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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内 容提要 】 中 国在 非 洲 的利 益 是伴 随着 中 非 关 系 的建 立 与

发展 而 出 现和 扩 大 的 。 大体 而 言
,
在 新 中 国 建立之后 的 6 0 年 ,

中 国 在 非 洲 的 利 益经历 了 若干 变 化 , 从 意 识形 态 和 政 治 到 经 济 的

三 大利 益追求先后 主 导着 中 国 的 对 非政策 。 近年来 , 对 自 然 资源

的 需 求 ,
加 上能 源 进 口 多 元化 和拓展 海 外 市场 的 策 略 , 导致 中 国

在非 洲 的 利 益 出 现 了 重大 变 化 , 即 在 保持 和扩 大 以 实现政 治 目 标

为 主 的传统利 益 的 同 时 , 中 国将追 求经济 利 益作 为 发展 中 非 关 系

的又 一 重要 目 标 。 Ｓ 前 , 中 国 在 非 洲 的 经 济 利 益 主 要 有 发展援

助 、 投资和 贸 易 三大 类 。 与 此 同 时 , 由 于 种 种 原 因 , 中 国在 非 利

益 也面 临着来 自 多 方 面 的 挑 战 和 威 胁 , 中 国 应 主 动 采取
“

软
”

、

“

硬
”

措 施 , 有效维护 自 己在 非 洲 的 无形和 有 形利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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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 1 世纪以来 , 中 国在非洲 的利益经历 了
一

次重大变化 。 简言之
,

？ 项 目 基金资助 ：国 家社科基金项 目 ( 0 9 ＢＧＪ0 1 0
) 

“

达尔 富尔 问题及 其对 中 国外交 的影 响研

究
”

、教育部哲 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 目 ( 0 9 ＪＺＤ0 0 3 9 ) 《新时期 中非合作关系研究 》 、 教育

部人文社科研究项 目 ( 0 8 ＪＣ 8 1 0 0 1 8
) 

“

达尔富尔问题及其影 响研 究
＂

、教育部区域与国 别研究培 育基

地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 、浙江省哲学 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非洲研究 中心 、浙江省 重点创新

团队 、浙江省髙校创新团队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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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中非关系 的关注点从主要追求政治和意识形态 目标扩大到 了努力推

动 自 身经济发展 。 对 自 然资源的需求加上能源进 口 多元化和拓展海外市场

的策略导致了 中 国在非洲投资的迅速增长 。 同时 , 在开发受内部冲突 困扰

的非洲国家的商业利益方面 , 中国表现得 比某些西方 国家更为坚决 ,
这意

味着 中国需要保护的利益越来越多 。 尽管中 国 已为在非洲 的联合 国维和行

动提供了不少人员 , 但这些行动的 目 的是维持非洲的稳定 , 而不是明确保

护中 国的利益 。 中国迄今 尚 未形成一个保护在非洲投资和公 民安全的完整

而成熟的框架 。

一

中国在非洲利益的演变与拓展

当代中非关系可以追溯到 2 0 世纪 5 0 年代末 6 0 年代初 。 在 6 0 年的中非

关系 中 , 中 国在非洲 的 利益经历 了若干变化 , 从意识形态和政治到经济 的

三大利益追求先后主导着中 国的对非政策 。
2 0 世纪 中国 同非洲的官方关系

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
1 9 4 9
一

1 9 7 8 年 、 1 9 7 9
—

1 9 8 9 年和 1 9 9 0 年至今 。 在

第
一

阶段的 3 0 年里 , 中国在非洲 的 目标受限于冷战政治 。 由 于先后受到西

方和苏联的封锁与孤立 , 中国主要是将对非关系 当作扩大 自身政治影响 的

手段 。 在此阶段 , 中国支持了撒哈拉 以南非洲的许多解放运动 , 并迅速与

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 在非洲 国家的支持下 , 中 国于 1 9 7 1 年取

代台湾进人联合国安理会 。 此后
,
孤立 台湾的外交努力持续推动 中 国在非

洲大陆广交朋友 。 中国将 中非关系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援外八项原

则基础之上 , 后者是周恩来总理在非洲 1 0 国之行 中提出 的 。 这些原则不仅

巩固了中国不干涉别 国 内政 的立场 , 而且成为被非洲大陆普遍认 同的政治

观念 。 1 9 5 6 年 5 月 , 埃及与 中 国建交 , 成为最早同 中 国建交的非洲 国家 。

1 9 5 8 年到 1 9 6 6 年
“

文化大革命
”

开始期间 , 共有 1 8 个非洲 国家同 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交 。
1 9 6 3 年末至 1 9 6 4 年初 , 周总理率 团访问 了非洲 1 0 国 , 中

苏分歧 、 中印争端 、 台湾问题及中国在联合国 的席位等中国关心的问题在此

次访问期间被多次讨论 。 随后 , 被访 1 0 国 中的 9 个 国家 同 中 国正式建交。
？

①Ｓｉｔｈａ ｒａＦｅ ｒｎａｎｄ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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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 9 7 8 年底 , 中国 已 同 4 3 个非洲 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

在中非关系 的第二个阶段 (
1 9 7 9

—

1 9 8 9 年 ) , 中国 的外交政策在很大

程度上受到经济现代化计划的影响 。 虽然仍与非洲保持传统友好关系 , 但

因 中 国专注于 自身改革与发展 问题 , 并致力于改善同美 、 欧 、 日 的贸易联

系
, 中非关系相对平淡 。

1 9 8 9 年
“

六四
”

风波之后 , 中 国 再次被西方孤立 。 但是 , 在西方 国

家严厉批评中 国之时 , 非洲的反应却较为温和 。 许多非洲领导人赞同中 国

政府的观点
,
即发达世界严厉批评中 国不尊重人权只不过是其竭力延缓 中

国崛起的借 口而已
, 安哥拉 、 纳米比亚等国更是 明确表示支持 中 国 。

？ 在

此背景下 , 中非关系再次迅速升温 ,

“

互惠互利
”

和
“

合作双贏
”

逐渐成

为 中非关系中除传统政治关系 以外的另
一

大核心内容 。 中国 于 2 0 0 1 年加

人世界贸易组织后 , 提 出 了
“

走 出去
”

战略 。 此后 , 中 国政府积极推动

作为
“

走 出去
”

战略组成部分的投资非洲 , 中非 贸易 显著增 长 ,
而 中 国

通过发展援助和投资 ( 主要集 中在基础设施 ) 换取非洲 自 然资源 的合作

模式也 日 益成为 中非关系 中的一大特色。

中非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 2 0 0 0 年 1 0 月 中非合作论坛 (
ＦＯＣＡ Ｃ )

首届部长级会议的召开 。 此后
, 中非合作论坛每三年在中 国和非洲交替召

开一次峰会 , 并成为双方就各种问题进行对话的重要平台 。
？ 中 非合作论

坛是双方在政治 、 经济 、 社会事务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展开合作 的路线图 。

在 中非合作论坛首脑会议之外 , 中 国领导人不断增加访非次数也反映了 中

国政府进
一

步巩固与非洲大陆关系 的决心和态度 。

2 0 0 6 年 1 月 , 中 国首次公布 了非洲问 题 白皮 书 即 《 中 国对非洲政策

文件 》 , 确立了 中国对非洲大陆的长期政策 。 该政策文件强调了 中国与 同

为发展中 国家的非洲 国家的共 同特点及加强中非在政治 、 经济 、 文化 、 社

会 、 和平与安全等方面合作的重要性 。 值得注意的是 , 中 国首次明确提 出

了与维护中 国在非安全利益相关的政策措施 , 其 中包括 ： 促进同非洲的高

层次军事交往 , 包括交流军事技术和培训非洲军事人员 ； 支持非洲联盟等

① ＩａｎＴａｙ ｌｏｒ , 
“

Ｃｈ ｉｎａ
＇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 ｉｃ
ｙ ｔｏｗａ ｒｄｓＡｆｒ ｉｃａ ｉｎｔｈｅ 1 9 9 0 ｓ

,

”

ＴｈｅＪｏ 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ｄ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Ｓｔ ｕｄ
ｉ
ｅｓ

,
Ｖｏ ｌ． 3 6

,Ｎｏ． 3
,  1 9 9 8 , ｐ

．
 4 4 7 ．

② 2 0 0 3 年在埃塞俄 比亚首都亚的斯亚 贝 巴举行了 中非合 作论坛第 二届首 脑会议 , 2 0 0 6 年

在北京举行 了第三届首脑会议 , 2 0 0 9 年在埃及沙姆 沙伊赫举行 了第 四届 中非合作论坛首脑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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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组织为解决地区 冲突所做的积极努力 , 参与联合 国在 非洲 的维 和行

动 ；
促进双方 司法 、 执法部 门的交流与合作 , 共同提高防范 、 侦察和打击

犯罪能力 ； 加强情报交流 , 探讨在打击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深化合

作的有效途径和方式 , 共同提高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等 内 容 。
？

二 中国在非经济利益

对中 国而言 , 外交 为经济服务并不新鲜 。 自 1 9 7 8 年 推行
“

改革 开

放
”

政策以来 , 中 国 日 益认识到发展对外经济关系 的重要性 , 包括 吸引

外国投资和技术以及获取和使用国外能源 、 矿产和其他资源 。 除政治利益

( 如在联合国改革 、 人权 、 台湾问题等重大 问题上需要非洲国 家的支持 与

合作 ) 外 , 处在当前 中 国在非 利益最前沿 的是 经济利益 ,
主要表现形式

为发展援助 、 商业贸易和投资 。 根据不同 的时间和环境 , 中 国单独 、 组合

或附加其他形式运用这三种经济形式 。 官方援助方面 , 作为非洲国家的重

要发展援助国 , 中国将持续加大对非洲 大陆的发展援助 。 由于经济的持续

迅猛增长 , 中 国不得不在海外寻找石油 、 矿物及其他商品 , 开发和获取资

源逐渐成为 中 国援非项 目 的 动力 。 投资贸易方面 ,

2 1 世纪前十年中 国政

府 以促进投资为 目 标的对外政策为 中 国在非洲 的经济利益追求起到 了催化

剂 的作用 。 目前 ,
包括从石油和矿产勘探公司 到纺织品 和家居用品制造商

的各类 中 国企业在非洲进行商业活动 。 中 国的 主要电信公司也在非洲大陆

有着重大利益 ： 华为科技公司 活跃在 1 6 个非洲 国家 , 中兴通信公司 则在

3 0 多个非洲 国家的首都设有销售处 。

(

一

〉 发展援助

援助在中 国与非洲的经济交往中
一直具有重要意义 ,

甚至 比正常的直

接投资还要重要 。 中 国
一直将发展援助与对外直接投资结合在一起 ,

以此

支持中国企业投资非洲 。 虽然对非援助的实际规模很难确定 , 但一般认为

要远多于中国对非直接投资 , 并与中非其他经济关系一起在加速增长 。 中

国的发展援助主要在能源 、 电信 、 交通和建筑等基础结构部门 ,

一些石油

① 详见 《 中 国 对非 洲政策文件》 第 四部分第 4 条 , 即
“

和平 与安全方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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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矿产 出 口 国
, 如安哥拉 、 赤道几 内亚 、 加蓬 、 刚果共和 国和尼 日 利亚等

是这种援助的 主要接受 国 。

中 国对非发展援助可追溯到 2 0 世纪 5 0 年代中期 , 包括赠款 、 无息贷

款和优惠贷款 , 通常附带灵活的还款计划 。 中 国还给非洲提供技术援助 、

奖学金 、 医疗队和劳务合作项 目 。 中 国的援助政策得到 了非洲 国家的普遍

欢迎 , 最主要 的原因是中 国 的援助不附加任何 政治条件 。
2 0 世纪六七 十

年代中国在非洲落实了 一些重大援助项 目 , 其中最具影响 的是 1 9 7 6 年通

车的坦赞铁路 。 2 0 世纪 7 0 年代前半期 , 中 国外援 占 同期国家财政支出 的

5 ． 8 8 ％
,

1 9 7 3 年甚至一度达到 6 ． 9 2 ％ 。
①

截至 2 0 0 9 年 , 中 国 已设立了大约 9 0 0 个援助项 目 , 涵盖几乎所有非

洲 国家 。 据估计 , 大约 4 4 ％ 的 中 国官方发展援助被分配到非洲 。 与此相

比 , 法国 、 瑞典和美国 的对非援助分别 占其官方发展援助的 6 4 ％ 、 3 4 ％

和 1 8％ 。 1 9 6 0 年至 1 9 8 9 年 , 中 国累积向非洲提供了约 4 7 亿美元的援助 ,

差不多 占这一时期 中 国 国际援助总额 的一半 。 至 2 0 0 6 年 5 月
, 中 国 向非

洲提供的援助 已达 5 7 亿美元 , 亦即 2 0 0 6 年年底之前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总

额 2 6 亿美元的两倍多 。
？

向非洲提供优惠贷款是 中 国发展同非洲大陆长期互利关系 的一种重要

方式 ,
通过在基础设施和建筑业方面的援助和投资 , 中 国有效地支持了非

洲的经济发展 。 在 2 0 0 6 年 1 1 月 中非合作论坛首脑会议上 , 胡锦涛主席宣

布 了加强与非洲合作的八项政策措施 , 其中包括承诺到 2 0 0 9 年将对非援

助增加
一

倍 , 并设立 5 0 亿美元 的发展基金 。 中国 已取消 了近 1 1 0 亿元人

民币 (
1 4 亿美元 ) 的非洲债务 , 并承诺提供 1 0 0 亿元人民币 的额外援助 。

2 0 0 7 年 5 月 , 中 国在上海主办了非洲发展银行年会 , 并在会议上承诺在

未来的 3 年里为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 2 0 0 亿美元 的额外资金 。

( 二 ) 对非投资

目前 , 中国对非洲投 资及 中 非贸易 正在 迅猛增长 。 根据官方数据 ,

① 详见石林主编 《当代 中 国的对外经济合作 》 ,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1 9 8 9 年 版
,
第 6 9 页 。

②ＤｅｂｏｒａｈＢ ｒａｕｔ ｉｇａｍ , Ｃｈｉｎａ 、 ＦｏｒｅｉｇｎＡ
ｉｄｉｎＡｆｒ ｉ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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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0 年至 2 0 0 6 年期间 , 中 国 的对非直接投资总额从不足 5 0 0 0 万美元增

至 2 6 0 亿美元 。
？
中 国累计对非直接投资的大约 3 ／ 4 集中在 1 0 个国家 , 排

在前面的是 5 个资源丰富的 国家 ： 苏丹 、 赞比亚、 阿尔及利亚 、 尼 日 利亚

和南非 。 但是在 1 9 7 9 年到 2 0 0 0 年 ,
开采资源只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的第

二大领域 , 而对非投资也仅占此类投资的 2 7 ％ 。
？ 制造业是当时中 国对非

投资的主要行业 , 吸收了 中国对非投资
一

半以上的资金 。 对非直接投资的

迅速增长主要出现在 2 0 0 0 年以后 , 即第一次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之

后 。 更重要的是 , 中 国 自 2 0 0 2 年以来 积极推动 与非洲 国家 的 良好关系 ,

并以此促进双方 的投资和贸易关系 。 2 0 0 6 年年初 , 中 国同 2 8 个非洲 国家

签署了促进投资的双边合作条约 。
③

从全球范围来看 , 中 国并不是非洲 的主要投资者 。 事实上 , 中 国在非

洲 的投资远不及欧盟和美国 的投资 。 以 2 0 0 5 年为例 , 美 国在非洲 的外 国

直接投资总量为 2 4 0 亿美元 , 是 中 国 的 1 5 倍 。
④ 虽然 近年来 中 国加快 了

对非直接投资的流动 ( 从 2 0 0 3 年到 2 0 0 6 年增加 了 7 倍 ) , 但 中国 的投资

仍然不到外 国在非直接投资总量 的 1 ％ 。
⑤ 在 2 0 0 4 年至 2 0 0 7 年 中国 的 1 5

个外国真接投资协议 中 , 涉及对 非投资的仅有一个 。 该协议是 2 0 0 7 年 中

国工商银行用 5 5 亿美元收购南非标准银行约 2 0 ％ 的股份 , 这是当时 中 国

的商业银行 中最大的一笔海外收购 。
⑥ ,

根据多数人的估计 , 约 8 0 0 多家 中 国企业在参与 中国在非洲 的合作项

目 , 它们大多是 国有企业 的分支机构 , 资源开采 和建筑行业尤其如此 。
⑦

需要说明的是 , 大多数中 国对非投资项 目 都相对较小 , 项 目 的 主要执行者

是中小型企业 , 且主要用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上 。 少数国有企业得到了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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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投资项 目 , 这些项 目大都在石油 、 矿产等 自然资源行业 。 因此
, 从整

体投资情况来看 , 中 国在非 洲 的 直接投资并 没有特 别着 眼于 自 然资 源

行业 。
？

1
． 石 油投资

石油是中国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战略物资 。 为了保障能源安全 , 中 国

长期计划并确定实现石油进口 的多元化 , 这也是 中 国将非洲定为其未来增

长所需能源的来源地 的原 因 。 尽管有意识地努力实现进 口来源 的多样化 ,

但中 国的石油供应国却主要集中在中东和非洲 。 目前的数据表明 , 中国 的

十大石油供应 国中的 8 个国家都在这两个地 区 。 在 2 0 世 纪 9 0 年代 中期 ,

中国 的大多数进 口石油主要来 自 印度尼西亚 、 阿曼和也 门 。 不到十年后 ,

也就是 2 0 0 2 年出 台
“

走出 去
”

战略后 , 非洲成 了 中 国石油投资的主要 目

标 。 中国石油公司投资非洲石油项 目 有若干动因 , 其 中最重要的是低含硫

量的非洲石油适合中 国的许多炼油厂 。 此外 , 中东的石油项 目通常不接受

外国股权 , 而非洲 国 家则普遍 欢迎外 国 股权进 人其 国 内 生产链 。 截至

2 0 0 7 年 , 非洲 已 探 明 石 油储量 为 1 1 8 0 亿桶 , 占全世界 已 探 明 储量 的

1 ／ 1 0 。 业 内分析家认为 , 非洲很可能会有未被发现的巨大石油储量 。
？

值得注意的是 , 中国从非洲进 口 的 石油集 中在非洲大陆的少数 国家 。

安哥拉 、 苏丹和 刚果共和国 等三 国 占 据 了 2 0 0 6 年非洲 出 口 中 国 石油 的

8 5 ％
。
③ 2 0 0 6 年 2 月 , 安哥拉超过沙特阿拉伯而首次成为中 国最大的原油

供应 国 。 苏丹石油 出 口 的 2 ／ 3 和安哥拉石油 出 口 的 1 ／ 3 均由 中 国购买 。 尽

管如此 , 中 国的石油公司仍属非洲石油 的小投资者 。 虽然中 国石油天然气

总公司在苏丹的石油工业 中居主导地位 , 但主要 由 中 国石油公司投资的非

洲石油资源因规模太小和质量太低而不能 引起国际石油公司 的兴趣 。 当然

也有少数例外情况 , 其中包括在尼 日 利亚和安哥拉的项 目 。
？

2
． 矿产投资

中国在非洲 的采矿业中也有重大投资 ,
但是由 于此类投资 因包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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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而很难量化 。 中 国政府为非洲国家提供基础设施以换取矿产资源 , 这

是中国矿业公司有别于非洲 的其他投资者的
一个关键因素 。 这

一

模式先在

安哥拉推行 , 中 国政府为那里 的重大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 建设提供 了贷

款 , 而安哥拉则 向中 石化提供石油 。 这一模式还被运用于刚果 民主共和

国 , 那里有中 国需要的铜矿和钴矿 。
？

铁矿石是中 国的主要进 口商 品之一 ,
2 0 0 6 年 中国 的铁矿石进 口 货值

相 当于中国石油进 口 总值的 1 ／ 3 。 南非是中 国 的第五大铁矿石供应 国 , 中

国铁矿石进 口 中 的 5 ％ 来 自南非 。 此外 ,
通过传统的合 同关系 , 中国公 司

已获准投资厄立特里亚的金矿 , 科特迪瓦 、 加纳和加蓬 的锰矿 , 几内亚 的

铝土矿 , 肯尼亚的钛矿 ,
尼 日 尔的铀矿 , 南非 的铬矿 , 赞 比亚的铜矿

,
津

巴布韦 的煤炭和铂矿 。

( 三 ) 中非贸易

近几年中非贸易 的增长速度的确引 人注 目 。 中非贸 易 总量在 2 0 0 0 年

至 2 0 0 6 年期 间 翻了 五番 ,

2 0 0 8 年更是突破千亿美元而达到 1 0 0 6 8 亿美

元 。 这表明 中非贸易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翻了十番 。 中非贸易主要是为了

满足中 国对 自然资源的需求 。 四类商品即石油 、 铁矿石 、 木材和钻石 占非

洲 向 中 国 出 口 的 8 0 ％ 。
？
中 国同最大的非洲 贸易伙伴安哥拉之间 的贸 易在

2 0 0 8 年的前 1 0 个月 已 翻了一番多 。 2 0 0 7 年 中非贸易超过 了法 国同非洲 的

贸易 , 而法国 目 前是非洲在欧盟国家中 最大的贸易伙伴 。
③
中非贸 易 占非

洲大陆对外贸易 的近 1 1 ％
,
是 紧跟欧盟 ( 占 3 0 ％

) 和美国 ( 占 1 7％ ) 之

后的非洲第三大贸易伙伴 。
④ 不过 , 值得注意的是 , 中非贸 易仍然只 占 中

国对外贸 易总额 的约 4 ％ 。 2 0 0 6 年的 中非贸 易总额为 5 6 0 亿美元 , 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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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欧非 3 1 5 0 亿美元贸易总额的 1 ／ 3 。
？

迄今为止 , 中国在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是安哥拉 、 南非 、 苏丹和尼 曰

利亚 。 中 国同安哥拉和苏丹的贸 易 以从这两个国家进 口石油为主 , 而中国

同南非的贸易则比较对等 。 许多非洲 国家 日 益看重同中 国的经贸关系 。 贝

宁 、 刚果共和 国 、 安哥拉 、 赤道几内亚和苏丹共和 国尤其如此 , 中 国 巳成

为这些 国家的主要 贸易伙伴 。 2 0 0 6 年这些 国家的 贸易 总额的 2 5 ％ 以上都

是同 中 国之间 的贸易 。
②

三 中国在非利益面临的威胁及保护措施

(

一

) 安全威胁及应对
‘

自从中 国开始投资非洲后 , 中国 的经济利益便暴露于从武装抢劫和劳

工抗议到遭受叛乱组织和全面内战袭击的各种安全威胁之下 。 此外 , 由 于

中非经贸关系 的迅速发展 , 在非洲国 家生活和工作 的中 国公 民迅速增多 。

据估计 , 在过去的十年里 , 多达 7 5 万 中 国公 民移往非洲 , 而这些 人的

财产和人身安全也需要 中国政府的有效保护 。

自 2 0 0 4 年以来 , 针对 中国在非公民 和投资的
一些袭击 、 暴乱及具有

经济和政治动机的其他形式的暴力事件时有发生 ,
最突出 的案例有苏丹和

尼 日 利亚反政府武装 的攻击 , 其 目 的是迫使 中 国放弃其对各 自 政府的支

持 。 造成这
一

情况的部分原 因是 中 国公 司勇 于承担 比西方 同行更大的风

险 , 甚至在西方公司撤离的地区寻找商机 。 虽然高风险地 区的 中 国投资及

中 国公民会成为暴力和犯罪的受害者 , 但在其他情况下他们也不断成为故

意加害的对象 。 例如 , 认为中 国投资不利于当地经济发展 的观点在包括赞

比亚 、 莱索托和刚果 民主共 和 国在 内 的
一些非洲 国家引 发了 排华和反华

情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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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在非利益的不断扩大 , 中 国被迫采取新的措施来应对威胁中 国在

非利益的各种新挑战 。 综合来看 , 截至 目前中 国主要通过外交途径来应对

安全问题 。 为 了提高对海外华人的保护 , 外交部于 2 0 0 6 年设立 了领事保

护司 , 与驻在国政府的有关部 门合作处理突发事件 。 但是 , 在非中国公民

可期待的政府援助仍然是有限 的 , 这也是今后 中 国外交 的重点工作之一 。

当然 , 中 国还依靠国 际法制 、 联合国框架及与各国政府的工作关系维护在

非洲 的利益
,
即 中 国公民和投资 。 此外 , 中国 已在全球范围明显加大了对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参与 ,
联合 国维和行动中的大约 3 ／ 4 的 中方人员都部署

在非洲 。 中国 的维和人 员从 2 0 0 0 年 的 1 0 0 人增加到 2 0 0 8 年年底的超过

2 0 0 0 人 , 而且全部是民蓍 、 军事观察员 、 工兵和医疗人员 。
①

有人认为 , 对石油和其他 自 然资源的需求致使 中国参与 了资源丰富的

非洲 国家的 国 际行 动 , 在盛 产石油 的 苏丹 大力参 与联合 国行 动便是 一

例 。
② 但是 , 中 国保护在非利益的努力和 中国对联合 国维和行动的 日 益支

持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直接关系 。 相反 , 中国强调维持和平的努力有助于确

保健康和稳定的全球经济发展 , 这反过来又通过对海外市场需求的保护服

务于中 国 的经济利益 。 中 国参与联合 国维和行动还能改善 自 己 的国 际声

誉 , 这对追求经济利益具有很高的价值 。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 国参与联合

国在非洲维和行动 , 会对其他参与者的在非利益构成威胁 。

也许更重要的是 , 中国加强与非洲各国政府之间 的积极安全合作 , 这

已被写人了 2 0 0 6 年的 《 中 国对非政策文件 》 白 皮书 。 中国政府在 白 皮书

中表明了情报交流和密切合作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 重要性 ,
并表示要促

进中非军亊技术交流 。
2 0 0 7 年和 2 0 0 8 年 , 中 国接待 了来 自 2 4 个非 洲国

家的高级军事代表团 。 加强 中非军事合作无疑有利于保护中国公民及资源

开采项 目 等利益 , 但通过军事途径保护海外利益的行动最好置于多边框架

之 内 ,

2 0 0 8 年底 , 中国 向索马里水域部署包括约 8 0 0 名水兵和 7 0 名 海军

陆战队员 的 3 艘军舰即属此类行动 。

①ＢａｔｅｓＧｉ ｌｌａｎｄＣｈ ｉｎ
－ＨａｏＨｕ 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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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维护国家形象

近年来 , 随着中国 的 日 渐崛起及在非利益的扩大 ,

一些别有用心的西

方组织和个人不断抛出
“

中 国威胁论
”

、

“

新殖 民主义论
”

及
“

掠夺资源

论
”

等反华论点 , 严重损害 中 国在非洲 的 国 际形象 。 针对 中 国在非作用

而批评 中国 的事例主要有劳工问题、 环境 问题 、 企业社会责任问题 、 援助

及投资贸易透明度 问题 、 不公平竞争问题 、 国 际责任 问题等 。

一些人声

称 , 从中国进 口 的 纺织和消费产品正在威胁着非洲 当地 的生产和贸易 , 导

致 了当地工厂的倒闭 。 在非洲 的中 国公司还被指控用贿赂的方式得到有利

可图 的合同 , 引人中国工人而不使用 当地的非洲工人 。 类似的批评 已经成

为反华情绪 的起源 。
？

对 中国在非洲资源开采中 的利益将 日益成为当地冲突根源的担忧也备

受西方非政府组织及学者的关注 ,

一些人甚至将中国视为人道主义努力 的

严重威胁 。 最激进的声音是 , 中国 的 目 标是将非洲变成可以帮助解决 自 己

人 口过剩和 自 然资源短缺等问题 的
“

卫星 国
”

。
② 一些新 闻报道还认为 ,

中国在非洲 的军事存在显然要比官方数字显示的强大许多 。 这些报道往往

未经证实 , 并包含不时被故 意夸大 了的 出处不明 的信息 。 例如 ,

2 0 0 0 年

年底英国 《每 日 电讯》 甚至报道中 国 已使在苏丹的 7 0 万军队处于戒备状

态
, 并准备介人该 国的 内战 。

③

中国正 日 益认识到在同非洲交往时提升 自 身形象的重要性 。 为了抵消

负 面新闻报道并影响公众舆论 , 中 国政府 巳为非洲的新闻记者安排了培训

计划等手段 , 力争使其能更加真实地反映 中国 在非洲 的行 为及作用 。 当

然
, 为了塑造和维护中国在非洲的和平 、 发展与合作形象 , 中国还应该在

以下几个方面做出 进一步的 努力 ： 第一 , 中 国要继续坚持并发展
“

不 干

涉内政
”

原则 ,
灵活运 用外交手段以应对情势发展的需要 , 同 时兼顾 中

国海外利益 、 中非关系 、 中 国与 国际社会 的 良性互动等多层面的 复杂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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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 第二 ,
适时适度承担 国 际责任 , 做到

“

量力而行
”

和
“

尽力而为
”

的有效统一 , 起到南南合作 、 南北对话的桥梁作用 。 第三 , 注重对外政策

的宣传 , 避免
“

只做不说
”

或
“

多做少说
”

。 第 四 , 建立 国际危机时期的

国家形象维护机制 , 包括如何看待与国际社会 、 国际组织 的有效对话与沟

通 。 第五 , 建立成熟的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机制 。 要总结长期积累 的 民间 ．

外交经验 , 做好非洲 国家市民社会的工作 , 利用各种渠道大力宣传中 国在

非洲的 良好形象 。
0

四 结语

中国对非洲政策的形成受到彼此密切联系 的 国 内和外部因素的 影响 。

意识形态 、 经济和政治因素共同促成了中 国的对非政策 ,
而这些因素均取

决于 目前的需要 。
2 0 世纪六七十年代 , 非洲 曾 是大陆和台湾在主权及 由

谁代表中 国问题上较量 的战场 , 而在 2 1 世纪 , 经济 问题成了 核心 问 题 ,

包括确保获得 中国经济发展所需的 非洲能源 和商 品资源 。 从这个意义上

说 , 中国对非政策体现了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和务实性 。

中国在非利益及活动的激增备受国际关注 。 虽然中 国在非洲有着直接

利益 , 中 国的确需要非洲的石油及大量矿产资源 , 但中非关系却建立在双

方更广泛和更深入的政治和经济合作关系之上 。 中 国
一

直并将继续创造性

地利用软 、 硬外交工具来获得并保护 自 己 的海外利益 。 除政治和经济合作

外 , 中国还将继续使用教育交流与合作 、 设立孔子学院 、 建设文化主题公

园等人文手段 ,
多领域 、 多角度 、 全方位地保护中 国在非利益 , 同时使中

非关系走上更加稳定和健康的道路 。

( 责任编辑 ： 赵俊 )

① 详见姜恒 昆 、 罗建波 ： 《达尔富尔 问题的政 治解决进程及对 中 国外交 的启示 》 ,
载 《 西

亚非洲 ) 2 0 0 8 年第 3 期 , 第 8
—

1 0 页
； 罗建波 、 姜恒 昆 ： 《达尔富尔危机的和解 进程与中 国 国家

形象塑造 ＞ ,
载 《外交评论＞ 2 0 0 8 年第 3 期

, 第 4 8
—

5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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