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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殖民地的政府干预与经济作物生产的兴起

李鹏涛 王 萌

【内容提要】殖民地政府极力推动非洲殖民地经济作物生产。不
过，殖民地经济作物生产能否成功，不只是殖民地干预的结果，更
与这一经济作物生产是否迎合非洲当地社会的利益诉求密切相关。
在非洲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西非殖民地，经济作物生产的兴起主
要是非洲农民主动性的结果，例如加纳的可可经济。在东非和南部
非洲殖民地，尽管经济作物生产的出现离不开殖民政府干预，但是
这一经济作物生产能否取得成功同样也与当地非洲农民能动性密切
相关。
【关 键 词】殖民统治; 政府干预; 经济作物生产; 单一经济;

“依附论”
【作者简介】李鹏涛，副研究员，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 金

华，321004) ; 王萌，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研究生 (金华，321004) 。

殖民统治时期，非洲经济作物生产取得重要发展，这构成了殖民时
代非洲经济变革的重要内容。殖民者提出“剩余出路理论”( vent for sur-
plus theory) ，用以解释一些非洲殖民地经济作物生产的起源，这一观点
强调殖民当局通过修建公路、建立市场以及引入货币等方式，为闲置的
非洲劳动力提供了有利可图的出路。按照这一观点，经济作物出口的增
长只是因为之前闲置的非洲劳动力被投入到之前未被利用的土地之上。①

① 参见 A. G. Hopkins，Economic History of West Africa，London: Longman，1973。



这一流行叙述抹杀了非洲社会的能动性，而突出强调殖民地政府在非洲
经济变革中的主导作用。① 然而，随着非洲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日益深入，
这一观点受到极大挑战。相关研究强调，殖民地政府试图推动和控制殖民
地经济作物生产，但是非洲农民并非殖民政策的被动接受者。殖民地政府
干预成功与否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会能动性。殖民地
政府的经济政策能否取得成功，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这些政策能否适应非
洲社会的利益诉求。某些殖民地经济作物生产的兴起，甚至是非洲农民在
殖民地政府极力阻挠的情况下推动形成的，这方面的著名案例包括 20 世纪
初加纳可可种植业的兴起。② 本文主要以英属非洲殖民地为中心展开论述，
首先讨论殖民地政府推动经济作物生产的主要动机，然后分析殖民地政府
所采取的主要手段及其局限性，最后重点探讨非洲社会在经济作物生产方
面的历史能动性，以期深入分析非洲殖民地政府干预在经济作物生产兴起
过程中所扮演的复杂角色，深刻认识非洲单一经济的历史起源。③

一 殖民地政府推动经济作物生产的基本动机

殖民地国家积极推动非洲殖民地的经济变革，主要是为了促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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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形式的生产和交换，从而满足帝国本土所要求的殖民地财政自给自
足。殖民主义导致非洲的农业生产与贸易模式急剧重构。19 世纪末殖民
统治确立后，殖民统治需要推行强制性的经济秩序，产生出足够多的税
收以支撑殖民地政府，而重要手段是鼓励面向出口的经济作物生产。殖
民地政府最初依靠的是前殖民时代的出口商品，例如，尼日尔三角洲的
棕榈油、桑给巴尔的丁香。不过，这些作物产量较少，并且很多地区在
殖民征服之前没有种植经济作物的经历。气候炎热、距离遥远以及地形
特点都阻碍了非洲农民的剩余产品生产。殖民地政府急需税收基础，因
此积极推动适应特定殖民地环境状况的经济作物生产。只要能够增加殖
民地国库收入，殖民地政府愿意尝试种植任何经济作物，并且鼓励任何
生产方式。殖民地政府依赖于非洲当地税收，而非帝国本土财政，从而
使得它们以这种直接方式与非洲人的生产和交换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导
致殖民地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相对独立”于帝国本土。① 无论是殖民部还
是殖民地政府，它们都并非单纯的帝国本土商业利益的工具。殖民地政
府通常有着自身利益，有时甚至是与帝国本土政府的意图截然不同。殖
民地政府希望非洲臣属生产那些回报最高的产品，因为这能实现应税收
入最大化，也最有利于殖民统治。例如，尽管英国政府希望尼日利亚北
部的农民种植棉花，但是当大多数农民决定种植花生时，尼日利亚殖民
当局并未阻拦。而且，在帝国本土压力已经消失的情况下，一些殖民地
政府仍然热衷于从事经济作物生产。

按照殖民者的流行观念，生活在农村地区的非洲人过着自给自足的
生活，无法对眼前的需求和机会做出判断和回应。殖民地政府将这些农
村地区视作未开发的劳动力储备地和农业生产地，必须由外来刺激才能
实现发展。“传统的”维持生计生产和农民生产的显著区别，反映出殖民
者关于“落后”非洲经济活动的认知。这一认知是非历史的，因为忽视
了前殖民时代东非沿海、埃塞俄比亚以及索科托哈里发国的社会经济状
况，特别是大规模的土地所有制、土地租赁、市场导向生产等基本特征。
在尼日利亚北部，既有的农业体系为殖民时代花生生产奠定了基础。在
东非沿海地区，尤其是斯瓦西里沿海地带，前殖民时代出口导向的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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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ohn Lonsdale，and Bruce Berman， “Coping with the Contradicton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lonial State in Kenya，1895 － 1914，”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Vol. 20，No. 4 ( 1979)，
p. 490.



园和分成制农业体系转变为殖民时代的出口种植体系。① 英国殖民者试图
将维持生计的非洲农民转变为出口导向的农民，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
程，殖民地政府会采取劝说甚至强制措施。将非洲 “维持生计”的农业
生产者转变为农民，并且推动他们种植某些经济作物，这既增加了政府
税收，同时也将非洲人变成“经济人”，也就是商品消费者和生产者。南
罗得西亚土著事务部的一位官员总结道: “如何才能刺激非洲土著工作?
答案是为 ( 土著) 创造尽可能多的需求，诱导他采用现代耕作技术，并
且使他远离酒瓶。”②

非洲殖民地政府试图确定经济作物种类、价格以及市场控制机制。
在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的西非沿海社会，殖民经济政策试图推动
这些地区更大程度地融入世界市场。在有着经济作物生产传统的地区，
殖民地政府推广经济作物生产的尝试，可能威胁到现存的生态、经济与
社会平衡，同时导致非洲社会以牺牲粮食作物为代价来增加出口作物生
产。因此，殖民地政府扩大经济作物生产的尝试不一定取得成功，很多
非洲生产者仍然维持较少剩余产品的生产模式，这些非洲人成为殖民者
干预的主要目标，目的是将维持生计的非洲生产者纳入殖民地出口经济
之中。③

二 殖民地国家干预非洲经济作物生产的主要手段

殖民地政府采取多种手段来推动非洲经济作物生产。在殖民统治时
代早期，交通运输业发展成为推动非洲农村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 20 世
纪二三十年代，非洲乡村地区开始汽车运输，经济作物生产扩展至全球
贸易以往难以达到的地区，并且为农村地区创造商业机会，推动了农作
物生产发展。不过，单独这一点并不足以推动非洲生产者进入殖民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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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生产体系之中。为了吸引非洲生产者放弃维持生计生产，并且推动
市场导向的非洲生产者增加产量，殖民经济决策者通常采取多种手段。

第一，动用强制手段推动经济作物生产。在坦噶尼喀，甚至在东非
战役还未结束时，仓促成立的 “占领区政府”已经迫不及待地鼓励维多
利亚湖地区的棉花生产。“一战”后，在饥荒造成严重伤亡的情况下，英
国仍然鼓励饥荒地区的棉花出口。① 坦噶尼喀出口作物剑麻、咖啡和棉花
的国际市场价格下跌，殖民地经济陷入严重的危机。殖民政府鼓励南部
沿海地区的棉花种植，而阻挠面向市场的水稻生产，因而导致水稻大量
依靠进口。英国殖民政府还鼓励中部地区的花生和谷物种植，而阻碍原
有的畜牧业发展。② 在西非地区，非洲农民早在 19 世纪已经开始商品生
产，他们通常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经济作物生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作
为粮食作物生产的补充。欧洲人争夺贸易商路控制权，将棕榈油和花生
运送到沿海地区。在没有白人移民或者矿业开采行业的地区，殖民地政
府鼓励非洲农民生产。

殖民地政府借助非洲社会权力结构来实现推动经济作物生产的目的。
酋长和殖民者在推动经济作物种植方面有着一定的共同利益。酋长们迫
使臣属生产政府所要求的经济作物类型，以维持自身在殖民地社会中的
特权地位。倘若达不到配额目标，则会被剥夺酋长身份。葡萄牙殖民者
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采取强制性的殖民地农业经济生产，建立国家主导
的殖民地经济，依靠强制的大规模面向出口的棉花和甘蔗种植。③ 英国、
法国和德国在“一战”前试图建立种植园，并且鼓励本国公民在西非殖
民地建立种植园和白人移民农业。这些早期的种植园试验失败，推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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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政府重新将非洲生产者转变为出口导向的农民，并且增加那些从
事出口农业生产的非洲人的生产能力。① 英国在苏丹也积极推动棉花生
产，主要通过“杰 腊 ( Gezira) 灌溉计划”。棉花非常适合大多数自给
自足的非洲小农生产，由农民家庭成员提供廉价劳动力，主要是棉球成
熟时的采摘工作。而且，在耕种和加工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原棉可
以运送到全国各地的轧棉作坊。苏丹棉花主要在新近灌溉土地上种植;
这里的棉花是由私人公司苏丹种植辛迪加 ( Sudan Plantations Syndicate)
的小农租户种植，而公司提供加工、销售和技术服务，实际收益由种植
者、公司和政府共同分享，政府则主要负责大型灌溉工程。然而，如同
很多其他地区的殖民地一样，依赖于单一作物使得苏丹容易受到全球市
场变化的影响，这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期表现得极为明显。②

第二，禁止非洲人种植某些经济作物。在白人移民殖民地，殖民地
政府扩大经济作物生产的努力主要针对白人农场主。按照殖民地政府政
策，这些白人农场主构成殖民地经济作物种植的基础，殖民当局试图确
保农场的非洲劳动力供应，并且阻止那些仍然拥有小片土地的非洲人与
白人农场主发生竞争。肯尼亚殖民政府颁布法律阻止非洲土地所有者种
植咖啡、茶叶和其他作物，规定这些只能由白人移民种植。③ 殖民当局在
南部和东部非洲的移民殖民地采取类似政策。这一状况与西非的小农经
济殖民地形成鲜明对比。非移民殖民地并不存在白人移民农场主，殖民
当局鼓励非洲农民重组生产手段，主要生产可可、花生、棕榈油、棉花
和芝麻等经济作物。

生产咖啡这一最赚钱的农作物需要土壤和气候条件的完美结合，乌
干达的厄尔贡山、肯尼亚的阿伯德尔山脉和坦噶尼喀的乞力马扎罗山区
和梅鲁地区较为适宜，因此这些地区的经济逐渐变得繁荣，而在埃塞俄
比亚高原的咖啡价值因为质量控制不充分而下降。就咖啡而言，规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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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问题更为含糊不清。当地的罗布斯塔 ( robusta) 咖啡已经在非洲多
个地区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而这通常依靠非洲小农就可以生产。然而，
更值钱的高山咖啡所需要的加工流程使得较大的生产单位拥有更大优势。
不过，这一优势也并非决定性的，厄尔贡山和乞力马扎罗山麓的非洲咖
啡种植者的成功表明，咖啡可以实现非洲当地人生产。肯尼亚和安哥拉
的欧洲种植园主实际控制垄断，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政治权力，而不是更
高的经济效率。在肯尼亚，基库尤人和坎巴人在咖啡种植园劳作，他们
迅速熟悉咖啡耕作技术，他们也希望自己种植咖啡，但是殖民地政府对
于非洲人种植咖啡做出极严厉的限制，以免影响到白人经济作物种植。
20 世纪 50 年代，在咖啡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情况下，肯尼亚殖民地政府
为保住自己的税收，同时也是为了在 “茅茅运动”背景下安抚非洲人，
开始允许非洲小农种植咖啡。① 事实证明，在殖民地政府放开对于非洲人
咖啡生产的限制之后，非洲人的咖啡生产极富成效，严重冲击了欧洲人
在咖啡生产领域的主导地位。② 同样是咖啡生产，相邻殖民地坦噶尼喀和
乌干达主要为非洲小农生产所主导。“一战”后，坦噶尼喀的咖啡种植发
展迅速。乞力马扎罗山和梅鲁山麓的白人移民利用这一地区与蒙巴萨港
之间的肯尼亚铁路，开始大量种植咖啡。与此同时，当地非洲人也开始
种植咖啡，并将山麓的公共牧场变成咖啡农场。1923 年，在英国殖民官
员和农业技术专家鼓励下，非洲人一共种植了 30 万株幼苗。坦噶尼喀的
白人移民也试图像肯尼亚白人那样阻挠非洲人种植咖啡，却并未成功，
这主要是因为非洲人咖啡种植极为成功并且得到英国殖民官员支持。到
1933 年，非洲人一共拥有大约 600 万株咖啡，乞力马扎罗山区 1 /3 的非
洲人家庭种植咖啡，坦噶尼喀一半以上的咖啡是由非洲人种植。③ 在布科
巴地区，为充分利用该地咖啡种植的发展潜力，地区官员在 1919 年至
1922 年推行咖啡强制种植计划。20 世纪 20 年代初的咖啡价格高涨刺激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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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农民大规模种植咖啡。① 在乌干达，殖民地政府同样并未阻挠非洲小农
的咖啡生产，因为乌干达 “没有白人移民的存在，不像肯尼亚白人那样
急需土著劳动力”。②

第三，市场控制手段。殖民地政府时常授予特定商人群体以商品销
售权。这些商人大多是移民群体，在东非是印度次大陆居民，在西非则
是中东或者地中海居民。这些控制措施并未有效阻止非洲人从事贸易活
动，却压制了付给农民的价格。作为回应，非洲农民支持建立合作社，
以实现对于他们所销售农作物的更大程度的控制。在英属和法属非洲殖
民地，殖民地政府广泛设立销售局，设定农作物销售的最高和最低价格，
当价格过低则提供补贴。在尼日利亚北部殖民地，欧洲产品购买者和利
凡特公司、亚洲和非洲商人推出提前付款和收成抵押，使得非洲农民欠
下农产品收购者大量债务，也使得农民必须持续参与经济作物生产。农
产品收购者向农民预先付钱，让他们在旱季支付税收。农民抵押他们的
收成，然后被迫在旱季再次抵押产品。这样一种设计使得非洲农民陷入
持续贫困。③

第四，征收人头税。很多地区的非洲人最初可以以实物形式缴税，
然而殖民地政府很快要求以现金形式缴税，而这只能是通过经济作物生
产或者外出务工来获得。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这些新需求往往导致生存
危机，特别是在降雨量和环境条件变化的情况下。农村非洲人家庭需要
年轻人增加农作物生产，或者销售更多牲畜。总体而言，这些经济活动
的回报较低，其中大部分被收税人收走。面对殖民地国家的要求，非洲
家庭发生剧烈变革。很多地区的经济作物生产是由非洲男性主导，时常
也是殖民地政府积极鼓励的。粮食作物生产则几乎完全是非洲妇女的责
任。这些对于非洲妇女经济机会的限制，与殖民地 “土著法”条件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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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非洲妇女地位所做的限制是相符的。到 “一战”时，战时需求、资源
有限性，再加上殖民地政府试图限制非洲人的流动性，以及殖民政府无
法将粮食运送到发生饥荒的地区，这些因素导致粮食匮乏和饥荒的大规
模爆发。①

三 非洲社会在殖民地经济作物生产方面的能动性

成功的经济作物生产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环境和地理因
素、外部世界的需求、政府鼓励、税收货币化以及铁路和公路修建等因
素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非洲农民所扮演的重要角色。②

由于非洲人对于市场机会的回应以及殖民政府所面临的资源限制，因此
非洲社会的主动性成为非洲殖民地经济变革的主要推动力。20 世纪二三
十年代，非洲小农经济主导着热带非洲大部分地区的经济作物生产，主
要包括西非棕榈油、可可、棉花，东非的棉花、咖啡、糖、剑麻和茶叶。
以下分别选取尼日利亚西部、黄金海岸以及东非的乌干达等典型案例，
以揭示非洲社会在经济作物生产方面的能动性。

殖民时代西非经济增长主要是由非洲移民劳工、可可农民、花生收
购者和公路运输者所推动的。非洲农民以各种方式回应殖民时代全新的
需求和机会，从而极大地改变了非洲农村地区的基本面貌。西非的非洲
小农经济蓬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英国内部政策辩论越来越有利
于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发展成为 “非洲小农”殖民地。尽管殖民政府试
图对于非洲人的经济作物种植加以引导和限制，但是非洲社会并非被动
接受者。例如，在尼日利亚北部地区，英国殖民者试图推动棉花大规模
种植。这里的棉花种植已经有数百年历史，而且气候和土壤条件也适合
棉花种植，因此英国人坚信大规模商业种植棉花能够获得成功。1912 年，
通向卡诺的铁路通车，主要是为了推动卡诺周边地区的棉花生产。英国
棉花种植者协会在尼日利亚北部建立棉花加工厂，并分发种子和肥料。
然而，棉花并未随之大规模出现。农民更愿意种植花生，因为花生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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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高于棉花，而且即便是歉收或者遇到其他灾祸也可以食用。1912 年，
尼日利亚北部发生严重饥荒，饿死约 3 万人。在此之后，种植花生的农
民越来越多，而种植棉花的越来越少。英国殖民者未曾预料到，原本为
了运输棉花而修建的铁路，却为花生运输提供了便利。英国人为刺激一
种商品作物生产而修建的铁路，却导致另一种农作物的发展。① 正如非洲
史学家约翰·托什所指出的，殖民时代 “经济作物种植的成功，依赖于
经济作物与已有的粮食作物生产之间的关系”，经济作物生产对于粮食作
物生产的影响是“复杂的，时常是阻碍的”。② 种植剩余的粮食作物要比
经济作物更具吸引力，更能满足非洲民众的生计所需。

在黄金海岸等西非大西洋沿海地区，前殖民时代到殖民时代有着很
大的历史延续性。殖民地国家在推动社会经济变革方面作用极为有限。
非洲经济作物种植的实际效果与殖民者的意图在很多时候并不重合，甚
至大相径庭。最重要的经济作物生产大多是在殖民地政府不经意情况下
出现的，例如黄金海岸的可可经济。19 世纪 80 年代，黄金海岸开始种植
可可，并且在不到一代人时间里成为世界最大的可可生产国。黄金海岸
的可可出口始于 1891 年，不到 20 年时间产量达到 4 万吨，迅速成为世界
最大的可可产地。到 1923 年，黄金海岸的可可产出为 20 万吨，到 20 世
纪 30 年代中期超过 30 万吨。③

黄金海岸的可可经济兴起，并不是由于殖民政府的财政压力所致，
因为黄金海岸的税赋水平并不比周边殖民地高出太多。另外，尽管欧洲
贸易公司在可可经济发展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非洲社会的能动性
更为重要。19 世纪、20 世纪之交，欧洲殖民官员并未料到非洲人会种植
这样一种需要多年时间才能有回报的经济作物。采用外来资本和最新农
业技术的现代种植园被认为是开发热带地区 “未经使用的”土地、面向
世界市场生产的最有效工具。④ 然而，事实证明大规模生产的效率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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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黄金海岸的可可产量大幅增加主要是由于小农生产，采用土地
密集型的混合耕作技术。当地阿夸佩姆人早在 19 世纪已经向欧洲商人出
售野生橡胶和棕榈油。到 19 世纪末，这些产品的价格日渐下降，阿夸佩
姆人开始寻找新的适合种植的经济作物。可可种植需要清理出大片土地，
清除灌木丛需要大批劳动力，而可可树需要 15 年时间才能成熟。因此，
可可种植代表着对于未来的投资。阿夸佩姆人种植可可还面临的挑战是，
这一地区的人口极为稠密; 因此，很多种植者向西迁徙到人口密度较低
的阿基穆 ( Akim) 地区，向当地的阿基穆人购买土地。阿夸佩姆人最初
利用家庭劳动力，后来也雇用劳动力来清除土地，并雇用搬运工将可可
运至沿海地区。阿夸佩姆人中间逐渐出现农民资本阶层。① 非洲农民主动
接受了可可生产所带来的机遇，而殖民地政府只是事后予以认可。黄金
海岸殖民政府决定支持土著农民，这是可可繁荣的结果，而非可可繁荣
的原因。尽管铁路建造使得很多地区的经济作物生产成为可能，但是黄
金海岸的库马西 －阿克拉铁路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初才发挥影响，到这时
非洲生产者已经推动可可生产的急剧扩张。铁路所起到的作用，只是将
可可运至沿海港口。

在东非和南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经济作物生产在 19 世纪以前一直
较为落后。19 世纪以来，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扩张极大地推动了东非内
陆地区的经济作物生产。殖民地政府强制非洲农民生产某些农产品。在
肯尼亚和罗得西亚等白人移民殖民地，尽管殖民地政府试图迫使非洲人
转变为雇佣劳动力，但是非洲小农经济非常有活力，他们抓住了经济作
物和粮食作物生产所提供的机遇。② 例如，德属东非农民的棉花强制种植
是“马及马及起义”的重要诱因。尽管英国殖民者所采取的强制手段通
常并没有那么严苛，但是东部和南部非洲殖民地经济作物生产的启动离
不开强制，譬如棉花。棉花在英国进口原料中占有特殊地位，英国棉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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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业将热带非洲视作潜在的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从 1902 年开始，英国棉
花种植协会在非洲殖民地积极传播“棉花福音”。① 例如，“一战”前夕，
乌干达南部棉花生产迅速扩张，成为非洲殖民地经济作物种植的成功案
例。在乌干达殖民地政府鼓励下，干达酋长阶层接纳棉花种植。不过，
乌干达棉花种植发展反映出布干达人自身的社会和文化观念。干达社会
是高度竞争性的，而棉花计划提供了个人发展机遇。在乌干达的兰吉地
区，在前殖民时代已经生产出剩余农作物，主要是芝麻用于同布尼奥罗
进行贸易。棉花是在 1909 年引入这一地区，它的推广是以牺牲芝麻生产
为前提的，因此直至 20 世纪 20 年代初兰吉农民才开始接受棉花种植，因
为芝麻市场到这时已经衰退，棉花收购价格上涨。② 20 世纪 20 年代，欧
洲种植园主大量进入乌干达，主要从事咖啡和橡胶种植。③ 乌干达的非洲
农民农业与欧洲人种植园农业得以共存。棉花作为主要经济作物，1920
年占到乌干达对外贸易的 90%，而咖啡作为第二大出口作物只占 2%。乌
干达殖民政府意识到非洲农民棉花生产的重要性，但并未排斥资本主义
生产。乌干达殖民政府不愿意欧洲移民在非洲棉花生产较成熟地区开办
种植园。在布干达和东部省等主要的棉花产区，殖民地政府不愿意为了
咖啡和橡胶而阻止非洲农民的棉花生产，这两种作物产量相对较低。④ 非
洲农民生产的棉花从 1905—1906 年的 1089 英镑增至 1910—1911 年的
165412 英镑。到 1920 年前后，乌干达已经排除了大规模发展种植园经济
的可能性，而是沿着非洲小农经济道路发展。⑤ 对于乌干达殖民地政府来
说，税收的增加极大降低了乌干达对于帝国拨款的依赖程度，而这有助
于乌干达殖民地政府实现财政自给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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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结

非洲殖民地政府积极推动殖民地经济作物生产，既是为了满足帝国
本土的需要，同时也是由于受到殖民地财政自给自足原则的限制。然而，
尽管殖民地政府试图推行某种类型经济作物的种植，但是这一意图能否
成功实施，则要取决于很多因素，尤其是非洲当地农民的能动性。在非
洲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西非殖民地，经济作物生产的兴起主要是非洲
农民主动性的结果，例如加纳的可可经济。在东非和南部非洲殖民地，
尽管经济作物生产的出现离不开殖民政府干预，但是这一经济作物生产
能否取得成功，同样也与当地非洲农民能动性密切相关。这也充分表明，
尽管殖民统治在非洲十分残暴，但是它们的力量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因此只能在有限程度上推行其意图。殖民统治的残暴性与其力量的有限
性并行不悖，在很多情况下，恰恰是因为其力量的有限，因而愈加强暴
专横。①

( 责任编辑: 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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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tional loc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in the management of intra-ethnic conflicts
in Tarime district located in north eastern Tanzania w ith the aim of creating un-
derstanding on how practices and decisions taken by informal loc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affect the management of intra-ethnic conflicts. Systems Thinking
Theory ( STT ) was used to guide analysis of governance issues in the existing
intra-ethnic conflicts among Kuria. Ethnographic research design guided by quali-
tative research approach was deployed to collect information. The data collected
were subjected to content analysis to form themes and sub-themes of the stud-
y. The study findings revealed that Kuria's informal loc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have both negative and positive influences towards intra-ethnic conflicts in the
sense that they had potentials to trigger conflicts and they can also play a signifi-
cant role in the management of intra-ethnic conflicts. The study further indicated
that Kuria communities ［clans］ in the Tarime district，share common inform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which form part of their culture and history and thus
they are in the best position to apply informal approaches to manage conflicts in
the area despite their limitations. However，despite such strengths of informal
loc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in the management of intra-ethnic conflicts，their
potentials were not fully harnessed in the Tarime peacemaking process. The stud-
y recommends the establishment of initiatives targeting recognition and the inclu-
sion of informal loc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in the management of intra-ethnic
conflicts among Kuria of Tarime.

Keywords: Conflict Management; Intra-ethnic Conflict; Informal Gov-
ernance Institutions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the Ｒ ising of Cash Crop
Production in Colonial Africa

Li Pengtao，Wang Meng / 55

Abstract: European colonizers sought to facilitate cash crop production in
African colonies. However，the rising of cash crop production in the African
colonies were not the result of colonial policies，but depended on whether this
cash crop production was suitable to local interest or not. In African peas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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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inated west African colonies，cash crop production was the outcome of Af-
rican agency，ie. the cocoa economy in Gold Coast. In East and Southern Afri-
can colonies，which have white settler communities，even though colonial in-
tervention had impacts on cash crop production，the agencies of African peas-
ants also had significant impacts on the outcome of cash crop production.

Keywords: Colonial Ｒul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Cash Crop Produ
ction; Single-Product Economy; Dependency Theory

The Impacts of Ｒegional Integration on Intra-Ｒegional
Exports and Welfare of African Countries—Effect
Simulation Based on Borders' Elimination

Wang Xia / 68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rder effe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counterfactual model based on structural gravity model and the general equilibri-
um effect of trade policy， using the Poisson pseudo maximum likelihood
( PPML) estimation method for simulation analysis of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Africa Ｒegional Integr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 1) High degree of re-
gional integr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Africa Intra-regional exports
grow th and African countries' welfare grow th; ( 2) High degree of regional in-
tegration w ill substantially stimulate the intra-regional exports grow th of larger
African countries，and greatly improve the welfare of small African countries;
( 3) It brings benefit to producers and consumers，and most of gains accrue on
the producer side. High degree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frica regional trade and achieving the prosperity
of all Africans.

Keywords: Structural Gravity Model; General Equilibrium Effect; Africa
Ｒegional Integration; Economic Effect; Borders' Eli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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