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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问题非洲解决” 的理念更迭
及其本土实践研究

关培凤 孙小涵

【内容提要】 自非洲各国取得独立以来， 和平与安全问题一直是

各国发展的最大障碍， 各国也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内部冲突解决的本

土方案。 在这样的背景下， “非洲问题非洲解决” 概念应运而生。 受

泛非主义和非洲复兴思想影响， “非洲问题非洲解决” 突出了非洲希

望在解决内部冲突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强烈意愿， 其内涵也在实践中

不断明晰。 尽管目前这一概念在实践层面依然面临诸多挑战， 但随

着相关案例的不断丰富， 非洲大陆在解决内部冲突上已经表现出越

来越鲜明的本土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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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非洲各国独立以来， 内部治理挑战和外部干预影响一直困扰着各

国发展。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中， 不少非洲有识之士都认识到非洲

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和平， 而倡导和平的关键在于非洲国家要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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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作用。 在这样的背景下， 1994 年， 著名美籍加纳裔政治经济学家

乔治·阿伊泰 （ George Ayittey） 在论述索马里危机解决路径时创造性地

提出了 “非洲问题非洲解决” （African solutions to African problems） 这一

概念。① 自此， 非洲有识之士开始深入思考本国与非洲大陆所面临的内外

困局， 开始深入挖掘研究 “非洲问题非洲解决” 的内在含义， 以逐步走

出真正的非洲独立自主道路。②

目前， 国外对于 “非洲问题非洲解决” 的研究体系主要可分为西方

学者和非洲学者两类。 西方学者侧重论述在非洲主导背景下西方国家如

何参与非洲和平进程。 如美国学者特里·M. 梅斯 （Terry M. Mays） 认为，
“非洲问题非洲解决” 有希望成为非洲与西方达成双赢的和平方案， 但是

其中有三个核心问题有待解决： 一是非洲国家是否有能力主导和平方案；
二是西方国家是否愿意提供必要后勤和资金支持； 三是非洲与西方如何

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③ 而非洲学者侧重论述非洲推进内部冲突解决方案

形成的路径。 如加纳学者亨丽埃塔·门萨 - 邦苏 （Henrietta Mensa-Bonsu）
强调了摒弃西方影响、 建立非洲学术话语的重要性。④ 埃塞俄比亚学者比

路克·科迪尔·穆罕默德 （Biruk Kedir Mohammed） 和南非学者胡赛因·
所罗门 （Hussein Solomon） 都认为， “非洲问题非洲解决” 的发展前景在

于加强以非盟为主导的国家间谈判， 同时不断完善次区域协调机制。⑤

在国内研究方面， 已有学者对非统或非盟冲突调解机制以及非洲国

家和平安全理念变迁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但是对非洲国家如何探索内部

冲突解决方案并不断加以改进完善的考察仍不多见。 如周玉渊认为， 非

洲国家和平安全理念在不断变化， 从 “非洲问题非洲解决” 到 “以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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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的安全范式”， 再到当今的 “完全责任”。① 关培凤和路征远、 雷

芳考察了非统在解决内部冲突上的实践。② 洪永红、 方晓庆论述了非洲国

家对于争端解决的国际法贡献。③ 然而， 国内对非洲国家如何探索 “非洲

问题非洲解决” 的研究却远远不够。 因此， 本文拟从非洲内部冲突的本

土实践出发， 探究 “非洲问题非洲解决” 的渊源、 内涵及面临的挑战。

一 “非洲问题非洲解决” 理念的渊源流变

阿伊泰在提出 “非洲问题非洲解决” 时便指出， “非洲国家要想实现

‘非洲问题非洲解决’， 就必须秉承泛非主义精神， 团结一致应对挑战，
并从非洲复兴思想中汲取本土争端解决智慧”。④ 由此可见， 泛非主义精

神和非洲复兴思想可视作 “非洲问题非洲解决” 的两大渊源。

（一） 泛非主义对 “非洲问题非洲解决” 的塑造

泛非主义对非洲人民形成 “非洲问题非洲解决” 共识的影响可分为

三个阶段： 萌发期、 探索期和形成期。 萌发期与泛非主义兴起的时间相对

应， 这一时期的非洲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团结一致的重要性， 呼吁消除散

落世界各地以及非洲大陆本土非裔民众之间的隔阂。 早在 20 世纪泛非主义

运动兴起之初， 黑人运动领袖马库斯·加维 （Marcus Garvey） 就曾提出

“非洲人的非洲” （Africa for the Africans）， 呼吁散居世界各地的非裔群体要

和非洲大陆本土民众团结起来， 共同争取属于非洲人民的独立治理权。⑤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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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这一时期的泛非主义运动并没有提出非洲人应该如何走向联合的具

体方案， 其反殖民主张也没有上升到价值观层面， 没有明确要如何处理

西方思想和非洲本土实践之间的矛盾。
探索期基本可对应为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泛非主义运动。 这一时期

的非洲国家普遍刚刚独立， 面临着严峻的发展困难， 而冷战的时代背景

也使得非洲国家建设道路选择越发复杂。 这一时期的很多非洲国家初代

领导人非常推崇泛非主义， 主张以邦联或联邦的形式建立 “非洲合众国”
（United States of Africa）。① 他们深刻意识到非洲普遍国小势微， 必须联合

起来才能防止 “巴尔干化” （Balkanisation）， 最大化地发挥非洲民众团结

的力量。 泛非主义倡导者、 加纳国父恩克鲁玛曾在其著作中指出， “长久

以来非洲都是在用他者的声音说话， 现在我呼吁非洲人要在国际事务中

发扬非洲人格 （ African Personality）， 用自己的声音说话， 并发挥真正属

于非洲的影响力”。② 肯尼亚著名学者阿里·阿拉明·马兹鲁伊 （ Ali
Al’amin Mazrui） 在其著作中也强调非洲国家应该一致反对外部国家干预，
谋求大陆内部的争端解决方案。③ 这一时期的泛非主义运动已经有了相当

清晰的斗争目标和实现联合的具体方案， 即建立 “非洲合众国”。 尽管从

结果看这一时期的斗争目标并未达成， 但是泛非主义所倡导的 “非洲人

民要联合起来” 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反对外来势力特别是殖民残余干

预非洲事务的主张也越发强烈。
冷战结束初期， 随着阿伊泰正式提出 “非洲问题非洲解决”， 泛非主

义对于这一构想的影响也进入了形成期。 以阿伊泰为代表的非洲学者已

经深刻意识到非洲各国内部的政治经济危机与非洲大陆的和平安全局势

息息相关， 如果一国政府无法或不愿解决冲突， 其他非洲国家就应该形

成有效的大陆内部干预机制， 确保 “非洲的问题是由非洲人站在非洲大

陆的立场上解决的”。④ 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在其著作中指出， “对于他国

内部的冲突， 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会对这个大陆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安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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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产生影响， 所以应该联手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 同时要注意坚决摒弃

外部势力的干预”。① 这一时期泛非主义对 “非洲问题非洲解决” 的借鉴

价值已经相当明确， 那就是要大陆内部团结一致、 反对外部干预势力。
在泛非主义的影响下， “非洲问题非洲解决” 深深扎根于非洲国家要

团结一致的思想中。

（二） 非洲复兴对 “非洲问题非洲解决” 的影响

如果说泛非主义使非洲国家形成团结一致、 反对外部势力的普遍共

识， 为 “非洲问题非洲解决” 奠定了基础， 那么， 非洲复兴主要从协调

非洲国家与西方世界和传统社会的关系方面为 “非洲问题非洲解决” 提

供了实践路径。
这一思想最初是由塞内加尔历史学家谢赫·安塔·迪奥普 （ Cheikh

Anta Diop） 在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的。② 他在其著作 《迈向非洲复兴： 论

非洲文化发展， 1946 ～ 1960》 中写道， “现实表明非洲大陆一部分传统受

到了欧洲的污染， 但另一部分则完好无损， 正是基于这样的复合情况，
非洲大陆有必要掀起一场复兴运动”。③

非洲复兴对于 “非洲问题非洲解决” 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

面。 第一， 非洲与西方的调试。 非洲复兴思想的发扬者、 南非前总统姆

贝基曾指出， “文艺复兴是欧洲构建全球秩序、 主导全球化的起点， 非洲

复兴也应该充分观照当前全球化趋势， 积极融入国际秩序并力争做自身

发展道路的主宰者”。④ 这在实质上就体现了非洲复兴倡导者与西方价值

的和解， 既肯定了非洲在历史实践上并不比欧洲落后， 完全有潜力实现

自主发展， 又提出了对于西方有益经验应该部分借鉴的主张， 强调非洲

复兴运动不能全盘照抄西方， 要以本土经验为主导， 挖掘非洲传统中的

优秀经验。 第二， 传统与现代的兼容。 南非的非洲复兴研究院 （ Af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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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aissance Institute） 对非洲复兴这一概念做出了如下定义： “非洲复兴

旨在推动本体观念的转变， 以重建多元化的非洲传统价值观， 倡导个人

积极融入社区， 与他人一道承担社会责任、 掌握自身命运。”① 很多非洲

学者认为在这一定义中应特别关注 “非洲传统价值观”， 强调此处指的是

仅存在于非洲的独特传统观念， 因此非洲复兴必须与传统社会实践相结

合。② 还有人指出， 非洲复兴要想取得像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成就， 就要

立足现实、 观照历史， 以推动非洲大陆发展为根本目标， 兼容并蓄地吸

收传统社会中的有益观念， 为当前非洲大陆凝聚共识贡献力量。③

作为 “非洲问题非洲解决” 理念产生的两大渊源， 泛非主义与非洲

复兴对于 “非洲问题非洲解决” 理念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泛非主义的

本质是凝聚共识， 实现非洲人的独立和联合； 而非洲复兴的本质在于发

展， 且强调非洲国家与西方世界和传统社会的协调。 受非洲复兴影响，
如何借鉴西方世界和传统社会的有益经验解决当前内部冲突也是 “非洲

问题非洲解决” 所关注的重要问题。 另外， 泛非主义与非洲复兴之间也

有深厚的内在联系。 没有泛非主义引领的 “非洲复兴” 无异于无根之木。
因此， 泛非主义和非洲复兴都反映了非洲国家在解决内部冲突中充分发

挥自主性的强烈意愿， 都突出了要警惕外部干预及任何形式的新殖民主

义行为， 这为推动非洲各国形成同质化的意识形态奠定了坚实根基。④

二 “非洲问题非洲解决” 理念的内涵及实践

受泛非主义和非洲复兴推动， 围绕 “非洲问题非洲解决” 的理论和

8 非洲研究 2023 年第 1 卷 （总第 20 卷）

①

②

③

④

African Renaissance Institute， The Amended Version of the Version, Mission and Objectives， Afri-
can Renaissance Institute， Sandton， South Africa， 2000， pp. 5 - 37.
Ngugi Wa Thiong’o， “The Allegory of the Cave： Language， Democracy， and a New World Or-
der”， Penpoints, Gunpoints, and Dreams： 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 the Arts and the State in
Af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71 - 101.
Jose A. Cossa， “ African Renaissance and Globalization： A Conceptual Analysis”， Ufahamu，
2009， 36 （1）， https： / / escholarship. org / content / qt8k7472tg / qt8k7472tg. pdf. Accessed 2022 -
10 - 26.
Lynda Iroulo， “Pan-Africanism and the African Renaissance through the APRM”， Policy Brie-
fing No. 162，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7， https： / / www. jstor. org / sta-
ble / resrep25940. Accessed 2023 - 01 - 04.



实践研究越发丰富。 曾担任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维和事务顾问的尼日利

亚学者恩杜布伊斯·克里斯蒂安·阿尼 （ Ndubuisi Christian Ani） 认为

“非洲问题非洲解决” 的核心内涵有三方面： 非洲主导性、 传统实践性和

创新融合性。① 也即非洲问题要由非洲自身来主导解决， 其解决方案既要

借鉴非洲传统实践， 也要吸纳非洲大陆外部的有益经验， 使其融合成可

行的本土方案。② 应该承认， 阿尼对 “非洲问题非洲解决” 内涵的分析深

刻揭示了这一理念的历史蕴意和现实关切， 但却未能结合更加丰富的非

洲国家实践， 对 “非洲问题非洲解决” 的内涵进行更加全面、 系统的论

证， 国内外相关的学术成果也相对稀少。 本文立足于非洲国家的本土实

践， 力图对阿尼的观点做进一步阐释和补充。

（一） 非洲是解决非洲问题的主导者

2012 年， 非盟委员会主席让·平 （Jean Ping） 在非盟第十九届首脑会

议上论及非盟计划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马里进行军事干预时曾指出， 最关

键的问题是让非洲在争端解决中发挥领导和核心作用， 因为非洲人最清楚

自身问题所在以及如何解决问题。③ 事实上， 出于对国家独立和主权的珍

视， 非洲国家在独立之初就本能地主张在非洲范围内解决非洲事务。
最早也最能体现这一主张的莫过于对殖民遗留边界存废问题的态度。

1964 年 7 月， 第一届非统首脑会议通过了 《关于非洲国家之间边界争端

的决议》， 确立了解决非洲边界问题的三大原则， 其中最核心的一点即在

非统范围内解决非洲国家间的边界争端， 根本上排斥外部势力介入非洲

内部争端。④ 这可以算作是非洲大陆对自己在非洲事务中核心主体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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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公开宣示。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 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因欧加登

地区的主权归属爆发战争， 非统成立了八国调停委员会， 负责调停两国

冲突。 利比亚与乍得围绕奥祖地带的争端爆发后， 非统分别于 1977 年和

1984 年建立了利乍冲突特别委员会和六国和解委员会， 负责调停两国边

界争端、 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①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 非洲次区域行为体在解决内部冲突时也已经能

够发挥较大作用， 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 ECOWAS） 对利比里亚内战

的建设性介入。② 1990 年 5 月 28 日， 西共体在冈比亚首都班珠尔召开了

首脑会议， 会上各国决定成立一个由尼日利亚、 冈比亚、 加纳、 马里和

多哥组建的调解委员会。 7 月 6 日， 调解委员会在会见冲突双方代表后，
提出了一项和平计划， 其中规定冲突双方立即停火、 各国组建维和部队、
建立利比里亚临时政府并在其境内举行公平选举。 8 月 6 日， 调解委员会

再次在班珠尔举行会议， 并成立了西共体停火监测小组 （ECOMOG）。 这些

举措都为 11 月 28 日冲突双方短暂停火提供了有利条件。 联合国安理会第

788 号决议对西共体在恢复利比里亚和平中所做的努力给予了充分肯定。
尽管非洲区域和次区域行为体对大陆内部的诸多冲突进行了积极的干

预， 但这种干预还没有体系化、 机制化， 依然高度依赖联合国等外部力量，
甚至在卢旺达大屠杀和苏丹内战等重大事件中的干预未能成功。 2002 年 7
月， 非盟成员国首脑一致通过了 《关于建立非盟和平安全理事会的议定

书》。 根据此议定书， 非盟要组建 “非洲待命部队” （African Standby Force，
ASF） 以支持和平安全理事会维护大陆和平安全的职责， 这支部队也被视作

非盟的维和部队， 负责执行和平理事会授权发起的维和任务。③ 自此， 非

洲大陆上的很多维和行动都是由非盟和次区域组织发起的， 很多行动联

合国并未介入。 以索马里内战为例， 尽管国际社会提供了一定支持， 但

非洲区域组织和本土力量在解决内部冲突中的主导性质逐步突出。④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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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立 “非盟驻索马里特派团” （ AMISOM）， 该特派团为索马里平民提

供支持保护。 2010 年 7 月， 非盟还提出对特派团行动任务做出调整， 创

造性地提出以 “先发制人打击能力” （pre-emptive strike capability） 对局势

进行监测。 特派团的努力取得了很大成效， 对索马里和平进程做出了巨大

贡献， 同时也充分证明非洲有能力主导解决非洲内部冲突。
除了非洲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行动外， 这一时期很多非洲国家开始

积极联合起来， 共同应对非洲大陆安全威胁。 如由贝宁、 喀麦隆、 乍得、
尼日尔和尼日利亚组成的旨在打击 “博科圣地” 的多国联合特遣部队

（MNJTF）， 以及由布基纳法索、 乍得、 马里、 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尔组成

的旨在打击恐怖势力和跨国犯罪的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 （ G5 Sahel
Joint Force）， 等等。 这些行动不仅为非洲国家联合部队如何更好地在维

护地区和平稳定中发挥主导作用、 协商调配军事和经费资源并与外部参

与者建立协调合作关系提供了良好范本， 也为非洲探索以自身为主导的

“非洲问题非洲解决” 模式提供了建设性路径。①

总体而言， 尽管受国际格局、 非洲自身地位和内部问题等多种因素

的影响， 非洲大陆独立至今始终未能摆脱外部势力的影响， 但追求非洲

主导性的原则从来没有动摇过。 随着非洲的发展及其在国际事务中影响

力的提升， “非洲问题非洲解决” 的实践将不断丰富， 从而夯实非洲在解

决自身内部冲突中的核心主体地位。

（二） 非洲问题的解决要借鉴传统经验和惯例

受非洲复兴影响， “非洲问题非洲解决” 在实践层面呈现了鲜明的传

统实践性， 即强调充分考察非洲本土在冲突解决实践历史中形成的惯例

或原则， 并将这些传统经验作为实现 “非洲问题非洲解决” 的重要路径。
谚语和舞蹈在约鲁巴社会和一些西非国家的冲突解决中能够发挥重

要作用。② 在约鲁巴社会中， 谚语被视作一种传达美德与教化的媒介。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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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冲突时， 往往会由酋长或德高望重者出面将冲突双方召集起来， 围

坐在一起讲述一个寓言故事， 并从中引出一句具有重要意义的谚语， 来

使双方意识到和解和宽容的重要性， 从而化干戈为玉帛。① 此外， 在古老

的约鲁巴奥约王国时代， 王位原则上是世袭制的。 但如果有篡权者谋取

了王位， 无论这个新王与此前的王室有无血缘关系， 王国内都会有长者

出面组织双方跳舞以化解冲突， 从而最大限度维护王国内部的和平稳

定。② 时至今日， 谚语和舞蹈依然在约鲁巴社会和一些西非国家内发挥化

解冲突的关键效用。
“苦饮” （Mato Oput） 在解决乌干达内乱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苦饮是

乌干达北方部落的一种传统仪式， 其字面意思为苦味的饮料， 意指想要

达成和解的人们在部落酋长或长老的见证下喝下用奥普特树叶子制成的

苦味饮料， 然后便相互原谅宽恕。③ 这种和解传统的特色在于通过象征性

仪式使冲突双方重新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 但前提是有罪一方本人及其

宗族愿意为所犯行为承担责任并有能力进行赔偿。 上帝抵抗军 （ Lord’s
Resistance Army） 是乌干达国内主要的反政府武装， 自 1987 年组建以来

一直在乌北部地区作乱， 扰乱社会治安。 乌政府自 1993 年开始对上帝抵

抗军进行清剿， 双方交火长达十余年。 联合国和区域组织都曾反复进行

干预或调解， 但始终未能取得理想结果。 冲突双方造成该区域近 200 万人

流离失所， 约 10 万人死亡， 8 名联合国维和人员也在执行任务时丧生。
2007 年 7 月， 在漫长的协商谈判后， 双方和谈意愿越发强烈， 一致决定在

受冲突影响社区适用包括苦饮在内的传统司法机制， 并将这些机制作为习

惯性问责进程的重要部分， 最终双方于 7 月 16 日在苏丹 （现南苏丹） 朱巴

签订了 《问责与和解协定》。 苦饮等司法机制在乌干达全境和解中的积极效

用证明了传统机制和经验的妥善引入有助于非洲国家解决自身冲突。 乌干

达常驻联合国代表弗朗西斯·K. 布塔吉拉 （Francis K. Butagira） 在给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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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轮值主席的信件中高度肯定了苦饮的效用， 并认为在解决冲突、 促进

和解上有必要采纳非洲内部的一些习惯做法。①

一些非洲学者也指出， 现代审判体系虽然看似伸张了正义， 但其本

质是一种基于法律的 “报复行为”， 如果在乌干达国内普遍推行现代审判

惩罚制度， 那么国内各族间的怨恨将会无休无止。 而苦饮等机制的引入

使冲突以双方都能接受的公正、 和平、 持久的方式得到了解决， 由此推

动了民众的宽容和解， 这才是最符合倡导国家内部冲突和平解决、 实现

地区长久和平安宁的路径。② 由苦饮在乌干达内战中的适用性可以看出，
注重调解、 强调部落酋长的作用和倡导宽容是非洲传统的争端解决方案

或经验的一大特征， 非洲本土化的冲突解决方案中应将有益的传统经验

或惯例积极纳入其中。
此外， 非盟智者小组 （The Panel of the Wise） 的设立也凸显了传统经

验在解决非洲内部冲突中的重要价值。 2007 年 12 月， 非盟依据 《关于建

立非盟和平安全理事会的议定书》 第 11 条成立了第一个智者小组。 该小

组由 5 人组成， 均是 “为非洲大陆和平、 安全和发展事业做出过杰出贡

献的来自社会各界的德高望重人士”， 其主要职责是在预防和解决冲突方

面为和平安全理事会提供咨询意见。③ 智者小组的创设灵感源于非洲传统

社会部落酋长和长老在调解冲突矛盾上的重要作用， 小组成员的选拔标

准之一为 “德高望重”， 依照非洲传统观念小组成员往往便是族群内部的

长者或位高者。 第一个智者小组成立后不久便向已深陷内战泥淖三年之

久的中非共和国派遣了第一支特派团。 这支特派团系统评估了中非国内

政治局势以及开展包容性政治对话的筹备工作， 并与国内各政党、 工会、
民间组织及外国使团进行了一系列磋商。 时任中非共和国总统弗朗索

瓦·博齐泽·扬古翁达 （François Bozizé Yangouvonda） 特授予智者小组与

反对派武装磋商的权限， 智者小组在与反对派磋商后向博齐泽提交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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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报告， 建议他组织一次全国性对话。 正是在智者小组积极努力下促成

的这次对话使得内战双方达成了和解， 在一段时间内维护了中非共和国

的和平。
从上述案例和阐述中不难看出， 传统经验、 传统机制或惯例有着深

厚的本土民意基础， 倡导冲突双方和解的宗旨也有利于冲突区域的长久

和平， 值得非洲人从 “传统” 中汲取灵感、 探索出真正 “非洲人提出、
非洲人主导” 适合非洲大陆的争端解决机制。①

（三） 非洲问题的解决方案应有开放性和包容性

有非洲学者认为， 尽管非洲各国通过推翻殖民统治获得了国家独立，
但在国家建设中依然普遍沿袭了殖民时代的规章制度， 同时又保留了大

量的习惯法和传统实践， 这种杂糅的现状造就了非洲大陆争端解决机制

的融合性质。② 客观上， 强调 “非洲问题非洲解决” 并非盲目排外， 而是

在明确非洲主导、 重视传统的同时对吸纳外部优秀经验持开放态度。 因

为文明可以互鉴， 将国际普遍认可的做法与非洲传统实践融合， 对形成

更适合非洲当前发展情况的创新性冲突解决机制不无裨益。
以非盟为例， 其架构既与联合国、 欧盟等国际和区域组织有高度相似

之处， 又体现出一些鲜明的非洲本土特色。 非盟承袭了联合国框架下各委

员会、 法院和大会等的机制， 还特别借鉴了联合国安理会， 专门设置了和

平与安全理事会作为综合安全体系中的关键支柱， 并将该理事会定性为非

盟预防、 管理和解决冲突的常设决策机构。 根据 《非洲联盟组织法》 第 4
条， 其职责包括冲突的预防和解决、 向非盟大会提出干预建议并为实施和

平任务授权和对违宪政府实施制裁等。③ 但由于非盟的运作高度依赖各次区

域经济共同体的协同， 非洲各次区域组织也对非盟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由

此可见， 非盟的架构本身就突出了对外来优秀经验和本土特色情况的融合。
而在吸纳国际普遍做法方面， 非盟借鉴了联合国的非冷漠原则，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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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联盟组织法》 第 4 条第 h 款和第 j 款中明确在出现侵犯人权、 种族

灭绝、 战争罪以及对和平安全构成威胁等行为时授予非盟干预成员国内

部事务的权力； 在融合传统实践方面， 非盟创造性地建立了非洲和平与

安全架构 （APSA）， 形成了以和平与安全理事会 （PSC）、 智者小组、 大

陆预警系统 （CEWS）、 非洲待命部队以及和平基金为支柱的综合安全体

系。 这一体系亦体现了国际普遍做法与非洲本土实践的融合。 而体系中

的智者小组又充分体现了非盟对于本土实践的传承， 强调了非洲国家对

于 “酋长调节斡旋” 传统的尊重。
需要认识到， 阿尼在提出三点核心内涵时并未明确强调其中的关联

性， 但从上文所述非洲本土实践来看， 这三点内涵是一体三面的关系，
绝不能孤立、 机械地进行分析解读。 由此可以得出， 实现 “非洲问题非

洲解决” 一定要尊重非洲的主导作用， 在充分借鉴传统经验和惯例的基

础上， 开放包容地吸纳外部有益实践。

三 “非洲问题非洲解决” 理念与实践所面临的挑战

尽管非洲国家普遍追求 “非洲问题非洲解决”， 即在坚定非洲发挥主

导作用的基础上， 充分借鉴西方经验和传统社会中的习惯做法， 团结协

商， 倡导和解， 然而其深入发展也面临两点明显的挑战。
首先， 非洲传统制度对于当前争端解决实践的影响存在两面性。 尽管

传统习俗在非洲冲突解决实践中接受度较高， 但是在解决当前冲突时也存

在显著局限性， 集中体现为地域限制和惩戒机制不足。 从地域看， 非洲传统

社会中形成的冲突解决习俗主要是以地区、 部落为单位的， 而现代非洲国家

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者依据地理标识强行划分的， 这就导致族裔网络

与国家边界并不适配， 不同部落的习俗之间也可能存在差异甚至冲突。
美国学者 I. 威廉·扎特曼 （I. William Zartman） 指出， 非洲冲突仲裁

和调解的成效高度依赖本部酋长或长老的威信， 某一部族的人不会同意

外族首领介入争端， 但超出该部落或者几个部落间的冲突往往很难通过

长老间的谈判协调和平解决。① 已故尼日利亚著名学者奥卢菲米·巴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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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博耶加·奥拉奥巴 （ Olufemi Bamigboyega Olaoba） 也曾以约鲁巴社会

文化为例， 强调约鲁巴部落长老和尊者对部族冲突拥有崇高裁决权， 部

族内部的人几乎只信服他们的调解箴言。① 这显然降低了冲突各方达成

和解的效率， 严重时还会激化冲突。 从惩戒机制看， 非洲传统社会并

不主张对犯人执行惩戒措施， 相反还大力推动赦免与和解。 非洲学者

昂玮·弗里德 （ Onwe Friday） 和埃泽·奥格博尼亚·埃泽 （ Eze Og-
bonnia Eze） 以尼日利亚为例考察了非洲传统社会的犯罪惩处机制，
指出罚款赔偿、 罪孽净化仪式、 公众嘲讽、 化妆和戴面具、 关禁闭以

及放逐为最主要的惩戒方式， 死刑的适用条件相当苛刻， 往往是犯下

诸多命案或与首领妻子通奸的罪犯才会被斩首。② 由此可见， 非洲传

统观念更为重视从道德层面对罪犯加以规诫， 发生冲突后首先做的是恢

复秩序， “净化” 肇事者的心灵使其重新融入社会。 这样一来就助长了

有罪不罚现象， 因为道德规诫很多时候并不能对争端中有罪一方构成实

质约束和惩戒。
其次， 非洲维和的执行者在进行干预行动时的利益考量常常并不一

致， 从而引发非洲内部分歧， 降低了安全治理成效。 以 2006 年索马里内

乱为例， 当年 6 月， 索马里境内宗教武装 “伊斯兰法庭联盟” （ICU） 击

溃了非宗教性武装 “恢复和平与反恐联盟” （ARPCT）， 并占领了索马里

首都摩加迪沙。 这一事件使索马里内部安全形势急剧恶化， 引起了非盟、
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 “伊加特” （ IGAD） 及以埃塞俄比亚、 厄立特里亚

等为首的索马里邻国的高度重视和警惕， 但这些相关方对于索马里局势

都有着自身利益考量。 非盟有意主导索马里冲突解决进程， 但因其成员

国众多， 各方谋求共识以致谈判时间较长， 此外还要和联合国安理会进

行协调， 致使非盟直到 2007 年 1 月 19 日才通过了成立非盟驻索马里特派

团的决议。③ 而伊加特组织在 2006 年 9 月发表公报， 其中明确指出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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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马里问题在伊加特五国 （埃塞俄比亚、 肯尼亚、 索马里、 苏丹和乌干

达） 框架下得到解决。① 埃塞俄比亚是以基督教徒为主体的国家， 并不乐

见伊斯兰教在邻国索马里壮大起来。 而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长期以

来关系紧张且双方存在边界争端， 所以厄立特里亚强烈反对埃塞俄比亚

介入索马里局势。 各方在协商谈判过程中的尖锐分歧严重影响了及时、
妥善地应对索马里内乱， 也暴露了非洲内部分歧对非洲安全治理的消极

影响。
2010 年底， 因科特迪瓦总统巴博不接受败选结果， 该国陷入了严重

的政治和社会危机， 非盟、 西共体以及部分非洲国家均对此做出了反应，
但各方立场存在显著差异。 西共体在当年 12 月 24 日发表声明坚决要求巴

博 “立即以和平方式进行权力移交”， 如果其拒不执行， 将 “只能采取其

他措施包括合法使用武力等实现科特迪瓦人民的目标”。② 非盟起初称

“需要时间审查危机并提出具体建议”， 委托毛里塔尼亚、 南非、 乍得、
布基纳法索和坦桑尼亚五国元首进行选举结果审查， 并指派了 20 名专家

在次年 2 月初抵达科特迪瓦与竞选双方巴博和瓦塔拉进行会面。 3 月， 非

盟委员会主席让·平表示， 当前目标是 “要让瓦塔拉能够行使权力， 应

该通过对话而不是武力达成目标”。③ 几天后， 西共体委员会主席维克

多·贝霍 （Victor Gbeho） 称 “对非盟处理科特迪瓦危机的方式表示失

望”， “这使我们的内部团结受到侵蚀”， 此外他还指责了南非向科特迪瓦

派遣军舰的行为。④ 而加纳总统约翰·阿塔·米尔斯 （John Atta Mills） 早

在 1 月就表示本国军队已经捉襟见肘， 且科特迪瓦国内有大量加纳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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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加方不会在科特迪瓦内政问题上选边站队， 也绝不参与任何向科特

迪瓦部署安全力量的行动。① 各方各执己见， 难以决断， 导致科特迪瓦迟

迟难以结束内乱纷争、 恢复秩序。 显然， 在应对地区冲突和地区危机时，
非盟、 次区域组织和非洲各相关利益国之间对危机的性质、 应对的方案、
各种利益的考量和平衡常会出现分歧甚至对立， 如缺乏足够的外交智慧

和平衡各方的领袖人物， 就极有可能出现无力应对危机甚至适得其反的

结果。
由此可见， 这两大挑战严重制约着非洲国家内部冲突本土化解决实

践的发展， 要想寻求其应对策略， 还需非洲国家进一步协商探索， 才能

真正实现 “非洲问题非洲解决”。

结 语

“非洲问题非洲解决” 是非洲国家在探索内部冲突本土化解决方案时

所提出的重要主张。 其丰富的实践案例充分表明了， 它早已从阿伊泰所

提出的一个概念逐步落实为非洲国家在解决内部冲突时的共同实践。 非

盟在重要的纲领性文件 《2063 年愿景： 我们想要的非洲》 中明确指出，
未来非洲国家要在发扬民族自决、 国家独立和大陆团结精神的基础上实

现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 这就为 “非洲问题非洲解决” 指明了光明前

景。② “非洲问题非洲解决” 所承载的不仅是解决内部冲突的非洲本土化

方案， 更是一种倡导和平发展、 推进多极化进程的 “非洲智慧”。

【责任编辑】 宁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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