改革开放 以来 中 国经济和社会 发生 了巨 大变化 的同 时 , 创造 了一个 接近 于中 文
“

外强 中

干
”

 (
ｓｔｒｏｎｇ ａｂｒｏ ａｄｂｕｔ ｆｒａｇｉｌｅａ ｔｈｏｍｅ

) 的新词汇来 描述 中 国的特征 , 直言 中 国 面临城 乡 差距 、

社会分化 、 政治稳定等 问题 。 参 见Ｓｕ ｓａｎＬ＞Ｓｈ
ｉ
ｒｋ

,
ＦｒａｇｉｌｅＳｕ

ｐ
ｅｒｐｏｗｅｒ

,
ＮｅｗＹｏ 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 ｉｖ ｅｒ
？

ｓ
ｉ
ｔ

ｙＰ
ｒｅｓｓ

,
2 0 0 7

,ｐｐ
．  1 －

 7 8 ．

③ 未来一段时期 内 , 中 国 社会结 构的发展方 向 ,
将是从 目 前的

“

强 国家一弱社会
”

的二元

结构逐步 向
‘ ‘

强国 家一强社会
”

的平行结构方向发展 。
参 见赵虎吉 ：

《后发展 国家政 治合 法性二

元化与政治发展逻辑 》 ,
载谢庆奎 、

佟福玲主编
： 《政治改革 与政府转型 》 , 社会科学文献 出 版社

2 0 0 9 年版 , 第 9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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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非洲 国家仍然存在的集权政府或威权体制张 目 , 而是想说明 的是 , 在非

洲 国家开启现代化进程之时 ,
必须重视更为基础的国家制度建设 。 本文强

调中国政府的政治权威与治理能力 ,
也不意味着赞同那种认为 威权体制是

成就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原因的论点 。 事实上 , 中 国过去几十年经济发展

的成功恰恰得益于市场经济改革 , 得益于对新 自 由 主义思想与
“

华盛顿

共识
”

的某种选择性借鉴 。 而 中国政治体制 的成就则在于 , 它在充分激

发社会发展活力 的 同时 , 能够成功化解不断增多的社会矛盾 , 并通过有效

的社会控制维护 国 家的基本稳定 , 从而破解 了其他发展 中 国 家 出现 的
“

经济发展一政治动荡
”

的政治难题 。
？ 中 国 的 国家权能范 围调整并非 国

家消极退出的过程 , 而是在调整权能范围的同 时 , 注重培育国家的有效制

度供给与秩序治理能力 。 真正的问题 , 不在于 国家权力 的无所不在 、 无所

不能 ,
而在于国家能否有选择性地强化或弱化 自 身的 管理权 。 诚如福山所

言 ：

“

真正的 问题在于国家在某些领域必须弱化 , 但在其他领域却需要强

化 。

”

因此
,

“

有必要将 国家活动 的范围 和 国家权力 的强度区别开来 , 前

者主要指政府所承担的各种职能和追求的 目 标 ,
后者指国家制定并实施政

策和执法的能力特别是干净的 、 透明的执法能力——现在通常指国家能力

或制度能力
”

。

“

贫 困国 家之所以无法发展经济 , 关键是它们的制度发展

水平不适当 。 它们不需要什么都管的国家 , 但它们确实需要在有限范围之

内具有必要功能的 、 强有力并且有效 的 国家 。

” ？ 中 国经济发展较多数非

洲 国家更快更好 , 其重要原因似乎不在于各国政府在职能范围上存在巨大

差别 , 而在于中国的 国家制度更为完善以及政府治理能力相对更高 。

四 中国的政治文化与非洲国家的政党政治

2 0 世纪 8 0 年代后期以来受冷战结束民主化浪潮的影响 , 除厄立特里

① 从这个角度上讲 ,
中国模式 不是对

“

华 盛顿共识
”

的否 定或抛弃 , 更恰 当 地讲
,
是对

“

华 盛顿共识
”

的某种扬弃和修正 。
某些 国外学者从

“

华盛顿共识
”

的对立 面把 中 国经验总结 为
“

北 京共识
”

,
把 中 国 的经济成功归结 为威权体 制 , 不仅存在 学理上的谬误 , 而且还通 过突 出 中

国 的政治不民 主达到了 事实上贬损 、 丑化中 国模式 的 目 的 ^

②
［
美

］
弗朗西斯 ？ 福山 ：

《 国家构建 ：
2

1 世纪 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 》
,
黄胜 强 、 许铭 原

译 , 中国 社会科学 出 版社 2 0 0 7 年版 , 第 1 1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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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 斯威士兰 、 索马里 的绝大多数非洲 国家在短期内采取了竞争性的多党

民主选举 。 由 于这些国家国 内市场
一

体化和民族一体化的发展程度较低 ,

传统的族属认同仍然存在并在某些社会危机中一再显现 。 由于不 同族群的

人们往往倾向于强调各 自 的族群身份 、 族群利益并由 此决定其政治忠诚 ,

因此在短时期内 涌现出的政党往往从部族或特定地区寻求政治支持 , 从而

使政党政治蜕变为族群政治 。 不成熟 、 不完善的多党政治制度伴之 以各族

群共 同体广泛的政治参与 , 导致许多非洲国家的政局出现不稳定 , 甚至陷

人
“

逢选必乱
”

的政治怪圈 。 由 于非洲大陆的 冲突大多可 以看到不 同族

群 (
ｅｔｈ ｎｉｃｇｒｏｕｐｓ ) 的 身 影 , 这些 冲 突 因此 被世人贴上 了

“

族群 冲突
”

( ｅｔｈｎｉｃ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 的标签 。
①

民主政治是当代政治发展的基本方 向 , 竞争性的多党政治则是其主要

表现形式 。 对于许多已有二十余年民主经历的非洲 国家而言 , 民主政治虽

然发展缓慢且依然问题重重 , 但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已大体成型 ；
虽然 民

众的 民主观念和 国家观念仍需强化 , 但现代民 主精神而非专制主义正在成

为社会的主流政治思想且在继续成长 ；
虽然部分国家常因政变或内乱而 出

现民主政治的
“

倒退
”

( ｒｅ ｔｒｅ ａｔ ) , 但从总体上看非洲 的 民主政体较之十年

前更为稳定 。 从民主 的发展趋向看 ,
继续巩固和完善多党民主制度将是这

些国家政治发展的主要方 向 。
② 不过 , 对于一些 民族一体化建设滞后 、 民

主政治文化尚不成熟的国家 ,
如何有效地抑制多党竞争中的 非理性因 素 ,

发展 出
一套健全的民主制度和成熟的 民主文化 , 则是当前阶段面临的重要

政治议题 。

一是从制度上规范多党政治 。 考虑到不加规范的多党选举极易诱发族

群关系 的政治化 ( ｐ
ｏ ｌ ｉ ｔｉｃ ｉｚａｔｉｏｎｏ ｆｅｔｈｎｉｃ ｉ ｔ

ｙ
)

,
从而危及国家统一和政治 民

主化的顺利推进 ,
多数非洲 国家均从法律上禁止那些以特定的族群 、 地区

或宗教为诉求的特殊主义 ( ｐａｒｔ ｉｃｕｌａｒｉｓｔ ｉｃ ) 政党的建立或禁止它们参与 政

①Ａｌ ｅｘａ ｎｄｅ ｒＫｅｅ ｓｅ
,

“

Ｉ ｎ 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 

“

 ｉｎＡｌ ｅｘａｎｄｅｒＫｅ ｅｓｅ
,ｅｄ ．

 ,
Ｅｔｈｎｉｃｉ

ｔｙａｎｄｔｈ ｅＬｏｎｇ
－

ｔｅ ｒｍ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
ｉｖｅ

：
ｔ ｈｅＡｆｒｉｃａｎ Ｅｘｐｅｒ ｉｅｎｃｅ

,Ｂｅ ｒｎ
：
Ｐ ｅｔｅｒＬａ ｎｇＡＧ．

,  2 0 1 0 , ｐｐ
．

 9 
－

1 0 ．

② 不少 国外学 者对非 洲 民 主发 展 的态度 也 是乐 观而 积 极 的 ( ｐｏｓ ｉｔｉ
ｖ ｅ ) 。 参 见 Ｌ ａｒｒｙＤ ｉ ａ

？

ｍｏｎｄ ,
“

Ｉｎ
ｔｒｏｄｕｃｔ

ｉｏ ｎ
,

“

 ｉｎＬａｒｒ
ｙＤｉａｍ ｏｎｄ＆ＭａｒｅＦ．Ｐｌａ ｔｔｎｅｒ

,

Ｄｅ ｍｏｃｒａｔ ｉｚａｔｉｏｎｉ ｎＡｆｒｉｃａ ：Ｐｒｏｇｒｅｓ ｓ

ａｎｄＲｅｔｒｅａｔ
,Ｂａ ｌ

ｔｉｍ ｏｒｅ
：ｔｈｅ ＪｏｈｎｓＨｏ ｐｋ ｉｎｓ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 ｔ

ｙＰｒｅ ｓｓ ,  2 0 1 0
, ｐ

． ｘｉ 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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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活动 例如 ,
尼 日 利亚阿布 巴 卡尔军政府为防止政党的族群化 , 于

1 9 9 8 年开放党禁的 同时又规定了组建政党的硬性条件 ： (
1

) 政党组建必

须面向全 国所有公 民 , 而不论其族群身份 、 宗教信仰 和 出生地 区 ； (

2
)

政党必须接受权力共享和政府关键职位轮流坐庄的原则 ； ( 3 ) 政党必须

在全国 3 6 个州 中 的 2 4 个设立分部 , 活动不能局限于一个区域 ； (
4

) 参

加地方政府选举的政党必须至少在 2 4 个州 的地方选举中 获得总有效票数

的 1 0 ％ ( 后降为 5 ％ ) 才有资格进行最后登记 ； (
5

) 政党组建采取两次

登记的批准程序 。
？ 这些规定有利于从程序上制约地方性 、 族群性政党 的

发展 , 鼓励政党活动的跨族群化和跨地 区化 , 从而为 1 9 9 9 年政治选举的

成功和第三共和国 的建立奠定了政治基础 , 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尼 日 利

亚民族及统一国家意识的形成与 巩固 。

二是建构成熟的政治文化 。 过去几十年非洲历史上频繁上演过不同形

式的家族统治 、 独裁统治和军人政治 , 政治文化遗产 中多有政治的集权

(
ｃ ｅｎ ｔｒａ 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

) 、 集 中 (
ｃ ｏｎｃ ｅｎ ｔｒａｔｉｏｎ

) 和个人化 ( ｐｅ 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 ,
而缺

乏现代民 主政治所需的理性和包容精神 。
③ 有学者粗略统计 , 非洲 国家 自

独立 以来共经历了 8 0 起成功政变 (
ｃｏｕｐｓ ) 和 1 0 8 起未遂政变 , 其总数 占

到全球政变总数的 4 0 ％ 。
④ 因此

, 在引 入现代多党民 主竞争机制的 同 时 ,

及时培育更具理性与包容精神的现代民主观念是 当前非洲 国家政治文化建

设的首要命题 。 在此方面 , 中国政治制度所体现 出 的
“

包容
＂

精神或许

具有一些启示意义 。

中国政治制度具有两大鲜明特点 ：

一是在政权组织上实行以人民代表

大会为基础的政治制度 , 而非西方的三权分立 ；
二是在政党制度上实行以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 而非一党制或 西方 国家所倡导的 两党 制和多党

①Ａｎｉ
ｋａＢｅ ｃｈｅｒ＆Ｍａ ｔｔｈｉａｓＢａｓｅ ｄａｕ , Ｐｒｏｍｏｔ ｉｎｇＰｅａｃｅａｎｄ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ａｒｔ
ｙＲｅ

ｇ
ｕｌａ

？

ｔｉｏｎ ＾Ｅｔｈｎ ｉｃＰａｒ ｔ
ｙＢａｎｓｉｎＡｆｒｉｃａ , Ｈ ａｍｂ ｕ ｒ

ｇ

：ＧＩＧＡＧｅｒｍａｎＩｎｓｔｉ ｔｕ ｔｅｏｆＧｌｏｂａ ｌａ ｎｄＡｒｅａＳ ｔ
ｕｄ

ｉ
ｅｓ

,

2 0 0 8 , ｐｐ
．

 6 
－

 2 4 ．

② 贺文萍
： 《 非洲 国家 民主化进程研究》 , 时事出 版社 2 0 0 5 年版

,
第 2 7 8

—

2 7 9 页
；
刘鸿武

等 ： 《从部族社会 到 民族 国家
——尼 日利 亚 国 家 发展 史纲 》 , 云南 大学 出 版社 2 0 0 0 年 版 , 第

1 7 7
—

1 8 2 页 。

③ＡｄｅｍｏｌａＡｚｅｅｚ
,


“

Ｅ ｔｈｎ ｉｃｉ ｔｙ , Ｐ ａｒｔｙＰ ｏｌ
ｉ
ｔｉｃ ｓａｎｄＤｅｍｏ ｃｒａｃ ｙｉｎＮ ｉｇｅｒ

ｉ ａ ：Ｐｅ ｏｐ ｌｅ ｓＤｅｍｏ ｃｒａｔｉ ｃ

Ｐａｒｔｙ (
ＰＤＰ

)ａｓＡ ｇｅｎ ｔ ｏｆＣ ｏｎ ｓｏｌ ｉｄａｔ
ｉｏｎ ？

＂

ＳｔｕｄＴｒ
ｉ
ｂｅｓＴｒｉｂａｌｓ

,Ｖｏｌ． 7
, Ｎｏ ． 1

, 2 0 0 9 , ｐ ．

 8 ．

④Ｃ ｌａｒｅｎｃｅＪ ．Ｂｏｕｃｈａｔ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Ｓｔａｂ ｉｌｉｔｙ ｉｎＡｆｒ ｉｃａ

 ：Ａ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 ｎｔＡｐｐ
ｒｏａｃｈ , Ｃ ａｒｌ ｉｓｌｅＰＡ

：

Ｓ ｔｒａ ｔｅ
ｇ ｉｃＳｔ ｕｄｉｅ ｓＩ ｎ＆ｔｉ ｔｕｔｅ

, Ｕ
．Ｓ ．ＡｎｎｙＷａ ｒＣ ｏ ｌｌ ｅｇｅ ,  2 0 1 0

, ｐｐ
． 9 

－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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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 虽然这种独特的政治架构仍需在理论上做出更为精致的解释 , 在实践

中也面临不少尚待解决 的问题 , 但在过去的历史长河里
一再显示 了其巨大

的政治效能 ,
也 因此为 自 身贏得 了某种历史合法性 。 如果把 民主制度大致

分为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 , 那么 中 国 的政治制度安排更接近于协商民主的

实质 。 与选举民主 旨在通过选举 以决定权力归属不同 , 协商 民主是指公 民

通过 自 由 而平等的对话 、 讨论 、 审议等方式 , 参与公共决策和政治生活 。

它突破把民主限定在选举环节的理念 , 试图让各党派 、 各阶层的民众参与

到决策过程 中 , 使政府政策的制定更加符合人民 的利益 。

？
中 国政治制度

体现了一种 内嵌 的
“

合作
”

、

“

协商
”

精神 , 这与西方 的
“

竞争
”

、

“

冲

突
”

理念存在很大 区 别 。 对 于现代 化进程 中 的 国 家来说 , 制 度 内 嵌 的
“

合作
”

精神 , 有助于形成 比较普遍的对现代化发展方向 的共识 , 不 至于

因为对现代化道路理解 的歧义而出现现代化进程频繁被 打断的现象 。
② 对

于那些正在实践多党竞争民主的非洲 国家而言 , 积极培育某种富有竞争而
？

又更具理性与包容的现代民主精神 , 或许能有效减少多党竞争引发的无序

纷争 , 实现多党政治与国家统
一 的 良性互动 。

政党政治的 目标是什么 ？ 从现代 国家建构的角度来看 ,
不管政党制度

是在什么情况下 、 以 什么 样的形式确立 , 其内在倾向都是共同的 ： 就是最

大限度地创造国家整合 , 减少党派的无序纷争所可能带来的社会分散和 国

家分离 在实践 中 , 政党作为社会部分成员 的 代表 ,
既可以作为社会利

益的调节器 ,
也可以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分裂力量 。 政党扮演何种角色 , 政

党政治发挥何种功能 , 关键取决于国家制度是否能把政党的竞争纳人
一定

的秩序范围之内 。 要达到这种 良性状态 , 社会和国家就必须创造一个 良性

的政治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一套适宜的政党制度 。
一个社会要形成多党

局面极为容易 , 但要在多个政党的基础上建立
一个适宜的政党制度却是相

① 协商民 主是否 可以作为竞争性民主 的替代 , 这在 政治 学领 域仍是
一个有 巨 大争议 的话

题 。
在社会结 构 日益多元化 的前提下 , 继续在理论 、 程序与实践 中完善协商民主 , 同 时不 断容纳

某些 自 由 民主的基本要素
,
以满足 民众不断增强 的民主诉求

,
应是当前阶段 中 国政治发展 的基本

方向 。

② 苏长河 ：
《 中 国模式与世界秩序 》

,
栽 《外交评论 》 2 0 0 9 年第 4 期 , 第 2 1 

—

3 1 页 。

③ 民主的本质不仅是竞争 , 还有妥协
,
政党政治的 目 的是为了通过竞争达到相互妥 协与认

同
,
共同 维护国家 的统

一和发展
,
而非通过斗争来谋取权力

,

从而导致国 家的分裂 和衰败 。 参 见

林尚 立 ：

《政党 、 政 党制度 与现代 国 家——对 中 国政 党制度的理论反思 》 , 载 《 中 国延安 干部学

院学报 》 2 0 0 9 年第 9 期 , 第 5
—

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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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困难 的 。 在部分非洲 国家 ,
由 于族群制度的广泛存在 ,

且现代民主条件

发育不成熟 ,
多党 民主极可能激活狭隘 的部族主义 ,

使政党政治烙上鲜 明

的部族色彩 , 从而扭曲这些国家的现代民主发展进程 。 这就需要在完善民

主制度设计 ( 比如从法律上禁 止政党 以特定的族群或地 区为基础 ) 的 同

时 , 辅之以
“

合作
”

、

“

协商
”

的政治精神 , 在激发公民政治热情的 同时 ,

又能使政党间 的竞争走 向理性化 , 从而减少社会 冲突的对抗性 。 换言之 ,

非洲国家在引人并实践竞争性多党制度的 同时 , 也应积极培育 国家内部的

民主要素 , 这包括市场经济的成长 , 中产 阶级 的壮大以及现代 民主政治精

神的培育 。 后发展国家的 民主化进程多是 内外因素共 同作用的结果 , 来 自

外部力 量的推动促成了现代民主形式的建立 ,
而国家 内生的 民主因素的不

断发展才是 民主得以巩 固的关键 。 考虑到许多亚非国家的传统文化并不缺

乏合作与协商精神
,
如非洲黑人传统文化具有认 同宇宙和谐统一和群体主

义至上的精神特质 ,

？ 这就需要根据现代民主的需要来挖掘传统政治文化

中的合理成分 , 实现传统政治文化的 自我更新与扬弃 ,
以有助于建立一种

兼具竞争性与包容性的现代政治文化 。

五 中国的民族关系模式与非洲

国家的民族
一

体化构建

冷战结束以来 , 世界民族问题呈现新的发展态势 ：

一是因 民族问题而

导致的 国 内冲突成为世界冲突 的主要形式 ,
二是民族问题主要发生于发展

中 国家和地区 。 从非洲 、 中东到南亚 、 东南亚 , 再到髙加索和 中亚地 区 ,

国家 内部 的 民 族冲 突 以前所未有 的声势 爆发 出 来 。 在非洲 地 区 , 仅在

1 9 9 7— 2 0 0 6 年的 1 0 年间
, 非洲大陆共计发生 1 4 起重大武装冲 突 , 除埃

① 非洲黑人传统文化强调社会秩 序的和谐稳定和集体利益 的至高无上 , 讲求个人 意志服从

群体利 益的社会一致原则 , 因而非洲传统社会就被描绘成
“

意见一致 的社会
”

, 非洲 的传统政治

生活就 被描绘 成
“

意见一致 的民主
”

。 这种在部落和 氏族生 活中 形成的简单而持久 的民 主形 式常

被赞誉为
“

大树下的民主
”

。 坦桑尼亚国父尼雷尔将这种
“

大树下 的民 主
＂

形象地 描绘 为
“

先人

围坐在一棵大树下 , 就共同体 ( 氏族 、
部族或村庄 ) 的事务展开讨论 , 这种讨论没有 时间限制 ,

需要多久就持续多久
,
直 至各 方达成一 致意见为止

”

。 参见张宏 明 ： 《 多维视野 中的非洲政 治发

展 》 ,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1 9 9 9 年版 ,

第 1 0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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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俄比亚同厄立特里亚的边界 冲突属 国家 间冲突以外 , 其余 的 1 3 起 冲突

均为与族际关系 相联的 国内 冲突 。

？ 非洲 国家大多是多族群 国家 ,
不 同族

群间 的社会文化差异甚大且彼此的认同感不强 。 再以尼 日利亚为例
,
该 国

有不同的族群 3 7 4 个 , 虽然 国家已经独立 5 0 余年 , 但社会结构 的异质性

仍未有根本改变 ,
民众 的家庭和族群意识仍远甚于统一的

＂

民族
”

 ( ｎａ
－

ｔｉｏｎ
) 或

“

国家
＂

(
ｎａｔｉｏｎ

－

ｓ ｔａｔｅ
) 观念 , 民族 国家的 统

一构建仍待完 成 。

②

尼 日 利亚民族独立运 动领导 人 、 约 鲁 巴人 (
Ｙｏｒｎｂａｓ

) 著名 酋长奥 巴 费

米 ． 亚沃洛沃 ( ＯｂａｆｅｍｉＡｗｏｌｏｗｏ
) 曾这样评价尼 日 利亚民族一体化的艰

难 ：

“

尼 日 利亚不是一个 国家 , 它仅仅只是一个地理表达 。

”③ 美国学者菲

利克斯 ？ 格罗斯 (
Ｆｅ ｌｉｋｓＧｒｏ ｓｓ

) 认为 , 非洲地 区 的社会纽带仍主要 是社

会学意义上 (
ｓｏｃｉｏｌｏ

ｇ
ｉｃａｌ

) 的
“

血亲关 系
”

 (
ｌｉｎ ｅａｇｅ ｓ ) 和

“

亲缘关系
”

(
ｌ ｉｎｋａｇｅ ｓ

) ,
而非意识形态意义上的 民族主义或其他政治观念 , 这决定 了

人们的政治忠诚主要归依于部族或部落集团而非现代意义上的 国家 。
④

中 国也是一个多民族 国家 , 也面临许多历史和现实的 民族问题 。 但面

对冷战后兴起的 民族主义浪潮 , 中国 有效捍卫了 民族国家的统
一

, 并在国

家经济不断快速发展的基础上有效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 的经济发展 , 增进

了各 民族间 的共 同繁荣 , 其中 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

其一 , 在法律和政策层面确立并维护 民族平等原则 。

“

民族平等
”

是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之基本原则 , 长期 以来一直是中国 民族政策的基

石 。 鉴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相对滞后 , 为避免民族平等流于形式 , 中 国

长期实施对少数 民族 的政策优惠 , 以对主体民族的不平等来切实保障少数
,

民族的平等权利 。 在政治上 , 少数民族在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中 的代表 比例

① 斯德哥尔摩 国际和平研究所编 ： 《 Ｓ ＩＰＲＩ 年鉴 2 0 0 7
： 军备 、 裁军和国 际安全 》 , 中 国军 控

与裁军协会译 , 世界知识出 版社 2 0 0 8 年版 , 第 9 8
—

1 0 0 页 。

②Ｂ ．Ｓａｌａｗｕ＆Ａ ．  0 ．Ｈａｓｓ ａｎ , Ｅｔ
ｈｎｉｃＰｏ ｌｉ ｔｉｃ ｓ 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 ａｔ

ｉｏ ｎｓｆｏ ｒ ｔｈｅＳｕｒｖｉｖ ａｌｏｆＤｅｍ ｏｃ ｒａ
？

ｃｙｉｎＮｉｇｅｒｉａ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ｕｂｌ ｉｃＡｄｍｉ ｎｉｓ ｔｒａ ｔ
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Ｖｏ Ｌ 3

,
Ｎｏ．

 2
,  2 0 1 1

, ｐｐ
．
 2 8 

－

3 3 ．

③
”

Ｎｉ
ｇ
ｅ ｒｉ ａｉｓｎｏ ｔａｎａ ｔｉｏｎ ． Ｉ ｔｉｓ ａｍ ｅｒｅｇｅｏｇ ｒａｐｈ

ｉｃｅｘｐｒｅｓ ｓ ｉｏｎ
,

＂

ＳｅｅＡｌ ｅｍＨａｉ ｌｕ
,

＂

ｔｈｅＳ ｔａ ｔｅ

ｉｎＨ ｉｓｔｏｒｉｃａ ｌ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 ｉｖ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
ｉｖｅ

：ＳｔａｔｅＷｅａｋｎｅｓ ｓ ａｎｄｔｈｅ Ｓ
ｐ
ｅ ｃｔｅ ｒｏｆＴｅｒ ｒｏｒｉ ｓｍｉ ｎＡｆｒｉｃａ

ｔ

＂

ｉ
ｎＪｏｈｎＤａｖｉｓ

, ｅｄ ．

 , Ｔｅｒｒｏ ｒｉｓｍｉｎＡｆｒ ｉｃａ ： ｔ
ｈｅＥｖｏ ｌｖｉ

ｎ
ｇＦｒｏｎｔｉ

ｎ ｔｈｅＷａ ｒｏｎＴｅｒｒｏ ｒ , Ｌａｎｈａ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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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 5％左右 , 远远高于少数民族人 口 在全国 总人 口 的 比例 ； 选举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时候 ,

1 名少数 民族代表所代表的人 口数可以少于 1 名

汉族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
一

半甚至更多 。 再如
,
中 国在文化教育上鼓励

和推行
“

双语教学
”

, 在宪法 中规定少数民族有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诉讼

的权利 。 与中 国不 同的是 ,

一些多族群 的非洲 国家长期推行针对异 己族群

的歧视政策 , 导致族群矛盾长期积累并最终激化 。 布隆迪于 1 9 9 3 年爆发

了大规模的族群冲突和仇杀 , 主要原因在于两大族体间存在长期 的不平等

和相互敌视 , 仅 占布隆迪人 口 1 6 ％ 的 图西族长期控制着国家的军政大权 ,

而人口 占 8 3 ％ 的胡图族却长期处于无权地位 。

其二 , 在 国家制度安排上实现少数 民族 自 治与国家统一 的有机结合 。

历史证明 , 冷战时期的 苏联和南斯拉夫 的邦联体制难 以有效维护 国家统

一

, 而一些发展中 国家无视 国 内 民族差异 、 不承认少数民族 自 治权利的做

法也无助于民族间 的 和谐相处 。 新 中 国成立 以来 , 中央政府根据
“

小聚

居 、 大杂居
”

的民族分布状况
,
把民族区域 自 治确定为 国家的一项基本

政治制度 。 所谓民族区域 自 治 , 是指在 国家的统一领导下 , 各少数民族聚

居地方实行区域 自 治 , 设立 自治机关 , 行使 自 治权 。 截至 2 0 0 8 年底 ,
全

国共建立了  1 5 5 个 民族 自 治地方 , 包括 5 个 自 治区 、 3 0 个 自 治州 、 1 2 0 个

自 治县 ( 旗 〉 。 民族区域 自 治制度不同 于西方的 民族政治区划 , 它不是脱

离民族大家庭 的
“

独立 自 治
”

和
“

自 治邦
”

, 而是国家不可分离 的组成部

分 , 少数民族 自 治机关只是 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 的
一

级地方政权 。 由 于世

界各 国的 民族关系千差万别 , 民族区域 自 治制度未必适合其他 国家 , 但这
‘

一制度既保证了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当家做主管理本民族内部地方性事

务 ,
又有效维护了 中央政府的权威和 国 家的统

一

, 其对于许多仍面临 民族

治理问题的多民族国家探索 自 身民族政治制度无疑具有重要的启 示意义 。

其三 , 在经济层面注重维护少数民族的经济权益 。 当前世界的 民族冲

突多与各 民族间围绕资源分配而产生的矛盾有关 。 苏丹达尔富尔危机产生

的
一

个主要原因是南北双方在土地 、 水 和石油资源的分配上 出 现分歧 , 南

方的黑人族体认为中央政府长期偏袓北方 的阿拉伯人族体 ,
因而诉诸于武

力 以维护其声称的合法权益 。 例如 , 在南方黑人族体看来 , 苏丹中央政府

为解决南北冲突而对土地和权力资源所做的重新分配明显有失公允 ,
导致

黑人族体对政府强烈不满 。 如 1 9 9 5 年 3 月
,
西达尔富尔 州决定将黑人部

落马萨利特人的传统领地划分为 1 3 个区
, 将其 中 5 个区划分给阿拉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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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
,
引起马萨利特人 的强烈不满 , 直接导致 1 9 9 6

—

1 9 9 8 年马萨利特人

与阿拉伯人的 冲突 。 冲突 中双方都有数百人被打死 , 马 萨利特人有 1 0 万

人逃到乍得境 内 , 沦为难民 。

？
中 国的经验完全不同

,

1 9 9 4 年 , 国家将 中

央与 民族 自 治区对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分成 比例调整为 4 ：  6
, 而其他省市为

5 ： 5 。 中央政府还不断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 除按规定拨付
一

般性转移支付

和专项转移支付外 ,
还专 门设立 了 民族地 区转移支付 。 据统计 ,

1 9 7 8
—

2 0 0 8 年 , 中央财政 向民族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累计达 2 0 8 8 9 ．
4 0 亿元

,
年

均增 长 1 5 ． 6％ 。 其 中 ,

2 0 0 8 年 为 4 2 5 3 亿 元 , 占 全 国 转 移 支 付 总 额

的 2 3 ．
 8 ％ 。

②

其 四 , 注重在文化和观念层面推动民族
一体化建设 。 对于多 民族 国家

而言 ,

“

民族
”
一词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的 意义 ：

一是 国家 内部 的各族体 ,

如中 国境内 的汉族 、 苗族 、 壮族
；
二是与国 家相联系 的 民族 , 如 中华 民

族 、 美利坚民族 、 尼 日 利亚 民族 。 为有效地维护国家统
一

, 中 国在承认国

内各民族文化个性的 同时 ,
不断培育民族 国家观念 ,

使各民族形成统一的
“

中华 民族
”

和
“

中国人
”

的观念 。 中国之所 以历经千年而不分裂 ,
当前

中 国之所以能不断走向复兴 , 都与中华民族所承载的强烈的 民族观念和 民

族精神分不开 。 与此不同的是 ,
由 于历史上各族体间的交往与融合程度较

低 , 加之后来西方殖民主义者人为划分殖民地 的政治边界 , 导致许多非洲

民族独立国家缺乏
“

民族
”

这一物质载体 , 民众对 自 身族体的认同远远

超过对新生 民族 国家的政治认同 , 成为这些国家 民族冲突的重要隐患 。

事实上 , 当前对非洲国家政治统一的最大威胁不是来 自 外部强权的侵

略或者 国家间 冲突 ,
而是 内部族群主义 的膨胀及 由 此带来 的族群关 系 紧

张 。
③ 因此 , 非洲国家面临的

一

个普遍而艰巨 的历史性发展主题 , 是如何

及时地实现 由传统社会向现代 民族国家的过渡转型 , 即如何把这些新创立

於年轻非洲国家 内部那些严重分割 、 破碎 、 封 闭性的众多族群共同体甚至

① 余文胜 ： 《苏丹达尔富尔危机的由 来》 , 栽 《 国 际资料信息 》 2 0 0 4 年第 9 期
,
第 3 9

—

4 1

页 。

② 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 ： 《 中 国 的民族政策与各 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 , 2 0 0 9 年 9 月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中央人 民政府网 。
ｈ

ｔｌｐ ：／／ｗｗｗ ．

ｇｏｖ
．ｃｎ／ｚｗｇｋ／ 2 0 0 9 

－

 0 9 ／ 2 7 ／ｃ ｏｎｔｅ ｎｔ
＿ 1 4 2 7 9 3 0 ． ｈ

ｔ
ｍ

③ＭａｒｉｎａＯｔｔ ａｗａｙ ｔ
＂

ＮａｔｉｏｎＢｕ ｉｌ ｄ ｉｎｇａｎｄＳ ｔａｔｅＤ ｉｓｉｎ 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

＂

ｉｎＫｉ ｄａｎｅＭｅｎｇ ｉｓｔｅ ａｂ＆Ｃ ｙｒｉｌ

Ｄａ ｄｄ ｉ ｅｈ
,
ｅｄｓ．, Ｓｔａｔ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ｎｄＤ 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 ｉｏｎｉｎＡｆｒｉｃａ

ｔＷｅｓｔｐｏｒｔ
：Ｐ ｒａ ｅｇｅ 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  1 9 9 9
,

ｐ
．
 8 3 ．



1
2 2 非洲研究


部落集团加 以整合改造 ,
使其重构成富有凝聚力和

一

体化的 现代统一 民

族 。 体现在文化方面 , 则是需要相应地将那种高度异质性的各民族享有 的

传统文化改造成为 同质性的 、 具有高度认同感的现代 国民文化 。 通过这种

富于凝聚力 的现代 民族和 国 民文化的成长 , 为各个年轻国家提供一种举国

一致 、 全民共识的 国民文化价值体系或精神纽带 ,

一种能维系年轻国家之

团结 、 稳定 、 统一 的国民观念和 国 民情感 , 并以此消弭和克服国 内各族体

各地区间的隔膜和封闭 ； 消除 由于这种隔膜封闭引发的 民族矛盾或地区 冲

突 , 使非洲 国家由 沙聚之邦 , 转变成为 内 聚 向心之 国
, 实现

“
一

个 国家

(
ｎ 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

) 、

一个民族 (
ｓ ｔａ ｔｅｎａｔｉｏｎ

) 、

一

种文化
”

的发展 目 标 。
？

结 论

本章重在关切非洲 国家普遍面临 的国家构建问题 , 探讨了 中 国国家制

度建设经验及其对非洲 国家可能具有的启 示意义 。 笔者认为 ,
处于现代化

初期的非洲 国家并非不要 民主政治 ,
而是需要在国家制度建设基础上稳步

推进政治转型 , 激进的政治变革很可能会打乱 自 身政治发展进程而导致社

会秩序的紊乱 。 体现在国家治理能力上 , 非洲国家在调整国家职能范围 的

同 时 , 需要注重培育国家的有效制度供给与秩序治理能力 。 体现在政党政

治上 , 在引 入西方现代多党民主政治之时 , 也需要不断培育 国家内生 的

民 主要素
, 在 自 身民主文化不断成长 的基础上建构起一套适宜的 现代 民

主制度 。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 中国家 ,
中 国三十余年 的改革与发展探 索

完全可 以与非洲国家共同 分享 , 这种在本质上属 于人文与 文化交流的 南

南合作新议程 , 必将有助于世界发展 问题 的解决 , 有助于发展中 国家 的

整体复兴 。

不过 , 我们无意吹捧中国政治发展的完善与成熟 , 更无意主张对外传

播 中国 的政治理念与制度 。 这不仅因为 中国政治发展本身还处于不断探索

与发展之中 , 而且事实上 , 非洲 国家为数众多且国情各 自 不同 , 它们 的政

治发展进程又包含着许多复杂的命题与特殊的挑战 , 几乎没有任何现成的

① 刘鸿武等 ： 《从部 族社 会到 民族国家一尼 日 利 亚国 家发展 史纲 》
,
云南 大学 出 版社

2 0 0 0 年版
,
第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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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政治发展模式或某种现成的政治理论可以简单地用 以解释和指导这些

国家的现实政治发展问题 。 本文试图表达的是 , 中 国和非洲 国家面临许多

共同的发展命题 , 且处于大致相同的 国际话语体系之中 , 因此双方在治 国

理政方面的交流 , 或许有助于共同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 , 共同寻求
一

种更
^

为本土的发展道路 。 过去的历史表明 , 非洲国家的政治现代化 , 应当遵从

现代民族国家成长规律 , 在不断完善基本 国家制度建设和 民族一体化基础

上稳步推进政治经济转型 , 在内生民主条件培育和外来民主经验借鉴相互

作用下实现本土政治的现代变迁 。

( 责任编辑 ： 周玉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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